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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手机图书馆服务农村居民的思考

摘要：手机图书馆是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开展泛在服务的一种新型模式，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文章试图对手机图书馆服务农村居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若干分析，最后拟建服务农村居民的手机

图书馆系统并提出相关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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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图书馆是指移动用户通过

手机以无线接入方式随时随地接受

图书馆提供的各项知识服务的一种

模式，是数字图书馆在泛在知识情

境下向手机终端延伸的产物。在我

国，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于2003年
12月首次开通短信息服务平台[1]，

2005年上海图书馆第一次以“手机

图书馆”为名开展信息服务[2]。如

今，大部分高校已将部分信息服务

转移到手机图书馆，以便更好地为

读者服务。手机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也日渐扩容，从最初的到期提醒、

续借申请和挂失申请等常规服务到

如今的个性化定制、讲座论坛、音

视频下载等服务。随着我国3G网络

的推广、智能手机的进步和手机阅

读的兴起，手机图书馆将极大地丰

富我们的世界，缔造更为多元化的

信息传播网络，创造出更大的信息

价值。

1 手机图书馆服务农
村居民的必要性分析

据2010年召开的中国人口学会

年会报道，“十二五”期末，我国

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仍然

有6.9亿的农村人口[3]。这一庞大群

体在拥有的社会财富、占有的社会

资源、享受的社会地位和具备的生

存能力等方面均处于低水平阶段，

而其根源在于知识与信息的贫乏。

由于手机图书馆具有方便快捷、渗

透性强、使用门槛低等特点，在改

善农村信息需求贫困状况、缩小城

乡信息鸿沟、助力新农村建设等方

面将大有用武之地。

1 . 1  缩小城乡信息鸿

沟，实现信息公平

所谓信息鸿沟，是指信息富有

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是由对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掌

握的多寡而产生的差距现象，是信

息技术在普及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

极不平衡的扩张状态[4]。缩小信息

鸿沟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通过协调信息资源在时效、区

域、部门数量上的分布，使资源布

局趋于合理，农民的信息需求得到

最大限度的满足。由于手机具有随

时随地的可达性、灵活便捷的互动

性，手机图书馆能够打破城乡的二

元地域空间，克服信息时滞，让知

识与信息在城乡间无障碍流动，实

现信息流的均衡。因此，利用手机

图书馆服务农村居民，既能拓展传

统图书馆的服务阵地，又能保障农

村居民机会均等地获取信息资源的

权利，有利于缩小城乡信息鸿沟。

1.2 加速农村信息化进

程，助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在和谐社会的伟

大愿景中提出的，意味着新产业、

新村镇、新农民、新组织、新福利

和新风尚[5]。农村信息化是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信息化带动新

农村建设是有力举措。建设手机图

书馆，将其纳入农村文化共享工

程，并把工作重点转向信息引导生

产、知识服务生活。在信息咨询与

信息服务过程中不断推动现代科技

在农业和农村的渗透与应用，主动

推送现代农业技术短信息服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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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农业新品种新工艺，有利于改

