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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AI统计研究:内涵、挑战与提升路径*

□彭亮 刘一颖 蔡庸伟

  摘要 随着AI的发展,图书馆统计也应当通过转型升级以适应时代发展。文章从图书馆统

计流程、统计内容和统计技术等三个要素系统梳理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并全面探索了图书馆

统计在应对AI时面临的挑战,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AI统计可以尝试实施交互式的图书馆统计

流程、多来源跨模态的图书馆统计内容和人智协同的图书馆统计技术等路径,提升图书馆统计工

作效率,发挥图书馆统计数据的潜力,进而推动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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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等新

技术的迅猛发展,统计业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AI
变革。国家统计局在2025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

部署了“推进智慧统计项目建设”“统计信息化建设

向‘新’向‘智’”等任务[1]。在此背景下,宁波市统计

局的“甬数宝”统计AI助手已初步实现智慧查数、智
慧问答、智慧分析和智慧办公四大核心功能[2],为统

计工作提供AI解决方案。图书馆统计亦需进行改

革以适应AI趋势。

AI已经成功应用于国内外图书馆:技术研究方

面,包括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图书馆智能参考咨询技

术[3]、应用ChatGPT的图书馆智能问答[4]等;图书

馆应用方面,芬兰国家图书馆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

机器学习开发Annif工具来提升馆藏的主题标引与

分类流程的效率[5],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清小图”智
能问答系统不仅能够回答图书馆常见问题,还能够

实现馆藏资源快速查询[6]。因此,图书馆统计与AI
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提升

服务效率、创新服务模式、增强用户体验的关键途

径。文章深入探究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挑战与提

升路径,对于图书馆管理更好地适应AI时代具有重

要意义,可以帮助图书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AI理论

和技术开展统计,从而在 AI时代中获得更好的

发展。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图书馆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

馆统计标准和统计指标、数字化统计平台、统计收集

和分析技术等方面。一是图书馆统计标准和统计指

标研究,研究者致力于构建图书馆统计的新一代国

家标准[7],认为未来我国图书馆统计评价体系需要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等方面进

行完善[8],公共图书馆的设施、建筑面积和馆藏纸质

图书等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出国内外发展差距[9]。二

是图书馆数字化统计平台研究,大多围绕期刊使用

统计 门 户 (The
 

Journal
 

Usage
 

Statistics
 

Portal,

JUSP)等[10]展开研究,英美公共图书馆已建成图书

馆数据自动采集共享平台[11]。国内也出现多个公

共图书馆统计平台,如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服

务平台[12]等,为统计的智慧化转型奠定基础。三是

图书馆统计收集和分析技术研究。鉴于三年及以上

的统计数据才有价值,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统计数

据进行连续性收集[13],数据管理工具也能优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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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业务统计数据管理[14]。统计分析技术方面,弗里

德曼(Friedman)使用开源R语言来实现图书馆的

数据分析[15]。
目前,AI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统计的专门研究尚

不多见,但AI背景下图书馆的相关文献中也有所涉

及,分别涵盖智能化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两个执

行层面,如通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RPA)来代替人工任务[16]。现有研究

围绕图书馆统计的数智化转型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一

定成果,但也存在以下局限:AI技术运用于图书馆

管理的研究较多,尚缺乏面向AI需求和应用导向的

图书馆统计理论研究。周文杰等也提出图书馆统计

缺乏自生性理论体系和专门针对统计的理论,影响

其在图书馆领域的适用性[17]。因此,AI统计理论

体系的内在逻辑,以及其前瞻性、科学性等需深入研

究。故文章聚焦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挑战与提升

路径等,力图有所突破。

3 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辨析和界定

目前,相关研究对于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没有

统一的认识,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图书馆统计的

重要要素进行了探讨。徐宗本院士提出通过统计数

据全流程数字化、突破统计数据收集分析关键技术

等措施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国家统计现代化建设[18],
拉德马赫尔(Radermacherd)的统计质量三元论强

调统计内容、统计技术[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数智时代图书馆的统计和评价研究”致力于对

