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实践研究

关键词:大数据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创新服务 实践研究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大数据（big date）是一种多样化、海量数据资料的非结构化数据，是与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主题内容相关密切，并将对数据的存储、数据的挖掘、数据的分析进行充分的操作利用。

“大数据”一词是美国麦肯锡于 2011 年 5 月第一次提出的。在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大数据元年”是 2014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至此，在接下来的年月中，大数据产业得

到蓬勃发展，并作为重要角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在 2021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

上，大数据一词再次、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足以说明大数据在我国末来各项事业发展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校图书馆担负着为高校新信息技术、教学、科研服务的重任，在大数据环境中，高校图

书馆必然、也一定会受到大数据的冲击和影响。如何更好地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自身的服务

能力，是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不可避免地面临的挑战。

张宏依据目前大数据研究在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和相关成果，针对大数据应用在高

校图书馆在管理思维拓展与转变、资源建设创新模式、知识创新服务模式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和

对策。张晓梅提出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应从服务理念、人才培养、服务内容及形式等方面进

行创新服务。李阿莹认为高校图书馆开展创新服务应从加强共享力度与资源整合、馆员综合能

力素质、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几个方面入手。

2019 年 10 月底，山西农业大学与山西农业科学院合署办公，成为新山西农业大学，自此

山西农业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双重背景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与前农科院的信息研究所于 2020 年 2 月整合后，成

立了以前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主的新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开启了图书馆与信息化结合的服

务新模式，运用数字信息化技术对图书馆大数据的获取、存储及分析，给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在大数据环境中，提升自身创新服务能力带来契机。

1.2 研究目的
总结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大数据环境下创新服务实践，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统计、调查

分析及文献阅读等方法，归纳总结阅读有关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文献资料，从高校在资源建设

创新、馆员素质提升创新服务、个性化服务创新以及将智库理念引入高校图书馆四个方面进行

研究，基于实践经验、文献支撑，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运用数字化大数据开展创新服务方

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1.3 研究意义
1.3.1总结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利用大数据开展创新服务实践成果。

1.3.2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各种形式服务中蕴藏有哪些服务的潜能和机会，需要图书馆馆员学

习、借鉴同行的先进经验，结合现实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学习、提高和拓展自己

在大数据环境中的创新服务能力。



1.3.3开展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创新服务对策，让图书馆服务更加方便、快捷、智能化，通过

摸索、研究、总结出适合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模式，为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向智慧图书

馆转型奠定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指导意义。

1.3.4在为我校图书馆创新服务之路铺砖瓦的同时，也为同行的创新服务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

参考和借鉴。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思路

本课题研究的思路如下图：

2.2 研究方法

利用问卷调查、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各项工作管理系统等，收集相关山西农业大学图书

馆大数据创新服务实践的第一手资料。

选取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信息源，设定特定的时间段，检索有关高校图书馆创新

服务的研究文献，阅读其文献内容，采用综合分析法与文献综述法，整理出大数据环境下，山

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的实践及提升创新服务在资源建设、馆员素质、个性化服务、服务

“智库”四大内容方面给出可行性的建议。

2.3 研究内容

2.3.1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大数据创新服务实践。

2.3.2大数据环境下，丰富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更好地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

2.3.3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馆员职业素养的提升。

2.3.4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能力提高。

2.3.5大数据环境下，将“智库”理念引入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的服务中，为本校的管理、发展、

决策提供科学的信息，起到智库的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大数据创新服务实践

近几年来，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虚拟资源服务系统、流通管理系统、座位管理系

统等工作系统大数据，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读者的创新服务工作。

现将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实践总结如下：

3.1.1 基于资源采购数据库、读者管理系统、网络服务平台、APP 等大数据，资源建设创新服务

工作

（1）学位论文数据库，为本校的学科建设和毕业生论文写作服务奠定了基础。

（2）应用本馆微信服务平台、APP 等大数据，在线提供座位预约查询、在线咨询、馆藏查询、

图书预约续借等服务。

（3）对年度购置书刊利用率数据进行分析，依据各学科购书利用率，调整图书采购方案和学

科图书的资源种类比例。例如，本馆 X 类图书利用率较低，为 0.3。可能原因是图书采购

与读者希望阅读的图书有出入，这此情况下，加强与该学科相关院系教师的沟通联系，了

解其真正需求，及时调整图书采购方案和学科资源的图书比例 ，为读者补订他们最需要的

图书；另一原因也可能是图书馆对新到的图书宣传力度不够，这个时候，就要重视加强新

到图书的宣传工作。通过图书馆网页、微信、移动数字服务等平台，以及各学科服务向相

关院系教师、研究生读者推送新到图书目录。

（4）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资源互动服务群，对所需读者进行信息和文献推送工作。

