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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圖書館服務的演變

• 中文資料庫的數據軌跡

• 人工智慧的影響與技術應用未來展望



圖書館服務的演變





1970年代至1990年代：

1. 資源中心：

主要作為紙本書籍和期刊的存儲和借閱中心。

2. 傳統參考服務：

圖書館員提供參考服務，幫助讀者查找信息。

3. 圖書館卡目錄：

讀者使用卡目錄來查找圖書館的收藏。

Source: www.chroniclebooks.com/products/the-card-catalog



1990年代至2000年代：

1. 數位轉型開始：

引入電子資源，如電子期刊和數位資料庫。

2. 網絡接入：

提供公共互聯網接入，幫助讀者瀏覽網絡。

3. 教育和培訓：

圖書館提供培訓，幫助讀者利用電子資源。



2000年代至2020年代：

1. 電子資源擴展：

數位內容變得更為豐富，包括電子書和多媒體資

源。

2. 資源管理系統：

引入自動化圖書館管理系統，提高效率。

3. 社區參與：

舉辦活動、講座和工作坊，增進社區參與。Source: world.edu/5-reasons-digital-learning-future-education/



2020年代至今：

1. 遠程服務：

強調虛擬參考服務和數位資源的遠程訪問。

2. 開放數位內容：

提供開放存取資源，如學術期刊和教育課程。

3. 創新技術：

採用AI、虛擬現實等技術改善服務，如自助借書

機和智能圖書推薦。
Source: DEANLONG.io



中文資料庫的世界
有跟著時代變化嗎？





一些來自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的觀察：

資料來源 研究主題 閱讀行為 搜尋習慣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2021 2022 2023



人工智慧
的影響與技術應用未來展望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在各式各樣的產業
中，都可以看到有趣的變化在持續發生。人工智慧
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使用者需求，提供個性化
建議，並加速數據處理過程。



理解資料查找需求：Learning to Rank

"Learning to Rank"（LTR）是一種機器學習技術，它用於優化搜尋結果的排序，以便提供更有用
和相關的結果給用戶。這可以用以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

假設你是一家電子商務網站的搜索引擎工程師，用戶在你的網站上搜索 "智能手機"。當一個用戶輸
入這個搜索詞時，你的搜索引擎必須決定如何排列顯示結果。你有數百個手機產品，並且希望用戶
看到最有可能符合他們需求的產品。

如果過去用戶更常點擊某個品牌的手機，或者更常在價格範圍內購買手機，這些信息都可以被
"Learning to Rank" 模型納入考慮。然後，當新的用戶進行搜索時，這個模型會根據這些因素重新
排列結果，使最有可能符合用戶需求的產品出現在前面。

簡而言之，"Learning to Rank" 是一種利用機器學習來優化搜索結果排序的技術，以確保用戶更容
易找到他們想要的內容或產品。这个模型通过分析大量的用戶數據，學習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呈現
結果，從而提高了搜索引擎的質量和用戶滿意度。



提供個性化建議：Deep Dive Discovery

“Deep Dive Discovery” (DDD) 是一項AI工具，旨在協助使用者更有效地尋找他們需要的學術資
訊。它包含兩個關鍵部分，讓我們用簡單的例子來解釋：

• 關聯詞推薦：當你想查找特定主題的學術文獻時，通常會輸入一些關鍵詞。假設你對環境保護
感興趣，所以你輸入了 “環境保護” 這個關鍵詞。 DDD 會分析大量的學術文本並做「詞間距
計算」， 然後推薦你可以添加到你的查詢中的其他主題詞。這樣一來，你的查詢變得更具針對
性，幫助你更好地縮小搜索範圍，就像在網上商店中選購時，系統會建議相關的商品一樣。

• 延伸閱讀推薦：當你開始閱讀一篇文章時，可能會想了解更多相關信息。舉個例子，你正在閱
讀一篇有關氣候變化的文章，你可能會想看看其他相關的研究。 DDD 使用人工智慧模型，理解
你正在閱讀的文章以及不同文章之間的關聯。然後，它會推薦給你其他五篇它認為值得繼續深
入閱讀的文章。這就像當你在看一本書時，書店店員會告訴你其他可能會喜歡的書籍。

總之，DDD 通過利用AI對大量文獻的理解，幫助你更輕鬆地找到你需要的學術知識，不僅提供更
具針對性的查詢建議，還通過推薦相關文章，讓你更深入地了解你感興趣的主題。



文獻閱讀：Document Image Understanging

“Document Image Understanding”是華藝因應機器中文文本閱讀兩大困難(排版格式與閱讀順
序)而開發的解決方案，它包含了三個主要部分：Document Layout Analysis, Reading Order 
Detection, 和Hybrid OCR。

與大多數的英文文件不同，中文的檔案、期刊、論文、書籍都存在著非常多樣性的排版格式，許多
早期文獻會大量使用對電腦來說較難以理解的直書。這樣的排版特性，造成在訓練AI進行中文文獻
理解時，閱讀順序的問題也會因應而生。

為了解決這個眼前的大石頭，我們將問題拆解，優先處理文件版面的分析，將整個文件圖像分為小
塊，並未每個區塊分配類型標籤，如：表格、圖片、或章節標題。再透過閱讀順序檢測，識別每個
區塊的閱讀方向，與所有區塊之前的合理順序。最後，出於”排版具其意義”的信念，建立自己的
混合式OCR模型，在數位化過程中保留盡可能多的資訊，如：字體及座標，來維持盡量完整的資訊
轉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