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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運用社區資源案例淺探
─以桃園市立圖書館為例

胡心慈

桃園市立圖書館圖資管理組組長兼代理秘書

壹、前言

隨著時代推移，圖書館的角色與定位逐漸轉移及擴大，服務更是不

斷推陳出新，從典藏服務、讀者服務到外展服務等均不斷地增加服務項

目，並且針對服務群眾設計規劃推廣服務；同時，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人們的資訊需求亦持續增加及變化，因此因應讀者千變萬化的需求，圖

書館也需要與時俱進，才能滿足讀者。然而，圖書館本身人力及各項資

源有限，要提升服務，必要尋求外界的力量，才能共創雙贏。

因不同類型的圖書館的服務群眾及目標皆有所異，本文選擇「公

共圖書館」作為探究對象，透過文獻查找及回顧，來瞭解公共圖書館如

何運用外在資源提升服務，同時，所在眾多外界力量中，本文將著重在

「社區資源」的運用，並探討公共圖書館社區資源運用的案例。

貳、概念定義

為探討公共圖書館如何使用及運用社區資源，本節將先針對「社區

資源」及「圖書館與社區」之間的幾個相關概念作整理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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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的意義

「社區」（community）這個名詞源自於拉丁字communis，意

味著友誼或有關係的社區，可視為單一實體（single entity）或個體的

結合（葉莉莉、陳怡杏，2011）。再進一步歸納說明，所謂社區是指

「一範圍內，一群具有集體意識、共同關係、共同精神、共同特徵、

共享價值與歷史文化，彼此之間有歸屬感的一種組織團體，其所聚居

的一個特定地理區域。」（范綺萍，2010）。而白秀雄（1977）對

「社區」的定義包括幾個要素：(1)它是有一定境界的人口集團；(2)它

的居民具有地緣的感覺或某些集體意識和行為，具有從屬感（Feeling 

of belonging），大家均感互相隸屬、互相依賴，大家建立有共同的目

標，並能採集體行動以期實踐；(3)它有一個或多個共同活動或服務的

中心。

另外，圖書館所稱之社區則包含兩層意義：(1)圖書館所在的環境

以及其主要的服務對象（苗蕙芬，1994）。因此，公共圖書館應與社

區相結合，提供資訊、文化、休閒之服務，並作為民眾之資訊中心，

提供社區民眾利用，亦可結合社區資源，擴增館方有限之人力與物

力，以推動相關業務，服務更多的讀者，兩者互相結合，相互共享資

源，達到提升社區文化水準之目的（張圍東，2010）。

而本文所指之「社區」，是以一「公共圖書館」作為中心，並

在其地域所及之地理範圍內，一群彼此認同，共享文化精神、利益目

標，具有共同存在意識及有對彼此有歸屬感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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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Community Resources) 係指社區內外一切可動

員並有助於完成社區目標的力量之總稱。它包含了有形的物質資源和

無形的精神資源，也涵蓋了二者整合後所創動的總整力量（張淑惠，

1998）。且社區資源是一種特定的社會資源，其僅為整個社會資源

中的一部份，然只有能夠為社區建設提供幫助的社會資源才是社區資

源，而在社會資源變成真正的社區資源需要經過一個大的社會化過程

（李力、張國桐，2007）。就目前各家對社區資源的分類不盡相同，

回顧國內曾對社區資源分類做定義的文獻，綜整學者給予社區資源之

定義及分類如下：

表1 過去學者對社區資源定義及分類表（本文整理）

學者 嚴鼎忠 林振春 林勤敏

年份 1995 1998 2003

定義

社區居民彼此相互依賴

生存，共同為增進社區

福祉和滿足個人需求而

努力。社區本身是屬於

眾人的集合體，蘊含著

相當豐富的各種資源成

為社區發展的潛在實 。

社區資源指的是用以協

助社區解決其問題、滿

足其需求、促進其成長

的所有動力因素。

就社會教育或公共圖書

經營與服務而言，凡是

社會中對推展前述工作

具有協助及促進作用的

人力、物力、財力、資

訊、組織等， 可稱之。

分類

1.自然資源 
2.財力資源 
3.人力資源 
4.文化資源 
5.機構資源

1.人力資源 
2.物力資源 
3.財力資源 
4.組織資源 

5.文獻古蹟資源 
6.自然環境資源

1.人力資源 
2.物力資源 
3.財力資源 
4.資訊資源 
5.人緣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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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綜整「社區資源」之定義為：「社區中能協助公共圖書館推

