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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与图书馆的领域动向

张嘉宁袁 宋西贵

（山东大学 图书馆，济南 250100）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ChatGPT 包括升级版 GPT-4、GPT-4 Turbo 以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解决了人机交互对等响应难题，

使传统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迭代，回归知识服务本位成为可能。[方法 / 过程]文章依据计算机时代图书馆的命运逻辑，通过

回溯、对比方法揭示传统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困境以及 ChatGPT 之于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内生性成长价值。ChatGPT 视域下图书

馆业务呈现为新的镜像：智能检索以超强的辐射能力覆盖所有传统服务项目，信息咨询、学科服务、阅读推广的重心将发生

蔟性位移，边际趋于模糊。ChatGPT 先在的版权风险以及继发深层机构版权风险，观点剽窃、内容模拟，数据暴露等，促使

社会通过立法，第三方监管、局域网隔离确保安全。[结果 / 结论]ChatGPT 将引起图书馆传统服务方式历史性的迁移与重组，

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图书馆走向生命临界，反而使图书馆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回归知识服务本位成为可能。机构合并、人员精简、

队伍重建难以避免，但过程可能是温和的、不易察觉的。图书馆的评价标准由借阅量、点击量、浏览量向教学、科研参与的

深度、绩效转变。知识服务由泛在、混沌一变而为清醒、自觉。数字图书、电子阅读的威胁大幅缩减，图书馆更容易在社会

历史构成中确认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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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2022 年 11 月推出

的对话式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已引发世界范围内非特

定行业和领域的震动遥 ChatGPT 以优化的自然语言模

型为基础袁 为用户提供即时尧 定制化回复袁 用户以通

用语言发出指令或提出问题袁 即可实现人机互动袁 完

成信息检索尧 文本提炼尧 文案撰写尧 文艺创作尧 多语

言翻译尧 代码编辑等遥 作为人工反馈强化学习模型

渊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袁 RLHF冤袁
ChatGPT 已拥有自我纠错尧 正误判别尧 拒绝不合理内

容等功能遥 高自我拓展能力袁 逼近人类信息解读输出

的极限袁 是人类信息解读输出的飞跃遥 图书馆是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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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查询尧 知识服务为主的机构袁 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面

对 ChatGPT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遥 本文重点关注强人工智

能时代图书馆的领域动向袁 探讨图书馆运用 ChatGPT 类

人工智能技术降低风险尧 实现行业腾飞的路径遥

2 技术集成尧 超场景思维与人工智能

的飞跃

ChatGPT 全 称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

former袁 即生成式尧 预训练转换模型袁 为人工智能技术

突破性成果遥 ChatGPT 以 GPT-3.5 为内核袁 集 21 世纪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数据之大成袁 使用了近 3 000 亿单

词尧 1 750 亿参数的语料袁 强大智能与数量庞大尧 类型

多样尧 分布合理的语料存在密切关联遥 作为商业秘密袁
OpenAI 并没有公布 ChatGPT 构建过程中的语料细节袁
但根据已披露的信息袁 结合其他大型语言模型的数据

