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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效用是评价其服务绩效的重要指标。在系统识别基于用户画像的资源推荐要素

基础上，对其内生性关联关系进行合理化、有序化分析，能够显著提高高校图书馆资源供需适配程度，并强化用

户的使用体验与价值感知。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方法深度挖掘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要素的核心构成内容，构建高

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情景适配服务框架，并对资源推荐要素间的关联、耦合、映射等内在作用特征进行描述性分

析，据此提出旨在促进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要素情景化多维适配的可行性策略，以期为高校图书馆资源空间再造

与情景优化提供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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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景要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

推荐服务研究

情景要素是影响智能移动终端用户服务质量的关

键资源，基于情景要素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能

够更为契合用户信息期望、资源搜索习惯及其信息获取

偏好：通过创建有助于用户一站式获取教学与科研信

息的资源共享平台，为用户提供与其所处场景高度适配

的定制化知识服务[1]。当前学术界已经围绕基于情景要

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展开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周宇等[2]根据高校用户群体的自然属性与学习

科研进度建模，创新地利用二维码图片形式为目标用

户推送资源，极大地提高了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的靶

向性与贴近性；洪亮等[3]结合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布局与

推送规律，设计了基于用户画像与情景感知的个性化资

源推荐方法，并面向移动社会网络中的用户信任关系

提出了差异化的知识服务路径；Liu等[4]基于个性化知

识推荐理念，构建了旨在实现高校图书馆情景化知识服

务的模型与算法，利用改进受限玻尔兹曼机的协同过

滤算法来提高不同使用情景下的知识资源推荐的针对

性与实效性；黄丽芳[5]基于现行的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

平台，创建了融合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与阅读App

的资源推荐服务矩阵，能够在实施采集用户资源使用

偏好与行为的大数据基础上，为用户推送具有沉浸式

感知的模块化资源。在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

之余，亦应该看到鲜有文献针对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

要素的内容构成，及其情景适配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

径进行分析。由于用户信息接受的意愿程度直接决定

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的持续性，因此有必要识别

面向目标用户信息需求的资源推荐要素，并对其关联关

系进行合理化、有序化与适配化的关系梳理，为用户提

供与所处场景相契合的知识资源，进而全面提升其使用

体验与价值感知水平。另外，在理念、经费与技术等因

素的制约下，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方式方法亦

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不仅缺乏权变高效的智能化

服务模式，而且在内容精细化与平台一体化等方面亦难

以满足用户需求[6]。2019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指出，细分

用户使用场景、有效集成情景要素，进而实现用户信息

接受期望的“场景-用户-情景”的演进适配，是推动高

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置条件[7]。

可见，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是一类情景化、立体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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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维度的知识传播行为，其功能主旨是在用户与图

书馆间形成常态化情景适配的交互关系，进而实现信

息资源的靶向投放。鉴于此，本文围绕高校图书馆资源

推荐要素的核心构成内容、资源推荐要素情景适配的

服务框架，以及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实施策略等问题

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优化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

