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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圖書館

邵婉卿  

壹、綜述

根據我國〈圖書館法〉第 4 條規定，

專門圖書館係指由政府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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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書

館。其又可分為七大類：

一、政府機關（構）圖書館：係指以政府

機關（構）、政府部門或各級民意機

關所屬人員為主要對象的圖書館，包

括國際、中央、及地方政府組織。

二、醫學圖書館：係指以醫院或醫療衛生

專業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三、學（協）會圖書館：係指以學（協）

會之會員及會務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的圖書館。

四、工商圖書館：係指以工商企業所屬人

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五、大眾傳播機構圖書館：係指以傳播媒

體及出版業從業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的圖書館。

六、宗教圖書館：係指以宗教團體成員與

信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七、其他圖書館：係指任何不包含於以上

類型之專門圖書館，如各國駐華單位

之文化中心圖書館。

本節依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調

查統計系統」（http://libstat.ncl.edu.tw）

網站所蒐集「專門圖書館」之分類名錄整

理而來，總計有 476 所。國家圖書館於 111

年 5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發函蒐集全國

專門圖書館之各項服務及資源統計，總計

有 277 館填報，填答率 58.19%。以下綜整

專門圖書館各項服務及資源統計，以呈現

我國專門圖書館之設置情形及發展現況。

一、設置情形

110 年我國專門圖書館共計有 476 所

（表 119），依類型分以政府機關（構）

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同樣各為 155 所，所

占比例最高（各占 32.56%）、其次為宗教

圖書館 62 所（13.03%）、工商圖書館 83

所（17.44%）、學（協）會圖書館 17 所

（3.57%）、大眾傳播圖書館4所（0.84%）。

（續下頁）

表 119

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10 年）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55 32.56%

醫學圖書館 155 32.56%

宗教圖書館 62 13.03%

工商圖書館 83 17.44%

學（協）會圖書館 1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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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圖書館的總數量一直在逐年遞減

中，是值得探討的現象。110 年專門圖書

表 120

近 5 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6 年至 110 年）

年度

類型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81 181 177 174 155

工商圖書館 107 106 100 102 83

大眾傳播圖書館 7 7 7 7 4

醫學圖書館 166 167 166 163 155

學（協）會圖書館 16 16 15 15 17

宗教圖書館 110 109 109 109 62

其他專門圖書館 10 9 9 9 0

合　計 597 595 583 579 476

表 121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110 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
填答數 數值為 0

員工人數 275 - 1,089.30 299,558

服務對象總人數 248 - 2,361.05 585,540

總辦證人數 255 39 1,826.81 465,836

二、發展現況

（一）服務人數

110 年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相關數

據如表 121 所示：專門圖書館係以服務母

機構為主，資料顯示回覆問卷的專圖之母

機構員工總計 29 萬 9,558 人，但服務人

數有 58 萬 5,540 人，總辦證人數有 46 萬

5,836 人，顯示專門圖書館中，有部分專

門圖書館亦開放給機構外人士使用。

表 119（續）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大眾傳播圖書館 4 0.84%

合　計 476 100.00%

館的總數量與 109 年相比，已從 579 所減

少為 476 所，所減少的 103 所中，以宗教

圖書館減少 47 所為最多，政府機關（構）

圖書館和工商圖書館都各減少 19 所，其

他專門圖書館減少 9 所，醫學圖書館減少

8所，而大眾傳播圖書館減少3所，學（協）

會圖書館則增加了 2 所，如表 1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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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力資源（110 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
填答數 數值為 0

專職館員人數 273  63 2.08 569

兼職館員人數 272 148 0.75 203

專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272 132 1.35 366

兼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269 250 0.09  24

（二）人力資源

110 年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相關數據

如表 122 所示：回覆問卷的專門圖書館之

全職與兼職館員 110 年合計 772 人，其中

全職館員中具圖資背景者計有 366 位，即

全職的專業館員比率為 64.3%；然而一個

館平均全職館員人數只有 2.08 人，而且有

63 個館沒有專職館員，顯示我國專門圖書

館多半規模較小、人力較少的特性。此外，

132 個館沒有圖資背景的專職館員，也是

值得關注的現象。

（三）館藏統計

110 年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源數量之相

關數據如表 123 所示：專門圖書館的館藏

資源類型包括圖書資料、非書資料及電子

資源等。回覆問卷的專門圖書館之各類型

資源總計數量以紙本圖書最多，達 8 百 64

萬餘冊；電子書有 6 百 23 萬餘冊次之；

其他圖書資料計 1 百 8 萬 8 千多冊；紙本

現期 2 萬 1 千種高於電子期刊的 1 萬 5 千

種；視聽資料總計 64 萬 9 千多件；電子

資料庫總計 6,284種。然而從平均數來看，

紙本圖書一館只有 3 萬 1 千多冊、電子書

2 萬 3 千 7 百多冊、裝訂期刊 5 千 5 百多

冊、紙本現刊 79 種、電子期刊 644 種、

視聽資料 2 千餘件、電子資料庫約 23 種，

顯示我國專門圖書館因為蒐集特定主題或

類型之圖書資訊，館藏數量普遍較少的特

性。此外，有 23 個館在 110 年沒有新增

任何圖書，有167個館沒有淘汰任何圖書，

同樣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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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項目

