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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意見　驅動圖書館事業良性變革

傾聽彼此
為政府、民間關係加溫

匯集 5個單位、5種觀點，就公私協力推動圖書館事業的合作現況提出見解、看法，刺激更多思考。

文、圖
                  陳金萬、楊文琳、潘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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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政府單位不同觀點的存在

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彼此增強的力

量，圖書館事業的推動，需要透過集

體努力，來共構永續經營的願景。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創辦人兼董事長楊茂秀。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國際閱讀教育論壇」，

幾乎場場爆滿。（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提供）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創辦人兼董事長楊茂秀： 
公私部門合作最重要的是信任

一個酷熱的夏日午後，筆者陳金

萬來到臺北大安區的巷弄裡面，拜訪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的創辦人兼董

事長楊茂秀教授。我脫下鞋子、推開

玻璃門，往裡一瞧竟是一間舖滿榻榻

米的日式中古屋。空氣中飄散著一股

淡淡的藺草香，這股熟悉的老味道頓

時讓人感覺輕鬆不少。

第一次見到滿頭華髮的楊茂秀，

簡單寒暄幾句，找個地方坐下來就切

入正題。訪問前筆者先徵詢他的同意

是否能夠錄音？楊茂秀說，使用錄音

的人通常不會做筆記，也不會用心

聽，回去寫的時候跟現場講的也不一

樣，他就曾遇過這樣的例子（鴨鴨

嗚…臉上三線）……啊，沒關係啦，

反正他都是亂說一通……（你想錄就

錄吧……沒在怕的啦），這個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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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示就在笑鬧聲中瓦解了。

一開場楊茂秀就講，「教育部所

有的學校都有圖書室或圖書館；但

是，誰在管？！」公共圖書館包括所

有鄉鎮和學校的圖書幹事，大多不是

專業人才。那是 2000年陳水扁總統

剛上任不久，曾志朗擔任教育部長的

時候，想做閱讀推廣教育。政府調查

全國各地圖書館的使用情況，發現很

多都是蚊子館。

民間有人捐贈圖書館，學校也沒

人去辦理過戶。總之沒人、沒錢、沒

辦法，是一個普遍現象。楊茂秀解

釋，所謂蚊子館的意思是有硬體、無

軟體、無專業人才、無閱讀推廣經

費。當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教授兼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秘書長陳昭珍和曾志朗及相關單位

