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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高校图书馆全链路、一站式图书
荐购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孔令芳　张雅彬　林如诗　俞渊

　　摘要　读者荐购是国内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很多高校图

书馆使用的图书荐购系统普遍存在荐购功能简单、无法一站式推荐和处理、信息反馈不及时和数

据管理缺位等问题.文章以浙江大学图书馆“求是荐书”平台为例,提出了一种融合多荐购渠道、
支持多类型资源推荐与使用的全链路、一站式、智能化图书荐购服务平台建设模式,以期为其他

高校图书馆的图书荐购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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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互联网、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思维及交流方式,也为我国教育变革

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２０２３年２月,教
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表主旨演

讲,强调要深化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一体推进

资源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成长个性化、学习社会

化[１].当前,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已经深入到高校

的各项工作中,图书馆也在加快数字与智能技术的

创新应用,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

字化服务体系.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而读者荐

购是国内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访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读者荐购”实际上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
读者参与馆藏资源建设的文献采访模式.众多学者

普遍认同读者荐购不仅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文

献需求,提高读者的阅读积极性,显著提高馆藏利用

率,提升经费使用绩效;也能优化馆藏结构和质量,
较好地弥补因馆员专业学科背景不同引起的采购迟

滞、覆盖不全等问题,对馆藏结构调整起到一定的指

导作用;还能提供读者与图书馆的有效互动路径,有
助于增强读者对图书馆的黏性,提高图书馆的服务

效能[２－５].
我国学者有关读者荐购的研究始于２００４年[３],

但图书馆开展读者荐购工作远早于这一时间.在长

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图书馆一直重视与读者的交流,
也乐于接受读者提出的文献需求,并且长期致力于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不断优化读者荐购工作[４].从信

息技术不太发达时的面对面口头荐购、提交纸质荐

书单、电话荐购、书展荐购,到互联网时代的邮箱、微
信、微博、官方 APP和系统等多渠道荐购[６－８],还有

成功引入兴起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读者决策采购

(PatronDrivenAcquisitions,PDA),实现“你选书

我买单”的读者需求触发采购[６,９],荐购渠道正在变

得越来越人性化、便捷化、智能化.
有调查显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

３６所大学图书馆均提供了读者荐购服务[２].绝大

多数高校图书馆同时拥有多种荐购渠道,其中系统

荐购是图书馆为了方便读者荐购而专门提供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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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系统荐购是指读者通过图书荐购系统提交荐

购申请,对于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师生更易接

受和使用,具有快捷性、便利性和规范性,且更有利

于图书馆员处理、反馈和统计.因此,图书荐购系统

成了很多高校图书馆开展读者荐购服务的重要

工具[１０].

２　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使用的图书荐购系统主

要有三种来源: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自带的荐购

模块、图书馆自行开发和购买商业公司开发的荐购

系统[１０].无论哪种来源,这些荐购系统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都暴露出了各自的缺点:图书馆自动化管理

系统自带的荐购模块功能简单,智能化程度较低,有
些甚至与馆藏书目系统相互独立不便于查重;图书

馆自行开发的荐购系统受限于图书馆本身的技术力

量,缺乏通用性;商业公司开发的荐购系统与图书馆

管理系统的兼容性、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均有待加

强,且图书馆每年需要支付较高的租用费[７,１１].此

外,据调查这些荐购系统还存在着基础知识库不完

备、纸电图书无法一站式荐购、与其他荐购渠道无法

兼容等弊端[１２].因此,学者们纷纷提出应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应用优势,推动读者荐购服务不断向信

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如闫舟舟提出将区

块链技术引入荐购服务,构建网状读者自主荐购服

务模式[８];陈刚研究了一种基于云知识库的图书荐

购系统,以期实现荐购查重、处理、反馈一条龙服

务[７];郑满生等提出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变革图书

馆文献供给模式[１１];曲舒怡提出用虚拟学习社区的

思路来优化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１３];王洁慧等指出

读者、书商、图书馆、出版社应加强合作,以开放的模

式构建一站式读者荐购服务平台[１４];朱玉强等提出

在图书馆荐购工作中运用情感分析方法支持荐购决

策[６].虽然很多研究都涉及模型或算法的研究,但
大多数研究多为学者们的理论探讨,真正落地的相

关实践研究较少[３].本文采用实践案例研究法,以
浙江大学图书馆“求是荐书”平台为例,提出了一种

融合多荐购渠道、支持多类型资源推荐与使用的全

链路、一站式、智能化图书荐购服务平台建设模式,
以期为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图书荐购工作提供参考,
使读者荐购服务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更快捷.

