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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的构建

申晓娟　 邱奉捷　 杨　 凡

摘　 要　 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与新兴技术的出现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息息相

关。 立足于图书馆领域已有标准体系,适应智慧图书馆建设的重点业务和技术需求,构建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

对于规范和引导智慧图书馆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分析图书馆标准体系、数字图书馆标准体

系的基础上,借鉴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智慧城市等与智慧图书馆建设密切相关的标准体系,结合国家图书馆提出

的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内容,构建了一个由基础标准、技术标准、资源标准、服务标准、空间标准和管理标准

等六个方面标准构成的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框架,简要列举应重点关注和制定的部分具体标准,并提出标准体系

的构建策略。 图 6。 参考文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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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art
 

library
 

is
 

a
 

development
 

stage
 

of
 

librar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and
 

its
 

wide
 

application
 

in
 

libraries.
 

The
 

standard
 

system
 

of
 

library
 

should
 

evol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andard
 

system
 

in
 

the
 

library
 

field
 

and
 

adapting
 

to
 

the
 

key
 

busines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a
 

standard
 

system
 

for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which
 

can
 

standardize
 

and
 

guid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brary
 

standard
 

system
 

and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
 

syste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of
 

the
 

smart
 

library which
 

is
 

composed
 

of
 

basic
 

standards technical
 

standards resource
 

standards service
 

standards space
 

standards
 

and
 

management
 

standards
 

by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graph
 

and
 

smart
 

city
 

standard
 

system
 

for
 

referenc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the
 

national
 

smart
 

library
 

system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t

 

briefly
 

lists
 

some
 

specific
 

standard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and
 

formulated.
 

Basic
 

standards
 

mainly
 

focus
 

on
 

some
 

basic
 

and
 

universal
 

requirement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provide
 

consensus
 

and
 

norms
 

for
 

other
 

standards such
 

as
 

the
 

special
 

terms
 

and
 

definitions
 

of
 

the
 

smart
 

library 
the

 

reference
 

model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Technical
 

standards
 

mainly
 

focus
 

on
 

providing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providing
 

standards
 

for
 

the
 

percep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f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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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suring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opera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hardware
 

applications intelligent
 

computing
 

resources
 

applications and
 

different
 

intelligent
 

systems.
 

Resource
 

standards
 

mainly
 

focus
 

on
 

providing
 

norma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creatio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knowledge
 

resources
 

of
 

the
 

library.
 

Service
 

standards
 

mainly
 

focus
 

on
 

providing
 

specifications
 

for
 

specialized
 

service
 

scenarios
 

or
 

service
 

modes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o
 

user
 

servi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dding
 

smart
 

aspects
 

to
 

other
 

existing
 

service
 

standard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echnical
 

means
 

and
 

methods
 

of
 

reader
 

service.
 

Space
 

standards
 

mainly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mart
 

space
 

us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Management
 

standards
 

mainly
 

focus
 

on
 

ensuring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standards
 

of
 

data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user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This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is
 

standard
 

system such
 

as
 

highlighting
 

on
 

individuality
 

and
 

focusing
 

on
 

integration emphasizing
 

on
 

key
 

points
 

and
 

urgent
 

use
 

priority dynamic
 

update
 

and
 

so
 

on.
 

6
 

figs.
 

38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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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图书馆及其标准体系的理解与界定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
所谓标准体系,是“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

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1]1 。 根据国家标

准《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 GB / T
 

13016—
2018)的规定,标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是构建标

准体系之前应当明确的内容之一。 因此,构建

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首先应当厘清该标准体系

所支撑的范围和边界。
业界多认为“智慧图书馆”一词最早由芬兰

奥卢大学图书馆 Aittola 等在 2003 年提出[2] 。
他们发表于第五届移动人机交互国际研讨会的

论文所介绍的“Smart
 

library”,更确切地说,是一

种位置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即为用户的掌

上电脑提供基于地图的指引服务,使用户在图

书馆目录中所检索到的目标图书能够被定位,
从而实现从用户位置到书籍的动态引导[3] 。 业

界通常将其称为图书馆架位导航或室内导航,
目前,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都已提供

了类似服务。 这里所说的“ Smart
 

library”与今天

业界普遍讨论的智慧图书馆尚不完全等同,至

多只是智慧图书馆提供的一项服务而已。
2000 年前后,李艳丽[4] 、张洁[5] 等受智能建

筑启发,开始研究将智能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建

筑形成“智能图书馆”。 2010 年前后,受智慧地

球影响,严栋[6] 、董晓霞[7] 、阮孟禹[8] 、王世伟[9]

