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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周 瑛袁 李 楠 *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5G技术的发展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通信网络基础，而这些新一代

技术的应用将促进图书馆的智慧建设，从而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改善用户体验。[方法 /过程]通过文献研究法初步构建评价指

标，并利用问卷调查法修正了评价指标，又结合 5G 技术区别于 4G 技术的特征，最终构建了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

量评价体系；从资源、需求、环境、效能 4 个维度对 16 项指标进行划分，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使用 MATLAB

运行计算结果，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最后，基于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

提出改进策略。[结果 / 结论]评价体系中资源因素的权重最大，其次是效能因素。5G 时代移动图书馆需要优先利用 5G 技术

保障信息的时效性，去除冗杂及过时信息，拓宽用户获取信息的平台；同时，移动图书馆应侧重利用 5G 技术确保网络的稳定

性，以较低的延时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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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指出院 野世界正在进入

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遥 我们要把握数字

化尧 网络化尧 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袁 以信息化尧 智

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1]遥 5G 作为最新一代蜂窝移动

通信技术袁 与 4G 相比袁 最大的优势体现在更高速率尧
更低时延尧 更宽覆盖尧 更少功耗尧 更多应用场景尧 更

好用户体验等方面袁 它的研究和发展是为了满足用户

对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智能终端设备普及应用的需

求袁 以用户为中心袁 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为目的[2]遥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中心袁 承担着信息的

存储尧 组织尧 检索尧 管理等多项职能袁 随着用户对信

息需求的升级袁 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必须自我变革遥
4G 时代移动图书馆受网络时速限制袁 向用户提供的信

息服务内容仍偏向于传统的信息检索尧 文献查阅等方

面曰 信息服务平台集中于微博尧 微信公众号尧 WAP 网

站等传统平台曰 信息服务方式局限于文本文字尧 视频

声音等媒介遥 5G 技术与移动图书馆的融合袁 将促进移

动图书馆信息服务发生巨大变革袁 如信息资源传播不

受时空限制袁 图书馆文化资源图谱化可视化袁 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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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采用多平台协同式服务模式袁 VAR 技术的发展将丰

富用户的感官体验等 [2]遥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移

动图书馆不断变革信息服务模式袁 但当前移动图书馆

信息技术专业人才较少袁 个性化信息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袁 信息服务方式较单一遥 用户是图书馆的最终服务

对象袁 5G 技术在移动图书馆建设中的新兴应用都要以

用户为基础遥 因此袁 构建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

务质量评价体系袁 全面评价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袁
有助于移动图书馆从策略上有步骤分阶段将新型技术

与用户需求一一对应袁 从而提升信息服务质量袁 改善

用户体验袁 减少图书馆运营成本袁 促进图书馆的可持

续发展遥

2 研究综述

目前有关 5G 与图书馆相结合的研究主题中袁 学者

多集中在 野5G 与智慧图书馆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冶 野5G

技术下图书馆应用场景研究冶 野5G 技术与移动图书馆

相结合的研究冶 等主题[2-11]袁 如院 李歌维提出 5G 时代

图书馆的变革及应对策略袁 侧重于 5G 技术下图书馆的

智慧应用场景研究[2]曰 储节旺提出 5G 技术加速移动信

息服务创新的观点袁 包括信息服务手段创新尧 信息服

务体系创新等[3]曰 刘炜等提出 5G 技术会加快智慧图书

馆的进程袁 并细分了 5G 在图书馆中的十大应用场景[4]遥
通过分析现有文献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袁 可以

