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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圖書館 
服務無所不在

在人手一機的時代，圖書館跳出既有框架，搭起虛實整合的橋梁，將服務延伸至行動裝置

的應用，不論借書、還書、閱讀……，一指搞定。

行動通訊　開啟閱讀新時代

文、圖
                  梁鴻栩、蔡尚勳、潘云薇



212016年 11月
第 128期 

封面故事

創
新
科
技
走
入
圖
書
館
　
　
行
動
載
具
與
圖
書
館
應
用

Cover
Story

滑世代來臨，因應行動化趨勢，

圖書館融入行動裝置 (Mobile Devices)

創新應用，讓服務不再囿於傳統限

制。讀者只要動動手指，點擊螢幕，

就可以與圖書館親密接觸，感受虛實

合一的便利服務，隨時隨地享受閱讀

樂趣。

行動 App 
走入讀者生活

國內從沒有行動通訊科技到普

遍被應用，屆今不過十年時間，智

慧型手機已經深入許多人的日常生

活之中，在公共場合人們對著智慧

源的基本需求。過去圖書館會透過電

腦版自動化系統，協助讀者找到所需

館藏書籍；當行動 App推出後，除了

能利用原有題名、著者、主題、出版

者等關鍵字查詢館藏，圖書館該如何

善用手機隨時可以帶著走的便利特

性，讓館藏查詢服務再升級？掃描

ISBN條碼即是方法之一。

國 際 標 準 書 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簡稱ＩＳ

ＢＮ ) 是因應圖書出版、行銷、管理

的需要，並便於國際間出版品的交

流與統計所發展的一套國際統一編

號制度。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可透過手機掃瞄書籍條

碼，完成書籍借閱。（李誠韜提供）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的行動圖書館 App 提供自助借書服務，並設有

QR Code 行動借閱證。（李誠韜提供）

型手機指指點點或是露齒而笑的畫

面無處不在。

根據臺灣網路資訊中心的調查，

2015年我國民眾上網率高達 80%，

推估人數達 1,883萬人，其中有近６

成民眾使用手機類的行動載具進行上

網。 近 年 來，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Application，簡稱 App) 更是如雨後

春筍般冒出，不論找美食、地圖定

位、購物等都能迅速完成，為生活帶

來諸多便利。圖書館也因應這股浪

潮，不斷地推出行動 App服務 ，貼

近讀者使用需求。

找書、尋書是讀者使用圖書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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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讀者在書店或是其它非圖書

館的場所看到想閱讀的書籍時，可直

接透過設有掃描 ISBN服務功能的圖

書館行動 App，讀取書籍條碼，查詢

到館藏所在地，像是「iRead臺北市

立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

「雲林縣愛閱讀 App」、「高雄閱讀

隨身 GO」、「花蓮行動圖書館」等

公共圖書館的行動 App，皆提供了這

項服務。

凌網科技致力於圖書教育、電

子化政府、電子支付相關軟體技術

的研發服務，曾獲得「金鼎獎――

最佳數位創新營運獎」、「經濟部

雲端創新獎――雲端創新應用組第

一名」等獎項，並從 2009 年至

2015年協助 22個客戶獲得「政府

服務品質獎」肯定。從專門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到公共圖書館，凌網科

技擁有與圖書館合作的豐富經驗。

其中，提供公共圖書館 App服

務與專門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最大的

差異在哪？凌網科技數位內容整合事

業處資深經理李誠韜指出，六都、各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行動自助借書區。（李誠韜提供）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提供行動借書服務。（李誠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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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級公共圖書館底下皆擁有多間分

