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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為探討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之成效，首先以圖書館建築與

空間配置、圖書館空間改造以及建築物用後評估三大面向進行文獻探

討，並透過訪談法，瞭解參與臺北市立圖書館空間改造案的館員及建

築師對於空間改造的想法。訪談結果發現圖書館空間改造案的規劃設

計因館舍條件而有所限制，委外採購規範必須根據空間改造案需求詳

細規範權責，最終擬具建議提供公共圖書館日後進行空間改造作業參

考。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library 

space remodeling. First, the literature of library building and space 

allocation, library space remodeling, and building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POE）was reviewed. Secondly, the deapth interview was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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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nderstand the ideas and concepts about public library space 

remodoleing of librarians and architect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space 

remodeling of Taipei Public Library.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planning of 

library space remodeling may vary from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library 

buildings. Therefore the outsourcing procurement specification of library 

space remodoleing needs to be written in detail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 specific project.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undertaking 

public library space remodeling project are proposed for reference. 

【關鍵字 Keywords】 

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用後評估 

Public library, Space remodeling,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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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圖書館不僅是典藏知識的殿堂，更需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提供

使用者舒適的閱讀環境；公共圖書館基於使用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

針對各類型讀者之閱讀需求皆須通盤考量。隨著使用者需求的轉變，

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亦得更加多元化，以吸引讀者多加使用相關

圖書資源，發揮圖書館的功能。 

圖書資訊學者一向重視讀者服務的研究，包含服務工作、內容、

方式及條件等，惟就館舍環境的服務較少提及，過往雖有針對圖書館

建築之「用後研究（對現況的了解和分析）」進行探討，但較少討論

「用後評估（利用評估準則探究問題的影響性和成因）」（陳格理，

2013）。朱家榮（2006）也曾提出若缺少對於圖書館建築的調查研究，

建築師與館方便會不明瞭使用者對於圖書館建築的設計成果是否滿

意，以及其形象是否符合建築師原先規劃的期望。因此，藉由用後評

估的結果與圖書館使用者行為的調查研究，能夠幫助圖書館及建築師

在日後規劃設計上做出適當的判斷。 

在圖書館建築及空間成效的用後評估相關研究中，針對使用者的

探討多以讀者為主，然而「圖書館－讀者－圖書館員」三者一體相互

影響；館員同為使用者，每週使用圖書館的時間至少 40 小時，甚至

參與空間改造的過程，對館舍空間各項設施的設計及使用感受也較一

般讀者深切，因此在用後評估的效益上亦具代表性。故本研究以臺北

市立圖書館 2016 年至 2017 年間曾進行大幅度空間改造的分館及閱

覽室做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方式，與參與空間改造過程的館員及規

劃設計空間改造案的建築師，針對執行情形進一步探討，研究結果除

瞭解空間改造成效，藉由將圖書館員的意見提供給建築師回應，更能

達到真正的回饋及評估效益，以做為日後建築師及公共圖書館空間改

造時之需求規劃參考。 

貳、 文獻分析 

一、 圖書館建築與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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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建築與空間配置的特性 

林光美（2013）認為圖書館建築著重機能性之建築型態，因圖書

館提供讀者的各項服務，須藉由圖書館員的營運管理方式（軟體）及

圖書館的建築空間設施（硬體）所形成的服務介面來達成。尹玫君

（1980）亦認為一所圖書館是否能真正充分發揮其服務功能，圖書館

建築及設備的建置最能客觀地顯示其素質，甚或做為評鑑圖書館的標

準之一。陳本峰（2006）則表示圖書館建築具有專業性，設計上應遵

循適用、靈活、效益、安全、美觀及經濟六項原則。而謝寶煖（1997）

就服務環境對行為的影響情形提及圖書館建築的規劃設計，不僅需要

考慮功能，也要建立相關策略性目標，尤其在讀者服務空間的規劃設

計上，除考量讀者動線，更應就各空間的服務特性及其所賦予的角色

加以考量，以及圖書館期望透過該空間或服務所要傳達的行銷目標。 

在規劃圖書館的空間需求時，需考量到後續的管理，故思考工作

流程的合理性極為重要，包含分析館藏配置是否合理、讀者動線是否

利於館員掌握、相關人力的運用上是否最為精簡等項，好讓圖書館建

築可以發揮其功能。而相關建築設計，也必須由「內部規劃」優先做

起，才能使圖書館結構不致與功能的考量相違背，並以達到人、資料、

系統間相互整合的妥善規劃為目標（楊美華，1992、2000）。李明珠

（1979）也強調一所圖書館的建築要素應考量其服務對象、具有象徵

性或代表性的外觀設計及符合使用者所需的內部結構設置。因圖書館

建築具有長期投資的意義，建築規劃應考量各空間的特性，以利達到

使用價值。因應館藏資料的不斷成長、服務項目的增加，圖書館內部

設計也應充滿彈性，除可透過館舍向外擴充增建的方式增加空間，還

可運用內部服務區塊或家具設備的調整改善之（王逸如，1986）。 

（二） 空間配置的原則及重要項目 

圖書館不僅提供館藏、閱覽、資訊服務，亦須包含可滿足多功能

服務的空間，而其空間配置、動線規劃、閱讀氛圍的營造及館藏的質

與量，都會影響讀者的使用意願，其中重視各服務空間配置位置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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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關係，是規劃設計時的重要原則（薛茂松，2013）。 