３　平台设计与功能实现

浙江大学图书馆早期使用 Aleph系统自带的荐

购模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暴露出了众多问题,已无

法满足师生的基本需求,读者荐购积极性锐减,严重

拉低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因此,图书馆主动寻求

校企合作,将商业公司的技术力量和图书馆员的专

业知识充分融合,在“芸台购”平台的荐购模块基础

上进行了开发和功能优化,经过３年的打磨最终推

出了全链路、一站式图书荐购服务平台———“求是荐

书”平台.“求是”取自浙江大学校训,容易记忆,读
者更有亲切感,同时也寓意图书馆借此平台支持读

者“追求真理”.

３．１　问题梳理

对读者荐购服务长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进

行一一梳理,有助于明确目标和设计完善的功能模

块,是成功研发贴合图书馆和读者需求的图书荐购

服务平台的必要前提.因此图书馆在广泛调研读者

和图书馆采访馆员需求的前提下,首先列出了问题

清单.

３．１．１　多种荐购渠道并存,无法一站式推荐和处理

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存在多种荐购渠道

并存,多元化购书渠道并举的情况,这确实能够满足

不同类型读者的不同需求,给予读者根据自身需求

选择荐购渠道的权利.但同时也造成了功能分散、
操作不便等问题,例如,电子图书推荐往往与纸质图

书推荐不在一个平台,当读者需要荐购电子图书时,
首先需要了解哪些数据库支持单本推荐,再到相应

的数据库中尝试寻找所需的资源完成推荐.如果存

在多个数据库可提供此类服务,那么读者还需要在

一个个信息孤岛之间切换才有可能找到目标资源.
而对于本身对图书馆资源不甚了解的读者,找寻资

源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对于图书馆采访馆员而言,
越来越多的荐购平台无形之中也显著增加了其工作

量.对于每一个荐购申请,采访馆员都需要确认书

目信息是否正确,查询有无纸电馆藏图书,再根据复

本量、版本、内容、推荐理由等信息判断是否适藏,然
后才能作出采购决策、系统下订和通知反馈.如存

在多个纸电图书荐购平台,馆员除了每天需要处理

各个平台的申请,在采购时还需要多平台比较价格

作出最优采选方案,耗时费力的同时工作效率也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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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荐购功能过于简单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曾使用的 Aleph自带荐购模

块为例,其荐购功能只是提交一份简单的表单,内容

包含图书的基本信息以及读者的个人信息.读者在

荐购时无法查询该书的馆藏情况,一来不便于读者

及时发现和利用馆藏资源,二来也增加了采访馆员

的审核工作量.而且,该系统只支持自行填写书目

信息.读者提供的书目信息存在错误和缺失是大概

率事件,书目信息的不完整造成采访馆员需要进行

一一验证和补全[２].图书馆若希望基于知识库进一

步提供类似于网上书店的“同类型资源”推送服务或

者由图书馆汇聚专题资源集中呈现更是无法实现.

３．１．３　信息反馈不及时,互动机制不完善

调查研究表明,很多高校图书馆没有及时、公开

的资源荐购反馈机制[３].读者在提交申请后或能了

解申请是否被采纳,但采访馆员与读者之间几乎没

有互动,荐购图书何时可以使用,需要读者自己反复

查询馆藏状态才得以知晓.通常纸质图书到馆周期

较长,读者荐购需求长时间得不到满足会大大降低

读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也会直接影响图书的借

阅率.

