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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圖書館根據我國〈圖書館法〉第四條

規定，係指由政府機關（構）、個人、法人或

團體所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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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之圖書館。依其性質、功能與組織又可細

分政府機關（構）圖書館、工商圖書館、學（協）

會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大眾傳播機構圖書

館、宗教圖書館、其他圖書館等七大類。 

 

 

 

 

一、專門圖書館設置狀況 

專門圖書館設置情形依據國家圖書館全

球資訊網站之「圖書館名錄」資料，共計有 656

所（如表 53）；另整合編輯委員提供清單暨「全

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會員名錄，合計 845所。

二者最主要差異醫學圖書館、宗教圖書館二類

型圖書館，分別高達 122所、52所；其餘差異

不大（如表 54）。 

又比較近 5年專門圖書館數量，圖書館略

呈現負成長的現象。主要減少的類型為機關圖

書館、工商圖書館。前者或與政府組織再造有

關；後者或與經濟環境有關，實際原因仍需進

一步探討。 

表 53  近 5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 

                年度 

  類型  
97 98 99 100 101 

機關圖書館 235 218 218 218 217 

工商圖書館 139 118 118 118 116 

大眾傳播圖書館 12 9 19 9 9 

醫學圖書館 178 174 175 174 174 

學會圖書館 23 20 19 17 17 

宗教圖書館 124 110 111 113 112 

其他圖書館 11 11 10 11 11 

小計 722 660 660 660 656 

林義娥、邱子恒、林荷鵑、釋自衍、林敏、顏憶君 

綜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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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專門圖書館名錄圖書館數與調查館數比較 

                   數量 

   類型  

國家圖書館 

名錄數量 
實際調查數量 二者差異 

機關圖書館 217 221 4 

工商圖書館 116 127 11 

大眾傳播圖書館 9 9 0 

醫學圖書館 174 296 122 

學會圖書館 17 17 0 

宗教圖書館 112 164 52 

其他圖書館 11 11 0 

小計 656 845 189 

 

二、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為瞭解民國 101年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

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相關資料。調查之問卷於

102年 5月初寄，另 5月下旬至 6月中旬催收

三次，其中有 19 所圖書館合併或停止運作，

回復計 245單位；有效問卷共計 226份，實際

填答數為 26.75%。其中以紙本回復計 101所、

email計 69所；google線上填復者計 56所。 

本次調查填答館數以機關圖書館館數最

多，計 95所，占填答館數 42.04%，其次為醫

學圖書館 59所，占 26.11%。因道教、天主教

等圖書館無法取得資料，僅列基督教、回教與

佛教圖書館予以說明。另學會圖書館、大眾傳

播機構圖書館、其他圖書館等因館數較少，合

併以其他圖書館說明。調查統計詳如表 55。 

表 55  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問卷回復統計（101年） 

              回復 

  類型 
實際調查數 email google 紙本 實際填答館數 填答館數百分比 

機關圖書館 221 34 21 40 95 42.04% 

工商圖書館 127 6 10 15 31 13.72% 

大眾傳播圖書館 9 0 1 0 1 0.44% 

醫學圖書館 296 12 15 32 59 26.11% 

學會圖書館 17 1 0 3 4 1.77% 

宗教圖書館* 164 16 8 10 34 15.04% 

其他圖書館 11 0 1 1 2 0.88% 

合計 845 69 56 101 226 26.75% 

註：宗教部分神學 12所、佛教 21所、回教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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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概述 

為便於瞭解各類型圖書館實際狀況，本文

依圖書館類型分別編表說明，並統計圖書館投

入資源（含圖書館創設時間、館藏資源、閱覽

席位、人力資源）與產出服務 （入館人次、

服務項目、借閱冊數、館際合作）、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建置情形等逐一敘述。 

（一）創設時間 

依據調查結果（如表 56），填答的 194所

圖書館，各圖書館成立時間分布年代相差不太

大，但主要集中在民國 20 年至 30 年間，占

28.35%。其中臺灣神學院圖書館創校歷史最悠

久，創立於西元 1882 年；其次國立臺灣博物

館資料室建置於西元 1908 年，設立的時間超

過百年。工商圖書館則以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企劃處圖書室建置於民國 37 年，設立的時

間超過 65 年；醫學圖書館以國軍臺中總醫院

醫學圖書館設於 38 年，成立的時間最早；佛

教圖書館多為近三十年設立；至於其他類型圖

書館以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高雄辦事

處貿易資料館成立於 60年為最早。 

 

表 56  專門圖書館館齡分布 

宗教 
機關 工商 醫學 

基督教 佛教 
其他          類型 

   

館齡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合計 

1-10年（不含） 5 6.25% 0 0.00% 4 8.70% 2 16.67% 2 11.76% 1 14.29% 14 

10-20年（不含） 15 18.75% 6 18.75% 9 19.57% 1 8.33% 7 41.18% 0 0.00% 38 

20-30年（不含） 16 20.00% 8 28.13% 19 41.30% 1 8.33% 7 41.18% 3 42.86% 55 

30-40年（不含） 15 18.75% 7 21.88% 8 17.39% 1 8.33% 1 5.88% 1 14.29% 33 

40-50年（不含） 13 16.25% 5 15.63% 1 2.17% 3 25.00% 0 0.00% 2 28.57% 24 

50年（含）以上 16 20.00% 2 6.25% 5 10.87% 4 33.33% 0 0.00% 0 0.00% 27 

創設時間不詳 0 0.00% 3 9.3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3 

小計 80  31  46  12  17  7  194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成立於 1984年，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 

 

（二）服務人口數 

在服務人口數部分，母機構員工人數總計

21 萬 532 人，以醫學圖書館最多，共計為 11

萬 6,036人，平均每館服務的員工人數為 2,001

人。 其次為工商圖書館，母機構員工人數總

計為 5萬 4,242人，平均每館服務的員工人數

為 1,808人，二者遠高於其他專門圖書館類型。 

專門圖書館雖以服務母機構為主，但仍有

148 所提供機關以外讀者服務，其中機關圖書

館 69 所、醫學圖書館 40 所、工商圖書館 17

所、神學圖書館 11 所、回教圖書館 1 所、佛

教圖書館 8所暨其他圖書館 2所。顯然專門圖

書館不僅服務母機構員工，也對外開放。 

從其他辦證人數瞭解專門圖書館對外服

務情形，發現其他辦證人數幾乎與母機構員工

總數相近，總計 20萬 8,898人。進一步分析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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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圖書館、宗教類圖書館高於母機構員工

數，其餘仍以母機構員工為主。機關圖書館 15

萬 9,148 人居冠，每館對外服務人口數平均服

務人數為 2,306 人。而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

練處辦證人數高達 6萬 7,835人，其次為故宮

博物院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

版中心圖書室，二者分別為 1 萬 4,575 人、1

萬 2,934 人。宗教圖書館則以聖光神學院聖光

立青圖書館、紫竹林精舍圖書館二所最高，均

超過 2,500人。 

表 57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101年) 

宗教 類型 

服務人口數 
機關 工商 醫學 

神學 佛教 
其他 

數量 

合計 

數量 36,539 54,242 116,036 1,285 792 1,636 210,532 母機構 

員工人數 填答館數 89 30 58 12 16 4   

數量 159,148 15,616 24,154 6,645 3,334 1 208,898 其他 

辦證人數 填答館數 69 17 40 11 8 2  

註：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員工人數為 2人，其他辦證人數為 0，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另志工視同母機構員工。 

