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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Inside:AI 赋能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张晓林

摘　 要　 AI 正引发知识服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迫切需要推动 AI 与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打造符合

新的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本文提出,从第一性原则思维出发,面向复杂适应性系统,以问题驱动和场景驱动

的创新和设计驱动的创新,不断演进发展 AI 赋能的图书馆服务的新质生产力。 在回归原点分析“人们到图书馆干什

么”的基础上,基于大语言模型+AI 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提出 Library-Inside 作为 AI 赋能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

模型,并描述了三种可能的实现模式:Library-Inside
 

1. 0 作为用户知识应用的智能助手,Library-Inside
 

2. 0 作为用户知

识生产的智慧座舱和 Library-Inside
 

3. 0(Library×)打造用户 AI 赋能知识生产力的生态养育站。 本文指出,要以战略

创新推动图书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注意克服战略创新中的内在的结构性缺失和系统性偏差。 图 6。 参考文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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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

 

is
 

fast
 

changing
 

the
 

knowledge
 

service
 

landscape.
 

The
 

ever-evolving
 

generative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prompt
 

engineering
 

techniques
 

have
 

not
 

only
 

started
 

the
 

era
 

of
 

AIGC
 

for
 

text 
images and

 

videos
 

but
 

also
 

began
 

to
 

take
 

over
 

the
 

arena
 

of
 

every-day
 

basic
 

knowledge
 

services
 

and
 

is
 

triggering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productive
 

relations
 

of
 

knowledge
 

services including
 

reverse
 

balance
 

of
 

knowledge
 

gaps
 

and
 

disintermedia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s.
 

Libraries
 

urgently
 

need
 

to
 

empower
 

themselves
 

with
 

AI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the
 

ke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advanced
 

productivity
 

model
 

in
 

line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which
 

is
 

far
 

from
 

only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o
 

optimize
 

or
 

improve
 

traditional
 

business
 

processes
 

and
 

skills but
 

more
 

importantly changing
 

business
 

models
 

and
 

operation
 

methods
 

to
 

create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market
 

value.
 

New
 

institutional
 

supply
 

is
 

needed
 

to
 

drive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vigilance
 

should
 

be
 

raised
 

to
 

guard
 

against
 

only
 

focusing
 

on
 

new
 

technologies
 

while
 

ignoring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blem-
oriented

 

and
 

scenario-driven
 

innov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pursu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model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philosophy
 

can
 

raise
 

the
 

insight
 

and
 

realm
 

of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sign-driven
 

innovation
 

will
 

promote
 

continuously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of
 

library
 

services
 

with
 

competitive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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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first-principle
 

driven
 

re-analysis
 

of
 

what
 

do
 

people
 

do
 

in
 

the
 

library  this
 

paper
 

proposes
 

Library-
Inside

 

as
 

a
 

foundation
 

model
 

for
 

AI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library
 

services enabled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plus
 

AI
 

agent
 

technologies.
 

Three
 

possible
 

Library-Inside
 

implementation
 

models
 

are
 

proposed 1  Library-Inside
 

1. 0 as
 

an
 

intelligent
 

assistant
 

for
 

user
 

knowledge
 

application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of
 

an
 

extensible
 

exhibition
 

and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activity.
 

2 Library-Inside
 

2. 0 as
 

the
 

intelligent
 

cockpit
 

for
 

user
 

knowledge
 

creation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of
 

a
 

sophisticated
 

intelligent
 

lab
 

and
 

a
 

strategic
 

analytic
 

copilot
 

for
 

policy
 

for
 

science
 

analysis.
 

3  Library-Inside
 

3. 0
 

or
 

Library × as
 

an
 

ecological
 

nurturing
 

station
 

for
 

institutions
 

or
 

localities
 

to
 

develop
 

AI-empowered
 

productivity
 

environmen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echnological
 

building
 

blocks
 

are
 

ready
 

to
 

support
 

fast
 

iterative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those
 

models.
This

 

can
 

be
 

achieved
 

only
 

with
 

pointed
 

strategic
 

innovation
 

efforts.
 