等陆续提出“智慧图书馆”概念。 经过十余年的

学术研讨和实践探索,智慧图书馆理念已广为

学界和业界接受,“智能时代的图书馆发展转

型”“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转型”
分别被列入 2020 和 2021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

十大学术热点[10-11] 。 “十四五” 伊始,“全国智

慧图书馆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尽管如此,对智慧图书馆的理解与界定,仍

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目前学界关于智慧

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种视

角。 ①技术与设备视角,即从智能技术与设备

利用角度来定义智慧图书馆,认为智慧图书馆

是“图书馆、物联网、云计算与智慧化设备的结

合” [6] ,是“把新技术智能设备安装在图书馆现

代化建筑之中” [12] 。 ②服务视角,即从所能够

提供的服务来界定智慧图书馆,认为智慧图书

馆从以书、资源为中心转为以信息服务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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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13] ,是 “能够提供智慧服务的图书馆” [14] 。
③管理+服务视角,即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实现

智慧化服务和管理的图书馆模式” [6] ,“智慧图

书馆的终极目标是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可以智

慧化地完成,无需人工干预” [13] 。 ④综合视角,
认为智慧图书馆既体现在技术、资源、设备、空
间等物理因素的智慧化上,也体现在馆员、管理

和服务等内在因素的智慧化上[13] ,是集技术、资
源、服务、馆员和用户于一身的智慧协同体[15] 。
⑤关联视角,即关注人、书、建筑、空间、设施设

备与用户服务之间的关联关系,认为“物与物、
人与物之间互联互通是智慧图书馆实现的核心

要素” [13] ,智慧图书馆是“书书相联、书人相联、
人人相联、馆馆相联”的图书馆[9] 。

许多研究者认为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

有着较为密切的相关性,智慧图书馆是建立在

数字图书馆基础之上的新型图书馆,具有物联

网和数字图书馆的双重特征[16] ;智慧图书馆是

数字图书馆的高级阶段[17] 和未来发展趋势,是
感知智慧化和数字图书馆服务智慧化的综

合[7] ,其服务比数字图书馆更贴近用户,更具智

慧化[18] ;二者是发展与递进的关系[19] ,智慧图

书馆在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图

书馆管理与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20] 。 也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计算机图书馆、网络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还是智慧图书馆,
都只是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而催生的一个发

展阶段,一个更为先进的高级发展阶段[21] 。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的

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与新兴技术的发展及

其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息息相关。 当前,我们

正在经历一场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正在形成

全新的信息社会[22] 。 社会的各个角落、各行各

业都会因这场新信息技术革命而改变,特别是

“在互联网技术赋权之下,知识具备了流动性、
开放性、联结性和交互性等特征,知识的生产与

消费也呈现出过去时代未曾有过的全新图

景” [23] 。 图书馆本质上是一个搜集、保存、处

理、传播信息与知识的机构,自然受到新信息技

术革命的影响。 随着技术发展对信息与知识的

生产、处理与传播产生影响,图书馆也相应步入

一个随技术应用而不断演进的新发展阶段。 无

论我们称之为数字图书馆还是智慧图书馆,都只

是不同技术的应用或技术应用的重点不同而已,
本质上还是应用新的信息技术改进图书馆的建

设与管理水平,进而改进图书馆搜集、保存、处
理、传播信息与知识的方式及能力。 而这个阶段

之所以叫智慧图书馆,主要是强调这一阶段的信

息技术应用重点是智慧化、智能化相关技术,即
更着重于“用智慧技术取代传统的某些需要人工

判别和决断的任务,达到最优化”,而不仅仅是用

“计算机和网络取代传统的手工流程操作” [24] 。
从这一观点出发,关于智慧图书馆的标准体

系构建既不应当也无法与过去和现在图书馆不

同发展阶段的标准体系完全割裂。 为此,本文试

图立足于图书馆领域已有标准体系,探查在面对

智慧图书馆建设需求时所应做的延展和深入。

2　 图书馆领域标准体系的现状与发展

从我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情况来看,图书

馆领域相关标准主要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TC4)、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TC86)和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TC389)归口管理,其中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图标委”)是我国唯一一个

