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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卓越化、專業化、數位化、國際化、

多元化、人性化的國家圖書館。1 願景目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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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願
景

Ø

目
標

打造卓越化、專業化、數位化、國際化、多元化、人性化的

國家圖書館。

1. 打造國家圖書館成為文化、社會、經濟、科技的影響力量。

2. 強化全國圖書館服務，成為知識經濟時代，全民的學習、生活中心及提升國家競爭力

的重要力量。

3. 運用豐富的漢學資源、臺灣學資料及中文館藏，進行國際交流與國際合作，成為華文

世界舉足輕重的圖書館。

4. 推動全國閱讀風氣、促進民眾養成良好閱讀習慣，並具備良好閱讀能力。

5. 推行圖書館社會價值運動，帶領民眾重新認識新時代圖書館功能和價值。

6. 推動全國圖書館振興運動，推動公共圖書館建設，充實各類型圖書館館藏及提升服務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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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構完整的圖書館服務體系，與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中小學校圖書館形成策略

夥伴，成為健全綿密的服務網絡，共同推動閱讀及提供專業化圖書館服務。

8. 建立全國圖書資源採購及處理中心，協助國內圖書館徵集、採購、處理東南亞國家圖

書資料及製作視障讀者所需點字、有聲和數位資料，提供各圖書館在視障讀者、弱勢

讀者及多元文化服務上所需之各種資源，以解決語文人才及專業人力不足，所造成的

城鄉服務落差情形。

9. 充實各種媒體館藏，並以本土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為目標，提供各個專業領域研究發

展及文創所需資料、資訊及知識，提升國家競爭力。

10. 加強國際間漢學推廣、合作與研究，成為華文世界重要的典藏、研究及供應中心。

11. 加強對政府各部門的知識服務，以個人化、客製化的服務模式，提供各部會決策所需

參考資料，以提高決策品質。

12. 推動國立兒童青少年圖書館、科技專門圖書館及藝術圖書館的設置，使我國圖書館事

業能分齡分眾關照各個族群及各種需求，並提升圖書館服務的專業性。

13. 推動閱讀社區及閱讀校園認證（社區圖書館數量、館藏數量、閱讀人口、借書、購書

情形、書店、學校圖書館、家中藏書）、優質圖書館認證。

14. 推動雲端電子書庫及數位體驗空間的建立。

Ø策略

1. 提出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及發展計畫，帶領全國圖書館事業的進步。與各類型圖書

館、圖書資訊系所及專業學會合作，研擬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以每六年為一階段，

提出願景、策略及實施方案，透過政府立法及經費編列，逐步落實。

2. 推動全國閱讀運動，與出版社、書店、媒體、學校、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合作，辦理

各縣市閱讀力及民眾閱讀興趣和習慣調查、以及推動朗讀節、讀書節、經典日等閱讀

活動，提升社會閱讀風氣及學生閱讀力。閱讀生活讓閱讀進入每個民眾的生活。

3. 加強國家圖書館與世界各國圖書館的合作關係、協助國外圖書館進行中文資料之採購

和編目，以推廣中文資料之利用，並推動國內各類型圖書館與國外圖書館進行圖書交

換及合作交流。

4. 建立專業服務標準及指南，作為各類型圖書館提供服務的指引及努力目標，以提升各

層級各類型圖書館的服務水準。

5. 建立數位出版及取用平臺，推展數位化知識服務；並建置數位圖書館服務空間，讓民

眾體驗數位閱讀生活及未來圖書館服務。

6. 強化組織效能、提升服務品質、建立優良組織文化、追求服務創新、精進人員專業、

型塑組織形象，打造卓越知識團隊，重建國家圖書館的專業領導地位，並形塑國家圖

書館創新、進步形象。



國家圖書館為達成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擁有最高

規格的古籍典藏環境；並設置舒適優雅、悅讀氛圍、

無線通訊的館舍設備。全館提供約 1,100 個閱覽席位，

以提供多元化服務，滿足讀者使用需求。

2 優質館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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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於民國 43年在臺北市南海路復館，75年遷入臺北市中山南路館舍，為地上 7

層、地下 2層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1萬 2,000坪。本館收藏當代國內出版品最為完備，

又以善本古籍、臺灣出版書刊、政府出版品、博碩士論文為特色。因書刊多法定送存，

為利典藏全國文獻，故館藏書刊均不外借，基於在館閱讀，闢設專科閱覽室，以提供多

元化服務，滿足讀者使用需求。

為便利讀者閱覽，設有：中文新書閱覽區、學位論文區及參考書區、期刊閱覽室、善本

書室、縮影資料室、網路資源區、政府資訊暨法律閱覽室、日韓文閱覽室、漢學研究中

心閱覽室及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另設自修室及閱報室，全館提供約 1,100個閱覽席位。

各閱覽室均開架陳列新近出版書刊，提供網路資源檢索及影印列印服務，讀者可透過本

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檢索所有館藏書刊，並由專人提供相關資訊及利用指導服務。

為便利讀者利用本館館藏圖書資料，進行學術研究，設有 32間研究小間與 2間團體討論

室，提供個人學術研究及團體共學研討。

本館另設有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提供藝術圖書與視聽資料閱覽、參考諮詢等讀者服務。

其間「中心藝廊」為藝術界提供更多創作空間及展演場所，並與學界及藝術團體合作，

舉辦不同類型發表會與展覽；「漫畫屋」則蒐集國內外具典藏及研究價值的經典漫畫，

提供民眾更豐富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國家圖書館的蒐藏典籍可分為歷代重要典籍文獻與現代

主要出版論著，包括宋、元、明、清的寫本、刻本、名

家批校本、歷代手抄本和漢簡版片、金石拓片等，以及

現代的國內外重要出版品、海內外漢學研究資源、手稿

等各式資料，是研究臺灣政經社會與學術科技發展的圖

書資源重鎮。3 典藏特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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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中文善本珍貴古籍