Some
 

inherent
 

structural
 

deficiencies
 

should
 

be
 

overcome such
 

as
 

user-antagonistic
 

mentality competency
 

blackholes cooperation
 

aversion 
cultural

 

traps and
 

blind
 

love
 

of
 

the
 

past
 

and
 

tradition.
 

And
 

high
 

alert
 

should
 

be
 

given
 

to
 

many
 

systematic
 

deviations such
 

as
 

overlooking
 

user
 

missions misalignment
 

of
 

strategies
 

of
 

upper
 

institutions insistence
 

on
 

certainty
 

and
 

completeness avoidance
 

of
 

new
 

ideas
 

and
 

competition and
 

fear
 

of
 

complexity.
 

6
 

figs.
 

3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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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的全局变量

1. 1　 AI 正快速改造知识服务行业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下简称“大模型”) 已成为强大的普惠的知识助手。 ChatGPT、
GPT-4、Midjourney、Sora、Claude-3、Llama

 

3、智谱清言、Kimi、文心一言、讯飞星火、通义千问、SkyMusic
等飞速迭代、普遍可及、不断叠加应用,成为文案师、绘图师、法务助理、甚至程序员和设计师等的

“平替”。
大模型加上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①) 及其系列增强方法[1] ,通过思维链提示( Chain-of-
Thoughts

 

Prompting )、 思维树提示 ( Tree-of-Thoughts
 

Prompting )、 思维图提示 ( Graph-of-Thoughts
 

Prompting)、知识链提示(Chain-of-Knowledge
 

Prompting)、检索增强生成(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
tion)等,并辅之以日益强大的错误检测、自洽检查、长文本处理等技术,有力支持基于人工反馈、思维

和知识的高水平的快速的知识发现和组织。
同时,AI 赋能可提供相对可靠的专业知识服务,包括世卫组织的专业健康助理 Sarah②,大语言模

型+文献检索系统的知识发现工具 DimensionsGPT、ScopusAI、知因分析、星火科研助手,数据分析师

Data
 

Interpreter[2]和推荐系统 RLMRec[3] 等,正支持门外汉打败老法师,碾压知识服务中的低质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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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AI 促成新的生产力系统机制

大模型赋能的 AI
 

Agent 智能体技术正迅速发展[4] ,支持灵活规划需要组合调用多类数据库、知
识库和专门工具的复杂任务[5] 。 此时,大模型辅助任务规划、任务分解和工具选择,支持对各环节结

果的分析、评价、确认及再规划再执行。 AI 智能体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迅速应用,例如化学研究[6] 、
智慧教育[7] 、智慧汽车[8]等。

AI
 

PC 的涌现正构建新型人机关系[9] 。 AI
 

PC 在 PC 端加载 AI 操作系统、强壮(超过 7B)的大语

言模型、强大(超过 40TOPS)的本地算力,可连接云端应用商店和增强大模型,从而支持本地化的个

性化的安全的 AI 赋能服务。
与此同时,大语言模型与机器人结合生成具身智能,让机器人能理解物理世界[10] ,具备物体识

别、属性识别、空间理解、物体定位、物体状态识别、功能推理、世界知识等功能,支持跨态融合、场景交

互等复杂环境的智能处理与行为要求。

1. 3　 AI 引发知识服务的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

知识学习长链贯通:在 AI 赋能下,用户主导的知识发现、文献检索、内容分析、知识组织以及再创

造构成无缝衔接、浑然一体的新机制。
 

智能逆平衡:传统上,智能被限定在专门知识、技能、工具甚至地位和资金等高门槛内;AI 赋能

下,完全可能打破曾经的知识、技能、工具、人才、资金的鸿沟以及这些鸿沟带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公平,
从而支持资源匮乏的地区和人群逆数字与技能鸿沟实现智能跃升,就像电商在中国农村、智能手机在

非洲那样。
知识服务去中介化:传统情报服务是决策者提出问题,情报专家利用专门工具进行检索、分析、总

结,形成报告后返回给决策者;AI 赋能下,决策者可直接借助大模型思考、提问和内容分析,辅之以优

秀提示工程师(如秘书或学生)和智能体分析服务器,能直接快速生成深度的个性化的动态演进的决

策产品。
更为根本的,AI 已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的全局变量。 AI4R(Research)发展正促成科研第五

