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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用户需求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构建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可实现满足

用户个性化需求的高质量服务。为此，首先深刻解读情景化与用户偏好的分类、获取方式以及模型架构，在此基础

上，根据多维度用户偏好识别与采集规则，辨识并挖掘不同情景下的用户偏好信息，实现该信息与移动图书馆馆藏

资源的匹配，再按照匹配结果将符合用户需求的多项资源通过移动终端呈现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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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手机上网已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且人

们对其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环境下，移动图书馆日

益盛行。它是利用手机、PAD等移动设备实现图书资源

访问与业务查询的新型服务模式，它通过无线接入方

法实时获取资源及服务，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1-3]。打

破时间与空间束缚，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访问所需的

信息资源，是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终极目标。移动图

书馆最显著的特点是移动性，用户通过互联网可随时

访问馆藏资源，另外还具有灵活性、丰富性、交互性等

优势。

用户是决定移动图书馆服务有效性的主体，若提

供的服务不被用户接受，将会失去使用价值，甚至不得

不停止运行。移动图书馆用户群体庞大，但当前服务功

能与用户的最大需求匹配程度较低，导致移动图书馆

发展缓慢。因此，研究能够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移动

图书馆服务模式成为相关学者关注的热点[4]。

情景化可以对用户所处环境和状态进行识别，是

将人作为中心，掌握其真实想法的过程。用户偏好是综

合用户认知、心理、理性的结果，可以帮助用户理性选

取商品，并提供针对性服务[5-6]。在移动图书馆服务模

式中，用户情景意识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用户在不同情

景下会产生不一样的资源需求。不同情景下用户偏好随

用户需求产生变化的倾向称为情景化用户偏好，深入分

析情景化用户偏好，根据用户不同需求作出灵活反应，

能提高用户获取所需信息资源的效率，可为促进移动图

书馆服务模式发展，以及提高用户满意度提供重要指

导。因此，本文构建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

服务模式，将情景化用户偏好当作图书资源与用户之间

的纽带，通过获取用户的情景化偏好，为用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促进移动图书馆发展水平

的进一步提升。

1  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
服务模式构建

1.1  用户情景化信息采集与模型建构

1.1.1  情景化分类

情景化是根据用户各类需求，使其对某事物的需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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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理解达到满意状态的过程。对情景化进行分类是