本館珍藏古籍文獻資料，以宋、元、明、清善本、普通本線裝書及金石拓片為主，以明

人文集尤為豐富，既是國家珍貴的文化資產，也是重要的學術研究資源，甚受海內外各

界重視。目前，館藏善本古籍約 12,900餘部，近 135,000冊，包含敦煌寫卷、宋本、金本、

元本、明本、鈔本、稿本和批校本等。善本古籍中有許多珍稀精品，依據〈文化資產保

存法〉相關規定認定之館藏珍貴古籍計有國寶級古物 40部 303冊（捲），重要古物級古

物 249部 2,875冊。另建置「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料庫」（http://rbook2.ncl.edu.tw/），收

錄逾 838萬影幅資料，提供各界上網瀏覽。

Ø國際漢學研究資源

本館自民國 70年兼辦漢學研究中心業務以來，即積極蒐集有關漢學研究的中外文書刊資

料、海外佚存古籍與敦煌遺書微縮資料、歐美各國大學有關漢學研究之博士論文、大陸

出版之文史哲各類學術性書刊資料等。漢學研究電子資源亦相當豐富，訂購國內外重要

資料庫及電子書等。92年度起透過美加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DDC）」訂購美加地區漢學領域之博碩士論文，讀者可透過美加地區博碩士

論文數位化聯盟資料庫 PQDD共享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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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個人團體重要捐贈

廣徵各界贈書是本館獲得珍貴書刊、豐實

館藏的重要方式之一。本館歷年來獲贈珍

藏頗豐，包括文史舊籍、抗戰前後出版品、

廣播錄音資料及黑膠唱片、手稿、書札、

劇本、創作樂譜等多種資料類型。近年獲

得外交官、學術界、法律界、音樂界等社

會人士，以及各公私機關捐贈豐富而多樣

的珍貴書刊文獻萬餘冊件。

Ø國內外重要出版品

本館賡續蒐藏海內外重要中文圖書以利讀者需求。主要以人文及社會科學為範疇，並著

重各學科發展趨勢與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脈動，以及國際間重要議題的文獻，對學術研究

有很大的助益。

外文圖書方面採購全球化、氣候變化、生態環境變遷、區域整合、新移民、高齡化、文創，

以及OECD、UN、UNESCO、WB、WTO、WHO等國際組織出版品與熱門議題之圖書；

對於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出版品及圖書資訊外文書則盡量蒐集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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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當代名人手稿典藏

手稿的保存乃文化之傳承，意義重大，歷代文人的稿

本為國家圖書館重要典藏，所以手稿資料的徵集為本

館重要工作。近年徵集入館之名家手稿，計有白先勇、

瘂弦、洛夫、余光中、林良、梁丹丰、鍾鼎文、王文興、

司馬中原、張默、廖清秀、蕭蕭、林煥彰、郭嗣汾、

馬為義、林文義、羅門、雷驤、葉維廉、鍾肇政、華

嚴、紀剛、劉大任、劉慕沙、陳千武、楊青矗、楊逵、

杜潘芳格、馬水龍等逾 350位名家。

其創作與書寫型式多樣，有詩作、散文、劇本、評論、

小說、素描、水彩、油畫、書法、水墨畫、漫畫等，

數量逾 3萬件；本館並另建置「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

統」（http://manu.ncl.edu.tw/）以為推廣，提供研究

近現代學術與當代文學、藝術史之第一手史料。



國家圖書館一如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負

有「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的歷史使命；

相對的，這也是與國內各圖書館最大的不

同。要做好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的工

作，編製完善的國家書目與徵集完整的出

版品為同樣重要之工作。

4 保存國家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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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國家文獻法定送存

依據〈圖書館法〉第 15條：「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本館極力徵

集國內出版的各種類型、主題的圖書期刊文獻及數位出版品，俾忠實呈現我國當代文化、

經濟、科技等各項發展的文明紀錄，以提供當代讀者學術研究，並流傳給後代子孫。

為充實多元館藏，本館除持續充實圖書、期刊等出版品之典藏外，為順應出版品發展趨

勢，亦著重徵集不同類型之出版品，如影音、電子書等館藏。同時加強數位化館藏之建

置，如學位論文、期刊及政府資訊之數位化館藏。另為方便讀者查檢資料，運用電腦及

通信科技，建立各項電子資源，包括：目錄系統、書目索引系統、專題全文影像系統、

數位影音服務系統及電子報，內容包括本館館藏之中文書刊、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政

府公報、政府出版品、善本書、文學作家資料、數位影音資料等，提供讀者查詢使用。

且本館除致力於國內實體書刊文獻典藏，基於資源保存與協助學術研究的立場，同時也

收錄典藏具有時代及歷史文化意義之優質網站。

Ø國際書號預行編目

本館為我國國際標準書號（ISBN）權責單位，辦理全國出版品之 ISBN編碼、國際標

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管理及出版品預行編目（CIP）等相關業務，建立國家文

化資產的書目紀錄，促進我國出版品標準化並與國際接軌，加速我國出版資訊之傳遞；

ISBN/CIP資料每月以數位檔案型式於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供各

界下載利用，協助簡化各圖書館採購、縮短編目作業流程，節省人力物力投資。

出版發行《臺灣出版與閱讀》季刊，報導國內外出版及閱讀相關資訊，以利出版界、圖

書館及讀者能掌握相關領域新知及發展趨勢、培養閱讀興趣，進而厚植臺灣出版與閱讀

能量。

Ø全國圖書聯合目錄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http://nbinet.ncl.edu.tw/）聯合目錄系統主要功能在提

