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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引领 AI赋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资源服务一体化实践探索*

李曈 袁家斌 丁瑶 李小涛 朱永武 汪荣

  摘要 新质生产力为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深入挖掘资源服

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在现状梳理基础上提出以特色引领和AI赋能为双核的建设理念,结合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探索,阐述了以文化、学科和办学特色引领,以AI赋能资源建设、
管理和利用的一体化模式,并提出以战略眼光明确定位、以特色彰显拓展影响、以AI助力改革创

新、以协同发展提质增效和以优化基础有力保障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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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深刻

阐释,强调其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关键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

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性,推动了低空

经济、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成为核心引擎。

高校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应通过深

化改革与创新实践,培养新时代创新人才,推动科技

进步和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高校图书馆作为“高

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需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1],成为知

识资源集成与服务的核心枢纽,为高校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需求,高校图

书馆应主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入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智能化、高效化、精准

化的知识服务体系,以支持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

高校图书馆工作聚焦于资源建设与服务创新。

如何实现资源与服务的深度融合,以更好发挥助力

学校建设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当前众

多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文章探讨高校图

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理念,并结合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南航图书馆”)的实践案例,

提出资源服务一体化实践路径,旨在为高校图书馆

实现新时期的高质量转型与发展提供参考。

1 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理念构建

1.1 现状调研

关于资源服务一体化,陈建龙认为不是“资源和

服务的简单合并”,而是“加强继承、关联、交融和协

同,增强业务整体性和体系化,构建图书馆事业有机

体和生态共同体”[2]
 

。纸质资源电子化[3]、数据增值

服务[4]、资源与学科服务统筹发展[5]、“馆藏即服务”

理念的资源共享共用[6]都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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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指南针报告》总结了四

种国内高校资源与服务的互动关系,即以服务为指

针的资源建设、以资源为基础的服务创新、服务产品

向资源转化和空间资源创新服务[7]。其中清华大学

侧重馆藏和开放资源服务的一体化推进[8],北京大

学构建了一体设计、一体实施、一体变革、一体发展

的资源服务一体化思路
 [2],中山大学探索从资源检

索向思维赋能转变的资源保障服务体系[9],华中农

业大学从服务导向和资源导向两个维度剖析资源服

务一体化建设[10],安徽大学基于资源服务一体化统

筹资源建设[11]。此外,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源和

服务也逐渐出现,例如哈佛大学开展面向教育工作

者的人工智能资源整合服务[12],麻省理工学院图书

馆开展数字人文建设[13],德国洪堡大学图书馆在资

源服务中应用图书搬运机器人[14]等。这些宝贵经

验对推动文献资源建设与用户服务协调融合发展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上述实践多是阐述资源服务一体化中的

某个局部活动,未能全面体现一体化发展的连贯性

和整体性。针对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梳理理论逻

辑和实践经验,厘清资源和服务的相互关系,拓展

融合实施的有效路径。在此方面,南航图书馆尝试

在一体化实践中充分发挥 AI赋能的作用,探索了

一条资源服务高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1.2 建设理念

结合工作实际,挖掘内在逻辑,高校图书馆资源

服务一体化理念可表述为:面向国家战略、高等教育

任务和高校发展规划,以特色引领资源建设与服务

创新的融合,以AI技术赋能资源建设、管理和利用,

打造高效、精准、智慧的一体化发展体系。高校图书

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理念框架见图1。

图1 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理念框架

  首先,高校图书馆围绕高校发展规划开展服务,
满足高等教育任务要求,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国家

层面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高等教育在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

部署任务,高校制定强化特色、人才强校、创新驱动、

深度开放和文化引领等方面的发展规划,从而确定

了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方向。
其次,高校的文化特色、学科特色、办学特色引

领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一方面形成文

化信息资源、学科信息资源和产业信息资源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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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色资源体系,另一方面基于特色资源拓展文化

育人、学科服务、智库服务等智能化增值服务。
最后,大数据、云计算、大模型等人工智能AI技

术赋能高校图书馆快速发展。新技术深度融入资源

的建设、管理和利用各环节,通过一体化系统平台,
对纸质、电子、数字等资源进行整合、管理与开发,从
而为用户提供高效、精准、智慧化的服务,进而催生

智能采选、智慧管理、智囊应用等服务创新。
特色引领和AI赋能是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