從立法著手，很努力地讓「圖書館

法」獲得通過。

當政府編列閱讀活動預算，開始

整頓各地的圖書館，就把蚊子館的問

題解決了。有人質疑這是綠色執政才

有的「福利」吧？！其實不然，像是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楊茂秀參與

推動的花東地區都不是民進黨執政的

縣市，他依然推動得嚇嚇叫，證明臺

澎金馬全國各地並無差別待遇。

楊茂秀說，當時的工作氣氛很

好，主要和信任有關。臺灣首次政

黨輪替，大家都想幫地方做事，而

不是為了個人名利。當時有一些新

的空間釋出，像是鹿野的國民黨民

眾服務處被討回來，把空間交還給

鄉公所，鄉公所就拿去做圖書館。

他本身不參與公共閱讀空間的經營，

而是幫別人活化閱讀空間，這樣才

可以把自身工作做好，也避免角色

混淆的問題。

楊茂秀指出，那時候圖書館錄用

的人大多不是圖書館系畢業的，而是

地方派系作為政治酬庸的交換籌碼。

現在專業人士可以進場，是因為圖書

館法已經制定好了，但無施行細則，

缺少圖書教師的單位則以專案培訓的

方式彌補。有成效但很辛苦，由教師

兼任圖書幹事要管理圖書編目是很辛

苦的。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圖

書館法施行細則」訂定出來，讓圖書

採購獲得固定的預算編列，公共圖書

館的整體服務才能再次向上提升。

現在政府把公共圖書館經營的機

會釋出，與民間單位合作以降低營運

管理成本。新的機會來了，服務資源

重新盤整，資本社會把人當成奴隸的

陷阱也若隱若現。楊茂秀表示，退休

人士可以補充一些社會勞力；但是，

專業工作還是無可取代，政府不能作

無本生意，還是要在專業管理與民間

單位、義工組織之間取得平衡才能發

揮最大的服務效益。

有關公私部門的合作方式，楊茂

秀強調，最重要的是信任。但是，不

管用什麼方法，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都

會有，沒有一種制度是完全沒問題

的。譬如，政府最常用的標案，有人

將審查通過的案子轉包給別人，換人

執行卻沒有按照原來審查的內容去

做，問題就出來了。政府為了防止弊

端設下重重關卡，有理想的人卻步

了，結果是公關公司得標、轉包出去

的結果，問題反而更嚴重！

施政人員受官僚體制影響，不信

任民間工作者，怕有利益輸送或圖利

他人的嫌疑。為了防弊，政府稽查、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致力推廣閱讀活動。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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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本也增加，自然就少人敢去承擔

政府業務，很多問題在此；否則，臺

灣是軟實力很大的地方，人又聰明，

民間應該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

訪問結束，我忘了拍照，特地折

回來要求楊茂秀讓我拍幾張個人照。

他帶我參觀工作室，隨即拾起一頂貼

有假髮的帽子戴上，擺出一副老頑童

的 pose。拍了幾張照片，我才發現

楊茂秀戴起紅色邊框眼鏡，感覺更年

輕了；此話一出，他就把眼鏡摘下來，

讓我拍幾張沒有戴眼鏡，感覺也不錯

的照片。

楊茂秀真不愧是生活哲學家，外

表如何他並不是很在乎，問題是內在

的感覺我能拍得出來嗎？簡單的一個

動作，他就把「人役物而非物役於

人」的道理闡明出來，並提示我，「老

化」只是一個自然的生命現象，重點

是人要有信心和勇氣面對生命的一切

挑戰（他的態度很專注、表情很堅

毅）。馬上幫我上了一堂生活哲學

課，離開後我才驚覺，天啊……我剛

剛在臺北遇到「隱士」了耶。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創辦人李苑芳： 
開放民間經營公共圖書館條件嚴苛

提前來到臺北的西門鬧區，穿過

兩條馬路、搭乘電梯上樓就是貓頭鷹

親子教育協會的辦公室。筆者坐在裡

面東張西望，書櫃裡都是未曾接觸過

的青少年小說及兒童讀物，真不知道

自己是怎麼長大的？（好像都在看日

本漫畫）也驚訝於臺灣的出版市場是

如此地多元和豐富（不過好像都很辛

苦），隨手拿一本少年小說起來看，

嗯……感覺還蠻不錯的，才漸入佳境

李苑芳老師就到了。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創辦人李苑

芳是民間經營公共親子圖書館的先

趨，也是沒有陣亡的烈士。2000年

該會成立 4個月後「貓頭鷹圖書館」

也跟著誕生了。該館從地下室 200冊

藏書揭開序幕，經過兩次遷移，從臺

北市福州街搬到臨沂街，在 2002年

獲得文建會的關注，帶著 6,000冊的

圖書，搬到「華山藝文特區」。

李苑芳表示，這並不是一個 BOT

案而是由「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承辦的空間活化專案，她們只是其中

一個分租公共空間的民間單位，主事

者看上的就是她們帶來親子人潮的能

量。華山藝文特區管委會張忘主委並

沒有看走眼，該館經常辦展覽、辦培

訓，也常在戶外舉辦說故事的親子活

動，確實為華山帶來一批新的人群。

但是，兩年後文建會換主委也跟

著換政策，在沒有績效評估下該館又

被 迫 搬 家 了。2005 年 協 會 帶 著

12,000冊的圖書，搬到當時的臺北

縣新店市公所（現為新北市新店區公

所）「寶興活動中心」。搬來之後李

苑芳才知道，這是另一場夢魘的開

始。原來市公所邀請貓頭鷹圖書館搬

過來，只是為了遮掩國親兩黨縣議員

爭奪活動中心擺不平的問題。一年後

該館受不了議員壓力，就被迫自動退

出活動中心。一直到現在該中心還是

空著，除了偶爾辦一些活動之外，並

沒有真正的實際用途。

後續該館又換了到臺北的石牌和

西門兩個地方，由於不堪逐年虧損，

協會終於在 2010年採取壯士斷腕的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說故事活動。（毛毛

蟲兒童哲學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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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關閉貓頭鷹圖書館；並將該

