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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承載全體市民點滴祝福與期盼，透過2014年

「城市文化新地標的興建」，並以「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開

啟全新城市閱讀公民運動，更帶動各縣市政府興建新圖書總館的浪

潮。2017年於體制上進行財務鬆綁及人才進用彈性等組織改造，藉

由「行政法人化」積極創新作為與強化社會資源的連結、跨域的各

項合作，持續締造亮眼佳績。

2022年「總圖二期文創會館營運」開啟全新文化場域，並以首

屆「高雄城市書展」六大書展、百場活動打造城市閱讀遊樂園。高

雄總圖不只是提供書本中的知識，而是圖書館與文旅、書店、電影

院、5G AIoT產業、商業空間之間合作與共生，拓展公共圖書館的服

務多元性與開創新時代的文化場域。

高雄式閱讀的百種風貌，各項創新、優質服務，將持續跨域、

跨越，組織DNA改造的行政法人圖書館，持續開展高雄式閱讀

多重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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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的成長茁壯

高市圖1.0「縣市合併」總分館體制成形

2010年我國進行大規模行政區劃調整「縣市合併」，高雄市由

原市區11個行政區併計原縣區27個鄉鎮市擴增為38個行政區，高雄

市立圖書館(簡稱高市圖)縣市合併後，共58所圖書分館(高雄市立圖

書館，2021)，高雄縣市尚未合併之前，採用區圖書館制(分散制)，

各鄉鎮圖書館在圖書薦購、館藏發展政策、借閱政策、閱讀推廣等

各自發展；縣市合併後，高市圖進入1.0時代採總分館制(集中制)，

由總館統一編列經費預算、制定館藏發展政策、各項閱覽規則及作

業流程等，串聯各分館資源，全面推動高雄市的圖書發展，包含

2011年啟用大高雄網路借書及行動圖書館服務，串聯各分館資源；

開辦三大講堂，由總館主辦城市講堂、由大東藝術圖書館辦理大東

講堂、由岡山文化中心分館辦理岡山講堂，為市民提供周末的藝文

充電站；於2013年率全國之先啟用「台灣雲端書庫@高雄」，提供

24小時數位閱讀服務。

高市圖2.0「新總館啟用」以知識領航城市轉型

鑒於自1981年啟用的民生舊總館使用已超過30年，且原建築與

空間非為圖書館設計興建，沒有任何藏書，不符民眾需求。展開籌

劃建設新總館，於2012年10月12日舉行百人動土，於2014年11月

13日完工，成為一座讓高雄市引以為傲的文化新地標。

高市圖總館的指標意義，是我國20年來首座城市自力興建新圖

書總館，並且是高雄有史以來單一文化建設最高金額─19億投資。

高市圖總館的興建承載著許多想像與願景，並以9大翻轉創新：公共

工程興建方式、建築結構工法、公共建設經費來源、圖書館購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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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電子書類公共借閱權、圖書館空間定位、圖書館兒童藏書、城

