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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动图书馆服务现状调查∗ 

———以国家图书馆和省级公共图书馆为对象
∗

魏群义　 袁　 芳　 贾　 欢　 霍　 然　 侯桂楠　 杨新涯

摘　 要　 以国家图书馆和 ３１ 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调研、问卷调查、有效性测试等方法，对中国图书

馆的移动服务现状进行调研，并与美国排名前 ２５ 位的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公共图书

馆移动服务普及率偏低，服务模式主要为 ＷＡＰ 和 ＡＰＰ；移动服务和移动资源较为丰富，移动服务具有良好的个性和交互

性，但存在移动服务体系不完整、移动服务缺乏创新性、知晓度较低、有效性整体不高等问题。 中美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

务各有所长，中国图书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移动服务和移动资源，而美国图书馆移动服务更加人性化和精细化，与移动

终端结合得更好，馆藏信息的展示效果较好。 图 ６。 表 ３。 参考文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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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移动图书馆是指通过智能手机、Ｋｉｎｄｌｅ、ＩＰＡＤ

等移动终端设备访问图书馆的资源进行阅读和业

务查询的一种服务方式。 移动图书馆服务具有用

户泛在化的特性，这一点和公共图书馆用户群体的

泛在化特征非常一致，移动阅读对于公共图书馆提

０５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移动图书馆云服务 ＳＡＡＳ 模型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ＸＴＱ００３）和重庆市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泛在信息环境下重庆市移动阅读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ＹＢＣＢ０５７）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魏群义，Ｅｍａｉｌ： ｗｑｙ＠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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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的全民阅读推广也将是一个新思路，加之智能手

机的不断普及和手机上网用户的不断增加，综合而

言，在公共图书馆推广移动图书馆服务具有很好的

用户基础和应用前景。 可以预见，利用移动图书馆

面向农村地区提供信息服务将成为公共图书馆拓

展用户群和推广新服务的新途径。
移动图书馆起源于手机图书馆，手机图书馆

泛指利用手机的短信功能和网络功能获取图书馆

资讯和服务［１］ ，主要提供的服务有到期提醒、续借、
预约、查询等，而移动图书馆的概念更为广泛，泛指

通过智能手机、Ｋｉｎｄｌｅ、ＩＰＡＤ 等移动终端设备提供

的图书馆服务。 近年来，国内移动图书馆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应用方面，研
究者基于 ＷＡＰ［２－４］ 技术、Ａｎｄｒｏｉｄ［５］ 平台、ＩＯＳ［６，７］ 平

