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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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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泛指普通電腦程式來呈現人類智慧的技術
能以類似智慧人類行為的方式，自動處理資料和資
訊的能力，通常包括推理、學習、感知、預測、規
劃或控制等方面

弱人工智慧
「不可能」製造出能「真正」地推理和解決問題的
智慧機器，這些機器只不過「看起來」像是智慧的，
但是並不真正擁有智慧，也不會有自主意識
影像辨識、語言分析、棋類遊戲

強人工智慧
「有可能」製造出「真正」能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智
慧機器，並且，這樣的機器將被認為是具有知覺、
有自我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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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人工智慧 (2023). In Wikipedia. Retrieved 2023/10/17. 

圖片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ficial_intelligenc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E7%AE%A1%E5%AE%B6


人工智慧(續)
人工智慧包括機器學習、神經網絡、計算機視覺、專
家系統、自然語言處理和機器人技術

搜索和分析大量資料的機器學習技術
旨在使用知識表示和推理解決複雜問題的專家系統
處理可程式化機器的概念、設計、製造和操作的機器人技術
能夠預測人類和機器行為並做出自主決策的演算法和自動決策
系統

根據其自主程度和智慧水準，可以將AI系統分為不同
類別，從簡單的基於規則的系統到能夠學習並適應新
情況的高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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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guidelines on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ext and implementation

Ethical Issues in Research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Principles for the Ethica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40163/EPRS_BRI(2019)640163_EN.pdf
https://www.intechopen.com/chapters/1127065
https://unsceb.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Principles%20for%20the%20Ethical%20Use%20of%20AI%20in%20the%20UN%20System_1.pdf


決策樹 (Decisio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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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訓練資料 – 歷史資料
資料屬性(properties)

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
非監督式學習

利用各種因素估計到訪讀者人數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6%B3%E7%AD%96%E6%A0%9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6%B3%E7%AD%96%E6%A0%91


分類 (Classification) –
支援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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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書分類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4%AF%E6%8C%81%E5%90%91%E9%87%8F%E6%9C%BA


分群 (Clustering) – 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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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讀者同好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means_clustering


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9

圖片來源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A%BA%E5%B7%A5%E7%A5%9E%E7%BB%8F%E7%BD%91%E7%BB%9C


類神經網路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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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www.aldec.com/en/company/blog/177--how-to-develop-high-performance-deep-neural-network-object-detectionrecognition-applications-for-fpga-based-edge-devices


AI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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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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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與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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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決策也會產生「偏見」，人類該如何用法律做好把關？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8/21/how-big-data-and-ai-will-develop/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8/21/how-big-data-and-ai-will-develop/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倫理的主要爭
點

隱私與監視
行為操控
AI系統的不透明性
決策系統中的偏見
自動化與就業(automation and employment)
自主系統(autonomous systems)
機器倫理(machine ethics)
人造道德代理程序(artificial moral agents)
奇異點(sin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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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thics-ai/


隱私與監視
Privacy & Surveillance

對於隱私資料、可辨別個人身份資料的取用
感應技術產生更多有關個人生活的數位化資料
AI增加了智慧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的可能性
照片與影片中的人臉識別，進而蒐集或搜尋個
人資料
設備指紋(Device Fingerprinting)、數位蹤跡
電腦/系統比我們更瞭解自己
人工智慧搭配與物聯網、智慧城市、智慧治理
所衍生的資料收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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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操控
Manipulation of Behavior

利用資料引導、操縱、欺騙個人或群體
從商品、遊戲的廣告、行銷到政治操作
DeepFake圖片到文本
人工智慧中的機器學習技術依賴於大量的資料
培訓。這意味著通常會在隱私和資料權利與產
品技術品質之間存在權衡

TO BE OR NOT TO BE
EITH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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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系統的不透明性
Opacity of AI Systems

受影響的人通常無法知道系統是如何產生這個
結果的，也就是說，對於這個人來說，系統是
不透明的。如果系統涉及機器學習，即使是專
家也通常無法知道特定模式是如何被識別的，
甚至不知道模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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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系統中的偏見
Bias in Decision Systems

