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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

□茆意宏　马坤坤

　　摘要　国内外对数字阅读推广的必要性与意义、概念、组成要素及过程、模式、管理等进行了

研究,初步形成一定的体系,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缺乏对推广对象、推广内容等方面实践

的调研,缺乏对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的及时跟踪,研究方法以活动经验总结、简单的定性分析为主,
实证研究不多.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研究趋势,为进一步开展数字阅读推广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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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图书馆服务由被动向主动不断转型,近年

来图书馆营销、阅读推广等服务在业界发展迅速,成
为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对阅读

推广的研究大约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多侧

重于图书馆营销与推广,将营销学理论与图书馆服

务相结合,探索如何对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品牌进

行营销推广.国内的研究主题有图书馆营销推广、
阅读推广,其中阅读推广更普及.自２００６年以来,
国内有关阅读推广的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迅速.随着

数字阅读的发展普及,用户获取阅读内容的渠道多

元化,图书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兴数字阅读服务机

构的竞争,国内外对数字图书馆营销、数字阅读推广

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对国内外关于数字图书馆营

销推广或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调查,
梳理、归纳主要研究成绩,分析其中的不足,并对未

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为促进数字图书馆营销、数字阅

读推广的研究提供参考.鉴于国内业界、学界更倾

向于用数字阅读推广作为专业术语,本文以该术语

概括相关研究.

１　研究方法

笔 者 使 用 WebofScience、SpringerLINK、

Elsevier、EBSCO、Emerald、Taylor & Francis、

Wiley、PQDT、TheACM DigitalLibrary、CNKI等

中外文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以数字阅读(Digital

Reading)、移 动 阅 读 (MobileReading)、微 阅 读

(MicroＧReading)、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移
动图书馆(MobileLibrary)、数字资源(DigitalReＧ
sources、DigitalMaterials)、电 子 资 源(Electronic
Resources、EＧResource)、电子书(ElectronicBooks、

EＧBooks)、电子刊(ElectronicJournals、EＧJournals)
作为关键词,分别与营销(Marketing、Market)、推广

(Promotion、Promoting)组配进行主题、篇名、关键

词等检索,检索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８月,在剔除不

相关和重复论文后,得到外文相关文献９５篇,中文

相关文献２２９篇.然后对相关中外文献进行阅读、
筛选与提炼,从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两个视角,对

２００２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数字阅读推广的研

究成果进行归纳与分析.

２　数字阅读推广理论研究

２．１　数字阅读推广的必要性、意义

２００２年以来,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对数字图书馆

推广和数字阅读推广的背景、必要性及其意义多有

论述.２００２年,狄龙(D．Dillon)提出图书馆电子资

源面临着网上开放获取资源的竞争压力,图书馆需

要为用户提供一个简洁的理由劝导他们利用图书馆

的电子资源[１].２００５年,亨德森(K．Henderson)提
出为数字图书馆做专门的推广营销规划是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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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２００６年,米杰(J．Mi)和内斯塔(F．Nesta)提
出图书馆需要关注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宣传[３].

２００７年,国际图联(IFLA)发布«国际图联数字图书

馆宣言»,提出应充分利用图书馆日趋融合传媒和机

构角色的优势,创建和传播数字内容[４].杜比茨基

(E．Dubicki)提出营销和推广在保证图书馆处于科

技进步的时代仍继续发挥作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为了保持图书馆能够迎合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图书馆必须致力于营销推广电子资源[５].维希涅夫

斯基(J．Wisniewski)和菲克特(D．Fichter)也提出

图书馆面临竞争,需要营销自己[６].２００９年,阿尔

福德(E．Alford)提出营销电子资源是图书馆和图书

馆员的必要任务[７].２０１０年,科尔(K．Cole)等提出

在数字环境下营销正快速成为促进图书馆发展用户

的重要工具[８].２０１１年,米德拉鲁拉(Midrarullah)
和沙菲乌拉(F．Shafiullah)提出有必要增加用户培

训、技术支持、营销和推广等活动来促进用户对数字

图书馆的使用[９].
在国内,随着数字阅读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

学者呼吁加强对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一些学者认

为数字图书馆宣传推广、数字阅读推广尚未受到业

界的足够重视[１０－１１].一些学者认为不仅需要大力

推广传统阅读,也需要推广数字阅读,引导民众从

“浅阅 读”“泛 阅 读”逐 步 走 向 “深 阅 读”“精 阅

读”[１２－１３].

２．２　数字阅读推广的概念

国内外学界对数字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可以归

纳为营销学和传播学两个视角.关于数字阅读推广

的概念,国外多从营销学视角展开,主要借鉴营销学

理论界定数字图书馆推广.一些学者认为营销可以

通过优先考虑用户需求、提高图书馆服务的知晓度

和利用率来促进图书馆改进服务质量[１４－１６].欧文

斯(I．Owens)将营销４P组合策略应用于图书馆,认
为营销包括市场研究、细分目标用户、向用户推广产

品 或 服 务、跟 踪 用 户 等[１７]. 纳 塔 拉 詹 (M．
Natarajan)认为营销是一个管理上的计划过程,包
括产品、渠道或传送模式、成本或价格、推广产品给

目标用户[１８].２００７年,杜比茨基(E．Dubicki)对图

书馆电子资源的营销和推广进行了概念性解释,讨
论了基本的市场营销概念及其在图书馆电子资源推

广中的应用,提出图书馆需要在电子资源使用者中

建立良好的口碑,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加强与用

户的联系[１９].
国内一些学者尝试从传播学视角对数字阅读推

广进行界定,主要借鉴英国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

韦尔提出的“５W”传播模型,对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进行分析[２０].许晔认为数字阅读推广是推广主体

通过 推 广 手 段 向 阅 读 者 推 广 数 字 资 源 的 活 动

过程[２１].
总体来看,国内外少有针对数字图书馆推广、数

字阅读推广的概念性分析.虽然广泛借鉴营销学、
传播学的理论模型,但多直接将相关理论与图书馆

服务简单结合进行界定,结合数字阅读推广的特点

形成有特色的概念内涵的研究较少,多直接借用传

统图书馆营销推广、阅读推广的定义.

２．３　数字阅读推广的组成要素与过程

关于数字阅读推广的组成要素和过程,国内外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形成一些判断.
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图书馆电子资源营

销包括营销者、图书馆使用者、创建信息、信息的传

播、评价等方面[２２].维希涅夫斯基(J．Wisniewski)
和菲克特(D．Fichter)认为图书馆营销电子资源与

服务要做六件事:定义目标市场、决定推广对象、确
定目标用户、确定推广媒介与渠道、创建适合的营销

消息、评价营销效果[２３].
借鉴拉斯韦尔的“５W”传播模型,吴高提出图书

馆数字阅读推广包括推广主体、内容、渠道、用户、效
果等[２４].芦婷婷认为数字阅读推广主要包括推广

平台、推广内容、导读员、面向的主体４个主要因

素[２５].陶楠基于社交媒体的视角,提出数字阅读营

销推广要以社交媒体为中心,打造围绕数字阅读内

容、受众阅读行为、阅读社交化行为的新生态圈[２６].
赵靓等将营销学中的AIDA模型与高校图书馆的电

子书阅读推广相结合,将阅读推广过程分为吸引读

者注意、引发读者兴趣、刺激读者欲望、促成读者行

动四个阶段[２７].

