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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晓毅 李春明 王燕荣 / 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1 引言

数字化的全球浪潮带来了移

动阅读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持阅

读器就是当下比较流行的电子文献

阅读载体之一。在众多的诸如PC
机、手机、PDA、Laptop等数字阅

读终端中，手持阅读器则 在沿袭

传统纸书便携性的基础上，利用较

为成熟的电子墨水技术，给用户带

来似纸书般的亲近体验，成为真正

的阅读革命的催化剂。据国际调研

公司iSuppli预测，2012年全球电子

阅读器出货量将从2007年的15万台

上升到1830万台，复合年增长率高

达160%。预计2012年全球电子书

显示销售额从2007年的350万美元

上升到2.912亿美元，复合年增长

率为143%[1]。面对如此迅猛的数

字化移动阅读时代的到来，图书

馆作为国民阅读的基础阵地，在

这场变革中，如何思考自己的定

位，如何借助这一新媒体拓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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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服务领域，将是我们认真思

考和研究的问题。

2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
馆应用的价值分析

手持阅读器又叫电子阅读器、

电子书、电纸书、手持阅读终端，

是一种离线阅读电子书的专用设

备，简称eReader。1998年，Rocket 
eBook、Softbook Reader和Everybook
等专用手持阅读器问世[2]，标志着

真正意义上电子书及移动阅读时代

的到来。

手持阅读器这种新的阅读载

体的出现，不仅影响到图书馆传统

的借阅服务，甚至影响到图书馆未

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图书馆界

已开始广泛关注甚至在探索中应用

它。目前国外的图书馆已有开展手

持阅读器借阅服务的尝试。比如，

2007年，美国新泽西州的Sparta公
共图书馆把采购的Kindle阅读器对

读者进行外借服务，成为美国第一

个开展Kindle阅读器外借的图书馆
[3]。2008年6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Bahcesehir大学图书馆推出了手持

阅读器借阅服务，为该校学生阅读

电子书提供方便[4]。国内的图书馆

中，国家图书馆从2008年9月推出

手持阅读器的借阅服务，到2009年
9月实行外借服务。上海图书馆在

2009年2月开始推行手持阅读器的

外借服务。这些现象说明，面对移

动阅读时代的到来、读者需求的变

化，图书馆界已敏锐地意识到引进

手持阅读器进入图书馆服务领域会

有其巨大的拓展空间和充分的价值

所在。

2.1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

馆的应用，使图书馆更注重

用户体验，真正以读者为本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就是

要实现“以信息知识为中心”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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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利用为中心”的跨越。而

手持阅读器本身的功能特点，如：

超强的显示技术、轻巧便携、拥有

批注、标记、翻页、朗读、放大字

体等多功能性，使得图书馆在提供

手持阅读器的服务中给读者真正带

来全新的“悦读”体验。并且随着

电子阅读器产品技术的不断完善，

例如手写识别功能、触摸屏功能、

3G功能等，更加满足了读者随时随

地获取信息的需要。

此外，对于部分弱势群体，

比如视障人士或者没有能力租用互

联网的读者，可以通过免费外借图

书馆的手持阅读器，阅读里面预装

的有版权的书刊。视障读者还可以

利用朗读功能达到听书的效果。因

此，手持阅读器在图书馆的应用更

充分地体现了图书馆是保障公民平

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场所，更

充分地体现了图书馆的“公益性”

