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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热潮下的双重变革:大模型的技术
革新与高校图书馆服务范式的重构

童云海* 陈建龙

  摘要 近期DeepSeek公司开源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模型,成为全球人工智

能领域的焦点。本文解读了DeepSeek的核心技术和工程层面的创新点,剖析了技术创新在支撑

计算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以数据融合、人机协同和智能反馈为核心的新型知识服

务体系为目标,探讨了大模型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管理革新、空间功能扩展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场

景的落地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及其对图书馆服务范式重构的推动。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在

大模型支撑下的数智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指出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寻求技术效能与

人文价值之间的平衡,是高校图书馆在智能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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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竞争日益加剧

的背景下,大模型作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

向,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

辑,成为知识服务领域的新基建。自2024年岁末以

来,DeepSeek公司先后开源发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DeepSeek-V3基础大模型、DeepSeek-R1推理

大模型和DeepSeek
 

Janus-Pro多模态大模型[1-2],

凸显“低成本、高性能、强推理”的优势,快速登顶多

国应用商店下载榜,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带
来全球持续轰动,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DeepSeek
的快速崛起,不仅打破了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

的原有格局,同时也将催生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度变

革[3]。截至2025年2月,中国已有30多所高校完

成DeepSeek的本地化部署,覆盖从“双一流”院校到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多层次教育生态。

高校图书馆作为师生学术思想孵化、催化、碰撞

和学术成果传播的关键节点,是学术共同体的核心

枢纽。DeepSeek热潮的背后是一场技术革新与服

务范式重构的双重变革。在技术革新维度,其开源

生态打破了国际厂商的技术垄断,使得高校图书馆

实施DeepSeek本地化部署、基于自有数据训练垂直

领域模型成为可能;在服务范式重构维度,以Deep-
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将倒逼图书馆结合自身

业务流程,创新服务场景。如何利用大模型技术推

进资源管理革新、空间功能扩展、服务模式创新,将
是高校图书馆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在大模型技术深刻重塑学术生态的

当下,图书馆也被赋予了在技术狂飙中坚守学术伦

理的新使命,既要借助大模型提升知识服务效率,更
需构筑防止技术异化的伦理防火墙,如何实现技术

赋能与伦理规制间的动态平衡,推进智能时代学术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高校图书馆必须关注的问

题之一[4]。

本文将从大模型技术解析、场景创新和图书馆

人文价值反思等层面,揭示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

66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

 

