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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图书推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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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a.图书馆;b.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摘 要:个性化推荐服务是高校智慧图书馆的建设重点,基于此,提出了图书推荐系统整体架构.首先从读者

的属性、行为、兴趣等标签维度构建用户画像模型,其次考虑读者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化的特点,将读者按照不同的身

份类型划分,再结合基于协同过滤、内容及属性相似度的混合推荐算法进行图书推荐.最后,通过 Hadoop大数据平

台向目标读者推荐TOP-N图书,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该架构模型的图书推荐系统的推荐准确度高,并且有效缓解了

推荐系统的冷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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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图书馆的馆藏纸本文献、期刊数据库、特色数据库等多样、异构资源的持续建设发展,资源的规

模、体量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丰富的资源为读者学习、科研、生活提供了极大辅助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信
息过载”的问题,读者从海量资源中找到与其兴趣匹配的、高质量的资源变得十分困难.以OPAC系统为例,
读者通过书名、主题、关键词等条件进行检索,并从中选择感兴趣的图书.这种主动式服务的前提条件是读者

有明确的检索需求,然而更多时候,读者并没有明确的需求,或是缺乏良好的检索技能,从而更倾向于被动式

的个性化服务,希望系统“智慧地”向读者推荐、呈现有可能感兴趣的优质资源,如此,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

更见成效,同时提升了读者的服务体验.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提供智慧服务,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根本宗

旨,个性化推荐系统作为典型的智慧服务应用之一,已成为图书馆领域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然而真正实施技

术研发并成功落地的案例并不多,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热门图书”或 “阅读清单”这种无差异化的、宽泛的

阅读推荐模式[1].事实上,推荐系统的理念、算法用于精准营销、个性推荐、广告投放等场景,在电子商务

(Amazon、京东、淘宝等)、影音网站(爱奇艺、网易云音乐)、社交网站(微博、豆瓣、今日头条等)领域均有广泛

的应用.

1 相关研究

1.1 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Persona)最早由交互之父AlanCooper于1998年提出,他表示用户画像是“基于用户真实

数据的虚拟代表”[2].用户画像是在用户真实数据的基础上,用来勾勒用户特征,描述用户兴趣、需求的重要

技术手段,能够全面细致地刻画用户的信息全貌,从而为向用户实施精准营销、个性化推荐服务奠定基础.换
言之,用户画像的核心工作是为用户“打标签”.标签具有3个主要特征:(1)语义化,让人快速理解每个标签

的含义;(2)短文本,每个标签通常只表示一种含义;(3)动态性,用户的兴趣偏好随时间推移、情境改变而变

化,用户画像模型也随之需要动态修正和调整.
用户画像在图书馆学界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汪强兵等[3]通过利用在移动端的用户手势行为数据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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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权重,挖掘用户阅读兴趣,由此构建用户兴趣画像.韩梅花等[4]根据抑郁情感词典分析微博文本,计算抑郁

情感指数,获取用户画像,进而推送阅读治疗资源.王顺箐[5]以读者需求为核心,在数据采集基础上构建用户

画像,构建智慧阅读推荐系统,提高阅读推广的成功率.胡媛等[6]基于读者用户画像,构建图书馆知识发现服

务模型,实现图书馆的个性化、精准化知识服务,提升读者服务体验.刘海鸥等[7]构建融合情境、内容偏好、互
动、会话等多维标签的用户画像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情境化推荐方法,为读者精准推荐个性化知识服务.
以上研究表明推荐系统引入用户画像从理论和技术角度来说都是可行的.
1.2 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的经典算法有两种: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Filtering,CF)算法和基于内容(ContentBased,

CB)的推荐算法,其中CF算法又分为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UserCF)算法、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ItemCF)
算法,CF算法原理是推荐与用户有相似兴趣的邻居用户喜欢的其他Top-N物品或是推荐与用户喜欢的物

品相似的其他Top-N物品.CF算法能够向用户推荐丰富的长尾物品,激发用户潜在的兴趣.与此同时,容易

面临数据稀疏的问题,该问题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格外突出.高校图书馆的馆藏纸本书副本少,读者想借的书