使用状况袁 专家推测主要使用了维基百科尧 书籍尧 期

刊等 6 种数字化资料[1]遥
主体来自互联网的语料存在不同程度的杂质袁 需

要进行数据清洗袁 过滤低质量页面以及页面相似性去

重等遥 高阶位语料对 ChatGPT 精准尧 可控袁 理解尧 生

成能力构成基座式影响遥
GPT-3.5 首先在海量预处理数据基础上展开无监督

预训练袁 培养模型对人类一般语言习惯尧 语法规则的

认知遥 但无监督预训练不能保证模型对人类具体的提

示或请求做出恰当回应袁 在这种情况下袁 人类反馈强

化学习模式开始承担重要使命遥 正是人类反馈强化学

习模式让 GPT-3.5 拥有了根据已知训练解决未知问题

的能力遥
GPT-3.5 强化学习过程分为 3 步院 ①微调基础模型

渊SFT冤遥 汇聚 OpenAI 测试用户问题以及专业人员拟写

的指令袁 构成问题集袁 在问题集中随机选择提示

渊Prompt冤袁 由技术人员编制答案 渊Answer冤袁 以范例激

发基础模型响应能力遥 ②构建奖励模型 渊RM冤遥 随机

选择提示袁 由基础模型生成若干答案袁 技术人员对每

一个提示所生成的答案按照人类预期进行排序袁 组成

野提示 渊Prompt冤 要答案 渊Answer冤冶 序列袁 建立奖励

模型遥 ③以奖励模型为构架优化基础模型遥 随机选取

提示袁 由基础模型给出回复袁 奖励模型做出奖惩袁 推

动模型拟合人类偏好遥 如此反复袁 直至形成稳定尧 可

靠输出遥
ChatGPT 问世以来袁 先后经历过两次技术跃进遥

2023 年 3 月 15 日进阶版 GPT-4 发布遥 与 ChatGPT 不

同袁 量级差异诸如可支持的文本长度尧 回复效能尧 速

率限制提升之外袁 最大的跳跃莫过于超越单一文本状

态的多模态机制袁 GPT-4 野能够接受图像和文本输入并

输出文本袁 通过 API 接口还能处理图像尧 音频尧 视频

等多元异构信息冶 [2]袁 这意味着 GPT-4 可以 野应对更加

复杂丰富的环境尧 场景和任务冶 [3]遥 与 ChatGPT 相似袁
GPT-4 在向世界展示更多可能性的同时袁 因技术嵌入

路径不明袁 陷入商业化迷局遥 这一局面因 GPT-4 Turbo

渊GPTs冤 的出现袁 而被彻底改写遥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袁
OpenAI 对强人工智能的市场化有着必要的技术储备遥
GPT-4 Turbo 的时代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可支持

的文本长度由 GPT-4 初期的 8 192 个 token 跃升为 12.8

万个 token袁 相当于 300 页标准纸张的容量曰 通过访问

seed 参数和 system_fingerprint 响应字段可使 野模型对

每次请求都给出确定性的输出冶曰 语料库截止日期由

2021 年 9 月前行至 2023 年 4 月曰 复合多模态交互袁 文

生图 DALL窑E 3尧 具有视觉输入能力的 GPT-4 Trubo尧
声音合成模型 渊TTS冤 等曰 Token 速率限制大幅扩容遥
其中最具震撼性的迈进在于无需编程袁 个人借助自然

语言即可构建根植于自我知识库的 GPT袁 上传 GPT

Store 后据关切度获取分成遥 OpenAI 在事关公司生死存

亡的关键问题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遥 以下即以 ChatGPT

指代从 ChatGPT 到 GPT-4 Trubo 的强人工智能技术进

步链遥
图灵奖得主 LeCun 表示院 野ChatGPT 不算技术创

新袁 只是组合得很好罢了冶 [4]遥 从表象上看袁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尧 大语言模型预训练尧 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模

式袁 均非 OpenAI 独创袁 然而多种既成技术的非线性叠

加使 OpenAI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能力 渊Emergent

Ability冤 不期而遇袁 并最终矗立于 野大语言模型的技

术先驱冶 位置[5]遥 ChatGPT 基于 Transformer 自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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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决长距离文本依赖尧 并行化计算问题袁 单向自

回归模式突现文本生成能力袁 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算法

让机器拥有惊人的泛化尧 迁移能力遥 尽管 ChatGPT 不

断提醒院 我并不像人类一样具有情感和意识遥 我的工作

仅仅是基于规则和统计学习的模式匹配和生成袁 而不是

具有真正的理解和思考能力遥 但当人类的任何提示或请

求都能得到近乎完美响应的时候袁 继续讨论 ChatGPT 是

否拥有人类的情感尧 思维袁 已经不再具有多少意义遥
科技发展史表明袁 人工智能技术在经历了早期浪

漫主义的寒冬之后袁 最终在场景化应用中找到了与现

实对接的窗口袁 继机器制造业袁 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为

专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用户尧 市场尧 利

润回馈遥 与 OpenAI 相比袁 Google尧 微软等互联网巨头

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更具前锋色彩袁 但 Google尧 微软

的实用思维让他们更多的瞩目于人工智能的具体场景袁
而无任何传统实业支撑的 OpenAI 由此获得了在技术临

界实现人工智能通用梦想的契机遥 Google尧 微软与

OpenAI 不同的思维以及各自的短长尧 优劣袁 正在以绝

妙的方式诠释着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迷踪遥 在人工智

能第一个轮回的较量中袁 OpenAI 无可争议的胜出袁 胜

出的关键原因就是通用遥 但捷足先登的 ChatGPT 也面

临着极大的挑战要要要单向自回归模式无法保证回复是

可靠的袁 而 Google 的 Bard 以及其它互联网巨头正在

建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袁 在这点上存在着明显的优势袁
这曾经引发业界的普遍忧虑遥 GPT-4 Trubo 的出现袁 瞬

