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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研究回顾与展望∗
∗

施国洪　 夏前龙

摘　 要　 近年来移动图书馆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国内外移动图书馆研究的文献可划分为三类：服务模式

研究、对象要素研究和综述评介研究。 目前该领域研究面临如下问题：概念演进多元化、模糊化；研究内容缺乏系

统性和深入性；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只有少部分文献采用了实证研究；综述性研究侧重对应用现状的总结，鲜有

从研究内容进行深入评析。 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有：定制服务、服务能力、移动联盟、服务质量以及大规模的

定量实证研究，尤其是服务质量研究亟待开展。 表 ２。 参考文献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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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信息服务范

式受到了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学

界对移动图书馆的研究。 通过广泛的文献采集和

归纳梳理，本文将目前移动图书馆研究划分为三

类：服务模式研究、对象要素研究和综述评介研究。
本文认为，该领域当前还面临如下问题或不足：移

动图书馆概念演进出现多元化、模糊化；研究内容

集中于服务模式与应用案例的推介，缺乏系统性和

深入性；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仅有少数实证研究

并集中在用户需求、态度以及采纳行为分析方面；
此外，综述性研究较多，但多侧重于国内外应用现

状的总结，鲜有从研究内容角度进行深入评析。 基

于此，本文首先对移动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

简要梳理；重点对国内外有关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

和对象要素研究进行回顾评析，指出目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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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足；在前述基础上提出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可为后面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可为业界提供操作

启示。

２　 移动图书馆历史演进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关于移动图书馆

的提法在近些年出现了多样化的现象，包括无线图

书馆、手机图书馆、掌上图书馆、流动图书馆等。 笔

者通过 ＣＮＫＩ 全文数据库检索近十年来有关移动

图书馆的文献研究，发现以“手机图书馆”为主题

搜索到的文献数量占到了移动图书馆总文献数量

（包括手机图书馆）的四成之多，这也从侧面反映

了移动图书馆概念正面临模糊化的处境，因此本文

首先对移动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进

行简要梳理。
移动图书馆是译自英文中的“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下设机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早在 １９４９ 年就将其定义为“设计、配备和运

作一种运载工具以提供比临时图书馆分馆更加合

理实用的服务”［１］ ，因此通常也被称作汽车图书馆

或流动书车（ｂｏｏｋｍｏｂｉｌｅ）。 移动图书馆起初作为

公共图书馆的一个服务功能单元［２］ ，其目的是服务

于更多分散的偏远地区和群体，以弥补由于区域限

制而造成的服务功能缺陷。 但由于受到时空约束，
这种流动性的图书馆还难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３］ 。
随着远程网络通信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移动图书

馆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１９９０ 年，美国圣路易斯公共

图书馆专家 Ａｌｌｏｗａｙ 提出了“电子流动图书”（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 ｂｏｏｋｍｏｂｉｌｅ）［３］ ，即通过电子传输把图书馆信

息服务直接送到用户家中、学校、办公室，由此打破

了馆藏资源的有形障碍，在更大程度上拓宽了图书

馆信息服务的方式和范围，后来逐步演变为数字图

书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即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

在线访问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资源。 １９９３ 年，美国

南阿拉巴马大学图书馆牵头发起了“无屋顶图书

馆”（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Ｒｏｏｆ）项目［４］ ，对使用具

备蜂窝通信能力的手持 ＰＤＡｓ 访问图书馆电子资

源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测试，后由于技术不成熟等

原因未能普及，不过这是移动访问图书馆服务的一

次突破性尝试。 直到上世纪末，伴随无线通信网络

和移动接入技术的逐渐成熟，读者在移动情境下接

受或访问图书馆服务才得到可靠保证，传统移动图

书馆概念也因此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用户通

过手持移动设备（ＰＤＡ、手机等）随时随地接受或访

问图书馆信息服务，进而跨越物理与数字边界，实
现移动阅读和参考咨询的一种新型移动图书馆服

务范式。 它将无线接入技术应用于数字图书馆

而实现移动访问数字化馆藏资源［５］ ，促成了由流

动的实体图书馆向移动的虚拟图书馆的进阶转

变。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新型移动图书馆取得长足发

展，理论和实践齐头并进，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相继开展模式和内容丰富多样的移

动服务，逐渐迎来移动服务在图书馆事业中的革

命性阶段。
不管是无线图书馆，还是手机图书馆，它们只

是界定的对象有所侧重，其本义都是传统移动图书

馆的一种演变形态和表现方式，为了与传统移动图

书馆保持良好的延续性，笔者认为宜继续沿用移动

图书馆这一说法。

３　 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评述

移动图书馆服务（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在概

念上与移动图书馆几乎重叠，一般被认为是等同

的。 ２００４ 年，黄群庆最早提出移动图书馆服务的概

念，是指移动用户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如手机、ＰＤＡ
等），以无线接入方式接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６］ 。
这种服务模式强调在用户随时随地需要帮助时

