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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一、 前言

專門圖書館依〈圖書館法〉第 4條規定，

係指由政府機關（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

設立，以所屬人員或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

象，蒐集特定主題或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

門性資訊服務的圖書館。但因其所隸屬母機

構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或稱圖書館、

圖書室、資訊中心、資料中心、資訊與研究

中心等，本文統稱為「專門圖書館」。

二、 發展現況調查

依據「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料單位名錄

資料庫」（h t t p : / / w w w. n c l . e d u . t w）內容，截至

民國 9 3年底止，臺閩地區共計有專門圖書館

暨資料中心 6 1 5所，約為全國圖書館總數的十

分之一（1 1.3 3%）。經由表 3 8可知，各類型專

門圖書館以政府機關議會圖書館所佔比例最

高（2 9.9 2%），其次為醫院圖書館（2 5.5 3%），

宗教團體圖書館則居第三（ 1 4.6 3%），大眾傳

播機構圖書館與其他類型圖書館所佔比例最

少，分別佔 2.4 4%與1.6 3%。與 9 2年相較可以

發現一年內幾乎所有類型的專門圖書館維持

原比率或甚至因其他因素而呈現負成長，僅

宗教團體圖書館（ 4 7.5 4%）與民營事業機構

圖書館（ 2.0 4%）在一年內有數量增加的紀

錄。詳見表39。

183

專 題 專門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黃麗虹

表3 8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

表（民國93年） 單位：所

項目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議會 188 29.92 

研究機構 31 4.72 

公營事業機構 32 5.20 

民營事業機構 50 8.13 

軍事機構 25 4.07 

大眾傳播機構 15 2.44 

醫院 157 25.53 

民眾團體 23 3.74 

宗教團體 90 14.63 

其他 10 1.63 

總計 615 100.00

表3 9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民國9 2年

至93年成長數量統計表 單位：所

項目 92年 93年 年成長率（%）

政府機關議會 191 184 -3.66 

研究機構 32 29 -9.38 

公營事業機構 33 32 -3.03 

民營事業機構 49 50 2.04 

軍事機構 25 25 0.00 

大眾傳播機構 15 15 0.00 

醫院 160 157 -1.88 

民眾團體 23 23 0.00 

宗教團體 61 90 47.54 

其他 10 10 0.00 

總計 599 615 2.67



為瞭解臺閩地區各專門圖書館的館藏及

服務發展概況，以作為政府及相關單位施

政、擬定教育文化政策的參考， 9 4年3月國家

圖書館寄發「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調查問卷

表（9 3年）」予國內各專門圖書館（不包括宗

教團體圖書館部分 1），請其提供 9 3年1月至1 2

月間該館發展的最新狀況。截至 9 4年3月底，

本問卷共計發出 5 3 7份，回收問卷 2 3 8份，其

中2 2 1份為有效問卷，無效問卷 1 7份。無效問

卷部分多因該圖書館已廢止、被母機構整併

或無法提供年度統計資料等情況，故無法填

寫問卷。此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僅 4 4.3 2%。

在此次調查中，以政府機關議會圖書館回收

率3 5.0 1%最高，其次為醫院圖書館 2 9.8 0%，

其餘類型圖書館回收率則低於 1 0%（詳見表

40）。

由於專門圖書館由政府機關（構）、個人、

法人或團體所設立，因此其在空間規模、人

員編制、館藏數量與經費方面均受限於母機

構的政策，並且因專門圖書館以特定人士為

主要服務對象，故其發展規模亦受到限制。

為瞭解 9 3年專門圖書館的發展狀況，並得以

提供相關單位資料探究其中的問題與趨勢，

本文即就此次問卷調查結果，按圖書館管

理、館藏發展與讀者服務等項目，分別說明

9 3年各類型專門圖書館與資訊中心的發展現

況（下列統計表資料皆依實際填答館數計算）。

（一）圖書館管理

從表 4 1可知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資源與

經費的整體配置情況。就閱覽席位、工作人

員數、購置圖書資訊費 3項項目與9 2年比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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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調查問卷表（民國93年）」回收數量統計表 單位：所

項目 1 寄發份數 2 有效問卷份數 有效問卷回收百分比（%） 回收率（%）

政府機關議會 188 90 40.72 35.01 

研究機構 32 10 4.52 5.96 

公營事業機構 32 13 5.88 5.96 

民營事業機構 52 9 4.07 9.68 

軍事機構 25 8 3.62 4.66 

大眾傳播機構 15 4 1.81 2.79 

醫院 160 73 33.03 29.80 

民眾團體 23 8 3.62 4.28 

其他 10 6 2.71 1.86 

總計 537 221 100.00 44.32

附註：1.由於宗教團體圖書館為本年度特別探討的對象，故不在本文中討論。

2.扣除宗教團體圖書館的數量，即為此次問卷的寄發份數。



言，其平均數成長率分別為 1 6.8 4%、2 3.1 4%

以及 4 7.9 2%，對囿於母機構政策與服務對象

而僅以小規模營運的專門圖書館而言，無疑

在規模方面有小幅度成長，經費部分的成長

幅度接近 5成，推測應僅少數圖書館有此變

化，或由於某新館成立而擴大規模營運，而

造就該年內整體專門圖書館資源與經費整體

配置的快速成長率。

但事實上，在某些專門圖書館擴大規模

的同時，亦有某些館處在無閱覽席位、無人

力管理或無購置圖書資訊經費的情況，是否

因母機構策略改變、該館營運績效不彰或人

員招募不足之故，則需進一步調查方可得

知，但目前就此數據而言，有關機構應正視

專門圖書館管理與營運部分的問題，並嘗試

加強母機構的支援與提出改善措施，以進一

步提升專門圖書館服務品質。

由表 4 2至表 4 4數據中可獲得目前各類型

專門圖書館在閱覽席位、工作人員數量與購

置圖書資訊費用等 3個方面的差異資訊。在閱

覽席位部分，各館平均設置約 4 4.2 6席位，尤

以軍事機構圖書館平均設置的席位最多，達

8 4.5 0席，但各館之間比較仍可知許多圖書館

並無配置閱覽席位。在各專門圖書館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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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資源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席；人；元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閱覽席位總數（席） 203 8,984 44.26 580 0

工作人員數（人） 213 809 3.80 50 0

購置圖書資訊費（元） 189 828,165,499 4,381,828.04 106,800,000 0

表42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閱覽席位總數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所；席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80 3,186 39.83 193 0

研究機構 10 283 28.30 54 10

公營事業機構 13 638 49.08 124 0

民營事業機構 8 211 26.38 94 4

軍事機構 8 676 84.50 230 20

大眾傳播機構 3 36 12.00 18 3

醫院 70 3,643 52.04 580 1

民眾團體 6 224 37.33 79 9

其他 5 87 17.40 22 12

小計 203 8,984 44.26 580 0



數上，平均人數為 3.8人，顯示各館並非大規

模的圖書館，而多走專業路線，館員的相關

知識也勢必需更加專精才得以兼顧館務與讀

者資訊需求，但其業務負荷也相對增加。而

就購置圖書資訊費用而言，平均各館的經費

為 4 ,3 8 1 , 8 2 8 .0 4元，其中並以醫院的平均

7 ,3 9 4,0 2 7.8 3 元費用為最高，研究機構次之

（4,3 6 7,3 4 5.5 6元），顯示其在圖書資訊的使用

成本最高。但是在就各館之間的購置圖書資

訊費用比較方面，仍可發現其差異相當大，

甚至並未購置，顯示在圖書資訊資源分配上

仍有必要檢討與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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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工作人員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所；人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86 419 4.87 50 0

研究機構 10 33 3.30 9 1

公營事業機構 13 33 2.54 11 1

民營事業機構 8 28 3.50 10 1

軍事機構 7 39 5.57 24 1

大眾傳播機構 4 10 2.50 5 1

醫院 73 199 2.73 26 1

民眾團體 7 33 4.71 12 1

其他 5 15 3.00 7 1

小計 213 809 3.80 50 0

表44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費用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元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78 223,371,988 2,863,743.44 28,000,000 0

研究機構 9 39,306,110 4,367,345.56 15,000,000 120,000

公營事業機構 12 23,227,885 1,935,657.08 10,672,738 0

民營事業機構 8 17,585,325 2,198,165.63 9,885,325 50,000

軍事機構 8 31,591,676 3,948,959.50 28,386,950 180

大眾傳播機構 1 700,000 700,000.00 700,000 700,000

醫院 65 480,611,809 7,394,027.83 106,800,000 0

民眾團體 5 10,572,116 2,114,423.20 5,800,000 39,124

其他 3 1,198,590 399,530.00 600,000 298,590

小計 189 828,165,499 4,381,828.04 106,800,000 0



（二）館藏發展

由於專門圖書館的任務與一般圖書館不

同，主要以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

特定主題或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門性資訊

服務，並得支援母機構業務發展，因此其館

藏必會隨其性質而有所偏向，以特定領域或

主題為主。

表4 5為專門圖書館各類型館藏資料的整

體情況。整體而言，本年度大部分館藏項目

的平均館藏數量均較 9 2年度有所成長，但在

電子資料庫的平均購置種數方面卻並未有顯

著成長，在即時性資訊的取得與經費的衡量

上如何取得平衡點，應為各館在館藏發展上

的重要議題之一。為暸解各專門圖書館的館

藏資源配置，以下表 4 6至表 5 7將特別針對圖

書、期刊、報紙、非書資料與電子資料庫分

別探討。

由表 4 6可知，在圖書總冊數上，政府機

關議會圖書館雖然遠超過其他類型圖書館，

但是由於政府機關單位繁多，中央地方圖書

館（室）藏書量差異亦相當大，因此在平均

數上反低於民眾團體圖書館（ 4 3,7 5 4.7 1冊），

顯示除了公家行政單位之外，民間藏書也具

有相當能量，且由於各團體的性質、運作內

容、目的不同，即使在數量上較政府與軍事

機構為少，但在藏書內容上應會較政府機關

議會更為集中與更具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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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各類型館藏資料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冊；種；捲；幅；件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圖書（冊） 216 4,822,586 22,326.79 502,000 0

