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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移动图书馆应用现状研究 

蒋歌声           田莉 

(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文章通过对浙江省 46 所高职高专院校移动图书馆服务开展状况进行调研，探讨了高职高专院校开展

此项服务的功能定位，同时指出目前移动图书馆服务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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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动图书馆概念界定 

最初，移动图书馆是指人们利用移动交通设备将图书馆现有藏书，搬运至缺少图书馆的地区，满足缺乏藏书地区的读者需

求，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
①
。伴随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移动图书馆的概念也不断变化。现在移动图书馆

是指依托现代先进数字图书馆技术、发达的网络技术、便捷的移动终端技术等先进科技，创建一种使读者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通过使用各种终端设备方便灵活地利用图书馆各类资源的信息服务。 

通过移动图书馆与 OPAC 的对接，读者可在手机、pad 等移动设备上自助完成个人借阅查询、馆藏查阅、图书馆最新资讯

浏览，同时超过百万册电子图书、海量报纸文章以及中外文献元数据可供用户自由选择，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移动阅读服务
②
。 

二、浙江省高职院校移动图书馆应用现状 

本文通过网站调研、网络咨询、电话交流、微信咨询等形式，以是否开通、开通时间、功能模块、服务模式等为调查内容，

对浙江省 46 所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现状进行调研( 其中 6 所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16 所省级示范性高

职院校) ，调查结果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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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46 所高职高专院校中 27 所已开通移动图书馆服务，约占 59% ; 在 6 所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及 16 

所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开通服务的为 17 所，约占 77% ，已开通服务的院校大都采用超星 WAP/APP 模式; 采用相同方法

对浙江省 34 所本科院校进行统计( 不包括独立学院) 发现，仅 5 所院校未开通移动图书馆服务，占比约 15% ; 本科院校中除

浙江大学采取“外购 + 自行开发”模式外，其余均为超星 WAP/AP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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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的总体结果来看，浙江省移动图书馆发展迅速，开展移动图书馆服务已经成为浙江省各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的

共识，这其中本科高校的普及度、重视度又高于高职高专院校。 

三、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移动图书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调研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高职高专图书馆开始使用移动图书馆技术，并在读者范围内获得广泛使用，带动了图书资源数

字化、电子化的发展。然而，在移动图书馆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 移动图书馆经费开支的稳定性较难保证 

根据调研数据，采用商业开发的移动图书馆初次采购经费在 10 万左右，每年维护开支为 2 万左右，这笔不小的开支对于

经费紧张的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而言较难保证，由于政府采购、集团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采购方式的限制，使得部分高职高

专院校不能顺利采购到合适的移动图书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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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与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上的差异导致了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经费上的不足，学校内部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也

会优先选择紧收图书馆经费的策略，这让图书馆在经费支持方面更显被动。 

( 二) 移动图书馆技术主要依赖商业平台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浙江省内高校( 包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 在开展移动图书馆服务方面绝大部分采用与第三方合

作的方式，并且都选择了市场和技术均较为成熟的超星移动图书馆，虽然这种方式有利于图书馆将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投入到为

读者提供资源服务上，并能极大程度的减轻图书馆的技术压力，但会导致如下问题: 一是加大经费压力。图书馆需要在本已有

限的经费中每年支付移动图书馆费用。二是移动图书馆的资源更新和个性化服务受限于第三方。图书馆在电子资源建设方面通

常会根据校情购买多个数据库，但是这些数据库并不都能被整合进移动图书馆，对本校读者来说，这是一大服务体验障碍。三

是技术力量的欠缺，让图书馆在移动图书馆的日常运营与维护方面也陷入被动。 

( 三) 用户粘性养护障碍 

据 2015 年 CNNIC 发布的《2014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称，青少年手机网络应用使用前八分别是: 即时通信、

手机搜索、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新闻、手机网络视频、手机网络游戏、手机网络购物、手机网络文学，这表明在海量网络

资讯的冲击下，移动阅读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并不占主要比例，虽然目前移动图书馆资源丰富、功能强大，可以兼顾订阅电子

新闻、观看视频、收听音频等，但是大多数大学生还是只在查询馆藏、个人信息时才会想到利用它; 因为版权等问题，读者通

过移动图书馆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到热门网络文学作品等; 由于手机、PAD 等终端自身的局限性，通过移动图书馆利用学术

资源并不方便，以上因素导致用户对移动图书馆的使用粘性不足。 

( 四) 宣传力度不够 

调查显示，浙江省高职院校移动图书馆服务的覆盖已初具规模，这说明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已认识到移动图书馆的价值。

一项新的服务项目离不开强有力的推广，高校的特点又要求对服务项目的推广必须呈波浪式，分层次、有重点的长期坚持下去，

以保证新、老生读者对移动图书馆各项功能的了解和应用，而目前高职院校此方面的宣传推广活动普遍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

这既有数据库商方面的原因，也有图书馆员方面的原因。 

四、高职院校移动图书馆发展策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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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积极获取学校各级领导支持，努力拓宽经费渠道 

学校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包括移动图书馆推广在内的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集中力量对校内各级领导进行移

动图书馆服务推广，有助于他们了解图书馆的工作、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从而在经费等方面支持图书馆的工作; 其次，利用科

研拓宽图书馆经费渠道。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图书馆员申报每年的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及院校级科研项目，组织科研力量，

将每年的科研经费进行合理调配后，作为移动图书馆服务经费来源; 最后，利用政策补贴。如 ZADL( 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规

定每年对成员馆的文献传递据工作量进行补贴，图书馆可以积极动员内部力量，有针对性的做好文献传递工作，从而获得经费

补助。 

( 二) 加强技术保障力量 

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应正视技术力量薄弱的现实，积极探寻解决之道。争取积极的人事政策，吸纳优秀技术人才。其次，

加强馆员技术培训，探索校内、校际和校企技术合作模式。一方面，选派馆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以满足移动图书馆维护等需求，

加强自身技术素质，增强网络维护力量，另一方面，组织、吸引本校计算机学院教师及校外专家参与移动图书馆应用开发，寻

找相关学生社团加入移动图书馆维护、运营工作，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聘请企业对本校移动图书馆做针对性开发。最后，努

力实现校内至少是图书馆 WIFI 全覆盖，为读者在馆内利用移动图书馆提供便利。 

( 三) 加强宣传力度 

首先，对高职高专院校来说，应于每年年初或其他方便的时间节点，通过与数据库商的有效沟通制订兼具系统性和执行性

的移动图书馆年度宣传规划和宣传方案，尤其每年 9 月份左右的新生入馆教育系列工作，应将移动图书馆推广纳入作为重点之

一，通过开展讲座、培训，利用图书馆网站、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重点推广，使新生了解移动图书馆的资源、掌握其

使用方法。其次，开展个性化服务，针对不同的群体制订不同的推广方案，如针对学校教工进行科研主题的移动图书馆推广、

针对短期成人教育学员进行强调专业和速成的移动图书馆推广、针对学校学术领头人的在研课题和信息浏览喜好进行个性化信

息推送等，争取优质用户的使用粘性。最后，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图书馆现场活动、竞赛活动等，通过吸引师生参与，提高他

们对移动图书馆的认知和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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