110 年專門圖書館之服務項目相關

數據如表 124 所示：就回覆問卷的專

門圖書館所勾選的服務項目來看，半數

圖書館有提供的服務依次為：館內閱覽

（89.137%）、參考諮詢服務（80.14%）、

館藏資料借閱（78.70%）、資料庫檢

索（75.81%）、 對 外 提 供 閱 覽 服 務

（54.87%）、廣服務（49.46%）與電子報

（31.77%）等七項，為專門圖書館所提供

的主要服務；而專題選粹（16.97%）則是

最少見的服務項目。

表 123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源統計（110 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
填答數 數值為 0

圖書資料

　圖書（冊） 271   1 31,894.42 8,643,387

　期刊合訂本（冊） 264  98  5,593.06 1,476,569

　報紙合訂本（種） 261 227     96.84    25,276

　現期期刊（種） 265  14     79.73    21,128

　現期報紙（種） 269  91      3.17       853

　其他圖書資料（冊） 259 215  4,204.12  1,088,868

非書資料

　視聽資料（件） 269  63 2,414.31    649,450

　其他非書資料（件） 261 221  559.03    145,906

電子資源

　電子書（冊） 263 122 23,702.47    6,233,749

　電子期刊（種） 234  95   644.65    150,849

　電子資料庫（種） 266  92    23.62      6,284

　其他數位資源（種） 260 227   898.92    233,720

110 年館藏新增與淘汰量

　圖書增加量（冊） 267  23   459.19    122,604

　圖書淘汰量（冊） 265 167   446.87    118,421

　期刊合訂本增加量（冊） 265 191    66.14     17,528

　期刊合訂本淘汰量（冊） 263 234   192.50     50,628

　報紙合訂本增加量（種） 263 250    67.13     17,654

　報紙合訂本淘汰量（種） 264 249    65.51     1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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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10 年）

項目 填答館數 服務館數 占填答館數百分比

館內閱覽 277 247 89.17%

館藏資料借閱 277 218 78.70%

參考諮詢 277 222 80.14%

資料庫檢索 277 210 75.81%

推廣服務 277 137 49.46%

對外提供閱覽服務 277 152 54.87%

期刊目次選粹 277 141 50.90%

提供電子報 277  88 31.77%

專題選粹 277  47 16.97%

（五）服務統計

110 年專門圖書館之服務統計相關數

據如表 125 所示：回覆問卷的專門圖書館

之進館人次總數達 237 萬多人次，年度總

借閱冊數為 94 萬 6,203 冊，總借閱人次為

37 萬 4,993 人次，顯示許多讀者入館從事

館藏資料借閱以外的活動，而有借書的讀

者一次平均借出 2.5 冊；至於有提供館際

合作服務的專圖之服務統計，則是圖書貸

出總計 9,340 冊、借入總計 9,149 冊，複

印服務貸出 3,980 件、借入 1 萬 1,324 件，

顯示專門圖書館間館際合作服務在圖書方

面是貸出給他館為多，而在複印服務方面

則以向他館尋求幫忙為多，但是總體來

說，一館平均一年向外申請館際代印約 42

件，一個月約 3.5 件，服務量不大；此外，

77 個專圖有向他館申請館際借書，但只有

51 個專圖有借書給他館，顯示專圖館藏量

偏少，較需要向他館借書的特性。

表 125

專門圖書館服務統計（110 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
填答數 數值為 0

閱覽席位 267 21 37.50 10,013

進館人次 254 10 9,334.68 2,371,008

借閱人次 263 14 1,425.83 374,993

借閱冊數 264 14 3,584.10 946,203

使用者服務時數 269 10 38.24 10,286

開放閱覽時數 270 13 39.76 10,73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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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
填答數 數值為 0

館際合作服務

　圖書借入量（冊 / 件） 264 　187 34.66 9,149

　圖書貸出量（冊 / 件） 263 　212 35.51 9,340

　影印 - 借入（件） 267 　166 42.41 11,324

　影印 - 貸出（件） 264 　194 15.08 3,980

表 125（續）

貳、專業組織大事紀要

專門圖書館是蒐集專門主題的圖書

館或資料中心，目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以所屬的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