針對公共圖書館內部空間設計通則，林金枝（1992）認為應重視

彈性空間、矩形空間、動線規劃、無障礙設計及適應未來發展五大項。

而依國家標準「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內容，圖書館內各建築設備的

規劃與設計，以謀求讀者、館員、圖書資料與家具設備四者最佳整合

為宗旨，並依循四項原則：切合服務要求、利於未來擴展、展現歡迎

氣氛及易於彈性調整。內部空間規劃及家具的設計配置，則應符合八

項基本原則：親近性、便捷性、組織性、舒適性、融通性、適應性、

安全性及經濟性（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995）。杜宜凌（2001）則指出

在數位時代中，圖書館在空間需求的規劃及設計上應重視彈性及多元

性。 

林美齡（1994）表示圖書館建築首重內部規劃，家具設備亦為規

劃中的必要考慮事項。張鼎鍾（1992）認為圖書館內的家具設備在設

計上必須顧及人體工學，並且重視彈性及通應性。而 Pierce（1972）

指出家具設備的選擇必須考量其功能及耐久性，除非有特殊用途，否

則盡可能使用經過研究而設計的標準規格圖書館家具（Pierce, 1972；

鄭鈴慧，1978）。楊曉偉（2006）亦表示家具配置應與圖書館環境相

融合，即使因使用族群、區塊性質的差異而選用不同的顏色或材質，

也需要重視整體性，並考量能滿足讀者使用需求及感受。而俞芹芳

（1990）針對圖書館家具設備的設計則認為應留意功能、結構、材料、

加工、比例、勻稱及美觀舒適七方面。 

此外，電力電路、空調、通風、噪音、照明、載重、天花板高度、

安全措施（含防火、防震、防塵）等項亦是圖書館館舍設計應注意的

項目（張鼎鍾，1992）。俞芹芳（1990）則指出公共圖書館的環境設計

應針對採光、音效、顏色及指標四大面向加以考量。 

針對照明部分，曾淑賢（2008）表示燈具的妥善運用，在兼具美

觀及適當照明度的條件下，可大幅提升圖書館溫馨的閱讀氛圍。張慶

仁（1987）亦指出圖書館的建築設施中特別需要考量燈光設計的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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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顏色。Pierce（1972）也提及照明在圖書館中很重要，理想的照

明亮度為 70 至 100 燭光，且直接和間接光源皆不好，應讓光線從各

角落擴散才不會造成影子，而透過分光擴散裝置可使光線柔和且不刺

眼；因此，光源不應有特定方向，也不必配合家具的方向，因為家具

可以移動，照明卻不能改變（Pierce, 1972；鄭鈴慧，1978）。 

另圖書館指標系統應是動態、不斷前進的，當圖書館服務有所變

動時就應跟著調整，但須保有一致性。透過簡單、清楚地方式傳遞必

要的資訊，創造正面的印象（徐金芬，1988）。陳格理（2005）則進一

步建議指標系統應注意顏色搭配、照明處理、位置、符號加色、雙語

標示及材料選擇六大項。 

而動線也是圖書館建築及空間規劃的重要項目之一。在安排規劃

上必須瞭解館內各單位功能的相互關係，以及讀者與館員的活動型態，

讓空間及運輸路線減少到最低，以提供最大效益，最少干擾的服務（俞

芹芳，1988）。謝寶煖（1988）亦指出圖書館在分析空間關係、規劃動

線時，基本原則為不交叉、不迂迴及不重疊，但更應從讀者、館員及

圖書資料三個觀點來設計；就讀者而言，移動路徑越短越好，故使用

率高的空間宜規劃較短的路徑；而就館員而言，動線的安排影響其工

作效率，故移動較頻繁的垂直或水平路徑皆宜越短越好，但也不能為

了館員方便而造成讀者的不便，間接降低到服務品質。 

綜合上述文獻內容可以發現隨著時代的演進，圖書館的使用成效

因應讀者需求的轉變有所不同，圖書館建築及內部空間在長久使用之

下，各類型空間的大小及配置方式也應適時調整，故若於最初規劃時

即保有彈性原則，則有利後續的運用調配；而妥善運用家具設備、照

明、指標及改善動線，皆是圖書館在營造良好閱讀氛圍的利器。 

二、 圖書館空間改造 

（一）空間改造的因素與方式 

當圖書館面臨館藏量增加、服務項目增設、空間設備改善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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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空間不足的情況時，另蓋新館雖是最徹底的方式，但要找到適宜

的地點及獲得充裕的經費皆不易，而有選擇整修、變更使用、增建或

利用組合式建築等方式代之。其中整修是指在館舍外在建築結構不變

之下，著重內部的重新設計，包含調整空間配置、改善現有設備、重

新粉刷等（陳曉理，1994）。而近年來公共圖書館空間改變的重點以

閱讀氛圍、空間布局及家具設備三部分為主（曾淑賢，2010）。 

針對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工程，郭建華（2007）認為成功的空間

規劃概念包含建築物的特色、室內空間硬體的布置、動線規劃、視覺

指示的呈現及空間美化五個面向。楊美華（2014）也進一步提出空間

設計成功的十個重要元素：吸睛的入口意象形塑、結合在地文化形成

自己的特色、善用戶外景觀、溫馨舒適的閱讀空間、活潑有趣的閱讀

氛圍、精心設計的桌椅家具、大型彩繪的主題牆面、創造符合 E化概

念的資訊空間、五星級的洗手間及天花板的美化裝飾。此外，周孟香

（2010）表示一座圖書館能夠改造成功，積極、認真、用心的館長，

以及地方首長的支持，是計畫推動的靈魂人物及重要推手，而配合度

高的建築設計師，在其設計專業之外，亦能針對館方需求將抽象概念

落實，也是關鍵之一。輔導團委員及縣市文化局的適時輔導與協助，

更是館員執行計畫的強心針。 

（二）建築規劃書 

無論是興建新的圖書館建築，或是既有圖書館建築的更新、再利

用，都需要製作完整的建築規劃書。廣義是指圖書館專業者向政府機

構或民間業主提出一份建築方案的資料內容；狹義所指為建築設計條

件書，即公告徵選建築師時的書面資料，包含建築空間規模、需求空

間的設備及用途、機能、空間位置關係、館員與讀者動線等相關注意

事項。一般而言，建築計畫書的內容須呈現圖書館營運基準、圖書館

建築規劃理念、業主與設計專業的分工方式、圖書館員與建築專業間

的溝通方式，或是徵選建築師的公告及評選辦法（黃世孟，2013）。 

建築規劃書是圖書館和建築師之間得以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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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除可讓建築師明瞭圖書館建築案的範圍和內容，也可藉此了解圖

