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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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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就是借助移动通信平台，

数字图书馆把信息服务无声无息地“移动”到一切

有用户存在的地方，实现信息空间的泛在化。

１　我国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研究现状

１．１　我国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理论研究

２００２ 年朱海峰在论文中提到，无线图书馆是无

线互联网技术和图书馆数字化馆藏结合所产生的新

模式，是用户使用便携式终端设备， 以微波、无线电

等接入方式获取所需文献信息的数字化图书馆， 是

数字化图书馆的进一步扩展［１］ 。

２００３ 年杨晋升［２］谈到利用手机短信开展图书

馆个性化定制服务，属于移动服务之列。 ２００４ 年吴

志攀教授正式提出了“手机阅读的时代”，指出移动

化“图书馆”出现了［３］ ，他的前瞻性研究奠定了我国

移动图书馆创建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随后，胡振华等［４］结合移动通信技术和图书信

息服务，提出了“移动图书信息服务”的概念，探讨

了移动图书馆的功能、可行性和移动图书信息服务

系统环境构架。 移动图书信息服务（Ｍｏｂｉｌｅ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或移动图书馆（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是依托目前比较成熟的无线移动网络、互联网以及

多媒体技术， 使人们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的限制，

通过使用各种移动设备（如手机、Ｅ－Ｂｏｏｋ、掌上电
脑 、笔记本等）方便灵活查询、浏览与获取信息的一

种新兴的图书馆信息服务， 是数字图书馆电子信息

服务的延伸与补充。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三

大主要因素是移动终端、移动接入互联网和数字图

书馆系统。

１．２　我国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应用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在国内最早开展了移动图

书馆服务，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该馆试用手机短信息

通知系统，开展图书超期提醒、图书预约、短信息续

借、图书催还等服务。 ２００５ 年，上海市图书馆等部

分公共图书馆也开通此项服务功能，服务内容包括

开馆信息、书目检索、讲座预定、读者信箱、参考咨询

等［５］。 ２００７ 年， 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基于汇文图

书管理系统自主开发了第一家高校“手机图书馆”，

成为国内首家开通 ＷＡＰ 手机服务的图书馆。 随

后，清华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苏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相继引入移动图书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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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国家图书馆在 １０１ 年馆庆之

际，推出了ＷＡＰ网站“掌上国图”。 至此，我国移动

图书馆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２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主要服务模式

２．１　基于短信的移动图书馆服务

由于短信服务的普及以及技术架构的成熟，目

前图书馆大多采取短信的方式开展移动信息服务。

读者通过短信服务平台，可以享受书目查询、办证须

知、图书馆服务公告、外借到期提醒、图书续借、读者

荐书和选书、个性化定制服务、参考咨询、留言咨询

等服务。 这种服务模式既能满足读者对高效、迅速、

及时传播信息的需求，又能使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了

解图书馆动态。 另外，该服务对手机配置要求不高，

资费低廉，受到大众的青睐。 但此种服务模式的技

术架构比较简单，手机服务系统与馆方现有的图书

管理系统不能有效整合， 无法满足读者进一步获取

馆藏信息、搜索资料等深度挖掘的需要。

２．２　基于ＷＡＰ网站的移动图书馆服务
ＷＡＰ（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即无线应用

协议，是一项全球性的网络通信协议［６］ 。 ＷＡＰ使移
动网络有了一个通行的标准，其目标是将网络的海

量信息及先进的业务引入手机等移动终端中。

ＷＡＰ定义可通用的平台，把目前互联网上 ＨＴＭＬ语
言的信息转换成用 ＷＭＬ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描述的信息，显示在移动终端上。 ＷＡＰ 只要
求手机和ＷＡＰ代理服务器的支持，而不要求对现有

的移动通信网络协议做任何改动，因而 ＧＳＭ、ＣＤＭＡ、
ＴＤＭＡ、３Ｇ等多种网络均可适用［７］。

通过 ＷＡＰ 接入，手持移动终端登录图书馆的

ＷＭＬ页面， 可以进行更多人性化的操作，实现导航

定位、目录查询、文献检索、可视化参考咨询等许多

功能，读者可以随时随地搜索、下载、阅读各类数字

资源。 此种服务模式需要支付通信营运商一定的数

据通信费用，一般会建议使用 ＧＰＲＳ 套餐或者 ＷＩＦＩ
套餐。 另外，基于 ＷＡＰ 的移动信息服务对移动终
端的配置要求较高，要求读者的设备具备上网功能，

具有浏览器软件，能够访问 ＷＡＰ 网站。 目前，我国

已有多家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建立了 ＷＡＰ 平
台，如国家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黑龙江