書館委員會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較具規模

與制度，另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 於

104 年 9 月正式成立。茲分述神學圖書館

委員會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110 年的重要

活動概要如下：

一、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一） 110 年 1-2 月完成 Brill 英文電子期

刊資料庫、萬方數據庫與 ATLA 

Religion Database with ATLASerials

之聯合採購。

（二）110 年 4 月完成第五十六屆神學圖

書館委員會 25 間會員館之館際合

作承辦人資料更新。

（三）110 年 5 月完成神學圖書館聯盟聯

合採購 Brill 電子書議價。本次採

購聖經、古代近東和早期基督教研

究主題電子書 70 本，共計 11 家圖

書館參與；宗教、哲學與神學研究

主題電子書 65 本，共計 4 家圖書

館參與。

（四）110 年 6 月完成華藝線上資料庫聯

合採購。

（五）110 年 12 月 21 日召開第五十六屆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與中

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暨圖書館參訪

活動。（林荷鵑）

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臺灣醫學圖書館

學會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TMLA）於

104 年 9 月成立，以促進醫學圖書館發展

與交流，推動醫學圖書館館員認證與繼續

教育為宗旨。學會選出之理事長依例受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之邀請，擔任該

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辦

理全國醫學圖書館事業發展之相關事宜。

（一）舉辦醫學圖書館年會暨研討會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為增進醫學圖書

館從業人員的經驗交流與新知學習機會，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合辦「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21 年會暨

第 43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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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偕醫學院圖書館承辦。 

（二）參與國際學術團體活動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每年組織國內醫

學圖書館同道參與國際醫學圖書館專業團

體舉辦之年度會議或學術研討會，是國際

醫學圖書館界年度活動盛事。110 年受疫

情影響，部分國際研討會或交流活動轉為

線上舉行，參與情形如下：

5 月 10 日至 27 日理事長邱子恒代表

學會線上參與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2021

年會（MLA 2́1 vConference），並發表

學術海報（表 126）。

表 126

2021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入選海報篇名 參展單位 著者

The experience and attitude of  TMU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toward predatory journals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黃莉娟、蕭雅方、

蕭淑媛、游曉芬、

邱子恒

表 127

2021 歐洲健康科學資訊暨圖書館學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入選海報篇名 參展單位 著者

The experience and attitude of  TMU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toward predatory journals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黃莉娟、蕭雅方、

蕭淑媛、游曉芬、

邱子恒

Old services, new ways — the Usage Survey of  the 

Cloud Digital Book Wall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TMUL）.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徐華玉、陳雨靜、

王月玲、賴惠君、

沈純慧、邱子恒

7 月 5 日至 8 日邱子恒理事長代表學會

線上參與歐洲健康資訊暨圖書館學會 2021

年會（EAHIL 2021 Virtual Workshop），

參展海報並獲選為最佳海報（Award of Best 

Overall Poster）（表 127）。邱子恒同時受

邀於 EAHIL2021 線上年會中開設 TMLA 

viturl café 時段，與國際合作委員會陳惠玲

主任委員共同向與會者介紹臺灣醫學圖書

館學會。

（三）辦理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認證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歷年舉辦之醫學

圖書館專業人員認證考試，因疫情關係，

109 年度實體考試合併至 110 年度舉辦；

因應防疫 110 年考試認證順延至 111 年舉

辦。109 至 110 年以著作申請認證方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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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辦理審查，109 年 1 名申請、110 年 2

名申請共計 3 名申請，通過 3 名取得學會

頒發「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證書。

（四）推廣數位學習平臺利用

學會為推動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在

職教育，充實專業知能，於 108 年建置數

位學習平臺，提供繼續教育之網路學習資

源。平臺收錄內容包含大學校院、學會或

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專題講座、研討會等課程並取得授權之影

音資料。除提供會員隨時自我學習外，亦

可提供已取得「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

及「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資格者，持續學

習累積學分點數，延續證書效力。累計自

108 年 9 月 1 日正式上線啟用迄 110 年底，

共收錄 42 個影音課程，有 500 人次的學

員選修，452 人次的學員完成課程。（劉

莉娟） 

參、年度重要活動

我國專門圖書館的種類眾多，活動辦

理與交流方式依母機構性質而多所不同，

茲簡介 110 年各類型專門圖書館之代表性

活動如下：

一、宗教圖書館

（一）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正念」源自佛教用語，是西方學者

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融合了佛

教禪修的概念並將其去宗教化，於 68 年

發展出「正念減壓療法」課程，廣泛運用

在醫療領域，並擴展至心理學界、企業界、

教育界等，讓身心覺察、活在當下，在提

升專注力、身心管理、人際溝通與情緒管

理等層面，有顯著成效。在歐美國家，自

104 年已將正念概念運用在圖書館，落實

照顧自他，幫助館員情緒管理，增進讀者

服務溝通與耐心，藉此提升圖書館服務品

質。有鑑於此，於國內首次舉辦此議題，

期盼正念與圖書館可以擦出火花。

因此，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特別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舉行「正念與圖書館發