書館及使用者的想法、需求及期望，並可供雙方討論建築設計時有所

依據，是份影響圖書館在設計、管理、使用及發展上的重要溝通性文

件（陳格理，1993、1995）。 

針對建築規劃書的內容，整理學者指出應包含重要項目如表 1： 

表 1 建築規劃書內容應包含項目表 

學者（發表年代） 包含項目 

喻肇川（1978） 1. 圖書館服務理念及原則 

2. 管理方式 

3. 館藏種類及數量 

4. 空間需求與關係 

5. 各種設備及家具設施的需求 

藍乾章（1988） 1. 圖書館建館目的 

2. 服務項目 

3. 使用族群 

4. 經費 

5. 館藏量 

6. 設備類型與數量 

俞芹芳（1990） 1. 基本資料 

2. 館舍位置資料 

3. 空間需求 

楊美華（1992） 1. 背景資料 

2. 功能標準 

3. 各區域的簡要敘述 

4. 各區域間功能上的相互關係 

5. 建築物在各項技術上的特殊需求 

曾為煌（1996） 1. 圖書館的目標、宗旨、任務 

2. 社區分析（環境、讀者分析） 

3. 組織架構 

4. 館藏 

5. 動線及各區規劃 

6. 設備配置空間 

7. 經費預算 

王振鵠（2005） 1. 圖書館基本資料（館方研擬） 

2. 圖書館服務地區情況（館方研擬） 

3. 圖書館建築需求（館方與建築顧問商酌決定） 

朱家榮（2006）認為建築規劃書是份描述圖書館在建築空間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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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需求的書面資料，透過文字及圖案方式呈現，據以做為和建築師在

討論設計方向時，尋求可行方案及協商的依據，亦可做為館方驗證用

後評估的參考。林光美（2013）亦指出圖書館員同時身為管理者及服

務者，時時需要評估讀者的使用需求與管理方式是否相符，因此累積

了重要且豐富的經驗，在圖書館建築的決策上能夠提供意見給設計者

參考。 

由相關文獻內容可以發現圖書館因應環境變化及服務精進應採

適度的空間改造，無論是透過整建、改建或擴建的方式，皆以營造舒

適迎人的閱讀氛圍並獲得讀者認同為目標。而為達成預期目的，須仰

賴圖書館與建築師的相互合作，一份妥善的建築規劃書不僅是溝通的

關鍵橋樑，亦是決定工程成效的開端。尤其館方若能將空間改造的需

求、目的、現況說明及預期項目等項加以描述，有利建築師掌握確切

資訊，可避免造成認知上的差異，亦有助提升施工品質及使用效益。 

三、 建築物用後評估 

「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研究指的是針對

建築物或建築環境的使用情形，透過客觀且有系統的研究方法，加以

檢測其成效的一種評量方式，藉由使用結果（如：使用者的反應）來

探討造成現況的各種決策因素（如：方法、理念或物件）。此研究方

法於 1960 年代中期在英國興起，由一群社會心理學者和環境行為學

者在環境設計研究的領域中發展而來，後續包含建築師、規劃師、管

理者及其他相關領域學者亦參與相關研究，使其功能及影響性獲得學

術界和社會的關注。是一種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於建築環境

及人（尤其是使用者）的關係進一步深入探究，深受建築師、設計師

及相關領域學者的重視。（陳格理，1993、1997、2013） 

因此，用後評估是透過系統性的方式，彙整圖書館的使用者對使

用館舍各項硬體設施的意見，有利提供館員充分的資料據與建築師溝

通，亦可幫助建築師做出合乎需求及理想的決策，更有助於圖書館建

築經驗的傳承，避免重蹈覆轍，浪費設計資源（杜宜凌，2001）。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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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用後評估不同於建築評論之處在於其重視使用調查、求證數據，從

空間與行為對應關係的調查，去探究使用者的使用情形，以及探討在

關係中的矛盾現象，進由分析、歸納與整理，避免新案例的惡性循環，

建立優良案例的良性循環（黃世孟，1992）。 

Zimring 和 Reizenstein（1981）指出用後評估是為瞭解使用者對

於設計成果的反應，其目的除了及早檢視現有建築物的問題，更可作

為後續設計案的參考（轉引自李琬琬譯，1983，頁 32）。故運用用後

評估的觀點來探討公共圖書館建築設計及規劃的實行成效，便可瞭解

圖書館建築與使用者需求間的落差，提供圖書館日後規劃最佳設計及

營運管理模式，亦可回饋給設計師和館員，以較具客觀的評估架構，

做為未來設計時參考使用（顧蕙蓉，2011）。 

Cakin（1990）認為用後評估的研究方法可採訪談、觀察或問卷

等方式進行（轉引自賴明茂、黃世孟、邱上嘉，2007，頁 121）。Zimring

和 Reizenstein（1981）亦指出常用的用後評估方式為觀察法、訪問法

及攝影法三種（轉引自李琬琬譯，1983，頁 34）。Barrett 和 Baldry

（2003）則將用後評估資料的蒐集方法分為標準化問卷、焦點訪談、

結構化觀察、追蹤、文獻搜尋、研究訪問、檔案紀錄及模擬八種（Barrett 

& Baldry, 2003；湯志民，2005）。Barrett和 Baldry（2003）也建議採

用多種方法勝過單一方法，且評估所得的資料不僅是為了瞭解現今的

情形，更是為了因應組織日後的改變。 

進行用後評估的時間，以該建築環境開始使用後半年至一年為佳，

若超過一年，則該建築環境有可能已經開始有所調整，便會與原先完

工時的樣貌有所差異，間接影響評估的意義及正確性（陳格理，2012）。

而曾淑賢（2010）曾就公共圖書館館舍整修工程自籌備、規劃設計、

工程招標、施工、驗收及保固五階段提出相關注意事項，其中在驗收

及保固階段，認為圖書館館舍在完工結束後約六個月，可進行建築與

空間之用後評估，除瞭解改善成效，亦可評估是否仍有須改善的項目。 

綜合分析文獻內容可以發現用後評估對於各類型建築物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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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後續規劃皆有所助益，具有回饋性價值。以公共圖書館為例，

無論是新建或是進行空間改造的圖書館建築，為瞭解圖書館建築或改

造成果是否符合使用者期望、預期規劃內容是否落實並充分展現設計

理念，應自建築環境開始使用後半年至二年間，進一步透過調查、訪

談、觀察、追蹤等多種方式去加以瞭解、評估為佳。 

參、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探討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成效，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