展服務及營運的有形及無形資源」。並且，統整各家分類，本文綜整

社區資源為七個項目，分別為：(1)人力資源、(2)財力資源、(3)物力

資源、(4)資訊資源、(5)自然資源、(6)文化資源，以及(7)人際資源。

其中「自然資源」乃係對將學者曾經區分之文獻古蹟及自然環境等作

為統論；而有關機構、組織及人緣資源，本報告視為與特定個人、機

關、團體等維持良好互動的人際資源運用，因此另外分出「人際資

源」。

表2 社區資源定義及分類表（本文歸納）

形體 類別 定義

有形的

人力資源 提供人力協助，如志工、工作人員。

財力資源 透過義賣、勸募、捐贈、贊助、獎勵等，給予經費上的協助。

物力資源 提供器材設備、物件的借用或給予。

資訊資源 提供參考文獻、資料等訊息協助。

自然資源 提供場地、古蹟建築等使用或租用。

無形的
文化資源 民情風俗、典章制度、價值觀念等。

人際資源 與組織或個人建立良好人際互動。

而公共圖書館運用社區資源之特色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藉由社區資源以發展館藏，彰顯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與提

供民眾日常生活所需知識與休閒之功效（張淑惠，1998）。然而在眾

多資源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林萬億（1992）指出，社區資源有

正面，也有負面的。因此在面對各式各樣的社區資源，公共圖書館除

了瞭解社區所具備的資源外，也必須去判斷可用與不可用的資源。此

外，由於受傳統體制的束縛及影響，社區中許多資源配置受到限制，

並沒有很好地綜合利用（李力、張國桐，2007）。因此，總的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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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共圖書館而言，社區資源的擇選、整合與運用是相當重要的課

題。

三、公共圖書館與社區的關係

在綜整社區及社區資源的意義後，本小節要探討的是公共圖書館

與「社區」的關係，以及圖書館如何與社區互動來運用資源。在探討

兩者的互動關係前，首先，必須先瞭解公共圖書館之於社區的意義及

角色定位。呂春嬌（1999）曾將公共圖書館在社區所扮演的角色分為

三大類，包括「教育」、「協調」以及「組織」的角色，分別說明如

下：

（一）圖書館負有教育社區民眾的功能：

圖書館應鼓勵社區民眾參與圖書館活動，並且應瞭解社區

的價值體系和權力結構，建立正確而健全的圖書館公共關係，

與社區互信互賴，以利推動潛移默化、教化人心與教育社會的

功能。

（二）圖書館成為調適社區及社會互動的角色：

公共圖書館已不再是一個封閉的教育系統，它應視自己為

一個達到社會教化、社會控制、解決社會衝突的角色。在社會

變遷中，公共圖書館也應重新調適，吸收學習，融入知識、生

活、道德等教育推廣中，以配合社會進步的脈動。

（三）圖書館成為社區的組織者：

圖書館可視各社區民眾需求、社區資源條件，以凝聚社區

意識，建立社區文化。公共圖書館作為組織者的角色，至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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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包含三個層次：(1)社區中的專家角色；(2)社區活動中的配合

者、參與者；(3)社區的組織者。

而林振春（1998）將圖書館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分為五種，簡述說

明如下：

（一）雙方互不往來：

兩者間毫無交集，有無彼此均不在意。

（二）將對方視為可器用的資源：

圖書館在規劃發展時，即將社區視為可運用資源來設計並

執行，並且應注意永續發展之可能。

（三）將對方視為服務的對象：

圖書館在評估分析社區民眾的需求與問題後，依其所需規

劃結合兩者資源來服務社區。

（四）將對方視為共同工作的夥伴：

圖書館與社區之間建立溝通管道，確認彼此共同關注議

題，結合兩方人員共同解決問題，且彼此配合，共享資源。

（五）將對方視為生命共同體：

林振春先生表示，此階段是由上述互動關係循序漸進而

致，即圖書館與社區兩者先互為可運用的資源，其次是進入互

為服務的對象，再次是進階到互為共同工作的夥伴。等到雙方

皆體認到彼此相互需要，全體居民也具有共識，便可以進展到

生命共同體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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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公共圖書館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係為循序漸進，從利用資