间消除了人们所有的疑虑遥 出乎多数专家的预料袁 在

后续的技术落地过程中袁 OpenAI 继续领先遥

3 ChatGPT与图书情报工作研究概况

ChatGPT 面世仅一年袁 一方面不断迭代的 GPT 还

在提供各种令人眩惑的可能曰 另一方面袁 更多的机构尧
人员还处于对 ChatGPT 已知尧 未知能力的验证中袁 所

以行业应用除微软等互联网巨头外袁 并未展开遥 国内

外关于 ChatGPT 之于图书馆业务的研究袁 仅限于数量

有限的篇章遥
ADETAYO 指出 ChatGPT 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代

替图书馆人工服务袁 作为虚拟助理提供网站导览尧 参

考咨询尧 写作指导尧 热点推送尧 图书编目等遥 但也带

来了人员裁减尧 虚假信息尧 错误答案以及理解能力局

限等问题[6]曰 PANDA 和 KAUR 在 ChatGPT 和传统图书

馆问答机器人之间展开比较袁 指出由于在可拓展性尧
成本效益袁 信息收集尧 分析能力方面的优势袁 ChatGPT

将成为未来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7]曰 LUND

和 WANG 认为 ChatGPT 可以有效提升图书馆文献检

索尧 参考咨询尧 编目尧 元数据生成及内容创作服务能

力袁 但隐私问题尧 信息偏见也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8]遥
FERNANDEZ 总结了大型深度学习模型 ChatGPT 的关

键特点要要要注意力机制尧 位置编码袁 通过提问测试

ChatGPT 在阅读推广等实际应用场景的能力[9]遥
国内研究领域袁 郭亚军等指出 ChatGPT 催生图书馆

智慧服务的 野4T 特征冶 即 Translation 渊交互性语言翻

译冤尧 Transformation 渊个性化场景转移冤尧 Transmission

渊立体式信息传播冤尧 Treatment 渊即时型任务处理冤袁 在

新型人工智能时代袁 图书馆需要从技术路径尧 资源路

径尧 人才路径尧 管理路径入手提升服务效能袁 加速推

进智慧图书馆建设 [10]曰 储节旺等探讨了人工智能

渊AIGC冤 技术演化过程及其与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历史

渊源袁 指出 AIGC 对图书馆信息检索尧 知识组织尧 参

考咨询尧 特殊群体服务尧 阅读推广尧 用户培训等的现

实意义[11]曰 李书宁和刘一鸣从可用性 渊Helpful冤尧 可信

性 渊Honest冤尧 无害性 渊Harmless冤 角度评估了 ChatGPT

的应用前景袁 认为 ChatGPT 对图书馆服务效率提升尧
馆员成长尧 智能咨询系统建设尧 知识服务深入和检索

系统体验改善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袁 但图书馆资源组织尧
信息素养教育尧 队伍建设等工作也因此会受到冲击[12]曰
张智雄等从机器学习尧 深度学习尧 无监管预训练方面

提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性发展对

文献情报工作的启示袁 并从数据组织方式尧 知识服务模

式尧 情报分析方法尧 文献使用方式尧 文献情报队伍建设

要求以及文献情报工作重点 6 个方面分析了 ChatGPT 对

文献情报工作的推动作用[13]曰 赵瑞雪等结合 ChatGPT

的发展历史和技术特点袁 论证了 ChatGPT 在信息安全尧
知识产权尧 学术道德方面的风险袁 指出图书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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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应该根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袁 积极构建

独立自主的本地化知识服务体系[14]遥
相较于学术研究袁 行业反馈更加猛厉遥 谷歌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推出对标产品聊天机器人 野Bard冶袁 百

度在同年 3 月发布 野文心一言冶遥 与传统的人工智能不

同袁 ChatGPT 打破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壁垒袁 形成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场下沉袁 在面向英语世界推出

一个月的时间里袁 获得了超一亿的用户袁 成为互联网

时代活跃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遥 当然袁 迄今为止

ChatGPT 用户仍以普通网民为主袁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袁
会有大量机构接入袁 强大的信息检索尧 语言组织尧 逻

辑推理尧 文本归纳能力袁 决定了它在众多行业尧 领域

的应用前景遥

4 计算机时代图书馆的命运以及强人

工智能 ChatGPT的激发效应

计算机时代图书馆的命运袁 早在 20 个世纪七八十

年代已经进入学界视野遥 美国图书情报专家兰开斯特

渊LANCASTER冤 在 叶走向无纸信息社会曳 渊1978 年冤
一文中断言院 野我们正在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

社会冶遥 几年后他再次警告袁 未来的 野图书馆主要是处

理机读文献资源袁 读者几乎没有必要再去图书馆冶
野再过 20 年袁 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冶 [15]遥 无独

