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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领域社交网络应用研究述评与展望∗

刘　 璇

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

图书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２００７ 年，社交网络正式成为图书情报界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其应用从最初的

ＢＢＳ、娱乐化社交网络发展到现在的微信息时代。 目前，社交网络应用于图书馆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七个方

面：社交网络的技术优势、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案例、社交网络服务的内容、用户使用态度、图书馆和馆员问卷调查、

服务效果评价和存在的问题。 结合社交网络技术发展趋势和图书馆自身特点，将来应从社交网络的危机管理、信

息素养教育、社交网络评价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应认识到社交网络是图书馆拓展服务的技术手段

而非目的，图书馆应从技术理性回归到实现服务的价值理性。 表 １。 参考文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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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Ｎ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１ ｔａｂ． ７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认为是 ２１
世纪网络技术发展的重要表现。 人们使用社交

网络与他人联系，包括约会、与他人会面、分享

信息，它改变了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１］ 。 社交

网络使人们超越年龄、种族、文化和地域发生关

联，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很高。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中国移动互联网细分应用统计数据表明，社交

网络用户渗透率为 ９３．１％ ［２］ 。 但图书馆与社交

网络相比，对用户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却逐渐变

小。 尽管 Ｗｅｂ２．０ 技术促使图书馆根据用户的

信息环境和行为发生改变，积极宣传馆藏资源，
仍有很多用户不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及服务。 图

书馆员 Ｆａｒｋａｓ 指出，如果用户做研究没有首先

想到图书馆，就不会访问图书馆网站，也不会看

到图书馆网站上所做的宣传［３］ 。 所以，将眼光

放到图书馆网站之外，去关注用户“实际在哪

里”才是核心。 当社交网络在信息时代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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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活的一部分，图书馆领域也开始关注这一

新技术的发展，关注图书馆用户的信息环境和

信息工具，并与时俱进地应用技术去创新图书

馆服务。 目前，社交网络的相关研究涵盖不同

学科，而 ２００７ 年开始在图书情报领域成为一个

研究主题，随后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４］ 。 本

研究基于社交网络应用于图书馆的实践，对实

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主要从图

书馆应用社交网络的优势、经典案例的分析和

总结、开展服务的内容、相关用户群的调查、服
务效果的评价及存在问题分析等七个方面进

行总结，试图更深刻地理解图书馆领域社交网

络应用的研究成果及局限性，展望未来的研究

方向。

１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的应用模式

１．１　 社交网络的内涵及特征

社交网络就是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简称

ＳＮＳ，有三层含义：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即社会

网络服务、社会化网络服务或社交网络服务；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社交软件；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社交网站［５］ 。 国外对社交网络的理解通常

指社交网站或社交工具，被引最多的是 Ｂｏｙｄ 等

对社交网络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交网络是一种

依托于互联网的服务：个人可以在系统中建立

公开或半公开的个人主页，允许与其他用户列

表链接并分享；可以在系统内浏览或分享他们

的联系人列表［６］ 。 此外，Ｓｅｃｋｅｒ 将社交网络描

述为一种新的服务和工具，特征是可以远程共

享信息，方便交流，同时允许用户添加内容和易

于使用［７］ 。 而国内社交网络通常指一系列基于

网络的软件项目，允许用户间交互和协作。 大

多社交网络会提供个人主页或留言板、相册、日
志、视频、分享资料、群组讨论等应用功能，并使

用大众分类法或标签来类分用户创建的关键

词，以辅助检索［８］ 。
社交网络的特征包括：社交合作、浏览、参

与、私信、讨论、事件管理、博客和评论、媒体上

传等，其中交流和共享是最重要特征［９］ 。 图书

馆的发展依赖于对新技术的应用，同时也需要

满足用户的需求。 社交网络能够使图书馆通过

网络与线上用户进行联系与互动，进而共享信

息内容。 同时，图书馆也能够通过社交网络将

线上用户带入到线下，引导用户融入图书馆的

各种活动。 因此，社交网络的优势能给图书馆

领域拓展服务带来新的契机，从而提高图书馆

的实践能力和图书馆员在信息领域的潜在

价值［１０］ 。

１．２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应用的模式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演变与社交

网络自身发展演变有关。 社交网络源于网络社

交的需要，其发展具有阶段性———从论坛到博

客，到微博再到微信。 社交网络技术的每一次

革新都会改变网络传播的生态，从而以不同方

式影响图书馆服务的形式和内容。 因此，梳理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的应用范式有助于了解技术

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也有助于预判其未来的

发展趋势。
社交网络源于虚拟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

在信息网络技术推动下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

段［１１］ 。 ①早期社交网络雏形 ＢＢＳ 时代，国外图

书馆界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将 ＢＢＳ 应用于图

书馆服务，主要用于馆际互借，收发邮件，发布

新闻、馆藏图书、新书推介和电影评论，提供继

续教育信息和其他主题的公共事务［１２］ 。 由于当

时互联网并未出现，图书馆 ＢＢＳ 尚不具备与用

户互动的功能，更多的是用于图书馆间的交互

和向用户发布信息。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Ｅｍａｉｌ、电子表格、留言板、即时通讯技术开始广

泛应用于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１３］ 。 但是上

述技术都属于点对点连接范畴，互联网技术出

现后 ＢＢＳ 突破了点对点的局限，演化为点对面

联系，实现了分散信息的聚集，所以 ＢＢＳ 迅速成

为图书馆最重要的网上参考咨询方式［１４］ 。 ②娱

乐化社交网络时代，这一阶段以 Ｗｅｂ２．０ 技术为

应用 搭 建 的 社 交 网 站 开 始 出 现。 国 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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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为代表，国内模仿国外 ＳＮＳ，主要有新

