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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018.6 中国网民各类手机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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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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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使用

精选
10万余册优质电子图书

300余种电子期刊
600余集听书

全国已有391家图书馆
加入平台

上传地方特色资源
逐步实现各地图书馆优质资源
在移动终端上的全面共享

移动阅读服务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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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推广工程移动阅读工作重点

一方面会增加多种形式的移动服务

形式、扩展移动阅读平台功能，充

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

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加大

平台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鼓励地方馆增加自建特色

移动资源数量，使得推广工程移动

资源总量有一个大的突破，移动资

源的比例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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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阅读是其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一直在不断探索如何利用新技术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

（1）总分站建设 云服务理念 构造移动阅读新环境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实施，使图书馆界可以

联合起来更好地探索移动阅读服务，对移动阅读

平台进行优化升级，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力推

广，广泛的辐射全国各地用户，促进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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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分站建设 云服务理念 构造移动阅读新环境

移动阅读平台采用云服务建设理念，总分站建设模式可

以快速建立分站，使一些图书馆人员不足、技术实力偏

弱的图书馆也可以提供移动阅读服务。

各个图书馆在应用层面相对保持独立，可以单独进行域

名设置，可自主进行资源发布及组织，凸显各个图书馆

的服务特色。

建设起图书馆界的移动阅读服务网络，只要有网络的地

方就可以访问移动阅读平台，让用户有书可读，为实现

文化均等化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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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断丰富资源类型 打造强大的移动阅读服务阵地

在移动阅读平台建设中，综合公共图

书馆馆藏资源、大众阅读需求以及移动终

端设备的适配等多个方面，全面支持图书、

期刊、音频、视频、图片资源，形成多种

类型的移动服务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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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断丰富资源类型 打造强大的移动阅读服务阵地

以中心资源库为核心，通过总站向各分站图书馆的资源分发，来弥补

部分图书馆移动资源的不足，提升其移动阅读服务能力，丰富各个图书馆

的资源，建立起自己的移动阅读服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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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发现助力阅读体验与阅读推广

加强资源组织功能，建立集用户主动发现、馆员推荐以及基于大数据

的系统推荐等资源发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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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发现助力阅读体验与阅读推广

用户可以通过检索功能主动查找资

源，可以通过移动阅读平台的栏目、专题

等获取图书馆员推荐的图书，系统也可以

根据用户在阅读平台的浏览、阅读等行为

推荐适合用户的个性化资源。

对于专题以及栏目组织，馆员要根据社

会热点、图书馆重大活动、近期比较畅销图

书等标准，深度挖掘资源，定期更新，为移

动用户提供知识化、个性化、跨类型的资源

阅读服务，引导读者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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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化注册登录流程保障均等化服务

在移动阅读平台建设中要重视用户阅读体验，合理规划功能模块，

提升用户阅读的连贯性，让用户方便阅读、愿意阅读。可以从阅读门槛

限制、阅读过程中的便捷性等方面进行提升。

降低用户使用门槛，尽量简化注册登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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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化注册登录流程保障均等化服务

在用户阅读过程中，阅读器可以进行灵活设置

方便用户调整到个人喜欢的状态，
增强用户阅读舒适度 快速定位到阅读章节的服务，

方便定位到阅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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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化注册登录流程保障均等化服务

增强用户阅读趣味性和社交性，
用户在阅读过程中可以通过某种
方式表达对阅读内容的感情

喜欢的资源还可以分享，推荐给
朋友，分享功能可以推广平台，
让更多用户了解移动阅读平台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
与新媒体服务



移动阅读平台已经以一个全新的面貌上线服务大众阅读，平台功能更加

完善，支持更多资源类型的发布和展示，这就为地方分站共建共享资源提

供了平台支撑。

政策层面支持 标准规范层面支持资金层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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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工程移动阅读平台3



推广工程移动阅读平台

架构

体验

资源

结合总站+分站+用户+资源+功能+权限等模型，采用总分站的体系结
构
支持灵活的资源分发功能

采用流行的HTML5前端技术，提升前端系统的访问和阅读体验
全新设计的前端交互和UI，采用模板+主题模式，丰富样式的同时增强
了前端的体验

构建统一的内容资源库，实现对图书、音频等资源的集中存储管理
丰富的资源组织功能，实现专题、活动、栏目等多种资源组织形式
建立内容资源的格式标准及规范，指导和统一分站的内容标准建设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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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阅读平台基本架构

推广工程移动阅读平台

总站 …

自建资源

图书

期刊

有声读物

统
一
用
户
管
理
系
统

浏览器访问 PC web运营管理

分站
A

分站
B

分站
N

资源接入

用户访问

APP访问(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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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阅读平台的阅读推广方式-------线上方式宣传推广

通过微信、微博、官方网站等线上方式，将阅读平台推荐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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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举办展览、讲座、读者活动等线下形式推广阅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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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阅读平台的阅读推广方式-------线下方式宣传推广