变农村信息荒岛的格局，形成自

由存取的信息大陆，实现城乡信息

资源共知共建共享。随着3G时代

的到来，手机图书馆在农村信息化

系统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为建

设新农村、实现和谐社会添上亮

丽的一笔。

1.3 满足农村居民的信

息诉求，促进生产生活

农村居民具有物质生产与精

神生活的双重信息需求。一方面，

他们迫切需要获取现代农业知识，

提高农业技能，改良传统的作业方

式，及时了解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

市场信息；同时为适应农村经济建

设的发展，他们渴望提高自身文化

修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汲

取医疗、教育等生活百科知识来更

好地生活，阅读艺术、哲学、道德

等作品来陶冶情操。文化共享工程

的组织实施使得乡镇图书馆、农村

阅览室，乃至农民个人图书馆以及

读书社、信息社、“图书银行”等

应运而生，但成效并不理想，多数

流于形式，缺乏科学管理和引导，

并且现存图书馆辐射能力难以涵盖

最大范围的农村居民，其信息需求

难以得到满足[6]。随着科学技术发

展的日新月异，手机图书馆必将作

为一种新的信息获取渠道来满足农

村居民的信息需求，扩大农村信息

覆盖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和整体面貌，促进生产与生活。

2 手机图书馆服务农
村居民的可行性分析

手机图书馆是数字化环境下

图书馆开展泛在服务的一种前卫方

式。农村居民长期生活在城镇的边

缘地带，能否接受这种新兴的服务

方式需要进行系统严密的可行性分

析。笔者认为农村居民信息意识的

觉醒和政府理念的转变是思想驱动

力，规模日益扩张的农村手机网民

成为行为主体，而蓬勃发展的文化

共享工程和手机图书馆信息服务则

提供了宝贵经验，最后图书馆和移

动通信公司的特定性质也保证了这

一实践的可行性与操作性。

2.1 农村居民信息意识

的觉醒和政府理念的转变

农村生产力与过去相比有了

长足的发展，所谓“衣食足而知

荣辱”，在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之

后，便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

据一份有关福建贫困乡村的调查

数据显示：认为知识欠缺会影响

经济收入的占78.2%，会影响权利

保障的占38%，会影响社会地位

的占41.7%，会影响人格尊严的

占20.2%，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占

30.9%，会对下一代产生不良作用

的占47.4%[6]。这表明很大部分农村

居民已经意识到知识具有经济功能

和人文功能，知识的存量和流量与

个人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而且知识

直接影响个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尊

严及社会地位，他们迫切需要汲取

知识与信息。另外，政府积极转变

理念，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原则，积极开展知识工程，兴建

农村图书馆，开展技能培训、送书

下乡等活动，说明政府不仅要帮助

广大农村居民物质上摆脱贫困，也

致力于改变知识贫困，这与手机图

书馆的初衷不谋而合。可见，农村

居民信息意识的觉醒和政府理念的

转变将成为手机图书馆发展的驱动

力量。

2.2 手机图书馆信息服

务的蓬勃发展和文化共享工

程的良好运作

移动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

智能手机的不断进步以及移动阅读

的蔚然兴起，刺激了新的知识与信

息需求，手机图书馆应运而生。目

前我国有20多所公共图书馆和高校

图书馆建立了图书馆手机服务试验

系统，提供手机信息服务，比如上

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北京理工

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浙

江大学图书馆等[7]。手机图书馆信

息服务从最初的到期提醒、续借申

请、借阅查询等短信息服务发展到

多媒体信息服务，甚至建立了基于

知识管理的专业手机图书馆。虽然

目前大多数图书馆使用的移动通信

技术以手机短信息为主，部分图书

馆开通了WAP网站，但手机图书馆

信息服务已势不可挡。2002年4月
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和中央文明

办联合启动的文化共享工程，旨在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凭借互联网、

卫星、镜像、光盘等多种方式，实

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

的共建共享，重点在于服务农村居

民，解决农村文化娱乐贫乏、农村

经济发展疲乏的局面。该工程运行

至今，成效显著。据统计信息，文

化共享工程自建合建各级中心和基

层服务点超过61.4万个，文化共享

工程资源建设总量达到69TB，日均

资源传输量最高可达到100GB[8]。

不言而喻，已有的实践活动都为手

机图书馆开展面向农村居民的信息

服务积累了成功经验并夯实了资源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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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村手机网民规模

日益扩张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3G时代的来临，手机上网

日渐普遍，农村手机网民规模日益

扩张，利用手机图书馆成为可能。

在农村，由于消费支付能力有限，

上网设备相对匮乏，而手机上网由

于网络接入门槛较低，使用方便快

捷，获得农村居民的青睐。据中国

互联网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

至2009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一年

增加1.2亿，手机网民居住地为农村

的用户占到30.8%。农村网民使用

台式机作为上网终端的比例下滑至

68%，而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迅速

增加，目前已有67.3%的农村网民

使用手机上网，使用率年提升了近

20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城镇水平

（58.3%）[9]。手机成为农村网民主

流的上网终端，在农村的拥有量远

高于电脑拥有量，农村网民平均每

周使用互联网18.7小时，尤其是农

村青少年网民占比达到74.5%[9]。由

于手机网民覆盖面积广，网民行为

可信度高，传递性强，且具有很强

的使用粘性，农村居民可以随时随

地使用手机终端登陆手机图书馆，

获取种类丰富、灵活便捷的各类涉

农信息服务业务。

2.4 图书馆的公益性和

移动通信公司的社会责任感

渐强

手机图书馆能否在农村居民

中普及推广，关键问题在于获取信

息服务的成本高低。按照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论，人类具有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