发现业内学者对 5G 技术在移动图书馆的场景应用方面

研究颇多袁 而从用户感知的角度进行 5G 环境下移动图

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内容较少遥 本文首先通

过文献研究法归纳整理了相关学者在移动图书馆信息

服务质量方面的成熟的评价指标曰 其次袁 针对以上指

标设计出调查问卷袁 尤其根据 5G 技术不同于 4G 技术

的更高速率尧 更低时延尧 更多应用场景等特征袁 设计

了部分测量题项袁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修正了评价指

标袁 从而得到区别于 4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

量评价体系袁 具体表现在数据传输速度尧 数据时效性尧
交互需求尧 物理环境等评价指标曰 利用层次分析法计

算出各指标权重袁 进行了一致性检验袁 并进行了研究

结果分析曰 最后袁 针对 5G 时代移动图书馆如何有效提

升信息服务质量袁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将 5G 环境下的新

一代技术与用户需求相结合提出相应的建议遥

3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

评价体系的构建

3.1 基于文献的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

价要素

整理 2015要2020 年国内外重要的移动图书馆信息

服务质量影响要素方面的研究文献袁 通过人工手动剔

除与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主题不相关的

文献袁 共保留 30 篇核心文献袁 归类了移动图书馆信息

服务质量成熟的评价指标影响因素袁 部分因素详见表

1袁 作为本文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

体系构建问卷调查的测量题项来源遥
3.2 问卷设计与调查

3.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测量变量来源于两部分袁 其一

是在文献研究法的基础上袁 选取部分移动图书馆信息

服务质量成熟的影响因素袁 具体的测量变量来源详见

表 1曰 其二是结合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区别于 4G 环

境的信息服务特征袁 具体测量变量为交互需求尧 感官

需求尧 网络环境尧 数据聚合强度尧 数据聚合梯度袁 数

据推荐精度遥 调查问卷由 3 部分构成院 ①第一部分是

引导语袁 主要说明本次调查的对象和目的袁 以及保护

被调查者个人信息申明遥 ②第二部分是用户基本信息

调查袁 包括性别尧 年龄尧 学历遥 ③第三部分结合 5G 技

术区别于 4G 技术的特征袁 筛选出构建 5G 环境下移动

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问卷调查的测量变量袁
包括数据权威性尧 数据时效性尧 数据可获取性尧 交互

需求尧 感官需求尧 情感需求尧 网络环境尧 物理环境尧
人文环境尧 数据聚合强度尧 数据聚合梯度尧 数据推荐

精度尧 数据稳定性尧 数据传输速度尧 数据安全性尧 数

据完备性遥 采用了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价袁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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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方法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影响因素 

IRIS X 等
[12]

 追踪访谈、问卷调查 图书馆功能易用性、数据时效性、交互功能、数据安全性等 

关磊
[13]

 问卷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美感体验、资源体验、功能体验、技术体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等 

罗琳
[14]

 文献研究法、归纳法 功能规格、数据权威性、交互设计与信息架构、界面和导航设计、视觉 

设计 

金小璞和毕新
[15]

 专家调查、问卷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系统功能、系统界面、信息内容、系统可用性、数据可获取性、用户体验

满意度 

魏群义等
[16]

 层次分析法、实证研究 感官体验、交互体验、功能体验、情感体验、社会影响 

刘宝瑞和沈苏阳
[17]

 文献研究法 感觉需求、交互需求、情感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我需求 

李艺婷和张洁
[18]

 文献研究法 体验效果和体验维度。体验效果包括：可学习性、有效性、易用性、愉悦

度等；体验维度包括：物理环境、人文环境、信息质量、系统质量、感官

体验、环境布局、界面设计等 

明均仁和张俊
[19]

 访谈法、扎根理论、问卷调查 系统特征（可访问性；相关性；系统帮助）；界面特征（屏幕设计；导航性；

术语设计）；个体差异）（自我效能；领域知识；个体创新） 

邓李军和杨文建
[20]

 文献研究法 服务（馆员态度；流通服务；信息反馈等）、平台（数据安全性；数据稳定

性；数据传输速度；可用性；交互性）、空间、资源（权威性；时效性；完

备性） 

 

表 1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影响因素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of a mobile library

