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國家圖書館館訊 99 年第 4 期（民國 99 年 11 月）

︻
館
務
報
導
︼

BIBLID 1026-7220 （2010） 99:4 p29-30

論壇舉辦緣起

為探討未來 10 年我國圖書館發展的方向，並

為籌辦第 4 次全國圖書館會議暖身，國家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自 8 月底起接力舉辦「圖書館

與國家競爭力—2010 論壇」系列共 7 場論壇，分

別就「圖書館與社會發展」、「圖書館與科技發展」、

「圖書館與經濟發展」、「圖書館與政治發展」、「圖

書館與學術發展」及「圖書館與教育發展」等 6 大

主題，廣邀國內知名學者專家，探討各領域的現

況與趨勢，以及各界人士對圖書資訊服務的殷切

需求，俾以型塑圖書館於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具體功

能，作為持續辦理第 4 次全國圖書館會議之重要意

見平台。

論壇籌備過程

論壇籌辦的時程極為緊湊，從 7 月下旬，輔

導組便針對議題規劃與談來賓人選，並廣蒐各項議

題相關資料，彙整後再逐場編印論壇手冊，同時留

心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相關報導與消息，提供與談

來賓作為議題參考資料。由於許多受邀來賓都是政

界、學界聞人，行程早就滿檔，但得知本館舉辦

論壇的緣起後，咸表支持，排除困難出席論壇，

分享其智慧建言。受邀來賓的熱忱，不但使論壇進

展超乎尋常的順利，也激發工作人員更為積極投入

論壇準備事宜。論壇手冊籌編復承遠東企業集團盛

環抱圖書館‧瞭望新世紀
─ 「圖書館與國家競爭力—2010論壇」系列活動

精華摘略

孫秀玲　國家圖書館輔導組助理編輯

情，免費授權提供其出版之 60 週年白皮書《開創

新猷預約大未來》部分內容，納入本館論壇手冊作

為參考資料，該書內容彙編國內各界知名學者專家

的治國建言，關照面向廣闊，頗值引為借鑑。

論壇建言精華摘略

論壇主題以「社會發展」作為起跑點，科技、

經濟、政治、學術、教育賡續接棒。其中「教育

發展」議題因與圖書館更形緊密，遂加開南部場

次，希望吸取南部學界與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建議，

以求完備。緊扣國家競爭力、環繞 6 大議題的論壇

設計，獲得與談來賓們惠賜諸多具體可行的卓識高

見，為後續即將展開的「第 4 次全國圖書館會議」

奠定良好的開端。

各場次論壇的建言精華摘略於下：

（一）社會發展

圖書館具有驅動社會進步，鼓勵個人成長的核

心功能，對社會亦有不可動搖的安定力量。台灣已

漸次邁向公民社會，尤需重視公民美德的培養，圖

書館應主動服務、多元化經營，成為公民社會的守

護者。未來家庭教育有漸趨衰退的趨勢，圖書館必

須扮演主動教育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方能成為社會

的「學習中心」。解決國內圖書館目前困厄的斧底

抽薪之策乃修改「圖書館法」，政府要正視圖書館

的重要性，寬列經費，讓圖書館的經營得以緊密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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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會脈動。

（二）科技發展

應用科技能讓社會更有競爭力，使人的素質

與能力不致偏廢，因此各種類型圖書館在科技社會

中的挑戰將更艱鉅，增加 IT 專業人員的任用，充

分瞭解資訊產業趨勢並引進圖書館，實為圖書館提

升資訊服務的一帖良方。未來圖書館提升競爭力的

重要關鍵，應是結合自身專業領域並跨足不同專業

能力與經驗的 T 型人才，協助圖書館打破實體與

虛擬閱讀空間隔閡，提供跨越疆界的服務，進入

學校、家庭與社會，成為能帶給讀者科技初體驗

的溫馨場所。為了做好提昇國人科學素養的培育中

心，圖書館應濾取正確知識，針對讀者背景主動提

供重要資源，同時要在科普教育上多投注心力。國

家的競爭力要靠創新來驅動，因此圖書館應在強化

創新知識的整體佈局中爭取成為領航者，探究產業

界的需求，與產業對話，依據產業的不同需求來提

供服務，思考透過科技如何產生更有效的知識流通

與資訊加值，創造使用者的最大價值，帶領台灣科

技向前衝刺。

（三）經濟發展

環保爭議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棘手難題，為解

決此難題，需借重圖書館蒐羅、提供相關資訊，

幫助民眾建立正確的環保概念。此外，圖書館還要

充分配合國家經濟政策，積極行銷知識服務，如此

方能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股肱之力。圖書館亦應作

為新知識產品的體驗場域，帶動台灣經濟進步，而

全力襄助台灣中小企業邁向國際化，亦將是圖書館

未來發展的關鍵！

（四）政治發展

台灣政治發展必須仰賴圖書館供給不絕的驅動

能源，因此政府應更重視圖書館發展，令其發揮

政策輔佐的功能。圖書館應加強館際合作、主動行

銷，全面性提升國民的政治素養，累積台灣政治前

進的能量。新時代的圖書館要加強資訊流通並提升

服務質量，滿足讀者需求，為圖書館長遠發展開創

必勝的利基。

（五）學術發展

國家圖書館在未來學術發展中需要提供充沛的

資源並成為國家通識教育的領航中樞，此外還應著

眼於開發中小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功能，以彌補

學校教育的不足，開拓新生代知識視野，建構新

生代閱讀素養，為培育台灣新生代的文化競爭力而

努力。圖書館不容被取代的魅力即為學術交流平台

的第三空間，為提升台灣學術研究成果的國際知名

度，打開台灣學術研究的國際市場，台灣要儘速加

入國際大型學術期刊引文索引資料庫，讓國內的學

術研究成果能在國際學術界曝光亮相。

（六）教育發展

以芬蘭為鏡，圖書館應推動全民閱讀，才能

提昇國家競爭力。當前台灣教育功能弱化的關鍵，

實肇因於現行中小學的教育環節中，未能適切將圖

書館指引、培育學生閱讀能力的功能導入教學體制

內；而圖書館館藏多寡與利用績效，實為大學學術

競爭力評鑑的關鍵指標，不容小覷。從宏觀的角度

來看，圖書館要成為學術研究的支撐後盾，集結圖

書館的力量，聯合激發台灣的學術研究潛能，才能

提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結語

7 場論壇宛如為圖書館事業做了一次總體檢，

35 位國內各領域的頂尖學者齊聚一堂，除為圖書

館現況把脈問診外，並為圖書館的未來前途，提

出有效的針砭良方，透過學者專家們提出的真知灼

見，當能為圖書館的未來發展開創無限生機，實踐

圖書館協助國家提升整體競爭力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