自我实现需求等五类基本需求，并

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

当某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才

会向高层需求发展，追求高层需求

就成为内在驱动力。相应地，当某

一低层次的需求尚未满足，高层次

的需求就无法成为激励力量。由于

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从事传统的生

产劳动，生产效率低，经济收入不

高，故所得收入先用于满足温饱，

改善生活，而利用手机图书馆汲取

知识、实现自我发展不能形成强烈

的吸引力。然而图书馆作为现代知

识和信息的重要集散地，肩负社会

教育与传承文明的责任，所以大多

数图书馆始终坚持公益性服务，保

障公民公平、均等地获取信息的权

利。另外，三大移动通信公司（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作

为国内的通信巨头，社会责任感

强，注重品牌经营和社会形象，自

3G时代以来，不断进行资费调整，

由高端策略转为全民策略，这为农

村居民使用手机图书馆排除了“经

济”之忧。

3 手机图书馆服务农
村居民的构想

 
对手机图书馆服务农村居民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做了细致的分析

后，笔者拟建一个手机图书馆服务

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该服

务系统坚持“人本位”的理念，全

心全意为农村居民服务，其战略目

标是构建方便快捷有效的信息服务

长效机制，最终目的是保障农村居

民的信息与文化权利，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实现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

提升。

该服务系统是一个相对完整

的循环系统，分为内外两大部分。

系统内部含应用层、接口层和内

容层三层机制：①应用层，直接面

向受众，包括用户和管理人员，通

过身份或口令认证登录服务系统。

②接口层，即受众与内容相契合的

平台，分为手机短信平台和手机

图1 服务农村居民的手机图书馆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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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P网络系统。通过手机短信平

