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移动通信网与互联网的加速融合，特别是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的日渐成熟，在产业链

各方的推动下，移动终端的各项业务得到不断扩展

与深化，互联网开始从电脑走向手机，从办公室、书
房、网吧走向口袋，3G 已深刻影响到人们政治、经济

和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为“以用户为中

心”的图书馆这类公众信息服务机构开展多种信息

服务提供了良好机遇。本文就基于 3G 网络的图书

馆信息服务模式作一些探讨。

1 3G 概述

3G 是英文 3rd Generation 的缩写，指第三代移

动通信技术。相对第一代模式制式手机（1G）和

第二代 GSM、TDMA 等数字手机（2G），第三代移

动通信系统是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

通信相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将卫星移

动通信网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结合，形成一个对全

球无缝覆盖的立体通信网络，满足城市和偏远地

区不同密度用户的通信需求，支持语音、数据和

多媒体业务，实现人类个人通信的理想。在室内、
室外和行车的环境中能够分别支持至少 2Mbps
（兆字节 / 每秒）、384kbps（千字节 / 每秒）以及

144kbps 的传输速度，从而实现随时随地移动互联

网接入，数据与语音、移动与网联网之间充分的

互动与结合[1]。
3G 业务与 2G 业务相比，呈现出不同的业务特

性。按用户的生活状态，可将 3G 业务分为五大类：

（1）通信类，包括语音电话、可视电话、移动电子邮

件、即时消息、短信（SMS）等业务，主要满足用户沟

通的基本通信需求；（2）内容类，包括新闻类信息、
位置类信息服务、移动广告等，主要满足用户获取

信息的需求；（3）交易类，包括移动银行、移动政

权、移动订票、移动支付等，主要满足用户在移动中

进行交易的需求；（4）娱乐类，包括图片、铃声下

载、网络游戏、视频点播等，主要满足用户随时愉悦

的需要；（5）办公类，包括个人信息管理、企业信息

公布、移动企业资源调配等[2]。因此，3G 网络下的信

息服务具有如下特征：（1） 用户需求个性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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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宽带化；（3）媒体多样化；（4）方式实时交互

化；（4）模式移动化。

2 基于 2G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现状

2G 通信技术如 GSM、CDMA 早在 2000 年左右

就应用到图书馆的各项服务中。日本富山大学图书

馆于 2000 年 9 月开发出 i- mode 手机的书目查询系

统，东京大学图书馆也于 2001 年 5 月开通 i- mode 手

机的书目查询系统[3]。芬兰赫尔辛基科技大学 2001年

11 月向拥有手机的读者以短信（SMS）方式提供图

书借阅信息，如未来几天借书到期通知、资料续借、
预约到馆通知、个人借阅记录等八项服务。韩国西

江大学同期也推出利用手机查阅图书馆资料的信

息服务，读者可以检索书目，查看图书位置、可获得

性等相关信息。英国汉普郡图书馆建了一个 WAP
网站，为 WAP 手机用户提供该郡 54 家图书馆的详

细地址、联系方式、开放时间等信息服务。国内图书

馆界在 2000 年以后也开始关注通信技术在图书馆

服务领域的应用。2005 年 5 月 29 日，上海图书馆首

次推出全国第一家基于手机短信平台的手机图书

馆。各地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也相继架构了模

式各异的移动服务平台，如吉林省图书馆开通了

“基于短信平台的手机图书馆服务”、清华大学开

通“基于 WAP 的手机图书馆服务”等[4]。
2G 通信技术由于受带宽限制，数据传输速率

低，使得基于 2G 的图书馆服务的开展大部分是基

于短信 （SMS） 功能，虽然用户可以使用彩信

（MMS）、GPRS、手机无线上网（WAP）等功能传输

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但在信息传输的流

畅性上大打折扣。其次是 2G 终端功能的缺陷。大多

数用户手机不支持多媒体信息功能，存储空间也非

常有限。第三是上网费用过高。不菲的流量费已成

为中国手机互联网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图书馆信

息服务市场也同样受到遏制。

3 基于 3G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构建

3.1 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的必要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一方面

表现为人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信息需求层次的加

深；另一方面表现为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公共信息

服务机构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上的深化。在网

络化发展的今天，用户获取信息能力的差距逐渐

加大，信息需求在内容上表现为差别化趋势，在获

取手段上更加凸显随意性，而 3G 技术将有助于促

进图书馆服务模式满足用户需求，以及用户公平

获取图书馆各类服务。
3.1.1 3G 符合大众阅读空间与时间的随意性

伴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生活与

工作的空间没有明显的分隔界限，大众阅读的空

间、时间将更加随意，需要随时随地可以上网获取

信息。传统计算机由于体积庞大，携带不方便，且通

信带宽窄，使得数据传输速率低、数据传输流量受

限，大大减低了大众阅读空间与时间上的随意性。
3G 通信技术的特点就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全