館約 2萬冊的圖書及設備，無償贈與

劉戀文化基金會去經營。述說時李苑

芳的臉上沒有一絲不捨的表情，對她

而言「放下」反而是一項解脫。其間，

李苑芳並非沒有爭扎，在馬英九市長

主政期間也曾提出一年一約的公共圖

書館 BOT案（政府所規劃的工程交

由民間投資興建，在經營一段時間

後，再轉由政府經營）；但是，在市

府評鑑和防弊的種種規定之下，還有

揮之不去的客訴壓力，終究讓她決定

「落跑」，寧可自立經營，也不要再

涉入缺乏保障的公共空間，因為真的

已經怕了。不過，影響李苑芳決擇最

大的因素是社團本身的定位。她說，

經營圖書館做得再好，也只能影響一

個地方；除非自己能影響全國的圖書

館，否則意義不大。

談到公私部門合作的部分，李苑

芳表示，為了培養國人的閱讀興趣和

能力，2012年起自己曾經連續兩年

以完全自費、無償的方式來推廣少年

小說的閱讀工作。由協會發文給各地

的文化局和圖書館，結果一年做不到

10個點。等到 2014年她當上書香社

會推動委員會的委員才發現，原來長

期以來國內都無人從事少年小說的閱

讀推廣活動。

後來李苑芳與公部門合作，改由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發文給各地的學

校與圖書館。結果反應熱烈，去年她

們就做了 50場說明會，今年稍有節

制只做 45場。有了公部門背書效果

明顯增加好幾倍，包括近年推出的

「用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子――陪孩

子悅讀趣實戰巡迴講座」，協會也是

沿用類似的合做模式來進行推廣。

雖然，貓頭鷹圖書館的經營工作

易主換人；但是，親子教育圖書館的

理念卻像風中的種子一般漂散到各個

角落去，現在各地圖書館普遍設有親

子圖書室，只是大小規模及專業程度

不同罷了，圖書資源已經不像一、

二十年前那麼匱乏了。不變的是，李

苑芳依然對閱讀教育充滿熱情。她

說，德國國力強是因為人民愛看書，

臺灣人要提高薪資，就要提升思考

力，其關鍵就在於閱讀興趣的培養，

不能只停留在圖畫書的階段，從橋梁

書過渡到少年小說的教育尤其重要！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送「故事便當」進校園，以「朗讀」餵養孩子。（貓

頭鷹親子教育協會提供）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創辦人李苑芳。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到臺東縣關山鎮立圖書館舉辦「用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子

──陪孩子悅讀趣實戰巡迴講座」。（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提供）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舉辦「用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子──陪孩子悅讀趣實戰巡迴講座」，吸引民

眾踴躍參加。（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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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秘書長凌爾祥：打開臺灣教育國際視野

