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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合作館藏發展及館藏特色之相關理論，以及國內

外合作館藏發展與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之情形，了解我國各

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現況，以及其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

法，希望提出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發展模式，以建立公共圖書館館

藏特色之中長期發展機制，並協助各特色館籌措經費，支援發展館藏

特色。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法兩方面進行。文獻探討方面，

主要是探討有關館藏發展、館藏特色及資源共享之理論，以及我國公

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現況。問卷調查方面，以我國各級公共圖書館為

調查樣本，總計449館，包括國立圖書館3館、省市圖書館66館、縣市

圖書館35館、鄉鎮圖書館345館，計獲得有效問卷327份，回收率為

72.8%。

依據研究目的與方法，本研究發現與結論如下：

一、文獻探討發現與結論

(一)合作館藏發展是現今圖書館發展趨勢之一

(二)公共圖書館不容易建立館藏特色

(三)地方文獻及各級政府出版品可做為公共圖書館館藏主要

特色

(四)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已行之多年

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與結論

(一)國內公共圖書館資源有限且分配不均

(二)我國公共圖書館組織缺乏體系，增加合作障礙

(三)我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未充分發揮功能



一、健全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體系 

二、由專責單位負責規劃全國公共圖書館合作館藏發展 

三、賡續館藏特色發展計畫 

四、建立全國公共圖書館館際互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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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 

每一所圖書館都以館藏能滿足讀者需求為最終目的。不少圖書館

追求自給自足的目標，亦即館藏要達到滿足讀者百分之百的需求，而

這個目標是任何一所圖書館所無法達成的，因為圖書館是不可能有足

夠的財力與人力資源來蒐集所有的新書。另一方面，假使圖書館真正

做好社區分析，也不可能完全掌握或準確地預測讀者的資訊需求。

Saraceric等人(Saraceric, Shaw & Kantor, 1977)及 Gore(Gore, 

1981)都提出圖書館館藏應滿足讀者需求百分之九十的說法。換言

之，即使是最適當的館藏，也還有百分之十的讀者需求無法滿足。因

此，圖書館之間館藏得相互支援，就變的必須而且無法避免了（吳明

德，民80）。 

然而，國內公共圖書館的藏書絕大部份為中文，因此，公共圖書

館，由於館藏重疊性高，橫向的資源分享並沒有實質的意義，各館館

藏的重疊性必然很高，彼此互補性自然很低，也就沒有館藏資源分享

可言。同時建立館藏特色似乎是達成資源分享的一種具體作法，以國

內鄉鎮圖書館及若干文化中心的館藏數量來說，恐怕與滿足讀者的需

求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若有經費，應該是優先增購讀者所需要的館

藏，而不是去建立讀者不一定會感興趣的館藏特色。但這樣的說法並

非否定同類型公共圖書館之間館際互借沒有必要。整體來說，館藏同

質性雖高，但個別的差異必然存在，可以互相借閱或流通的圖書即是

這些少數的館藏。 

臺灣省政府為配合中央政策，落實基層文化建設，以提升省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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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準，自民國七十五年度起推動「臺灣省加強文化建設重要措施」，

至八十年度止已執行二期，共六年。基於第一、二期執行結果之檢討，

審視當時社會之需要，並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之推動，特訂定

「臺灣省加強文化建設第三期重要措施」，以做為八十二年度至八十

六年度推動臺灣省文化建設工作之依據。其中「調整並確立各級社教

機構專業分工，充分發揮其功能」項下，將「建立各縣市立文化中心

圖書館館藏特色資料」及「建立各鄉鎮市區圖書館重點發展特色」列

為執行要點。在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部分，由國立臺中圖書館（原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以下簡稱國中圖）協助各館確立館藏特色主

題，將省教育廳編列之經費依據基本數與人口數分配，各文化中心圖

書館依照確定之主題範圍，蒐集徵集書目，辦理圖書採購，逐年充實，

以建立館藏特色；而各鄉鎮市區圖書館部分則委託國中圖自七十五年

至八十八年止，承辦統一採購圖書贈送鄉鎮圖書館業務。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合以上所言，本研究動機來自以下三方面： 

一、公共圖書館是否有資源可以彼此共享； 

二、公共圖書館是否必須建立館藏特色才能資源共享； 

三、探討我國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體系的模式。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 

一、分析合作館藏發展及館藏特色之相關理論，以及國內外合作

館藏發展與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之情形； 

二、了解我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現況，以及其對於館藏

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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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調查結果，試提出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發展模式，以

建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中長期發展機制，並協助各特色館籌措經

費，支援發展館藏特色。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下列問題： 

一、分析我國公共圖書館目前館藏特色現況，包括是否已訂有館

藏特色政策及主要或預定發展館藏特色，並分析其與各館變項的關

係。 

二、分析我國公共圖書館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包括「是

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

館藏」、「是否願意由上級協助發展館藏特色」，以及「認為發展館藏

特色的困難」等四項意願與看法，並分析其與各館變項的關係。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了解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因此，依據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是針對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以及對

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為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依據研究範圍，本研究限制包括： 

(一)本研究只限於調查公共圖書館之館藏特色現況，不包括其他

類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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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限於館藏特色與發展之調查，不包括館藏使用、維護及評

鑑等方面。 

(三)因全國公共圖書館很多，且遍佈全國北、中、南、東各地，

因此，在方法上未能採用訪談法，實際訪問各公共圖書館。 

 

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計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緒論，敘述問題背景、研究

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及名詞解釋；第二部分為文

獻探討，探討有關合作館藏發展及館藏特色之理論、說明國內外合作

館藏發展情況，以及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情況；第三部分為

研究設計與實施，說明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敘述實施程

序與資料處理，並提出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第四部分是結論與建

議，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的發現，提出建議，供建立公共圖書館

館藏特色之中長期發展機制時之參考。 

本研究進行的步驟如下： 

一、界定研究問題的性質與範圍。 

二、擬定研究計畫大綱。 

三、蒐集相關資料，進行文獻探討，包括： 

(一)分析合作館藏發展及館藏特色之相關理論。 

(二)分析國內外合作館藏發展以及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

色發展之情形。 

(三)提出文獻探討的發現及結論。 

四、設計研究調查，包括： 

(一)編製問卷。 

(二)問卷調查。 

五、研究結果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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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出研究調查的發現及結論。 

第六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的主題為「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訪查﹑研究評估及支

援工作調查」，有關重要名詞的界定如下： 

一、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 

ALA Glossary一九八三年將「公共圖書館」做了以下的定義：「對

地方行政區、地區或地方全體住民，不收取任何費用而提供全盤性圖

書館服務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以公費或私費維持，對其行政區域內

之住民個人不收以任何費用，提供圖書館基本之收藏和基本服務的利

用。不過，對行政區域外居住的使用者，有時酌收費用」(Young & 

Belanger, 1983)。 

南韓「一九九一年圖書館振興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公共圖

書館是指以增進大眾利用資訊、文化活動和終生教育為目的之圖書

館。」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年訂頒之「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要點」壹、總

則第二點：「本要點所稱公共圖書館係指：(一)省(市)立圖書館及直

轄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二)縣(市)立圖書館及縣(市)立文化中心圖

書館；(三)鄉(鎮、市、區)立圖書館。」同要點第三點：「公共圖書

館之設立應配合地方特性與需要，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料及地方

文物等，謀求普遍利用，並提供諮詢服務及推展各項文化與社教活

動。」 

現正在立法院審議中的我國「圖書館法」(草案)第四條：「公共

圖書館：係指以社區民眾為主要服務對象，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

活動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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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稱之「我國公共圖書館」以「公共圖書館營運要點」規

定為主，由於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國立臺中圖書館亦擔負

有公共圖書館之功能，因此，依照隸屬行政區包括中央、省、縣、鄉

四級政府設立之圖書館，其業務為配合地方特色與需要，蒐集、整理、

保存圖書資料與地方文物，以供民眾普遍利用，其功能為服務民眾、

推展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 

二、館藏特色(Special Collection) 

本指某圖書館於普通收藏之外，另依其性質與需要，蒐集某一主

題、或某一形式、或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或某一作家的資料，成

為圖書館特殊的蒐藏，較諸其他圖書館在同一方面的蒐藏更為豐富與

專精，如名人手稿、善本圖書等屬之(胡述兆總編輯，民84)。 

本研究所稱「館藏特色」，指各圖書館依據各館的歷史背景、當

地特色、人文環境、傳統工藝、產業條件及讀者服務等需求，所規劃

出來的館藏主題。 

三、館藏發展(colection development) 

館藏發展係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畫地依據既定政策建立館藏，

並且評鑑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讀者使用館藏情形，以確定能夠

利用館內或館外資源，來滿足讀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 

任何一所圖書館都以滿足讀者需求為目的，透過社區分析，配合

圖書館的目的，圖書館訂定選書政策，以便圖書館能夠依據固定的政

策與原則，從事選書工作。經過選擇的圖書，圖書館利用最有效的方

法，以訂購、贈送或交換的方式，將之蒐集到館。為了保持館藏的活

力，使圖書館有更多的空間來容納新的館藏，圖書館必須將罕用、不

再被使用或不堪使用的圖書，予以淘汰（註銷或移架）。同時，為了 

 

-6- 

 



瞭解館藏強弱，分析館藏使用情形，圖書館要進行館藏評鑑，找出館

藏缺失。 

四、資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 

資訊時代的現象有三：1.資訊爆增；2.科技興起；3.圖書資料價

格提高。由於這些因素，圖書館事業被迫走上自動化的道路。馬丁

(Susan Martin)提醒圖書館員：「圖書館建立網路的主要原因，是要

使資源共享更為成功。」(Martin, 1980)圖書館本來就不應該是孤立

的，一方面學術的研究沒有疆域的界限，另一方面圖書館是有生命的

有機體，「群性」是圖書館的特質，這種思想在資訊時代的今日，無

比重要。 

圖書館合作的主要目的是資源共享，所謂「資源」，根據康特

(Allen Kent)的解釋，可以運用到任何「事物」、「人」和「行動」，

而「共享」則是指有需要時能夠請求支援。貝拉(Allen B. Beaner)

更具體指出，圖書館可以共享的資源為：金錢、人力、技術、紙張、

環境、管理技能、硬體、軟體(沈寶環，民81)。 

綜合以上所述，當二所或二所以上的圖書館同意分享館藏、人

員、設施、計畫等時，即是從事了資源共享。因此，資源共享是一群 

圖書館的合作關係，是未來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趨勢。各級公共圖書館

行政上雖互不隸屬，但同是全民終身學習，及推動知識經濟發展的重

要社教機構，彼此更應透過館際合作的方式，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五、館際合作(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所謂館際合作，就是「兩所以上的圖書館訂立協約，建立各種管

道，使彼此的館藏資料，在合作互惠的基礎上，互通有無，以達到資

源共享的目的。」(胡述兆、吳祖善，民 80)館際合作的工作項目包

括合作採訪、合作編目、合作典藏及館際互借，至於館藏維護、空間

的分享等，都是館際合作廣義所涵蓋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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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氾濫，出版品急遽增加，任何一所圖書館都不可能將所

有的圖書資料蒐集齊全，僅能根據該館的性質及任務，在有限的經費

與人力情況下，就某些主題、某些地區或國家的出版品做重點式的蒐

藏。圖書館為解決無法蒐全資料而帶給讀者不便，圖書館間有了合作

的意願，而走向館際合作的途徑。 

羅森伯倫(Joseph Rosenblum)根據進化論的觀點，將近代圖書館

事業的變化分類為三個時期，他的觀點與圖書館運作的流程完全吻

合： 

1960年代是採購工作的黃金時期 

1970年代是整理工作的時代 

1980年代是參考工作的天下 

如果進一步分析，便會發現羅森伯倫所謂的「採購時期」，也就

是「大館主義」思想達到高潮的時期，圖書館建設的目標是獨善其身

和自給自足；到了「整理時期」，由於資訊科學的興起，科技的進步，

圖書館的中心任務在於訂定整理圖書的標準，例如英美編目規則第一

版、第二版(AACR1, AACR2)的出現，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協調時期；在

「參考時期」裡，一方面經濟的壓力不斷加強，資訊爆增日益嚴重，

另一方面更需考慮太空世紀讀者的需求，同時資訊網路漸趨完善，館

際合作時機因而逐漸成熟，館際關係的變化流程如下： 

競爭→協調→合作(沈寶環，民81)。 

綜上所述，在目前資訊暴增而經費有限的時代裡，必須以資源共

享的方式來提供讀者更好的服務。圖書館從業人員應有一個理念：圖

書資訊被有效的利用，將比是否被典藏重要得多。因此，圖書館為提

高工作效率、促進資源靈活運用、提供讀者適切需要的服務，必須透

過館際合作的方式，才能達到上述目的。 

六、合作館藏發展(coope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合作館藏發展的定義，依據Mosher和Pankake的說法：「係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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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兩所以上的圖書館，經由館藏發展責任上的分配，同意在一定範

圍內，儘數購買可能獲得之資料，以促進資源之共享，避免重複之浪

費。」(Mosher & Pankake, 1983) 

館藏合作發展是世界各國圖書館界汲汲追求的目標之一。各國之

所以尋求館藏合作發展之道，就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基於研究資

源上的考慮，以一館之力已不能因應當前資料暴增的情勢，滿足讀者

的需求，因而研究各館之間合作發展館藏之途；第二是各館現有館藏

基礎薄弱、質量不足，相互配合發展，易於集中運用其人力物力，建

立館藏特色；第三是可充分利用各館資源，發揮最大的服務效果，謀

資源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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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合作館藏發展及館藏特色相關文獻 

一、合作館藏發展 

圖書館間的「館際合作」是現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趨勢。公共圖

書館合作館藏發展應是「館際合作」的範疇，也符合當前我國公共圖

書館的實際需求。在科技與資訊發展一日千里的資訊社會中，身負資

訊的蒐集、處理與保存以便提供讀者利用之使命的圖書館，若要能快

速提供正確資訊，並兼顧其廣博與精深，以因應讀者不同的需求，圖

書館只有積極的尋求各種合作途徑，才能在資料爆漲和財物負擔的雙

重壓力下，共享各類資源，彼此幫助，達到滿足讀者需求的最終目的。

（邵婉卿，民80）「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是一體的兩面，二者

密不可分。館際合作的項目，一般包括：合作採訪、合作編目、合作

典藏、合作培訓人員、館際互借等等，其目的即在以經濟有效的方式

共享彼此的資源。其重要性有（郭文景，民86）： 

(一)節省圖書館經費，避免各館購買太多罕用的資料。 

(二)經由協調與分配，使對負責採購的學科及地區能有效掌握出

版消息，不致遺漏。 

(三)節省各館對同一出版品重複編目所花費的時間和人力。 

(四)合作編目可解決學科專家和語言人才缺乏的問題。 

(五)館際互借在盡量提供讀者完備的資料。 

(六)對於罕用的資料，各館可經由合作儲存節省圖書館的空間。 

「館藏發展」是指依據圖書館之任務與功能，以及讀者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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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鑑定圖書館館藏資料的缺失或不足，並試圖就既有的缺失或不足

尋求改善的過程。圖書館之所以開始注重圖書館的館藏規劃，是由於

資訊爆炸、圖書館館藏「質的考量」與「讀者需求」何者為重之爭論、

館際互借互惠制度的實行，以及財政緊縮的問題。 

Evans提出館藏發展與讀者之間存在的三個定律(Evans, 1979)： 

(一)圖書館服務對象越多，則讀者需求的分歧越大； 

(二)讀者需求的分歧越大，則圖書館合作採訪的需要越大； 

(三)任何一所圖書館都不能完全滿足所有讀者的需求。 

王振鵠教授及吳美美教授指出，我國圖書館現藏資料尚難以滿足

社會需要，其館藏圖書資源發展，往往產生下述異常的現象（王振鵠，

吳美美，民80）： 

(一)即有的圖書館館藏盲目增長，重複採購，僅追求數量的滿

足，而另一方面重要的學科專題資料一片空白。 

(二)各館受到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約，各自為政，彼此長久以來不

相往來，甚至同一系統也缺乏協調。 

(三)全國圖書資源之分配不盡合理，主要集中在北部大都市，未

能均衡發展。 

合作館藏發展是圖書館發展的趨勢之一，世界重要國家政府及圖

書館組織都有計畫地進行分工收集及保存資訊資源的工作。我國在邁

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之際，在圖書館事業發展上，並非只靠可以量化的

各種硬體建設即可，更要充分地為各界人士準備好所需要的資訊。因

此，圖書館收集及提供良好的圖書資訊，也是奠定深厚國立基礎的起

步。為了改善我國目前館藏的品質，提供國民有效的資訊服務，以及

保存重要的資訊資源，應當正視館藏合作發展，因這正是促進國家進

步、發展國力的一項有效辦法。王振鵠教授及吳美美教授從我國圖書

館館藏質與量，以及當前社會對資訊的需求的分析，說明我國亟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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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作館藏發展制度，同時提出我國實施合作館藏發展所應具備的要



素包括（王振鵠，吳美美，民80）： 

(一)合作館藏發展理念與模式 

(二)規劃主體及建立 

(三)館藏分析工具及技術的輔助 

(四)有關法規的改進及研訂 

(五)評估制度之建立 

資源共享的前提是圖書館擁有能與他館分享的資源，而且彼此能

夠互惠的原則之下才能有效地實現。以我國公共圖書館的規模而言，

依其藏書數量及人力，大致可分為大型公共圖書館（如臺北市立圖書

館、國立台中圖書館），中型公共圖書館（如各文化中心圖書館），小

型公共圖書館（如各鄉鎮圖書館）。不論其規模如何，公共圖書館的

藏書絕大部份為中文。由於同類型的公共圖書館館藏同質性高，而且

不容易建立館藏特色，館藏的互補性不足，因此，建立集中式的資源

共享體系才能真正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而由中型公共圖書館擔任支

援的角色（吳明德，民89）。 

同類型的公共圖書館，由於館藏重疊性高，橫向的資源分享並沒

有實質的意義，但這樣的說法並非否定同類型公共圖書館之間館際互

借沒有必要。整體來說，館藏同質性雖高，但個別的差異必然存在，

可以互相借閱或流通的圖書即是這些少數的館藏。 

此外，宋建成副館長認為，大型公共圖書館館藏建設的戰略，可

運用資訊網路科技，對文化共同圈內圖書館館藏建設，做合理分布（布

局）及協調發展，共同合作建設，提供全體國民利用。一方面有整體

的規畫：從事縣市館藏資源建設。各館除分別蒐集地方文獻外，不再

任其自然發展，採分工與合作的合理布局，以全文化共同圈館藏發展

為鵠的。一方面個別的圖書館，可發展「小而美」的館藏，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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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提供有特色的服務，發揮「資源共建共享」的合作精神（宋



建成，民89）。 

二、館藏特色 

所謂「特色圖書館」是指有系統收藏某一主題、學科、領域的圖

書文獻資訊。此種特色圖書館類型繁多，有以本地區經濟及生產具有

優勢的相關學科、專業為依據建立者，如淡水養殖圖書館、服裝圖書

館等；有與本地區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為依據而建立者，如觀光旅遊圖

書館、飲食文化圖書館等。仔細觀察民眾某些方面共同特徵及連帶產

生某方面圖書文獻較顯著大量的需求，從而據以建立特色圖書館，為

民眾經濟及企業活動，提供相應的特色服務，創造較高的經濟效益。 

大型公共圖書館網路服務系統，也應將縣市圖書館所建置具特色

的資料庫納入，形成特色，為本地文化共同圈，乃至全國文化共同圈

的民眾，提供服務。另者，大型公共圖書館也扮演著民眾「資訊素養」

教育中心，提升民眾知識與資訊擷取能力，養成利用的觀念及習慣（宋

建成，民89）。 

建立館藏特色似乎是達成資源分享的一種具體作法。甲館以宗教

為特色、乙館以教育為特色、丙館以商業為特色，以此類推，各館各

有特色，集合在一起即組成完整的館藏，彼此可以互相支援。這樣的

作法可說是一種理想，但不一定合理。所謂館藏特色，應是指主題或

形式具有特色，搜集完整而為他館所不能及者。特色的建立在求資料

的完整，經費的投入必然遠遠超過一般館藏。問題在於，這個具有特

色的館藏是否為本館讀者所特別感到興趣者？每個圖書館都應該將

有限的經費用來購買本身讀者需要的圖書資料，如果本身館藏已經不

能滿足讀者的需求，而又將經費用在建立讀者不一定感興趣或無特殊

需求的特色館藏上，是否合理？公共圖書館館藏的建立是以滿足讀者

目前的需求目的，以國內鄉鎮圖書館及若干文化中心的館藏數量來

說，恐怕與滿足讀者的需求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若有經費，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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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增購讀者所需要的館藏，而不是去建立讀者不一定會感興趣的館