供國內各合作館進行合作編目之用，並於網際網路開放一般圖書館抄錄書目，協助圖書

館加速編目作業，而一般使用者也可免費查詢下載多種格式資料。收錄的書目來源包括：

國家圖書館與 100所各類型合作單位（至 107年 9月）之館藏書目、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新書書目、漢學研究中心藏書目錄、民國 1-38年回溯建檔書目、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之

電子書書目等，書目資料量超過 1千 3百萬筆。

系統另具備符合 Z39.50協定之跨系統查詢功能，提供其他具有相同協定的系統介接查詢

及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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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學位論文法定寄存

基於〈學位授予法〉，國家圖書館為國內唯一之學位論文法定寄存圖書館，負有蒐集、典

藏與閱覽我國學位論文的職責。本館基於支援學術研究工作之責，接受教育部委託，建

置「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ndltd.ncl.edu.tw/），提供學位論文知識加值

服務，已獲全文授權之博碩士論文皆可免費下載，開放民眾於網際網路作學術研究使用。

該系統自 99年 6月上線以來，即廣受全球使用者矚目與好評。99年 10月正式成為國際

電子學位論文聯盟（NDLTD）機構會員，進一步推動臺灣學位論文資訊國際化。藉由永

久典藏與非專屬授權機制，積極推動我國學位論文資訊共建共享與學術傳播自由。

Ø期刊雜誌完整典藏

本館除典藏送存之圖書外，也收存國內最具完整性之期刊雜誌典藏，其中彌足珍貴者為

國內跨領域學術期刊與學報等學術類定期出版品。該學術類期刊與學報之典藏，具實記

載因教學與研究而產出累積的國家集體智慧資產；不論是文學、歷史、哲學、文化、教育、

法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理工農醫、管理學等各領域的學界研究結晶，均可透過本

館為該典藏建置的「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進行查找利用。

Ø政府出版品完整保存

依據〈圖書館法〉及〈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相關規定，國家圖書館為政府出版品法定

寄存機關，負有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之重責，舉凡各級政府機關（構）出版或發行之

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其他非書資料皆應送存國家圖書館。

政府出版品展現政府施政成果、社會變遷、文化傳承及國家的整體發展，是政府資訊公

開的管道；政府出版品內容豐富多元，並能彌補商業出版之不足處，本館除永久典藏並

提供閱覽及參考諮詢服務；其中政府公報（http://gaz.ncl.edu.tw/）、政府統計（http://

stat.ncl.edu.tw/）為相當重要之類型，本館皆已進行數位化建置專屬資料庫，於網路開放

免費檢索利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並達永久保存國家重要文獻之目的。



國家圖書館進行各種館藏資料數位化典藏計畫，其目

的在於文獻典藏的保存與利用，經由數位化，不但讓

豐富的珍貴館藏得以永久保存，相關成果透過各種資

料庫所提供的便捷檢索與瀏覽服務，讓學術界及文化

產業界藉以提高研究能量與創造各種數位藏品加值服

務。同時，為持續數位化及擴充數位館藏基礎，進行

國內圖書文獻數位化工程，成立全國數位中心，積極

與國內各圖書館與典藏單位進行合作，數位化臺灣研

究重要學術資源，建立數位閱讀平臺，提供民眾更多、

更完整的數位資源服務。5 發展數位化服務



30 31

Ø資訊系統數位服務

國家圖書館提供每天 24小時，全年無休的數位資源服務，

並分別建置各種書目索引、政府文獻、專題研究、古籍文

獻、數位全文影像等資訊系統，提供民眾線上檢索。隨著

資訊科技的發展，為提升讀者資料查詢之便利性，更逐步

整合本館各系統，以提供符合讀者個人化及便利性查詢之

需求。其中具有特色及重點資訊系統概列如下：

國家圖書館 http://www.ncl.edu.tw

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http://aleweb.ncl.edu.tw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SMRT） http://metadata.ncl.edu.tw

全國新書資訊網 http://isbn.ncl.edu.tw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http://nbinet.ncl.edu.tw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http://tci.ncl.edu.tw

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EPS） http://ebook.ncl.edu.tw

電子書 ATM系統 http://atm.ncl.edu.tw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http://taiwanebook.ncl.edu.tw

臺灣網站典藏系統（WAT） http://webarchive.ncl.edu.tw

政府公報資訊網 http://gaz.ncl.edu.tw

政府統計資訊網 http://stat.ncl.edu.tw

臺灣記憶系統 https://tm.ncl.edu.tw/index

數位影音服務系統 http://dava.ncl.edu.tw

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rbook2.ncl.edu.tw

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 http://manu.ncl.edu.tw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2

古籍影像檢索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 http://ccs.ncl.edu.tw

學術知識服務網 http://ref.ncl.edu.tw

遠距學園 http://cu.ncl.edu.tw

閱讀教育推廣計畫主題網站 http://ereading.ncl.edu.tw

Ø館藏資料的數位化

本館數位化之館藏已超過 6千萬影幅，包括：特藏史料（善

本古籍、金石拓片、古書契、家譜）、名人手稿、圖書文

獻（1949年以前臺灣出版舊籍、臺灣官修地方志、鄉土文

獻、全國博碩士論文）、臺灣出版之期刊、報紙、政府文

獻（政府公報、政府統計、政府出版品）、圖像寫真（十九

世紀臺灣攝影圖像、日治時期臺灣明信片、日治時期畢業

紀念冊、愛國獎券、藝文海報）等，以及逾 50萬件數位影

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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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珍貴古籍加值運用

本館為兼顧典藏保存與研究利用，對於珍貴古籍的整理與傳布，亦極為重視。為推動古

籍之加值運用，除與各大出版社合作進行古籍復刻出版，包括與世界書局合作出版《金

石昆蟲草木狀》、與大塊文化出版社合作出版《註東坡先生詩》、與新文豐出版公司合作

出版《臺灣珍藏善本叢刊系列：古鈔本清代詩文集》、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子海珍

本編：臺灣卷》、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出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外，更藉由虛實展覽，