与“人本性”。

2.2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

馆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数

字文献的利用率

目前随着各大图书馆在加紧数

字图书馆的建设步伐，许多图书馆

的馆藏数字文献资源不断增加，传

统的服务方式是通过互联网和电脑

为读者提供到馆服务，或者远程服

务。尤其是远程服务可以使读者足

不出户就可以看馆藏的数字资源特

别是电子图书资源。但是美中不足

的是电脑携带不方便。而手持阅读

器作为新潮的移动阅读终端，是纸

质书籍和电子图书的完美结合，它

的强大功能大大改善了数字文献的

阅读环境，满足了读者深度阅读、

免费阅读等多种需求，并为读者实

现了信息的高度随身性，因此，

为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数字文献打开

了便利之门，有效地提高了图书馆

数字文献的利用率。据统计，国家

图书馆自2008年9月开通手持阅读

器外借服务以来，以2008年8月和

2008年10月为例，方正电子图书的

检索量和下载量分别提高了4.2倍和

1.5倍。

2 . 3  手持阅读器的应

用，加速了图书馆业务格局

的转型

面对读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

求，手持阅读器的引入也必然对图

书馆的数字资源采访乃至编目等工

作提出要求，比如，增加可供读者

下载的数字文献的数量和品种、考

虑与资源格式的兼容。这就加速了

图书馆馆藏数字文献的建设步伐，

以及由此带来电子图书的编目、流

通各环节的发展和变革，还有图书

馆对流通管理工作的重新思考与改

进。因此有业内人士称“电子书阅

读器是数字图书馆的奠基石”[5]。

3 手持阅读器在国家
图书馆的应用情况调查分
析

3.1 国家图书馆手持阅

读器的服务现状

2008年，国家图书馆在国内较

早地开展手持阅读器的借阅服务。

通过OPAC系统，像纸质文献的流

通方式一样提供给读者在馆内使

用。2009年9月起实行手持阅读器

的外借服务：读者只要有张中文图

书外借功能的读者卡就可将手持阅

读器外借回家，借期15天，并可续

借。读者除了可以浏览阅读器中预

装的图书外，还可以登陆国图的电

子图书平台，下载馆里购买的丰富

的电子图书资源。这一新业务的推

出立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和业

界同行的广泛关注。

经统计，国图自2008年9月至

2010年2月期间，手持阅读器借阅

量为497次；供流通的手持阅读器

数量是80部，每部手持阅读器平均

流通6.213次。

手持阅读器开通外借服务以来

（即2009/09/09―2010/02/22），外

借量为134人次，共有81人借阅，

每部手持阅读器平均被外借1.64
次。具体借阅情况如图1。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自开

通阅读器外借服务以来，外借人

图1 国图手持外借服务人次的月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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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逐月增加，手持阅读器的受

