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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兩岸四地圖書館館長高峰論壇—— 

 大學圖書館的功能和資源分享學術研討會」 

 

 

顧  敏  國家圖書館  館長 

 

 

壹、前言 

 

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於 98 年 12 月 10 日致函邀請出席為慶

祝該校成立十年所舉辦之「兩岸四地圖書館館長高峰論壇——大學圖

書館的功能和資源分享學術研討會」，圖書館館長戴龍基甫於 98 年

11 月初由北京大學圖書館館長轉任。該校基於澳門地區是中文正體

字（繁體字）的適用區，多年以來與本館維持良好的出版品交換關係，

澳門地區許多中小型圖書館仍然沿用本館所通用的分類法和編目規

則。過去幾年，該地區的圖書館工作人員亦經常到台北我館參訪和參

加在台灣舉行的研習會、書展、以及專業討論會。基於持續維持雙方

的歷史友誼、以及試探日後的雙邊發展，遂同意出席該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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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澳門地區的高等教育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部沿海，它北面與廣州相距 145 公里，東隔

伶汀洋與香港隔海相望，相距 70 公里。澳門由澳門半島、氹仔和路

環島三地組成，在 1840 年，澳門半島面積僅 2.78 平方公里，經過長

期不斷填海，整個澳門總面積現達 29.2 平方公里，人口約 541, 200

人，人口密度高達 19,100 人/平方公里，其中澳門半島北部被視為世

界上人口密度最高的地區之一。過去 10 年間，澳門人口增長了 15%，

每年約有 2 千 5 百萬人次進出澳門。澳門特別行政區的官方語言為中

文和葡文，中文和英文在商業領域中被廣泛採用，廣東話則是日常用

語，普通話和福建話也通用。1 

澳門地區最近幾年博奕事業非常發達，唯亦極重視文化古蹟和

文化投資的支出，尤其是由半官方的澳門基金會，直接或間接支助許

多文教措施與活動，澳門民間的有識之士，亦極力投入教育與文化方

面的活動，故澳門地區的小型圖書館特別的多，根據澳門圖書館暨資

訊管理協會的統計，以澳門的 50 萬人口，其圖書館工作人員即超過

500 人以上，相對於總人口的比例，相當之高。澳門人亦以「經濟香

港、文化澳門」而自豪，澳門人的文化驕傲來自於 450 年以來的許多

文化第一： 

                                                 
1 澳門貿易投資促進局  http://www.ipim.gov.mo  檢索日期：20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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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東亞地區最早的高等學院－聖保祿學

院，天主教耶穌會在 1594 年於澳門創立的高等學院，遺跡即

為大三巴牌坊，俗稱“遠東傳教士的搖籃＂。 

• 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聖辣非醫院（白馬行醫院），是中國以  

至全亞洲第一間以西方醫學救治病患的西式醫院。 

• 中國第一所以西方金屬製版和印刷拉丁文字的印刷廠（聖保

祿學院附屬印刷所）。 

• 中國第一份外文報紙：《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 

• 中國第一所西式新學堂：1839 年在澳門城理的馬禮遜學堂，

他將西式近代學校教育模式引進中國，培養出容閎等著名學

生，對中國教育的現代化作為貢獻。 

• 世界第一部的英漢－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由馬禮遜獨

力編著，也是中國境內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術排印的第一

部中文書籍，1815 年至 1823 年在澳門陸續出版。2 

 

澳門人的文化驕傲也來自於近代多位深具影響力的人物如鄭觀

應先生，他在澳門撰寫了經典之作《盛世危言》，明確提出了中國改

革之諸多課題，對維新運動產生深遠影響。國父孫中山先生 13 歲自

                                                 
2 「兩岸四地圖書館館長高峰論壇——大學圖書館的功能和資源分享學術研討會」會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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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登船赴美求學，後來回憶當年在澳門的所見所聞時曾說：始見輪

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孫中山先生自香

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在澳門行醫，1893 年協助飛南地創辦《鏡海叢報》，

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思想。  

澳門秉其歷史文化的傳承，推展教育事業不遺餘力，目前高等

教育約計有澳門大學、理工學院等約 10 所3（表列如下），學生總數

達 3 萬多人。現以澳門大學、理工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三所較具規模

名校為例，由中得見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現況。  

 