期刊（種） 216 96,664 447.52 7,893 1

報紙（種） 201 1,459 7.26 63 0

非書資料 地圖（種） 129 79,656 617.49 24,053 0

微縮單片（片） 114 808,678 7,093.67 191,397 0

微縮捲片（捲） 112 71,524 638.61 14,470 0

錄音資料（片、捲） 138 50,624 356.51 6,337 0

錄影資料（片、捲） 160 197,500 1,196.97 85,240 0

靜畫資料（幅） 109 331,065 3,037.29 197,598 0

其他非書資料（件） 67 320,192 4,778.99 99,161 0

電子資料庫 光碟資料庫（種） 137 2,677 19.54 1,300 0

線上資料庫（種） 149 2,863 19.21 485 0



根據表 4 7的統計數據，臺閩地區專門圖

書館的平均館藏期刊種數為 4 4 7.5 2種，顯示各

館在期刊的館藏量應屬豐富。民眾團體圖書

館期刊種數平均高達 6 9 2.7 1種，顯示其在期刊

館藏部分具有一定的規模。更甚者，有醫院

圖書館的期刊種數更達到 7,8 9 3種，雖不能排

除其計算方式是否包含電子期刊部分，但仍

顯示專門圖書館的期刊典藏並不會因其領域

性而減少，反能夠更加完整的搜集到該領域

的相關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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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圖書冊數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所；冊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87 2,963,043 34,057.97 502,000 3

研究機構 10 174,614 17,461.40 50,882 2,698

公營事業機構 13 271,910 20,916.15 45,534 1,956

民營事業機構 9 90,173 10,019.22 23,547 1,310

軍事機構 8 316,892 39,611.50 143,933 9,903

大眾傳播機構 4 37,457 9,364.25 13,800 4,740

醫院 73 606,359 8,306.29 131,538 0

民眾團體 7 306,283 43,754.71 269,968 25

其他 5 55,855 11,171.00 23,500 0

小計 216 4,822,586 22,326.79 502,000 0

表47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期刊種數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種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89 34,025 382.30 4,116 4

研究機構 10 4,698 469.80 1,777 20

公營事業機構 13 4,985 383.46 2,459 10

民營事業機構 9 2,489 276.56 1,360 21

軍事機構 8 1,004 125.50 417 17

大眾傳播機構 3 234 78.00 107 29

醫院 72 41,592 577.67 7,893 28

民眾團體 7 4,849 692.71 2,985 1

其他 5 2,788 557.60 2,400 50

小計 216 96,664 447.52 7,893 1



而從報紙種數統計資料中，可以瞭解到

其實變化並不大，各館平均的報紙館藏種數

多在7種左右，顯示各圖書館對於報紙訂購的

數量差距並不大。而民眾團體圖書館的所以

在平均數遠超過其他單位，推測是由於民眾

團體本身具有類似報紙每日發刊的出版品，

而這些出版品只會在相關的團體中流通，故

在報紙種數上會出現此種差異。但實際上造

成差異的主因，仍需進一步的探測方可得

知。詳見表48。

在地圖的收藏上，政府機關議會圖書館

的總藏量遠遠的超過了其他的專門圖書館，

顯示由於單位工作性質的不同，而在資料的

收納範圍上產生了差異。政府機關議會必須

收藏大量的地圖文獻，可能跟國境、歷史、

縣市轄區以及各種地政管理有關，所以地圖

的藏量以政府機關議會為大宗。其餘總量均

在11,000張以下。詳見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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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報紙種數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種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79 719 9.10 63 0

研究機構 10 76 7.60 20 0

公營事業機構 13 66 5.08 12 0

民營事業機構 8 48 6.00 19 0

軍事機構 8 41 5.13 10 1

大眾傳播機構 2 16 8.00 12 4

醫院 69 375 5.43 15 0

民眾團體 8 99 12.38 28 1

其他 4 19 4.75 11 0

小計 201 1,459 7.26 63 0

表49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地圖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種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50 66,603 1,332.06 24,053 0

研究機構 6 242 40.33 221 0

公營事業機構 8 1,010 126.25 356 0

民營事業機構 7 10,560 1,508.57 5,000 1

軍事機構 5 118 23.60 58 0



由於微縮捲片與單片在閱讀時需要借用

機器，其機器購置與資料取得費用均屬大

宗，因此並非各館均有此類館藏。但由於微

縮捲片或單片資料能載度較大，對於保存與

節省空間面亦有裨益。由統計數據可見得政

府機關議會圖書館的微縮單片與微縮捲片總

數量凌駕其他類型專門圖書館之上，應可視

為其特色館藏之一。詳見表50至表51。

有鑒於錄音、錄影資料與書本、報紙與

期刊不同，能呈現出影像與音效，帶給讀者

不一樣的感受，並可以透過更多元化的學習

效果使讀者瞭解到相關資料所要傳達的訊息

並存有更深的印象。各專門圖書館中不論是

錄音資料或是錄影資料的數量，大眾傳播機

構的相關典藏均較其他單位為高，可能原因

在於大眾傳播機構本身就利用影音方式來對

大眾進行傳播，在錄音與錄影資料上的收集

上本身就較其他單位更具優勢，也較其他圖

書館更為專業與集中。顯示專業圖書館的館

藏資料種類會因不同的專業性質而產生差

異。詳見表52至表53。

在靜畫資料數量統計方面，收錄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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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地圖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續） 單位：種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大眾傳播機構 1 0 0.00 0 0

醫院 46 417 9.07 229 0

民眾團體 3 2 0.67 2 0

其他 3 704 234.67 491 30

小計 129 79,656 617.49 24,053 0

表50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微縮單片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片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41 261,320 6,373.66 167,441 0

研究機構 4 0 0.00 0 0

公營事業機構 7 12,738 1,819.71 5,838 0

民營事業機構 5 151,315 30,263.00 149,937 0

軍事機構 7 215,781 30,825.86 191,397 0

大眾傳播機構 1 262 262.00 262 262

醫院 44 159,162 3,617.32 151,320 0

民眾團體 4 3,094 773.50 3,007 0

其他 1 5,006 5,006.00 5,006 5,006

小計 114 808,678 7,093.67 191,3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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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微縮捲片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捲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40 56,321 1,408.03 14,470 0

研究機構 5 0 0.00 0 0

公營事業機構 5 19 3.80 19 0

民營事業機構 4 2,184 546.00 1,623 0

軍事機構 5 14 2.80 14 0

大眾傳播機構 1 245 245.00 245 245

醫院 46 7,240 157.39 2,000 0

民眾團體 4 736 184.00 736 0

其他 2 4,765 2,382.50 4,331 434

小計 112 71,524 638.61 14,470 0

表52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錄音資料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片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49 18,337 374.22 6,337 0

研究機構 5 4,010 802.00 2,771 0

公營事業機構 10 2,609 260.90 2,300 0

民營事業機構 6 4,822 803.67 1,541 38

軍事機構 5 317 63.40 183 0

大眾傳播機構 3 4,371 1,457.00 3,950 175

醫院 56 14,081 251.45 3,754 0

民眾團體 4 261 65.25 240 0

其他 4 1,816 454.00 1,142 25

小計 138 50,624 356.51 6,337 0

表53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錄影資料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捲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62 61,189 986.92 12,754 0

研究機構 5 830 166.00 335 26



單位亦是大眾傳播機構，推測其在各種戲

劇、電影相關的海報或劇照均為其專業典藏

收錄的重點，充分的顯示了靜畫資料對於新

聞傳播的相關圖書館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而由於藝術畫作也屬於靜畫資料，使得相關

藝文專業圖書館也有相當的靜畫資料典藏數

量，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為例，其

單位內就收藏相當多的靜畫資料以維護保存

並供民眾參觀。詳見表54。

根據各類型專門圖書館的填答資料中顯

示，其收錄的其他非書資料包括：幻燈片、

特殊性質的刊物、國內外研究報告、契約、

計畫資料、證照、模型、檔案文獻、標準、

專利、規範、工程圖、標本、磁片等特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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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錄影資料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續） 單位：捲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公營事業機構 10 3,038 303.80 2,450 0

民營事業機構 5 11,780 2,356.00 10,340 210

軍事機構 6 6,128 1,021.33 2,989 0

大眾傳播機構 3 85,508 28,502.67 85,240 100

醫院 64 26,520 414.38 4,890 0

民眾團體 5 246 49.20 116 0

其他 5 2,261 452.20 810 102

小計 160 197,500 1,196.97 85,240 0

表54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靜畫資料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幅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36 77,212 2,144.78 40,000 0

研究機構 5 6 1.20 6 0

公營事業機構 6 56 9.33 32 0

民營事業機構 4 54,541 13,635.25 54,540 0

軍事機構 6 3 0.50 3 0

大眾傳播機構 1 197,598 197,598.00 197,598 197,598

醫院 46 1,125 24.46 1,000 0

民眾團體 3 2 0.67 2 0

其他 2 522 261.00 500 22

小計 109 331,065 3,037.29 197,598 0



態的資料，各館平均收錄 4,7 7 8.9 9件。但由於

各館所收藏非書資料的範圍與品項單位均不

一，此部分難以進一步分析，惟不同類型的

專門圖書館所擁有的非書資料可謂其館藏特

色之一，未來可規劃更詳盡的調查，以昭示

各館館藏特色所在。詳見表55。

光碟資料庫由於更新速度較慢，已漸漸

被線上資料庫取代，但因其費用較線上資料

庫低廉，因此仍為部分專門圖書館的首選之

一。根據表 5 6與表 5 7 ，顯示各館平均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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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其他非書資料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件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20 110,528 5,526.40 99,161 0