范式[11] 。 AI4E(Education)将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颠覆原来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主的知识学习型模

式,倒逼批判性思维、研究性学习、探索性研究。 《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开展“人工

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提升,赋能新质生产力。
面对这种形势,图书馆与情报服务领域一直积极应战,文章不少、会议不断、报告不停,也有重大

项目在研发[12] 。 但实事求是地讲,文章和项目能否转化为用户方便和常用的知识生产力工具? 它们

能否具有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能否带动图书馆与情报服务全面转型发展? 这正是本文要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

2　 AI 对图书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挑战

2. 1　 直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颠覆性范式转变

我们正面临 AI 带来的将改变行业运行规则的颠覆性范式演变,很不同于我们习惯的进化型、继
承发展型、增量发展型范式演变。

我们可能还不清楚变革的起点在哪里,既做不了真正的大模型,也不可能普遍地做专业模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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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又进不到 AI4S(Science)、AI4E( Education)、AI4H( Health)甚至 AI4C( Culture)中。 我们努力在试

验 AI4L(Library),但容易只盯住在图书馆场景中使用的技术,最终沦为仅为图书馆自己提升传统业

务效能的境况。 其实,图书馆界似乎没有漏炒过每一个技术热点,例如 Web
 

3. 0、区块链、3D 打印、机
器人、人脸识别、大数据、元宇宙等,但似乎都没有对图书馆服务产生根本性影响。

其实,在关注生产力变化时应高度重视知识生产关系的变化,要防止对闯进房间的大象视而不见

却对墙角老鼠穷追不舍,要防止在历史发生大转折时仍在原轨道上埋头迅跑。 面对 AI 大潮,要思考

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优势和突破点是什么。

2. 2　 深刻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毫无疑问,利用 AI 等革命性技术来打造图书馆新质生产力是我们的方向。 但是,我们需要认真

理解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以及如何打造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

力质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
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还

强调,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需要强调“符合新的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远不是仅利用先进技术去优化或提升传统

业务流程和技能,更主要的是改变业务模式和运营方式,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和市场价值。 而且,要因

地制宜、先立后破,既要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又要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有专家指出,需要以新的制度供给驱动新质生产力涌现式生成[13] 。 传统生产力下的企业(组

织)竞争范式是大规模跟进,新质生产力下的竞争范式是大规模试错、逐渐迭代而涌现。 全球新质生

产力竞争,表面上是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背后则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供

给的竞争,迫切需要消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还有专家提出,要谨防瞄准生产力“单打一”而忽视新型生产关系[14] 。 要建立符合新质生产力

发展规律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科技创新不断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动力活力,才
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突破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和卡点。 要谨防“唯技术论”而忽视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后者是加快构筑新质生产力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科技创新只有从知识形

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直接生产力”才能充分彰显其强大革命性功能。

2. 3　 从第一性原则思维出发寻找变革的起点

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这点,但它如此重要值得重复。 我们需要从第一性原则出发追问我们

的问题所在和改变方向。 有人对微软打 AI 翻身仗的“诀窍”进行分析[15] ,指出微软之前在手机系统

市场难有一席之地,这不是微软没努力,只是它的疯狂追赶最后一败涂地。 微软 CEO 纳德拉在《刷

新》(Hit
 

Refresh) [16]一书中剖析到,微软曾经故步自封,对内各自为营、保护各已有产品的领地,对外

画地为牢、紧盯着领先的竞争对手做“嫉妒心驱动的创新”。 意识到这点,纳德拉上任后不再紧跟对

手,而是回到原点,从客户需求出发,弄清楚究竟该为客户做什么,因此定位于“用户内容生产力服务

商”,致力于“重塑用户生产力”,同时对内对外强调开放合作,从此有了云计算服务、投资 OpenA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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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I 武装 Office 和 Bing。
所谓第一性原则思维[17] ,就是回到最原始假设、回到最根本目的,思考“我是谁”时强调“为了

