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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开放式随机抽样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统计并分析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广大研究生

对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需求内容和特点，并为图书馆为该类用户群提供移动信息服务提供

了相应的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移动信息 用户需求 信息服务 

 

移动信息服务是运用网络平台，以智能手机为载体，通过手机短信息和手机

上网两种连接方式，实现信息的双向传播[1]。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推出可以满

足用户使用手机等手持终端设备，能够随时、随地访问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需求，

同时可极大的拓宽和延伸图书馆服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

(3G)的日渐成熟和 WIFI 技术在移动终端上的广泛应用，正使得图书馆的移动信

息服务更加便捷。 

国外图书馆手机服务的应用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左右[2]，特别是美国在 2008

年 7月推出了手机图书馆先导计划[3]。而在国内，最早提供图书馆手机服务的是

北京理工大学（2003 年 12 月），自此国内图书馆手机服务便开始了它的发展，

国家图书馆 2008年 12月推出以短信和 Wap结合的“掌上国图”服务。目前为止，

国内外图书馆已在移动信息服务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开展了大量的

服务实践活动，为用户提供手机图书馆馆藏资源检索、书目查询、用户信息管理

等服务。 

中科院现有在读研究生 2万余人，均为使用移动终端频率较高的年轻用户，

他们来自分布全国的 100余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同时，研究生院“两段式”培养

模式（即在集中教学园区完成为期一年的课程教学后进入研究所跟随导师在科研

实践中开展课题研究并完成学位论文）以及跨校区选课的特点，使得广大研究生

对不受 IP 地址和信息获取终端限制从而更加自由灵活、泛在获得图书馆各类信

息服务有更多个性化的期许。因此，本次移动信息服务调研了这个用户群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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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研结果做了初步分析，给出了针对该用户群体开展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建

议。 

1 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对象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调查方法为随机抽样调查。采用开

放式问卷方式，其题目是“用户希望推出什么样的移动信息服务”。调查时间为

2010 年 6 月--2011 年 5 月，共回收问卷 237 份。问卷回收完成后，统一录入、

统计和分析。 

2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2.1 研究生专业分布 

参与问卷调查的 237名研究生来自 13个大的专业领域，如下表 1所示。从

表中可以看出，参与调研的研究生分布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其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中科院研究生院广大研究生移动信息服务

息需求的现状及特点。 

表 1：研究生所属专业统计 

序号 专业名称 人数 

1.  材料工程 7 

2.  电气工程 15 

3.  电子与通信工程 66 

4.  动力工程 7 

5.  光学工程 5 

6.  化学工程 2 

7.  环境工程 7 

8.  集成电路工程 9 

9.  计算机技术 91 

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11.  控制工程 6 

12.  软件工程 16 

13.  生物工程 5 

 合计 237 

 



 