市圖書館館藏、公共圖書館與商業結合的新模式(高雄市立圖書館，

2018)。再者，以「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開啟全新城市閱讀公

民運動，號召全體市民以實際捐款參與城市閱讀建設，館內的每一

本書都是由這座城市的市民共同出錢，從92歲的大企業家到3歲孩

童，從一億元到3百元，每一塊錢、每一份心意都是市民對城市的閱

讀祝福，「高雄市民送給自己的閱讀大禮」至今蔚為美談。自成立

總館後，高雄市的圖書事業進入高峰，亦引領各縣市致力興建總館

的風潮，是圖書館創新發展的領頭羊。

除了總館的興建，自2007年起高雄市政府陸續投入42億元，興

建14間圖書館、空間改造22間圖書館，縣市合併後，一區一館的閱

讀藍圖最後一塊拼圖「李科永紀念圖書館」終於在2018年完成。

跨域.跨越：組織DNA改造

高市圖3.0「改制行政法人」公共圖書館創新經營模式

自成立總館後，高雄市的圖書事業進入高峰，面對縣市公共圖

書館多年來普遍存在預算編列與執行限制，影響圖書館經費使用；

亦囿於機關員額編制規範，以及國家考試人員進用制度的招募限制

等，對公共圖書館之服務效能有所侷限。例如在圖書館實務現場，

限制於行政機關管理法令的規範、人員進用的科層體制、人事編制

僵化、會計制度限制等，導致圖書館無法靈活引進更適切的專業人

員，硬體維修無法及時有效的因應，策辦各項業務也深受預算法規

掣肘，致無法進行較長遠的規劃，促使機關檢討進行組織改造與轉

型，以期提供大眾更有效能的教育植根與文化服務品質，提升組織

原定的公共效益(林奕成，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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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圖總館作為一座高雄人企盼已久的「禮物」、一座足以翻

轉未來的圖書館，為延續創新改革的腳步，以更有行政效率與財務

彈性的組織架構因應資訊快速變遷的時代，高雄市為延續創新改革

的腳步，自105年開始規劃轉型行政法人，歷經拜訪各級機關、議

會、內部職員，召開8場諮詢會、1場公聽會、13場內部說明會，

於106年4月26日經教育部審查會議同意設立，106年5月26日高雄

市議會第2屆第5次定期大會三讀通過「高雄市立圖書館設置自治條

例」，並於106年9月1日正式轉型為行政法人，並是全國第一個行

政法人化的公共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2018)。

行政法人化後的高市圖藉由組織彈性與鬆綁，招募圖資專員

提升圖資系所多元就業管道、更進用具備文學、出版（曾任國語日

報、讀書共和國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品牌（誠品書店資深店長）

及藝術策展（高雄獎得主、藝術所畢業）等專才，首創如「好繪

芽」創作培育計畫、文學館文學基地建置等專案。財務自主彈性，

可主動爭取企業及民間資源挹注，自籌收入可挹注館務營運無須繳

回市庫，提高營運績效。

從新總館百萬藏書計畫，到「翻開下一頁，翻轉下一代」

高市圖總館是近二十年來首座城市自力興建的直轄市圖書總

館，緣此特發起「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百萬藏書計畫，並在

總館3樓大廳設計一面捐款榮譽牆，以「點燃智慧之燈」的概念，讓

各企業透過捐款回饋社會並在牆上掛名(潘政儀，2016)。延續百萬

藏書計畫，高市圖持續進行「翻開下一頁，翻轉下一代」計畫(高雄

市立圖書館，2019)，讓全民共同參與城市閱讀推廣運動，捐款者可

在新書扉頁冠名書卡，為城市閱讀留下祝福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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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高雄市立圖書館感恩樹已有近80位 

企業家、企業或民眾響應捐款

圖2　新書扉頁冠名書卡寫下 

閱讀祝福

高雄圖書通閱車隊

2010年縣市合併後，本館推動「甲地借、乙地還」大高雄通閱

服務，將大高雄38個行政區、總館及59間分館串連成一座大書庫。

藉由通閱書車，各館書籍可進行跨館流通借閱，平均2.5天讀者可取

得所需圖書，縮短城鄉差距，便捷服務深受讀者喜愛。通閱車隊成

立至今，總共出車2萬多趟次、通閱書量達3,200萬冊、總里程數超

過100多萬公里，這些數據都是城市閱讀儲蓄能量的累積。2020年

起展開進階版第二代書車公益募資計畫，獲得各界暖心回饋，結合

民間資源挹注圖書館購置新款書車，冠名捐贈12臺行動通閱書車，

「高雄圖書通閱車隊」全都來自民間企業捐贈，完全沒有使用公部

門預算，印證高市圖轉型為行政法人公共圖書館後，能與社會資源

互利共好，也是高市圖2017年轉型為全國第一個行政法人公共圖書

館後，交出亮眼的成績單(袁庭堯，2022)。

「高雄圖書通閱車隊」外型就像是一部行走的藝術品，出勤任

務上也結合多元閱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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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巡迴國高中校園提升英語學習力的英語列車：因應全球化及