展研討會」，規畫認識正念，正念與領導

力、情緒管理，正念與圖書館發展之關係，

正念運用在圖書館管理，四個議題。由於

酌量疫情的情況，故採用 Webex 線上會

議方式進行（圖 30）。

圖 30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舉辦「正念與圖書館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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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邀請心理學領域、圖書館

界，專研正念的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及實務交流。與會者包括臺灣、澳洲、斯

里蘭卡、香港等地區的圖書資訊界、教育

界、文化界、佛教界工作者，共計百餘人

共襄盛舉。

會議由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董事長

暨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法師釋悟因致詞揭

開序幕。法師悟因特別提到，本次研討會

主題「正念與圖書館發展」，是將佛教的

正念推向現代，強調覺察、當下，將可為

圖書館營運注入新活水。

本次研討會共規畫二場專題演講及

二場研討。專題演講部分，上午由台灣正

念工坊執行長陳德中主講「正念在職場上

的運用」，介紹「正念」，以及專注與工

作效能、正念在企業職場及領導力的應用

等。下午由欣明心理成長中心臨床心理師

石世明主講「正念與情緒管理」，介紹心

的運作特性、正念的基本態度、從 MBSR

到 MBCT（正念認知療法）、正念練習對

情緒管理的改等。

兩場研討發表部分，第一場「研討正

念與圖書館對談」，由淡江大學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教授林雯瑤與臺北教育大學幼兒

與家庭教育學系副教授郭葉珍以對談方式

進行，主題是「圖書館人際生存術：用正

念護心也護身」，設計四大情境時，學習

運用正念接受與面對。

第二場研討「正念書目與圖書館管

理」，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法師自

衍主持，由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蘇

益賢導讀正念書目，讓與會者認識學習正

念閱讀的次第；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

授葉乃靜分享正念與圖書館經營管理，從

正念與圖書館的人和、服務、空間設計、

推廣活動等方面談起，進而將正念運用在

日常生活的修鍊。嘉義長庚醫院圖書館館

員蔡瑜洵，以館員角色探討正念在圖書館

的運用，如面對不理性的讀者可以用正念

的技巧，透過三分鐘呼吸調整情緒改善館

員自己的情緒，並帶領與會者一起練習呼

吸，覺知當下。（釋自衍）

（二）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

1. 召開第五十六屆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暨參訪活動

本次委員會議假中華福音神學

研究學院召開，會議中討論：（1）

神學圖書館聯盟之中英文電子書採

購規劃；（2）如何與基督教中文

圖書書商合作，敦促與推動基督教

學術性中文電子書的出版；（3）

後疫情時代圖書館管理與因應；

（4）各館館務分享與經驗交流；

（5）討論下屆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人事安排。

參訪活動由中華福音神學研

究學院館長莊秀禎親自帶領，除了

參觀圖書館，也對校園環境逐一巡

禮。多位委員是第一次到新校區參

訪，對於校園建築與圖書館軟硬體

的設計均予以肯定（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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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舉辦

閱讀 Book Show 春季書展

圖書館利用校史室空間，於三

月份舉辦書展，邀請三家基督教出

版社與四家外文書代理商擺攤（圖

32），展示專業圖書。配合書展

展期排兩次小型演講，由老師周學

信分享「九種類型的閱讀」（圖

33），老師劉幸枝分享「新書導讀：

回來吧！書拉密女 2」。

3. 舉辦「樂來樂愛�：教會詩歌賞析之

旅」專題演講

邀請台北真理堂聖樂培訓葉靜

蓉老師，於 4 月 15 日晚上，以教

會詩歌專題進行「樂來樂愛�：教會

詩歌賞析之旅」專題演講，並利用

圖書館 FB 粉絲頁進行演講直播。

4. 因應疫情警戒，圖書館主動批次展

延讀者還書期限，並且免除逾期還

書罰則，以配合防疫措施。（林荷

鵑）

（三）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中

心

為使課業與實習相當忙碌的神學生能

夠在短暫駐足圖書館時，一窺具有豐富主

題與各種類型資料之館藏，透過館員們的

腦力激盪，精心安排，配合時事或當代社

會議題、結合教師所開設之課程或學校舉

辦的學術活動等，訂出不同主題或各類型

資料之主題書展（圖 34）。展覽地點就在

大門入口顯眼的地方，館員並整理出主題

展書單如表128，提供讀者參考。（林荷鵑）

圖 32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閱讀 Book Show 春季書展

圖 33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配合閱讀 Book Show 書展舉辦小型演講

圖 34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中心主題書展—公共神學與公民素養

圖 31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至中華福

音神學研究學院暨圖書館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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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學圖書館

