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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臺北市立圖書館任職的經驗，他看見北市

圖雖然也有評鑑機制，但評鑑委員皆是圖書館內

部人員互評，看待問題的角度有所侷限，再者，

互評的結果，容易造成同事之間的嫌隙。為了更

有公信力，高雄市立圖書館聘請的評鑑委員身分

非常多元；包含圖書館經營專家、學者、媒體人

士、文史工作者、企業家。

專家提供建議 快速提升品質

評鑑，是最能立即診斷業務成效的方式，也

能夠發現圖書館管理者的盲點，提供具體的建

議。施純福期望透過評鑑，快速提升各分館的素

質，之外，館長還懷抱著更大的企圖心。

在經費有限下，各分館必須有結合與拓展社

會資源的能力，透過評鑑，被聘為評鑑委員的企

業家有機會親臨每一座分館，並且深入了解圖書

館經營的辛苦與成效，這樣的體驗，讓企業家與

圖書館產生親密感，開始樂於參與贊助活動，以

實際行動對推動城市閱讀貢獻心力。

至於文史工作者，則能為圖書館挹注社區文

化資源，甚至透過文史工作者的牽引，許多文史

古物的收藏家願意將珍貴的歷史文物捐贈給圖書

館，讓社區民眾在圖書館中不僅閱讀文字，還有

置身博物館的驚艷。

過去，難免有些媒體記者在不求甚解下撰寫

出一些讓圖書館員士氣受損的報導，但逐漸的，

這些記者在深入了解圖書館的經營運作後，目睹

經營者如何在困頓中艱辛以對，發自內心地感動

這些人的心血付出，因此，下筆時就會慎重許

多，也自然寫出的報導鼓勵多於毀損。

高市圖經驗 各界取經參考

近年來，「高雄市立圖書館經驗」成為圖書

館領域中常被推崇的案例。不論是圖書館的同道

或是大學圖書館系的教授，當他們透過評鑑瞭解

了高市圖各分館的運作，莫不驚嘆整個高雄市因

為圖書館的努力開啟了閱讀的風氣，這些成功的

經驗開始在全國性的研討會中被引用，經營出色

的圖書分館也開始有外縣市的單位前來朝聖取

經。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原國中圖）館長呂春

嬌擔任2012年的評鑑委員，當她走訪了旗山區10

個分館後，寫了一封信給高市圖館長施純福：

「……感謝您們給我機會去高市圖原住民鄉

鎮及旗山區走訪了10個分館，心裡滿滿的感傷與

感動，回到臺中仍是內心澎湃感動不已。您們是

用何種心情去從事這份『志業』啊！

這兩天最感動的是10個館中有六龜、阿蓮、

田寮3位超過60歲的主任，他們用行動默默守護著

他們的子民與家園，杉林年輕主任願意從大學轉

到偏鄉服務，旗山、美濃、桃源、茂林都是回鄉

服務的在地人民。那瑪夏分館則像一家人彼此依

靠，彼此信賴。更有只有主任與館員兩個人的分

館，從上午開到晚上9時；這是為隔代教養、家

暴、單親的孩子點一盞燈，讓他們感受人間溫

暖。甚至館方發現有孩子沒吃飯就自掏腰包救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施純福在2004年11月接

任館長工作，第一次在議會備詢時，有議員建議

將營運不佳的圖書館關閉以節省開銷，初生之犢

的施純福堅持捍衛圖書館的生存，他明白圖書館

之所以沒有人光顧，不是因為沒有利用的價值，

而是沒有用心經營。因此，他反對關閉圖書館，

並暗自發願即便赴湯蹈火也要負起重振圖書館的

艱巨任務，力圖將圖書館賦予新的生命。

在百廢待興的困境中，施純福積極列出大

步伐的目標，第一階段是發動「一人一書‧幸福

高雄」活動對外徵募書籍，當時高市圖館藏只有

121萬本，而高雄市超過151萬人，距離每人擁

有一本書目標還差了30萬本。高市圖積極爭取

各界資源，號召全民參與，並透過學校宣導贈

書，短短兩個月內就獲得了16萬本書及840萬元

的現金。

第二階段，高市圖在94年開始建立分館營運

績效評鑑制度，95年起每一年度評鑑2次，基於

高市圖評鑑的背後　看見豐富的書香盛宴

評鑑制度   
為圖書館種福田  文、圖／蘇士雅

各縣市舉辦的圖書館評鑑制度，看似僵硬的模式，但在實際運作上，仍可發揮創意，讓評鑑效益發揮

至極大化。高雄市圖及其分館的成長經驗，或可足資其他縣市參考。

 不同專業領域的評鑑委員有不同的觀察與建議。

 資深圖書館經營者透過評鑑傳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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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更與社工人員聯絡，實質幫助家鄉中的孩