省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武汉

大学图书馆。

２．３　移动客户端

移动客户端（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就是手机界面
上的图标及其相对应的应用，是运行在手机终端系

统平台上，需要下载、安装的服务管理软件产品。 移

动客户端作为登入移动互联网最便捷的方式，能够

帮助读者轻松、及时、方便实现与图书馆的无缝链

接。 但通过客户端实现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对用户

的终端设备要求更高，一般是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才能够安装客户端程序。 目前，上海图书馆、清华大

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均已

启用手机图书馆客户端服务，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和 Ａｎｄｒｏｉｄ
系统手机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机系统下载相应的

客户端，在客户端里可自助获取开放时间查询和馆

内导航、书目检索、新书预览、已借图书查询与续借 、

展览查询、讲座查询与预定等服务［８］ 。

３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特点

３．１　便捷性

便捷性是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最显著的特点，

也是用户最关注的原因之一。 移动图书馆不受时间

和空间的制约，提供 ２４×７ 不间断的服务。 用户可

以随时随地接收图书馆的动态消息、新书推荐、预约

通知，可以通过无线网络查询个人借阅状况、检索书

目信息，也可以下载电子书、音频、视频，随时随地阅

读，是便携式的小型图书馆。

３．２　个性化

个性化服务是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

宗旨在网络环境下的实质体现。 在移动网络环境

下，建立“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通过互动式信息交流平台，

与用户进行及时的沟通，并根据用户的特点、兴趣、

爱好、需求、习惯和本馆资源为用户定制服务，有针

对性地进行个性化信息推荐、信息提醒和信息搜索

等服务 ［９－１０］。 移动图书馆使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服

务项目、服务方式日益个性化。

３．３　互动性

移动终端设备特有的“移动”特点注定它具有

强烈的互动性。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无论是

用户与图书馆馆员的沟通，还是图书馆系统的自动

服务与交流，都充分体现了沟通交流的互动性。 这

种互动性进一步拉近用户与图书馆的距离，提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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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体验，使图书馆开展的信息服务更有针对性和灵

活性，对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将有极大
的促进作用［１１］ 。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小图”备受用

户青睐，给用户带来信息的同时还带来了娱乐 。

３．４　广泛性

在无线网络环境下，移动终端设备成为用户发

现、获取、传播和使用数字信息资源最重要的平台。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枟第 ３１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枠，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５．６４ 亿。 随着智能手

机等终端设备的普及，无线网络升级等因素进一步

促进了手机网民数量的快速提升，２０１２ 年手机网民

数量为 ４．２ 亿［１２］ 。 广泛的用户基础加上数字图书

馆信息资源内容的广泛性与传播方式都决定了移动

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广泛性。

４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未来发展

移动图书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而

人们的阅读需要又推动了移动图书馆的发展。

４．１　新技术的组合应用是手段

范并思［１３］曾提出，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

移动计算技术等三大技术值得图书馆关注和重视。

在移动数字图书馆技术、无线射频技术、ＳｏＬｏＭｏ 技
术、数据发现技术等信息技术推动下，移动图书馆将

成为一个无缝的、关联的知识交流空间，图书馆资源

共建共享的广度、深度、规模、质量将有新的突破。

４．２　合作服务是主流

国内多位学者［１４－１６］认为，图书馆要与第三方合

作，推动移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进一步拓展我国

移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已

在试用书生公司的“移动图书馆解决方案”系统，中

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合作开发本

馆的应用程序客户端。 由于成本和技术的原因，移

动运营商和网络信息技术公司将在移动图书馆信息

服务平台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各类型移动

终端中不同的操作系统推送移动信息服务，第三方

公司会有更多的研发经验。

４．３　拓展服务对象是方向

良好的用户体验会给信息服务带来更多的用户

群体。 每个人对网站的使用习惯不一样，功能要求

也不一样，要优化用户体验，只有增加服务内容，提

高服务质量。 如推出“听书”服务，满足视力不便的

老年人、残障人士、少年儿童等人群的阅读需求［１６］ 。
５　结语

随着泛在知识环境的扩大，移动图书馆融合各

种新技术，把握用户阅读趋势，开发应用便捷的服务

平台，加强移动阅读、移动学习，提升用户体验，移动

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将展现更具魅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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