（一）第 43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

會暨海報展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21 年暨第

43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在馬偕醫學院圖書館遠距學

習共享空間召開線上研討會，共有來自全

國 119 位醫學圖書館從業人員與會、19 家

廠商參展。會議安排 2 場專題演講，2 場

實務分享。並舉辦線上學術海報展與投稿

者口頭報告，共 10 幅海報入選參展。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以促進醫學圖

書館發展與交流、推動醫學圖書館館員認

證與繼續教育為宗旨，此次年會由馬偕醫

學院校長李居仁及理事長邱子恒開幕致

詞，於線上團體合照後，隨之展開專題演

講，上午專題演講，邀請到美國密蘇里科

技大學圖書館館長陳信良進行密蘇里科技

大學圖書館支援學術研究的主題演講，以

及邀請美國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

學術傳播主任 Anneliese Taylor，為 Open 

Access 與醫學圖書館員的發展此一議題進

行演講；下午進行會員大會及參加學術海

報展同道口頭報告後，緊接由臺灣大學醫

學圖書館、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分享圖書

館空間改造的歷程。過往年會中均安排新

知分享，110 年限於年會為 1 天線上研討

會，因此轉變方式以廣告輪播中引導與會

同道了解新知及對圖書館新設備資源能深

入了解與認識，出版書商及資料庫廠商熱

情贊助與服務，讓參與圖書館同道感懷不

已。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於第 43 屆（110

年）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特舉辦第

4 屆學術海報展以鼓勵國內醫學圖書館優

秀館員與團隊，激勵學術研究能量。年會

活動中，從徵選投遞海報中遴選出 10 篇，

於研討會期間線上展示海報與實際線上口

頭報告與參與年會同道，並徵選出優良海

報獎競賽與最佳人氣海報獎評選活動。海

報獎競賽聘有專家學者就海報主題應用性

（占 40%）、內容嚴謹性（占 40%）、創

新性（占 10%）及設計性（占 10%）評

選出前三名，同時，參與研討會同道以一

人一票方式於現場票選出最高票者，頒予

「最佳人氣海報獎」，獲獎名單如表 129

所示。優良海報評選為前三名者頒予優良

海報獎狀及獎金：第一名 5,000 元、第二

名 3,000 元、第三名 2,000 元；第一名之

第一作者若投稿美國醫學圖書館 2022 年

年會海報展獲得接受，將核實補助經濟艙

來回機票及出席會議註冊費。獲「最佳人

氣海報獎」者，則頒予獎狀及獎金 1,500

元。

表 128

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中心主題書展

活動列表（110 年）

3 月 主題書展【認識情緒及如何調理】

5 月 主題書展【認識老齡及如何養護】

10 月 主題書展【基督教與社會】

11 月 主題書展【公共神學與公民素養】

12 月 主題書展【戰爭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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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交流互動，與會者都有滿滿的收穫！

（劉莉娟）

最後，會議於歡樂的抽獎活動及海報

頒獎中結束，相信透過此次年會學術與實

表 129

第 4 屆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學術海報展獲獎名單（110 年）

獎項 海報標題 作者 服務機構

第一名 與北醫圖書館有約：PDCA 空

間及服務提升計畫

第一作者：黃鈺婷

第二作者：林承儀

第三作者：陳嘉君

第四作者：簡莉婷

第五作者：張愛鈴

通訊作者：陳瑞文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第二名 探討近 5 年彰基醫學圖書館讀

者滿意度變動趨勢

第一作者：游立新

第二作者：盧秋鳳

第三作者：葉瓊蓺

通訊作者：游立新

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

第三名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ResearchGate 推廣活動

第一作者：蕭雅方

第二作者：李昱瀅

第三作者：邱琦茹

第四作者：游曉芬

第五作者：黃莉娟

通訊作者：蕭淑媛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最佳人氣海報

獎）

圖書館服務統計線上化 第一作者：寶子翔

第二作者：李亞蓁

第三作者：蔣欣樺

通訊作者：李亞蓁

國立成功大學崑巖醫學圖

書分館

三、其他專門圖書館

（一）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圖書館建築，

係第 21 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建築師王秋華

在臺灣第一棟作品，歐美研究所圖書館是

一棟清水紅磚建築，於 61 年落成，為地

上三層與地下一層的建築，建築外觀極具

特色，呈現戰後現代主義建築風格，使用

臺灣早期常見的清水紅磚與清水混凝土等

材料，結合本土地域性，整體風格具簡樸

美感。本建築具有重要的承先啟後之時代

意義，被譽為臺灣 1970 年代最優異的建

築作品之一。109 年入選由忠泰美術館與

德國建築博物館共同策劃主辦的《SOS 拯

救混凝土之獸！粗獷主義建築展》3 棟臺

灣粗獷主義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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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建築模型》