浪博客、豆瓣、人人网等。 由于这些社交网站兼

具自媒体和交互属性，图书馆界广泛应用其新

特征开展服务［１５－１６］ 。 这一阶段博客等社交网络

软件突破了 ＢＢＳ 以话题或等级组织信息为主的

限制，发展到以个人为中心来组织，即图书馆这

一机构可以作为个人进行发声，形成了一种新

的组织框架。 ③目前形成的社交网络与即时通

讯软件、位置服务相结合，并采用手机客户端服

务的微社交网络形态。 这一阶段主要以微博、
微信为代表。 微博可以方便用户交流和互动，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图书馆价值［１７］ 。 而微

信的综合性平台特征使信息获取、交流和沟通

都变得更简单便捷［１８］ 。 据调查，近 ８０％的用户

关注了公众账号，６０％以上的人每天打开并使用

微信。 可见，高用户粘性使微信成为用户获取

信息的主要渠道［１９］ 。 因此，各类图书馆积极开

通微信公众账号，及时把信息推送给用户，进行

精准服务，以达到自我营销的目的［２０］ 。
综上，社交网络发展以技术为推动，以需求

为导向，最大特点是突出人的主体性，抓住了

信息以人为节点进行传播的特性，强调分享和

深度互动。 这些特点使其作为一种全新的互

联网应用而受到追捧和关注。 在图书馆领域，
应用社交网络可以将图书馆发布信息的单向

模式与社交网络分享和深度互动模式相结合，
从而拓展和创新图书馆服务。 因此，社交网络

在各类图书馆得到广泛的关注与应用。 据

２０１４ 年美国州图书馆报告显示，美国图书馆使

用最 多 的 社 交 网 络 排 名 依 次 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大型图书馆平均使用 ３． ５４ 个

社交网络工具共同开展服务，以产生最大的社

会效益［２１］ 。 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社交网络主

要是微博、微信。

２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应用的研究述评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界的应用实践逐步丰富

和发展了相关理论的研究。 为全面了解国内外

图书馆社交网络应用的理论研究状况，笔者以

主题词为“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ｒ ＳＮＳ ｏ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ｏｒ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ｏｒ Ｍｙ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ＩＳＴＡ、Ｅｍｅｒａｌｄ 等国外数据库

及网络上进行检索；同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

络出版总库》（ＣＮＫＩ）为来源库，以主题词“社交

网络”、并且“图书馆”、或者“人人网”、或者“豆

瓣网”、或者“微博”、或者“微信” 为检索条件，
采用“精确匹配”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这

一类目中进行检索。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国外

图书馆社交网络研究起步较早且已有一定基

础。 １９９７ 年，Ｇａｒｔｏｎ 等人首次提出一种社交网

络分析（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ＮＡ）方法，用于

描述在线社交关系［２２］ 。 这是社交网络这一术语

首次进入研究领域，但它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

解的社交网络，当时主要指一种分析方法。 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一类社交网络出现后，图书馆员对使用

在线社交网络产生兴趣。 虽然当时有人开始研

究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对社会不同方面的影响，但图书馆

和信息科学领域有关社交网络的研究文献却很

稀缺，因为研究者们并未将在线社交网络作为

研究焦点［２３］ 。 直到 ２００７ 年，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为代表

的社交网络才成为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专业领域

的新兴研究方向。 Ｃｈａｒｎｉｇｏ 和 Ｂａｒｎｅｔｔ 发表了第

一篇关于社交网络的专业学术文章，他们调查

了 １２７ 个美国高校图书馆员对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现象

的反应［２４］ 。 此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发展对于图书馆界的重要性，这种趋势也让

学者们以专业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 综

合来看，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图

书馆应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实践；第二类是以图书馆

为中心的案例，即讨论个别图书馆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拓展和营销图书馆服务的经验；第三类是基于

用户视角审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使用效果；第四类是

对图书馆社交网络服务的分析；第五类是关于

图书馆馆员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的问卷调查［１］ 。 我

国社交网络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研究起步稍晚

于国外，始于 ２００９ 年［２５］ ，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

多并有赶超国外之势。 所以，笔者综合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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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认为目前研究集中于以下七个主题。

２．１　 社交网络应用于图书馆的优势

２００７ 年，ＯＣＬＣ 出版的《网络世界的共享、隐
私和信任》报告是业内出现最早、影响最为广泛

的探讨将社交网络应用于图书馆服务的报告，
鼓励图书馆积极参与社交网络［２６］ 。 同时，其他

研究也认可图书馆应用社交网站的益处，建议

图书馆采纳这一网络技术。 Ｃｈｕ 指出使用社交

网络有利于促进图书馆服务，快速传播新闻，强
化与用户交流，接触用户，帮助收集用户反馈，
加强参考咨询服务，加强内部员工交流，降低人

员之间熟悉的成本［２７］ 。 归纳起来，社交网络应

用于图书馆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①强化交流，
吸引用户：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全面介绍了社交网站的特征

及使用方法，并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为例说明其对图书

馆是有益的［２８］ ；Ｒｏｔｈｍａｎ 建议图书馆和图书馆

员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这类社交网站，以赢得用户的

信任和依赖［２９］ ；Ｃｈｏ 指出高校图书馆应该使用

专门的社交媒体应用，开通新的交流方式［３０］ ；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和 Ｓｈｉｒｉ 研究发现将社交媒体检索应

用纳入数字图书馆中，能提高用户使用数字图

书馆的满意度［３１］ 。 ②营销图书馆服务： Ａｌｆｏｒｄ
建议图书馆采纳不同的社交网络，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Ｍｙｓｐａｃｅ 等，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图书馆服务的营

销［３２］ ；Ａｎｄｒｅ 认为大学生群体使用社交网络较

多，图书馆需采用社交网络开展服务，使不常到

图书馆的学生也能通过社交网络利用图书

馆［３３］ 。 ③拓展图书馆服务：Ｆａｒｋａｓ 认为图书馆

采纳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可以拓展对学生的服务［３４］ ；Ｃｈｕ
等人认为在图书馆使用社交网络可以加强图书