3.1.2 基于读者管理系统、座位管理系统、流通系统等大数据下的读者个性化创新服务工作

（1）基于座位管理系统大数据，为读者提供阅读座位使用情况实时信息，让读者在最短时间

内找到阅览座位，投入学习，大大扭转了传统手段读者找座位费时费力的现象，为读者节

约了大量时间。

（2）基于读者借阅系统大数据，追踪本校重点读者团队及个人书刊借阅信息，了解其关注、

研究的学科专业方向、近期专注的研究领域，为其定制、推送与其关注点相关的新到图书、

期刊资源及电子资源信息。

（3）基于流通系统大数据，针对教师年均借书量低（为 0.2020 册），图书馆为教师专家提供

送书上门创新服务，征求对图书馆服务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3.1.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图书馆其他方面创新服务工作

（1）利用读者借阅系统大数据。一是可形成读者借还图书排行榜，在读书月活动中表彰这些

读者，鼓励大家爱读书，多读书；二是也可形成读者最爱阅读图书及畅销书排行榜，将这

些图书单独展示在书架上，推荐给更多读者阅读。

（2）对不同类型读者年均借书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研究生读者 0.6375，为最高，本科生读

者只有 0.2256，教师类读者为 0.2020。这些数据显示，本馆读者整体借书量较少，不足 1

册。针对这个现象，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服务举措，利用读书节、新生开学等特殊时

间段，举办各种主题图书展览，吸引读者阅读，有需要的现场办理借阅手续；通过图书馆

网页、微信公众号、电子公告、学科服务群等多种形式，向读者定期推送新书书目，同时

推送优秀、畅销图书荐读书评，让读者快速了解新到图书，激发阅读兴趣，增加图书借阅

量；针对教师读者，图书馆提供送书上门服务，将教师所需图书第一时间送到教师手中，

节约教师宝贵时间，激发他们利用图书馆、借阅图书的热情。

3.2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大数据创新服务实践分析

与国内高水平高校图书馆相比，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实践尚处于初

级水平，仅基于大数据分析为读者提供的最简单的创新服务，服务形式较少，内容简单，仍需

借鉴同行做法，在丰富馆藏资源服务，提升馆员素质、个性化服务水平、引入“智库”理念等



方面作进一步提升与完善。

3.3 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丰富资源建设方面的建议

3.3.1 利用大数据科学分析本馆各类数据，为科学采购资源奠定基础

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有订购的数据库、自建的数据库、馆藏书目结构化等

数据，还包括各类检索信息、浏览信息、服务信息及利用信息等非结构化数据，继续通过使用

大数据分析本馆的各种数据，科学指导本校图书馆资源采购，购买到读者真正需要的资源，提

高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3.3.2 利用大数据新技术进行数字资源的有机聚合

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可将 MapReduce、云计算、Hapdoop、NO-SQL 等关系型

数据库，及 Primo、Summon 与 Encor 大数据资源发现系统逐渐引入图书馆领域，将这些大数据

技术应用于本馆的资源建设服务工作中，提高本馆创新服务能力。

3.3.3 节省购买金额

为了节省购买金费，可向全校师生大力宣传图书馆的试用资源和开放资源；可参与到相关

高校资源共享平台，对数字资源进行联合采购，实现资源共享。

3.3.4 注重虚拟资源服务创新

利用大数据技术将现有服务系统、资源检索系统利用大数据进行整合，形成一站式数据信

息服务与检索；并应用大数据技术将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涉及的资源进行整合分类，如辅

导自主创业的资源、考级考证的资源、考研的资源、留学出国的资源等，经过对这些资源的整

合创新，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

通过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微信平台服务点击量进行大数据统计，发现微信选座、馆藏检

索是读者较为关心、使用较多的服务，图书馆仍应将这些服务继续做得更细、更好，减少系统

瘫痪、服务疏漏等现象；针对方正图书馆点击量不多，图书馆应该加强对电子图书馆使用的相

关宣传、鼓励工作。

3.4 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提升馆员素质方面的建议

通过文献阅读，结合调查报告分析，本研究认为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应从以下提升馆员素质。