展示

圖 36　《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

為保存王秋華之經典建築設計，中央

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於 110 年 10 月完成「建

築模型」與「圖文說明」，陳列於該所圖

書館廳堂（圖 35），以為永久展示，歡迎

參觀。（吳慧中） 

（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

書館於 110 年 11 月出版《傅斯年圖書館

藏古籍珍本叢刊》（圖 36），由主編邱仲

麟，選錄傅斯年圖書館藏二十七種善本古

籍，以明人史部著作為主，均為珍貴罕見

的版本，內容包括科舉文獻、奏議公牘、

地理方志、職官政書等，涵蓋社會、經濟、

政治、制度、軍事、文化、地理等諸多面

向，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全套三十冊，

每部書均撰有提要，論述作者生平行略、

撰述原由、內容概要及價值等。末附人名

索引，收錄各書編撰者、卷內輯文作者、

序跋者及手書題記者。（湯蔓媛）

（三）國家教育研究院圖書館

1. 資源利用及職能成長線上課程

110 年全臺仍壟罩於疫情危機

之中，圖書館因疫情加劇於 5 月

17 日至 7 月 27 日間暫停開放，原

規劃之部分活動亦取消辦理。為持

續提供讀者資訊素養，圖書館改以

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3 場資源利用研

習、2 場職能成長講座及 2 場線上

主題書展。

2. 館內架上圖書預約服務

圖書館 110 年開辦在架之圖書

資料亦可接受讀者預約取書，除可

提升館藏使用之便利性，並於本館

因疫情閉館期間，仍持續提供讀者

圖書借閱服務。

3. 簡化研究計畫急用圖書薦購程序

修正本院研究計畫需用圖書薦

購注意事項相關規定，精簡研究計

畫急用圖書薦購行政程序以縮短採

購期程，提升支援研究工作效能。

（葉一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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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料

服務中心

資策會資料中心為提升同仁參與感、

提高資源使用率以及強化對本館之認識，

每年切合當年度母機構關注議題，量身打

造獨特主題的圖書館週，提供讀者另類的

軟性知識平臺。109 年以「5G：融合跨域

新戰場」為主軸進行系列活動，邀請產業

專家分享「5G 世代的應用與產業發展機

會」；舉辦二場線上資源應用講座，從使

用者角度介紹如何更有效率地查找資料；

此外還規劃線上書展，以 5G 技術及其應

用等議題蒐羅市場報告、館藏書刊，以及

資料中心整理的創新應用案例速覽等，讓

圖書館週不只是圖書館週，因時制宜，展

現圖書館貼近使用者之能力。（李婷媛）

（五）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張麗門紀

念圖書館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於 70

年 7 月 1 日，創院之初便已進行圖書館之

規劃及建置，隔年正式成立專責單位。71

年 5 月創院董事長、經濟學家張茲闓（字

麗門）逝世，為表紀念，圖書館更名為財

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張麗門紀念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院圖書館）迄今。

91 年我國正式加入 WTO 中心，隔年

（92 年）本院圖書館接受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委託，成立 WTO 中心圖書館（後更名