谁”,强调“为了谁”时盯住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和需求,不是被“我们一直做什么”和“我们做得好的是

什么”所迷惑。 因此,从原点开始,就不能停留在过程中的某个节点,不能受限于既有流程或模式,而
是更深入更全面认知事物内涵与可能形态,发现全新的、可能忽视的、认为不可能但实际更根本更有

效的解决方案,甚至重新出发来创建新的解决方案。

2. 4　 从问题驱动和场景驱动的创新探索可能模式

用户问题驱动的创新与场景驱动的创新是紧密关联的,只有当场景是用户产生问题、解决问题的场

景时,创新才有意义、有效果并得到验证。 笔者曾对此做了较多分析[18] ,这里只是强调,场景驱动的创

新要找到问题和问题场景,紧贴问题及其解决链,从而发现、设计或合成解决用户问题的服务模式。
场景驱动的创新已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关于推进实施国家

数字文化战略的意见》(2022)、《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2023)、《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的意见》(2024)等文件,从不同场景需求提出创新发展规划。 各部委很快提出具体规划,文化和旅游

部的《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9] ,提出要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促进优秀文化

资源数字化和融合发展、发展(文化服务)平台经济、培育云演艺业态、丰富云展览业态、满足新兴消

费需求等,都是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直接需求谈发展;国家数据局等十七部门的《“数据要素×”三年

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20] ,提出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并通过具体场景来

定义、组织和检验行动计划,包括数据要素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
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各领域如何发挥乘数效应;科
技部等六部门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1] ,
强调围绕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培育、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高水平科研活动、国家重大活动和重大工

程来打造人工智能重大场景。

2. 5　 面向复杂适应系统的创新打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格局

AI 革命带来了面向复杂系统的深层次范式革命机遇。 大模型和 AI4S 更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打

破那种把复杂系统拆解收敛为更为具体、细粒化的孤立部分来研究和解决的还原论思路,是突破那种

追求确定性计算且能严格验证正确性的图灵计算模式,努力通过对不完全了解的复杂问题进行跨尺

度建模和模拟计算来降低认知的复杂性,通过试错和调整来不断迭代、逐步逼近最终结果的可接受性

和目标的完备性,有效应对复杂系统的组合爆炸带来的维度灾难。
这种复杂系统的思维和格局,有助于帮助我们打破那种总是把复杂用户在复杂问题场景下的复

杂需求简化、弱化、异化成孤立的可精准计算或可按已知方法去解决的传统服务思维,有助于帮助我

们同时关注和处理整个问题场及其解决链的尽可能多的实体、变量及关系,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动态

化、与丰富知识环境和多元服务环境交互的、持续演变的智能化服务。 因此,我们需要把思维和运行

模式从牛顿范式发展到演化生物圈范式[22] 。 牛顿范式中,实体及其行为的空间和边界都是可确定

的,他们与服务的关系可在给定任意初始条件下计算得到一个确定的轨迹。 但在演化生物圈范式中,
实体、实体行为、所需服务等都是多元、交互、演变的,针对它们的服务的创造来源是涌现的而不是工

程的。 当我们考虑知识服务的新质生产力时,就要充分利用复杂系统提供的思维格局和破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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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通过设计驱动的创新不断演进发展新质生产力

罗伯特·维甘提在《第三种创新》中指出,可以把创新归为三种模式:技术驱动型创新、市场驱动

型创新、设计驱动型创新[23] 。 设计驱动型创新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创新,核心是通过设计予以产品新

的意义和内涵,典型的例子有随身听、U 盘、iPhone、淘宝、大模型等。
在创新的市场需求、技术知识、“产品语言”(意义)三要素中,设计驱动型创新本质上是追求意义

的重构,它摆脱了“提高性能、降低成本”的传统创新轨迹,追求扩大或改变产品的性能边界、有用性、
产品意义,把高产品价值服务与产品本身联系起来,最终令顾客印象深刻的是产品+服务所给予的满