台，或者融合多种技术和平台［８－１０］ 开展移动图书馆

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将 ＱＲ 码［１１，１２］ 、ＲＳＳ［１３］ 等新技

术应用于移动图书馆建设。 这些研究对于开展移

动图书馆平台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

义，但更多局限于移动技术的应用，忽视了用户对

于移动图书馆的认可度，以及如何根据用户体验切

实提升移动服务水平。 现有的理论研究和调查研

究对于服务对象的体验调查、移动服务的有效性等

方面关注严重不足，王双［１４］ 从理论上提出了移动

图书馆用户接受模型，宋恩梅［１５］ 、侯桂楠［１６］ 、李巧

玲［１７］ 、Ｌｉ Ａｉｇｕｏ［１８］开展了国内移动图书馆的现状调

查研究，姜颖［１９］和高春玲［２０］ 对中美移动图书馆现

状进行调研并开展对比研究，但均未涉及用户体验

和移动服务的可用性。
针对如何提升移动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用户

认可度，国外学者更注重开展用户调查、用户体验

和可用性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关注移动终端

用户，用户调研主要围绕用户需求［２１］ 、用户偏好服

务［２２］ 、用户差异分析［２３］等展开，甚至将移动图书馆

服务扩展到移动大学［２４］ 。 可用性研究是近年来国

外移动图书馆研究的热点，被广泛应用于移动服务

的研究，被视为提升移动服务用户体验的重要途

径，国外学者开展了不少有益的研究，国内尚未见

到公开文献的报道。 关于可用性的定义，引用较为

广泛的是 ＩＳＯ ９２４１－１１ 国际标准提出的定义［２５］ ：指
产品在特定使用环境下为特定用户用于特定用途

时所具有的有效性、效率和用户主观满意度。 研究

者通过让用户完成事先设定的任务，采用记录用户

操作、事后评分等方法，对移动图书馆网站［２６，２７］ 、文
献数据库移动服务平台［２８］ 、电子图书［２９］ 、电子资

源［３０］等服务开展可用性研究，了解用户体验和感

受，对于移动服务提出优化和改进意见。
为全面反映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发

展水平，重点关注用户对移动服务的认可度以及

用户所偏好的移动服务，并将可用性引入到中国

移动图书馆研究，本文以国家图书馆①和 ３１ 家省

级公共图书馆为调查对象，对移动图书馆的开通时

间、移动服务、移动资源、服务模式、运行模式等方面

开展全面调查，并与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进

行对比分析，选取典型图书馆开展侧重用户体验的

问卷调查，针对用户偏好的移动服务进行可用性

研究。

２　 调查方法

（１）首先通过网络调研方法，查找公共图书馆

的网站，梳理其是否推出了移动图书馆服务。 其

次，联系公共图书馆的技术馆员索取测试账号或者

借用同行账号，完成测试前的准备工作。 最后，使
用获取的账号通过智能手机逐一访问移动图书

馆，部分问题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咨询图书馆

的技术馆员，从服务模式、移动服务、服务开通时

间、系统开发模式、系统运行模式、移动阅读资源

等方面全面调研移动图书馆的服务现状。 并从

服务模式、移动服务内容、移动资源等方面，与美

国顶尖公共图书馆进行对比分析，希望找到值得

中国图书馆借鉴的地方。 根据 ＯＣＬＣ 在 ２０１１ 年

发布的《全美顶尖 ２５ 家公共图书馆馆藏分析报

告》 ［３１］ ，选择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 ２５ 家图书馆作

为比较对象。

０５１

① 国家图书馆部分承担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是国内最早开通移动服务的图书馆，本文也将其作为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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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选取三家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式调研用户使用移动服务的体验与感受。
通过设计引导性问卷，让读者采用智能手机，了解

用户对移动图书馆的态度、使用感受与体验，调研

用户最喜欢的移动服务和服务满意度。
（３）根据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选取用户偏好的

几种移动服务，开展移动服务的有效性研究。 分别

对移动图书馆事先设定一个任务，研究人员使用智

能手机逐一访问移动图书馆，完成任务并进行比

较，验证移动服务的有效性，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

题。 　

３　 调查内容及分析

３ １　 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的现状与分析

以下从移动图书馆普及率、业务模式、移动

服务、系统开发模式、移动资源等方面，对中国公

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进行调研，并对中美公共图

书馆的移动服务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公共图书

馆移动服务调研数据见表 １（调研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６ 月）。 最早开通移动服务的图书馆是国

家图书馆，省级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普及率为

５１ ６％（１６ ／ ３１），从地理区域来看，西部 １１ 省市中

仅 ３ 个省市开通了移动服务，与中东部地区的差

距非常大，近三年是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发展的

高峰时期。
３ １ １　 业务模式、终端支持以及是否收费

移动图书馆的业务模式有三种类型［３２］ ：ＳＭＳ、
ＷＡＰ 和 ＡＰＰ，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ＡＰＰ 已经

成为移动图书馆的重要服务模式。 中美公共图书

馆移动服务模式对比见表 ２，可以看出，目前中国

图书馆移动服务的主要服务模式为 ＷＡＰ 和 ＡＰＰ，
少数支持 ＳＭＳ 模式，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主流服

