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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到来，人们以新的技术和视角看待数据。图书馆如何应用现有数据，挖掘

和提炼数据价值，已成为行业关注热点。本文以厦门大学图书馆针对用户数据进行统计挖掘，

通过可视化的方法进行展现为例，介绍了厦门大学图书馆“圕·成长”项目的设计思路、实

施过程和项目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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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据统计和数据挖掘技术已经应用在图书馆用户需求分析[1]、个性化服务推荐[2]、读者

忠诚度提升[3]、期刊管理[4]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概念的普及，人们对于数据的价值以

及数据的应用都有了新的认识。大数据给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影响和挑战，同时也给图书馆的

服务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5] 。如何唤醒沉睡在图书馆系统中的用户数据，提炼它们

的价值，已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 

互联网公司对于用户数据的挖掘分析与包装营销给予图书馆新的启发[6]。上海图书馆

2013 年春节推出了个人年度阅读账单，是一份基于读者上一年借阅记录的回顾总结。厦门

大学图书馆 2013 年毕业季，为毕业生送上了一份独特的毕业礼物：“圕·时光”网站，收集

整理毕业生的借阅历史、入馆记录、论文题目等个人数据，用清新文艺的图文讲述毕业生的

图书馆故事[7]。 

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图书馆学习、娱乐、志愿服务，

在书香陪伴下成长。图书馆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数据，如学生的借阅记录，到馆记录，座位使

用记录，自助文印记录等等。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圕·成长”项目，对图书馆各系统中的用

户数据进行了清理、关联、统计、挖掘，进行精心设计和包装，以信息图表的形式呈现给用

户，使之成为一份读者的数字档案，记录他们成长的轨迹。 

二、 “圕·成长”设计思路 

“圕·成长”以在校学生为受众对象，在学年初发布，目的在于通过数据进行总结和梳

理，让学生看到过去一年自己的到馆次数，借阅册次、自习时间以及其它服务的使用情况。

通过数据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了解全校用户的整体情况，更好地引导学生认识到图书馆对

个人的影响和作用，并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推荐图书馆的特色服务，让学生在未来更好地使

用图书馆，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1．用户数据统计与展示  

 用户个人数据来自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门禁系统、座位管理系统、自助文印系统。主要

数据包括用户上一学年的借阅总量、入馆总数、自习时间、超期滞纳金、自助文印使用量等；

以个人数据为基础，按照专业、年级、学院的借阅平均数、入馆平均数、自习平均数进行排

名。 

在图表展示中，笔者将用户个人数据与同专业、同年级中排名第一的用户数据以及平均

数据进行横向对比，这样用户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与第一名的差距，以及自己在同专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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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同学中所处的位置。排名靠前，是对用户过去一年努力的肯定。排名靠后，则是善意的

提醒，激励他们以年级平均和年级第一作为目标，在新学年能够多来图书馆，多阅读，在下

一年的成长账单中“刷”数据。 

此外，笔者针对图书馆系统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统计，生成热门图书列表。其中既有基于

上一年度流通记录统计的年度热门图书，也有基于全部历史记录统计出的按专业、按年级的

热门图书。系统通过判别读者专业年级信息，将其所借图书与热门图书进行比较，如果热门

图书不在其借阅历史记录中，则将这些热门图书推荐给用户；同时结合用户数据分析，推荐

图书馆的相关服务。比如对于超期滞纳金较多的用户，推荐图书馆的邮件、短信超期提醒服

务；对于预约图书较多的用户，推荐电子图书的服务；对于入馆和自习较多的用户推荐图书

馆的书包柜服务等等。 

考虑到项目推出后，可能有大一、研一的新生带着好奇心访问，而此类用户并无上一学

年统计数据，在登录后，系统将为其推荐新生需要的各种攻略指南，比如如何使用厦门大学

的学生邮箱，如何找书，座位系统的使用，二维码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等等。 

2. 排行榜单的设计 

 笔者在统计用户个人数据时，分别对各项数据进行了排序处理，由此得出各项数据的用

户排行，将最能反映用户与图书馆亲密程度的借阅量、入馆次数、自习时间这三项数据生成

榜单，前五名用户分别赋予“书神”、“馆主”、“学霸”称号，既是对获此名号的用户的褒奖，

也能激发其它用户设立更高的目标。除了个人排名，还以学院为单位进行了数据统计，计算

出各学院同学在借阅量、入馆次数、自习时间三项指标的平均值，由此生成学院 PK 榜——

通过此榜单可以看出全校哪个学院的学生最爱阅读，哪个学院的学生最爱来图书馆，哪个学

院的学生自习时间最长。 

三、 “圕·成长”项目的实现 

1. 数据整理 

 从原始数据到项目可用的最终数据须经过数据提取、数据清理、数据统计三阶段。 

  （1）数据提取 

原始数据散存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门禁系统、座位管理系统、自助文印系统的 Oracle