３．１．４　数据管理缺位,指导馆藏建设作用不明显

尽管读者的荐购行为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但是绝大多数的读者荐购申请反映了读者真实的文

献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体现近期图书馆采访工作的

短板.对荐购数据进行读者层次、图书类别、出版

社、语种等多维度的统计分析,能够帮助图书馆优化

文献资源采购策略.但可惜的是,目前大多数荐购

系统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３．２　设计思路与功能实现

梳理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平台的设计理念也

基本成型.首先,明确“求是荐书”平台的“荐购”应
是广义的荐购概念,即由读者需求触发的采访模式,
无论荐购申请是否需要馆员审核.其次,明确平台

的设计思路与目标,即不只是满足读者自主荐购的

需求,还要吸引读者主动参与图书采访的决策工作;
要打通多个荐购渠道,支持读者一站式推荐和采访

馆员一站式处理;要完善荐购全链路,读者从荐购前

期的书目检索、查重、纸电资源选择,到完成推荐后

获得各阶段处理反馈、随时查询处理状态、图书到馆

借阅或电子图书在线阅读,均可以在一个平台完成;
要涵盖多种荐购模式,既保留传统的“读者推荐＋馆

员审核”的模式,又在一定条件下支持读者直接触发

采购,缩短采购周期;同时,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优化

传统的荐购模式,从单纯的“荐购”向“荐购＋借阅＋
推荐”多功能服务转变,打造图书馆、读者、出版社、
数据库商、馆配商融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实现图书荐

购工作的系统管理与创新服务.

３．２．１　多渠道打通

浙江大学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荐购渠道,
其中邮件、电话、面呈、公众媒体留言这些零星荐购

的荐购体量非常小,继续予以保留.当接收到此类

申请时图书馆员会主动引导推荐人使用“求是荐书”
平台完成推荐;若推荐人不便使用,将由馆员在平台

后台主动导入荐购信息,以便其收到后续反馈.其

余荐购渠道的功能由“求是荐书”平台一站式实现,
馆员在后台也可以一站式处理来自各个渠道的荐购

申请.具体包括:
(１)常规中外文纸质图书荐购.读者在“求是荐

书”平台通过书目检索或者分类浏览的方式查找目

标图书,如能够检索到,在图书信息确认无误后直接

点击“立即荐购”,无需填写书目信息,输入荐购理由

即可提交荐购申请;如未检索到目标图书,可以根据

提示选择“自主荐购”,输入图书基本信息后完成

荐购.
(２)“芸悦读”借购.浙江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７年

开始引入“芸台购”平台(后更名为“芸悦读”),为本

校读者提供中文纸质新书“一键下单－快递到家－
读后归还”的借购服务,多年来读者反响热烈,年均

借购量近６０００册.该项服务已被有机融入到“求是

荐书”平台,读者在图书详情页如看到“立即借购”按
钮高亮时,即说明该书符合“芸悦读”借购规则,可以

直接下单,快递服务覆盖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
(３)电子图书荐购.图书馆目前与三个数据库

平台合作推出PDA模式,“书递”平台提供单本中文

电子书的荐购服务,“爱学术”和 ProQuestEbook
Central(EBC)平台提供单本外文电子书的荐购服

务.这些平台的数据已同步至“求是荐书”平台,读
者在图书详情页中如发现有电子书资源,可以先行

点击“试读”,再根据需求确定是否荐购,此时荐购页

面会提供荐购 “纸质图书”或者“电子图书”的选项,
其余步骤与普通荐购流程一致.

(４)线下书展荐购.图书馆每年都会举办多场

中外文书展活动,往年读者现场推荐后,需要等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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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加工完毕才能供读者借阅.现今借助“求是荐书”
平台,采访馆员预先审核好书展目录后会导入平台

完成设置,读者在现场选中图书即可通过微信小程

序扫码完成借阅.与“芸悦读”借购图书一样,这些

图书等读者阅读完毕后归还图书馆,图书馆再行加

工上架.
(５)专家目录圈选.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购求精

不求全,所有图书都由师生推荐采购.其中采访馆

员每月会发送各学科目录给５００多位选书专家进行

圈选,选书专家了解本学科、本专业的发展需求,推
荐图书更具专业性和系统性.过去这项工作自动化

程度低,表格处理、邮件收发全由人工完成,流程烦

琐复杂,占据大量时间和精力;对选书专家而言,选
书时只能对照 Excel表格勾选,由于可提供的参考

信息有限,表格观感不佳,筛选并不容易.但依靠

“求是荐书”平台不仅可以方便馆员系统化、智能化

完成数据处理和发布通知,还能借助丰富的基础知

识库为专家提供优质的选书体验.

