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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的实践与展望——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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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在 3G时代的发展方向之一。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可以分别为注册用户及非注

册用户提供服务，如为用户提供短信服务、WAP 服务和信息推送服务等。通过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的实践发现，移

动图书馆存在短信服务易受外部条件制约、多媒体资源利用不充分、针对不同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开发不足等问题。

移动图书馆应结合 3G 技术开展移动阅读服务，建设移动的知识社区，完善各种类型的移动图书馆应用程序，以更

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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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数字图书馆及其服务在 3G 时代面临着变革与挑战。后数字图书馆概念和图书馆 5A 理论提出：未来图书馆应突破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无所不在的开放式、深层次的知识服务[1]。移动图书馆作为数字图书馆转型模式已从理论逐

步过渡到实践（如加拿大的 Athabasca 大学开展的“移动图书馆计划”[2]），并逐渐成为数字图书馆电子信息服务的延伸与补充
[3]。随着阅读 e 时代的到来，移动阅读、知识推送等新形式服务的出现将为用户带来更加快捷、畅通的移动信息服务，3G 技术

的快速发展使得图书馆开展广泛的移动信息服务成为可能[4]。 

移动图书馆是指用户通过移动终端设备等以无线接入方式接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由于目前用户的移动终端设备主要为手

机，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移动图书馆主要指以手机为移动终端的移动图书馆。   

由于图书馆服务具有很强的业务实践性，移动图书馆的发展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项目应用与理论研究并重的特点[5]。目前，

移动图书馆所提供的主要服务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 3种类型： 

（1）基于手机短信的服务。这种服务模式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所采用的服务模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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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P（WirelesspplicationProtocol，无线应用协议）服务。用户通过客户端（如移动电话）接入图书馆的 WAP 内容

服务器，该服务器经 WAP网关对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10]。 

（3）移动阅读。这是一种新兴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吴志攀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了从计算机族群的随身笔记本阅读方式转换

为大众手机的阅读方式，将使图书馆也像今天的音乐厅一样,成为“一个人的图书馆”[11]。有研究表明[5,12]，2007 年以前国内图

书馆界展开的移动图书馆实践主要是以短信服务为主，2007 年以后则是 WAP 服务与短信服务互为补充。目前，移动图书馆服务

在为用户提供跨越时间、空间限制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无法实现手机终端的移动阅读、移动知识服

务等），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移动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2 移动图书馆需求简析 

建设移动图书馆的主要目的是解除读者使用图书馆资源所受到的时空限制，借助新的通信技术最大限度地使图书馆的各种

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并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求。 

目前，国内学者对移动图书馆需求分析的研究表明：在技术层面，移动图书馆应满足不同移动终端接入的需要[12-14]；在功能

层面，移动图书馆不仅应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求，还应满足馆员的工作需要，如参考咨询、信息推送等[13-14]。   

虽然高校图书馆已逐渐开展社会化服务，但读者绝大多数仍为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通过手机使用

图书馆提供的传统服务（如馆藏查询等）即可满足其需求。例如，当读者身处书库或者前往某一分馆途中时，有了即时的图书

借阅需求，通过手机便可方便地查询到所需图书的排架号或馆藏情况。而对于希望从图书馆获得更多资源和信息的读者来说，

他们希望除了获得基本的图书信息查询服务外，还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更多的操作，如在图书馆门户网站或者知识社区

内进行相关活动。 

3 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实践 

2007 年，重庆大学图书馆在国内较早地全面引入图书馆 2.0 理念，以用户为核心，构建了“服务、资源、管理”三位一体

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模式，并开发了“重庆大学现代图书馆管理系统（ADLIB2）”。开发该系统的目标是以图书馆新技术为基础，

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并为用户提供多样的、个性化的知识服务。 

重庆大学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系统”是 ADLIB2的子系统。该移动图书馆系统依托重庆大学馆藏数字信息资源，将移动图书

馆服务嵌入在 ADLIB2的“五层图书馆 2.0系统”架构的知识服务层中，从而为用户提供图书借阅、预约、挂失等信息服务。 

3.1总体功能架构 

成为高校师生最主要的通讯工具。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扩展和完善以及各种手机阅读形式的出现，传统图书馆服务面临着

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移动图书馆，读者可以不受外部网络条件的限制，随时随地使用手机通过简单的代码进行查询、预约、

挂失等。移动图书馆成为重庆大学图书馆利用手机平台延伸图书馆服务、增加与读者互动的又一新途径，是图书馆扩大外延服

务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与国内其他图书馆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相比，重庆大学手机图书馆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空间，除提供文献资料服务之外，还

