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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梳理和实际调查发现，用户画像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因未对用户兴趣

习惯等进行辨识而导致过度服务的问题；因单纯注重用户对服务的采纳程度导致知识服务“内卷”的问题；因忽

视用户历史画像导致无法提供符合用户成长规律的服务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标签辨识、标签关联和标签

演化分析，实现服务分级、服务迁移和服务拓展，通过多路反馈优化服务评价，以有效改善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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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画像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应用中的

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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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交互设计之父Cooper[1]提出了用户画像的

概念，用户画像是目标用户的具体表示，即“建立在一

系列属性数据之上的目标用户模型”。此后，关于用户

画像的概念、特性、构建及应用等研究广泛开展，取得

了丰硕成果。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者尝试引入用户画

像技术以帮助图书馆更好地提供个性化服务。裘惠麟

等[2]从大数据利用状况、图书馆服务转型需要以及技

术发展3个层面分析了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高校图书馆

个性化精准服务的可行性。也有研究者开始构建适用

于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高精度用户画像模型，例如：陈

臣等[3]建立了基于读者小数据的用户精准画像；刘海鸥

等[4]利用图书馆用户的基本信息、内容偏好数据、互动

数据、会话数据、情境数据构建用户画像；蒋弘毅[5]基

于用户的阅读行为建立用户画像；赵杨等[6]利用用户移

动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还有一些研究者重点研究了基

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具体应用：王顺箐[7]

将用户画像和观点分析方法应用于个性化阅读推荐服

务；李书宁[8]构建文史学科用户画像用以分析学科忠诚

用户和关键用户，实现文史学科研究服务的个性化；何

娟[9]提出基于用户个人和群体画像结合的图书个性化

推荐服务；刘海鸥等[10]提出应用深度学习技术实现基

于深度画像的个性化学习服务；陈丹等[11]从知识服务、

阅读推广、场景推荐、主动定制等方面提出图书馆个性

化智慧服务策略；李宝[12]提出基于冷启动用户画像和阅

读过程用户画像的个性化阅读资源推送。

许多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

过程中，利用图书馆用户的属性、行为、状态等相关数

据，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用户信

息，构建用户画像模型，将其应用于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中，实现了图书推荐、知识推送等部分业务的个性化服

务，产生了一定的应用成效。然而，笔者在阅读相关文

献和对图书馆用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基于

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中存在一些典型问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继而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以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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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高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质量、效率

和用户满意度。

1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存在的问题

1.1  发现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首先，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的调研初步发现基于

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可能存在的问题，如郝

雨[13]、周东波[14]、韩志超[15]、任秋菊[16]、李春生[17]等学

者指出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服务中存在价值迷失、

促进坏习惯养成、群体极化、形成信息茧房等问题。董

哲瑾[18]、吴树芳[19]等学者研究了基于微博用户画像的

个体成长路径预测和关注主题变化的规律，其成果可

借鉴并引入到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成长路径规划和

个性化学习进度规划之中。

其次，分别于2019年12月、2020年12月和2021年7月
针对吉首大学软件学院学生接受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的情况开展问卷调查。3次调查分别发放

了542份、828份和711份问卷，回收有效答卷486份、711
份和304份。第一次调查问题包括“是否了解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功能”“是否接收过个性化推送”等问题；第

二次调查问题包括“你认为吉首大学的个性化服务是

否存在过度推送”“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服务”等问题；

第三次调查针对智慧校园下的个性化资源服务进行调

研，包括对超星平台、云资源平台的个性化功能评价及

期望等。此外，2021年6月在2个班级中开展了个性化服

务改进建议的专题座谈，学生建议增加适应个人能力和

学习进度的数字资源推送，并在接受个性化服务时能

获得专业老师对前沿知识的指导。

最后，针对学生接受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服务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学生接受服务的频次、人群分

布，以及学生对推送服务的认可（如点击率）等。

1.2  问题描述及分析

1.2.1  过度服务与不当服务

用户画像的构建利用了用户兴趣偏好、行为习惯、

社交关系等特征信息，能真实反映用户需求。利用用户

画像模型中的用户喜好特征标签集合，基于用户画像的

个性化服务通过匹配关联性知识资源，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阅读推广[3,7,11,12,20]、个性化图书推荐[21-22]、个性化