台，可以定制各种特色化和个性化

的服务；通过WAP网站，可以获取

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

的信息服务。③内容层，即资源储

存，包括移动手机短信数据库、手

机WAP数据仓储和经WAP代理转

化可供手机等移动终端访问的图书

馆Web数据库[10]。内容层是整个手

机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关键，信息资

源优质与否以及能否将Web与WAP
信息资源无缝整合后提供给农村居

民决定了手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成

败。系统外部则含安全管理、推广

与宣传、反馈和优化三大内容。由

于手机具有私密性，手机号码具有

唯一性，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提供

个性化服务以及用户需求分析工

作，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

患。推广与宣传工作，则要充分调

动地方媒体、基层干部等来引导和

帮助农村居民利用手机图书馆。反

馈与优化机制，就是要建立有效的

反馈信息收集系统，服务系统再根

据农村居民反馈的信息与建议进一

步优化。

3.1 开辟手机小屏幕浏

览的体验

使用手机图书馆需通过手机移

动终端这一中介。手机精致小巧，

携带方便，但由此而来的小屏幕设

计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居民

的阅读愉悦度。农村居民普遍未能

接受高等教育，平均文化水平较

低，学习与接受能力较差，因此要

设计简洁友好、易于感知的界面，

努力提升手机小屏幕浏览和阅读的

体验。针对此问题，可采取多种方

法改进，如控制信息的维度，减少

页面长度，折叠模块信息，只摘选

展现重要的2或3条记录，用户需要

通过“More”或点击模块标题进

行详细的扩展阅读。其次做好信息

布局，尤其要利用好首屏的有限资

源，将重要且有特色的资源置于首

屏。采用方位感知强的导航，如可

在页面头尾采用导航复现的设计，

减少回溯按键和滚屏操作。最后要

使界面可视化，合理分配农村手机

网民的注意力资源，通过控制页面

中文字的样式及颜色来区分链接、

非链接、说明性文字，用醒目的背

景色区分功能区与非功能区[11]，还

可以利用频道的色彩管理原理，如

老人频道宜采用安静的颜色，少儿

频道可采用活泼明快的亮色等。

3.2 开发服务生产生活

的信息资源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

和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农村居民

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由此而来的

信息服务需求日趋多样化。首先，

手机图书馆应着力开发与农业生产

相关的信息资源，包括农村政策和

优惠措施、农产品购销信息、生产

资料市场信息、农产品价格信息、

病虫害预报、农业气象、金融贷款

信息、种养新技术等信息，其中最

需要的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及政

策法规信息[12]。农民通过获取有效

信息，可准确定位市场，把握价格

变化，并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全程提供决策依据。农民通过吸收

现代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力，

增强农业产能，实现科技兴农。其

次，农村居民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

时也更加关注自身的不断发展。手

机图书馆应积极开发建设易于被感

知的、实用的与农民自身发展相关

的信息资源，包括保健知识、科学

文化知识、休闲娱乐信息等。因

此，开展手机图书馆信息服务，要

着力开发服务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

实用性的信息资源，实现科技兴

农，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充分发

挥手机图书馆的“鞭长”优势，将

文明触角伸入广阔的文化沙漠中，

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形成全民阅

读的良好氛围大有裨益。

3.3 开展贴近农村居民

的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是基

于信息用户的信息使用行为、习

惯、偏好和特点来向用户提供满足

其个性化需求的信息内容和功能的

一种服务。它主要包括服务时间的

个性化、服务方式的个性化和服务

内容的个性化三个方面，提供的信

息服务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取

所需，各得其所，成为网络时代一

道亮丽的景观[13]。手机图书馆服务

农村居民，应基于充分的用户信息

需求分析，通过对农村居民群体进

行调查，了解他们对手机图书馆的

信息需求，把握手机阅读行为的规

律，设计贴近农村居民生活的针对

性强的个性化服务。在服务时间

上，实行全天候的24/7制服务，保

证农村居民随时随地获取所需信

息，不受时空限制。在服务方式

上，可实行信息分类定制服务或者

信息推送服务等多种方式。在服务

内容上，针对不同人群提供特色化

服务，如为农民企业家编制有关法

律与经济的手机报，反映市场价格

动态的小贴士；对于酷爱戏曲与相

声的老年人，图书馆可将已有的影

视资源通过WAP代理服务器提供下

载，老年人即可以听“有声”的图

书。另外由于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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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信息内容应以“浅阅读”为

主，内容不宜过长、过深。

3.4 进行信息服务的引

导与宣传工作

建是为了用，手机图书馆建

成后需要投入使用，否则束之高

阁，无人问津，浪费时间、金钱、

人力和物力。因此在广大农村，必

须对手机图书馆进行有效的宣传工

作，并组织人员对手机图书馆的访

问操作等进行辅导。做好信息服务

的引导与宣传工作，可充分发挥以

下几类主体的作用：①地方媒体：

电视、广播是农村居民了解信息的

主要渠道，可以在居民关注度比较

高的节目如生活类、娱乐类、致富

类节目里宣传报道手机图书馆的公

益性质、功能及服务内容、服务宗

旨、联系方式等，使他们了解并利

用手机图书馆。②基层干部：基层

干部要起党员先锋作用，在提高全

民精神文化素质方面起模范作用，

主动融入群众当中，及时解决农村

居民的信息需求。③手机图书馆主

动加强自身宣传，建立手机信息服

务实验系统，开展试验性服务，边

服务、边跟踪、边改进，逐步完善

手机信息服务，开发丰富的内容资

源和先进的技术平台，向他们提供

良好的阅读体验。通过推送和拉取

服务，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社会影

响力，切实利用网站，自编刊物，

吸引更多农村居民参与手机图书馆

的信息服务。

4 结语

手机图书馆是图书馆向数字化

发展的新方向，它将无线通信网络

与数字图书馆系统结合起来，利用

高普及率的手机新媒体平台延伸、

拓展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并且可以

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传输与服务。在

我国广大农村，手机的普及率远远

高于计算机的普及率，手机图书馆

在农村开展信息服务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弥补城乡数字鸿沟。随着未来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手机图书馆

将大大缩小数字鸿沟和保障农村居

民的信息权利。相信在未来几年

内，手机图书馆必将使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的任何人阅读自己感兴趣

的任何内容成为现实，实现图书馆

的泛在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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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library is a new pan-model of the library serv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with potential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 mobile library service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finally build out Mobile library system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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