藏特色。（吳明德，民89） 

或謂，各館各有特色，或經協調後分配館藏特色，則讀者將能獲

得保障，透過館際互借，所需資料必有一個圖書館可以提供。這樣的

說法可能過於理想，讀者多希望所需資料在本館即可獲得，並不會積

極利用館際互借。如果大部份的資料都要依賴館際互借，讀者的抱怨

絕對無法避免，圖書館應該努力增加館藏，提高讀者資訊需求的滿足

率，館際互借在圖書館的流通量中所佔的比例不應太高。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建立館藏特色的假設是，各公共圖書

館所服務的讀者之間其閱讀興趣或資訊需求有明顯的差距。目前國內

交通發達，教育普及，媒體傳播無遠弗屆，除少數偏遠地區外，理論

上各地民眾的閱讀興趣與需求應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一本在甲地圖書

館讀者會借閱的圖書，在乙地圖書館應該也同樣會有讀者閱讀。如果

這樣的推論是對的，則前述所謂同類型公共圖書館館藏同質性高就是

很自然的現象，也就不會有特色可言（吳明德，民89）。一般而言，

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特色是以讀者的偏好為主，目前市面語文類書籍暢

銷，尤其是散文、小說等文學類圖書，因此語文類成為多數公共圖書

館的館藏特色。其次，各地方的文化及產業特色，亦成為圖書館配合

地方建設的館藏發展方向（王元仲，民86），需求相同，自然無特色

可言。實際上，館藏的建立也的確應以滿足讀者需求為目的，而不在

於是否要有特色。 

公共圖書館並非學術圖書館，並無必要針對特定的學科或主題建

立完整且有深度的蒐藏。尤其是中小型的公共圖書館，並不一定要有

館藏特色，如果要有特色，則多是指具有社區意義的地方文獻。對公

共圖書館而言，蒐集地方文獻本為重要任務之一，此類資料他館蒐集

不易或無意蒐集，本館若能蒐集完整，自然成為具有意義的特色，也

成為可供館際互借的館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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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宗樺先生在「漫談館藏特色與選書小組」一文中提及，資料爆炸時

代，出版品浩如瀚海，圖書館無法將所有的圖書資料徵集齊全，而且

公共圖書館因服務對象的職業、教育程度與社區結構不一，因此讀者

對圖書館的要求也各自不同。如何運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效

益，去慎選各類優良圖書，使其兼顧民族文化教育及休閒娛樂，並能

滿足讀者求知慾，以發揮圖書館功能，成為公共圖書館業務的成敗關

鍵。所以，未來公共圖書館的政策是走向多元化重點蒐藏，一方面有

效運用經費，一方面配合各社區區位文化，建立館藏特色，以適應未

來趨勢。圖書館應擬定書面選書政策，以說明館藏特色的意義、內容、

範圍，加以確定採訪目標與原則，規劃可行方案，設計好採訪模式，

評估費用與效益，再根據實施準則，按部就班地進行。館藏特色既已

訂定，就必須擬定長程計畫，長時間地實施下去，才能建立完備的專

業藏書領域（熊宗樺，民74）。 

 

三、書面選書政策的擬定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大多數的作者都同意館藏發展政策對圖書館

的館藏發展計畫之管理是基本的，而且是重要的，這個觀念也由於美

國圖書館學會研訂館藏發展綱要，而促使圖書館界的重視。不論圖書

館人力或財力是如何的缺乏，書面選書政策對任何圖書館而言，是一

項需要的工具(Kovacs, 1990)。 

公共圖書館的目的在於使民眾能夠利用館藏繼續教育自己、吸收

新的知識、培養正當的興趣，以及增加職業上的技能等，若圖書館館

員單單憑藉這些空泛的目的，而沒有更明確的原則或標準，恐怕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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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複雜的選書工作。圖書館想要建立並發展適當且有用的館藏，必



須要有正式的選書政策，以確立選擇的原則及範圍，做為選書的依據

或指南。吳明德教授認為正式的選書政策有以下的功能（吳明德，民

80）： 

(一)可以使館員在選書時更趨於一致，強化館藏，並善用圖書經

費； 

(二)使得館員、讀者、行政主管以及其他人士瞭解館藏範圍、性

質與未來館藏發展的計畫； 

(三)提供館內經費分配所需的資料； 

(四)使得館員依據理性及計畫來選擇圖書，瞭解圖書館會選擇那

些圖書，並能解釋為什麼。 

(五)確立館藏的目標為何，使得圖書館據以選擇適當的圖書，以

達成這些目標； 

(六)做為合作採訪、館際互借等館際間合作業務的參考，在缺乏

聯合目錄的情況下，各圖書館可據書面選書政策，瞭解他館館藏。 

(七)做為圖書館與讀者或外界溝通的工具。 

雖然大多數的館員對於書面選書政策並未採反對的立場，但是大

部分圖書館的書面選書政策仍付之闕如。Evans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Evans, 1979)： 

(一)完善的書面選書政策需要許多資料為基礎，而這些資料的取

得需要花費圖書館許多人力與時間； 

(二)書面選書政策還需要時時地評鑑，以適應時尚與現況，而這

也需要花費圖書館許多人力與時間。 

吳明德教授則認為圖書館未制定正式的選書政策，其原因有三

(吳明德，民80)： 

(一) 要費許多時間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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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藏發展政策缺乏彈性； 



(三)缺乏外界的壓力。 

雖然選書政策的制定費力費時，且需要定期檢討並做適當的修

正，以反應社會與讀者需求的變化，然而，若以長期的眼光和行政管

理的角度來看，選書政策可給予館員選書的指引，同時也可避免人情

的壓力，使得圖書館的館藏發展穩定與健全，對公共圖書館而言，實

是利多於弊。要注意的是，選書政策影響著館藏的發展及讀者的利

用，因此，館員、不同背景的讀者及上級主管的參與，才能使選書政

策符合圖書館的目標以及讀者的需求（廖育珮，民79）。 

第二節  國內外合作館藏發展概述 

一、美國 

美國實施合作館藏發展的歷史，可溯至十九世紀末，早在一八九

六年，芝加哥約翰‧克瑞爾圖書館(John Crerar Library)和紐柏利

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便有合作採訪的進行。至二十世紀，並陸

續發展數項知名的合作計畫，以下擇要概述之： 

(一)法明敦計畫(Farminton Plan)及拉丁美洲合作採訪計畫

(Latin American Cooperative Acquisition Program, 簡稱LACAP) 

美國圖書館界於一九四八年實施法明敦計畫，旨在合作蒐羅各國

出版的重要學術著作，希望至少有一本存於美國圖書館中。合作方式

分為兩種：一是指定蒐集學科，另一為指定蒐集地區。各館在圖書採

購入館並分類編目後，即列入國會圖書館的國家聯合目錄，以利進行

館際互借；部分參與法明敦計畫之圖書館，因對拉丁美洲出版品極為

重視，一九五六年於佛羅里達州開會研討後，於一九六０年正式實施

拉丁美洲合作採訪計畫。上述兩項計畫因與後來的其他採訪合作計畫

重複，加上經費緊縮、督導不嚴等因素，均於一九七二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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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80號法案(Public Law 480 Program)及全國採訪編目計畫



(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一九五四年「農業貿易發展暨補助法案」(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授權美國國會圖書館運用外匯採

購外國出版品，並在美國各地擇定寄存圖書館。480號法案係該法案

於一九五八年修正之條款，自一九六一年起實施，採訪範圍包括八個

國家，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共購入一五七五萬件資料，後

來併入全國採訪暨編目計畫。 

一九六五年，美國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授予美國國會圖書館經費，儘可能蒐集世界各國出版之學術研究資

料，並迅速提供書目訊息。該計畫於一九六六年實施，並與國外的國

家圖書館合作，參與本計畫的圖書館約有九十餘所，涵蓋二十四個國

家，蒐集資料遍及歐、亞、非及拉丁美洲，可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全

國性合作採訪計畫。 

(三)北美館藏要覽計畫(North American Collection Inventory 

Project, 簡稱NCIP) 

一九八三年，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共同推動

美加地區圖書館合作，進行北美館藏要覽計畫，旨在發展北美地區研

究資源的線上館藏要覽，協助圖書館進行全面性的館藏協調管理，分

配各館研究資源典藏發展之責任。該計畫自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

止，共分三階段實施，從技術手冊的發展、實地試用、訓練教材的測

試，乃至最後的推廣活動，均有明確的規劃。除上述大型合作計畫之

外，美國圖書館界自一九七０年代開始產生若干區域性圖書館合作

網，並有透過連線發展為全國性合作之趨勢。例如：1972年大紐約

市參考及研究圖書館組織合作採訪計畫(METRO Cooperative 

Acquisition Program)、1974年研究圖書館組織的合作館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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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北伊利諾教學資源合作計畫(NILRC)、1979年TALON專著合作



採 訪 計 畫 (TALON Cooperative Acquisition Program for 

Monographs)1982年「非洲計畫」等。（曾濟群等，民84） 

二、英國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便有不少組織和學者大力提倡館際

合作，然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方有系統性之合作館藏發展活動。

一九四０年代末期，重點在館藏複本之控制，並致力於補充各館館藏

之不足，後來，圖書館界達成協議，採用合作方式完整蒐集英文及外

文圖書。一九四九年，英國圖書館學會的圖書館研究委員會成立「圖

書館圖書、期刊、研究資料合作蒐集的附屬委員會」，至一九五七年

止共提出三份館藏發展報告，將英國圖書館合作構成一個整體。該國

所進行較重要之合作館藏發展計畫包括： 

(一)一九四六年大都會聯合小說儲存計畫(Metropolitan Joint 

Fiction Reserve) 

(二)一九四八年大都會專藏計畫(Metropolitan Special 

Collections Scheme) 

(三)一九五０年東南區域分科專責計畫(South Eastern 

Regional Subject Specialization Scheme) 

(四)一九五一年背景計畫資料(Background Materials Scheme) 

(五)一九五三年威爾斯分科專責計畫(Subject Specialization 

Scheme) 

(六)一九五四年西北區域分科專責計畫(North Western 

Regional Subject Specialization Scheme) 

(七)一九五九年西南區域分科專責計畫(South Western 

Regional Subject Specialization) 

(八)一九六二年全國聯合性小說儲存計畫(National Joint 

Fiction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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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九六六年非洲圖書資料常務會議之地區專責計畫



(Standing Conference of Library Materials on Africa) 

(十)一九六七年國家及大學圖書館常務會議各小組之合作採訪

計畫(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十一)一九六七年日本圖書館小組、東南亞圖書館小組、中國圖

書館小組、斯拉夫及東歐圖書館小組等 

(十二)一九七二年大倫敦錄音資料專責計畫(The Greater 

London Audio Specialization Scheme) （曾濟群等，民84） 

三、日本 

日本的合作館藏發展以大學圖書館的合作期刊館藏發展較著。日

本文部省(Ministry of Education)自一九七七年始，提供經費給各

大學圖書館合作收藏外國自然科學期刊，一九八０年之後，並成立「科

學資訊國家中心」，其主要目的包括：協調促進科學資訊的研究發展、

收集並傳布資訊之目錄及館藏地、提供資訊檢索服務、建立資料庫並

從事教育訓練，在國家中心系統下共有十所大學所組成的「外國期刊

寄存圖書館」，由文部省提供經費，各館分就指定主題收集典藏，形

成國家期刊中心，其主要作法及特色如下： 

(一)期刊經費分三級：第一級分配一般國立大學，第二級分配予

三所區域大學（東北、九州、鹿兒島大學），第三級提供全國利用，

分配予大阪、東京及東京工業大學。第二、三級的六所大學圖書館稱

為「外國期刊主要圖書館」或「外國期刊國家中心」，各館分科分責

採訪生物科學及醫學、農業科學、科學及機械、社會及人文科學等學

術領域之期刊。 

(二) 在行政管理方面並無獨立的組織及人員，外國期刊國家中

心乃分屬於每個大學總館或分館之一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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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部省及外國期刊中心委員會所訂的期刊選擇政策如下： 

1.各外國期刊應有系統且廣泛地採購。 

2.以日本尚未保有的科學期刊為主。 

3.各主題索引及摘要所專門收錄的期刊。 

(四)日本政府雖訂有期刊選擇政策，但各國家中心保有期刊評估

與選擇之權力，並相互協調罕用期刊的分配訂購，實施相當具有成

效。（曾濟群等，民84） 

四、我國台灣地區 

我國台灣地區目前尚未有計畫性的合作館藏發展活動，但曾有合

作採購圖書期刊之事實。民國六十四年起，為有效運用每年補助予國

立大學校院圖書館及研究機構的圖書經費，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統籌辦理外文資料集中採購，除國立大學院校外，

亦有私立大專校院、科學研究中心及科學園區等四十餘單位曾加入此

項集中採購業務，原構想是希望藉由統一採購來減少資料的重複，結

合各館館藏成為完整的全國性研究館藏，不過，因為缺乏完整的規

畫，執行期間一直停留在代理訂購的程度，目前科資中心已停辦本項

統購業務。（曾濟群等，民84） 

在公共圖書館方面，目前台灣地區建立有館藏特色制度的公共圖

書館系統，當以台北市立圖書館為代表，該館為「總館下轄分館」之

體系，採購事權統一，嚴格而論，其館藏特色的建立並不是各獨立館

間合作館藏發展的結果，不過，其實施經驗對本研究仍具參考價值，

因此概述於下： 

台北市立圖書館自民國六十三年起便有藏書特色的規畫，當時以

各館設置「專題書櫃」的方式進行，此後，重點藏書主題幾經改易，

至民國七十四年有十六所分館已制訂館藏主題特色，尚有四所分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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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民國七十五年，北市圖為討論此項政策，乃進行「建立各分館藏

書特色之研究」專案計畫，檢討結果發現以下四項缺失： 

(一)特色制訂不周延； 

(二)各分館特色資料數量不一，未達基本要求而不足以形成特

色； 

(三)特色資料類型侷限於圖書與期刊； 

(四)多數讀者不知道有館藏特色規畫等。 

根據該項研究，該館先於民國七十五年至七十六年間先以九所分

館進行分歧發展計畫，至八十一年起全面建立各分館館藏特色。目

前，該館已訂有館藏發展計畫，開放服務之分館共有三十七所，每一

分館均設有一館藏特色主題，館藏特色主題的制訂乃考量社區特性、

讀者需求及該館館藏發展政策等因素，由「館藏特色輔導小組」來協

助各分館擇定主題，其主題的劃分並非完全以學科來區分，主要可分

為下列五種型態： 

(一)學科主題； 

(二)主題對象（以特定對象的相關資料為蒐藏範圍，如勞工問

題、婦女研究）； 

(三)服務對象（針對有該主題需求讀者所設之特色，如考試、旅

遊等）； 

(四)資料出版型態； 

(五)紀念館（詹雅婷，民87）。 

 

 

 

第三節 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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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中心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 

文化中心圖書館在成立之初為配合「縣市文化中心工作要領」中

規定之應蒐集地方特色的各項圖書資料的任務，均規畫了館藏特色，

以做為保存地方特色之目標。其後，臺灣省政府規劃「臺灣省加強文

化建設重要措施」，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即是充實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

書館，並發展其特色。第三期重要措施中有關於圖書館「館藏特色」

建立的提示，規定在「調整並確立各級社教機構專業分工，充分發揮

其功能」項下，執行重點之第二點及第三點中： 

第二點：「縣市級社教機構—建立各館發展特色，並加強輔導轄

內各社教機構推展社教文化活動。」 

「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建立館藏特色資料。由各縣市政府主

（承）辦；教育廳、省立臺中圖書館協辦；經常辦理。」 

第三點：「鄉鎮市區級社教機構—建立各鄉鎮市區圖書館重點發

展特色；並結合學校、村里社區及民間團體等推展社教文化活動。」 

「由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區公所主（承）辦；教育廳、省立臺

中圖書館協辦；經常辦理。」 

為建立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館藏特色，由國中圖協助各文化

中心圖書館確立館藏特色主題，並將省教育廳編列之經費依據基本數

與人口數分配，各文化中心圖書館依照確定之主題範圍，蒐集徵集書

目，並辦理圖書採購，逐年充實，以建立館藏特色。 

比較文化中心成立之初與實施「臺灣省加強文化建設重要措施」

後之館藏特色，早先的規劃大多著重於當地地方文獻的蒐集，而新的

館藏特色則偏向當地居民的職業特色（林速禎，民86）。 

自八十八年起，各縣市立文化中心紛紛改制為文化局，圖書館亦

隨之改制，館藏特色有小幅更動，根據實際一一訪查，現今各縣市文

化（局）中心圖書館的館藏特色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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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臺灣省各縣市立文化局（中心）圖書館館藏特色表 

縣    市    別 館      藏      特      色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海洋、航運、漁業、國際貿易、涉外史料、水產養殖、

貨櫃。 

臺北縣立圖書館籌備處 陶瓷、音樂、戲劇、舞蹈、園藝、茶葉、石藝。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航空科技、家具、環保。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氣象、天文、食品工業、玻璃工業。 

新竹縣文化局 客家文化、建築藝術。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雕刻藝術、客家文物、陶瓷、茶葉、蠶絲、農產品、
原住民文化。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土地經營、企業管理、臺灣民俗文物。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民俗手工藝（編製為主）。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茶葉、觀光旅遊、竹品、農產、原住民文化、森林、

陶瓷。 

彰化縣文化局 花卉園藝、南北管資料、音樂。 

雲林縣文化局 宗教、農業、石化、藝術。 

嘉義市文化局 教育、天文、中國醫學。 

嘉義縣文化局 水利工程、森林、農漁業。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音樂、戲劇、舞蹈。 

台南市立圖書館 古蹟、禮俗、臺灣志、大陸資料。 

臺南縣文化局 農產、養殖業、化石、工業、音樂、禮俗。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農林、昆蟲、地方戲劇、軍事、客家文獻、工業、觀

光。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山胞文獻、漁牧、自然生態保育、農業、客家文獻。 

宜蘭縣文化局 木材工業、森林、戲劇、觀光、旅遊、水產、漁撈。 

花蓮縣文化局 石藝、觀光。 

臺東縣政府文化局 山胞文獻、考古。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水產、漁撈、海洋資源、臺灣史料、姓氏源流、藝術。 

 

二、鄉鎮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為落實文化建設於基層，以均衡城鄉教育之發

展，自七十三年度起，訂定「促進城鄉教育平衡發展，進一步實現教

育均等理想」計畫，規定「增建鄉鎮圖書館（室），以提升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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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化水準，達到每一鄉鎮均有圖書館室的目標」；另「臺灣省加強 

文化建設第一期重要措施」第一項也明定「普設鄉鎮（市）圖書館，

充實鄉區文化資源」。因此，自七十五至七十七會計年度分三年補助

興建完成一九九所鄉鎮圖書館，建立基層圖書館硬體設施；在軟體方

面，則委託國中圖（原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承辦統一採購圖書贈送

鄉鎮圖書館業務。本贈書案歷經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之「臺灣省加強文

化建設重要措施第二期計畫」（七十八至八十一會計年度）、「臺灣省

加強文化建設重要措施第三期計畫」（八十二至八十六會計年度），及

台灣省政府文化處之「臺灣省均衡文化發展充實文化設施計畫」（八

十七至九十二會計年度），均列為首要措施（林美齡，民88）。詳細

辦理情形及圖書選目比例如表2-2及表2-3。 

其中七十八及七十九年各館除採購一致之書目外，另按各館需求

分農林、漁牧、工商等三種選目，以餘款增購，各受贈鄉鎮圖書館及

其類別如附件三及附件四。 

另依據國中圖歷年訪視輔導各鄉鎮圖書館蒐集各館館藏特色資

料，列表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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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75－87年度贈書鄉鎮圖書館情況一覽表 

會計 

年度 

贈送 

館數 

金額 

(一館) 

決標 

折扣 

種數 

(一館) 

冊數 

(一館) 

備          註 

75 110 250,000 0.6850 1,100 2,200 75-86年度均由教育廳主

辦，省立台中圖書館承辦。 

76 110 250,000 0.6796 1,000 2,000  

77 100 250,000 0.6498 1,206 1,937  

78 136 250,000 0.6824 1,530 2,087 農林83館 

    1,535 2,095 漁牧24館 

    1,587 2,150 工商29館 

79 100 250,000 0.6461 1,644 2,469 農林60館 
    1,646 2,483 漁牧22館 

    1,720 2,544 工商18館 

80 100 250,000 0.6448 1,478 2,264 選目(79年)5館 
    1,789 2,292 選目(80)年95館 

81 100 250,000 0.6288 1,289 書2,053 

錄音帶53 
錄影帶35 

 

82 240 250,000 0.6066 1,160 書2,008 

錄音帶52 

錄影帶41 

 

83 120 500,000 0.6289 2,504 書2,972 

錄影帶80 

 

84 120 500,000 0.6619 2,195 書2,597 

錄影帶55 

書目卡片品質改善，書目資

料亦擴大至包含兒童書。 

85 98 500,000 0.6370 2,000 書2,288 
錄音帶10 

錄影帶59 

開始附贈書目磁片 

86 310 250,000 0.5991 1,155 1,313  

87 327 200,000 0.5999 963 1,018 由省文化處主辦，贈書直接

送達鄉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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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75-87年度贈書鄉鎮圖書館選目比例一覽表 