为其提供服务，既能满足用户需求，又能提高馆

藏资源利用率，有利于改善图书馆在用户和馆员

心中的形象［７］ 。 服务模式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

点话题，通过梳理国内外近十年的重要文献，笔
者将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归纳为三个方面：
短信息服务、移动网站服务和移动应用服务（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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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关于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的成果

服务模式 研究内容 文献来源

短信服务

功能推介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０９［８］

参考咨询
Ｗｅｉｍｅｒ， ２０１０［９］ ； Ｈｉｌｌ 等， ２００７［１０］ ； Ｐｒｏｆｉｔ， ２００８［１１］ ； Ｈ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７［１２］ ； Ｓｔａｈｒ，

２００９［１３］ ； Ｖｅｃｃｈｉｏｎｅ 等， ２０１２［１４］

教学支持 Ｔｏｍａｓｚｅｗｓｋｉ， ２０１１［１５］ ； Ｊｏｎｅｓ 等， ２００８［１６］ ；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０９［８］

服务营销 Ｊｅｔｔｙ 等， ２０１３［１７］ ； Ａｎｂｕ 等， ２０１２［１８］

行政沟通 Ｎａｉ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７［１９］

用户采纳 Ｇｏｈ 等， ２００９［２０］

系统设计 董晓霞 等， ２０１０［２１］ ； 周爱民， ２００９［２２］

应用效果 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０７［２３］ ；张海营， ２０１２［２４］

移动网站

模式推介 Ｗｅｓｔ 等， ２００６［２５］ ； Ｋｒｏｓｋｉ， ２００８［２６］

设计建设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２［２７］ ； 曾满江 等， ２０１２［２８］ ； Ｎｏｗｌａｎ， ２０１３［２９］ ； Ｋｉｍ， ２０１２［３０］ ； Ｖｉｌａ 等，

２０１０［７］ ；Ｇｒｉｇｇｓ 等， ２００９［３１］

绩效评价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２［３２］

应用现状 Ｓｅｅｈｏｌｚｅｒ 等， ２０１１［３３］ ； Ｃａｎｕｅｌ 等， ２０１１［３４］ ； Ｂｒｉｄｇｅｓ 等， ２０１０［３５］

ＯＰＡＣ Ｔｕｎｇ 等， ２００７［３６］ ； Ｚｈｏｕ 等， ２００７［３７］ ； Ｇａｌｖｉｎ 等， ２０１１［３８］ ； 林颖 等， ２０１１［３９］

移动应用

ＡＰＰ 田蕊 等， ２０１２［４０］ ； Ｗａｓｈｂｕｒｎ， ２０１１［４１］ ； Ｂｉｓｈｏｐ， ２０１２［４２］ ； 陈俊杰 等， ２０１２［４３］

ＱＲ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１０［４４］ ； 杜志新 等， ２０１３［４５］ ；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２［４６］ ； Ｍａｓｓｉｓ， ２０１１［４７］ ； Ｓｅｍｅｎｚａ

等， ２０１２［４８］

ＬＢＳ Ｈａａｓｅ， ２００２［４９］ ；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０［５０］ ； Ｈｉｎｚｅ 等， ２０１２［５１］