3.4.1 大数据环境下，加强提升馆员大数据的基础知识和实操技能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和老师，促进图书馆创新服务，做为高校图书

馆馆员要学习图书馆购买的各类型数据库、多媒体知识等有关大数据的基础知识。

高校图书馆馆员熟练掌握大数据、网络、通信等实操技能，提升图书馆各工作系统的实际

运行效能。对数据挖掘的大数据技术，需要借助相关企业搭建的有关平台，而做为图书馆馆员

应对该平台的日常操作和基本技术精通并做到操作娴熟。从而对知识精准、增值服务奠定基础。

3.4.2 可在本馆范围内建立馆员大数据知识和技术应用激励机制，激发馆员个人自我提升

建立激励机制，改变服务理念，借助职称晋升、评优、岗位练兵等项目，使馆员自己主动

学习和应用大数据服务理念，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馆员的主观能动性，不断促进馆员服务

创新能力。

3.4.3 充分开发并提高图书馆馆员的整体素养

大数据环境下，可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来提升图书馆馆员的整体素养：一是将专业人才资源

配置引进并融入图书馆团队中；二是通过对馆员进行专业培训、将业务实践经验丰富的或具有

多元学科背景的人员招募到馆员服务队伍中来；三是通过打造组建专家团队、社会咨询参考组、

学科小组服务等的方式提高馆员素质；四是组建图书馆联盟化。

3.4.4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服务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智库建设不仅需要具有技术过硬，能处理繁复的数据的人才，同时还

需要有在战略性、前瞻性上，有与各领域人才的紧密合作的馆员。像原农科院信息研究所的杜

老师、冀老师，他们俩人的科研课题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对图书馆

智库功能的创新服务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图书馆要培养一批能在大数据环境下，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进行学科分析、对信息进行加

工与开发等。还需发展一批思想敏锐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人，为图书馆参与高校智库创新服

务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3.5 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个性化创新服务方面的建议

3.5.1 转变服务理念，是高校图书馆个性化创新服务的重要方式

本项目研究者对运用大数据进行高校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认为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

是一种思维。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中，应该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关注。

3.5.2“量身打造”大数据环境下个性化网络信息服务

依据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大数据如监控流量数据，时时掌握各阅览室现有人数，并结合座

位数量，借助大屏幕播放方式，使每位到图书馆的读者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座位；充分应用大

数据信息，提升派送、拓展点单功能，建好移动图书馆平台；继续利用 QQ、微信、微信公众号，

更好地满足高校用户的个性化和专业化需求。

3.5.3 力争建设具有集成、便捷的互动平台

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除了在学科服务方面初步形成一个互动服务平台外，

尽管拥有丰富和完整的馆藏资源、流通系统、门禁系统、座位系统等海量的用户利用图书馆的

数据，但是各个系统基本上是独立的，分别由图书馆各个部门负责管理，尚末形成一个集成、

便捷的互动平台。需要图书馆与相关网络运营商进行深入协调，且与图书馆用户达成隐私保护

协议，需在日后的工作中进行多次实践，形成集成、便捷、互动的个性化创新服务的大数据平

台。

3.6 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智库服务的建议

3.6.1 树立高校智库理念

借助大数据技术，引进高校智库理念，对高校图书馆服务高校智库的研究，必须将思想作

为先行，转变观念，注重图书馆为高校智库决策、建言和咨询的创新服务意识。

2019 年 10 月底，山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合署办公改革，

成立新山西农业大学。合署改革以来，迈开了发展、改革的新步伐。新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紧

跟时代的步伐，积极改革，树立为学校智库服务的创新理念。

3.6.2 正确确立高校图书馆在高校智库建设中的定位

高校图书馆是高校智库建设的参与者与辅助者。王文认为大数据下智库所出具的决策方案

关系到地区乃至国家大局或某领域的兴衰、成败，具有资政、伐谋、启民、孕才的功能；李睿，

邵长远认为高校图书馆虽然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拥有信息分析、数据挖掘能力及从事学

科服务经验的人才优势，但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仍不具备主导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在高校

智库建设中的定位仍是参与者与辅助者。

本课题研究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本校智库建设中的作用是参与者

与辅助者。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除有中文纸质文献 157 万册，现刊 432 种及多种纸质文献外，

