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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图书馆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开展服务的方式，针对图书馆开展“无卡化”服务的需求，

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无卡化”创新实践为案例，介绍图书馆开展以用户体验为主导的服务创新模式所需的移动

互联网平台和技术，通过人与设备的连接实现人与服务的连接，使用户充分享受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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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移动服务创新实践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服务提

供者紧随科技发展和用户需求，并不断调整服务策略

和管理方式，实现服务创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2015
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规定，“图

书馆应不断提高文献服务水平，采用现代化技术改进

服务方式，优化空间，注重用户体验，提高馆藏利用率

和服务效率”[1]。紧随互联网环境和新技术发展，创新

服务方式，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

图书馆核心价值，成为图书馆服务转型的需要。图书馆

“无卡化”实践试图通过用户与设备的无缝连接，实现

用户与服务的连接，使用户充分享受图书馆服务。

1  目前图书馆开展移动化服务的方式

2014年，“互联网+”成为热词，并写入2015年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

由基于PC及网络技术的2.0时代，进入以移动互联网及

移动终端为主要载体的3.0时代。在3.0时代，手机等移

动端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通信运营商、设

备制造商、移动平台、智能移动端应用程序，构成移动

产业的基本平台，吸引更多公司加入。移动互联网的随

时、随身、随处特点，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模式，开始渗

透到各种行业，颠覆传统，创造新模式，形成移动互联

生态系统[2]。“移动互联网+”成为“互联网+”的核心，

“移动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创新模式成为主流，全新

的消费模式随之到来，衣食住行均可以用闪付、扫码等

移动支付方式解决，极大地方便人们生活。在移动互联

网环境下，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创新方式，不是以技术作

为主导，而是借助于已有的技术，开展以用户体验为主

导，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用户体验创新，这

种用户体验的创新也被称为创新2.0的灵魂[3]。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带动下，图书馆基于移动互

联网已经开展了很多服务，主要包括3种方式[4-5]。

（1）以手机短信的方式。短信服务是图书馆开展

移动服务最早的方式，2003年，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和

上海市图书馆率先开通短信服务，以短信接收通知，实

现图书的预约、催还、续借等。部分高校图书馆还实现

了手机短信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对接，使用户可以进

行图书的查询、预约等操作[6]。

（2）服务移动化软件开发。图书馆通过开发APP、
智能机器人等方式建立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新模式，以

满足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如在手机应用平台

上搜索“图书馆”的APP有数百个[7]，清华大学推出可

实现自动学习和回复用户的智能机器人“小图”[8]。

（3）服务嵌入手机中的第三方应用（如微信、微

博）。由于微信具有高用户群体、高可开发性等特点，

促使大多数图书馆建立了公众号或企业号，并将图书馆

服务的宣传推广、馆藏的咨询回复等服务嵌入[7，9]，拉近

图书馆与用户的距离。

图书馆一直紧随互联网大环境的变化和用户需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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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置身用户应用环境

的变化，对服务方式作出改变，使用户借助移动智能终

端，更便捷地享受图书馆服务。 

2  图书馆“无卡化”需求分析

随着智能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会员卡、实体卡

逐渐被数字化电子虚拟卡取代。如商店的无卡化会员管

理系统，利用微信公众号作为会员客户端平台，扫二维

码关注公众号即可注册成为电子会员。这种无卡化会

员不仅改善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还解决了会员卡携带的

不方便，节约制卡成本。

实体校园卡虽然给师生带来很大便利，但也伴随

遗失补办、忘带校园卡等一系列困扰。高校图书馆不同

于社会图书馆，其以服务本校师生为目标，为确保图书

馆及资源的安全有效运转，不允许无卡人员进出图书馆

及使用图书馆相关实体资源。若能实现图书馆“无卡

化”，必会大幅改善图书馆用户的体验。此外，“95后”