每一项陈述都有 野非常满意尧 满意尧 一般满意尧 不满

意尧 非常不满意冶 5 种级别的回答袁 分别标记为 1尧 2尧
3尧 4尧 5袁 其中 1 表示非常不满意袁 5 表示非常满意遥
3.2.2 数据来源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问卷星作为平台袁 通过微信尧
QQ 等网络渠道袁 基于本文研究主题为 5G 环境下移动

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袁 故选取使用 5G 网络的移动

图书馆用户发放网络调查问卷袁 共收集问卷 120 份袁
其中有效问卷 115 份袁 本文主要对这 115 份问卷做了

数据分析 遥 参与此次问卷调查对象中男生占比

43.48%袁 女生占比 56.52% 遥 年龄层次主要集中于

21~30 周岁之间袁 学历主要集中于硕士和本科袁 其中

硕士占比 42.61%袁 本科占比 39.13%遥 5G 环境下移动

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调查样本具体特征详见

表 2遥
3.2.3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SPSS19.0 对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了信度和效度分析遥 KMO 值为 0.756袁 说明问卷的结

构效度较好 渊0.6 表示不太合适袁 0.7 表示一般袁 0.8 表

示合适冤曰 Cronbach's Alpha 的值为 0.843袁 说明该问卷

的信度合适 渊0.7 一般袁 0.8 合适袁 0.9 非常好冤遥

项目 特征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女 

43.48 

56.52 

年龄 20 周岁或以下 

21~30 周岁 

31~40 周岁 

41~50 周岁 

51 周岁以上 

 4.35 

77.39 

13.91 

 2.61 

 1.74 

学历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 

其它 

 0.87 

 6.96 

42.61 

39.13 

 5.22 

 5.22 

 

表 2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调查

样本特征

Table2 Surveysamplecharacteristicsofmobile libraryinformation

servicequalityevaluationsystemunder5G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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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

价体系构建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袁 大多数被调查

者认为交互需求尧 感官需求尧 物理环境尧 网络环境尧
数据传输速度尧 数据稳定性是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区

别于 4G 环境的信息服务特征遥 经过综合分析整理文献

及调查结果袁 构建出包括资源因素尧 需求因素尧 环境

因素尧 效能因素 4 个一级指标的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

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袁 具体评价体系及指标说明详

见表 3遥

4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 5G环境下移动图

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

质量评价指标权重计算袁 是为了进行 5G 环境下用户对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的认可度分析袁 从而有助于

移动图书馆在 5G 时代从策略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将新型

技术与用户需求一一对应遥

4.1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层次分析法 渊AHP 法冤 是 20 世纪 70 年代运筹学

家托马斯窑塞蒂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

法袁 它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袁
将目标分解成多个准则袁 进而将各准则系统分解为多

方案袁 将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袁 最后给出各指标

权重[21]遥 基于 AHP 法的层次分析模型一般分为 3 个层

次院 目标层尧 准则层尧 方案层遥 本文以 5G 环境下移动

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目标层曰 结合

5G 技术对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影响因素袁 将准则层

一级指标划分为资源因素 渊B1冤尧 需求因素 渊B2冤尧 环

境因素 渊B3冤尧 效能因素 渊B4冤曰 方案层 16 个二级指

标袁 分别是数据权威性 渊C1冤尧 数据时效性 渊C2冤尧 数

据可获取性 渊C3冤尧 交互需求 渊C4冤尧 感官需求 渊C5冤尧
情感需求 渊C6冤尧 网络环境 渊C7冤尧 交互环境 渊C8冤尧
人文环境 渊C9冤尧 数据聚合梯度 渊C10冤尧 数据推荐精度

渊C11冤尧 数据稳定性 渊C12冤尧 数据传输速度 渊C13冤尧
数据安全性 渊C14冤尧 数据完备性 渊C15冤尧 数据聚合强

度 渊C16冤遥 根据以上因素构建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权威性 数据的真实可靠程度 