ＲＳＳ 佘静涛 等， ２０１２［５２］

ＡＲ Ｈａｈｎ， ２０１２［５３］ ； 付跃安， ２０１３［５４］

３ １　 短信息服务

短信息服务（ｓｈｏｒ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Ｓ）是率

先被普遍应用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特点是速度

快、效率高、费用低以及操作简便，主要有两种服务

形式：①信息推送服务，如新书推介、讲座通知、欠
费提醒、逾期催还等；②短信咨询服务，如资料预

约、图书续借、借阅查询、参考咨询等。
目前 ＳＭＳ 研究相对成熟，国内外学者从不同

角度对其展开讨论，主要包括 ＳＭＳ 推介、参考咨

询、教学支持、服务营销、行政沟通、用户采纳、系统

设计、应用效果等。 Ｗａｌｓｈ 介绍了图书馆 ＳＭＳ 的几

个重要服务功能，包括远程学习小组讨论、传递教

学材料、参考咨询和提醒通知服务等［８］ 。 其中，很

多学者［９－１１］对参考咨询功能进行过专门研究，将其

作为传统参考咨询服务的有效补充，学者 Ｈｅｒｍａｎ
认为 ＳＭＳ 低成本、操作简便以及能够减少语言障

碍等优势弥补了传统的采用邮件和电话咨询的一

些不足［１２］ ；Ｓｔａｈｒ［１３］专门探讨了 ＳＭＳ 参考咨询的优

缺点和问题类型；Ｖｅｃｃｈｉｏｎｅ 等［１４］ 通过对馆员进行

调查，探讨了图书馆提供 ＳＭＳ 咨询服务的原因以

及常见的咨询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 Ｔｏｍａｓｚｅｗｓ⁃

ｋｉ［１５］ 、Ｊｏｎｅｓ 等［１６］ 、Ｗａｌｓｈ［８］等学者还探讨了 ＳＭ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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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应用，包括本科生［１６］ 、远程学习者［８］ 、理
科生［１５］等，证实 ＳＭＳ 可以提供支持性的移动教学

服务。 Ｊｅｔｔｙ、Ａｎｂｕ 和 Ｍａｖｕｓｏ 研究团队［１７－１８］ 着重探

索了基于 ＳＭＳ 的提醒服务项目及其在图书馆服务

营销中的作用。 此外，ＳＭＳ 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效果

也很显著，比如有学者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将 ＳＭＳ
用于“行政沟通”（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 ，
可以对图书馆管理系统进行支持，以促进馆员和用

户的沟通交流；新西兰学者 Ｇｏｈ 等［２０］ 实证研究了

ＳＭＳ 的用户采纳行为，包括潜在的感知信念、使用

意愿和自我效能的关系等，为理解用户使用 ＳＭＳ
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见解；国内学者董晓霞等［２１］ 、周
爱民［２２］针对图书馆 ＳＭＳ 平台构建和系统设计进行

了探讨。 还有一些学者［２３－２４］对 ＳＭＳ 应用现状和效

果展开过调研。
目前，ＳＭＳ 被广泛采纳和应用，但还面临如下

问题：①短信参考咨询服务宣传不足，致使很多用

户对此还比较陌生，需要馆员加大对 ＳＭＳ 参考咨

询的营销，提高用户认知水平，以增加 ＳＭＳ 的使用

质量；②成本预算和专业馆员共同约束 ＳＭＳ 的推

广，特别是专业馆员的缺乏，某种程度上提高了

ＳＭＳ 的引入难度，对此可以建立馆员胜任力培训机

制，提高现有馆员的任职资格和服务能力。

３ ２　 移动网站服务

移动网站服务模式是继 ＳＭＳ 后逐渐兴起和推

广的，是对 ＳＭＳ 的一种拓展和补充，尤其在信息查

询和交互功能上优势更加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短信服务的不足［５５］ 。 关于图书馆移动网站的

研究文献很多，内容主要涉及移动网站的模式推

介、设计建策、绩效评价、应用现状以及移动

ＯＰＡＣ 等。
在模式推介方面，Ｗｅｓｔ 等［２５］ 对美国波尔州立

大学图书馆开发的移动网站服务项目进行了案例

推介，该项目提供包括书目期刊检索、图书馆视频、
馆藏信息、指定参考书查询（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ＣＲ）、
移动咨询网页链接等多种服务功能，文章还讨论了