推動珍藏古籍的實體展示、線上展覽及電子書出版。而為向海外推廣典藏珍籍，亦結合

「臺灣漢學講座」於美國及歐洲等地舉辦主題文獻展覽，展現臺灣在中華文明世界之地

位，及館藏古籍之底蘊與價值。

本館亦將特藏數位圖像加值製作文創商品，如十竹齋書畫譜小方盤、十竹齋書畫譜水果

杯及花鳥杯、西廂記與蘇東坡資料夾、金石昆蟲草木狀花草包、潘仕成墨繪蘭檜木筆筒

等，藉文創商品促進文化全民共享，讓古籍跳脫束縛，展現文化精緻之美。

Ø數位合作資源共享

基於實踐保存國家圖書文獻與學術傳播的職責，除致力於本館館藏數位化外，亦積極推

動國內圖書館與文獻典藏單位合作圖書數位化計畫，以整合各圖書館圖書資源進行館藏

1911-1949年出版品數位化，以及政府機關政府出版品授權，達到減少各館重複數位化，

共享數位成果。同時建置數位閱覽平臺以開放取用原則，使得數位化成果開放全球讀者

利用，成為國際上臺灣研究之重要資源，以推廣海外臺灣研究、促進學術外交，進而發

揮臺灣研究的學術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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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製作數位教育課程

本館為發展數位典藏後續利用，同時發展新型態數位學習影音製作，自 103年起以豐富

的館藏內容，由專家學者協助規劃各類資訊利用與古籍人文經典教育課程與主題，陸續

推出包括「寶島．曼波」、「古籍數位資源創意教育推廣計畫」等 23門課程。另外，並

且運用資訊技術，活化具有典藏價值之影片，結合館藏古籍影像製作「唐宋詞賞析」影

音課程。

Ø建置全國數位中心

為促進國家文獻數位化與長期保存，104年成立數位中心，以全國數位中心為其角色定

位，致力於國家數位資源保存政策訂定與國家文獻數位化計畫之執行，透過合作協議或

對外服務方式，系統性進行國內各圖書館與文獻典藏單位的文獻數位化工作，並建置數

位資源利用平臺「臺灣華文電子書庫」，以推廣數位成果資源之利用，成為全球臺灣及

漢學研究人士之重要數位資源。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國家圖書館在傳統的讀者服務

外，更進一步發展數位閱讀的體驗與推廣、提供知識支援

的參考諮詢服務、訂閱新近館藏書目資訊、擴大館藏資源

數位化範圍、建設知識資源服務，讓全球民眾都能便捷的

共享我國全體國民的文明成果與智慧結晶。

6 創新知識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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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數位閱讀多元體驗

為推動數位閱讀，於 3樓期刊室設置「數位閱讀體驗區」，提供電子書線上瀏覽及借閱、

電子雜誌及電子報等服務；於 4樓川堂設置「特藏資源數位體驗區」，提供古籍及文學

作品 VR互動體驗，呈現本館豐富的數位館藏，發展寓教於樂的數位閱讀模式，培養讀者

多元素養。

Ø知識支援參考服務

國家圖書館知識支援參考服務提供讀者參考諮詢的管道。讀者可透過網路、電子郵件、

書面、口頭、電話、傳真等途徑提出諮詢，由本館專業圖書館員答覆或協助查找相關資

料。讀者亦可透過本館之國內外館際合作服務，向其他圖書館申請取得全文文獻。

知識支援參考服務亦規劃有資訊素養訓練系列課程，如：針對一般讀者的「館藏資源利

用課程」、針對公務人員的「文獻搜尋工作坊」等。此外，為提升本館參考服務品質，

並在原有「知識支援參考服務」網站基礎上，建置更為優化的「國家圖書館學術知識服

務網」（http://ref.ncl.edu.tw/）。

Ø預告書訊每日傳送

為協助廣大閱讀民眾了解更多、更新穎的臺灣新書出版資訊，本館推出「每日預告書訊」

服務，依據讀者挑選之閱讀主題或分類號，系統自動定期定時以電子郵件分送訂閱本項

服務的讀者，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訊息。每筆書訊內容連結至國圖館藏目錄查詢、全國

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以及臺灣多家網路書店查詢館藏與訂購相關資訊。

Ø臺灣書目整合查詢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SMRT）（http://metadata.ncl.edu.tw/）整合國家圖書館資源，

提供全球使用者單一入口目錄查詢服務。本系統書目量及資料類型多樣化居臺灣之冠，

包括本館NBINet聯合目錄、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等 50餘種目錄資源，以及包含 1,700

萬餘筆書目紀錄及 70萬餘筆與書目相關的個人、團體機構名稱權威資料，在支援圖書館

權威控制作業的同時，亦兼顧讓使用者查閱作品相關人物或團體機構的名稱、背景、機

構沿革等資料。

除一般目錄查詢下載功能之外，系統另透過詞彙分析及詞頻統計，提供建議查詢詞、視

覺化關聯詞瀏覽等資源探索功能。為因應圖資專業及一般使用者多元需求，系統提供

Excel、MARC、RefWorks等 12種資料輸出格式，以提升資源再利用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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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趨勢報告定期發布

本館每年定期發布「臺灣閱讀風貌調查報告」、「臺灣圖書出版趨勢報告」、「臺灣學位

論文研究趨勢報告」，分別為圖書館界、出版界、學術界及社會大眾提供具指標性及前

瞻性之研究趨勢。

每年透過各公共圖書館之借閱統計，了解各年齡層民眾的閱讀數量及閱讀興趣，並以排

行榜方式，列出最受歡迎的圖書 Top 10；希望每年「臺灣民眾閱讀風貌調查報告」結果

可以作為出版社訂定出版及行銷計畫之參考，並作為圖書館建立館藏和推廣閱讀的依據。

以國內出版社或個人每年向本館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及預行編目（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統計分析我國出版新書（含電子書）之總種數、主題類別、常用分類、