数据时效性 数字馆藏的更新速度及滞后时间 

资源因素 

数据可获取性 电子资源是否能被浏览和下载 

交互需求 移动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渠道、交互平台 

感官需求 移动图书馆界面色彩搭配，界面设计风格，界面框架布局 

需求因素 

情感需求 移动图书馆平台能否增加用户使用过程的愉悦度，能否为用户提供满足需求的服务 

物理环境 移动网络的覆盖率，移动终端设备的性能等 

网络环境 移动图书馆网络连接的稳定性，网速流畅度等 

环境因素 

人文环境 移动图书馆后台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准及服务质量 

数据聚合梯度 有梯度的展现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数据推荐精度 推荐数据的精确度 

数据传输速度 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速率 

数据稳定性 纸质数据和电子数据的离散程度 

数据安全性 保护数据的防御能力；包括用户信息，及经常访问的数据类型和方向 

数据完备性 数据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效能因素 

数据聚合强度 纸本信息和电子数据的聚合强度 

 

表 3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及指标说明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and index descrip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of a mobile library under 5G environment

周 瑛，李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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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遥

4.2 确定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根据层次分析法成对比较矩阵构造方法袁 本文选

取 6 位图书馆学领域专家根据 SAATY 给出的 9 个重要

性等级袁 按两两比较结果构成判断矩阵袁 如表 4~ 表 8

所示遥
本文使用特征值法求特征矩阵的权重及一致性检

验袁 计算的步骤如下遥
4.2.1 标准层

步骤 1院 利用如下公式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及特

征向量遥
[V, D] = eig (A)

A 表示比较矩阵袁 eig ()是 MABTLAB 中计算特征

向量和特征值的方法袁 该方法判断 A 是否为 Hermite
阵袁 如果 A 是 Hermite 阵袁 则使用对称 QR 算法计算特

征向量 A 和特征值 D遥 如果不是 Hermite 阵袁 eig ()则

使用非对称 QR 算法进行计算遥 针对标准层计算结果

A B1 B2 B3 B4 

B1 1 5 4 3 

B2 1/5 1 2 1/2 

B3 1/4 1/2 1 1/4 

B4 1/3 2 4 1 

 

表 4 目标层准则间的比较矩阵

Table 4 Comparison matrix between target level criteria

B2 C4 C5 C6 

C4 1 2 3 

C5 1/2 1 2 

C6 1/3 1/2 1 

 

表 6 B2 因素间的比较矩阵

Table 6 Comparison matrix of B2 factors

B1 C1 C2 C3 

C1 1 1/4 1/4 

C2 4 1 2 

C3 4 1/2 1 

    

    

 

表 5 B1 因素间的比较矩阵

Table 5 Comparison matrix between B1 factors

B3 C7 C8 C9 

C7 1 4 5 

C8 1/4 1 1/2 

C9 1/5 2 1 

 

表 7 B3 因素间的比较矩阵

Table 7 Comparison matrix of B3 factors

B4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0 1 1/3 1/5 1/7 2 5 1/3 

C11 3 1 1/3 1/4 4 5 2 

C12 5 3 1 2 3 7 3 

C13 7 4 1/2 1 3 6 2 

C14 1/2 1/4 1/3 1/3 1 2 1/4 

C15 1/5 1/5 1/7 1/6 1/2 1 1/5 

C16 3 1/2 1/3 1/2 4 5 1 

 

表 8 B4 因素间的比较矩阵

Table 8 Comparison matrix among B4 factors

图 1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Fig.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of a

mobile library under 5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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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院

步骤 2院 计算最大特征值遥
姿max = Max(Dij)

Dij 是上一步骤中计算出来的特征值矩阵袁 姿max 表

示最大特征值遥 根据上式可计算出 姿max = 4.1327遥
步骤 3院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遥
计算一致性指标 CI院

根据一致性指标 RI 表袁 计算 CR 指标遥 RI表如表

9 所示遥
计算一致性比率 院

显然袁 计算结果 CR = 0.0497＜0.1袁 具有一致性遥
接受该矩阵袁 不需要调整遥

步骤 4院 计算权重 WA遥
Vm = V(: , j)