驟雨過後，來到藍白相間的複合

式書店「書香花園」，就像在沙漠裡

發現綠洲一樣讓人感到驚喜。這一間

希臘風格的書店坐落在寸土寸金的臺

北市中心位置，開放庭園設計不僅在

大門前種了一顆樹，還在花草簇擁的

窗戶旁邊保留一桌露天餐飲的座位，

若非桌椅潮溼這應該是一個忙裡偷閒

的好地方。

果然，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秘書

長凌爾祥所選的訪談位置，就留在窗

戶的另一邊，讓我們坐在室內仍然可

以看到戶外的花草景致。屋內陳列天

下雜誌出版社的眾多圖書，一、二樓

各有不同的團體聚會，多功能會議空

間使用的情況良好，散桌的客人說話

聲音也不會太過吵雜。

凌爾祥姍姍來遲，閒聊了一下之

後，口裡嘟嚷著，不要問她那些公私

部門合作的問題，她都不知道，她都

不會說……聽起來好像在求饒似的，

其實她在電話裡面已經透露了一部

分，只是不想再重覆罷了，我（筆者

陳金萬）猜。於是，我們的訪談就從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從事閱讀推廣教

育的經驗開始。

凌爾祥說，由於該會的工作人員

只有 5人，她們卻認養了 18個縣市、

108個鄉鎮、200多所學校的工作，

包括澎湖和綠島各 2所學校；加上該

會設立的宗旨就是要深根偏鄉，來縮

短城鄉差距的知識落差。工作質量的

負荷已經超過現有人力所能承擔的範

圍，所以她們比較少去承接政府的業

務，除非那是基金會本來就計劃要作

的事情，而不是為了爭取經費才去參

加提案。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從 2004年

起結合多家企業，共同推動「希望閱

讀計畫」，期盼藉由推廣閱讀的工

作，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學習的習

慣。她們幫忙募款，贈書給偏鄉學

校，讓老師帶孩子去領略閱讀的樂

趣，也舉辦教師研習營讓老師了解培

養閱讀風氣的重要，最後她們發現校

長才是建立校園閱讀環境的關鍵，所

以也舉辦了校長研習營。

現在國中小每週都有 1～ 2堂

「閱讀課」，學校也有設立圖書館或

教室裡的「圖書角落」，她們就運用

這些現有資源來提倡「身教室」閱讀

運動，也就是邀請老師和校長「以身

作則」放下手邊的工作，和孩子一起

閱讀課外讀物，不管是早自習或午休

時間，即使是每天讀 10分鐘也沒有

關係，只要全校一起做並持之以恆，

就會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

「閱讀巡迴專車」是該會另一項

創新活動，主要在提供學童不同的閱

讀體驗，從大樹下、公園裡到候車

亭，室內和室外到處都可以成為享受

閱讀的空間。該車服務至今已經跑遍

臺灣整整 92圈，更帶動各地政府和

社團提供類似的偏鄉服務。以上大大

小小的閱讀推廣活動，其實都會產生

不同緊密關係的公私部門合作，公文

往返、電話連繫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若要談該會與公部門最成功的合

作案例，凌爾祥首推已經執行 9年的

「國際閱讀教育論壇」。她們每年都

會邀請國際知名的學者專家來臺分享

他們的教學經驗，像是美國教育暢銷

書《自由寫手的故事》、《街頭日記》

作者艾琳‧古薇爾（Erin Gruwell）

老師、美國「翻轉教室」理念共同創

辦人艾倫‧山姆（Aaron Sams）、

芬蘭前教育部首席常務次長林納先生

（Mr. Markku Linna）和上海語文特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秘書長凌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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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教師鄧彤等人，都曾引發國內熱烈