高等院校 男 女 總 

澳門大學 2,603 3,713 6,316 

理工學院 1,157 1,538 2,695 

旅遊學院 321 806 1,127 

保安高校 48 4 52 

公開大學 6,745 3,438 10,183 

校際學院 416 633 1,049 

鏡湖學院 20 239 259 

科技大學 4,306 4,462 8,768 

管理學院 164 310 474 

                                                 
3 《澳門高等教育資料－2008/2009 年度》 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http://www.gaes.gov.mo/big5/default.asp  檢索日期：20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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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學院 160 166 326 

15,940 15,309 31,249 總百分比

表 51.01% 48.99%  

 

一、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於 1981 年成立，前身為私立東亞大學，經

過 20 多年的發展，已成為澳門最具規模的大學。設有工商

管理學院、教育學院、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法學院、科

技學院、中華醫藥研究院及榮譽學院，開辦學士、碩士、

博士等約 100 個學位課程。授課語言以英語為主。現有學

生 6,000 多名，教學人員 400 多名，澳門大學致力培養優秀

人才，銳意打造成為一所國際一流大學，沿用國際化管治

及管理體系，從全球延攬各國優秀的教員，為學生創造多

語的國際化學習環境。近年，澳大還透過頒授世界知名和

傑出人士榮譽教授或博士學位，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

加強與海內外各界的聯繫，從而提升大學的國際聲譽。 

2009 年，是大學建校以來的一個重大的里程碑。澳門

政府將橫琴島上約一平方公里的土地預留給澳門作為建設

澳大新校區之用，並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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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通過《關於授權澳門特別行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

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在新的校園，澳大將擁

有更寬闊的空間去實踐大學的教學理念，學院屆時將會增

設至約八個，還將建有三個開放式的科研基地，促進澳大

與澳門其他大學、廣東及全國大學的交流和合作，共同研

發新技術，推動澳門以至國家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新校

園不僅會成為澳門的新地標，更將會成為培育人才及科學

的新搖籃。4 

 

二、澳門科技大學 

立足澳門、邁向國際的澳門科技大學，是澳門特別行

政區在澳門回歸之際，批准創辦的第一所以培養應用型人

才為主的非牟利私立綜合性大學。2000 年建校，校園面積

約 21 萬平方米，坐落在風景優美的澳門氹仔島，比鄰澳門

國際機場。校園現有多座現代化教學大樓、學生活動中心、

具奧林匹克運動會標準的田徑運動場和室內體育館，擁有

設備先進的圖書館、教學實驗室、專業科研實驗室和模擬

法庭，為師生提供優質的工作學習與生活環境。 

                                                 
4澳門大學網址：http://www.umac.mo/chi/about_UM.html  檢索日期：20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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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澳門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獨特背景，澳門科技大

學以增進文化交流、培養高素質人才爲使命，目前設有 7

個學院分別為：資訊科技學院、行政與管理學院、法學院、

中醫藥學院、國際旅遊學院、健康科學學院和人文藝術學

院；還設有研究生院和持續教育學院，以加强研究生教育

管理和促進持續教育發展，在校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

已逾 8,000 人。 

澳門科技大學依據兼容並蓄的理念，整合優勢教育資

源，聘任來自內地、港臺及歐美等世界各地學識淵博、造

詣精湛的專家學者，使大學擁有一支精英薈萃的國際化師

資隊伍並洋溢著國際化的學術氛圍。 

為拓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澳門科技大學更努力開發對

外教學合作和學術交流項目，目前已是亞太大學聯合會

（AUAP）及國際大學聯合會（IAU）成員，並先後與歐、

美、澳等地區多所大學簽訂合作交流協議，為學習成績優

異的學生提供長、中、短期出國學習交流的機會，形成大

學的專業特色與整體優勢。 

在澳門基金會和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金的大力支持

下，澳門科技大學在「中藥現代化」、「澳門在中西文化交



 8

流中的歷史地位」、「嫦娥一號衛星月球數據分析處理」，以

及有關博彩旅遊管理學重大課題獲得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

果。5 

創建不到十年的澳門科技大學是一座相當年青的學

府，充滿成長的活力，展望未來，作爲澳門規模最大的學

府，澳科大正在氹仔島上描繪一幅美麗的、深具特色的現

代化大學遠景。 

 