数智转型背景下图书馆统计原理、标准、技术方法及

实施路径的创新研究[20]。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把

图书馆统计流程、统计内容和统计技术作为数智时

代图书馆统计发展的重要要素。因此,文章基于AI
视域的统计情境,主要从这三个要素对图书馆统计

内涵进行辨析和界定。

3.1 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辨析

AI的发展经历了从弱人工智能(只能执行特定

任务)到通用人工智能(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行

动)的过渡,最终目标是实现超级人工智能。文章

将AI视域下的图书馆统计称为图书馆 AI统计。
图书馆统计经历了人工统计和数字化统计阶段,目
前正在迈向 AI统计。AI统计不仅仅是技术层面

的工具性应用,还是 AI与统计学、图书馆学等多

学科理论相融合形成的图书馆AI统计的理论和方

法。为了全面把握图书馆 AI统计的内涵,文章从

图书馆统计流程、统计内容和统计技术三个要素对

人工统计、数字化统计、AI统计进行对比分析(如
表1所示)。

表1 图书馆统计发展阶段的对比

发展阶段 统计流程 统计内容 统计技术

人工统计
明确研究目标、设计统计方案、收集数据、

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和撰写报告

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中的部分内容

运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和工具,如人工计算、

绘制图表等。必要时借助电子表格软件

数字化统计

通过大数据技术来收集和清洗数据,自动

生成统计结果和统计反馈,例如数据的质

量检查和错误修正

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依赖于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

AI统计

收集数据,预处理数据,选择合适的模型对

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

的趋势,与馆员和用户进行交互

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半结 构 化 数 据、跨 领 域 数 据

融合

利用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等①,对多

源异构数据的学习、分析和训练,实现对复

杂任务的智能化处理和决策

  人工统计的效率较低,尤其是在处理大规模数

据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此外,人工统计

的准确性受统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工作经验以及工

作态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误差。数字化

统计通过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减少人为因

素干扰,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能够高效地处理海量

数据,识别并纠正数据中的错误和异常值,实现数据

的快速存储、检索和分析。AI统计则能够根据不同

的数据处理需求自动调整和优化模型参数,对数据

进行舆情预警和趋势分析,为图书馆的智慧决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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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语言模型:基于深度学习中的Transformer架构,通过预训练、微调等方式学习语言知识,进而实现文本生成等功能;多模态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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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人工统计在特定领域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数字化统计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而
AI统计则进一步推动图书馆统计的智能化和智慧

化水平(如表2所示)。

表2 AI与图书馆统计结合的价值

AI技术优势 与图书馆统计的结合价值

内容理解能力 分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图书馆多模态数据,实现高效、一致、标准的图书馆统计分析和处理流程

内容生成能力 自动生成专业化和准确性的图书馆统计产品,进行场景服务

推理性 结合因果推断和假设检验等,优化图书馆统计的预测、决策等功能

可解释性 增加图书馆统计过程和统计利用阶段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减少AI的幻觉错误

数据质量评估与反馈 形成图书馆统计的动态数据监控体系,评价图书馆统计数据的质量,实时改进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智能体应用 具身智能为智能体提供与人类交互的途径,将人和智能体的优势互补,实现图书馆统计的人智协同