体化的两大核心特征。特色引领是领航要素,AI赋

能是催化因子。二者合力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高校

图书馆实现高质量转型,助力社会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于上述理念,资源服务“一体化”可以从三个

角度阐释。
(1)整体定位一体化。高校图书馆的建设需要

保持与国家战略、高等教育任务以及学校发展规划

的高度一致性。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高等教育的教育发展、科技创

新和人才培养任务。高校根据任务要求,结合自身

实际制定具体发展规划,从而决定了高校图书馆的

整体发展目标。高校图书馆在资源配置和服务创新

上要明确定位,全面支撑并融入战略体系。
(2)关联关系一体化。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和

服务创新并不是孤立和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交
融、支撑和促进的。资源建设是服务创新的基础和

前提,高质量的资源支撑高水平的服务;服务创新推

动资源建设的优化和完善,个性化的服务需要更加

精准的资源;服务赋予资源新的生命力,资源又促进

服务的创新发展,二者相互依存,不断迭代,共同形

成有机生态。
(3)运行模式一体化。以特色为方向,以技术为

动力,将特色资源服务与AI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图

书馆资源建设、管理及利用的全流程,根据不同场景

呈现出多元化的业务形态。资源服务一体化应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通过一体化系统平台,对接资源和服务接

口,实现集中化管理和高效服务。同时,围绕具体服务

需求,图书馆的资源采购、加工、检索、咨询及技术支持

等业务需打破部门壁垒,通过密切协作确保服务效果。

2 特色引领下的南航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实践

高校图书馆应充分考虑学校文化、学科和办学

特色,结合自身实际条件,发挥独特的引领作用。以

学校特色为指引,精准确定目标方向与实施路径。
首先,立足学校特色全力构建具有独特优势的资源

体系;其次,基于特色资源创新形成别具一格的服务

模式。最后,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不断重新评

估和优化资源与服务,进一步增强资源、服务的独特

属性,使其更具辨识度与竞争力。

2.1 文化特色

文化特色是高校在精神内涵、校园氛围中展现

的独特文化风貌和价值追求。高校图书馆一方面要

持续丰富和优化文化资源,收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文化、地域

文化等主题资源,形成媒体类型多样的资源库;另一

方面要努力传承与弘扬文化精神,融合分层构架、多
元推进、专业指导的路径,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化的阅读推广体系,营造书香氛围,打造阅读品牌,
创新特色项目,开展体系化的文化育人活动。通过

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展示,让这些文化精髓在新时代

焕发新的生命力,增强师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

质和社会责任感,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发扬文化

精神。
南航图书馆不断强化文化资源建设,开展了各

种特色文化育人活动。作为首批江苏省书香校园建

设示范点,传承学校红色基因、蓝色梦想、航空报国

的文化理念,收集挖掘思想文化资源,打造学习教育

红色阅读专区,举办廉洁文化书展;弘扬道德文化,
开展“书送梦想到藏区”捐赠活动,凝聚中华民族团

结力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书法艺术主题

的灿铭书屋,组织健康阅读主题的师生每日“八段

锦”活动;宣传校园文化,创建江苏省高校首个立德

树人展馆,全方位展示南航历史、讲述南航故事、彰
显南航文化,还开辟

 

“智慧阅读体验空间”,通过先

进技术立体展示学校航空航天民航特色文化;交流

展示地域文化,打造金陵文都书屋、天目群星书屋、
留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等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得到充

分挖掘和展示,同时还通过读书节、暑期共读营、读
书笔记评选、读书会等活动品牌,吸引众多师生互

动,交流思想,分享心得,形成一批新的优秀南航文

库资源充实到资源库中,充分彰显图书馆在学校文

化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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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科特色

学科特色是高校在特定学科领域所具有的独特

优势、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图书馆应紧

扣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明晰学科发展目标,
合理配置,构建高效支撑学科发展的特色资源体系,
并通过学科服务充分发挥特色资源在高校发展中的

助力作用。
一方面,高校图书馆要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

可行的资源建设方案。保障学科特色,关键在于妥

善权衡一系列复杂关系,包括学科通识资源、基础资

源、核心资源、交叉资源之间的关系,重点学科、一般

学科和其它学科资源的关系,文献类型与学科特色

的匹配关系,以及特藏资源的优先程度等,分类实施

保障措施。此外,梳理特色学科与文献资源学科属

性的映射关系十分重要,只有找到重点学科对应的

图书分类法、教育部学科分类、数据库学科分类中的

具体类目,才能将具体的图书、期刊等资源对应到学

科,作为资源保障评价的基础。
南航图书馆依据学校“航空航天民航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定位,制定精细的文献资源采