专门以图书馆领域标准化工作为其工作范围的

标准化组织[25]38 。 根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本专业领域国家

标准体系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之

一。 因此,图标委所制定的标准体系在很大程

度上代表着业界对图书馆领域标准体系的认

识。 图 1 为图标委的标准体系框架,从标准内容

看,该标准体系包括建设标准、资源标准、服务

标准、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五个部分。 标准体

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在使用过程中应不断优化完善,并随着业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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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技术发展的不断变化进行维护更新” [1]3 。
也就是说,从标准化工作的逻辑来讲,图书馆标

准体系本就应随着技术应用和业务发展而不断

演化。 结合上文对智慧图书馆的界定,我们有

理由认为,无论是图书馆的建设、资源、服务、管

理还是技术领域,都有可能涉及智慧化技术的

应用,也都需要根据智慧化技术应用的实际场

景和业务需要,丰富其所包含的具体标准。 因

此,智慧化技术应用相关标准的纳入是未来图

书馆标准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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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体系结构

　 　 “标准先行”是世纪之交以来我国数字图书

馆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最
终形成了由资源、服务、管理、技术四大核心要

素构成的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框架[26] 。 由于业

界普遍认为数字图书馆更多是一个由网络和技

术手段支撑的线上图书馆,并不涉及实体馆建

设,故其标准体系未包含建设领域标准,其余部

分与图 1 所示图书馆标准体系框架并无二致。
此外,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实践中,国家数字图书

馆结合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这一主要业务需

求,构建了覆盖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的专门标准

体系,涵盖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对象描述、数字

资源组织管理、数字资源服务、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27]355-358 等内容。 这一从数字图书馆主要业

务视角出发所建立的专门标准体系与图书馆基

础标准体系框架并行不悖。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

全方位应用,使图书馆的资源、服务、管理与技术

领域或面临既有业务的新发展,或面临新产生的

业务形态,均需要通过标准化的形式予以规范和

引导。 此时,关于数字技术应用的标准自然成为

图书馆标准化工作关注的重点,需要在原有标准

体系框架下做新的拓展。 另一方面,从数字资源

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专门标准体系,根据数字

图书馆业务和技术应用需求,或修订已有标准,
或制定新的标准,能够有针对性地促进数字图书

馆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同时也可使原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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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适应技术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这一时期的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可视为图

书馆基础标准体系在数字技术应用需求下的拓

展与深化,总体上二者一脉相承,《中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报告(数字图书馆卷)》论述了两个体系的

融合情况[27]358。 与图书馆基础标准体系不同的

是,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从业务上更紧密地契合

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需要,其标准体系建设的目

标在特定时期内也更为专指、更为明确,便于聚

焦发力。 从实践角度看也确实如此,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对数字图书馆

乃至图书馆领域标准化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引导与推动作用。 据统计,2009—2014 年间,由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全国文献与信

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并批准颁布的 41
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中[25]396-404,数字图书馆标

准就达 29 项[27]376,占比逾七成。
数字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都是现代信息技

术在图书馆应用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字图书馆

标准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在智慧图书馆标

准建设过程中借鉴。

3　 智慧图书馆现有标准化基础

从技术环境看,所谓智慧技术,是将计算

机、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科学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更“智慧”的综合技术,以模拟人类在

相关活动中的智力行为[28] 。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

中,业界更为关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29] ,为
了使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有

效,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关注和研究该技术领域

的标准成果。 本节主要选取人工智能、知识图

谱和智慧城市这三个标准体系较为完整且与智

慧图书馆建设关系较为密切的领域,对其标准

体系进行观察,旨在为构建智慧图书馆标准体

系提供参考。
(1)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慧图书馆概念的核

心[30] ,是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的重点。 2020 年

7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
出了由 “ A 基础共性” “ B 支撑技术与产品”
“C 基础软硬件平台” “ D 关键通用技术” “ E 关

键领域技术” “ F 产品与服务” “ G 行业应用”
“H 安全 / 伦理”八个部分构成的人工智能标准

体系结构(见图 2) [31] 。 该指南提出“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具有跨行业、跨专业、跨领域、多应用

场景的特点,不同行业的侧重点不同” [31] 。 对

图书馆行业而言,应当在对人工智能领域标准

化工作进展保持密切关注的同时,重点通过标

准化手段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促进和提升

信息与知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从图书馆技术

应用角度丰富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F 产品与服

务”和“G 行业应用”的标准成果。
(2)知识图谱标准体系

知识图谱是“大数据时代知识表示的重要

方式之一” [32] ,知识图谱标准是人工智能标准

体系中关键通用技术标准的组成部分,用于“规

范知识描述的结构形式、解释过程、知识深度语

义的技术要求等” [31] ,相较其他技术而言,与智

慧图书馆建设的关系尤为密切。 2019 年 9 月,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主编的《知识图