3.2 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界定

文章从图书馆统计流程、统计内容和统计技术

三个要素对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进行全面界定。

3.2.1 图书馆AI统计的统计流程

2020年9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简称国际

图联)发布的《国际图联关于图书馆与人工智能的声

明》提及“图书馆员可以利用其在数据存储和质量评

估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研究人员解决AI研究中的

数据问题;图书馆需要能够合法地进行数据挖掘,以
支持AI研究和开发”[21],该声明提出图书馆统计数

据的挖掘、存储和质量评估等统计流程要合规合法。
图书馆AI统计对统计收集、处理、利用和反馈等流

程进行全过程管理。统计收集方面,除了实时采集

用户在图书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行为数据和情

感数据,智能盘点系统、分拣系统等多终端智能设施

设备的服务数据,还需收集馆外的动态数据,例如:
用户在社交媒体、在线平台等渠道的数据。统计处

理方面,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等用于多源异

构数据的清洗、汇总、审核、分析等步骤。统计利用

方面,图书馆AI统计可以实现个性化推荐、用户行

为深度剖析、馆藏资源精准统计以及阅读推广活动

效果评估等多个功能。特别是基于用户的历史借阅

行为和兴趣爱好进行资源推荐,并根据用户的查询

意图,预测用户借阅趋势、阅读偏好等未来行为,如
京都江户川区筱崎图书馆利用AI分析借阅数据,挖
掘用户阅读兴趣,构建用户画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22];基于知识图谱和用户画像,浙江工业大学

图书馆利用AI实现图书智能推荐检索[23]。统计反

馈方面,图书馆 AI统计利用 AI馆员的语音、视频

等功能为图书馆馆员和用户提供实时交互体验,如

河北省图书馆的AI数字馆员,为用户提供高度精确

的检索服务及信息服务[24]。同时与图书馆的统计

系统集成,实现无缝联动,对图书馆统计过程和统计

结果进行实时反馈,发挥政府、社会和第三方的监督

作用。

3.2.2 图书馆AI统计的统计内容

图书馆AI统计的统计内容主要包括新型统计

内容、多类型的统计内容、跨领域的统计内容等。新

型统计内容方面,图书馆的新形态、新资源和新服务

会催生新型资源数据、新型管理数据和新型服务数

据,例如:通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实现的自

动借还书数据、智能咨询系统解答用户问题的相关

数据、高校图书馆运用LibGuide等进行信息素质教

育产生的数据。多类型的统计内容方面,文本、音
频、视频等图书馆多模态数据日益增加,例如:澳大

利亚国家图书馆对未转录的口述历史和缺乏描述的

历史照片进行语义搜索和数据自动分类[25]。跨领

域的统计内容方面,目前馆内数据较多,馆外数据较

少,通过AI的快速搜索能力,在保证隐私和数据合

规治理的前提下,获取多平台、多终端的统计数据,
例如:得到、掌阅等网站的用户阅读数据;京东、当当

等网站上的图书信息和用户浏览数据;图书馆利益

相关者的相关数据。2024年2月北美研究型图书

馆协会(ARL)发布的《研究型图书馆人工智能指导

原则》提及“将用户的安全和隐私作为使用人工智能

工具、技术和训练数据时的首要考量”[26],因此,图
书馆要注重保障用户数据的隐私与安全,赢得用户

的信任和支持。

3.2.3 图书馆AI统计的统计技术

2023年9月,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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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以及智慧图书馆技术

应用联盟(筹)联合编写《智慧图书馆大模型创新与

应用白皮书》,强调“大模型技术赋能图书馆的智慧

化服务”[27]。2023年11月,国际图联发布的《图书

馆响应人工智能的战略对策》,也提出“图书馆已经

有了数据挖掘、数字人文等领域的多年实践经验,能
够解决图书馆数据问题,拥有数据能力的馆员还能

促进数据共享、推广和增值”[28],鼓励图书馆运用大

模型技术来实现图书馆统计的AI创新,并加强馆员

的数据能力,更加精准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因此,图书馆结合

AI技术形成生成性统计技术、推理性统计技术和可

解释性统计技术等。生成性统计技术方面,传统的

统计方法往往需要人工参与,耗时费力且容易出错,
而AI统计可以自动处理和分析图书馆的静态数据

和动态数据,基于数据池和统计模版快速生成准确

的统计报告,提高了统计效率和准确性。推理性统

计技术方面,运用AI的推理能力构建用户兴趣挖掘

和预测模型,形成图书馆和用户的动态画像,实现统

计的决策和预警功能。可解释性统计技术方面,一
方面,运用AI的可解释性能力来分析图书馆的统计

过程,提高统计结果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另一方面,
通过可解释信息推荐算法,整合社会情境、因果推断

来处理统计数据,为用户提供可解释性推荐。当然,
在图书馆统计过程中,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不容忽