會計 

年度 

類別比例 餘款增購 

選目比例 

備           註 

75 兒童圖書 20%語文科學社會

科學及哲學宗教及藝術史地

及總類 

無紀錄 每類有4%,8%,16%,20%,32%

五種比例書目，可調整 

76 工具書 20%人文科學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美術 

無紀錄  

77 參考書84% 
兒童書16% 

 

78 

工具書 12%兒童書 18%總類
及哲學及宗教5.6自然科學

9.1%應用科學 10.6％社會

科學 8.6%史地 4.2%語文

26.3美術5.6% 

農林83館 

漁牧24館 
工商29館 

 

79 兒童書 30%其餘各按類適當

比例 

農林60館 

漁牧22館 

工商18館 

 

80 兒童書 30%總類、哲學及宗

教 6.3%自然科學 7%應用科

學 11.9%社會科學 7%史地
4.2%語文28%美術5.6% 

依選目比例  

81 

82 

兒童書(知識性 50%文學性

40%工具書10%) 

依選目比例  

83 

84 

工具書 7%電腦 4%自然科學

8%應用科學 15%社會科學

12%人文科學 25%文學創作

14%兒童書10%視聽資料5% 

依選目比例  

85 工具書 7%電腦 3%自然科學

8%應用科學 15%社會科學

12%人文科學 25%文學創作
14%兒童書10%視聽資料6% 

無餘款增購 餘款繳庫 

86 工具書 7%電腦 3%自然科學

10%應用科學 15%社會科學
12%人文科學 23%文學創作

15%兒童書15% 

無餘款增購 開始徵集文化中心推薦書

目。 

87 工具書 7%電腦 3%自然科學

7%應用科學 12%社會科學
15%人文科學 23%語文及文

學創作18%兒童書15% 

無餘款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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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 

就國內公共圖書館而言，台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市圖）館

藏特色的規劃與管理相當完備，可做為各級公共圖書館規劃與管理館

藏特色時之參考。茲將北市圖館藏特色分規劃與管理兩部分說明如

下： 

(一)館藏特色的規劃 

北市圖的館藏特色發展，最早可追溯至民國六十三年，當時已有

藏書特色的規劃，然而在經營上僅是依據社區環境和特質來對圖書資

料做重點蒐藏。及至民國七十五年底才開始正式著手研擬「館藏特色

執行計畫」，其宗旨在使購書經費能夠作計畫性的有效運用，使各館

藏特色主題能據以系統化的發展，讓各分館在提供一般性的館藏資源

外，亦有能力提供研究性質的特色資料，提升服務層次。民國八十一

年各分館的館藏特色全面建立，目前各分館的特色主題分佈如表2-4： 

表2-4：臺北市立圖書館及各分館館藏特色表 

行 政 區 館    別 館 藏 特 色 備      註 

北投區 稻香分館 農藝  

 北投分館 自然生態保育  

 清江分館 體育  

 吉利分館 動物  

士林區 天母分館 語言學習  

 林語堂紀念

館 

林語堂先生論

著 

 

 士林分館 財經  

 錢穆紀念館 錢穆先生論著  

 社子分館 婦女研究 館舍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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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臺北市立圖書館及各分館館藏特色表（續） 

行 政 區 館    別 館 藏 特 色 備      註 

內湖區 內湖分館 社會福利  

 東湖分館 建築  

 西湖分館 音樂  

大同區 大同分館 聽障資料  

 延平分館 鄉土文化  

 建成分館 台灣史  

中山區 大直分館 大眾傳播  

 中山分館 企業管理  

 長安分館 勞工問題  

松山區 民生分館 親職教育  

 三民分館 美術  

 松山分館 攝影  

 啟明分館 視障資料  

 中崙分館 漫畫  

南港區 南港分館 原住民文化  

萬華區 龍山分館 民間信仰  

 西園分館 中國醫葯  

 東園分館 天文氣象  

 萬華分館 台北史蹟  

中正區 城中分館 家政  

 古亭分館 旅遊  

大安區 總館 綜合性館藏  

 大安分館 中外禮俗  

 道藩分館 文學  

信義區 永春分館 人物傳記  

文山區 景美分館 學校教育  

 木柵分館 法律  

 永建分館 考試銓敘  

 萬興分館 大陸資料  

 文山分館 茶藝  

 力行分館 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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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藏特色的管理 

北市圖館藏資料類型，依儲存媒體形式的不同，分成以下幾類： 

1.印刷資料：包括圖書、連續性出版品、地圖、圖表、圖片、小

冊子、剪輯資料、樂譜及其他印刷形式資料。 

2.未經印刷資料：包括手稿、墨寶、信札、日記、筆記及其他未

經印刷資料。 

3.視聽資料：包括純視覺之圖畫、書法及照片資料，純聽覺之唱

片、錄音帶，純觸覺之點字資料，縮影資料及視聽結合之錄影

帶、影碟資料。 

4.資訊媒體資料：包括電腦磁帶、硬式及軟式磁碟、光學記憶媒

體資料，如雷射唱片CD-DA(Compact Disk Digital Audio)、

光碟唯讀記憶體CD-ROM(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影像光碟(Video Compact Disk)及其他與電腦結合記錄之媒

體。 

5.立體資料及多媒體組件：地球儀、模型、立體圖型及立體藝術

品。 

6.政府出版品。 

雖然館藏資料類型相當多，但隸屬各分館館藏特色主題資料之類

型，除西湖分館為音樂館，林語堂紀念圖書館及錢穆紀念圖書館有未

印刷資料之手稿、墨寶、信札等，啟明分館館藏點字資料外，各分館

大都以圖書、期刊及剪報資料為主。 

在資料的採購上，除各分館有一名採購小組當然成員外，由總館

統一辦理。屬於館藏特色主題之圖書可購置複本，以便讀者借閱利

用。資料的採購以中文為主，外文為輔，而大陸出版品之徵集，則以

館藏特色及各類參考工具書為主。 

在資料的管理上，一般圖書依資料類型及分類法，分入各類，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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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在書架上供讀者使用，屬於館藏特色主題之圖書資料，則另成

立一專區，單獨置放，僅限館內閱覽，而不提供館外借閱；若有購置

複本，才將複本置於一般書架上，與其他各類圖書資料一起流通。在

線上公用目錄的查詢畫面上，各分館館藏特色主題之圖書資料均加註

代碼，以利讀者辨識；並編印「台北市立圖書館特色資料目錄」，供

讀者查詢。而讀者亦可在線上公用目錄查詢時，預約其他分館可外借

之館藏特色圖書資料（林速禎，民86）。 

 

 

 

 

 

 

-31-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了解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建立公共圖書館館藏

特色之中長期發展機制，以協助各特色館籌措經費並支援展館藏特

色，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透過編製有效的調查工具，以全國各級公

共圖書館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普查。根據回收問卷，蒐集客觀而具

體的事實資料，繼之應用適當的統計工具與方法，加以處理及分析，

期能藉由發現的事實，尋求發展的方向。以下謹將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等五部分，逐項敘述

於後。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及對於

建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看法及態度」，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

其研究對象係以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國家圖書館編印之《第三次中華民

國圖書館年鑑》所載公共圖書館部分為主，兼採國立台中圖書館歷年

訪視輔導各級公共圖書館蒐集登錄資料，經比對去除重複，調查樣本

總計449館(參見附錄二)，包括國立圖書館及其分館3館、省立或院

轄市立圖書館及分館 66館、縣(市)立圖書館或文化中心圖書館及其

分館35館、鄉(鎮市區)立圖書館及其分館345館。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根據布夏(C. H. Busha)及哈特(S. P. Harter)的意見，圖書館

學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五大類： 

(一) 實驗研究法(experiment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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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 

(三)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四)作業研究法(operation research)； 

(五)敘述研究法(descriptive research)(Busha & Harter, 

1980)。 

由於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即為我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遍佈全國北、

中、南、東各地，故採調查研究法中，在費用與時間上較為經濟的郵

寄問卷法調查，輔以蒐集並探討相關文獻資料的方式進行研究。 

文獻探討係經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WWW 版》及

ERIC(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WWW版與Telnet

版等線上資料庫檢索查詢相關文獻出處，據以蒐集論文與研究報告，

加以整理分析，用來探討有關館藏發展、館藏特色及資源共享之理

論，以及我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現況，做為檢討改進我國公共圖

書館館藏特色發展時之參考。 

問卷調查法用以探討我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現況，及對於建立

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看法及意願。本研究編製「公共圖書館館藏特

色現況訪查﹑研究評估及支援工作調查問卷」(參見附錄一)做為研究

工具，以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普查，根據回收

問卷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Base 軟體做統計數據之計算，然

後加以分析與討論。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訪查﹑研究評估及支援工作

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之設計主要依據研究目的，並參考相關

文獻，經增刪修正始定稿。本調查問卷共有十四題，主要分為三部分，

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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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問卷第一題至第七題為「基本資料」部分。 

根據研究目的，並期使調查結果具有意義，本問卷希望被調查圖

書館提供圖書館名稱、服務區域人口數、所在地主要產業、館藏資料

量(含圖書、期刊、報紙、錄影帶、錄影帶、光碟資料及其他類型資

料等)、採購書刊經費，以及圖書館自動化建置情況等基本資料。根

據調查樣本特性，明瞭研究對象的背景，藉以分析各探討問題之原因。 

二、館藏特色現況 

問卷第八至第十題為「館藏特色現況」部分。 

此部分問卷內容包括受調查館是否訂有館藏特色政策，如未訂定

是否預定訂定，如已訂定或預定訂定之館藏特色為何，以瞭解現今公

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 

三、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 

問卷第十一至第十四題為「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部分。 

此部分問卷內容包括各館是否願意將館藏提供他館讀者使用、是

否願意與他館合作發展館藏、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

等，並瞭解各館對於發展館藏特色是否感到困難，以及其原因。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調查問卷依據研究目的及參考相關文獻，並徵詢圖書館學專家

學者及測驗專家意見，經擬題、簽奉館長增刪修正後定稿，隨即印製

449份，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廿一日付郵寄送各公共圖書館，自二月

十日起問卷陸續寄回，迄四月七日止總計回收問卷343份，經一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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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並剔除部分問卷，計獲得有效問卷327份，回收率為72.8%。有關

調查問卷回收情形，請參見表3-1。 



表3-1：調查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圖  書  館  類  型 寄出問卷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回收率
(%) 

國立圖書館及其分館       3       2       2      

66.7 

省立或院轄市立圖書館及其分館      66      28      23   

34.8 

縣(市)立圖書館或文化中心圖書館

及其分館 

     35      28      28      

80.0 

鄉(鎮市區)立圖書館及其分館     345     285     274      

79.4 

合                 計     449     343     327      
72.8 

依據有效有效問卷填答圖書館所在縣市行政區域分析，詳細統計

如表3-2。 

表3-2：有效調查問卷圖書館所在縣市統計表 

 國    立 

 圖 書 館 

 省    市 

 圖 書 館 

 縣    市 

 圖 書 館 

 鄉    鎮 

 圖 書 館 
 合    計 類型

 

 

所在縣市 
寄出 有效 

(%) 

寄出 有效 

(%) 

寄出 有效 

(%) 

寄出 有效 

(%) 

寄出 有效 

(%) 

台北市 1 0 

(0.0) 

49 19

(38.8)

    50 19 

(38.0) 

高雄市   17 4

(17.4)

    17 4 

(23.5) 

基隆市    1 0 

(0.0) 

  1 0 

(0.0) 

台北縣    1 1 

(100.0) 

46 30 

(65.2) 

47 31 

(66.0) 

桃園縣    1 1 

(100.0) 

18 17 

(94.4) 

19 18 

(94.7) 

新竹市    2 1 

(50.0) 

  2 1 

(50.0) 

新竹縣    1 0 

(0.0) 

12 12 

(100.0) 

13 12 

(92.3) 

苗栗縣    2 2 

(100.0) 

19 18 

(94.7) 

21 2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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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有效調查問卷圖書館所在縣市統計表（續） 



類型

 

 
所在縣市 

 國    立 

 圖 書 館 

 省    市 

 圖 書 館 

 縣    市 

 圖 書 館 

 鄉    鎮 

 圖 書 館 
 合    計 

台中市 2 2 

(100.0) 

 1 1 

(100.0) 

8 5 

(62.5) 

11 8 

(72.7) 

台中縣    1 1 

(100.0) 

24 24 

(100.0) 

25 25 

(100.0) 

彰化縣    1 1 

(100.0) 

26 24 

(92.3) 

27 25 

(92.6) 

南投縣    1 1 

(100.0) 

12 12 

(100.0) 

13 13 

(100.0) 

雲林縣    1 0 

(0.0) 

20 14 

(70.0) 

21 14 

(66.7) 

嘉義市    3 2 

(66.7) 

  3 2 

(66.7) 

嘉義縣    1 1 

(100.0) 

17 17 

(100.0) 

18 18 

(100.0) 

台南市    9 7 

(77.8) 

  9 7 

(77.8) 

台南縣    1 1 

(100.0) 

32 26 

(81.3) 

33 27 

(81.8) 

高雄縣    2 2 

(100.0) 

31 22 

(71.0) 

33 24 

(72.7) 

屏東縣    2 2 

(100.0) 

34 20 

(58.8) 

36 22 

(61.1) 

宜蘭縣    1 1 

(100.0) 

13 11 

(84.6) 

14 12 

(85.7) 

花蓮縣    1 1 

(100.0) 

13 8 

(61.5) 

14 9 

(64.3) 

台東縣    1 1 

(100.0) 

15 9 

(60.0) 

16 10 

(62.5) 

澎湖縣    1 1 

(100.0) 

5 5 

(100.0) 

6 6 

(100.0) 

合  計 3 2 

(66.7) 

66 23

(34.8)

35 28 

(80.0) 

345 274 

(79.4) 

449 327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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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問卷回收後，除逐一檢視以剔除部分無效問卷，然後加以整理、

編碼，並將原始資料以dBase III+ 登錄，再轉換成ASCII資料檔，

最後將所得ASCII資料檔以SPSS for Windows Base 軟體轉成SPSS

資料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凡是原始資料不全的選項填答，都以遺

漏值(missing values)，即失誤資料(missing data)的方式處理。本

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主要是以下兩項： 

一、次數分配與百分比： 

旨在探討樣本於各題選項中的分佈情形。 

二、卡方(χ２)考驗： 

旨在依據研究目的，瞭解各類樣本於選項填答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 

本調查問卷於卡方考驗上有以下變項： 

一、圖書館類型： 

包括「國立圖書館」、「省市圖書館」、 「縣市圖書館」、 「鄉鎮

圖書館」。 

二、服務區域人口數： 

包括「50,000人以下」、「50,000-100,000人」、「100,001-300,000

人」、「300,001-500,000人」、「500,001-1,000,000人」、「1,000,000

人以上」。 

三、書刊採購經費： 

包括「50,000元以下」、「50,001元-100,000元」、「100,001元

-500,000元」、「500,001元-1,000,000元」、「1,000,000元-5,000,000

元」、「5,00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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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調查樣本特性分析 

本節就回收問卷之圖書館類型、所在縣市、服務對象人口數、所

在地主要產業、各類型館藏資料數量、採購書刊經費、是否建置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及自動化系統來源等加以統計分析，以明瞭研究對象的

背景。 

一、圖書館類型 

依據我國「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要點」第二條：「⋯公共圖書館

係指：(一)省(市)立圖書館及直轄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二)縣(市)

立圖書館及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三)鄉(鎮、市、區)立圖書館。」

由於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自民國八十八年七月起改隸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更名為國立臺中圖書館，同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亦

擔負有公共圖書館之功能，因而，將公共圖書館依照隸屬行政區分為

四種類型：(1)國立圖書館及其分館(以下簡稱國立圖書館)；(2)省立

或院轄市立圖書館及其分館(以下簡稱省市圖書館)； (3)縣(市)立圖

書館或文化中心圖書館及其分館(以下簡稱縣市圖書館)；(4)鄉(鎮市

區)立圖書館及其分館(以下簡稱鄉鎮圖書館)。就回收的327所圖書館

中，國立圖書館有2所，省市圖書館有23所，縣市圖書館有28所，鄉

鎮圖書館有327所。其中以鄉鎮圖書館最多，佔 83.8%，縣市圖書館

次之，省市圖書館再次之，國立圖書館最少，見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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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圖書館類型統計表 

類型 

館數/(%) 

國    立 

圖 書 館 

省    市 

圖 書 館 

縣    市 

圖 書 館 

鄉    鎮 

圖 書 館 
合    計 

館     數 2 23 28 274 327 

百分比(%) 0.6 7.0 8.6 83.8 100.0 

二、所在縣市 

所在縣市是各圖書館隸屬之行政區域，統計見表4-2。就填答的

圖書館中，有 9.5%的圖書館是在台北縣，8.3%在台南縣，這是因為

台北縣共計有縣市及鄉鎮圖書館47所，台南縣有33所。另外台南市

佔縣市圖書館25.0%，是因為台南市立圖書館有總館及七所分館的緣

故。 

表4-2：各類型圖書館所在縣市統計表 

類型 

所在縣市 

國    立 

圖 書 館 

省    市 

圖 書 館 

縣    市 

圖 書 館 

鄉    鎮 

圖 書 館 
合    計 

台北市 

館數(%) 

 19 

(82.6) 

 19 

(5.8) 

高雄市 

館數(%) 

 4 

(17.4) 

 4 

(1.2) 

基隆市 
館數(%) 

    

台北縣 

館數(%) 

  1

(3.6)

30 

(10.9) 

31 

(9.5) 

桃園縣 

館數(%) 

  1

(3.6)

17 

(6.2) 

18 

(5.5) 

新竹市 

館數(%) 

  1

(3.6)

 1 

(0.3) 

新竹縣 

館數(%) 

  12 

(4.4) 

12 

(3.7) 

苗栗縣 
館數(%) 

  2
(7.1)

18 
(6.6) 

20 
(6.1) 

台中市 

館數(%) 

2 

(100.0) 

 1

(3.6)

5 

(1.8) 

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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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各類型圖書館所在縣市統計表（續） 

類型 

所在縣市 

國    立 

圖 書 館 

省    市 

圖 書 館 

縣    市 

圖 書 館 

鄉    鎮 

圖 書 館 
合    計 

台中縣 
館數(%) 

  1
(3.6)

24 
(8.8) 

25 
(7.6) 

彰化縣 

館數(%) 

  1

(3.6)

24 

(8.8) 

25 

(7.6) 

南投縣 

館數(%) 

  1

(3.6)

12 

(4.4) 

13 

(4.0) 

雲林縣 

館數(%) 

  14 

(5.1) 

14 

(4.3) 

嘉義市 

館數(%) 

  2

(7.1)

 2 

(0.6) 

嘉義縣 
館數(%) 

  1
(3.6)

17 
(6.2) 

18 
(5.5) 

台南市 

館數(%) 

  7

(25.0)

 7 

(2.1) 

台南縣 

館數(%) 

  1

(3.6)

26 

(9.5) 

27 

(8.3) 

高雄縣 

館數(%) 

  2

(7.1)

22 

(8.0) 

24 

(7.3) 

屏東縣 

館數(%) 

  2

(7.1)

20 

(7.3) 

22 

(6.7) 

宜蘭縣 
館數(%) 

  1
(3.6)

11 
(4.0) 

12 
(3.7) 

花蓮縣 

館數(%) 

  1

(3.6)

8 

(2.9) 

9 

(2.8) 

台東縣 

館數(%) 

  1

(3.6)

9 

(3.3) 

10 

(3.1) 

澎湖縣 

館數(%) 

  1

(3.6)

5 

(1.8) 

6 

(1.8) 

合  計 

館數(%) 

2 

(0.6) 

23 

(7.0) 

28

(8.6)

274 

(83.8) 

327 

(100.0) 

 

三、服務對象人口數 

服務對象人口數是各圖書館隸屬行政區域內人口數量，依多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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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六個階層： (1) 50,000人以下； (2) 50,000-100,000人； 

(3)100,001-300,000人 ； (4)300,001-500,000人 ；

(5)500,001-1,000,000人；(6)1,000,000人以上。就填答的圖書館

中，有47.8%的圖書館服務人口在5萬人以下，19.9%在5萬至10萬

人之間，這是因為回收的圖書館多為鄉鎮圖書館。服務人口在100萬

以上的圖書館有30所，佔9.3%，是因為省市圖書館之分館其服務人

口以總館計，見表4-3。 

表4-3：各類型圖書館服務對象人口數統計表 

50,000 

人以下 

50,001- 

100,000人 

100,001- 

300,000人 

300,001- 

500,000人 

500,000- 

1,000,000人 

1,000,000 

人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23 

(100.0) 

23 

(7.1) 

縣  市 
圖書館 

 
 

1 
(3.6) 

3 
(10.7) 

3 
(10.7) 

14 
(50.0) 

7 
(25.0) 

28 
(8.7) 

鄉  鎮 

圖書館 

154 

(57.2) 