翻譯圖書的語文和來自國家地區，發布「臺灣圖書出版趨勢報告」，以呈現臺灣最新圖

書出版現象及其趨勢。

學位論文為重要之學術文獻資源，分析本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所收錄之

博碩士論文資料，發布「臺灣學位論文研究趨勢報告」，以藉此呈現我國最新的學位論

文研究趨勢，以及各大學校院的學術影響力概況。

Ø人社期刊引文索引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CI-HSS）（http://tci.ncl.edu.tw/）主要收錄民國

89年以來臺灣及香港、澳門出版之華文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 18個學門之學術期刊，並

逐步納入臺灣全國博士論文及專書，建立學術論著之來源文獻及引用文獻分析資訊。資

料庫系統提供「來源文獻查詢」、「引文查詢」、「瀏覽查詢」及「使用統計」等功能，

使用統計參考國際書目計量指標，提供包括被引用數、影響係數、引用和被引用半衰期

等多元統計指標，並結合學術社群研發長期引用指數之計算功能，以呈現學術研究的長

久發展趨勢。

Ø行動網頁 APP 服務

開發完成系統行動網頁及 App服務，方便行動載具的使用者隨時隨地利用本館各項服務

及數位影音資源，包括：「行動版館藏查詢系統」、「行動版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行動版影音服務系統」、「行動版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電

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 App」。



有鑒於中華文化及漢學學術的重要性，政府於民國 70 年責成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籌設「漢學研究資料及

服務中心」（76 年起易名「漢學研究中心」），致力推展海

內外漢學研究。30 多年來的經營擘畫，成效頗著，在國內為

人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海外為臺灣樹立了優良的學

術形象。

7 推動漢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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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獎助學者來臺研究

漢學研究中心自 78年開始實施「外籍學人

來臺研究漢學獎助」，並自 99年起接受外

交部委辦「臺灣獎助金」，獎助漢學和臺

灣研究學者來臺，做三個月至一年的研究。

透過漢學中心在資料蒐集和生活、研究上

的協助，以及「寰宇漢學講座」學術討論

會、文化參觀等活動，與我國學界產生互

動，並對臺灣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100

年 10月成立「世界漢學學友會」，藉此凝

聚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獎助」歷年獲獎訪問學人之向心力，以促

進臺灣與國際學術文化更進一步的交流。

Ø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邀集漢學專家學者研擬專題，選擇具開創

性或科際整合的學術議題，結合國內各學

術機構共同籌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議，廣

邀國際知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發表論文，

以有效活化國內漢學機構的職能，推廣臺

灣漢學研究成果。

每年配合獎助案的推動，邀請訪問學者舉

辦「寰宇漢學講座」學術討論會約 20場、

「臺灣獎助金」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 3-4

場，以及邀請曾經獲獎訪問學人來館舉辦

「寰宇漢學學友講座」2-3場。

Ø建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為加強與各國漢學研究單位合作，推動海內外漢學學術交流，傳布臺灣漢學學術成果，

本館在既有之出版品交換及漢學研究學術交流基礎上，於海外重要學術機構設立「臺灣

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提供臺灣出版

的書刊，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至 107年 11月，已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荷蘭、

捷克、拉托維亞、法國、比利時、澳洲、日本、俄羅斯、馬來西亞、越南、波蘭、泰國、

義大利等國家的知名研究機構與大學圖書館設有 31個服務據點。這項在全球設置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推廣漢學研究的計畫，對於全球漢學研究人員獲取研究資源相當便利，並促

進更多國際間學術交流及研究分享機會，獲得 2015年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國際圖書

館創新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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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拓展海外學術交流

積極參加海外之國際學術組織會議與書展（如美國亞洲學會、歐洲漢學學會等），宣揚

臺灣漢學研究成果及相關出版近況於國際，藉以強化臺灣與國際間各重要漢學機構之學

術合作與交流。

與國內外大學合作於國外辦理漢學研討會，以及每年於「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辦理「臺

灣漢學講座」6-8場，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演講，搭配舉辦主題特展等活動，積極向全世

界推介臺灣精良的出版品和學術研究成果，展現我國的文化內涵及軟實力，讓海外漢學

研究學者從書刊、網路和系列活動瞭解臺灣的漢學資源。

Ø提供漢學資源服務

漢學研究中心閱覽室之藏書質量精善，開放

以來頗受研究者重視。為協助國內外學者及

一般民眾進行漢學研究，提供各項資源及服

務，包括：漢學書刊借閱、參考諮詢、海外

學人個人化資訊服務、各類漢學電子資料庫

的檢索指導及辦理主題書展等。

本館與耶穌會臺北利氏學社於 99年合作設立

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以中、英、法等語文

文獻為主，蒐藏以利瑪竇研究、中西文化交

流（史）、耶穌會、比較宗教、國際漢學研究、

語言學、哲學等領域為大宗。

Ø編印漢學研究論著

漢學研究中心所編印之《漢學研究》（季刊）

係以中國文史哲研究為主體之國際性學術期

刊，為科技部「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且在各學門期刊評比名

列前茅。《漢學研究通訊》（季刊）主要報

導國內外漢學研究動態，在各大學相關系所

設置通訊員百餘位，定期提供訊息，發行網

遍及海內外。為強化學界消息之即時性功能，

又每月發行《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以服務

學界。此外，不定期出版漢學相關書目、索

引等工具書及論著類叢刊。



國家圖書館代表中華民國執行與國外圖書館、研究機構的

合作及國際圖書館專業團體的學術交流等事項，包括出版

品交換贈送、圖書資料傳遞服務、數位資源共建共享、圖

書資訊交流等，並參加國際會議、國際書展、國際圖書館

專業活動，以及人員的互訪與專業知能的分享和成長。

8 強化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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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