館或是鄉鎮市區級圖書館，因此提供

各館連結資訊就顯得相當重要，例

如：「高雄閱讀隨身 GO」除了可查

詢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豐富的館藏資

源外，還結合了 LBS定位服務，能

計算、搜尋出與讀者距離最近，且藏

有讀者所需館藏書籍的分館資料，並

可選擇透過導航指引館舍位置或撥打

電話詢問問題，精準掌握館藏動向。

當讀者走進圖書館借書，遇到熱

門時段，櫃檯前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

時，讀者可經由專屬 App的行動借書

功能，讓手機化身借書機，登入使用

帳號、密碼，將想借閱的書籍從書櫃

中拿出，掃描讀取條碼，便能輕鬆地

將書籍打包帶出館外。這樣便捷的借

書服務，對讀者而言，加速了借書的

時間；對圖書館而言，更是節省了寶

貴的人力與時間，可以提供讀者更多

精緻服務的細節。不過，目前國內提

供行動借書服務的圖書館仍是不多，

主要為大學圖書館所用。

目前圖書館行動 App也已經發

展出行動借書證的應用，不需攜帶

卡片式借閱證，就能從專屬 App登

入使用帳號、密碼，藉由產生的 QR 

Code或條碼，享有登記使用電腦、

討論間等所有借閱證功能。李誠韜

表示，手機借閱證大致分為 QR 

Code和一維條碼兩種，一維條碼若

遭有心人士偷拍或透過條碼產生器

產生，就會引發借閱證被盜用的風

險，因此目前所設計的 QR Code借

閱證，特別設計安全機制，每次產

生的 QR Code使用有效時間為 10

分鐘，超過時間即作廢，可避免讀

者借閱證被盜用。

圖書館行動 App的借書服務，

還可延伸運用在預約取書的服務上。

App會透過發送訊息通知讀者目前有

哪些預約借閱書籍在預約取書區，並

行動裝置提供便利的閱讀方式。

行動裝置隨時隨地都可以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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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讀者書籍擺放的書架位置，讓讀

者可以自行取書完成借書動作，相當

便利。

不過，也由於只有採用 RFID晶

片的圖書館才能提供相關 App的行動

借書服務，在經費上是個不易跨越的

門檻；因此，目前較少有公共圖書館

提供館內的行動借書服務。未來行動

借書服務該如何普及化，值得深思。

研發 App 
滿足使用需求

雖說行動科技讓讀者可以隨時隨

地的連結的各種資源，但圖書館的著

力有多少 ?

讀者的使用情形又是如何 ?長年

在建構各種系統，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副系統分析師謝順宏表示，在建構

行動通訊圖書館服務時，很多圖書館

認為需要建構圖書館整體的 App才算

是完整提供服務，但是圖書館必須思

考 App的建置是否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或經費在開發與維護上，合不合乎實

際使用效益。

對於想要建構行動服務的圖書

館，謝順宏建議可以評估行動版網

頁的功能是否可以滿足大部分的讀

者需求，再加以思考如何進一步改

行動通訊科技發達，電子書成為新型態的閱讀方式。

「高雄閱讀隨身 GO」App 可讀取書籍條碼，查詢到館藏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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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構 App的服務功能，畢竟很

少讀者使用圖書館的 App會如同使

用臉書一般長時間「粘」在上面，

加上使用者通常不會下載不常使用

的 App，以節省載具的空間。為了

避免「吃力不討好」或是成為幽靈

App的下場，管理階層事前的評估

就成為很關鍵的部分。

目前在各圖書館，行動 App的

建構大致可透過委託外包廠商、由內

部相關部門或經由徵召校內有興趣鑽

研 App的學生、老師共同組成開發小

組等方式，來進行 App的創新應用或

研發設計。

其中，公共圖書館又多以委託

外包廠商的方式，來完成行動 App

的建構。因此，雙方是否能進行有

效溝通，就成為 App是否能打中使

用需求的要素。李誠韜表示，廠商

必須積極了解使用需求，才能協助

圖書館解決問題。例如，進行滿意

度調查、深度訪談、主動詢問需要

協助的困難點等，都是傾聽圖書館

聲音的方式。他舉例，行動藍牙盤

點 App的研發，就是圖書館提供的

回饋。

在推行圖書館服務面的App外，

也必須考量 App的應用是否有助於改

善館員的作業方式。李誠韜指出，圖

書館購買設備經費不足、既有盤點機

功能設計不夠友善，都影響著館員盤

點的作業效率。過往的離線盤點，館

員必須先進行刷書工作，再拿回系統

比對，一旦發現盤點書籍出現問題，

又必須重回擺放書籍的架上再確認一

次，相當不符合作業效益。

李誠韜表示，行動藍牙盤點

App不需購買昂貴的設備，館員的

手機或平板電腦都可化身為盤點機，

可透過不同裝置來進行盤點，只要

能支援藍牙傳輸，再搭配無線藍牙

條碼掃瞄器，行動裝置立刻就是成

為最便利與即時的無線盤點機，甚

至手機鏡頭也能直接作為條碼掃描

器進行盤點；而且館員盤點時不需

回到自動化系統作業，可直接在

App上無限制產生盤點清單，並可

以和自動化系統進行資料即時交換，

當發現盤點書籍出現問題時，可經

由警示聲音或震動等方式，即時提

示館員盤點發生錯誤，使用上相當

友善且便利。

除了圖書的盤點，整書排架的工

作對於流通量大的公共圖書館來說，

「高雄閱讀隨身 GO」提供各分館導航服務。（李誠韜提供）「高雄閱讀隨身 GO」可撥打各分館的電話。（李誠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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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排架作業占據大量的人力與時