馆社交可视化，促进图书馆服务［２７］ ；当读者有想

购买的图书，可以向图书馆荐购，也可以通过图

书馆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拟购买图书书单进行

咨询建议［３５］ ；宋蕊认为图书馆可以利用社交网

络开展参考咨询服务，这种新的方式创造一种

与用户交互的轻松氛围，从而避免了传统咨询

的死板［３６］ 。 ④提升图书馆的价值：利用微博一

类的互动交流平台，可以重新配置资源，避免浪

费，同时提升工作效率，使图书馆价值得到提

升［１７］ 。 所以，从机构报告到个人研究都肯定社

交网络对图书馆的积极作用，鼓励图书馆应用

社交网络为用户提供服务。

２．２　 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案例研究

由于社交网络应用于图书馆的诸多优势，
很多图书馆逐步尝试融入社交网络，通过这种

新的交流平台宣传图书馆服务，吸引用户。 国

外的案例研究主要是围绕图书馆搭建社交网络

平台开展服务。 例如，Ｓｅｃｋｅｒ 指出图书馆或图书

馆员可以通过加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网站，建立讨论组，
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应用作为插件嵌入到服务平台来使

用这一社交网络［３７］ 。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间，美国莫

里斯维尔图书馆、舒尔茨图书馆、斯威本图书

馆、密西西比州大学图书馆、罗格斯大学图书馆

均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建立起账号。 有研究描述了建立

社交网络主页的具体步骤以及馆员如何维护主

页。 Ｄｒｅｗ 提出无论用户是否到图书馆，图书馆

都需要通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向用户提供图书馆信息。
此外，研究认为图书馆需要克服获取障碍，以用

户为中心，使用户能够交互并留下评论［４］ 。 另

外，４６ 所美国州立图书馆中，有 ３０ 所将社交网

络链接加入到图书馆主页中，便于用户通过社

交网络与馆员进行沟通。 其中，以纽约州图书

馆提供的服务最为全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最

多的信息是图书馆的通知和活动；华盛顿州图

书馆利用社交网络的最大特色是注重通过社交

网络宣传本馆的人与服务；佛罗里达州图书馆

利用社交网站宣传本馆的资源、业务外，以发布

各类社会信息为特点，特别重视发布历史知识

进行文化传承［３８］ 。 橙郡图书馆采用了 Ｂｌｏ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Ｇｏｏｄｒｅａｄｓ、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ｄｃａｓｔｓ、Ｒｓｓ、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九项社会化媒

体应用，通过应用拓展和同步构建，有效地促进

了图书馆的信息推广和交流互动［３９］ 。
国内使用较多的社交网络有：高校的 ＢＢＳ、

豆瓣网、人人网、博客、微博（新浪和腾讯为主）、
百度贴吧、微信［４０］ 。 国内的案例研究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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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可利用社交网络开展服务内容。 例如，
清华大学图书馆利用人人网社交平台搭建“清

华大学图书馆书友会”，以汇聚有共同兴趣的读

者，利用平台现有功能发布图书馆信息、分享图

片、宣传活动，并与读者沟通；同时，又在平台上

开发信息推送、图书检索、智能机器人聊天等功

能，以开展服务［４１］ 。 ２０１１ 年，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开通微博拓展服务，服务内容有信息发布、
参考咨询、讲座通知和数据库利用等［４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南京大学图书馆也开通微信服务，包括

馆藏查询、发布各类讲座信息及通知、图书馆资

源的开通和试用。 相关研究认为南京大学图书

馆微信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一是通过传统渠道

大力宣传；二是以实用的信息吸引用户；三是注

重发布信息的语气，以网络流行语缩小与用户

的距离；四是以奖励方式激励和吸引用户参

与［４３］ 。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利用微博平台开展

丰富的活动，例如每周话题、抽奖等，同时还举

办各种宣传图书馆资源的比赛［４４］ 。 国内图书馆

除直接加入现有社交网络平台开展服务外，有
的还进行二次开发设计新的社交网络平台。 例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基于社交网络实施

嵌入式服务和自建嵌入式“燃想”社交网络平台

的设计思路：创建“微博站”，提供迅捷的咨询服

务；建立“书友圈”，促进学科服务常态化；打造

“知识云”，搭建学科知识存储库；构筑 “话题

场”，引领校园舆论风。 该思路探讨了新媒体视

域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发展策略［４５］ 。 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对微信功能分析的基础

上，自主开发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在功能规划、
技 术 实 施、 创 新 服 务 等 方 面 进 行 探 索 与

创新［４６］ 。
综合来看，国内外相关的案例研究，主要从

社交平台的加入、开展服务的内容、服务效果、
提供改善的建议等方面进行探讨。 这已经突破

了业内纯理论的探讨，进入到实践领域，这些成

功做法可以给其他图书馆开展服务提供一些具

体的借鉴思路。 例如，因“允许乞丐入馆”事件

而颇具影响的杭州图书馆，其微博内容建设就

具有覆盖范围广，原创信息多、图文并茂，信息

内容中有外部链接的内容支撑等显著特点，这
些特 点 使 得 杭 图 微 博 实 现 了 明 显 的 推 广

效果［４７］ 。

２．３　 社交网络应用于图书馆的服务内容

目前，国内外图书馆利用不同的社交网络

平台推广宣传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主要形式

有两种：一是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提供应用软件

并显示图书馆服务平台链接，为用户提供个性

化服务；二是加入已有站点，注册成为社交网络

站点的用户或自建社交网络平台，与用户进行

信息互动［４８］ 。 Ｘｉｅ 和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１０］ 指出：社交媒

体的作用包括发布消息，信息共享，营销和联络

用户；社交媒体能够让用户了解数字图书馆概

况，引导他们使用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可借助社

交媒体介绍不同类型数字资源特征，推荐不同

主题的数字馆藏；所有机构使用社交媒体都是

要向用户传递关于图书馆活动或状态的重要或

实时信息；很少有机构采用社交媒体应用开展

教育。 相比国外图书馆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集中应

用，国内图书馆应用社交网络更加多元化，表现

在人人网、豆瓣网、新浪微博、微信应用等，国内

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将数字图书馆门

户的一些服务内容融合到社交网络平台，例如

信息的发布、资源的介绍等；同时应用平台交互

和分享等新特性开展读者互动、资源评论、服务

评论等新服务，从而拓展和提升图书馆的服

务［２５］ 。 具体而言，不同社交网络平台因功能不

同开展的服务内容也有差异，详见表 １。
由于社交网络免费、易用、快速传播等特

点，国内外图书馆大多直接加入现有社交平台，
注册账号，开展服务。 但因各社交网络平台功

能有所不同，图书馆开展的服务内容也受平台

功能限制，一般来说，消息发布、参考咨询、书目

检索、新书通告等服务依托各社交网络平台都

能实现；小组讨论、读书俱乐部、图书评论等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豆瓣网以及微博上能实现；为活动投