务模式为 ＡＰＰ，均不支持 ＳＭＳ 模式。
ＳＭＳ 服务模式作为早期手机图书馆的主要服

务模式，具有功能简单、使用方便的特点，非常适合

非智能手机发送指令获取移动服务，但是目前在移

动图书馆中较少采用 ＳＭＳ，原因是目前移动图书馆

服务更多考虑智能手机。 由于公共图书馆用户群体

的泛在性和普遍性，应该在移动服务中考虑非智能

手机用户，在服务模式中增加 ＳＭＳ，以保障各类用户

群体能够公平、平等地享受移动图书馆服务。 例如，
国家图书馆［３３］通过全国统一特服号“１０６９８８１０６９８８”
为移动、联通、电信的手机用户提供图书催还、续借、
预约通知、挂失、发表意见等基础服务。 另外，除了重

庆图书馆的部分电子图书阅读需要收费外，其他图

书馆的移动服务都是免费服务，可以看出免费服务

是移动图书馆的主流和趋势。
３ １ ２　 移动服务

选取 １８ 种移动服务为调研对象，特别增加了

移动终端特有的位置服务（智能手机均具备 ＧＰＳ
模块）和 ＩＳＢＮ 条码扫描（通过扫描 ＩＳＢＮ 条码检索

馆藏），对中美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进行服务统计，
如图 １ 所示。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呈现两

个特点：首先是移动服务较为丰富，数字资源检索

服务覆盖率极高。 其次是服务具有良好的个性和

交互性，有 １４ 家图书馆同时提供了订阅功能、ＳＮＳ
服务、我的图书馆等个性化服务。 但也存在两个

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部分图书馆的移动服务体

系不完整，移动 ＯＰＡＣ 和通知公告属于基本服

务，但是部分图书馆却未提供移动 ＯＰＡＣ 服务和

通知公告服务。 移动图书馆作为一项新服务，应
该重视读者咨询服务，但是仅有 １ 家图书馆提供

移动咨询服务。 其次，移动服务缺乏创新，与智

能终端结合较差，没有根据智能终端的特点开发

相应的移动服务，没有图书馆支持智能终端特有

的位置服务，没有图书馆支持利用终端推荐购书

功能。
根据图 １ 的统计数据，对中美公共图书馆移动

服务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中国图书馆比美国图书

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移动服务，美国图书馆基本未

涉及数字资源阅读、文献传递、订阅功能服务。 相

比美国图书馆，中国公共图书馆基于海量的元数据

库提供了功能完善的数字资源检索，用户体验良

好，而美国图书馆一般是通过数据库自带的 ＡＰＰ
提供数字资源检索，比如 ＥＢＳＣＯ Ｍｏｂｉｌｅ［３４］ ，使用不

便。 其次，美国图书馆移动服务的人性化、精细化

服务更佳，这是值得中国图书馆学习的地方。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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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美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模式对比

服务模式　

图书馆　 　 　 　 　
ＳＭＳ 模式 ＷＡＰ 模式 ＡＰＰ 模式 同时支持 ＷＡＰ 和 ＡＰＰ

中国公共图书馆 ３／ １７ １６／ １７ １３／ １７ １２／ １７

美国公共图书馆 ０／ ２１ ６／ ２１ １７／ ２１ ２／ ２１

　 　 注：分子为采用某种服务模式的图书馆数量，分母为开通移动图书馆的总数量。

图 １　 中美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统计

Ｈｅｎｎｅｐ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提供的通知公告服务，不
仅包括今日通知、本周通知、本月通知，还根据读者

年龄和主题进行选择；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提

供的图书推荐功能，不仅有新书通报，还有正订购

的图书和《纽约时报》畅销书等；很多图书馆都提

供输入提醒功能，这对于输入不是特别方便的移动

终端来说非常人性化。 再次，美国图书馆提供的移

动服务与移动终端结合得更好。 所有图书馆都提

供了位置服务，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引导读者进行交

通路线导航；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提供的 ＯＰＡＣ
检索在馆藏地信息显示方面集成了地图导航功能。
还有，美国图书馆在国际化方面做得更好，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提供的移动服务，不仅支持

英文，同时支持中文和西班牙文。 最后，美国图书

馆在馆藏信息展示方面做得更好，例如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ｏｓ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等图书馆提供