知识推送[23]等服务。

基于用户喜好的个性化服务有利于获得用户较高

的满意度，有利于服务的推广，然而，一方面，对用户喜

好不进行辨识的个性化服务可能产生不当服务。张慧

敏等[24]认为，基于用户画像的服务应具有价值取向维

度，须有利于用户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提升。郝雨等[13]

研究表明，许多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服务可能导致价

值迷失：“由于用户兴趣中充斥着大量的低级趣味，仅

以用户兴趣为内容衡量标准往往会造成隐含负面价值

取向的内容被大量推送。”另一方面，对用户喜好不加

限制地提供服务可能导致过度服务，让爱好变成一种

嗜好。课题组针对吉首大学软件学院18~20级学生的问

卷调查发现：22.6%的学生认为在电子阅览和图书借阅

中存在过度推送；对42名多门课程不及格学生的图书

借阅和推送记录进一步调查发现，45.2%的学生在借阅

小说等图书后，系统连续为其推送了大量相关图书。例

如，2020年10月，某学生持续借阅了《星辰变》等小说，

图书借阅系统为其推荐了《斗罗大陆》《酒神》等相关

图书，该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系统推荐的图

书，而系统基于该学生的行为反馈逐渐加强了对同一类

型小说的推送。这种不加分析的个性化服务推送对于

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学生学业发展及身心健康成长都

极为不利。

此外，蒋弘毅[5]、孙守强[25]利用用户行为习惯数据

建立标签，并基于用户行为提出了满足个体习惯的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例如按用户阅读周期、就座习惯等标签

安排服务时间、自习位置等。周东波等[14]认为，部分不

加区分的个性化服务会促进坏习惯的养成，“坏习惯将

阻碍个人发展与成才”。笔者经调研发现：基于学生作

息习惯，校园云资源平台在晚上11点后为超过50%的同

学提供平台最新咨询；基于学生阅读位置习惯，选座系

统为15%的学生推荐灯光昏暗的角落。对个体行为习惯

提供非正确方式的个性化服务，可能带来学生身体素

质下降、人格扭曲等不良结果。 
此外，基于用户画像开展团队分析，在进行进行个

性化阅读好友、学习好友推荐时，基于社交关系标签

的推荐算法让交互频繁或者兴趣、习惯等相似的用户

聚类成簇，然而这种个性化好友推荐可能会导致少量

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团队形成，产生信息同质激荡风

险，造成用户价值观念的群体极化[15]，如放弃学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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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悲观抑郁群体等。

1.2.2  服务“内卷”严重

“内卷”（Involution）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状态

之后无法继续向上、向前发展，而是向内卷曲，呈现停

滞或倒退趋势的现象。曾建勋[26]认为，在文献情报领域

存在“内卷化”现象，主要表现在资源建设、平台建设、

服务质量等方面。同样，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服务也

存在“内卷化”的现象。

（1）逐渐形成“信息茧房”。“信息茧房”的概念

最早由凯斯·桑斯坦[27]提出，是指受到个体兴趣引导，

用户被动接收与其兴趣相关的信息，长此以往，个人接

触到的信息深度与广度受限，从而将自己禁锢在蚕茧

一样的封闭空间。任秋菊等[16]认为，个性化推荐技术充

分迎合了用户的兴趣偏好，在帮助用户解决信息获取成

本与质量等问题的同时，让用户对固化的信息交流渠道

形成依赖，无意识地陷入以个体为中心的“信息茧房”

中。通过对校园云资源平台个性化推送的点击反馈情

况统计，有70%的浏览为推送的前10条记录，而这10
条记录主要覆盖了用户的前3个兴趣偏好相关的主题。

由此可见，基于用户兴趣的个性化服务易促使“信息茧

房”的形成，导致信息服务的广度变得越来越小，信息

交流的圈子越来越窄，信息获得的方式越来越单一。

（2）个性化服务的知识总体缺乏结构化设计。为

提升学习的效率，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28]，基于用户画

像的个性化服务更加注重微阅读、微视频、微课程等

服务方式。然而，个性化服务的知识堆积、断裂，快餐

式、碎片化、重叠型的知识服务让个性化服务“内卷”