Vm 是特征向量袁 V(: , j)表示步骤 1 中计算出来的 V
的某一列袁 j 是 姿max所在的列号遥 则准测层的特征向量

Vm=(0.8834, 0.2063, 0.1352, 0.3984)T袁 对其进行归一化

处理的到权重向量WA=(0.5442,0.1271,0.0833,0.2454)T遥
4.2.2 指标层

根据标准层的计算方法可计算出指标层的权重袁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袁 计算结果如下院 ①WB1=[0.1085,

0.5469, 0.3445]T袁 其中 姿max=3.0536袁 CI=0.0268袁 CR=

0.0516＜0.10曰 ②WB2=[0.5396, 0.2970, 0.1634]T袁 其中

姿max=3.0092袁 CI=0.0046袁 CR=0.0088 ＜0.10曰 ③ WB3=

[0.6870, 0.2165, 0.16865]T袁 其 中 姿 max =3.0940袁 CI=
0.0904袁 CR=0.0088 ＜0.10曰 ④ WB4= [0.60657, 0.1470,

0.3086, 0.2691, 0.0527, 0.0277, 0.1292]T袁 其 中 姿max =

7.6346袁 CI=0.1058袁 CR=0.0778＜0.10遥
①~④得到的是指标层的权重袁 下面会计算层次总

排序袁 从而判断各个影响因素对目标层产生的总影响遥
计算得出的层次总排序如表 10 所示遥

对表 10 中的层次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袁 步骤

如下院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知袁 用户体验模型层次总排序

一致性符合要求袁 计算结果有效遥
4.3 研究结果及分析

比较 4.2 中计算的权重结果袁 可以得出准则层中资

源因素 渊B1冤 对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

的影响最大袁 权重为 0.544 2曰 其次是效能因素 渊B4冤袁
所占比重是 0.245 4曰 然后是需求因素 渊B2冤袁 所占比

例是 0.127 1曰 最后是环境因素 渊B3冤袁 所占比例是

0.083 3遥 通过计算方案层的层次总排序袁 得出 16 个二

级指标的评价权重袁 具体结果详见表 11遥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I 0 0 0.52 0.89 1.12 1.24 1.36 1.41 1.46 1.49 1.52 

 

表 9 一致性指标 RI表

Table 9 Consistency index table

 0.0442
1

max 



n
nCI 





















0.83010.2670i - 0.1388-0.2670i + 0.1388-0.3984

0.06920.1426i + 0.0535-0.1426i - 0.0535-0.1352

0.5534-0.0917i - 0.0731- 0.0917i + 0.0731-0.2063

0.00000.93410.93410.8834 

V





















0.000- 000

00.7376i - 0.0664- 00

000.7376i + 0.0664- 0

0004.1327 

D

A

D

 0.10.0497
RI
CI

CR

CI =
4

i = 1
移Bi (CI)i = 0.5442 伊 0.0268 + 0.1271 伊 0.0046 +

0.0833 伊 0.0470 + 0.2454 伊 0.1058 = 0.0450

RI =
4

i = 1
移Bi(RI)i = 0.5442 伊 0.52 + 0.1271 伊 0.52＋0.0833 伊

0.52 + 0.2454 伊 1.36 = 0.7261

CR = CI
RI =

4

i = 1
移Bi(CI)i

4

i = 1
移Bi(RI)i

= 0.0450
0.7261 = 0.06197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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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资源因素层面