于 2002 年实现了网络化服务，拥有高宽带的馆内局域网和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引进与自建数据

库 74 种，OA 及 NSTL 免费资源近 50 种，已形成以农科为基础，学科专业涵盖了理、工、经、

管、文、法、艺等 8 个门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具有在大数据环境下为高校

智库建设需要提供一定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能力。



3.6.3 构建服务高校智库合作联盟

高校图书馆一直以来就拥有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基础，可与同行业高校图书馆在信息、数

据、服务等方面进行交流协作，服务多样化、个性化用户需求，成立合作联盟机制，为服务高

校智库提供信息。

课题研究认为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服务高校智库合作联盟应是指晋中市太谷区或校图书馆

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资源共享、协同创新、优势互补，以服务高校智库为目的而组建起来的

合作联合体。构建服务高校智库合作联盟是运用高校图书馆大数据应用技术，服务高校智库实

现从单馆运行到多方协作，提升服务高校智库能力的重要举措。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4.1 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刊期号 录 用

情况

1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

馆智库服务的研究

田亚丽

杨丽兵 赵飞

中 国 教 育 信

息化

2021.09(2021年 5月
底见刊）

附件 1

2 大数据下高校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的研究

田亚丽 中国报业 2021.10(下）（2021
年 10月见刊）

附件 2

4.2 其他成果

附件 1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成果形式

1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2020.05-2021.04大数据统计 统计 附件 3

2 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资源与服务问卷调查

分析报告

问卷调查分

析报告

附件 4

3 阅览文献中提到的创新服务项目 文字和表格 附件 5



附件 2

附件 3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2020.05-2021.04 的大数据

2020 .05-2021.04 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温暖、令人难忘的一年，每个人都了不起！在这一

年里一定有许多打动你的事和让你心存感激的瞬间

1.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数据
完成 82 万元、4192 种、12533 册图书的招标、采购和验收；接收捐赠图书 374 种、507 册；

957 种、17158 册图书的编目和典藏；1600 余条中央库数据的维护。2021 年 531 种、100018 元

中文期刊的预定；2020 年 327 种、4955 册期刊的验收；2021 年 62 种，72 份、20076.16 元报

纸的预定；2020 年 30 种、36 份报纸的验收。新增图书 2 万册，征订数据库 36 个。

2.新书通报和教师欲购图书（以农工学院为例）

序号 索取号 正题名 责任者 出版者 出版日期 文献类型 状态

1 TH-39/L132
ADAMS/View 参数化设计技术与机械工程实践应

用
李昌[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8.11 中文图书 入库

2 TH-39/W342 机械工程中的有限元方法 王世军，赵金娟著 科学出版社 2019.8 中文图书 入库

3 TH17
机械系统复杂非平稳信号分析方法原理及故障

诊断应用

冯志鹏, 褚福磊,

左明健著
科学出版社 中文图书 编目中

4 TH136/L142 纳米构件操作的机理、方法及跟踪定位 李东洁，杨柳著 科学出版社 2019.9 中文图书 入库

5 TH133.3/W207 水润滑轴承技术与应用 王家序著 科学出版社 2020.7 中文图书 入库

6 TH131.7/W224 多层过盈联接设计理论与技术 王建梅著 科学出版社 2020.4 中文图书 入库

7 TH123/H093 机械工程计算方法 韩清凯，王奉涛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9.9 中文图书 入库

8 TH122/L890-2 机械设计 吕宏，王慧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8 中文图书 入库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82&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82&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81&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80&table=gz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80&table=gz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9&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8&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7&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6&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5&table=wxxxb


9 TH122/Z113-2 现代机械设计基础
张洪丽，刘爱华，王

建胜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20.10 中文图书 入库

10 TH122 三维机械设计思维实训 孙伟主编 科学出版社 中文图书 编目中

11 TH122 三维机械设计 刘宏新主编 科学出版社 中文图书 编目中

12 TH122 机械创新设计及专利申请
陈继文, 杨红娟,

陈清朋等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文图书 编目中

13 TH111/W442-2 机械原理 王跃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6 中文图书 入库

14 TH122/C391-3 虚拟设计 陈定方，罗亚波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4 中文图书 入库

15 TH166/L297 智能制造导论 李晓雪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6 中文图书 入库

16 TH16/S803-3 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 苏春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5 中文图书 入库