创建情景化模型的前提。下面以Web2.0模式分类标准

表1  情景化分类详情

内容

获取手段

变动程度

内部情景

外部情景

直接情景

间接情景

推理情景

静态情景

动态情景

年龄、学历、兴趣爱好等

天气、光线、网络状况等

用户静态情景

当前活动状态等

组织关系、习惯等

社会角色、专业等

位置信息、网络等

用户自身的情景，特征、心理等

用户之外的情景，环境、社会等

可以直接获得用户情景的方式，如注册、设备配置等

不需要用户参与获得的情景

通过数据挖掘方法推测各类信息得到的情景

没有变动或变动缓慢的信息

持续变动的信息

分类依据 情景化类别 描  述 内  容

作为基础[7-8]，从内容、获取手段和变动程度三方面对

情景化信息进行分类（见表1）。

1.1.2  用户情景化信息采集

正确采集情景化信息对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具有

直接影响，采集用户情景化信息的主要方式：①根据用

户注册及登录形式，采集其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变

动缓慢的静态情景；②可通过间接形式采集用户网络

状态、位置等不断变动的情景化信息[9-10]；③通过移动

图书馆管理系统，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用户访问记

录、浏览日志等信息，根据该信息推理出用户的阅读习

惯、当前任务等情景化信息。

用户情景化信息采集过程如图1所示。用户情景主

要包括直接情景、间接情景和推理情景，对此分别采取

不同的方法进行情景信息采集。如通过用户注册、用户

设置、用户访问以及其他方法采集直接情景，利用物联

网技术采集间接情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采集推理情

景，最终获得较为全面的用户情景化信息。

图1  用户情景化信息采集过程

图2  移动图书馆的情景化模型

1.1.3  移动图书馆的情景化模型

移动图书馆的情景化模型（见图2）由三部分构成，

即情景化获取层、情景化处理层以及动态嵌入式服务

层。这三部分相互连接，在情景化获取层中收集用户情

景，主要包括推理情景、直接情景以及间接情景，再将

收集到的情景上传至情景化处理层，对其进行规范化

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情景上传至情景库，再由动态嵌入

式服务层进行决策，并由交互端口输出决策内容，完成

情景化服务。该模型能表征用户的信息需求、习惯偏好

等情景化信息，且能实现标准化操作，使对应于情景化

的服务能动态地添加至用户信息活动中[11-13]。

1.2  用户偏好信息采集与模型构建

1.2.1  用户偏好分类

用户偏好是将用户心理、认知等因素作为依据，在

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构建张永彩，程超，凌征强



2021年第8期（总第207期）20

对商品与服务进行考量时，作出的包含倾向性的理性

决定，在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的适用

性[14]。可以从提取内容和提取方式两方面出发对用户

偏好进行分类（见表2）。

表2  用户偏好分类详情

提取内容

提取方式

长期偏好

短期偏好

显性方式

隐性方式

推理方式

年龄、专业、性别等

查询记录等

注册信息、评价反馈等

用户当前行为状态

聚类、协同过滤等

用户注册在移动图书馆系统中的基本信息

未注册或未登录用户的临时查询信息

用户主动提供的信息

以不侵犯用户隐私为前提，对系统日志、用户历史记录等进行分析获取的信息

挖掘已有数据获得新用户偏好信息的形式

分类依据 用户偏好类别 描  述 内  容

1.2.2  用户偏好信息采集

采集用户偏好信息是移动图书馆用户偏好模型创建

的基础，该模型从下述3个角度出发获取用户偏好信息。

（1）使用情景感知采集用户偏好。基本信息、位置

以及社会网络情景是影响该采集方法的主要因素。对

移动图书馆用户情景化信息进行辨识及提取，首先要

根据形式、语义的统一要求，清洗并剔除原始情景化信

息及其噪声[15]。用户偏好主要分为单情景用户偏好和

多情景用户偏好，这两种用户偏好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

进行采集。需要利用标准化处理的主题词对单情景或

多情景因素特征项进行描述，通过权值判定情景因素

内特征项的必要性，再使用有效情景检验阈值的方法

筛选出对用户偏好影响较大的因素，最后剖析每个情

景因素的影响因子，从而获得单情景或多情景用户偏

好，完成用户偏好的采集。

（2）使用认知心理学采集用户偏好。除外部情景

因素外，用户认知能力、意愿等也是影响用户偏好的关

键因素，因此需使用认知心理学对用户偏好进行采集。

使用认知心理学对用户偏好进行采集的步骤为：在移

动图书馆单项服务数据中，利用加工深度提取用户对

其的认知水平，包括时间及频率，从而为各服务设置认

知阈值，一旦加工深度大于该阈值，则引入认知影响因

子；若加工深度小于等于该阈值，则无须引入该因子，

从而实现用户偏好的采集。

（3）使用服务质量反馈采集用户偏好。通常情况

下，最优质量并不是用户最需要的，与用户偏好最匹配

的相对最优质量才是用户的真正需求。利用模糊集合

与层析分析方法获得用户对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评

价因素，即服务质量反馈，再在反馈信息的基础上，根

据评分制度为各评价因素提供评分基准，在此基础上

转换各量纲的指标值，使其变为量纲统一的规范值，使

用该值生成模糊评价矩阵，按照评价因素的权重实施

模糊转换，得到综合评价矩阵，并利用该矩阵进行服务

评分，从而采集得到用户偏好。

1.2.3  移动图书馆的用户偏好模型

以往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型无法根据用户需求对

用户偏好信息进行挖掘，因此难以为用户提供更满意的

服务。为了克服这些模型的缺陷，本文专门设计了移动

图书馆用户偏好模型（见图3）。该模型能够及时对用户

需求作出反应，为其推荐最符合需求的多项服务，对创

新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图3  移动图书馆用户偏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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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从用户不同需求出发，利用用户偏好模型