可能被他人借阅,造成不同读者之间借阅同一本书的共现数据稀疏,此外读者不太热衷于对图书的评分、评
论,造成评分数据也同样稀疏.CB算法原理是构造物品特征,推荐与用户喜欢的物品特征相似的其他Top-N
物品,物品特征的表现方式可以是结构化的属性或非结构化的标签、关键词.CB算法更适用于这种非结构化

的新闻、文献等文本资源推荐,通过中文分词、TF/IDF算法、LDA模型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挖掘读者的兴

趣关键词及权重,构造读者兴趣空间向量模型.推荐系统的冷启动问题在推荐领域中普遍存在,包括用户冷

启动、物品冷启动两个层面,起因是新用户或新物品没有相关历史行为数据,造成无法为新用户推荐物品或

将新物品推荐给用户.综上所述,任何一种推荐算法都有各自优缺点及适用场景,表1做了全面的归纳总结.
表1 不同推荐算法的特点及适用场景

Tab.1 Characteristicsandapplicablescenariosofdifferentrecommendationalgorithms

算法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UserCF 长尾物品丰富 可解释性弱;存在用户和物品冷启动问题 用户数远少于物品数,如新闻网站、图书推荐

ItemCF 长尾物品丰富 可解释性弱;存在用户和物品冷启动问题 用户数远大于物品数,如购物网站、影音网站

CB

 

可解释性强,能解决物品

冷启动问题

属性特征不易提取;用户标注标签工作量巨

大;存在用户冷启动问题

文本资源推荐,如新闻、博客、电子文献数据

库,社会化标签网站,如豆瓣网、网易云音乐

  图书馆学界关于推荐系统的研究有:常有学等[1]基于Spark大数据计算技术实现高效率、高准确度的图

书推荐,提高用户体验.邓志文等[8]通过社交网提取用户候选兴趣标签,结合用户-物品、物品-标签关系模型,
运用朴素贝叶斯算法为用户推送信息.尹婷婷等[9]在深度学习视角下提出了以读者用户兴趣值为基础的图

书馆馆藏资源推荐模型,分别从数据关联、情景分析和协同过滤技术方面进行探讨,为资源精准推荐提供参

考.王仲钰等[10]采用协同过滤算法、关联算法,从用户相似性和书籍关联性两个角度探索图书推荐服务策略.
王连喜[11]通过挖掘用户的兴趣特征及隐含的需求模式,研究UserCF,CB和基于标签多种推荐方法,实现用

户与图书相互关联的个性化图书推荐服务.以上学者均将推荐算法成功应用于图书推荐服务,但都是基于有

评分数据的公开数据集或用户打的标签数据进行建模,没有考虑图书馆评分、标签稀疏的现实情况.李澎林

等[12]提出基于读者兴趣度与类型因子算法,建立读者兴趣度模型,解决了评分及借阅关系稀疏的问题,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但是选取的读者兴趣特征粒度较粗,且没有考虑读者下载行为因素.笔者结合中国矿业大学

实际情况,当前在校师生人数(约7万)远少于图书种类数(约67万),如果采用ItemCF算法,(67万)2 的物

品高维矩阵在内存空间、计算复杂度上过高,因此更适合用UserCF算法.此外,为解决推荐系统中的冷启动

问题,笔者综合采用了CB算法、属性相似度算法.

2 用户画像构建

2.1 标签分类

标签按照产生和计算方式不同可分为属性标签、统计标签、算法标签3种类型,属性标签是对实体基本

性质的刻画,如性别、年龄、专业;统计标签是特定场景下,维度和度量的组合,如某个读者月均借阅、下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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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频次;算法标签是不能直接获取的,需要通过数据挖掘或计算推理得到,如读者对不同图书类别的偏好

程度或感兴趣的主题.
2.2 标签维度

本文从用户、图书两个层面建立标签,并构建画像,数据来源于图书馆OPAC系统以及豆瓣读书的评分

数据.用户标签从用户属性标签、用户行为、用户兴趣3个维度构建.1)用户属性标签,是对用户属性的描述.
包括性别、年龄、专业、身份类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师)、是否为新读者等基本属性.2)用户行为标

签,是对用户活跃程度的描述.包括读者学年内月均纸质书借阅频次、电子书下载频次、续借频次及活跃度,
其中活跃度是对前3种频次数值Sum求和,根据阈值判定结果,如当Sum⩾10时为高,当5⩽Sum<10时

为中,当Sum<5时为低.3)用户兴趣标签,是对用户图书类别偏好的描述.豆瓣网站在用户注册账号时,会让

用户选择关于电影、书籍的风格喜好,以此作为用户的兴趣标签.图书馆OPAC系统没有类似功能,可以从

用户学年内纸本书借阅、电子书下载的历史行为数据中分析挖掘.图书标签从图书属性、图书类型两个维度

构建.1)属性标签.包括图书ID、书名、ISBN号、作者、是否为新书(近3个月上架图书)等.2)图书类型标签,
对应图书的中图法二级分类号.用户、图书标签体系见表2和表3,图1是某读者的用户画像示例.