間，但是這又是讓讀者順利找到所需

書籍不可或缺的重要基本工作。美國

邁阿密大學充實境研究小組針對圖書

館工作需求，結合擴充實境技術

(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開發

軟體，藉由手機的鏡頭來檢視圖書書

背上的標籤，手機螢幕可即時顯示排

序錯誤的書籍，可說是排架救星。目

前在邁阿密大學藝術與建築圖書館中

已有實際應用，然而這項技術仍有限

制，例如當書籍過薄時無法使用、整

排圖書過多時手機顯示速度也會較慢

等等。

未來圖書館行動 App的應用還

能提供哪些不同的服務？在國外，有

些歷史悠久、館舍建築或館藏具特色

的圖書館，會專門為圖書館建置虛擬

導覽的 App，指引讀者參訪圖書館，

或是讓身處不同地域的讀者也能身歷

其境。像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其圖書

館各館舍的建築內容、館藏、歷史、

設計理念及相關故事，整合於 App

中，讓讀者猶如親身到圖書館一遊。

凌網科技數位內容整合事業處協

理蘇國盛指出，國外有許多行動 App

的應用案例可供國內圖書館作為借鏡

參考，像是結合地方人力資源，推行

人文歷史、地方風情等不同類型的導

覽，並依據數據分析，將適切、客製

化的活動訊息藉由手機推播給讀者等

等。未來圖書館所提供讀者使用的行

動 App應該從館藏查詢、借還書服

務，延伸拓展到活動的推廣面，讓讀

者閱讀視野更寬闊。

台灣雲端書庫 
開創借閱新模式

閱讀，可以各種形式、姿態呈

現，在行動通訊科技發達的年代，數

位閱讀成為新形態的閱讀方式；更重

要的是，行動通訊可以為讀者提供直

接連結數位資料、圖書的窗口，國內

公共圖書館近年來開始提供繁體中文

電子書服務平臺，讓讀者能達到無事

在家坐，書本線上來的境界。

其中，由遠流出版社所開發的

「台灣雲端書庫」備受關注。原因是

遠流與高雄市文化局及高雄市立圖書

館（以下稱高市圖）合作建置的「台

灣雲端書庫 @高雄」，開啟國內公

共圖書館電子書借閱的新模式。

「台灣雲端書庫 @高雄」和圖

書館付費購買擁有文本的作法不同，

是以公共租借權的概念作為計價方

式。平臺就像是租書店一般，讀者

的借閱費由政府按次代付費用，四

分之三的借閱費回饋給作者和出版

社，剩餘費用則作為維護平臺之用，

以保障合理收入；也就是說每當讀

者借一本書，圖書館就必須支付 12

元給「台灣雲端書庫」，其中 3元

用於平臺維護，另外 9元則為出版

透過學習課程指導學生學習使用「台灣雲端書庫 @高雄」。（高雄市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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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與作者的版稅費。