严重[17]。一方面，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强

调资源标签与用户标签的匹配，以匹配度高低排列知

识推送、个性搜索顺序。然而多个资源之间的关联关

系、资源与知识之间的覆盖关系、用户不同兴趣之间的

主题结构关系等诸多因素考虑不足，导致个性化服务

的质量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对同一用户前后多次服务

之间的知识类别、知识衔接、知识互补等分析不足，不

同时间的推送知识之间重复知识过多，导致用户对服

务的满意度逐渐下降。在对吉首大学软件学院18级专

业成绩排名前100的学生接受图书馆数字资源推送服

务情况的调查显示，知识与专业相关度超过90%，但

连续5次推送存在重复内容超过70%，知识相关且知识

点连贯的不足10%，知识简单但注重展现形式的超过

75%，知识讲解深入的不足20%，学生亟需注重知识连

贯、知识深度和知识拓展的个性化服务。

1.2.3  忽略成长过程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依据用户当前

属性、兴趣、能力、习惯、活动等信息，虽能正确反映用

户当前需求，却忽略了用户成长过程的差异，忽略了对

用户成长规律的挖掘，忽略了用户追求梦想和达成目标

的深刻分析等，一方面造成服务的个性化和准确性下

降，另一方面让历史数据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1）缺乏用户成长路径的挖掘。许多基于动态用

户画像的个性化服务强调了用户标签的即时更新，按用

户最新形象进行精准服务[29-31]。然而，董哲瑾等[18]在基

于微博用户画像的研究中发现，即使当前兴趣爱好、行

为习惯完全相同的不同个体，其历史信息仍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由于用户历史标签虽有部分被记录，但并未

利用其对用户成长过程进行关联、分类、聚类等运算，

导致用户成长经历不能真实还原和可视化呈现，进而

无法根据其成长特征进行更精准、更具个性化的知识

服务。

（2）缺少用户学习进度的分析。在针对微博用户

的个性化推送中，吴树芳等[19]利用兴趣转移衰减函数

实现用户关注词条变化的预测，进而建立基于用户画

像的个体兴趣变化分析模型。但在基于用户画像的图

书馆个性化服务中，目前还缺少针对用户学习进度的分

析。由于未对历史画像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处理，用户历

史标签变化规律、模式等未被分析与利用，不能充分了

解用户的学习进度，也就无法掌握用户的学习进展规

律、关键节点，不能深入分析用户间学习进度产生差异

的原因，以及促进学生学习进度迅速提升的核心因素

等，也就无法基于用户知识增长的速度适应性地调整

为用户推送知识的数量与难度，无法让用户进行高效且

有成就感的学习。在对吉首大学软件学院18级3班、5班
学生接受专业知识推送的分析中发现，当前学习状态

相似的学生收到的推送知识基本一致，当某学生连续

关注和其他学生同样的知识点后，其推送的内容也趋

于一致，而未考虑该学生以前兴趣的影响。

（3）缺少用户知识获取目标及达成度的分析。基

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往往通过用户对推送

知识的采纳程度预测服务的质量，前文已经分析由此

可能导致“信息茧房”的产生。现实中，即使用户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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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希望推送的知识资源，往往也愿意被动接受个性化

服务为其提供的资源。由此可见，仅以信息使用率评

价服务的满意度，无法真实反映用户需求的达成度，

也无法证实用户知识获取目标。因为基于现实数据的

用户画像构建，缺少对用户知识获取目标的分析，进而

无法提供基于用户真实目标的个性化服务。在吉首大

学软件学院18~20级828名学生中关于云资源平台知

识个性化推送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其满意度仅为

65.1%；针对学生对个性化推送知识的点击信息反馈

情况分析，有89.4%的推送信息被用户点击，有83.3%
的推送信息被浏览或下载。

2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
改进策略

余孟杰[32]认为用户画像是以大数据环境提供数据

基础，抽象出能完美呈现用户全貌的标签信息集合；余

传明等[33]认为用户画像是依据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社交关系和行为模式等抽象构造出的标签化的用户模