 

（三）館藏資源 

依據調查結果（如表 58），專門圖書館館

藏總量計為 833萬 2,899冊，館藏 10萬冊以上

者有 23所；1萬冊以下者計有 68所，其中館

藏量在 1-2萬冊之圖書館最多計 43所。 

依個別館藏來看，傅斯年圖書館計 70 萬

8,755 冊最多；大香山慈音巖建德圖書館 302

冊最少；工商圖書館部分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資

訊技術服務中心綜研圖書館館藏分別為，22萬

3,246 冊、66 萬 5,977 冊為最多，後者僅電子

書高達 66萬 2,758冊。 

表 58  專門圖書館館藏量分布（101年） 

宗教 
機關 工商 醫學 

基督教 佛教 
其他 類型 

 

館藏量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合計 

1,000 以下 0    0% 1 3.23% 0  0% 0    0% 1 4.76% 0    0% 3 

1,001-5,000 10 10.53% 4 12.90% 12 20.34% 1 8.33% 3 14.29% 3 50.00% 33 

5,001-10,000 10 10.53% 7 22.58% 11 18.64% 0    0% 2 9.52% 2 25.00% 32 

10,001-20,000 13 13.68% 5 16.13% 13 22.03% 4 33.33% 7 33.33% 1 12.50% 43 

20,001-30,000 15 15.79% 2 6.45% 5 8.47% 1 8.33% 3 14.29% 0    0% 26 

30,001-40,000 10 10.53% 4 12.90% 2 3.39% 0    0% 0    0% 0    0% 16 

40,001-50,000 7 7.37% 0  0% 2 3.39% 1 8.33% 0    0% 1 12.50% 11 

50,001-60,000 5 5.26% 1 3.23% 3 5.08% 0    0% 0    0% 0    0% 9 

60,001-70,000 4 4.21% 0  0% 0  0% 1 8.33% 1 4.76% 0   0% 6 

70,001-80,000 1 1.05% 0  0% 2 3.39% 3 25.0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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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專門圖書館館藏量分布（101年）（續） 

宗教 
機關 工商 醫學 

基督教 佛教 
其他 類型 

 

館藏量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合計 

80,001-90,000 3 3.16% 3 9.68% 1 1.69% 0    0% 0    0% 0 0% 7 

100,001-200,000 7 7.37% 0    0% 1 1.69% 0    0% 0    0% 0 0% 8 

200,001-300,000 4 4.21% 1 3.23% 2 3.39% 0    0% 0    0% 0 0% 7 

300,001-400,000 1 1.05% 0   0% 1 1.69% 1 8.33% 0    0% 0 0% 3 

400,001-500,000 2 2.11% 0   0% 0    0% 0    0% 0    0% 0 0% 2 

600,001-700,000 0  0% 1 3.23% 1 1.69% 0    0% 0    0% 0 0% 2 

700,001-800,000 1 1.05% 0   0% 0    0% 0    0% 0    0% 0 0% 1 

未統計 2 2.11% 2 6.45% 3 5.08% 0    0% 4 19.05% 0 0% 11 

總計 95  31   0% 59    0% 12    0% 21    0% 7 0% 225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藏書 2,500冊，無其他類型藏書，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 

 

從資料類型來看，以圖書及電子圖書居

多，分別為 279萬 8,302冊、206萬 2,357冊。

其次為裝訂期刊有 177萬 4,172冊。醫學圖書

館紙本藏書 91萬 6,539冊，居各類型圖書館之

冠；電子書則以機關圖書館為最多，計有 67

萬 6,242 冊。另專門圖書館亦收藏不少其他館

藏類型資料總計有 54萬 6,179件，除了縮影資

料、視聽資料、照片及幻燈片、地圖資料等，

尚有軍事準則 2,674冊、技術資料（含紙本）9

萬 1,235冊、電子 1萬 6,094冊、微片 19萬 1,293

捲（片）、市場報告 1,928 冊、契約文書 5 萬

8,588件、檔案 4萬 3,810件等。 

表 59  專門圖書館館藏量（101年） 

宗教 類型 

館藏類型 
機關 工商 醫學 

神學 佛教 
其他 合計 

圖書冊數 439,416 615,664 916,539 434,973 255,498 133,712 2,798,302 

電子書冊數 676,242 666,177 505,456 213,724 738 20 2,062,357 

現期紙本期刊種數 62,056 11,901 42,796 1,685 2,291 2,720,389 123,449 

現期電子期刊種數 236,069 20,247 199,543 5,027 30 2 46,0918 

裝訂期刊冊數 763,387 178,521 786,143 38,142 5,419 2,560 1,774,172 

視聽資料總量 303,856 12,391 175,613 39,604 11,844 16,393 559,701 

電子資料庫數量 971 197 4353 106 18 123 5,768 

其它（冊／件） 546,179 2,041 0 0 12 0 548,232 

合計 3,028,176 1,507,139 2,630,443 733,261 275,850 155,530 8,332,899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紙本藏書為 2,500冊，無其他類型館藏，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台灣電子書暨資料

庫聯盟所採購電子書中研院各圖書館均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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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覽席位 

從各館提供閱覽席位來看（如表 60），總

計 1萬 1,261席。無論從總數或平均數而言，

均以醫學圖書館 4,521席最高，每館平均有 82

個席位；機關圖書館總席位數為 4,379 席居

次，但每館平均有 49 個席位，為平均席次第

三。 

表 60  專門圖書館閱覽席位數（101年） 

宗教 類型 

 

席位          

機關 工商 醫學 
神學 佛教 

其他 合計 

閱覽席位（席） 4,379 732 4,521 900 727 82 11,261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閱覽席位 2席，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 

 
（五）人力資源 

從圖書館人力配置來看（如表 61），回復

的圖書館計有 222所，總計館員有 712人，其

中專職人力總計 604人，非專職人力計有 108

人。進一步分析，有 6所圖書館完全無人管理、

35所圖書館僅配置兼職人員 1名、7所圖書館

僅配置兼職人員 2名、有 4所僅 3至 6人兼職

人員負責圖書館事務，換言之，計有 51 所圖

書館沒有專職人員。設置專職人員 1人的圖書

館亦高達 65 所，其中有 9 所另有 1 名兼職人

員；4所則有 2至 4名不等的兼職人員。從數

字顯示，專門圖書館人力配額不足。 

從人員編制與數量來分析，專職人數占

85.07%；非專職人力則占 15.17%。專職人員有

64.42%具有圖書資訊學背景、兼職人員有

9.26%。神學圖書館館員全數為專職館員，並

具圖書資訊學背景。 

表 61  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統計（101年） 

專職館員人數 兼職館員人數 
類型 

人力資源 總人數 
圖資背景 

人數 

非圖資背景 

人數 
總人數 

圖資背景 

人數 

非圖資背景 

人數 

合計 

人數 315 171 144 40 2 38 355 
機關 

百分比 88.73% 54.57% 45.43% 11.27% 4.76% 95.24% 49.86% 

人數 76 47 29 13 3 10 89 
工商 

百分比 85.39% 64.18% 35.82% 14.61% 18.18% 81.82% 12.50% 

人數 167 131 36 25 2 23 192 
醫學 

百分比 86.98% 79.14% 20.86% 13.02% 8.00% 92.00% 26.97% 

人數 24 20 4 0 0 0 24 
神學 

百分比 100.00% 83.33% 16.67% 0.00% 0.00% 0.00% 3.37% 

人數 18 4 14 30 2 28 43 

宗教 

佛教 

百分比 41.86% 25.00% 75.00% 69.77% 8.33% 93.33% 2.125 

人數 6 4 2 1 1 0 7 
其他 

百分比 1.69% 66.67% 33.33% 0.28% 8.00% 92.00% 0.98% 

人數 606 377 229 109 10 99 712 
合計 

百分比 85.11% 62.21% 37.79% 15.31% 9.17% 90.83%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兼職 2人，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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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情形 