這樣的發想最初來自遠流出版社

創辦人王榮文。他曾分析，紙本書籍

市場不斷萎縮，也不見電子書產業興

起，主因是電子書缺乏良好的商業模

式，投資支出遠高於收入，導致出版

業投資意願不高。公共圖書館必須打

破過去買斷電子書使用權的迷思，改

採按次計費替讀者支付借閱費用，以

避免作者和出版社損失潛在收益，導

致業者不願意賣出暢銷書電子版本，

讀者在電子書內容不夠豐富的狀況

下，也會對借閱電子書興趣缺缺。

前高雄市文化局局長史哲，率先

打破體制，帶領高市圖推動 「台灣

雲端書庫 @高雄」。截至目前國內

已有 13個縣市立圖書館提供「台灣

雲端書庫 @縣市」借閱服務。讀者

只需擁有這些縣市圖書館的借閱證，

就可以免費借閱電子書。

「台灣雲端書庫」擁有 500多

家出版社授權提供 2萬 4,000多本優

質好書，並持續邀集更多出版社參

與。書庫支援跨載具閱讀，從電腦、

平板到手機，皆可使用。至2015 年，

「台灣雲端書庫」使用總人數超過

12萬人，其中 5% 的讀者來自海外

遠流出版社研發的「台灣雲端書庫 Touch!」。

目前共有 13 個縣市擁有「台灣雲端書庫 @縣市」雲端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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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指導小朋友操作「台灣雲端書庫 @高雄」。（高雄市立圖書館提供）

141個國家，可見數位閱讀具有跨越

時空的特性與優勢。

即便如此，公共圖書館要在臺灣

推動數位閱讀，仍有很長一段路要

走。為進一步提升閱讀風氣，圖書館

展開了各式推廣活動。例如高市圖舉

行「智慧走讀 @高雄」系列活動，

包含將行動書車結合遠流出版社的

「台灣雲端書庫 Touch!」，主動進

入社區、學校、醫院、弱勢團體，以

及偏遠地區等亟需閱讀資源的地方，

並協助辦理借書證。只要民眾以行動

裝置掃描「台灣雲端書庫 Touch!」

上的電子書 QR Code，即可快速連

結至電子書平臺「台灣雲端書庫@高

雄」，有辦理高市圖的借閱證，每人

每年可線上免費借閱 60本電子書，

借期一到，系統即自動歸還；「智慧

走讀點線面巡迴活動」是由搭載「台

灣雲端書庫 Touch!」的行動圖書館

在城鄉間巡迴演出；「智慧走讀好書

地圖」則結合高雄市捷運輕軌路網

圖，推出「一站一好書」的概念，七

大列車分屬七大主題，包含旅遊列

車、美食列車、繪本列車、心靈列車、

文學列車、藝術列車和時尚列車，路

網圖每個站點皆連結一本「台灣雲端

書庫 @高雄」電子書，並且提供 QR 

Code讓民眾可以用自己的手機或平

板電腦，直接掃描借閱，感受只有高

雄輕軌可以提供的智慧閱讀新體驗！

高市圖館長潘政儀表示，高雄市

積極投資知識，帶領城市轉型，努力

展現高雄自信多元的美麗閱讀風景，

圖書館不僅重視硬體建設，更同時強

調軟體服務，「智慧走讀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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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更象徵高雄市閱讀推廣的