17 TH137-44/W207-2 液压与气压传动习题集 王积伟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6 中文图书 入库

18 TH122/H497/9-6 SOLIDWORKS 2018 中文版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胡仁喜，刘昌丽等编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5 中文图书 入库

19 TH122/X458/2-3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 谢里阳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6 中文图书 入库

20 TH-43/W407 机械系统可靠性基础 王学文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4 中文图书 入库

21 TH122/S803-3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苏春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5 中文图书 入库

22 TH137-33/W317 液压试验技术及应用 王起新，黄志坚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3 中文图书 入库

23 TH122/Y711/3 机械设计与材料选择及分析
于惠力，魏波[等]编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3 中文图书 入库

24 TH126/L404 制图应用
梁会珍，戚美，袁义

坤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25 TH-39/C598-3 机电系统动态仿真
陈新元，傅连东，蒋

林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26 TH122/C674 机械 CAD 技术 谌霖霖，伍素珍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27 TH122/B650/10-3 SolidWorks 2018 实例宝典
北京兆迪科技有限

公司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28 TH111/L628-4 机械原理
刘会英，张明勤，徐

宁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29 TH16/Z862 制造工艺基础 朱平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1 中文图书 入库

30 TH164/Z774/2-4 机械制造自动化技术 周骥平，林岗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1 中文图书 入库

31 TH126/L752 机械制图 柳海强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32 TH14/W459-3 机械工程材料 王章忠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33 TH126/L205 机械制图 李林，段林海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34 TH122/X714-3 机械装备金属结构设计 徐格宁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1 中文图书 入库

序号 书 名 著 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ISBN 号 申报人

1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原书第 5版)
（美）戴维·C.雷，史蒂文·R. 雷，朱

迪·J. 麦克唐纳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602576 李利峰

2 解析深度学习-语音识别实践 电子工业出版社 9787121287961 李利峰

3 线性代数应该这样学(第 3版) 阿克斯勒 1905 年 7 月 人民邮电出版社 李利峰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4&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3&table=gz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2&table=gz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1&table=gz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5970&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1005&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95&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94&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93&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90&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89&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88&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881&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10746&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92&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85&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84&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66&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32&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29&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27&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24&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12&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06&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700&table=wxxxb
http://211.82.8.229:801/xstb/../showmarc/table.asp?nTmpKzh=409699&table=wxxxb


3.图书借还数据
借阅人数 1557 人；借阅册数 4865 册，其中预约 125 册次，续借 389 册次。

还书人数 4489 人，归还册数 9371 册

4.读者借还图书排行榜

读者单位 读者证号 读者姓名 读者类别 读者身份 借书册数 归还册数

生科 1704 3131707212 东瑶 本科生 学生 162 162

种子 1702 3011710229 贾智杰 本科生 学生 50 55

地信 1801 3091806343 胡敏环 本科生 学生 39 40

英语 1802 3141802136 王一如 本科生 学生 37 33

园艺 1901 3021901032 宋怡 本科生 学生 37 35

农学 1804 3011804071 张晓鹏 本科生 学生 36 39

教师 5110016671 代永欣 教师类 教师 35 29

教师 5110017273 杨威 教师类 教师 33 31

农学硕士 1901 6190100716 邢志 硕士类 学生 32 32

教师 5110014734 王军娥 教师类 教师 31 27

教师 5110018628 朱擘 教师类 教师 31 22

教师 5110014619 史广 教师类 教师 31 21

资环 1902 3091902019 赵子奇 本科生 学生 31 35

动医 1901 3041906391 关祥瑞 本科生 学生 29 27

农学硕士 1901 6190101714 董浩 硕士类 学生 27 30

5.畅销书

正题名 责任者 索取号 出版日期 复本数 流通次数

流星之绊
(日) 东野圭吾著;徐

建雄译
I313.45/D675/9-2 2016.6 3 11

三体 刘慈欣著 I247.55/L597=2 2019.8 6 17

神雕侠侣 金庸著 I247.58/J822/4=3 2002 12 10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I247.57/L880=3 2019.9 6 10