谱标准化白皮书(2019 版)》 发布,提出知识图

谱标准体系,该标准体系结构包括“ A 基础共

性”“B 数字基础设施” 和“ C 关键技术” “ D 产

品 / 服务”“E 行业应用” “F 运维与安全”六个部

分(见图 3) [33] 。 目前,知识图谱相关标准的研

制刚刚起步,其中“ B 数字基础设施”和“ C 关键

技术”相关标准在图书馆知识组织、加工与服务

中有较大指导或参考借鉴意义,应密切关注其

标准研制情况。 同时,图书馆在文献信息处理

方面的既有实践经验、规程、工具等将使我们能

够在知识图谱领域获得先发优势,从而形成具

有图书馆特色的知识图谱标准,为其他领域知

识图谱应用提供借鉴,甚至直接参与知识图谱

领域标准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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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

图 3　 知识图谱标准体系结构

(3)智慧城市标准体系

从社会环境看,智慧图书馆是智慧城市的

重要组成部分[34] ,智慧公共服务是目前最受关

注的智慧城市三个应用领域之一[35] ,有关智慧

城市的标准化成果也值得关注。 2022 年 7 月,
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发布《智慧城市标

准化白皮书(2022 版)》,修订了智慧城市标准

体系总体框架,该体系由“01 总体标准” “02 技

术与平台”“03 基础设施” “04 数据” “05 管理与

服务”“06 建设与运营”“07 安全与保障”七个部

分组成(见图 4) [35] 。 智慧图书馆标准应充分考

虑对智慧城市有关标准的向上兼容,除了将智

慧图书馆作为智慧城市 “ 05 管理与服务” 中

“0502 惠民服务”标准的一个典型应用外,还应

考虑智慧城市其他六类标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

中的必要移植与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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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结构

4　 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

标准化有利于新技术方法的推广和普及、创
造开放平等的产业环境、带来规模效应、提高工

作效率并降低成本等[36] 。 图书馆行业是一个标

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传统采、编、阅、藏主

要业务标准与业务实践已经形成了同步发展、相
互促进的态势,图书馆事业发展因重视标准化工

作而受益良多。 因此,在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中,对标准化的研究也一直备受关注。
近年来,随着智慧图书馆研究的兴起,围绕

智慧图书馆标准的研究也有所进展。 刘炜等提

出由基础规范、技术规范、业务规范、数据规范、
服务规范、产品规范、其他规范等构成的智慧图

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36] ;饶权提出全国智慧

图书馆体系建设应围绕智慧图书馆业务、数据、
服务、技术和产品的建设、维护与管理,建立一

套较为完善的标准规范体系[37] ;卢小宾等对智

慧图书馆资源建设标准、用户服务体系建设标

准、信息技术体系建设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应

重视多维度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注重与

现有标准体系的融合、深化标准制定领域国际

合作、推动制定主体多元化等智慧图书馆标准

体系构建对策[2] 。 标准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研究

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必然在一定

程度上滞后于实践,因此,相较于智慧图书馆其

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言,对智慧图书馆标准的

研究相对较少。
我国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2017 年全国人

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21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
出“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38] 。 先行

探讨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有助于厘清智慧图

书馆建设思路,发挥标准在促进、引领和规范技

术应用与新服务形态方面的独特作用。 为此,
本文在分析图书馆标准体系、数字图书馆标准

体系的基础上,借鉴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智慧

城市标准体系,结合国家图书馆提出的全国智

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内容,提出智慧图书馆标准

体系框架及构建策略。

4. 1　 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结构

智慧图书馆是智能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

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一应用会随着智慧图书馆

建设的深入,体现在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
也就是说,在目前构成图书馆标准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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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资源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

中,都应当体现对智能技术应用的规范。 对这

些标准的修订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智慧

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且持续优化和迭

代的过程,其标准制定也必将是一个在需求引

导下的长期过程。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初始阶

段,智能技术的应用需求及应用领域会相对较

为集中。 因此,笔者认为,为规范和引导智慧图

书馆的科学发展,可借鉴数字图书馆标准建设

的经验,在图书馆基础标准体系框架下,结合智

慧图书馆建设的重点业务和技术需求,以及智

慧图书馆建设当前阶段的重点关注领域,专门

研究形成智慧图书馆建设专用标准体系;同时,
在体系构建之初就做好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与