商業、醫療保健和其他領域的決策與預測分析
餐廳的喜好、醫療診斷、信用卡核卡、保釋…

這些系統可能延續了已經存在於用於建立系統
的資料中的偏見
歧視婦女、歧視黑人

用來訓練的資料集是否有偏差？
如果資料集有太多白人男性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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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智慧的倫理原則

不造成傷害(Do not harm)

定義目的、必要性和適當性(Defined purpose,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安全和保密(Safe and security)

公平和非歧視(Fairness and non-discrimination)

永續性(sustainability)

隱私權、資料保護和資料管理(Right to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and data governance)

人類自主權和監督(Human autonomy and oversight)

透明度和可解釋性(Transparency and explainability)

責任和問責(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參與和包容(In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19

Principles for the Ethica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https://unsceb.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Principles%20for%20the%20Ethical%20Use%20of%20AI%20in%20the%20UN%20System_1.pdf


人工智慧在圖書館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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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mi, Ko, & Nowkarizi, 2021; Cox & Mazumdar, 2022; Ojala, 2021b; Oyelude, 2021)



AI在圖書館的應用
生物特徵識別：例如將人臉辨識應用於入館門
禁管制或是讀者借還書
推書：運用使用者興趣、使用者借閱歷史、使
用者人口統計資料(性別、年齡、職業等)，以
決策樹、關聯規則探勘、自動分群等機器學習
技術，推薦館藏給使用者
參考諮詢服務：回答使用者指引性參考問題，
進行資源指引，生成式AI也可以達到一定程度
的參考晤談(reference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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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圖書館的應用(續)

自然語言處理、內容索引、文件匹配、內容主
題地圖、文件總結摘要：許多資訊檢索技術中
應用了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的方法，圖書館是
最佳應用的場域之一，也因此在許多電子資源
的檢索與導覽服務中都實踐了ML與AI
館藏編目與分類、主題標目或標籤(tag)提供：
根據圖書館既有館藏編目與分類資料，結合網
路書店或其他線上資源中有關的書籍資料，進
行監督式或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構建分類、主
題標目或標籤提供的法則，甚至產生MARC機
讀編目的內容。與此類似的是數位典藏文本、
影像、影音的自動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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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圖書館的應用(續)

排架與整架機器人：排架與整架機器人可以讀
取館藏的RFID標籤，確定館藏擺放的位置是否
正確，甚至可使用機器人手臂進行館藏排架
迎賓機器人與說故事機器人：對入館使用者進
行樓層介紹、服務介紹，或對嬰幼兒與兒童讀
者說故事
圖書館聊天機器人：除了可以跟使用者天南地
北聊天之外，也可以在聊天機器人佈建前述推
薦館藏、參考諮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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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bot in Libraries – Collection 
Search 

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參考諮詢機器人建置與評估

https://etds.lib.ntnu.edu.tw/thesis/detail/36e0b261bc0ece6e7598d8ce1a71fe93/?seq=1


Chatbot in Libraries – Opening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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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參考諮詢機器人建置與評估

https://etds.lib.ntnu.edu.tw/thesis/detail/36e0b261bc0ece6e7598d8ce1a71fe93/?seq=1


Chatbot in Libraries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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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參考諮詢機器人建置與評估

https://etds.lib.ntnu.edu.tw/thesis/detail/36e0b261bc0ece6e7598d8ce1a71fe93/?seq=1


Face Recognitio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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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iotfocuslab/posts/2055713651363282/


個人化搜尋引擎

28

以“貝多芬”為索引點產生出來的檢索結果

個人化數位圖書資訊環境 - 以PIE@NCTU為例

https://etd.lib.nyc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74wfq/record?r1=70&h1=1


館藏推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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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向推薦
協同過濾推薦

圖書館個人化館藏推薦系統

https://etd.lib.nyc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74wfq/record?r1=1&h1=0