方位的网络覆盖使得网络接入时延降低，宽带可以

充分满足数据的流畅传输，且 3G 网络终端设备的

便捷性，必将可以使现在的图书馆用户摆脱空间、
时间、设备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在网络上遨游。
3.1.2 3G 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服务需求

随着信息资源呈指数形式增长，不可避免地出

现“信息超载”和“资源迷航”，信息用户希望图书

馆能够按照个人需求、知识结构、专业领域等特征

实施个性化定制服务，即对用户的独特信息需求进

行针对性服务，帮助用户以最小的努力获得尽可能

好的服务。3G 能够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服务需

求，3G 终端一般供单一用户使用，一方面有利于图

书馆从用户日常获取信息行为中自动构建用户偏

好库，实施个性化推送服务；另一方面，用户只要拇

指一按，就可以采用短信（SMS）等方式定制图书馆

已经开通的各项服务。
3.1.3 3G 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

1949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提出的《共

同图书馆宣言》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

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

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然而，一些经

济不发达地区，图书馆数量及其资源有限，网络曾

经被人们公认为一种获取信息资源的最方便的渠

道，但由于经济能力、信息能力的不平衡，因特网不

但没有带来信息公平，反而形成了“数字鸿沟”，即

拥有使用电脑及网络能力者与没有使用电脑及网

络能力者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差距日益增大[5]。而 3G
技术有助于缩小这一“数字鸿沟”。随着 3G 技术及

其业务的开展，3G 用户普及率大大提高，使得一些

没有条件使用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的偏远地区、经济

落后地区的用户可以使用价格低廉的移动终端获

取信息。
3.2 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的可行性

3.2.1 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的经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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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5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

委和财政部发布《三部委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

通告》，表明新一轮的电信重组使得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包括 3G 在

内的各项业务竞争，以后的电信竞争会更加激烈，

电信产品的功能会更为强大，服务质量会更好，产

品价格会更低，电信重组带给消费者的好处是显而

易见的。图书馆作为电信产业的消费者之一，其获

利也是在所难免的。其次，3G 网络的数据传输能力

和 2G 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传输数据业务的成本

也就相应下降，一些典型的 3G 数据业务，如视频点

播、可视电话等都需要很大的数据消耗量，如果数

据业务单价不下降到一定水平，其业务资费将不会

被接受，会影响用户对业务的使用。因此，在竞争的

压力下，电信运营商会通过各种营销策略为用户提

供性价比高的服务。再次，3G 从业务特点来看，其业

务名称和运行方式与 2G 业务非常相像，只是网络

带宽的增加，传输速率的提高，终端能力的增强记

忆，网络计费能力的提高，使 3G 业务给用户带来的

体验大不同。可以说，90% 的 3G 业务可以在 2G
的网络里看到[6]。这意味着已开通 2G 服务的图书

馆不用大张旗鼓地重新采购设备、设计程序去适

应 3G 技术的需求，只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些

改变，就既可保留那些已经得到实践检验的应用，

又可以享受更多、更强大的功能与服务。即以较低

的成本开展基于 3G 的图书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

为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可

行性。
3.2.2 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的技术可行性

继欧洲的 WCDMA、美国的 CDMA2000 后，中

国颁布了 TD- SCDMA标准，三者同为三大主流 3G
标准。中国 3G 形成了从系统设备到芯片、终端以及

测试仪器仪表的完成产业链。目前国内由 4 个系统

厂 家、4 个 终 端 芯 片 厂 家、16 款 终 端 获 得 了

TD- SCDMA 规模网络应用技术试验网使用批文，并

在 10 个城市进行试验，部署基站 15000 多个，所有

测试验证内容现已全部完成，进入友好发放阶段。
同时 TD- SCDMA 增强型技术 TD- HSDPA 商业网络

产品开发也取得成果，采用单载波数据下载速率可

达 2.8Mbps，多载波达 8.4Mbps，3G 真正进入宽带时

代[7]，为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提供了技术前提。
此外，国外图书馆开展的移动服务所采纳的先进技

术，如 i- mode 手机上网模式、WAP 无线上网、IDB
EngineTM等为国内图书馆开展 3G 信息服务奠定了

坚实的技术基础，并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3.3 基于 3G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内容