三、澳門理工學院 

澳門理工學院於 1991 年成立，是一所公立、多學科、

應用型的高等學府。在特區政府的大力支持下，澳門理工

學院已發展成為一所充滿活力、師資力量雄厚、教學設備

精良、專業設置合理的高校。目前，全院教職員工有近 500

人，攻讀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約有 2,800 人，碩士學位課程

學生 200 多人，每年學院為各界人士提供 2 萬多人次的不

同類型的培訓課程。 

澳門理工學院以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為辦學方針，教學

以理論與實踐並重，部分課程更與世界知名大學的課程接

                                                 
5澳門科技大學網址：http://lib.must.edu.mo/  檢索日期：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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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澳門理工學院下屬 6 所高等學校，開設了中葡翻譯、

中英翻譯、電子商貿、會計暨金融、管理學、電腦學、社

會工作學、公共行政學、綜合設計、視覺藝術(教育專業) 、

音樂(教育專業) 、體育及運動、護理、診療技術等 14 個學

士學位課程，並與世界一些優秀大學合辦 11 個碩士學位課

程。科研方面，理工學院分別就英語、博彩及資訊科技三

大範疇，成立了統籌教學科研的院級委員會，定期組織國

際學術研討會、出版學術刊物、進行科學研究、全澳英語

及資訊科技比賽等活動。學院所設的中心及研究所包括：

「英語教學與研究委員會」、「電腦教學與研究委員會」、「博

彩教學與研究委員會」、「一國兩制研究中心」、「社會經濟

與公共政策研究所」、「中西文化研究所」、「理工新濠博彩

及娛樂資訊技術研發中心」、「理工學院－倫敦大學瑪麗皇

后學院資訊系統研究中心」、「理工－BMM 博彩技術檢測中

心」。6 

學院成立以來，培養了數以萬計的專業人才，在澳門

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各領域發揮極大的作用。 

 
                                                 
6
澳門理工學院（大學）網址：http://www.ipm.edu.mo/  檢索日期：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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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兩岸四地圖書館館長高峰論壇紀要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從零起步，經歷了十年的風雨，到現在，

已經成長為具有一定規模和服務能力的圖書館。在成立十周年之際，

澳門科技大學邀請來自國內、香港、臺灣和澳門的 20 多家著名圖書

館的館長以及超過 70 位圖書館和文化教育業界人士參加該校成立十

周年的慶祝活動，並在 2010 年 1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辦「兩岸四地

圖書館館長高峰論壇——大學圖書館的功能和資源分享學術研討

會」。 

一、高峰論壇開幕式： 

19 日上午，論壇舉行開幕式，首先由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

敖敖教授致詞歡迎感謝所有與會嘉賓，隨後代表大學與北京大學

圖書館、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館

分別簽訂合作協議，藉以增進雙方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文獻共

享等方面的館際合作，從而為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提供更豐盛的資

源，為社會提供更多元的圖書館服務。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戴龍基教授隨後表示，與周邊地區

比較，澳門的圖書館事業特別是資源共建共享方面發展相對緩

慢，未能很好地滿足澳門讀者的學習、研究和文化需要。希望籍

此次論壇推動兩岸四地圖書館建立起長期、有效的交流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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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充分共享四地豐富的文獻、技術、人才和管理理念等資源，

促進兩岸四地圖書館事業的共同繁榮，以澳門大學圖書館、中央

圖書館為龍頭，以澳門地區圖書館暨資訊管理協會和澳門文獻信

息學會為雙翼，以澳門各類圖書館為對象，建立一個方便讀者使

用的共享環境，帶動澳門地區圖書館事業的全面發展。 

二、高峰論壇議程及主題： 

高峰論壇分兩天舉行，以主題探討和座談為主要形式，使每

個人都有充分的機會發表自己的想法。會議主題，以澳科大圖書

館發展為主要方向，以各個圖書館自己的經驗為明鏡，就圖書館

在學校教學和科研中的作用、工作人員的素質和能力、資源的構

成、圖書館文化的形成，特別是澳科大圖書館如何將自身的發展

融入這個數位化、網路化和資訊化的資源分享的時代經驗交流。

高峰論壇場次、主題及與談者包括： 

1 月 19 日：「大學圖書館的功能」研討會  

第一場 

主持人：戴龍基 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演講人：朱  強 教授（北京大學圖書館館長） 