型。本文基于上述定义，通过优化并合理利用代表真实

用户的标签信息集合，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用户画像的

个性化服务的改进策略。

课题组认为，为了提高个性化服务质量，首先需要

优化用户画像质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升个性化服务

水平。在用户画像构建阶段，首先需要对用户标签集进

行辨识、区分，确保用户画像蕴含正确的价值取向；其

次，将个体用户标签与群体标签集进行关联，并通过

关联主题知识图谱，确保用户画像标签集不被束缚在

狭窄的主题领域内；最后，还需要利用序列挖掘、回归

分析等算法对用户历史画像建模，确保用户的成长规

律能动态呈现。在个性化服务阶段，首先需要利用用

户标签的标识信息，对个性化服务内容进行分级，以确

保最有利于用户发展的个体兴趣被优先服务；其次，

除了最大限度考虑服务内容、方式与用户兴趣、习惯相

匹配，还需考虑群体兴趣、知识关联领域等知识服务，

有效预测用户在其他领域的潜在兴趣，避免服务“内

卷”；此外，也可借助用户成长路径和学习进度分析，为

用户定制个性化阅读计划、个性化知识推送时间进度

安排等；最后，还需多方接受用户反馈，形成客观全面

的个性化服务评价，并以此为依据不断改善个性化服

务质量。

2.1  标签辨识与服务分级

在进行个性化服务前，首先可对用户画像的标签进

行识别与标记，包括不利于用户发展的兴趣偏好和行

为习惯的判定与标识、需进一步细化挖掘的标签集合

等，然后根据标签的标记信息，提供更有利于用户健康

发展的个性化服务。

（1）识别可能阻碍用户成长的标签，遏制与其相

关的个性化服务。利用聚类及关联分析算法等对用户

兴趣偏好标签及其权重分析，找出与其身份标签不相

符但权重特别大的兴趣标签，以及影响青少年成长的

兴趣偏好如赌博、暴力、悲观厌世等相关标签，在个性

化服务时过滤相关服务内容，给出终止相关服务提醒，

用户仅在特别授权后方可获得相关服务。在识别用户具

有上述兴趣后，可进一步联系学生工作辅导员及心理疏

导教师等，对学生进行特别关注；也可提供对遏制相关

兴趣有帮助的知识服务，如发放赌博危害宣传资料等。

（2）识别影响个体持续健康发展的标签，抑制与

其相关的个性化服务。结合用户能力特长标签及兴趣

偏好标签信息，以及用户对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的接

收情况，运用主题发现及关联分析方法，识别与能力

特长不相匹配、权重加大且大量接收相关知识服务的

兴趣偏好，在个性化服务中减少相关内容、拖后服务顺

序、降低服务频率。将用户行为习惯特征中的访问周期

标签等与用户的身份类别、作息时间进行匹配，对于影

响用户正常作息的习惯标签，在个性化服务时随机调整

到空闲时间，并基于用户使用反馈情况，最终确定服务

时间。

（3）识别与能力特长及发展目标相符的标签，增加

服务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对专业标签、兴趣标签、能力

标签的整理，结合用户发展愿景调研，利用时间序列分

析及回归预测算法等，建立用户成长路径规划图，依照

用户成长模式分析，识别有能力基础、与目标方向一致的

标签主题，结合知识图谱中的主题匹配，提供更系统、更

深入、更全面的个性化主题服务，包括提供基于能力标

签初选和兴趣标签二次筛选的个性化信息检索，基于用

户兴趣、能力、个体发展愿景的知识推送服务，基于知识

图谱与个性标签结合的个性化知识问答服务等。

2.2  标签关联与服务迁移

为防止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内卷”，将用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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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专业属性及能力特长标签进行关联，将用户标