资源因素是准则层中影响权重最大的因素袁 占比

0.544 2遥 资源是移动图书馆的基础袁 直观地影响用户

对移动图书馆的体验袁 其中数据时效性和数据可获取

性尤为重要遥 尤其在 5G 时代的背景下袁 网络环境发

达袁 用户可以通过多种平台查阅到需要的数据袁 而确

保移动图书馆在各种平台中占有优势的根本则是数据

时效性遥 另外袁 数据的可获取性在方案层中排在第 2

位袁 多数情况下袁 用户的目的是查阅资料并获取袁 数

据可获取性将会直接影响用户体验遥 数据权威性在二

级指标中排在第 6 位袁 迈入 5G 时代时袁 该因素的考量

也需要优先处理遥 5G 时代提倡的光速下载使得人们对

网络资源的需求增大袁 需求的增多正是对产品的推动袁
所以 5G 时代下发展移动图书馆首要任务是整合更多的

资源袁 使用户查有所取遥
4.3.2 效能因素层面

效能在准则层中影响权重排在第 2 位袁 占比 0.245 4遥
其中数据稳定性和数据传输速度分别在方案层中排在

第 3 位和第 5 位袁 5G 时代网络稳定性及速度都会得到

二级指标 权重占比 

数据时效性[C2] 0.297 6 

数据可获取性[C3] 0.187 5 

数据稳定性[C12] 0.075 7 

交互需求[C4] 0.068 6 

数据传输速度[C13] 0.066 0 

数据权威性[C1] 0.059 0 

网络环境[C7] 0.057 2 

感官需求[C5] 0.037 7 

数据推荐精度[C11] 0.036 1 

数据聚合强度[C16] 0.037 1 

情感需求[C6] 0.020 8 

数据聚合梯度[C10] 0.016 1 

人文环境[C9] 0.015 5 

数据安全性[C14] 0.012 9 

物理环境[C8] 0.010 5 

数据完备性[C15] 0.006 8 

 

表 11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二级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11 Secondary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of mobil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under 5G environment

项目 
B1 

0.544 2 

B2 

0.127 1 

B3 

0.083 3 

B4 

0.245 4 
C 层的层次总排序 

C1 0.108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59 0 

C2 0.546 9 0.000 0 0.000 0 0.000 0 0.297 6 

C3 0.344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187 5 

C4 0.000 0 0.539 6 0.000 0 0.000 0 0.068 6 

C5 0.000 0 0.297 0 0.000 0 0.000 0 0.037 7 

C6 0.000 0 0.163 4 0.000 0 0.000 0 0.020 8 

C7 0.000 0 0.000 0 0.687 0 0.000 0 0.057 2 

C8 0.000 0 0.000 0 0.126 5 0.000 0 0.010 5 

C9 0.000 0 0.000 0 0.186 5 0.000 0 0.015 5 

C1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65 7 0.016 1 

C11 0.000 0 0.000 0 0.000 0 0.147 0 0.036 1 

C12 0.000 0 0.000 0 0.000 0 0.308 6 0.075 7 

C13 0.000 0 0.000 0 0.000 0 0.269 1 0.066 0 

C14 0.000 0 0.000 0 0.000 0 0.052 7 0.012 9 

C1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27 7 0.006 8 

C16 0.000 0 0.000 0 0.000 0 0.129 2 0.031 7 

 

表 10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10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of a mobile library under 5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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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改善袁 从而影响移动图书馆的发展遥 数据推

荐精度和数据聚合强度在评价指标中分别排在第 9 位

和第 10 位袁 数据推荐精度和数据聚合强度是影响用户

检索信息资源质量的关键因素袁 5G 时代移动图书馆需

要优先利用新型技术改善数据推荐精准度和数据聚合

强度遥 数据聚合梯度尧 数据安全性和数据完备性分别

排在第 12 位尧 第 14 位和第 16 位袁 相对来说袁 这三者

对用户体验的影响不是很直观袁 但在 5G 时代袁 野互联

网＋ 冶 将会越来越发达袁 各种新技术将会层出不穷袁
而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袁 数据聚合梯度尧 数据安全性

