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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研究 

关键词：用户画像，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随着高校图书馆的深入发展，其馆藏资源日益丰富，仅仅将数据资源进行简单检索和结果

堆放已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海量的资源并没有为用户需求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反倒使得用户产

生了信息迷航。于是，个性化服务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来应对用户存在的多元化服务需求

或者信息需求。推荐研究作为个性化服务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已经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广

泛应用，它通过历史记录的数据分析得到有价值的且关联性高的资源并生成个性化信息推送给

用户。因此，个性化推荐服务的发展，引起用户获取信息方式的变革。图书馆领域也逐渐意识

 

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的核心是用户，为实现推荐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用户信息偏

好、状态、环境等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等，实现

每个用户的详尽、立体而又直观的描述，从而为用户推荐提供更加有效的个性化信息，减少在

检索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如何实现实时、准确性、高效性的服务，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信息

需求是图书馆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目前，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已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提升资源推荐服务质量及

资源利用率方面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在用户需求感知方面，依然以传统的用户需求调研为

主，以分析小体量结构化数据分析用户需求，难以精准、全面刻画用户需求，因而可能导致个

性化信息服务质量差、效率低等问题。用户画像作为大数据环境下的用户描述工具，在用户描

述与建模上具有巨大有优势，因而在分析用户信息需求时，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完成对用户个人

习惯以及兴趣等内在需求信息的刻画，从而构建起通往用户兴趣的桥梁，为个性化推荐服务提

供数据基础。所以，建立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用户服务模式，深入研究相关的理论，应

用相关技术，对实现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2.1 用户画像及研究现状 

2.1.1 用户画像的内涵 

交互设计鼻祖 Alan Cooper 在研究中最早提出用户画像并对这一概念给出了定义，他指出

用户画像是通过不同的呈现方式对用户真实数据的刻画，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数据之上的目标

用户模型[1]。简言之，利用各种数据挖掘技术采集并清洗用户的社会属性、生活习惯和消费行

为等信息，并通过标签映射的方式抽象出用户画像模型。文献[2]等将用户画像描述为一种刻

画用户需求和兴趣偏好的形象集合。余孟杰[3]认为用户画像是从对海量用户数据中挖取出特定

的、潜在的用户信息，并以标签化的形式呈现出用户全貌，用户画像是用户信息面貌的虚拟刻

画，其目标是实现精准服务。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理念的深入，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服务

已成为企业日益关注的焦点，用户画像作为一种了解和预测客户、精准定位客户群体的有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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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被广泛应用于社交网络、金融、电子商务等领域。 

David Travis 认为一个令人信服、全面、精准化的用户画像应具有基本性（Primary 

research）、真实性（Realistic）、目标性（Objectives）、独特性（Singular）、移情性（Empathy）、

数量（Number）和应用性（Applicable）7 个基本条件[4]。文献[5]认为图书馆领域在以数据驱动

的主路线下，用户画像应该满足 6 个条件：时效性、可迭代性、交互性、区隔性、知识性以及

聚类性。 

2.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悄然兴起，围绕用户画像的相关研究也相继展开，并逐步成

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用户画像研究在国外图书馆领域开展较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

国家书目和 Blaise-line 通过对用户的使用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其服务进行优

化[6]。用户画像技术算法是国外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如统计分析、聚类分析算法、加权算

法、分类算法、朴素贝叶斯网络、深度学习方法等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同的研究采用取不同

的算法构建用户画像模型，从而刻画用户显性的特征和潜在的特征。 

国内图书馆领域对用户画像研究还起步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并且大多研究还停

留在理论阶段。陈慧香[7]等人详细阐述了用户画像的概念、特性以及作用，并深入分析了用户

画像建模的相关算法与技术、框架模型设计及构建流程，为图书馆基于用户画像的服务重新研

究奠定了基础。刘速[8]详细阐述了天津图书馆用户画像构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并对常用的用

户画像分析方法，如用户关系图谱、多维度交叉分析、可视化统计描述等方法进行了比较。潘

宇光[9]将用户画像理论融入到构建智慧图书馆的过程中，从图书馆的智慧构建和智慧服务角

度，提出用户画像的构架与实现途径。 

2.1.3 研究述评 

通过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可看出国内外对用户画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外深