增加了书评系统并整合了 BBS、Blog等的移动服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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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用户划分 

目前，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为所有校内读者，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生读者（本科生、研究生）与教职工读者。

根据重庆大学图书馆的调查，目前学生读者和年轻教师读者是移动图书馆的主要潜在用户群。这部分读者不仅经常使用手机上

网，其中还有不少是重庆大学图书馆虚拟社区“我的书斋”的忠实用户。因此，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将用户群划分为两类：非

注册用户与注册用户，并对二者可使用的服务功能进行了区分。 

（1）非注册用户这类用户指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所有读者，读者无需注册便可以通过短信指令和手机上网功能直接访问图书

馆，了解图书馆概况，使用新书查询、馆藏查询等基本服务。   

（2）注册用户这类用户由两部分读者组成，第一类是重庆大学图书馆虚拟社区“我的书斋”的用户，主要包括学生读者和

青年教师读者。第二类是对信息交流有特定需求的读者。对于第一类读者，重庆大学图书馆除了对其提供基本的图书信息查询

服务外，还将“我的书斋”系统与移动图书馆相连接。用户通过手机即可进入“我的书斋”进行相关操作，如发表微博和书评、

论坛跟帖、访问好友“书斋”等。第二类读者主要关注的是所需图书和信息的动态，对于这些读者，重庆大学图书馆通过“门

户信息推送”功能来满足其信息需求，如向其推送最新的书评、新到图书信息等。 

3.3应用服务 

3.3.1手机绑定注册 

目前，重庆大学图书馆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为读者提供服务：（1）构建图书馆 WAP 网站，发布图书馆消息；（2）通过手机短

信拓展文献服务。读者要通过这两种方式享受移动图书馆服务，均需要将自己的手机号码与移动图书馆系统服务平台进行绑定，

即将数字图书馆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到移动图书馆专用服务号码，再通过移动图书馆系统发送的相关业务信息进行确认。例如，

读者编辑短信“ZC*图书馆用户名*数字图书馆密码”并将其发送到 1065730001719，在收到移动图书馆系统的欢迎短信后，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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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短信“Y”即完成用户账号与移动图书馆服务系统的绑定。 

 

3.3.2短信服务 

重庆大学读者通过绑定手机号码就可使用图书续借、图书预约、图书到期通知等功能，具体短信指令及示例如表 1 所示。

3.3.3WAP服务 

现阶段，重庆大学图书馆使用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系统兼顾用户使用的多种手机型号。读者根据其手机厂商说明设置，在手

机“互联网-浏览器”中输入 WAP地址：http://mlib.cqu.edu.cn，点击访问即可登录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界面，用户输入其数

字图书馆用户名和密码后，则出现移动图书馆服务主界面（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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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图书馆的主界面中，注册用户与非注册用户均可看到“我的图书馆”、“图书排行榜”、“图书查询”等栏目。注册用

户输入账号与密码并登陆移动图书馆后，便可查看个人借阅信息、预约信息及到期查询等信息。 

在移动图书馆的服务中，“图书排行榜”根据实时动态信息为读者推荐图书馆的热门图书，这些图书均按照《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进行分类，读者可以按类目名进行浏览查询；“图书查询”功能中设有“关键字查询”和“分类查询”，读者可输入一个

或多个关键字或图书的分类号进行图书检索；“新书查询”则是为读者提供最近热门图书的题名及相关信息；“图书馆公告”为

读者提供图书馆相关活动及讲座通知等信息，让读者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读者导航”提供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规章制

度、开馆时间等方面的介绍，方便读者了解图书馆、更好地利用图书馆。 

重庆大学读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按照移动图书馆界面的栏目进行相关操作，如使用图书预约续借功能，其实现操作步骤

如图 3所示。 

 

3.3.4门户信息推送 

门户信息推送是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根据前面的读者需求分析，目前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已经开展的推送服

务包括图书馆公告、新书信息、到期提醒、通借通还信息 4项。随着移动图书馆的建设，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将陆续开通书评、

微博、科研信息推送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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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应用效果 

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自 2007 年底开始运营并提供服务以来，应用效果良好。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提供的短信预约、Blog和

BBS 发布系统等不仅增加了图书馆的宣传效果，也提高了图书馆的利用率。这种通过手机访问和使用图书馆的形式，尤其受到

90 后大学生的青睐。笔者对图书馆读者随机调查的结果表明，移动图书馆的使用者主要是学生群体，尤以虎溪校区（重庆大学

大一、大二的学生分布在虎溪校区）的读者居多。由于重庆大学图书馆的 6 个分馆分布于 4 个校区，并且馆藏复本有限，读者

往返于校区之间费时耗力，因此手机预约图书这项功能尤其受到读者的青睐。截至 2010 年 11 月，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共完成