３．２．２　全链路荐购

良好的荐购系统应当是一个闭环循环反馈系

统,读者操作无障碍,需求得到重视,能够获得图书

馆反馈[４].“求是荐书”平台全链路荐购流程如图１
所示.读者在“求是荐书”平台操作时,更像是在一

个网购平台采购物品,“下单”后还可以在个人中心

找到荐购申请的处理情况、“芸悦读”图书的物流情

况和电子图书的开通情况等,智能化程度较高,不需

要求助他人.而且参照众多网购平台,平台支持单

本图书的荐购,也支持多本图书“加入购物车”后合

并提交申请,相较于原先逐本填写信息的方式便利

许多.此外,为了提供更高效的信息反馈服务,便于

读者第一时间掌握图书采购进程,“芸悦读”图书发

货后会向读者发送通知短信;普通荐购图书到馆后

则会发送到馆通知邮件,并提示读者可通过图书馆

“绿色通道”服务申请优先编目;等图书上架后读者

还会收到图书上架通知邮件,方便前往借阅.所有

“求是荐书”平台的荐购申请,采访馆员需在３个工

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且这些订单处于最高优先级,
用专门的批次号单独发订,要求馆配商加急处理,同
时还打通馆内所有环节,确保中文图书一个月内完

成上架,外文图书则由于发货、审读、报批等流程复

杂难以预测,要求除特殊情况在三个月内送达读者

手中.

图１　“求是荐书”平台全链路荐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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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多功能服务

一个功能完善的图书荐购系统不应当局限于等

待读者提交荐购申请,图书馆应该发挥专业优势,在
读者荐购的过程中提供潜移默化的知识服务.

(１)纸电馆藏揭示,支持借阅服务.“求是荐书”
平台不仅对接了馆藏目录系统,令读者可以在图书

详情页查询到馆藏情况,并根据详细的馆藏地、索书

号等信息到图书馆借阅图书.同时,图书馆订购的

京东图书专业版有２０余万种图书可供师生在线阅

读,在图书馆的促成下,该库的全部数据也在平台完

成了对接.读者在电子书资源列表中如发现有该数

据库的资源信息,可以直接根据提示阅读全文.纸

电馆藏资源的充分揭示,不仅快速满足了读者的阅

读需求,也便于馆藏资源的发现和充分利用,更避免

了重复购买造成的资金浪费.
(２)专题资源汇聚,提供推荐服务.为了助力读

者体系化、综合性阅读,图书馆借助“求是荐书”平台

首页的“专题书单”板块实现了对专题性图书信息的

全面整合,进而可开展资源推荐服务.其中不仅有

“豆瓣好书”“ZJUer都在读”“馆员推荐”这类推荐热

门图书的专题,还有“中世纪研究”“翻译学”等２２个

学科专题供读者参考,这些专题图书均由选书专家

遴选,再由图书馆汇聚后定期更新.读者可以选择

感兴趣的专题查看书目列表,进一步跳转到对应图

书详情页借阅或荐购图书.

４　平台优势

４．１　打造全链路一体化荐购新模式

消除信息孤岛,打破信息壁垒,应是新一代图书

馆荐购系统的发展趋势.“求是荐书”平台创新性地

克服了电子图书平台数据整合困难的难题,在图书

详情页同时呈现纸电资源和电子资源的荐购渠道,
实现读者无感化一站式荐购的目的.同时,图书馆

打通了内外部各条通路,做到荐购全过程透明化、操
作智能化和反馈及时化,读者可以完成自助式荐购.

全链路一体化荐购新模式贴合读者的使用习

惯,切实满足了读者的荐购需求,因而获得读者的普

遍认可.“求是荐书”平台试运行一个月的荐购量已

经接近了以往平台一年的推荐量,该平台年均荐购

量近３６００条(不包含“芸悦读”、书展、目录圈选和电

子图书荐购等新型荐购模式).借助平台的技术支

持,实体书展的荐购效果显著提升,在浙江大学图书

馆２０２３年春夏港台原版学术图书展中读者荐购图

书２２０６种,数量超过２０２２年一年的订购量.此外,
平台汇聚了多个采用PDA合作模式的数据库资源,
读者提交的荐购申请显著上升.据统计,“芸悦读”
与平台打通之后,读者借购量一个月增长了５０％;

EBC数据 接 入 平 台 后,读 者 荐 购 量 一 个 月 增 长

了２０％.

