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圖書館之指南—臺閩地區 

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名錄、調查錄編纂
紀略 

鄭寶梅 國家圖書館輔導組編輯

  名錄是將個人或各種教育文化機構、民間團體、工商業公司行號之名
單，有系統地加以編排，用以指示名稱、地址、電話及其他基本資料，以供
通訊聯繫用之工具書，也是最常用的快速參考指南，重在新穎性與時效性及
查檢之便利性。調查錄尤重資料性，除名錄之基本資料外，通常提供有關調
查單位更詳盡之概況資料，可供進一步瞭解其變遷與發展，極具參考價值。
歷年來，全國性的圖書館名錄與調查錄，主要由國家圖書館編製，本館依統
計法及其相關規定實施全國圖書館調查，再將調查所得圖書館資料予以整
理，依不同的參考性質及資料程度，出版名錄與調查錄。  

  民國87年4月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就任後，有感於各界對全國性圖書
館調查統計與名錄之殷切需求，即指示新成立的輔導組展開是項調查工作，
在調查小組同人的努力不懈下，本館於88年12月，首度同時完成出版《中華
民國八十八年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名錄》（以下簡稱「本名錄」）及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調查錄》（以下簡稱「本調
查錄」），並寄送全國近五千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供讀者利用，對於此厚達
千餘頁的新世紀雙獻禮，各圖書館及圖書館界紛紛來函致謝，對此調查成果
表示讚嘆及感動，本文謹就「本名錄」與「本調查錄」之編印緣起、編纂過
程、內容編排、迴響展望，分別敘述如下，並祈各方不吝指正，俾便日後編
製之改進。 

編印緣起 

  國家圖書館（前國立中央圖書館）近年曾經編製過之名錄與調查錄，依
出版時間先後，名錄有民國79年與81年《全國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名錄》、84
年《中華民國八十三年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名錄》，調查錄有77年出
版之《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錄－－民國七十四年》、82年《中華民國八十年
臺閩地區圖書館統計名錄》。有鑑於全國性圖書館調查工作需要相當的人
力、物力以及經費的支援，該項調查自民國83年經教育部核定為每三年辦理
之定期性調查。  

  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就任後，即指示新成立的輔導組將圖書館調查與
統計工作列為該組重要職掌，以奠定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基礎。為展開八
十六年度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作業，本館於87年7月由輔導組前代主任王梅
玲向教育部專案提報「全國圖書館調查」計畫書，旋即於8月獲得教育部核
撥補助部分經費，並依統計法規定修正調查計畫報部，轉行政院主計處核
備，後續相關作業隨即由筆者奉示進行，再以「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實施計
畫」及「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問卷表（民國86年）」陳報，至11 月6日經教
育部核備後並據以實施。是項調查對象為臺閩地區國家、公共、大專校院、
學校及專門等各類型圖書館，調查資料以民國86年12月31日為靜態資料之標
準時期，計畫進行時間至88年12月止，預定計畫成果之一為編印臺閩地區圖
書館暨資料單位名錄與調查錄。 

編纂過程 

  有鑑於這次計畫時程相當緊湊，為充分運用有限的人力與計畫經費，俾



以達成這次調查計畫預定目標，本館由輔導組、閱覽組與資訊組同人成立工
作小組，並委託中國圖書館學會協助進行部分前置作業，由王振鵠教授與劉
春銀主任主持，內容包括調查問卷表之設計與調查系統軟體規格書之訂定
等。 

  87年9月11 日，本館召開第一次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諮詢會議，由莊館
長與王振鵠教授共同主持，邀請行政院主計處、教育部統計處及社教司長
官、張鼎鍾教授、鄭天澤教授、楊美華教授、陳雪華教授、林文睿館長及劉
春銀主任等學者專家蒞臨指導，本館宋建成副館長、資訊組彭慰主任與輔導
組同人亦與會共商相關議題。會議中，行政院主計處代表提到，各項政府調
查實施計畫必須申請核准文號，唯其申請流程需要相當時間及審核處理程
序。因此，為使本調查計畫順利進行，皆盡力協助加速審核作業，至11月6
日經教育部函轉行政院主計處核定文號臺（87）處普三字第09374號後，即據
以實施。 