主動性與多元性，並機動性延伸圖書

館的服務範圍，以走動式服務精神，

讓民眾能以更多樣彈性的方式分享數

位閱讀的樂趣。

數位閱讀到您家 
縮短數位落差

閱讀人口的提升、知識平權的建

構是公共圖書館扮演的重要角色，尤

其是面對偏鄉、弱勢無法負擔購買電

子書閱讀載具設備的族群，圖書館更

是肩負縮短數位落差的使命。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於 2012至 2014年間

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合作，推出「數位

閱讀到您家」電子書載具借閱服務相

關計畫，共有 42所鄉鎮圖書館配合

參加執行計畫，總計提供 468臺平板

電 腦， 安 裝 國 資 圖 的「iLib 

Reader」、「數位閱讀到您家」及光

泉文教基金會贊助的「FunPark」，

期間共計推廣三種電子書閱讀軟體供

各鄉鎮讀者免費借用，希冀帶動數位

閱讀風氣，彌平城鄉數位落差。

從「『數位閱讀到您家』執行成

果效益評估案效益評估報告」中可得

知，2012年平板電腦借用人次共計

3,872 人、 平 均 借 用 率 72.78%；

2013年平板電腦借用人次共計9,396

人、平均借用率 77.04%；2014年平

板電腦借用人次共計 2萬 3,357人、

平均借用率 45.95%。三年來共計 3

萬 6,625人次借用平板電腦，平均借

用率為 65.25%。可從數據中看出每

年平板電腦借用人次都有大幅成長，

唯有借用率在 2014年有下降的情

形。經研究推論造成借用率下降的主

要影響因素，是因為近年來智慧型手

機等行動載具使用逐年普及化、民眾

對平板電腦借閱需求不如以往。

計畫執行結果發現，承辦館的平

板電腦借用政策、辦理推廣活動的類

型及積極性、館方對於推廣活動定義

的認知，是影響借用人次及借用率高

低的主要因素。借用人次或借用率高

的承辦館通常懂得彈性應用借用政

策，例如：苗栗縣南庄鄉立圖書館會

將平板電腦輪流借給偏鄉學校，使更

多學童有機會接觸數位閱讀； 還包

括擁有積極辦理推廣活動的特質，透

過與學校、社區、公所等單位合作推

廣，增加接觸數位閱讀的人數，例如

臺中市新社區圖書館藉由與外部機構

合作，積極辦理數位閱讀的推廣，並

「數位閱讀到您家」仁愛鄉立圖書館利用行動書車推廣平板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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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中、國小舉辦ㄧ般平板電腦及數

位資源相關課程，以及南投縣魚池鄉

立圖書館、仁愛鄉立圖書館等館，利

用行動書車載送平板電腦至學校或部

落進行推廣；雲林縣古坑鄉立圖書館

除了辦理推廣課程，也積極利用在地

媒體進行宣傳；彰化縣芳苑鄉立圖書

館、嘉義縣番路鄉立圖書館則擁有許

多忠實借用讀者（註 1）。

「數位閱讀到您家」電子書載具

借閱服務讓平板電腦不僅是一臺機

器，它代表的更是圖書館閱讀服務的

延伸，可以讓更多的讀者享受不限時

間、地點的閱讀幸福。

數位書牆 
讓閱讀更有溫度

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典藏課長李

毓偉表示，公共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已

進入軟硬整合、跨線上線下（O2O）

的時代，人類社會對於書本知識的概

念已經改變，在商業社會中網路、手

機的交易買賣、媒體廣告等皆已達到

交叉點，意即網路與手機帶來的行動

通訊已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主體。圖

書館應以行動通訊向四面八方的讀者

進行服務。

李毓偉也指出，閱讀電子書十

分方便，借還書等流通作業完全不

需要到館，然而電子書不像實體書

本，容易看得到一個形體，在推廣

電子書的過程需要以跨越虛擬與實

體的方式來進行。於是在新北市立

圖書館新總館籌設時，將五樓數位

資源區規劃一座「數位書牆」，讓

到館的讀者能夠透過與書牆介面的

互動，以觸控方式選擇欲瀏覽的書

籍，或者將悠遊卡借書證放置感應

平臺，由圖書館推薦電子書。選定

欲借閱的電子書後，用手機或平板

安裝的「udn讀書吧」App，掃描

QR Code就可成功借閱。

這是國內首次開發以使用者為中

「數位閱讀到您家」平板電腦。

（註 1：資料來源：吳美美、張維容（2015)。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數位閱讀到您家」 101 -103 年執行成果效益評估案效益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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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數位書牆」，提供讀者電子書

瀏覽與借閱平臺。圖書資料介接專屬

電子書資料庫，待機時書牆畫面會以

典藏書封的形象，由上而下慢慢飄

落，透過資訊視覺化的呈現方式，吸

引讀者駐足觀看，並藉由布滿電子書

封的裝置畫面，凸顯數位時代的科技

氛圍。

當電子書封顯示於「數位書牆」

上，可提供讀者瀏覽、點選、搜尋，

並能透過點擊來查閱電子書書名、

作者、書籍簡介等資訊。也由於書

牆採用多點觸控技術，因此，可提

供 4位讀者同時間在書牆上進行多

人互動的操作。並且電子書可透過

關鍵詞建立彼此間的關聯性，使用

專屬伺服器來抓取書名、出版社、

ISBN、書籍簡介、書封圖案等書籍

資料，經過關鍵字的自動檢索，抓

出每一本書相關的 50個關鍵詞，並

進行書與書之間關鍵字多寡的配對，

形成具關聯性的網絡。此外，書牆

也可以根據使用者身分或來館目的

主動推薦書籍。

這座「數位書牆」將許多暢銷書

以創新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在觸控介

面上的瀏覽動作讓讀者同時感受到傳

統在書架之間找書的體驗，讓看不

見、摸不著的電子書，透過創新機制

產生有溫度的互動。

新北市立圖書館「數位書牆」。

借閱新北市立圖書館「數位書牆」的電子書，必須用手機安裝「udn 讀書吧」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