选规则,梳理特色学科与书刊学科属性的对照关系,
准确筛选高质量、高相关度资源,建成以航空、航天、
民航为核心,多学科融合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同

时,紧扣学校学科登攀计划,围绕世界顶尖学科、国
际高水平学科、潜力学科的战略布局,阶段性调整重

点保障目标,精准支持直升机等特色方向,学校航空

宇航科学与技术、力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三个一流学

科的《期刊引证报告》(JCR)期刊平均保障率均超过

90%。此外,南航图书馆收藏建国以来的航空特色

珍本及本校会议录、学位论文等文献,自建南航特藏

库,开发直升机、航空发动机等特色数据库,整合图

纸、专利、科技报告等多元类型文献并构建知识图

谱,进一步凸显文献资源的学科特色。
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深度释放特色

资源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的价值。高校图书馆可

建立泛在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细分用户专业,区分知

识难度,丰富教学形式,采用课内课外相结合、线上

线下相结合以及个体群体相结合的模式,满足人才

培养各种场景下的特色资源利用需求。高校图书馆

还需要以特色资源助力学科内涵建设,通过更加多

元、科学、精准的服务密切支持学科建设的各个层

面,与多部门协同发挥智囊作用。

南航图书馆围绕学校英才培育计划,通过立体

化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将师生需求与特色资源关联

对接,开设课程,建设微专业,发布视频微课,举办夏

令营,组织竞赛,策划讲座,提供科研创新指导等,将
信息素养融入学生专业知识结构,培养复合型人才。
同时,图书馆着眼前沿热点,综合运用论文、专利、报
告、数据等多元资源,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并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开展学科评价和研

究。例如,为学校发展规划处的学科建设提供数据

依据,为人事部门挖掘集成电路、大飞机等领域人才

参考数据,与科研院合作开展国家基金绩效评价,携
手教务处和信息化处共同谋划未来学习中心“一体

两翼”的建设模式。通过这些举措,南航图书馆为学

校学科布局、人才聚集和管理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以
一体化的特色资源服务反哺学校学科内涵建设。

2.3 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是指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

独特理念与优势。高校图书馆需要主动对接高校科

技创新和产学研需求,聚焦重点领域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资源建设方面,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体现高

校办学特色;在服务方面,积极布局服务网点,以科

技信息服务带动智库服务,以重点服务扩展面上服

务,以校区布局辐射周边地方,为政府、研究机构、企
事业等单位提供信息智库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
南航积极助力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经济

战略倡议,瞄准大飞机、低空经济、绿色能源等产业

领域,打造“一校四区一港”的办学格局,以教育、科
技、文化等角度多元促进区域教育、科技和产业一体

化融合。在信息保障方面,南航图书馆聚焦四个面

向,紧密对接学校发展战略,强化重点领域专利、数
据、标准、报告等产业信息资源建设,拓展与行业内

研究机构的文献资源馆际合作,挖掘重点企业灰色

文献,逐步形成对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

效信息保障。在服务支撑方面,南航图书馆不仅在

溧阳等地设立了服务点,还依托教育部科技查新工

作站、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工业和信息

化智库评价中心等平台,基于丰富的产业信息资源,
开展具有行业特色的精准信息服务。针对人工智能

研究院、综合能源研究院、直升机研究院、电磁频谱

研究院、低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院等校地孵化机构

的具体需求,图书馆充分利用文献资源、行业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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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智慧,通过科技查新、专利分析等手段保障基本

研发需求;借助专利导航、开发特色知识库、技术情

报分析等方式满足创新发展需求;并以热点简报、资
政建言等形式参与重点产业发展的决策支持。研究

报告、数据、专题库等研究成果不仅催生了新知,还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产业信息资源,从而为后续服

务的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新一轮服务的起点。
符合学校文化、学科和办学特色的文献资源体

系需要科学、规范的建设模式来保障。合法合规是

整个建设过程的底线,可以运用质量管理体系、内部

风险控制规范等手段科学推动资源建设向规范化、
制度化、标准化和精细化发展。

南航图书馆将资源建设、验收与评价职能归属

不同部门,建立资源建设工作组、采购谈判工作组等

集体决策机制,上线资源采购业务审批系统,实现资

源建设流程优化和监督制约;出台《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图书资料类资产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细
则指南,统筹全校图书资产清查盘点,规范全校图书