為 WTO 及 RTA 中心圖書館）經營迄今，

專責典藏國際組織、國際貿易、國際貨幣

基金、世界銀行等相關研究。

本院現址圖書館總面積約 450 坪，依

空間劃分為本院出版品區、一般書刊區、

特藏書刊區、WTO 及 RTA 中心圖書館、

資訊檢索區等區域，各區依主題典藏圖

書、期刊、報紙、資料庫館藏，為配合研

究需要，自 71 年開館之初為典藏中國大

陸經濟研究書刊資料的特許圖書館之一。

館藏範圍以經濟、產業、科技、氣候

資訊、能源政策、國際經貿等主題之圖書、

期刊、年鑑、資料庫為核心館藏，館藏達

17 萬冊、期刊報紙約 1,500 種、長期訂購

之資料庫 45 種，為國內首屈一指之經濟

類專門圖書館。

為支援研究員之研究所需，圖書館於

徵集、採購書刊資料之餘，110 年辦理以

下重要活動：

1. 設立研究報告策展及出版品專區

由於本院為政府經濟智庫及學

術研究之機構，為提供政府經濟政

策之施政方向，彙整並呈現本院研

究人員之計畫報告、研究成果，以

及提供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所出

版之專書供政府施政參酌，特設本

院出版品區及研究報告策展以利讀

者參閱與取用。

2. 辦理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專題展

每年 10 月諾貝爾獎經濟學獎

頒布時間，本館均會辦理諾貝爾獎

經濟學獎主題策展。策展內容除結

合諾貝爾獎官方對得獎者的評論、

介紹外，並配合本院特約研究員的

文章導讀，闡述得獎者理論模型及



221

展出其學術專著、論文，供同仁充

實新知。

3. 製作學術倫理簡報宣導

為宣導著作權法及相關學術倫

理規範，圖書館亦扮演強化學術倫

理觀念之角色，110 年發佈如「論

文搶匪—也談抄襲：永遠記得要標

註引用及改寫的原始來源」、「洞

悉掠奪性期刊：如何避免誤入掠奪

性期刊的陷阱」及「公開發表研究

計畫成果前提醒事項」等。（沈宗

霖）

（六）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

書館

1. 舉辦「Podcast 三部曲」說書系列

活動

109 年是台灣「Podcast 元年」， 

金屬中心圖書館因應新趨勢，特

別 在 110 年 規 畫 透 過「 聲 音 的

YouTube」開創新的行銷管道！

讓中心許多工程師的研發成果透

過 Podcast 來 呈 現， 在 7 至 9 月

份舉辦 Podcast 說書系列活動（圖

37），活動內容包含邀請三位

名人至中心演講：朱楚文—製作

Podcast 的親身經驗以及如何快速

蒐集整理資訊成為有價值的知識、

喬西咖啡沙龍—製作 podcast 訣竅

與生活風格養成、訪談各領域斜槓

專家等實戰經驗分享、以及英文不

難 Keven—podcast 製作與如何提

升職場英文力，並指導同仁如何學

習製作 Podcast，將知識密度融入

同仁日常生活中，增加同仁斜槓優

勢力，實際應用在工作或生活上。

在實作競賽的部分，則由同仁

將自己的研究領域、自身專長或工

作內容透過錄製 Podcast 呈現，或

將讀書心得錄製成 Podcast 參加競

賽，票選前三名獲得獎金，成為中

心播客王！ 

圖37　金屬中心圖書館舉辦「Podcast三部曲」

說書系列活動

2. 舉辦「新天地開幕儀式 & 喜迎 +0

深度旅遊書展」活動

110 年 11 月 16 日為館內「新

天地」區域進行開幕剪綵活動，透

過空間的活化，提供同仁更方便舒

適的共享空間，同時為慶祝疫情趨

緩，特別舉辦「喜迎 +0 旅遊文學

書展」（圖 38），讓同仁在疫情間

透過閱讀降低焦慮程度，並提升心

靈層面，一起樂觀積極對抗疫情。

（邱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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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館（以下

簡稱本館）典藏臺灣百年以來的地質調查

資料，自 67 年母機關成立後即有地質資

料管理業務，近十多年來為因應人們對生

命財產安全與生活品質之需求，積極透過

多元策略擴大服務對象，推動書、圖、文

件、礦物、岩石、標本、文物等各類型資

料在社會上的妥善運用，大致可分為圖書

資訊基礎服務、地質知識網絡專案推動：

1. 圖書資訊基礎服務

在地質學圖書文物館藏資訊

建置與維護之目標下，除了依循標

準作業流程，完成年度內採徵、編

目、典藏、流通、閱覽、館際合作

及自動化管理等工作，亮點成果包

含：（1）針對地形圖及航照圖特

藏盤整；（2）配合我國環境教育

政策，推出「科普好片　一週一

部」服務，以活絡普影片資源；（3）

調整 109 年引進 HyLib 整合性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之客製化功能，

110 年完成資料轉置、教育訓練等

工作。

2. 地質知識網絡專案推動

本館於 87 年開始地質文獻數

位化工作，91 年建構臺灣地質知識

服務網（以下簡稱地質知識網）開

放線上查詢，至 101 年拓展成「地

質知識網絡」專案推動虛實整合架

構。110 年度為地質知識網絡專案

推動之第 10 年，整體效益呈現出，

典藏投資不再只有圖書館陳列或資

料庫公開，乃綜合了《地質法》、

《環境教育法》、《文化資產保存

法》、異業結合等規範或理念，創

建「地質知識漂」，將地質知識素

材規格化，再巡迴全國各地之學

校、國家風景區、博物館、地質公

園等場域，設立地質知識學習站或

辦理行動博物館，亦透過地質戶外

賞析之體驗型態，使偏鄉民眾、孩

童能有機會實際接觸，提升對生活

周遭地質環境的認知。

不同的供應平臺交叉運用，不但大幅

提高地質資料的流通率，也從合作平臺之

圖 38　金屬中心圖書館「新天地開幕儀式 &
喜迎 +0 深度旅遊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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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地質知識學習站的選點，並促成地

