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12期（总第163期） 1

主编寄语

精准服务需要用户画像

曾建勋

互联网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每个“触网”的人在纵情遨游网络的同

时，也在网络中留下大量的个人“痕迹”。获取这些“痕迹”，进行用户信息积累，将用户的属

性、行为和偏好联结起来组合为用户画像，可以更好地认识网络中的用户、改善网络信息组织、

发现信息传播规律、实施精准信息服务，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体验。基于用户画像的智能

信息服务已经广泛应用于亚马逊、京东、阿里、百度、百分点、腾讯等企业。

用户画像指获取用户的专业背景、文化程度、知识获取习惯、兴趣偏好、特长任务等与用

户需求趋向相关的信息，以此为基础进行模型化表示，为用户制定特定标签。通过分析用户标

签，将具有一定属性和特征的用户归为一类，对用户资料进行分类、归纳、比较，多维度地构建

针对用户的描述性标签属性；并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将重要、核心、关键、规模较大的用户凸

显出来，形成不同的特征用户群，分辨核心用户、忠实用户、普通用户、潜在用户等，准确地对

用户进行分级管理，从而掌握不同用户的特征、偏好和需求，间接地发现用户的结构变动和信息

需求变动，用户画像便于构建智能推荐系统，进行个性化推荐，帮助实现精准服务。

构建用户画像，首先要进行用户日志数据收集（如服务环境数据、用户行为数据、信息获

取数据等），既包括静态信息数据（如性别、年龄、城市、学历、职称、职业等），又包括动态

信息数据（如注册、搜索、浏览、点击、跳转、订单、下载、评价等）用户行为数据；其次，进

行用户角色和行为属性特征抽取（包括用户基础属性标签、角色属性标签、行为属性标签等），

通过对优质用户数据进行整合、清洗、认证、管理，记录用户行为轨迹及其变化信息，利用文本

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聚类算法等大数据技术，对事实标签进行用户行为建模；最

后，通过模型预测，对未来用户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使用户特征得以可视化、形象化、生动化，

从而对用户作出精准判断，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人性化、个性化的定向优质服务，方便用户间的

认识交流，降低甚至避免用户流失。

开放环境下，用户不仅是资源使用者，还是资源的传播者与创造者。数字图书馆服务必须

统一认证和管理用户，把握并跟踪用户需求变化，基于用户应用场景，将用户资源与知识创造相

结合，形成用户画像与作者/专家画像的有效结合，重新理解用户、细分用户，从多维度认识用

户的自然属性、社交属性、兴趣属性和能力属性，在用户的知识创造过程中强化精准服务，不辱

使命，无愧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