通讯作者:童云海,ORCID:0000-0001-8735-2516,邮箱:yhtong@pku.edu.cn。



2025

年
第1

期

模型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在剖析DeekSeek的技

术革新及其影响的基础上,论述高校图书馆基于大

模型重构服务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高校图

书馆在大模型支撑下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探

讨智能化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在坚守学术伦理

中的责任和使命。

2 DeepSeek技术革新的解读

近期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DeepSeek以提升

模型的计算效率(Computation
 

Efficiency)为突破

口,以独特的工程创新为路径,重新定义了大模型技

术的性能边界与产业落地范式。这场跃迁不仅体现

在技术指标的提升,更在于其有效解决了制约行业

发展的成本、效率和可控性的问题,为全球通用人工

智能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DeepSeek利用混合专家模型(Mixture
 

of
 

Ex-

perts,MoE)[1],创新了大模型的架构,有效提升了

模型的计算效率,为大模型的成本控制奠定基础。

DeepSeek的 MoE架构通过动态子模型激活机制,

实现算力消耗与模型性能的有效平衡。基于该架

构,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通过任务感知路由算法,

自动匹配最优的子模型组合,与此同时仅需激活部

分神经元即可完成常规推理任务,大大降低了模型

的训练和推理的成本。模型架构的创新使 Deep-
Seek成为首个实现千亿级模型低成本硬件部署的

技术体系,标志着大模型从实验室“奢侈品”向产业

基础设施的范式转移。

DeepSeek利用原生稀疏注意力(Native
 

Sparse
 

Attention,NSA)机制[2],将算法创新和硬件优化结

合在一起,实现对长文本的高效处理。通过动态稀

疏掩码机制,打破了传统Transformer的复杂度限

制,实现百万字级长文本的高效处理。实践证明,

NSA技 术 使 DeepSeek在 长 文 本 理 解 领 域 超 越

GPT-4o等国际模型,树立了中文大模型处理能力

的里程碑。

DeepSeek基于强化学习框架,利用群组相对策

略优化算法(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

GPRO)[2],实现了推理能力的跃迁。在国际权威的

MATH评测中,DeepSeek-R1以87.3%的准确率

超越GPT-4,尤其在微分方程求解任务中展现出

优势。

DeepSeek工程创新实践取得突破,主要源于

DeepSeek大模型的训练过程中,将逻辑严谨性、结

果可解释性、计算高效性三者同时纳入训练目标。

与此同时,DeepSeek通过开源战略构建起独特

的技术扩散网络,为技术民主化提供有效路径。

DeepSeek构建了分层的开放体系,提供从1B到

671B参数的全系列模型,以适配不同的算力条件,

目前该开源生态已吸引全球超40万开发者参与,已

形成覆盖教育、医疗、法律等不同应用领域的垂直模

型矩阵。

DeepSeek的技术跃迁和开源生态,打破了美国

第一梯队企业闭源技术的护城河,更打破了大模型

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算力壁垒,是“大模型大众化”时
代到来的重要标志。未来技术迭代将聚焦多模态融

合与持续计算效率优化,DeepSeek也将成为通用人

工智能发展道路上的新起点。

3 大模型浪潮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范式重构

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的今天,高

校图书馆正经历从文献资源中心向智慧知识工坊的

数智化转型。这一转型既涉及服务模式的革新,更
是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性重构,高校图书馆亟

需融合智能技术和人文智慧,发扬“通变、感人、奉
献、融合、至臻”的图书馆精神,为满足用户的新需

求、新体验,构建图书馆的新形态,树立图书馆在新

时代的新定位、新形象和新能力。

高校图书馆服务范式的重构,须秉承“需求为

本、资源为基、技术为翼、服务为核”的思路,以需求

驱动为导向,以人机交互的耦合方式,灵活运用技术

手段,充分利用馆员智慧,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服务和

智慧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致力于加快“数据融合、

数字孪生、人机交融、人信共济”为特征的交融式数

字图书馆的建设,构建技术驱动应用创新、场景需求

反哺技术迭代的协同进化的闭环。

利用大模型推进高校图书馆的服务重构的技术

路径,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建领域知识库,

利用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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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RAG)技术直接调用大模型接口,提供相关服