國際化浪潮，2021年本館「英語列車」前往高雄各區學校，擴充學

校英語書籍資源及建立青少年英語閱讀風氣。由學校提出申請，每

校停留一天，提供師生英語圖書借閱服務。

（二）結合科普的「葉子圖書館」與「戶外科學LAB」：行動書車

定期停靠「科工館南館廣場」站點，2022年規劃「葉子圖書館」

讓家長帶著小朋友在戶外放電之餘，也可以進行植物的生態觀察，

2023年「戶外科學LAB」，結合公共圖書館南區資源中心館藏與科

學小實驗，展開集章闖關活動。

（三）紓解思鄉之情的東南亞書車：針對高雄市約8萬東南亞新住民

及移工人口提供東南亞閱讀服務，主動造訪東南亞移民工生活及工

作地點，通譯老師隨車服務，讓新住民與移工更加瞭解書車服務，

並善用閱讀資源。

圖3　2022年10月18日「高雄圖書通閱車
隊」啟航記者會

圖4　東南亞行動書車前往社區，紓解 
移工、新住民思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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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醫療、教育」跨域聯手，草衙樂齡長照圖書
館摘奪衛福部共老獎，樂齡服務持續擴張

高市圖2020年爭取教育部補助，並與高雄醫學大學小港醫院及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簽訂專屬合作意向書(MOU)，經由三方跨域

合作，結合文化、醫療、教育資源，打造草衙分館為樂齡長照主題

圖書館，發展共好社區生活圈，以及吸引或串接更多的夥伴，如：

社團法人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協會、高雄市鎮港園社區大學、高

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補校、55樂齡悅讀團、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

院、童心藝術小學堂等，藉由多方的專業與資源的整合並串接在地

社區樂齡團體，服務內容結合醫療與閱讀推廣等，以此作為樂齡示

範點。向上爭取中央資源、平行串接不同領域異業資源、向下連結

社區自主團體，全方位且永續地打造專屬在地樂齡服務，讓長者於

最熟悉的社區中，體驗到最適宜地專屬服務。打造高齡友善社會，

呼應SDG 11倡議「永續城市與社區」，全方位照顧長者身心靈健

康。持續推動整合式樂齡服務。

高市圖草衙分館結合在地發展、懷舊記憶購置縫紉機，讓圖

書館搖身一變成為「青銀交流的創客空間」。以輔療為核心增購桌

遊，長者擔任「高年級玩家」促進手部與腦部活動，也促進世代交

流。擴視機、閱讀升降桌、起身輔助椅等樂齡輔具更是促進閱讀不

可或缺的利器。另外，由於有小港醫院、育英醫專的專業投入，醫

護人員、專業師生以及基礎健康、失智體適能檢測設備等等的服務

提供：2022年以「『五』你真好！社區好厝邊『高雄市樂齡長照主

題圖書館』」爭取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1年臺灣健康城市暨

高齡友善城市獎評選─共老獎」，經書面審查、口頭報告再至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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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評，歷經重重審查，圖書館充沛的樂齡服務能量，委員給予大大

肯定，並獲得評審認同，成為獎項頒發以來第一個獲獎的地方公共

圖書館(徐如宜，2022)。

高雄醫學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與高市圖持續擴張合

作，2023年簽署MOU備忘錄，以三民分館「生活保健」特色館

藏，合作建構「全齡共讀、閱動健康」多面向服務，連結到高醫大

學及育英醫專教學及醫療資源，與圖書館共同規劃系列課程，滿足

各年齡層讀者身心健康保健需求(蘇福男，2023)。

圖 5　高市圖摘奪衛福部「共老獎」，為獎
項頒發以來第一個獲獎的地方公圖

圖 6　高雄醫學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與高市圖於 2023 年持續擴張合作

交通、文化雙局攜手閱讀共好行

為推廣交通安全及知識宣導，將圖像閱讀融入一般教育，高市

圖受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委託辦理內政部營建署「人本交通及教育宣

導計畫案」，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文化局及高市圖攜手推動「閱讀

交通共好行」計畫，藉由高市圖行動書車平臺串聯營建署「人本交

通安全校園宣導」專案補助，及交通局「路老師」資源，2022年10

月起展開為期2年的人本交通扎根教育，內容有行動書車、故事劇

場、繪本故事、影片製作等，深入校園與學生面對面交流，傳達安

全、友善、舒適的通學環境(洪靖宜，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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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繪本故事部分，高市圖國際繪本中心擁有全國最多繪本藏

