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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合作

邱子恒 

壹、綜述

民國 110 年受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的影響，圖書資訊相關重要國際專

業組織之年會及研討會多改以線上會議方

式舉行，即使如此，臺灣圖書館界仍勉力

以各種形式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茲以蒐

集到的資料，分別重點敘述圖書館專業學

會、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

館、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學系所、

中小學圖書館在 110 年度進行之國際交流

活動及合作成果，其他屬各類型圖書館或

圖書館團體的重要或例行活動，請參見本

年鑑相關專題。

貳、年度重要國際交流與合作

國際重要圖書資訊專業組織及學術會

議向來是臺灣圖書館界積極參與的，110

年因疫情之故，國際重要圖書資訊專業組

織及學術會議皆改採以線上方式辦理。

一、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美國圖書館學會 2021 年年會（2021 

ALA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於 6 月 23 日至 29 日以線上視訊模式舉

辦，各日會議安排各種特殊教育議題之演

講，邀請知名教育家與作者擔綱演講，最

後一日並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以「希望與

詳和」（Hope and Harmony）為題，進

行演講，為為期 7 天的會議作總結。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在 110 年暫停組團出國，

但國家圖書館派員參加線上會議，並以

「Taiwan Experience on Library Servi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為題，分

享其在疫情期間的防疫措施及提供的讀

者服務，展示於「全球解決方案海報」

（Global Solutions Poster Session） 之 主

題區中；此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國

立臺灣圖書館亦有派員參加線上會議，增

進館員國際觀及圖書館新知。

二、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於

8 月 17 日至 19 日以線上會議方式召開

「2021 世界圖書館與資訊會議：第 86 屆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2021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 86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會 議 主

題為「攜手為未來努力」（Let ś Work 

Together for the Future），包括：圖書館

與賦能（Libraries Enable）、圖書館與

啟發（Libraries Inspire）、圖書館與包

容（Libraries Include）、圖書館與創新

（Libraries Innovate）、以及圖書館與永

續（Libraries Sustain）等 5 個子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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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在 110 年暫停組團出

國，但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及國立臺灣圖書館皆有派員參加 IFLA 線

上年會；臺北市立圖書館道藩分館主任

高詠茹以「Here Comes the Bookmobile, 

New Places to Read in Taipei」為題參加

線上海報展，高雄市立圖書館以「Lead 

by Library：Book-Restart from Librarians, 

Medical Staffs, and Childcare Partnershi」

的海報參展，斗六市繪本圖書館館長沈

秀茹以「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 with 

picture book for children and elderly :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aiwan」為題的海

報參展。

三、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2021 年第九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

論壇於 7 月 27 至 28 日在香港舉行，由香

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HKTLA）承辦，

兩岸四地和馬來西亞各地中小學圖書館學

術團體加盟的十個民間團體聯盟協辦。由

於疫情因素，此次採取網路平台，進行線

上論壇發表，論壇主題為「數碼時代圖書

館動態及知識交流」，共舉辦了九場主題

演講、三十場專題演講。此次論壇線上參

與人數遠超過歷年華文論壇參與人數，共

有 843 人報名，臺灣共 126 名人參加，臺

灣有新北市立秀峰高中、新北市立丹鳳高

中、國立苗栗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士林高

級商業職業學校等四校共投稿六篇論文。

（范綺萍）

四、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國科會圖書服務計畫化

學中心總圖書室與美國化學學會（ACS）

於 8 月 26 日共同舉辦線上研討會「邁

向開放取用 （OA）的出版之路：現況

與未來，一次搞懂」，會中邀請美國化

學學會開放科學策略與授權總監 Sybille 

Geisenheyner 及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周必泰就此主題進行分享，線上參與人數