以該館於 2016 年至 2017 年間曾進行大幅度空間改造之分館及閱覽

室作為研究對象，藉由訪談法的方式，瞭解參與空間改造案的館員及

建築師對於空間改造的想法。 

訪談分兩階段進行，訪談大綱依研究目的編撰問項架構及順序，

並經專家審視後進行。第一階段為館員訪談，訪談內容包含空間改造

參與情形、空間改造成效意見及空間改造建議三大面向，藉由探析館

員參與空間改造案的情形、感受及意見，據以瞭解空間改造案實際執

行成效，經徵詢後共計有 12 位館員接受訪談，受訪者依受訪順序以

編號 L1至 L12代之；第二階段為建築師訪談，訪談大綱聚焦於空間

改造設計理念、空間改造執行情形、館員意見回饋及空間改造建議四

大面向，藉此瞭解建築師的設計理念及執行空間改造工程的經驗分享

及建議，經徵詢後共計有 5位人員接受訪談，受訪者依受訪順序以編

號 A1至 A5代之。 

從相關訪談結果分析後除可瞭解空間改造成效，本研究以館員為

訪談對象，是希望瞭解比一般讀者更長時間在圖書館空間使用的館員

對於空間改造過程及改造後使用的意見，並將其對於空間改造成果的

意見彙整後提供給規劃設計的建築師，藉由建築師回應館員對空間改

造成果的意見，進一步建立完整性的用後評估回饋資料，以期作為日

後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時之規劃參考。 

因用後評估研究常以個案性為主（陳格理，2013），故為全面性

探究空間改造成效及差異性，本研究僅以臺北市立圖書館 2016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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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間曾進行空間改造之部分分館及閱覽室為例，訪談之館員須

為空間改造前後皆在同一館任職者，建築師方面亦限定為曾參與空間

改造案之建築師或該事務所相關人員，是以本研究結果不代表臺北市

立圖書館全體館員及歷年曾參與空間改造案的建築師意見，是以受訪

館別之成效提出相關意見分析。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計訪談 12 位館員及 5 位建築師代表，訪談結果分析節

錄受訪者所述相關內容輔之，館員部分依受訪順序以 L1至L12代之，

建築師部分依受訪順序以 A1 至 A5 代之，並註記相關內容對應逐字

稿起訖行數。館員及建築師訪談結果分析除依研究目的及訪談大綱架

構彙整相關重點，並將空間改造案以工程進行時序為分界點，進一步

分析施工前、中、後三階段，館員及建築師所述相關意見。 

一、 館員訪談結果分析 

館員訪談內容以空間改造參與情形、空間改造成效意見及空間改

造建議三部分為主，並由受訪者意見彙整相關重點如下： 

（一） 空間改造參與情形 

詢問館員於空間改造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擔負的任務，以及針

對空間改造範圍進行的規劃及準備情形，瞭解館員的參與程度及想法。

分析訪談內容得知以下情形： 

1. 依職務屬性差異而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情形 

職務類別為主任者參與程度較完整，如受訪者 L6提及「從開始編

列預算，然後選任建築師，畫圖審閱設計圖說......到工程的督導、驗收全部大概

都是我一個人弄的（L6：5-7）。」一般館員則以支援行政性工作或提供規

劃意見為主，如受訪者 L2及 L10表示「擔任的角色通常就是配合的

角色（L2：4）。」「基本上所有工作是主任分配（L10：7）。」即屬支援行

政性工作，而 L8 所述「我是規劃兒童室，那個還有書架，就是跟我們主任

一起討論怎麼規劃那個書架那個量，要抓幾層（L8：12-13）。」則為提供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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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性質。 

2. 規劃時參酌使用者意見，並視使用優先順序調整 

空間改造的規劃範圍及內容以使用者需求為考量，包含 L1 所述

依讀者反映內容「有些時候是讀者直接在櫃臺反映，不過我們會參考一些就

是歷年來所做的那個滿意度調查（L1：24-25）。」或是如 L7表示藉由館員

平時使用情形討論而定「因為館員同仁之間啊會互相談到館舍有什麼需要改

善的地方，平常就會討論到的，當然我們在跟建築師剛開始的時候，也都是我們

（館員）一起來跟他們（建築師）討論（L7：11-13）。」 

另部分受訪者表示館員與讀者皆為使用者，對於館舍空間實際使

用情形所提建議應被重視，但提供之意見未能全然被採納，如 L3 指

出「每個主任其實在做空改的時候都會問館員的意見，可是我覺得他們其實都

不會尊重館員的意見，他們就只是問一問。……可是我們真的提出來意見的時候，

他們不一定會覺得這是合適的。……我覺得真正的使用人是我們，其實我們最了

解怎樣的狀況會比較好（L3：122-124、126-129）。」對此亦有受訪者表示相

關規劃需以整體性考量，故無法滿足館員的期待，引述 L6 之訪談內

容「一開始做之前我有跟他們講，你們開出來的單我沒辦法全收，我是以整體的

大環境來考量，會以大多數人的這個方向來規劃，真的沒辦法做到你們每一個人

都滿意（L6：346-348）。」 

3. 空間改造前的前置作業需儘早準備 

針對空間改造前的準備作業，如果受訪館的空間改造規模較大，

會有暫停提供服務的時期，且為利工程進行，而須進行圖書打包下架

作業，多數館員提及工程進行前即需儘早規劃抽書、打包事宜，並將

圖書重新分類以利完工後的上架。另空間改造工程前亦需針對財產做

盤點、移轉及報廢等作業。引述 L3提及圖書打包之訪談內容：「其實

我們負責規劃就是每個箱子大概要放多少書，然後最後是由廠商來裝箱的，就是

做前置的整理作業（L3：30-31）。」以及 L6提及財產作業的部分「財產減

損的部分也有做報廢及移轉（L6：22）。」 



圖書館空間改造歷程之意見調查：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 / 徐琬琳、林巧敏 

49 

公共圖書館研究  第 9 期  2019 年 5 月 15 日 頁 36-66 

4. 館員對於工程進行細節無法全然瞭解 

詢問館員在空間改造過程中是否經歷印象深刻的特殊事件或困

難，以及如何去解決，部分館員提及因為對工程進行的細節不瞭解，

僅能交由主任去尋求監造單位處理，並配合辦理相關後續事宜。引述

L12 及 L2 之訪談內容：「困難的事情就是我們不懂建築工程（L12：55）。」

「其實圖我們也看不太懂，就可能要請示主任說那怎麼解決這樣子（L2：68-69）。」 

5. 透過工務會議與建築師及施工廠商管控工程進度及處理方式 

空間改造工程期，為掌握執行情形及確認施工廠商是否依圖說施

作，每週召開工務會議，出席人員包含圖書館、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

三方，尤涉及釐清規劃設計的項目時建築師亦須與會。引述 L1 之訪

談內容：「會討論現在的進度有沒有到原本預定的一個工期，然後實際去看一下

他們（施工廠商）上禮拜整體施作哪一些內容，去確認圖說的項目，…..然後去

討論一下接下來的工期內容，以及他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調配（L1：73-74、77-78）。」 