票、视频上传功能只有在微博、微信上实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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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社交网络平台开展的服务内容

社交网络平台名称 服务内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新消息发布、在线资源、图书馆资源、咨询、一般图书馆信息、电子资源 ／ 数据库试用、
小组讨论；展示图片、推介搜索工具［２７，４９］

人人网
读者俱乐部、信息推送、图书搜索；发布新书书目信息、最新资源介绍、讲坛预告、开展

学科咨询、就业咨询等［５０］

豆瓣网 好书推荐、图书荐购、讨论、交通信息咨询、发布图书馆借阅方面的规章制度等［５０］

微博
信息发布、咨询服务、读者调查、教育培训；即时分享、互动交流、话题讨论、图书馆视

频宣传［５０－５１］

微信
辅助信息检索教学、信息发布、咨询服务、读者调查、教育培训；书目推荐、馆情通告、
借阅信息；书刊续借、书目检索、证件挂失［５２］

自主开发平台

图书搜索、图书馆虚拟馆员、新书通告、图书馆专题培训日程、图书馆公告；借阅情况、
建议咨询、图书荐购、撰写书评、文献互助；书目检索、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课程讨

论组［５１，５３］

只有微信公众号能实现语音上传。 由于现有社

交网络平台功能比较单一，有图书馆依托现有

平台进行二次开发，或自建社交网络平台，整合

原有图书馆基础服务，开展更具特色的服务。
综上，尽管目前各图书馆采用的社交网络平台

和功能实现有所不同，但其开展的服务都以用

户为中心，体现了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

２．４　 用户使用社交网络态度的调查研究

有关用户使用图书馆社交网络态度的研

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①认为在网络上与馆员

咨询交流很方便。 例如，Ｍａｃｋ 等人对比了学生

向馆员咨询时使用的不同交流方式（ Ｅｍａｉｌ、电
话、即时通讯工具、现场咨询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发现

大多数学生认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是最方便和有效的方

式［５４］ 。 Ｃｈｕ 和 Ｍｅｕｌｅｍａｎｓ 发现：７６％的 Ｍｙｓｐａｃｅ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使用社交网络讨论关于他们的学

习、课程、作业等问题，并相互交流对老师的评

价；正是因为社交网络能够实现上述功能，他们

才使用社交网络，与他人交流关于学校、老师和

课程等信息；建议图书馆可以利用这些发现，拉
近与用户的距离［５５］ 。 Ｃｈｉｕ 发现学生使用图书

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搜索朋友，用图书馆个人主页评价

图书馆运行的有效性；同时还发现聪明的学生

更容易受图书馆服务的吸引，而受图书馆运行

环境的影响较小［５６］ 。 ②用户较少用社交网络访

问图书馆，对图书馆社交网络不感兴趣、态度冷

漠。 他们认为图书馆侵犯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的

空间，使隐私受到潜在的威胁。 例如，Ｉｓｍａｉｌ 探

索 Ｍａｒｙｗｏｏｄ 的大学生在图书馆检索信息的行为

偏好，发现当需要向图书馆员求助时，最愿意使

用的媒介是 Ｅｍａｉｌ，最不愿使用的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Ｍｙｓｐａｃｅ［５７］ 。 ２００９ 年，Ｅｐｐｅｒｓｏｎ 和 Ｌｅｆｆｌｅｒ 调查美

国科罗拉多州两个大学的学生，发现尽管大学

生都使用社交网站，但他们对于在社交网络上

与图书馆员进行交流的态度比较冷漠［５８］ 。
Ｃｏｎｎｅｌｌ 对图书馆员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Ｍｙｓｐａｃｅ 作

为拓展工具向学生进行调查，其调查对象为 ３６６
名大一新生，主要受访者对于拥有一个在线社

交网络个人主页持积极态度，多数学生能接受

图书馆通过 Ｍｙｓｐａｃｅ 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与他们进行联

络，但仍有少部分人表示反对。 Ｃｏｎｎｅｌｌ 建议图

书馆员应谨慎使用社交网站，以免侵犯学生的

个人隐私［５９］ 。
目前，社交网络用户对于图书馆使用社交

网络开展服务持双向态度：认可其便捷性的同

时也担心隐私泄露，而且对图书馆提供的社交

网络服务不感兴趣。 因此，图书馆应根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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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了解用户对图书馆社交网络的需求和

期待，及时调整图书馆应用社交网络的方式和

方法，以提高服务质量并吸引更多用户。

２．５　 图书馆和馆员问卷调查

图书馆和馆员是社交网络服务的提供主

体，他们的态度决定服务的质量。 因此，有必要

对图书馆和馆员就图书馆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

态度进行研究。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种

观点。 ①图书馆并不适合利用社交网络提供服

务，例如，一些热衷于社交网络的馆员意识到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优势，并建议图书馆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以促进图书馆的服务，但图书馆负责人普遍认