手机信息推送 12727条，其中 2010年完成信息推送 6783条，占统计总量的 53.3%①2，这表明读者逐渐开始尝试并习惯使用移动

图书馆的各项功能。从已推送的信息类型来看，提醒类信息（到期提醒、预约提醒）共 11086条，约占推送信息总量的 87.1%。

读者的反馈显示，这类推送信息备受读者喜爱。 

4 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实践的经验与问题 

移动图书馆的建设实践表明，对于多校区综合性大学，即时查询结合跨馆跨校区图书预约服务可以显著降低读者的借阅成

本。当读者在移动设备上检索想要借阅的图书时，不论该图书是否已借出，读者均可通过手机短信预约图书。移动图书馆系统

可以根据图书回库情况向读者发送到书提醒的短信。通过手机即可完成通借流程，极大地节省了读者借阅图书的时间成本与经

济成本。根据开展移动图书馆服务３年多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当前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主要存在以下 3个问题。 

（1）短信服务易受外部制约尽管目前大多数图书馆 

（如上海图书馆、吉林图书馆、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等）的移动图书馆应用主要基于手机短信方式，但从重庆大学移动图

书馆的建设与服务来看，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类手持设备的不断涌现，图书馆仅提供手机短信服务方式已经不能

满足高校读者的需求，并且手机短信服务易受到外环境影响，如通讯运营商等。在重庆大学图书馆举行的读者访谈会上，有读

者就反映收发移动图书馆的短信有延迟或短信收发障碍的现象，尤其以使用 15*和 18*号段的读者居多。   

（2）多媒体资源利用不充分实现移动阅读是建立移动图书馆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在实践中，读者很难真正通过移动终端随

时使用图书馆资源，因为移动阅读多受到数据传输速度、运营商的资费等因素的限制。目前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使用支持 WiFi

②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也开始使用无线 WiFi②网络，但其覆盖范围也仅局限于图书馆及周边区域，还远不能与专业

通讯运营商相比，因此多媒体资源服务和利用的完善尚需时日。 

（3）针对不同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开发不足读者使用的移动终端正在逐渐多样化，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也有各自的特点，

但目前重庆大学移动图书馆主要提供基于 JAVA的应用程序，无法最大限度地提高移动图书馆在用户终端上的使用效率。这也是

移动图书馆在读者中推广和普及所面临的障碍。 

5 移动图书馆建设的展望 

书馆的建设和运营实践来看，现阶段手机作为移动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优势尚不明显。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未来

3-年的时间里，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移动图书馆。 

5.1建设移动的知识社区 

                                                        
2
①该数据来自重庆大学图书馆服务器中的记录统计。 

②WiFi 是一种可以将个人电脑、手持设备（如PDA、手机）等终端以无线方式互相连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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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读者对移动图书馆的接受程度较高，目前重庆大学图书馆正在尝试以“我的书斋”为基础建设图书馆虚拟知识社区，

读者可通过移动图书馆门户网站在移动用户中形成知识社区并与图书馆知识社区相连接，通过移动终端即可在图书馆虚拟知识

社区中与其他读者或馆员进行交流，共享、挖掘、发现和创造知识，实现读者之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无障碍交流。 

5.2完善各种类型的移动图书馆应用程序 

随着大屏幕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手机上网资费的下调及支持 WiFi网络手机的普及，通过手机上网已经成为流行趋势。随

着 90后群体的成长，学生读者（包括研究生读者）将更多地使用手机访问图书馆。各种手机操作系统的客户端开发将成为未来

移动图书馆建设的重点，根据目前手机的发展趋势来看，移动图书馆至少应该提供基于苹果手机和 android（谷歌安卓）系统手

机的应用程序。 

5.3结合 3G技术开展移动阅读服务 

随着 3G 时代的到来，数据传输速度得到显著的提升。新型移动设备（如苹果 ipad 系列）的出现，使得视频、音频等多媒

体在移动设备上的传输成为现实。图书馆可以通过 3G技术向用户随时提供其丰富的各种馆藏资源，如在线浏览其所感兴趣的数

字图书、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同时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移动图书馆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推进了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未来移动图书馆的发展应密切关注 IT行业的移动阅读设备的发展动向。目前正处在

移动阅读设备的高速发展期，在移动图书馆建设方案没有成熟之前不要轻易依附于某种产品进行研发或者开展图书馆服务，否

则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与此同时，可以小范围对值得尝试的产品或者服务以知识聚合和信息服务为重

点开展实验性的实践研究，为业界提供好的发展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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