２．４　数字阅读推广模式

国内外学者从数字阅读推广的各个组成要素维

度对数字阅读推广的模式进行理论探析.
(１)推广主体.
相关研究表明,政府、图书馆、出版界、电子数据

库商、教学机构、社会组织等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了

数字阅读推广工作,其中,图书馆更为活跃.
关于数字阅读推广主体,狄龙(D．Dillon)表明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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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电子资源最有效的方法是使整个有战略规划的

组织专注于转变成为一个有营销意识的组织;小型

图书馆的营销工作可以由一个人或一个小的营销团

队领导,但需要依靠所有员工,特别是那些具体负责

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应建立一个来自不同地区和部

门代表的营销团队[２８].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

任何营销活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有图书

馆员工的参与[２９].科尔(K．Cole)等认为图书馆和

信息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提高数据库的使用

量[３０].格雷斯(L．Grays)和塔克(J．C．Tucker)发
现图书馆与其电子资源供应商的合作可以强化电子

资源的认知度和利用率[３１].国外学者还关注教学

部门以及专业教师在推广电子书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朗斯代尔(R．Lonsdale)等指出教师在促进电子

书阅读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教师或教学部门可

以通过在在线学习模块和在阅读列表中添加电子书

的链接或口头建议等方式推广电子书;英国 NeBO
项目中的SuperBook试点研究证明专业教师在加强

使用电子书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他们还指

出要重视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等机构在

支持电子书推广中发挥的作用[３２].艾芝西尔大学

发起“图书需求倡议”项目,以向该校学生推广最新

收集的电子书[３３].
在国内,吴高、杨木容等提出不仅要开展公共图

书馆之间、高校图书馆之间及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

书馆之间的合作,还要开展图书馆与出版社之间的

合作,利用各种社会力量推进数字阅读推广[３４－３５].
冯永财、刘灿姣等提出基于合作营销及利益相关者

理论探讨图书馆和出版社合作,开展数字阅读推广

并构建馆社合作营销推广框架[３６－３７].吴建中提出

要推进数字阅读,唯有图书馆和出版两界通力协

作[３８].芦婷婷提出要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儿童数

字阅读推广合作网络[３９].张泸月关注作为目标用

户的大学生在参与数字阅读推广中的积极作用,提
出应筛选出具有沟通技能及主动性的大学生,参与

到移动阅读推广工作中来[４０].
(２)推广对象.
推广对象是指图书馆计划营销推广的数字资

源、服务、图书馆品牌等.杜比茨基(E．Dubicki)认
为同时推广图书馆的每一个服务是不可能的,所以

要清楚地定义推广活动的具体目标[４１].波尔杰(M．
A．Polger)和冈本(K．Okamoto)提到一些图书馆推

广员专门促进信息素养教学,或普及图书馆领域出

现的新技术;另一些推广馆员负责为图书馆设计整

体推广策略,这些馆员积极地向图书馆用户和非用

户推广图书馆服务、资源和设备[４２].
对于数字阅读推广对象,国内学者更多地理解

为数字资源.姜晓曦指出数字图书馆应该运用知识

挖掘与 发 现 技 术,实 现 对 知 识 的 深 度 开 发 与 利

用[４３].在深度开发、组织及推荐时,应根据社会热

点、用户需求,把公共网络信息资源与馆藏数字资源

相融合,通过自动或人工摘要方式提炼阅读内容中

的精彩“看点”并将其直接推荐给用户[４４].
(３)目标用户.
布钦斯基(J．Buczynski)认为在营销电子资源

时要识别目标市场,区分目标群体类型,对最经常、
最不经常、最不满意、最有潜力使用数字图书馆的不

同用户进行分类[４５].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
图书馆电子资源的营销需要明确目标用户,通过市

场细分,明确使用电子资源的主要人群,进而去寻找

可以满足不同市场特定需求的方法[４６].亨德森(K．
Henderson)认为,数字图书馆要充分了解用户,建
立用户管理数据库[４７].

国内对数字阅读推广目标用户的研究多从读者

媒介素养层次和年龄层次的角度展开.芦婷婷指出

０－１７岁的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所需的基本素养和

能力相对较弱,在数字阅读推广及服务实践中,要完

善和提升阅读引领功能并提出推广对象分级化[４８].
周力虹对９－１６周岁未成年人的数字阅读现状进行

研究发现,未成年人对数字分级阅读有迫切的需

求[４９].李焱探讨了图书馆开展青少年网络阅读指

导的策略[５０].陈丽冰在分析数字阅读对青少年的

影响的基础上,设计了促进我国青少年数字阅读的

图书馆推广服务策略[５１].武娇、范小苍、梁雯雯探

讨了图书馆面向少年儿童的数字阅读推广模式与策

略[５２－５４].另外有相关研究将目标用户聚焦在社群

建立方面[５５].也有研究从终端视角细分用户[５６].
还有研究提出,在数字图书馆宣传推广中,图书馆应

面向不同的用户群体开展不一样的资源推广[５７].
(４)推广信息.
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一旦明确了电子信

息资源推广的目标市场,必须创建并发布一个可以

有效地与目标用户进行沟通的信息;推广信息用来

表达图书馆服务的定位和建立的品牌;推广信息需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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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简洁的信息表达图书馆产品的优点;推广信息

要包含所有必须表达的信息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发布的信息需要能抓住客户的注意力,每种方法传

递的信息要与用户感知保持一致[５８].乔特尼(D．
Jotwani)也提到确定什么是有效的推广信息并用来

覆盖营销市场很重要,推广信息应侧重于突出数字

资源的可用性和易用性[５９].文意纯认为微阅读时

代“深阅读”推广的内容包括微主题的确定和资源细

分,将一系列数字资源中呈现出来的某一中心思想

称为“微主题”,并将主题涉及的各类资源细分为文

本类、图片类、音像类等[６０].
(５)推广渠道.
数字阅读的有效推广是多管齐下的,包括电子

邮件、网站、嵌入教学过程、指导学生等[６１].总体上

可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类渠道.
关于线下渠道,肯德尔(S．Kendall)和马萨雷拉