研究機構 0 0 0.00 0 0

公營事業機構 5 2,465 493.00 2,465 0

民營事業機構 3 22,471 7,490.33 18,850 1300

軍事機構 5 87,764 17,552.80 70,911 0

大眾傳播機構 1 14,500 14,500.00 14,500 0

醫院 29 81,343 2,804.93 49,188 0

民眾團體 2 3 1.50 3 0

其他 2 1,118 559.00 618 500

小計 67 320,192 4,778.99 99,161 0

表56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光碟資料庫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種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51 2,024 39.69 1,300 0

研究機構 7 180 25.71 92 2

公營事業機構 8 27 3.38 18 0

民營事業機構 5 14 2.80 10 0

軍事機構 6 17 2.83 9 0

大眾傳播機構 1 2 2.00 2 0

醫院 55 397 7.22 258 0

民眾團體 2 14 7.00 9 5

其他 2 2 1.00 2 0

小計 137 2,677 19.54 1,300 0



1 9.5 4種光碟資料庫與 1 9.2 1種線上資料庫，且

其中政府機關議會圖書館平均購買最多的光

碟資料庫，達 3 9.6 9 種，研究機構圖書館次

之，為 2 5.7 1種，其餘皆在 1 0種之內；線上資

料庫部分，醫院圖書館平均購買 3 7.2 3種線上

資料庫為最高，餘者皆低於10種。

整體而言，圖書與期刊亦屬專門圖書館

的基本館藏項目，但各圖書館會因母機構的

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的特色館藏呈現，各館

特色之所在充分顯露專門圖書館的專業性與

多樣性，建議日後可進一步討論之，相信可

更加瞭解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的全貌。

（三）讀者服務

表5 8至表 6 0的統計數據顯示， 9 3年度各

館平均的圖書資訊借閱人次與借閱數量為

4,4 3 7.4 4人次及 7,4 0 4.3 9冊次，分別較民 9 2年

成長 9 3.5 0%與1 9.2 5%，尤以借閱人次成長為

多。而擁有最多平均借閱人次與借閱數量的

單位則為軍事機構圖書館，達 6,1 9 6.7 5人次與

1 6,2 8 3.3 8冊次之多，醫院、政府機關議會與大

眾傳播機構圖書館的借閱人次亦達 3 ,0 0 0至

6,0 0 0人次；醫院、研究機構與政府機關議會

圖書館的借閱冊次則在 5,0 0 0至1 1,0 0 0冊之間，

顯示不少專門圖書館在讀者服務部分不因服

務館員的不足，而仍維持有相當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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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線上資料庫數量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種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54 409 7.57 94 0

研究機構 7 55 7.86 26 1

公營事業機構 8 39 4.88 20 0

民營事業機構 5 20 4.00 10 2

軍事機構 6 36 6.00 30 0

大眾傳播機構 2 2 1.00 1 1

醫院 61 2,271 37.23 485 0

民眾團體 4 25 6.25 12 1

其他 2 6 3.00 5 1

小計 149 2,863 19.21 485 0

表58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流通資料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人次；冊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圖書資訊借閱人次 184 816,489 4,437.44 189,188 0

圖書資訊借閱冊數 195 1,443,856 7,404.39 255,000 4,590



三、 結語

此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僅 4 4.3 2%，似較

不易完整呈現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的營運全

貌，但仍可見其一斑。

整體而言，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資源的

配置情況，如閱覽席次總數、工作人員數量

與圖書資訊購置經費等，其平均值雖較 9 2年

度高，但實際仍舊有近四成圖書館僅配置 1名

人力維持館務運作，實為其館務擴大的負擔

與阻礙因素之一。另就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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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圖書資訊借閱人次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人次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72 330,024 4,583.67 189,188 9

研究機構 10 13,733 1,373.30 5,000 189

公營事業機構 11 12,698 1,154.36 6,860 120

民營事業機構 8 15,885 1,985.63 4,442 30

軍事機構 8 49,574 6,196.75 34,244 0

大眾傳播機構 1 3,060 3,060.00 3,060 3,060

醫院 66 386,669 5,858.62 112,703 60

民眾團體 4 3,640 910.00 2,186 179

其他 4 1,206 301.50 1,000 206

小計 184 816,489 4,437.44 189,188 0

表60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圖書資訊借閱冊數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冊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政府機關議會 75 396,719 5,289.59 28,108 25

研究機構 10 57,085 5,708.50 15,000 510

公營事業機構 12 46,605 3,883.75 255,000 120

民營事業機構 9 37,975 4,219.44 8,371 50

軍事機構 8 130,267 16,283.38 75,957 0

大眾傳播機構 1 4,590 4,590.00 4,590 4,590

醫院 70 762,435 10,891.93 150,770 145

民眾團體 6 5,492 915.33 3,315 484

其他 4 2,688 672.00 1,600 1,088

小計 195 1,443,856 7,404.39 255,000 4,590



館藏資料的收錄情況來說，絕大部分館藏均

有小幅度的成長，但專門圖書館的電子資料

庫使用率卻較 9 2年低，其資訊即時取得的便

利性與經費之間的平衡點，相信仍為各專門

圖書館努力的方向。而在讀者服務部分，雖

圖書館人力不足情況仍與 9 2年相似，但圖書

借閱人次與冊數皆較 9 2年成長，顯示不少專

門圖書館在讀者服務部分不因服務館員的不

足而減少服務範圍與品質。

隨著環境的變化、母機構組織政策、讀

者需求以及資訊科技的發展等因素，專門圖

書館的發展更具挑戰性與競爭性，如何突破

現有營運限制或困境，展現專業資訊服務的

優勢，成為所屬母機構內營運績效卓越的單

位，為各類型專門圖書館不斷尋求改善的方

向與議題。（黃麗虹 蔡宜玲）

【註釋】

1 .宗教團體圖書館於9 3年的館藏、服務、人員與營運

發展情形，詳見本年鑑〈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

發展現況調查〉條目，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發展現況調

查】

為瞭解宗教團體圖書館於臺閩地區的發

展現況，國家圖書館除根據《臺閩地區圖書

館暨資料單位名錄》資料庫，選出母機構隸

屬宗教團體的圖書館作為本次的調查對象之

外，另考量實際上宗教團體圖書館雖多，但

部分卻未以專門圖書館自居，反多為私立公

共圖書館或宗教學院校附設圖書館之屬，因

此為避免侷限在專門圖書館的範圍中而得以

瞭解宗教團體圖書館的全貌，除專門圖書館

中的宗教類型圖書館予以寄發問卷外，亦特

別針對私立公共宗教團體圖書館或學校圖書

館寄發問卷，以求獲得更明確的臺閩地區宗

教團體圖書館的現況。

此次於 9 4年 3月寄發「臺閩地區宗教圖

書館統計調查問卷表（民國 9 3年）」予國內各

宗教團體圖書館，請其提供 9 3年 1月至 1 2月

間該館發展的最新狀況。截至 9 4年4月初，本

問卷共計發出 2 3 8份，回收問卷 7 5份，其中 3

份因定義不同與閉館重建之故，填答不完

整，故界定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7 2份，

故此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為30.25%。

此次問卷調查結果闡述如下，由於宗教

團體圖書館多以支援宗教服務為主，為免造

成填答負擔與提高回收率，因此僅就圖書館

管理、館藏資料與服務，以及營運狀況等簡

單項目，逐一說明 9 3年宗教團體圖書館的發

展現況（下列統計表資料皆依實際填答館數

計算）。

一、 圖書館管理

凡宗教團體圖書館大致可依其母機構屬

性而劃分為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與

其他等類別，其資源也多以其母機構宗教屬

性為限，問卷結果顯示填答館中有 4 4所為佛

教類型圖書館， 4所為道教類型圖書館， 2所

為天主教圖書館， 1 9所為基督教圖書館，1所

回教圖書館，以及其他如世界宗教或儒釋道

等難以區分的整體性宗教團體圖書館有 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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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圖書館的服務對象以宗教團體成員