3.3.1 基于短信（SMS）、彩信（MMS）个性化定制服务

基于短信（SMS）、彩信（MMS）的个性化定制

服务在 2G 环境下已经较大范围地应用于图书馆的

各项服务，如图书续借预约服务、新书通报服务、超
期提醒服务等，既方便用户，又节省用户时间，还加

快了图书的流通，提供了图书馆服务效益。3G 环境

下的短信（SMS）、彩信（MMS）将图书馆个性化定

制服务推广到更为广阔的范围，如数字文献的订

阅、传递、推荐服务等。
3.3.2 基于移动定位的移动检索服务

利用 3G 先进的移动定位技术，可以根据移动

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检索出邻近图书馆可以为用

户提供的各类信息服务，如馆藏资源检索、域名查

询以及各类生活信息的咨询等，此业务还可以扩展

到图书馆书目数据（OPAC）的检索定位。目前在清

华大学图书馆使用的 Innovation Interfaces 公司的

OPAC 显示馆藏位置的平面图的基础上，已经提出

图形化显示馆藏位置的 OPAC 改进方法，结合

TD- HSDPA 的移动定位可以确定每一本书的具体

架位，并可以在手机终端显示图形化路线图，帮助

不熟悉排架方法的读者快速准确索取文献[9]。这类

服务与目前的有线互联网相比，使用户具有更大的

自主性和随意性。用户可以在户外通过无线查询书

目馆藏信息，选择去最近的图书馆查阅文献，也可

以检索、下载有权限的数据库中的电子资源，提高

图书馆资源利用率。
3.3.3 基于移动终端的移动阅读服务

3G 无线移动终端是个人的移动信息工具，集手

机、相机、PDA、便携式电脑于一体，是用户个性化需

求的信息助手，不仅拥有大容量的存储空间来支持

各类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类型资源的存储，更

重要的是可以支持多种文档格式的阅读，如 DOC、
PDF、CAJ 等，真正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移动

阅读。
3.3.4.基于移动付费的图书馆支付服务

图书馆由于维持正常服务需要而支付一定的

费用，如借书过期罚款、丢书补偿费、查新费、全文

传递费用等，这些费用一般是由读者直接交纳现

金。在 3G 网络下，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对这些款项进

行在线支付，一是通过手机帐户以预存款的形式进

行支付；二是通过智能终端内含的数字证书远程链

接到自己的网上银行进行网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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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基于流媒体的视频点播服务

视频资源相对于传统的文字数字资源有着先

天性的优势，绚丽的光影效果永远比平淡的黑白画

面更容易吸引人，而视觉与听觉系统的结合往往比

单纯的文字更容易记忆。视频资源逐渐成为图书馆

馆藏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众多图书馆

在资源建设时，一方面购买视频数据库充实馆藏，

另一方面自建数据库，如在线课程学习等系统，进

行远程教育。3G 环境下基于流媒体的视频点播服务

可以为远程用户与图书馆视频资源搭建一个畅通

的桥梁。虽然流媒体视频点播业务在有线互联网上

不算是新业务，但相对于手机网络还是一类新业

务。因为 2G 网络的数据传输速度不足以满足宽带

视频点播的需求。以彩信（MMS）为例，在 GPRS 方

式下可达 164Kbps，在 3G 可达 2Mpbs，由此可见，

3G 为手机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带来了质的飞跃。在

3G 技术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终端畅通无阻地点播

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类视频资源。
3.3.6 基于可视电话的参考咨询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基于实时软件（QQ、MSN
等）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目前在国内许多图书馆得

到应用，但是这类参考咨询方式基本上依托于计算

机终端，咨询时容易受到系统、资源、地域限制，无

法快捷、有效地满足读者对专业实时咨询的需求。
在网络数字化信息环境下，读者与馆员之间远距

离、低成本的实时咨询服务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

切。将 3G 环境下的可视电话与图书馆参考咨询服

务相结合则可以迅速满足这一服务需求，可以让馆

员与用户身临其境地进行探讨，可以有效避免服务

过程因注意力不集中、服务态度不友好等影响服务

质量行为的发生。

4 开展基于 3G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发

展趋势

3G 技术推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新一轮的变

革，也将带来以网络为依托的图书馆服务模式新一

轮的改变。与图书馆现有服务方式相比，开展基于

3G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还存在不少局限。

技术上，3G 移动终端平台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难以做到无缝链接。因为众多 3G 移动终端大都由

第三方开发，存在对图书馆数据流程处理、专业数

据格式描述不熟悉等不利因素，很难实现双方的无

缝对接。
公益性与收费的冲突。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

构，无偿提供各类信息服务，但 3G 信息服务平台的

搭建必须依赖电信运营商的参与，用户使用移动终

端获取图书馆服务时不可避免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使得获取相同内容的图书馆信息，有些用户是免费

获取的，有些用户是付费获取的，这种做法显然有

失公平。
开展基于 3G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尽管还存在一

定的局限，但随着 3G 技术的成熟，3G 网络的覆盖，

3G 产品的普及，开展基于 3G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还

是非常乐观的。它将与图书馆其他服务方式互为补

充，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满足不同用

户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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