(S．Massarella)认为,对于电子资源来说,有效的培

训是非常有价值的推广手段[６２].杜比茨基(E．DuＧ
bicki)提出,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

信息,所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信息是值得推荐的.
直接销售、宣传册、海报、赠品、开放参观、研讨会、公
告和广告宣传都属于图书馆用来推广电子资源的常

见手段[６３].苏雷什(K．Suresh)认为图书馆指南、宣
传册、使用清单、陈列展览、广告、访谈等渠道的营销

推广可以打造图书馆的影响力,激励潜在用户利用

数字图书馆资源[６４].许迎霞、银晶提出通过网络读

者活动助推数字图书馆阅读服务[６５－６７].陈建红提

出图书馆需在高校识别和培育一批可用于推广电子

资源的 意 见 领 袖,借 助 他 们 的 影 响 力 推 广 电 子

资源[６８].
关于 线 上 渠 道,米 杰 (J．Mi)和 内 斯 塔 (F．

Nesta)提出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网页、多媒体等

方式进行推广[６９].杜比茨基(E．Dubicki)提出图书

馆目录、研究指南/网络文件目录、时事通讯、网站、
有针对性的电子邮件、RSS订阅都属于图书馆用来

推广 电 子 资 源 的 常 见 技 术 手 段[７０].伍 兹(S．L．
Woods)认为使用图书馆网站主页进行电子资源的

推广是普遍存在的[７１].肯尼韦(M．Kenneway)认
为网页、电子邮件、RSS、短信、WIKI等信息技术是

图书馆有效营销的关键,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可见

性[７２].布钦斯基(J．A．Buczynski)认为图书馆可以

通过网页上的公告牌、广告、主题展览、课题研究展

示等网络渠道推广电子书和其他电子资源[７３].
艾维(T．Ivie)等认为图书馆可以利用 web２．０

平台对在线信息资源进行推广,这些工具包括YouＧ
Tube视频、博客、播客、手机移动应用和脸书[７４].
班丘(D．Banciu)等人研究了如何利用社交网络推广

数字图书馆[７５].科尔伯恩(S．Colburn)和海恩斯

(L．Haines)探索了把YouTube视频作为图书馆营

销工具的方法[７６].阿尔金迪(S．S．Alkindi)和艾苏

奇里(M．N．AIＧSuqri)介绍了社交网站中图书馆推

广人员的作用和用户参与传播的贡献[７７].国内一

些学者也探讨了社会化媒介在数字阅读推广中的应

用.肖倩等以豆瓣阅读为例,梳理了社会化媒体在

数字阅读物推荐方面的特点,分析了图书出版与销

售企业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推荐、推广数字阅读物

的模式[７８].吴志强等分析了基于用户社会网络的

数字信息资源阅读推广模型[７９].张云玲和章忠平

探讨 了 基 于 SoLoMo 的 图 书 馆 数 字 阅 读 推 广

模式[８０].
除了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电子阅读器借阅模

式和移动图书馆推广模式也是比较普遍且有代表性

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８１].胡昌文等探讨如何将

定制的学术期刊内容推送到电子阅读器终端,构建

图书馆的电子阅读器内容推送模式[８２];曹雪菲总结

了河北师范大学开展的时尚电子终端“超Pad”阅读

体验活动[８３].
另外,成爱萍提出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微媒体

推广路径[８４].黄志琴、马林山分析了基于云服务的

高校 数 字 阅 读 推 广 模 式[８５－８６].安 布 (K．J．P．
Anbu)和马维索(M．R．Mavuso)发现短信息可以激

励用户参与使用图书馆资源并能促进图书馆服务的

营销[８７].普利亚姆(B．Pulliam)和兰德里(C．LandＧ
ry)分析了应用条形码营销图书馆服务的方法[８８].
张爱科介绍了手机二维码在连接图书馆各种电子资

源方面的创新应用[８９].
(６)推广策略.
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并不是所有用户都

会被一个推广手段打动,图书馆对一个主题使用多

种推广的办法可以更有效地打动更多的目标用户;
成功的推广活动不是一蹴而成的,不断重复才是推

广成功的关键[９０].国外学者介绍了关系营销、品牌

营销、口碑营销等在数字阅读推广中的应用.狄龙

(D．Dillon)认为“关系营销”在营销电子资源方面是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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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帮助的[９１].亨德森(K．Henderson)也认为关

系营销在数字图书馆服务的营销中能发挥独特的功

效[９２].密西西比大学图书馆为电子资源创造自己

的图形品牌,提醒用户使用了图书馆的哪些资源并

且给用户呈现出图书馆与其提供的电子资源之间的

视觉联系[９３].加洛弗卢(E．Garoufallou)等提出口

碑营销是一个强大的推广策略[９４].特鲁索夫(M．
Trusov)等发现社交网站上的口碑营销比传统营销

活动有更大的影响[９５].
发布电子资源信息是基本的推广策略,发布方

式包括电子资源的简要描述、重点主题报道、提供搜

索建议、发布培训课程、新数据库的简要描述和直接

链接、使用“＠你的图书馆”随时通知用户图书馆服

务的更新、把图书馆的网页链接放在其他图书馆或

者 社 区 网 站 上,或 建 立 图 书 馆 博 客 与 用 户

互动[９６－９７].
汤普森(S．Thompson)和夏普(S．Sharp)总结

了一些电子书推广手段,如货架上虚拟书籍的使用、
电子书活动和每月一本电子书的推荐[９８].陈(C．
Chan)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利用多种形式的Facebook
广告开展营销的策略[９９].国内外学者还介绍了利

用虚拟学习系统等个性化方式推广数字资源的策

略.西韦特(C．M．Sievert)介绍了利用医院的学习

管理系统向医务人员推广电子资源[１００].弗赖伊

(A．Fry)介绍了分散式、个性化推广的价值[１０１].国

内的陶楠也探讨了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数字阅读的

个性化推广[１０２].此外,张卓良借鉴免费体验式营销

理念,提 出 了 打 造 数 字 资 源 免 费 体 验 区 的 推 广

形式[１０３].
黄(Y．K．Huang)和杨(W．I．Yang)认为图书

馆可以利用网上图书评价给读者推荐书籍,也可以

引导读者阅读高质量的书评,召集对写书评感兴趣

的读者、老师或者专家来撰写书评,以此推动读者的

借阅[１０４].国内学者王慧姝、姚真真、刘荻、张建国等

也探讨了网络书评、微书评在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中的应用[１０５－１０８].
搜索 引 擎 优 化 (SEO)和 社 会 化 媒 体 优 化

(SMO)是通过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吸引用户的手

段,一些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阿利奇(K．ArＧ
litsch)和奥布莱恩(P．S．OBrien)发现可以通过

