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 

之回顧與展望 

鄭寶梅 國家圖書館輔導組編輯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以下簡稱組織）第18屆會員大會，於民
國88年9月15日，由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承辦，假該校曉峰紀念館（新建圖書
館）國際會議廳舉行，這次年會為組織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整合前
的最後一屆年會，對於我國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的未來發展殊具歷史意義。 本文
是年會中為配合討論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整合之提案，筆者茲就擔任組織執行小組秘書一職，對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
書館合作組織自民國70年成立18年來的會務發展作一回顧概述。 

一、沿 革 

  組織之成立，緣起於民國67年12月2日大專院校及學術圖書館年會中的一項
決議：「推選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中央圖書館、中央研
究院、國科會科資中心七單位研究籌劃推動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館際合作，並
由中央圖書館召集之。」依據該決議，中央圖書館（85年易名國家圖書館）邀集
相關單位開始進行商討合作事宜及籌備工作，至70年8月22日在中央圖書館召開
成立大會，共有39個會員單位參加，會中訂定組織簡則，並正式定名為「中華民
國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及資料單位館際合作組織」。其組成形態與會員資格同
時確立，各會員在合作互惠的精神下，展開資料之交流與利用及其他各項合作計
畫，並由中央圖書館暨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圖書館擔任第
一屆執行小組。茲將歷年來組織沿革上的重要發展摘述如下： 

70.12.4 

第一屆會員大會於臺灣大學召開，確立組織今後合作四大目標：合作
採訪 、合作編目、合作服務、合作推廣。 

72.11.25 

第三屆會員大會修改組織簡則，原執行小組成員由5個單位擴增為7個
單位 ，至少包括北、中、南部代表各一名。擔任執行小組之圖書館為
中央圖書館、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
學、成功大學。 

 
73.12.20 

第四屆會員大會簡化組織名稱為「中華民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
組織 」。 

 
74.9.27 

74年第二次執行小組會議決議組織英文名稱訂為「Library Consortium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O.C.」。 

 
83.10.17 

第13屆會員大會決議更改組織名稱為「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



組織」，並將執行小組委員任期延長為兩年。 

 
87.10.30 

第17屆會員大會決議通過執行小組由7個單位增加為9個單位，其中
北、中、南、東部至少應有代表一名，擔任執行小組之圖書館為國家
圖書館、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中
山大學、東華大學、省立臺中圖書館。 

二、宗旨與組織 

  組織係以連絡國內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及資料單位，建立館際合作關係，
促進圖書資料之交流與利用為宗旨。 

  組織包括會員大會與執行小組，會員大會為組織最高權力機構，每年舉行一
次，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議；執行小組由會員大會中推選出單位代表組成，18年
來隨著加入會員單位不斷增加，自70年成立大會時的39個單位，至88年已增加為
137個單位，為有效推動組織的會務，執行小組成員數量亦由原有的5個會員單
位，配合擴大為7個單位（72年）；至87年增加為9個單位。國家圖書館為當然委
員，委員任期兩年（83年起），連選得連任，執行小組召集人由小組代表公推一
人擔任。 

  執行小組之任務包括：1.綜理會務，在大會閉會期間，對外代表本組織，並
處理有關事項；2.負責大會之召集，並執行大會決議案；3.規劃及推動該組織各
項館際合作事宜；4.審核新會員入會事項；5.辦理預算、會費保管及支付事項。 

表1 歷屆執行小組召集人 

 

王振鵠  民國70-75年  

靳久誠  民國75-76年  

陳興夏  民國76-77年  

黃世雄  民國77-78年  

楊崇森  民國78-81年  

曾濟群  民國81-86年  

莊芳榮  民國87-  

表2 歷屆執行小組代表單位（民國70年-）  

代表單位  擔 任 期 間  

國圖（中圖） 第1屆-

臺大 第1屆-

臺灣師大 第1-11屆、第13-14屆

政大 第1-7屆、第12屆-

東吳 第1-3屆

淡江 第4-11屆、第17屆-

逢甲 第4屆

成大 第4屆、第8-11屆、第13屆-

中山 第5-9屆、第15屆-

東海 第5-11屆

省中圖 第10、12屆、第15屆-

北市圖 第11-12屆、第15-16屆



  組織成立18年來，歷屆執行小組召集人、各委員的服務奉獻及會員單位的充
分配合，使會務運作具相當成效。七位召集人中，四位為國家圖書館（原國立中
央圖書館）館長，首屆召集人王振鵠館長創立該組織並開展各項會務，第18屆召
集人莊芳榮館長依執行小組88年第一次會議決議，進行「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整合事宜。旋「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正式易名，亦由莊館長擔任
首屆理事長，爰經第18屆會員大會同意兩組織整合為一，繼續推動全國圖書館合
作事業。（表1、表2） 