有偶袁 2011 年 1 月 2 日袁 叶美国高等教育纪元报曳 刊

出阿尔弗雷德大学图书馆辅导馆员 SULLIVAN 的

叶2050 年高校图书馆尸检报告曳袁 作者从几个方面预测

了未来图书馆的结局院 野馆藏图书无人问津尧 图书馆

培训多此一举尧 信息素养进入大学课程尧 图书馆员进

入信息技术部门尧 参考咨询工作销声匿迹尧 经济战胜

了质量冶 [16]遥 两次预测分别发生于计算机不同的进击

时代遥 兰开斯特的预警发生于计算机初始时期袁 虽然

图书馆并没有如他所言在世纪之交走向终结袁 但机读尧
电子图书已呈不可逆之势袁 则是显而易见的遥 距离

2050 年虽然还有很长的时间袁 但我们可以不费力地结

论袁 图书馆不会消亡遥 但 SULLIVAN 的预言除 野信息

素养进入大学课程尧 图书馆员进入信息技术部门冶

野经济战胜了质量冶 待观外袁 其它均不同程度地变为现

实遥 与上述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不同袁 更多的人主张直

面科技范型转变袁 不断更新图书馆理念遥 AITTOLA 早

在 2003 年基于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袁 提出了适应时

代要求的智慧图书馆的概念袁 在他看来院 野智慧图书

馆是一个不受空间限制袁 并且能够被感知的移动图书

馆冶 [17]遥 国内学术界于 2010 年介入智慧图书馆研究袁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袁 逐渐形成如下共识院 智慧图书馆

野为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必然阶段袁 它严格以用户为中

心袁 以知识服务为背景袁 凭借物联网尧 云计算尧 RFID尧
数据挖掘尧 个性化推荐技术和移动终端智能化设备等

手段来达到书书相连尧 书人相连尧 人人相连的目的袁
从而实现将 耶恰当的知识在恰当的时候传递给恰当的

人爷冶 [18]遥 智慧图书馆引入云计算尧 数据挖掘尧 个性化

推荐等袁 但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袁 云计算尧
数据挖掘如何普适于图书馆知识服务袁 还是个待解的

问题遥 ChatGPT 出现袁 问题似乎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遥
ChatGPT 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袁 使图书馆回归文献尧
知识本位成为可能遥 图书馆无需泛在服务袁 只需专注

馆藏资源本身即可遥 这为计算机时代屡遭冲击的图书

馆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会遥

5 促成智慧服务的内生性成长袁 使图

书馆回归知识服务本位

5.1 全能尧 智慧的文献检索策略

不管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袁 传统时代图书馆更多

的表现为图书贮藏尧 流通过程袁 孤立尧 静止的题名尧
责任者尧 来源尧 时间检索之外袁 高质量的分析尧 概括袁
推理尧 论证以及全场景尧 无盲点的深度互动袁 无从谈

起遥 有史以来袁 图书馆始终面临着读者对知识增值服

务的无限需求与图书馆供给能力接近于零的矛盾袁 当

然 ChatGPT 出现以前人们未必会意识到这一问题遥
互联网时代袁 图书馆馆藏已经由纸本向纸本尧 电

子图书双向迈进袁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 电子文献所占比

重愈来愈大袁 线上访问呈几何级增长遥 虽然图书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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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开展文献检索教育袁 帮助用户提高检索效率遥
但在检索模式相对滞后尧 图书馆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