在移动设备小屏幕上的适配问题；２００８ 年，美国著

名图情专家 Ｋｒｏｓｋｉ［２６］撰写了一份关于图书馆移动

网页的长文报告，专门探讨了将图书馆网页转移到

移动端的可行性，并从多个方面对图书馆移动网站

服务模式进行了推介。
有关移动网站的设计、建设和改善一直是业界

和学界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研

究。 Ｃｈａｎ［２７］针对较小的高校图书馆因缺乏必备的

专业技术和资源而无力创建移动网站的情况，提出

了一种对馆员专业技术和资源成本要求都较低的

解决方案；曾满江等［２８］ 探讨了一种渐进式增强的

移动图书馆网站优化方案，即利用内容适配技术针

对不同性能的移动终端实现分层次用户体验优化；
Ｎｏｗｌａｎ［２９］通过对加拿大几所高校图书馆的调研，
就如何建立匹配大学社区需求的移动网站提出建

设性对策；Ｋｉｍ［３０］ 则从计划和项目管理角度，梳理

了图书馆规划创建第一个移动网站的 ２０ 条建议，
对实际操作具有指导性意义；Ｖｉｌａ 等［７］ 学者提出了

开发移动网站的三个必备标准———关联内容展示、
对移动用户有用和内容易于迁移，其中对用户有用

是图书馆提供移动网站服务的最基本准则和要求；
Ｇｒｉｇｇｓ 等［３１］人从供应商的角度，提出图书馆自主开

发的移动网站服务选项相比外包设计更能匹配读

者需求和实现预期功能。
在移动网页服务效率方面，台湾地区学者

Ｗａｎｇ 等［３２］结合系统日志分析工具和用户问卷调

查方法，对图书馆两种主要的移动网页服务（逾期

提醒和更新请求）进行了绩效评估，为提高用户满

意度提供建议。
在应用现状方面，Ｓｅｅｈｏｌｚｅｒ 等［３３］ 采用焦点小

组方法，调研了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移动网页应用

的用户反馈情况；Ｃａｎｕｅｌ 等［３４］ 对加拿大高校联盟

的成员机构开设图书馆移动网页服务的现状进行

考察和讨论；Ｂｒｉｄｇｅｓ 等［３５］ 从全球视角选择了更加

广泛的图书馆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对移动网站服务

的应用现状进行评析。
此外，Ｔｕｎｇ 等［３６］ 、Ｚｈｏｕ 等［３７］ 、Ｇａｌｖｉｎ 等［３８］ 、林

颖等［３９］在内的一批学者对基于移动网页的 ＯＰＡＣ
进行了专题研究。

目前，移动网站服务模式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

是，鲜有文献从用户使用移动网页的感知质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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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而随着移动技术不断完善，用户个性化

需求日益提高，一种更加贴近用户感知价值的移动

网站呼之欲出，相关研究也亟待深入。

３ ３　 移动应用服务

移动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是一种移动增值

服务模式，具有功能丰富、可定制、趣味性强等特

点，目前在国外图书馆事业中逐渐普及，而国内图

书馆引进较晚，只有少数尝试了利用 ＡＰＰ 新技术

提供服务，而且其中大多服务是传统服务的延伸，
内容、形式比较单一［４０］ 。 目前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 服

务逐渐整合二维码（ｑｕｉ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ＱＲ）、简易信息

聚合（ｒｅａｌｌ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ＳＳ）、基于位置服务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ＢＳ）、增强实境（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等移动应用技术，为用户创造全新的信

息服务体验。
因为具有独特优势，ＡＰＰ 自被运用到图书馆

以来一直备受关注。 部分学者从开发角度进行了

研究，比如 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４１］ 探讨了图书馆在开发移动

ＡＰＰ 服务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成功因素，包括设

定预期并进行评估、不要依赖于非移动性指标、保
持灵活性等；Ｂｉｓｈｏｐ［４２］认为应首先对用户常见的咨

询问题进行内容分析，这样在开发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
时就应考虑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功能，以更好地帮

助学生、教员和馆员解决咨询问题；厦门大学陈俊

杰等［４３］以 ｉＯＳ 为例，对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 的构建策

略和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 田蕊等［４０］ 通过对国内

外图书馆开展 ＡＰＰ 移动服务的现状进行对比，提
出了推进国内图书馆 ＡＰＰ 服务进程的建议及

策略。
还有一些学者分别对移动图书馆 ＱＲ、ＲＳＳ、

ＬＢＳ、ＡＲ 等应用服务进行了专门探讨，尤其是 ＱＲ
和 ＬＢＳ 应用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进入了发展阶段。
在 ＱＲ 方面，Ｗａｌｓｈ［４４］介绍了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

学图书馆利用 ＱＲ 码为用户传递与情境相关信息

的项目，并着重推介了 ＱＲ 在连接电子资源、教学

视频、实用网站，以及寻求馆员帮助、存储备查信息

等方面的用途；杜志新等［４５］探讨了 ＱＲ 码技术在移

动图书馆营销中的应用及效用评估问题；Ｗｉｌｓｏｎ［４６］

通过对 ＱＲ 码试点项目的分析，认为馆员应该在其

应用方面做出努力，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Ｍａｓｓｉｓ［４７］ 、Ｓｅｍｅｎｚａ 等［４８］一些学者也对 ＱＲ 在图书