  87年10月中國圖書館學會依委託合約，如期完成調查問卷表之設計與調
查系統軟體規格書之訂定。其間本館陸續召開數次諮詢會議與工作小組會
議，並依計畫時程進行之作業項目，分別為（一）問卷表之前測、修正（含
填表說明與問項內容）、印製，依圖書館類型，共分三種問卷表；（二）
「圖書館調查統計名詞－定義及範圍」之整理與印製，共有59個名詞，其中
31個名詞定義採用中國國家標準總號13151號之「圖書館統計」標準；（三）
調查母體之蒐集與整理，主要來源為中國國家標準總號13772號之「中華民
國臺閩地區圖書館代碼編製原則」標準、教育部統計處彙編之《各級學校名
錄》與其他數種參考資料，共計4,943個調查單位（含分館）。為便於寄發及
回收整理調查問卷表，各調查母體之編號，統一採用前述中國國家標準總號
13772號標準之編碼原則，本計畫工作小組對於未收錄在該標準之新增調查
單位，依據該原則予以編號者，約有900個。（四）「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
統計資料庫」規格書於87年10月訂定後，本館隨即招商辦理系統建置開發作
業，委託廠商開發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資料庫維護與統計報表列印作業系
統，自88年1月19日，正式簽約開發上述系統，3月間本館完成各種統計報表
之需求分析，交台灣傳技公司進行圖書館統計各種報表之程式撰寫，至4月 
30日完成所有系統開發，包括名錄、調查錄之程式設計。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核定，本調查為每三年辦理之定期性調查，為維護圖
書館名錄部分之新穎性與時效性，本調查系統另增置圖書館名錄資料庫系
統，以作為隨時進行圖書館名稱、地址、電話等資料之修正，而不影響其他
調查資料之統計結果。 

  87年11月6日經教育部核備後，依統計法規定，印製完成＜民國86年臺閩
地區圖書館調查問卷表＞，並於同月間寄發問卷表至相關圖書館及資料單
位，截至88年3月底止共計回收4,005份問卷（分館併入總館計），4月間開始
名錄有效問卷資料之線上登錄工作及登錄資料之驗證與檢誤，至88年 6月底
完成全部登錄資料之線上修正工作。於9月間，對未回卷千餘所圖書館與資
料單位再予郵寄、傳真與電話查詢，以確定其設置現況；此外，有鑑於其間
臺灣省政府組織配合精省作業，所屬機關、機構及學校自7月1日起改隸、裁
併或民營化，已經調整之圖書館及資料單位名稱，皆一併在圖書館名錄資料
庫系統上予以修正，「本名錄」共計收錄5,009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 

  「本調查錄」涵蓋資料龐雜，內容逾一千頁，為爭取出版時效及有限人
力進行校對工作，直接在本館開發之調查系統編排完稿，採照相製版方式，
編輯過程除每筆調查資料內容的修正、校對，計近四千所圖書館，版面的完
稿，感謝資訊組徐小琪小姐配合多次的線上調整及測試，以便資料清晰、正
確、可讀，88年10月本館依照上網招標方式，辦理招商印製作業，參與編輯
同人與廠商為力求出版品質與爭取時效，大家日以繼夜，全力密切配合所有
相關事宜，包括索引編輯、封面設計等，在短短兩個月合約時間內，最後在
總務組及驗收小組的協助下，順利完成出版及寄贈全國所有參與支持本次調



查的圖書館暨資料單位。 

內容編排 

  「本名錄」與「本調查錄」皆按圖書館功能分為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
館、大專校院圖書館、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圖書館、國民中學圖書館、國民
小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七類，各大類下再細分。  

  「本名錄」收錄之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共計5,009所（含分館與民眾閱覽
室），包括：國家圖書館1所、公共圖書館562所、大專校院圖書館158所、高
級中學與職業學校圖書館453所、國民中學圖書館733所、國民小學圖書館
2,529所、專門圖書館573 所。所收錄之圖書館暨資料單位，著錄內容為圖書
館名稱、郵遞區號、地址與電話。著錄之排序，依次按圖書館類型、臺閩地
區別、圖書館地址郵遞區號順序排列；各圖書館若有分館，則以其總館為
首，其餘分館按圖書館名稱筆劃排序，以便查檢。臺閩地區別之順序，依次
為臺北市、高雄市、省轄市、縣、金門縣、連江縣。 