書，也是扶植臺灣繪本作家的重要基地，本次特別結合在地繪本作

家搭檔廖健宏老師、林秀穗老師，帶領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小3年1

班學童，以16堂繪本製作課程一同創作「高雄城交通小達人」繪本

(徐如宜，2023)。繪本創作結合學校美術教育，高雄繪本作家帶領

學童腦力激盪出故事大綱後再去想像場景，繪本內容以戶外教學串

聯多處高雄知名景點，讓交通安全的關注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亦

藉由出版此繪本書分享至全國各公共圖書館，帶動更豐富、具故事

性的交通安全繪本書。

圖7　2022年10月12日閱讀交通共好行記
者會，內政部營建署、高市府交通局、文
化局及高市圖，宣告計畫開跑

圖8　在地繪本作家帶領高雄市河堤國小學
童，一同創作「高雄城交通小達人」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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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2021年11月，在總館開館7週年、行政法人化邁入第5年之際，

高市圖總館榮獲教育部第一屆「圖書館事業貢獻獎─標竿圖書館

獎」，為全國22縣市圖書總館級別中唯一獲此榮耀之館舍，評審給

予評語：「該館106年(2017年)改制成為全國第一個地方政府設立的

行政法人圖書館，於體制上進行財務鬆綁及人才進用彈性等，並藉

由行政法人積極創新作為，而締造亮眼佳績。」(教育部，2021)。

承襲著市民、社會各界的祝福與盼望，高市圖發揮體制優勢持續寫

下城市閱讀的精彩。

跨域.跨越：高雄式閱讀多重結盟

高市圖4.0「總館二期啟用」跨域創新•價值共創

高市圖總館「一期總館」由政府出資興建、公民運動募集百萬

冊書籍。高市圖總館共構會展文創會館(簡稱總館二期會館)屬高市圖

總館新建工程第二期，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導，透過BOT方式引

進民間資金與創意，挹注圖書館營運資源，亦是首創圖書館與商業

結合新樣態。

高市圖總館競圖之時，建築師留下現今二期會館的土地，建築

師更在地下室1樓預留連通道，以利後續土地的再利用。總館二期

會館因應支持出版業而生的營運成本，和拓展公立圖書館的服務多

元性，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BOT方式推動，讓高雄總圖處於新時代

的圖書館，不只是提供書本中的知識，而是期待圖書館與文旅、書

店、電影院、5G AIoT產業、商業空間之間合作與共生，讓此場域不

僅是圖書典藏、閱覽、保存知識的公共領域，更是開創結合商業新

模式與多角化經營的新時代文化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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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及總館共構會展文創會館

首屆高雄城市書展，打造城市閱讀盛典

2022年9月24日至10月16日響應著2022年下半年文化能量滿

載的高雄─2022臺灣文博會及2022臺灣設計展，高市圖攜手二期

會館旅店、書店、電影院，以及高雄在地獨立書店與出版社等，於

總館與二期文創會館共構雙主場啟用之際，展開「左圖右書」為

主題的首屆「高雄城市書展」(高雄市立圖書館，2022)。以空橋串

連總圖與二期會館多功能場域，成為量體最大、功能最強、民間投

資最多的城市總圖，從圖書館、書店、旅店不同的閱讀場域，帶來

獨一無二的城市閱讀體驗，再一次引領全新的閱讀新風潮，推展出

全國獨一無二的城市閱讀體驗。「2022高雄城市書展」以六大書

展、百場活動，打造城市閱讀盛典，活動總場次達百場、近15萬

人次參與。

（一）首屆與全新閱讀體驗「2022高雄城市書展：左圖右書」:

9月與總館二期會館進駐廠商合作，於5週內密集舉辦閱讀活動，以

高雄為核心、出版及閱讀為錨，共創全臺第一個左_圖書館與右_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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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聯合舉辦的大型城市活動，限定的港灣書展與草地書市、獨特的