移动阅读平台的阅读推广方式-------联合社会力量

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01月12日在地铁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站
内建立京城首家地铁图书馆——“M地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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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动阅读平台

借助移动阅读平台加强

与社会公共力量的合作

02

通过多种渠道推广，实现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在移动终端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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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地铁·图书馆项目共推出了9 期主题活动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

与新媒体服务



















图1 地铁备用房内张贴“致敬经典•听见童年”专题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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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新媒体时代4



（二）新媒体服务取得重大进展

图书馆界将新媒体与图书馆服务进行融合，深入提升服务效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76家市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开通了微信，并且推出

了许多特色资源与服务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
与新媒体服务



服务模式推陈出新

推广工程的建设一直强调服务融合与创新，国图公开课是国家图书馆借鉴“慕

课”的大规模、开放、在线理念，以传承和弘扬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

心，依托馆藏海量资源，设立了专题课程和读书推荐等栏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互动模式，推送多种形态的学习资源，创立面向社会大众，严肃、通俗的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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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推陈出新

国图公开课平台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服务网站，在业界起到了良好的反

响。目前已发布专题课程、读书推荐、典籍鉴赏、非遗漫谈、父母课堂、音乐之声、

养生智慧等14个专题共1407门课程，4200多个视频内容，网站总访问量超过1700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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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国图公开课平台，推广工程联合各地图书馆推出了“图书馆公开课直

播”，读者还能与现场专家实时互动交流，实现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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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推陈出新

全国各级各地图书馆都在传统的讲座服务

的基础上，精心打造新型网络在线学习平台，

内容涉及经典阅读、历史文化、抗战史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专题领域的优秀资

源，让公众可以利用手机、电脑，随时随地享

受到图书馆开放的在线课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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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活动丰富

推广工程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积极尝试与新媒体、新技术的创新融合，

重新唤起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2016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2016年6月1日，推广工程联合各地图书馆共同举办“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2016

年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从“文津经典诵读”中精选诗词，通过微信平台让全国少儿

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今年精彩仍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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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书香过大年”重点品牌活动

推广工程连续开展“网络书香过大年”重点品牌活动，借助数字图书馆的先进手

段和丰富成果，为全国公众带去更多数字文化的全新体验，深受全国百万参与读者的喜

爱。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
与新媒体服务



国家图书馆联合多家图书馆在春节推出“丹凤来仪·金鸡报晓”虚拟现实体验活

动，将传统春节文化特色融入VR场景，让春节活动多了一分充满科技感的神奇奥妙，也

是图书馆在数字文创方面的成功探索。

“丹凤来仪·金鸡报晓”虚拟现实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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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联合多家图书馆在春节推出“丹凤来仪·金鸡报晓”虚拟现实体验活

动，将传统春节文化特色融入VR场景，让春节活动多了一分充满科技感的神奇奥妙，也

是图书馆在数字文创方面的成功探索。

“丹凤来仪·金鸡报晓”虚拟现实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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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它是研
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
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技术科学。

• 覆盖的领域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
与新媒体服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6%99%BA%E8%83%BD/9180�


• 20世纪70年代以来，AI就逐渐被应用到图书馆管理和
服务的各个环节，如编目、分类、索引、参考咨询、
馆藏发展、流通、数字图书馆建设、服务质量改善与
评价、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等，为图书馆服务创新
与发展提供了工具和手段

AI在图书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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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存取书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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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第三代图书馆”的设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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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读者卡

目前虚拟卡类别主要有一维条码卡和二维条码卡。一维码存贮的信息量较少，

一般只可容纳30个字符左右，只支持英文和数字。二维码的点阵图形结构信息密

度更高，存储数据量大，安全性更高，具有纠错能力，可以包含数字、字符，及

中文文本等混合内容。鉴于以上特点，使用二维码作为虚拟读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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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二维码读者卡使用情况

图书馆名称 获取方式 功能 安全性 其他

上海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APP、

支付宝城市服务、

微信卡包

普通外借自助借阅机、

借书柜台、扫码进入阅

览室

加密；实时

生成的，有

效期为2分钟。

支付宝城市服

务办理读者卡

深圳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支付宝城市服务

在服务台办理读者卡事

务、借书、申请上机、

在自助图书馆实现二维

码读者卡登录

广州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www官网

自助借还书机中完成借

书、续借、查询等服务

图片加密

汕头市图书

馆

微信公众号 借阅、阅览室上网

绍兴市图书

馆

微信公众号

支付宝城市服务

在借书柜台扫描二维码

借书

南通市图书

馆

微信公众号

APP

自助借还机借书

浙江图书馆 支付宝城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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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读者卡方案

二维码的生成 采取加密措施

最少要包含读者卡号

一定时间内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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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场景

线下活动签到

刷脸借书

办公区门禁

刷脸入馆

01 02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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