表2 用户标签维度表

Tab.2 Userlabeldimensionstable

标签名称 标签主题 标签说明 标签类型

UserID 用户属性 读者ID 属性

Name 用户属性 姓名 属性

Sex 用户属性 性别 属性

Age 用户属性 年龄 属性

Identity 用户属性 身份类型 属性

Grade 用户属性 年级 属性

Level 用户属性 职称 属性

标签名称 标签主题 标签说明 标签类型

College 用户属性 学院/单位 属性

NewReader 用户属性 是否为新读者 统计

Render 用户行为 月均借阅次数 统计

Download 用户行为 月均下载次数 统计

Renewal 用户行为 月均续借次数 统计

Activity 用户行为 活跃度 算法

Interest 用户兴趣 图书类别偏好 算法

表3 图书标签维度表

Tab.3 Booklabeldimensiontable

标签名 标签主题 标签说明 标签类型

BookID 图书属性 图书ID 属性

Name 图书属性 名称 属性

ISBN 图书属性 ISBN号 属性

Author 图书属性 作者 属性

标签名 标签主题 标签说明 标签类型

Score 图书属性 豆瓣评分 属性

NewBook 图书属性 是否为新书 统计

Type 图书类型 中图法分类号 属性

3 混合推荐算法

3.1 划分读者类型

不同身份类型的读者由于学历

背景、认知能力有所区别,他们感兴

趣的书籍是有差异性的,如本科生

倾向与课程相关的参考工具书,研
究生倾向与某个研究主题相关的学

术性书籍,教师倾向与有关学科前

沿的书籍.基于此,本文首先将读者

按以上3种身份类型进行划分,其

次再结合混合推荐算法进行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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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UserCF算法

3.2.1 特征构造与K近邻搜寻

《中图法》目前出版第五版,中图书分类号是一种树状结构,其中大类22种,往下逐层扩展,分类号格式

上由字母、数字、小数点等构成,如TP391属于第五级分类,对应分类名信息处理,TP391.1属于TP391的子

类,对应分类名文字信息处理.为解决读者之间借阅共现数据稀疏的问题,本文使用读者学年内对不同分类

纸质图书的借阅(含续借)频次及电子书的下载频次之和作为读者的兴趣向量特征,分类层级选取的粒度太

粗体现不出读者喜好图书的类别,太细导致维度过大,计算耗时长,权衡考虑,本文选取粒度为二级层级,总
计222种小类.

假定读者的兴趣特征向量U=(u1,u2,…,un),首先利用离差标准化(Min-Max)方法对特征做归一化

处理,接着采用余弦相似公式计算读者之间的相似度,

sim(u,v)=cos(u,v)=
∑

n

i=1
ui×vi

∑
n

i=1
(ui)

2 × ∑
n

i=1
(vi)

2
.

  不同读者间相似度矩阵如表4所示.最后从中可以搜寻与读者相似度最大的K 个近邻读者集合,用Uk

表示,
表4 不同读者间相似度矩阵(3个读者为例)

Tab.4 Similaritymatrixofdifferentreaders(threereadersasanexample)

U1 U2 U3

U1 1 cos(U1,U2) cos(U1,U3)

U1 U2 U3

U2 cos(U1,U2) 1 cos(U2,U3)

U1 U2 U3

U3 cos(U1,U3) cos(U2,U2) 1

3.2.2 兴趣度计算

UserCF算法需要结合邻居用户对某物品的评分,预测用户对该物品的评分.该评分作为用户的显式反

馈(点赞、喜欢/不喜欢或打分),反映了用户对某物品的兴趣度.用户-物品评分矩阵R=U×I,行向量表示某

用户的评分集合,列向量表示某物品的被评分集合.然而,高校图书馆缺乏甚至没有读者对图书的评分数据,
借鉴文献[12]的方法,使用借阅持续时间、续借次数,并增加电子书下载频次、豆瓣读书栏目评分作为兴趣度