161 人。此外，為協助會員單位掌握電子

資源現況，了解國際間有關電子資源之最

新發展趨勢，並借鏡其他聯盟之經驗及國

內外學者專家之研究建議，以作為聯盟發

展之參考準則，CONCERT 於 11 月 4 日

至 11 月 5 日舉辦線上「2021 電子資訊資

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為

「學術服務在疫常中的創新與重生」，會

中邀請韓國中央大學學科資訊服務組組長

Yoo, Chunseop、IEEE 全球行銷長 Karen 

Hawkins 及牛津大學出版社開放獲取出版

總監 Rhodri Jackson 等國內外圖書資訊界

專家學者及出版商就此主題進行分享，參

加人數有 424 人。（林孟玲）

參、圖書館專業學會國際交流與合作

圖書館專業學會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因為受疫情影響各專業學會舉辦的工作

坊、論壇、研討會多改以線上方式為主，

各國的演講者與參與者在線上交流，少了

交通往返及會場席位的限制，國內同道的

參與反而較過往實體會議更加踴躍。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10 年 美 國 圖 書 館 學 會（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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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之年

會因應疫情改為線上會議，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暫停組團出國，僅協助會員報

名參加線上會議。在舉行會議方面，

11 月 12 日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

「研究資料管理實務線上工作坊」，介

紹 與 Harvard Medical School、Harvard 

Library、Simmons University 等多個學術

機構共同合作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RDMLA）中文線上

課程，並邀請國內外學者分享當前研究資

料管理的相關知識。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與國立

師範大學圖書館於 10 月國際開放取用週

期間，合作辦理「OA 線上論壇：OA 與

ORCID 的對話」，活動於 10 月 27 日上

午透過 Webex 平台線上舉行，參與對象

以圖書館界同道為主，論壇分別邀請：1.國

研院科政中心計畫主持人林孟玲分享「臺

灣學術圖書館 Open Access 現狀與意向初

探」，本議題為科政中心針對國內學術圖

書館所進行的調查；2.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

館館長邱子恒報告「開放取用與學術傳播

服務」，分享該館推展學術傳播相關服務

的成果；3.ORCiD 聯盟 Brian Minihan 報

告「ORCiD 策略規劃與聯盟會員服務」；

4. 臺師大圖書館館長柯皓仁報告「他山之

石：各國與臺灣 ORCiD 聯盟發展經驗」，

讓與會同道們對於開放取用與 ORCiD 有

更深刻的認識。此次線上論壇共計 253 人

參加。（張慈玲）

三、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資訊組織

前瞻課程教學社群於 7 月 21 日舉辦「IO 

Talk：OCLC Linked data計畫」線上論壇，

由理事長王梅玲、OCLC 臺北區域辦公室

經理楊舒萍主持，邀請 OCLC 詮釋資料策

略執行長 Marti Heyman 於美國俄亥俄州

連線演說，主題為 OCLC Linked data 計

畫，探討圖書館館藏發展的演進、OCLC

的作為與未來鏈結資料帶來的變革。該論

壇共 80 餘位圖書館館員、圖書資訊學界

教師、資料庫公司與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

於 Google meet 會場與會。10 月 22 日與

國家圖書館合�「社區資訊學：圖書館促進

社 區 發 展（Community Informatics）」

論壇，邀請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書資訊

學 院（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Texas Woman ś University）院長

／教授鄭鈴慧演講，於國家圖書館藝文中

心 3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對象為國家圖書

館同仁、圖書館界同仁、圖書資訊學系所

師生、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員。11

月 19 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行「圖書資訊學

前瞻教育與未來人才研討會」線上會議暨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探索圖書資訊

學前瞻教育與未來人才，共有 226 人�上參

加。研討會第一場邀請鄭鈴慧演講「美國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 ALA 認可制度」，內

容包括：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歷史、專業教

育理論、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危機、美

國圖書資訊學專業認證制度、認可審查的

關鍵要素、程序與審查結果等。（王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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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110 年因全球疫情關係，醫學圖書館

重要國際會議多為線上會議。5 月 10 日

至 27 日理事長邱子恒代表學會線上參加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2021 年會（MLA 2́1 

vConference），並發表學術海報。7 月

5 日至 8 日理事長邱子恒代表學會線上參

加由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馬爾馬拉大學舉行

的歐洲健康資訊暨圖書館學會 2021 研討

會 （EAHIL 2021 Virtual Workshop），

臺灣的醫圖參展海報 2 幅，其中「The 

experience and attitude of  TMU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toward predatory journals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獲 選 為 該