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图书馆领域之外［１］ 。 Ｄｅ Ｒｏｓａ 认

为，一般的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利用社交网络开

展服务没有兴趣，研究也显示图书馆馆长和公

众不认为图书馆的职责中包括社交网络，但仍

有图书馆坚持采用社交网站开展服务［２６］ 。 ２００７
年，Ｃｈａｒｎｉｇｏ 和 Ｂａｒｎｅｔｔ⁃Ｅｌｌｉｓ 调查高校图书馆员

对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态度，发现很多馆员态度并不

积极，尽管对图书馆使用社交网络并未全盘否

定，但他们认为社交网站并不适合促进图书馆

服务［２３］ 。 ２００９ 年，Ｈｅｎｄｒｉｘ 等人调查了高校的

健康科学图书馆，发现 ７２ 个图书馆员中有 ８５％
持消极态度，主要是由于他们缺少时间，认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于高校环境的信息价值不大［６０］ ，这
也印证了 Ｃｈａｒｎｉｇｏ 和 Ｂａｒｎｅｔｔ⁃Ｅｌｌｉｓ 的调查结果。
②鼓励图书馆利用社交网络平台开展服务。
２００７ 年，ＯＣＬＣ 出版的《网络世界的共享、隐私和

信任》报告高度拥护图书馆 ２．０ 概念，包括图书

馆需要突破传统观念的约束，积极采纳新的技

术，参与社交网络［２６］ 。 一项关于图书馆员对于

在线社交网络观点的研究发现：当需要时可以

使用社交网络，４０％的图书馆员认为需要跟上网

络趋势，例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尽管它本质上不够学术

化［２３］ 。 Ｓａｄｅｎ 探索图书馆如何与社交网络提供

商合作以满足研究人员的期待和信息搜索的需

求，提出为了强化用户的经验，图书馆应该考虑

将社交网站整合到服务中［６１］ 。 ２０１１ 年，Ｐａｒｖｅｅｎ

调查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专业人员对于社交网站

的态度，发现主要受访者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是为了

跟踪与他们有关的最新专业信息［６２］ 。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Ｌｏｗ 探索用户在 Ｗｅｂ２．０ 环境下的经验，发现

数字图书馆通过指向社交网络或者在社交网站

上建立个人主页，能加强用户体验［６３］ 。 Ｒｏｗｌａｎｄ
等人强调图书馆员需要适应新技术，并与新技

术特征保持一致，他们也强调了潜在风险，应该

认识到图书馆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建立的个人主页被

不恰当使用时，会让学生感到他们的在线空间

受到侵犯［６４］ 。 另一项研究向美国不同类型图书

馆发放 ９１７ 份问卷，调查图书馆使用何种类型的

Ｗｅｂ２．０ 应用促进和影响图书馆服务，结果显示

７８．６％使用社交网站，５１．９％使用博客；９２．２％的

人认为 Ｗｅｂ２．０ 工具对图书馆形象提升和服务

质量提高有积极作用， 只有 ７． ８％ 的人认为

Ｗｅｂ２．０ 工具不重要［６５］ 。
综上，尽管国外有人认为图书馆利用社交

网络不够严谨，不够学术化，但也有图书馆对此

技术持积极态度，要求图书馆积极跟上技术发

展趋势。 对社交网络态度两种观点的争议集中

于国外学界，国内普遍积极应用，鲜见相关探

讨。 笔者认为，出现此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国

外有技术领先优势，所以对技术应用带来的负

面效应持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国内图书馆在应

用社交网络新技术时，更多关注的是技术的价

值，普遍选择积极利用新技术开展服务。 但技

术应用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出现相关问题，所
以国内业界和学界也应更谨慎考虑这些问题。

２．６　 社交网络服务效果的评价

当前评价社交网络效果的主要指标是订阅

数、发帖量和用户活跃度。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通过实际使

用量分析图书馆预期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实际使用量之

间的矛盾，发现图书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订阅数量和发

帖数呈正相关关系，建议图书馆应该积极更新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信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更适合那些积极推送本馆新闻、展览信息和社

会事件的活跃型图书馆［６６］ 。 Ｇａｒｃｉａ⁃Ｍｉｌｉａｎ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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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书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帖子的内容和订阅量来评

价图书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受欢迎程度，发现订阅数

和推送的照片、帖子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此研

究还拓展了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的研究结果，证实提供视频

可能会有更大的用户订阅量［６７］ 。 Ｇｅｒｏｌｉｍｏｓ 研

究了图书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信息与用户的互动效果，
发现 ９１％的帖子没有用户评论，已有的评论中

多数也是由图书馆员而非用户发表，超过 ８２％
的互动是用户对帖子的点赞［６８］ 。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对官方微博的发布信息和用户互动的情

况进行调查，数据和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微博的

内容、语言、写作风格、发布频率等都会对用户

的关注度和用户黏度产生影响［４２］ 。 此外，王锐

调查了图书馆社交网络服务效果与用户对图书

馆的信息需求的关系，发现图书馆社交网络服

务的质量与用户期望值和使用体验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关系［５１］ 。 综上，国外研究倾向于以数

据结果反馈指导实践，国内研究数量有限，但也

意识到实证数据反馈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国
内外相关研究均缺乏大规模的规范性调查，以
订阅数、发帖量、点赞数等来评价服务效果可能

存在评价指标的信效度问题，所以建立科学有

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社交网络服务效

果的关键，只有准确评价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２．７　 图书馆社交网络应用存在的问题

目前，图书馆使用社交网络拓展服务的趋

势非常明显，但技术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分析，有助于采取相应的

措施对症下药，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 其中，相
关研究集中在以下问题。 ①社交网络平台上的

内容和信息不够严谨，这也是国外图书馆认为

专业领域应用社交网络不太合适的重要原因。
因此，图书馆在平台上应该推送什么样的信息，
发布哪些内容，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３７］ 。 ②
在图书馆和用户之间建立双向交流渠道面临挑