足感。 此过程中,它把研究、设计、试验、工程、市场推广、用户体验等紧密结合,不断贯通、迭代、检验,
不断逼近(本身又不断变化的)目标完备性。

其实,从淄博烧烤、尔滨冰雪文化、天水麻辣烫、“王婆说媒”等网红城市现象也能看到“设计驱动

的创新” [24] 。 它们的爆红并非偶然,而是抓住文化和旅游融合、消费提质升级、生活体验与社交分享

等机遇,全城动员、主动作为、广纳创意、精心设计、再造城市,将人流量转为客流量。 尽管它们还都面

临把流量变留量的挑战,但这种创新之路非常值得借鉴。

3　 Library-Inside 和 Library×:AI 赋能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3. 1　 拷问图书馆服务的第一性原则

当我们回原点思考图书馆服务时,需要拷问“人们到图书馆干什么”,我们往往看见的就是“读

书”,其实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误读。 “读者”实质上是知识用户,为发现、理解、应用和创造知识来解

决自己面临的某个问题。 可用图 1 分析用户到图书馆来做什么和面临的挑战,其中横轴是目的,纵轴

是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这个图表的观察分析视角过于简单,但它有助于看清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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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到图书馆的目的和面临的挑战

图 1 似乎还没有把不到图书馆的“非读者”考虑进来。 其实“非读者”不等于“非用户”,他们肯定

有知识需求,只不过可能不知道图书馆的服务,或者知道但因为不方便、不好用、有更好的服务而不到

图书馆。 后续的分析应该是相通的。
理解图 1,需要理解碎片化知识学习机理[25] 。 用户在完成具体任务时所需的知识通常不是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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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学习性的。 一次性学习完任务相关的所有知识再去完成任务,这在实践中并非常见;人们基本

上是在生活中不断积累,在面向具体任务时筛选整合碎片化知识以完成任务,常常还需要不断学习与

部分任务相关的新知识。
理解图 1,还需要理解用户是在与多方交互中学习,不是被动、僵硬、孤立的“读书”。 用户首先需

要与问题交互,他可能还说不清问题,但又想到新问题,对问题的理解又变化了,等等。 用户还需要与

可能的解决方案交互:毕竟,解决方案和条件常常是模糊或者变化的。 用户还需要与问题、决策的环

境相关者交互:这些相关者又提出新问题、新条件,环境中的技术方法、政策、资源供给等又可能发生

变化。 这种交互机制下,用户需求显然不能被机械简化为某些孤立、僵硬的服务。 笔者最近对情报研

究服务也做了类似分析[26] ,此不赘述。
其实,我们对此应不陌生。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本质上就是从读者角度考虑图书馆作为

有机体该如何满足读者需要,OCLC 从数字化资源和网络化利用角度扩展了图书馆学五定律的内涵

与外延[27] 。 杭州图书馆嵌入市民生活场景的主题图书馆也是典范,正如时任馆长褚树青所说[28] ,更
好“体现分众、分层、分类的特点,做好精细化精准化服务”,“突破了一幢楼之后,它的物理边界就可

以无限大,也能够串起各种机构和服务”,支持图书馆将公共文化服务最大化。

3. 2　 Library-Inside:发展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笔记本电脑上的 Intel-Inside 和手机上的 Powered
 

by
 

Android,代表了从基础技术和生态服务上支

持用户生产力的模式。 华为公司也提出了三种模式来帮助用户造好车[29] :零部件供应模式、Huawei
 

Inside 解决方案模式、华为智能座舱模式。 受此启发,笔者提出 Library-Inside 模式,作为大模型和 AI
智能体赋能下发展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3. 2. 1　 Library-Inside

 

1. 0:用户知识应用的智能助手

这种模式采取“小切口、大纵深”机制,可让用户通过某个知识内容或产品的多种感知接口(二维

码、条形码、摄像头等)调用“隐藏着”的相关知识和服务。 例如,图 2 场景是某个学院某年科研成果

展览,用户可扫描展板的二维码来触发服务,从预先规划或可灵活定制的选项中发现、调用相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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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Library-Inside
 

1. 0:用户知识应用的智能助手(a)