及其相關單位的人員為主，並以傳揚宗教思

想為依歸，故其經營管理、館藏發展方面與

一般圖書館有所不同。

本次針對各宗教團體圖書館的創設時間

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填答的 7 2個圖書館中，

將近 9成圖書館創立至少 5年以上，並且約 5

成左右的圖書館創立達 1 5年以上，可見宗教

團體圖書館發展歷史的悠久。詳見表61。

而由此次調查中亦可發現各宗教團體圖

書館的母體機構屬性，以宗教團體或法人類

型最多，佔 3 9.4 4%，寺廟類型（3 2.3 9%）居

次，學校（ 1 5.4 9%）與基金會（ 1 4.0 8%）則

再次之。超過 8成的宗教團體圖書館以附設在

母機構內方式經營，詳見表 6 2。因此，母機

構的政策擬定應與其附屬的宗教團體圖書館

有相當密切的連動關係。詳見表63。

從人員數量的編制來看，填答的 6 6館

中，各館平均約有2.4 7位人力，但專職圖書館

員平均數僅為2.0 3人，兼職圖書館員則平均為

2.5 1人。而在 7 5位專職圖書館員中，有 3 4位

具 圖 資 背 景 ， 由 此 可 知 僅 約 四 成 左 右

（4 5.3 3%）館員為圖資相關系所畢業。但更值

得重視的反在於兼職圖書館員數大於專職圖

書館員數，並且其中具圖資背景者僅 5.6 8%而

已，相較之下，似乎有更多的宗教團體圖書

館是以非正式人員甚或無人負責圖書館營

運。詳見表64。

197

專 題 專門圖書館

表6 1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創設時間統

計表（至民國93年為止）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1年（不含）以內 0 0.00 

1-5年（不含） 8 11.11 

5-10年（不含） 15 20.83 

10-15年（不含） 14 19.44 

15年（含）以上 35 48.61 

總計 72 100.00 

表6 2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母機構屬性

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母機構屬性 71 100.00 

寺廟類型 23 32.39 

學校 11 15.49 

個人 2 2.82 

基金會 10 14.08 

宗教團體或法人 28 39.44 

表6 3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經營方式統

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圖書館經營方式 71 100.00 

附設於母機構內 59 83.10 

獨立於母機構外 12 16.90 

說明：有3所圖書館母機構具跨屬性情況。



從表 6 5與表 6 6的統計數據可知，填答的

6 4館當中，多數圖書館於 9 3年度的經費均維

持與 9 2年一樣，而約二成左右的圖書館經費

平均成長了 4 1.8 1%，其中一所圖書館經費甚

至成長 3 0 0%，反之，則約有一成左右的圖書

館平均減少了 2 5.8 6%的經費，經費縮減最多

的比例為 5 0%。整體而言，宗教團體圖書館

的圖書經費應有小幅增加，但未必屬常態，

可能會因各年度母機構的政策或其他因素而

有所改變。

由表 6 7可知，填答的 7 1館中，僅五成左

右的圖書館採用自動化系統，並以國內套裝

軟體為主，達 3 8.0 3%。而使用率最高的系統

為傳技公司開發的 To t a l s、學英 L i Ba s e自動化

系統、寶成自動化系統與天圖自動化系統。

目前正在規劃自動化系統的圖書館雖不多，

但亦以國內套裝軟體為主。詳見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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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人員編制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人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人員編制 66 163 2.47 20 0

專職圖書館員 37 75 2.03 6 1

具圖資背景 29 34 1.17 3 0

兼職圖書館員 35 88 2.51 20 1

具圖資背景 16 5 0.31 1 0

無圖書館員 9 0 0 0 0

表6 5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經費增減情

況（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成長 13 20.31 

減少 7 10.94 

不變 36 56.25 

其他 8 12.50 

總計 64 100.00  

表66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經費增減比例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成長 13 543.56 41.81 300 1.10

減少 7 181.00 25.86 50 4.00



二、館藏資料與服務

為瞭解宗教團體圖書館所涵蓋的館藏資

料類型，本次調查分別羅列出可能囊括的資

料類型供各圖書館複選，但為免造成宗教團

體圖書館人力處理上的負擔，因此僅就較大

項目供其選填。本項調查扣除填答不完整與

邏輯不合者外，共 6 0 館填答，其中書籍

（9 6.6 7%）與現期期刊（9 1.6 7%）皆為大多數

宗教團體圖書館的基本館藏，而視聽資料、

裝訂期刊與學位論文則分別佔填答館數的

8 5.0 0%、8 1.6 7%與8 0.0 0%。特別值得注意的

在於視聽資料的普及度僅居書籍與現期期刊

之次，應為宗教團體圖書館的宗教傳布特性

使然。詳見表69。

而亦可由表 6 9得知，宗教團體圖書館館

藏中與宗教相關的部分以學位論文的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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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採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情況（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採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狀況 71 100.00 

無自動化系統 32 45.07 

現正規劃中 6 8.45 

國內套裝軟體 5 7.04 

國外套裝軟體 0 0.00  

自行開發（含委外開發） 1 1.41

有自動化系統 33 46.48

國內套奘軟體 27 38.03

國外套裝軟體 4 5.63

自行開發（含委外開發） 2 2.82

表68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目前採用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民國93年） 單位：館數

項目 填答館數 項目 填答館數

HORIZON 1 三邊 2

LiBase（學英） 3 天圖 3

SPYDUS（鼎盛） 2 鉑特 2

T-ILAS（文華） 1 榮樺 1

TORICA（鼎盛） 2 慧意寺院作業整合系統 1

TOTALS（傳技） 5 寶成 3

不詳 1



高（8 9.8 4%），其次為現期期刊、會議資料及

視聽資料等，其比例分別為 6 9.2 6%、6 6.7 9%

及6 6.5 6%。可見得宗教團體圖書館在館藏發

展方面，除書籍以廣義範圍發展外，其餘期

刊等資料的館藏皆以專精在宗教範圍內發展

者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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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冊數；種數；筆數；件數（百分比）

填答館數
宗教類館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百分比（%）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藏數百分

比（%）

館藏資料 60 100.00 

1.書籍

總量（冊） 58 1,172,151 96.67 18,314.86 84,133 0

宗教相關總量（冊） 54 692,378 90.00 10,818.41 60,736 0 59.07 

2.現期期刊

總量(種) 55 5,832 91.67 106.04 741 0

宗教相關總量（種） 52 4,039 86.67 77.67 653 0 69.26 

3.裝訂期刊

總量（冊） 49 55,771 81.67 1,138.18 10,634

宗教相關總量（冊） 50 31,237 83.33 624.74 6,190 56.01 

4.學位論文

總量（冊） 48 4,595 80.00 95.73 1,053 0

宗教相關總量（冊） 48 4,128 80.00 86.00 1,053 0 89.84 

5.會議資料

總量（筆） 45 1,310 75.00 29.11 362 0

宗教相關總量（筆） 46 875 76.67 19.02 242 0 66.79 

6.視聽資料

總量（件） 51 89,670 85.00 1,758.24 11,613 0

宗教相關總量（件） 46 59,682 76.67 1,297.43 9,500 0 66.56 

7.其他 6 10.00 



在宗教團體圖書館所開放的服務對象部

分，填答的 7 0個館中，有 2 1個館並未對外開

放，佔填答館數的 3 0%，其餘 4 9館皆提供對

外服務。而根據調查結果（填答館數為 7 1

館），各館的服務對象以宗教團體成員、母機

構成員與學生為主，所佔填答館數百分比分

別為 6 0.5 6%、5 9.1 5%以及 5 7.7 5%，應與其所

屬母機構任務相關，另外，接近半數的宗教

團體圖書館亦提供一般社會大眾服務。詳見

表70。

在宗教團體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項目部

分，此次調查結果中，館內閱覽、館藏資料

借閱兩項服務的填答館數比例分別為 8 8.7 3%

與 8 7 .3 2%，可見應為基本的服務項目。此

外，參考諮詢、資料庫檢索、推廣服務、館

際合作等亦為經常提供的服務項目。至於其

他類型的服務，例如：多媒體視聽服務、新

書介紹等，則視各館的人力負荷情況與政策

而定。詳見表71。

如前述，由於閱覽服務為基本服務項

目，因此統計各宗教團體圖書館在閱覽席位

與圖書借閱數量、人次部分如表 7 2，根據實

際填答狀況可知達 9 5.2 4%的圖書館有提供閱

覽席位，平均各館提供 1 1 9.7 0席，但事實上提

供最多閱覽席位者，甚至達 4,2 1 8席之譜，與

提供最少席位的圖書館相比差距相當大。而

透過 9 5.1 6%提供館藏資料借閱服務的圖書館

填答數據中發現，其在 9 3年平均每館約有

3,7 5 8.5 1冊的圖書借閱數量，但借閱量最大與

最小的圖書館之間差距亦達 4 7,2 0 5冊之遙；而

由數據顯示， 9 1.9 4%提供館藏資料借閱服務

的圖書館，其 9 3 年借閱人次每館平均為

1,1 7 0.3 5人次，各館中借閱人次最多與最少之

間亦呈現明顯的差距（11,66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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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0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服務對象統

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服務對象 71 100.00

宗教團體成員 43 60.56 

母機構成員 42 59.15 

學生 41 57.75 

一般社會大眾 32 45.07 

表7 1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服務項目統

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服務項目 71 100.00

館藏資料借閱 62 87.32 

館內閱覽 63 88.73 

參考諮詢 40 56.34 

推廣服務 19 26.76

資料庫檢索 24 33.80

期刊目次 12 16.90

提供電子報 5 7.04

館際合作 18 25.35

全文影印或傳遞 14 19.72

專題選粹 6 8.45

其他 13 18.31 



三、營運狀況

由於宗教團體圖書館一般管理層面會有

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因此本次調查僅從困

難與瓶頸方面調查宗教團體圖書館的營運狀

況。由填答的圖書館（填答館數為 5 6館）中

可以發現，大部分圖書館均認為專業人力不

足（6 8.3 3%）與經費不足（ 6 0.0 0%）是其最

大 的 營 運 困 難 。 其 餘 則 以 設 備 不 足

（2 8.3 3%）、服務對象需求不多（ 2 6.6 7%）亦

為部分圖書館的營運困難或瓶頸所在。至於

其他少數圖書館的困難或瓶頸則在於工作量

大、空間過小、系統問題、地方閱讀風氣不

盛等。詳見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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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閱覽服務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席位（百分比）

填答館數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百分比（%）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館內閱覽服務 63* 100.00