質文物、數位品質、出版規範、個人資料、

著作權、公開資料、種子及志工培育等議

題受到研討：

（1）維運網路學習機制，以此提升資

料庫機能與質量提升：維持使用

人次達數百萬人，在地質資料檢

測工作以外，完成桃竹苗地區地

質知識資料彙集、1.6 萬筆資料

建檔、知識網絡足跡主題專區建

置等工作。

（2）提供地質問題討論平臺，以專家

窗口及社群因應：提供地質整合

服務 684 件問題；以地質知識網

絡社群（臉書）加強地質知識庫

圖、文推播，另辦理 8 場行銷，

以及貼文 349 則，總觸及人數約

80 萬人。

（3）透過合作平臺，進行技術交流

與成果共享：a.110 年度於地理

國際學術研討會、地質學會年會

及研討會發表相關成果。b. 受全

球疫情影響，邀請日本地質調查

所藤原治博士及國內單位等，於

2021 地質開放日以影片傳達祝福

之意，合計跨領域及國際交流有

9 個單位與個人。c.110 年度累

計與 12 個單位簽署合作意向書

（MOU），10 年來累計 568 個

團體或個人於地質與環境領域知

識合作。

（4）常設展示場及行動展示場並行，

增加地質資料的影響力：a. 常

設於機關內的「地質多媒體展示

場」（圖 39），110 年共有 20

場導覽服務。b. 行動展示指的是

「地質知識漂」，包含地質知識

學習站、行動博物館二項。地質

知識學習站 7 處，設立中長期服

務點，如於馬祖地質公園展示館

新增 1 站，累加有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1 站、華夏科技大學 1 站、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3 站、國

立中正大學 1 站、國立宜蘭大

學 1 站。行動博物館 8 場次，設

攤展示解說並導覽地質資料（圖

40），如參加包括教育部、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質學會、地質公園學會、圖書

館學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等單位舉行之各主題活動等。

（5）建立地質種子及培根計畫，引入

更多地質科普推動人力：推動地

質志工培訓（圖 41）8 場次、

服務 7 場次；於華夏科技大學開

立「地質環境與生活應用」通識

課程進入第 7 學期，110 年度共

104 名學生選課。

（6）產製地質產品，建立地質資料通

路：完成期刊、手冊、採訪專文、

海報、影片、地質景觀 3D 建模

及影片、地質小物等計 31 項地質

產品，於各種場合提供民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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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合綠色生活政策，推動創意地

質旅遊：110 年以《地質法》施

行 10 年搭配桃園、新竹、苗栗

等目標地區之地方特色地質為主

題，舉行 2021 地質嘉年華綜合

推廣系列，包括：a. 由臺南至新

北地質知識感動傳遞 4 日；b. 苗

栗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地方特色課

程 1 日；c. 擴大舉行 2021 地質

開放日，含地質展覽、地質市集、

地質公民講座、地質戶外賞析，

並於網路推播。總計觸及數十萬

以上民眾，包括五十多個產、官、

學各界合作並參與，至少獲 14 篇

以上的媒體露出。

（8）獎勵地質推廣教育：於 110 年 3

月舉行《地質》期刊 109 年度優

良文章評選，擇特優 1 名、優等

3 名，並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中

華民國地質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

頒獎。

圖 39　文化大學地質系師生參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多

媒體展示場

圖 40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110 年協辦教育部防災總

動員—防災校園大會師線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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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資料、知識與資訊，隨著地質調

查研究工作的推進，逐漸累積並講求實務

應用。綜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資

訊服務，110 年度服務地區涵蓋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

市、彰化縣、臺南市、連江縣等 9 個縣市，

總計 58 場次各類服務，從實體及網路平

臺觸及 200 萬以上人次，捲動更多人關心

地質知識，為我國提升地質環境教育與保

育工作之效益。（郭麗秋）

肆、結語

專門圖書館是以母機構所屬人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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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圖書館或資料中心，近年來也多有以文件

管理中心或知識管理中心為名者。其主要

的任務是透過各種媒介和方法，為特定的

讀者提供服務，各行各業內所設置負責資

料、資訊與知識蒐集、組織、典藏、傳播

等系列環節之單位皆可歸類為專門圖書

館，因此專門圖書館是所有圖書館中最為

龐大和繁雜的類型，存在方式也常依母機

構性質而異。

此類型圖書館常因母機構性質不同而

有著極大的差異，發展也因各領域而有相

當大的落差，目前較具規模的專業組織為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所屬的專門圖書館委

員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書館委

員會，以及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110 年

這些專業組織也積極發揮功能，規劃辦理

各式各樣活動，提供相關圖書資訊從業人

員間互相交流、分享和結盟的機會，並

提升同道的專業知能；110 年各專門圖書

館組織學術研討會、進行各種業務精進活

動、舉辦多元推廣活動，提升各產業圖書

館從業人員的專業地位，進而為相關產業

從業人員提供更優質、更專業的圖書資訊

服務。

圖 41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110 年辦理地質研習課程

及戶外賞析配合綠色生活政策，推動創意地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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