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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报告含有以下 5部分内容，其他内容根据项目情况可增加,字

数不少于 4000字)

题目: 用户访问电子资源行为数据实证研究—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

关键词: 用户行为；电子资源；数据分析；智慧图书馆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随着“智慧图书馆”的出现，国内外图书馆界都开始重点关注自身

的发展怎么和智慧一词相结合，智慧图书馆评估的对象包含了图书馆软

硬件等物的智慧，还包含馆员、用户等人的智慧。对于基础设备和工具

的智慧评估，情境感知、用户行为分析、数据挖掘等维度是具体体现，

因此做好用户行为的记录与分析在智慧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中显得尤为

重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泛在化学习、科研环境

下，电子资源与传统的纸本文献相比，更受广大师生青睐，已成为高校

图书馆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为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推进一流学

科建设，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对电子资源投入的购置费在文献资源购

置总经费中占比较高，占文献资源购置费 65%以上，基本上呈现逐年

攀升的趋势。因此电子资源用户行为使用统计就是图书馆比较受关注的

一个主题。

访问电子资源的行为数据能精准地反映出用户在教学、科研等方面

的信息需求，现阶段，绝大多数资源数据库使用统计是依赖数据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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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商无法获取到读者的具体信息，准确性及数据分析维度都没有

达到图书馆服务学科的需求，从而数据库商提供的使用统计报告无法分

析到读者的行为数据。而且数据库商提供的报告中，指标数值的准确性、

真实性无法保障。那么建立一条自有的电子资源分析的有效途径，有利

于电子资源绩效评估工作的规范化、有利于电子资源使用的针对性、有

利于智慧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

本课题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对获取到的读者行为数据按照确定的电

子资源分析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可按月或年提供电子资源使用分析报

告。图书馆可根据使用统计分析报告在资源的试用、采购阶段结合本

校的学科发展以及读者与专家的推荐意见，综合考虑订购电子资源。

在资源的访问、使用监护阶段，可以为图书馆随时提供电子资源使用

的情况，了解读者的使用行为，对于使用量较低的电子资源，图书馆

可考虑通过调研、宣传、培训的方式引导读者使用，及时发现问题，

以保证资源的合理使用。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系统搭建

本项研究是基于软件代理的行为数据获取模式，基于地址重构的行

为数据获取模式采用统一身份认证+地址重构的方式获取行为数据。图

书馆在本地架设二台地址重构服务器，用户访问远程数据库时先进行学

校统一身份认证，访问请求通过地址重构服务器中转后再转发给远程数

据库；数据库返回结果也通过地址重构服务器中转重构后再返回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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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地址重构服务器记录所有用户行为，这样图书馆对服务器日志过滤

解析获得用户行为数据。经过两个月的搭建与调试、测试，系统进入正

常使用阶段。

为了保障网关系统、统计系统的稳定性，共搭建 2台高性能服务器，

其中一台作为域名分析平台服务器(16核 32G内存)，一台作为数据库

分析服务器(8核 16G内存)。

搭建的平台运行界面如下：

2.2 指标确定

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并没有用户数字资源使用指标的统

一标准，经过课题组成员商讨初步定了从资源使用量、用户使用情况和

资源内容三个方面对使用的整体状况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图书馆电子资

源统计指标。

2.2.1资源使用量指标：包括检索量、访问量等全局性使用量以及下

载量指标。其中访问量的多少是反映用户利用电子资源意愿的直接指

标。



6

2.2.2用户使用情况指标：按使用资源的不同用户组进行统计，包括

读者类型（教职工、研究生、本科生）、读者学院、读者学科专业、入

学年份等指标，有了这些用户的基本信息，可以对用户进行不同纬度的

划分，成为用户行为分析的重要指标。

2.2.3资源内容指标：包括读者访问的期刊、访问的电子资源名称、

检索词等。其中检索词的获取可以发现读者研究热点，可针对性开展培

训等活动。

确定了指标后的读者行为查询界面如下：

2.3 统一身份认证对接

对接了基于校园网作身份认证的数据库权限访问后，可以获取读

者的个人行为数据，包括学院、专业、学级、性别等。利用这个途径

获得用户访问网络资源行为的数据，并根据确定的电子资源统计指标

对数据进行分析，可构建用户画像精准服务模式，通过数据赋能实现

服务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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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分析

行为数据的挖掘、分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已购置的且读者使

用率较高中国知网作为测试数据库进行挂接，研究根据电子资源分析

系统中数据库的使用数据，数据中包括了资源访问的 Num（访问数量）、

Name（电子资源名称）、Keyword（关键检索词）；而读者院系、学级、

姓名、专业等其他分析维度通过获取数字化校园数据中台中的数据进

行碰撞产生。经过近一年的使用，对读者利用数据量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使用数据，比较分析数据库整体使用情况、读者使用行为等，并

结合数据库类型、学科信息、学科分布、院系等对资源使用情况，进

行了用户行为分析等深层次数据挖掘与分析，研究结果可作为数据库

重要性评价的辅助参考。

有了这些汇总就可以得出哪些学院或者哪些群体在使用数据库，

以及具体使用情况，以便为学科提供精准服务。

研究将系统平台获取的数据从时间、学科、年级、学院等多维度进

行统计分析，全面、直观地揭示了 2023年 6月至 2024年 4月的数据库

访问情况。

图 2 行为分析层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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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为数据分析