閱覽席位 60 7,182 95.24 119.70 4,218 5

館藏資料借閱服務 62* 100.00

開放借閱 59 95.16

借閱數量 59 221,752 95.16 3,758.51 47,205 0

借閱人次 57 66,710 91.94 1,170.35 11,666 0

說明： *根據表71數據計算。

表73 臺閩地區宗教團體圖書館營運狀況統計表（民國93年） 單位：館數（百分比）

項目 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困難或瓶頸 60 100.00 

經費不足 36 60.00 

專業人力不足 41 68.33 

服務對象資訊需求不多 16 26.67 

設備不足 17 28.33  

工作壓力 3 5.00

分類法不熟悉或不適用，編目困難 6 10.00

單位被縮編或裁撤 1 1.67

服務人員流動率高 5 8.33

其他 12 20.00



四、 結語

本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僅達 3 0.2 5%，相

較之下，許多圖書館並未回覆問卷，使得本

次無法準確地透過調查窺知宗教團體圖書館

的發展情況，僅能就少數填答圖書館的結果

進行分析與闡釋。

整體而言，在圖書館管理方面， 7 2個宗

教團體圖書館中將近九成已成立至少 1 5年以

上。而宗教團體圖書館的母機構多為宗教團

體或法人類型，並以附設在母機構內的營運

方式最為普遍。從人員數量的編制來看， 7 5

位專職圖書館員當中，僅接近五成的人員是

為圖資相關系所畢業。本年度母機構撥給圖

書館的圖書經費有小幅度地成長。此外，僅

五成的圖書館採用自動化系統協助圖書館營

運，其使用率最高的系統為傳技公司開發的

To t a l s、學英 L i Ba s e自動化系統、寶成自動化

系統與天圖自動化系統。

就圖書館的館藏資料與服務而言，除了

書籍與現期期刊皆為大多數宗教團體圖書館

的基本館藏外，值得注意的在於視聽資料的

普及度僅居書籍與現期期刊之次。且宗教團

體圖書館館藏中與宗教相關的部分以學位論

文的比例最高。而宗教團體圖書館基本的服

務項目包括：館藏資料借閱、館內閱覽。各

館的服務對象以宗教團體成員、母機構成員

與學生為主，且將近 5成的宗教團體圖書館亦

提供一般社會大眾服務。

再者，從營運狀況來看，大部分圖書館

均認為專業人力不足與經費不足是其最大的

營運困難，其次設備不足與服務對象需求不

多亦令不少宗教團體圖書館為之困擾。（蔡

宜玲）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館藏特色與服

務】

一、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韓偉館）簡介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韓偉館）於民

國5 9年創校時即成立，為紀念已故董事、前

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長老（ 1 9 2 8－1 9 8 4）的

貢獻，亦稱為韓偉館。圖書館成立的宗旨，

以支援中華福音神學院（以下簡稱「華神」）

全院師生教學與研究基督教神學為主要目

的，其次為服務各教會牧者及會友們。該館

收藏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神學、教會歷史、

基督教教義、新舊約聖經、宣教類、教牧輔

導等圖書期刊，特藏部分則收藏近代中國教

會史的文獻。該館圖書分類法及標題法，為

適用基督教神學的館藏，無論中西文書皆以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及「美國國會圖書

館標題表」為準則。全館業已全面自動化，

讀者可在館內使用公用目錄系統查詢館藏，

亦可以自華神圖書館網站上查詢館藏。

二、館藏特色——以基督教神學為主的各

類型館藏

（一）基督教神學圖書

目前該館中西文藏書共有 4 4,8 1 7 冊，由

於基督教神學相關的西文圖書遠超過中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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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版量，因此館藏西文圖書約佔 6 5%，中

文圖書約佔 3 5%，參考書則備有相關的神學

字典、神學辭典、宗教百科全書、聖經手

冊、聖經註釋、聖經原文彙編以及年鑑、地

圖、指南等。

（二）基督教神學期刊

期刊是提供最新資料的重要文獻，該館

現訂期刊共 2 9 0多種，其中西文期刊 1 7 0種，

中文 1 2 3種，分別包括新舊約聖經研究、神

學、教牧、宣教等，多年來該館將過期期刊

裝訂成冊，目前共6,190冊。

（三）基督教神學課程與講道視聽資料

該館將歷屆院長講道集，以及重要神學

課程錄音帶、錄影帶提供讀者借閱，同時也

是成為臺灣神學教育的重要收藏。此外也包

括縮影單片及捲片、幻燈片、透明圖片、圖

卡等極為寶貴的歷史館藏。

（四）基督教神學特種型式資料

該館備有兒童主日學教材，包括法蘭

絨、圖片、畫冊等，除此以外，還有基督教

報紙、小冊子等，配合讀者在教會主日學課

程參考運用。

（五）中國教會史中心特藏

該館中國教會史中心特藏約有 3,0 0 0 餘

冊，包括中國歷史文化、中國宣教、臺灣宣

教等，為該館的重要館藏，可供中國教會歷

史研究參考。

（六）基督教神學資料庫電子資源

該館備有美國神學圖書館協會（A m e r i c a 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ATLA）出

版的「基督教神學西文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

（ATLA Religion Database）、「美加地區博碩士

論 文 索 引 摘 要 」（ Pro Quest Di s s e rt a t i o n

Ab s t r a c t s），以及聖經研究、聖經註釋、聖經

史地、神學百科全書等光碟資料 2 0餘種，提

供讀者使用。

三、基督教神學資料庫服務

（一）《中文基督教期刊論文索引》

該館自 7 4年起將館藏基督教類期刊，編

製《中文基督教期刊論文索引》，其中款目包

括篇名、刊名、卷期、出版年代、頁次，迄

今共計4 8,8 5 0餘筆，已建置上網提供讀者「中

文基督教期刊論文索引查詢系統」，此資料庫

也成為臺灣地區相當重要的基督教神學資料

庫。

（二）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除將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屆博碩士論文列

入重要館藏外， 9 3年起亦陸續建置全文電子

資料，並在網路上提供查詢下載。未來亦將

與《中文基督教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整

合，建立完整的神學資料庫。

（三）西文基督教神學資料庫

除購買光碟資料外，未來也考慮將購買

E B S C O代理的AT LA Religion Da t a b a s e以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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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西文期刊全文網路版（AT LA Se r i a l s），以

期提升師生基督教神學研究的效益。

（四）數位典藏資料庫計畫

該館自 9 3年開始將館藏歷屆院長講道

集，以及重要神學課程錄音帶、錄影帶，轉

檔成C D、VC D、DV D形式，除有效保存神

學教育重要歷史資料外，並且未來將配合本

校網路遠距教學，提供讀者透過網路線上學

習，未來也將整合建立完整的神學資料庫。

（五）圖書館資源利用講習

圖書館除了提供借還書服務外，還提供

「圖書館資源利用講習」，幫助同學利用館藏

資源、相關網路資源及神學光碟資料庫。

（六）發起「臺灣神學圖書館協會」加強神學

圖書館館際合作

有鑒於在各神學院圖書館有限的經費

下，需建立館際互借機制，以發展各館館藏

特色，自9 2年1月與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館、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共同發起成立「臺灣神學

圖書館協會」以達資源整合共享的目的。

隨著網路資訊化的蓬勃發展，圖書館不

僅在資料型態上需強化電子資源，更在服務

型態上運用電腦網路提供更快速、便利、豐

富的服務，因此數位化典藏發展，成為神學

圖書館未來必要面臨的挑戰與改變，更是有

效整合共享有限的基督教神學資源，以提供

讀者更完善的神學資源服務。（丁蘊華）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93年館

務發展暨各項交流活動】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

圖資館）於 9 0年1 1月從北投文化館舊館遷至

金山鄉法鼓山上，次年 3月新館大樓正式啟用

以來，館藏及服務更呈多元化的發展，相關

數位佛教文獻資源的建置及資訊合作計畫的

進行亦已有階段性的成果分享讀者及社會大

眾。以下就館務、資訊及活動 3方面分別說

明：

一、館務發展

（一）自 9 1年9月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

諮詢委員會」以來，定期召開會議，並

透過所內各學術小組及學程師資的協

助，使館藏的發展更趨向專業化及精緻

化。

（二）除各主題的核心館藏外， 9 3年為蒐集重

要的佛教三藏典籍，圖資館特發起「供

養法寶．請經入館」專案，將募得的款

項配合年度圖書經費，已徵集《滿文大

藏經》、《洪武南藏》、《大日本佛教全

書》等藏經文獻資料到館，除珍貴的貝

葉特藏外，至今已有近 5 0套的大藏經供

學者及師生使用。年底又增訂 T B RC

（Tibetan Buddhist Re s o u rce Center）藏文

三藏全文資料庫及補購 P TS （Pali Te x t

So c i e t y）巴利聖典協會的出版品 1 0 0多

冊，這些不同語文的藏經資料已形成圖

資館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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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資訊合作計畫成果