63 

(23.4) 

29 

(10.8) 

18 

(6.7) 

5 

(1.9) 

 269 

(83.5) 

合  計 154 

(47.8) 

64 

(19.9) 

32 

(9.9) 

21 

(6.5) 

21 

(6.5) 

30 

(9.3) 

322 

(100.0) 

四、所在地主要產業 

所在地主要產業是各受訪圖書館隸屬行政區域內人民主要從事

之產業，依照產業的內容分為：(1)農業；(2)漁業；(3)畜牧業；(4)

礦業；(5)加工製造業；(6)商業；(7)運輸業；(8)通信業；(9)服務

業；(10)其他。就回收321份有效圖書館問卷中，有72.6%的圖書館

所在地主要產業是農業，其次是商業，佔有效問卷的17.4%。「其他」

產業則有「文教區」、「住宅區」、「公家機關」、「觀光業」、「石化業」

及「綜合區」等。見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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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圖書館所在地主要產業統計表 

選項 

館數/(%) 
農業 漁業 畜牧業 礦業 

加工製

造業 
商業 運輸業 通信業 服務業 其他 

館  數 233 38 11 2 35 56 6 5 32 30
百分比(%) 72.611.8 3.40.610.9 17.41.91.6 10.09.3

五、館藏資料數量 

包括「館藏圖書」、「館藏期刊」、「館藏報紙」、「館藏錄影帶」、「館

藏錄音帶」、「館藏光碟」及「館藏其他類型資料」等。 

(一)館藏圖書 

館藏圖書以冊數計，依數量多寡分為七個階層： (1)10,000冊

以 下 ； (2)10,001-20,000冊 ； (3)20,001-30,000冊 ；

(4)30,001-40,000冊；(5)40,001-50,000冊；(6)50,001-100,000

冊； (7)100,000冊以上。其中以2萬至3萬冊之間最多，佔 35.2%，

其次是3萬至4萬冊之間，佔 21.7%；縣市圖書館則在多年經營之下，

有 67.9%館藏圖書在 10萬冊以上。一般而言，圖書館的館藏圖書多

屬中小型規模，見 

表4-5：各類型圖書館館藏圖書統計表 

10,000 

冊以下 

10,001- 

20,000冊 

20,001- 

30,000冊 

30,001- 

40,000冊 

40,000- 

50,000冊 

 50,001- 

100,000冊

100,000 

冊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4

(17.4)

2 

(8.7) 

2

(8.7)

2

(8.7)

11

(47.8)

2 

(8.7) 

23

(7.0)

縣  市

圖書館 

3

(10.7)

1 

(3.6) 

1

(3.6)

4

(14.3)

19 

(67.9) 

28

(8.6)

鄉  鎮

圖書館 

20

(7.3)

41

(15.0)

112 

(40.9) 

68

(24.8)

26

(9.5)

7

(2.6)

 274

(83.8)

合  計 24

(7.3)

44

(13.5)

115 

(35.2) 

71

(21.7)

28

(8.6)

22

(6.7)

23 

(7.0) 

327

(100.0)

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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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藏期刊 

館藏期刊以種數計，依數量多寡分為五個階層：(1)100種以下；

(2)101-200種；(3)201-300種；(4)301-400種；(5)400種以上。其

中以100種以下最多，佔78.6%，其次是100至200種之間，佔 12.2%，

換言之，超過90%的圖書館館藏期刊在200種以下，見表4-6。 

表4-6：各類型圖書館館藏期刊統計表 

  100 

  種以下 

 101- 

 200種 

 201- 

 300種 

 301- 

 400種 

 400 

 種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1 

(50.0) 

 1 

(5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7

(30.4)

12 

(52.2) 

2 

(8.7) 

2 

(8.7) 

23

(7.0)

縣  市 

圖書館 

4

(14.3)

3 

(10.7) 

7 

(25.0) 

4

(14.3)

10 

(35.7) 

28

(8.6)

鄉  鎮 

圖書館 

246

(89.9)

24 

(8.8) 

2 

(0.7) 

2 

(0.7) 

274

(83.8)

合  計 257
(78.6)

40 
(12.2) 

11 
(3.4) 

4
(1.2)

15 
(4.6) 

327
(100.0)

(三)館藏報紙 

館藏報紙以種數計，依數量多寡分為四個階層： (1)10種以下；

(2)11-20種；(3)21-30種；(4)30種以上。其中以10種以下最多，

佔55.5%，其次是11至20種之間，佔31.3%。見表4-7。 

(四)館藏錄影帶 

館藏錄影帶以捲數計，依數量多寡分為五個階層：(1)500捲以

下；(2)501-1000捲；(3)1,001-1,500捲；(4)1,500-2,000捲；

(5)2,000捲以上。其中以 500捲以下最多，佔 57.2%，其次是 501

至1,000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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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各類型圖書館館藏報紙統計表 

10種以下 11-20種 21-30種 30種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數 

(%) 

館數 

(%) 

館數 

(%) 

館數 

(%) 

館數 

(%) 

國  立 

圖書館 

 1

(50.0)

1 

(5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2

(8.7)

5 

(21.7) 

14

(60.9)

2 

(8.7) 

23 

(7.1) 

縣  市 
圖書館 

4
(14.3)

8 
(28.6) 

15
(53.6)

1 
(3.6) 

28 
(8.6) 

鄉  鎮 

圖書館 

175

(64.1)

89 

(32.6) 

9

(3.3)

 273 

(83.7) 

合  計 181

(55.5)

102 

(31.3) 

39

(12.0)

4 

(1.2) 

326 

(100.0) 

之間，佔24.8%；另外，縣市圖書館館藏錄影帶有67.9%在2,000捲

以上。見表4-8。 

表4-8：各類型圖書館館藏錄影帶統計表 

  500 

  捲以下 

 501- 

 1,000捲 

 1,001- 

 1,500捲 

 1,500- 

 2,000捲 

 2,000 

 捲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1

(50.0)

  1 

(5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19

(82.6)

  4 

(17.4) 

23

(7.0)

縣  市 

圖書館 

8

(28.6)

1 

(3.6) 

 19 

(67.9) 

28

(8.6)

鄉  鎮 
圖書館 

159
(58.0)

80 
(29.2) 

24 
(8.8) 

6
(2.2)

5 
(1.8) 

274
(83.8)

合  計 187

(57.2)

81 

(24.8) 

24 

(7.3) 

6

(1.8)

29 

(8.9) 

327

(100.0)

(五)館藏錄音帶 

館藏錄音帶以捲數計，依數量多寡分為五個階層：(1)500捲以

下；(2)501-1000捲；(3)1,001-1,500捲；(4)1,500-2,000捲；

(5)2,000捲以上。其中以500捲以下最多，佔 88.7%，而鄉鎮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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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館藏錄音帶在500捲以下者更高達94.9%。綜合上述受調查圖書館

館藏錄影帶及錄音帶數量顯示，公共圖書館視聽資料館藏量大多在

1,000捲以下；而錄影帶的數量較錄音帶為多，則顯示目前讀者利用

視聽資料的習慣，已逐漸由使用錄音帶轉換為錄影帶。見表4-9。 

表4-9：各類型圖書館館藏錄音帶統計表 

  500 

  捲以下 

 501- 

 1,000捲 

 1,001- 

 1,500捲 

 1,500- 

 2,000捲 

 2,000 

 捲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1

(50.0)

  1 

(5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18

(78.3)

1 

(4.3) 

 4 

(17.4) 

23

(7.0)

縣  市 

圖書館 

11

(39.3)

3 

(10.7) 

5 

(17.9) 

5

(17.9)

4 

(14.3) 

28

(8.6)

鄉  鎮 

圖書館 

260

(94.9)

11 

(4.0) 

 2

(0.7)

1 

(0.4) 

274

(83.8)

合  計 
 

290
(88.7)

15 
(4.6) 

5 
(1.5) 

7
(2.1)

10 
(3.1) 

327
(100.0)

(六)館藏光碟 

館藏光碟包括光碟資料庫及多媒體光碟等儲存電腦化資料之光

碟片，以片數計，依數量多寡分為五個階層：(1)50片以下；(2)51-100

片；(3)101-200片；(4)201-300片；(5)300片以上。其中以 50片

以下最多，有 242所，佔74.0%，顯示多數受調查圖書館電腦化資料

館藏仍不普遍。見表4-10。 

六、採購書刊經費 

包括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會計年度(88年7月至89年12月)

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及電子化媒體等資料訂購費，依多寡分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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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各類型圖書館館藏光碟種數統計表 

 50片以下  51-100片 101-200片 201-300片 300片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19

(82.6)

 2 

(8.7) 

2 

(8.7) 

23

(7.0)

縣  市 
圖書館 

16
(57.1)

 1 
(3.6) 

3
(10.7)

8 
(28.6) 

28
(8.6)

鄉  鎮 

圖書館 

207

(75.5)

32 

(11.7) 

23 

(8.4) 

6

(2.2)

6 

(2.2) 

274

(83.8)

合  計 242

(74.0)

32 

(9.8) 

26 

(8.0) 

9

(2.8)

18 

(5.5) 

327

(100.0)

個 階 層 ：  (1)50,000元 以 下 ； (2)50,001-100,000元 ； 

(3)100,001-500,000元 ；  (4)500,001-1,000,000元 ； 

(5)1,000,001-5,000,000元；(6)5,000,000元以上。就填答的圖書

館中，其採購書刊經費以5萬元以下最多，佔39.3%，其次是 10萬

至 50萬元之間，有27.0%，僅少數在 100萬元以上，顯示大多數的

公共圖書館書刊採購經費偏低， 

表4-11：各類型圖書館採購書刊經費統計表 

50,000 

元以下 

 50,001- 

100,000元 

100,001- 

500,000元 

  500,001- 

1,000,000元 

1,000,000- 

5,000,000元 

 5,000,000 

 元以上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4 

(20.0) 

2 

(10.0) 

5 

(25.0) 

5 

(25.0) 

4 

(20.0) 

20 

(6.3) 

縣  市

圖書館 

3 

(11.1) 

1 

(3.7) 

8 

(29.6) 

7 

(25.9) 

7 

(25.9) 

1 

(3.7) 

27 

(8.5) 

鄉  鎮
圖書館 

122 
(45.4) 

54 
(20.1) 

76 
(28.3) 

9 
(3.3) 

8 
(3.0) 

 269 
(84.6) 

合  計 

 

125 

(39.3) 

59 

(18.6) 

86 

(27.0) 

21 

(6.6) 

20 

(6.3) 

7 

(2.2) 

318 

(100.0) 

-46- 



端視各圖書館所在地政府財政來源及地方首長支持程度而定。見表

4-11。 

七、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包括「是否已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建置自動化系統來

源」，分述如下： 

(一)是否已建置自動化系統 

在填答的圖書館中，已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圖書館有 192

所，佔61.5%，尚未建置者有120所，佔38.5%。見表4-12。 

表4-12：各類型圖書館是否已建置自動化系統統計表 

已建置 尚未建置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23 

(100.0) 

23 

(7.4) 

縣  市 
圖書館 

19 
(70.4) 

8
(29.6)

27 
(8.7) 

鄉  鎮 

圖書館 

148 

(56.9) 

112

(43.1)

260 

(83.3) 

合  計 

 

192 

(61.5) 

120

(38.5)

312 

(100.0) 

(二)建置自動化系統來源 

在填答的圖書館中，與其他圖書館連線的圖書館有 228所，佔

74.0%，其中有 79.9%的鄉鎮圖書館已與其他圖書館或希望與其他圖

書館連線。見表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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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各類型圖書館建置自動化系統來源統計表 

與其他圖書

館連線 

上級補助獨

立建置 

自行建置 其    他 合    計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6)

省  市 

圖書館 

9

(42.9)

2 

(9.5) 

5

(23.8)

5 

(23.8) 

21

(6.8)

縣  市 

圖書館 

12

(46.2)

13 

(50.0) 

1

(3.8)

 26

(8.4)

鄉  鎮 

圖書館 

207

(79.9)

35 

(13.5) 

14

(5.4)

3 

(1.2) 

259

(84.1)

合  計 228
(74.0)

50 
(16.2) 

22
(7.1)

8 
(2.6) 

308
(100.0)

第二節  館藏特色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我國公共圖書館目前館藏特色現況，包括是否已訂

有館藏特色政策及主要或預定發展館藏特色，並分析其是否會因圖書

館類型、服務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一、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已訂有館藏特色政策分析如表4-14所示。 

表4-14：圖書館是否已訂有館藏特色政策統計表 

選項

館數/(%) 
已訂定 尚未訂定 合    計 

館數 106 196 302 

百分比(%) 35.1 64.9 100.0 

由表 4-14可知，在填答圖書館中，有約三分之一的公共圖書館

已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佔 35.1%。而在尚未訂定館藏特色政策的圖書

館中，有約半數的圖書館未來預定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佔 48.5%，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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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所示，其餘51.5%的圖書館則不準備訂定，原因包括：「館舍

狹窄」、「經費不足（有限）」、「缺乏圖書館專業人員」、「希望提供多

元服務」、「沒有特定讀者群」、「無法符合（滿足）大多數讀者需求」、

「將使館藏缺乏彈性」、「無特殊之主題」等。 

表4-15：未來是否預定訂定館藏特色政策統計表 

選項

館數/(%) 
預定訂定 不訂定 合    計 

館數 95 101 196 

百分比(%) 48.5 51.5 100.0 

二、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與圖書館類型之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訂有館藏特色政策與圖書館類型之關係，經

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16所示。 

表4-16：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與圖書館類型之關係 

已訂定 尚未訂定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2 

(0.7) 

   

省  市 

圖書館 

17 

(94.4) 

1

(5.6)

18 

(6.0) 

65.04** 3 4.9×

10－1４ 

縣  市 
圖書館 

24 
(80.0) 

6
(20.0)

30 
(9.9) 

   

鄉  鎮 

圖書館 

65 

(25.8) 

187

(74.2)

252 

(83.4) 

   

合  計 106 

(35.1) 

196

(64.9)

302 

(100.0) 

   

**
P<0.01 

由表4-16可知，自由度＝3時，χ２≦65.04的機率小於 0.01，

顯示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會因圖書館類型的不同而有顯著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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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與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訂有館藏特色政策與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

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17所示。 

表4-17：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與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係 

已訂定 尚未訂定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人以下 

33 

(22.1) 

116

(77.9)

149 

(50.3) 

   

   50,001- 

  100,000人

21 

(35.0) 

39

(65.0)

60 

(20.3) 

38.97** 5 2.4×

10－7 

  100,001- 

  300,000人

21 

(55.3) 

17

(44.7)

38 

(12.8) 

   

  300,001- 

  500,000人

8 

(32.0) 

17

(68.0)

25 

(8.4) 

   

  500,000- 
1,000,000人

8 
(72.7) 

3
(27.3)

11 
(3.7) 

   

1,000,000 

人以上 

11 

(84.6) 

2

(15.4)

13 

(4.4) 

   

合  計 102 

(34.5) 

194

(65.5)

296 

(100.0) 

   

**
P<0.01 

由表4-17可知，自由度＝5時，χ２≦38.97的機率小於 0.01，

顯示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會因服務區域人口數的不同而有

顯著的差異。 

四、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與採購書刊經費之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訂有館藏特色政策與採購書刊經費之關

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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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與採購書刊經費之關係 

已訂定 尚未訂定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元以下 

23 

(20.2) 

91

(79.8)

114 

(38.4) 

   

   50,001- 

  100,000元

15 

(29.4) 

36

(70.6)

51 

(28.3) 

31.88** 5 6.0×

10－6 

  100,001- 

  500,000元

36 

(42.9) 

48

(57.1)

84 

(28.3) 

   

  500,001- 

1,000,000元

12 

(52.2) 

11

(47.8)

23 

(7.7) 

   

1,000,000- 
5,000,000元

12 
(60.0) 

8
(40.0)

20 
(6.7) 

   

5,000,000 

元以上 

5 

(100.0) 

0

(0.0)

5 

(1.7) 

   

合  計 103 

(34.7) 

194

(65.3)

297 

(100.0) 

   

**
P<0.01 

由表4-18可知，自由度＝5時，χ２≦31.88的機率小於 0.01，

顯示公共圖書館訂定館藏特色政策會因採購書刊經費的不同而有顯

著的差異。 

六、主要或預定發展館藏特色分析 

在已訂定或預定訂定館藏特色的公共圖書館中，所填列之館藏特

色主題眾多，歸納後可分為以下五大類： 

(一)依內容主題分：包括語文、社會科學、美術（藝術、書畫）、

運動休閒（釣魚）、國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環保、生態保育、

傳記文學、管理科學、法律、政治、軍事、昆蟲、園藝、電腦、教育、

家政、企業管理、行銷、商業、電影、中醫、大眾傳播以及國民禮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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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資料形式分：有視聽資料、留學資料、大陸出版品、政府

出版品、兒童圖書、日據時代字典及善本、空大用書、電子書等各種

資料形式。 

(三)依當地產業分：有農業（農業發展）、漁業、畜牧業、養殖

業、礦業、觀光（旅遊）、森林（木材）等當地主要產業。 

(四)依地方特色分：包括地方戲劇（戲曲）、航空科技、茶葉、

文旦柚、木雕、竹藝、家具、陶瓷、編織、藺草、蠶絲、寶石、石藝、

鄉（縣）志（本鄉鄉土文化資源）、地區性文獻（文物、圖片、文件）、

溫泉、海洋資源等地方特色。 

(五)依當地族群分：有客家文化、原住民特色（文化）、山地文

物、本土文化（臺灣文史）等族群文獻資料。 

綜上觀之，各公共圖書館訂定或預定之館藏特色內容可說是五花

八門，且沒有一個基準，範圍有大有小，例如有些圖書館以包含於社

會科學的教育或政治為館藏特色，有的圖書館則以大類的社會科學為

館藏特色，更有一些圖書館的館藏特色多達八項以上，反而看不出其

特色。 

七、討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公共圖書館有約三分之一（35.1%）

的公共圖書館已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且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區域人

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的不同，而影響是否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一般而

言，有多達94.4%的省市圖書館與 80.0%的縣市圖書館已訂有館藏特

色政策，而只有25.8%的鄉鎮圖書館訂有館藏特色政策；在服務區域

人口數方面，調查顯示服務區域內人口數越多，其區域內之公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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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已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者有越多的趨勢；在採購書刊經費方面，調查

也顯示採購書刊經費越充裕的公共圖書館，其已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也

有越多的趨勢。 

此外，在其餘三分之二（64.9%）尚未訂定館藏特色政策的圖書

館中，有約半數（48.5%）的圖書館未來預定訂定館藏特色政策，另

外半數（51.5%）的圖書館則不準備訂定，原因有：「館舍狹窄」、「經

費不足（有限）」、「缺乏圖書館專業人員」、「希望提供多元服務」、「沒

有特定讀者群」、「無法符合（滿足）大多數讀者需求」、「將使館藏缺

乏彈性」、「無特殊之主題」等。 

第三節  公共圖書館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分

析 

本節主要探討我國公共圖書館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包

括「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

作發展館藏」、「是否願意由上級協助發展館藏特色」，以及「認為發

展館藏特色的困難」等四項意願與看法，並分析其是否會因圖書館類

型、服務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顯著的差異。 

一、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將自己的館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

用」，分析如表4-19所示。 

表4-19：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 

選項

館數/(%)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館數 260 35 295 

百分比(%) 88.1 1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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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9可知，我國公共圖書館對於「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

用」的意願以「願意」居多，佔 88.1%，不願意者原因有：「鄉鎮圖

書館人力有限」、「鄉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尚未建構完成」、「館藏量嚴

重不足」、「往往追討不回來」、「空間無法容納」等。 

二、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圖書館類型的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將館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

圖書館類型的關係，分析如表4-20所示。 

表4-20：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圖書館類型的關

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0

(0.0)

2 

(0.7) 

   

省  市 

圖書館 

17 

(89.5) 

2

(10.5)

19 

(6.5) 

 0.94   3 0.8155 

縣  市 

圖書館 

26 

(92.9) 

2

(7.1)

28 

(9.6) 

   

鄉  鎮 

圖書館 

214 

(87.7) 

30

(12.3)

244 

(83.3) 

   

合  計 259 
(88.4) 

34
(11.6)

293 
(100.0) 

   

由表4-20可知，自由度＝3時，χ２≦0.94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

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三、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服

務區域人口數之關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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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1可知，自由度＝5時，χ２≦5.86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意願不會因服務區域人

口數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表4-21：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服務區域人口數

之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人以下 

130 

(89.0) 

16

(11.0)

146 

(50.7) 

   

   50,001- 

  100,000人

51 

(89.5) 

6

(10.5)

57 

(19.8) 

 5.86   5 0.3203 

  100,001- 

  300,000人

32 

(86.5) 

5

(13.5)

37 

(12.8) 

   

  300,001- 

  500,000人

20 

(80.0) 

5

(20.0)

25 

(8.7) 

   

  500,000- 
1,000,000人

8 
(72.7) 