视。AI统计保障图书馆统计中数据的隐私和安全,
通过先进的加密技术,AI可以对存储在图书馆系统

中的数据进行高强度的加密处理,即使数据在传输

或存储过程中被截获,也无法被未经授权的人员轻

易解密和读取。此外,脱敏技术也是保护用户数据

隐私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使
其在不改变原始数据含义的前提下,降低数据的敏

感程度,从而进一步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
综上所述,文章将图书馆AI统计定义为:融合

AI的模型构建能力与统计学的数据分析逻辑,图书

馆AI统计具备创造力、推理力和可解释力,对图书

馆内外产生的多源异构数据和跨领域数据进行系统

性、有序性收集和处理,并通过文本、语音、图像等方

式与馆员、用户进行交互,实现智慧统计利用和反馈

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图书馆管理的核心构成,AI统

计为图书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调整、经费

的有效运用以及各项政策与规划的制定等科学管理

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推动图书馆服务智能化。

4 图书馆AI统计的挑战与提升路径

AI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图书馆AI统计带来了挑

战,文章梳理了图书馆AI统计面临的挑战,并提出

图书馆AI统计的提升路径。

4.1 图书馆AI统计的挑战

图书馆AI统计目前还面临着众多挑战,这些挑

战涉及多个方面,不仅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还可能对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产生负面

影响。

4.1.1 AI技术的局限性

AI技术的发展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政策、
资金和人才等。当前国内涉及图书馆AI统计的相关

政策较少。当前已有政策对图书馆AI统计涉及较

少,尤其是国内。图书馆AI统计的建设与高效运行

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用于购买设备软件、引进人才

等。图书馆AI统计人才需具备深度学习、自然语言

处理、统计学和图书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图书馆

馆员的数据素养、统计素养和AI素养有限,这导致图

书馆统计的开发和使用能力受限,如预训练的图书馆

数据集、图书馆统计模型架构和模型策略的选择等,
难以充分发挥AI对图书馆统计提质增效的效果。

4.1.2 图书馆数据的动态性

图书馆用户的情绪、行为等方面的数据会随着

时间、地点等不同情境而产生非线性变化,用户兴趣

也会出现漂移,这种动态性会对传统统计模式形成

冲击。如何构建用户的长期行为数据和短期行为数

据的采集机制,如何精准捕捉用户兴趣的漂移轨迹,
如何融合分析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对图书馆AI统

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图书馆在统计工作中不

仅要关注传统的静态统计数据,还要关注多模态资

源、用户的阅读偏好等多元化动态数据。

4.1.3 AI所使用模型的可靠性

多源异构数据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统计方法的

局限性、数据记录的不完整性或人为因素,可能导致

统计数据失真或存在误差。AI统计也会存在偏差

问题,例如:误判、偏见等不可信现象,从而AI统计

基于数据错误或算法缺陷生成看似合理却违背事实

的结论,产生AI幻觉,影响统计的预测和决策功能,
从而损害图书馆的公信力,失去用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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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AI伦理道德的挑战