在圖書館使用情形部分（如表 62），從入

館人次來看，全年度共計 343萬 8,889人次。

在所有圖書館類型中，以醫學圖書館最多，共

計 221萬 2,548人次，占 64.33%；機關圖書館

則有 94 萬 9,639 人次居次，占 29.61%；其他

圖書館使用量最少。另從圖書借閱量來看，全

年共計借閱 60萬 5,650冊，其中以機關圖書館

居多，計 52 萬 4,533 冊，占全數的 86.61%，

平圴每館借閱量達 6,812 冊。令人注意的是醫

學圖書館入館人次最高但借閱冊數不多，是否

有其他使用行為，未來宜進一步探討。 

表 62  專門圖書館使用統計（101年） 

全年度入館人次 年度借閱總冊數 項目 

類型 數量 填答館數 數量 填答館數 

機關 949,639 56 524,533 77 

工商 182,136 18 50,811 24 

醫學 2,212,548 52 28,086 9 

神學 83,000 9 200 1 
宗教 

佛教 11,572 18 2, 020 4 

其他 8,141 3 N/Y N/Y 

合計 3,438,889  605,803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全年入館人次 20 人、借閱冊數 153 冊，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其他圖書館未統計

年度借閱總冊數。 

 

就圖書館提供服務項目來看（如表 63），

依次分別為館內閱覽（217所）、館藏資料借閱

（203 所）、參考服務（175 所）、資料庫檢索

（155 所）、推廣服務（127 所），各類型圖書

館間差異不太。其中機關圖書館以館內閱覽為

主，其次為館藏資料借閱、參考服務；工商圖

書館與醫學圖書館分別為館內閱覽、館藏資料

借閱及資料庫檢索。因應網路新媒體興起，有

少數圖書館提供網路社群服務；而醫學圖書館

另有二所圖書館提供醫療新知剪報服務。 

表 63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01年） 

宗教 
機關 工商 醫學 

基督教 佛教 
其他 

類型 

 

 

服務項目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合計 

館藏資料借閱 83 87.37% 29 93.55% 59 100.00% 11 91.67% 16 76.19% 4 57.14% 203 

館內閱覽 91 95.79% 30 96.77% 59 100.00% 11 91.67% 19 90.48% 6 85.71% 217 

參考服務 72 75.79% 22 70.97% 53 89.83% 10 83.33% 12 57.14% 5 71.43% 175 

推廣服務 42 44.21% 17 54.84% 47 79.66% 9 75.00% 6 28.57% 5 71.43% 127 

資料庫檢索 59 62.11% 23 74.19% 55 93.22% 8 66.67% 7 33.33% 3 42.86% 155 

期刊目次 28 29.47% 11 35.48% 29 49.15% 3 25.00% 5 23.81% 3 42.86% 79 

提供電子報 20 21.05% 10 32.26% 13 22.03% 6 50.00% 1 4.76% 0 0.00% 50 

專題選粹 14 14.74% 7 22.58% 14 23.73% 1 8.33% 3 14.29% 0 0.00% 39 

其他 2 2.11% 0 0.00% 2 3.39% 0 0.00% 4 19.05% 2 28.57% 10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提供館藏資料借閱、館內閱覽、參考服務暨推廣服務等四項服務，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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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館際合作 

在館際合作服務方面填答館數不多，多數

圖書館未予以統計。從填答館數來看（如表

64），借出或貸入數量相差無幾，顯示專門圖

書館除了提供母機構讀者，亦能憑本身資料特

殊性，支援其他館圖書館服務，真正達到互惠

平等的合作模式。 

就各類型圖書館來分析，機關圖書館、佛

教圖書館無論是圖書借閱或是文獻複印，借出

皆高於貸入；而工商圖書館則明顯館藏較為不

足，較需要外援（主要以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研發部圖書室、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

中心圖書館、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為

主），至於醫學圖書館的文獻複印借出為貸入

二倍之多，神學圖書館圖書借閱借出高於貸

入。 

表 64  專門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統計（101年）

圖書借閱 文獻複印 

借出 貸入 借出 貸入 
        館合項目 

 

類型 
數量 

填答 

館數 
數量 

填答 

館數 
數量 

填答 

館數 
數量 

填答 

館數 

機關 2,412 32 1,578 48 7,777 35 4,883 36 

工商 4 12 308 14 117 6 1,510 15 

醫學 1,203 36 1,549 43 11,812 39 5,102 42 

神學 88 5 160 5 22 4 13 4 
宗教 

佛教 39 2 1 2 29 2 1 2 

其他 0 2 0 2 0 2 4 2 

合計 3,709 126 3,596 114 19,757 88 11,513 101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不提供館際合作服務。 

 
（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方面（如表 65），

184所圖書館已採用自動化系統，占 81.42%；

10所尚未自動化但規劃中，但仍有 26所圖書

館尚未自動化且未規劃。其中以機關圖書館 88

所已建置自動化系統占 47.83%，其次為醫學圖

書館 49所（26.63%）。 

各類型圖書館中以基督教神學圖書館

100%最高，全數已建置自動化系統；其次為機

關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分別為 92.63%、

88.03%。 

表 65  專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情形一覽表（101年） 

宗教 
機關 工商 醫學 

基督教 佛教 
其他              類型 

 

自動化情形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合計 

有自動化 88 47.83% 25 13.59% 49 26.63% 12 6.52% 7 3.80% 3 1.63% 184 

尚未自動化，但規劃中 0 0% 0 0% 2 20.00% 0 0% 6 60.00% 2 20.00% 10 

尚未自動化且未有規劃 6 22.22% 5 18.52% 8 29.63% 0 0% 6 22.22% 1 3.70% 27 

未回覆 1 20.00% 1 20.00% 0 0% 0 0% 2 40.00% 1 20.00% 5 

總計 95  31  59  12  21  7  226 

註：另中國回教文化基金會圖書室尚未自動化且未有規劃，逕加統計，不列屬任一類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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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置方式來看，有 122所圖書館採國內

廠商開發系統為主，占 66.30%；其次國外廠商

開發占 22.28% ，主要是機關圖書館計有 27

所。而國內廠商開發系統前三名為鉑特（21

所）、TORICA（18所）、Totalsll（8所）；國外

廠商開發系統則為 INNOPAC （Millennium）、

Aleph分別為 23所、6所。 

表 66  專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方式概況（101年） 

宗教 
機關 工商 醫學 

基督教 佛教 
其他 

        類型 

  

 