４．２　提升图书馆管理服务效能

全链路、一站式荐购平台不仅方便了读者,也显

著提升了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水平和服务效能.
对图书馆采访馆员而言,在一个平台一站式完成所

有荐购申请的审核,无须再登录多个资源平台查找

核对书目信息和馆藏情况,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多平台资源一体化呈现也有助于馆员直观了解同一

种图书在不同平台的收录情况,更快作出最优的采

购决策;读者在资源推荐时根据偏好选择文献类型,
大大降低了馆员的决策难度.此外,“求是荐书”管
理后台还包含数据统计分析模块,馆员根据需要可

以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工作,及时发现馆藏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作出优化和调整,也更易发现

本校读者的集中需求,为电子书数据库的采购提供

依据.例如,在发现浙江大学师生对泰勒－弗朗西

斯出版社(Taylor&Francis)的电子书有较大需求

后,图书馆单独与该出版社进行了方案谈判,争取到

了比较优惠的折扣,为图书馆节省了文献资源建设

经费.同时,图书采访工作也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中
文图书采访馆员负责将适合本校的图书采购到位,
将复本选择的权利全权交托给读者;外文图书采访

则因为越来越多热心读者的参与,馆藏学科结构得

到优化,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馆员未及时关注到的

学科资源也获得了及时补充;在充分保障读者需求

的同时,纸质文献采购经费逐年下降,电子图书采购

经费相应增加,纸电融合建设水平显著提升.

４．３　提供相对完备的基础知识库

与传统的图书荐购系统不同,“求是荐书”平台

在搭建之初首先明确的便是要为读者提供海量的、
数据完善、种类齐全的基础书目数据.但这并不容

易,需要联合数据库商、技术公司、馆配公司、出版社

等多方力量.目前平台共有６７０余万条书目数据

(截止到２０２３年７月底),其中一半由杭州麦达电

子、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推

出的中国图书数据服务中心(ChinaCenterforBibＧ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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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graphicDatabase,CCBD)提供.CCBD的数据相

对规范标准,字段丰富,除了基础字段还包含图书目

录、封面、摘要等信息,让用户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图

书信息;且数据实时更新,年更新量约２０万条.此

外,在图书馆的牵线搭桥下,各合作电子图书平台约

１８７万条书目数据也被接入系统,数据相对比较完

整,弥补了 CCBD外文图书数据相对缺乏的不足.
此外,利用“芸台购”平台进行图书采购的各家图书

馆也会导入一部分馆配商或出版社提供的书目数

据,这部分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相对较低,可作为

参考.

４．４　融入互联网设计理念

“求是荐书”平台依靠基础知识库的海量数据,
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智能化服

务.首先,平台实现了荐购流程的智能化,一方面通

过数据自动抓取尽可能减少读者手动输入信息的工

作量;二是将各类型数据进行有效关联,避免读者在

各平台切换获取信息;三是通过对图书题名、主题词

等相关信息的聚类分析,设置“相关图书”模块向读

者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图书,帮助读者发现资源,更好

地利用资源.其次,图书馆主动作为,一方面通过馆

藏图书借阅数据和其他书籍类阅读社区数据向读者

推送近期热门好书,另一方面还集结了广大老师的

智慧,利用他们对研究方向的认知和专业性,将他们

认为必读的经典和前沿图书进行分类汇总和专题呈

现,这些专题有的受众较广,例如“人文经典阅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些则聚焦某一学科中的

其中一个研究方向,例如“消费者行为学”“凝聚态物

理”等,这些专题将有助于学生构建完整的学科知识

体系,对系统性和深入性学习多有裨益.

４．５　呈现多方共赢的生动局面

图书荐购系统虽然主要涉及读者和图书馆两

方,但实际上在解决资源供给问题时又与出版社、数
据库商、馆配商密不可分.“求是荐书”平台旨在打

造多方联通,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为了尽可能加

快采购流程,缩减流程处理环节的时间,当读者选择

“芸悦读”借购图书时,无需馆员审核,订单会立即流

转到馆配商处,快递最快当天可以发出;当读者选择

推荐电子书时,馆员审核完毕采纳申请后,订单信息

会直接发送给数据库商和出版社,他们会马上作开

通处理.多方互联大大缩短了需求满足时间,给予

读者更好的荐购体验,有利于调动读者的荐购积极

性,形成良性循环,也为商家带来更多的利益增

长点.

