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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FID 智能图书馆的读者行为调研与分析 

              ——以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汪玉新，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项目号：2013037）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读者行为学的内涵：凡是具有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一切社会成员都可以称为图书馆的读者。读者行为

学是一门研究读者阅读文献活动这一行为规律的学科,即研究读者在其需要和动机的支配下到图书馆来

阅读所需文献并取得一定知识信息的阅读活动之规律[1]。随着用户的信息行为发生变化，需要更好地对

读者行为进行分析。同时，图书馆的网络化和数字化，为图书馆积累了大量的读者数据，图书馆可以充

分分析读者数据，从读者数据中找出读者行为规律，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2]。 

     2003年以来，随着读者信息环境的变化以及读者需求的个性化、专业化，图书馆越来越重视对读

者行为进行研究，但是，近年来图书馆界对于用户行为分析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2]。作为一个

信息服务行业，在信息瞬间万变，读者需求个性化、专业化的时代，图书馆界应该加快对读者行为的研

究，为提供人性化服务提供决策依据。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是指无线射频识别，即通过微波射频信号进行自动识

别，它是一种快速、远距离、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RIFD 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解决了图书馆开架

借阅中“找书难”、“归架难”、“整架难”、“延伸服务受限”等行业瓶颈问题，实现了图书准确定位，精

确盘点，自助借还、自动分拣、自动盘点、智能书架等一系列智能化服务，使管理和服务变得高效，有

利于读者迅速速查找要找的图书。RFID 智能图书馆将成为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是目前山东省高校图书馆中首家应用 RFID 技术的图书馆。2012 年 7 月 RFID

智能图书馆项目建设在中心馆正式启动，中心馆建成于 1991 年，建筑面积面积 8000 平米，是在用的独

立馆舍。RFID 项目包括图书智能管理系统建设、无线局域网改造和相关配套项目建设三部分内容，为

了更好地发挥 RFID 项目优势，对中心馆的馆舍、馆藏资源结构做了重新布局与调整，见表 1.馆舍的调

整：拆除中心馆 2-5 层所有阅览室、书库的房间隔断，扩大使用面积，形成大开间阅览空间，阅览座位

由改造前的 480 个增加到 732 个，增加了 52.5%。同时，二楼增加书架 160 个，一楼新增密集书架 306

个、八层书架 86个，可以增加藏书能力 27 万册，彻底解决了中心馆由于开放书库的架位不足造成的图



书爆满问题；本着藏借阅合一的管理目标，重新调整、优化馆藏结构，把原来图书和期刊分室放置调整

为图书和期刊合并布局，按学科进行整合，调整后形成 4个对外借阅室和 1个不外借的工具过刊综合阅

览室，对其 30 余万册图书进行了 RFID 数据转换。延长周开放时间全部到 14*7 小时，之前只有两个阅

览室开放时间达到 14*7 小时。中心馆改造成为一门式管理的 RFID 智能图书馆，实现了读者自助借还图

书、图书精确定位、图书期刊藏借阅合一的一门式管理，2012 年 12 月 26 日启用。 
 

表 1.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中心馆基于 RFID 项目改造的馆藏资源布局调整情况一览表 

区域 
使用面积  

㎡ 
改造前用途 

改造前座

位数（个） 
改造后用途 

改造后座位

数（个） 

双面书架          

数量（个） 
报刊种数   相关设备分布情况 

二楼北 471 自然书库 0 第一自然借阅室 36 148  门禁、3台自助借还机、 

1台馆员工作站、1台盘点

机 、3台查询端 

二楼南 477 自然阅览室 152 第一自然借阅室 72 160 中刊：179 

中厅 106  0  0 -  

三楼北 483 社科书库 0 第二自然借阅室 100 145  

1套盘点机、1台查询端 三楼南 403 社科阅览室 140 第二自然借阅室 64 129 中刊：236 

中厅 110  8 第二自然借阅室 18 - 报纸：23 

四楼北 483 样本书库 32 第一社科借阅室 100 145  

1套盘点机、1台查询端 四楼南 483 外文期刊室 64 第一社科借阅室 108 145 中刊：198 

中厅 110  8 第一社科借阅室 18 - 报纸：14 

五楼北 483 中文过刊室 8 综合阅览室 100 158 外刊：17 

1套盘点机、1台查询端 五楼南 483 中文样刊室 60 第二社科借阅室 100 156 中刊：168 

中厅 110  8 第二社科借阅室 16 - 报纸：18 

合计   480  732 1186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RIFD 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尚处在发展阶段，各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本项目力求从研究和探讨基