館藏推薦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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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規則探勘(尿布與啤酒、Amazon推薦)

圖書館借閱記錄探勘系統

https://etd.lib.nyc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74wfq/record?r1=67&h1=1


研究社群與協同過濾推薦

31應用社會性推薦於學術社群

https://etd.lib.nyc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74wfq/record?r1=26&h1=1


臺師大圖書館自助預約取書
(in A-LI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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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

Librarian workstation
                        
                    

Librarian

Smart shelf management 
system

Kiosk

Smart shelf

Item status synchronization

Writer and 
check tag

Item check in

Scan resultPut on shelf

                        
                    

Patron

Query location

Check out

Query & report

http://www.chefile.cmru.ac.th/curriculum/2564/human/human_curriculum12/SAR4/KPI4.2/4.2-1-1The%20Status%20and%20Challenges%20of%20Information%20and%20Library%20Science(1).pdf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AI智慧館員 (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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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lpi.edu.tw/ReaderService/SmartService/Service10.htm


住在頌歌圖書館的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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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檢機可以看成是非人型的機器人
運書機器人將書籍運送到特定樓層以便上架
書籍檢索、推薦、引導機器人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the-little-robot-that-lived-at-the-library-90431f34ae2c


讀架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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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AMHSnccNs


圖書還書、分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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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elligentrfid.com.au/automated-material-handling/


自動化命名實體辨識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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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菱香吟社」，為賦風雅，是日治時期中部
地區活躍的詩社之一......他被推選為菱香吟社首任
社長，擅長傳統古詩……亦多次於北斗螺溪吟社、
員林興賢吟社、二林香草吟社擔任課題詞宗，是

促使菱香吟社茁壯有成的靈魂人物。
n=2, l=4, W=吟社 {菱香吟社，螺溪吟社，興賢吟社，香草吟社}
精於書法，詩品俊逸。昭和5年（1930）桃園人周石輝發行
《詩報》，主要刊載各地漢語文言詩人作品與全臺各地詩
社吟會、徵詩等，戰爭末期，《詩報》重心轉為漢詩與書
道，開始大量刊載書法的推廣事項，他被「詩書報書道壇
發行委員會」任命為參事及臨時組審查委員，可見其書法

在當時頗受肯定。

n=2, l=4, W=詩社 {各地詩社}

Automatically recognize persons, places,
events, and organizations (like poetry clubs) in
the full text of biographies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簡報者
簡報註解
In order to semi-automatically populate the ontology, we develop an algorithm that automatically recognizes persons,  places, event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full texts of the biographies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203522
http://tbdb.ntnu.edu.tw/


歷史人物相片的人臉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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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CV  (https://opencv.org/) is used 
for face detection

 Precision: 32.38%, Recall: 98.16%

https://www.libres-ejournal.info/3456/
https://opencv.org/


AI在圖書館的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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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應用案例 圖書館營運領域 所需技能和知識 驅動因素 障礙 可能性
1. 圖書館後台
流程: RPA 

日常行政 程式設計和 RPA 工
具、工作流分析

效率 RPA 收益有限 在所有圖書
館中較高

1. 圖書館後台
流程: ASRS/
其他機器人解
決方案

人工任務 無 - 實施後的專案管
理/維護

效率、空間
使用

ASRS 周邊基礎
設施成本高、整
合建築本體工程、
失去瀏覽訪問

由於成本/
複雜性而較
低

2. 面向使用者
的圖書館服務: 
知識發現

館藏管理 理解與資料形式相關
的技術、程式設計、
設計工作流、統計、
專案管理

為使用者提
供知識獲取

從專案轉變成服
務、同意和表示
的倫理問題、協
作的技能和需求、
向終端使用者解
釋

對研究型館
藏較高

2. 圖書館服務: 
動態系統文獻
回顧

系統文獻回顧 理解 SLR 流程、評
估工具有效性

文獻的增長
和規模

自動化整個流程、
智慧財產權、館
員抗拒

對健康圖書
館較高

(Cox & Mazumdar, 2022)