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

等原则采选特色馆藏,通过需求和效能评价指导资

源采购,施行动态调整,严控资源品质,保证特色馆

藏的收集与传承,同时转型“纸藏电用”,不断加大纸

电融合力度,多维度开展资源评价,形成特色馆藏

生态。

3 AI赋能下的南航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创新

AI赋能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融入高校图书

馆的资源建设、管理和利用全过程。借助系统平台

建设,基于资源、服务、空间、用户等多维度的大数据

可实现不同应用场景下资源与服务的全面整合。同

时,通过后台联动资源采访、订购、加工、检索、咨询

及技术支持等业务部门,实现全流程的无缝衔接,推
动资源与服务的深度融合。以需求为导向,提供高

效、精准、智慧的一体化服务。

3.1 智能资源建设

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应用AI技术,结合高

校特色构建科学、高效且经济的资源采选与评价体

系,以满足用户需求。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应聚焦特

色资源,依据本校的采选原则,借助AI技术将图书

采访中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可复用的显性知识,从而

提高采访的精准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辅助资源订购的动态调整,从多维度对资

源使用效能进行评估,对新增资源进行充分论证,对
在用资源进行跟踪监测,并模拟停订低效资源,以此

优化资源建设生态,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南航图书馆正在探索面向学科资源的智能采选工

作,计划构建一套智能采选模型。模型可依据各高校

学科特色进行定制化训练,利用智能技术提高中文图

书采选效率,系统逻辑框架见图2。模型选取某高校一

定时期内、经标注的过往征订书目为实验集,以学科资

源采选规则文档为提示信息,选择反映图书属性的特

征变量进行训练,挖掘过往征订行为潜在规则,构建高

准确度模型并评估泛化能力。研究以南航图书馆

2014-2024年中文图书采访数据为初始集,利用清洗

后获得的287707册已订购书目和805707册未订购书

目数据,采用Qwen-7B模型,提取书名、作者、出版

社、价格、分类、简介等特征输入,结合学校采选依据,
深入理解行业术语和规则,挖掘学校采选偏好和学科

特色方向,预测图书采购概率。目前实验准确率达

90.04%,已能够满足决策要求。

图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面向

 学科的智能采选系统框架图

3.2 智慧资源管理

智慧资源管理注重满足用户个性化的学科需求,
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利用AI技术对资源进行精准分

类、推荐和优化,从而提供量身定制的学科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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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体验。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应当遵循学校信

息化顶层设计,充分利用校内网络、数据、算力和智能

物联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个性化需求驱动的资源、
空间和数据的整合与利用,从而提升服务效率和智能

化水平。南航智慧图书馆作为智慧校园建设的关键

一环,秉承“契合定位、彰显特色、紧贴需求、着眼未

来”的理念,以“数据驱动、开放共享、全域感知、智慧

转型”为思路,致力于打造创新、融合、泛在、互动的服

务生态体系。其面向个性化需求的智慧学科资源管

理系统通过20余个图书馆应用场景,推动资源服务

一体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系统框架见图3。
(1)个性化需求驱动学科资源整合与利用。高

校图书馆引入智慧图书管理系统,围绕学科整合纸

质、电子和数字等多类型资源,通过抓取用户的学科

偏好等特征数据,结合用户画像实现资源和服务的

精准智能推送。南航图书馆引入RFID技术并上线

LSP
 

管理系统,用户可通过校园APP快速检索和定

位图书,虚拟书架以实景展示图书位置,实体书架逐

步推行按图书大类混排。同时,基于用户过往学科

资源使用行为的深度分析,个人图书馆可以精准推

送契合学科偏好的资讯与资源,新生培训系统、AI
咨询、工单系统等平台可根据用户学科背景和角色

定制功能,提供多种服务渠道,全方位保障人性化服

务体验。

图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面向个性化

  需求的智慧学科资源管理系统框架图

(2)个性化需求塑造多元学科空间。高校图书

馆借助AI技术构建智能沉浸式体验空间,将特色资

源和服务嵌入空间设计。南航图书馆的智慧阅读体

验空间结合学校特色资源与 AR、VR、MR技术,为
用户拓展学科资源的先进学习方式,例如为航空爱

好者提供模拟飞行体验;虚拟图书馆整合检索可视

化和3D实景书架,并与电子图书全文无缝对接,构
建学科资源的虚拟阅读空间;研讨间、打印、存包等

自助设备结合智能物联技术,根据用户习惯优化操

作流程,支持NFC和移动端操作,实现学科服务的

时空拓展。
 

(3)个性化需求驱动学科数据深度挖掘。高校

图书馆通过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多维度数据,包
括馆藏资源、读者借阅行为、电子资源利用情况等,
为资源优化配置、管理效能提升和服务创新提供数