访问量是最为直观的衡量数据库使用率的指标，通过对中国知网数

据库近一年来的访问量进行统计，从图 3 可以看出数据库读者访问高峰

期是 3 月和 6 月。整体来看，这种趋势有一定的规律性，与高校师生科

研及学习的周期密切相关
[1]
，由于 8月和 2月是放假期间，读者很多使

用了校外访问系统，这部分数据目前还无法获取，故使用量相对比较少，

4月份是研究生、本科生提交论文前的时间，故使用量相对较多，但是

本分析报告中 6月份这个数据量最大有些不太符合这个规律性，可能与

本系统刚刚上线有关，有待与今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查找原因。由于

系统在 11 月份时出现了故障，有近两周时间没有收集到数据，故 11 月

份的数据也是不准确的，但是对总体数据量分析影响不大。

图 3 2023年 6月—2024年 4月中国知网数据库访问量

在系统获取数据的 11 个月里共有访问量 100 多万人次，访问人数

达到了 11000 多人，占比学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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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院分析可知（详细数据见附件）读者访问量最多的学院是经济

管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这三个学院里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读者比例占比很小，但是访问量却是前三，说明数据

库需求量高，以后图书馆可以多开展读者的信息检索能力培训和文献推

送服务。

从读者类型分析可知（详细数据见附件）研究生读者访问量最高，

占总访问量的 50%，本科生使用量占 32%，今后可以引导本科生多使用

数据库，对研究生可以展开培训提升其数据库使用技巧，提升检索效率。

从入学年份方面分析可知（详细数据见附件），2022 级读者访问量

最高。但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后发现 2022 级研

究生使用量最多，与其他年级相比数据量差距一倍。但是本科生使用量

最多的是 2020 级，且与其他年级差距最多的有 10倍之多，少的也有 4

倍左右。说明在这个阶段读者文献资源需求量大，图书馆可以有针对性

的在这个阶段进行数据库及信息检索培训。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经过约二个月的安装、调试以及安全策略的调整在校内搭建了电子

资源分析系统软件，通过近一年的使用，笔者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清

洗、分析、统计形成了多份月报表，季度报表和年度报表。为图书馆馆

领导对数据库使用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后附 2023.6-2024.4电子资

源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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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通过数据的分析可以把握用户使用高峰期，瞄准、扩大核心用户群

体
[2]
，为其提供精准的电子资源推送及服务。但是用户行为分析系统的

构建,需要通过持续的行为数据积累以达到对行为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故一年的数据量对于分析来说数据量还是缺乏一定的说服力，需要

以后继续做深入的研究，挖掘出有利于资源使用、学科发展的数据。

因系统对接了学校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器数据中含有大量涉及个人

隐私的敏感数据。根据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加强数据安全保

护，以防数据泄露对读者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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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子资源分析报告

内蒙古农业大学电子资源分析报告（2023.6-2024.4）

1 数据展示及分析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如何对读者访问电子资源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统

计，是图书馆做好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和读者满意度的前提和重要

保障。通过采用基于私有云技术的软件代理行为数据获取模式，添加数

据挖掘功能，对读者访问电子资源的行为进行统计并分析，为后续购买

电子资源和提高读者的满意度提供数据依据。

此报告为用户在 2023年 6月 01日至 2024年 4月 30的电子资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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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所做的分析统计，具体分析说明如下：

2 资源使用分析

从电子资源库的行为以及资源类型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数据分

析，通过对校内资源库使用的综合分析，可以为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

和提高用户利用率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指导。

图书馆电子资源分析平台搭建试运行后，首先挂接了中国知网数据

库，数据比较完整，故以下分析仅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例进行分析。

2.1使用量

表 1 电子资源使用详情表 （2023.06-2024.04）

所属总库 总库行为总量 总库浏览次数 总库检索次数 总库下载次数

中国知网 1118096 505201 256073 240627

图 1中国知网数据库用户访问量（2023.06-2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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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检索词

图 2 高频检索词（按照检索次数排序）

从高频检索词分析，可以看到近期学校研究学科领域，包括水利、

马铃薯、草原微生物、间作、生态环境等都是学校的重点学科。其中还

包括不直接反映学科领域的关键词如清华大学学报、内蒙古农业大学

等，通过这些关键词分析也可以间接围绕该用户研究学科领域进行分

析。

对于具体高质量、优质文献资源的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库的资源，可

以实行文献下载保留机制，优化馆藏结构。也可以针对特定读者人群推

送个性化资源，实现助力我校智慧图书馆的建设。

2.3检索标题

表 2 标题浏览统计表（TOP20）

标题名称 次数

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大数据安全技术平台构建 214

自然发酵乳制品中细菌多样性的研究进展 159

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136

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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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草原区景观动态及生态格局优化研究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 87