年 度 最 佳 海 報（Award of  Best Overall 

Poster）。理事長邱子恒同時受邀於

EAHIL2021 線上年會中開設 TMLA viturl 

café 時段，與國際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陳

惠玲共同向參與者介紹臺灣醫學圖書館學

會。此外，110 年度的第 43 屆「醫學圖

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暨海報展」由馬偕

醫學院圖書館承辦，因疫情關係改為線

上研討會，邀請美國密蘇里科技大學圖

書館 （Missouri S&T Curtis Laws Wilson 

Library）館長陳信良與美國加州大學舊金

山校區圖書館 （UCSF Library）學術傳

播組主任Anneliese Taylor進行專題演講，

並同步舉辦線上海報展，共有 10 幅海報

參展。計有來自國內及中國醫學圖書館

120 位同道線上參與，且有 19 家國內外資

料庫廠商及出版社線上參展。（劉莉娟）

肆、國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為提高臺灣圖書館事業的國際參與及

拓展國際交流合作，並行銷臺灣之優質出

版品，國家圖書館在 110 年度辦理下列各

項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

一、出版品國際交換與專案贈書

國圖與 87 國的 607 個出版品國際交

換單位建立合作關係，包括各國國家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學術機構、國際組織

和該館與海外機構合作建置的「臺灣漢學

研究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以及與該館

簽署廣泛合作為目的之綜合性合作協議之

「專案贈書」對象機構等。110 年全年寄

送書刊總量為圖書 6,463 種 13,392 冊，期

刊 109 種 11,702 冊，分述如下：

（一）一般國際交換贈書

110 年辦理出版品國際合作交換，共

收到交換單位圖書 2,595 種 2,684 冊，期

刊 449 種 3,867 冊，微片 7,658 片；輸出

圖書 5 批次至 73 個交換單位，共計 1,440

種 7,172 �，輸出期刊 4 批次至 496 個交換

單位，共計 109 種 11,702 �。

（二）「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贈書

110 年共對當年新建置「臺灣漢學研

究中心」之 4 個機構、以及舊有的 34 個

合作機構進行贈書。總共贈書 4,244 種

5,214 冊。

（三）專案贈書

110 年「專案贈書」之贈送單位包含

與國圖簽署綜合性合作協議及蒙古兒童中

央圖書館等共計 23 個單位，贈送書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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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779 種 1,006 冊。

二、簽署合作協議

110 年共與海外 4 個大學及研究機構

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協議，包

括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法國法蘭西學

院、瑞士蘇黎世大學、愛沙尼亞塔圖大學

等。至 110 年底，已陸續與 26 國共 38 個

機構合作建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另

與美國堪薩斯大學、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等 2個圖書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合作協議，至 110 年底，「中文古籍聯合

目錄」合作機構已累計 87 所，收錄逾 76

萬筆中文古籍書目。

三、進行中文善本古籍國際合作數位化

110 年與美國史丹佛大學圖書館、英

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合作，完成中文善本古

籍掃描 344 部（共 33,727 影幅），藉以

充實古籍研究資源並蒐藏散佚於海外的重

要中文善本古籍文獻。自國圖推動古籍文

獻國際合作數位化以來，總計已完成 4,790

種，近逾 314 萬影幅之重要善本古籍數位

化，並上傳於古籍影像檢索系統供公眾利

用。

四、舉辦國際會議及專業研習會議，邀請

知名國際專家學者演講

（一）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會

國圖每二年舉辦一次「國際圖書館專

業館員研習會」，110 年疫情雖造成世界

多國機構暫停服務及學校停學，國圖仍以

服務不中斷的理念維持辦理該研習會之步

調，9 月 23 日至 11 月 9 日期間，以線上

視訊會議方式，透過邀請知名國內及國際

專家學者演講，舉辦「2021 年國際圖書

館專業館員研習會：全球圖書館成功案例

分享」（2021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Successful Library 

Cases in the World）。該研習會 9 場線上

演講總與會人次達 1,033 人，學員多為各

國之圖書館行政主管或實務工作者，同時

亦有國內圖資領域專業人士參加；學員來

自香港、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日本、新加坡、丹麥、荷蘭、德國、英國、

瑞典、芬蘭、法國、義大利、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加拿大、美國、

中國、蒙古、斯里蘭卡等共 22 個國家；

亦有來自本館「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簽署

合作協議機構者，包含荷蘭萊頓大學、丹

麥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中心、越南

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及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日本