下袁 很难消除读者与文献之间的鸿沟遥 ChatGPT 则有

所不同袁 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发出提示或请求袁 智能检

索即可输出指定内容袁 且支持多轮尧 持续互动袁 不断

提高检索的精准度遥 深度提炼概括尧 跨时空对比论证尧
新生的定制化写作袁 过去用户花费巨量劳动方可达成

的目的袁 ChatGPT 可轻松实现遥 野所问超所得冶 的智

能检索工具 ChatGPT 一经发布便触发全球搜索引擎巨

头谷歌的警情袁 谷歌内部人士直言 ChatGPT 可能会终

结谷歌的业务模式遥 为此袁 谷歌不得不展开内部业务

的世纪性调整遥 吴亚平等人的研究表明渠道的畅通与

否对电子资源的利用有显著影响袁 访问渠道畅通的电

子资源平台有更高的使用率[19]遥 ChatGPT 接入袁 将彻

底改变图书馆的智慧服务生态袁 智能检索以其泛在的

超强辐射能力覆盖所有的传统服务项目遥 信息咨询尧
学科服务尧 阅读推广的重心将发生蔟性位移袁 图书馆

回归知识服务本位将成为可能遥
5.2 信息咨询在保持普通咨询必要份额的同

时进一步向专业倾斜

参考咨询是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信息移动过程袁 读

者的需求经馆员分解袁 变成相应的检索指标袁 指向馆

藏外在表征以及内容本体遥 理论上说袁 参考咨询导向

为读者的个性化需要遥 但 野根据 Megan Dempsey 对美

国新泽西州一所社区大学图书馆的调查袁 馆员回答的

问题中袁 62%属于基本信息和指引获取冶袁 Lily Todori-

nova 等对南佛罗里达大学坦帕图书馆 渊USF Tampa

Campus Library冤 的统计袁 普通问题和专业问题的比例

为 9:1[20]遥 虽然图书馆正在借助网络拓展尧 延伸文献咨

询服务袁 如虚拟咨询服务尧 定制信息推送[21]袁 以及其

他形式的实时尧 非实时线上咨询等遥 但广泛尧 精准尧
深入的信息咨询服务始终是智慧图书馆建设中难以跨

越的巅峰遥 ChatGPT 以大型自然语言模型为核心袁 本

身具有长时记忆袁 可按文意执行逻辑推理袁 自主学习

新内容袁 在用户画像的基础上生成自然流畅的即时回

答遥 给出的答案袁 相较专业论证毫不逊色遥 由于深度

学习存在不可控面袁 ChatGPT 给出的答案存在错误或

无中生有的可能遥 为此袁 ChatGPT 不断提醒用户 野批
判性地评估我们提供的信息冶 野审慎对待其中的内容

和建议冶 要要要这说明强人工智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激

发图书馆的生命遥 未来图书馆引入 ChatGPT 类人工智

能袁 可以无限制尧 零门槛满足读者需要遥 由于 野智能对

话工具响应的质量和价值取决于它被问到的问题提示袁
好的提示会引发更丰富尧 更有力的响应遥冶 [12]袁 所以从

基础咨询中解放出来的馆员袁 可以转型为智能检索专

家袁 研究并汇聚一切行之有效的检索方案尧 策略袁 引

导读者无限接近学习尧 科研核心遥 图书馆信息咨询服

务与学科服务边际趋于模糊袁 分层实现路径呼之欲出遥
5.3 学科服务向瞬时尧 全域学术前沿迈进

学科服务是 野按照科学研究 渊例如学科尧 专业或

项目冤 而不再是按照文献工作流程来组织科技信息工

作袁 使信息服务 耶学科化爷 渊而不是阵地化冤冶 [22]遥 中

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表述为 野融入一线袁 嵌入过

程袁 提供学科化尧 个性化尧 知识化尧 泛在化的服务袁
提升用户的能力袁 为科学研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保障

环境[23]遥冶 图书馆学科服务是以文献尧 信息资源为依托

向广大读者提供智能服务的过程遥 传统的图书馆学科

服务主要围绕学科馆员养成展开袁 学科馆员的专业方

向尧 能力决定了学科服务的质量尧 效率及覆盖面袁 这

也构成了学科服务随科技发展不断生新的内源遥 目前

学科服务主要包括创建学科服务平台尧 推送专业分析

报告以及学科尧 专业发展分析报告袁 由学科馆员结合

人工智能智慧化演进速率提供新型专业支撑是未来图

书馆发展的趋势遥 网络时代学科服务要求高素质馆员

队伍与高水平学科服务平台并举袁 但钟欢等调研的 42

所野双一流冶 高校中袁 仅 18 所设置学科服务平台袁 占

比不过半数曰 多数存在服务内容尧 方向陈旧袁 依赖第

三方 渊如数据库商冤 平台及其自有体系袁 信息检索难

度大尧 更新频率低袁 针对用户需求尧 馆藏资源开展特

色服务难以展开的问题 [24]遥 以大数据为基础尧 基于

1 750 亿个模型参数训练而成的 ChatGPT 拥有强大的算

力袁 这种超级算力与图书馆既有的数据库结合袁 可以

张嘉宁，宋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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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满足学科服务平台的 野自助性冶 和 野交互性冶袁 打