入探讨用户画像的构建方法、技术和具体实践，并逐步应用在图书馆的规划设计中，而国内用

户画像引入初期就与大数据背景紧密结合，主要集中在用户画像的定义、模型构建等理论浅层

面研究，实践化程度不高，还未形成具体的实践案例。 

2.2 高校图书馆用户画像设计与实现 

2.2.1 数据收集 

用户画像在海量的用户数据中产生和形成的，构建用户画像是为了还原用户信息，数据来

源于所有用户相关的数据，因此数据源是构建用户画像的基础。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图书馆各信息资源系统之间实现了互通互联，尤其是统一身份认证的应用，以及移动终端

的普及，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异构化、立体化和多样化的数据，丰富了用数据类

型，拓展了用户数据的来源。高校图书馆构建用户画像的首要工作是确定数据源，图书管理系

统、书目检索系统、图书馆网站、移动图书馆等都是用户数据的主要来源，用户数据可分为相

对稳定的静态信息数据和变化较快的动态信息数据两类。 

2.2.2 标签建模 

标签是基于用户数据分析后人为规定的高度精炼的用户特征标识，人能很方便地理解每个

标签含义，使模糊的用户立体化、形象化。为用户建立标签模型是构建用户画像的核心工作和

首要任务，用户标签建模就是对用户的静态信息数据和动态信息数据进行分析以及语义化抽象

出，从而形成短文本化标签。高校图书馆从读者的信息需求偏好去考虑，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清

洗分析，可以从读者基本属性、行为痕迹、信息资源偏好、读者活跃度等多角度去构建用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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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标签体系。其中，读者属性标签主要是对读者基本特征的描述，由采集的读者属性数据构

成。行为属性标签是对读者操作图书馆系统以及数字资源的登录、浏览、下载等行为特征的描

述，由所采集的读者行为数据构成。信息资源偏好标签主要是对读者信息资源需求的潜在特征

的描述，主要由读者检索的信息资源内容、类别、来源等构成。而读者活跃度标签主要是对读

者信息需求的流失概率进行预测，是对读者登录图书馆系统的频次、浏览的时间、访问量等行

为特征进行描述，主要也是由读者行为数据构成。将上述读者属性标签和时间、路径痕迹等进

行组合，可以形成多级立体的读者标签体系。 

2.2.3 模型构建 

用户画像构建一般包含数据整合层、数据标签层以及画像应用层。数据整合层又可以分为

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通过对图书馆各种来源数据进行采集，再进行集成、转换、归约、清洗

等预处理操作后形成原始数据库文件。用户画像构建的关键是数据标签层，通过对用户信息进

行统计、分类、聚类分析等技术，将用户信息语义化和短文本化，以标签的形式呈现立体化的

用户形象。画像应用层是在建模结果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可视化技术，将用户各个维度

的标签呈现出来，图书馆用户画像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图书馆用户画像框架 

2.2.4 图书馆用户画像结果可视化 

本研究构建的画像包括学生和教工两类画像，学生画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2018 年 1-6 月的用户借还书作为主要数据来源；教工画像数据来源主要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工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专利，利用爬虫技术从 CNKI 中抓取，并进行规制清洗和筛选形成教师

数据库文件。学生用户的属性数据反映了借还书用户的明确数据类型，包括用户的姓名、学

号、级别、院系，图书数据包括图书的题名、作者、条码、借阅日期、归还日期。教工用户的

属性数据反映了该教工研究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基本数据通过收集整理、标签建模、提取关键

词。汇总后，采用用户画像工具词云。 

学生画像，根据学生借阅记录（类别、次数、时长），从基本属性、兴趣爱好、访问偏好

等维度构建画像，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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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画像 

教工画像，根据所发表的论文和专利等，进行学术研究领域画像，从基本属性、学术领域

和社交属性（合作伙伴、相似用户）三个维度构建画像，如图 3 和图 4 所。 

 

图 3 学术画像 

 

  

图 4 社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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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 

在用户画的基础上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对用户属性信息和用户行为数据进行聚类，将用