項目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填答 

館數 
百分比 

合計 

自行開發 4 4.55% 4 16.00% 3 6.12% 1 8.33% 1 14.29% 1 0% 14 

委外開發 2 2.27% 1 4.00% 0 0% 0 0% 1 14.29% 0 0% 4 

國內廠商開發 54 61.36% 19 76.00% 32 65.31% 10 83.33% 5 71.43% 2 66.67% 122 

國外廠商開發 27 30.68% 1 4.00% 12 24.49% 1 8.33% 0 0% 0 0% 41 

未登錄 1 1.14% 0 0% 2 4.08% 0 0% 0 0% 0 0% 0 

總計 88  25  49  12  7  3  184 

 

 

 

專門圖書館由於性質、功能、規模等差異

性甚大，因此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設置三個

委員會：一、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由各類型圖

書館代表組成，主要負責一般例性業務，例如

年鑑編輯等；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由相關

領域研究機構、大專院校、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地區醫院等代表組成，主要協商各醫學圖

書館期刊合作館藏發展、辦理研討會暨進行相

關研究等；三、神學圖書館委員會，為近年來

新設立的組織，以下簡介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神學圖書館的類型分為三種：一、神學

院，聖經學院，訓練中心的圖書館；二、機構，

宣教中心的圖書資料室；三、教會附設圖書館

（室）；其中，較具規模與編制的是神學院、

聖經學院、訓練中心的圖書館。 

神學圖書館的館際交流起於 92 年，當時

以籌設社團法人「臺灣神學圖書館協會」為目

標。然而，因人力、經費與法規等限制並未完

成。97年承蒙當時的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陳

昭珍與各理監事接納，在學會之下成立「神學

圖書館委員會」，目前有 21個單位的會員參與

其中，彼此之間經常有密切的分享與交流，與

學會之間也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101年 1月時聘臺灣神學院圖書館館長張

賢淑為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於 3月時

主任委員提出工作計畫表及聘請其他委員，包

括二位副主任委員莊秀禎（中華福音神學院圖

書館館長）、黃泰運（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資

訊中心主任）；四位委員：林荷鵑（基督教臺

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中心主任）、陳偉仁（玉

山神學院圖書館館長）、陸美敏（聖光神學院

圖書館助理）、蔡榮姬（中台神學院圖書館館

長），及秘書謝曉玲（臺灣神學院圖書館館

員）。 

該委員會自成立以來，主要工作紀要與成

效如下： 

101 年新成立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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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目錄 

100年，由信望愛網站義務支援建置的「神

學圖書資訊網」，至 101 年為止，已經整合八

所基督教神學院圖書館（信義會神學院圖書

館、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臺灣神學院圖書

館、聖光神學院圖書館、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

院圖書館、玉山神學院圖書館、台南神學院圖

書館、中台神學院圖書館） 的館藏目錄約 45

萬筆，資料量仍在持續增加中。 目前為全臺

灣最大的基督教神學資源網站，對從事聖經與

神學研究的讀者而言，是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

學術資源。 

 

二、館際互借 

依照 99年 3月 19日神學圖書館委員會議

通過的「館際合作借書證使用細則」， 只要是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或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所

屬之會員均可申請加入。 申請通過之後，將

核發館際合作借書證五張，由申請館保存以供

該館讀者使用。這項合作計劃是神學圖書館之

間資源分享與交流的最好實證。 

 

三、電子資源聯合採購 

由於神學院圖書館各館的經費有限，在電

子資源的採購上逐漸形成共識，發展出聯合採

購的模式。由臺灣神學院館員王智豐代表神學

院圖書館與廠商議價，有六所神學院圖書館共

同參與 Brill Religion & Biblical Studies英文電子

期刊資料庫的聯合採購計畫。從 101年開始到

103年訂購三年，廠商保障漲幅 5%。 

 

 

 

一、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舉辦「圖

書館未來定位與發展座談會」 

101年 7月 20日舉辦座談會，會議結論摘

要如下： 

（一）圖書館資訊廣宣（每年定期一次將圖書

館資訊於金工簡訊揭露） 

（二）成為中心行動辦公室（新增網路據點、

電源、電話分機以及茶水） 

（三）新增同仁午休交誼時間（配合企廣處

「日安，幸福」專案） 

（四）成立「金屬中心精緻典藏文史區」（與

中心 50週年慶活動配合） 

（五）更新圖書館軟硬體設施（軟體：新購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硬體：行動辦公室、交誼

廳、研究小間、腦力激盪等空間改造） 

（六）專業諮詢能力養成（新人講習、資料庫

說明會、圖書館大姊姊制度以及全方位

專業諮詢師等） 

 

二、神學圖書館舉辦「神學圖書館研討會」 

7月 13日假中華福音神學院辦理 2012年

神學圖書館研討會，主題是「數位時代技術服

務之變遷」，共計 23個單位，35位神學圖書館

及教會圖書館同道參加。上午議程為淡江大學

兼任副教授陳和琴針對數位時代新編目趨勢

RDA發表專題演講。下午議程為分組座談與經

驗交流，分別由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

訊中心主任林荷鵑分享「神學圖書館面臨宗教

研修學院立案的因應」，靈糧神學院圖書館館

長劉鳳秋分享「小型圖書館經營」。 

 

三、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舉辦「佛教期刊

發展研討會」 

佛教期刊是認識戰後臺灣佛教文化發展

很重要的指標。藉由佛教期刊的內容，可以瞭

解臺灣佛教文化的歷史發展脈絡。隨著時代的

變遷及資訊媒體的多元發展，佛教期刊在當今

社會所扮演角色，也逐漸被學術性學報及廣大

有效的傳媒所取代、愈趨向通俗化、小眾等

101 年專門圖書館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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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對資訊化時代，佛教期刊的未來發展值

得探究。在跨過民國一百年後，由財團法人伽

耶山基金會 10 月 13 日於臺北印儀學苑舉辦

「佛教期刊發展研討會」，活動由香光尼眾佛

學院圖書館舉辦，會議有來自全省各地佛教圖

書館工作者、學者專家百餘人參與。會中邀請

臺灣地區創刊悠久的佛教期刊，計由《人生》

（38年 5月創刊）、《慧炬》（50年 11月創刊）、

《慈濟月刊》（56 年 7 月創刊）、《明倫》（59

年 10月創刊）、《慈雲》（65年 7月創刊）、《香

光莊嚴》（74年 2月創刊）及佛光山的期刊出

版，分別報告期刊發展現況及面對未來數位時

代的挑戰與展望。 

綜合座談並邀請負責學報出版、研究臺灣

佛教史、佛教出版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針

對資訊化時代佛教期刊所面臨的瓶頸及未來

展望提供建言，以喚起大眾對佛教期刊未來發

展的重視。 

研討會現場並展示 38 年至 101 年於臺灣

地區發行的「創刊號佛教期刊展」近五十種、

重要佛教期刊展，及各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製作的《臺灣地區佛教期刊指南 2012 年版》

電子書提供與會者閱讀。 

  

四、專門圖書館活動紀要 

表 67至表 71分就機關圖書館、工商圖書

館、醫學圖書館、神學圖書館及佛學圖書館 101

年大事紀要整理臚列供參。 

 

表 67  機關圖書館 101年大事紀要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2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變更機關全銜為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101.4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圖書室 
圖書館因預算、人力及單位組織漸縮編，改屬中科院

