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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卷的基本情况 

1.1 调查目的 

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推出是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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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问卷的目的是利用开放式和半开放式两种问卷的方式，调研中科院研究生及研究人

员对于移动信息服务需求的内容及行为特点，为中科院国科图移动信息服务机制与策略提供

科学的参考依据。 

1.2 需求调查时间 

    2010 年 6 月--2011 年 5 月（走访、座谈及问卷调查） 

1.3 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次院内用户调查的对象分两类，一类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对于这类

用户，移动终端持有率极高，使用率也较高，采取开放式的问题问卷（即用户希望推出什么

样的移动信息服务），充分激发研究生的想象和需求；第二类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含研究

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这类用户移动终端持有率和使用率较研究生均

较低，主要对其行为特点和希望推出的服务进行调研，采取半开放式的调查问卷。 

问卷回收完成后，统一录入、统计和分析。 

1.4 调查的范围 

本次调查面向全院用户，主要向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发放，计划回收 200 份问卷，实际

回收 283 份。详细信息见 2.1.2 表 2。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基本属性分析 

2.1.1 用户类型 

本次调查的对象类型比较明确，主要为研究生、研究员、副研究员、其它研究人员（如

助理研究员等）四类，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占 83.75%，是本次调查对象的“主力军”，副

高以上职称研究人员分别占 6.01%和 1.77%%。从整体来看，也比较符合整个中科院“金字

塔”型人才结构，见表 1、图 1。 

表 1：用户类型统计 



调查用户类型 人数 比例 

研究生 237 83.75% 

研究员 5 1.77% 

副研究员 17 6.01% 

助理研究员 23 8.13% 

其它 1 0.35% 

合计 283 100% 

 

 
图 1：调查用户类型饼图 

2.1.2 用户来源机构统计 

根据回收的问卷来源机构统计，本次调查共涉及全院 34 个研究院（所），面向科研人

员、及研究生发放，计划回收 2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283 份，其中研究生 237 份，研究人员

46 份，详见下表 2。 

表 2：问卷回收机构分布及数量 

序号 单位名称 开放问卷 半开放问卷 合计 
1.  半导体研究所 3  3 

2.  电工研究所 15  15 

3.  电子学研究所 10  10 

4.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1  1 

5.  高能物理研究所 12  12 

6.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5  5 



7.  光电技术研究所 8  8 

8.  光电研究院 20  20 

9.  国家授时中心 9  9 

10.  海洋研究所 1  1 

11.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6  6 

12.  计算技术研究所 48  48 

13.  昆明动物研究所 1  1 

14.  理化技术研究所 3 5 8 

15.  南海海洋研究所 1  1 

16.  软件研究所 26  26 

17.  上海高等技术研究院 2  2 

18.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  1 

19.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1  1 

20.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  2 

21.  声学研究所 14  14 

22.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所 10  10 

23.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1  1 

24.  微电子研究所 3 8 11 

25.  物理科学学院 1  1 

26.  物理研究所 7 7 14 

2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5  5 

28.  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  2 

29.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3  3 

30.  自动化研究所 16  16 

31.  政策所  10 10 

32.  上海技术物理所  5 5 

33.  合肥物质院  5 5 

34.  过程工程研究所  6 6 

 合计 237 46 283 

2.2 研究生开放问卷结果分析 

2.2.1 研究生专业分布 

受访的 237 名研究生来自 13 个大的专业领域，详见下列图表。 

表 3：受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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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访研究生所属专业分布 

2.2.2 问卷内容分析 

经统计 237 份开放问卷，中科院研究生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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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 

序号 移动信息服务内容 人次 

1.  在线检索、浏览摘要或定位到图书位置 100 

2.  到期通知、图书预约、续借、预约到书短信通知 61 

3.  相关领域新书推荐（根据用户信息或定制） 61 

4.  在线阅读 53 

5.  全文下载 27 

6.  个人借阅管理 25 

7.  图书馆各部分内容或资料更新定制并短信通知 20 

8.  新文献、新期刊、新会议、科学新闻短信订阅 19 

9.  电子书（纸本书电子化） 18 

10.  讲座/学术会议信息/电影短信订阅 17 

11.  音视频点播课件/资料 14 



12.  短信查询和预订借阅 11 

13.  图书评论并根据浏览量推荐 9 

14.  新书短信提醒 8 

15.  书目推荐（根据浏览量或用户信息显示的爱好） 8 

16.  图书具体位置导航服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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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图书馆员 6 

19.  领域研究进展短信订阅 4 

20.  原文传递 4 

21.  手机号绑定个人信息 3 

22.  Top 文献指引 3 

23.  语音阅读 3 

24.  资源下载 2 

25.  电话咨询 2 

26.  意见反馈 2 

27.  可视化参考咨询 2 

28.  FAQ 常用问题 2 

29.  短信发送科学小知识 2 

30.  天气预报 2 

31.  学科经典课程教材电子书 2 

32.  上传资料补充图书馆馆藏 2 

33.  在线定位（订餐） 2 

34.  智能（语音）检索 1 

35.  保存查询记录 1 

36.  拍照查询 1 

37.  电话查询 1 

38.  馆际互借 1 

39.  过期杂志出售 1 

40.  图书馆通过日志记录统计未查到书，并增加馆藏 1 

41.  图书微博（书的自我讲述，拟人化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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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讲座信息、读书沙龙信息、电影信息 1 

从上表可以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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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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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呈现了

新的需求特点，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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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这些提出的移动