AI在圖書館的使用案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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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應用案例 圖書館營運領域 所需技能和知識 驅動因素 障礙 可能性
2. 圖書館服務

: 聊天機器人
和數字助理

參考查詢和其他
使用者互動

建立知識庫、理解資
訊請求的可能導航路
徑

24/7、一致
的服務

尚無現成解決
方案、可能難
以實現平等取
用、去人性化、
館員抗拒

在大型機構
中較高

3. 資料科學
家社群創建 -
作為領導者或
參與者

使用者聯絡 社群建構技能；關
於查找、授權和保
存資料的相關知識

需要支持
資料定位、
資料保存

替代領導 在擁有豐
富數位人
文館藏的
機構中非
常高

4. 資料和 AI 
素養

資訊素養和其他
使用者培訓

教學法、資料和 AI 
的一般知識

AI 在廣泛社
會中使用的
風險 - 倫理
作為驅動因
素

圖書館角色不
明確

在所有圖書
館中非常高

5. 使用者管理 策略和規劃 統計、計算方法 建立以使用
者需求為導
向的服務

倫理 - 作為障
礙

在所有圖書
館中較高

(Cox & Mazumdar, 2022)



AI在學術圖書館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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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應用 所需技能 管轄權/混合性
1. 日常網路和行動檢索 理解其工作原理、培訓使用

者
雖然智能技術會替代對圖書
館資訊取用需求的威脅，但
同時強化了資訊素養的需求，
從而強化了教育管轄權

2. 在現有圖書館系統中，例
如搜尋界面

培訓使用者 強化資訊取用管轄權

3. 用於知識發現，例如AI產
品授權、提供資料集、或支
持AI使用者社群

見下頁投影片 見下頁投影片

4. 對話代理人和語音助手 建立知識庫，創建對話代理
人的技能（程式設計）

實際應用目前有限，但可能
以管理效率的名義替代專業
角色

5. 使用者管理——例如學習
分析、圖書館分析、情感分
析

資料分析，資料科學 可能藉由提供更多關於資訊
需求的資料來強化教育管轄
權，但也可能被視為強化管
理邏輯

6. 機器人流程自動化——例
如應用於後台系統

系統分析，程式設計 使某些任務更高效，但不太
可能減少專業工作

7. 智慧圖書館 感測器資料分析 藉由改善對使用情況的理解
來強化資訊取用管轄權，但
可能被視為從屬於IT 

(Cox, 2023)



學術圖書館採用AI進行知識發現
的潛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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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涉及內容 所需技能 資源成本 風險 可能性 管轄權/混合性
1. 執行專案 建立邁向另一

類型參與的基
礎；技能發展

專案管理 低 暫時參與 1 非常可能，
因為成本/風
險低

不承諾

2. 什麼都不
做

無 無 無 被視為不跟上
最新趨勢

2 可能 無聲明

3. 取得專有
AI產品授權

評估和支持第
三方產品

採購、行銷、
與IT服務橋接
理解技術潛力

中等 違背開放取用
理念、受限於
聚合商內容、
費用

2 可能 聲明完全管轄
權—基於使用
者知識或管理
主義

4. 提供館藏
用於AI 

館藏管理、詮
釋資料、資料
管理、來源管
理—偏見管理

館藏管理、資
料管理、數位
化等

中等 必須擁有或獲
取獨特資源、
對傳統編目角
色的影響

2 對研究密
集型機構可
能/對其他機
構較低

完全管轄權—
基於對藏品的
取用或管理主
義

5. 支持由資
料科學學者
領導的機構
社群

圖書館作為服
務，例如在智
財權、培訓、
工具選擇等方
面提供幫助

社群參與者、
專業技能如智
財權、培訓

低 參與更邊緣化 2 弱諮詢 (圖書館
提供建議)

(Cox, 2023)