（一）9 2年4月起，圖資館網資室與西蓮淨苑

合作《南山律學辭典》電子化作業，協

助X M L標記的制定、撰寫程式轉檔及製

作 HH版電子檔初版。

（二）為期 3年的《法華經》多種語文版本數

位資料庫的建構與研究計畫。本計畫將

進行梵文寫本與漢譯本及其它譯本的比

對，並建立資料庫，藉由網路資源，廣

為流傳於國際，以做為現代研究教學的

參考與應用。

（三）9 3年協辦發行 C B E TA電子佛典系列新

版，除包括原《大正藏》 1至5 5冊及 8 5

冊之外，又新增《卍續藏》襌宗部 9

冊。

（四）9 3年1 2月《法鼓全集》（聖嚴法師著作

的完整集結）光碟網路測試版製作 。

三、各項活動

（一）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該館每年 1 2月配合全國圖書館週舉辦系

列活動， 9 3年活動主軸為「觀音．禪悅．圖

資館」。除了圖書館界傳統的「中西參大賽」

外，更舉辦為期一週的「觀音特展」，將館藏

觀音相關圖書資料及陸續蒐集到的觀音相關

文獻書目，整理建置成觀音特藏區並上網分

享，且對外徵集立體實物的借展作品，包括

觀音相關畫作、雕像、書法及電子圖檔等，

於圖書館週活動現場展出，獲得廣大迴響。

「茶水禪．默照茗」活動，邀請到宜蘭茶

禪團體為大眾解說及示範，讓參與的來賓現

場體會從泡茶、端茶到喝茶的禪機。

此外也舉辦了2場專題演講，分別由國史

館侯坤宏協修主講「太虛大師的現代啟示錄

——對其文教事業之觀察」及作家梁寒衣主講

「閱讀與人生——談閱讀對人生之啟發」。另有

一場社會關懷座談，座談主題為「千手千眼

話觀音——從生命與社會關懷的角度看心靈修

持對輔導工作的重要性」，邀請佛教觀音線理

事、臺北科技大學蔡稔惠及作家、身心靈工

作坊講師胡因夢主講。

（二）各項參訪及交流活動

圖資館 9 3年到訪的貴賓，包括陳水扁總

統、聯合國組織瑪莉安（MS. Dena Merriam），

以及來自泰國、澳洲、西班牙、馬來西亞、

印度等地的學者專家及宗教人士等。（中華

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

【臺北市議會圖書館經營：尋求蛻變的

契機】

臺北市議會圖書館民國 6 0年成立，歷經

幾次組織演變，目前隸屬於臺北市議會資訊

室，現有館員 8人，由編審負責圖書館館務規

劃。全館業務項目約可分為 4大類：（1）傳

統圖書業務（採用 A L E P H 系統，館藏量

8 7,0 0 0冊，進書量 3,0 0 2冊／年，期刊 3 0 9種，

圖書報廢量 2,4 6 8冊／年）；（2）市政新聞業

務（每日勾選剪輯市政新聞剪報及期刊，並

於當天編目完成進入自行開發的「市政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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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3 0,0 0 0篇／年）；（3）資訊服務

業務（資料庫徵集及各項參考、推廣服

務）；（4）臺北市議會網頁業務（承辦臺北

市議會機關網頁及圖書館網頁）。該館 9 3年度

的工作重點在加強推廣服務、增進館員學

習、建構e化議會等3方面。

一、加強推廣服務

除了定期辦理各類資源使用說明會、出

版本館簡訊月刊、製作各類手冊摺頁外， 9 3

年度完成圖書館簡介影片、問卷調查的設計

（圖書館首次針對所有主要讀者發出的全面性

問卷，問卷內容分為服務使用情形、資源使

用情形、滿意度調查等3方面，計34題）。

圖書館簡介影片係以男女對話方式，依

循實體館區巡禮，內容主要為前言、平面配

置、政府出版品區、剪報及閱報區、期刊及

一般圖書區、查詢區、讀者服務、未來發展

與結語等，為該館第一部簡介影片，除拍攝

及剪接製作由廠商負責外，從整體構思、對

白腳本撰寫、模擬試音、臨時演員募集到影

片逐個畫面逐秒檢討定案，均由館員負責，

歷經半年多的努力，於 9 3年2月完成 DV D製

片並分段放置於圖書館網頁。

二、增進館員學習

除了鼓勵館員進修訓練、參加研討會

外， 9 3年辦理 1 4場研討會，邀請圖書館、資

訊、新聞界的學者專家到館演講，並於 9 3年

底開始進行館員研討，由館員自行提出簡短

的圖書資訊相關報告及英文進修研討，另舉

辦參訪圖書館活動，至各圖書館學習及觀摩。

9 3年8月完成圖書館第一份工作手冊，雖

然內容仍顯粗略，但對同人業務代理及工作

輪調的業務交接均極有幫助。經過各種研

討、參訪及工作手冊撰寫，除可充實館員專

業知識，並可開拓館員視野、凝聚館員向心

力及服務共識。

三、建構e化議會

自 9 1年 9月起由圖書館負責臺北市議會

網頁，將網頁定位為臺北市議會的資訊服務

窗口，初期先以呈現臺北市議會議事最新成

果為主，新增法案快訊及議案快訊功能， 9 3

年度完成臺北市議會會期日期對照表、橫式

公務表格下載、議員新聞中心、議事電子全

文快訊（包含市府報告、會議紀錄、速記

錄、書面質詢等 4種全文資料）、歷屆議員資

料等功能，並預計於 9 5年度全面改版時將網

頁擴大建構為本會知識服務平臺。

9 3 年 6月由圖書館完成「『知識型議會』

——臺北市議會 e化藍圖」，提出議員基層服

務、數位典藏、網頁服務、行動通訊服務、

視訊傳真計畫等 1 0項計畫，建構議員問政、

行政管理、議會資訊等 3個知識網，9 3年度爭

取通過議員標準網頁建置案預算，規劃以臺

北市議會現有各系統改善議員網頁新穎性不

足的窘況，即時提供各議員網頁有關其本人

的相關議事及新聞資料，並建置選民服務互

動功能，提供議員以便捷的參數設定建置其

專屬的客製化網站，期許藉此深化議員及助

理群資訊應用層面，踏出臺北市議會 e化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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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陳肇亨）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建置「藏經題

名多語對照檢索系統」】

一、前言

佛教三藏資料豐富，出版品涵蓋梵、

巴、藏、漢、英等多種語文，因此佛教圖書

館館員從事三藏的佛書編目，經常要查詢多

種工具書方能瞭解內容，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為便利圖書館工作者能透過單一介面查

詢不同語文經、律、論三藏題名，以提高圖

書分編的成效，故於 9 3年完成「藏經題名多

語對照檢索系統」的建置，網址為 h t t p : / / w w w.

gaya.org.tw/library/pali_multi/index.asp。

二、系統作業環境

本檢索系統的建置，其目的在提供不同

語文版本的《藏經》題名對照查詢功能。整

個系統建置的規劃，歷經一年多的規劃提出

系統需求書及資料建檔，以 Mi c rosoft Ac e s s

2 0 0 0為資料建置平臺，採用Wi n d ow s為作業平

臺，以A S P（Ac t i ve Se rver Pa g e s）製作網頁資

料庫檢索系統。

三、資料建檔規範

（一）收錄範圍

本資料庫收錄的藏經題名以《大正新修

大藏經》為主，而各經題的梵、巴、藏、英

文題名主要參考以下二書：

1. Hu b e rt Du rt,Anna Se i d e l。《Ho b o g i r i n：

Re p e rt o i re du canon Bouddhique Si n o - Ja p o n a i s

edition de Taisho （Taisho Shinshu Da i zo k yo）

= 法寶義林．別冊：大正大藏經總索引．改

訂增補新版》。日本東京都：日佛會館，昭

和53年。

2. L ewis R. Lancaster,  The Ko rean Bu d d h i s t

Canon：a descriptive catalogue， California，

US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二）各資料欄位的著錄原則

本資料庫的梵、巴、藏、英、漢文字建

檔主要採用 Un i c o d e碼顯示；部分無 Un i c o d e

碼的中文字使用「組字法」處理電腦無法顯

示的缺字。組字原則是依據「一般組字式基

本規則」進行（請參考網址： h t t p : / / w w w.