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在 ＬＢＳ 方面，Ｈａａｓｅ［４９］ 介

绍了一种借助情境感知移动访问数字图书馆的系

统，它能够根据用户情境（兴趣、背景、任务、专业知

识）和物理环境（用户位置和周边对象）有效地提

供与情境相关的信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Ｃｈｅｎ
等［５０］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智能移动定位图书推介系

统，实验结果表明，在面向问题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的过程中，借助这种系统的学习效果

要优于 ＯＰＡＣ 系统，比如在实体图书馆中，借助这

种系统可以获取路径导航帮助查找附近图书信息，
有利于读者迅速找到期望的学习资料；Ｈｉｎｚｅ 等［５１］

提出了一种用于搜寻和阅读数字图书馆电子书的

位置触发音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ｕｄｉｏ，ＬＢＡ）技术，用
户可以通过预制音频和合成文本语音获取电子书。
然而，目前有关移动图书馆 ＲＳＳ 和 ＡＲ 服务的研究

和实践还很薄弱，只有少数学者进行过探讨，如佘

静涛等［５２］在研究 ＲＳＳ 技术和手机软件开发技术的

基础上，以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为例，探讨了 ＲＳＳ
技术在移动图书馆新书推荐系统中的运用和实现

问题。 Ｈａｈｎ［５３］ 、付跃安［５４］ 等对 ＡＲ 服务在移动图

书馆中的运用前景展开了讨论，具体应用包括增强

物理书库浏览、图书馆导航、光学字符识别（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ＣＲ）、人脸识别、识别与建筑

相关的服务，以及实现图书定位、提升阅读体验、促
进馆藏资源开发和利用，等等。

目前，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 服务模式正处在发展

的初期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还比较薄弱。
理论方面，后续研究应针对用户个性化服务的诉求

开展；实践方面，图书馆应增加投入预算和专业馆

员，尽可能为用户提供多种移动应用替代方案，以
期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选择和体验。

４　 移动图书馆对象要素研究评述

笔者将移动图书馆的对象要素研究归纳为四

个部分：移动设备、系统平台、移动用户和移动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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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２），其中移动设备和系统平台是实现移动服

务的载体，移动用户是最终的服务接受者，移动馆

员则是移动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表 ２　 关于移动图书馆对象要素研究的成果

对象要素 研究内容 文献来源

移动设备
移动学习

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等， ２０１１［５６］ ； 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２０１０［５７］ ； Ｈａｈｎ， ２００８［５８］ ； Ｓｑｕｉｒｅ， ２００９［５９］ ；

茆意宏　 等， ２０１３［６０］

移动教育 Ｍｕｒｒａｙ， ２０１０［６１］ ； Ｈｅｙ 等， ２００７［６２］ ；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１０［４４］ ； 杨宝华 等， ２０１２［６３］

系统平台 方案设计
曾瑞 等， ２００９［６４］ ； 孟勇， ２０１０［６５］ ； 徐忻 等， ２００９［６６］ ； 方玮 等， ２００９［６７］ ； 郑

成铭 等， ２０１１［６８］ ； 吴政， ２００９［６９］ ； Ｃａｏ 等， ２００６［７０］

移动用户

用户需求
Ｃｈａｎｄｈｏｋ 等， ２０１１［７１］ ； Ｈｅｙ 等， ２００７［６２］ ； Ｓｅｅｈｏｌｚｅｒ 等， ２０１１［３３］ ； Ｃａｓｓｉｄｙ 等，

２０１１［７２］ ； 茆意宏， ２０１２［７３］

用户态度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等， ２０１０［７４］ ； Ｋａｒｉｍ 等， ２００６［７５］ ； Ｐａｒｓｏｎｓ， ２０１０［７６］ ；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１［７７］

采纳行为
Ｇｏｈ 等， ２００９［２０］ ； Ｖｅｒｏｎｉｋｉｓ 等， ２０１１［７８］ ； 朱 多 刚， ２０１２［７９］ ； 刘 鲁 川

等， ２０１１［８０］

用户选择 Ｓｈａｃｈａｆ 等， ２００７［８１］ ； Ｈｕｄｓｏｎ， ２０１０［８２］

移动馆员

技能转换 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２０１０［５７］ ；师晓青 等， ２００９［８３］