进行规则匹配得到偏好感知推荐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推

荐列表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获得用户的行为记录以及

用户的服务质量反馈结果，从中抽取用户偏好信息，主

要包括质量偏好（响应时间、视觉体验等）、认知需求

偏好（认知水平、认知能力等）以及情景感知偏好（位

置情景、基本信息情景以及社会网络情景），不断丰富

用户偏好模型的内容，周而复始，不断进行用户偏好信

息的采集，不断更新用户相关内容，从而克服了以往模

型的缺陷，能够为用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

 

1.3  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服
务模式

用户满意度是衡量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的重要标

准，移动图书馆将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作为长远发

展宗旨，而情景化用户偏好是影响用户满意度的关键

因素。因此，本文构建的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

书馆服务模式，可保证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和及时

响应，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推动移动图书馆向以服务

为中心转型。

使用情景化用户偏好模式前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

式具有被动、单一的特点，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不一定完

全满足其需求；而使用情景化用户偏好后的服务模式，

通过规则匹配可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防止服

务的盲目性，包含主动、多元等优势，可极大地提升用

户满意度。

2  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
服务模式应用

本文构建的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服

务模式非常符合当前移动图书馆发展要求。将该模式进

行实际应用，进行3个月的模式试运行，得出结果如表3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该模式使用后，移动图书馆利用率

获得大幅度提升，在第三个月达到89%；大多数用户均

认为移动图书馆推送的信息资源符合自身预期，3个月

的用户信息资源满意度平均为80.7%，相较于应用前的

满意度约翻了一番；用户反馈的服务质量满意度日益提

高，最高可达到93%。这也证明本文构建的移动图书馆

服务模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3  完善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
馆服务模式的建议

构建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

不仅能完善移动图书馆发展路径，还能促进国民综合

素质的提升。本文从以下方面提出完善该模式的建议。

（1）加快人才培养。技术的发展促使用户需求不

断增加，为适应当前发展趋势，移动图书馆应积极开展

相关培训，鼓励工作人员学习情景化用户偏好等方面的

新技能，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情景服务。除此之外，还可以聘请高水平人才，为移动

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情景化用户偏好服务出谋划策。

（2）加强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在互联网背景下，移

动图书馆应拓宽服务范围，与其他行业开展合作，并通

过庞大的信息资源库为移动图书馆情景化用户偏好服

务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提升用户满意度，并且将知

识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力量。移动图书馆还可

以通过所得利益不断更新自身配置，提供更高层次的

服务。

（3）完善技术。随着移动图书馆资源量的增加，

如果不能有效检索出用户所需资源，会导致情景化用户

偏好匹合度偏低，严重影响用户满意度，因此应改进原

有技术，为用户提供便利的筛选与分类服务，为用户提

供更符合用户偏好的、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提升用户的

满意度。此外，移动图书馆还可通过互联网技术采集用

户历史记录，为其推送感兴趣的资源，也可以通过云计

算等技术创建资源共享平台，促使移动图书馆的社会

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4）促进科学决策服务发展。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社会发展与科学决策均需要数据支持，一旦

移动图书馆无法将所藏的信息资源转化为能供用户使

用的科学决策知识，将会逐渐失去实用价值，甚至被其

他机构替代。为此，移动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

资源为用户决策提供参考，满足用户的情景化用户偏

表3  试运行情况

应用前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46

56

75

89

41

69

78

95

39

66

74

93

利用率/% 信息资源满意度/% 服务质量满意度/%

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构建张永彩，程超，凌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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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促进大众化信息服务向科学决策服务转型。