學術圖書館採用AI進行知識發現
的潛在方法

方法 涉及內容 所需技能 資源成本 風險 可能性 管轄權/混合性
6. 建立機構
AI社區

1. 中立空間、
智財權專業知
識、支持軟體
工具、培訓、
獲取內容
2. 倫理議題

1. 智財權、
工具、培訓方
面的深度專業
知識
2. 開放、共
享等理念，社
群建設

中等 難以維持，基
於個人網絡

3 強諮詢甚至對
其他專業的管
理角色

7. 參與機構
外支持社群

貢獻內容、時
間、向使用者
推薦服務

協作技能 中等 需要社群存在 4 不太可能，
因為社群不
存在

弱諮詢

8. 將AI產品
根據本地需
求客製化

將AI產品客製
化以滿足本地
需求

AI技能 高 大量投資回報
率低的風險

4 但需要技
能和資源

分割管轄權

9. 抵制 倫理和人類價
值觀反對偏見

價值觀和倫理 低 被視為不合時
宜的風險

4 不太可能，
因為專業中
有技術熱愛

完全管轄權

10. 創建與
工具無關的
基礎設施

為機構內的資
料科學創建基
礎設施

基礎設施、工
作流程、存儲
等

中等 技能缺乏 4 從屬

11. 構建自
己的AI 

創建自己的AI
工具

資料科學，AI 非常高 技能缺乏 5 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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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的AI知能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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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與素養

所謂圖書館專業知能(Competencies)乃是圖書館館員
提供專業、優質圖書資訊服務時所需具備之相關資訊
資源、取用、技術和管理的知識和能力 (林呈潢，2011)

AI素養
「一組能力，使個人能夠批判性地評估人工智慧技術；有效地
運用人工智慧進行溝通和協作；以及在線上、家中和工作場所
使用人工智慧作為工具」 (Long & Magerko, 2020, p. 598) 

「AI素養描述了非專業人士對AI的基本知識和AI的分析評估能
力，以及對AI應用的批判性使用」(Laupichler, Aster, Haverkamp, & 
Raupach (2023, p.1)

〈IFLA對於圖書館與人工智慧的聲明〉認為AI素養包含以下四
個元素：1. 對於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運作方式、根本邏輯、及
其限制的基礎理解；2. 瞭解AI潛在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在人權
方面；3. 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技能；4. 媒體與資訊素養(IFLA 
FAIFE, 2020)

45



AI知能與素養之於圖書館

AI 素養
幫助館員理解AI對資訊環境的影響
使館員能夠教育使用者關於AI在資訊檢索和評估中
的作用
確保館員和使用者能夠理解和批判性地評估AI技術

AI 知能
使館員能夠實際操作和管理AI驅動的圖書館系統
允許館員導入、開發和實施運用AI的圖書館服務
使館員能夠有效地利用AI來改善服務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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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圖書館館員的AI知能

47

在學術圖書館實施的AI相關業務或服務 學術圖書館館員需要的技能
Google或Google Scholar等檢索引擎  瞭解檢索引擎的運作原理

 培訓讀者瞭解資訊素養
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  瞭解生成式AI工具的運作原理、利用指

令指揮生成式AI工具、生成式AI工具的
優缺點與侷限

 培訓生成式AI工具相關知識與技能
圖書館資訊系統的功能或介面  瞭解圖書館資訊系統的功能或介面

 培訓讀者瞭解圖書館資訊系統的功能或
介面

運用機器人程序自動化進行常規作業的
管理

 工作流程管理、系統分析、程式寫作、
運用機器人程序自動化工具

館藏自動倉儲系統與其他運用機器人的
解決方案

 瞭解運作原理
 履約與維護合約的專案管理

知識發現  採購、行銷
 館藏管理、資料管理、數位化
 統計
 專案管理
 瞭解資料程式設計相關的技術
 關於資料與AI的一般知識

(Cox, 2023; Cox & Mazumdar, 2022; IFLA FAIFE, 
2020; Oyelude, 2021; Wheatley & Hervieux, 2019)



