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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

图书馆信息服务思考与创新*

摘要：目前以微博应用为代表的移动社交网络得到图书馆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同。本文通过多重视角分析移

动互联时代科技变革带给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困境与机遇，结合国家农业图书馆微博信息服务的创新实践，探讨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方向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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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移动化和社交化趋势加深，智能手机、

PAD等移动终端被广泛使用，微博作为移动社交网络的

代表平台已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搜索、获取和传播渠

道。现已有很多图书馆将微博应用到图书馆工作。据调查

显示，应用最多和最广泛的功能是图书馆信息广播，主要

应用微博即时发布与分享的基本功能[1]。根据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

查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

数量达6.56亿，相比之下台式电脑数量为4.24亿，手机成

为我国网民使用的第一大上网终端；在19岁及以上的中国

网民中，微博用户数量占总用户量的88.81%，且手机用户

端的增长幅度仍然明显，手机微博用户数量由2011年年

底的1.37亿增至2016年6月的2.42亿[2]。

微博对用户的技术要求较低，读者只需免费注册一

个账户通过多种方式登录并关注图书馆微博，即可获

取图书馆发布的各类信息（如图书馆新闻公告、读者培

训宣传、数据库试用通知、新书通报等），使读者可通过

微博平台随时随地了解图书馆最新动态[3]。根据文献调

查，绝大多数图书馆微博服务实践和研究页面仅提供宣

传公告、内外交流和信息转发等基础服务，鲜有图书馆

基于微博开展实践深层次信息服务（延伸服务）[4-7]。如

今移动社交网络已彰显出越来越强的发展态势，在改变

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图书馆信息服务产生较大影

响。在新形势下，图书馆必须重新定位，利用微博等移

动社交网络提升自身服务质量，扩展服务内容，实现图

书馆信息服务与社交网络的有效融合。

2 移动社交网络研究现状

作为当前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热点，国内图书馆对基

于移动社交网络的信息服务开展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研

究。楼向英等着重分析移动社交的特点，并对移动社交

网络在图书馆的应用提供指导性策略[8]；孔云等指出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所面临的信息过载问题，分析运用

微信等移动社交网络在图书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从

服务框架以及应用可行性两个角度提出基于微信的图

书馆服务框架研究[9]；饶俊丽认为运用移动社交网络

能有效提升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应加快移动社交网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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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在传统图书馆的应用[10]；张蓓等通过介绍清华大学

图书馆在移动社交网络方面的实践，指出开展学科知

识移动服务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为图书馆知识移动服

务提供借鉴[11]；魏笑笑在总结移动社交网络现状及特

征的基础上，指出在信息服务平台推广移动社交网络

服务的优势和可行性，为图书馆应用移动社交网络开

展信息服务提供参考[12]；赵雅馨对微环境下图书馆用

户需求进行调研，指出图书馆微服务应结合用户需求特

点，注重移动社交网络的应用[13]。可以看到，虽然国内

学者对移动社交网络在图书馆信息服务方面有一定的

研究，但结合具体服务案例的实践研究并不多。因此，

本文主要对国家图书馆借助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

开展的实践应用进行探讨。

3 移动数字图书馆发展现状与困境

移动数字图书馆将无线通信网络和数字图书馆系

统结合起来，利用普及率飞速增长的智能手机作为移

动数字阅读终端，在移动互联时代补充和延伸数字图

书馆服务。在具备数字图书馆一般特征的基础上，着重

强调“可移动”的特征，极大地方便读者借阅，提高图

书馆的服务效率[13-14]。

在移动互联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已成为大众获取信

息的重要渠道。截至2016年6月30日，手机搜索用户规

模已达5.24亿，比2015年（4.70亿）增长4.7%，使用率

高达79.8%[1]。以上数据表明，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大

众信息获取的刚性需求正日益凸显。另外，这种需求方

式不仅使信息获取具有更灵活的移动性、更快速的时效

性，还填充了用户大量碎片化时间，营造出“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学习氛围，有助于用户实现生

活与资讯的无缝衔接。但通过对国内外移动数字图书

馆实践项目的调研发现，现有移动数字图书馆客户端只

是将图书馆联机公共查询目录（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简单移植到面向移动设备的专有平台上，