源，服務社區、互助合作，到協同共生，因此互不往來的極端消極關係

並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反之，本文將著重在第二階段「將對方視為可器

用的對象」，瞭解公共圖書館可運用之社區的資源後，才能期許圖書館

與社區之間邁向合作及生命共同體的理想階段。

四、公共圖書館與社區的互動模式

為瞭解公共圖書館與社區間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本文參考王啓

祥（2002）博物館與社區互動的概念架構，定義公共圖書館與社區的

互動模式如下圖，分別包括：(1)確認兩方任務、功能、資源並建立溝

通；(2)目標界定；(3)方案規劃；(4)方案試驗；(5)方案評估；(6)方案

修正。

圖1 公共圖書館與社區互動的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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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本文所改擬之「公共圖書館與社區互動的概念架構」

的個別項目，作進一步的探討及說明：

（一）確認兩方任務、功能、資源並建立溝通

在此階段為彼此之間的認識及確認資源，因此良好的溝通

管道是相當重要的，整體來說，歸納張淑惠（1998）對公共圖

書館運用社區資源所提之重點，此階段完成工作為：

1.交流瞭解促進合作：瞭解社區內各機構或團體的特質及發展

現況，以及社區內各機構的設施與功能，並透過機構、團體

的交流瞭解彼此的期待及增加合作機會的可能性。

2.提升社區參與程度：找出可以作為社區參與圖書館服務的業

務事項、可供運用的社區參與資源、讓外界瞭解圖書館中可

供社區參與合作的事項，並且營造利於推動社區參與的圖書

館環境。

3.建立公關：建立圖書館公關，與社區達成良好雙向溝通。

另外，為了達到充分的瞭解社區，本階段應進行「社區

分析（Community Analysis）」（或稱社區調查(Community 

Survey)、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y)）。因社區是具有某些

共同特性的一群人，所以社區分析乃在研究社區的特性以及這

些特性所代表的意義（Evans, 1976）。總的來說，社區分析

係圖書館為提供更好的服務，滿足最多讀者最大需求，針對所

服務的社區進行有目的、有系統、有計畫的認識與瞭解（苗蕙

芬，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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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界定

透過第一階段的認識及溝通，雙方在此階段，應該要確認

彼此合作的目標，有關目標的界定，可透過洽談或召開協商會

議，彼此取得共識共同確認。

（三）方案規劃

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在《圖書館的社區關係手冊（Community 

partnership guidebook for libraries）》中指出，圖書館應透過

程序與社區建立合作計畫，並且思考：

1.過去已建立的不同類型的合作夥伴關係。

2.收到的合作夥伴請求類型。

3.想要追求的合作夥伴類型。

另外，圖書館可透過製作及填寫計畫規劃備忘錄

（Program Planning Worksheet）來記錄合作對象及合作內

容，以釐清計畫的宗旨、目的、利益、時程等；此外，應與

合作單位建立清單，記錄合作對象資訊、合作計畫內容、合

作者義務、圖書館義務、圖書館及合作者的效益、計畫進度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2014）。

張淑惠（1998）指出，在圖書館與社區合作的籌備階段

（本文視作方案規劃階段），可召開籌備會議，形成任務分組

並制定工作流程或進度表，同時確認彼此的權利、義務，並可

依工作內容將依分工分組（如活動組、公關組、文書組及庶務

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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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試驗