破学科馆员队伍素质及个人专业方向制约学科服务水

平的瓶颈袁 推动学科服务由 野以学科馆员为中心冶 向

野以学科服务平台为中心冶 的智慧化转型袁 实现高质量

人力资源与瞬时尧 全域学术前沿推送结合遥 而 ChatGPT

自带的信息归纳能力袁 也可以减轻服务平台及传播过

程中的维护压力袁 更好地为学科建设服务遥
5.4 阅读推广实现馆藏精华与目标人群的精

准对接

阅读推广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立的 野世界

图书与版权日冶 渊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袁 1995

年冤袁 野全民阅读冶 渊Reading for All袁 1997 年冤 行动

有关遥 阅读推广概念出现较晚袁 但意味深远遥 野阅读

推广顾名思义就是推广阅读曰 简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

个人为促进人们阅读而开展的相关活动袁 也就是将有

益于个人和社会的阅读活动推而广之曰 详言之就是社

会组织或个人袁 为促进阅读这一人类独有的活动袁 采

用相应的途径和方式袁 扩展阅读的作用范围袁 增强阅

读的影响力度袁 使人们更有意愿尧 更有条件参与阅读

的文化活动和事业[25]遥冶 阅读推广促成图书馆从被动等

待到主动走向读者遥 宁雪等指出袁 5G 技术同时促进了

野人物互联冶 野物物互联冶袁 智慧图书馆多元化终端如

智能书柜尧 智能机器人尧 电子书瀑布流尧 智能立体书

库等均可成为新型阅读推广手段曰 此外袁 推广渠道向

社交媒体扩展袁 也为大势所趋袁 如微信尧 微博尧 抖音

等遥 特别是兼具信息的完备性和及时性的微信平台已

成为各图书馆进行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的首选 [26]遥 但是

载体形式尧 传播媒介的不断丰富袁 并不能代替阅读推

广对海量文献尤其是馆藏珍贵资料的原初性尧 再生性尧
创造性呈现曰 避免泛在尧 混沌袁 让阅读推广走向真正

需要的人袁 即如何准确定位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袁 也

是阅读推广理念自诞生以来难以走出的迷局遥 而恰恰

是在这一点上 ChatGPT 表现出非同一般的优异性遥
ChatGPT 引入将实现馆藏珍贵文献与目标人群包括信

息检索弱势群体的无缝对接袁 促进阅读推广与信息咨

询服务尧 学科服务融合遥

6 新型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以及应对

策略

6.1 风 险

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的尖端成果袁 可以以实际

生产力代入图书馆工作袁 提升图书馆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遥 但 ChatGPT 自身的局限为实际应用带来了巨大的

风险袁 就中以对教育尧 科研的冲击最为突出尧 直接遥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甚至称 ChatGPT 本质上是一个

从海量数据中发现规律并串连成如同人类书写的高端

剽窃系统[27]遥
ChatGPT 存在下列显著不足院 ①同义叙述遥 对源

自互联网内容进行同义改写遥 ②无意义叙述遥 给予提

问者看似逻辑合规实则无任何实际意义的回复遥 ③自

我调整输入指令遥 提问者分次输入同一指令会得到不

同回答遥 ④信息歧义遥 当问题不明确或超出可应答范

围袁 ChatGPT 可能给出歧义信息或者错误答案遥
上述 4 点前两点属于机器演算范畴袁 这里不予置

评袁 至关重要的是后两点遥 单向自回归模式决定了

ChatGPT 只能机械复制语料库已有成说曰 无法提供资

料来源袁 说明 ChatGPT 可能通过语义关联多头提取袁
这对学术储备不足的普通读者或者跨学科研究者可能造

成误导遥 2023 年 11 月 6 日在 OpenAI 举行的首届开发

者大会上袁 公司 CEO Sam Altman 宣布袁 GPT-4 Turbo

已经可以做到 野模型对每次请求都给出确定性的输

出冶遥 野确定性冶 等于学术可靠性吗袁 GPT-4 Turbo 是

如何做到的袁 无法判定遥 依 ChatGPT 短期内的快速蝶

变袁 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期待遥 但完全避免幻觉以及

误判袁 恐怕无法做到袁 这是机器智能的属性决定的遥
深一步论袁 开放无国界的 ChatGPT 会引起超越人

类已知尧 可接受范围的版权尧 学术诚信尧 数据安全等

问题遥 图书馆在引入 ChatGPT 时袁 必须前置规划袁 确

保震荡可控遥
6.1.1 版权风险

ChatGPT 依据互联网公开数据进行训练袁 生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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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创造能力袁 这些公开数据的版权归属本身处于

叶著作权法曳 等法律尧 法规的模糊地带遥 丛立先和李泳

霖指出 ChatGPT 聊天机器人是以数据库为基础通过算

法对数据进行重组袁 生成内容供用户使用袁 所以也就相

应地产生了数据挖掘尧 内容生成与生成内容使用 3 个阶

段袁 这 3 个阶段均存在 野版权风险冶 野正如 ChatGPT

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袁 即使已经尽可能减少侵犯版权的

风险袁 但不能保证所有使用的数据都经过了原始作者

的许可[28]遥冶 图书馆接入 ChatGPT袁 先在的版权风险发

生转向袁 并继发深层机构版权风险袁 摇动图书馆的学

术公信遥
6.1.2 学术诚信

ChatGPT 是强人工智能 渊AGI冤袁 具备与人类同等尧
近似的智能袁 以及远超人类的机器算力袁 正因为如此袁
ChatGPT 既可以辅助研究人员节约信息收集尧 数据整