京都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愛沙尼亞

塔圖大學、拉脫維亞國家圖書與拉脫維亞

大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斯洛維尼

亞盧比亞納大學等。

（二）玄覽論壇

「玄覽論壇」命名起源於民 29 年抗

戰烽火蔓延之際，由國圖首任館長蔣復璁

先生與多位愛國學者籌組「文獻保存同志

會」，搶購四散的珍本古籍並精選其中精

品編印刊行「玄覽堂叢書」，而取該叢書

名稱「玄覽」一詞而名之。110 年之「玄

覽論壇」為第 8 屆，12 月 15 日於南京圖

書館開幕舉行。國圖館為 110 年「玄覽論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圖書館年鑑

390

壇」籌組臺灣場次，共邀請 5 位臺灣專家

學者發表論文，因為疫情之故，國圖及所

邀請臺灣專家學者均透過線上會議方式與

會。除國圖之外，參加者包括中國國家圖

書館、北京外國語大學、南京圖書館等所

邀集之學者與師生。

（三）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

理事會

由國圖主辦之該會議原訂於 109 年 3

月舉辦，因受全球疫情影響展延至 110 年

7 月 13 至 14 日辦理，並改採線上會議方

式舉行，會議主題為「跨域經緯 ‧ 創新

翻轉—圖書館與數位人文的對話」。該次

會議邀請來自英國、美國、中國、臺灣等

圖書資訊與數位人文領域共計 11 位專家

學者，針對「圖書館發展數位人文學術服

務」、「圖書館數位人文研究平台建置與

應用」、「圖書館之數位人文創新服務」、

以及「學術前瞻議題」等四主題面向，進

行相關專題與論文發表，包括 2 場專題演

講以及 9 篇研究論文發表。大會開幕式由

國圖館長曾淑賢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陳櫻致詞，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陳光華貴

賓致詞；兩場專題演講分別邀請英國大英

圖書館 Dr. Mia Ridge、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圖書館 Dr. Alex Gil 擔任主講人。第一

天的會議有 230 人同時上線與會，第二天

有 168 人上線與會。

（四）「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

的位置」學術研討會

國圖與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澳亞臺灣研究協會

（Australasi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於 12 月 8-9 日共同主辦「臺灣現況對話：

在世界尋找臺灣的位置」（Taiwan Update: 

Positioning Taiwan in the World）學術研討

會，由我國駐墨爾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協辦。會議邀請臺澳雙方重要學者進行交

流，為期兩天，澳洲地區採取實體方式於

墨爾本大學舊藝術劇場（Old Arts Theatre 

C,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舉行，非

澳洲地區講者與學者採線上方式參與。

五、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會議

「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於

2003 年成立，該委員會成立章程明定以

推動兩岸及海外華文圖書館的書目規範及

權威控制作業之進行與資源共享為目的。

110 年 11 月 9 日第十八次「中文名稱規

範聯合協調委員會」由中國高等教育文

獻保障系統（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聯機編目

中心主辦，因為疫情之故改以視訊會議方

式辦理，國圖指派二員參與線上會議。

六、與海外重點機構合作舉辦展覽

110 年國圖與海外重點機構合作舉辦

4 場展覽，其中兩場為海外機構館內實體

展，一場為線上展覽，分述如下：

（一）「文明的印記：古籍文獻展覽」

110 年國家圖書館與愛沙尼亞國家圖

書館首次合作，於該館舉辦「文明的印記：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10 月 8 日舉

行跨海視訊開幕式。該次展覽展期間為 10

月 8 日至 23 日，展覽重點為傳統中國四

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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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寶藏—慶祝蒙古國家圖書