（二） 空間改造成效意見 

探詢館員認為空間改造後對於工作效率的助益情形，據以瞭解館

員對空間改造成效的看法。訪談分析意見如下： 

1. 營造閱讀氛圍為空間改造的主要目的 

通常閱讀氛圍的營造為空間改造的主要目的，故透過原有區域格

局的調整、設備更新、照明改善等方式進行，如 L6所提及「以空間流

動性及視覺穿透為設計主軸，全部把它改過，從天花板到地板，包含窗戶整個設

備都有重新的調整過，然後整個空間的規劃也重新都有弄過（L6：10-12）。」明

顯是為增加館舍空間之通透性，而改善動線。而 L11 則表示「家具不

一樣，比較有一個有圖書館氛圍的櫃臺這樣子，要不然以前都是辦公桌湊一湊

（L11：74-75）。」是讓館舍設備較符合使用需求。另 L2亦指出，透過

油漆及燈具的改善增加館舍明亮度。 

2. 空間配置、使用材質、採光、照明、家具設備及機電設備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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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關切的 

雖然各館空間改造重點項目不同，但包含空間配置、使用材質、

採光、照明、家具設備及機電設備等皆為館員所重視的項目。引述 L2、

L6、L11 及 L8 之意見「外面的新書區，看起來有一些比較不同於以前我們

可能書櫃就是比較死板的，然後有一些高高低低可以放這樣子（L2：85-86）。」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建築師有跟我說，他是希望嘗試一種新的方式，利用造型書

架與期刊區為鄰（L6：160-161）。」「整個地面換了磁磚，尤其樓梯換了磁磚以

後，亮度有出來，就是進門的整個感覺是亮的（L11：124-125）。」「光線真的是

很重要，因為影響心情……而且會覺得很舒服（L8：104-105）。」 

3. 服務臺及動線的規劃影響館員業務推動 

針對空間改造成果是否對工作效率有所助益，有館員表示因多數

工作時間皆於服務臺，故服務臺的改造、設備及動線的規劃對其較有

所影響。引述 L8 訪談內容：「以前的櫃臺沒有流暢性，就是做事情礙手礙

腳的，……現在就是很流暢，比如主櫃臺在右邊，副櫃臺在左邊，……該放的文

具該放的什麼設備，我都就是標示得很好，……比如櫃臺常用的一些卷宗就放在

比較容易拿到的地方，你不用再說還要再進來（辦公室）拿（L8：114、116-120）。」 

4. 考量使用年限應妥善規劃設備的配置情形 

因空間改造並非年年皆會進行，且相關設備的使用年限較長，故

有館員表示若為固定式的家具設備，則須待使用年限期滿始可汰換，

不利後續空間配置的調度；另為利後續維護清理，家具設備的材質及

顏色應以較耐髒的深色系為主，因此在規劃時須加以考量使用材質及

規模。如 L8認為家具設備顏色宜用深色，引述其訪談內容：「沙發的

那個顏色，我覺得不應該淺色，……我建議是深色的沙發，就是深一點的比如我

們木質的咖啡色啊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淺白色（L8：185-186、189-191）。」 

（三） 空間改造建議 

詢問館員認為在空間改造的過程中，館員應扮演的角色或參與的

情形及相關建議，分析訪談內容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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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館員應積極參與空間改造案的進行 

空間改造案的進行，雖由各館主管做為圖書館方的主要負責人，

參與編列預算、改造範圍規劃設計並與施工廠商及建築師進行協調，

一般館員亦應主動積極參與，包含平時加強紀錄館舍設備使用情形提

供空間改造案規劃參考、空間改造前期透過分工方式有效率地完成前

置作業、工程進行期間協助記錄確認每日施工情形等項。如 L7 表示

「館員平常應該就知道，平常就看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然後可以參考別的單位

的做法，看哪些可能改善還不錯就可以用，參考一下，跟建築師討論（L7：149-

151）。」屬平時紀錄館舍使用情形的範圍；而 L3則針對工程進行期間

的紀錄提出相關意見，引述其訪談內容：「我覺得應該每天都要有人去寫

工作日誌，就是今天廠商做了什麼事情，甚至我覺得應該就是督促工地負責人每

天來告訴我們說，他今天要做什麼樣的工程，然後讓同仁可以去監督（L3：298-

300）。」 

2. 透過教育訓練或經驗分享提升館員對空間改造案的瞭解 

多數館員表示對於空間改造工程的執行不太了解，希望能夠透過

經驗傳承、教育訓練或輔導機制的方式，了解其他曾經進行空間改造

的館在執行上的心得及相關注意事項。引述 L1之訪談內容：「我覺得

也許總館這邊可以開設一些跟工程有關的課程，讓我們可以去了解就是可能一個

空間改造它是怎麼樣去走的。……我們或許會對於廠商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會比

較有概念，那真正如果有工程出到問題或困難的時候，你才會知道怎麼樣去做處

理（L1：174-175、182-184）。」 

3. 重視館員需求 

期許館員積極參與空間改造案的同時，也應同步重視館員的需求，

包含與館員說明規劃方向，並告知各階段應注意事項，以及設計圖說

的內容為何。引述 L11 之訪談內容：「當然主任有他的想法，主任應該可

以放下身段來跟同仁說，我們這個是要怎麼來弄，你們覺得怎樣比較好，因為最

後使用的是館員（L11：245-246）。」 



圖書館空間改造歷程之意見調查：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 / 徐琬琳、林巧敏 

52 

公共圖書館研究  第 9 期  2019 年 5 月 15 日 頁 36-66 

二、 建築師訪談結果分析 

建築師訪談內容以設計理念、執行過程、館員意見回應及未來建

議為主，彙整受訪者意見重點如下： 

（一） 空間改造設計理念 

本研究詢問建築師對空間改造案的設計理念以及圖書館提供的

建築規劃書資訊是否有助於設計。分析訪談內容得知建築師係依各館

特色或由各館提供之空間改造需求說明資料重點項目進行設計，經實

地勘查後始繪製細部設計圖。如 A4提及館藏特色是設計的方向之一，

引述 A4之訪談意見：「大概都是以館藏特色，如果館藏特色有一個主題，那

我們就這個主題來發揮來延伸，這個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A4：567-569）。」 