５　平台完善与发展方向

市场上没有最完美的产品,只有更完美的产

品[７].“求是荐书”平台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上线以来,
功能完善的脚步从未停止.尽管目前大多数功能已

经得到实现,但是读者的需求持续变化,图书馆也期

待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所以仍在做更多的思考

和探索,希望借助新兴技术把“求是荐书”平台打造

成一站式图书服务平台.

５．１　优化数据支撑体系

基础知识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开展一切

工作的基础.尽管“求是荐书”平台的底层数据量已

经比较庞大,但早期出版的中文图书数据、港台和外

文新书数据都存在缺失或者更新不及时的情况.这

一项工作仅靠一馆之力是不够的,需要更多图书馆

参与进来,一起说服更多的合作数据库平台以开放

的姿态共享数据.同时,很多图书馆都将采购的电

子图书配置在发现系统中,部分图书馆还实现了电

子图书的编目和统一揭示,如果能够把这些电子图

书数据与“求是荐书”平台对接,将会极大地优化数

据支撑体系.“求是荐书”平台在前期探索中已证实

了其可行性,接下来将会尝试与发现系统对接,实现

馆藏纸电图书的全面揭示和服务.

５．２　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

“求是荐书”平台对接馆藏书目系统为读者荐购

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与电子图书馆藏数据的对

接尚在实践中,目前图书馆员审核电子书荐购申请

时仍然需要另行检索.如果能实现与发现系统的对

接,将会大大提高馆员的审核效率.其次,“芸悦读”
平台为读者提供了中文纸质新书的借购服务,但是

外文纸质图书的类似模式尚未成型,亟待国内有资

质的进出口馆配商积极开发新业务,助力图书馆进

一步推出全语种纸质图书的速递服务.此外,“求是

荐书”平台逐步积累了大量的读者荐购行为数据,如
能对这些数据加以训练分析,再调取馆藏借阅、预约

等数据,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模型等新兴

技术辨别与感知读者的情感态度,将有可能构建读

者个体阅读偏好模型,提供契合读者需求的资源信

息,提升图书馆智能化服务水平[３].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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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提供移动端荐购服务

移动互联网和手持终端的不断发展,对读者阅

读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图书馆智

慧化服务水平,很多图书馆已经推出了移动图书馆

APP以及微信公众号,便于读者在移动端查询图书

馆馆藏、了解图书馆的活动,实现图书馆诸多服务的

便捷使用.“求是荐书”平台目前尚未与浙江大学图

书馆移动 APP以及微信公众号打通,这将是下一阶

段努力的方向,相信移动端荐购系统的开发会为读

者带来更具及时性的荐购服务体验.

６　结语

图书荐购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是高校图书馆数字

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体现了图书馆以人为本的

服务理念,其不仅能较好地满足读者日趋个性化、数
字化和多元化的文献需求,为读者高效便利地发现

和使用馆藏资源提供可靠支持,更能助力图书馆加

快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服务和高效能管理[１２].“求
是荐书”平台以破解问题为工作导向,不再仅仅局限

于满足读者零星的图书需求,而是为广大读者提供

了多类型资源协同推荐、多荐购渠道协同应用、全链

路荐购智能操作的一站式图书服务平台,可为其他

高校图书馆的荐购服务工作提供思路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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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acticalResearchofaFullLinkandOneＧStopBookRecommendation
ServicePlatformforUniversityLibrariesintheDigitalIntelligenceEra

KongLingfang　ZhangYabin　LinRushi　YuYuan

Abstract:Readerrecommendationisanimportantpartoftheliteratureresourceacquisitionprocessin
universitylibrariesinChina．However,manyofthebookrecommendationsystemsusedinuniversitylibraries
currentlyhaveproblemssuchassimplerecommendationfunctions,lackofoneＧstoprecommendationand
processing,delayedinformationfeedback,andmissingdatamanagement．TakingtheQiushiBookRecomＧ
mendationPlatformof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thisarticleproposesafulllink,oneＧ
stop,andintelligentrecommendationservicemodelthatintegratesmultiplerecommendationchannelsand
supportstherecommendationanduseofmultipletypesofresources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book
recommendationworkinotheruniversitylibraries．

Keywords:ReaderRecommendation;BookRecommendationSystems;UniversityLibrary;Platfo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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