館建館百年臺蒙聯展」

國圖與蒙古國家圖書館合作舉辦「臺

灣的寶藏—慶祝蒙古國家圖書館建館百年

臺蒙聯展」，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開幕展

出，為期 1 個月。

（三）「性別化的變遷：女性主義知識生

產與跨國行動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之系列活動暨線上展覽

國圖與北歐亞洲研究中心（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NIAS）、臺灣

女性學學會於 110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

共同合辦「性別化的變遷：女性主義知識

生產與跨國行動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之

系列活動，並於會議前的 10 月 15 日以線

上方式舉行會前圓桌論壇「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的性別化行動參與」，且籌劃會議展

覽主題網站「“Gender Equal TW＂」。

（四）「重新思考—向大自然學習」全球

巡迴展開幕式

國圖與台北歌德學院於４月 30 日

共同舉辦「重新思考—向大自然學習」

（Umdenken von der Natur Lernen）全球

巡迴展開幕式，開幕典禮邀請教育、圖資

界及駐臺單位等各界貴賓出席，由館長曾

淑賢及台北歌德學院德國文化中心院長余

德莎致開幕歡迎詞，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30

多位師生受邀出席展覽，並以音樂演奏為

此展揭開序幕。本次展覽係專為中小學生

所設計的互動式展覽，共規劃水、火、土

和空氣 4 個主題區，自 5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於國圖藝文中心展覽室展出。（洪淑芬）