針對圖書館提供的需求說明，A1 表示其對競圖設計有所幫助，

因為：「館方提供的設計書在前期競圖的時候幫助很大，因為那段時間可能比較

短，所以可以幫助我們在那段期間就是快速地了解館方的需求（A1：36-38）。」

A2則建議內容可增加量化分析的資料：「你們是不是有一個大數據的數據

庫可以去我，假如說我這個分館的人的流量、書的流量是多少去做一個統計，作

為日後分館改善的一個依據，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數據化……很多圖書館內

部的東西幾乎都是量的問題，座位量的問題啊，書的問題啊，書架資料的量，這

個是影響空間改善很重要的前置作業（A2：103-109）。」 

（二） 空間改造執行情形 

詢問建築師在空間改造案中，與圖書館溝通以及工程監造過程，

是否遭遇困難以及如何解決。分析訪談內容得知以下情形： 

1. 工程期間圖書館未暫停開放以及館藏量過多會影響空間改造

的執行 

圖書館為提供讀者服務，即使進行空間改造期間也未全面閉館，

建築師表示此情形對於施工進度有所影響，必須分階段執行相同工序，

增加更多工時。引述 A3 意見：「執行上最大的困難就是裝修過程中，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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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要開館，這對於廠商跟監造來講非常不好，開館是基於服務民眾，但是對於工

程來講是造成很大的殺傷力，......比如說我們工程有牆面、地坪、天花、隔間，

開館佔用的空間就會影響到牆面、地坪、天花、隔間，廠商施工的順序就是隔間

做完做牆面，牆面做完做天花，天花做完做地坪，四個 cycle 輪完他整個工程就

結束了，但是因為這個案子要開館，所以必須同樣的迴圈要多 run 好幾次（A3：

344-346、348-351）。」 

另在館舍使用面積不變的情形下，欲營造更良好的閱讀氛圍對建

築師深具挑戰，雖可透過密集書庫方式將罕用圖書改為閉架典藏，但

書架規格亦會使密集書庫區讓人感到有壓迫感。引述 A3意見：「通常

館內的鐵製書架都蠻高的，就是 5 層、7 層，那麼高的鐵製書架來講的話，它相

對應的那個空間就需要比較寬闊一點，為了多放些藏書然後把這些空間都給限縮

了，導致整個密集書庫區的感覺非常壓迫（A3：126-128）。」 

2. 圖書館主管對空間改造規劃內容熟悉度有助事務推動 

建築師表示因各館館員意見不同，遂由主任負責彙整館員意見再

進行溝通，因此主任的角色顯得重要，而主任對於館務維運的情形及

空間改造規劃內容的掌握度有助於設計上的溝通。引述 A4 及 A5 之

訪談意見：「溝通的過程中，其實是主任的角色會很重要（A4：110-111）。」

「館員的部分的話，大部分我們也都是會蒐集一些意見，然後再跟主任這邊討論

怎麼樣去解決館員這邊的使用需求，因為畢竟我們設計出來的東西當初只是針對

跟主任討論，不見得一定會跟每一個館員討論到，那每個館員的需求也不一定會

符合（A5：53-56）。」 

3. 施工廠商考量成本恐影響施工品質 

因施工廠商係以最低標方式承攬，故有建築師提到施工廠商為考

量成本會有降低施工品質的可能，而為達到空間改造成必須再跟廠商

溝通施作方式。引述 A3之訪談意見：「我們在執行上遇到的困難點，第一

個就是以監造的立場是按照契約按照規範去要求，但就廠商的立場，能少做一點，

利潤就出來了，…..如果這個案子可能會賠錢，至少會想要把它打平，一旦要想

辦法打平，問題就會出來了（A3：36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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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務會議有助提升與圖書館及施工廠商的溝通情形 

為使設計圖說能確實執行，建築師必須連同圖書館與施工廠商共

同針對施工項目加強討論確認細節，並就現場情形加以協調，而透過

每週的工務會議可增加溝通機會並達協調成效。引述 A1之訪談意見：

「每個禮拜都會有工務會議做討論，然後建築師的立場就是我們都還是依契約

的圖說下去做，但是討論的話就會依現況再去做討論調整這樣。……圖說上面的

話也就是要彼此協調，因為廠商他們真正實做的話…他會有一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可能是我們圖面上面表達不夠清楚的，主要就是後續的溝通跟討論很重要（A1：

58-59、65-67）。」 

（三） 館員意見回應 

將館員針對空間改造成果中滿意及不滿意項目的意見提供予建

築師，並請其針對相關回饋意見加以回應，除供建築師瞭解設計內容

是否符合其原先規劃，亦可提升用後評估效益。其中針對館員不滿意

的部分，建築師表示基於整體綜合效益、經費有限及館舍條件限制的

情形而必須將設計方向有所取捨，故與館員預期有所差異，然相關意

見皆將納入後續其他規劃案參考。引述 A1及 A5之訪談意見：「受限

於經費，我們做比較整體改造的就是一樓的部分而已，所以可能其他樓層館員會

覺得沒有這麼整體的改變（A1：164-165）。」「在設計上面我們也是要整體考量，

不見得一定會滿足到每個人需求（A5：332-333）。」 

（四） 空間改造建議 

詢問建築師對於本次承接圖書館空間改造案的感想及後續承接

意願，以及未來或其他建築師承接空間改造案的建議，以瞭解空間改

造案對建築師的影響。分析訪談內容得知以下情形： 

1. 規劃設計應重視使用者需求 

圖書館因使用者類型的不同，相關空間配置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故圖書館的空間改造案除須依各館條件規劃，並重視使用者經驗的回

饋，以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空間。引述 A1 之訪談意見：「我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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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使用者的需求的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像如果說我們一開始事先都沒有

接觸的話，我們一定要先從館員或是主任那邊先提供他們過去使用的經驗，會遇

到什麼問題，或是對未來期許是什麼，這些都是對我們設計的過程中很重要的意

見（A1：235、237-239）。」 

2. 圖書館空間的氛圍及圖書館的溝通情形影響承接意願 

建築師對於後續承接空間改造案的意願，表示圖書館空間的氛圍

以及與圖書館相關人員的溝通情形是影響承接意願的關鍵，尤其空間

改造館的主管是主要聯繫窗口，其想法與態度是建築師在後續承接空

間改造案的考量因素。引述 A4 之訪談意見：「我們其實會覺得可能會在

這個部分影響到的大概是兩個地方啦，第一個就是有時候進到一個空間會不會有

的那種感覺，如果你進到這邊真的很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說我想要怎麼去做它，

而不是只是一個就是單純的制式設計，....再來就是主任這端和館員這端啦，……

我們也很希望花了很大的時間在討論，或者在磨這個設計時，能夠貼近大家想像

的部分，但是如果館方只會說這不是我要的，那挫折就真的會很大（A4：504-507、

622-626）。」 

3. 經費編列應依實際需求加以考量  

建築師指出圖書館針對空間改造案的需求須有優先順序，針對館

舍內部資源於空間改造之後的利用規劃加以評估，並應依館舍實際情

形編列預算，以避免因經費不足而須減少施作項目的情形。引述 A1

及 A3之訪談意見：「有一些東西會因為經費考量，當然就是要先做館方覺得

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有個優先順序這樣（A1：103-104）。」「我是覺得還是要