和数据完备性也是图书馆需要下一步考虑改善的因素遥
比如智慧城市袁 通过 5G 技术使得所有的资源更加快速

地整合和处理袁 使得城市运转更有效率袁 而移动图书

馆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袁 提高移动图书馆的效能也是

势在必行的步骤遥
4.3.3 需求因素层面

准则层中袁 需求因素排在第 3 位袁 占比 0.127 1袁
对应的方案层中袁 交互需求排第 4 位袁 5G 时代移动图

书馆用户交互的情况将会直接影响用户体验袁 这说明

用户对移动图书馆交互的需求较为看重袁 尤其 5G 的应

用将会改变目前很多交互方式袁 移动图书馆在建设未

来智慧图书馆时袁 可以把交互因素放在优先建设的部

分遥 感官需求和情感需求分别排在第 8 位和第 11 位袁
5G 的到来将会改善移动图书馆的感官服务和情感服

务袁 5G 技术推动人工智能尧 虚拟现实技术尧 大数据技

术等技术的发展袁 而这些技术均可被用来改善目前移

动图书馆缺乏的感官服务和情感服务遥 如百度推出的

野5G 云代驾冶 就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的交互需求和感官

需求袁 通过终端与驾驶者交互袁 并取代驾驶者驾驶车

辆遥 5G 背景下的移动图书馆也需要交付给终端更好的

交互需求尧 感官需求以及情感需求遥
4.3.4 环境因素层面

环境因素在准则层中排在最后袁 占比只有 0.083 3遥
但是在环境因素对应的方案层中袁 网络环境排在第七

位袁 这说明网络通信技术是影响移动图书馆用户体验

的重要因素遥 5G 技术是以终端用户为中心袁 注重用户

体验的通信技术袁 并且具有低成本尧 低能耗尧 高速率尧

低延迟尧 安全可靠的特点遥 移动图书馆应该拥抱变化袁
把握时代大势袁 注重 5G 网络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遥
环境因素中的另外两个因素人文环境和物理环境袁 分

别排在第 13 位和第 15 位袁 良好的图书馆服务氛围以

及完善的图书馆交互平台都会影响用户体验 [22]遥 移动

图书馆可以借助更多的 5G 技术提升在不同环境下的使

用体验袁 提升移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质量遥

5 基于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

务质量评价的改进策略

5G 技术是以终端用户为中心袁 注重用户体验的网

络技术袁 对虚拟现实尧 超高清视频尧 线上活动等网络

业务具有无感知的延迟以及高速的无线宽带接入 [23]遥
5G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需要牺牲空间来换取时间的算法

技术的发展袁 未来更为精准的推荐算法尧 更为智能的

服务将会层出叠现遥 本文结合 AHP 法得到的 5G 环境

下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袁 为 5G 时代移动

图书馆提升信息服务质量袁 改善用户体验提出建议与

对策遥
5.1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在资源方面的改

进建议

5G 通信网络技术具有高速率尧 低延时的特点袁 与

4G 相比袁 5G 下载速度是 4G 的 100 倍袁 5G 传输延时

是 4G 的百分之一遥 移动图书馆在资源因素方面袁 对用

户产生影响最大的两项是数据时效性和数据可获取性遥
移动图书馆在 5G 时代应不断收集尧 组织和存储不同方

面的时效信息袁 结合 AR 方式呈现给用户袁 从而保证

用户接收到时效性很强尧 精准度很高的信息[24]遥 同时袁
为了保证用户能够快速获取这些信息袁 移动图书馆需

要配备符合多系统的客户端袁 指定专门馆员及时更新

信息袁 实现超高清全景互动遥
5.2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在用户需求方面

的改进建议

根据研究发现袁 在需求因素方面袁 对用户产生影

周 瑛，李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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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最大的两项是交互需求和感官需求遥 5G 时代是万物

物联的时代袁 移动图书馆为了满足用户的交互需求袁
需要加强馆员与用户尧 用户与用户尧 图书馆与用户尧
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交互关系遥 比如袁 用户可以利