cbeta.org/data-format/rare-rule.htm）。

四、檢索功能

本資料庫提供「經名」檢索欄位，並提

供多種語文的勾選查詢，包括：中文、梵

文、巴利文、藏文及英文的檢索功能。「經

名」檢索欄位，提供「包含」、「開始」、

「結尾」、「等於」的檢索比對功能，可由下

拉式選單選取。例如：檢索經名包含「阿含」

的，則檢索結果會將有關阿含的經全列出

來，項目包括：經號（各版本藏經經號）、經

名（大正藏中文經名）、經卷數、譯者、梵

文、巴利文、藏文、英文等。各欄位間並提

供「AND」、「OR」的布林邏輯運算功能。

208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圖書館年鑑



五、結語

「藏經題名多語對照檢索系統」在建置時

所遭遇的困難，是如何將不同語文的經名呈

現出來，以及如何判斷、選擇不同語文經名

的正確性。最後，選擇以一種語文藏經為

主，再對照其他語文，並以《法寶義林》、

《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二書中所列出不

同語文的經名，以及國內佛教圖書館館藏有

關英文佛經的部分，作為參考來源。目前資

料庫已完成測試版，但內容持續建置中，截

至9 3年已完成近 4,0 0 0筆資料，希望將來能將

更多語文及各種版本語文藏經題名建置完

備，便利佛書分編及讀者檢索藏經資料的參

考。（釋自衍）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建置「臺灣地

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聯合

目錄查詢系統」】

《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

聯合目錄》第一版及二版出版紙本版及網路

版，收錄國內1 2所佛教圖書館——中華佛教研

究所圖書館、元亨佛學院圖書館、地藏院般

若圖書館、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學資

料中心、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圖書館、香光

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紫竹林精舍圖書館、開

元禪學院圖書館、圓光佛學院妙果圖書館、

福嚴佛學院覺力圖書館以及德妙佛學資中心

等所典藏的佛學相關期刊目錄。收錄資料來

源由各館提供，再彙整編印發行紙本及網路

版，然因受限於更新速度較慢，無法提供即

時資訊服務，故自民國 9 3年8月起，改由各館

每年定期線上更新期刊目錄資料，如此便利

使用者透過單一介面查找佛教期刊目錄，並

促進館際合作，達到資源共享。

截至 9 3年1 2月，各館已完成典藏至 9 2年

度最新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國家的佛教

及佛教相關期刊，共計有：中文 4 7 7種、日文

169種、韓文5種、西文146種。

透過本資料庫可以瞭解佛學相關期刊的

出版概況，及國內各圖書館典藏期刊的現

況，是佛學研究者及圖書館不可或缺的重要

研究資源，更是瞭解佛教文化發展的重要文

獻資料。網址詳見： h t t p : / / w w w. g a y a . o r g . t w /

library/lib_journal/index.asp。（釋自衍）

【資策會MIC資訊資料服務中心遷館開

拓新服務】

資策會 M I C資訊資料服務中心（以下簡

稱資料中心） 民國 7 4年創設，長期致力於蒐

集 I C T產業相關資訊資源，並主動提供資訊選

粹等加值服務。 9 3年由和平東路科技大樓搬

遷至敦化南路國際大樓，不但在空間方面有

相當大的調整，在服務方面也更加貼近使用

者需求，以下分項說明：

一、從危機到轉機——搬遷緣起

由於資策會政策的改變及經費緊縮壓

力，使資料中心面臨人力精簡甚至裁撤的危

機，經過從首長所關心的財務觀點重新包裝

209

專 題 專門圖書館



資料中心存在價值後，反成為資料中心搬遷

與重新規劃空間的契機。經過一連串的空間

規劃與搬遷過程，資料中心選擇以最接近主

要服務部門的地點而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出發。

二、從傳統刻板印象到科技視覺饗宴——

空間規劃理念

資料中心新空間的設計兼具科技感、現

代感與質感，並將資料中心未來服務的五大

定位——數位資訊、交流學習、知識分享、多

元創意、合作機會等元素融合入服務空間當

中，充分展現資料中心的新氣象與新活力。

新館空間主要分為 8個區域，以圓軸為中

心，形成內環造型經典圖書典藏的空間軸

心，並以查詢、互動討論、閱讀、研究專區

作為外環的空間圍塑，猶如類神經傳遞資訊

的方式，將市場情報與產業資訊透過空間予

以傳達。此外，將具有時效性的書刊資訊或

網路資源以專題展示，結合影像與多媒體設

備，讓重要訊息傳遞於典藏資源以及讀者互

動的空間中，利用互滲的空間形式，提供網

絡般的訊息服務，形成知識型工作環境的整

體空間服務空間。

三、從被動支援到主動出擊——I C T產業資

訊服務

資料中心除現有的 I C T產業市場與技術

研究報告的特色館藏、資通訊產業新聞傳遞

服務、電子資料庫服務等的基本服務之外，

亦一改以往被動的服務型態，而轉以劃分部

門專責服務的方式，對資策會各業務部門有

進一步的客制化服務，包括：專題蒐集、推

廣服務、到府簡報、諮詢服務等，主要以提

供 I C T產業的相關資訊並支援同人研究發展業

務為主，提供一次滿足的資訊服務。更規劃

多種資訊推廣活動，將 I C T產業新知納入其

中，提升同人對 I C T產業資訊需求的層次。其

餘尚有配合硬體設備而規劃的資訊節目，令

同人能夠隨時吸取新知，激發創意。

四、結語

資料中心 2 0年來致力於蒐集與組織整理

I C T產業相關資訊資源，並以傳遞即時性資訊

服務為主軸，主動提供多元化的加值服務。

而相較過去靜態的傳統圖書館閱覽空間，資

料中心搬遷後，新館的設計結合多媒體展

示、無線網路等功能，透過空間蘊藏的神經

傳導理念，即時傳遞I C T產業資訊元予各知識

汲取者，並為其打造一個互動式學習、交流

的多元化空間，實可謂成就一個小而美的數

位資料中心。（蔡宜玲 賴淑靜）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臺北貿易

資料館】

一、前言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

「外貿協會」）於 5 9年7月1日成立時即設置臺

北貿易資料館，提供國內外貿易業者及相關

人士利用。該館現址位於臺北市信義路 5段5

號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 2樓C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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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9 0 0平方公尺，設有 1 0 0席位，由外貿協會

「國際貿易資訊中心」負責營運。臺北貿易資

料館的網址為w w w.taiwantrade.com. tw/library

。

外貿協會成立宗旨為協助國內業者拓展

海外市場，故其各項服務均以滿足國內企業

需求、達成永續經營為導向。如何有效協助

業者掌握契機、開拓市場、根留臺灣、布局

全球、維持我國的競爭優勢，成為外貿協會

當務之急。該會所屬負責商情資訊蒐集、傳

播及經營臺北貿易資料館的「國際貿易資訊

中心」，在內容方面已朝強化市場及產業資訊

蒐集與傳播方向努力；在型態上則逐漸加強

電子及網路資訊的比重，以期擴大服務範疇

及提升服務層次，希成為國家級的全球經貿

商情資訊中心，以創新的作法為業者提供更

專業、更便捷的服務。該館於 2 0 0 2年獲世界

貿易中心協會總部（設於紐約）頒給提供資

訊服務類的最佳營運獎（ Aw a rd of Be s t

Practice”for Information Service）。

二、提供業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資訊

「臺北貿易資料館」全館分為圖書資料區

及電子資料服務專區。圖書資料區蒐集陳列

各國進出口、製造商、產業、一般組織／協

會、零售商、展覽會參展廠商等名錄及電話

號碼簿；產業年鑑／年報、統計年鑑／年

報、國際及一般統計資料；關稅、貿易法

規、市調報告、投資訊息等經貿專業資料；

雜誌、報紙等期刊及型錄；字／辭典、地圖

等參考工具圖書，總計近 2萬冊。電子資料服

務專區除提供經濟學人集團（ E I U）電子期

刊、大中華投資贏家、情報贏家及 C I P商品行

情網、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情報網的 I C產業

及大陸資通訊智庫、中央社的全球商情檢索

與大陸臺商黃頁等資料庫及連結全球經貿法

規、原物料與生化科技等網站，供讀者線上

自助查詢外，並派有專人提供我國製造商及

進出口商、進出口海關統計、全球各國製造

及進出口廠商、貿易機會、美國海關月別進

口通關及我國主要貿易夥伴國進出口海關統

計等資料庫的現場檢索與列印服務，同時設

有外貿協會出版品展售站，供業者就近洽購。

該館並主動撰文推介館藏好書及全球經

貿法規網站等資訊，再以「好書推薦」及

「網站掃瞄」的專欄方式透過外貿協會商情電

子報、商情周報及臺灣經貿網等平臺廣為週

知，並定期傳送國內工協會參考。

三、開創業者布局全球掌握商機之捷徑

為協助業者迅速從浩瀚的網路資訊大海

中擷取所需正確的資訊，「國際貿易資訊中

心」刻正籌建「貿協全球資訊網（ TA I T R A

Global Trade So u rc e，網址：h t t p : / / w w w. t a i t r a e-

s o u rc e . c o m）」，預定網羅 1 6 7個國家的經貿資

訊，於 9 4年1 0月正式推出，期以便捷的中文

介面導入，並以國家別經貿資料為主軸，提

供國內廠商有關各國進出口商資料、關稅稅

率、進出口貿易統計、動態商情、原物料行

情、重要展覽、主要機場及港口、匯率、船

期、商旅資訊、境內貿易相關服務業（例

如：銀行、保險公司、海陸空運公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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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公司、工商法律事務所、會計師、廣告

公司、貿易公協會、報關行、翻譯社）等網

站或資料庫，運用外貿協會及經濟部駐外單

位所蒐集、撰寫或分析的資訊，整合為一項

包括總體、個體及貿易實務性的國家別資訊

網站，創造一個「以實體之商情，強化網路

資訊之提供」及「以網路之資訊，擴大實體

服務之領域」的資訊供應平臺，落實將貿協

貿易資訊網塑造成為貿易實務百科全書專業

網站的理念。

未來業者即可居家上網直接取得所需國

別的貿易相關資訊，作為拓展海外市場的重

要決策依據，實踐不出門即知天下貿易事的

理想。

四、強化業者規避風險確保利益之機制

為協助國內業者降低貿易風險、避免貿

易糾紛，並確保交易獲利，「國際貿易資訊

中心」與英國Gr a yd o n公司簽約，並由臺北貿

易資料館提供全球各國企業徵信調查服務，

另透過駐外單位與多國的中央銀行、工商會

等合作，提供各該國廠商的銀行退票紀錄等

簡易信用調查報告，同時蒐集貿易疑難相關

案例於商情周報報導，以免其他業者重蹈覆

轍，有效防範可能的損失。

此外，為服務中南部廠商，外貿協會於

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的各辦事處亦設有

貿易資料館，提供類同的商機、商情等貿易

資訊及徵信服務。

五、充實e化館藏資源擴大館際合作交流

為順應網路發展趨勢及外貿協會資訊 e化

目標，並配合拓展海外市場的實際需求，臺

北貿易資料館重新擴建圖書資料管理系統，

於9 4年9月完成，提供館藏管理機制與查詢服

務。目前光碟及連線資料庫型態的館藏年度

採購經費均佔總館藏的2 4.4％，未來將逐步調

增是項比重。內容方面除陸續增購E I U全球經

貿情勢分析及 World Trade At l a s／區域進出口

統計資料庫，供外貿協會各貿易資料館讀者

共享外，將續訂前述國內各資料庫及各國經

貿法規與關稅、市場研究報告等資料，並擴

增電腦自助查詢設備，集中於電子資料服務

專區提供檢索及列印服務。未來該館將藉由

加強與國家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國泰

世華金融圖書館及國內大專經貿科系圖書館

與全球商工會、世貿中心、經貿研究機構圖

書館，以相互置放文宣品彼此推廣及交換刊

物等資源交流方式有效宣傳服務及充裕館

藏。而國際貿易資訊中心則將以「全球商情

商機的旗艦店」自許，提供業者更豐富、便

捷、準確的資訊與廣大商機，共同航向似錦

前程，再締我國外貿新猷。（外貿協會國際

貿易資訊中心臺北貿易資料館）

【中興工程顧問社土水資訊研究中心圖

書室資訊服務新里程 】

一、 前言

中興工程顧問社自 5 9年創辦以來，在公

司成立之初，就為工程人員預備了圖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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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1 0年後，才有圖書館專業人員加入，一