3
(27.3)

11 
(3.8) 

   

1,000,000 

人以上 

12 

(100.0) 

0

(0.0)

12 

(4.2) 

   

合  計 253 

(87.8) 

35

(12.2)

288 

(100.0) 

   

四、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採購書刊經費之關係分

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採 

購書刊經費之關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22所示。 

由表4-22可知，自由度＝5時，χ２≦2.78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意願不會因採購書刊經

費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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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與採購書刊經費之

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元以下 

98 

(86.7) 

15

(13.3)

113 

(39.1) 

   

   50,001- 

  100,000元

44 

(93.6) 

3

(6.4)

47 

(16.3) 

 2.78   5 0.7331 

  100,001- 

  500,000元

74 

(89.2) 

9

(10.8)

83 

(28.7) 

   

  500,001- 

1,000,000元

20 

(87.0) 

3

(13.0)

23 

(8.0) 

   

1,000,000- 
5,000,000元

15 
(83.3) 

3
(16.7)

18 
(6.2) 

   

5,000,000 

元以上 

5 

(100.0) 

0

(0.0)

5 

(1.7) 

   

合  計 256 

(88.6) 

33

(11.4)

297 

(100.0) 

   

五、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分析

如表4-23所示。 

表4-23：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 

選項

館數/(%)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館數 284 24 308 

百分比(%) 92.2 7.8 100.0 

由表 4-23可知，我國公共圖書館對於「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

館藏」的意願以「願意」居多，佔 92.2%，不願意者原因有：「人力

問題」、「經費問題」、「審計問題」、「管理問題」、「合作館藏發展的前

提必須能合作流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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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圖書館類型的關係分

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將館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

與圖書館類型的關係，分析如表4-24所示。 

表4-24：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圖書館類型的

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0

(0.0)

2 

(0.7) 

   

省  市 

圖書館 

17 

(89.5) 

2

(10.5)

19 

(6.2) 

 1.07   3 0.7853 

縣  市 

圖書館 

27 

(96.4) 

1

(3.6)

28 

(9.2) 

   

鄉  鎮 

圖書館 

236 

(92.2) 

20

(7.8)

256 

(83.9) 

   

合  計 282 
(92.5) 

23
(7.5)

305 
(100.0) 

   

由表4-24可知，自由度＝3時，χ２≦1.07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

型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七、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

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

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25所示。 

由表4-25可知，自由度＝5時，χ２≦7.75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意願不會因服務區域

人口數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57- 



表4-25：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服務區域人口

數之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人以下 

139 

(91.4) 

13

(8.6)

152 

(50.8) 

   

   50,001- 

  100,000人

60 

(96.8) 

2

(3.2)

62 

(20.7) 

 7.75   5 0.1704 

  100,001- 

  300,000人

32 

(84.2) 

6

(15.8)

38 

(12.7) 

   

  300,001- 

  500,000人

21 

(87.5) 

3

(12.5)

24 

(8.0) 

   

  500,000- 
1,000,000人

11 
(100.0) 

0
(0.0)

11 
(3.7) 

   

1,000,000 

人以上 

12 

(100.0) 

0

(0.0)

12 

(4.0) 

   

合  計 275 

(92.0) 

24

(8.0)

299 

(100.0) 

   

八、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採購書刊經費之關係

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

採購書刊經費之關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26所示。 

由表4-26可知，自由度＝5時，χ２≦2.53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意願不會因採購書刊

經費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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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與採購書刊經費

之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元以下 

109 

(92.4) 

9

(7.6)

118 

(38.9) 

   

   50,001- 

  100,000元

47 

(90.4) 

5

(9.6)

52 

(17.2) 

 2.53   5 0.7725 

  100,001- 

  500,000元

80 

(94.1) 

5

(5.9)

85 

(28.1) 

   

  500,001- 

1,000,000元

21 

(91.3) 

2

(8.7)

23 

(7.6) 

   

1,000,000- 
5,000,000元

17 
(85.0) 

3
(15.0)

20 
(6.6) 

   

5,000,000 

元以上 

5 

(100.0) 

0

(0.0)

5 

(1.7) 

   

合  計 279 

(92.1) 

24

(7.9)

303 

(100.0) 

   

九、公共圖書館認為「發展館藏特色的困難」原因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認為「發展館藏特色的困難」，其原因分析如表

4-27所示。 

表4-27：公共圖書館認為「發展館藏特色的困難」原因 

選項 

館數/% 

採購書刊

經費不足 

將使館藏

缺乏彈性 

讀者抱怨找

不到資料 

學科範圍

不易區隔 
其他困難 沒有困難 

館  數 220 59 50 41 45 8 

百分比

(%) 

72.6 19.5 16.5 13.5 14.9 2.6 

    由表4-27可知，我國公共圖書館認為「發展館藏特色的困難」，

以「採購書刊經費不足」最多，佔72.6%，其次是「將使館藏缺乏彈

性」，佔19.5%，沒有困難者僅佔2.6%，其他的困難則有：「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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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人力有限」、「空間不足」、「未能充分理解館藏特色的意

義」、「中文出版品數量少」、「部分館藏特色資料出版數量不多」、「資

訊蒐集不易」、「無法掌握上級贈書種類」、「館員學科背景不足」、「資

料取捨標準不易訂定」等。 

十、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分

析如表4-28所示。 

表4-28：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 

選項

館數/(%)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館數 284 20 304 

百分比(%) 93.4 6.6 100.0 

由表 4-28可知，我國公共圖書館對於「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

藏特色」的意願以「願意」居多，佔 93.4%，不願意者原因有：「本

館地理位置較不適合」、「不方便附近民眾使用」、「讀者型態多變化，

所需資訊各有不同」、「受限於目前人力與空間」、「除非能有足夠的自

主性」等。 

十一、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圖書館類型的關

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圖

書館類型的關係，分析如表4-29所示。 

由表4-29可知，自由度＝3時，χ２≦2.85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的意願不會因圖書館

類型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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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圖書館類型

的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國  立 

圖書館 

2 

(100.0) 

0

(0.0)

2 

(0.7) 

   

省  市 

圖書館 

15 

(88.2) 

2

(11.8)

17 

(5.6) 

 2.85   3 0.4148 

縣  市 

圖書館 

27 

(100.0) 

0

(0.0)

27 

(9.0) 

   

鄉  鎮 

圖書館 

237 

(92.9) 

18

(7.1)

255 

(84.7) 

   

合  計 281 
(93.4) 

20
(6.6)

301 
(100.0) 

   

十二、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服務區域人口數

之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

與服務區域人口數之關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30所示。 

由表4-30可知，自由度＝5時，χ２≦13.50的機率大於 0.01，

顯示公共圖書館「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的意願不會因服務

區域人口數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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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服務區域人

口數之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人以下 

146 

(94.8) 

8

(5.2)

154 

(51.5) 

   

   50,001- 

  100,000人

59 

(96.7) 

2

(3.3)

61 

(20.4) 

 13.50   5 0.0191 

  100,001- 

  300,000人

30 

(81.1) 

7

(18.9)

37 

(12.4) 

   

  300,001- 

  500,000人

21 

(87.5) 

3

(12.5)

24 

(8.0) 

   

  500,000- 
1,000,000人

11 
(100.0) 

0
(0.0)

11 
(3.7) 

   

1,000,000 

人以上 

12 

(100.0) 

0

(0.0)

12 

(4.0) 

   

合  計 279 

(93.3) 

20

(6.7)

299 

(100.0) 

   

十三、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採購書刊經費之

關係分析 

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採

購書刊經費之關係，經使用卡方考驗，結果如表4-31所示。 

由表4-31可知，自由度＝5時，χ２≦3.28的機率大於 0.1，顯

示公共圖書館「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的意願不會因採購書

刊經費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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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是否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與採購書刊經

費之關係 

願  意 不願意 合    計 卡方 

χ２ 

自由度 

df 

機率 

P 

選項

類型 館  數 

(%) 

館  數 

(%) 

館  數 

(%) 
   

   50,000 

   元以下 

112 

(94.9) 

6

(5.1)

118 

(39.2) 

   

   50,001- 

  100,000元

47 

(94.0) 

3

(6.0)

50 

(16.6) 

 3.28   5 0.6565 

  100,001- 

  500,000元

79 

(92.9) 

6

(7.1)

85 

(28.2) 

   

  500,001- 

1,000,000元

21 

(91.3) 

2

(8.7)

23 

(7.6) 

   

1,000,000- 
5,000,000元

17 
(85.0) 

3
(15.0)

20 
(6.6) 

   

5,000,000 

元以上 

5 

(100.0) 

0

(0.0)

5 

(1.7) 

   

合  計 281 

(93.4) 

20

(6.6)

301 

(100.0) 

   

十四、討論 

上述我國公共圖書館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可以歸納成

以下四點： 

 (一)對於「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意願有近九成的受調

查公共圖書館表示「願意」。「不願意」者的原因包括：「鄉鎮圖書館

人力有限」、「鄉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尚未建構完成」、「館藏量嚴重不

足」、「往往追討不回來」、「空間無法容納」等，顯示人力、空間、館

藏、管理是公共圖書館不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主因。這項

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顯著

的差異，換言之，無論圖書館的類型與規模，大多的公共圖書館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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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 

 (二)對於「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意願有超過九成的

受調查公共圖書館表示「願意」。「不願意」的原因有：「人力問題」、

「經費問題」、「審計問題」、「管理問題」及「合作館藏發展的前提必

須能合作流通」等，顯示公共圖書館不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

藏的主因仍是人力、空間、館藏及管理等問題。而根據分析，這項意

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顯著的

差異，也就是說，無論圖書館的類型與規模，大多數的公共圖書館願

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 

(三)對於「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的意願有超過九成的

受調查公共圖書館表示「願意」。不願意的原因包括：「本館地理位置

較不適合」、「不方便附近民眾使用」、「讀者型態多變化，所需資訊各

有不同」、「受限於目前人力與空間」、「除非能有足夠的自主性」等。

這項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

顯著的差異，表示大多數的公共圖書館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

特色。 

(四)根據回收的有效問卷顯示，有超過七成的公共圖書館認為在

發展館藏特色時，最主要的困難是「採購書刊經費不足」，表示多數

公共圖書館採購書刊的經費仍感不足；而有近兩成的公共圖書館認為

館藏特色「將使館藏缺乏彈性」，這是因為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對象十

分廣泛，所需的資料內容與形式呈現多元化，特定館藏無法滿足多數

讀者需要；沒有困難者僅佔 2.6%，顯示絕大多數公共圖書館認為發

展館藏特色時有困難。歸納其他困難的原因有三類：「未能充分理解

館藏特色的意義」、「部分館藏特色資料出版數量不多」及「館員學科

背景不足，以致資料取捨標準不易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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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分析合作館藏發展及館藏特色之相關理

論，並探討國內外合作館藏發展與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之情

形，同時了解我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現況，以及其對於館藏

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以建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中長期發展機

制，並協助各特色館籌措經費，支援發展館藏特色。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為研究方法，調查的對象包括全國

各級公共圖書館，將回收所得問卷資料逐一整理並登錄，據以統計、

分析與討論，以獲得各項結果。 

本章分為三節：首先就文獻探討及調查結果，扼要的說明本研究

的發現，繼之歸納出結論，最後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文獻探討發現 

根據文獻探討，主要發現： 

(一)合作館藏發展是現今圖書館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任何一所圖書館都無法完全滿足所有讀者的需求，而圖書館

服務的對象越多，則讀者需求的分歧越大，圖書館合作採訪的需要也

越大。眾所周知，公共圖書館的服務不分年齡、性別、階層，對象最

為廣泛，因此，合作館藏發展是今日圖書館發展的趨勢，尤以公共圖

書館為然。而合作館藏發展必須著重全盤性的統籌規劃、長遠性的周

詳考慮、圖書館與讀者的全面參與、正式的合作組織及遵守平等互惠

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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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圖書館不容易建立館藏特色 

我國公共圖書館館藏以中文資料為主，館藏內容同質性高，館藏

互補性不足，不容易建立館藏特色。目前國內各級公共圖書館多面臨

經費與人員等資源缺乏的困境，而各館館藏數量亦多無法滿足讀者的

需求，如有經費，似乎應以優先增購讀者所需的館藏為要。然而，公

共圖書館間的館際互借卻仍有其必要性，因此，建立集中式的資源共

享體系，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資源共享的目的，而由各縣市圖書館擔

任支援的角色。 

(三)地方文獻及各級政府出版品可做為公共圖書館館藏主要特

色 

地方文獻是每一個縣市及鄉鎮最具特色，也是最容易取得的館

藏。在社區總體營造及發展的前提下，瞭解地方的一切資料是鄉鎮圖

書館能為地方民眾提供的服務之一。同時各縣市圖書館及鄉鎮圖書館

也應發展成為各級政府之出版品寄存中心，以及「行政機關電子資料

檔」之傳輸中心。 

(四)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已行之多年 

文化中心圖書館在成立之初，即依據「縣市文化中心工作要領」

之規定，規畫館藏特色，以達到保存地方特色之目標。其後，臺灣省

政府規劃「臺灣省加強文化建設重要措施」，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即是

充實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並發展其特色。而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為落實文化建設於基層，以均衡城鄉教育之發展，自七十五年起至八

十八年止委託國中圖承辦統一採購圖書贈送鄉鎮圖書館業務。這些措

施均符合合作館藏與館藏特色發展之目標，有賡續發展之必要。而北

市圖在館藏特色的規劃與管理方面的成就，亦可做為我國公共圖書館

發展館藏特色之借鏡。 

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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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結果之發現，歸納如下： 

(一)調查樣本特性 

為明瞭研究對象的背景，本研究問卷請各接受調查圖書館提供包

括圖書館名稱、服務區域人口數、所在地主要產業、館藏資料數量、

採購書刊經費，以及圖書館自動化建置情況等基本資料。 

1.圖書館類型以鄉鎮圖書館最多，佔83.8%；縣市圖書館次之，

佔 8.6%；省市圖書館再次之，佔7.0%；而國家圖書館最少，

僅佔0.6%。 

2.服務對象人口數以5萬人以下最多，佔 47.8%；5萬至10萬人

之間佔19.9%，多為鄉鎮圖書館。 

3.圖書館所在地主要產業以農業及商業為主，分別佔 72.6%及

17.4%。 

4.圖書館的館藏資料量多屬中小型規模，而縣市圖書館在多年經

營下，約七成館藏圖書量在10萬冊以上。 

5.採購書刊經費以5萬元以下最多，佔39.3%，顯示大多數公共

圖書館書刊採購經費偏低，而經費的多寡端視鄉鎮圖書館財政

來源及鄉鎮長支持程度而定。 

6.在填答的圖書館中，以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佔61.5%，其

中國立、省市及縣市圖書館多已建置自動化系統，而鄉鎮圖書

館也有半數建置自動化系統。 

7.在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來源部分，有74.0%的圖書館與其他

圖書館連線，其中有79.9%的鄉鎮圖書館已與其他圖書館或希

望與其他圖書館連線。 

(二)館藏特色現況分析 

1.在填答圖書館中，有約三分之一的公共圖書館已訂定館藏特色

政策，佔35.1%。而在尚未訂定館藏特色政策的圖書館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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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半數的圖書館未來預定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佔48.5%，其餘  

  51.5%的圖書館則不準備訂定，原因包括：「館舍狹窄」、「經費 

  不足（有限）」、「缺乏圖書館專業人員」、「希望提供多元服務」、 

  「沒有特定讀者群」、「無法符合（滿足）大多數讀者需求」、「 

  將使館藏缺乏彈性」、「無特殊之主題」等。 

2.研究顯示，公共圖書館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區域人口數及採

購書刊經費的不同，而影響是否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一般而

言，有多達 94.4%的省市圖書館與 80.0%的縣市圖書館已訂有

館藏特色政策，而只有 25.8%的鄉鎮圖書館訂有館藏特色政

策；在服務區域人口數方面，調查顯示服務區域內人口數越

多，其區域內之公共圖書館已訂定館藏特色政策者有越多的趨

勢；在採購書刊經費方面，調查也顯示採購書刊經費越充裕的

公共圖書館，其已訂定館藏特色政策也有越多的趨勢。 

3.在已訂定或預定訂定館藏特色的公共圖書館中，所填列之館藏

特色主題眾多，歸納後可分為(1)依內容主題分；(2)依資料形

式分；(3)依當地產業分；(4)依地方特色分；(5)依當地族群

分等五大類，綜合而言，各公共圖書館對於館藏特色發展相當

模糊，所訂定或預定之館藏特色內容可說是五花八門，且範圍

大小沒有標準，而以文學及小說一般通俗讀物，認為應優先考

慮採購，。 

(三)公共圖書館對於館藏特色發展意願及看法分析 

1.對於「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意願有近九成的受調查公

共圖書館表示「願意」，佔88.1%；「不願意」者的原因包括：

「鄉鎮圖書館人力有限」、「鄉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尚未建構完

成」、「館藏量嚴重不足」、「往往追討不回來」、「空間無法容納」

等，顯示人力、空間、館藏、管理是公共圖書館不願意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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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圖書館讀者使用的主因。這項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 

  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顯著的差異，換言之，無論 

  圖書館的類型與規模，大多的公共圖書館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 

  讀者使用。 

2.對於「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意願有超過九成的受調

查公共圖書館表示「願意」，佔92.2%；「不願意」的原因有：

「人力問題」、「經費問題」、「審計問題」、「管理問題」及「合

作館藏發展的前提必須能合作流通」等，顯示公共圖書館不願

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主因仍是人力、空間、館藏及

管理等問題。而根據分析，這項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

區域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無

論圖書館的類型與規模，大多數的公共圖書館願意與其他圖書

館合作發展館藏。 

3.對於「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的意願有多達93.4%的

受調查公共圖書館表示「願意」。而不願意的原因包括：「本館

地理位置較不適合」、「不方便附近民眾使用」、「讀者型態多變

化，所需資訊各有不同」、「受限於目前人力與空間」、「除非能

有足夠的自主性」等。這項意願不會因圖書館類型、服務區域

人口數及採購書刊經費，而有顯著的差異，表示大多數的公共

圖書館願意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 

4.根據回收的有效問卷顯示，超過七成的公共圖書館認為在發展

館藏特色時，最主要的困難是「採購書刊經費不足」，表示多

數公共圖書館採購書刊的經費仍感不足；而近兩成的公共圖書

館認為館藏特色「將使館藏缺乏彈性」，這是因為公共圖書館

服務的對象十分廣泛，所需的資料內容與形式呈現多元化，特

定館藏無法滿足多數讀者需要；沒有困難者僅佔 2.6%，顯示

絕大多數公共圖書館認為發展館藏特色時有困難。歸納其他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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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的原因有三類：「未能充分理解館藏特色的意義」、「部分館

藏特色資料出版數量不多」及「館員學科背景不足，以致資料

取捨標準不易訂定」。 

第二節  結  論 

自給自足是大多數圖書館的傳統目標，但現在面臨資訊大量增

加，經費卻未隨之調整的狀況，自給自足的目標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想，資源共享的構想就在圖書館界普遍的共識與需要下誕生。許多人

都期望目前圖書館存在的許多難題都能因資源共享的出現而獲得解

決，但大多數的時間又感覺拿它沒辦法，因它所帶來的結果還非我們

所能絕對予以掌握控制的。這從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聯合館藏及館藏

特色發展的成效及功能有限，可見一斑。因此，談到公共圖書館館藏

特色發展這項課題時，必須面對的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還需考慮

心態上的調適。本研究根據前一節研究發現，歸納結論如下： 

一、國內公共圖書館資源有限且分配不均 

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肇始雖早，然而始終無法受到應有的重視。

而在社會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公共圖書館無論是人力、經費，甚

至於政府的支持度與民眾的認同感，均普遍偏低，圖書館在人們的心

目中，地位無足輕重。可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達，人們對於

資訊的需求日益加重。同時公共圖書館因各項資源不足，再加上館藏

資料並不符合民眾的需求，讀者在使用公共圖書館時將面臨藏書不

豐、找不到所需資料等問題，使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理念難以落

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完善的圖書館服務需要充足的資源做為動

力來源，因此，應重視公共圖書館資源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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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鄉鎮圖書館圖書年採購量有近

