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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全球仍未擺脫新冠疫情影響，民眾的生活習慣、閱讀型態及思維模式都

產生極大的改變，我國圖書館界也因應疫情尋求突破，積極為讀者打造安全健康的閱讀

環境，有許多創新服務作為，讓圖書館的資源服務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而圖書館在

館藏及空間優化、科技運用、教育研究及國際交流等各方面，也都持續推進，展現無比

熱情與活力。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圖書館年鑑》體例援例分「專文」及「專題」，記錄 110 年我

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概況。公共圖書館是落實終身學習、全民閱讀及文化保存的第一線，

近年來公共圖書館服務不斷翻轉創新，也廣受地方政府的重視，而投注更多的經費支援

圖書館優化服務空間，不論館舍新建或舊館改造，都讓人耳目一新，本卷年鑑 2 篇專文

分別介紹臺南市立圖書館及屏東縣立圖書館的建築新風貌。

專題部分，透過文字、照片及統計圖表等，記錄各類型圖書館在營運和服務概況、

讀者服務、閱讀推廣及創新服務等各方面的成果。而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如何運用於讀

者服務，是數位化時代圖書館發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在「圖書館資訊科技與應用」專

題中，就圖書館資訊系統、智慧自助服務、空間智能管理及圖書館科技創新服務四大面

向分別闡述。圖書資訊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是圖書館事業未來發展的基礎，「圖書資訊

學教育」專題除記錄各相關系所之基本資料外，亦從師生、軟硬體及學術交流等面向，

分述各系所之概況；「圖書資訊學研究」專題則詳盡蒐集年度內學術研究成果，並加以

綜整分析，以展現圖書資訊學領域之發展趨勢。在「國際交流與合作」專題中，記錄了

臺灣圖書館界突破疫情影響，以各種形式持續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成果。「圖書館團

體」專題中記錄了國內 8 個重要專業團體的年度運作及活動軌跡。另有「圖書館統計」、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書末並附有索引俾利查檢。

本年鑑得以順利付梓，感謝參與編輯及撰稿的圖資學者專家及館長、館員；另外，

眾多同道提供相關資訊、填寫問卷和統計資料，呈現各類型圖書館的經營實蹟，留下歷

史紀錄。年鑑內容取材豐富與範圍廣泛，參與編務的專家學者雖已嚴謹審慎且盡心盡力，

惟編輯工作事涉繁瑣，恐仍有諸多闕漏及錯誤之處，敬祈各界不吝指正。

於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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