签与群体标签进行关联，引入知识图谱，将资源的内

容与主题关联，将资源的应用领域进行关联，实现领

域内知识的体系化服务，实现不同领域知识的跨界迁

移服务。

（1）生成包含用户个体信息的知识子图。将用户个

体兴趣标签、专业标签及能力标签与知识图谱中的相

应主题进行映射，并在知识图谱中将映射的主题进行

关联扩展，构建包含用户标签映射主题的极小子图。

（2）建立面向用户群体的知识关联子图。通过对

用户所在的群体用户挖掘，以群体用户画像中的兴趣标

签为中心并结合用户密接好友的兴趣标签，将其映射

到相应的知识图谱之中，然后以映射的主题为中心进行

主题关联扩展，建立包含群体画像标签映射的群体用

户知识关联子图。

（3）领域内知识体系化服务和多学科知识跨界迁

移服务。基于用户兴趣标签和专业属性标签，结合包含

用户个体信息的知识子图，并通过与知识资源库的主题

匹配，为用户提供覆盖用户领域知识关联子图、层层深

入、紧密关联的知识服务，以保证用户获得知识的连贯

和深度，包括为用户提供基于领域知识和个体兴趣的

个性化信息检索服务，基于领域知识上下文分析的个性

化知识群系列化推送服务，个体知识体系可视化建模服

务等。为防止“信息茧房”的形成，可在用户关联子图、

群体知识关联子图中，找出跨学科的相关知识主题，并

进行跨界迁移学习，如随机迁移、主题相关迁移等，为

用户提供非其关注领域的相关知识，包括基于主题周期

性迁移的知识推送服务、基于反向排序规则的知识检

索服务、基于应用领域随机迁移的知识应答服务等。

2.3  标签演化与服务拓展

为了深入分析用户成长过程，挖掘学习用户画像发

展演化规律，需要将用户标签的变化信息详细记录，通

过时间序列挖掘算法，找出标签变化的关键节点，然后

通过因果关系的解释学习算法，找出发展变化的内在

关键因素，可通过Logistics回归（对数几率回归）分析

等对用户变化规律进行预测，进而提供更符合用户持

续发展需要的个性化服务。

（1）用户历史标签记录与历史画像形成。通过记

录用户画像标签变化的时间，并通过关键时间节点的

用户画像生成与存储，形成基于时间轴的用户历史画

像集合。

（2）历史画像演化模式构建。运用序列挖掘算法，

发现对全体用户历史画像演化规律，并运用K-means算
法、增强学习算法等，聚类、抽象得到用户历史画像常

规演化模式集合。

（3）用户成长路径生成及学习进度分析。通过回

归分析及路径规划算法等，将用户个体成长数据与历史

画像演化模式相对比，找出用户个体知识发展规律。

（4）基于用户成长的个性化服务。通过对用户个

体发展特征分析，结合全体用户发展演化的普遍规律

和模式，利用演化推荐算法和基于时间序列的推荐算

法等，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知识推送服务。例如，通过对

用户兴趣标签变化的路径拟合，预测用户兴趣未来发

展，并结合知识发展前沿，为其推送符合个人发展和时

代发展需要的知识。

2.4  多路反馈与服务评价

基于用户对个性化服务的采纳程度，无法实现对

服务质量的全面评价。一方面，需要多方位获取用户对

服务的反馈信息，进而建立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另一

方面，也可改变服务部门自身评价或系统自动评价的方

式，采用第三方评价、部门互评等多种评价方式。基于

全面客观的服务评价，针对个性化知识服务中的不足之

处进行改进，进而实现用户真实满意度的有效提升。

用户的反馈方式可包括调查问卷反馈、平台点赞/
拍砖反馈、平台留言反馈、平台打分反馈等显性反馈方

式；也可通过智慧图书馆对用户表情、情绪及留言等分

析，挖掘用户接受服务时的真实心情，进而计算用户对

个性化服务质量的打分；此外，基于对用户能力增长幅

度与服务内容关联度分析，计算服务对用户成长的弱影

响力，也可适当用于服务质量评价。

基于多路反馈和多方评价，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体系

可逐步优化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包括实行基于优先改

进最差评价的个性化服务方式调整策略、提供基于优

先满足用户当前愿景实现的个性化知识推送服务等。

3  结论

基于用户画像的标签统计、关联、聚类、演化分析

等，深入发掘用户对知识的个性化需求以及获取知识

的习惯特征，结合语义分析、主题发现算法等为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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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极大满足个体需要的精准服务，提升了个性化服务

的质量，提高了知识服务的效率。然而，基于用户画像

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仍在研究改进中，研究发现，由于

未对用户画像标签进行有效分析，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中出现了助长负面喜好、放任不良习惯问题；由于大量

研究与应用以用户的点击浏览率等相关反馈作为服务

质量衡量的标准，导致服务主题紧缩，进而形成“信息

茧房”，同时过度注重服务形式，以碎片化、重叠性、浅

层次服务代替体系化、多形式、深度服务，让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内卷”；由于放弃对用户历史画像的建模挖

掘，未对用户的学习演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无法对其

知识成长轨迹和学习进度等情况加以分析利用，无法

提供更有利于个体成长的知识服务。针对这些不可忽

视的问题，本文从标签辨识、标签关联分析和标签演

化规律发现入手，提出进行服务分级、服务迁移和服务

拓展的个性化服务策略。在后续的研究中，还可分析不

同用户间的相似度，实现基于用户差异的兴趣迁移服

务；可通过个性化服务中的第三方评价，辅助调整服务

方式和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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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ibrary personalized service based on user portrait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the problem of over service due to the lack of identification of users’ interests and habits; The problem of “involu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is caused by simp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user’s adoption of service; Due to the neglect of the user’s historical portrait, it is unable to provide 
problems in line with the user’s growth law, etc.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alize service classification, service migration and service expansion 
through label identification, label association and label evolution analysis, and optimize service evaluation through multi-channel feedback,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 quality of library based on user portrait and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and us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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