于 RIFD 技术的读者行为调研与分析入手，为开展设计基于 RFID 技术环境下的图书馆综合服务新模式研

究提供有力的依据。这对于充分发挥 RFID 技术优势、提升图书馆管理水平、服务能力，创新管理与服

务方式、突出服务职能，更好地服务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中心馆 RFID 智能图书馆改造前后读者行为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旨在发现

RFID 技术对我馆读者行为的影响，并从中找出读者获取图书馆信息和服务的规律，为图书馆提供人性

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提供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策，从而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让图书馆的服务更加贴近

读者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因此，本研究对领导决策、推进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更好地

服务于教学、科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内容和思路：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利用计量统计、调查研究、内容分析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

研究方法，以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对读者入馆量、文献借阅量及阅览座位利用情

况等读者行为进行统计、调查、对比、分析，发现 RFID 项目改造对中心馆读者行为的影响，并

从中找出读者利用图书馆文献资源及空间资源的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

读者需求。 

（1）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三校区近 4年读者文献借阅量趋势分析 

调查统计 2010 年至 2013 年未进行 RFID 改造的南校区馆和东校区馆传统服务模式下文献 

借阅量情况及中心馆进行 RFID 改造前后文献借阅量情况，对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讨论。 

（2）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中心馆实施 RFID 项目改造后入馆人次与借阅量相关性研究 

调查统计中心馆实施 RFID 后，读者入馆人次与借阅量，并进行相关性研究 

（3）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中心馆实施 RFID 项目改造后日入馆人次规律研究 

（4）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中心馆实施 RFID 后阅览座位利用情况调查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实施 RFID 项目后读者对文献的借阅量的下降趋势减缓显著 

    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有三个校区六处馆舍，中心馆在北校区，北校区在校学生包括 3千余

名研究生和近 1万本科生，南校区在校本科生 1万 7千余人，以涉农专业为主，东校区 3千余

人，是一部分非农专业大一的学生。 

    只有中心馆于2012年12月26日起完成RFID项目改造后实施一门式管理，周开放时间14*7

小时；南校区和东校区仍然是阅览室与书库分离管理的传统服务模式，只有阅览室周开放时间

14*7 小时，书库开放时间 8*7 小时。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图书馆纸本文献的借阅量是逐年下降的趋势，图



1 是近 4 年各校区的文献借阅量，中心馆是综合馆（不含文学和水利工程图书），因 2012 年 7

月底开始闭馆进行 RFID 项目改造，12月 26 日完成改造开馆，因此 2012 年中心馆的年数据是

用 1-6 月份的数据加倍而得。图一显示，南校区馆和东校区馆借阅量下降趋势显著，2013 年

较 2011 年分别下降了 23.2%，28.9%，而中心馆只下降了 6.8%，，这表明 RFID 项目的实施更有

利于吸引读者到馆，这是可背包进馆的一门式管理、图书因准确定位而容易查找、自助借还的

便捷式自我服务、无线网覆盖、周 14*7 小时的全天候开放等各种举措实施的结果。 

 

 
                图 1. 2010 年-2014 年 图书馆读者文献借阅量（按校区） 

     

图 2 和图 3是分库室统计 2010-2013 年的文献借阅量的趋势图，6个书库中，只有中心馆

的借阅量同比增加显著，再次验证了 RFID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读者对文献的借阅量。 

 

  图 2. 2010 年-2014 年图书馆各库室读者文献借阅量在柱状图 



 

              图 3. 各库室 2010 年-2014 年 图书馆读者文献借阅量趋势图 

3.1.3 实施 RFID 项目后中心馆入馆量与借阅量的相关性研究 

    图 4 是实施 RFID 项目以来 15 个月中心馆读者入馆人次及文献借阅量柱状图，由图 4 可

见：2013 年 1-9 月份读者入馆量与文献借阅量成正相关，10-12 月读者入馆人次持续增加，12

月达到峰值 89296 人，而文献借阅量并没有相应增加，这主要因为每年硕士研究生招考时间是

在 1 月份，因此，10月-12 月是大四学生复习考研的时间，而图书馆成为考研同学的首选，同

时 2014 年 1 月上旬是期末考试时间，这也是 2013 年 12 月入馆人次最多的原因。 

表 2 是中心馆实施 RFID 项目后 15 个月的读者入馆量与借阅量，读者入馆人数与借阅量的

比值可大体反映读者入馆目的，比值较小的 1 月、2 月、8 月处在寒暑假，寒暑假期间，我馆

除春节及相邻的两周不开放，其余每周只开放半天，所以期间入馆的读者是以借还书为目的；

而比值较大的 6-7 月和 10-12 月，入馆学习的读者相对较多。 

 