學術圖書館館員的AI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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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圖書館實施的AI相關業務或服務 學術圖書館館員需要的技能
協助研究人員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  瞭解系統性文獻回顧的程序

 工具評估
AI聊天機器人與數位助理  建立知識庫

 建立發展聊天機器人與數位助理的程式
寫作技巧

支持資料科學家創建的社群運作  社群建立和參與技巧、社群協作技巧
 有關查找、授權、保存資料的相關知識
 開放科學

資料素養與AI素養  教學法
 關於資料與AI的知識：偏見、倫理、隱

私、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議題
使用者管理與行銷  資料科學、資料統計與分析、計算思維

與方法
智慧圖書館  瞭解感測器、物聯網、RFID的運作原

理

(Cox, 2023; Cox & Mazumdar, 2022; IFLA FAIFE, 
2020; Oyelude, 2021; Wheatley & Hervieux, 2019)



AI素養量表—對AI技術的瞭解
對AI技術的理解

我能描述機器學習模型的訓練、驗證和測試方法
我能解釋深度學習與機器學習的關係
我能解釋基於規則的系統與機器學習系統間的差異
我能解釋人工智慧應用是如何做出決策的
我能解釋“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在機器學習背景下
的基本工作原理
我能列出人工智慧的弱點
我能解釋強人工智慧與弱人工智慧之間的區別
我能描述使用人工智慧可能出現的潛在法律問題
我能解釋計算機如何利用感測器收集資料以供人工智慧目的
我能解釋“類神經網路”一詞的含義
我能一般性地解釋機器學習的工作原理
我能解釋在人工智慧系統中，黑盒子的含義
我能解釋在機器學習的背景下，監督式學習和非監督式學習之間的區
別
我能描述“可解釋人工智慧”的概念
我能描述某些人工智慧系統如何在其環境中動作並對其環境作出反應
我能描述大數據的概念
我能描述為什麼人工智慧系統中會出現偏見
我能區分已經存在的人工智慧應用和將來可能出現的人工智慧應用
我能評估媒體對人工智慧(例如電影或視頻遊戲中)的呈現是否超出了
當前人工智慧技術的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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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pichler, Aster, Haverkamp, & Raupach, 2023; Laupichler, Aster, & Raupach, 2023)



AI素養量表—批判性評價

批判性評價
我能解釋開發和使用人工智慧應用時為何必須考慮資料隱私
我能解釋開發和使用人工智慧應用時為何必須考慮資料安全性
我能識別圍繞人工智慧的倫理問題
我能描述使用人工智慧系統可能出現的風險
我能對人工智慧對個人和社會的潛在影響進行批判性反思
我能描述人類在人工智慧系統開發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我能解釋為何資料在人工智慧的開發和應用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能解釋人工智慧和人類智慧之間的差異
我能描述使用人工智慧系統可能帶來的好處
我能描述什麼是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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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pichler, Aster, Haverkamp, & Raupach, 2023; Laupichler, Aster, & Raupach, 2023)



AI素養量表—實際的應用

實際的應用
我能從我的日常生活（個人或專業）中舉例說明我可能與人工智慧
接觸的情況
我能解釋開發和使用人工智慧應用時為何必須考慮資料安全性
我能列舉由人工智慧支持的技術應用的範例
我能判斷我所使用的技術是否由人工智慧支持
我能評估我領域內的問題是否可以和應該用人工智慧方法解決
我能列出使用AI輔助自然語言處理/理解的應用
我能描述人工智慧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
我能解釋人工智慧最近為何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能批判性評估人工智慧應用對至少一個學科領域的影響
我能列出人工智慧的優勢
我能解釋演算法一詞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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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pichler, Aster, Haverkamp, & Raupach, 2023; Laupichler, Aster, & Raupach, 2023)



(芻議)大學圖書館館員AI相關知
能框架

1. AI基礎知識與技能
1.1 瞭解AI的基本概念、應用領域及其對圖書館服務的影響
1.2 掌握AI相關技術（如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生成式AI
等）的基本原理
1.3 能夠評估和分析新興AI技術及其在圖書館中的應用潛力
1.4 具備AI倫理、隱私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相關知識