有關試辦執行係將規劃好的方案及計畫實際呈現的階段，

不論是活動或是特定服務，均應在辦理時確認各項細節、場地

動線規劃及路線標示及文宣宣傳等，並隨時注意人力的配置狀

況，以及各項資源的補給等。

（五）方案評估

績效指標是績效的量化或質化衡量項目，透過績效指標的

運用，可以讓圖書館瞭解是否達成所設定之目標及改善方向，

提供管理者決策制定的參考，並可使外界瞭解圖書館的績效表

現，從而提高對圖書館的肯定，因故一套合宜的績效指標有其

建置必要（王珮玲，2001）。目前國內外績效評估計畫多以投

入與產出層面評估公共圖書館績效。然而隨著全球政經社會情

勢的改變，國家、社區與民眾愈來愈重視民眾在利用公共圖書

館的資源與服務後，是否對其在知識、技能、行為有所影響，

亦即圖書館的「成效」（柯皓仁，2014）。 

因此，有關圖書館與社區合作的服務項目或活動等，皆應

進行評估，以利檢查目標以及追蹤改善。然如上所述，圖書館

的評估指標，對於民眾使用後的影響尚無完善的績效指標與評

估架構，且目前圖書館與社區合作的個案，鮮少提供完善的評

估，以及社區到底對圖書館提升了多少影響，因此未來公共圖

書館的社區資源利用績效評估，對於重視社會影響力的時代，

相信也將是個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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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案修正

承上，在針對辦理計畫進行評估後，即應針對不理想的部

分進行檢討，並在雙方同意下調整改進，同時再次進入一次互

動模式的循環，如此一來才能精益求精，改善最佳合作方案。

參、實際案例

本節將先探究針對社區資源的重要性興起，對公共圖書館內部影響

的相關案例；其次，各社區資源的利用，將以桃園市立圖書館運用社區

資源的案例，擷取較具代表性者進行討論。

一、內部案例：與社區建立橋樑─社區圖書購置補助計畫

如前面章節提到，圖書館在與社區進行互動模式的時候，首先

要確認兩方任務、功能、資源並建立溝通，其中建立公關及圖書館內

部營造讓社區願意投入資源及參與的環境，是搭起兩者橋梁的重要業

務。

以桃園市立圖書館為例，本館自106年起在全國首創推動辦理

「社區圖書購置補助計畫」，針對已完成桃園市公寓大廈（社區）管

理委員會之公寓或社區，均可以在桃園市立圖書館公告申請期間提出

計畫，辦理社區圖書空間的圖書購置及閱讀推廣，如經審核通過的

話，即可獲得圖書館補助。各社區無不熱情申請，積極活化自我社區

閱讀空間，從106年編列預算新臺幣900萬元，總計150間社區申請，

到107年因廣大社區熱烈反應，提高市府預算至新臺幣2,000萬元，達

259件申請案，各社區為打造良好閱讀環境，以本補助計畫為契機，

後續自行圖書建檔造冊、建立借閱系統，甚至有社區自行採購條碼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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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機及連結社區管理APP平台服務，活化社區閱讀空間，而圖書館也

透過社區，擴大閱讀服務據點，讓閱讀深入社區。

同時，為能與社區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及追蹤社區閱讀空間成

果，本館特成立社區補助案考核小組，所有館員親自前往每個申請社

區，並與管理員或相關人士討論，了解現況，並知悉是否有圖書館可

改進之處，透過本補助案及館內的任務型組織，為圖書館和社區搭建

了橋梁，這些在在顯示圖書館為加強與社區合作，運用社區資源，因

而改變內部環境及管理模式。

圖2 社區透過補助款申請購置圖書，建置社區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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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運用案例

（一）活用社區物力資源─桃園市立圖書館受贈行動書車

桃園市立圖書館在103年12月25日成立後，整併原鄉鎮

市立圖書館的3台行動圖書車，辦理「行動書車服務」，透過

行動書車深入學校、幼兒園、社區、廟宇、里集會所等據點，

無形中增加圖書館實體服務近用管道，民眾除了可以於書車借

還書，也可以現場辦證，大幅提升了圖書館的機動服務及便利

性，當時平均一年服務超過1,000場次，一年約借閱了3萬9千

多本書籍。然為讓行動服務深入桃園13區，仍需要更多書車資

源。

直到105年，位於桃園設立總部的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為回饋鄉里熱心公益，為社會盡一份力，經與市府單位和