SEO 技 术 优 化 机 构 知 识 库 的 元 数 据,提 高 其 在

GoogleScholar中的可见性和相关性[１０９].奥纳福

(D．Onaifo)也发现图书馆能应用SEO技术提高馆

藏数字内容在GoogleSearch等开放式搜索引擎中

的可检索性.他也将SMO列为SEO之外的重要方

法[１１０].菲克特(D．Fichter)把SMO引进图书馆社

区,认为图书馆网站管理员不仅需要认识他们的网

站在搜索引擎输出结果中的地位,也要研究网站的

可分享性[１１１].罗斯曼(D．Rossmann)和扬(S．W．H．
Yong)介绍了SMO对图书馆资源共享和用户参与

的促进[１１２].一些学者还介绍了发现工具[１１３]、用户

编目工具LibraryThing[１１４]、AmazonGreasemonkey
脚本、搭载维基百科等其他搜索引擎优化策略[１１５]来

推广电子资源.
网络阅读指导是国内学者探讨较多的数字阅读

推广策略.余训培提出四种网络阅读指导形式,包
括意见领袖型网络阅读指导、基于统计的网络阅读

指导、把关人型网络阅读指导、阅读社区的网络阅读

指导[１１６].林小勇、王文平、张青研究了图书馆对读

者网络阅读进行指导和服务的策略[１１７－１１９].杨志刚

提出图书馆应从阅读引导、阅读提供和阅读互动三

个层面开展数字阅读服务[１２０].蔡楚舒、华斌认为少

儿图 书 馆 要 加 强 少 年 儿 童 网 络 阅 读 指 导 工

作[１２１－１２２].张云等、庞佳分析了图书馆针对大学生

移动阅读失控现象的阅读引领策略[１２３－１２４].刘术华

等提出专题阅读导读推广模式[１２５].
在人工推广之外,国内外学者还有一些关于数

字图书馆推荐系统的研究,如塞拉诺格雷罗(J．
SerranoＧGuerrero)提出了一种基于GoogleWave的

数字图 书 馆 模 糊 语 言 推 荐 系 统[１２６],波 塞 尔(C．
Porcel)等提出了一种可以避免信息超载的高校数

字图书馆推荐系统[１２７],奇尔顿(G．Chilton)和托马

斯(J．Thomas)介绍了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图书馆开

发的电子资源发现获取平台Libx[１２８],陈俊鹏、虞为

提出基于快数据处理技术的数字阅读推荐模式[１２９].
(７)推广评价.
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为了保证推广活动

达到预定目标,对既定目标完成的成功与否进行评

价是很重要的;对推广活动效果的反馈可以从目标

的达成度或者直接从用户评论中获得;分析活动前

后电子资源的使用情况是对推广效率评估的一个基

本举措,将显示出服务是否成功地吸引用户;图书馆

咨询小组也可以作为检验推广工作有效性的试金

石,与一组用户直接对话,可以听取他们对推广活动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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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工作进行反馈;评估应该是持续性的,而不单单

只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才考虑效果评估[１３０].林

(LinChiunＧSin)等调研了三种推荐资源的方式(口
头、广告、专家推荐)对用户使用电子书的影响,发现

口头推荐的影响大于其他推荐[１３１].赖爱华以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例,探讨数字资源推广的评估机

制,绩效评估包括数字资源内容、使用成本、用户满

意度、管理技术、馆员素质等指标[１３２].

２．５　数字阅读推广管理

数字阅读推广管理包括对推广的规划与计划、
推广执行管理、推广队伍管理、用户关系管理等,以
便数字阅读推广能有组织地计划和执行.亨德森

(K．Henderson)认为,数字图书馆应该为其资源和

服务 做 专 门 的 推 广 营 销 规 划[１３３].伍 兹 (S．L．
Woods)认为制定和更新营销计划是图书馆的使命

和目标,电子资源营销推广计划应包括确定宏观目

标和具体目标、确定目标市场、建立沟通渠道、确定

适当的营销手段,并对计划进行评估[１３４].杜比茨基

(E．Dubicki)认为制定营销计划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可以作为营销电子资源的指南,也可以为推广经费

做好预算.一个营销计划包括项目介绍、当前市场、

SWOT分析、目标市场、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营销

策略、实施计划、评价,其中最重要的是项目描述、营
销目标和评估手段;营销计划通常反映短期策略并

且每年都会修订[１３５].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ACRL)在其«学术和研究型图书馆营销策略手册»
中,展示了制定营销计划和推广活动的具体步骤指

导,并用工作表来协助分析市场[１３６].费希尔(P．
Fisher)和普赖德(M．M．Pride)发表的«图书馆营销

计划蓝图»,包括了由１２个部分构成的营销规划工

作表和模板[１３７].瓦西里欧(M．Vasileiou)和罗利

(J．Rowley)也强调应该为电子图书的推广和营销

做专门的战略规划[１３８].
赖爱华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例探讨数字资

源推广的运行机制,包括图书馆数字资源推广机构

的设立、常态化运作流程、资源推广人制度、资源推

广志愿 者 制 度、数 字 资 源 培 训 的 内 容 及 实 施 策

略[１３９].郭炯和刘昉以国家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的宣传活动管理中应用了标准化流程的宣传

工具箱为例,探索基于标准化流程的图书馆宣传工

具箱模式[１４０].
关于推广人员培训,杜比茨基(E．Dubicki)认为

在实施推广活动之前,一定要让图书馆员工充分了

解哪些服务需要得到推广,并对如何推广此项服务

提供足够的培训[１４１].肯尼迪(M．R．Kennedy)提出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营销的协作管理模式[１４２].

３　数字阅读推广实践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对数字阅读推广进行理论研究的

同时,也在跟踪研究数字阅读推广的实践,主要研究

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

３．１　调查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阅读推广进行调查研究的方

式包括文献调查、问卷调查、网站调查、访谈调查等,
其调查研究成果反映在数字阅读推广的各个维度.