新能源汽车技术 71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研究 71

荒漠草原区景观动态及生态格局优化研究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 67

年产 3000 吨白莲山药凝固型酸奶的工厂设计 66

双碳目标下电力企业财务战略实施效果分析以 H 公司为例 58

水力侵蚀下砒砂岩坡面植被格局对土壤颗粒空间分布的影响 57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面临的问题及系统治理方略 56

科学解读反式脂肪酸的危害 52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主体内容的逻辑化撰写 50

国货品牌联名对西安市大学生体育用品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研究以李

宁品牌为例
50

鼠李糖乳杆菌 zrx01 冻干菌粉的制备及工艺优化 49

水力侵蚀下砒砂岩区植被格局对微地形和侵蚀的影响 49

一例猫肠梗阻的诊断和治疗 49

外来入侵杂草刺萼龙葵种子萌发机制 48

品牌联名产品属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者感知

价值视角
47

用户在电子资源库中的高频浏览内容，体现了本校读者都在看什

么，以全部资源组浏览标题为样本，浏览次数较多的标题有基于人工智

能的计算机大数据安全技术平台构建、自然发酵乳制品中细菌多样性的

研究进展、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

2.4热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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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户访问一级学科专业表（TOP10）

图 4用户访问二级学科专业表（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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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访问三级学科专业表（TOP10）

由读者访问的一级、二级、三级学科分析结果可知，本校师生在农

学学科、经济学学科、畜牧兽医学科方面使用人数较多，这些大部分也

是学校的重点和双一流学科，图书馆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及时完善该学科

对应的资源配置，带动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全面保障

学校“双一流”学科和学科群的文献需求。在保障重点学科资源配置的

基础上，发掘本校优势学科，查漏补缺，及时申请相关文献资源建设经

费，为本校学科教育提供较为持续完善的文献资源保障。

3 行为数据分析

3.1读者浏览量排名

表 3 行为人浏览量排名（top20）

序号 读者 学级 读者类型 学院 浏览次数

1 李*磊 2022 硕士生 农学院 4899

2 郝*伟 2022 硕士生 沙漠治理学院 4301

3 曾*择 2022 硕士生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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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罕 2022 硕士生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387

5 王* 2022 硕士生 机电工程学院 3264

6 张*洁 2022 硕士生 经济管理学院 3125

7 徐*悦 2023 硕士生 经济管理学院 3014

8 王* 教职工 动物科学学院 2843

9 苏*潭 2022 硕士生 动物科学学院 2764

10 裴*永 教职工 能源与交通工程学院 2637

11 白*梅 2018 博士生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606

12 安*琳 2021 博士生 经济管理学院 2440

13 蔡* 2022 硕士生 农学院 2376

14 桑*华 2022 硕士生 经济管理学院 2328

15 王*博 2023 硕士生 沙漠治理学院 2296

16 李* 2020 硕士生 经济管理学院 2253

17 乌**娃 教职工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167

18 马*龙 2021 硕士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08

19 薛* 2022 博士生 经济管理学院 2095

20 李* 2020 本科生 外国语言学院 2045

数据库的访问行为人数，直观表达了我校电子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

取得的成效，访问次数最多的读者是 2022级农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行

为总量为 4899次，对现有资源及时进行更新、充实和完善时，就可以

有针对性的调研请教该读者的意见，以期吸引更多读者利用数据库，发

挥馆藏电子资源的最大效用。在网站宣传馆藏电子资源库时，也可以请

特定的读者群体来参与到活动中，来提高活动的实施效果，为数据库的

推广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3.2学院浏览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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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院浏览量

表 4 学院浏览量排名（top10）

学院 行为总量（次）

经济管理学院 11619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540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3674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78159

沙漠治理学院 67678

林学院 67156

动物科学学院 63422

农学院 57361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54221

兽医学院 46154

数据库资源利用较多的学院为经济管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行为总量都 8万次以上，以后的资源建设方面

就可以重点针对这些学院调研，增加相关学科资源总量。

3.3学级浏览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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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级访问量

学级 行为总量（次）

2022 246026

2020 244251

2021 163347

2023 160743

通过学级读者使用资源情况可以分析，2022级读者是最主要的资源

使用群体，可以进一步加强对该类读者的信息资源检索培训和宣传。

3.4读者在线人数趋势

图 7 在线读者量

通过对每日时间段读者访问人数的统计，读者访问高峰期大约是每

日上午 9:00-10:00，下午 3:00-4:00。

3.5读者类型浏览量排名

图 8 读者类型访问中国知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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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知网数据库访问量（本科生）

图 10 中国知网数据库访问量（研究生）

根据读者类型读者访问次数可以看出本科生访问人次最多的是

2020级，研究生访问人次最多的是 2022级。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数据

库利用率最高的是研究生。

4 总结及建议

电子资源分析系统能够直观的反应电子资源访问情况，可以为资源

试用、采购、使用情况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我校共有读者 3万多人，访问过数据库的人数为 1万多，有将近三

分之二的读者未曾访问过数据库，图书馆可以调查研究是读者没有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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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需求还是资源内容无法满足读者。过后可根据情况针对性的调整

资源采购策略，提高电子资源利用率，更好的服务学校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