總館之分館服務同仁。 

101.9 核能研究所圖書館 

更新圖書館入口網站，館藏查詢也採 WebPAC 2.0 線

上公用目錄查詢系統，並整合網路書店資源，摘錄書

籍封面、內容簡介與作者簡介，提供讀者更完整之資

訊，作為借閱書籍之參考。 

101.1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圖書館 

開放現職公務同仁進入本館圖書區及閱覽區，並調整

開館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 30分。 

 

表 68  工商圖書館 101年大事紀要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1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圖書館 《料理．臺灣》雜誌創刊發行。 

101.1.5 
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朱銘美術

館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獨立自成一單位，負責圖書管理與館史相關

業務。 

101.3-12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 
處理館藏老舊、失效書刊，共計撤銷圖書 1,384冊；期

刊 2,620冊。 

101.3.16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發行金工 DNA電子報。 

101.4.26-27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圖書館 舉辦「2012臺灣飲食文化暨餐飲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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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工商圖書館 101年大事紀要（續）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10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圖書館 辦理「臺灣廚師海外參賽獎補助」。 

101.10-12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 

進行館藏書刊酒精擦拭除霉作業，共計處理裝訂期刊

32,797冊；圖書 7,365冊，並於一樓裝置大型除溼機防

止霉菌滋生。 

101.10.25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101 年度固定資產會議簡報通過空間改造乙案－圖書

館為活化空間使用，將轉型成多功能複合式之公共空

間，於 10月 25日通過 101年度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報

告。為符合中心同仁需求以及改造工程之完善性，先

進行問卷調查、比圖評選等作業。 

101.11.09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完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購，以符合圖書館轉型所需

的服務功能，因經費有限預計以二年的時間完成整合

模組的建置。 

101.12.28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舉行圖書館空間改造競圖評選會議，會議評審勝出廠

商為 DUMAS，將以其設計圖稿為依據，進行後續空

間改造等相關作業。 

表 69  醫學圖書館 101年大事紀要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5.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

系列課程－主題：讀者突發事件處理與經驗談 

講者與講題： 

1.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行政組主任王國聰：讀者突發事件

處理原則 

2.臺灣大學法社學院分館主任鄭銘彰：性騷擾事件處理

原則 

3.臺灣大學總圖書館閱覽組編審陳建翰：讀者突發事件

處理 SOP暨紀錄單填寫說明 

101.6.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

系列課程 

主題：大學圖書館中學習空間的實踐性-國外案例的介紹 

講者：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陳格理 

101.9.3-4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委託中山醫學大

學舉辦「第 34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臺灣實證醫

學學會 2012 學術研討會」。由中山醫學大學校長賴得

仁、館長廖宏昌及主委邱子恒進行開幕致詞，為期兩天

會議共有 7場專題演講，4場實務分享及 6場新知分享，

共約百名學員參與 32家廠商參展。 

101.10.1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

系列課程 

主題：大學圖書館績效評估理論與實務 

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柯皓仁 

101.11.0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

系列課程 

主題：新編目標準 RDA概介 

講者：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陳和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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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神學圖書館 101年大事紀要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 聖光神學院圖書館 將圖書館組織劃分為：採編、視聽、典藏、期刊。 

101 聖光神學院圖書館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電郵通知，耶魯大學神學圖書館

館長Dr. Stuehrenberg 同意聖光神學院與循理會文獻

數位化，並且資助所需費用。 

101 宣教神學院圖書館 

舉辦“卓越讀書會”、“閱讀比賽”、“三五好友讀

書樂”等活動，鼓勵同學善用圖書館資源並樂意與人

分享；並且邀請同學到圖書館一起讀書、研究，一同

進步。 

101 基督教客家宣教神學院圖書館 

參觀多所神學院圖書館，作為該館興建新館之參考；

並於 12月將新館藏書量與空間構思完成，提交建築

師參考。 

101.4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 
正式加入「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成為

合作館。 

101.5.21 臺北基督學院（原基督書院） 
經教育部立案通過，成為繼民國 99年基督教臺灣浸

會神學院之後，第二所「基督宗教研修學院」。 

101.7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 進行早期畢業論文數位化掃描工作。 

101.7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 圖書館複本書經精兵團契送緬甸偏遠地區。 

101.8 基督教客家宣教神學院圖書館 
8月份有來自香港的義工，協助圖書館製作圖書總目

錄、幫助館員技術服務能力的提升。 

101.11.2 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中心 
主任林荷鵑參與「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程，教導

同學如何正確有效的查詢館藏資料與使用電子資源。 

表 71  佛學圖書館 101年大事紀要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1.1 淨心佛學視聽圖書館 
設置 FTP讓讀者下載佛教電子書

http://ftp2.puremind.org.tw/ 

101.1 華嚴蓮社成一圖書館 圖書館設立部落格 http://huayenlibrary118.blogspot.tw/ 

101.5.4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成立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gayalib 

101.7.21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成立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部落格

http://www.gaya.org.tw/blog/library/ 

101.9.28 三慧講堂圖書館 
為 20周年慶成立「三慧專欄」部落格，透過現代科技

網路弘法、淨化人心、善導社會風氣。 

101.10.13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舉辦「佛教期刊發展研討會」，會議有來自全省各地

佛教圖書館工作者、學者專家百餘人參與。 

101.12.24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配合耶誕節慶，舉辦愛書人幸福集氣票選活動及耶誕

下午茶分享活動，吸引同仁進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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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圖書館與海外圖書館交流相當頻

繁，主要集中醫學圖書館與機關圖書館。交流

方式包括參訪、交換實習、締結館際合作等。

以下茲就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組團參加 2012 年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予以說明外，其餘列

如表 72於後。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2012年年會於美國西雅圖會

展中心舉行，會議日期為 5月 18 日至 23 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委會主任委員臺北醫

學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邱子恒，率領代表團一行

7人前往參加，發表 6 幅學術海報，並與MLA

簽訂雙邊合作協議。由中山醫大附設圖書室主

任張慧瑾擔任第一作者的海報，從近兩百幅海

報中脫穎而出，榮獲大會學術海報銀牌獎。 

在 2012年會裡，MLA理事會通過與臺灣

醫委會簽訂合作協議的提案，於 5 月 20 日

International Visitors Reception中，由該會理事

長 Gerald Jerry Perry 和醫委會主委邱子恒簽訂

雙方合作協議（Bilateral Agreement Between 

Medical Library Committe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Republic China (Taiwan) And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往後臺灣的醫學圖書館代

表參與 MLA 年會，將可以會員的身分報名註

冊，而 MLA 的代表亦將透過醫委會的安排，

參與臺灣每年 8月下旬舉辦的醫學圖書館工作

人員研討會。 

大會在 20 日至 22 日安排了三場海報展，

共有近 200 幅海報參展。醫委會委員張慧瑾主

任的海報「A Study of Physicians’ Attitudes, 

Knowledge, Skills and Educational Needs in 

Evidence-based Medicine」（醫師對實證醫學之

態度、知識技能與教育需求之探討）（其他作

者另有張慧瑾、邱子恒、吳志隆、蔡崇弘、林

芳羽、林隆堯）榮獲大會學術海報（Honorable 

Mention Poster Award）銀牌獎。 

 

 

表 72  專門圖書館海外交流概況（101年）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2.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先生等九人到館參訪。 

101.2.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韓國成均館大學尊經閣館員崔容準、金洪德先生到館參訪。 

101.3.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黃振春先生等八人到館參訪。 

101.3.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史語所研究員柳立言先生偕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惠馨女