本館歷年來代表政府與海外圖書館、資訊中心與學術研究機構建立出版品交換關係，目

前維持互動的共計 80多個國家地區、6百多個交換單位，包括各國的國家圖書館、公共

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及學術研究機構等。為發揚中華文化，提升臺灣出版

品能見度，本館也進行專案贈書，主要針對與本館簽訂合作協議的重要圖書館，海外僑

校等，亦常配合駐外單位之文化外交需求而辦理。

Ø進行古籍數位合作

鑒於中文善本古籍為世界重要文明遺產，其保存對傳承文化、協助研究、提升文明，甚

有助益。自 94年起，對於海外散佚的中文善本古籍原件，本館以數位化的經驗與技術，

與國外機構進行數位化合作，取得重製品及使用權利，達到資源共建共享的目的。

合作的單位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總計已完成 4

千多種，超過 293萬影幅之重要善本古籍數位化作業，對於彌補國內研究資源、拓展臺

灣對世界漢學研究影響力，有相當程度的高度效益。

Ø參與國際專業活動

為加強瞭解國際專業及學術文教活動及動向，本館積極參與圖書資訊與漢學研究有關之

國際性組織，並派員出席會議。同時，積極參加國際性書展，或圖書館專業書展及年會，

一方面展示我國文化出版成果，一方面則藉此機會與國外圖書館界同道進行經驗分享、

交換，進而促進國際合作與交流，提升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國際地位。

持續密切往來的國際專業團體有：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ions, IFLA）、 美 國 圖 書 館 學 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太平洋鄰

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ACS）、國際 ISBN總部（International ISBN Agenc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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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共享中文古籍書目

本館於 87年以臺灣古籍書目為基礎建置「臺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後續擴大古籍

書目資源，建置「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102年 5月起更將聯合目錄整合至「古籍與特

藏文獻資源」資料庫，並更名為「中文古籍聯合目錄」（http://rbook2.ncl.edu.tw/Search/

Index/2），積極拓展全球合作單位。

101年迄今，共計爭取超過 30所合作機構，包括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柏林國家圖

書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法國國圖及法蘭西學院、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德國

萊比錫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德國慕尼黑大學、捷克科學院東方

研究所魯迅圖書館、梵諦岡圖書館、馬來西亞大學圖書館、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英國

牛津大學、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法國里昂第三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

波蘭華沙大學東方學院、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等，目前已有 80個合作館齊力建置中文古籍

聯合目錄，累積收錄逾 73萬筆中文古籍書目。

Ø分享傳播珍貴古籍

本館積極推動珍貴古籍國際分享計畫，包括參與全球記憶網（Global Memory Net），

提供館藏精選之日治時期明信片以及館藏古籍影像檔數百影幅；參與「世界數位圖書

館」（World Digital Library, WDL）計畫，陸續將館藏善本古籍文獻摘要及詮釋資料編製

後，匯入世界數位圖書館。此外，更與大英圖書館簽署合作協議參與「國際敦煌計畫」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將典藏之 141種、152卷敦煌卷子影像檔、詮

釋資料及摘要上傳，除供全世界該領域研究者參考利用外，同時亦展現國圖古籍文獻館

藏特色資源於國際平臺。透過網路傳播，不僅於國際間突顯中華文化的重要性，更有助

於臺灣圖書館界瞭解國際新觀念、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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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傳布全球中文書目

本館為擴展臺灣書目資料延伸之觸角，深覺中文書目必須透過各種管道的傳布，方能在

網路數位環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於 93年著手機讀編目格式轉換 XML語法之工作、

100年正式啟用MARC 21編目，除了方便中文書目得以在網路環境中進行傳輸外，也使

得國家圖書館書目與國際接軌，易於分享及交流。

此外，95年開始進行中文書目上傳 OCLC，並於 102-104年間連續三年蟬聯 OCLC年度

原編上傳量全球第 2名，不僅提供全球有關臺灣中文書目的抄錄與共享、提升中文出版品

的國際能見度外，並且藉由書目之傳布與利用，讓臺灣學術研究成果即時躍上國際。

Ø推動兩岸合作交流

本館於 88年與中國大陸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情報中心、北京大學圖書館、香港中央

圖書館及澳門大學圖書館共同成立「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推動兩岸及全

球中文圖書館和中文資源典藏機構的文獻資源共建共享，迄今已促成 14個合作項目，包

括古籍聯合目錄、拓片、版印、家譜、圖像、名稱規範、機構典藏、音樂文獻、地方文

獻、數位圖書館等多個領域。其中「古籍聯合目錄」有來自大陸及港澳 30餘個館藏機構

參與。本館與中國大陸國家圖書館、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管理中心、香港大學圖

書館長聯席會、澳門大學及公共圖書館代表共同組成「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

合作推動兩岸四地及海外華文圖書館的書目規範及權威控制作業交流，業已成為全球最

大華文權威資源。

此外，本館與中國大陸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自103年起於兩岸輪流舉辦「玄覽論壇」，

攜手倡導華人閱讀風氣。由本館帶領各地公共圖書館參加，不僅分享近年臺灣公共圖書

館推動閱讀工作之重要建設與績效，同時亦就文化產業之創新發展，以及教育推廣等議

題深入研討，促成兩岸公共圖書館之觀摩學習。

Ø交流圖資學術專業

透過舉辦國際會議、接待外賓參訪、

邀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進行演講及

座談會、出國研習與考察、辦理專業

研習班及海峽兩岸學術交流與合作等

方式，增進本館與海外圖書資訊界同

道及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的認識與瞭

解，提高本館國際能見度及推動圖書館界的合作與交流。如舉辦「國家記憶與檔案管理

國際培訓研習會」、「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等。

同時，為使國內圖書館界及學界瞭解歐美國家圖書館的發展與現況，近年陸續邀請各國

學者專家蒞館演講。



國家圖書館是我國法定「研究、推動

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的圖書

館，因此，提升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

品質，強化全國圖書館服務，促進圖

書館事業研究能量，都是本館之義務

與職責。9 引領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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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建構專業發展藍圖