战。 理论上讲，社交媒体能帮助用户发现新的

信息，利用好用户惯用的社交媒体能与用户建

立良好的联系。 但对于社交媒体应用效果的评

价，不仅要关注机构是否发布及发布何种信息，
更要研究发布的信息是否满足用户的期待和需

求。 一些图书馆使用社交媒体与用户联系，只
关注单向发布信息，而不关注用户对信息的反

馈和满意度，这就导致无法建立图书馆与用户

之间的双向交流渠道。 所以，图书馆应用不同

类型社交媒体的初始阶段可能会吸引用户，但
双向交流渠道不能建立，并未能提高图书馆服

务质量，最终也必然影响到用户黏度及满意度。
③目前社交网络都是以发布信息为主，很少有

图书馆采用社交网络开展用户教育。 其实图书

馆可以很好地利用社交网络的特性对用户实施

信息素养培训，让用户了解图书馆概况，引导用

户利用图书馆，介绍不同类型数字资源特征，推
荐不同主题的数字馆藏等［１０］ 。 ④图书馆对社交

网络平台的功能开发不足，很多图书馆仅利用

社交网络的信息发布功能，对其他功能弃之不

用。 原因颇多，可能是开发平台时考虑不周，也
可能是缺乏专业人员维护和更新。 所以，社交

网络平台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有专业馆员

负责营销、策划、维护和更新［１］ 。 此外，社交网

站还存在服务内容单一，主页活跃度不高［６９］ ，用
户黏度有限［２７］ ，用户的隐私保护和账户安全等

突出问题［３７］ 。 上述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设计

方案到具体技术，在图书馆社交网络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都必然会呈现，也必须要面对。

３　 结语与研究展望

社交网络在图书馆应用近十年的时间，已
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上述七个方面。 随着实践的深入，研究成果逐

年增多，这些成果为图书馆界深入研究社交网

络奠定了良好基础。 ①时间分布上，社交网络

在图书馆的应用国外起步较早，国内虽起步略

晚，但发展速度快。 ②实践应用上，国内外实践

应用都较为广泛，据调查显示美国多数图书馆

都将应用社交网络技术作为常规项目和图书馆

现代化的表征［７０］ 。 从国内近年对社交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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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重视程度和发展速度来看，国内发展迅

猛，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③理论研究上，国外

理论研究成果数量少于国内研究，并且研究对

象较单一（集中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进行研究），但研究

水平较高，主要表现为研究主题多样（设计理

念、管理策略与技术完善，服务质量与用户满意

度，鼓励、反对、批判与争鸣均有所涉及），且有

丰富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可以借鉴。 国内研究多

注重宏观理论探讨，主题相对趋同，缺乏有力的

实证性研究。 ④社交网络在图书馆应用的态度

方面，与国外相比，国内缺乏关于图书馆用户使

用社交网络的态度、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对社交

网络态度的研究。 这表明国外对新技术的应用

相对理性，通过及时了解相关人群对新技术的

接受度，对新技术引发的问题持批判性的怀疑

态度，并进行充分论证，这对国内相关研究和实

践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图书馆版）》认为

社交媒体技术将作为主流技术进入图书馆［７１］ 。
图书馆联机计算机中心指出，为使馆藏能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Ｗｉｋｉ、ＳＮＳ 查找，图书馆应在更广泛的社

区上发布馆藏。 这些都表明社交网络在图书馆

领域的发展将受到更多的关注。 笔者认为，在
今后的发展中，国内图书馆可从以下几方面进

行深入研究。 ①危机管理：社交网络在增进人

际关系的同时，也成为言论宣传的有力工具。
由于社交网络发布信息较为便利，门槛较低，被
赋予更多话语权的用户有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发

表一些负面言论，而且网络的滚雪球效应和破

窗效应会将这种负面影响放大。 因此，图书馆

要善于利用好社交网络这把双刃剑，在危机和

突发事件出现时以何种语气、方式、公开地去解

决危机，需要认真思考并做好应急预案管理。
②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可以应用社交网络对

图书馆用户开展全面的信息素养教育，包括利

用图书馆、使用图书馆各类资源和服务等。 使

无法到馆参与培训教育的用户也能通过这种非

正式学习参与其中，从而将这种分散、开放式学

习作为集中、封闭式学习的重要补充。 ③社交

网络评价：目前国内图书馆社交网络评价方面

已意识到实证数据的重要性，但还是以定性分

析为主，缺乏大规模调查以及建立在数据支撑

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 国内图书馆社交网络评

价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评价机制。 ④可持续发

展：图书馆社交网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由读

者的使用意愿决定。 因此，激发读者的可持续

使用意愿才能使图书馆的社交网络获得持续性

的发展。 具体来说，图书馆可以在社交网络发

帖的频率、发帖内容能否使用户感知有用、能否

使用户满意等方面进行研究。 同时，智能手机

的普及带来互联网整体向移动端迁移的趋势，
也会促使社交网络在移动端为用户提供更多新

的体验，因此图书馆社交网络应用实践应抓住

这个契机，重视移动社交网络的实践和理论

研究。
兰卡斯特的图书馆“消亡论” 及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０５０ 年高校图书馆尸检报告》都预言图书馆未

来将走向消亡。 然而技术的革新为图书馆的发

展带来了活力和变化，社交网络在图书馆的应

用就是一种积极尝试，其根本目的是用这种关

系工具将图书馆和用户紧密地联系起来。 通过

应用社交网络，用户能够更多地了解图书馆并

参与其中，从而提升图书馆在用户心中的存在

感，避免被边缘化的局面。 Ｗｅｂ２．０ 应用发展很

快，网络也在不断改变，图书馆员应该做好迎接

新技术和新挑战的准备。 但图书馆也不应过多

依赖于社交网络，因为总会有下一项新技术被

用户使用［６６］ 。 同时，图书馆界也应该清醒地意

识到，社交网络只是图书馆拓展服务的一种方

式，并非目的。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就建议，图书馆员不应

该只关注技术，而应该关注技术现象背后的本

质。 技术的实质是参与和辅助对话［７２］ 。 国际知

名图书馆活动家德雷克·劳（ Ｄｅｒｅｋ Ｌａｗ）认为：
图书馆应从哲学高度运用理性思维进行创新性

服务拓展，以引领用户享用技术进步和环境改

善所带来的益处，而非跟随在技术和工具身后

提供服务［７３］ 。 因为图书馆向用户推广某项技术

时，用户焦点有可能已经转向其他技术空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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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热点的辐射效应很可能分散或衰减了。 社会