在推广主体维度,杜比茨基(E．Dubicki)介绍了

美国图书馆协会２００３年的调查结果,发现营销活动

主要由图书馆领导者发起,６９％的参与市场营销和

公共关系活动的人员并没有在他们的工作描述中提

到营销[１４３].张泸月对参与高校移动阅读推广活动

成员的交互行为进行研究[１４４].冯海涛调研了宜昌

市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在社区网格管理员队伍中遴

选兼职读书联络员的成功做法[１４５].
在目标用户维度,姜晓曦对首批纳入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的６８家独立建制的少儿图书馆开展少

儿、青少年数字阅读推广的现状进行调研[１４６];陈丽

冰调查分析了我国图书馆青少年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存在的困难等[１４７].罗玲、梁雯雯指出少儿数字阅读

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１４８－１４９].
在推广渠道维度,斯蒂格特(F．Stigter)发现欧

洲数字图书馆通过门户网站、API、窗口插件和其他

外部虚拟社区等多种渠道,向不同的用户群推广其

服务[１５０].朗斯代尔(R．Lonsdale)和阿姆斯壮(C．
Armstrong)统计了英国８所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

的推广媒介(包括博客、快报、网站、电子邮件、宣传

手册、海 报、培 训)及 推 广 效 果[１５１].肯 尼 迪(M．
Kennedy)基于文献调研,总结了图书馆电子资源营

销的３８种营销手段,归为四类:人际交互类、网络交

流类、物理媒介类、培训类,其中利用最多的手段是

用户培训、发放宣传单/小册子、向用户发送邮件和

做相关的调查研究[１５２].瓦西里欧(M．Vasileiou)和
罗利(J．Rowley)调查发现,英国高校图书馆推广电

子书的营销工具包括图书馆网站、信息素养课、指导

课、OPACs、VLEs、博客、口碑、传单[１５３].基姆(H．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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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im)等调查了参与转发高校图书馆在Twitter
上发布信息的用户群及其传播行为特征[１５４].穆罕

穆德(K．Mahmood)和理查森(J．V．Richardson)调
查发现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所有成员馆都在利用

Web２．０技术的各种应用,主要用于分享信息、营销

服务、提供信息素养指导、提供纸质和电子资源信

息、征求用户反馈意见等[１５５].阿尔金迪(S．S．AlＧ
kindi)和艾苏奇里(M．AIＧSuqri)介绍了公共图书馆

基于社交网站的营销活动[１５６].乔特尼(D．Jotwani)
调研了印度理工学院图书馆在电子资源营销上使用

的２７种营销渠道或媒介[１５７].拉塔杰斯基(M．A．
Ratajeski)和克拉夫(M．A．Kraf)介绍了两所医学

图书馆利用条形码推广电子书的实践[１５８].凯恩(D．
Kane)和施奈德温德(J．Schneidewind)调查了加州

大学欧文校区图书馆利用二维码提供纸质资源与数

字资源之间链接的推广试点项目[１５９].谢蓉介绍了

西安交通大学以移动图书馆为推广平台促进数字化

内容与资源传播[１６０].陈建红以华南农业大学图书

馆为例,介绍了基于意见领袖的电子资源推广模式

及实践效果[１６１].
在推广策略维度,埃利斯(R．Ellis)介绍了德国

不来梅州立大学图书馆营销电子资源的项目和设

想,包括馆内外电子资源展示、月度资源榜、导航

等[１６２].伍兹(S．L．Woods)介绍了布鲁克大学营销

推广电子资源的措施[１６３].丁克曼(A．Dinkelman)
和斯泰西贝茨(K．StacyＧBates)调研了美国研究图

书馆协会会员在其网站上提供电子书获取路径的方

法[１６４].杜根(M．Dugan)介绍了普度大学经济管理

图书馆每周开展的数据库邮件推广方法[１６５].巴米

格博拉(A．A．Bamigbola)调查了尼日利亚部分高

校图书馆推广数字信息服务的营销策略[１６６].
在数字阅读推广评估维度,考尔(K．Kaur)调研

了马来西亚高校图书馆使用网页作为营销工具的效

果[１６７].肯尼迪(M．Kennedy)发现对营销活动的评

估是其调查的营销活动过程中最差的一环[１６８].印

度理工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电子期刊、电子书的利

用量成为图书馆营销活动成功的检验标准[１６９].乔

特尼(D．Jotwani)通过统计期刊资源库的使用数据

来反观图书馆营 销 推 广 的 成 效[１７０].弗 赖 伊(A．
Fry)介绍了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图书馆通过跟踪、比
较学生前后学期的数据库使用数据,评价电子资源

推广技术的效果[１７１].严大香等分析了移动阅读推

广活动对移动图书馆使用效果的影响,考察了移动

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１７２].
国内一些学者从综合的视角对图书馆开展数字

阅读推广的实践进行调查分析.卜冰华、陆俊通过对

全国８４１所本科院校数字图书馆进行调查,从活动类

型、开展频次、读者参与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高校图

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现状[１７３].杨木容分析了目前高校

图书馆网络阅读推广服务状况[１７４].李怡梅等调查分

析了国内公共图书馆以“网络书香”为代表的数字阅

读推广活动现状[１７５].吴高、高云在研究中都提到当

前数字阅读推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１７６－１７７].
在数 字 阅 读 推 广 管 理 维 度,杜 比 茨 基 (E．

Dubicki)调研发现只有４．１％的小型和中型学术图

书馆有营销计划,４７．３％的图书馆没有专门用于营

销推广的资金[１７８].瓦西里欧(M．Vasileiou)和罗利

(J．Rowley)的调研结果显示,参与调研的高校图书

馆中没有一家对数字资源制定正式的、长期的营销

与推广战略规划,其中有被调查者并没有意识到有

必要制定规范化的电子资源营销规划[１７９].朗斯代

尔(R．Lonsdale)和阿姆斯壮(C．Armstrong)发现大

多数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推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图
书馆没有一个具体、正规的电子资源营销策划方

案[１８０].肯尼迪(M．Kennedy)则发现大部分图书馆

都没有制定营销计划,只是大致知道该努力的方向;
参与调查的图书馆的预算都各不相同,甚至有图书

馆反映没有营销活动的预算[１８１].

３．２　案例研究

国内外均有学者通过案例分析数字阅读推广的

实践,选取一些品牌工程或某些在数字阅读推广方

面成效显著的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他们的实

践活动.
波(J．Poe)介绍了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的科尔

图书馆实施的电子课程资源服务及其推广工作[１８２].
施密特(J．Schmidt)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起的

＠yourlibrary运动,该运动通过每周增加不同学科

的文章和每天更新网站内容,以保证用户能够获取

推荐的 内 容 和 所 需 要 的 信 息[１８３].斯 蒂 格 特(F．
Stigter)介绍了欧洲数字图书馆通过整合欧洲各地

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音视频机构所提供的

数字资源,并提供对应的数字目录和多语言版本向

公众免费开放,并创建了一个可以发表评论、进行互

动的虚拟社区板块[１８４].拉普尔(C．Rapple)和 兰伯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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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J．Lambert)介绍了英国JISC资助的项目IESR,
该项目是一个免费开放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学术机