伍、公共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我國兩所國立公共圖書館及六都的公

共圖書館於 110 年在圖書交換、辦理國際

研討會、與駐臺相關文教單位合作等重要

國際交流與合作之成果，概述如下。

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5 月 5 日美國在臺協會文化新聞組組

長蘇戴娜於來訪，雙方就美國資料中心營

運進行交流。

二、國立臺灣圖書館

110 年共與 155 所國外圖書館或研究

單位建立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部分國

家因疫情影響暫停郵務，實際寄送單位共

141 所。迄 12 月底寄贈書刊共 371 冊，受

贈書刊共 155 冊。

三、臺北市立圖書館

（一） 11 月 29 日與美國紐約市皇后區圖

書館簽署 2021-2025 年圖書交換備

忘錄。

（二） 持續參與 OCLC、IFLA 等國際性

圖書資訊專業組織，提供市民取得

各國文獻及閱讀資源，擴展國際視

野。

四、新北市立圖書館

（一） 10 月 1 日至 2 日與國立臺北大學海

山學研究中心、臺北市大同社區大

學及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於

臺北大學人文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共同辦理「臺灣文化協會百週年紀

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以線上、實

體方式同步進行。該研討會有 2 場

專題演講、6 個場次，共計發表 19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圖書館年鑑

392

篇學術論文，邀集臺灣、日本、韓

國等國內外學者專家，回顧臺灣近

百年的文化歷史軌跡，與會人數共

297 人。該次研討會探究臺灣文化

協會成立後，對社會文化的啟蒙與

回響、知識份子的活動及 1920 年

代後臺灣社會的新貌等；針對一次

世界大戰後，日本、朝鮮的政治變

遷與發展，進行相關議題討論，此

外，也針對該館典藏全臺保存最完

整的日治時期街庄行政檔案《臺北

州檔案》（即鶯歌庄役場）持續發

表相關研究，讓國內外學者可以透

過彼此的研究成果，使與會者了解

文化先驅為這片土地的貢獻，更進

一步擴展新北學的能量。

（二） 總館在 110 年度總計接待美國、韓

國、聖文森、日本、菲律賓、馬來

西亞及史瓦帝尼等 12 國、21 團、

計 146 位圖書館專家學者、政府機

關、企業、學校及記者等參訪。

五、臺南市立圖書館

（一） 3 月 1 日至 31 日新總館與比利時

臺北辦事處合作，辦理法文原文書

展及比利時電影欣賞，藉著本次活

動，提升市民更加認識比利時發展

現狀，比利時的藝術與現代文學、

漫畫及繪本作品，期間參與者達

58,563 人次。

（二） 公園總館與京都市政府簽署推動交

流協定書，並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

至 111 年 1 月 9 日期間辦理特展，

內容有文化主題講座、靜態展覽

及電影放映會等活動，參與者達

36,041 人次。

六、高雄市立圖書館

（一） 1 月 22 日澳洲辦事處副處長蘇奕忱

以及媒體暨文化經理胡偉娟蒞臨參

訪館內設施，並洽談未來合作交流

之可行性。

（二） 2 月 6 日邀請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

暨文化辦事處處長 Martín Torres

辦理《墨西哥恰帕斯傳說故事》新

書發表會，處長 Torres 親自介紹

墨西哥的人文特色，並由該書作者

STEPS 創辦人黃璟�及佳台書店編輯

Miguel Rubio 以中西文朗誦書中

擷取內容，藉此推廣多元文化及閱

讀，參與者共 76 人次。

（三） 5 月 21 日與臺北歌德學院合作辦

理「從學習場所到共享空間」線

上視訊講座，邀請德國柏林自由

大學語文圖書總館館長 Dr. Klaus 

Ulrich Werner 擔任主講人，分享

新型態圖書館中「實作工作坊」

（Makerspace）和「共享工作空間」

（Coworking Space）等複合式空

間的運用，參與者共 171 人次。

（四） 5 月 25 日至 26 日參加 2021 IFLA

大都會圖書館線上會議，主題為

「您的員工團隊—不斷發展以迎接

2030 年」，探討公共圖書館面對多

元文化如何以永續性方式進行多元

培訓，以及面對數據如何發展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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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等，共計 32 人次參與。

（五） 9月 3日與中華民國遊戲協會合作，

辦理「阿根廷遊戲交流」線上講座，

不畏疫情影響與克服時差限制，進

行國際閱讀主題交流與阿根廷遊戲

玩具之政策與服務的認識，讓閱讀

不分國界，並增進該館於融合玩具

館藏管理與服務規劃的相關知能。

（六） 12 月與美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進行

贈書交換，充實雙方多元館藏，並

建立國際館務交流。

（七） 高雄市立圖書館重視臺灣原創繪本

的發展與培育，創辦《好繪芽》繪

本創作人才扶植計畫，第一屆《好

繪芽獎》三組得獎繪本「大家一起

玩泥巴」、「反正都可以到嘛！」、

「動物園的祕密」陸續於 110 年

出版後，於 12 月致贈給日本多間

圖書館，如國際兒童圖書館、大阪

府立中央圖書館、小松市天空和兒

童繪本館、板橋區波隆納兒童繪本

館、岡山縣立圖書館、札幌市繪本

圖書館、荒川區立圖書館、東京兒

童圖書館、大和市立圖書館等，以

優質臺灣原創繪本與他館交流。

（八） 成立高市圖國際交流小組，由館內

跨部門具有不同語言專長的同仁組

成，進行定期的小組會議，報告題

材橫跨世界各國特色圖書館簡介、

國際論壇及講座、世界圖書之都計

畫、各國行政法人圖書館、疫情期

間國外圖書館防疫案例等，並於臉

書進行貼文，進行國際新知分享與

交流。

陸、專門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專門圖書館 110 年國際交流與合作

成果除前述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和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相關成果

外，尚有國立故宮博物院辦理出版品國際

交換和專業諮詢與資料服務之成果。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

圖書館持續與 10 個國家 194 個單位

進行書刊交換，交換單位以國際博物館為

主，如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韓國國立中

央博物館、法國 Musee Cernuschi、匈牙

利 The Ferenc Hopp Museum of  Eastern 

Asiatic Arts等，遍及歐、美、亞、大洋洲。

提供交換的出版品皆為故宮出版，包含月

刊、季刊等連續出版刊物，以及展覽圖錄、

研究專書等圖書。交換圖書部分，110 年

度寄送 129 種 135 冊，獲得 184 種 232 冊。

（二）提供諮詢及資料服務

圖書館與國際間博物館及研究型圖

書館保持密切交流合作關係，協助提供研

究、展覽等相關資料及諮詢服務。惟自

109 年 10 月起配合院區整（擴）建計畫，

圖書館由原圖書文獻大樓館址搬至南側藝

文園區，並重新調整圖書典藏位置，期望

提供優質服務的傳統，延續打造中外藝術

文史書刊之專業圖書館，因為遇新冠疫情

挑戰直至 110 年 8 月 3 日起始才重新對外

開放，多重因素影響之下，110 年度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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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國際參考諮詢服務。