理尧 趋势分析的时间曰 也可以组织文字袁 形成具备一

定专业水平的文章遥 由于难以衡量 ChatGPT 在具体研

究中的贡献占比袁 这就必然加剧部分人利用人工智能

代替学术研究尧 进行不当牟利的可能遥 显性学术诚信

之外袁 超越当事人主观意愿的隐形学术诚信无法觉察尧
也更加致命遥 ChatGPT 生成内容依概率分布随机匹配

拟合人类表达习惯尧 期待袁 这就很容易形成事实上的

观点剽窃尧 内容模拟袁 消解图书馆的学术坐标意义遥
6.1.3 数据安全

以 GPT-4 Trubo 出现为界袁 OpenAI 强人工智能落

地程序已然开启遥 个人尧 组织均可基于自身知识库自

由构建专属 GPT袁 它可以 野设计为私人使用袁 也可以

专门给公司内部使用袁 或者制作大众通用的 GPT[29]遥冶
但与处于创成阶段的个人与机构不同袁 图书馆尤其是

高校图书馆拥有海量的知识集成袁 这些知识集成具有

强烈的产权属性袁 只面向特定人群开放袁 这一特征决

定了图书馆利用新型人工智能的首要议题是确保图书

不暴露于开放的互联网中遥 虽然 OpenAI 提供量身定做

的自定义 GPT袁 但在物理安全不能得到绝对保证的前

提下袁 很难设想图书馆会涉险入局要要要某种程度上袁
这关乎人类文明的兴废遥 ChatGPT 在迭代过程中需要

排除融入障碍袁 回应用户关切遥

6.2 策略院 分享科技红利袁 构建人机共生秩序

ChatGPT 的出现加速了人工智能的 野新旧交替冶袁
各行各业对于如何管理和使用 ChatGPT 仍处于困惑状

态遥 教育尧 学术尧 出版界优先推出应用禁令要要要由于

难以通过人工手段识别 ChatGPT 类人工智能生成的文

本袁 已有巴黎政治大学尧 华盛顿大学尧 佛特蒙大学尧
香港大学及纽约市公共教育系统等明令禁止师生使用

ChatGPT 或同类型人工智能完成论文或作业曰 知名学

术期刊 Science 及机器学习国际会议 渊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冤 等也拒绝使用 ChatGPT

或同类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袁 或将人工智能列为合

著者遥
ChatGPT 正在改变人类知识生产方式[30]袁 也在重

塑众多行业运作过程遥
为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惠及人类而不成为人类的异

己袁 需要通过立法规范科技公司的开发行为袁 以政府

为主导推进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建设遥 2023

年 6 月 14 日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全球首个 叶人工智能法

案曳 授权草案[31]袁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今年 4

月发布了 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渊征求意见

稿冤曳 [32]袁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进行了框架性规范遥
其次袁 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袁 强化人工智能使用过程

中的可及性尧 透明度[33]也是一个方法遥
6.2.1 图书馆以公益第三方身份参与监管

持有大量文献资源的图书馆属于非营利组织袁 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其根本属性是公

益性袁 公益价值的实现是图书馆的最高目标袁 这意味

着图书馆有优势作为公益第三方参与 ChatGPT 的非营

利监管袁 平衡商业属性袁 强化社会责任遥
ChatGPT 作为第一个普遍面向公众开放的强人工

智能技术袁 具有较强的社会服务属性遥 图书馆可以公

益第三方身份参与制定使用规则袁 建立公开且规范的

程序袁 引导社会应用方向曰 参与构建 ChatGPT 非营利

评估机制袁 减少人工智能技术运营的 野黑箱冶 状态遥
图书馆也可拥有特殊授权袁 对读者使用 ChatGPT

痕迹留档尧 留痕袁 完善数据循证体系袁 以便公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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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机构随时进行比对袁 防范尧 杜绝使用者违规利用

ChatGPT 替代学术研究尧 规避查重机制曰 帮助学术界

和教育界开展对师生和科研工作者实际学习能力尧 写

作水平尧 科研贡献等的认证尧 评估遥 图书馆还可以持

有人工智能生成文本检测软件袁 开展文本人工智能生

成痕迹鉴定遥 谷歌尧 微软尧 OpenAI 等 野巨头冶 近期在

白宫会议承诺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添加水印袁 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科研尧 教育领域迫在眉睫的焦虑袁 但诚如