的 ＯＰＡＣ 检索功能，不仅有馆藏状态，同时提供了

目录、高精度封面、作者简介等丰富信息，国内图书

馆在这一点显得明显不足。
对移动服务的宣传不足是中美图书馆面临的

共性问题。 在不少图书馆的主页上难以找到进入

移动图书馆的链接或者相关介绍，美国图书馆大部

分 ＡＰＰ 信息是通过使用图书馆的咨询服务（Ａｓｋ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获取的。
３ １ ３　 系统开发模式与系统运行模式

从移动图书馆系统开发模式来看，７６ ５％（１３／
１７）的中国图书馆选择成熟产品，一定程度上反映

移动图书馆系统日趋完善，已经能够满足图书馆的

服务需求，可以预见，日后公共图书馆将更多地选

择成熟的移动图书馆产品。 这一点与美国图书馆

的情况一致，大多数美国图书馆均选择成熟的产

品，比如 Ｂｏｏｐｓｉｅ 公司［３５］的移动图书馆产品，但是美

国图书馆产品的个性化服务比中国图书馆做得更

好。 从移动图书馆的运行模式来看，５８ ８％（１０／ １７）
的中国图书馆选择 ＳＡＡＳ 模式，采用云服务模式能

有效减轻图书馆运行维护的成本和压力，云服务

ＳＡＡＳ 模式已经成为移动图书馆的重要运行模式。
３ １ ４　 移动资源量

通过移动图书馆随时随地获取文献资源是读

者最喜爱的移动服务之一，尤其是文本格式的阅读

资源可以保障读者最佳的阅读体验。 从表 １ 可以

看出，图书馆提供的移动资源非常丰富，涉及图书、

０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一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１

期刊、报纸、学位论文、视频、网页、图片、新闻等。
１４ 家图书馆提供了文本格式的阅读资源，上海图

书馆提供了 ２１ 万种的电子图书，使用超星移动图

书馆系统的图书馆均提供了 ３ 万册 ＥＰＵＢ 文本格

式电子图书、４００ 种报纸、１０，０００ 集有声读物、２０，
０００ 部视频。 提供更多文本格式的阅读资源，将是

推动移动阅读，吸纳更多读者使用移动图书馆服务

的重要手段。 各图书馆在增加移动资源的同时，非
常重视移动资源的版权，图书馆主要选择与资源商

合作，在保障阅读资源供应的同时，很好地解决了

版权难题。 如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知网合作，掌上国

图［３６］集成了“手机知网”，提供期刊、会议论文、报
纸、工具书等资源的移动检索、阅读与下载。 上海

图书馆［３７］与阿帕比、龙源、盛大文学、超星、书生之

家等厂商合作为读者提供外借阅读器和在线阅读

服务。 其他选择超星移动图书馆系统的图书馆，通
过与超星公司合作解决电子图书、学术视频等移动

资源的版权问题。
与美国图书馆相比，中国图书馆提供的移动

资源更为丰富。 １０ 家采用超星移动图书馆系统的

图书馆的移动阅读资源量远远超过了绝大部分美

国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的移动资源主要集中在

ＥＰＵＢ 电子图书和有声读物，比如 Ｂｒｏｏｋｌｙ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拥有的移动资源相对较多，拥有 ３５，４７１ 种

ＥＰＵＢ 电子图书、７，０１６ 部有声读物。

３ ２　 用户体验移动图书馆服务的调查与分析

问卷调研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读者对移动图书

馆的态度，移动图书馆的使用体验、感受以及最喜

欢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等，调研对象主要是高校的学

生和老师。 问卷包括用户基本信息、移动图书馆的

网站功能评价、移动图书馆使用体验、最喜欢的移

动服务、满意度等内容。
３ ２ １　 问卷调查开展及问卷回收情况

按照最早开通移动服务的图书馆、沿海省份

图书馆、中部省份图书馆各一家的方案选择三家图

书馆进行用户体验的调研，分别是掌上国图（ＷＡＰ
地址：ｈｔｔｐ：／ ／ ｗａｐ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浙江省移动图书馆