图 1 研究生所属专业分布 

2.2 问卷内容分析 

经过对 237份开放问卷的初步统计分析，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所关注的移

动信息服务大致有 45 项，根据每项内容提出的人次统计排序结果，如下表 2 所

示。 

表 2移动信息服务需求内容 

序号 移动信息服务内容 人次 

1.  在线检索 100 

2.  浏览摘要 100 

3.  图书到期短信通知、预约、续借、预约到书短信通知 61 

4.  相关领域新书推荐（根据用户信息或定制） 61 

5.  在线全文阅读 53 

6.  全文下载 27 

7.  个人借阅管理 25 

8.  图书馆各部分内容或资料更新定制并短信通知 20 

9.  新文献、新期刊、新会议、科学新闻短信订阅 19 

10.  电子书（纸本书电子化） 18 

11.  讲座/学术会议信息/电影短信订阅 17 

12.  音视频点播课件/资料 14 

13.  短信查询并实现预订借阅 11 

14.  图书评论并根据浏览量推荐 9 

15.  新书短信提醒 8 

16.  书目推荐（根据浏览量/用户信息显示的爱好） 8 

17.  个性化推荐服务（基于浏览统计个人兴趣或个人提供的

兴趣） 6 

18.  图书位置导航（类似 GPS） 6 



19.  问图书馆员 6 

20.  领域研究进展短信订阅 4 

21.  原文传递 4 

22.  手机号绑定个人信息 3 

23.  Top文献指引 3 

24.  语音阅读 3 

25.  资源下载 2 

26.  电话咨询 2 

27.  意见反馈 2 

28.  可视化参考咨询 2 

29.  FAQ常用问题 2 

30.  短信发送科学小知识 2 

31.  天气预报 2 

32.  学科经典课程教材电子书 2 

33.  上传资料补充图书馆馆藏 2 

34.  在线定位（订餐） 2 

35.  智能（语音）检索 1 

36.  保存查询记录 1 

37.  拍照查询 1 

38.  电话查询 1 

39.  馆际互借 1 

40.  过期杂志出售 1 

41.  图书馆通过日志记录统计未查到书，并增加馆藏 1 

42.  书友交流 qq 1 

43.  远程教育 1 

44.  登录偏好设置 1 

45.  微博信息发布，如图书微博、讲座信息、读书沙龙信息、

电影信息 1 

从表 2 可以看出，这些备受关注的服务内容与非移动图书馆网站所提供的传

统业务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如在线检索、阅读、全文下载、个人借阅管理、信

息定制服务等，不过相较传统业务呈现了分众化的新需求特点，如短信查询和预

定图书、手机阅读、短信到期通知及预约、可视化参考咨询、图书定位等需求。

下面我们试图将这些移动信息服务内容进行大致归类，并加以进一步说明和建

议。 

2.2.1 检索和查询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在参与调查的 237位研究生中，有 121位（51 %）关注移动信息检索和查询

服务，其中大部分都希望更精准的获取检索文献的地理位置或获得导航服务，还

有的希望可以通过短信来查询和预定图书，甚至有人希望通过拍照、电话来查询



馆藏，这些都是多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所引发

的用户需求，是图书馆在提供移动信息服务

时最应关注的方面。 

2.2.2 图书借还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除了传统非移动图书馆的借阅功能之

外，89位研究生关注移动信息服务中的图书

借还功能。有的希望能够将手机号与个

人信息绑定并通过手机上网来实现图

书馆借阅，替代借书证办理手续；有的

希望通过短信接收图书到期通知、续

借、预约到书通知等，以免因为在不方

便通过电脑上网的情况下造成图书借

还延误。 

2.2.3 个性化推荐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237 位参与调研的研究生中有 95 位（40 %）对个性化推荐服务表示期待，

这与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研究生在信息过滤和相关信息定制方面的需求有关。其

中有的希望通过客户端自动记录自己的浏览行为来推荐相应图书，有的希望根据

自己提供的用户信息来获得推荐服务，还有的希望通过参考他人的阅读习惯来选

择书目或得到推荐（如对各图书的浏览量或评论评分的排名）。而目前互联网技

术尤其是网志分析技术的进步，使

得图书馆通过浏览量等分析来记录

用户习惯并提供信息推送服务提供

了可能。图书馆在提供此类服务时，

可参照像卓越网、京东商城等电子

商务网站通过记录客户浏览和购买

习惯所提供的系列个性化推荐服

务。 

图 3 图书借还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图 4 个性化推荐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图 2 检索和查询类移动信息服务需

求 



2.2.4 信息定制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其中 60位（25 %）研究生对通

过手机等手持客户端的短信功能来

订阅信息很感兴趣，期待通过短信

订阅来获得图书馆更新通知、新文

献、期刊、学术新闻和学术会议信

息，也希望及时获得图书馆各类讲

座信息。 

2.2.5 移动阅读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有 56 位同学（24 %）关注移动阅读功能，其中有 3 位同学希望提供语音阅

读功能。 

 

 

 

 

 

 

 

2.2.6 移动下载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有 29 位同学(12 %)希望通过手机来获得资源和全文下载服务，通过手机

号验证下载权限，从而避免电脑客户端 IP对资源访问的限制。 

2.2.7 其他服务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其他受到关注的移动信息服务还包括音视频资料播放和下载、参考咨询（可

视化参考咨询）等。 

3 结论 

综合上述调查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大多数研究生已习惯于利用移动终端设备

进行网络搜索和阅读，并对通过移动信息服务这种方式获取大量信息表现出较为

图 5 信息定制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图 6 移动阅读类移动信息服务需求 



强烈的需求。读者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除了图书馆常规的资源和服务查

询外，比如图书馆馆藏书目以及借阅状态、位置查询，续借和预约处理，图书馆

活动发布等，用户对于通过手机进行个性化推荐与定制信息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需

求，图书馆在提供移动信息服务时，应充分考虑这一需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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