士、上海政法大學教授田濤先生等五人到館參訪。 

101.3.2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浙江師範大學副校長王輝先生等六人到館參訪。 

101.4.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林慶彰先生偕華中師範大學古籍研究

所所長董恩林先生參觀善本室及傅斯年紀念室。 

101.5.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大陸清華大學名師後裔吳荔明女士等七人參觀傅斯年紀念

室。 

101.5.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添富先生及大陸邯鄲學院黨委書記

王韓鎖先生等四人參觀傅斯年紀念室及閱覽室。 

101 年專門圖書館海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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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專門圖書館海外交流概況（101年）（續 1）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5.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李峰先生及敏求圖書館主任唐友波先生

等十人參觀傅斯年紀念室及古籍數位化作業流程。 

101.5.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副主任鄭雲杰先生

等五人到館參訪。 

101.5.1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何建明先生偕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高銘

揚先生等四人參觀善本室。 

101.5.2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新疆通史》編撰委員會主編陳國裕先生等六人到館參訪。 

101.6.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中國戲曲學院教授海震先生等三人到館參訪。 

101.6.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副館長周德明先生、館員陳燕梅女士及丁建勤先

生參觀善本書室及拓片室。 

101.6.6-11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赴姊妹館北大醫學圖書館交流學習。由

北醫圖書館館長周桂如與雙和分館陳瑞文小姐前往，在北大

醫圖的規劃及陪同下，參訪了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

學圖書館、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師範大

學圖書館、北醫第三附屬醫院圖書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等 11

所圖書館。 

10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廷以圖書館 

與澳洲 La Trobe 大學合作掃瞄二次大戰前澳洲華文報紙一

批。 

101.7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 
進行兩岸鋼鐵廠技術交流論文集電子書及書籤製作，並將其

建置於技術資訊網，提供同仁線上使用。 

101.7.16-7.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

以圖書館、中國文哲研究所圖

書館 

近史所林玲君主任與文哲所林義娥主任一同參訪南京大學

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上海

圖書館、徐家滙藏書樓等六所圖書館。 

101.7.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參與成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Stephanie Tung女士等八人到館參訪。 

101.7.2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館員馬小鶴先生到館進行五天

相關業務交流與參訪。 

101.8.21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與廣東省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簽約

成為姊妹館。在臺北醫學大學副校長邱弘毅與南方醫科

大學副校長胡煒的見證之下，北醫館長周桂如與南醫大

館長顧萍簽下合作協議，內容包括圖書交換、文獻代印

與人員互訪。 

101.9.1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史語所研究助理顏世鉉先生偕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郭時

羽女士等二人到館參訪。 

101.9.2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中國作家代表團共六人參觀傅斯年紀念室。 

101.10.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傅斯年圖書館編審湯蔓媛女士獲舉至上海圖書館進行五

天相關業務交流與參訪。 

101.10.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傅斯年圖書館助理俞媜紋小姐獲舉至美國哈佛大學燕京

圖書館進行十天相關業務交流與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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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專門圖書館海外交流概況（101年）（續 2）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10.25-28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赴姊妹館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交流

學習。10月 26日南醫大圖書館並舉行「粵台高校圖書館

建設研討會」，會中北醫圖書館副館長邱子恒進行題目

為「臺灣高校圖書館之特色經營：館藏建設、聯盟採購

與閱讀推廣」之專題報告，系統館員王君逸則進行題目

為「資訊科技在臺灣高校圖書館之應用實例分享」之報

告，此次研討會計有來自廣東省 20多所大學圖書館館長

及館員共 170人參加。 

101.11.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史語所研究助理顏世鉉先生偕大陸西北大學副校長李昊

先生、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王基倫先生參觀拓片室

及善本室。 

101.11.18-24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交換館員前來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交流學習。南醫大圖書館流通閱覽部主任襲繼紅與圖書

館綜合業務部副主任韓璽回訪北醫圖書館。在臺北交流

期間，在北醫的陪同之下參訪其附設萬芳醫院分館、雙

和醫院分館、臺北榮總圖書館、陽明大學圖書館、臺灣

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 

101.11.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館員顧燕、徐瀟立女士到館進行十二天相關

業務交流與參訪。 

101.11.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史語所副研究員李尚仁先生偕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主任

Janet Browne女士到館參訪。 

101.11.2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總館長 Larry Alford先生及東

亞館館長喬曉勤先生等三人到館參訪。 

 

 

根據調查顯示，專門圖書館人力雖然不

足，但仍積極辦理各項推廣活動，以吸引讀者

進入圖書館。活動對象除了母機構員工外，多

開放外界人士參與。活動內容多樣化，包括音

樂會、佛教經典研讀、電影賞析、主題書展、

舊書贈送等。茲將 101年專門圖書館所舉辦的

推廣活動列表如表 73。

表 73  專門圖書館推廣活動辦理概況（101年）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0.1.1-101.8.25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文化 

中心音樂圖書室 

為推廣音樂文化及服務弱勢族群，特別於 100年 7月

至 101年 8月辦理短期樂器學習課程，本項「弱勢學

童免費樂器學習課程」提供低收入戶學童免費學習，

由民間團體贊助樂器，義工教師義務教導，每週六上

課，並於年度課程結束後辦理成果分享音樂會。 

101.1-101.12 聞思佛學圖書館 舉辦禪修活動、禮懺法會。 

   

101 年專門圖書館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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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專門圖書館推廣活動辦理概況（101年）（續 1）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1-101.12 
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 

學資料中心 

開設佛教經典研讀課程（成佛之道、寶積經講記、維

摩詰經要義、瑜伽師地論選讀……等）；成人才藝班

（花藝設計班、瑜珈班、合唱團、古箏班、笛子班、

胡琴班）、「歡樂週末派」研習班（作文班、長笛班、

美術班、圍棋班、數學班、鋼琴班）；舉辦「成長教

育講座」。 

101.1-1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藝術教 

育圖書室 
藝教推廣活動，共計辦理 17場。 

101.1-12 
國立國父紀念館孫逸仙博士 

圖書館 

每月最後一個週五下午辦理導讀會，邀請臺大教授吳

秀玲、專業翻譯姚巧梅等人及本館同仁，計導讀了《讀

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幸福的才能》、《熟年

的才情》等 12場導讀會。 

101.1-12 高雄市電影館 

101年度辦理 20場專題講座及電影文化推廣活動，如

『看電影來講古高雄戲院的百年八卦史』、「不只是

懷舊 從高雄老戲院看 視聽娛樂新未來」等邀請專家

學者進行講座，參加民眾達 2,198人次。 

101.2 三慧講堂圖書館 

苗栗大湖法雲禪寺開山 100周年慶、護國千佛三壇大

戒傳戒大會，特選創辦人禪慧法師所撰『覺力禪師年

譜』三版，經為大會紀念書籍，授權景印 3,000冊，

贈送各界人士結緣。 

101.2.6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圖書館 舉辦「慶元宵、射燈謎、拿三商禮」推廣活動。 