（ＷＡＰ 地址：ｈｔｔｐ：／ ／ ｗａｐ ｚｊｅｌｉｂ ｃｎ ／ ）和江西省移动

图书馆（ＷＡＰ 地址：ｈｔｔｐ：／ ／ ｍ ｊｘｌｉｂ ｇｏｖ ｃｎ ／ ），调查

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６ 月。 调研用户在工作人

员指导下，使用智能手机登录移动图书馆进行体

验。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 份，每家移动

图书馆 ５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１７ 份，其中国家图

书馆 ４４ 份、江西省图书馆 ３８ 份、浙江省图书馆

３５ 份。 调研用户主要为在校师生（其中本科生

７９ 人，研究生 ３５ 人，教师 ３ 人）。 由于问卷数量

不大，同时考虑到要了解移动图书馆使用的总体

情况，在统计过程中将三家移动图书馆的问卷进

行合并统计。
３ ２ ２　 问卷结果分析

（１）移动图书馆服务知晓度分析

调研发现，８０％（９４／ １１７）的用户没有使用过移

动图书馆服务，说明读者对移动图书馆服务的知晓

率较低。 高校师生对于 ＩＴ 较为熟悉，他们对移动

图书馆的知晓度都如此低，如果将调查范围扩大到

社会用户，估计没有使用过移动图书馆服务的用户

比例会更高。 公共图书馆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移动服务的宣传和推广，不断提升用户对移动服务

的知晓度。
（２）读者最喜爱的移动服务调查

读者最喜爱的移动服务统计如图 ２ 所示。
４９ ６％的用户喜欢电子书、数字资源在线阅读，２１％
的用户喜欢数字资源检索服务，两者合计超过

７０％，内容为王，资源是移动图书馆的核心在这里

得到了证明。 移动 ＯＰＡＣ、我的图书馆、通知公告

也是读者较为喜爱的移动服务。
（３）移动图书馆服务满意度调查

对移动图书馆读者体验做了一个总体满意度

调研，分别有 １０％和 ４５％的用户对移动图书馆非常

满意和满意，３７％表示基本满意，７．７％表示不满意。
说明虽然移动图书馆服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
是读者对移动图书馆这个新生事物的总体满意度

和接受度还是不错的。 在问卷最后一项询问读者

使用移动图书馆的总体感受和建议，大多数读者持

肯定态度，尤其是对随时随地检索文献、阅读图书

充满兴趣，并且希望移动图书馆能与其工作、学习、
科研结合起来，提供更多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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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读者最喜爱的移动服务统计

３ ３　 移动服务的有效性调查

有效性研究是可用性研究的一部分。 鉴于移

动图书馆是一项新服务，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直接影响到读者是否愿意再次尝试和使用移动服

务，本次调查只进行有效性测试。
３ ３ １　 移动服务的选择

如图 ２ 所示，读者最喜爱的移动服务依次为电

子书 ／ 数字资源在线阅读、数字资源检索、移动

ＯＰＡＣ、我的图书馆、通知公告。 由于“我的图书馆”
涉及读者私人信息，不便进行测试。 电子书阅读与

数字资源在线阅读功能类似，测试一个即可。 选择

ＯＰＡＣ 服务、通知公告、数字资源检索、数字检索阅

读、数字资源下载五项服务进行有效性调研。
３ ３ ２　 有效性调查方法

（１）ＯＰＡＣ 服务

分别登录进入公共图书馆的移动图书馆系统

和数字图书馆系统，使用 ＯＰＡＣ 服务，选择相同的

检索范围、检索途径和检索词，将两个系统中的检

索结果（命中记录条数和随机抽取的两条记录）进
行比较，若完全一致，ＯＰＡＣ 服务则视为完全有效；
考虑到数据更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若检索数量差