  在137個會員中，曾擔任執行小組成員之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占13所，
公共圖書館2所，每屆都當選服務者，包括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從表2
中可看出，各會員在推選時除有地區性的分配外，當選圖書館多以館藏頗豐的大
館為主，亦或是自願積極參與推展會務之圖書館；前者也經常是每年大會表揚的
績優服務單位，多年來為各會員提供大多數的資料複印及借閱服務。 

三、會員與經費 

  組織成員以團體會員為主，凡是公私立圖書館或資料單位，以人文或社會科
學資料為主要收藏者，均得加入組織。會員數量由70年的39個增加為137個，類型
包括國家及公共圖書館22個、大專校院圖書館76個與專門圖書館39個。組織經費
來源有三種：1.各會員單位繳納之年會費。70年8月22日成立大會中決議會員會費
認繳最低標準為每年新臺幣1,000元整，至71年7月22日71年度第一次執行小組會
議中，調整每年新臺幣1,500元整。至76年10月3日77年度第一次執行小組會議
中，調整為每年新臺幣2,000元整。2.出售複印及借書申請單。3.利息收入。 

四、服務措施 

  為提升各會員圖書館之館際合作成效，組織成立以來不斷推出各項服務，包
括：1.書刊資料互借與複印；2.書刊贈送與交換；3.編製聯合目錄；4.合作拍攝報
紙微捲；5.合作編目建檔計畫；6.館際合作複印單；7.館際合作作業系統；8.館際
合作閱覽證；9.館際人員交流活動；10.出版品；11.建置網頁等 。以下就各項服
務發展情形摘要說明： 

1.書刊資料互借與複印 

  為國內相關館際合作組織推行最為普遍之服務項目，資料互借與
複印服務，一直是參加館際合作組織各會員單位，達到真正合作與資
源共享的重要具體措施。（表3） 

  目前館際複印仍以人工進行作業，讀者至會員圖書館填寫組織發
行之申請單後，合作館間再以傳真、郵遞方式寄送所申請資料。近年

臺灣分館 第12屆

中興 第13-14屆、第17屆-

東華 第17屆-

表3 民國85年至87年複印借書量統計

項 目  87（件）  86（件）  85（件）  

複印  ?  ?  ?  

總貸出量  28,919  28,839  51,952  

總借入量  12,306  14,197  17,030  

借書  ?  ?  ?  

總貸出量  2,492  4,536  14,236  

總借入量  1,404  2,154  3,682  



來，因電腦網路科技之快速進展，讀者擁有電腦比例大增，閱讀習慣
改變，透過圖書館申請資料之服務量隨之減少，此外許多會員圖書館
開始以網路傳輸讀者需求的訊息與文獻。因此，由表3之複印借書統
計量，可以看出會員圖書館間申請複印借書件數呈現遞減的情況。組
織中部分會員同時有加入「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者，刻正參
與試用「臺灣地區各圖書館期刊聯合目錄暨館際合作系統」，該系統
將可提供線上申請館合複印及文獻傳遞、統一結算收支帳目等功能。
俟組織與該協會整合後 ，期可共同致力加強開發該線上系統，並結合
其他線上文獻傳遞系統，如「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等，提
升館際間資源共享的功能。 

2.書刊贈送與交換 

  76年9月起，定期發行《書刊贈送與交換》半年刊，服務各會員
單位，會員之間可以彼此交換或贈送館藏複本書刊，為會員圖書館徵
集資料的重要管道。82年9月起因各單位提供之書單減少，始改為年
刊。 

3.編製聯合目錄 

  鑑於聯合目錄為圖書館合作服務的基本工具，組織於籌備之初，
即積極推動該項業務，完成編製之聯合目錄，包括（1）《中華民國
中文期刊聯合目錄》；由中央圖書館負責編纂 ，該目錄內容係以中國
機讀編目格式輸入電腦處理，第一版於69年12月出版，共收錄171所圖
書館至68年止館藏中文期刊7,410種，第二版於71年12月出版，共收錄
155所圖書館至70年止館藏中文期刊7,398種；（2）《人文及社會科學
西文期刊聯合目錄》；於73年6月由中央圖書館召開該目錄編製討論
會，至74年7月完成資料收集，該目錄於76年3月出版 ，共收錄24所圖
書館所藏期刊9,033種。 

4.合作拍攝報紙微捲 

  鑑於報紙數量增加迅速，而各圖書館儲存空間有限，在70年的成
立大會中決議推動合作拍攝報紙微捲，以利典藏與流通。有中央圖書
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料中心等三個單位參
與拍攝工作。 

5.合作編目建檔計畫 

  76年1月，中央圖書館與全國16所學術圖書館簽訂合作編目協
議，截至76年10月31日止，合作圖書館所輸入的編目資料中，有中文
11,308筆，西文7,564筆。這些書目檔為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資訊
網路系統」奠立良好基礎。 