构、出版商、图书馆等内容供应机构均可通过该数据

库提交电子资源基本信息,教师、学生、研究者等可

通过该数据库了解电子资源信息,促进了学术电子

资源的使用[１８５].李金波等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纽约

公共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基于社交媒体开展阅读推

广的概况进行了分析,纽约公共图书馆用SMART
方法论建立营销的总、分目标,采用“轴—辐式”模型

确定营销工作模式,制定社交媒体危机应急预案,制
定营销效果分析与评估指标[１８６].吕春娇以台湾公

共信息图书馆为例,介绍馆藏活化与数字增值应用

推广模式[１８７].
近两年,国内对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实践的研

究日渐增多.赵靓等介绍了四川大学图书馆打造的

“光影阅动微拍电子书”多媒体阅读与新媒体推广

活动[１８８].陶涛介绍了国家图书馆“M 地铁图书

馆”移动图书馆推广项目和镇江市图书馆“智能公交

数字阅读推广项目”的实施概况[１８９].孙一钢等介绍

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全面推进新媒体阅读的历程与举

措[１９０].郭炯介绍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宣传的具

体实践,包括策划可联合全国开展的大型活动、注重

媒体合作、持续开展活动评估和总结,其中联合全国

各级图书馆开展的“网络书香”是最为重要的品牌活

动,推广成果显著[１９１].许桂菊介绍了上海图书馆积

极探索和推进数字阅读推广服务的一系列实践活

动:市民数字阅读计划、入驻支付宝、微信、“无障碍

数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Overdrive少儿数字图

书馆[１９２].杨丹丹介绍了辽宁省图书馆“数字文化驿

站”的发展成果[１９３].李怡梅等介绍了广东省图书馆

打造的“多主题、多群体”数字阅读推广全覆盖活动

和长沙市图书馆创新数字阅读推广的实践[１９４].

４　数字阅读推广研究发展趋势

根据前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数字图书馆

营销、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成果的概述,可以看出研

究成绩是显著的.在理论研究方面,对数字图书馆

营销、数字阅读推广的必要性与意义有了较充分的

认知,借助于营销学、传播学理论探析数字阅读推广

的概念、组成要素与过程,从各个组成要素维度对数

字阅读推广的模式进行理论探析,对数字阅读推广

管理中的规划与计划、步骤与工具、人员及培训等进

行了初步研究.在实践研究方面,通过调查和案例

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数字阅读推广的发展情况作

了一定的介绍与分析,其中对推广渠道实践的调研

相对更多.相比之下,国外对数字阅读推广的理论

研究成果比国内更系统,初步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
同时,我们也发现,相对于传统阅读推广的研

究,数字阅读推广领域的研究尚未受到业界的足够

重视,学术界目前对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比较薄弱,
主要体现在:

(１)理论研究方面,以借鉴传统阅读推广的研究

思路与成果为主,缺乏基于数字阅读推广特点分析

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比如,国内外少有针

对数字图书馆推广、数字阅读推广的概念性分析;对
数字阅读推广的组成要素与外部影响因素、结构关

系与运行过程等机理的研究比较简单;对数字阅读

推广的模式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对推广主体、推广

渠道与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推广对象、目标用

户、推广信息、推广评价的研究明显薄弱;在对数字

阅读推广管理的研究中,关于推广执行管理、推广队

伍管理、用户关系管理等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２)实践研究不够全面,缺乏对推广对象、推广

信息等方面实践的调研,缺乏对国内外数字阅读推

广发展动态的及时跟踪.
(３)研究方法以活动经验总结、简单的定性分析

为主,实证研究不多.国内大部分的研究侧重于对

数字阅读推广实践活动的归纳总结,理论研究比较

缺失,研究过程不够规范,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证分

析成果.
与蓬勃发展的数字阅读服务与推广实践相比,

学界要加强对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与传统阅读推

广相比,未来关于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发展空间

更大.
(１)加强对数字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从多层

面、多维度对数字阅读推广进行比较完整系统的理

论解释,包括数字阅读推广的概念、组成要素与外部

影响因素、结构关系与运行过程、模式、管理研究;加
强对推广对象、目标用户、推广信息、推广评价、推广

执行管理、推广队伍管理、用户关系管理等的理论研

究,拓展、丰富数字阅读推广的理论体系.针对数字

阅读中存在的浅阅读现象,加大探索深度数字阅读

推广理论的力度.基于数字阅读的在线获取与阅读

的便利性等特色,从理论上探索利用在线渠道开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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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字读物的推广模式.跟踪国际学术成果,借
鉴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

(２)超越现有调研视角的局限,从推广主体、推
广对象、目标用户、推广信息、推广渠道、推广方法、
推广评价、推广管理等更多维度及时跟踪、深入分析

国内外数字阅读推广实践的发展动态,特别是发挥

数字环境优势的数字读物推广、创意推广信息与策

略等实践创新,从多层面、多视角提炼数字阅读推广

的先进与典型实践模式.
(３)加强对数字阅读推广中新技术应用的研究,

比如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智能化数字阅读推

荐的研究,基于用户大数据分析和知识挖掘技术开

展精准数字阅读推广、素养教育等的研究,将数字图

书馆服务嵌入到各种生产与生活服务类智能系统

中,实现面向全社会的图书馆服务营销推广的研究

等,不断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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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NatarajanM．EＧmailasamarketingtoolforinformationproducts
andservices[J]．DESIDOCBulletinofInformationTechnology,
２００２,２２(３):２７－３４．

１９　同５．
２０　吴高．基于“５W”模式的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研究[J]．

现代情报,２０１４(９):１１５－１１９．
２１　许晔．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图书馆研究,２０１４,

４４(２):７２－７５．
２２　同５．
２３　同６．
２４　同２０．
２５　芦婷婷．从阅读的特性角度谈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J]．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５(６):９４－９８．
２６　陶楠．基于社交媒体视角的数字阅读营销推广[J]．出版发行研

究,２０１７(２):５２－５５．
２７　赵靓,姜晓,李晓蔚等．AIDA模型在阅读推广中的应用探析—以

四川大学图书馆“微拍电子书”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
(５):８４－８８,１２７．

２８　同１．
２９　同５．
３０　同８．
３１　GraysL,TuckerJC．Vendorofthemonth:amarketingcollaboＧ

ration[J]．CollaborativeLibrarianship,２０１３,５(２):１３７－１４４．
３２　LonsdaleR,ArmstrongC．PromotingyoureＧbooks:lessons

fromtheUKJISCNationaleＧBookObservatory[J]．Program．
２０１０,４４(３):１８５－２０６．

３３　AppletonL．Usingelectronictextbooks:promoting,placingand
embedding[J]．TheElectronicLibrary,２００５,２３(１):５４－６３．

３４　吴高,韦楠华．我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

究[J]．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３):４７－５１．
３５　杨木容．图书馆数字阅读的社会推广研究[J]．情报探索,２０１４

(１２):８８－９０．
３６　冯永财．基于合作营销的图书馆与出版社联合开展阅读推广研

究[J]．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１６(８):８１－８５．
３７　刘灿姣,叶翠．出版界与图书馆界阅读推广合作方略研究初探