荐服务提供直观的参考借鉴。

1  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的情景要素分析

1.1  资源推荐对象要素

科学地分析与引导用户需求是高校图书馆情景化

资源推荐服务的重要前提。从资源获取主体来看，获取

势、获取能、获取力三类要素可全面反映高校图书馆情

景化资源推荐服务质量。①获取势。代表高校图书馆资

源推荐能力与用户信息接受能力之间的势差。其中，较

小的势差不仅是促进高校图书馆提供维系情景化资源

推荐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动因，更是强化用户使用忠诚度

与感知度的基础[8]。②获取能。代表用户识别和获取情

景化推荐资源的客观能力。该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用

户信息接受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③获取力。代表用

户对图书馆情景化推荐资源认同及内化的主观能力。获

取力是图书馆情景化推荐资源的桥梁纽带：在用户资源

辨识、资源传输、资源内化等主观能力的作用下，用户信

息接受与信息利用水平将实现跨越式发展[9]。从用户需

求维度来看，鉴于用户资源获取情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

之中，因此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具有显著的演进性

与生态性特征：随着用户资源需求规模与结构的演进发

展，通过动态契合用户资源需求节、需求链与需求网中

的异质性需求，将显著增强资源推荐的整体优势。①用

户资源需求节。代表用户基于研究方向、学科特点与资源

偏好所形成的具有动态演进特点的需求节点[10]。②用户

资源需求链。代表基于用户资源需求节所形成的可全面

反映资源需求要素间关系的链式结构。③用户资源需求

网。用户资源需求网是高校图书馆完善资源推荐服务的

重要依据，其实质是基于用户资源需求节、用户资源需求

链所形成的体现用户资源需求发展态势的网络结构。

1.2  资源推荐过程要素

系统梳理与优化资源推荐动因及过程是高校图

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的技术基础。首先，拓展域、收缩

域、调和域是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荐的主要动

因。①拓展域。其代表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的覆

盖面，随着资源推荐服务方式不断升级，图书馆资源推

荐的拓展域将不断增加[6]。②收缩域。收缩域是用户主

体情景与资源接受情景彼此间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反

映，它体现了用户在资源供需差异化态势下所做出的收

缩资源获取范围的决策情形。③调和域。调和域真实地

反映出高校图书馆在拓展域与收缩域影响下所做出的

知识服务决策变化情况。其次，自由度、拓展度与收缩

度是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过程中的核心要

素。①自由度。自由度是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荐服

务的出发点，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情景化资源推荐限制

条件。如基于用户信息需求变化来科学规划资源推荐

的时间节点，基于用户信息接受能力差异化特质来重构

资源推荐服务流程[11]。②拓展度。拓展度用来测度高校

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在信息类型、时空、载体等维度上

的拓展情况。为提高用户数据挖掘与资源获取效率，高

校图书馆应有效利用资源推荐拓展度，以便将目标资源

囊括至拓展域中。③收缩度。收缩度与资源推荐收缩域

相对应，是用户有效获得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的弹性

变化程度。

1.3  资源推荐效能要素

资源推荐效能要素是分析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

推荐服务实效性的关键指标，其主要包括期望域、现实

域与接受域。①期望域。其是高校图书馆对情景化资源

推荐服务运营效率的科学研判。由于用户对与自身资源

需求相适配的资源推荐服务具有强烈的使用偏好，因此

期望域是用户信息接受场域的现实映射[12]。②现实域。

其是用户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有效利用情景化资源推荐

服务的现实状况。由于不同层次的知识环境对于用户资

源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差异化的资源推荐服务情景

将使用户产生迥然不同的价值感知，从而形成了一种涵

盖多类型用户信息接受结果的现实域。③接受域。接受

域不仅是高校图书馆在期望域与现实域之间持续性调

和的结果，更是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效果的真实反映。

另外，期望场、现实场与调和场是评价高校图书馆情景

化资源推荐绩效的主要依据。①期望场。期望场可用于

评价用户对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的价值认知水平，能够

系统描述在差异化资源推荐服务情景下的用户感知度

基于情景要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研究张弸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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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意度[13]。②现实场。现实场是用户与特定资源推荐

情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能量的时空范围。如用

户在社交媒介、传感器、定位系统等技术情景下的资源

获取绩效将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现实场则有针对性地

诠释了情景化资源推荐效能的异质性特征。③调合场。

调合场全面反映了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荐供需平

衡的临界状态，此时高校图书馆的资源配置与知识服务

实现了协同共生式发展。

2  基于情景要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
源推荐服务框架

促进资源推荐服务与用户资源获取情景间的动态契

合，是塑造高校图书馆用户服务比较优势的重要前提。

在充分利用移动情景与社交情景的基础上，实现在物理

环境、资源偏好与社会氛围等层面上的资源推荐服务关

联耦合，进而持续拓展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的功能

边界。本文参考于浩[14]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基于情景要

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框架（见图1）。

图1  基于情景要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框架

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情景适配的逻辑关系主要分

为关联关系、耦合关系与适配关系三类。①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反映了用户在不用使用情景条件下资源获取

偏好动态变化的客观规律，即通过科学描述用户资源

需求节、需求链与需求网三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便于高

校图书馆定向精准地为用户推送目标信息。②耦合关

系。耦合关系是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行为与用户资源

获取情景的耦合，这一关系的实质是高校图书馆利用场

景识别、新媒体等智能信息技术来实时捕捉用户的资

源偏好信息，以增强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的人性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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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性程度。③适配关系。适配关系旨在通过打造基