半數在100冊以下，顯示出購書經費嚴重不足，也意味著館藏的新穎

性有問題，這是鄉鎮市立圖書館發展的障礙之一。鄉鎮市立圖書館受

限於經費，必須仰賴各種贈書來源，以增加館藏，但贈書來源並不穩

定。眾所周知，人力和經費為一切事業的動力。倘若想要推展公共圖

書館事業，充分的人力以及寬裕的經費是必需的。沒有人力與經費，

公共圖書館事業固然難以推動，公共圖書館服務也無法收到良好的成

效。然而有了人力及經費，若運用不當，也難收到良好的效果。自民

國六十六年十二項建設推動以來，加速文化建設成為政府施政重點。

然而在各項硬體，如各縣市文化中心圖書館及鄉鎮市區圖書館，如雨

後春筍般落成啟用，相關的人員培訓、館藏充實及讀者利用教育等卻

未能同步規劃實施，以致空有輝煌的建築和高級的設備，但多閒置或

沒有發揮原應有的功能。同時城鄉資源分配的不均與差距，使得公共

圖書館服務對象僅及部分民眾，未能普遍施行。 

二、我國公共圖書館組織缺乏體系，增加合作障礙 

公共圖書館主管和輔導單位不同且欠缺統整性，也造成圖書館經

營上的困難，譬如目前鄉鎮圖書館由縣市文化中心負責輔導，但主管

機關為鄉鎮公所，設若地方不重視文化教育服務，文化中心要規畫合

作館藏發展，在經費、人力及意願上，往往不易配合。同時隸屬不同，

事權不集中，往往顧此失彼，工作重複、資源浪費、缺乏有計畫、有

系統的措施，難免影響工作績效。如有資源共享共識者，希望能相互

支援合作，往往於業務推展時，發現各自立場不同，工作程序有異，

使合作的美意大打折扣，甚或徒增困擾。凡此種種，皆係缺乏統一完

整的公共圖書館體系所致，以致抓不住重點，浪費寶貴的圖書館資

源。圖書館資訊服務的趨勢在合作與資源共享，而人員也需要不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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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練，更新知識技能，館際間彼此支援協調十分重要。若公共圖書

館分屬不同主管單位，則合作業務的推動就相當困難。今後如何確立

公共圖書館體制，有計畫的推展公共圖書館事業，誠為當前重要的課

題。缺乏完整公共圖書館體系與制度，長期而言並非良策，宜由中央

統籌規劃，使管理和輔導體系制度化。 

三、我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未充分發揮功能 

依據台灣省加強文化建設第三期重要措施，省政府教育廳分配各

縣市的鄉鎮市立圖書館館藏重點發展方向，也即是所謂的館藏特色。

由於館藏在圖書館中扮演著成敗的角色，而公共圖書館的讀者背景複

雜、範圍廣泛，要有一個適用的館藏更是不易，何況在十分有限的經

費下，要收藏所有的出版品更是不可能，因此，發展各鄉鎮特色是促

進館際間合作，達到資源分享的最佳方案。然而鄉鎮市圖書館經費不

足，原已需仰賴贈送，焉能有選擇本身特色資料的機會？所以難有成

效。 

根據第三次中華民國年鑑，僅有少數鄉鎮圖書館館藏資料較能貼

切地與民眾生活需求相結合，少數館雖也能盡量朝規定的特色收藏，

但大部分的館收藏的資料還是多偏通俗性，各類均收藏。 

就館藏發展方針而言，各圖書館收藏之集合，就是國家整體的圖

書資源，它必須經過精心選擇與組織，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圖書資

源是一種智力資源，善加利用能為我們帶來難以計量的社會與經濟效

益。從國家圖書資源的發展分析，應進行整體的規劃，明確分工，務

使以最低的代價，獲致最大的成果。舉凡對於人類發展過程中有價值

的資料，對於國家社會具有作用的資料，均應收集。而各圖書館更應

從本身的方針任務出發，確定藏書的結構，經過長期的選擇和累積，

形成有特色的藏書體系，以提供社會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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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進國家中，具有規模的圖書館一般都從整體分工的徵集範圍

與長期穩定的徵集政策，若干國家並有圖書資源整體規劃方案，如美

國的法明敦計畫和480公共法案，英國的期刊中心與分工收藏計畫，

法國的科技文獻採訪傳遞中心，日本的學術情報系統等。從這些事

例，可以看出整體規劃的重要。 

基於以上的認識，圖書館業務主管機關應研究對策，調整這種盲

目發展的現象，自掌握全國圖書文獻的收藏情況入手，研究統籌協

調、分工合作制度，制定長期發展方針，建立合理且具特色的藏書體

系。 

 

第三節  建  議 

本研究按照前述的研究發現與結論，試提出以下幾點芻議，供日

後研討與關心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興革人士的參考。 

一、健全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體系 

如上所述我國公共圖書館組織缺乏體系，增加合作障礙，同時造

成資源分配不足與不均，因此，健全公共圖書館組織體系，是解決公

共圖書館長期以來經營績效與服務品質不彰的務實方法。未來我國公

共圖書館組織因應之道可分為兩方面： 

(一)縣市立級圖書館（包括文化局圖書資訊課或文化中心圖書

館）宜正名為縣（或市）立圖書館，並提升為與文化局同等級之單位，

俾利統籌縣內各分館。 

(二)鄉鎮市立圖書館宜跳脫現行隸屬鄉鎮市公所或公所民政課

之規模，直接隸屬為縣（市）立圖書館之分館。 

由於鄉鎮圖書館之經營資源、條件等情況不一，其所需人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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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圖書及設備如均改由縣市立圖書館統籌負責至少有下列三項營運

管理之利基： 

1.可解決鄉鎮立圖書館人員、館藏兩缺的困境。 

2.使縣市圖書館與鄉鎮圖書館人員可以交流。 

3.經由事權統一，節省開支，避免重複投資與浪費（如各縣市與

鄉鎮間之合作典藏、網路資源運用、館際互借等）。 

在上述公共圖書館經營體系架構下，「加強縱向資源共享」是公

共圖書館館藏資源共享體系可行的做法。縱向的資源共享或可稱為集

中式的資源共享，也就是由一所館藏較豐富的圖書館支援其他館藏較

弱的圖書館。以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而言，縣市圖書館（中型公共圖

書館）在各縣市應擔任此一支援的角色。在此一體系下，鄉鎮圖書館

（小型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的建立係以滿足多數讀者當前的需求為

主，儘量不去蒐藏罕用的資料，縣市圖書館則應努力建立內容與範圍

超越所有鄉鎮圖書館的館藏，民眾所需資料，絕大部份在縣市圖書館

即可獲得。在集中式資源共享體系中，大型公共圖書館（如國中圖）

當然也扮演中心的角色，不過，在這個體系中，它的主要功能在於彌

補縣市圖書館的不足。 

在下圖中，大型公共圖書館、中型公共圖書館、小型公共圖書館

縱向之間，基本上是單向的資源提供，而非雙向的資源提供，其中，

中型公共圖書館與小型公共圖書館之間的單向箭頭線條較粗，表示小

型公共圖書館對中型公共圖書館館藏的高度依賴。大型公共圖書館與

中型公共圖書館之間的箭頭是單向的而且線條較細，表示大型公共圖

書館的館藏可以彌補中型公共圖書館的不足，但並不需要經常支援，

依賴性並不是很高。中型公共圖書館與中型公共圖書館之間、小型公

共圖書館與小型公共圖書館之間，其箭頭是雙向的而且較細，表示可

以互相支援，但因館藏重疊性高，所以彼此依賴性並不高。跨中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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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圖書館之間之小型公共圖書館亦可透過館際間的合作，互相支援館

藏，然而因地域的關係，使用率預期不多，因此以虛線雙箭頭表示。

如以資訊需求的的滿足率而言，小型公共圖書館應該達到百分之六

十，中型公共圖書館達到百分之九十，大型公共圖書館則應達到百分

之百。當然，此處的資訊需求係指公共圖書館讀者一般的資訊需求，

若讀者所需的資料屬專門學術性，則非公共圖書館所應提供的範圍。 

二、由專責單位負責規劃全國公共圖書館合作館藏發展 

關於國內合作館藏發展，可分為技術及心理兩方面的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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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共享系統圖 



(一)技術方面 

國內如要有效地實施館際合作，需要有一統籌單位。我們知道，

國家圖書館的功能包括：「全國性服務的功能」以及「全國性計畫、

協調和控制的功能」 。 以英國大英圖書館資料供應中心 ( 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簡稱 BLDSC )的經驗，最好是能

由國家圖書館來擔負這個責任。此外，地區性公共圖書館（縣市圖書

館）可成立地區性公共圖書館館際合作系統，支援區域內各館間館際

合作工作。 

(二)心理方面 

基於資源有限及不重複浪費的資源共享理念，公共圖書館應加強

館際合作各項聯繫與業務，摒除本位主義，以區域性整體發展為考

量，各館依照各地區背景、特色及專長，各為圖書館服務盡一份力量，

這份共同聚集的力量，才是未來公共圖書館面臨暴增的資訊時的因應

之道。館際合作本身並不代表萬靈丹或是奇蹟，無論何種形式的館際

合作，成功的要件之一就是參與的圖書館都需要抱著「不為私利為公

利」的態度，盡力發揮其工作效率，並不要期望獲得一份與其付出相

當的合理收穫。各公共圖書館雖因各自隸屬機關不同，各有其經費預

算及總務與會計等單位，因此從事合作採購圖書業務亦有實際的困

難。然而，合作館藏發展政策卻是迫切需要的。 

三、賡續館藏特色發展計畫 

長期以來，各鄉鎮圖書館的購書經費十分短絀，主要的來源為接

受各界贈書，不免來者不拒，缺乏周全的採訪政策與選書原則，也沒

有「館藏發展政策」。國中圖八十七年度訪視鄉鎮圖書館的報告指出：

「八十六年度各鄉鎮圖書經費為零者佔百分之四十五；自購圖書冊數

為零者佔百分之五十六；自購冊數低於二百冊佔百分之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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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調查研究採購書刊經費結果不謀而合，由此可見鄉鎮圖書館經費

依然拮据或鄉鎮公所未予重視。而本次對於館藏調查結果也顯示各館

館藏以二萬至三萬冊者居多數，而期刊種數以一百種以下佔多數，加

以經費短缺，年增加新書少，無法滿足民眾需求，更難發展館藏特色。

今後應由縣市圖書館統籌各鄉鎮圖書館，依據地方特色與需求，針對

不同學科主題或資料類型，發展不同的館藏特色，以減少資料重複購

置，節省經費及典藏空間，擴大全縣圖書館藏資源，達成資源共享、

互通有無的目的。其方式包括合作採購、交換與贈送。 

公共圖書館合作館藏發展也有先例，民國八十一年台灣省政府所

推動「台灣省加強文化建設第三期重要措施」計畫，有關縣市及社教

機構建立各館發展特色，並加強輔導轄內各社教機構推動社教文化活

動項目第一點就有：「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建立館藏特色資料」

的規定，其最具體的成果就是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間出版的《台灣省

公共圖書館特色館藏聯合目錄》之編製，此項目錄收錄二十一縣市立

文化中心圖書館，依據台灣省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館藏特色

表執行而編製之特色館藏聯合目錄，收錄約二六、一九八筆。可惜這

項目錄沒有再繼續編輯出版。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委託國家圖

書館辦理的「推動全國圖書館館藏發展計畫」，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二

月完成。在該項研究報告中即有建議推動館藏合作發展計畫的基本原

則與先導計畫。 

是故國內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發展並非創見，而是未持續推動。

未來合作館藏的項目及推動要點如下： 

(一)合作館藏項目：以分工蒐集典藏下列各種文獻資源： 

1.具有地方特色的各類型圖書資料； 

2.依館藏特色及服務對象特質蒐集部分政府出版品； 

2.全面蒐藏當地各級政府出版品及地方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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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縣籍作家作品與文學史料； 

5.搜尋整理網路上的地方文獻與鄉土教材相關資源。 

(二)推動此項工作之要點有： 

1.成立各級公共圖書館特色館藏合作發展協調中心； 

2.編製國內各級公共圖書館特色館藏資料聯合目錄； 

3.規畫各級公共圖書館特色館藏合作發展館藏辦法； 

4.協調各級公共圖書館合作寄存政府出版品辦法； 

5.簽定合作流通、參考資訊服務協定； 

6.工作手冊編製與人員訓練； 

7.提供館際館內外閱覽、申請館際複印與全文傳遞服務； 

8.進行計畫評鑑與考核工作。 

要達到以上的目標，各縣市圖書館（原文化中心圖書館）需要扮

演積極的角色，訂定計畫，充分與各鄉鎮圖書館協調聯繫，合作發展。

地方文獻是每一個鄉鎮最具有特色也是最容易取得之館藏，在蒐藏保

存地方文獻方面，由於公共圖書館的設立應配合地方特性及需要，蒐

集、整理、保存圖書資料及地方文物等，然而根據第三次圖書館年鑑，

有近半數以上的鄉鎮圖書館未從事此項工作。因此，鼓勵鄉鎮圖書館

收集保存自己本身的各種文獻及文物，是必要的。在社區總體營造及

發展的前提下，瞭解地方的一切資料是鄉鎮圖書館能為地方民眾提供

的服務之一。同時各縣市圖書館及鄉鎮圖書館也應發展成為各級政府

之出版品寄存中心，以及「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檔」之傳輸中心。 

四、建立全國公共圖書館館際互借系統 

館際互借為館藏合作發展最終目的，才能實際達到資源共享的理

想。目前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資訊服務網已陸續完成，採用集中式的系

統，讀者一證可以在縣內甚或全國各公共圖書館通用，對於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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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現有莫大的助益。就國內公共圖書館而言，北市圖館藏特色規劃

與管理，可做為我國公共圖書館的範例，而其各分館間之借閱制度，

透過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查詢與流通各館特藏資料，亦可做為各縣市圖

書館發展館際互借系統之參考。未來，各縣市圖書館可仿照北市圖模

式，規劃各分館館藏特色，並進行資料互相流通。如縣境面積過大，

或人口較多亦可依實際需要劃分區域，發展館藏特色。 

然而，談到館藏資源共享，許多圖書館只想到分享他館的館藏，

但忽略了本身館藏的充實，大部份縣市圖書館館藏不足，並無法扮演

上述資源共享體系中的支援角色，恐怕與前述滿足讀者百分之九十的

需求率還有一段距離。鄉鎮圖書館的館藏規模不大，每年入藏新書的

數量也很小，與百分之六十的需求滿足率必然有極大的差距。充實館

藏，增加館藏量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館藏要能符合讀者的需求，

因此，選書工作就變得非常重要，圖書館必需能夠明確掌握讀者的需

求，挑選適當的圖書，並且透過網路隨時瞭解他館館藏情形，避免重

複購買罕用的資料，才能使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用途。 

另一方面，資源共享並不限於公共圖書館之間，公共圖書館與學

校圖書館的資源共享也不能忽視。其實，在學中的青少年及兒童是許

多公共圖書館的主要讀者，他們也是學校圖書館的讀者。學生在使用

公共圖書館時，會受到學校作業及學校圖書館館藏政策的影響。公共

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的性質不同，館藏的重疊性不高，但學校圖書館

與小型公共圖書館一樣，館藏量均少，二者的館藏更應避免重複，才

能彼此互相支援。教科書、與課程相關的補充讀物主要應由學校圖書

館蒐藏，一般的百科全書、字典、索引之類的參考工具在學校圖書館

及公共圖書館均應該蒐藏，但較專門的參考工具則由公共圖書館蒐

藏，至於學生個別閱讀興趣或研究性質的資料則二者都應蒐藏，不

過，公共圖書館在這方面的館藏較為重要。純粹休閒娛樂性質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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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則由公共圖書館蒐藏。同一地區的鎮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不妨定

期互換新書通報或新書資訊，瞭解最新館藏情形，資源共享才能落實。 

我國公共圖書館近年蓬勃發展，在資訊系統建立完成後，可謂已

邁向新的資訊服務境界。但是，館藏是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基礎，無論

多麼現代化的網路及資訊系統，沒有適當的館藏，圖書館還是無法發

揮其功能。我國中小型公共圖書館的館藏明顯不足，透過合作館藏發

展體系的建立才能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除了傳統圖書資源的共享，

在網路資源普及的環境下，網路資源的蒐集整理亦應成為公共圖書館

的重要工作，從資源共享的觀點來看，結合各個圖書館之力，當能蒐

集整理更多有用的網路資源，以彌補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料館藏不足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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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訪查、研究評估及

支援工作調查問卷 

各位公共圖書館的工作夥伴，您好： 

    本館為了解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況，建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之

中長期發展機制，以協助各特色館籌措經費並支援發展館藏特色，特設計本調查

問卷。 

    本問卷填答內容係代表貴館意見，您所提供的詳實資料至為寶貴，因此填答

時請先與館內相關單位或人員交換意見，以利完成研究及執行工作。感謝您鼎力

合作。 

                                       國立臺中圖書館          敬啟 

                                                 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填表說明：本問卷共有十四題，每題後面都有幾個選項，請仔細閱讀問題，然

後請在適當選項前的空格□內打「V」，空白        上填寫文字或數字。請依

照順序作答，避免遺漏。 

  一、您服務的圖書館名稱： 

                                                                            

  二、貴館服務對象人口數(單位：人)： 

      □1.     ５０,０００人以下 

      □2.     ５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人 

      □3.   １００,００１－   ３００,０００人 

      □4.   ３０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０人 

      □5.   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人 

      □6.１,０００,０００人以上 

  三、貴館所在當地最主要產業： 

      □1.農業        □2.漁業        □3.畜牧業 

      □4.礦業        □5.加工製造業  □6.商業 

      □7.運輸業      □8.通信業      □9.服務業 

      □10.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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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貴館館藏資料(含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及電子化媒體如光碟等總計)數量 

      （單位：冊、種、捲、片、件）： 

      1.圖書            冊。      2.期刊            種。 

      3.報紙            種。      4.錄影帶          捲。 

      5.錄音帶          捲。      6.光碟    種，    片。 

      7.其他類型資料    件。 

  五、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會計年度(88年7月至89年12月)貴館採購書刊 

      經費總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1.     ５０,０００元以下 

      □2.     ５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元 

      □3.   １０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０元 

      □4.   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元 

      □5. 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6. ５,０００,０００元以上 

  六、貴館是否已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已建置 

      □2.尚未建置 

  七、貴館已建置或未來希望建置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來源是： 

      □1.與其他圖書館(如文化中心、國立圖書館)連線 

      □2.由上級機關補助，獨立建置 

      □3.自行建置 

      □4.其他，請說明：                                                    

  八、貴館徵集圖書資料時，是否訂有館藏特色？(本題答1.者請直接答第十題） 

      □1.已訂定 

      □2.尚未訂定 

  九、貴館未來是否預定訂定館藏特色？(本題答2.者請直接答第十一題） 

      □1.預定訂定 

      □2.不訂定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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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貴館館藏主要特色或預定發展館藏特色是： 

                                                                            

十一、貴館館藏是否願意提供其他圖書館讀者使用？ 

      □1.願意 

      □2.不願意 

          原因：                                                            

十二、貴館是否願意與其他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 

      □1.願意 

      □2.不願意 

          原因：                                                            

十三、貴館認為發展館藏特色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1.採購書刊經費不足 

      □2.將使館藏缺乏彈性 

      □3.讀者容易抱怨找不到資料 

      □4.學科範圍不易區隔 

      □5.其他困難，請說明：                                      

      □6.沒有困難 

十四、如由上級機關協助發展館藏特色，貴館是否有意願？ 

      □1.有意願 

      □2.沒有意願 

          原因：                                                            

 

 

填表人：                               聯絡電話：                           

 

    謝謝您的填答，敬請您於本(89)年二月三日前將問卷填妥，放入回郵信封投

郵擲回，由於您熱心的協助，才能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最後敬祝身體健康，

館務昌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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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研究調查公共圖書館一覽表 

一、國立圖書館(3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號 

    國立台中圖書館                台中市精武路291-3號 

    國立台中圖書館黎明分館        台中市南屯區博愛街97號 

 

二、省立或院轄市立圖書館(66所) 

    台北市立圖書館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道藩分館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11號3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大安分館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223號4-5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延吉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36巷17號3-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成功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11巷29號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龍安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0號3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388號6-8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民生分館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巷5號4-5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63-1號5-6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5巷76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229號7-10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永春分館        台北市松山路294號3-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新興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大安區吳興街506巷21號3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中山分館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8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長安分館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3號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大直分館        台北市大同區大直街25號3-5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古亭分館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二段265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城中分館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6號3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延平分館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7號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18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建成分館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98號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蘭州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昌吉街57號4樓之6 

    台北市立圖書館龍山分館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5巷6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東園分館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99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西園分館        台北市萬華區興寧街6號5-6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萬華分館        台北市東園街19號5-7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柳鄉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102號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景美分館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76巷50號2-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木柵分館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一段13巷3號3-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永建分館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7號3-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萬興分館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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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圖書館文山分館        台北市興隆路二段160號7-9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安康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05巷1號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萬芳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萬和街8號3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力行分館        台北市一壽街22號5-8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南港分館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287巷4弄10號2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龍華民眾閱覽室  台北市南港區東新街78號2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內湖分館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6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東湖分館        台北市內湖區五分街6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西湖分館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94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士林分館        台北市士林區華聲街17號3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天母分館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54巷6號3-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林語堂先生紀念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141號 

      圖書館 

    台北市立圖書館錢穆先生紀念館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2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51號 

    台北市立圖書館稻香分館        台北市北投區稻香路81號3-4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吉利分館        台北市立農街一段366號5-8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永明閱覽室      台北市石牌路二段115號7-8樓 