柒、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學相

關系所國際交流與合作

110 年度大專校院圖書館較重要的國

際交流與合作項目主要是辦理研討會；圖

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國際交流與合作項目，

則包含與國際學者之交流、擔任國際研討

會、專業組織或學術期刊的重要職務等，

有關系所教師個人出國演講、參與國際學

術會議並於會中發表論文或海報等交流活

動，則不收錄於本節。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為促進國內大專技職校院及相關產

業了解 SAE 資料庫航空標準及文獻，10

月 19 日圖書館與涵堂資訊合作，特邀請

SAE 國外專家舉辦線上論壇講座「SAE

航空航太論壇講座 | 掌握關鍵技術標

準」，全程使用英文演說。參與者包括國

內 22 所大專校院師生及 2 個企業，會中

講師針對 SAE 資料庫及標準文件做詳細

的介紹指引，獲與會者踴躍發問。

二、國立政治大學

10 月 18 日至 29 日，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邀請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書資

訊學院院長鄭鈴慧至該所短期講學，分享

其近幾年致力於美國圖書館社區資訊學的

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

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圖書館為推廣研究資料管理服務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RDM），

首先於 110 年底介紹國際趨勢，並且分

享圖書館雲端架構服務平台以及聯盟合作

服務模式的經驗，由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四

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於 12 月 10 日與 Ex Libris、飛資得企業集

團、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 IFII 共同舉

辦「大學圖書館創新服務新紀元—從 LSP

建置的開放性應用到研究資料管理」（A 

New Horizon for the Digital Academic 

Librarianship: The Path from the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 Implementation to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線上國際研

討會，參與者有 227 人。會中邀請來自美

國 Harvard Dataverse 資料庋用專案經理

Sonia Barbosa、美國 Library Technology 

Guides 獨立顧問 Marshall Breeding、澳

洲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ibrary 

數位技術專家 Derek Chen 與中國復旦大

學人文社科數據研究所科學數據中心主任

殷沈琴分享經驗，與會者反應熱烈，不僅

串聯起未來國際溝通與合作的橋梁，該校

RDM 之推動也藉以揭開序幕。（王慧恆）

四、國立臺灣大學

（一） 1 月 5 日，圖書資訊學系邀請香港

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朱啟華來臺交

流演講，講題為「Excite Students 

about English Reading & Enhance 

their English Reading Abilities」。

（二） 10 月 18 日，圖書資訊學系邀請比

利時魯汶大學 ECOOM 研究員 Dr. 

Ronald Rousseau 進行線上「計量

前沿講座專題演講」，兩場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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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Bibliometrics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SWOT analysis」 與

「Measuring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collaboration within a network」。

（三） 11 月 26 日，圖書資訊學系辦理線

上圖書資訊學術與實務研討會，邀

請美國西蒙斯大學圖書資訊學院院

長 Dr. Sanda Erdelez 進 行 專 題 演

講，講題為「Information profession 

in a changing an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四） 11 月 27 日，圖書資訊學系辦理線

上圖書資訊學術與實務研討會，邀

請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圖書館館長Dr. 