的關注與討論，進而打開臺灣教育的

國際視野與世界接軌。

由於「國際閱讀教育論壇」已經

建立口碑且不向教師收費，即使會後

都會將錄影內容上網，每年舉辦的時

候還是幾乎場場爆滿，該論壇只花少

少經費就能創造廣大效益。凌爾祥表

示，「閱讀是一切能力的基礎，興趣

的培養和習慣的建立，最後就會變成

孩子帶得走的能力」，這是厚植國力

最有效的教育投資。

她們把得到的每一分錢都投注在

圖書、孩子和教師身上，「自律和創

新」是她們獲得信賴的根本原因，她

們不會把教育推廣作成像似企業的公

關活動，也不會用一套教學方法走天

下而是不斷地投入研發；她期待新政

府能夠對臺灣的教育問題對症下藥、

有長期規劃的做法，不要為了辦活動

而辦活動，那只是在消化預算、浪費

資源而已。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圖書館先生再造文化城

被稱為圖書館先生的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在「眾書

成城――百萬新書‧再造文化城」

活動現場，擺出了加油的手勢，活

力依舊的他，展現了勢必達成募書

目標的魄力。

過去，施純福在高雄市 10年期

間，新增了 14間圖書館，增加藏書

300萬冊，他強調，閱讀力就是競爭

力、教育力的基礎，只要善用社會資

源，文化單位有很多可以和民間合作

的機會與方式共同推廣閱讀。

施純福在高雄市立圖書館工作期

間，新建 14所圖書館，完成超過 30

間圖書分館的空間改造，作風積極主

動的他，親自拜訪高雄的企業和在地

人士，募書募款，成功說服市民捐

書、捐款購書，造福後代子孫，留下

美名，還打造了全臺第一個圖書館專

屬物流車隊，縮短城鄉閱讀差距。

引進民間資源成績斐然的施純

福，將經驗帶入臺中市，臺中市政府

不但已經規劃了增設包括冠名捐贈的

7座新圖書館，3年內並將針對 10

座老舊圖書館進行內部空間改善，6

月起更推出「借書抽大獎」、「圖書

家庭證」等活動，鼓勵市民多讀書，

以及 8年內募書百萬本等目標，而這

些目標的完成都導入各種民間資源，

讓推廣閱讀成為全民運動。

臺中市文化局推廣閱讀並配合總

圖書館興建期程，6月份起舉辦「開

卷‧開運――中市圖借書抽大獎」

閱讀推廣活動，及「眾書成城――百

萬新書‧再造文化城」募書計畫。

為了提升民眾閱讀的動力，施純福多

方尋找企業贊助獎品，他笑笑說，有

人看到他就開玩笑叫他別再來了，可

見圖書館先生勸募的功力有多強。這

次的「開卷‧開運――中市圖借書

抽大獎」活動，集結各界力量提供了

總值 150萬、超過 4,000項獎品，其

中，最大獎光陽機車的贊助者，就是

之前因施純福引介捐贈一億冠名贊助

在高雄市圖成立光陽館的企業，目前

光陽館一年平均有 200多萬人次參

觀。知名企業誠品和家樂福各贊助近

10萬元禮券，還有藝術亮點店家捐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國際閱讀教育論壇」，吸引大批人潮。（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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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6把小提琴，甚至家中開設家電行

的文化局同仁也捐了 3臺洗衣機，一

起共襄盛舉。

施純福說，印度學者阮甘納桑

提出的圖書館五律中，強調書貴為

用，也就是書是要被借出去的，因

此除了舉辦「中市圖借書抽大獎」

活動，每月借閱 30本書即可參加抽

獎，吸引民眾多借書，並將原本每

次借書 15本的上限一下提高到 30

本，更推出一次可借閱 60本書籍的

家庭卡，鼓勵親子共讀，還有一次

可借 500本的團體卡，希望促進社

區團體多多閱讀。

臺中市目前總藏書量為 392萬

冊，275萬市民的人均擁書率為 1.43

冊，是五都最末，施純福在高雄的

10年間，藏書增加 300萬冊，高雄

市民的人均擁書率從 0.8到 1.87冊，

因此臺中市文化局期望透過向民間募

新書及募款買新書，在林佳龍市長任

內達成百萬新書的目標，施純福指

出，只要捐 100本新書或捐一萬元

購書經費，市府將致贈感謝狀，捐

1,000本新書或 20萬元將公開表揚，

施純福已主動出擊拜訪中華民國圖書

出版協會等多個單位，第一年目標

25萬冊已順利達標，除了向民間募

書，臺中市府每年也編列 5,000萬購

書經費。

另外，施純福在高雄期間共募得

9車臺，包括 7臺物流車、一臺行動

圖書館及一臺故事媽媽列車，目前臺

中已獲得中彰賓士贊助一輛百萬名

車，9月以後就會啟動的全臺最尊榮

故事媽媽列車，將開往中彰投苗偏

鄉。

號稱「文化城」的臺中市，目前

全市共有 44座圖書館，6萬多人才

有一間圖書館，且 10多年都沒有蓋

新的圖書館，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指

出，2016年市府文化預算由 10.8億

元增加 4億元，目前已完成圖書館大

肚、南區、西屯分館修繕，今年將完

成大里、烏日、神岡分館改造，大雅、

大甲、梧棲、四張犁分館的改造也將

陸續完成。

新館興建部分，臺中文學館及大

肚瑞井圖書館今年內陸續開館，將 3

年內將完成北區分館、西溪分館及李

科永紀念圖書館，水湳經貿園區的

「臺中城市文化館」，包含市立圖書

館及市立美術館，也將於 2020年啟

用。

其中，李科永紀念圖書館為民間

冠名捐贈的圖書館，之前臺中市位於

霧峰的以文圖書館由旅日臺僑捐贈，

沙鹿深波圖書館則是由味丹企業捐

贈，施純福舉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為

例，他一輩子捐贈興辦了數千間圖書

館，臺中市府為鼓勵在地企業社會賢

達多參與合作投資興建圖書館，將由

市府提供土地，目前有烏日、東區、

北屯及南屯 4塊地，圖書館可由民間

蓋好捐給市府，或分 3年捐一億元由

市府興建，企業不但能博得好名聲好

形象還能節稅，還將頒給榮譽市民，

歡迎全臺都來臺中蓋圖書館。透過增

加新圖書館及藏書量，希望市民都能

把閱讀當做生活的一部分，在城市任

一個角落都可以展書閱讀，讓臺中市

真正成為文化城。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閱讀巡迴專車」，提供學童不同的閱讀體驗。（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提供）