回歸到源頭館方提的需求是否超出預算太多，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需求提出得再

怎麼明確，…..但是因為預算執行的關係，變成東拿一點西拿一點，慢慢地去做

取捨的時候，變成設計的原有的一個想法都已經慢慢地被侵蝕掉（A3：46-47、

49-50）。」 

4. 調整採購制度以突破公共工程結構的限制性 

建築師指出圖書館空間改造案屬於公共工程性質，故預算有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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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施工廠商的採購制度採取最低標方式易有產生施工品質不佳的

情形，相關條件限制下對於建築師的規劃設計也有所影響，故建議可

調整採購制度如採取統包最有利標，將規劃設計及營造納為同一案，

以提供較完整且品質把關的改造成效。引述 A2 意見：「我是建議如果

以後有機會的話，最好是用統包最有利標，所謂統包最有利標就是說設計跟工程

一起，……現在的制度就是，你去評選一個最好的建築師，然後來找一個最爛的

營造廠，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A2：797-798、826-827）。」 

三、 空間改造執行情形分析 

根據館員及建築師的訪談結果，針對空間改造案的進行以工程時

序為分界加以探討，分為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三個階段，綜合歸

納提出圖書館空間改造的執行意見如下： 

（一） 施工前 

此階段為空間改造案之前置作業期，各空間改造館由單位主管做

為規劃討論及協調工作的專責代表，針對空間改造的需求編列預算並

撰寫規劃需求資料，提供採購單位進行招標作業，徵選建築師參與規

劃設計及後續工程監造；建築師依據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至各館實

地勘查，並與單位主管溝通確認可行方向後繪製細部設計圖，進而提

供圖書館採購單位徵選施工廠商。 

另為利工程進行，多數圖書館須將圖書打包下架，因此必須儘早

規劃抽書、打包事宜，以利完工後的上架作業；且因館舍內各項設備、

財產及物品於施工後的需求性、位置及數量多有所不同，亦須於施工

前完成館內財產盤點、移轉及報廢作業。 

根據館員訪談內容中可發現部分館員表示對工程進行細節無法

全然瞭解，以及當單位主管詢問規劃需求時雖提供有意見，但採納情

形不如預期，因此施工前圖書館內部應針對空間改造範圍、規劃重點、

執行方式及相關前置作業等項充分溝通及說明，以提升館員參與度。 

此外，圖書館所提供的規劃需求資料，對建築師於圖書館評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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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設計前期有所幫助，雖不宜就空間改造的需求規格描述太詳盡以

影響建築師的設計發展，仍應針對圖書館的基本資料及未來發展增加

量化分析的內容，以利建築師規劃設計。 

（二） 施工中 

工程進行期間施工廠商須記載施工情形於施工日誌，而圖書館及

監造雙方亦須掌握進度，因此，透過定期的工務會議，三方得以確認

工程執行是否符合規劃及規範，遇有狀況時也可透過會議進行溝通、

協調，利用會議記錄記錄工程進度及處理方式亦讓後續執行有所依據。 

圖書館雖以單位主管做為空間改造工程中的主要聯繫窗口，亦須

仰賴其他館員協助監督工程並適時記錄工程進行情形，除有利狀況發

生時得以確認問題點，透過記錄資料亦可提供後續經驗傳承及規劃參

考。 

而從訪談內容可以發現工程進行期間考量施工安全及工程進度，

宜全面性閉館以利施作為佳，然因公共圖書館基於服務特性多數無法

全程閉館，對於施工進度便有所影響；或有讀者未留意公告接近施工

現場，令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擔憂，且部分館員亦表示臨時服務區環

境品質不佳，故對於工程進行期間是否得以全面閉館應加以考量。 

（三） 施工後 

空間改造工程結束後即邁入圖書館後續維運階段，因此，為確認

空間改造成效，圖書館可利用滿意度調查的方式瞭解讀者及館員的意

見，另透過持續的記錄評估使用效益，倘後續仍有空間改造機會時，

便能據以提出適切的需求資料供參。 

伍、 結論及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分析訪談內容並對應研究目的、相關文獻後歸納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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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圖書館館員對空間改造的感受及想法 

1. 空間配置、使用材質、採光、照明、家具設備及機電設備是館

員在空間改造過程關注的項目 

由文獻及訪談內容得知圖書館基於提供使用者服務，為提升使用

效益，透過閱讀氛圍的營造以吸引使用者前來，並因應使用者需求和

使用情形而進行空間改造，雖各館空間改造規模及範圍不一，但從館

員對於空間改造項目的意見可以發現，空間配置、使用材質、採光、

照明、家具設備及機電設備等項皆是館員所關切的項目；其中服務臺

的設置、設備跟空間的動線規劃對於業務推動影響甚鉅，以及家具設

備的配置應考量使用年限及後續服務調整的可能以非固著式為宜。 

2. 館員也是使用者，對空間改造案的意見有參考價值 

館員同為使用者，對於館舍空間使用情形甚為瞭解，故當圖書館

有空間改造的機會時能夠提供意見作為規劃的參考。惟有部分館員表

示其所提出的意見未被全然納入，雖由訪談內容亦可瞭解因各館員之

需求類型不同，單位主管與建築師基於空間改造整體綜效必須有所取

捨，定有無法滿足之情形，然仍應加強溝通說明需求規劃重點及意見

無法採納之考量原因，以讓館員明瞭空間改造的重點。 

3. 圖書館員對空間改造工程不甚瞭解，期透過分享及輔導機制

提升參與度 

由訪談內容也得知圖書館員認為其專業非於工程，因此對於空間

改造案的進行有許多不清楚之處，常無法即時處理空間改造工程時會

遭遇的困難，雖各空間改造館可由單位主管負責統籌規劃及溝通事宜，

館員仍期能夠經由經驗分享或教育訓練等輔導機制的方式，瞭解相關

事項以提升參與度，當未來有空間改造機會時便能夠及早準備。 

（二） 建築師參與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的情形及建議 

1. 建築師會依圖書館的特色及空間改造規劃重點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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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在空間改造的規劃設計理念，係以空間改造館的館藏特色