户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计算目标用户与各类别的距离，并选择最近距离的类别作为目标用

户的检索空间；最后在目标用户的检索空间中通过用户相似度计算确定目标用户的最近邻居，

在此基础上产生推荐列表，提高推荐精度，降低推荐所耗时长。 

2.3.1 聚类算法 

数据挖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聚类分析，它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划分成多个类簇，同一

个簇中的对象彼此相似，不同簇中的对象彼此相异。在众多的聚类算中最常用，经典的是

K-means 聚类算法，K-means 聚类原理是：依据两个对象的距离越大，相似度越小的准则，通

过最小化误差函数优化将所有对象划分为 K 个簇，K 为预先确定的常数。K-means 聚类算法具

有速度快，质量高，伸缩性好等优点，经常被应用到各种聚类任务中，其主要流程为： 

（1）假设一个数据对象包含了 n 个对象，在这些对象中随机选择 K 个对象作为聚类中心

的初始值。 

（2）通过距离公式对每个对象到聚类中心的距离进行计算，从中根据最近原则将对象依次

分配到距离它最近的聚类中心存在簇中，计算误差平方和准则函数 E 的值。 

（3）设立新的聚类中心，通过计算各个簇中的所有对象的平均值作为各个簇的聚类中心以

此来得到误差平方和准则函数 E 的值。 

（4）把步骤（3）的 E 值同前一次计算 E 值来对比，假如两个 E 值的差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之前设定好的阈值，则聚类的准则函数收敛，转到步骤（5），否则转到步骤（2）。 

（5）输出 K 个聚类。 

2.3.2 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作为当前应用最广泛的个性化推荐技术之一，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在用户行为中寻找特定模

式，创建用户特有的推荐内容。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分为三类：基于记忆方法、基于模型方法和

基于用户。协同过滤本算法优点是无需了解领域知识，大多数情况推荐结果令人满意。基于用

户的协同过滤算法包含以下步骤： 

（1）相似度计算构建目标用户兴趣相似的用户集合，Pearson 相关系数常用来计算两个用

户之间的相似度。 

( )( )

( ) ( )

uv

uv uv

i I ui u vi u

uv
2 2

i I ui u i I vi u

r r r r
S

r r r r



 

 


 



 
         (1) 

式中 Suv表示目标用户 u 与用户 v 的相似度，Iuv是用户 u 和 v 都评分过的共同文，rui是目

标用户 u 对物品 i 的评分，rvi是目标用户 v 对物品 i 的评分， 和 表用户 u 和用户 v 所有评分

的平均分 

（2）评分预测计算预测目标用户对其没有评价过文献的评分，基于用户相似集合通过评分

预测预测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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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Pui是目标用户 u 对物品 i 的评分预测，得出的 P 评分预测越高，目标用户 U 感兴

趣的程度或者几率就越高。 

（3）最终按照评分的高低可以给予目标用户 TOPN 的推荐列表。 

2.3.3 实验及分析 

（1）数据收集及数据预处理 

以西北农林科技图书馆图书借阅数据为基础，通过选择借阅图书数量超过 20 次的读者产生

的借阅记录，并经清洗、集成和归约等预处理形成实验数据集，总共生成 150000 条评分的记录，

包含 2350 个用户及 3700 本图书和 150000 条评分的记录作为实验数据集，将数据集 80%为训

练集，20%作为测试集。 

用户数据包括用户固有特征数据以及用户的借阅的图书数据，数据有字符型、数值型，需

要标准化预处理，同时为满足聚类模型，需要用户数据对进行预处理及向量特征表示过程如下。 

（1）用户身份属性特征表示：通过数值符号将包括年龄、性别、职业、专业及年龄等用户

身份数据数字化，如将性别数据转化为 0 和 1，将专业，职业等数据转化为数字，通过数字符

号转换形成如 U1=（46,1,13,5）的用户属性向量，其表示为用户是一个计算机学院年龄为 46 岁，

从事计算机教学的女教师。 

（2）用户行为特征表示：首先依据图书的类别将每一本图书映射成为一个对应类别位置为

1，其它为 0 的向量，由于图书有 22 个类别，因而图书特征有 22 个维度；其次，将用户所借阅

图书的向量进行累加，用图书向量的累加向量表征用户行为特征。 

（2）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推荐算法中常用的平均绝对偏差 MAE、准确率和运行时间对预测精准度进行分