BOOK 14 Boom 
Magazine

國資圖輔導推廣科約聘編審洪敦明：換位思考找到合作價值

上晝時分太陽露臉，一位男子穿

著樸實的衣裝，臉上流露出溫和而含

蓄的微笑，朝約好的咖啡館走來。

他，就是曾獲頒教育部「閱讀績優推

手個人獎」、「社教公益獎」……的

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前副執行長

洪敦明。是什麼原因讓他甘願卸下光

環，從民間非營利組織轉換到國資圖

輔導推廣科任職，以一個新鮮人的身

分在政府單位服務？「我在演講上聽

到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他在遇

瓶頸時解散雲門（1988年一度吹熄

燈號）是人生中做過最好的選擇，團

員在這段時間有的去壯遊、進

修……，等到雲門復出，大家獲得一

些養分重新再站上舞臺時，就變得不

一樣。」同樣在工作上遇到瓶頸的洪

敦明，去年底，決定歸零，在國資圖

重新出發。他說：「來到這裡我是新

人，每個同仁都擁有不同的專業之

處，也樂意於分享意見，透過這個多

元的學習環境，可以幫助我拓展眼

界。」

熱愛閱讀的洪敦明，在國資圖承

辦過臺灣閱讀節、世界書香日、「和

土地談戀愛――全國公共圖書館巡迴

展」、「閱讀全壘打　夢想象前行」

等各式活動，必須走入民間找資源、

找推動閱讀的合作夥伴。他說，凡事

都有開始，主動積極、願意踏出第一

步，才有實踐的可能性。但是，該如

何在公部門重制度、私部門強調彈

性，兩個反差極大的單位之間找到合

作的平衡點？待過民間單位，現在於

公家機關任職的洪敦明，比許多人更

能體會兩者間的差異性，他做出最適

切的回應，答案是：「換位思考」。

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的去思考、

處理問題。洪敦明指出，我們通常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輔導推廣科洪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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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一件事只有兩種抉擇，沒有中間

地帶，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但是一

定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必須找到一個

彼此都認同、可行的方式，而雙方良

性的溝通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果只是

站在自己的角度相互抱怨，「不行

啊！我沒辦法配合你，」永遠無法解

決問題。他強調：「我們不要談問題

本身，要思考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

問題，就算有困難，『總是有辦法可

以想』。」

洪敦明認為，圖書館在尋找民間

合作對象時，必須思考到彼此共同的

核心價值與適配性，以永續經營的角

度整合資源，創造雙贏的互惠關係。

他單刀直入點明，民間單位不喜歡一

次性的利用關係，不能老想著向對方

伸手要錢，特別是強調社會責任的民

間機構，他們很重視企業價值，要先

讀懂對方的企業文化，找到相互的共

同點，發展出各種拼圖的拼法。洪敦

明並提供了小撇步，他說，國際上有

許多公私合作的成功案例，當圖書館

員苦思不出結果時，向國外學習借鏡

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然而，公部門為了保護合作的執

行不會發生不當的利益交換，程序的

制定是必然的部分，這是公家機關的

優點也是缺點。要如何突破層層僵硬

的限制，讓公私部門的合作起來更有

效率？洪敦明認為，上級長官扮演了

關鍵角色。他說，國資圖的長官很有

承擔力，同仁間也會一起協助進行溝

通，在守法的規則內盡可能縮短程序

流程，加速促成公私部門的良性合作

關係。

臺中市「眾書成城──百萬新書‧再

造文化城」募書活動。

臺中市立圖書館舉辦「開卷 ‧ 開

運──中市圖借書抽大獎」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