本館於 100年編訂《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及推動策略計畫書》，提出 7大目標 46項策略

及 108項具體措施，益於圖書資訊界擘劃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並可作為各級政府和圖

書館建構前瞻政策與推動方案之具體依據。本館將持續推動全國圖資界攜手努力，逐步

實踐「厚植圖書館營運基礎」、「增進專業素養與知能」、「推動全民閱讀」、「充實

各類型圖書館紙本及數位典藏」、「規劃全國性數位資源發展策略」、「確保數位典藏

及便利的可能性」及「擴大國際資訊與圖書館界交流合作」等願景。

Ø研訂專業知能指標

鑑於圖書館人員的質量問題係目前圖書館事業發展之最大瓶頸，因此自 102年起辦理研

訂全國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計畫，逐年訂定及分別出版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

高中職圖書館、國民中小學圖書館等各級圖書館之館員專業知能指標，期能藉由詳盡指

標內容，以及辦理相關訓練課程，協助各地館員精進圖書資訊素養及實務經驗，提升敬

業精神，進而發揮圖書館於資訊時代之多元功能，以奠定永續經營的基礎。

Ø研訂資訊組織規範

依據〈圖書館法〉第 6條「圖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之」規定，賦予國家圖書館研訂圖書資訊組織

規範之權責。

本館歷年來持續修訂分類法、中文主題詞（標題）表、機讀編目格式、數位圖書館標準

等相關規範，近年則分別完成《MARC 21書目紀錄中文手冊》（修訂版）、《MARC 

21權威紀錄中文手冊》、《RDA中文手冊初稿》及《中文圖書分類法 2007年版類表編》

（修訂版）等之編訂及出版，提供圖書館界及編目人員參考與利用。

Ø提升圖資專業知能

為精進全國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提升行政管理品質，本館舉辦相關領域學門之研習課

程，以及績優圖書館標竿觀摩活動，擴大培訓專業人員，以提升館員之專業知能，達成

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之目標。以上各項活動之合辦單位包括全國各大圖書館、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及大專校院相關系所。

本館亦建置「遠距學園」數位學習平臺，每年規劃製作線上課程，同時精選其他政府機

關之授權課程，提供公教人員學習時數認證，成為公教人員在職進修的便利管道及社會

大眾繼續教育之優質網路環境。

Ø分享編目技術規範

本館建置「編目園地」提供編目消息報導、編目規範標準、編目文獻課程、編目問題探

討、編目相關網頁等內容，俾提高編目人員的專業知能，解決編目實際的疑難問題，並

為圖書館從業人員搭起友誼的橋樑。並在編目園地基礎之上，推出「編目園地電子報」，

將編目園地每月更新內容、編目技術相關問題解答、最新技術服務相關消息報導迅速自

動地匯入各個訂戶，俾便各個訂戶能掌握國內外技術規範現況與發展、了解國內外技術

服務消息與動態、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交流圖書館從業人員友誼與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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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表揚圖書館傑出人士

為表彰地方首長對圖書館建設之重

視，獎勵基層館員對圖書館事業及閱

讀風氣之貢獻，教育部於 101年設置

「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及成立評

獎委員會，委託本館每兩年依據「圖

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選拔獎勵要點」

辦理評選工作，遴選出貢獻卓著之地

方首長、圖書館主管及圖書館員，並

給予公開表揚。

Ø建置區域資源中心

本館為強化全國公共圖書館質量，增進圖書館在社會的影響力，並提升民眾的競爭力，

特向教育部爭取經費資源，建置北、中、南、東 4個區域資源中心及 8個分區資源中心，

並協助購置圖書資源，輔導其館藏資源交流分享及閱讀推廣，藉由區域資源中心發揮公

共圖書館資源共享功能，以此提升區域圖書館間的館藏使用效能，有效促進全國公共圖

書館間合作與發展，強化公共圖書館對社會的影響力。

各資源中心館藏除考量圖書資源之品質外，亦兼重其通識閱讀之性質，因此建立專家選

書機制以擇選核心館藏，並發展各資源中心特色館藏。各區域資源中心之館藏建置主要

以「文化創意」、「多元文化」、「知識性」、「青少年」等 4大類別主題為建立原則。

Ø輔導績效不足圖書館

自 102年起，加強輔導績效不足待改善之公共圖

書館，輔導方式包括函請各縣市主管機關協助改

善、辦理該類圖書館專屬在職訓練課程；同時，

本館亦邀集學者及具備實務工作經驗同仁成立

「公共圖書館輔導小組」，分組至績效不足公共

圖書館進行實地訪視與座談，檢視行動方案及提

供具體建議，加強改善方法之實施成效。

Ø建構公共圖書館系統

為促進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提升專業服務競爭力，本館推動為期 4年之「建構合作

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計畫」，藉由推動公共圖書館建立總分館體系、強化營運管理及

讀者服務效能、各項服務資源合作建置與共享、提升服務品質等策略，期能健全公共圖

書館營運體系，建立良善的服務管理，同時促進圖書資訊服務專業與品質之躍升，使各

縣市民眾均能獲得公平、公開取得資訊之平等機會。



推動全國閱讀風氣、促進民眾養成良好閱讀習慣，並具備良好

閱讀能力，是國家圖書館努力的方向。辦理精緻多元的閱讀

活動推廣至全國，形塑優質閱讀品牌，建立國圖品牌形象，經

由多種策略聯盟及辦理各種推廣活動，本館已成為重要閱讀基

地；並以傳播發揚漢學經典文化，朝向華文世界舉足輕重之圖

書館目標邁進。

10 推廣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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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推動全民閱讀風氣