众群体正在逐步扩大。但囿于引进

的手持阅读器品种单一、流通数量

有限以及读者获知度等原因，总体

的流通量并不大。

在此期间，国图对部分读者就

手持阅读器的用后体验与满意度进

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移

动阅读是时代趋势和读者所需。手

持阅读器的借阅满足了广大读者随

时阅读的愿望。图书馆开展此项服

务是移动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它

将更好地拓展图书馆数字资源被读

者获取的途径。 
从读者用后反馈的意见，我们

发现手持阅读器的硬件技术有待进

一步成熟。国内的手持阅读器生产

技术标准不统一，尤其是涉及到版

式文件时兼容性差。再加上各种电

子图书资源格式不统一，这阻碍了

手持阅读器的互操作性，成为制约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馆服务的瓶颈。

3.2 手持阅读器借阅服

务存在的问题

3.2.1 推广移动阅读新方式与

读者外借门槛较低之间的矛盾

目前，国家图书馆手持阅读

器的外借权限和纸本书相同，即读

借阅与读者需求之间必有冲突。另

一方面，还存在对外借手持设备的

损坏赔偿问题。目前，图书馆对手

持阅读器损坏的赔偿条例没有明确

规定，因此，读者合理合法借阅的

规范制定仍需完善，像逾期款项的

按时缴付、损坏机器的照价赔偿等

问题亟需制度规范。

3.2 .2  手持阅读器的“硬

件”，仍需精进

在读者借阅的反馈意见中，

有相当一部分反映手持阅读器用户

界面不友好、开机时间过长、易死

机、不支持点触功能、格式不兼

容等，其中格式不兼容和图书版次

无法正确读取是读者反映最多的问

题。我们一方面期待手持阅读器硬

件生产性能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引

入，比如内存的扩大、快速查找定

位功能的完善、支持手写输入、支

持3G无线上网等技术的应用等等，

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大的便利空间。

所以，在这一点上，对国内手持阅

读器的硬件生产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另一方面，我们呼吁产品技术

市场的成熟，使手持阅读器的生产

也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能支持更

多的文件格式。

3 . 2 . 3  手持阅读器“软

件”，仍需扩充

国家图书馆引入的手持阅读

器里，带有预装的百种图书，内容

涵盖古典名著、外语学习、古代诗

词、通俗小说等，但仍会面临“众

口难调”的问题：手持阅读器自带

图书很难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层

次的读者需求，而互联网上可供下

载的资源，良莠不齐，格式众多，

图3 读者反馈意见

者卡只需开通中文图书外借功能，

也就是缴付100元押金就可外借手

持阅读器；同时和纸本书的借阅期

限也完全相同，即借阅15天并可续

借。作为电子设备，手持阅读器和

纸质图书是有区别的，但在流通领

域和纸本书的借阅门槛完全一样，

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安全流通问

题。允许续借，使读者借期较长

（至少1个月），工作人员无法对

手持阅读器进行系统升级、查毒杀

毒等处理，这就使手持阅读器安全

■ 很满意，希望大力推广

■ 使他们实现了随时阅读的梦想

■ 更好地利用了解图书馆的馆藏

图2  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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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资源较少。作为图书馆外借手

