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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说话：

数据分析驱动下的馆藏利用率提升实践

系统部 汪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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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据工作已有成果简介
——在此基础上更深化服务与深入了解用户行为

白皮书

统计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扎实的数据基础可能产生的衍生服务

毕业季

借阅排行榜

为研究生院、
教务处推荐数
据

公管院数据请求等等…



本馆现状——借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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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比较：同一年不同年级的
学生，借阅百分比最高的是大
一新生，各年级依次降低

纵向比较：同一届学生在不同时期，其借
阅比例大一最高，逐年降低，即阅读兴趣
在大一时达到顶峰



本馆现状——馆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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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现状——借阅倾向分析

-以各级本科生22大类借阅分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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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现状——借阅倾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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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反映借阅倾向各届学生各不相同，由此需要我们借助大数据技
术、数据挖掘进行更加精确、针对性、智能化的主动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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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

缘起：

借阅量逐年下滑的触动，考虑寻求提升读者借阅量的

方法

 互联网思维影响，以用户为中心的思考，丰富我的图

书馆内容

 让推荐更有针对性、主动性、智能化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

算法确认 ：

协同过滤

 Slop-one

 SVD（奇异值分解）

 Knn

 聚类

……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

原理：

将一个用户所借阅偏好作为一个向量来计算用户

之间的相似度

 确定群体数（K=20）

 根据群体读者相似度权重以及所借书的偏好，

预测当前用户可能的需求，计算推荐内容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

流程：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

推荐书目嵌入个人借阅账户（My Library）：

与你兴趣相同读者也喜欢：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

实施效果：

通过分析系统日志，统计时间

段为 2015.3.9-2016.4.22的推荐

使用情况，在所有的登录读者中，

约17%的读者查看了推荐，约4.4%

的读者借阅了推荐的图书。对推

荐图书产生了查看行为的读者，

平均查看推荐数为3-4本，产生了

借阅行为的读者借阅量为1-2本。

但也有读者借阅了7本图书。

统计量 数值

统计时间 2015.3.9-2016.4.22

登录读者（人） 23741

查看推荐读者（人） 4030

查看推荐读者比率 17.0%

借阅推荐读者（人） 181

借阅推荐成功比率 4.4%

查看推荐最高值（本） 120

借阅推荐最高值（本） 7



缘起：

 图书馆在馆藏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入，

具有特殊价值的独有数据库大量形成

 弥补目前馆藏OPAC、部分专用方志资源平台在方志的检

索、资源发现系统在技术上缺乏针对性、新颖性的缺点

 从发现系统的角度，构建专有的面向方志的发现平台，

通过引入新的GIS、标签云等技术，提供更多与资源特性

相关的发现手段，提高资源的可发现性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特色馆藏揭示



流程：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特色馆藏揭示



一键式搜索

实施效果：

可视化地图搜索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特色馆藏揭示



实施效果：

大数据环境下的方法研究——特色馆藏揭示

标签云



传统方法——阅读推广

缘起：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风生云起，借助4.23世界读书日，每

年4月份的“阅读月”活动大多办成了有影响的常规品牌

活动

 加大对纸本资源的推广力度

 分主题、分层次推荐图书馆的各类图书，开拓读者的视野

，提高馆藏的利用率



传统方法——阅读推广

方法实施：

2014年开始陆续推出书展活动，2014年总共推出13期，

2015年总共推出19期，书展的效果到底如何？并没有来验证

和核实，抓取书展时间在2015.1.1-2015.12.31的所有馆藏

记录号码，根据每本馆藏的书展时间，分时间段统计借阅册

数进行比较分析，主要分为4个时间段，分别是书展前1年、

书展推出第1个月、书展推出第2个月、书展推出第3个月，

用统计数据对比分析书展效果。



传统方法——阅读推广

实施效果：

书展后3个月的借阅总量>=前1年的借阅总量的有
859种图书（有效比较数据为1566种），占比
55%。

书展后3个月借出量分别
占比56%、26%、19%，第
一个月占比重明显高于
后2个月
即时性、有效性



传统方法——馆藏布局调整

方法实施：

为了进一步实施大开间统一借阅的馆藏布局思想，以及

考虑尽量缩短读者在借阅中找书的时间，2016年2-3月，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了馆藏布局调整，将闵行校区图书

馆四楼、五楼图书进行合并后重新上架，打破原来新书时

间人为界定，改变A-Z大类图书根据进馆时间分别放置两层

的现状。合并后的五楼布置A-H大类图书，四楼布置I-Z大

类图书，并将借阅期限统一为一个月（博士、教师为两个

月）。



传统方法——馆藏布局调整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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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布局调整区2015-2016年同时段借阅册数比较

2015年3.22-4.22借阅册数 2016年3.22-4.22借阅册数

总借阅量增
加了4298册

排行榜：
绝对值增加最多：

F经济、B哲学、I文学

百分比增加最多：
U交通、S农业、F经济



传统方法——修改借阅规则

方法实施：
为了提高图书的使用率，近10年内，本馆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借阅规则调整，

分别是2009年、2012年、2015年，每次都对在校科研人员的借阅、续借、预约等权

限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单次借阅册数调整从2009年以前的10本扩大到50本；2009

年图书可续借最大次数调整为5次，2015年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加可预约5本的新

规则。具体实施规则如下表。

各类读者各次最大借阅册数调整

2009年 2012年 2015年

教职工、特聘教师、访问学者、博士、硕士 10->20 20->25 25->50

本科生四年级 5->10 10->20 20->30

本科一~三年级 5->10 10->15 15->20



传统方法——修改借阅规则

实施效果： 2007-2015年馆藏外借及续借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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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客观数据的结果来看，修改馆藏布局调整、借阅规则、阅读推广等方法见效

较快，如续借规则改变实施后的1年，其续借量是原来的一倍，又如书展数据，3个

月的借阅量超过1年的借阅量的占55%，这都体现了使用这些方法提高馆藏借阅量

的即时性和有效性；相比较而言，个性化图书精准推荐成功率较前3种来说，相对

较低，其一，数据本身受到邱均平等研究印证的数据稀疏性条件下推荐效率的客观

情况的影响，其二，和读者个体的喜好有关，需要时间和宣传来逐步推广，但从服

务的角度，推荐系统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资源发现途径，而读者对推荐也产生了兴

趣，并产生借阅行为以及读者的互动也表明推荐系统受到了读者的肯定；新的特色

资源发现系统，将标签云、GIS等技术融入系统的设计当中，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友

好的界面，从数据底层到界面都进行了彻底的更新，由于该应用上线的时间较短，

目前还没有数据进行证实，但模仿目前主流发现系统的一站式搜索，已经成为目前

以及今后开发新系统的必然趋势。提高馆藏资源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摸索、

实践、总结、改善，需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观察、记录读者阅读习惯、行为、喜

好，为各类活动策划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更多数据挖掘、大

数据等技术，在技术上跟上时代的潮流，利用各种新颖的工具助力图书馆的各项服

务更加与时俱进。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