提取的因子,通过多个因子综合获取读者对图书的兴趣度.
3.2.2.1 借阅时长与续借

读者对某本图书借阅时间越长表明对该该图书越感兴趣,某本图书的借阅时长百分比为:

p=
Ta(u,i)-Tb(u,i)

Tc

,

式中,Ta(u,i)表示读者u归还图书i的时间,Tb(u,i)表示读者借阅图书i的时间,Tc 为图书馆规定的超

期有效期.此外,当读者对图书非常喜欢时,会对图书进行续借,限制续借1次,此时p=5.最后将p 映射成

1~5兴趣度值,公式如下:

pref1(u,i)=

1,0⩽p<0.25,

2,0.25⩽p<0.5,

3,0.5⩽p<0.75,

4,0.75⩽p<1,

5,续借.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3.2.2.2 电子书下载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部门对纸本图书的采购副本量逐渐减少,转化为以电子书为主导资源.以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为例,目前全馆馆藏书籍60余万种,230万余册,基本实现全覆盖数字化.新采购的图书

编目后不久,对纸本图书扫描加工成电子书,同时将电子书嵌入到OPAC系统中,方便读者下载阅读.由于

读者试读电子书后,兴趣度很高才会产生下载行为,所以该因素分值设置相对较高.兴趣度公式如下:

pref2(u,i)=
3,t=0,

4,t=1,

5,t⩾2.

ì

î

í

ï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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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豆瓣评分

以上借阅时长、电子书下载存在不确定因素,譬如读者借阅了某本书,可能忙于学业,没时间还书,造成

有效的借阅时间有偏差,电子书下载可能出现试读时满意,待整本书阅读后却不满意的情况.鉴于此,本文引

入豆瓣评分,豆瓣网中读书栏目中关于图书的星级评分、评论是来自兴趣相投的网友们真实反馈,较为公正、
准确,最终根据算法计算得出综合评分(1~10分),本文将评分除以2,作为图书的评分pref3(u,i).豆瓣网

每本图书的书目、评分信息通过编写python爬虫脚本采集.
最终读者u 对图书i的综合平均兴趣度值pref(u,i)=[pref1(u,i)+pref2(u,i)+pref3(u,i)]/3.

接着使用UserCF算法计算用户u 对图书i的兴趣度pref(u,i),公式如下:

pref(u,i)=
∑v∈uk

pref(v,i)×sim(u,v)

∑v∈uk
sim(u,v)

.

3.2.2.4 时间衰减因子

读者的学习、研究兴趣具有时间效应,会随着时间上下文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如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借

阅《机器学习》入门书,该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可能会借阅《机器学习》进阶书.本文在计算两个用户相似

度时,增加“时间衰减函数”.∝为时间衰减因子,tui,tvi分别为用户u 和v 借阅图书i的时间.

f(|tui-tvi|)=
1

1+∝|tui-tvi|
,

最终用户u 对图书i的兴趣度为

pref(u,i)=
∑v∈uk

pref(v,i)×sim(u,v)

∑v∈uk
sim(u,v)

×
1

1+∝|tui-tvi|
.

3.3 冷启动问题

用户冷启动解决如何为新读者推荐合适图书的问题,新读者类型包括:新入学的学生、新入职的教师以

及尚未借阅过图书的读者;物品冷启动解决如何为新书找到受众读者的问题,图书馆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购置

新书,致力于第一时间向读者推荐新书,从而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
3.3.1 用户冷启动

用户冷启动可以根据用户性别、年龄、年级、职称、学院/单位自然属性计算用户与用户的相似度,将相似

度高的用户借阅图书推荐给目标用户.具体方法是:首先提取所有读者相关属性,作为读者的向量特征,其中

性别离散型属性使用0、1表示,年龄连续型属性采用 Min-Max方法归一成[0,1]数值,年级、职称、学院等离

散型属性可用One-Hot编码表示.接着找出与新读者相似度高的K 个近邻老读者集合.当为新读者推荐旧

书时,采用UserCF算法中计算兴趣度的公式,预测新读者对旧书的兴趣度,评选TOP-N旧书推荐给读者.
当为新读者推荐新书时,获取为老读者推荐的新书集合,进行去重处理后向新读者进行TOP-N推荐.
3.3.2 物品冷启动