参考咨询 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等， ２０１１［５６］ ； Ｈｅｎｒｙ 等， ２０１２［８４］

准备状态 Ｓａｒａｖａｎｉ 等， ２０１１［８５］

４ １　 移动设备

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上网本、ＰＤＡ
等）是实现移动图书馆服务不可或缺的终端载体，
在图书馆服务的移动获取、处理和交互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移动设备不仅拓宽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

方式，还加强了图书馆及馆员在用户移动学习和移

动教育事业中的功能和角色，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不

同角度对此进行过讨论。
在移动学习方面，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等［５６］认为移动设备

的泛在性将改变教学的方式和地点，建议参考馆员

学会在移动学习环境下使用移动设备，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参考咨询服务；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５７］ 认为移动设备

迎来了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革命性阶段，对其促进

个性化学习的潜在性进行讨论，比如用户在需求时

通过移动设备获得馆员的指导和帮助，或者利用移

动设备生成数字化学习内容，而非仅仅从馆藏中获

取；Ｈａｈｎ［５８］也探讨了移动设备对移动学习的影响，
提出开发一些新的图书馆服务，比如馆内探索（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社会参与（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微观教学（ｍｉｃｒｏ⁃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及将馆

藏资源辐射至传统服务盲区的人群中等；Ｓｑｕｉｒｅ［５９］

断言移动设备将会把学习从传统学习空间（如教

室）的束缚中完全释放出来；国内学者茆意宏等［６０］

通过对国内大学生移动学习需求进行实证分析，提
出了基于用户需求特征的图书馆移动学习服务

对策。
在移动教育方面，Ｍｕｒｒａｙ［６１］ 探讨了图书馆移

动教育在远程教育中的意义，认为可以为那些所在

地区没有图书馆或馆员的学习者提供帮助；Ｈｅｙ
等［６２］探讨了移动设备对改善非正式学习环境下美

国中小学生（Ｋ－１２）工程预科教育和技术素养的影

响及启示；Ｗａｌｓｈ［４４］ 讨论了图书馆使用嵌入 ＱＲ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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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在用户需求点为其传递与情境相关的信息技

能教育或帮助；杨宝华等［６３］ 对手机在国内大学图

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建议图书

馆顺应发展，重构信息素养教育资源，积极探索手

机信息素养教育新方式。
随着持有者数量的不断攀升，移动设备在图

书馆用户学习和用户教育中的运用将更加普及和

重要，有望为解决国内教学资源短缺问题提供新的

途径，进而助益提高教学质量，然而国内学术界在

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逐步深入。

４ ２　 系统平台

系统平台为移动图书馆服务提供了基础支

撑，有关它的设计与构建方面，国外文献并不多见，
国内有很多研究者对其进行过专题研究。 曾瑞

等［６４］ 、孟勇［６５］ 提出并设计了一种基于 ＷＡＰ 技术

的移动图书馆系统原型；徐忻等［６６］ 对基于 ３Ｇ 技术

手机图书馆服务系统的设计思路以及一些关键技

术进行研究；方玮等［６７］ 探讨了基于资源整合的手

机图书馆 ＷＡＰ 服务系统的设计和实现；郑成铭

等［６８］以内容管理系统为框架，对移动图书馆服务

平台各个模块进行设计，并为用户在平台内建立新

型的交流机制；吴政［６９］基于 Ｓｔｒｕｔｓ 设计模式和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技术，提出了与系统无关、与平台无关、与
终端无关的通用手机图书馆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

与解决方案；Ｃａｏ 等［７０］也提出了一种能够在各种移

动设备上呈现的移动网页平台，使学生能随时随地

使用任何移动设备参与移动学习活动。
目前系统平台的开发模式基本上是通过与第

三方合作，将图书馆已有的系统功能延伸到移动网

络平台上［５５］ ，后续研究应多关注如何根据本地用

户特征和需求进行自主研发设计，以提高移动图书

馆服务系统的质量。

４ ３　 移动用户

移动用户是移动图书馆服务的终端对象，一
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方法多以实证研

究为主，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用户需求、用户态

度、采纳行为和用户选择四个方面。

在用户需求方面，Ｃｈａｎｄｈｏｋ 等［７１］ 采用问卷法

和访谈法，调查了远程学习者对各种移动图书馆服

务类型的需求情况，并提出移动学习图书馆服务模

型，以进一步改善远程教育系统；Ｈｅｙ 等［６２］ 结合质

性研究和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根据教师、学生、
家长对移动图书馆服务改善非正式环境中科技学