图书馆在统计工作中需要处理用户数据和非公

开数据,这些数据的隐私保护涉及伦理道德。然而,
在追求统计效率和效果的同时,如何平衡数据保密

与图书馆统计需求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图

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统计工作应服务于

公共利益,但图书馆可能面临来自不同主体之间的

利益冲突,如用户需求、政府要求、商业合作等。如

何协同多主体利益,确保统计工作的公正性和客观

性,是图书馆面临的另一个伦理挑战。

4.2 图书馆AI统计的提升路径

文章基于图书馆AI统计的内涵和挑战,从交互

式的图书馆统计流程、多来源跨模态的图书馆统计

内容和人智协同的图书馆统计技术等方面提出图书

馆AI统计的提升路径。

4.2.1 交互式的图书馆统计流程

首先,在统计采集环节,AI统计依托自主学习

算法能够构建精准高效的数据采集模型,实现多模

态数据的抓取,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图书馆馆员的工

作负担,还显著减少了人工参与所带来的潜在误差

率。AI通过持续学习和反馈机制确保统计数据采

集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形成多模态的图书馆

数据集。其次,在统计处理方面,AI能够自动识别

数据并调用合适的AI模型来自主完成复杂的数据

处理与分析任务,融合多模态数据并从中挖掘出有

价值的信息。不仅能够自动生成统计报告和直观的

可视化图表,还能运用多模态大模型的内容理解和

生成技术,生成音频、视频和图像等丰富的图书馆统

计产品。除了AI的可解释性保证统计过程的透明

可信外,图书馆馆员参与监督AI统计过程,可以有

效规避数据错误和算法缺陷,减少AI统计的不可信

现象,从而保障统计结果不仅清晰地展示各项统计

指标的变化趋势和关联关系,还可以将抽象的数据

转化为更为直观的知识图谱,便于图书馆馆员快速

理解。再次,在统计利用环节,AI统计与图书馆馆

员、用户进行实时交互,服务图书馆和社会,实现用

户精准推荐、图书馆数智治理、政府智能决策等全场

景应用。最后,在统计反馈环节,图书馆统计动态反

馈机制持续收集利益相关者的反馈数据,将分析结

果迅速、准确地反馈至图书馆,实时调整统计过程。

AI统计的可推理性预测图书馆未来的访问量、资源

需求趋势等,帮助图书馆提前规划资源调配、空间布

局等,最终实现服务效能和用户体验的双重提升。

4.2.2 多来源跨模态的图书馆统计内容

随着新的图书馆形态、资源、服务的不断涌现,图
书馆统计内容日益丰富,包括数字、文本、图像、音频、
视频等多来源跨模态的馆内外数据,AI统计能实现

不同统计数据之间的关联。首先,图书馆AI统计内

容需要设计新的图书馆统计指标,例如:虚拟图书馆、
虚实共生空间、智能机器人、智慧馆员等管理统计指

标;图书馆之城、图书馆联盟等服务体系统计指标;实
体服务、知识服务、场景服务等服务统计指标;生产

方、供应方等利益相关者统计指标;虚拟用户、虚拟数

字用户等用户统计指标。其次,图书馆AI统计内容

包括新的图书馆统计数据类型。AI统计在多模态统

计内容的收集和分析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为图书

馆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支持,例如:结
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跨域数据等。用户信息、借
阅记录、数字化资源访问日志等结构化数据,可用于

分析用户行为模式和需求趋势;用户评论、社交媒体

内容、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可通过自然语言处

理、图像识别等技术进行挖掘和分析;跨域数据整合

来自不同领域的数据,如图书馆与科研机构、文化中

心等的数据共享,以获取更全面的数据,包括文本、图
像、音频等多模态数据形式。最后,图书馆AI统计内

容要重视图书馆混合统计数据。过去定量统计数据

是图书馆统计的重点,定性统计一直是图书馆统计的

难题,AI统计调用合适的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

型来解决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的混合统计。

4.2.3 人智协同的图书馆统计技术

首先,明确“以人为本”的图书馆统计技术设计

理念。ChatGPT等已具备了一定的情感数据收集

能力,但仍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才能处理情感分析任

务[29]。图书馆AI统计技术能感知用户情绪,构建

动态情感分析模型,实现对用户评论、社交媒体帖子

等文本数据的解析,将用户的主观评价转化为情感

指数,识别用户对图书馆服务、资源或环境的情感倾

向,为图书馆提升用户满意度提供动态支持。其次,
发挥AI智能体的作用。运用智能体应用构建 AI
统计馆员,具备动态交互能力,实体馆员和AI统计

馆员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利用AI分析图书借阅量、
在线资源访问量、引用次数等数据,评估图书馆资源

的影响力,为资源采购等提供决策支持,并根据图书

馆和用户的需求对统计结果进行解释,让图书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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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识别和评估AI统计结果。通过实时监控提高

AI统计过程的透明度,减少AI的潜在偏差。最后,
构建图书馆的 AI统计系统。图书馆 AI统计系统

必须配置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相关技术标准,例
如:隐私计算、密态计算和智能合约等可信管控技术