于用户画像的立体化、智能化资源推荐服务矩阵，来高

效满足用户在此前情景、此时情景与此后情景中的需

求。可见，基于情景要素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

务表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特征，其实现路径如下。①场

景适配。即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与用户全情景资

源需求的无缝适配。②成本适配。即确保高校图书馆情

景化资源推荐服务投入与产出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最

大化降低用户资源获取成本。③综合适配。为提高情景

化资源推荐服务的可靠性与功能性，高校图书馆应综

合运用大数据技术、自媒体来促进资源推荐服务实现

场景与成本的融合适配。

3  基于情景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
荐服务实施策略

3.1  面向推荐对象的情景化资源推荐服
务——用户画像、场景识别、体验反馈

面向推荐对象的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的实践方向

是满足用户在需求节、需求链与需求网等不同维度的

需求。①可通过构建用户画像来精准识别用户需求。高

校图书馆可从资源获取势、资源获取能与资源获取力

三方面来系统识别用户在不同使用情景下的资源需求，

以持续增强用户使用忠诚度与满意度。北京理工大学

图书馆的做法值得复制推广：利用大数据技术、眼动追

踪技术实时动态地分析用户资源获取场景与信息应用

路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以用户画像数据为核心的知

识库，确保能够科学预测用户资源需求的发展态势[15]。

②为用户提供基于多元化、动态场景的资源推荐服务。

如借助Hadoop云平台、AI场景分析、虚拟现实场景搭

建等场景识别技术来高精度识别用户的情景化资源需

求，据此向用户常态化推送高度契合用户资源偏好与高

频访问场景的情景化数据[16]。③促进资源推荐服务实

现“场景-用户-情景”的联动式适配。基于前文论述，

高校图书馆用户感知价值对其持续使用意向具有正向

显著影响，因此不断修正资源推荐服务方向与规模的

重要依据是用户感知体验，高校图书馆应精细化遴选

用户的反馈数据，来增强用户资源获取势、获取能与获

取力。

3.2  面向推荐过程的情景化资源推荐功
能——增强体验、拓展服务、价值体现

面向推荐过程的情景化资源推荐功能的实质在于

打造图书馆与用户进行常态化交互的渠道通路。在动

态调节高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荐拓展域与收缩域的

基础上，为用户提供可实现自由度、拓展度与收缩度三

维增强的资源获取体验。①合理控制图书馆资源推荐

调和域，为用户提供具有场景细分化优势的知识服务。

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具有代表性：利用云OPAC系统

与基于元数据的一站式检索技术创建了具有广视域、

全覆盖特征的资源推荐场景，利用超星学习通客户端

中的RSS订阅功能来细分用户群体，实现了为用户提供

多来源信息的个性化阅读体验[17]。②应适度拓展情景

化资源推荐服务场域。高校图书馆须认识到满足用户

常规化资源获取需求仅是基础目标，为用户提供增值

知识服务方是提高用户使用黏性的不二之举。广州大学

图书馆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方面，有效整合了24小时云

传递服务与HTML阅读服务等基本功能，在移动端上

实现了资源的一站式搜索、导航和全文获取服务；另一

方面，开辟了微课堂、学分银行、短视频等增值服务专

区，让用户能够更加形象直观地进行数据清洗、数据分

析与数据挖掘[18]。③提供定制化、靶向化的知识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利用语义关联检索、资源聚合等技术来

精细化分析用户需求，以提高资源推荐服务的个性化水

平。如浙江大学图书馆与百度神灯搜索合作推出了语音

智能交互服务，利用自然语言处理、语义机器学习、全

息投影语音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为用户提供面向资源

推荐自由度、拓展度与收缩度的个性化知识服务。

3.3  面向推荐效能的情景化资源推荐路
径——空间融合、需求驱动、情景重组

面向推荐效能的情景化资源推荐路径的价值主张

在于通过协同拓展期望域、现实域与接受域，进而扩张

用户资源获取调合场的规模边界。①空间融合。即通过

促进线上与线下资源推荐服务情景的泛在连接来提升

用户服务体验。暨南大学图书馆的做法独具创新性：在

不断巩固线上数字资源共享、线下数字学术空间服务

彼此间关联关系的基础上，提供旨在增强用户情景化

资源获取体验的极致内容单品。②需求驱动。需求驱动

是提高用户资源获取效率的首要前提，因此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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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应尝试打造可实时采集用户感知体验与信息反馈的

服务平台，促进资源推荐服务与用户信息接受现实域间

的精准适配，提高资源推荐服务的情景化水平[19]。③场

景重组。根据前文论述，不同情景下的高校图书馆资源

推荐服务效果异质性程度较高，因此高校图书馆应正

视场景重组之于资源推荐服务的重要性，通过构建融

合不同时间节点与不同使用场景的情景化资源推荐服

务模型，来有针对性地判断用户偏好，以便科学预测用

户在远期时段的资源获取行为。

4  结语

全媒体时代，用户对知识付费与情景体验的需求

日益增强，因此推动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服务转型升

级的战略着眼点在于实现推荐要素的多元情景适配。

本文基于资源需求理论，从推荐对象、推荐过程与推荐

效能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服务的核心要素，

并基于情景化关系与情景化适配双重视角揭示了资源

推荐要素间的关联本质。通过科学把握推荐要素间的

关联、耦合、适配逻辑关系，促进用户资源获取价值感

知与资源推荐服务实现场景适配、成本适配与综合适

配。据此提出了基于情景适配的高校图书馆资源推荐

服务实施策略。但我国在实践层面的探索才刚起步，高

校图书馆情景化资源推荐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数据实时

采集、实时计算与实时处理能力的强有力支撑：不仅需

要促进情景化资源推荐对象要素、过程要素与效能要

素间的深度融合，亦需要面向用户资源获取感知有用性

与感知易用性来丰富情景化资源推荐服务的功能内涵，

据此才能让用户切实获取到基于各类情景要素的资源

推荐服务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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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Based on Situational Factor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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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recommended utility is an important index of its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ortraits in the system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user resources recommended element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natural rationalization, ordering analys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daptation degree of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and strengthen the use of user experience and value perception. Through 
inductive deductive method the depth of mining resources recommended elements of the core content of university libra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e services to build the mechanism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recommended situational adaptation framework, and recomme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lements of resources, coupling, mapping and other inner characteristics of descriptive analysis, accordingly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contextualized 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strateg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commended elements for the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situational optimization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Keywords: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ituational Adapt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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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汉语主题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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