 
图 4 .实施 RFID 项目以来 15 个月中心馆读者入馆人次及文献借阅量 

 
表 2 中心馆实施 RFID 项目后 15 个月的读者入馆量与借阅量 

月份 
1 月

/13 年 

2 月

/13 年 

3 月

/13 年 

4 月

/13 年 

5 月

/13 年 

6 月

/13 年 

7 月

/13 年 

8 月

/13 年 

9 月

/13 年 

10 月

/13 年 

11 月

/13 年 

12 月

/13 年 

1 月

/14 年 

2 月

/14 年 

3 月

/14 年 

入馆人次 28182 564 86485 59958 74084 66961 37270 19317 79967 82816 85832 89296 26169 762 88124 

借阅量 7916 212 16596 10911 11978 8715 5028 4971 13586 9867 12532 11063 6172 4250 17710 

入馆人次

/借阅量 
3.6 2.7 5.2 5.5 6.2 7.7 7.4 3.9 5.9 8.4 6.8 8.1 4.2 1.8 5.0 

3.1.3 实施 RFID 项目后中心馆日入馆量规律研究 

为了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中心馆实施 RFID 项目改造后日入馆量规律，选择 1号均为 

星期天的 9月（19日放 1天假）和 12月的入馆量，作图 5，结果表明，周末的读者入馆量最少，

周一至周四最多。 



 

图 5  实施 RFID 项目 2013 年 9月、12 月中心馆读者日入馆人次 

3.1.4 实施 RFID 项目后中心馆阅览座位利用情况调查 

通过现场调查，发现 1-9 月中心馆 732 个阅览座位基本能满足读者要求，主要表现在周一 

至周五上座率较高，周末有较多空位；10-12 月大多时间占座现象严重，早上排队入馆。 

3.2 建议 

3.2.1 全面提高馆员的素质 

     实施 RFRD 项目后，图书自助借还、精确定位、无线网网覆盖等功能的实现，改变了馆

员的工作内容，因此，只有对馆员加强相关的技术培训，如无线网使用、数据库利用、电子文

献查找；图书定位、盘点等，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使他们能以“网络

导航员”、“信息咨询员”的知识和技能指导读者，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3.2.2 以读者为中心，制定服务规范 

RFRD 项目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服务方式，因此制定基于 RFID 技术环境下的图书馆综合

服务新模式，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或管理制度，如针对每年硕士研究生招考

之前 10-12 月份阅览座位爆满的情况，适当提前开馆时间，可缓解入馆压力，减少排队现象；

利用 RFID 自动盘点功能，通过制定建立盘点制度，有计划地分期分库对图书进行盘点，可以

了解图书错架率，分析错架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措施，保证图书的错架率处在较低的水平，体



现以“读者为中心、服务至上”的理念，有利于馆员工作标准化，进而实现依“法”治馆和以

“德”用馆。 

3.2.3 调整岗位设置 

中心馆 RFRD 项目涵盖 8 个借阅室，每个借阅室约 90 个阅览座位，总馆藏量 35 万册，,

现有 18 名工作人员。RFRD 项目的实施使馆员的工作内容以借还书为主变成以图书上架和答疑

咨询为主，根据一年来的运行情况及读者入馆人次、借阅量等，可考虑减少岗位设置数。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完成的相关文章： 

（1）汪玉新,卢克芝,王金环. 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 RFID 项目建设的组织与管理[J].农业图书

情报学刊,2014(5)（5 月 5 日发表） 

（2）汪玉新,王金环. 2004-2013 年图书馆 RFID 研究文献统计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初审） 

 

（3）卢克芝,汪玉新,于素荣. 高校图书馆纸质图书资源利用情况调查分析—以山东农业大学

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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