AI Now Institute 研究小组执行董事安巴窑卡克 渊Amba

Kak冤 所言院 野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公众审议袁 要指望企

业自己提出问题并履行承诺几乎是不可能的冶 [34]遥 我

们不怀疑谷歌尧 微软尧 OpenAI 等的诚意袁 但面对颠覆

式的技术改变袁 自我监督之外的 野更广泛的公众审议冶
是重要的尧 不可或缺的遥
6.2.2 建立局域网确保数据安全

当然袁 对图书馆而言在接入 ChatGPT 的同时袁 如

何最大限度的保证数据安全袁 才是问题的关键遥 以企

业为例袁 相关从业者表示袁 决定 ChatGPT 在企业落地

的根本因素是垂直尧 个性化训练遥 在无绝对手段保证

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袁 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企业上传自己

的知识库到云端袁 ChatGPT 在云端开放训练能力袁 两

者结合达成目的遥 此外在 ChatGPT 与企业之间建立物

理隔离也是一个现实的方法要要要自有局域网非授权不可

入遥 事实上初期的 ChatGPT 就是在局域网内运行的[35]遥
企业如此袁 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遥 由于 ChatGPT 接入

非关联社会组织尧 机构尧 团体的行动还没有真正开始

渊微软等属于 ChatGPT 投资方尧 关联方冤袁 实际进展过

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难题尧 如何克服钥 有待时间做出结

论袁 这里不再赘述遥

7 结 语

本次由 ChatGPT 掀起的人工智能浪潮将深刻影响

图书馆行业袁 改变图书馆的运作模式遥 在节约人力资

源和管理成本的基础上袁 ChatGPT 可以从根本上加速

优化图书馆传统业务类型袁 提升服务质量尧 效率遥
ChatGPT 将引起图书馆传统服务方式历史性的迁

移与重组袁 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图书馆走向生命临界袁
反而使图书馆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回归知识服务本位成

为可能遥
机构合并尧 人员精简尧 队伍重建难以避免袁 但过

程可能是温和的尧 不易察觉的遥
图书馆的质量标准尧 评价体系亦将发生质的改变袁

居于核心指标位置的不再是借阅量尧 点击量尧 浏览量

而是教学尧 科研过程的参与程度尧 效果遥 图书馆知识

服务由泛在尧 混沌一变而为清醒尧 自觉袁 对于用户而

言则是更小的投入与更大的产出遥
数字图书尧 电子阅读对图书馆的威胁大幅缩减袁

图书馆更容易在社会历史构成中确认自己的位置遥
总之袁 ChatGPT 必将改变图书馆 野重藏轻用冶 偏

向袁 使图书馆从文化资源尧 学术资源的持有者尧 管理

者向主动提供者尧 深度加工输出者转变曰 智慧图书馆

成为现实袁 科研尧 教育将迎来新的机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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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ChatGPT,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 robot based on transformer neural network that was developed

by OpenAI, has now leveled up to GPT-4 and GPT-4 Turbo. solves the problem of peer-to-peer response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its powerfu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bility. Its 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organization, logical reasoning and

text induction meet the needs of library users, which makes the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library to a smart library with a return to

knowledge service possibl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library field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computer age, the paper reveals the dilemma of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through retrospective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pointing out the endogenous growth value of ChatGPT's high-quality

analysis, demonstration and generation ability with multi-modal and full-scene deep interaction for smart library services. Library service

presents a new mirror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tGPT: intelligent retrieval covers all traditional service, while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subject service and reading promotion shifts and the service margin becomes blurred.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retains the necessary share of traditional consultation, and becomes professional and focused; subject service moves forward to the

frontier of all-disciplinary field; reading promotion realizes the accurate docking between the collection and the target population.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ChatGPT include copyright risk and secondary institutional copyright risk with plagiarism,

simulated viewpoint and the exposure of data. This urges the society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behavior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requires third-party supervision and local area networks to ensure security. [Results/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saving human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costs, ChatGPT accelerates the optimization of traditional library services,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t may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and re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library services, but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end of the library industry. On the contrary, it makes possible for the library industry to return to the knowledge service with the

blessing of new technologies. It is inevitable to consolidate divisions, streamline personnel and rebuild teams, but the process may not be

perceptible or even dramatic. The service standar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library industry change from borrowing and returning

books, click rate and pageview to the depth and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Knowledge service becomes

clear and conscious. The threat of digital books and electronic reading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library industry

to confirm its position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tGPT; library; traditional service model; AIGC; fiel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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