据支持。南航图书馆构建学科大数据平台,深度分

析海量数据,构建精准的个人画像,挖掘潜在需求,
并生成个人阅读报告,为服务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电子资源统计分析系统聚焦用户个体对学科资源的

使用行为,智能推荐相似优质资源,定制专属学术资

讯,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的深度与广度。机构知识库

整合南航特色学术资源,打造个性化知识展示与分

享平台,助力学术成果的广泛传播。查收查引系统

和学科评价系统则为科研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学术影

响力评估与学科发展动态追踪,根据需求定制分析

报告,辅助科研规划与创新突破,以学科数据挖掘利

用驱动个性化智慧服务的持续升级。

3.3 资源智囊应用

引入AI技术于特色资源开发,将充分释放资源

利用潜力,实现效益最大化。高校图书馆可以充分

利用高校数据、算力、资源的优势,基于大模型技术

开发学科资源,创新知识服务模式。例如以GPT为

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虽然存在检索结果不

够相关、知识碎片化问题严重以及科研过程缺乏深

度支持等局限性,但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潜力

巨大,可以结合特色资源开发专业学术智囊系统。
面向学术研究的智囊应用将利用大模型的强大语言

理解和生成能力,结合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数据,提供

智能决策支持和知识管理功能,实现专家咨询服务。
南航图书馆正在积极探索开发基于大模型的国

防学术智囊系统,以期实现国防特色文献的全文检

索、知识重构与再造,助力科研知识泛化。系统逻辑

框架见图4。南航图书馆将各类自有的国防特色电

子书、论文等资源作为数据基础,经过清洗、去重和

格式标准化处理,形成高质量的本地化训练语料知

识库,提高通用大模型的航空航天民航等专业学术

场景的理解能力。通过整合与优化本地资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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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的训练,国防学术支持系统将能够高效执行

多种复杂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其核心功能涵盖资

源推荐、论文研读、辅助写作和科研智囊四个部分。
其中资源推荐功能提供学术信息资源引导,论文研

读功能能够自动生成文献综述、研究框架和关键知

识点摘要,帮助科研人员快速理解学术文献的核心

内容;辅助写作功能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研究内容,
自动生成初稿、润色语言表达或精简文本内容,提升

科研人员的论文撰写效率;科研智囊功能能够进行

科研活动的辅助决策,协助用户完成假设生成、实验

设计、数据分析与解读等任务,深度参与科研工作的

各个环节,扮演学科专家智囊团的角色。国防学术

支持系统将能够全面赋能国防领域科学研究过程,
科研人员不仅可以实现科技论文的高效全文检索,
还能获得个性化的内容加工与定制服务,甚至能够

参与特定领域的专题研究过程,为学术研究提供智

能化、精准化的支持,从而全面提升科研能力与

效率。

图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基于大

      模型的国防学术智囊系统框架图

4 资源服务一体化建设路径

4.1 以战略眼光明确定位

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
提高站位,以战略性眼光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

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有效利用来

提升生产效率。高校图书馆需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目标,打破当前高校文献信息保障中心的定位局

限,着力打造协同创新支持平台和数据智能赋能中

心,结合自身特色,广泛整合内外部资源,着眼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领域提供知识服务,助力新质