再配以读者指南类栏目（如图书馆新闻、简介、到馆路

线、活动通告和预约服务等），并未完全实现在网络环

境下为图书馆用户提供便捷、直接及符合真实需求的

深层次信息服务。要通过移动数字图书馆实现深层次

应用服务，需满足用户随时随地快速、便捷、低成本获

取原文的信息需求；要达到该目标还需彻底解决在构建

信息服务体系下移动数字图书馆内容、版权、技术和读

者费用四方面的难题[15-16]。目前，各国图书馆的到馆人

数和主页访问量都在呈明显下降趋势，正是源于图书馆

以书籍（各种形态）为中心的工作流程和多种信息服务

方式被动结合的现状并不能满足读者对多样化信息的

迫切需求。

面对读者信息获取需求不断变化，图书馆移动信

息服务不能仅将网页版数字图书馆传统服务内容简单

地移植到移动终端，而应在技术层面积极探索，借助微

博开展信息需求分析和信息服务方式创新，打造兼具媒

体和兴趣社区的服务平台、用多元化的信息类型和及时

的沟通方式对用户形成持续吸引力，提升用户黏性，走

出用户不断流失的窘境。

4 移动互联时代国家农业图书馆信息服
务对象与其需求

根据国家农业图书馆的服务职能和地域影响，信

息服务对象主要由五大类用户群体组成，如表1所示。

表 1 国家农业图书馆主要用户群体构成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京科研人员与学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京外研究所科研人员与学生

北京地区涉农单位的科研人员和高校师生

各省（市）、区级农业科研院所共有科技人员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民技术员、农民专业

大户、科技示范户等

服务对象 数量/人

7 000

5 000

50 000

150 000

1 420 000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公益性科研

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国家农业图书馆用户信息管理

研究”研究成果（编号：2010-J-17）。

在用户需求方面：从文献类型看，用户需求第一位

的是网络全文数据库，第二位是纸质图书，第三位是纸

质期刊，少部分用户会选择光盘或其他物质载体；从文

献语种看，50%的用户对中文和外文都需要，33%的用

户选择以外文文献为主，17%的用户选择以中文文献为

主；从资源获取方式看，92%的用户首选通过网络获取

电子文献，其次是通过远程文献传递向图书馆请求获

取文献，再次是通过参考咨询系统获取相关信息，之

后依次是在图书馆借阅、委托他人查找，最后是通过购

买[17]。通过对国家农业图书馆用户及其需求构成研究，

发现广大用户特别是核心用户利用网络远程异地获取

文献或信息的需求未能充分满足，也从侧面说明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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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仍需加强对用户的宣传力度，让用户熟悉图书馆所提

供的信息服务。信息时代得益于互联网和文献资源数

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用户才能通过网络获取

图书馆馆藏资源。通过以微博应用为代表的社交方式

开展创新服务，将有助于信息服务融入用户的网络社

交生活。

科技进步提升图书馆用户工作和学习效率，但也

大幅减少馆员和用户见面的机会和时间，促使图书馆员

更注重依靠数字化、网络化提升文献利用率，忽略用

户的多元化信息需求。移动社交网络不仅指在移动设

备平台或移动终端上的用户网络社交体验，还包括人

们随时随地分享关注、兴趣、情感、状态和活动等的移

动化生活方式。在进行移动社交网络用户需求分析前，

图书馆首先需分析包括基于内容分享、联系人交互和

情景感知体验等移动社交网络应用，深刻理解移动社

交网络并非仅对传统桌面化在线社交网络的补充或改

良，而是将移动信息服务整合到人们的社交生活中；然

后，利用情报分析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作为指导，通

过用户圈识别、影响力计算和信息传播习惯角度分析，

获取用户在现实世界和线上虚拟社区的各种需求；最

后，达到增强图书馆员与用户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的联系和互动，为用户提供一体化信息服务。