物品冷启动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将新书随机性展示,这显然不够个性化,展示的新书很大概率是读者不

喜欢的.采用CB算法可以解决物品冷启动问题,具体方法是:首先为新书构造特征向量,并提取用户兴趣特

征向量,然后计算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将相似度高的新书推荐给目标用户.假定读者的兴趣特征向量U =
(u1,u2,…,un),对应的兴趣权重特征向量U'=(u',u'2,…,u'n),特征u'i 指读者对某种图书类型数目占所

有图书类型总数目的比重,值区间为[0,1],图书的特征向量I=(i1,i2,…,in),特征为判断图书是否属于某

种图书类型,0表示否,1表示是,并赋予读者兴趣权重,赋权后的图书特征向量I'=(i'1,i'2,…,i'n)=
(i1×u'1,i2×u'2,…,in ×u'n).接着对读者兴趣与图书的相似度采用余弦相似度公式计算,公式如下.最后

对相似度进行排序,形成相似度较高的TOP-N新书推荐给读者.

cos(U,I)= ∑U'i×I'i

∑U'2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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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算法流程图

1)旧书推荐算法流程:
步骤1 根据读者登录OPAC系统的ID号,即学工号,识别读者的身份类别;
步骤2 判断读者是否是新读者,即是否曾经借阅、下载过图书,如果是老读者,按照步骤3至步骤5顺

序执行,如果是新用户,按照步骤6、7顺序执行;
步骤3 提取与读者身份类型相同群体的读者-图书类型兴趣向量,计算读者之间相似度,获取相似度

较高的近邻老读者集合;
步骤4 提取读者-图书兴趣度矩阵,根据近邻读者对所借阅书籍的隐式兴趣度,预测目标读者对这些

图书的兴趣度,并进行兴趣度排序;
步骤5 过滤预测兴趣度低及目标读者已借阅过的图书,并向目标读者推荐TOP-N图书列表;
步骤6 提取新读者性别、年龄、年级(学生)、职称(教师)、学院特征属性,并与老读者进行相似度计算;
步骤7 获取与新读者特征向量距离相近的近邻老读者集合,按照步骤4、5顺序执行.
2)新书推荐算法流程:
步骤1 判断读者是否是新用户,如果是老读者,按照步骤2至步骤3顺序执行,如果是新读者,按照步

骤4至步骤6顺序执行;
步骤2 提取目标读者的兴趣特征向量,提取新书的特征向量,计算两者之间相似度,并进行相似度排序;
步骤3 过滤相似度低且目标读者已借阅过的图书,并向目标读者推荐TOP-N图书列表;
步骤4 提取新读者相关特征属性,并与老读者进行相似度计算;
步骤5 获取与新读者特征向量距离相近的近邻老读者集合,获取老读者新书推荐集合;
步骤6 对新书推荐集合进行去重处理,并向目标读者推荐TOP-N图书列表.
具体如图2所示.

00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年



4 推荐系统架构

推荐系统体系架构如图3所示,分为数据层、处理层、逻辑层、表现层.为避免推荐系统数据量庞大造成

性能瓶颈,本文设计的推荐系统体系架构在Hadoop分布式环境下进行部署实现,Hadoop版本选择Cloud-
era公司的集成化的发行版本CDH5.Hadoop是目前流行的针对大规模数据分析的开源分布式系统基础架

构,由提供分布式文件存储(HDFS)和并行计算框架 MapReduce组成,能够以高可靠、高性能、高扩展性的

优势处理海量数据.