（5）注重用户价值，根据情景化用户偏好完善图

书馆服务。曾经人们将移动图书馆的资源量、馆藏规模

等作为权衡移动图书馆服务价值的标准。随着信息技

术的逐渐成熟，移动图书馆开始将用户价值作为工作发

展的重心，移动图书馆的最终价值可以表现为用户价

值，如果能拥有大量的用户，会极大地提升服务产品转

化率，并且通过大量用户需求及偏好，不断完善移动图

书馆服务模式，促进其潜在价值的充分发挥。所以移动

图书馆需要注重用户价值，不断根据用户提供的情景

化用户偏好情况完善自身服务，提升移动图书馆资源使

用率。 
（6）转变理念，满足用户偏好。大多数移动图书馆

提供的服务具有被动性，无法满足用户个性化差异需

求。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移动图书馆馆藏资源

不断扩大，且信息繁杂，导致用户难以快速获取感兴趣

的信息资源，因此移动图书馆应转变服务理念，积极采

集用户喜好、阅读习惯等信息，主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

4  结语

用户需求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使得移动图书馆

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更好地适应当前发展趋势，服

务建设逐渐成为移动图书馆的工作重点，构建符合用

户需求的服务模式成为推动移动图书馆持续发展的核

心力量。本文将情景化用户偏好应用于移动图书馆服务

模式建设，通过了解用户真实意图，为用户提供精准、

有效的信息资源服务，改善用户体验，以期为实现移动

图书馆更好地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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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obile Library Service Mode Based on Contextual User Preference

ZHANG YongCai  CHENG Chao  LING ZhengQiang
(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1483, China )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complexity of user nee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bile library service mode based on contextual user 
preferences is researched, so as to create personalized and high-quality servic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First, it deeply interprets the classification, 
acquisition methods and model architecture of contextualization and user preferences,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xtualized user preferences to 
the mobile library service mode. On this basis, build a mobile library service mode, identify and mine user preference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scenarios 
according to multi-dimensional user preference recognition and collection rules, and match this information with mobile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matching results, a number of resources that meet user needs are presented to users through mobile terminals.

Keywords: Contextualization; User Preferences; Mobile Library; Service Mode; Mobile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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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0日，“第二届科技情报系统资源保障工作交流会暨高端交流平台战略价值研讨会”在革命老区福

建龙岩召开，来自各地方、部门科技情报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的9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同时1 500名代表通过线上

直播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福建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协办，会议以“高端交流平台战略价

值”为主题，围绕高端交流平台的内涵和意义阐释、学术交流体系创新建设、科技信息内容体系建设与保障模式、

数字资源保障与协同服务、多模态元数据开发与利用、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开放科学背景下开放资源与开放获取等

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袁伟、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任彭以祺、福建省

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游建胜作大会致辞。

会上，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锐就科研信息中心资源体系建设的研究进行阐述；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张智雄结合当前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的主要模式及特点，解释高端交流平台建设的内涵和

思路；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主任杨荣斌以中美激烈的科技竞争为背景，通

过对国外相关实践案例的分析重点阐述服务于“高端交流平台”的科技情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

中心主任曾建勋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新格局以及发展思考；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指出高端交

流平台知识产权的保护目标，以及平台知识产权的战略运用；北京大学李广建教授提出自己对高端交流平台的理

解，并对高端平台的各项功能，以及当前高端平台系统生态的建设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周晓英教授提

出高端平台建设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考；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数据中心副主任武虹对科技信息共享平台与科技

人才共享平台的案例展开分析与思考；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武丽丽介绍目前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

严峻国际形势与挑战，并对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内涵进行思考；福建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信息技术室主任方延风就科技信息平台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二届科技情报系统资源保障工作交流会

暨高端交流平台战略价值研讨会在福建龙岩顺利召开

会议报道

基于情景化用户偏好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构建张永彩，程超，凌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