及圖書館的角色定位做為設計的主要出發點，並配合圖書館針對空間

改造提出的需求資料加以規劃。因此，在繪製細部設計圖前，建築師

必須透過實地勘查，並與圖書館員溝通以確認需求在執行上的可行性，

方可繪製出供後續施工廠商參考的設計圖。 

2. 圖書館員對空間改造越熟悉越投入，會越有利於建築師規劃

設計 

在空間改造案的執行過程中，從需求資料、規劃設計至工程監督

等流程，建築師皆需與圖書館有良好的合作關係，而其執行成效更仰

賴圖書館負責統籌的單位主管，透過其彙整館員的意見，將館舍基本

資料、使用情形及各項需求資訊準備充足提供予建築師，因此，建築

師表示圖書館單位主管對於空間改造案的熟悉度，有利於建築師規劃

設計及後續的溝通、討論，工程執行時亦可共同協助監督施工情形。 

3. 詳細清晰的建築規劃書對空間改造案的執行有所助益 

以本研究為例，建築師表示圖書館所提供的規劃需求資料架構雖

較為簡易，但仍對規劃設計有所助益，且因需求規範具開放性，對於

設計發展便不易產生限制性得以展現其創意；惟建議圖書館可針對空

間改造館的基本資料多加提供分析資料，包含館藏量、書架規格、閱

覽席次及流通情形等項，據以瞭解空間改造館未來的發展以及規劃設

計的重點方向。 

4. 現行公共工程採購制度會影響空間改造工程執行品質 

目前臺北市立圖書館空間改造案的採購範圍，可區分為負責規劃

設計的委任建築師、監造工程執行的單位及施工廠商三部分，其中前

兩項多合併為一案辦理採購，且為能有較優質的規劃設計便採用最有

利標方式辦理為主，施工廠商的擇定則以最低標方式辦理。而本研究

在建築師訪談內容中也可發現施工廠商在考量成本的情形下，常有施

工品質僅符合最低規範但仍有許多待改善之處，施工品質不易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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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影響建築師的規劃設計成果及空間改造執行成效，此亦為建築師

認為執行公共工程案時必須有所體察的現象。 

（三） 空間改造用後評估分析 

本研究為探析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成效，利用訪談法的方式，針

對參與空間改造過程的館員及建築師詢問相關問題，瞭解不同身分參

與者的想法，並檢視空間改造成效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由訪談內

容得知空間改造的規劃重點、執行情形、對改造成果的滿意及不滿意

項目、後續空間改造的建議等項，本研究將使用者對空間改造成效的

滿意及不滿意項目提供給規劃設計的建築師參考，並請其予以回應，

可使建築師瞭解規劃設計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及期待，充分達到用

後評估的回饋效益，對於後續其他空間改造案的規劃設計亦有所助益。 

二、 建議 

本研究由相關研究內容分析結果及結論，針對圖書館空間改造後

續執行情形提出以下建議： 

（一） 透過經驗分享、傳承及建立輔導機制，避免重蹈覆轍 

因空間改造並非每年皆會進行，考量館員非專業工程人員、人員

異動情形及各館空間改造需求的差異，建議透過經驗分享、傳承的方

式，讓館員能夠對空間改造的流程有所概念，瞭解其可於空間改造案

中執行的事項為何、相關前置作業的規劃以及突發狀況的處理方式，

另可藉由輔導機制的建立，適時提供空間改造館支援，避免其他單位

重蹈覆轍，影響空間改造成效。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從本研究館

員訪談內容可以知道，館內業於 2017 年間針對空間改造工程等相關

作業規範進行修訂，以利館員參考，此即為輔導機制的建立方式之一。 

（二） 加強記錄館舍使用情形 

館員在空間改造案執行的前、中、後三個階段，皆宜加強記錄館

舍使用情形，尤空間改造前期的規劃內容應說明館舍使用情形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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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項目，館員身為使用者，平日即可加強記錄讀者的回饋意見，並

結合自身使用情形，提供空間改善規劃參考。而於空間改造工程進行

期間，協助記錄工程執行情形，除可掌握工程進度，亦可建立相關檔

案提供其他館員或相關人員參考，以達經驗傳承之效果。另在空間改

造工程結束後，透過記錄館舍使用情形，確認改造成效並藉此建立用

後評估資料。 

（三） 建築規劃書內容應詳列館舍空間基本資料並重視館員的

需求 

由相關文獻及建築師訪談內容可以發現，圖書館所提供的建築規

劃書、需求資料，應說明空間改造的需求、目的、現況說明及預期項

目等項，其中現況說明的內容宜就館舍空間基本資料及使用情形多加

描述，包含館藏量、現有家具設備規格、閱覽席次及流通情形等；此

外，相關規劃內容除考量讀者使用情形，館員的需求亦須同步重視，

以提升工作效益及服務成效。 

（四） 調整採購制度以改善施工品質 

因現有公共工程採購制度於施工廠商的擇定多以最低標方式辦

理，導致施工廠商之施工品質常有不如預期之情形，為改善此一情形，

可視採購案需求及條件調整採購制度，如將規劃設計及施工納為一案，

採統包最有利標的方式辦理，監造案則委託專案管理或由機關自行進

行履約管理，此方式有利讓建築師的規劃設計維持一致性，亦可透過

系統性的管理確保施工品質，以提升改造效益。 

（五） 依契約規範進行權責分工釐清責任歸屬 

臺北市政府參詢行政院公共工程會制定之相關規範，制定臺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適用之「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臺

北市政府，2018），由其內容可以明確知道施工廠商、監造單位、設

計單位及機關權責項目為何，例如施工階段時召開工程協調會議、工

程變更設計及工程爭議處理等項係由監造單位負責辦理，主管機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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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核定。 

根據建築師訪談內容可得知雖然在契約中有相關規範，但建築師

基於監造責任所做之決定反被空間改造館表示不符期待，故圖書館需

求單位宜依權責分工表所界定之責任歸屬，利用相關機制進行溝通及

協調，並尊重相關專業單位的決定，以符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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