距在 ５％以内，随机记录一致，则视为基本有效；若
检索数量差距超过 ５％或者随机记录不一致，则视

为无效。 测试样例描述如下：检索范围为馆藏目录

（如果没有馆藏目录选择，则选择同一类别的目录

数据库），检索途径为题名（如果不支持选择题名

检索，则选择全部字段或者任意词），检索词为“计

算机科学”。
（２）通知公告

讲座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内容，图书馆作

为主办方必须及时、准确地发布讲座公告，讲座公

告的有效性对于读者非常重要。 通知公告服务的

有效性测试方法为：分别登录公共图书馆的移动图

书馆系统和数字图书馆系统，定位到“讲座信息”
或者类似栏目，选取最近的十条讲座信息，若讲座

信息完全符合，则视为完全有效；若有八、九条讲座

信息一致，则视为基本有效；其他一律视为无效。
（３）数字资源检索

登录移动图书馆系统，使用数字资源检索服

务，检索常见的一篇期刊论文，如果能够命中记录，
则视为服务有效，反之，视为服务无效。 测试样例

为：中文期刊论文（宋庆功  材料信息学初探． 科学

通报， ２００３， ４８（２２）： ２３８４－２３８７）。
（４）数字检索阅读

登录移动图书馆系统，在线阅读常见的一篇期

刊论文，如果系统提供的多种阅读方式均能成功阅

读，未出现错误或者乱码，则视为完全有效；至少一

个阅读方式能成功阅读，则视为服务基本有效；如
果所有阅读方式均无法阅读，则视为服务无效。 测

试样例同上。
（５）数字资源下载

登录移动图书馆系统，使用数字资源检索服

务，下载常见的一篇期刊论文，如果能够成功下载

并打开，则视为服务有效，反之则视为服务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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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样例同上。
３ ３ ３　 国家图书馆移动服务有效性测试例证

使用智能手机三星 Ｉ９１００，通过联通 ３Ｇ 网络，
访问掌上国图（ｈｔｔｐ：／ ／ ｗａｐ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同时，通
过因特网访问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 ）。
（１）ＯＰＡＣ 服务

根据前面阐述的测试方法，分别进入国图的

数字图书馆和移动图书馆，选择检索范围为中文文

献库，检索途径为正题名，检索词为“计算机科学”，
检索结果分别如图 ３、图 ４ 所示。 数字图书馆命中

２１６ 条记录，移动图书馆命中 ２１９ 条记录，命中记录

数相差 ３ 条，差距百分比为 １ ３８％，且前两条记录

完全一致，国家图书馆的移动 ＯＰＡＣ 服务视为

有效。

图 ３　 数字图书馆ＯＰＡＣ检索结果

　 　 　 　 　 　 　 　

图 ４　 移动图书馆ＯＰＡＣ检索结果

　 　 （２）通知公告

分别进入掌上国图和国图数字图书馆系统，
选取最近的 １０ 条讲座信息，经过比较，讲座信息完

全一致，国图的通知公告服务视为完全有效。 但是

国图移动图书馆中讲座信息没有按照时间倒序排

列，不便于读者浏览，容易遗漏讲座信息。
（３）数字资源检索、数字检索阅读与数字资源

下载

通过“手机知网”顺利检索到论文，如图 ５ 所

示，“数字资源检索”服务有效。 使用在线阅读能

阅读论文详细内容，如图 ６ 所示，但是出现不少乱

码，对阅读效果有所影响，“数字检索阅读”服务视

为基本有效。 使用“数字资源下载”服务能下载并

打开 ＰＤＦ 全文，“数字资源下载”服务视为有效。
３ ３ ４　 移动服务有效性测试结果及其分析

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有效性测试结果见表 ３。
首先，公共图书馆提供的移动服务中，数字资源检

索和数字资源阅读的有效性最好，９４ １％的图书馆

（１６／ １７）的数字资源检索服务有效，７０ ６％的图书

馆（１２／ １７）的数字资源阅读服务基本有效（究其原

因就是原版阅读和图片阅读效果不理想、有乱码，
从用户体验的结果来看，文本阅读的效果最佳），说
明公共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资源检索与阅读服务。
其次，ＯＰＡＣ 服务作为移动图书馆最基础的一项服