101.3.10 國立國父紀念館孫逸仙博士 

圖書館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青山長在、綠水長流—愛我家園

護地球」園遊會，配合贈送圖書、過期期刊 2千餘冊。 

101.3-11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 

舉辦圖書館服務及資訊應用說明會 4次；參與人事部

門 101年舉辦之新進人員講習，授課『圖書館介紹』

共 6次，並於 11月 25日起至技術部門各二級單位，

進行資訊需求及技術資訊服務改善座談會。 

101.3-12 臺北市立美術館圖書室 
辦理「行過江南—陳澄波藝術探索歷程」等延伸閱讀

書展共計 21場。 

101.4.2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 

及研究中心 

於世界書香日結合各界資源辦理推廣數位閱讀系列活

動： 

1.建置電子書專區，採購華文電子書（期刊），並將

本中心研習論壇等出版品製成電子書型態，擴大資

源運用層面。 

2.以「數位閱讀的趨勢發展與應用」主題，辦理北、

中、南、東等 4場實體數位閱讀研習。 

3.辦理「閱讀有禮、有獎徵答」抽獎活動，吸引 5千

餘名公務夥伴體驗閱讀電子書、發散活動廣度。 

4.於「e學中心菁英社群網」內公共論壇開設「數位閱

讀論壇」專區，建立知識分享平臺。 

5.以「e學中心」網站之華文電子書為範疇，結合「本

中心閱讀學習時數認證要點」辦理千字心得徵文活

動。 

101.4-12 良裕圖書室 
購佛書贈送有緣人。輔導老人參閱臨終關懷生死大事

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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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專門圖書館推廣活動辦理概況（101年）（續 2）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5.4-13 高雄市電影館 

結合「2012青春設計節」辦理「2012青春設計節－青

春影展」。本屆報名參賽共 35校、44系，共 206件，

收件遍及全臺灣相關系所之大專院校學子，青春影展

活動包含「影像高雄創作營」、「視覺特效系列講座」、

「R&H大師講座」等相關活動。 

101.5.9-101.9.24 華嚴蓮社成一圖書館 
華嚴蓮社 60周年慶活動，成一圖書館舉辦歷年出版品

簡介。 

101.5.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 

廷以圖書館 

舉辦「史料型電子資源：研究使用者 vs出版商 Brill

對談｣座談。 

101.5.26-27 
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 

學資料中心 

協辦第十一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

議。 

101.5.31 三慧講堂圖書館 舉辦母親節慶生會。 

101.7.7 紫竹林精舍圖書館 
舉辦「大藏經課程」，推廣認識佛教大藏經使用及佛

學辭典。 

101.7.7-101.8.25 
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 

學資料中心 

「妙心暑期午後電影院」，由黃文樹、曾昭旭、邱敏

捷、鄭富春、宋邦珍教授引言、解析影片及帶領討論。 

101.8-9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 

館 

為提升對外部同仁之服務並讓北區同仁更了解圖書館

的資源與功能，於臺北舉辦「幸福行動書車」活動，

內容包含投票選書抽禮券（8月 8日至 8月 14日）、

圖書館資源應用說明會（9月 3日）以及好書戀戀臺

北週（9月 3日至 9月 7日）等單元，展出期間借閱

本數達 42本。 

101.9.20-1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 

所圖書館 

舉辦林業試驗所圖書館第二屆二手書交換活動，活動

結束後，將部分書籍轉寄給偏鄉學校，包括宜蘭縣四

季國小以及臺東縣海端國中。 

101.10.5-11.2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 

訊資料服務中心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1.11月 1日邀請本會技術長「你理想中的資策會

是…？」共有 69位參與，並於會中頒發前年度資源

再用個人及團體獎項。 

2.10月 5日至 11月 7日你提案，我按讚：說出工作上

的資訊需求希望資料中心整理提供的加值服務；提

案經全會同仁公開寄送，最高票前三名贈送小禮品

獎勵。 

3.外賓專題演講：11月 2日邀請著名電腦部落客 Esor

（異塵行者）到資策會分享，如何在一天行程中徹

底運用各種雲端工具，行動應用軟體解決各種難關。 

4.資料中心（C2SC）資源一把抓：網路小遊戲。 

101.10.7 紫竹林精舍圖書館 

針對佛學研讀班同學及對佛學有興趣之社會大眾辦理

「讀者活動」，活動內容包括：漫遊書海、名相是啥

米、與期刊有約及網路藏經閣，透過輕鬆活潑以及遊

戲的方式，讓參與者學習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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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專門圖書館推廣活動辦理概況（101年）（續 3） 

日期 單位 活動紀要 

101.10.19-11.04 高雄市電影館 

「2012高雄電影節」於 10月 19日至 11月 4日假高

雄市電影館以及夢時代喜滿客影城辦理，以「未來時

代」為年度主題，規劃 16個單元，共計 176部影片（包

含競賽入圍影片 60部），長片 95部，短片 81部（含

競賽影片 60部、東京國際短片節 19部以及觀摩片 2

部），播映 254場次，共計 17天，總參與人次達到 2

萬 3,013人。 

101.10.27 中央研究院 

「101年中央研究院院區開放活動」，各所、處（中

心）圖書館辦理活動如下： 

1.民族所圖書館：自建資料庫展示、出版品展示。 

2.經濟所圖書館：出版品展覽。 

3.亞太專題圖書室：出版品展示。 

4.傅斯年圖書館：史語所出版品及同仁著作展、閱覽

區、普通書庫參觀暨定時導覽、傅斯年紀念室開放

參觀暨定時導覽、古籍修復流程及修裱工具展示、

傅斯年小學堂 2.0。 

5.人文館聯合圖書館：圖書館開放參觀、書海覓書。 

6.歐美所圖書館：圖書館參觀、「歐洲聯盟：統合過

程、對外行動與歐華關係圖文展」。 

7.文哲所圖書館：「道家與海德格」主題書展、莊子

成語小故事。 

8.「百年老店」主題圖書檔案聯展。 

101.12.1-23 臺灣音樂館資料館 

「Playing胡琴 at華山」系列活動，從「Play」的概念

出發，帶領民眾一起「玩音樂」，包括展覽、講座以

及音樂會等。 

1.胡琴展：以各種胡琴樂器搭配液晶顯示器、播放器

及耳機，讓參展民眾可看、可聽、可玩，另外現場

配合視聽設備及小型演奏，結合現代互動式科技，

讓民眾身歷其境親自展現絕佳的胡琴演奏技巧。 

2.胡琴講座：邀請音樂人擔任主講人，並安排演奏家

現場示範演出，讓民眾可以更深入了解胡琴的不同

演出型態與特色。 

3.胡琴音樂會：在華山劇場戶外大草原區舉行，包括

采風樂坊、絲竹空爵士樂團、無雙樂團、莎莎 tac-

絲竹樂團、民權歌劇團、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美

濃客家八音團、臺灣豫劇團、國光劇團、臺灣國樂

團等十餘團隊，輪番展現胡琴與傳統、搖滾、爵士、

流行之間的對話。 

101.12.15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圖書資料室 

舉辦臺灣世曦 2012『募書捐愛』活動，以喚醒大家愛

惜資源，回收書籍所得款項全數捐給財團法人瑪利亞

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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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專門圖書館性質特殊，例年來除醫學

圖書館外，少有相關研究。在 101年計有臺北

榮民總醫院圖書館館長胡豫湘主持，進行「醫

學圖書館員專業證照機制之探討與問卷調查

報告」研究計畫乙項。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為提升醫學圖書館從業人員之社會地位與專