圖書館聯繫溝通，在105年9月捐贈2台3.9噸行動圖書車給桃園

市立圖書館使用，1台約可裝載3千餘冊圖書。市府也為了表達

感謝之意，於105年9月24日的捐贈典禮上由邱副秘書長俊銘代

表市府頒發感謝狀。

目前桃園市立圖書館共有5輛採鷗翼開放式設計的行動圖

書車，深入桃園13區各大文教場所、人潮眾多的市區或是交通

不便的偏鄉地區，讓桃園市民們都能夠擁有完善的閱覽服務。

此為運用社區物力資源，提升圖書館服務的案例，而社區也因

此獲得了圖書館服務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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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致贈行動書車予桃園市立圖書館 
(左1、2：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右1：桃園市政府邱副秘書長俊銘)

圖4 行動書車服務，為桃園帶來更多閱讀能量

（二）活用社區人際資源─與民間機構及組織合作。

前章提過，所謂人際資源則是透過與其他機構與組織等的

良好互動，以利合作及互助，與人力資源的利用並不相同，而

人力資源的利用，如志工、講師及專業人才，為各大圖書館多

以採用面向，不在此一一列舉，因此以下將介紹桃園市立圖書

館與民間機構或組織合作之人際資源運用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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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目前桃園新住民人數約6萬人，

在全臺灣排名第四，然在外籍移工方面，桃園產業移工、照顧

移工等共有11萬餘人，為全臺灣第

一。面對這樣的人口結構，桃園市立

圖書館也協助提供東南亞館藏資源及

服務，如總館桃園分區資源中心的多

元文化館藏，或以東南亞為館藏特色

的龍岡分館，以兩者為據點，服務

東南亞群眾。然該類館藏使用量偏

低，除了推廣與宣傳管道，其實圖書

館也需考量新住民的生活習慣，另經

本館社區需求調查，部分新住民比起

其母語圖書，更希望可以閱讀中文讀

物或教材以學習中文。面對種種推行

困難，桃園市立圖書館自106年起與
圖5-6 於桃園區龍岡社區發展協
      會設置書籍

圖7 106年3月9日桃市圖至移民署新住民家庭日
    推廣閱讀

圖8 106年5月18日新住民家庭日圖書館和內政
    部移民署合作，向新住民介紹多元讀物，
    並現場至圖書館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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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如桃園區龍岡社區發展協會、桃園市珍愛家園新移

民家庭服務中心、臺灣新住民萌芽發展協會）或社區中的政府

單位（如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桃園市服務站、桃園市中壢區

自立國小）來共同合作，依各單位需求，定點擺放合適讀物供

新住民瀏覽借閱，並定期置換，以達到活絡書籍使用之功效。

伍、結語

現代圖書館為擴展業務，多有加強運用社區資源，本文綜整各學

者建議，將社區資源分為人力、財力、物力、資訊、自然、文化、人際

資源七大類，並透過文獻回顧，分別探討七類資源的運用的實際運用案

例。透過案例可以瞭解到，在公共圖書館所運用的社區資源中，人力資

源多為專業人士及志工的應用；財力多是透過基金會及募款形式取得；

物力資源除了包括館藏的擴增，也有設備器具等對圖書館的支援；資訊

資源則為圖書館的服務，提供了充足的後設資料及各項活動的參考資源

及背景知識；自然資源多為場域使用的案例；文化資源則多利用社區節

慶或特色作為活動或展出介紹；最後人際資源則是透過與其他機構與組

織等的良好互動，將圖書館服務帶出並與之合作。

而公共圖書館應平時與社區維持良好互動，且在使用社區資源最應

有在於事前的評估，並且應瞭解並非所有社區資源都是無償免費的，公

共圖書館應該要持續發掘社區資源，不應被動等資源找上門，而是要積

極主動尋找資源，才能讓圖書館服務能更多元及完善。最後也期許，未

來公共圖書館可針對社區資源的投入及產出最近一步的社會影響評估，

才能確實的知道社區資源為圖書館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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