    台北市立圖書館清江分館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198號3樓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管理處圖書館  高雄市五福一路67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80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閱覽室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39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9-3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南鼓山分館      高雄市延平街87-13號4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旗津分館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528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楠梓分館        高雄市藍昌路72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楠梓分館民眾閱  高雄市楠梓路146號 

      覽室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營分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助新村333號之17 

    高雄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十全一路220號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4號3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民眾閱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71號 

      覽室 

    高雄市立圖書館前鎮分館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03號4-5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鹽埕分館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79號5-6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        高雄市大順二路468號4樓 

    高雄市立圖書館苓雅民眾閱覽室  高雄市青年二路101號4-5樓 

    高雄市智障兒童玩具圖書館      高雄市民生二路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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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縣(市)立圖書館或文化中心圖書館(35所)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基隆市信一路181號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台北縣板橋市莊敬路62號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21號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香山分館      新竹市牛埔路389號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46號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50號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頭份分館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50號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台中縣豐原市圓環東路782號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世賢圖書館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567號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黃賓圖書館    嘉義市延平街328號 

    嘉義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7號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台南市立圖書館                台南市公園北路3號 

    台南市圖書館土城分館          台南市安南區城西街一段20號3樓 

    台南市圖書館中區分館          台南市中區府前路一段197號 

    台南市圖書館安平分館          台南市安平區國勝路37號 

    台南市圖書館安南分館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310號3樓 

    台南市圖書館兒童科學館        台南市北區公園北路5樓 

    台南市圖書館東區分館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46號 

    台南市圖書館南區分館          台南市安南區喜樹路179號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台南縣新營市忠政里中正路23號 

    高雄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 

    高雄縣立文化中心鳳山國父紀念  高雄縣鳳山市光遠路228號 

      館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9號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介壽圖書館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24號之1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6號 

    台東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台東縣台東市民族里南京路25號 

    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9號 

 

四、鄉(鎮市區)立圖書館(345所) 

    八里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八里鄉訊塘村廈竹圍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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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芝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三芝鄉淡金路一段37號 

    三重市立田中圖書館            台北縣三重市忠孝路三段40巷51號 

    三重市立五常圖書館            台北縣三重市五華街7巷30號2樓 

    三重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三重市正義里自強路一段158號 

    三重市立崇德圖書館            台北縣三重市仁孝街62號2樓 

    三重市立圖書館東區閱覽室      台北縣三重市溪尾街330號3樓 

    三重市立圖書館光興閱覽室      台北縣三重市正義南路62號 

    三重市立圖書館中興閱覽室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五段529號4樓 

    三峽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三峽鎮永安街9巷5號 

    土城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土城市中正路18號7樓 

    土城市立圖書館清水分館        台北縣土城市中正路三段144-1號 

    中和市立大同圖書館            台北縣中和市圓通路121巷5號1樓 

    中和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455巷10號3樓 

    五股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五股鄉五股村工商路1號3樓 

    永和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永和市光明里國光路2號 

    石門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石門鄉尖鹿村中央路9-3號 

    石碇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石碇鄉潭邊村湳窟11-1號 

    汐止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二段451號 

    汐止鎮立圖書館北峰分館        台北縣汐止鎮福德路102巷11號 

    汐止鎮立圖書館茄苳分館        台北縣汐止鎮茄苳路路225巷35號 

    汐止鎮立圖書館新昌分館        台北縣汐止鎮忠孝東路284巷23號 

    坪林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坪林鄉國中路3號 

    林口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林口鄉忠孝路399巷120號 

    板橋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23號 

    金山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金山鄉龜子山路8號 

    泰山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泰山鄉同榮村明志路一段427號2-3樓 

    泰山鄉立圖書館義學圖書閱覽室  台北縣泰山鄉同榮村明志路二段106號3樓 

    泰山鄉立圖書館貴子圖書閱覽室  台北縣泰山鄉同榮村工專路22號3-4樓 

    淡水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淡水鎮新生街10號 

    淡水鎮立圖書館竹圍分館        台北縣淡水鎮民生路27號5樓 

    深坑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深坑鄉深坑村深坑街6號 

    新店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新店市民族路7號 

    新店市立大豐圖書館            台北縣新店市自立街11號 

    新店市立圖書館中央分館        台北縣新店市中央五行街60號2樓 

    新店市立圖書館日興分館        台北縣新店市安康路三段530號 

    新店市立圖書館碧潭分館        台北縣新店市新店路207號4樓 

    新店市立圖書館清潭圖書        台北縣新店北宜路二段391巷2號之1 

    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            台北縣新莊市中港路352號2樓 

    新莊市立福營圖書館            台北縣新莊市營盤里福營路227號3樓 

    瑞芳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瑞芳鎮中正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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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里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萬里鄉瑪鍊路221號4樓 

    樹林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樹林鎮中山路二段80號3樓 

    雙溪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雙溪鄉雙溪村太平路50號3樓 

    蘆洲市立圖書館                台北縣蘆洲市信義路61號 

    鶯歌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鶯歌鎮西鶯里中山路150號3樓 

 

    八德市立圖書館                桃園縣八德市興仁里興豐路264號 

    八德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        桃園縣八德市建國路1199號3樓 

    大園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大園鄉田心村中正西路19號4樓 

    大溪鎮立圖書館                桃園縣大溪鎮興和里普濟路11號3樓 

    中壢市立圖書館                桃園縣中壢市環保路380號1樓 

    中壢市立內壢圖書館            桃園縣中壢市光華三街10號2樓 

    平鎮市立圖書館                桃園縣平鎮市新富里振興路7號 

    平鎮市第二東勢圖書館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五段55號2樓 

    桃園市立圖書館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1號 

    復興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復興鄉澤仁村中正路168號之2 

    新屋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新屋鄉新生村中山路269號3樓 

    楊梅鎮立圖書館                桃園縣楊梅鎮光華街26號 

    龍潭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村中正路210號 

    龜山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龜山鄉自強南路97號3樓 

    龜山鄉龍壽第二圖書館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42號4樓 

    蘆竹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村南崁路175巷10號5樓 

    觀音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觀音鄉文化路4號 

    觀音鄉立圖書館新坡分館        桃園縣觀音鄉新坡村張厝12-1號 

 

    北埔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北埔鄉中興街2號 

    尖石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2鄰26號 

    竹北市立圖書館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路54號 

    竹東鎮立圖書館                新竹縣竹東鎮商華里環山路1號 

    芎林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文山街290號 

    峨眉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峨眉鄉峨眉村峨眉路8號 

    湖口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15號 

    新埔鎮立圖書館                新竹縣新埔鎮文化街142號 

    新豐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二段明德巷24號 

    橫山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橫山鄉新興街67巷7號 

    關西鎮立圖書館                新竹縣關山鎮中山路145號 

    寶山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寶山鄉館前路25號 

 

    苗栗市立圖書館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路82號 

    三義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新生路27鄰9-21號 

 

 

-92- 



    三灣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村親民路17-1號 

    大湖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民族路40-2號 

    公館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宮前路6-1號 

    竹南鎮立圖書館                苗栗縣竹南鎮正南村中正路108號 

    竹南鎮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苗栗縣竹南鎮永貞路二段196號 

    西湖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西湖鄉金獅村2鄰26-3號 

    卓蘭鎮立圖書館                苗栗縣卓蘭鎮中山路125-1號 

    南庄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中正路165號 

    後龍鎮立圖書館                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中山路142-1號3樓 

    苑裡鎮立圖書館                苗栗縣苑裡鎮信義路一段1-1號 

    泰安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2鄰洗水坑69號 

    通霄鎮立圖書館                苗栗縣通霄鎮中正路9-5號 

    造橋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14鄰1號 

    獅潭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11鄰130-2號 

    銅鑼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銅鑼鄉新興路1號 

    頭份鎮立圖書館                苗栗縣頭份鎮博愛街1號 

    頭屋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中正街27號 

 

    台中市西屯區圖書館            台中市西屯區福興路666號 

    台中市北屯區圖書館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122號 

    台中市中區圖書館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300號7樓 

    台中市東區圖書館              台中市東區建德街144號 

    台中市西區圖書館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256號 

    台中市北區圖書館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56號 

    台中市南屯區圖書館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331號 

    台中市南區圖書館              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335號 

 

    大甲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甲鎮文武里雁門路172號 

    大肚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肚鄉頂街村華山路151號 

    大安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安鄉興安路378號 

    大里市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里市德芳路一段229號4樓 

    大里市圖書館大新分館          台中縣大里市大新街36號 

    大里市圖書館草湖分館          台中縣大里市草湖路19號 

    大雅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雅鄉雅潭路388號 

    太平市立圖書館                台中縣太平市太平三街20號 

    外埔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外埔鄉甲后路440-1號 

    石岡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石岡鄉明德路175號 

    后里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后里鄉墩東村文化路28號 

    沙鹿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沙鹿鎮興仁里鎮南路二段488號 

    和平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和平鄉南勢村東關路三段1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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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勢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東勢鎮豐勢路518號 

    烏日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烏日鄉烏日鄉長樂街141號 

    神岡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神岡鄉中山路1460號 

    梧棲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梧棲鎮中正里雲集街72號 

    清水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清水鎮鎮政路50號 

    新社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新社鄉興社街4段1巷1號 

    潭子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二段397號 

    潭子鄉圖書館甘蔗分館          台中縣潭子鄉勝利路310號 

    龍井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龍井鄉龍泉村觀光路2號 

    豐原市立圖書館                台中縣豐原市市政路2號 

    霧峰鄉立圖書館                台中縣霧峰鄉大同路8號 

 

    中寮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永平路270-1號 

    仁愛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29號 

    名間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42-2號 

    竹山鎮立圖書館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路120號 

    信義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7號 

    埔里鎮立圖書館                南投縣埔里鎮北門里西安路一段150號3樓 

    草屯鎮立圖書館                南投縣草屯鎮富寮里玉峰街2-1號 

    國姓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266號 

    魚池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秀水路33號 

    鹿谷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村興產路96-4號 

    集集鎮立圖書館                南投縣集集鎮吳厝里集中巷2-6號 

    水里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一段236號 

 

    二林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四段626號 

    二水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二水鄉聖化村溪邊巷72號 

    大城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大城鄉車城村東平路163號 

    大村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381號 

    北斗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363號 

    永靖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永安街86號 

    田中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田中鎮中路里中新路229號 

    田尾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田尾鄉民族路156號 

    竹塘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竹塘鄉竹木路一段305號 

    伸港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伸港鄉中正路89號 

    秀水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290號 

    和美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346號 

    社頭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55號 

    芳苑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斗苑路202號 

    花壇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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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園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25號 

    員林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街2-1號 

    員林鎮立圖書館第二圖書館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街8巷12號 

    埔心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344號 

    埤頭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埤頭鄉文鄉路135號 

    埔鹽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埔鹽鄉員鹿路二段60號 

    鹿港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鹿港鎮洛津里公園一路83號 

    溪州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溪下路三段556號 

    溪湖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里太平街147號 

    福興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彰鹿路七段495號 

    線西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和線路980號 

 

    二崙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村中興路5-1號2樓 

    口湖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口湖鄉湖東村400號 

    土庫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69-1號 

    大埤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大埤鄉北和村中山路1號 

    元長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仁愛街2號 

    斗六市立圖書館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66號 

    斗南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斗南鎮福德街151號 

    水林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水林鄉文化路6號 

    北港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北港鎮北辰路2-5號 

    古坑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中山路31號 

    台西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台西鄉五港路505號 

    四湖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四湖鄉關聖路87號 

    西螺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西螺鎮廣福里民生路20號 

    東勢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東勢鄉東南村東榮路29巷1號 

    林內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中正路340號 

    虎尾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虎尾鎮水源路14號 

    崙背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南光路9號 

    麥寮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麥寮鄉中山路206號 

    莿桐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和平路53-1號2樓 

    褎忠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褎忠鄉埔姜村中勝路70號 

 

    大林鎮立圖書館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467巷1-1號 

    大埔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大埔鄉(村)4鄰53-2號 

    中埔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中正路128-2號 

    六腳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73號 

    太保市立圖書館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31號 

    水上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水上鄉柳林村80-1號 

 

 

 

-95- 



    布袋鎮立圖書館                嘉義縣布袋鎮東安庄64號 

    民雄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民族路43-1號 

    朴子市立圖書館                嘉義縣朴子市光復路36號 

    竹崎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竹崎鄉坑仔坪163號4樓 

    東石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村1鄰3號 

    梅山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梅仔山8號 

    鹿草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287號 

    番路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78-1號 

    新港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156號 

    溪口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溪口鄉溪北村後港59號 

    義竹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238號 

 

    七股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七股鄉大埕村377號 

    下營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下營鄉文化街117號 

    大內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大內鄉大內村內庄1-36號 

    山上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山上鄉南洲村53號 

    仁德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仁德鄉仁德村中正路三段5號 

    仁德鄉第二圖書館              台南縣仁德鄉大甲路164-8號 

    六甲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六甲鄉中山路202號 

    北門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北門鄉永隆村港北49號 

    左鎮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左鎮鄉中正村176-19號 

    永康市立圖書館                台南縣永康市中山南路653巷2號 

    玉井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玉井鄉中正路7號 

    白河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白河鎮永安里大德街1號 

    安定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安定鄉安加村262-8號 

    西港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西港鄉中山路370號3樓 

    佳里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佳里鎮延平路485號 

    官田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官田鄉中山路一段129號 

    東山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東山鄉東山村225-4號 

    南化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南化鄉南化村227-1號 

    後壁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後壁鄉後壁村131號 

    柳營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柳營鄉士林村92-1號 

    將軍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將軍鄉忠興村190號 

    麻豆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麻豆鎮興國路11號4樓 

    善化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善化鎮三民路6-6號 

    新化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新化鎮中山路130號 

    新市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新市鄉新市村民族路192號 

    新營市立圖書館                台南縣新營市太北里45-2號2樓 

    楠西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楠西鄉中正路309號 

    學甲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學甲鎮建國路38號 

    龍崎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龍崎鄉崎頂村新市子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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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仁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歸仁鄉歸仁村大德路127號 

    關廟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關廟鄉關廟村文化街1號 

    鹽水鎮立圖書館                台南縣鹽水鎮月津路14-1號 

 

    三民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三民鄉民族村鞍山巷4號 

    大社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大社鄉大社村自強街11號 

    大寮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大寮鄉永芬村進學路133號 

    大樹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大樹鄉樣腳村中興北路227號 

    大樹鄉立圖書館第二館          高雄縣大樹鄉久堂路97-1號 

    仁武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仁武鄉仁武村中正路80號 

    內門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內門鄉觀亭村中正路115巷18-1號 

    六龜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六龜鄉六龜村民治路18號 

    永安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永安鄉永安村永華路49號 

    甲仙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甲仙鄉和安村中山路50號 

    田寮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田寮鄉崗安路71-1號 

    杉林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杉林鄉上平村山仙路6號3樓 

    岡山鎮立圖書館                高雄縣岡山鎮公園路10號 

    林園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林園鄉林園村林園北路236號 

    林園鄉立第二圖書館            高雄縣林園鄉西溪村70號2樓 

    阿蓮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阿蓮鄉南蓮村中正路381巷35號2樓 

    美濃鎮立圖書館                高雄縣美濃鎮合和里美中路256號 

    茄萣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茄萣鄉白砂路3號 

    茂林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茂林鄉茂林村1鄰8-3號 

    桃源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桃源鄉桃源村南進巷179號 

    梓官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梓官鄉梓義村梓官路263號 

    梓官鄉立赤東圖書館            高雄縣梓官鄉赤崁東路52號 

    鳥松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鳥松鄉鳥松村大仁北路10號 

    湖內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湖內鄉保生路101號 

    路竹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路竹鄉竹東村延平路75號 

    旗山鎮立圖書館                高雄縣旗山鎮鼓山里延平一路499號 

    鳳山市立圖書館                高雄縣鳳山市林森路141號 

    鳳山市立第二圖書館            高雄縣鳳山市自強一路119巷75號 

    橋頭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橋頭鄉隆豐北路7號 

    燕巢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燕巢鄉中民路592號3樓 

    彌陀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彌陀鄉漯底村四維路1-1號 

 

    九如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如路二段264號 

    三地門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三地門鄉中正路二段99號 

    內埔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廣濟路26號 

    竹田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山路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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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32-1號 

    車城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車城鄉仁愛路26號 

    里港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4-1號 

    佳冬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佳冬鄉東鎮路1號 

    來義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來義鄉中正路94號 

    枋山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德隆路113號 

    枋寮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36號 

    東港鎮立圖書館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新勝街51-30號 

    林邊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林邊鄉美華路197-63號 

    長治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路5號 

    長治鄉立圖書館繁華分館        屏東縣長治鄉舊廟路1號 

    南州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3巷15號 

    屏東市立圖書館                屏東縣屏東市建南路162號 

    恆春鎮立圖書館                屏東縣恆春鎮城南里天文路3號 

    春日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322號 

    崁頂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119號 

    泰武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69號 

    高樹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328號 

    琉球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琉球鄉民族路20-1號 

    新埤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34號 

    新園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93號 

    獅子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28號 

    萬丹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萬丹鄉和平西路157號 

    萬巒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萬巒鄉萬和村中正路24號 

    萬巒鄉立圖書館佳佐分館        屏東縣萬巒鄉民生路28號之12 

    滿州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滿州鄉中山路145號 

    瑪家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1-18號 

    潮州鎮立圖書館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星路39號 

    霧台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73號 

    麟洛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158號 

 

    宜蘭市立圖書館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街1-5號 

    三星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三星鄉義德村義興路12-2號 

    大同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41號 

    五結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村五結中路12號 

    冬山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冬山鄉永興路二段17-1號 

    冬山鄉立圖書館冬山分館        宜蘭縣冬山鄉中正路20號 

    壯圍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壯圍鄉壯五路16號 

    南澳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村大通路60號3樓 

    員山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員山鄉復興路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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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礁溪鄉立圖書館                宜蘭縣礁溪鄉中正路23-9號 

    羅東鎮立圖書館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里體育路40號2樓 

    蘇澳鎮立圖書館                宜蘭縣蘇澳鎮育才路6號2樓 

    頭城鎮立圖書館                宜蘭縣頭城鎮清雲路32號 

 

    玉里鎮立圖書館                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路2號 

    光復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光復鄉中正路一段144巷19弄33號 

    吉安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3號 

    卓溪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卓溪鄉中正路66-5號 

    秀林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12鄰66號 

    花蓮市立圖書館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170號 

    富里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永安街123-2號 

    新城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光復路572號 

    瑞穗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山路二段377號 

    萬榮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村2鄰23號 

    壽豐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山路62號 

    鳳林鎮立圖書館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151號 

    豐濱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光豐路32號 

 

    大武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客庄256-1號 

    太麻里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太麻里鄉太和村北橋80-1號 

    成功鎮立圖書館                台東縣成功鎮公民路15號 

    池上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池上鄉大埔村5鄰49-1號 

    卑南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二街21巷5號 

    延平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80號 

    東河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20鄰94巷61號 

    金峰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35號 

    長濱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4鄰9號(公所) 

    海端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路1號 

    鹿野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一段400號 

    達仁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達仁鄉安相村復興路46號 

    綠島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76號 

    關山鎮立圖書館                台東縣關山鎮中山路68號 

    蘭嶼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蘭嶼鄉椰油村84號 

 

    七美鄉立圖書館                澎湖縣七美鄉中和村2鄰10號 

    白沙鄉立圖書館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368號 

    西嶼鄉立圖書館                澎湖縣西嶼鄉二崁村51-1號 

    望安鄉立圖書館                澎湖縣望安鄉東安村73號 

    湖西鄉立圖書館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村4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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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78年度餘款增購選目圖書贈送鄉鎮圖書館一覽表 

分 類 別 館 名 分 別 類館 名 
農 林 類 宜蘭縣三星鄉立圖書館 農 林 類彰化縣二林鎮立圖書館 
   〃  五結鄉立圖書館    〃  埔鹽鄉立圖書館 
   〃  冬山鄉立圖書館    〃  秀水鄉立圖書館 
   〃  大同鄉立圖書館    〃  花壇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三芝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古坑鄉立圖書館 

   〃  石碇鄉立圖書館    〃  東勢鄉立圖書館 
   〃  三峽鎮立圖書館    〃  西螺鎮立圖書館 
   〃  平溪鄉立圖書館    〃  二崙鄉立圖書館 
   〃  雙溪鄉立圖書館    〃  大埤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新豐鄉立圖書館    〃  水林鄉立圖書館 