5 国家农业图书馆微博信息服务创新实践

挖掘、发现和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是一切服务的出

发点和归宿。作为我国农业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和

服务的核心机构，国家农业图书馆立足中国农科院，面

向全国农业科技、教育、管理、生产经营等相关领域的

广大信息用户，利用微博除可开展新闻公告、新书和电

子资源推介等基础服务外，还可积极创新拓展多项农

业科技信息服务。

（1）基于私信和@功能开展面向基层农业用户的

实用农业技术文献咨询和传递服务实践。国家农业图

书馆微博信息服务于2011年8月正式启动，以国家农业

图书馆官方微博作为服务平台，为广大地方乡镇农业

局、农术推广站、种植养殖企业或个人、动植物疫病防

控站等机构快速提供中文农业实用技术文献查询和网

络传递服务[18-19]。国家农业图书馆官方微博旨在立足了

解基层用户社交网络应用需求和具体生产生活信息需

求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着手积极创新信息网络服务形

式，深化整合国家农业图书馆在定题服务、参考咨询、

文献提供和学科化服务等方面的协作方式，力争使图

书馆社交网络用户在移动互联过程中更直接、具体、个

性化地接收信息，并为其带来庞大的实用资讯和便捷

的互动体验，为新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提供参考

与借鉴。

开通此项服务已为全国基层农业用户提供2 700余
份农业实用技术文献，通过移动网络使农业科技信息

直达基层；在田间地头用户就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

端接收农业技术文献和数据，直接指导种植养殖生产

活动。《民生周刊》报道“得益于国家农业图书馆开展

农业文献的‘微博’传递，四川广汉市的草莓正在以新

的方式种植，同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农业机构、

种植养殖户等用户的积极响应”[18]。

（2）基于微博群的信息素养课程。让选课学生加

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素养课程微博群，通

过微博平台发布作业、分享课程讲义与选课学生进行课

程互动，随时解答学生在图书馆使用中的各种问题；群

成员也能围绕不同的课后话题展开讨论，有助于学生

关注课程内容建设、共享课外资源，使其在轻松愉快的

学习氛围中对信息检索、管理和分析方面的知识有更深

层次了解。

（3）基于微博媒体的文献数据库检索培训课程。

微博媒体不仅可发表文本信息，还可发布图片、音频、

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也可将其他网站的多媒体信息在微

博中即时分享，允许多种多媒体类型在同一条微博组合

出现。国家农业图书馆官方微博与多家中外文数据商

官方微博互加关注后，通过微博媒体以及转发彼此微

博并链接传统图书馆博客页面和视频分享网站开展文

献数据库检索技巧与高级利用培训，实现馆员与用户间

的社交网络互动。微博媒体已成为推介国家农业图书

馆信息资源的窗口，在增强用户对各类型信息资源了解

的同时，提升用户培训效果，从而达到提高图书馆各种

信息资源利用率的目的。

（4）基于微博话题的农业知识科普宣传。微话题

是在新浪微博平台下，让用户根据某话题发表自己的看

法、展开讨论。当遇到食品安全或涉及农业、环保等重

大新闻事件时，图书馆员应第一时间查找馆藏科技文

献，通过微博话题发布具备真实可靠信息源的科普信

息，从专业文献角度进行新闻解读和大众科普，对相关

话题感兴趣和关注的用户便会进入与该话题相关微博

的搜索结果页面，便于读者更快地获取相应信息，消除

不良网络影响。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思考与创新郭溪川，卢垚，袁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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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与传统社交网络用户不同，微博用户移动性特征显

著，对资讯有更强的需求，并且信息需求也将呈现出具

体、准确和个性化的特质。随着移动社交网络信息服务

的深入开展，图书馆还将面临用户信息流暴增与不良信

息过滤、用户咨询信息开放与文献传递隐私保护、不同

用户知识层面划分与兴趣共享、长期微博博文信息累积

不易归类等问题。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有助于图书馆利

用移动社交网络在不断追求尽可能短的服务时限下，为

更多用户提供符合其切身需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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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Innovation on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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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the microblog application is popular, and draws the general concern of the library commun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light and opportunity brought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obile Internet era to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from multi-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microblog service, it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oblems for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that 
based on mobile social network.

Keywords: Weibo; Mobile Social Network;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收稿日期：2016-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