用频谱共享技术实现不同业务的并行和与多个用户的

协作曰 图书馆之间的联合将突破传统的参考咨询联盟袁
实现各成员馆数据实时获取袁 信息资源互通有无遥 针

对满足用户感官需求层面袁 移动图书馆可以优先将 5G

的视觉技术和 AR/VR 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业务发展过

程中袁 如加强沉浸式体验袁 提升对用户的感官刺激袁
使用户充分体验到高清视频及图文声一体的阅读体验遥
5.3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在环境方面的改

进建议

在环境因素层面袁 网络环境占比最高袁 人文环境

和物理环境占比相对较低遥 5G 技术具有低功耗和泛在

网的特征袁 低功耗是指 5G 网络能够降低设备的能源消

耗和延长设备的待机时长曰 泛在网是指 5G 技术能够实

现移动网络的横向和纵向覆盖袁 不仅能提供稳定高速

的网络连接袁 也能够实时监测网络变化[25]遥 移动图书

馆在 5G 时代首先要引进 5G 网络袁 在网络优良的环境

下袁 整合数字资源袁 丰富数字馆藏袁 为用户提供精准

服务袁 同时加强智慧阅读尧 智慧培训尧 智慧分享尧 智

慧获取方面的开发遥
5.4 5G 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在效能方面的改

进建议

在效能因素层面袁 对用户体验影响较大的前 3 项

分别是数据稳定性尧 数据传输速度和数据推荐精度遥
5G 时代袁 移动图书馆要积极加强数据稳定方面工作袁
为用户提供稳定有效的信息曰 5G 技术允许通信算法可

以不考虑时间影响的前提下袁 提高算法的精确度袁 将

会使得各种推荐尧 检索尧 分类等算法得到大大的优化袁
从而改善用户的体验遥 移动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 5G 网

络高传输尧 低延时的优势袁 发展云课堂袁 将实体图书

馆举办的讲座尧 培训和展览袁 以自动传录的方式袁 上

传至微信尧 微博尧 慕课等平台袁 用户可以在几秒钟之

间下载高清视频进行学习与浏览遥

6 结 语

5G 通信技术的发展是适应云平台尧 大数据尧 物联

网尧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的需要袁 为了更好地满

足社会和用户需求袁 移动图书馆需要积极利用一切可

以推动图书馆这个有机生长体发展的现代技术遥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袁 移动图书馆应积极推动图书馆信息服

务变革袁 使之适应用户深层次服务需求袁 优化用户对

移动图书馆的体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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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development of 5G technology provides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new generation

technologies will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Method/Process] The evaluation index was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by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it was revised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5G technology different from 4G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ser-

vic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a mobile library under 5G environment was finally constructed; 16 indexes are divided from four di-

mensions of resources, demand, environment and efficiency,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is determined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run by MATLAB, and the consistency is tested. Finally, based on the mobil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e-

valuation system under 5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library informa-

tion service. [Results/Conclusion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source factor has the largest weight, followed by the efficiency factor.

In the 5G era, mobile libraries need to give priority to using 5G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timeliness of information, remove miscella-

neous and outdated information, and broaden the platform for user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mobile libraries should fo-

cus on using 5G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network and provide users with better information services with lower delay.

5G; mobil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 qualit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dge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under the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鄄
gy[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 38 (2): 32-
34, 39.

[23] 朱蕴辉 . 面向智库需求的图书馆服务设计 [J]. 图书情报导刊 ,
2020, 5(2): 5-9.
ZHU Y H. Library service design for the needs of think tanks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guide, 2020, 5(2): 5-9.

[24] 刘淑华, 刘兴军. 公共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与实践要要要以赤

峰市图书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 58-63.
LIU S H, LIU X J.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service capacity
of public library - Taking Chifeng library as an exampl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2020, 64(1): 58-63.

[25] 任娟莉, 王若鸿. 5G 布局下图书馆多场景 VR 服务构建[J]. 出版

广角, 2019(18): 70-73.
REN J L, WANG R H. Multi scene VR service construction of li鄄
brary under 5G layout[J]. Publishing wide angle, 2019(18): 70-73.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1-0186

特约文章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