   〃  湖口鄉立圖書館    〃  土庫鎮立圖書館 
   〃  北埔鄉立圖書館    〃  褒忠鄉立圖書館 
   〃  峨嵋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新港鄉立圖書館 
   〃  關西鎮立圖書館    〃  大埔鄉立圖書館 
   〃  尖石鄉立圖書館    〃  義竹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頭屋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玉井鄉立圖書館 
   〃  獅潭鄉立圖書館    〃  後壁鄉立圖書館 
   〃  苑裡鎮立圖書館    〃  麻豆鎮立圖書館 
   〃  泰安鄉立圖書館    〃  東山鄉立圖書館 
   〃  三灣鄉立圖書館    〃  龍崎鄉立圖書館 
   〃  卓蘭鄉立圖書館    〃  白河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安鄉立圖書館    〃  大內鄉立圖書館 
   〃  新社鄉立圖書館    〃  南化鄉立圖書館 
   〃  石岡鄉立圖書館    〃  六甲鄉立圖書館 
   〃  外埔鄉立圖書館    〃  將軍鄉立圖書館 
   〃  東勢鎮立圖書館  高雄縣阿蓮鄉立圖書館 
   〃  和平鄉立圖書館    〃  湖內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國姓鄉立圖書館    〃  燕巢鄉立圖書館 
   〃  魚池鄉立圖書館    〃  內門鄉立圖書館 
   〃  鹿谷鄉立圖書館    〃  杉林鄉立圖書館 
   〃  名間鄉立圖書館    〃  茂林鄉立圖書館 
   〃  竹山鎮立圖書館    〃  大寮鄉立圖書館 
   〃  水里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潮州鎮立圖書館 
   〃  仁愛鄉立圖書館    〃  春日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永靖鄉立圖書館    〃  瑪家鄉立圖書館 
   〃  鹿港鎮立圖書館    〃  來義鄉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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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別 館 名 分 類 別館 名 
農 林 類 台東縣達仁鄉立圖書館 工 商 類宜蘭縣羅東鎮立圖書館 
   〃  鹿野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泰山鄉立圖書館 
   〃  關山鎮立圖書館    〃  淡水鄉立圖書館 
   〃  池上鄉立圖書館    〃  樹林鎮立圖書館 
   〃  金峰鄉立圖書館    〃  蘆洲鄉立圖書館 

   〃  卑南鄉立圖書館    〃  五股鄉立圖書館 
 花蓮縣瑞穗鄉立圖書館    〃  中和市立圖書館 
   〃  壽豐鄉立圖書館    〃  林口鄉立圖書館 
   〃  吉安鄉立圖書館    〃  瑞芳鎮立圖書館 
   〃  富里鄉立圖書館  桃園縣八德鄉立圖書館 

   〃  豐濱鄉立圖書館    〃  大園鄉立圖書館 
農林類合計館數 83館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香山分館 
漁 牧 類 宜蘭縣蘇澳鎮立圖書館  台中縣大甲鎮立圖書館 
   〃  壯圍鄉立圖書館    〃  清水鎮立圖書館 
 台北縣石門鄉立圖書館    〃  潭子鄉立圖書館 

   〃  八里鄉立圖書館    〃  大雅鄉立圖書館 
   〃  萬里鄉立圖書館    〃  豐原市立圖書館 
 苗栗縣通宵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福興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線西鄉立圖書館  雲林縣斗南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台西鄉立圖書館    〃  斗六市立圖書館 
   〃  四湖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大林鎮立圖書館 

   〃  口湖鄉立圖書館    〃  太保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七股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永康鄉立圖書館 
   〃  西港鄉立圖書館    〃  佳里鎮立圖書館 
 屏東縣恆春鋇立圖書館    〃  新市鄉立圖書館 
   〃  車城鄉立圖書館    〃  仁德鄉立圖書館 
   〃  枋山鄉立圖書館    〃  盬水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大武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 
   〃  綠島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長治鄉立圖書館繁華分館 
   〃  東河鄉立圖書館 工商類合計館數29 
   〃  成功鎮立圖書館 總            計 

   〃  太麻里鄉立圖書館 農 林 類          83 
   〃  蘭嶼鄉立圖書館 漁 牧 類          24 

 花蓮縣新城鄉立圖書館 工 商 類          29 
 澎湖縣七美鄉立圖書館 總   計         136 

   〃  望安鄉立圖書館   
漁牧類合計館數 24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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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79年度餘款增購選目圖書贈送鄉鎮圖書館一覽表 

分 類 別 館 名 分 類 別館 名 
農 林 類 宜蘭縣冬山鄉立圖書館 農 林 類台南縣柳營鄉立圖書館 
   〃  大同鄉立圖書館    〃  下營鄉立圖書館 
   〃  員山鄉立圖書館    〃  官田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三芝鄉立圖書館    〃  學甲鎮立圖書館 
   〃  石碇鄉立圖書館    〃  新化鎮立圖書館 

   〃  三峽鎮立圖書館    〃  善化鎮立圖書館 
   〃  平溪鄉立圖書館    〃  安定鄉立圖書館 
   〃  雙溪鄉立圖書館    〃  山上鄉立圖書館 
   〃  深坑鄉立圖書館    〃  楠西鄉立圖書館 
   〃  坪林鄉立圖書館    〃  左鎮鄉立圖書館 
   〃  烏來鄉立圖書館    〃  歸仁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新埔鄉立圖書館    〃  關廟鄉立圖書館 

   〃  橫山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茂林鄉立圖書館 
 苗栗縣泰安鄉立圖書館    〃  大寮鄉立圖書館 
   〃  三灣鄉立圖書館    〃  田寮鄉立圖書館 
   〃  卓蘭鄉立圖書館    〃  三民鄉立圖書館 
   〃  大湖鄉立圖書館    〃  茄萣鄉立圖書館 

   〃  銅鑼鄉立圖書館  屏東縣來義鄉立圖書館 
   〃  南庄鄉立圖書館    〃  麟洛鄉立圖書館 

   〃  三義鄉立圖書館    〃  南州鄉立圖書館 
   〃  西湖鄉立圖書館    〃  獅子鄉立圖書館 
   〃  造橋鄉立圖書館  台東縣卑南鄉立圖書館 
 南投縣仁愛鄉立圖書館    〃  海端鄉立圖書館 
 彰化縣秀水鄉立圖書館 農林類合計館數 60館 

   〃  花壇鄉立圖書館 漁 牧 類宜蘭縣蘇澳鎮立圖書館 
 雲林縣土庫鎮立圖書館    〃  壯圍鄉立圖書館 
   〃  褒忠鄉立圖書館    〃  頭城鎮立圖書館 
 嘉義縣義竹鄉立圖書館    〃  礁溪鄉立圖書館 
   〃  六腳鄉立圖書館  台北縣石門鄉立圖書館 
   〃  水上鄉立圖書館    〃  八里鄉立圖書館 
   〃  中埔鄉立圖書館    〃  萬里鄉立圖書館 
   〃  竹崎鄉立圖書館    〃  貢寮鄉立圖書館 
   〃  梅山鄉立圖書館    〃  金山鄉立圖書館 
   〃  番路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布袋鎮立圖書館 
   〃  阿里山鄉立圖書館    〃  東石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將軍鄉立圖書館  台南市立圖書館安平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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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別 館 名 分 類 別合 計 
漁 牧 類 台南縣北門鄉立圖書館 工 商 類台南市立圖書館南區分館 
 高雄縣永安鄉立圖書館    〃  立圖書館安南分館 
   〃  彌陀鄉立圖書館    〃  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  梓官鄉立圖書館  台南縣盬水鎮立圖書館 
 屏東縣琉球鄉立圖書館    〃  新營市立圖書館 

   〃  滿州鄉立圖書館  高雄縣鳳山市立圖書館 
 台東縣太麻里鄉立圖書館    〃  林園鄉立圖書館 
   〃  蘭嶼鄉立圖書館    〃  橋頭鄉立圖書館 
 澎湖縣望安鄉立圖書館  屏東市立圖書館 
漁牧類合計館數 22館 工商類合計館數 22館 
工 商 類 宜蘭市立圖書館 總        計 

 台北縣五股鄉立圖書館 農 林 類        60 
   〃  中和市立圖書館 漁 牧 類         22 

   〃  林口鄉立圖書館 工 商 類         18 
   〃  瑞芳鎮立圖書館 合 計        100 
   〃  汐止鄉立圖書館   
 新竹縣竹北市立圖書館   
 苗栗市立圖書館   
 彰化縣福興鄉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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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臺灣省各鄉鎮市區圖書館館藏特色一覽表 
縣市別鄉 鎮 市 區 圖 書 館 館 藏 特 色 備註 

臺北縣 八里鄉立圖書館 宗教禮俗、農作物  

 三芝鄉立圖書館 哲學  

 三重市立田中圖書館 教育、環保、工商、美術  

 三重市立五常圖書館 文史、保健、宗教、美術  

 三峽鎮立圖書館 現代文學、藝術  

 土城市立圖書館 人文、社會  

 清水分館 兒童讀物  

 頂埔分館 語文、文學  

 中和市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大同分館 自然科學  

 永和市立圖書館 美術、音樂  

 石碇鄉立圖書館 旅遊、兒童書籍  

 林口鄉立圖書館 工商財經  

 板橋市立圖書館 家政、親職、親子教育  

 金山鄉立圖書館 傳記類  

 泰山鄉立圖書館 社會、政治、法律、軍事  

 深坑鄉立圖書館 傳記  

 新莊市立福營圖書館 成人書籍及兒童刊物並重  

 瑞芳鎮立建成圖書館 建築、礦冶  

 萬里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樹林鎮立圖書館 中國現代文學  

 蘆洲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鶯歌鎮立林長壽紀念圖書館 陶瓷化工、美術書畫  

新竹縣 玉峰鄉立圖書館 交誼、開會、藝文活動  

 芎林鄉立圖書館 協辦社區活動  

 湖口鄉立圖書館 中國現代文學類  

 新埔鎮立圖書館 書法、語言研習、地方特產展示  

 竹北市立圖書館 建築、保健、企管及文學  

 關西鎮立圖書館 語言、新聞學  

苗栗縣 苗栗市立圖書館 醫藥、企管  

 北苗圖書室 文學  

 頭份鎮立圖書館 
圖書借閱、兒童讀物閱讀指導、書法

研習、畫展 

 

 通霄鎮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通霄地方

海水浴場之特色及海釣方面書 

 

 公館鄉立圖書館 農業、陶藝、美術、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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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鄉 鎮 市 區 圖 書 館 館 藏 特 色 備註 

苗栗縣 竹南鎮立萬春圖書館 藝術、旅遊、竹南地區文獻等  

 西湖鄉立圖書館 農業(文旦柚之栽種、培植、產銷管理)  

 泰安鄉立圖書館 省通誌、山地文物、藝術作品  

 三灣鄉立圖書館 親子類圖書  

 造橋鄉立圖書館 農牧、人文、社會、科學  

 銅鑼鄉立圖書館 本縣客家作家、藝術家作品  

 獅潭鄉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類  

 頭屋鄉立圖書館 農業(尤以茶葉)  

 後龍鎮立圖書館 傳記文學   

 卓蘭鎮立圖書館 休閒、觀光  

 南庄鄉立圖書館 客家文化、農業、傳記文學   

 大湖鄉立圖書館 哲學  

 苑裡鎮立天慶圖書館 美術類   

 卓蘭鎮立圖書館 休閒、觀光  

台中縣 大雅鄉立圖書館 語文及應用科學類  

 潭子鄉立圖書館 文學傳記  

 豐原市立圖書館 旅遊、美術  

 新社鄉立圖書館 中國古典文學  

 大里市立圖書館 美術類  

 清水鎮立圖書館 法律、政治軍事  

 后里鄉立圖書館 哲學  

 和平鄉立圖書館 原住民圖書  

 大安鄉立圖書館 地理  

 石岡鄉立圖書館 文史類  

 東勢鎮立圖書館 文學傳記  

 龍井鄉立圖書館 西洋文學  

 大甲鎮立圖書館 宗教、文學類  

 外埔鄉立圖書館 哲學類  

 沙鹿鎮立深波圖書館 生命科學  

 太平市立圖書館 歷史讀物  

 大肚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梧棲鎮立圖書館 文學  

 神岡鄉立圖書館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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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鄉 鎮 市 區 圖 書 館 館 藏 特 色 備註 

台中縣 烏日鄉立圖書館 親職、家政類  

 霧峰鄉立以文圖書館 教育類  

台中市 西屯區圖書館 語文、文學別集  

 北屯區圖書館 休閒、娛樂、觀光及運動  

 南區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西區圖書館 自然科學、生命科學類  

彰化縣 二林鎮立圖書館 農牧  

 溪州鄉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農業科學  

 埔心鄉立圖書館 語文、商業管理、藝術  

 花壇鄉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  

 伸港鄉立圖書館 農業、漁業、醫學、小說、散文  

 田中鎮立圖書館 地區性文獻、中國古典文學類  

 線西鄉立圖書館 農漁牧、及親職教育類  

 芬園鄉立圖書館 地方文物與文獻資料  

南投縣 中寮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類  

 竹山鎮立圖書館 教育類  

 魚池鄉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類  

 草屯鎮立圖書館 傳記類  

 國姓鄉立圖書館 社會、政治、法律及軍事  

 信義鄉立圖書館 兒童讀物類  

 集集鎮立圖書館 家政、親職、親子教育類  

 名間鄉立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及觀光類  

雲林縣 四湖鄉立圖書館 小說、散文、傳記文學  

 斗六市立圖書館 語文、史地、美術、應用科學類  

 西螺鎮圖書館 農業、文學類  

 虎尾鎮立圖書館 親子親職教育類  

 土庫鎮立圖書館 農業類、各類參考書  

 北港鎮立圖書館 宗教類  

 古坑鄉立圖書館 農業類、兒童書  

 林內鄉立圖書館 兒童書、語文、社會科學類  

 莿桐鄉立圖書館 通俗醫學、傳記  

 二崙鄉立圖書館 
散文小說、善本、字帖、畫譜、參考

書等 

 

 崙背鄉立圖書館 電腦類  

 麥寮鄉立中正圖書館 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語文  

 褒忠鄉立圖書館 插花  

 東勢鄉立圖書館 名人傳記、百科全書、醫學  

 台西鄉立圖書館 宗教、語文、應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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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鄉 鎮 市 區 圖 書 館 館 藏 特 色 備註 

雲林縣 元長鄉立圖書館 日據時期字典、辭典及叢書  

 口湖鄉立圖書館 語文類  

 水林鄉立圖書館 文化講座、書法研習、藝文活動  

嘉義縣 溪口鄉立圖書館 歷史  

 大林鄉立圖書館 農、林、漁、牧業  

 大埔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義竹鄉立圖書館 中國古典文學  

 朴子市立金臻圖書館 中國現代文學、觀光資料  

 布袋鎮立圖書館 文學、自然科學、哲學  

 中埔鄉立圖書館 教育類  

 水上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職、親子教育  

 竹崎鄉立圖書館 醫藥、園藝、文學類  

 梅山鄉立圖書館 建築美學、礦冶  

 太保市立圖書館 休閒、娛樂、觀光、運動  

 新港鄉立圖書館 外國文學  

 民雄鄉立圖書館 電腦科學  

 東石鄉立圖書館 兒童書籍、文學  

台南縣 永康市立圖書館 工商財經  

 南化鄉立圖書館 宗教、禮俗  

 西港鄉立圖書館 地理  

 七股鄉市立圖書館 農村漁牧、加工製造  

 將軍鄉立圖書館 中國文學、鄉土文學  

 安定鄉立圖書館 工程、礦冶  

 玉井鄉立圖書館 哲學類  

 左鎮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新化鎮立圖書館 社會、政治、法律、軍事  

 善化鎮立圖書館 語言、新聞學  

 新市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子教育  

 山上鄉立圖書館 教育類  

 麻豆鎮立圖書館 教育類  

 下營鄉立圖書館 社會、政治、法律、軍事  

 六甲鄉立圖書館 農村漁牧  

 大內鄉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  

 官田鄉圖書館 休閒、娛樂、觀光  

 學甲鎮立圖書館 宗教、禮俗  

 佳里鎮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  

 龍崎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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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鄉 鎮 市 區 圖 書 館 館 藏 特 色 備註 

台南縣 後壁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子教育  

 柳營鄉立圖書館 歷史  

 盬水鎮立圖書館 傳記類  

 白河鎮立圖書館 工程、礦冶類  

 東山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仁德鄉立圖書館 工商財經  

 歸仁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關廟鄉立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  

 大樹鄉立圖書館 農業、社會科學  

 內門鄉立圖書館 史地、語文、自然科學  

 內埔分館 史地、語文、自然科學  

 溝坪分館 史地、語文、自然科學  

 杉林鄉立圖書館 攝影、旅遊、文學  

 甲仙鄉立圖書館 藝術、化石、竹、語文  

 六龜鄉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  

 旗山鎮立圖書館 經濟、兒童文藝、人文  

 茂林鄉立圖書館 魯凱族文物資料  

 三民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  

 桃源鄉立中正圖書館 文學、科技  

 大寮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建築  

高雄縣 美濃鎮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及農牧圖書  

 大社鄉立圖書館 旅遊、運動、鄉政剪輯  

 鳳山市立圖書館 美術、攝影、旅遊  

 鳳山市立第二圖書館 人文、社會、科學、藝術  

 橋頭鄉立圖書館 應用科學類、語文類、鄉土教材  

 燕巢鄉立圖書館 農業、語文  

 仁武鄉立圖書館 人文、社會、史地、科學、美術  

 岡山鎮立圖書館 文學  

 林園鄉立圖書館 教育  

 田寮鄉立圖書館 語文  

 路竹鄉立圖書館 醫學、商學、遊戲休閒  

 湖內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梓官鄉立圖書館 文學  

 永安鄉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語文、藝術、宗教  

 茄萣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視聽資料  

 鳥松鄉圖書館 觀光資料  

 阿蓮鄉立圖書館 哲學、戲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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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屏東市立復興圖書館 工商財經  

 東港鎮立圖書館 宗教、禮俗  

 林邊鄉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  

 務霧台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萬巒鄉立圖書館 地理  

 獅子鄉立圖書館 中國古典文學  

 瑪家鄉立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觀光  

 滿州鄉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  

 枋山鄉立圖書館 語言、新聞學  

 新埤鄉立圖書館 教育  

 來義鄉立圖書館 外國文學  

 佳冬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麟洛鄉立圖書館 傳記  

 里港鄉立中正圖書館 中國古典文學  

 萬丹鄉立圖書館 農、林、漁、牧及其加工製造  

 高樹鄉立中正圖書館 歷史  

 新園鄉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  

 三地鄉立中正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泰武鄉立圖書館 教育  

 枋寮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竹田縣鄉立圖書館 外國文學  

 春日鄉立圖書館 中國現代文學  

 潮州鄉立中正圖書館 工程(含建築美學)、礦冶  

 九如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職、親子教育  

 車城鄉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  

 南州鄉立圖書館 工程(含建築美學)、礦冶  

 內埔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子、親職教育  

 長治鄉立中正圖書館 社會、政治、法律、軍事  

 恆春鄉立中山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觀光  

 牡丹鄉立中正圖書館 農、林、漁、牧及其加工製造  

 崁頂鄉立圖書館 中國現代文學  

宜蘭縣 頭城鎮立圖書館 文學及兒童讀物  

 蘇澳鎮立圖書館 農漁、攝影  

 大同鄉立圖書館 文物、歌舞  

 壯圍鄉立圖書館 政治、軍事、法律  

 五結鄉立圖書館 農林、漁牧  

 員山鄉立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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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立圖書館 觀光旅遊、農園藝、手工藝、文學  

 羅東鎮立圖書館 工商財經  

花蓮縣 鳳林鎮立圖書館 生命科學  

 壽豐鄉立圖書館 農林、漁牧、其他加工製造  

 吉安鄉立圖書館 自然科學  

 秀林鄉立圖書館 宗教、禮俗  

 新城鄉立圖書館 工商財經  

 花蓮市立圖書館 觀光、娛樂、休閒、運動  

 富里鄉立圖書館 傳記文學  

 玉里鄉立圖書館 新聞學、語文  

 瑞穗鄉立圖書館 舞蹈、戲劇、攝影、雕塑  

 豐濱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職、親子教育  

 光復鄉立圖書館 音樂、美術  

 萬榮鄉立圖書館 舞蹈、教育、保有文化  

臺東縣 東河鄉立圖書館 自然  

 成功鎮立圖書館 天文、地理、工商、財經  

 長濱鄉立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觀光  

 卑南鄉立圖書館 中國現代文學  

 鹿野鄉立圖書館 地理、文藝  

 關山鎮立圖書館 宗教、文學  

 海端鄉立圖書館 工程、礦冶  

 池上鄉立圖書館 歷史  

 太麻里鄉立圖書館 家政、親子教育、科學  

 金峰鄉立圖書館 舞蹈、雕塑、書畫  

 大武鄉立圖書館 中國古典文學  

 達仁鄉立圖書館 以生命科學為主  

 綠島鄉立圖書館 以農、漁、牧為特色  

 延平鄉立圖書館 
以語文、應用科學、社會科學、觀光

旅遊為主 

 

 蘭嶼鄉立圖書館 以舞蹈、戲劇、攝影、雕刻為主  

澎湖縣 白沙鄉立乃輝圖書館 社會、政治、法律、軍事  

 望安鄉立圖書館 運動、休閒、娛樂、觀光  

 七美鄉立圖書館 傳記  

 湖西鄉立中正圖書館 工商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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