顧  敏 教授（臺灣國家圖書館館長） 

潘華棟 博士（澳門大學圖書館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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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主持人：燕今偉 教授（武漢大學圖書館館長） 

演講人：彭賢仁 博士（香港大學圖書館館長） 

程煥文 教授（中山大學圖書館館長） 

黃潘明珠 女士（香港中文大學圖書館副

館長） 

 

1 月 20 日：「大學圖書館的功能」研討會 

主持人：吳  唏 教授（深圳市圖書館館長） 

演講人：林光美 教授（臺灣大學圖書館副館長） 

景祥祜 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圖書館館長） 

肖  瓏 教授（北京大學圖書館副館長、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文獻

管理中心副主任） 

戴龍基 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筆者亦以「廣域圖書館時代的大學圖書館」為題於「大學圖

書館的功能」研討會中先從圖書館的四個文明闡述圖書館時代使命的

發展法則，進而說明在廣域化下的大學圖書館應有的體認；接著從圖

書館的變換化管理，提出圖書館應該從過去、現在的變換化趨勢中，

理出未來應有的因應想法與作法；最後提出圖書館知識管理與知識天

空，作為大學圖書館以「知識」為服務管理核心的體認，將是發揮大

學圖書館功能的可行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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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此次論壇，針對數位科技挑戰下的大學圖書館應當扮演的角

色與功能，以及如何共建共享圖書館資源等焦點進行議題探討和

經驗交流。在 21 世紀廣域圖書館時代，發掘大學圖書館潛力、

完成大學使命的進程永無止境。我們應把握歷史的機遇，透過優

質的大學教育及圖書館資源，為社會培養具有專業才能、廣泛知

識和高尚品德的人才，並引領高等教育邁向新的里程。 

一、圖書館可以改變一個社會的整體形象 

從深圳的「國際公共圖書館論壇」，到澳門的「兩岸四

地圖書館館長高峰論壇」，讓我深深體會到推廣圖書館工作

與圖書館事業的另一種影響力量。 

深圳是一個近 30 年新興而快速成長的大型都市，人口

超過 1 千萬，在文化方面原本是沙礫之區，但是在當地政

府以「設計之都‧知識之城」的施政推動下，其公共圖書

館的建設和地鐵（捷運），各社區、各人口流動或集中區，

推出了全自動的「自助圖書館」，遍布全市。澳門是個文化

歷史有 400 年以上的小型都市，人口僅 50 萬之眾，然而，

有超過 100 個以上的圖書館，多為「個人圖書館」（one  

person  library），其全區圖書館員人數超過 500 人，從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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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言，平衡了若干人對於澳門是「賭城」的刻板印象，

這兩地的圖書館或多或少地都改變了社會整體形象。 

二、研擬教育津貼政策，造福在地學子 

澳門僅 38 平方公里方圓，人口含流動工作者在內，僅

50 萬上下，卻有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澳門理工大學

三所大學，學生及研究生人口總計在 2 萬 3 千至 2 萬 4 千

人左右。當地政府投資教育，也投資受教育者，對於澳門

籍本地人，當地政府補貼政策，其補貼率為學費的一半以

上，鼓勵在地人就讀。我們每一縣幾乎爭取到大學院校的

設立，但未聞有任何一個縣市，對於在地人有優惠政策，

爭取設校變成一種「爭取」，而忘了「給予」，臺灣地方行

政首長或民意機構的「興學」，似乎只做了一半。 

三、爭取主辦跨區域國際性的論壇，擴大視野與競爭力 

在全球化的時代，爭取主辦跨區域，或是國際性的論

壇活動，對於促進互相觀摩與瞭解，很有幫助，對於增進

本身的視野和競爭力甚有幫助。我們要恢復 80 年代和 90

年代初臺灣經濟奇蹟時期的朝氣和活力，多多舉辦跨區域

和國際性的論壇或實質活動，是一種主要的引發力。本館

本身在這方面也和整個臺灣社會一致，欠缺跨區域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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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應有活力。這一點必然會注入到本館的四年中程發展

計畫之中。 

 

 

 

 

附錄、活動照片： 

兩岸四地圖書館館長合照。（2010.01.20  澳門科技大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