信息服务内容进行大致归类，并加以进一步说明。 



2.2.3 检索和查询类 

其中 121 位研究生关注检索和查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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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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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图书借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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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上网的情况下造成图书借还延误。 

2.2.5 个性化推荐类 

237 位参与调研的研究生中有 9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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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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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信息定制类 

其中 60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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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移动阅读类 

有 56 位同学关注移动阅读功能，其中有 3 位同学希望提供语音阅读功能。 

 

 

 

 

 

 

 

2.2.7 移动下载类 

有 29 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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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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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研究人员半开放问卷结果分析 

2.3.1 研究人员拥有的个人移动设备 

选项 数量 

手机 38

IPAD/上网本 7



笔记本 35

MP3/4/5 7

电子书阅读器 5

PDA 0

 

 

2.3.2 研究人员移动设备用途分析 

选项 数量 

通话 36

新闻 27

电子书 13

邮件 25

查信息 30

听音乐 16

玩游戏 10

聊天 9

文字 23

电影 8

博客论坛 7

其它 2

从统计结果来看，研究人员中拥有移动终端比例

高的是手机、笔记本，电子书阅读器也占有一定的

比例，PDA 个人掌上电脑随着手机的智能化，已

逐渐退出用户使用的范围。 

从统计结果来看，研究人员利用移动设备主要用于

通话、查找信息、收发邮件、浏览新闻以及进行文

字处理。 



 

2.3.3 科研用户每天使用个人移动设备时间分析 

选项 数量 

1 小时内 10

1-2 小时 10

2-3 小时 5

3-4 小时 7

4 小时上 12

 

2.3.4 研究人员使用移动信息服务，考虑的的因素 

选项 数量 

花费成本 28

时间因素 10

阅读环境 8

阅读习惯 8

操作方便性 31

从统计结果来看，研究人员利用移动设备的时间呈

不均衡的状态，使用 4 小时以上和使用 1-2 小时以

内的比较较多。 

从统计结果来看，研究人员利用图书馆移动信息服

务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移动终端的操作方便性方面、

可能带来的花费成本及是否有好用的功能。 



好用的功能 18

 

2.3.5 研究人员喜欢的移动信息服务方式 

选项 数量 

WAP 网站 19

客户端软件 25

2.3.6 研究人员希望获得的服务---图书借阅及个人信息管理方面 

选项 数量 

办理续借 32

办理预约 32

查询个人借阅 30

图书定位导航 25

在线留言 11

修改个人信息 10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图书借阅及个人信息管理方

面，研究人员倾向于图书馆可以提供办理续借、办

理预约及查询个人的借阅情况。对于图书定位导航

这一新兴事物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期望。 



2.3.7 研究人员希望获得的服务-----学科化服务方面 

选项 数量 

咨询学科馆员 33

资源定制推送 34

培训预约 9

访问馆员微博 9

 

2.3.8 研究人员希望获得的服务-----信息检索与利用方面 

选项 数量 

馆藏目录检索 35

电子资源检索 38

阅读电子图书 36

音视频资源 8

下载文献 31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学科化服务方面，研究人员比

较青睐于提供资源定制推送和咨询学科馆员服务。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信息检索与利用方面，研究人

员对于常规的馆藏目录检索、电子资源检索、阅读

电子书和下载文献等服务需求比较均比较高，而对

于音视频资源，可能因为移动终端高流量带来的费

用问题，选择比例不高。 



 

2.3.9 研究人员希望获得的服务-----通知与提醒方面 

选项 数量 

借阅到期提醒 35

超期催还提醒 25

新书通报 28

新增服务通知 18

讲座活动通知 20

资源试用通知 28

 

2.3.10 移动信息服务的推出给用户带来的影响 

选项 数量 

方便获取信息 37

减少到馆 15

改变阅读方式 15

增加通讯费用 14

便利生活学习 29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传统的通知与提醒方面，研究

人员对于借阅到期提醒、新书通报、资源试用通知

均呈现较大的兴趣，选择其他选项的数量也较高。

从统计结果来看，移动信息服务的推出可能给用户

带来的影响 多的是：可以方便的获取信息、生活

学习方面更加便利。 



 

2.3.11 用户预测未来三年使用个人移动设备上网的时间 

选项 数量 

比较少 5

不变 13

增加 21

大幅增加 6

 

2.3.12 开放问题：如果开通移动信息服务，用户的建议 

    摘取合并部分内容： 

1) 好能通过移动设备直接支付相关费用 

2) 希望信息服务费尽可能优惠一些，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用户。 

3) 网上电子期刊或读物要使读者消费得起 

4) 尽快并免费开通 

从统计结果来看，未来三年甚至若干年，研究人员

用于移动设备上网的时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这个

结果和社会整体情况也比较一致。 



5) 资源丰富、操作便捷、稳定可靠 

6) 希望信息（包括图书或电子文献数据库等）能够全面并及时更新，至于费用方面不

要太贵。查阅和下载信息时速度快。 

7) 是否能明确收费的标准 

8) 希望对手机型号不要有太高要求 

9) 开通之后会很方便，希望能保证服务的稳定性，同时能有比较合理的收费标准 

10) 在线电子阅读/增加社科类书籍以满足旅途中休闲的需要 

11) 推荐所借书目的推荐同类书目 

3 结论 

综合研究生与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分析，持有移动终端的院内用户占有较高的比例；读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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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用户对于个性化推荐与定制信息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需求。 

 

附件列表： 

附件 2-1：研究生 237 份开放问卷内容 

附件 2-2：研究人员 46 份半开放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