图 3 场景是某学院设计思维课程中融合学生、教师、展品、大屏演示、展板展柜的智慧化学习空

间,用户可接受声音、视频、扫描感应等方式触发服务,发现知识、了解扩展知识、分析作品和作业、组
织群组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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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ibrary-Inside
 

1. 0:用户知识应用的智能助手(b)

3. 2. 2　 Library-Inside
 

2. 0:用户知识生产的智慧座舱

这里借鉴了华为鸿蒙智能座舱所发展的人机交互新生态[30] ,在 Library-Inside
 

1. 0 基础上增强

了过程管理、数据管理、知识组织、AI4S / AI4E / AI4H 流程建模和执行支持等,支持用户主导、嵌入

流程、强融合的智能服务。 图 4 场景是某学校高超真空互联实验室的智慧空间,可由多种方式触

发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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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ibrary-Inside
 

2. 0:用户知识生产的智慧座舱(a)

图 5 则提出一种支持领域或产业趋势分析的战略情报智慧座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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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ibrary-Inside
 

2. 0:用户知识生产的智慧座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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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Library-Inside
 

3. 0 或 Library×:用户 AI 赋能知识生产力的生态养育站

AI 赋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针对社会性问题往往需要具有公益公共地位和全社会专业行动力的

机构或其联盟来支持培育 AI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良性生态体系,例如扶持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 AI
赋能生产力发展、人才培训、基础算法与工具的公共供给保障、AI 治理等方面。

借鉴为我国农村提供全方位技术及培训服务的农技站模式、为欧洲文化遗产领域提供 AI 技术与

数据支持的能力建设平台 European
 

AI4Culture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商业或非营利机构提供多方

位支持的卫生市场创新中心②,以及美国思科、谷歌、英特尔等多家公司联合组织的 AI 人力资源培训

联盟[31]等,借鉴“‘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乘数效应机制,再结合图书馆的知识管理专业

能力、信息治理能力、合作协同能力、公平服务职责与地位等优势能力,笔者认为图书馆或其联盟应利

用 Library-Inside 模型,向上层机构、所在地区或行业甚至更广范围提供一种宽基座、深融合、广协同

的 AI 赋能知识生产力的生态养育社会化服务。 图 6 提出了一种可能框架。 注意这个框架不是孤立

的,而是与其他公共或市场化能力资源关联协同,可以调适到具体机构、地区或全国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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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Library×:用户 AI 赋能知识生产力的生态养育站

笔者后续将结合已经开展的实践讨论 Library-Inside 和 Library×的技术实现机制。 需要说明的

是,它们的基础技术与方法体系已基本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 笔者呼吁业界紧密跟踪和吸纳大模型、
AI 智能体、多智能体等技术的发展,充分挖掘并优化知识组织体系与知识资源构建技术,利用各种智

能体组织工具,利用大模型+智能体技术构建 Library-Inside 和 Library×,并主动参加各界“智能新基

建” [32] 。

4　 以战略创新推动图书馆新质生产力发展

4. 1　 打造新质生产力需要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是覆盖使命、愿景、技术、机制、文化等方面的组合创新[33] ,要避免在使命上遗忘初心、
愿景上裹足不前、机制和文化上新瓶陈酒、仅在熟悉的技术上使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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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创新需要敏捷性和韧劲[34] 。 创新的基本属性是不确定性,当机会不明确或存在失败可能性

时,可能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去尝试。 当新机会浮现出来,各种审批、申请可能冗长冷淡。 或者创新

被“官式化”,以命令方式指挥各级部门行动,导致创新创意得不到激发和鼓励,创新投入又易受人事

更迭影响。 或者将创新团队从组织环境中剥离,成立独立团队和资源池,但创新关注范围有限、容易

脱离客户和市场、转化为成功新业务的概率往往很低。

4. 2　 打破战略创新中可能的内在结构性缺失

实施 Library-Inside 模式,需要打破许多思维和机制的内在结构性缺失。
物种屏障:部分人可能坚持认为“我们怎能是用户呢?”不愿意站在用户角度、更不愿意进入用户