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的主力，其对互联网的深度依赖心

理和强烈需求，使其更喜欢功能实用、便利生活、界面

友好的应用[10]，图书馆“无卡化”服务的推出势必对年

青用户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

图书馆以避免校园卡丢失引起不便作为开展应用

创新的出发点，结合用户特点，运用互联网生态中的平

台、技术推出图书馆“无卡化”服务。虚拟校园卡所具

备的身份识别功能，使学生仅凭手机即可进入图书馆，

并享受借书、研讨室预约、自助文印等服务。

3  华东师范大学微信虚拟校园卡

3.1  虚拟校园卡建设难点

华东师范大学虚拟校园卡借助微信会员卡功能。

微信会员卡提供了一套从创建、分发、领取、使用、更新

到删除的流程化卡券体系，但将其应用于高校虚拟校

园卡，还存在很多问题。

（1）身份获取。已有的社会化会员卡系统通常采

取用户填写资料后随机配号发卡的机制，而高校用户则

需要将所发电子卡号与已有的公共数据库账号进行绑

定（公共数据库账号是用户实体校园卡卡号），如果让

校园用户重复填写烦琐的表单进行绑定，将会降低用户

的领卡意愿，因此，需要选择更好的发卡领卡机制，提

升用户体验。

（2）身份识别及安全控制。社会化会员卡系统一

般采用随机分配会员号码的机制，微信会员卡支持的

静态二维码机制就能够满足需求。高校图书馆若使用

微信原有的会员卡机制生成与学生学工号绑定的静态

二维码，易被篡用，外来人员通过二维码截屏便可盗用

用户信息进出图书馆，因此，需要探索更加安全的动态

二维码机制来确保身份识别安全。

3.2  虚拟校园卡实现方式

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微信企业号

为虚拟校园卡提供底层的基础数据，采用微信会员卡

的通用卡模式，通过动态二维码实现基础卡片功能，并

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上述难点问题[11]。

（1）以微信企业号为基本框架解决身份获取问

题。华东师范大学微信企业号已经实现师生校园卡身

份绑定，截至2017年12月，关注并实名认证44 726人。

将会员卡的用户体系与企业号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用户

信息在学校企业号与卡券平台服务的无缝转移，提高用

户的领卡意愿。

（2）在原有微信支付中引入会员卡接口。基于原

有微信支付会员卡接口进行开发，使虚拟校园卡服务

发起过程中，后台可通过用户识别号（与企业号唯一对

应）实时获取校园卡状态，继而对用户是否为校内人员

进行判断。

（3）在微信会员卡中引入动态二维码机制，实现

有效期的动态设置。通过引入动态二维码机制，每次打

开虚拟校园卡详情时动态即更新生成18位的唯一码，

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设定动态码的有效时长（离线时不

可用）。从配置二维码扫码机的具体应用后台和学校读

者信息数据库后台两方面进行校验，以提升身份识别校

验的严谨性。

微信虚拟校园卡推出后，用户可通过扫描学校宣

传材料中的二维码或在学校企业号领取个人专属虚拟

校园卡，领取后的虚拟校园卡可以在微信卡号中打开并

使用。

4  图书馆传统服务对接虚拟校园卡，实
现图书馆“无卡化”

学校微信虚拟校园卡推出后，图书馆尝试借助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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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校园卡实现图书馆“无卡化”。通过用户与图书馆设

备的无缝连接，使用户可以更好、更便捷地享受图书馆

服务。结合图书馆服务内容和用户实际需求，将逐步实

施门禁系统“无卡化”、借书“无卡化”、自助文印服务

“无卡化”、研讨室预约开门“无卡化”等。

4.1  门禁系统“无卡化”