切依專業圖書館重新規劃整理，有了分類編

目、目錄查尋、館際合作等等，以一、二位

館員之力服務千餘人；從一般圖書館的採

購、分編、參考作業，到整理工程人員的技

術資料，包括各國工程規範、規劃報告、計

畫報告、設計報告、探勘測量報告、工程

圖、地質圖、水利圖等；從各部門分散典藏

到圖書室集中管理；改變了工程人員對圖書

館功能的認知。接著圖書館從傳統的卡片目

錄成為線上目錄，應科技的需求，技術資料

也在 7 5年邁入縮微作業，將工程圖 2 0餘萬張

製成縮微孔卡，資料製成縮微單片。在 8 0年

個人電腦普及時，又將所有的書目及技術資

料建立 d Ba s e型態資料庫，一步步跟著科技時

代的洪流邁進！

從9 0年又朝向網路化跟進，企業內部的

網路架設了知識管理系統，將原有的縮微產

品全部轉換成數位格式，納入「知識管理」

來強化「中興工程」下各單位的工作經驗，

同時配合資訊的儲存、擷取及應用，以達到

資源共享與經驗傳承的目地。 9 2年底規劃朝

電子圖書館方向邁進，將所有目錄、規範、

技術文件資料、工程圖數位化且都提供上網

查詢，提升工程人員使用的品質與效率。

目前館藏全數約 4 9萬件，包括：圖書資

料3 5,0 0 0冊、期刊5 0 0餘種、工程圖 2 3 5,0 0 0餘

張、地形圖 1 0,0 0 0餘張、航空照片 1 5,0 0 0 餘

幅、電子版工程規範 1 5種、另外光碟片、工

程錄影帶、工程錄音帶等。

二、 資訊服務的概況

（一） 圖書管理資訊系統

圖書室於 9 2年成立「電子圖書館」研究

案，推動圖書館業務自動化，更新圖書管理

與流通系統，新完成的 We b PAC系統，是以

網路公用目錄，提供即時互動的網路服務資

訊系統，它同時也是為所有中興工程相關人

員量身打造的系統，目前完成圖書室圖書資

料借還流通自動化、預約自動化、個人化的

服務、新書專題選粹服務、館際查詢、網路

資源等多項自動化工作。包括：

1.導覽：介紹圖書室業務相關資訊。

2.館藏資源：提供更彈性的圖書查詢功能、新

書通報與期刊一覽等館藏查詢功能，並可線

上預約。

3.讀者服務：提供個人化的資訊服務。可查詢

個人目前與歷年圖書借閱紀錄，執行借閱的

預約與取銷預約等功能外，亦提供專題書目

選閱服務等。

4.電子資料庫：提供中興工程建立的各項資料

庫連結。

5.館際合作：提供聯合目錄查詢與館際合作服

務所需各項資源與連結。

6.網路資源：彙整各項常用網路連結，供同人

使用。新版 We b PAC系統將期刊與地圖資料

納入，進行館中圖書、期刊及地圖可作綜合

查詢功能，掌握館藏即時資訊。同時可自行

挑選常用期刊，系統將自動過濾，即時呈現

最新到館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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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家標準（CNS）系統

圖書室自 9 2年起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購

買整套CNS（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規範

影像版，將影像放入自行開發的系統內，於

企業網路上提供全文服務。該系統較標準檢

驗局增多歷史版項，將規範的修正版亦保

留，以備各種不同時期的工程合約中所定的

工程規範全部詳細內容。

（三）地理資料供應網站

約在 1 0年前，因為工程人員設計的需

求，研發用電腦科技來輔助地理資料輸入、

儲存、查詢、分析及展示而完成的地理資訊

系統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 s t e m，簡稱

G I S )為基礎，數年後又將該系統配合資料庫管

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 s t e m，簡稱

D B M S）、物件導向技術 （Object Or i e n t e d

Te c h n o l o g y）及網際網路等相關技術，在 M S

Wi n d ow NT作業系統上，以網路瀏覽器為使

用者介面，開發「地理資料供應系統」，讓不

諳C A D操作的使用者，可在僅安裝網路瀏覽

器的中興工程各單位的電腦上，透過網路瀏

覽器統一且簡單的操作介面，查詢或擷取所

需的地理資料，以促進資料的流通使用及降

低系統的建構成本。 3年前又加上網站程式設

計（Web Pro g r a m m i n g）等相關技術，及採用

伺服器向量工具軟體 Autodesk Ma p Gu i d e將收

集所得的向量地圖、屬性資料庫、網格式資

料等地理資料整合至 In t e r n e t／ In t r a n e t上，達

成向量式資料處理運算的效果。

目前內容包括：全臺灣電子地圖、比例

尺1／5 0 0 0像片基本圖及地形圖、比例尺 1／

2 5 0 0 0地形圖、地質圖及等高線圖、比例尺 1

／5 0 0 0 0地形圖、比例尺1／1 0 0 0臺北市地形圖、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交通路網圖、 D T M資

料、S P OT衛星原始影像、本年度再經修訂改

版新增加 2.5公尺 S P OT衛星影像、影像自動

貼至MicroStation圖檔及67-97座標轉換功能。

（四）技術文件——知識管理系統

該資料庫最主要以中興工程所屬單位，

將歷年完成的計畫技術文件，即是規劃、設

計、評估、竣工、分析、探勘、地質、工程

圖、工程照片等整合起來，提供資訊查詢，

另外圖書室加上電子版規範、年報、年刊、

各政府機構的統計資料、臺灣各縣年刊，再

配合上各部門或個人蒐集資料且願意公開提

供的參考資料、土木水利相關學（協）會發

行的期刊，將此資料庫豐富且實用，不但可

查詢，未設保護協定的，也可作全文檢索；

設有保護協訂的只可查詢目錄或目次。目前

該系統也研發出 e - L e a r n i n g、知識社群、平日

對問題與對策的探討。（王志超）

【桃園地區監獄閱讀推廣報導】

一、 臺灣桃園女子監獄

（一）圖書室簡介

臺灣桃園女子監獄圖書室成立於 9 3年 1

月，館藏有圖書 1,6 5 0冊、有聲書及影音光碟

典藏總數 1,1 8 0片。圖書資料來源是由各界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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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及臺灣桃園女子監獄舉辦書展的回饋金

所購入，並分別於各工廠及各部門放置 1 2個

活動書櫃。

（二）運用概況

有聲書的播放，是利用中央播放系統，

每日統一時間播放有聲書，如心靈雞湯、親

子溝通的藝術及電影欣賞等。一般書籍借閱

量平均每月約 6 5人次，書籍冊數約 1 0 0本、影

音光碟約65片。

（三）交流活動

該圖書室於 9 3年捐贈書籍給臺北縣汐止

市橫科圖書館（籌建中）、臺北市廣慈博愛院

婦職所圖書室、臺北縣金瓜石教會、財團法

人精神健康基金會等，共計 2,0 0 0冊。 9 3年6

月舉辦端午聯歡會暨讀書會比賽，邀集各工

場讀書會參賽，藉此互相交流切磋，以書會

友，以藝益友，共享智慧芬芳。運用桃園縣

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巡迴服務，共計借閱 3,4 1 8

冊書。

二、臺灣桃園監獄

（一）「風簷書齋」啟用典禮： 9 3年8月3日舉

行「風簷書齋」啟用典禮，由典獄長吳

憲璋主持。「風簷書齋」為提供臺灣桃

園監獄職員休閒活動場所，結合閱讀與

咖啡香，讓擔任管理工作的職員抒解壓

力，使管理工作更有效率。「風簷書齋」

有兩種意義，一是該場地是利用常年教

室旁屋簷花臺所擴建成。一是引用文天

祥正氣歌最後兩句：「風簷展書讀，古

道照顏色」，藉以學習古代忠貞志士的

正氣行為和崇高品德，並希望閱讀習慣

能成為臺灣桃園監獄同人的優良傳統。　

（二）天人菊寫作班散播愛心：臺灣桃園監獄

天人菊寫作班與澎湖監獄鼎灣寫作班及

臺南監獄寫作班合作出版「2 0 0 4，在愛

的時光」年曆筆記書，計發行5,0 0 0本，

截至 3月為止，版稅共結算 9萬元整，

茲將此版稅收入全數捐贈予財團法人臺

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認養該會因

921震災而失依的兒童）。

（三）淨心讀書會：聘請桃園縣家扶中心讀書

會成員指導， 1年分為 2期、每期有 6個

月，每月 1次、每次 2至4小時。每次討

論一本書籍或電影欣賞，並分享心得，

結業時成績優異者頒發獎狀或獎品。

（四）職員讀書會：一年舉辦兩期（每期 5個

月），依教區分為 4組，由教區教誨師擔

任導讀人員。討論內容包括短文欣賞、

電影欣賞、論文研讀（專題討論）。

（五）優良圖書展： 9 3年5月2 7日至2 9日，與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辦「鐵窗

飄書香——優良圖書展」； 9 3年1 0月5

日至 7日與吳氏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辦

「讓愛發光——好書傳播列車，優良圖書

展」。

（六）發行《臺灣桃園監獄月刊》：鼓勵臺灣

桃園監獄收容人踴躍投稿，徵文內容以

勵志修身、在監感言、生活點滴、讀書

心得、詩文創作等。（王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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