图书馆基础标准体系融合的顶层设计,使在这

一体系下形成的标准既能够很好地回应智慧图

书馆建设的需要,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合流进图

书馆基础标准体系。
为此,本文提出一个由基础标准、技术标

准、资源标准、服务标准、空间标准和管理标准

等六个方面标准构成的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
每个方面简要列举所应重点关注和制定的部分

具体标准(见图 5)。 要说明的是,这一列举并不

是完整系统,而只是笔者认为具备一定条件或

根据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规划,在近期可

以着手考虑制定的部分标准。 后续根据实践需

要,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该体系框架的六个

方面所包含的具体标准。

图 5　 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框架

(1)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主要着眼于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所

应共同遵循的一些基础性与通用性要求,为其他

标准的制定提供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共识与规范,
例如关于智慧图书馆的专用术语及其定义、智慧

图书馆建设参考模型与总体架构等。 与前文所

介绍的相关领域标准体系不同,本标准体系未将

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评估评价等管理标准列入

基础标准范畴,而是参照图书馆标准体系专门设

立了管理标准子体系。 这样构建的原因在于,一

是使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所形成的相关管理标准

能够更好地与图书馆标准体系融合,二是智慧图

书馆评价体系建设是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

的三个重要支撑保障体系之一,在智慧图书馆的

管理过程中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可更好地支持

智慧图书馆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发挥评价结果对

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指挥棒作用。
(2)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主要着眼于为智能技术应用于智

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供关键性技术规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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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内的物联感知,以及确保各类智能硬件

应用、各类智能计算资源应用、不同智能系统之

间的互联与互操作提供标准。 智慧图书馆建设

所涉及的技术较为宽泛,且主要关注的是成熟

智能技术的应用,而非技术研发本身。 因此,相
当一部分标准可直接采用相关技术领域已有标

准,可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标准体系中的“ B 支撑

技术与产品”“D 关键通用技术” “ ED 生物特征

识别” “ EF 人机交互” “ FB 智能运载工具”
“FC 智能终端”等标准成果,以及智慧城市标准

体系中的“02 技术与平台”中“0201 物联感知”
“0208 人机交互” “ 0209 公共支撑平台”等标准

成果。 此外,大数据领域已有 GB / T
 

38673—
2020《信息技术

 

大数据
 

大数据系统基本要求》、
GB / T

 