务，仅有 ４１ ２％的图书馆（７／ １７）的 ＯＰＡＣ 服务完全

有效，反映了当前公共图书馆忽视了最基础的 ＯＰ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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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数字资源检索页面

　 　 　 　 　 　 　 　

图 ６　 数字资源在线阅读页面

表 ３　 图书馆移动服务有效性测试结果

　 　 　 移动服务

图书馆名称　 　 　 　
ＯＰＡＣ 服务 通知公告 数字资源检索 数字检索阅读

数字资源

下载
测试时间

国家图书馆 完全有效 完全有效 有效 基本有效 有效 ２０１３－７－２４

上海图书馆 无效 完全有效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重庆市图书馆 无效 完全有效 无效 无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５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完全有效 完全有效 有效 完全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江西省图书馆 完全有效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山东省图书馆 完全有效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河北省图书馆 完全有效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辽宁省图书馆 完全有效 无效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５

黑龙江省图书馆 无效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吉林省图书馆 基本有效 ／ 有效 完全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浙江省图书馆 ／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宁夏图书馆 ／ ／ 有效 完全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贵州省图书馆 无效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海南省图书馆 ／ ／ 有效 完全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天津图书馆 ／ ／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首都图书馆 无效 无效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６

福建省图书馆 完全有效 完全有效 有效 基本有效 ／ ２０１３－５－１５

　 　 注：①“ ／ ”表示未提供该项服务。
②测试站点：除了重庆市图书馆访问 ＡＰＰ 客户端之外，其余图书馆访问的均是移动图书馆 ＷＡＰ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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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最后，通知公告服务测试中，仅有 ２９ ４％的

图书馆（５／ １７）完全有效，说明公共图书馆不重视移

动图书馆的通知公告服务，服务的无效性不仅导致

无法将最新的通知公告推送给读者，反而容易给读

者造成误导。
除了未提供的移动服务之外，表 ３ 显示图书馆

共提供的 ５５ 项移动服务中，无效服务比例达到

１６ ４％（９／ ５５）。 如果以图书馆为单位进行研究，
６４ ７％（１１／ １７）的图书馆提供的移动服务全部有

效。 总体来看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有效性有待

进一步提高，公共图书馆热衷于建设移动图书馆项

目，但是对于后续的移动服务关注不够。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和 ３１ 家省市图书馆的

移动图书馆服务进行现状调查、用户调研与服务有

效性分析，并与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进行对

比分析，结论与展望如下：
（１）中国公共图书馆中移动图书馆服务普及

率偏低，仅为 ５３ １％，西部地区移动图书馆的普及

率更低。 加强移动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中的推广

和应用，将是推动泛在信息社会进程的关键所在。
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推广，用户通

过移动智能终端进行移动阅读和移动学习，将是移

动互联网时代用户信息获取的趋势。 公共图书馆

不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旁观者，在移动阅读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极大影响民众对于图书馆功能

定位的认识。
（２）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模式主要为

ＷＡＰ 和 ＡＰＰ，７０ ６％的图书馆同时支持 ＷＡＰ 和

ＡＰＰ 服务模式，仅三家图书馆支持 ＳＭＳ 模式。 而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主流服务模式为 ＡＰＰ，均不支持