大秦帝国 孙皓晖著 I247.53/S922=2 2016.7 51 18

英汉现代科学技术词汇
《英汉现代科学技术词

汇编辑组》编
H316/Y628 1984.02 21 15

小妇人
(美)露易莎·梅·奥尔

科特著;王之光译
I712.44/A759=6 2018.4 6 10

天龙八部 金庸著 I247.58/J822/8=3 2002 15 10



人间失格
(日)太宰治著;王倩倩

译
I313.45/T079/2=3 2018.1 3 11

矩阵论 杨明,刘先忠[著] O151.21/Y232-2 2005.3 重印 5 12

恶意
(日) 东野圭吾著;娄

美莲译
I313.45/D675/10-3 2016.11 3 11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林奕含著 I247.57/L522 2018.2 3 10

毕淑敏自选集·生命卷 毕淑敏著 I267/B763/19 2016.7 9 13

分身
(日) 东野圭吾著;王

维幸译
I313.45/D675/8-2 2016.6 3 12

谁杀了她
(日)东野圭吾著;袁斌

译
I313.45/D675/13 2018.6 3 15

6.到馆读者数数据
接待读者 100 万人次。

座位预约约 10 万人次

7.年度购置图书利用率数据

8.读者类别借还统计数据（一年）2020.05-2021.04

读者类别 借阅册数 人数 人均借阅册数

本科生 5281 23404 0.2256

研究生 1906 2990 0.6375

教师类 805 3986 0.2020

9.资源服务数据
9.1.开展了多渠道的信息咨询：通过“图书馆读者交流”3个 QQ群，实时答复 700余条读者提

出问题的咨询；通过读者问答栏目、微信平台、来选座系统回复读者提问 472条。

9.2.文献传递数量持续增长：通过“农大研究生文献互助”QQ群，QQ好友及微信群、微信好

友等为我校师生查找各类型文献 20982篇。

9.3.培训：利用超星学习通自建在线课程，采用“速课”、“PPT+语音”、“语音课”等形式

开展线上教学，开设《电子商务导论》和 《网络信息检索与利用》两门选修课程，为 60人开

课 48课时。完成所有课程教学大纲设计、48万字教案、讲稿、7000余张 PPT课件，批阅实习

报告近 1200份、期中期末作业试卷 120份。

学科

类目
A B C D E F G H I J K N O P Q R S T U V X Z

种数 58 302 137 740 8 956 246 148 371 89 353 61 102 64 348 133 1126 1506 43 6 217 22

购入

册数
147 772 371 2107 20 2559 614 448 930 254 1018 108 302 160 933 363 2936 4451 129 18 619 65

借阅

次数
4 24 18 46 2 62 20 33 65 3 28 1 10 5 28 8 59 88 1 0 2 0

利用

率
2.7 3.1 4.9 2.2 10 2.4 3.3 7.4 7 1.2 2.8 0.9 3.3 3.1 3 2.2 2 2 0.8 0 0.3 0



通过维普平台为全校 945人做了论文免费检测；共审核、编目 2020年应届硕博士电子论文

741篇、纸质博硕士论文 773篇；为 CALIS农学中心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元数据 738条。

10.移动服务数据
移动图书馆 APP终端安装 2895次，登陆 85.3万次，中外文图书下载 4.8万册，下载报纸、期

刊、学位论文 3.8万篇。

微信平台菜单点击统计如下表

附件 4

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开展的创新服务实践，围绕

本研究项目内容，本研究团队于 2020 年 9 月，设计实施调查问卷，发出问卷 400 份，收回问卷

368 份。分析结果如下：

一、问卷调查分析统计
本次问卷调查分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发给来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的现场读者 200 份，

收回 194 份（其中有教工 5 人，研究生 10 人，本科生 179 人）；另一部分随机分发给各院教工

200 份，收回 189 份，其中有研究生的有 79 份,本科生 10 人。收回 383 份参加问卷调查中，其

中本科生的占比为 49.3%，教工的占比为 27.4%，研究生占比为 23.2%。这次调查报告涉及到山

西农业大学的教工、研究生、本科生，覆盖面广，使用图书馆资源服务的角度、方式各不相同，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不同的读者，对调查问卷所提出问题的回答也不相同。分别对本科生、研究生、教工

三类读者的问题回答进行了统计。

1.大数据环境下，您认为图书馆应该在以下哪些方面进行创新服务：（可多选）

A 个性化服务 B 馆员素质 C资源建设 D 智库

图 1.图书馆创新服务内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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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数据环境下，您希望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个性化服务方面开展定期获得与您专业相关的新

书通报吗？

A 很希望 B 无所谓，能看看也好 C 没兴趣

调查统计结果，见图 2.