2. AI工具應用能力
2.1 熟練運用常見的AI驅動搜尋引擎（如Google Scholar）及
其進階功能
2.2 掌握生成式AI工具（如ChatGPT）的使用方法、優缺點及
其侷限性
2.3 能夠運用AI輔助工具進行資訊檢索、評估和整合
2.4 具備使用AI工具進行資料分析、文本探勘和知識探索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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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大學圖書館館員AI相關知
能框架(續)

3. AI與圖書館系統
3.1 瞭解圖書館資訊系統中AI功能的運作原理和應用方式
3.2 具備評估和選擇適合圖書館需求的AI系統和工具的能力
3.3 能夠參與AI驅動的圖書館資訊系統的規劃、採購和實施
3.4 掌握智慧圖書館相關技術（如RFID、物聯網）的基本原理
和應用

4. AI與資訊服務
4.1 能夠運用AI技術改進參考諮詢和讀者服務
4.2 具備建立和維護AI聊天機器人知識庫的能力
4.3 能夠利用AI工具協助使用者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
4.4 掌握利用AI進行使用者行為分析、個人化推薦或智慧化使
用者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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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大學圖書館館員AI相關知
能框架(續)

5. AI與資訊素養教育
5.1 具備將AI素養融入資訊素養教學的能力
5.2 能夠設計和實施有關AI工具使用的培訓課程
5.3 具備教導使用者評估AI生成內容之可靠性的能力
5.4 能夠指導使用者理解AI對資訊行為和學術研究的影響
5.5 能夠指導使用者理解AI相關的倫理、隱私及偏見問題

6. AI與資料管理
6.1 具備使用AI工具進行大規模資料處理和分析的能力
6.2 掌握研究資料管理和開放科學相關的AI應用知識
6.3 能夠運用AI技術支援數位人文和計算社會科學研究
6.4 具備AI資料安全和隱私保護的相關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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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大學圖書館館員AI相關知
能框架(續)

7. AI與館藏管理
7.1 能夠運用AI技術優化館藏發展和管理流程
7.2 具備使用AI工具進行數位化和數位保存的能力
7.3 掌握利用AI進行館藏使用分析和預測的方法
7.4 能夠運用AI技術改進館藏、特藏和檔案的描述和檢索

8. AI專案管理與協作
8.1 具備規劃和管理圖書館AI相關專案的能力
8.2 能夠與資訊部門、教師和研究人員就AI專案進行有效協作
8.3 具備建立和維護支援AI研究的資料科學家與學術社群的能
力
8.4 能夠評估AI專案的成效並進行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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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大學圖書館館員AI相關知
能框架(續)

9. AI與持續學習
9.1 具備持續學習AI新知識和技能的能力和意願
9.2 能夠追蹤AI在圖書資訊學領域的最新發展
9.3 具備參與AI相關專業發展活動和交流的能力
9.4 能夠反思AI對圖書館員角色和專業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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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的AI知能與素養培育–
B-WHEEL MODEL

57

(Gasparini & Kautonen , 2023; Kautonen & Gasparini, 2024; Kautonen & Gasparini, 2023)



知能建構模型B-Wheel Model

Five levels: 

● Outmost circle = orientation to AI basics 
● Coloured circle = existing fields of library

operations 
● Middle circle = AI-improved activities or 

tasks (i.e., motivation to implement AI) 
● Inner circle = AI tools and practices that 

enable the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 Centre of the circle = unified competence

building through sharing of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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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B=Bauhaus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erman)
 Holistic, Learning by doi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dustry
 Design thinking workshops 

(Kautonen & Gasparini, 2023)



Activities, for example: 

● (Semi)automated metadata production 
(MARC records, DC records, etc.) 

● Multilingual subject indexing  
(terms from a LOD ontology) 

● Etc. 