习的理解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并基于需求分析结果

提出移动图书馆基础结构的设计开发建议；
Ｓｅｅｈｏｌｚｅｒ 等［３３］采用焦点小组方式，对学生使用移

动网页的体验、感知、期望展开调研，并搜集和分析

来自学生需求和期望的反馈信息，以此对改善移动

网页及未来研究方向提出构想；Ｃａｓｓｉｄｙ 等［７２］ 调查

了用户在使用各种移动社交技术访问图书馆服务

资源时的偏好，认为图书馆不宜跟随大流，而应在

研究本馆目标群体需求的基础上选择最有效的移

动技术来提供服务；茆意宏［７３］ 通过分类、分层随机

抽样方式，对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用户

对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

面向用户需求的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内容模式、
技术模式和服务策略。

在用户态度方面，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等［７４］ 采用线上和

线下结合的问卷调查方法，对华盛顿州立大学学生

使用手持设备搜索图书馆 ＯＰＡＣ 的意愿状况进行

了调研，发现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使用；
Ｋａｒｉｍ 等［７５］ 选取马来西亚两所公立大学的 ２０６ 名

学生为研究对象，对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 服务的使用

性质和感知态度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对

移动 ＡＰＰ 在教学环境下的使用持积极态度；Ｐａｒ⁃
ｓｏｎｓ［７６］调查了受过高等教育的远程学习者使用移

动设备访问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态度，对馆员改变服

务的计划起到一定助益；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等［７７］采用定性和

定量方法，客观分析了学生对移动图书馆相关服务

有用与否的态度，为移动图书馆评估开发自己的移

动服务提供了参考。
在用户采纳方面，Ｇｏｈ 等［２０］ 对传统 ＴＡＭ 模型

进行拓展，引入自我效能因素，通过样本分析潜在

用户对图书馆 ＳＭＳ 服务的感知信念和使用意愿，
认为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性有积极影响，对感知可

用性有消极影响，而对使用意图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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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ｏｎｉｋｉｓ 等［７８］基于图书馆混合信息环境的视角，
对用户使用移动设备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分

析，发现使用态度和感知易用性对用户使用意向有

显著影响；朱多刚［７９］ 研究了高校学生使用移动图

书馆的行为意向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

成本、使用态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多注重有用性和

易用性并最大限度降低感知成本能有效推广移动

图书馆服务；刘鲁川等［８０］基于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的扩展

ＥＣＭ－ＩＳＣ 模型，对用户初始采纳移动搜索信息服

务后的持续使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用户选择方面，部分学者主要考察了文化

差异的影响，比如 Ｓｈａｃｈａｆ 等［８１］ 对文化多样性与用

户需求在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环境下的关系进行研

究，识别跨文化用户群体使用虚拟服务时在信息选

择行为方面的共性和差异，为馆员满足跨文化用户

需求提供了帮助；Ｈｕｄｓｏｎ［８２］ 对文化差异和性别如

何影响本科生参与和选择移动参考咨询服务进行

了研究，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图书馆提供或用户选

择某种移动服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移动图书馆用户研究方兴未艾，相比国外研

究的系统性，国内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较长一段

时间内，对移动图书馆用户研究依然是后续研究的

重点，尤其在用户需求、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

面值得深入探讨。

４ ４　 移动馆员

馆员是移动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但在研究中常常是被忽视的，最鲜明的对比是，从
用户视角研究移动图书馆的文献很多，但鲜有从馆

员角度进行专门研究。 作为移动图书馆环境系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员研究是必要的也是迫切

的，目前学者关于移动图书馆馆员的探讨主要集中

在技能转换、参考咨询和准备状态三个方面。
在技能转换方面，美国著名图情专家 Ｌｉｐｐｉｎ⁃

ｃｏｔｔ［５７］认为馆员可以利用一些新的方式将现有的

教育技能应用到移动学习环境中，比如指导学生如

何使用移动设备访问和获取图书馆学术性馆藏资

源来支持研究，她还强调，作为移动环境中的一部

分，馆员还应具备创新作业、能力拓展意识和传授

新技术的技能；师晓青等［８３］认为 ３Ｇ 环境下馆员可

以运用智能手机拓宽服务技能，包括远程系统维

护、适时咨询、适时导航、定题跟踪服务、现场采购

查重以及清点馆藏等。
在参考咨询方面，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等［５６］探讨了移动技