图 2.读者对相关专业的新书通报的希望值统计

3.在大数据环境下，您希望图书馆为师生们提供哪些资源培训服务？（多选题）

A 数据库使用培训 B 检索技能培训 C 常用软件使用培训

调查统计结果见图 3

图 3 读者希望图书馆提供培训服务项目统计

4.通过网络，图书馆为教师和研究生建立的文献传递 QQ 群，您是否已经加入，或者已推荐研

究生加入？

已加入 已推荐

山西农大文献互助群（群号：307023019） 57% 52.2%

山西农大教师服务群（群号：298251339） 45% 56%

山西农大研究生文献互助（群号：348731621） 47% 28%

5.利用图书馆掌握大数据技术的信息优势，开展嵌入式个性化学科服务试点，参与老师的科研

项目，您的观点是：

A 大力支持，有助于缩短信息收集和整理的时间，为科研项目助力

B 不太支持，图书馆馆员应用大数据技能获得知识与本学科知识有一定的差距，效果比较差

C 不支持，双方都比较忙，图书馆人员对本项目的帮助不大，还增加沟通成本

D 不知道是否支持，不过愿意尝试，看效果再说

图 4 读者对图书馆利用大数据开展个性化学科服务的观点统计图



6.在大数据环境下，您希望图书馆馆员应该具备以下几点，才能给您带来更好、更精准的服务？

(可多选)

A 基础数据实操技能 B 管理制度 C 整体素养 D 尖端服务人才

调查统计归纳结果如图 5

图 5 馆员素养的希望值统计图

7.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图书馆的服务，配合高校本科教育改革，提高学生专业学习水平，请推

荐与您认为与教学课程相关的个性化服务项目：（请填写）

根据收回随机发放的问卷，由于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填写希望服务项目也不同，将不同

读者填写的服务项目占比为前四项的归纳总结见图 6。

图 6图书馆在开展教学个性化服务项目统计图

8.新山西农业大学成立，借助大数据，您认为图书馆可在哪些方面开展智库服务？（请填写）

根据收回问卷调查统计归纳占比为前三项的结果见图 7。

图 7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内容统计图

9.大数据环境下，您对图书馆在科研和教学服务方面还有什么意见或好的建议?(请填写)

读者类别 本科生 研究生 教工

填写过意见或建议的人数占比 3.1% 2.98% 35.78%

二．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大数据环境下，由于读者的身份和年级不同，利用对图书馆服务的侧重点不同，教工和研

究生对大数据环境中的有关数字服务如网络数据服务项目和意见建议方面明显要比本科生多，

本科生对实体物理的图书馆创新服务关注要多。教师虽然在入馆的人数上少，但在关注图书馆

利用大数据技术所提供的大数据资源服务和如何利用方面的需求占绝对优势。

2.建议：

（1）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在馆藏资源方面，要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更加贴近全

校师生的需求，更好地为全校的教学、科研提出更加丰富的资源服务。

（2）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服务要注重馆员素质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3）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对教师进行个性化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更加明显突

出。

（4）大数据环境下，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进行智库服务接近空白项，应该适时将此项服务开展

起来。

附件 5

本项目研究人员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在 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使用“大数据”、

“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文献有 302 篇， 将这些文献进

行整理、阅读，得出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在丰富资源建设、提升馆员素质、个性化服务

三个方面进行创新服务的可行性及实施中的具体建议。

本项目主持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在 CNKI 文献库中以“大数据环境下 高校智库 图书馆”

作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检索结果 55 条，其中篇名中有“图书馆”为标题的有 40 条，占到

72.7%，由此可见高校图书馆服务高校智库具有可行性。

根据所阅文献内容，将在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馆员素质、个性化服务、智库服务四方

面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如下表。

文献中涉及到的创新服务的项目及比例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及方式 文献中提及比例

丰富馆藏资源建设 用大数据指导资源采购、大学城共享平台、调整信息资源建

设结构、资源发现系统、数字资源有机聚合

85.28%

提升馆员素质 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专业人才资源配置、职业化能力的建立、

充分开发馆员队伍的综合素质

79.12%

个性化服务 微服务、 移动服务、学科服务、人工智能个性信息推送服

务、“量身打造”个性化网络信息服务

83.81%

智库服务 我国各大名校图书馆组建的各类研究院、普通高校图书馆具

有智库服务功能、或高校智库的组成部分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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