35274—2017《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

安全能力要求》等近 20 项国家标准,云计算领

域已有 GB / T
 

36326—2018《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

服务运营通用要求》、GB / T
 

37738—2019《信息

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质量评价指标》等 50 项国

家标准,物联网领域已有 GB / T
 

40688—2021《物

联网
 

生命体征感知设备数据接口》、 GB / T
 

34068—2017《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

规范》等 80 余项国家标准,生物特征识别领域

已有 GB / T
 

37036—2019《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

物特征识别》 系列标准、GB / T
 

35678—2017《公

共安全
 

人脸识别应用图像技术要求》等 50 余项

国家标准,考虑到物物相联的建设需求,智慧图

书馆建设在积极采用上述标准的同时,应当重

点关注物联感知等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

个性化应用规范,优先着手制定图书智能盘点

机器人、智能上架机器人、读者咨询解答机器人

等图书馆个性化智能产品相关标准。
(3)资源标准

资源标准主要着眼于为图书馆搜集、组织、
管理、保存知识资源提供规范要求。 图书馆擅

长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

中曾围绕数字资源生命周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

标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时期,这些标准还将继

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智慧

图书馆对更细颗粒度、更具挖掘深度、更富关联

度和可视化呈现的知识资源建设需求,重点考

虑为知识内容的智能化提取、挖掘、关联及其可

视化呈现提供标准依据。 在这方面,需要重点

关注人工智能和知识图谱领域的相关标准成

果,如人工智能标准体系中的“ DB 知识图谱”
“EA 自然语言处理”标准成果,知识图谱标准体

系中“B 数字基础设施”和“ C 关键技术”涉及知

识表示、知识推理、知识获取、知识建模、开源知

识库、知识计算、知识融合的工具与技术,均能

够在智慧图书馆的知识资源建设中找到合适的

应用场景。 同时,对知识内容组织与管理的丰

富实践将使图书馆行业有可能在知识图谱领域

更加积极有为,为知识图谱标准体系贡献新的

技术路径与行业应用。 此外,还应当跟踪研究

智慧城市标准体系中的“04 数据”标准成果,并
通过标准化方式确保智慧图书馆提供的资源能

够融入智慧城市数据体系。
(4)服务标准

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大幅提

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应当在借鉴相关标准的

基础上,制定较为完善和系统的服务标准,以促

进智能化技术手段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全面应

用。 为此,服务标准主要着眼于为智能技术应

用于用户服务所产生的专门服务场景或服务方

式提供规范,如环境感知服务、知识发现服务、
智能问答、智能机器人辅助借还书、智能架位导

航等,同时需要根据读者服务技术手段和方式

的变化,为其他已有服务标准补充智慧化方面

的内容。 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标准体系中的

“BE 智能传感器” “ DA 机器学习” “ EE 虚拟现

实 / 增强现实” “ FA 智能机器人” “ FD 智能服

务”,知识图谱标准体系中的“知识获取” “知识

运维”“知识获取工具”以及智慧城市标准体系

中的“0204 服务融合”
 

“0502 惠民服务”等标准

成果可提供参考借鉴。 特别是应当及时总结一

些新技术催生的服务模式或成功应用新技术的

服务案例,将其成功做法以标准化形式固化下

来,并加以推广。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既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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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独立存在、单独获取的服务,更是一种应融入

其他行业、融入用户生活学习的可普遍获取的

服务。 因此,应当将智慧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

作为智慧城市的一个应用方向,并与其“0207 智

能决策”“04 数据”“07 安全与保障”等标准内容

保持必要的协同,融入智慧城市标准体系中

“05 管理与服务”的其他应用场景,为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信息与知识服务;同时,也应当作为人

工智能的一个独立行业应用,并融入其他人工

智能行业应用中,为其提供知识服务支撑。
(5)空间标准

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

重塑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图书馆空间,这是未来

智慧图书馆建设应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为

此,本标准体系框架特别规划了空间标准,主要

是为利用智能技术构建新型智慧空间提供标准

依据,如智能楼宇、智能书库,以及利用其他智

能化设施设备构建的沉浸式阅读体验等各类图

书馆线下智慧空间。 在智慧空间建设过程中,
应对人工智能标准体系中的“ F 产品与服务”、
智慧城市标准体系中的“0206 城市数字孪生”相

关标准成果保持敏锐跟踪,并将可用于图书馆

智慧化空间改造的产品与服务引入图书馆行

业,形成具有图书馆行业特性的智慧空间标准。
此外,已经颁布的图书馆领域标准中有一些也

与智能技术在线下空间的应用有关联,例如,国
家标准 GB / T

 

35660《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射频识

别(RFID)》系列标准,是图书馆应用 RFID 技术

实现自助借还、智能盘点、智能上架、智能架位

导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等线下智慧空间服务

的基础性技术标准;行业标准 JGJ
 

38—2015《图

书馆建筑设计规范》虽然并不是关于图书馆智

能建筑的专门标准,但其中也以专门章节对图

书馆建筑智能化提出了简要的规范要求。
(6)管理标准

管理标准主要着眼于保障智慧图书馆的安

全可靠运行和科学、可持续发展,应包括面对智

慧图书馆复杂系统所带来的数据管理、信息安全

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和用户管理方面的标准,对

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科学评估评价也应成为管理

标准的重要内容。 由于管理对象的特异性,智慧

图书馆管理标准应当主要以自行研制为主,但人

工智能标准体系中的“AC 测试评估”“H 安全 / 伦
理”,知识图谱标准体系中的“A 基础共性”的“测
试评估”及“F 运维与安全”,以及智慧城市标准

体系中的“06 建设与运营” “07 安全与保障”及

“0203 计算与存储”等标准成果可为智慧图书馆

管理标准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借鉴。

4. 2　 智慧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策略

4. 2. 1　 聚焦个性,着眼融合

为促进、引导和规范智慧图书馆的快速发

展,本文提出了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框架,但这

并不意味着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将成为图书馆

标准体系框架中的独立子体系,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借鉴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历程来综合