术给参考馆员的服务范式带来的变化，比如从面对

面的参考咨询台服务（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ｓｋ）向

虚拟参考咨询服务（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的转变，实现

为用 户 提 供 更 多 的 同 步 服 务 （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但作者同时指出，如何保证数字参考咨

询服务质量也是值得馆员注意的问题，并提出嵌入

式参考咨询服务（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和视

频交互的解决方案，比如将馆员嵌入到用户环境

中，为用户提供流动性参考咨询服务（ｒｏｖ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或采用视频通信工具进行“面对面交互”，从
而实现对虚拟参考服务的有效补充；Ｈｅｎｒｙ 等［８４］ 对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图书馆开设的馆员视频和流动

性参考咨询服务进行案例分析，并提出个人馆员服

务（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进一步支持了 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等

人的观点。
在准备状态方面，Ｓａｒａｖａｎｉ 等［８５］ 采用修正的

ＵＴＡＵＴ 模型，探讨了馆员关于移动图书馆的准备

状态和胜任能力，包括技能、知识、培训以及移动环

境中的适应能力等，这对移动图书馆实践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目前关于馆员胜任力和感知态度方

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这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向。
目前国内图书馆移动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普

遍较低，主要原因是馆员缺乏移动服务营销意识，
为此馆员亟需加大移动服务宣传和推广，以避免花

费人财物却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并对用户使用情

况进行调研评估，以准确理解用户期望和需要，进
而提高移动服务质量。

５　 结语与研究展望

梳理文献发现，国内移动图书馆综述评介研究

方兴未艾，但鲜见深入性研究，大部分都是对实践

应用现状的总结，很少有学者从研究内容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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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评析。 比如，标志性的一篇文献是武汉大学宋

恩梅和袁琳合作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 年

第 ５ 期上的《移动的书海：国内移动图书馆现状及

发展趋势》［５５］ ，该文以大篇幅着重分析了国内移动

图书馆的发展现状，而对研究现状只作了简要梳

理。 此后，茆意宏［８６］ 、高春玲［８７］ 、叶莎莎［８８］ 等学者

也都主要就应用现状发表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综

述文章，只有刘红丽［８９］ 等少数研究者从研究内容

角度进行过深入分析。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研究还

存在以下不足：文献数量与国外相当，但研究质量

却普遍较低；用户学习、用户教育等研究与国外还

有一定差距；研究方法基本都是质性研究，实证研

究非常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开

展深入研究：
（１）大数据环境下定制服务研究。 随着移动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户期望也会更加变化莫

测，用户已经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信息

创造的参与者，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移动时代，未
来绝大多数的信息将由用户创造，用户个性化定制

服务悄然兴起，也必将是移动图书馆发展的方向之

一。 因此，如何从大数据中挖掘可用信息以精准预

测用户需求，如何创新服务模式及其功能以满足用

户个性化需求，都是图书馆界和研究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
（２）移动服务能力及其评价研究。 目前移动

图书馆服务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模式的推介，有关

移动服务能力及其评价研究则非常稀缺，而服务能

力往往决定着服务水平，因此移动图书馆服务能力

研究亟待展开，尤其在移动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提

升、服务管理创新、服务品牌建立以及服务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值得学界关注。
（３）移动图书馆联盟研究。 移动图书馆的馆

际合作不仅有利于降低移动服务的开发和维护成

本，而且有利于馆藏资源的跨区域泛在分享。 目前

数字图书馆联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相对成熟，而
移动图书馆联盟则刚刚崭露头角，理论研究和实践

进展都非常滞后，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制约其发

展，但其合作模式和共享机制必将是未来研究的趋

势之一。
（４）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研究。 提高用户满

意度始终是图书馆服务的主要目标，而保证服务质

量则是关键一环。 传统图书馆服务质量研究经历

引入期、成长期和发展期［９０］ ，相关研究已比较成

熟，遗憾的是关于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研究却非常

匮乏，这与其发展是不相符的。 相比传统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具有动态性特征，影响因素复

杂多变、识别困难，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后续

研究者可以在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形成机制、概
念模型、影响因素、测量量表以及评价管理方面开

展广泛的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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