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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箝制　重新定位合作關係

透視全局 
翻轉協力 DNA

圖書館不斷推陳出新，隨著新世代的需求，公私部門下一步該如何靈活轉型？現在就啟動思考腦，

找出創意新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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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民間不該是兩條平行線，

公共圖書館與民間機構的合作關係想

要拓展出更大的格局、視野，就必須

學習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見別人看不

到的風景，跑在下一個浪頭前面。

唐麗芳： 
從小培養協力合作的能力

「公私部門在推動閱讀上的合作

要如何做得更好、更密切，我覺得仍

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雲林故事館創

辦人唐麗芳說，有心、有能力推動閱

雲林故事館創辦人唐麗芳。公私部門的合作可以放在閱讀大自然。

讀的民間單位，他們的組織規模不一

定符合公部門的招標條件，招標門檻

成了這些民間機構展能的阻礙。她認

為，公部門為了要防止弊端發生，勢

必得訂出一套規則，但必須保有應變

的彈性。

唐麗芳建議，公共圖書館可依照

實際需求尋找民間合作夥伴，讓「客

製化」成為替代招標的最佳途徑。但

是該怎麼篩檢合作對象？其實是有策

略方法的。她指出，可以從民間推動

閱讀的單位系統去發掘資源；再來也

能透過政府的角度，觀察地方上有哪

些企業，長期關心公共議題，以善盡

社會責任為目標，就知道可以和哪些

有心人士或企業合作，共同來推動閱

讀文化；另外，關鍵字的搜尋也是方

式之一。而在唐麗芳心目中，最推崇

的檢擇方式是推薦制；她認為，可以

經由值得信賴、具公信力的專業人

士，或者是經常使用閱讀資源的族

群，來進行推薦，並且透過橫向連

結、彼此的互通有無，來鼓勵、帶動

私部門的參與，讓民間單位各自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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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的專才，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齊

力推動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假如在特定條件下，公共圖書

館非得採用招標模式來選擇協力夥

伴，唐麗芳認為，舉行公開說明會

是非常重要的，讓政府的招標案更

為透明、公開，公部門不但可經由

說明會傾聽民間聲音，私部門也能

藉此了解政府推動各項政策的具體

想法。「也許有些公家機關怕麻煩，

追求速食主義，只希望把事情快速

完成；但是圖書館的文化、教育建

設是百年事業，我們必須把速度放

慢、眼光放遠，基於共創共享的共

識下一起合作。」她強調。

不過，這一切的根本，唐麗芳認

為，必須回歸教育，「協力合作」的

概念不管在哪個領域，它已成為孩子

未來的關鍵能力。她指出，我們必須

從小培養孩子，讓他們在自然的生活

環境中，透過溝通、參與、互動與分

享，學習運用群體的力量去發現、解

決問題，才能創造更好的改變。

唐麗芳說，引導孩子可以從書裡

去閱讀、了解事情，「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透過實際去體驗、去感受

環境，當有所體會，他們就會付諸於

行動。唐麗芳相信要養成這樣的視

野，閱讀必須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

分。透過大自然及環境教育的串連，

讓閱讀無所不在，形成一個細水長流

的學習場域，而構織這個學習環境的

社會資源，又是另一個公私部門合作

推動閱讀的開始。

邱炯友： 
鼓勵圖書館民營化

帶動圖書館發展的方式相當多

元，最近是否有注意到王品集團前董

事長戴勝益標榜回饋社會，在臺北仁

愛路登記成立「益品書屋社會企業有

限公司」的新聞？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邱炯友指

出，究竟是「書店」還是「圖書館」

比較有資格成就「社會企業」?「益

品書屋」定位為不以營利為目、具公

益性質的閱讀空間，又主打不賣書

籍，與其稱它為「書店」，他更建議，

稱之為「圖書館」！

邱炯友說，我一直在灌輸一個概

念，近年來，許多圖書館已經跌破傳

統既有的印象，比較顯明的例子，像

「益品書屋社會企業有限公司」位於臺北仁愛路的首都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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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國倫敦格林威治中心（The 

Greenwich Centre）經營了許多運動

中心，具有醒目的企業形象，而創意

商店（Idea Store）甚至帶進就業輔

導、語言中心等社會福利、社會照顧

的服務；它們參雜了各種強大的多元

功能，卻情有獨鍾自稱為圖書館，更

自許為社會企業。

反觀臺灣，有不少大型企業願意

投資在醫院、學校……，但為什麼不

願意挺身而出帶頭經營圖書館事業？

邱炯友舉例，以醫生來說，不論在用

藥或是臨床研究上，都會有需要請藥

商提供相關醫學新知的時候，其它各

行各業也會有各種不同的資訊需求，

提供專業資訊給某一批專業人士，實

際上是具有商機潛力的。與其透過

BOT案的公私協力合作方式，他更

鼓勵民間自主經營圖書館事業。邱炯

友認為，BOT案仍存有潛在風險，

也具有一定的約束性，他比較期待純

然的民營圖書館，因為它更利於走向

創新。

邱炯友認為，當民間有心經營圖

書館事業，公部門的圖書館就該鼓

勵、擁抱它，形成一種新的協力關

係，兩種不同屬性的圖書館單位，並

不具競爭關係，反而成為激勵公共圖

書館更加活化的推力；當反對「打著

圖書館名號從事營利事業」的保守聲

音出現時，圖書館人要勇於向這股保

守的負面力量說：「NO！」。他強

調，圖書館是成長有機體，不該去局

限它的定義，圖書館的觸角才會伸展

得更為寬廣，也會為社會帶來多元發

展的正面影響力，大家應該以開放的

心胸迎接它。

邱炯友並從圖書館的發展史說

明，圖書館的存在已擁有千年歷史，

但做為免費使用空間與資源卻僅有

160多年的短暫歷程，1850年以前，

歐美圖書館是「少數特權階級才能利

用的知識樂園」，以公共財力運作，

並對社會免費公開的「圖書館」，從

不存在於當時的歐美國家。所以，他

認為，不該把圖書館與免費劃上等

號，即便是非營利事業也能透過收取

費用合理反映成本，來帶動圖書館事

業的永續經營。

邱炯友說，圖書館事業的民營

化，在某種意義上是讓圖書館回歸自

由市場的運作，可以驅動民間企業創

造圖書館的效能，讓圖書館事業以多

元形態百花齊放。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邱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