考量。 智慧图书馆是现代科技在图书馆行业应

用的结果,这种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入

到图书馆的每根毛细血管中的,也将会映射到

图书馆的几乎所有标准中。 但在其快速发展的

主要时期,研究建立智慧图书馆的专门标准体

系,有利于将标准化工作聚焦于关键技术应用

的主要切入点,以及可能因此带来重大变化的

主要领域,并引导智慧图书馆建设不偏离通过

技术应用促进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 与此同

时,智慧图书馆专门标准应当也能够无障碍地

融入图书馆标准体系,从而丰富图书馆标准体

系的内容。 这一做法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在数字

图书馆建设时期已经得到验证。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

之初就需要考虑该体系与图书馆标准体系的有机融

合。 本文所构建的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中,技术、资
源、服务、管理四个子体系的标准可以直接纳入图书

馆标准体系的相应子体系中,空间标准可纳入图书

馆标准体系的建设标准子体系,基础标准可视具体

情况纳入管理标准或技术标准子体系中。 图 6 呈现

了本文所构建的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与图书馆标准

体系的融合方式。 未来在具体标准制定过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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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突出智慧图书馆重点规范的流程、方法、技术、
要求等,同时标准的具体内容应与图书馆已有相关

标准保持必要的一致性或延续性,从而通过标准内

容引导已有业务与智慧图书馆业务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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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书馆标准体系与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融合

4. 2. 2　 突出重点,急用优先

智慧图书馆建设涉及图书馆各方面工作,其
标准建设不能四面开花,而应综合采用复用、修
订、制定等多种方式,满足标准化工作的需要。

根据《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人工智能、新一代

信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标准研制将

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标准化工作的重点内容之

一[38] 。 结合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智慧城市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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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标准体系来看,相关标准的制定与出台将会非

常密集。 图书馆是技术的应用者,而非技术的研

发者,对智慧图书馆建设而言,所用到的绝大多

数技术标准一般情况下无需自行研制,而只需直

接复用相关领域标准即可,如个别关键核心技术

在图书馆的应用有明显特异性,必须加以规范

时,可研制专门技术应用标准。 对于图书馆已有

标准,如仅需补充部分内容即可满足智慧图书馆

建设的需要,则应优先采取修订策略,一方面可

用较小的代价满足需求,另一方面也在标准层面

实现了业务的融合,使得标准体系更为紧凑。 智

慧图书馆标准研制的重点应当放在图书馆智能

化专有设施设备应用、专用智慧空间建设、新的

智慧服务类型、知识资源建设等智慧图书馆业务

核心领域。 尽管标准是实践成果和成功经验的

提炼,但实践中可能会因不遵从共同标准而出现

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或给资源共建共享带来较

大阻碍的情况,应将这类标准提高至优先级。 制

定标准可根据标准化对象的不同情况,综合采取

规范、规程、指南、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多种呈现形

式,特别是对智慧空间建设等探索性比较强的领

域,可采用最佳案例推荐的形式引导实践。
4. 2. 3　 动态更新,循序渐进

阮冈纳赞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

体”,智慧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一个发展阶段,
自然也符合这一定律。 目前,智慧图书馆还是

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事物,对它的认识和了解

还远远不够深入系统,本文所构建的智慧图书

馆标准体系,也只是基于目前的认识水平和初

步的实践探索,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应当随着

认识的深化和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变化不断补充

更新。 而且,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还应当包括

标准明细表,这就更需要根据智慧图书馆的建

设需求而不断明晰、不断完善。 尤其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重点关注与规范新技术应用的标准体

系,其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开放性上,只
有保持足够的开放性,才能更好地应用人工智

能、知识图谱、智慧城市等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

成果,更好地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变化,也才能

够使图书馆的信息与知识服务更好地支撑与融

入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过程。
对于一个标准的完整生命周期而言,标准的

制定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标准

的实施,切实发挥标准规范、引导事业发展并提

升管理水平的作用。 图书馆已有标准中有一部

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既有标准自身

质量的问题,也有标准宣贯不力的问题。 在智慧

图书馆标准化工作中,应当坚持从需求出发,而
不是将制定标准本身作为出发点。 形成标准草

案后,可考虑先选取部分图书馆试点实施,根据

实施情况进行修改完善,对于部分技术标准,还
应当吸纳相关产业领域代表参与标准化工作过

程,甚至进行实验验证,待标准相对成熟后再加

以培训、宣传和推广。 要通过标准的制定、培训、
宣贯、实施,培养一批兼具过硬智慧图书馆业务

能力和标准化工作能力的双栖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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