6.館際合作複印單 

  為便於會員結算館際合作複印費用，於78年4月至87年6月，曾發
行「館際合作複印單 」，會員間可申購流通使用，該代用券平均年流
通量為10萬點。是項服務在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整合
後，期能以線上方式，提供會員申請館合複印及文獻傳遞、統一結算
收支帳目等功能。 

7.館際合作作業系統 

  因應個人電腦普及應用於圖書館，於78年11月正式發行成功大學
圖書館製作之「館際合作作業系統」軟體，提供使用單位處理借入及
貸出統計、催缺及費用結算等功能，該系統總計發行61套。在與「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整合後，此項功能將以線上方式提供服
務。 

8.館際合作閱覽證 

  79年3月起發行「館際合作閱覽證」，每一會員單位核發5張閱覽
證，旨在提供各會員單位所屬人員，憑證可前往合作圖書館，利用該
館書刊。 

9.館際人員交流活動 

  85年9月第15屆會員大會通過試辦「館際人員交流活動」，由組
織寄發與彙整各會員填答之提供交流活動機會調查表，寄發各會員參
考，俾便自行與提供是項服務單位連絡，視實際需要進行相關業務交
流、實習與觀摩。87年10月第17屆會員大會，通過成立推動小組，由
北、中、南、東部推選一會員單位，負責各區會員間交流活動之連繫
協調工作。 

10.出版 

  歷年來編印多種出版品，以配合推展各項服務措施，分別為︰會
員手冊（70、72、75年）、館藏剪輯資料簡介（76年）、會員通訊錄
（73年-）、書刊贈送與交換服務（76年- ）、會員大會資料冊與紀錄
（71年-）、「圖書館人員交流活動提供單位一覽表」（86年） 、組
織簡介摺頁（87年）等。 

11.建置網頁 

  為便利宣傳組織業務並於網路上查詢服務訊息，87年6月建置全
球資訊網頁，內容包括 ：組織簡介、大事記、會員須知、會議、會員
名錄、相關組織及合作服務等。同時提供電子郵遞服務，對於組織與
各會員之連繫堪稱便利，有助推動會務成效。 

五、年會與研討會 

  自民國70年8月於中央圖書館召開組織成立大會，同年12月於臺灣大學舉辦
第一屆會員大會起，之後於每屆大會推舉出下屆年會承辦單位，88年第18屆（最
後一屆）年會於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舉行。大會除邀請學者專家之專題演講外，
主要提供會員間聯誼及進行業務交流的機會。自84年第14屆之年會起增辦學術研
討會，包括古籍資料電腦化（84年）、社會科學資料庫之建立與整合研討會（85
年）、檔案管理現代化研討會（86年）、圖書館館際文獻傳遞服務研討會（87
年）。另亦曾協辦政府出版品管理及利用研討會（79年）與海峽兩岸古籍整理研
討會（85年）。 

六、館際合作組織的整合 

  民國88年9月15日第18屆會員大會提案，案由：「本組織會員過半數為『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請同意與該協會整合為一」，以現有137會員單
位，其中99個亦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原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
會）會員。而兩組織提供之主要服務項目為資料複印與圖書互借，近年來圖書館
普遍精簡人力與應用電腦網路，各會員單位對於是項業務之處理，多數為同一承
辦人，並不區分為人文與科技主題，因此，基於不重複浪費各會員圖書館之人力
及經費資源，有效整合國內館合資源，提升服務成效，相關合作組織實有合併之
必要。本案經大會通過，有關合併與移交事宜，授權執行小組與秘書處辦理。 

  自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87年4月起擔任該組織執行小組召集人起，鑑於圖
書館界皆認為有需要整合國內相關館合組織，即與當屆執行小組委員共同積極推



動，並在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理監事會議共商整合相關事宜。 

  88年4月執行小組決議進行兩大館合組織整合事宜，同年9月1日中華民國科
技館際合作協會的會員大會通過將其組織名稱更名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將會員擴大為各類型圖書館及資料單位，現任所有執行小組委員也都當選
為該協會之理事。 

七、未來展望 

  組織於成立之初即確立了合作採訪、合作編目、合作服務與合作推廣四大目
標。在首屆召集人王振鵠館長策劃、歷屆召集人的領導與執行小組委員（單位代
表）們的群策群力下，為國內館際合作服務奠定良好的基礎。為謀我國館際合作
服務整體性發展，全面推廣服務成效，亟需有一全國性的館際合作組織，在本屆
召集人莊芳榮館長及各委員們的努力，與會員單位的支持參與，共同完成與「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整合的歷史性任務，期望打造一更寬廣的圖書館合作
服務平臺，讓我國圖書館界攜手並進，繼續貫徹實施本組織創立時的四大合作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