1)数据层的元数据来源于OPAC系统(读者、图书、借阅数据)、电子书平台(下载数据)、豆瓣读书评分

数据3个方面,其中豆瓣评分是通过爬虫技术采集并输出至SQLServer数据库.ETL(抽取、转换、装载)是
构建数据仓库关键步骤,实现数据源到目标数据仓库的迁移,并在迁移过程数据完成了必要的数据清洗.具
体做法是:通过Sqoop数据导入/导出工具将各种数据库数据导入到Hive数据仓库,再通过HQL语句实现

数据清洗.数据清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格式不规范的数据,如单词存在空格、数值数据中有字母或

者输成全角数字字符、日期格式不正确,可以通过 HSQL语句修正.②缺失值填充,如读者性别、专业、学院

等信息缺失等,通过编写特定的语句从抽取的数据中过滤出这些数据,然后人工补全再写入数据库.③噪声

数据,指源业务系统没有严格的数据校验造成的数据录入错误,比如日期越界、年龄巨高等.这些噪声数据可

通过正态分布检测、基于模型检测方式检测出异常,并在数据源中进行修正再抽取[9].
2)处理层负责建立用户、图书画像模型,画像数据存储于面向列的、适合大数据实时查询的 HBase分布

式数据库.读者借阅、下载数据以及图书数据会动态更新,用户画像、图书画像也会相应产生变化,因此设定

计时器,每隔24小时更新画像.
3)逻辑层是整个体系架构的核心,综合了 UserCF,CB和属性相似度算法,形成多元化推荐引擎,实现

为新读者与老读者分别推荐新图书与旧图书.推荐引擎基于Mahout实现,Mahout是Hadoop生态圈的一个

开源项目,提供分类、聚类、推荐引擎等机器学习算法,与 MapReduce开发相比,非常简单便捷[13].
4)表现层调用逻辑层的API,为读者提供可视化界面,向其展示推荐的新图书、旧图书.可视化推荐基于

Diango框架实现,Diango是基于Python语言开发的、采用 MVC模式的 Web应用框架,通过Python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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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Mahout的接口返回图书推荐列表,接着根据列表中的图书ID,读取Hbase数据库中的图书信息,并向

读者展示推荐结果.

5 实验论证

在本文的实验中,提取2018-2019学年师生读者的纸本书借阅数据以及电子书下载数据,其中读者

73978人,图书671095种,借阅数据量268145条,下载数据量38212条.在建立用户画像模型和推荐系统

模型后,利用读者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选取30名读者做TOP-10图书推荐,并对推荐结果做问卷评估,最
后针对不同的K 值,使用精确率(Precision,P)和平均绝对误差(MAE)评估推荐结果的准确度.精确率和平

均绝对误差定义、计算公式如下:
精确率,表示正确预测(TP)用户喜欢的图书在所有预测(TP+FP)用户喜欢的图书中所占比例,

P=
TP

TP +FP
.

  平均绝对误差,表示预测评分值和真实评分值之间的差值取绝对值再求和之后的平均值,

MAE=
∑

m

i=1
|yi-y'i|

m .

  实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当K⩽20时,精确率逐渐提升,平均绝对误差逐渐降低;当K>20时,
精确率逐渐降低,平均绝对误差逐渐平稳.因此K=20时,精确率和平均绝对误差是最优化的.

表5 图书推荐准确度评价指标值

Tab.5 Evaluationindexvaluesofbookrecommendationaccuracy

K 5 10 15 20 25 30

精确率 67.2% 71% 73% 76.3% 74.7% 73.8%

平均绝对误差 1.39 1.1 0.92 0.8 0.78 0.77

6 结 语

用户画像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产物,在电子商务领域已经成功应用于精准营销、广告投放,本文将用户画

像应用于图书推荐服务,通过对读者的基本特征、行为、兴趣进行精准刻画,洞悉掌握读者的用户特征及需

求.在此基础上,采用混合推荐算法,实现向读者进行个性化、精准化的图书推荐.未来将从以下3个方面进

行探索、优化:1)高校图书馆拥有庞大丰富的资源,如论文数据库、学术视频库、特色资源库等,研究如何将各

种资源融合,形成图书馆本地化的知识发现系统,并为读者推荐多样化的资源;2)高校学者作为推动学校学

科发展的中坚力量,更希望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匹配的、高品质的图书,而不追求推荐效果的多样化,可以将研

究主题作为学者的兴趣特征,通过聚类算法,构建不同学科学者的群体用户画像[2],从而为其推荐适配的优

质图书资源;3)针对高活跃度学者用户,通过学科馆员介入,对图书推荐资源进行人工干预提取,通过邮箱主

动推送,巩固并维持用户活跃度;针对活跃度为中或低的学者用户,通过关联推荐算法拓展图书推荐资源,激
发并提高用户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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