[J]．中国出版,２０１４(２３):４０－４４．
３８　吴建中．推进数字阅读,唯有图书馆和出版界通力协作[N]．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２０１４－１２－０２(１３)．
３９　芦婷婷．德国儿童阅读推广举措及对我国的启示[J]．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２０１６(６):１１６－１２０．
４０　张泸月．高校移动阅读推广活动中读者互动行为研究—基于社

会网络分析视角[J]．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６(３):８９－９５．
４１　同５．
４２　PolgerMA,OkamotoK．Whosspinningthelibrary? ResponsiＧ

bilitiesofacademiclibrarianswhopromote[J]．LibraryManageＧ
ment,２０１３,３４(３):２３６－２５３．

４３　同１０．
４４　茆意宏,侯雪,胡振宁．移动互联网用户阅读寻求行为研究[J]．图

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５８(１７):１５－２２,３０．
４５　BuczynskiJ．Referralmarketingcampaigns[J]．TheSerialsLiＧ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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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rian,２００７,５３(３):１９３－２０９．
４６　同５．
４７　同２．
４８　同２５．
４９　周力虹,刘芳．图书馆未成年人数字分级阅读服务研究[J]．图书

馆建设,２０１４(１２):５９－６２．
５０　李焱．青少年网络阅读指导—图书馆导读服务的新延伸[J]．科技

情报开发与经,２００８(１９):２６－２７．
５１　陈丽冰．从青少年数字阅读探讨图书馆推广服务策略[J]．图书

馆,２０１５(３):９３－９６．
５２　武娇．浅谈美国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数字资源建设[J]．科技

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１３(２４):３２－３５．
５３　范小苍．网络阅读的负影响与少儿图书馆阅读推广[J]．内蒙古科

技与经济,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０－１３１．
５４　梁雯雯．公共图书馆少儿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以江苏少儿

数字图书馆为例[J]．新世界图书馆,２０１５(８):６２－６５．
５５　文意纯．微阅读时代“深阅读”推广模型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

践,２０１６(７):２３－２６．
５６　同２０．
５７　郭炯,刘昉．国外数字图书馆宣传推广模式研究及其启示[J]．图

书馆建设,２０１６(４):６２－６７,７３．
５８　同５．
５９　JotwaniD．MarketingofelectronicresourcesinIITLibraries[J]．

DESIDOCJournalofLibrary&InformationTechnology,２０１４,
３４(２):１６２－１６９．

６０　同５５．
６１　LeongJ．Marketingelectronicresourcestodistancestudents:a

multiprongedapproach[J]．TheSerialsLibrarian,２００７,５３(３):
７７－９３．

６２　KendallS,MassarellaS．Prescriptionforsuccessfulmarketing
[J]．ComputersinLibraries,２００１,２１(８):２８－３２．

６３　同５．
６４　SureshKPK．AreuniversitylibrariesinKeralareadytomarket

informationservicesandproducts? Aninvestigation[J]．InforＧ
mationStudies,２０１３,１９(４):２４７－２５８．

６５　许迎霞．基于网络读者活动的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J]．图书

馆学刊,２０１３(２):１００－１０２．
６６　许迎霞．从“汉字听写大会”看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J]—以鞍山

市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４(４):１００－１０１．
６７　银晶．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实践与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

经济２０１５(２):９６－９８．
６８　陈建红．意见领袖在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工作中应用研究

[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６(９):２３－２８．
６９　同３．
７０　同５．
７１　WoodsS．L．AthreeＧstepapproachtomarketingelectronicreＧ

sourcesatBrockUniversity[J]．TheSerialsLibrarian,２００７,５３
(３):１０７－２４．

７２　Kenneway M．Marketingthelibrary:usingtechnologyto
increasevisibility,impactandreaderengagement[J]．Serials,
２００７,２０(２):９２－９７．

７３　同４５．
７４　IvieT,McKayB,MayF,etal．MarketingandpromotionofliＧ

braryservicesusingweb２．０:anannotatedmediagraphy[J]．The
IdahoLibrarian,２０１１,６１(１):１－４．

７５　BanciuD,PiticAG,VoloviciD,etal．Usingsocialnetworking
softwaretopromotedigitallibraries[J]．StudiesinInformatics

andContol,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２１－２２６．
７６　ColburnS,HainesL．Measuringlibrariesuseofyoutubeasa

promotionaltool:an exploratory study and proposed best
practices[J]．JournalofWebLibrarianship,２０１２,６(１):５－３１．

７７　AlkindiSS,AIＧSuqriMN．Socialnetworkingsitesasmarketing
andoutreachtoolsoflibraryandinformationservices[J]．Global
JournalofHumanSocialScienceArts,Humanities&PsycholＧ
ogy,２０１３(２),１－１４．

７８　肖倩,韩婷,张聪．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的数字阅读物推荐及其用

户体验研究[J]．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４(１１):６５－６９．
７９　吴志强,张嘉宝,杨承铸．基于用户社会网络的数字信息资源阅

读推广服务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１５(４):４７－５０,５６．
８０　张云玲,章忠平．基于SoLoMo的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探究[J]．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５(４):８３－８７．
８１　谢蓉．数字时代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２

(３):２３－２７．
８２　胡昌文,唐振贵,陈金菊．图书馆电子阅读器内容推送模式的探

讨[J]．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１０):５１－５７．
８３　曹雪菲．数字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探索[J]．四川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１):４６－４８．
８４　成爱萍．新媒体时代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微媒体推广研究[J]．图

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２):５７－６０．
８５　黄志琴．基于云服务的高校数字阅读推广研究[J]．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１４(３):２０－２３,２７．
８６　马林山,汪讯宝,何燕．云环境下区域公共图书馆联盟数字阅读

推广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４(４):１０９－１１２．
８７　AnbuKJP,MavusoMR．Oldwineinnewwineskin:marketＧ

inglibraryservicesthroughSMSＧbasedalertservice[J]．Library
HiTech,２０１２,３０(２):３１０－３２０．

８８　PulliamB,LandryC．Tag,youreit! UsingQRcodestoproＧ
motelibraryservices[J]．ReferenceLibrarian,２０１１,５２(１/２):６８
－７４．

８９　张爱科．手机二维码在手机图书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J]．四川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１):４８－５３．
９０　同５．
９１　同１．
９２　同２．
９３　HarryT．Creatingalibrarybrandforelectronicresources[J]．

MississippiLibraries,２０１０,７４(１):６－９．
９４　GaroufallouE,SiatriR,ZafeiriouG,etal．TheuseofmarketingconＧ

ceptsinlibraryservices:aliteraturereview[J]．LibraryReview．
２０１３,６２(４/５):３１２－３３４．

９５　TrusovM,BucklinRE,PauwelsK．EffectsofwordＧofＧmouth
versustraditionalmarketing:findingsfromaninternetsocial
networkingsite[J]．JournalofMarketing,２００９,７３(５):９０
－１０２．