持阅读器的主要目的是能够为读者

提供更多的数字资源内容，并能实

现这些资源的随时获取。这也是使

用手持阅读器的真正意义所在。

目前，我馆购买的资源里实现了19
万种、38万册方正电子书的获取。

但读者在使用中还是有“无书可

读”的呼声。这就促使我们思考有

必要采取多种灵活方式为读者提供

除电子图书之外的多种类型的资源

内容。

3.2.4 资源与硬件兼容问题

成为图书馆推广移动阅读与移

动信息服务的瓶颈

目前，国内的电子书出版商

为竞争和版权所需都有各自的出版

格式和阅读器。比如方正的CEB、
书生的SEP、超星的PDG、知网的

CAJ、Adobe的PDF等等，而且它们

彼此大多互不兼容。如果通过电脑

终端让读者在馆域内在线阅读，可

以通过安装各家的阅读器来看各家

的文章，但在手持阅读器的技术平

台里，就不像电脑那样成熟平滑，

不能达到兼容多个系统平台数字文

献的能力。国图引入易博士手持阅

读器后，为解决对馆藏方正电子书

的兼容问题，促使广州金蝉公司和

方正阿帕比合作，使得阅读器能

够借阅下载方正电子书，但操作麻

烦，有些书还是兼容不好，以致无

法正常查阅。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

局限于电子书的格式标准不统一。

我们认为这正是对电子书市场前景

的呼吁。我们期望，电子书能在不

同的阅读器间共享。电子书产业能

有统一的格式标注，手持阅读器在

这个产业链中能有合理的市场定位

和销售模式，促成电子书产业链更

加成熟。对于图书馆来说，她应该

承担起电子书出版商和读者之间的

桥梁，手持阅读器和用户之间的桥

梁，为二者间的顺畅流通发挥自己

的作用。

4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
馆应用的几点设想与策略

手持阅读器在图书馆的应用，

必将引起图书馆在服务内涵、理

念、模式上的重大改变，为“口袋

图书馆”“移动阅览室”提供了

可能。在新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环境

下，在遵守数字版权的框架下，下

面针对手持阅读器这种新媒体在图

书馆的应用谈几点想法：

4.1 资源采购策略

图书馆在提供读者手持阅读

器借阅服务中最吸引读者的是阅读

器里面的内容而不是阅读器本身。

在一种手持终端不能兼容多个资源

格式的情况下，我们在购买中可优

先考虑资源商兼具终端商的产品，

扩大手持阅读器的数量和品种。目

前，许多数字资源提供商都开始生

产自己的手持阅读器，比如方正和

移动合作生产的“文房”手持阅读

器，龙源期刊与易博士合作的龙源

手持阅读器，图书馆在购进数字资

源时可以考虑捆绑购买资源提供商

的手持阅读器，与电子资源一起购

买，最好是赠送的方式，在节省购

置经费的同时还可扩充手持阅读器

的数量，以便提供给更多的读者使

用。同时，针对纯粹终端厂商，我

们可以与之合作，由其免费提供试

用机，在引进新技术服务的同时也

为其做了宣传与推广。在购置数字

资源的时候，要尽可能明确所购资

源的法律授权与使用权限。注重资

源远程访问的权限与下载到手持阅

读器中的协商，并通过身份认证的

方式来解决读者在馆外随时查阅数

字资源的需要。

4.2 内容扩充策略

4.2.1 图书馆可增加能用于

手持阅读器服务的外购数字资

源数量与种类。

比如继续扩大可下载阅读的电

子图书资源数量。另外增加资源品

种，除了电子图书资源外，还可以

商务购买报纸、期刊提供给手持阅

读器的用户在线和离线使用。

4.2.2 图书馆可以将自有版

权的数字资源以及解决了版权

问题的数字化文献通过网络或

者与生产商合作在手持阅读器

的平台里辟出一个类似于“手

持数字图书馆”的栏目，将图

书馆的资源放在里面。

比如本馆的书目、图书馆介

绍、新书推荐等内容，尽可能增加

资源种类。图书馆可以向读者提

供自有版权的特色资源，像国家图

书馆的年画、拓片、珍贵古籍等。

此外，可以向读者提供拥有版权的

数字化资源全文。比如，图书馆可

以先行数字化出版在10年以上无版

权的经典图书。像古典名著系列，

可以经数字化后放在手持阅读器里

让读者阅读。出资购买一些学术价

值高、读者需求性大的图书尤其是

查考性工具书的版权。比如国图的

“版权征集项目”出资解决版权的

精品图书可以放置在手持阅读器

中，供读者随时随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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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由单向服务变成互

动平台

随着手持阅读器市场的发展，

手持阅读器的发展方向必然是集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产品，例如手

写识别功能、触摸屏功能、笔迹输

入功能（批注、标记）、3G功能

等。那么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出现也

会开辟出图书馆手持应用的新领域

与新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图书馆

的手持阅读器服务将会带有lib2.0的
色彩，将会更注重读者的个性化需

求，加强与用户的良性互动。

4.3.1 图书馆可与手持阅读

器的生产商合作，通过开辟专

栏和增加系统模块，生产图书

馆自己的定制机。

在定制机中增加“书评”模

块，让读者可以对其所读的图书进

行标签批注，以及读者荐书等内

容。

4.3.2 在能上网与手写输入

的前提下，许多手机图书馆的

服务项目在手持阅读器上也能

实现。

比如短信服务：图书催还、图

书续借、公共信息推送等，可以通

过安装客户端软件来实现。查询服

务：可以通过连接网络查询读者的

信息、查询书目。通过上网功能连

接图书馆的WAP网站和短信系统，

进行预约、续借等操作。通过网络

能实现阅读器中软件的“在线更

新”，不断扩充可支持的电子书格

式，增加互操作性。

在能上网的前提下，图书馆目

前运用的手机服务大多都可以运用

到手持阅读器当中。但每一个媒体

都有它的优势所在，我们应该在手

持阅读器能更好地供读者阅读信息

的优势上多下文章。

5 结语

手持阅读器不仅仅是一种新

的阅读媒介，它更是一种新观念与

新方式。它带来了移动阅读时代的

诞生，为图书馆这种“以用户为中

心”的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虽然图书馆界在应用

初期还会存在许多困难，但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我们相信手持阅读器服务将日趋完

善，它将延伸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

务的内涵，成为图书馆数字资源服

务的一种新的渠道和方式。它的应

用将使图书馆的数字文献资源更高

效、更便捷、更随愿地展现在读者

面前，让读者真正体会到图书馆的

泛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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