保障统计数据安全①,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实

现多模态数据协同分析。AI统计系统具备人的思

维,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窃取或篡改,将馆员

的业务能力与AI的分析能力相结合,不仅能够完成

智能推荐、动态评估等基础功能,还能够实现趋势分

析、舆情预警等功能,为图书馆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5 结语

一系列前瞻性的 AI政策不仅为图书馆 AI统

计的应用铺设了宽广的道路,更为图书馆的数智化

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结合图书馆的

特点,文章利用AI理论和技术探讨图书馆AI统计

的内涵和挑战,并从图书馆统计流程、统计内容和统

计技术等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提升路径,促使图书馆

统计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在统计收集、处理、利用及

反馈等各个环节均展现出高效与精准。将来的研究

将构建AI视域下图书馆统计指标体系和人智协同

的图书馆统计系统,进一步拓展AI在图书馆统计方

面的应用范围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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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
 

is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the
 

operational
 

models
 

across
 

various
 

fiel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I 
 

library
 

statistics
 

should
 

also
 

undergo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align
 

with
 

this
 

evolu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library
 

statistics
 

can
 

cope
 

with
 

the
 

AI
 

era
 

by
 

leveraging
 

AI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library
 

statistics 
 

and
 

unleash
 

the
 

potential
 

of
 

library
 

statistical
 

data 
 

Schola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dentify
 

the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of
 

library
 

statistics
 

as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tatistic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library
 

statistics
 

from
 

these
 

three
 

elements 
 

By
 

combining
 

textual
 

analysis
 

with
 

empirical
 

survey
 

methods 
 

the
 

article
 

offe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manual
 

statistics 
 

digitalized
 

statistical
 

processes 
 

and
 

AI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terms
 

of
 

library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t
 

elaborates
 

on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AI
 

with
 

library
 

statistics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insights
 

from
 

library
 

AI
 

policies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propos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library
 

AI
 

statistics
 

as
 

follows 
 

by
 

integrating
 

the
 

model-building
 

capabilities
 

of
 

AI
 

with
 

the
 

analytical
 

logic
 

of
 

statistics 
 

library
 

AI
 

statistics
 

can
 

empower
 

creativity 
 

reasoning
 

power 
 

and
 

interpretability 
 

It
 

enables
 

th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ed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and
 

cross-domain
 

data
 

generated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library 
 

It
 

supports
 

mutimodal
 

interactions
 

such
 

as
 

text 
 

speech 
 

images
 

between
 

statistical
 

systems 
 

librarians
 

and
 

users 
 

achieving
 

intelligent
 

statistical
 

utilization
 

and
 

feedback
 

in
 

theory
 

and
 

method 
 

The
 

article
 

also
 

delves
 

into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library
 

AI
 

statistics 
 

such
 

as
 

the
 

limitations
 

of
 

AI
 

technology 
 

the
 

dynamism
 

of
 

library
 

data 
 

the
 

concerns
 

regarding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I
 

models
 

and
 

AI
 

ethical
 

issues 
 

and
 

proposes
 

pathways
 

to
 

enhance
 

library
 

AI
 

statistics 
 

including
 

implementing
 

interactive
 

library
 

statistical
 

processes 
 

multi-source
 

cross-modal
 

library
 

statistical
 

content 
 

and
 

human-AI
 

collaborative
 

library
 

statistical
 

technology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sure
 

that
 

library
 

AI
 

statistics
 

demonstrates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in
 

every
 

link
 

of
 

statistical
 

collection 
 

processing 
 

utilization 
 

and
 

feedback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at
 

library
 

AI
 

statistics
 

is
 

not
 

only
 

a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a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of
 

AI 
 

statistic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library
 

statistical
 

indicator
 

system
 

and
 

a
 

human-AI
 

collaborative
 

library
 

statistical
 

system
 

under
 

the
 

AI
 

perspective 
 

This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library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and
 

depth
 

of
 

AI
 

applications
 

in
 

library
 

statistics 
 

and
 

provide
 

solid
 

data
 

foundation
 

to
 

support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by
 

more
 

rational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optimization 
 

effective
 

budge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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