学家马克思·韦伯著名的“价值理性”和“工具

理性”理论［７４］ 也认为，行为人注重的是行为本

身所能代表的价值，而不是手段和后果，人所关

注的是从某些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角度去

理解行为的合理性。 而“工具理性”指人的行为

只由追求功利的思想动机所驱使，行动者只从

纯粹追求效果最大化角度考虑问题，会漠视人

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笔者认为，上述社会学理

论很好地阐释了德雷克·劳的主张，图书馆应

重点关注、主动利用技术去关怀用户的价值需

求，而非被动地追求技术所带来的阶段性效果，
图书馆提供服务的价值核心应符合价值理性中

人文世界和人性关怀，关注意义，而非工具理性

中冰冷的技术。 图书馆关注的价值理性中，追
求的是行为的合目的性，并不否定技术和回避

功利（但不以二者为最高目的），而是肯定技术

而又超越技术。 所以，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是致

力于实现价值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合理运用工

具理性（技术），同时也更好地实现和拓展图书

馆的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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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Ｒｏｔｈｍａｎ Ｄ 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ｔａｒ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ｍｏｒｅ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ｌｒｘ．ｃ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ｈｔｍ．

［３０］ Ｃｈｏ Ｃ．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３，２５（１）：３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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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六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６

［３１］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Ｍ， Ｓｈｉｒｉ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ｎｄ ｕｓｅｒ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１，４５（１）：６－２８．

［３２］ Ａｆｏｒｄ 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ｅ⁃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Ｊ］ ．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２００９，５７（３）：２７２－２７７．

［３３］ 刘晶． 社会网络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 Ｄ］．沈阳：辽宁师范大学，２０１２：３． （ Ｌｉｕ 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Ｄ］．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３．）

［３４］ Ｆａｒｋａｓ Ｍ． Ｇｏ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ｐａｔｒｏｎｓ ａｒｅ：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Ｍｙ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７，３８（４）：

１－２７．

［３５］ 胡国芳．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 ＳＮＳ 在图书馆读者组织管理中的应用研究［Ｊ］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０（１２）：２５－

２８．（Ｈｕ Ｇｕｏｆ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２ 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０（１２）：２５－２８．）

［３６］ 宋蕊． ＳＮＳ 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探析［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０９（ ５）：８３－ ８５，９９．（ Ｓｏｎｇ Ｒｕｉ．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Ｎ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０９（５）：８３－８５，９９．）

［ ３７］ Ｓｅｃｋｅｒ Ｊ．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５：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 ／ ／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ｘ．ｉｓｔ．ｐｓｕ．ｅｄｕ ／ ｖｉｅｗｄｏｃ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ｉ ＝ １０．１．１．１７４．６１７＆ｒｅｐ ＝ ｒｅｐ１＆ｔｙｐｅ ＝ ｐｄｆ．

［３８］ 李晓静． 美国州立图书馆利用“社交网络” 现状研究［ Ｊ］ ． 图书情报论坛，２０１５（ ２）：５０ － ５４． （ Ｌｉ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５（２）：５０－５４．）

［３９］ 吴萌，洪跃． 国外图书馆社会化媒体应用案例研究及启示———以美国橙郡图书馆为例［ Ｊ］ ． 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２０１５（１０）：２７－ ３１．（ Ｗｕ Ｍｅｎｇ，Ｈｏｎｇ Ｙｕ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ａｋｉｎｇ Ｏｒａｎｇ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５（１０）：

２７－３１．）

［４０］ 王露露，徐军华． “互联网＋”模式下的高校图书馆社交网络调研与分析［Ｊ］ ．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５（１８）：２７－

３３，８２．（Ｗａｎｇ Ｌｕｌｕ，Ｘｕ Ｊｕｎｈｕ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ｍｏｄｅ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１８）：２７－３３，８２．）

［４１］ 姚飞，张成昱，陈武，等． 图书馆服务与社交网络整合研究———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友会实践案例［ Ｊ］ ． 图书

馆杂志，２０１１（６）：２３，２４－２８．（Ｙａｏ 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ｕ，Ｃｈｅｎ Ｗｕ，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ｃｌｕｂ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６）：２３，２４－２８．）

［４２］ 郭劲赤，高红． 社交网络推进图书馆信息服务———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３

（１１）：６９－７３．（Ｇｕｏ Ｊｉｎｃｈｉ，Ｇａｏ Ｈｏｎｇ． ＳＮ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ｋ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１１）：６９－７３．）

［４３］ 史梅，翟晓娟． 高校图书馆官方微信经营策略研究———以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

（５）：７９ － ８５，１１６． （ Ｓｈｉ Ｍｅｉ， Ｚｈａｉ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ＷｅＣｈ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４（５）：７９－８５，１１６．）

［４４］ 吴锦辉． 高校图书馆微博营销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以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Ｊ］ ．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５８（２３）：１１０ － １１６． （ Ｗｕ Ｊｉｎｈｕｉ．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ｔａｋｉｎｇ Ｍｉ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５８

（２３）：１１０－１１６．）

［４５］ 宁岩，任俊霞，姜长宝．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社交网络平台的建设与研究———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 Ｊ］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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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璇： 图书馆领域社交网络应用研究述评与展望
ＬＩＵ Ｘｕ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书馆，２０１５（ ８）：９４－ ９６．（ Ｎｉｎｇ Ｙａｎ，Ｒｅｎ Ｊｕｎｘｉａ，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ｂａ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５（８）：９４－９６．）

［４６］ 吴昊． 图书馆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探索与创新———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例［ 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１）：

１００－ １０４． （ Ｗｕ Ｈａ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ｘｉｎ （ Ｗｅｃ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１０４．）

［４７］ 杨玫． 公共图书馆微博推广实证研究———以杭州图书馆为例［Ｊ］ ．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２（４）：１０２－１０５．（Ｙａｎｇ

Ｍｅｉ．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４）：１０２－１０５．）

［４８］ 杨德惠． 基于社会网络的高校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研究———以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Ｊ］ ． 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１４（３）：７３－ ７６．（ Ｙａｎｇ Ｄｅｈｕ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ｓ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ａｋ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