务;其次是构建特色语料库,通过参数微调技术,训

练符合自身要求的垂直领域大模型。

场景创新是图书馆服务范式重构的具体体现,

其以大模型的创造性应用为导向,以前瞻性构想和

开拓性实践为起点,运用新模式、新方法推动大模型

应用场景落地,实现图书馆服务范式的重构和新技

术迭代升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图书馆范式的重

构离不开大模型的支持,但应该摒弃单纯从技术角

度“替代人类”的叙事方式,突出“人机协同、人机互

补”的应用模式,强调馆员是图书馆的主体、大模型

是馆员助手的定位。从图书馆的现有业务出发,大

模型潜在的落地场景涵盖图书馆资源管理革新、空

间功能扩展、服务模式创新等诸多方面。

通过全要素数据化,推进图书馆资源管理革

新。首先,有序推进图书馆运营数据化工程。加快

基于大模型的馆藏资源数字化及其编目的进程,同

步构建用户画像分析系统与图书馆空间热力图谱,

为实现资源、行为、空间的立体化数字孪生奠定基

础。其次,突破传统编目方法的限制,探索不同类

型资源的科学索引方法。以系统整理课程录像、学

术讲座视频、虚拟展览等资源为切入点,探索基于

多模态大模型的非结构化数据的跨模态语义索引

策略,构建图书馆学术活动数字资产体系,为非结

构化资源的精准检索与关联推荐提供保障。开发

动态索引框架,支持科研数据、预印本等新型学术

产出的自动化组织。第三,面向不同需求,实施资

源供给工程。面向“双一流”建设,利用知识图谱

深度聚合基础学科资源,面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

构建动态资源池。构建面向不同个人、团队的个性

化知识服务体系,针对个人研究者建立学术兴趣画

像,定期主动推送相关资源,针对科研团队开发项

目导向的资源库。

通过虚实融合,实现图书馆空间功能扩展。在

资源供给工程的基础上,建设沉浸式学习空间,应用

VR/AR/MR技术打造学科专属虚拟场景;利用大

模型技术,配置虚拟的带班馆员,提供全天候的智能

咨询和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服务。在现有馆际互借

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分布式虚拟阅读空间,支持多校

师生实时共读与批注共享;通过光场显示技术实现

古籍文献的立体化呈现与交互式研读。通过虚实融

合,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使图书馆成为支撑终身学习

的智慧基础设施。

通过人机交融,支撑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在

大模型技术深度赋能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正构建

面向馆员和师生的"人机双脑协同"的新型服务范

式,通过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有机融合,实现服务

模式的突破。在大模型的支持下,图书馆将构建起

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内体系化的智能服务矩阵,以
“资源服务一体化”为指引,推进图书馆服务模式的

创新[5]。不断增强知识生产的能力[6],面向不同类

型的文献资源,构建以学术价值挖掘、学术热点追

踪、学术谱系构建等功能为代表的知识萃取平台;建

立和完善以涵盖文献综述、提纲生成、内容完善、摘
要提取、学术伦理审查等功能的全流程智能写作助

手为代表的跨模态创作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服

务过程中,用户、馆员和算法三者之间将形成动态反

馈的学习系统,进一步提升智慧化服务的能力和

质量。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范式的重构,既是技术驱动

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面向教育本质的主动探索,

在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图书

馆将持续释放知识创新的无限可能。

需要明确的是,图书馆的智能化演进本质上属

于服务能级跃迁而非替代性变革。传统服务职能并

未消亡,实体空间的知识交互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而在技术工具理性与人本价值的博弈中,服务结

构的权重将发生动态调整,传统服务的显性地位可

能适度弱化,例如文献推荐服务将超过到馆文献检

索等;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

术正在重塑图书馆的现代性特征,这种转型本质上

是利用技术杠杆放大人文效能,而非简单意义上的

功能迭代。

4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革命,正在重

塑高等教育生态的底层逻辑。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

科研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引发了人机关系、学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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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文价值的系统性重构。在技术效能突飞猛进的

同时,高校图书馆也必须警惕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

陷阱,构建人文价值守护的防御体系。
(1)人机关系的困境与出路。当下,图书馆员人

工智能素养不足,容易引发技术崇拜或技术依赖。

在人机协同过程中,馆员必须对三个问题具有清醒

的认知:机器能干什么? 机器和人的功能边界在哪

里? 如何实现人和机器的良好沟通? 由于生成式人

工智能存在幻觉、算法歧视等问题,因此在人机协同

过程中,馆员应该明晰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产生原

理、逻辑及其局限性,树立主体意识,机器仅仅是个

辅助工具,并且针对不同的算法,对其功能要有明确

的认知;确立机器和人的功能的边界,明确各自的职

责,机器不能替代人类,强调人机能力互补;学习和

掌握与机器的沟通方式,在人机协同中不断互相启

发,互相认可,也是人机成功协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设不同层次的馆员人工智能素养培训体系,已成

为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2)学术伦理的争议与选择。基于大模型的生

成结果,从理论上讲不具备创新性;过度依赖大模

型,将导致学术原创性的危机。目前,Nature、Sci-
ence等顶级期刊均明确表示,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合

作作者,如果论文中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必须标

明。2023年,科技部监督司发布的《负责任研究行

为规范指引(2023)》明确规定[7],不得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直接生成申报材料,不得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列为成果共同完成人。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利用大

模型开展相关创新服务的同时,需要在“以人为本、

技术向善”的原则下,做好合理合规地使用大模型技

术的引导工作,确保研究人员在他律的同时更应该

自律。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枢纽,高校图书馆联

盟应协同相关方,针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歧

视、知识产权等问题,加强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

作,探索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同相关方

一道推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3)人文价值的坚守。数据是社会的产物,其收

集、分析、应用都是人与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互动,承
载着人的关系、价值和情感。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