本館訂定倡導閱讀之有關願景和推動多元活動，鼓勵全民建

立閱讀習慣與興趣，以深植文化涵養、擴大視野胸襟及培育

積極正向的價值觀。閱讀的推動並結合各界力量，邀請全國

各類型圖書館、政府單位、出版業、書店和新聞媒體等機構

共同響應及辦理閱讀推廣講座，創造各種優質品牌，深獲民

眾喜愛，有口皆碑；如「現代中文小說月」、「向大師致敬」、

「春天讀詩節」、「世界書香日遊行」、「書香頌真情藝文

盛會」、「文學展演劇場」、「優質好書及新書發表」及「每

年臺灣出版代表性圖書」等，鼓勵全民透過多元活動形式而

欣賞中外經典作品，提升閱讀素養及品味，形塑社會經典閱

讀之熱絡氛圍。

Ø辦理四季閱讀講座

本館自 101年起以「季」為單元推出系列講座，邀請知名作家、大學教授及中研院各領域

院士等學者大師蒞館演講，廣受讀者喜愛，亦吸引許多大專校院、民間組織與閱讀社群加

入合辦行列，以具體行動表達支持本系列活動之宗旨，以及認同大幅提升民眾閱讀興趣之

實際效用。

四季閱讀活動之規劃方向主要為春天讀詩詞、夏天讀臺灣文學、秋天讀古籍經典、冬天

讀西洋經典或管理學。藉由全年演講活動不斷，月月有活動、週週有講座、天天推閱讀，

讓民眾生活中，書香不間斷。

Ø調查全民閱讀習慣

臺灣民眾閱讀習慣的建立及閱讀興趣的培養，都是形塑國

家整體軟實力、建構閱讀競爭力的基礎。臺灣的閱讀風氣，

長久以來缺乏客觀且有公信力的報導，無法全覽民眾使用

圖書館及閱讀的概況。

本館自 101年起，每年持續與全國各公共圖書館合作，分

析全國民眾使用圖書館服務及借閱圖書之統計數據，發布

臺灣民眾閱讀風貌報告，不僅吸引眾多媒體報導，更提供

圖書館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及出版社規劃編輯新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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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建立臺灣閱讀品牌

102年首創「臺灣閱讀節」，每年於 11至 12月規劃專屬臺灣寶島之閱讀節慶，結合全

國逾 300所之出版社、書店、文教基金會、各級圖書館及各級學校，在各地社區舉辦系

列活動及嘉年華會。藉由本館規劃安排團結各界力量，採取鼓勵民眾「借好書、讀好書、

送好書」之書香金三角，不僅成功打造臺灣本土出版品之優質形象，更有效提升全國逾

500所公共圖書館每年借閱冊數約 7%之成長率，106年借閱冊數達 7,493萬冊，各年齡

民眾亦能培養從實體書店或網路平臺選購好書之習慣，對文化產業發展之助益甚大。

Ø推動書香社區認證

社區是推動各項建設的基礎，建立書香社會由社區扎根的力量亦不容忽視。為能觀察臺

灣各地社區的閱讀人口、借書及購書情形、書店設置比率、學校圖書館及家中藏書之質

量，本館以個人、家庭、鄰里、鄉鎮及大型住宅社區等為單元，建立書香認證網站，設

置足以反映各單元實際閱讀狀況之 22項指標，邀請民眾上網填妥指標內容及核發填寫者

之書香認證，充分顯現個人及親子的自我閱讀狀況，以及據以分析臺灣各地社區的閱讀

地圖，作為各級圖書館加強推廣閱讀服務之依據。

Ø結合各界社會資源

本館除整合圖書館、政府機關、學校、出版社、文教基金會、傳播媒體辦理各項閱讀活動，

更與出版社形成夥伴關係，持續與出版社合作辦理作家講座、閱讀論壇、書展及臺灣閱

讀節活動。

藉由結合社會資源，在全國各地普遍推動閱讀，以透過相互宣傳、彼此支援的方式，擴

大閱讀活動的行銷面向與宣傳效果，充分發揮活動推廣效益。



世界各國的國家圖書館，在知識經濟發展潮流下，無不積極拓

展其館藏、空間與服務效率，以發揮其作為國家知識與文化匯

聚之角色。本館正籌建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朝向領

導全國圖書館事業，建構世界級智慧圖書館的方向邁進。

11 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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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自南海學園遷入現址已臻三十年，其館舍前瞻設計與擘劃藍圖，不僅引領臺灣

圖書館界跨越世紀，迄今仍持續影響各級圖書館新館之營造。惟國圖現有建築空間、閱覽

分眾服務、數位技術、科技設施、數位媒體影音、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研究及服務、數位人

文研究、國際漢學交流、推動本土出版展示及藝文空間與服務等，均面臨嚴峻挑戰。

為達願景，並滿足南部縣市民眾的圖書資訊需求、解決各類型圖書館館藏空間嚴重不足

問題、保存全國實體圖書與數位物件之文化資源等目的，本館於民國 107年至 110年執

行「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座

落於臺南市，將包含圖書資訊專業發展基地、圖書館服務創新育成中心、圖書文獻保存

及修復實驗中心，以及本土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中心等 4項服務功能，此外亦將針對

不同年齡、多元族群的讀者提供服務；「國家聯合典藏中心」則包含設置自動典藏庫、

聯合典藏館及數位資源保存中心，將建置全國規模最大的自動化倉儲系統及倉儲書架，

有效運用典藏空間提升服務效能，並針對具有保存價值的數位資源予以徵集。

國家圖書館將繼續領導全國圖書館事業，建構國家文獻典藏，提供優質圖資服務，形塑

全國閱讀風氣典範，並聯合各界同道與世界圖書資訊、漢學研究領域夥伴，齊力打造融

合人文、科普、閱讀與科技生活的世界級智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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