析。它通过将目标用户的预测评分与实际评分进行度量对比，MAE 的值越小，表示算法的推荐

质量越高；值越大表示推荐质量越低。 

（3）结果分析 

通过多次实验当聚类数目 K=10 时准确率最高，因此在本文的实验中将用户聚类数 K 设置

为 10，为了验证文本方法在推荐中的优势，分别采用推荐中常用的基于内容和基于用户协同过

滤推荐进行试验，3 种不同方法的 MAE 结果如表 1 所示。 

 平均绝对偏差 准确率 运行时间（秒） 

本文方法 20.6575 0.7652 5504 

基于内容推荐 27.6832 0.5987 5076 

基于用户协同过滤 24.5368 0.6982 9154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通过与基于内容推荐和基于用户协同过滤这两个算法的实验结果比较

可知，本文提出的推荐方法在平均绝对偏差和准确率方面都要优于基于内容推荐和基于用户协

同过滤推荐算法；并且运行时间相比基于用户协同过滤有很大提升，这是因为通过用户聚类后，

目标用户的相似用户搜索空间大大降低，使得推荐效率更高。 

3 结论与建议 

目前高校图书馆领域对用户画像研究还在起步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并且大多研

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各种类型图书馆应该对读者进行潜在的行为与需求分析，勾画出读者画

像，准确把握读者的需求特征，从读者需求角度入手设计图书馆的资源推荐服务，为读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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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个性化精准资源服务，从而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与资源利用率。根据本次研究给出以

下建议。 

（1）整合用户数据、预测读者需求，实现精准资源推荐 

用户画像在用户描述与建模上具有天然巨大的优势，各类高校图书馆需要首先将分散在各

个系统读者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对读者进行比较完整的用户画像，从画像层面动态地监测读

者的信息需求和行为变化趋势，明确读者的信息需求偏好，从而预测读者的未来资源需求，最

终为图书馆个性化精准资源推荐提供可靠的支持。 

（2）重视读者需求，优化馆藏资源建设 

高校图书馆可利用用户画像来了解用户的整体兴趣和需求走向，根据用户使用图书馆资源

的行为习惯，设计或调整图书馆资源的配置、空间布局、科学管理。高校图书馆管理层可借助

用户画像技术及时发现用户的特征信息和兴趣偏好，掌握用户需求的变化，从而为决策制定的

科学合理性、高效性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比如，通过用户画像的指标发现读者用户对电子资

源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纸质资源的使用率，这说明高校图书馆在未来的资源配置率需要进行调

整。如果出现读者用户对图书馆空间的利用需求大大增加，那么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图

书馆的物理空间和功能进行优化。 

（3）建立读者信用机制，提升资源利用 

盗窃图书、恶意下载资源、图书超期、破坏公共环境及书刊污染等不良用户行为时有发生，

针对这些严重的用户失信行为，图书馆往往采用警告或轻微罚款方式，其效果不是很好，起不

到威慑失信用户的作用。用户信用管理是抑制用户失信现象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收集用户数

据，分析用户信用数据，将用户信用纳入个人征信记录，对高校图书馆不同层次用户进行信用

评分分级，建立用户信用分级管理。对图书馆不同信用评分的用户，赋予不同权限，并给予一

定的奖励和处罚，可以优化用户管理，灵活服务，促进馆藏资源利用。 

（4）建立读者评价机制，提升资源服务质量 

高校图书馆需要建立科学的反馈评价机制来有效指导资源推荐服务。全方位收集读者用户

信息，对不同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形成用户对不同资源或服务的反馈意见大数据，并对

这些数据进行评估，不断完善资源推荐服务。此外，根据读者用户的反馈，能够真实地反映出

图书馆阅读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实现读者与图书馆的互动交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使得读

者真正参与到图书馆未来的建设和服务中去，将有助于图书馆精细资源服务。 

4 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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