Elaine Martin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

為「The library ś role i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ervices: the 

Harvard experience」。

（五） 12 月 6 日，圖書資訊學系辦理線上

「計量前沿講座專題演講」，邀請

西班牙教育部高等學術研究委員會

網路計量研究室負責人 Dr. Isidro 

F. Aguillo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and Performances of  Taiwanese 

Universities」。

（六） 108 年起，教授黃慕萱持續擔任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JOI） 國

際期刊主編。

（七） 110 年 4 月起，教授林維真簽訂學術

合作計畫，並擔任 Team Researcher 

Oversea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日文研

海外研究員），參與研究計畫執行。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一） 109 年 9 月 至 110 年 1 月 24 日，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邀請香港大學教

育學院資訊及科技教育部主任副教

授朱啟華來臺交流短訪半年，共開

設碩博班「閱讀與資訊素養教育」

全英語課程。

（二） 2 月 23 日至 6 月 12 日，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邀請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

授杉本重雄（Sugimoto Shigeo） 

擔任該校客座教授，因疫情無法來

臺，遠距開設博班「知識組織專題

研究」全英語課程。

（三） 11 月 14 日，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邀

請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訊傳播系副

教授李育豪演講，講題為「遊戲研

究、沈浸式體驗與元宇宙發展」。

六、淡江大學

（一） 109 年 4 月 23 至 12 月 31 日，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林雯瑤

擔任 ORCID 董事提名委員會委

員（Nominating Committee of  

ORCID）。

（二） 109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大學部同學譚嘉雯

赴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進行海外

實習。

（三） 110 年 2 月至 7 月，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大學部同學鄭雨桓赴華中師範

大學進行移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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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 年 5 月 28 日 至 9 月 30 日，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陳亞寧

擔任泛太平洋鄰里協會 2021 年

年會議程審查委員會委員（PNC 

2021 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Program Review 

Committee Member）。

（五） 110年9月15日至111年1月15日，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資圖系同學張思

穎赴華中師範大學移地學習。

七、輔仁大學

（一） 110 學年度（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圖書資訊學系同

學林祖筠前往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

（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進行

交換學生學習。

（二）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黃元鶴每周固

定時段以視訊方式與美國西蒙斯

大學（Simmons University）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教授兼

所長 Sanda Erdelez（iSchool 聯盟

學校主席）與教授 Naresh Agarwal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20-2021 理

事長）討論合作研究主題「探索資

訊偶遇與組織知識活動之關連」。

捌、中小學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110 年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小學

圖書館委員會持續與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合

作，在國際德里基金會的贊助之下，於

基隆市、臺北市、雲林縣等地推廣「心閱

讀」促進民眾心理健康，並因應疫情發展

線上培訓課程。全年度共�理 30 場次的研

習，受益人次達 9,835 人次，含教師、家

長、志工等，以一城一鄉為策略，普及全

國 16 縣市。此外，該委員會邀請「緬甸

華文教育服務團」參與臺灣閱讀節，於 12

月 4 日閱讀節當天向民眾推廣教育理念和

募款，期許更多人支持緬甸北部的中小學

生華文教育。

在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通識中心

講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陳昭珍指導之下，

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老師曾品方、臺北

市再興小學中文研究教師廖淑霞、新北市

鶯歌國小設備組長賴玉敏，共同規劃適合

越南小學情境的「閱讀教育課程綱要、教

學影片、講義、測驗、問卷」等，於 110

年度由越南的至善基金會譯成越南文之

後，預計下一年度運用教學影片�理教師研

習，促進閱讀交流。（曾品方）

玖、結語

110 年度我國圖書館界與圖書資訊學

界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儘管相關活動

仍因 COVID-19 疫情影響而被迫中止或改

為線上進行，但由於疫情已是第二年，國

內外圖書館及相關專業組織也習慣了以線

上方式舉辦會議或進行交流，因此在舉辦

線上國際會議、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來

臺或線上演講、國際交換出版品或專案贈

書、簽署館際間的合作協議、與駐臺單位

合作辦理講座或展覽等事項，已然恢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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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雖然在資料蒐集過程中，不少圖書館

回覆礙於疫情，沒有派員出國參加國際組

織相關會議，也無法舉辦實體的國際交流

活動；但是一些線上研討會與演講活動，

因為不需交通移動、在國內即可參與，反

而有呈現參加人次增加的趨勢。透過線上

會議軟體，我國圖書館界得以和國際上的

友館及夥伴持續交流，為疫後建立更堅實

的合作關係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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