ＳＭＳ 模式。 由于公共图书馆用户群体的泛在性，应
该考虑增加 ＳＭＳ 模式，为非智能手机用户提供一

些基础的移动服务，以保障不同群体平等享受移动

服务的权利。
（３）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具有丰富、个

性化和交互性的特点，但同时存在移动服务体系不

完整、移动服务缺乏创新、与智能终端结合较差等

不足。 图书馆提供丰富的移动资源，文献类型非常

丰富，更多种类的文本格式阅读资源是一个亮点。
图书馆主要选择与资源商合作，在保障阅读资源供

应的同时很好地解决版权难题。
（４）与美国公共图书馆相比，中国公共图书馆

提供的移动资源更为丰富。 中国图书馆基于海量

元数据库提供数字资源检索与阅读服务，明显优于

美国图书馆。 而美国图书馆移动服务更加人性化、
精细化和国际化，与移动终端结合得更好，尤其是

位置服务，馆藏信息展示（提供目录、高精度封面、
作者简介等信息）方面做得很好，这些都是值得中

国图书馆学习的地方。 对移动服务的宣传不足是

中美图书馆面临的共性问题。
（５）７６ ５％的中国公共图书馆选择成熟的移动

图书馆产品，一定程度上反映移动图书馆系统日趋

完善，日后公共图书馆将更多地选择成熟的移动图

书馆系统，这一点与美国公共图书馆一致。 ５８ ８％
的图书馆选择 ＳＡＡＳ 运行模式，采用云服务模式能

有效减轻图书馆运行维护的成本和压力，云服务

ＳＡＡＳ 模式已经成为移动图书馆的重要运行模式。
（６）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知晓度很低，

公共图书馆须加强移动服务的宣传和推广。 用户

最喜爱的移动服务是电子书、数字资源在线阅读，
数字资源检索、移动 ＯＰＡＣ、我的图书馆、通知公告

也是读者比较喜爱的移动服务。 ９２％的读者对移

动图书馆的服务体验表示满意或者基本满意，说明

读者对移动图书馆总体满意度非常不错。
（７）中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移动服务中，数字

资源检索和数字资源阅读的有效性最好，但是

ＯＰＡＣ 服务和通知公告服务的有效性较差。 公共

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资源检索与阅读服务，却忽视

了最基础的 ＯＰＡＣ 检索和通知公告服务。 总体来

看，公共图书馆的移动服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公
共图书馆对于移动服务不够重视，在移动图书馆建

设中普遍存在重前期建设、轻后续服务的现象。
（８）移动图书馆突破了传统的网络限制和地

域限制，直接将资源和服务推送到读者的终端设

备，真正满足了读者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服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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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移动图书馆的用户泛在性特征非常适合公共

图书馆进行服务推广，将有助于将图书馆的服务推

广到农村和偏远地区，移动服务将成为公共图书馆

的重要服务。 读者对移动服务充满期待，只要图书

馆切实重视移动服务，将移动服务纳入图书馆的服

务体系中，切实提升移动服务的有效性和完备性，
改进移动图书馆的用户体验，移动服务将会得到更

多读者的肯定。
（９）展望未来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的发展方

向。 首先，进一步提升移动图书馆的发展地位。 移

动图书馆是图书馆融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契机，未
来移动图书馆将和数字图书馆享有同等的建设地

位，这也是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机遇。 公共图书馆不

仅要重视项目建设，更应该重视后续的宣传与服务

质量，提升服务的有效性，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用

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其次，充分挖

掘智能终端的特点（例如位置服务、照相、扫描功能

等），搭建更为完备的移动服务体系，移动服务不仅

需要多样化，还需要精细化、人性化和国际化。 最

后，移动图书馆服务将逐步走向云端服务和联盟

化，云服务和联盟化是提升移动图书馆服务稳定性

和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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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ＢＳＣＯ ｇｏｅｓ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０－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ｃｏ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

［３５］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０－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ｏｐｓｉｅ．ｃｏｍ／ ．

［３６］　 掌上国图［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ａｐ．ｎｌｃ．ｇｏｖ．ｃｎ．（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ｈｔ⁃

ｔｐ：／ ／ ｗａｐ．ｎｌｃ．ｇｏｖ．ｃｎ．）

［３７］　 上图手机图书馆［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 ／ 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 ／ 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魏群义　 重庆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馆长助理。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正街 １７４ 号。 邮编：４０００４４。
袁　 芳　 南昌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副馆长。

通讯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 ９９９ 号。 邮编：３３００３１。
贾　 欢　 霍　 然　 侯桂楠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正街 １７４ 号。 邮编：４０００４４。
杨新涯　 重庆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副馆长。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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