都以数据为基础,虽然方便高效,但如果图书馆的用

户和服务都被当作符号来理解,则缺少了图书馆的

温度和激情,冷冰冰的数字代替了温情脉脉的人际

交往。我们不能脱离人工智能技术生长的土壤,即
图书馆自身的价值本性,否则会本末倒置,达不到预

期效果。
效能与价值的平衡,绝非简单的技术优化问题,

而是关乎高等教育、图书馆价值本质的哲学命题。
高校图书馆需在技术赋能与价值锚定之间构建动态

张力。既要以DeepSeek等工具提升知识服务效率,
更需坚守图书馆文献中心、育人平台、文化殿堂和服

务圣地的精神内核,构建“效率服务于价值,价值引

导效率”的共生生态。唯有如此,方能在数字洪流中

守护学术灯塔,使其继续照亮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

5 结语

DeepSeek带来的技术跃迁,有力推动大模型技

术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应用。未来,作为学术共同体

核心枢纽的高校图书馆将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加
快构建智能化、交融式的服务体系,有力推进图书馆

服务范式的重构,力争在资源管理、空间重构和服务

创新等层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在技术红利背后,人机协同、伦理治

理与人文价值平衡等深层矛盾也将逐渐显现,高校

图书馆应审时度势,科学应对智能时代的各种挑战,
切实发挥图书馆的精神内核,既要构建AI赋能的知

识服务体系,又需守护学术原创性与人文精神,有力

推动高等教育和学术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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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DeepSeek
 

has
 

open-sourced
 

a
 

series
 

of
 

large-scale
 

model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apidly
 

rising
 

to
 

global
 

attention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eld
 

due
 

to
 

their
 

distinct
 

advantages
 

of
 

low
 

cost 
 

high
 

performance 
 

and
 

robust
 

reasoning
 

capabilities  
 

This
 

advancement
 

is
 

poised
 

to
 

catalyz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deciphers
 

DeepSeeks
 

core
 

techn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s 
 

including
 

breakthroughs
 

in
 

the
 

Mixture
 

of
 

Experts
 

 MoE 
 

architecture 
 

Native
 

Sparse
 

Attention
 

 NSA 
 

mechanisms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ese
 

innovations
 

underpi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and
 

cost
 

control 
 

such
 

as
 

MoEs
 

dynamic
 

sub-model
 

activation
 

mechanism
 

reducing
 

computing
 

power
 

consumption 
 

NSA
 

enabling
 

efficient
 

processing
 

of
 

million-word-level
 

texts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ameworks
 

outperforming
 

other
 

leading
 

models
 

in
 

reasoning
 

tasks 
 

DeepSeeks
 

success
 

heralds
 

a
 

dual
 

transformation
 

for
 

academic
 

librar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service
 

paradigm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demand-driven
 

development 
 

resource-based
 

foundations 
 

technology-enabled
 

wings 
 

and
 

service-centric
 

cor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actionable
 

pathways
 

for
 

applying
 

large
 

models
 

to
 

reshape
 

libraries 
 

Centered
 

on
 

building
 

a
 

new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data
 

fus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intelligent
 

feedback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ree
 

key
 

scenarios 
 

resour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e g  
 

intelligent
 

cataloging
 

of
 

unstructured
 

resources
 

like
 

lecture
 

videos
 

using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spatial
 

service
 

expansion e.g  
 

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via
 

VR AR
 

and
 

distributed
 

virtual
 

reading
 

spaces  
 

and
 

service
 

model
 

innovation e g  
 

AI-
assisted

 

academic
 

writing
 

tools
 

and
 

dynamic
 

knowledge
 

extraction
 

platforms  
 

These
 

applications
 

drive
 

a
 

closed-loop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where
 

technology-driven
 

innovations
 

and
 

scenario-specific
 

demands
 

mutually
 

reinforce
 

iterative
 

advancements 
 

However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faces
 

critical
 

challenges 
 

These
 

include
 

dilemmas
 

i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academic
 

ethical
 

choices
 

and
 

adherence
 

to
 

humanistic
 

values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at
 

balancing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with
 

humanistic
 

values
 

is
 

both
 

a
 

pivotal
 

challenge
 

and
 

a
 

mission
 

for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While
 

leveraging
 

models
 

like
 

DeepSeek
 

to
 

enhance
 

service
 

capabilities 
 

libraries
 

must
 

establish
 

ethical
 

governance
 

frameworks 
 

safeguard
 

academic
 

integrity 
 

and
 

maintain
 

their
 

role
 

a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h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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