和 SQL Server 数据库中。因项目反映的是学生用户上一学年的数据，所以笔者以学号作为

用户唯一身份标识，以 2013 年 9 月 1 日到 2014 年 8 月 30 日作为时间区间，从各系统的相

关表中抽取可用字段值，保存至临时库中。首先通过自动化系统的用户表，将所有有效的在

校生的信息抽取出来，再以此用户数据为基础，抽取其它系统中的相关记录。如从自动化系

统中抽取出相关借阅历史记录，从门禁系统中抽取入馆日志记录，从座位系统中抽取选座离

座记录，从自助文印系统中抽取历史使用记录等。 

（2）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主要以处理无效数据和重复数据为主，例如门禁系统中的记录是以用户单次入

馆记录的，为了统计需要，我们需要将用户同一天多次入馆记录合并成一条记录。座位系统

中以用户选座和离座的时间点作为日志记录，为了计算用户在座时间，须将日志记录中独立

的选座记录和离座记录对应，用离座时间减去选座时间，得出用户单次在座时长。 

（3）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的工作主要通过 SQL 的聚集函数和 Excel 的数据透视表功能，分别统计用户

的借阅总量、入馆总数、自习时间、常用座位、常去的阅览室、超期滞纳金、自助文印使用

量。按照学生类型、专业、年级、学院三个维度对用户进行分组，计算平均值，并得出每个

分组中的借阅量、入馆次数、自习时间的排行。  

2. 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由后端开发与前端实现两部分组成。 



（1）后端开发 

因项目主要以数据展示为主，所以后端开发的主要工作是数据库建表，装载各类前期统

计数据，页面数据读取。系统交互的程序主要是用户登录和用户留言，在用户登录时生成一

个随机字符串作为分享时使用的 URL 参数，也方便了后续的使用统计。 

（2）前端开发 

前端开发的任务是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及响应式页面的实现。结合项目特点，美工设计采

用了清新简约的风格，使用四种色彩作为主要设计配色，代表了大学四年，亦代表项目中四

项主题数据：我爱阅读、爱馆如家、专属领地、圕的推荐。考虑到用户通过微博微信分享后

的受众主要使用移动终端浏览，因此项目采用响应式页面设计，保证移动端的访问体验。笔

者选择成熟流行的前端开发框架 Bootstrap，配合页面美工设计，实现基本的页面布局和展

示效果。项目的数据展示部分采用开源的前端数据可视化库 ECharts，根据展示内容构建相

应的图形样式，如借阅数据通过柱状图展示，自习时间曲线通过面积图展示。图样如图 1

至图 5。 

 

图 1 项目 LOGO 

 

 

图 2 借阅数据展示图样 

 



 

图 3 门禁数据展示图样 

 

 

图 4 座位系统数据展示图样 

 



 

图 5 个性化推荐图样 

 

3. 宣传推广 

项目完成后，通过多渠道跨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官方网站以及微博、

微信平台进行营销。笔者在微博开启了“圕·成长”、“院系 PK”相关话题，用户可将自己

的数据展示页面分享，也可对院系 PK 榜单进行评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笔者通过微信

平台推送了六条图文消息，阅读量总计达 10912 次，而用户在微信朋友圈的分享，亦吸引了

大量相关用户登录。此外，为鼓励用户登录与分享，笔者设计了奖励幸运用户的活动，逢整

百的登录用户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图书馆纪念礼品。通过以上营销手段，有效地增加了系统使

用率，扩大了项目影响力。 

4. 效果评估 

截止到 2015 年 4 月 13 日，已有 4999 位同学登录查看过个人的“圕·成长”账单，微

博分享 229 次，相关话题阅读量高达 85.2 万；通过微博、微信分享链回的总访问量 17666

次；总浏览量 33526 次，单用户平均访问次数为 3.173 次。新华网[8]和厦门晚报[9]就此项目

专门采访项目组成员及榜单达人，进行了深度报道。 

四、 结语 

“圕·成长”项目尝试使用数据统计、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的方法，将读者数据以全

新形式呈现给读者，使这份数据账单成为读者成长的印记，成为图书馆送给读者的一份礼物。

项目本身也拓展为一次图书馆服务的推广营销活动。未来，笔者将应用新的技术手段，针对

用户数据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挖掘，如分析用户的阅读兴趣、专业特长、学习周期等，并通过

用户每年数据的纵向对比，更好地反映用户的成长历程，同时为图书馆的馆藏采选策略、读

者服务模式、空间规划设计等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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