在进馆“无卡化”应用实践中，除通过门禁闸机检

验传统卡入馆的方式外，还部署微信虚拟校园卡的二

维码身份识别方式。图书馆门禁系统的后台数据通过

与学生校园卡中心数据库（即卡中心库）每天定时进行

数据同步，使卡中心库中的卡号均被允许进入图书馆。

为确保安全性，在闸机校验后台和学校微信企业号后

台中，对同一张卡号的入闸频率和微信虚拟校园卡二

维码时效进行限制，不管是使用微信虚拟校园卡还是

实物卡，同一读者在一定时段内只能入闸一次，以限制

用户外借校园卡给他人进入图书馆的情况。图书馆门

禁系统数据及刷卡验证流程如图1所示。

当用户需要进行身份识别时，可从微信校园卡调出

动态二维码，该二维码的时效性为1分钟。用户二维码

形式的微信虚拟校园卡靠近闸机二维码扫码器，闸机

识别二维码后，将18位动态数字推送给图书馆本地后

台服务器，图书馆本地后台数据库解析本次发起操作

的用户学工号，并将学工号推送给闸机校验后台，进行

该学工号是否具有入闸权限的校验，若校验通过，则更

新用户数据，同时闸机硬件完成开闸行为。

4.2  借书服务“无卡化”

借书服务不同于刷卡进馆，没有重复借书限制，且

书目系统后台学工号数据与卡中心库数据是交集状态，

书目系统中历年用户数据不进行删除，且卡中心库中学

工号非都有借书权限（如临时人员）。因此，借书服务

“无卡化”与通道机“无卡化”的实现方式不同。

在流通台上的传统读卡器上加入二维码读卡器，

增加微信虚拟校园卡读卡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刷

卡，用户信息都会传送到学校卡中心库验证学工号或二

维码的有效性，并返回学工号信息给图书馆自动化管理

系统，继而验证用户的借书权限。图书馆借书系统刷卡

验证流程如图2所示。

图1  图书馆门禁系统数据及刷卡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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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助文印、研讨室预约服务“无卡化”

自助文印和研讨室一直在图书馆众多服务中备受

欢迎，用户使用该服务也受到实体卡制约。丢卡或遗忘

卡时，用户无法享用自助文印服务和进入研讨室。未来

将采取与借书服务类似的方式，通过安置二维码扫描

器获取虚拟校园卡信息，而后通过二维码微信验证接

口进行校验，将校验通过的学生学工号信息传送至自助

文印、研讨室预约服务后台系统进行同步更新。

5  图书馆“无卡化”应用实践效果

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师生38 379人，虚拟校园卡于

2016年9月上线仅4天，总领卡人数高达20 111人，占全

校师生的52%，该领卡数证明虚拟校园卡应用符合师生

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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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书馆借书系统刷卡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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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卡化”入馆统计。从虚拟校园卡刷卡进馆

服务推出4个月后的使用数据可见，入馆人数的1/3通过

虚拟校园卡扫描入馆。仅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

2016年9月推出4个月后的数据为例（见图3），该校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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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使用虚拟校园卡进馆情况

生总进馆人数约8 000人，使用虚拟校园卡进馆的人数

为2 601人（13 222次），占总进馆人数的32%。除去闭馆

日，有效天数平均116人次/天，最高为252人次/天，最低

时有21人次/天。

（2）“无卡化”借书统计。虚拟校园卡借书服务自

2017年3月正式上线使用，上线后的2个月中，最高使用

57人次/天，平均每天使用8.9人次（见图4）。

图书馆的相关服务无卡化实施以后，得到师生的

普遍好评。在开展的随机校园调查中，一些学生认为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还是要比从书包里翻出校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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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包方便”“图书馆具有了更好的包容性”等。未来将

进一步拓展虚拟校园卡在图书馆的功能，使虚拟校园

卡的功能可以更好地体现“移动互联网+”与图书馆服

务的深入融合。

6  结语

图书馆“无卡化”表面上是一种多卡集成或服务

集成，其背后却是通过人与设备的连接来实现人与服

务的对接，让在校的每个个体都能充分享受图书馆服

务，获得更多资源。微信虚拟校园卡将是革新图书馆

服务模式及用户体验的最佳载体。移动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发展为图书馆创新创造契机，图书馆应积极采用

移动互联网思维，以用户体验为主导，以用户为中心，

以需求为导向，以具体实践为舞台，围绕“用户体验至

上”进行敏捷创新，推动应用创新，使应用不仅满足用

户的需求并超越用户需求，为用户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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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使用虚拟校园卡借书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