  「本調查錄」內容係依據各圖書館暨資料單位所填具之問卷資料彙編而
成，詳載各單位之基本資料（包括建築面積、沿革、服務人數等）、館藏資
料、圖書館利用與資源服務、自動化系統等，堪稱是臺閩地區各級圖書館暨
資料單位面貌之總呈現。 

  本次調查地區及圖書館類型包括：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及福建省金
門、連江兩縣之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高中高職圖書
館、國民中學圖書館、國民小學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共計4,830所，回收件
數為4,005份，總回收率為82.91%，就調查錄部分，有效問卷為3,883份，全部
予以建檔，作為編製本調查錄之依據。 

  「本調查錄」之編排先按七大類型圖書館，同一類型圖書館下按其屬性
予以彙編。以下再依臺閩地區順序編排，依次為臺北市、高雄市、省轄市、
縣、金門縣、連江縣，同一地區再按圖書館名稱筆劃排序。 

  為便於查檢此厚達千餘頁的調查錄，書末並附以館名索引，全部按館名
之筆劃順序排列，力求將各種圖書館全名、簡稱、慣用名稱、直覺名稱等列
為索引標目，此外，就調查問卷填答之「蒐藏範圍」與「特藏」，按其使用
之主題名稱，特編館藏主題索引，以資參閱。 

迴響展望 

  本次調查進行期間，備受各界的關注與期待，前述國家圖書館（前身為
國立中央圖書館）曾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三年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名
錄》與《中華民國八十年臺閩地區圖書館統計名錄》，近五年來，囿於經費
及人力，並未繼續更新有關之名錄與調查錄，因此，這次參與此調查計畫
者，壓力倍增，莫不秉持對圖書館的使命感，全力以赴執行此重任。 

  由於本次調查為歷年來最為龐雜之調查，不但通信調查單位增加，問卷
調查項目及系統統計報表程式數量皆有兩倍之多，因此，鍵入資料更需費時
驗證，系統程式需測試及修正，加上本調查計畫專案人力不足，有鑑於此調
查作業之複雜性及負荷沉重，中途離職多起，中途新僱臨時人員，其間筆者
除專注執行計畫掌握進度，另需再重新指導臨時協助人員，相當費時費力，
深恐影響到計畫時程。這期間感謝宋建成副館長兼理輔導組業務，對本調查
計畫及出版工作全程指導及調派同人全力支援，方能圓滿達成此調查任務。 

  「本名錄」於圖書館調查作業開始，已頻接獲政府單位、圖書館界、文
化界、業界及個人之詢問，其實用性可說備受各界重視，有鑑於名錄的功用
重在新穎性與時效性，本館進行編輯作業時，為及早提供最完整之全國圖書
館名錄及調查錄資料，同人歐陽芬、吳昀凌、唐申蓉、嚴鼎忠與筆者均加班



加緊編輯、校稿及索引作業，最後付梓階段，同人林淑芬與王玉琴亦加入協
助趕編索引，去年12月間，當我們陸續看到此辛苦的結晶 ──《中華民國八
十八年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名錄》及《中華民國八十六年臺閩地區圖
書館暨資料單位調查錄》，終於出版呈現在眼前，編輯同人欣喜擁抱如釋重
負。為廣為傳布此涵蓋館所最多的名錄資料，這些資料將置於本館網站供各
界查詢利用。 

  有鑑於「臺北2000兒童閱讀年」，這項以「閱讀新知、迎接新世紀」為
主題的2000兒童閱讀年活動，從去年底開始展開，「本名錄」封面特設計一
位可愛的兒童在電腦旁翻閱紙本的名錄，我們深深的期許，國內兒童能夠從
小培養圖書館的素養，將名錄按圖書館類別及設立地區排列，讓小讀者方便
查檢使用住家附近的圖書館，進而使E世代的兒童踴躍上網認識及利用豐富
的圖書館資源。 

  本次調查成果豐碩，共印製四千本的名錄及六千本的調查錄，出版後獲
得圖書館界與各界的熱烈迴響。惟因涵蓋資料龐大，編印時間急促，內容難
免有疏誤之處，尚祈各界不吝指正。最後，對於指導、支持及參與本調查計
畫的長官、學者專家與所有同人敬致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