生产力发展。

4.2 以特色彰显拓展影响

高校图书馆应以学校的文化特色、学科特色与

办学特色为引领,构建差异化的馆藏资源与服务体

系,提升辨识度和影响力。结合文化特色,广泛采集

文化资源,建设推广平台,开展多样化活动,发挥文

化育人功能;依托学科特色,推进整体学科资源体系

建设,紧扣“双一流”建设需求构建教学科研一体化

支持体系,同时以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为契机深度融

入学校人才培养和综合改革;凸显办学特色,围绕学

校核心领域建设产业资源,加强与行业、企业及政府

部门的合作,将文献资源、专家资源与行业需求对

接,提供行业咨询、态势调研等智库服务,为区域经

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4.3 以AI助力改革创新

高校图书馆可整合多源异构数据,如资源数据、
用户数据和教学科研数据等,将大模型AI技术深度

嵌入资源建设与服务全流程,实现智能化、精准化的

服务创新。在日常服务中,基于用户画像提供个性

化资源推荐,构建专业知识图谱与知识导航,开发虚

拟馆员和虚拟社群交互,提供智能化的知识支持。
在科研支持方面,大模型AI技术可应用于文献综述

自动生成、学术趋势预测和科研辅助决策等智能工

具开发,助力用户提升科研效率。同时,通过精准化

资源推送、前沿动态分析、数据管理和智能文献服

务,为科研人员提供高效的技术支持。此外,AI还

可广泛应用于馆藏资源意识形态风险控制、读者异

常行为识别、图书视觉盘点以及阅览室座位智能管

理等场景,进一步提升图书馆运营管理及服务效能。
同时,高校图书馆应提供智慧化学习与研究环境,推
动教学改革与创新。

4.4 以协同发展提质增效

高校图书馆可加强校内外多方力量的统筹,构
建协同发展机制,共享服务,共建资源,协同增效。
(1)建立馆内跨部门合作机制,推动资源建设、技术

支持和用户服务的有机结合;(2)优化校内协作,强
化与职能部门、学院的合作,确保与教学科研及人才

培养体系的深度融合;(3)积极寻求相关企业、研究

团队、行业专家等外部合作伙伴的支持与参与,进一

步促进新兴技术的应用;(4)加强与兄弟单位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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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协作以推进资源共建共享,未来资源共享的

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跨学科跨领域的资源整合

将成为常态;(5)与政府部门和行业企业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拓展行业咨询服务体系。

4.5 以优化基础加强保障

高校图书馆应从战略规划层面强化统筹设计,
构建多层次的保障机制。在制度层面,需制定涵盖

战略目标、建设标准与工作方案的规章制度,确保资

源与服务动态匹配与高效运行。在资金支持方面,
争取多渠道资源投入,深化与高校内外伙伴的协同

合作,构建广泛的资源共享网络。同时,图书馆还要

建立动态评估和反馈机制,定期监测服务效果与用

户满意度,动态优化资源配置与服务内容,确保用户

需求得到精准响应。在馆员队伍建设方面,图书馆

应通过定期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推动馆员的AI素

养提升,建立批判性思维习惯,强化馆员对新兴技术

的应用和创新能力,为馆员成长与图书馆发展提供

双重保障。

5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正迎来转型升级

的关键机遇,需要紧密围绕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需

求和学校战略目标,积极探索资源服务一体化创新

之路。在特色发展和技术赋能的加持下,高校图书

馆必将优化功能定位与服务,深度融入创新需求,大
幅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实现高质量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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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
 

university
 

libraries
 

can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o
 

better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elucid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nd
 

expand
 

the
 

effective
 

pathways
 

for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coherence
 

and
 

integrit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se
 

efforts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employed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cluding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summarization
 

of
 

experiences 
 

and
 

a
 

case
 

study
 

of
 

the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UAA  
 

to
 

propose
 

and
 

elaborate
 

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resource-service
 

integr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which
 

aligned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higher
 

education
 

missions 
 

an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s 
 

It
 

emphasized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led
 

by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empowered
 

by
 

AI
 

technology 
 

aiming
 

to
 

create
 

an
 

efficient 
 

precise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ystem 
 

Drawing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Library
 

of
 

NUAA 
 

the
 

paper
 

elaborated
 

on
 

how
 

university
 

libraries
 

can
 

build
 

resource
 

systems
 

and
 

innovate
 

service
 

models
 

based
 

on
 

the
 

cultural 
 

disciplinary 
 

and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universities 
 

It
 

highlighted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vide
 

demand-oriented
 

integrated
 

services 
 

including
 

intelligent
 

resource
 

construction 
 

smar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resource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d
 

pathways
 

such
 

as
 

strategic
 

positioning
 

with
 

a
 

forward-looking
 

vision 
 

expanding
 

influence
 

through
 

distinctive
 

features 
 

driv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with
 

AI 
 

enhanc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roug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robust
 

implementation
 

with
 

optimized
 

foundational
 

support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istic
 

leadership
 

and
 

AI
 

empowerment
 

is
 

key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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