（４）：１０２－１０５．）

［４９］ 吴小璐．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美国图书馆中的应用与分析［Ｊ］ ． 晋图学刊，２０１５（１）：５－７．（Ｗｕ Ｘｉａｏｌ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 ＵＳ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Ｓｈａｎｘ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１）：５－７．）

［５０］ 陈艳． 基于 ＳＮＳ 的图书馆信息承载策略研究———以４种社交网络工具为例［ Ｊ］ ． 现代情报，２０１３（１１）：６５－

６８． （Ｃｈｅｎ Ｙ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ＮＳ：ｔａｋｅ ｆｏｕ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１１）：６５－６８．）

［５１］ 王锐． 高校图书馆社交网络服务的应用研究［Ｄ］．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４：１８－２６．（Ｗａｎｇ Ｒｕ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 ］．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８－２６．）

［５２］ 黄桂娟． 微信辅助信息检索教学的 ＳＷＯＴ 分析［ Ｊ］ ． 中国新通信，２０１４（ ２４）：１４－ １５．（ Ｈｕａｎｇ Ｇｕｉｊｕａｎ． Ｔｈｅ

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Ｊ］ ．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２４）：

１４－１５．）

［５３］ 孟文杰，王风华，李瑞． 社交网络在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应用模式探讨［ Ｊ］ ．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２０１４，２４（９）：１６ － １８． （ Ｍｅ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ｈｕａ， Ｌｉ Ｒｕｉ．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Ｎ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Ｊ ］ ．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４，２４（９）：１６－１８．）

［５４］ Ｍａｃｋ Ｄ，Ｂｅｈｌｅｒ Ａ，Ｒｏｂｅｒｔｓ Ｂ，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２００７，８（２）：１－８．

［５５］ Ｃｈｕ Ｍ，Ｍｅｕｌｅｍａｎｓ Ｙ 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Ｍｙ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８，１３（１）：６９－８５．

［５６］ Ｃｈｉｕ Ｍ 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ｓ［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４７（１６２）：１－２．

［５７］ Ｉｓｍａｉｌ Ｌ． Ｗｈａｔ ｎｅ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Ｊ］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３８（１）：１０－２７．

［５８］ Ｅｐ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ｅｆｆｌｅｒ Ｊ 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ｕｓｅ［ Ｊ］ ． Ｎｅ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０９，１１０（７）：３６６－３７２．

［５９］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Ｒ 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Ｍｙ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Ｊ］ ．

Ｐｏｒ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０９，９（１）：２１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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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Ｈｅｎｄｒｉｘ Ｄ，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ａ Ｄ，Ｈａｓｍａｎ Ｌ，ｅｔ 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ＭＬＡ，２００９，９７（１）：４４－４７．

［６１］ Ｓａｄｅｈ 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ｒｓ［Ｊ］ ． Ｎｅ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７，

１０８（７）：３０７－３１６．

［６２］ Ｐａｖｅｅｎ Ｎ．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Ｐ：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１，

１（１）：９－１７．

［６３］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Ｌ，Ｌｏｗ Ｂ．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Ａｒｉａｄｎｅ，２０１０，６３：１－９．

［６４］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 Ｉ，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ｏｏｇ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Ｊ］ ． Ａｓｌｉｂ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８，６０（４）：２９０－３１０．

［６５］ Ｒｏｇｅｒｓ Ｃ 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ｎｄ Ｗｅｂ ２．０：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ｎｅｗ ｕｓｅｒ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ｏｐｕｓ４． ｋｏｂｖ． ｄｅ ／ ｏｐｕｓ４⁃ｂｉｂ⁃ｉｎｆｏ ／ ｆｉｌｅｓ ／ ６１８ ／

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ｌｉｂａｒ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０９０５２３１８０５２７⁃ｐｈｐａｐｐ０２．ｐｄｆ．

［６６］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Ｔ 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ｓ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ｏｌ：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ｖ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ｕｓｅ［ 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１，７２

（１）：７９－９０．

［６７］ Ｇａｒｃｉａ⁃Ｍｉｌｉａｎ Ｒ， Ｎｏｒｔｏｎ Ｈ， Ｔｅｎｎａｎｔ 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 Ｊ］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 ３１ （ ２）：

１－１３．

［６８］ Ｇｅｒｏｌｉｍｏｓ 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Ｊ］ ． Ｄ⁃ｌｉｂ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１，１７

（１１）：１－１３．

［６９］ 彭亚飞．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社交网络应用比较研究［ Ｊ］ ．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２（１７）：７９－８１．（ Ｐｅｎｇ Ｙａｆｅｉ．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１７）：７９－８１．）

［７０］ 白丽娜，王颖纯，刘燕权．美国顶级大学图书馆应用 Ｗｅｂ２．０的现状调查与分析［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５８

（１２）：６－ １１．（ Ｂａｉ Ｌｉｎａ，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ｃｈｕｎ，Ｌｉｕ Ｙａｎｑｕａｎ． Ｗｅｂ２．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５８（１２）：６－１１．）

［７１］ 新媒体联盟２０１４ 地平线报告（图书馆版）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 ｎｅｔ ／ Ｚｈａｉｙａｏ．

ａｓｐｘ？ｉｄ ＝ ３６９５４０．（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ｂｓ．ｎｅｔ ／ Ｚｈａｉｙａｏ．ａｓｐｘ？ｉｄ ＝ ３６９５４０．）

［７２］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５－０２］． ｈｔｔｐ： ／ ／ ｃｉ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ｆｏ ／ ｌｚａ．ｈｔｍ．

［７３］ 刘建． 公共图书馆构建社交网络营销平台的实践探析———以上海青浦区图书馆“清阅朴读”读书论坛为例

［Ｊ］ ．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３（ ７）：６６－ ６９．（ Ｌｉｕ Ｊｉａ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Ｑｉｎｇ Ｙｕｅ Ｐｕ Ｄｕ”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Ｑｉｎｇｐ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３（７）：６６－６９．）

［７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０，８５（５）：１１４５－１１７９．

刘　 璇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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