子。這是種福田，在他們身上，我看見人性最美

的光輝，也更讓我確認從事圖書館員這一行真是

老天爺最好的安排。我與他們約好會再回去看他

們 只因為我們都愛這個地方。

您的安排不只是一份工作，還是一份對家鄉

的情感，因此說出來的故事格外動人與美好。我給

您與所有分館主任們滿滿的肯定與祝福……。」

建立標竿 也提攜較弱的分館

評鑑委員的身分多元，對圖書館有直接的受

益，同時，也因為專業領域不同，所以能夠以不

同的角度進行審視，對各分館進行全方位的把

脈。

高市圖的評鑑，比一般的評鑑制度更為繁

複；除了評鑑委員事先審閱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

報告，接續親自到分館進行實地訪評。除此之

外，網路上進行的讀者滿意度問卷、委託民調中

心所做的滿意度問卷，以及平日的績效表現都被

列為分數的計算。比例為：評鑑委員分數占150

分，讀者滿意度占40分，平日的績效表現占60

分，總分250分。

以前高市圖分館不到20間，落差不大，縣市

合併後，都市與偏郊的水平有很大差距，為了公

平性，高市圖將所有分館劃分4個區塊各自競

分。原高雄縣的「縣徽」是岡山、鳳山、旗山

「三山一體」的標誌，這3大地區境內的素質相

當，因而評鑑計分便以三山劃分，加上原高雄市

區，共計4大區域，每一區由5位委員組成的評鑑

小組以2天時間進行實地訪評，並於訪評完最後

一間分館後，該區所有分館主任齊聚，就地進行

總講評。

評鑑制度不但有效改善服務品質，更達到建

立激勵與內部標竿學習的目的，但畢竟分數直接

影響到各分館主任個人考績與升遷，壓力之大是

可以想像的。不過，這個制度看似嚴峻，其實也

有溫情的一面。

為了提攜經營成績較弱的分館，高市圖在

2012年3月成立了「業務評鑑關心小組」，小組

成員到績效欠佳的分館實地訪談，並進行工作經

驗分享。除此之外，高市圖也密集辦理圖書館人

員在職訓練課程，廣邀國內學界、實務界及文史

界人士，透過與圖書館相關主題之探討及經驗交

流，推動標竿學習。

分館創新表現 看到無限可能

在評鑑過程中，評鑑委員看見非常多的創新

表現，辦理新住民成長課程、藝文性說演活動、

健康與知性講座、設置常態性好書交換櫃、活動

配合主題書展示、學生志工銷過、提供手提袋或

手推式菜籃放書、設置哺乳室、提供愛心傘、老

花眼鏡、自行車打氣筒、透過部落格和facebook

發布活動訊息……，這些服務大都成為基本款在

各分館實施，另一項最讓人感動的是「讓書去旅

行」的系列服務。

2012年5月，高市圖與高雄監獄合作「送書

香閱讀推廣計畫」，這是大寮分館主任提議的構

想。在雙方簽訂合作協議簽署後，大寮分館定期

提供書籍到監獄，首批送進監獄的書高達4,250

本，書籍內容包含圖書10大類。在圖書管理上，

高雄監獄設立「圖書行動服務管理模式」，以行

動書庫讓各式書籍在各場舍中發揮最大的閱讀率

及流通量，期望這些書籍發揮潛移默化作用。另

外，阿蓮分館也全國首創送書到軍中，每月固定

送書200冊到大崗山下的天山營區，提供服役弟

兄方便擇書閱讀。

左營分館也以讓書走出圖書館為發想，從

2009年開始就主動出擊和台鐵左營站合作，在三

鐵共構的新左營站及左營站設置「愛心書棧」，

把民眾捐出來的書經過篩選後放在車站剪票口附

近，旅客可以自行取閱，這些書無須歸還，看完

可以轉送給想看的人。3年來，「愛心書棧」越

來越多，除了車站，目前也在很多診所設置書

棧，用以安撫就診病人的擔憂心情。

這些走出圖書館的書隨著機緣與陌生人進行

約會，展開自由的旅行，讓溫暖與智慧無所不在

地散播著。

高市圖及評鑑委員非常感恩這些分館將自身

的壓力轉換為精緻化的服務。透過評鑑制度，高

市圖各分館展現了無限可能，如同國資圖館長呂

春嬌先前所說的，「這是種福田」，用心血所灌

溉收成的果實如此甜美！ 高市圖用心耕耘，連偏郊地區的農夫也愛上圖書館。

 分館主任現場導覽解說。

 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後進行講評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