场景和用户过程中去想问题、想解决方案。
能力黑洞:许多人直接反应可能是“我怎么可能学会这么多技能?”这呼唤大幅度增强学习能力、

更新能力基准清单,同时灵活借智借力来提升能力。
合作残疾:不少人都容易说“我想合作可他们不好合作啊。”很不习惯如何与“非我族类”、与竞争

者等合作,自绝于丰富机会和资源。
文化羁绊:坦率地说,很多机构并不是以鼓励创新、包容奇思妙想或另辟蹊径甚至离经叛道、宽容

试验和失误而“著称”的,这往往是致命的。
复杂性心障:许多人习惯把复杂环境简化弱化到自己“做过” “知道怎么做” “有把握学会做”的

具体任务上,凡是遇到不想做、做不了、做起来吃力的,一句“太复杂”就可心安理得地“放下”,因此难

有大格局和大出息。
认知牢笼:也许最厉害的是“你难道不爱图书馆吗?”和“你还是图书馆馆长吗?”其实,应把图书

馆的初心、内涵和图书馆在某时某事上的表现形式分开,避免把“家”变成“枷”。

4. 3　 提防战略创新中容易出现的系统性偏差

关于愿景驱动:愿景驱动的创新中,要避免用自己的过往和私利来规划用户获得与满足的未来,
而是依靠用户愿景、上下游伙伴与合作对象愿景驱动创新。

关于战略对齐:防止在目标和战略上自说自话,必须与所服务的区域或上层机构的重点发展战略

对齐,常常问自己“我能为它做些什么”。 毕竟,它们体现“活”的需求,往往内含了对知识、知识资源

和知识服务的要求。 机构在资源与发展的话语权,取决于与上层发展战略的对齐度、作用点和影

响力。
关于不确定性:要防止确定性完美性禁锢,抛弃对问题描述、解决路径、实现功能、达到能力等的

确定性完美性固执。 在巨变时代,创意比准确性更重要,迭代比完美性更重要,有用户吐槽才有市场

需求,做起来才能做得好。 把研究、试验、工程、市场紧密结合,通过不断迭代逐步逼近目标完备性。
“让锐利无比的理性之刃和绚烂无比的想象之花相生相克、相否相成” [35] 。

关于文化:避免守成式文化对组织发展的阻滞。 笔者承认优秀传统传承的重要性,但在颠覆性变

革时,拥有变革文化的组织才能打赢变革仗、才能在起伏跌宕中保持变革活力。 要有意识有组织地激

励异想天开、奇思妙想、另辟蹊径,支持跨界引入、跨态融汇、跨链折叠,开展开放式竞争、竞争性变革、
非平衡变革。

关于合作:合作不是资源不足或把控不力时的权宜之计。 合作是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是发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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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和提高发展性价比的市场机制。 尤其面对复杂适应系统和复杂服务能力需求,合作能获得资

源、扩展能力、保证抢先一步、占据竞争优势。 我国许多产业的国际优势就来源于产业链合作制胜。
应按照“零自我”原则(先看看有哪些性价比更高的第三方机制与力量可利用),进行合作规划和合作

效益评价。 同时,承认“争地位争利益”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合理性及其可利用性,建设利益相

关者体系权益平衡、互利互赢的可持续合作机制。
关于复杂体系治理:Library×模型中的 AI 赋能生产力生态的社会化养育服务,实际上涉及复杂系

统的新型治理机制[36] 。 它意味着对传统复杂体系条块分割管理的重大修正,通过有专门能力支撑和

有协调力度的新机制来克服分裂、分割、分化、失范等风险,维系真正有意义的社会能力。 图书馆界一

方面自身面临不少需要多方协调的复杂问题,例如数字内容公共基础设施、融合互操作的公共数智体

系、多元智能服务无缝智能融合等,另一方面又可能凭借其专业能力、公共地位、基础资源能力等来主

动争取在 AI 赋能生产力生态中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本文是一种初步探索,笔者及合作者已就其中部分工作开展问题导向的迭代试验。 笔者相

信,我们的机遇就在抓住 AI 机遇,并激流勇进、逆风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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