業形象，擬推動館員之認證制度，為了解實務

工作者在人員進用或考試之意見與建議，特委

由臺北榮總圖書館胡豫湘辦理「醫學圖書館館

員專業證照機制」的問卷調查，做為作業的參

考外，亦對多國在認證制度上的現況做了比

較。研究發現如下： 

一、醫學圖書館員有設立專業認證制度的必

要：89.55%。 

二、建立醫學圖書館員證照制度，可提高館員

專業度及專業形象：91.04%。 

三、醫學圖書館是否皆需引進證照認可制度： 

僅專業人員需要 58.21% 

四、報考醫學圖書館員證照，需具備哪些資格

條件：大專以上之圖書館學相關科系學歷

55.22%、於醫學圖書館服務三年以上

50.75%。 

五、同意建立醫學圖書館認證制度之法規，使

認證制度得以有效實施：89.55% 

六、醫學圖書館員認證制度，需考核專業能

力：醫學圖書館學基本知識 92.54%、可熟

練運用醫學圖書館各種檢索、參考工具

92.54% 

七、取得醫學圖書館之認證，採等級制度：綜

合學歷、專業課程學習和從業經驗來制定

76.12%   

八、證照制度的考試應由何機關辦理之：國家

圖書館或圖書館學會統一辦理 68.67%。 

九、連結認證制度和館員升遷制度：認證的等

級反應在不同之工作性質上 86.57%。 

十、因應醫學圖書館對於新資訊之急迫性：提

供在職人員進修機會，針對課程發予證書

98.51%。 

十一、對於醫學圖書館認證項目：認證設計採

綜合認證；僅對館員資格做認證，不做

分科認證 77.61%。 

十二、於醫學圖書館工作，應具備哪些個人特

質：熱心服務精神 92.54%。  

十三、針對高階證照，應限定時效性，超過時

限則必須辦理更新審核，以維持醫學圖

書館員專業度 71.64%。 

圖書館認證制度之施行，先進國家已有上

百年歷史，其中醫學圖書館對於專業性的要求

應更高，臺灣尚未有完整的醫學圖書館認證制

度，醫委會為提升醫圖從業人員之社會地位與

專業形象，擬推動醫圖館員之認證制度，不僅

保障醫學圖書館之服務水平、提升整體形象和

地位，為世界潮流之所趨，亦是身為醫圖人努

力的目標。提出以下二項建議： 

一、由圖書館學會主動找有法律背景之人士請

教修改〈圖書館法〉、制定「圖書館管理

師法」。請與文教或有圖資背景之立法委

員聯繫，或找立法委員提案修法，事前準

備越完整成功的機會亦會越高；圖書館管

理師應以資格認定即以證照制度來確認

而非以職缺任用。 

二、參考〈職業訓練法〉第六章，有關技能檢

定、發證及認證中條文，來訂定醫學圖書

館管理師之認證，亦為一快速且可行之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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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圖書館利用科技研發各主題資料

庫，共計 127種，主題範圍包羅萬象，跨各學

科，除了少數工商圖書館為內部資料庫不對公

開外，其餘多數為免費資料庫或館內使用資

料。從資料庫製作者來看，以機關（構）圖書

館計 91種最多，占 71.65%。其次為宗教圖書

館計有 23種，占 18.11%。（如表 74） 

表 74  專門圖書館自製資料庫主題統計 

宗教      類型 

主題  
機關 工商 醫學 

神學 佛教 
其他 總計 百分比 

圖書檔案 4 0 0 0 0 0 4 3.15% 

心理學 1 0 0 0 0 0 1 0.79% 

宗教 3 0 0 3 20 0 26 20.47% 

民族 2 0 0 0 0 0 2 1.57% 

交通 1 0 0 0 0 0 1 0.79% 

自然科學 2 0 0 0 0 0 2 1.57% 

餐飲 0 0 0 0 0 2 2 1.57% 

農業 3 0 0 0 0 0 3 2.36% 

醫學 0 0 8 0 0 0 8 6.30% 

社會學 1 0 0 0 0 0 1 0.79% 

教育 3 0 0 0 0 0 3 2.36% 

經濟、商業 1 2 0 0 0 1 4 3.15% 

法律、政治 29 0 0 0 0 0 29 22.83% 

歷史 16 0 0 0 0  16 12.60% 

文學 9 0 0 0 0 0 9 7.09% 

藝術 16 0 0 0 0 0 16 12.60% 

總計 91 2 8 23 3 127  

百分比 71.65% 1.57% 6.30% 18.11% 2.36%   

 

就類別而言，分別以法政類計 29種最多，

占 22.83%；其次為宗教類計 26種，占 20.47%；

歷史與藝術並列第三，計 16種，占 12.60%。 

就單位別，立法院以 23種，占 18.11%居

冠，其次為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18 種，占

14.17%，第三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計 15 種，占

11.81%，三個單位所發展的資料庫量，幾近占

全數一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圖書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圖書室並列第四計有

11種，占 8.66%。 

專門圖書館之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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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篇幅以下茲就 101年最新研發的資料

庫—「報刊資料檢索暨圖書館服務系統」予以

介紹。 

「報刊資料檢索暨圖書館服務系統」為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研發，並於 101

年 9月 3日正式啟用。該系統內容主要包含該

所圖書館已數位化之近代報刊影像檔與詮釋

資料（metadata），資料類型有報紙、期刊、公

報等。此外，系統也介接原有圖書館網站，並

新增個人化專區，整合提供為一站式報刊資料

檢索暨圖書館服務系統。為促進學術研究與資

源交流，開放線上書目檢索、全文影像瀏覽與

列印等服務。 

系統目前收錄約有 140種報紙，建有報刊

名和年月日等欄位，另有 31 種報紙，分別為

新新日報、天韻報、福爾摩斯、先施、大華晚

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中央日報、公論報、

天文台、世界論壇報、臺灣時報、臺灣日報、

臺灣新生報、民生報、民生日報、民眾日報、

民族晚報、民族日報、自由人、自立晚報、自

立早報、自由報、自由談、青年戰士報、星島

日報、首都早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徵信

新聞報、聯合報，是依新聞標題、刊名、年月

日等欄位著錄。 

在系統的查檢上，提供依報刊名或資料類

型瀏覽，再依刊名首字排序瀏覽，在每個刊名

之下依出版年排序瀏覽。報紙及公報只提供刊

名檢索，期刊提供刊名及篇名檢索，在檢索結

果下可依出版年、類別或刊名篩選設限所需的

資料。 

 

 

 

依據調查結果，專門圖書館有相當大的發

展空間，如何突破現有人力、物力資源不足之

困境，與母機構暨其他同性質圖書館合作聯盟

等，以彰顯圖書館重要性，是多數未來專門圖

書館努力的方向。 

另調查過程發現專門圖書館有以下困

難，茲將重要項目予以說明，以供來年年鑑編

撰之參考： 

一、醫學圖書館與宗教圖書館二大類型圖書館

仍有不少圖書館未納入圖書館名錄，確認

調查範圍，是重要課題。 

二、專門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類型界定不清

楚，如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究竟納入大學圖

書館抑或醫學圖書館？ 

三、前後年度間問卷回復量差異過大，難以進

行趨勢比較，未來可制定問卷調查標準作

業模式與程序。 

四、調查結果顯示近四分之一圖書館無專職人

員管理，造成取得統計數字困擾；而 99

所圖書館無具備圖書資訊學背景人員，間

接產各館對於名詞定義認知差異、計算基

準，造成統計困擾與影響利用。 

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