９６　同５．
９７　同７１．
９８　ThompsonS,SharpS．EＧbooksinacademiclibraries:lessons

learnedandnewchallenges[J]．Serials,２００９,２２(２):１３６－１４０．
９９　ChanC．MarketingtheacademiclibrarywithonlinesocialnetＧ

workadvertising[J]．LibraryManagement,２０１２,３３(８/９):４７９
－４８９．

１００　SievertCM．AnunusualapproachtomarketingeＧBooks:an
instructionalcourseonthehospitalslearningmanagementsysＧ
tem[J]．JournalofHospitalLibrarianship,２０１３,１３:２０９－２１９．

１０１　FryA．TheBiggestWinner:UsingstatisticstoassesstheefＧ

４６

国内外关于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现状与趋势/茆意宏,马坤坤

StatusandTrendsofResearchonDigitalReadingPromotionatHomeandAbroad/MaoYihong,MaKunkun



2
0

1
9

年
第1

期

fectivenessofaneＧresourcespromotionalcampaign[J]．Journal
ofElectronicResourcesLibrarianship,２０１４(２６):１－１６．

１０２　同２６．
１０３　张卓良．免费体验式营销方式在高职院校数字阅读推广中的应

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１３(１８):９０－９２．
１０４　HuangYK,YangWI．Astudyofinternetbookreviewsand

borrowingintention[J]．LibraryReview,２０１０,５９ (７):５１２
－５２１．

１０５　王慧姝．网络书评在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中的应用[J]．图
书情报论坛,２０１２(２):２９－３１．

１０６　姚真真,刘红玉,陆倩倩．微书评在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中

的SWOT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２０１４(１９):７９－８０．
１０７　刘荻．数字阅读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微书评工作探讨[J]．内蒙古

科技与经济,２０１５(２):１４６－１４７．
１０８　张建国,李孝忠,张继华．数字阅读时代图书馆微书评服务探究

[J]．河北科技图苑,２０１５(５):７０－７３．
１０９　ArlitschK,OBrienPS．Invisibleinstitutionalrepositories:

addressingthelowindexingratiosofIRsingooglescholar[J]．
LibraryHiTech,２０１２,３０(１):６０－８１．

１１０　OnaifoD．Increasinglibrariescontentfindabilityontheweb
withsearchengineoptimization[J],LibraryHiTech,２０１３,３１
(１):８７－１０８．

１１１　FichterD．Howsocialisyourwebsite?Topfivetipsforsocial
mediaoptimization[J]．Online,２００７,３１(３):５７－６０．

１１２　RossmannD,YoungSW H．Socialmediaoptimization:makingliＧ
brarycontentshareableandengaging[J]．Library HiTech,
２０１５,３３(４):５２６－５４４．

１１３　ShapiroSD．Discoverytoolsaselectronicbillboardstomarket
yourlibrary[J]．LibraryHiTechNews,２０１４,３１(１０):１０－１２．

１１４　AnnaR,BarbaraS．AninvestigationintotheviabilityofLibrＧ
aryThingforpromotionalanduserengagementpurposesinliＧ
braries[J]．LibraryHiTech,２０１３,３１(３):４９３－５１９．

１１５　同７．
１１６　余训培．网络阅读指导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５(８):１７

－１８．
１１７　林小勇．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网络阅读的指导[J]．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０８(１):９２－９３．
１１８　王文平．大学生网络阅读与高校图书馆的对策[J]．大学图书情

报学刊,２００９(１):８４－８６．
１１９　张青．高校图书馆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阅读指导[J]．教育与

教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０):７２－７３,１０５．
１２０　杨志刚,李慧．开展数字阅读,提升图书馆内容服务[J]．图书馆

论坛,２０１１(１):１２３－１２５．
１２１　蔡楚舒．网络阅读与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工作[J]．中小学图书情

报世界,２００６(４):５２．
１２２　华斌．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少儿网络阅读指导研究[J]．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５－１１７．
１２３　张云,茆意宏．大学生移动阅读沉迷现象与阅读引导[J]．图书情

报工作,２０１４(１７):３６－４０．
１２４　庞佳．移动互联环境下大学生阅读引领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２０１５(８):９３－９６．
１２５　刘术华,牛现云．专题阅读:网络阅读环境下图书馆导读新模式

[J]．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５(８):３１－３４．
１２６　SerranoＧGuerreroJ．AgooglewaveＧbasedfuzzyrecommender

system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in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ies２．０[J]．InformationSciences,２０１１,１８１(９):１５０３
－１５１６．

１２７　PorcelC,DelCastilloJMM,CoboMJ,etal．Animproved
recommendersystemtoavoidthepersistentinformationoverＧ
loadinauniversitydigitallibrary[J]．ControlandCybernetics,
２０１０,３９(４):８９９－９２３．

１２８　ChiltonG,ThomasJ．LibX:Thesmallbutmightybuttonfor
eＧresourcediscoveryandaccess[J]．TheSerialsLibrarian,２０１４,
６６:１４６－１５２．

１２９　陈俊鹏,虞为．基于快数据处理技术的数字阅读推荐模式研究

[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５(１２):２７－３０．
１３０　同５．
１３１　LinChiunＧSin,TzengGwoＧHshiung,ChinYangＧChieh,etal．

RecommendationsourcesontheintentiontouseeＧbooksinacＧ
ademicdigitallibraries[J]．TheElectronicLibrary,２０１０,２８
(６):８４４－８５７．

１３２　赖爱华．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推广机制研究—以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为例[J]．晋图学刊,２０１７(２):５－８,１４．
１３３　同２．
１３４　同７１．
１３５　同５．
１３６　ACRL．Strategicmarketingforacademicandresearch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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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andTrendsofResearchonDigitalReadingPromotionatHomeandAbroad
MaoYihong　MaKunkun

Abstract:Fromtwoperspectivesoftheoreticalresearchandpracticalresearch,thispapersummarizes
theresearchachievementsofdigitalreadingpromotionathomeandabroad．TheresultshowsthattheacaＧ
demiahavestudiedthenecessity,significance,concept,elements,process,modelandmanagementofdigＧ
italreadingpromotion,initiallyformedacertaintheoreticalsystem,andhaveintroducedandanalyzedthe
developmentofdigitalreadingpromotionathomeandabroad．However,thereislackofsystematicandinＧ
depththeoreticalresearch,lackofinvestigatingthepracticeofpromotionobject,promotioninformation
andotheraspects,lackoftimelytracking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readingpromotionathomeandaＧ
broad．Theresearchmethodsaremainlybasedonactivityexperienceandsimplequalitativeanalysis,but
fewempiricalstudies．Onthisbasis,thefutureresearchtrendsarediscussed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
forfurtherresearchondigitalreading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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