Tools and practices, for example: 

● Annif.org, automated subject indexing 
● Chat GPT, AI chatbot 
● Yewno Unearth, semantic categorisation (for 

academic publishers) 
● More to be found on ai4lams list: 

ai4lam - Activities/Projects (google.com)

B-Wheel: Metadata Production 
and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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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tonen & Gasparini, 2023)

https://www.yewno.com/unearth
https://www.yewno.com/unearth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i4lam/ai-registry/activitiesproject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i4lam/ai-registry/activitiesprojects
https://annif.org/
https://chat-gpt.org/
https://www.yewno.com/unearth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i4lam/ai-registry/activitiesprojects


Activities, for example: 
● Algorithm-powered search 
● Algorithm-powered recommendation 
● Data-based logistics 
● Etc. 

Tools: 

● Iris.ai, smart search 
● Vespa.ai, text search engine 
● Keenious, literature recommendations 
● Yewno Discover, explore scientific resources 
● Chat GPT, AI chatbot 
● Open Knowledge Maps, visual search engine 
● More to be found on ai4lams list:

ai4lam - Activities/Projects (google.com)

B-Wheel: Discovery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60

(Kautonen & Gasparini, 2023)

https://www.yewno.com/discover
https://www.yewno.com/discover
https://openknowledgemaps.org/
https://openknowledgemaps.or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i4lam/ai-registry/activitiesproject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i4lam/ai-registry/activitiesprojects
https://iris.ai/
https://vespa.ai/
https://keenious.com/for-librarians
https://www.yewno.com/discover
https://chat-gpt.org/
https://openknowledgemaps.or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i4lam/ai-registry/activitiesprojects


Activities, for example: 

● Provide AI literacy training 

● Provide guidelines for AI ethics 
● Increase AI competencie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Etc. 

Example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example: 

● IFLA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AI (PDF) 

● Fast.ai, training for practical data ethichs 

B-Wheel: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Librarians and Patrons 

(Kautonen & Gasparini, 2023)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faife/ifla_statement_on_libraries_and_artificial_intelligence.pdf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faife/ifla_statement_on_libraries_and_artificial_intelligence.pdf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faife/ifla_statement_on_libraries_and_artificial_intelligence.pdf
https://ethics.fast.ai/


Activities, for example: 

● Automatic meta-analyses and reviews 
● Relevance evaluation for publications 
● Machine-generated references 
● Workshops, courses, etc.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 Etc. 

Tools and practices, for example: 

● Iris.ai, automated analysis, summary, and 
systematisation of publications 

● Feedly, news aggregator 
● Rayyan.ai, automatic systematic reviews 
● Resoomer, automatic text summaries 
● See also:  

B-Wheel: Support Service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Kautonen & Gasparini, 2023)

https://iris.ai/
https://feedly.com/
https://www.rayyan.ai/
https://resoomer.com/en/


Examples of AI-improved librar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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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tonen & Gasparini, 2024)



AI-Based Tools for Research 
Libraries

64

(Gasparini & Kautonen, 2023)

https://www.doria.fi/handle/10024/186899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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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中實施人工智慧的挑戰和
限制

圖書館並非AI發展的主導場域，許多改變並非
由圖書館自身發起，而是受商業公司影響
一些圖書館對人工智慧趨勢缺乏反應或認知
AI導入圖書館可能會衍生倫理與隱私權議題
館員對AI抗拒、相對保守、不願意冒險、缺乏
對AI技術的瞭解，產生對AI取代館員的恐懼，
因此館員需要更多有關人工智慧及其在圖書館
中應用潛力的培訓
圖書館實施人工智慧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問題
缺乏有關圖書館中實際實施人工智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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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santy, Anna, Putri, Firdaus, & Noor Azizi, 2023; Ojala, 2021a; Wheatley & Hervieux, 2019)



結論

用AI – 自己還是要有基礎能力，才能有效運用
AI
發展AI – 人工智慧領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AI的可解釋性、可理解性、透明性至關重要
Money…Money…Money
Tech…Tech…Tech
Librarians… Librarians… Librarians
Users…Users…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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