文學早餐會、迷人的文學電影院、燒腦的偵探與閱讀論壇作家故事

會、驚喜的夢迴圖書館，從白天到黑夜於不同時段、合計百場的閱

讀活動，感受群書環抱、不同型態的閱讀體驗。

圖10　2022年9月15日高雄城市書展發布
會辦於承風書店，高雄市長陳其邁(中)
到場宣告全新場域閱讀展開

圖 11　首屆南部大型戶外書展「港灣書
展」，集結超過 30 家出版社齊聚一堂

（二）連結高雄在地獨立書店推出「獨立書店系列活動」：

與高雄在地書店延伸結合，以市圖和書店為點，以書籍為串連的

線，展開高雄這座城市的全面閱讀。8月起結合高雄9間在地獨立書

店合作辦理「獨立書店聯合書展暨獨書時光講座」帶領讀者認識我

家旁邊的書店；9月港灣書展再邀請6家獨立書店及出版社，參與南

臺灣最大的戶外書展，將出版的上中下游齊聚，在總館1樓開放、

包容的空間氣氛讓愛書人悠遊探索。11月與10家獨立書店聯合舉

辦「到書店聊：聯合走獨」，讓閱讀的場域延伸並與城市各地的

書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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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疫情阻礙迎來疫後的首次「國際講座：文學x設計

x 繪本」：

疫情打亂了市民生活節奏與阻礙了人際之間的實體交流，高市圖在

疫情期間不停歇地透過線上掌握國際圖書事業的發展趨勢與聯繫交

流，讓高雄持續接軌國際。在疫情仍嚴峻國境尚未解封高度變動性

下，排除萬難、歷經邀約失敗10餘位國際講者，最終力邀日本百

萬暢銷小說《在咖啡冷掉之前》作者川口俊和，以及日本電通創意

總監暨繪本《麵包國王》作者江口里佳10月來臺，舉辦3場國際講

座，近千人參與。在邁入後疫情時代，全世界逐步開放國際交流的

同時，在臺灣、在高雄、在高市圖，與市民於秋季寫下溫暖的跨國

交流回憶。

圖 12　「獨立書店系列活動」，讓閱
讀的場域延伸並與城市各地的書店
交流

圖 13　排除萬難邀請日本電通創意總監暨
繪本《麵包國王》作者江口里佳來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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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加值的二期會館「公視臺語台南部製作中心」及
「5G AIoT」廠商進駐

2023年6月3日公視臺語台南部製作中心正式在高市圖總館B1

節目棚舉行啟用典禮，宣告釘根高雄。臺語台南部中心籌備階段曾

於南部縣市多方選址，在時任高雄市副市長史哲的積極推動及市長

陳其邁的協助下，提供「總館小劇場」、「二期文創會館」5樓的辦

公空間等場地，結合亞洲新灣區5G產業機能，再加上文化部的預算

支持，終於讓南部中心落腳高雄。南部製作中心的設置預期將帶動

整合資源、平衡南北，建立影視產業環境，跨業並結合在地文化。

亦有助於南部影視人才養成，推動南部影視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提升當地人事物與地景的能見度，亦是文化近用權的實踐

(公共電視，2023)。

二期會館為市府首發5G AIoT實驗場域，吸引國際知名企業友

達光電、仁寶電腦與新創公司方陣聯合陸續進駐，與市府共同打造

高雄成為「5G智慧城」。再者響應2030雙語政策，持續優化、建置

總圖雙語環境，以回應進駐廠商需求，並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深耕。

2023國際交流「國家圖書館90周年館慶-臺灣南方文
化之旅」

2023年4月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歡慶90周年館慶，於4月20

日至4月21日辦理 「世紀變遷下的圖書館：跨越90國家圖書館館慶

國際研討會」，共有8國國家圖書館參與，並於423國際「世界閱讀

日」前夕，由國圖曾淑賢館長領隊南下至高雄進行二天一夜文化參

訪(王昭月，2023)。本次國圖安排的參訪行程，除了國立故宮博物

院、國家圖書館OPEN LAB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外縣市僅安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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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南下高雄參訪佛陀紀念館、4月22日參訪高市圖總館。高市

圖總館當日集結來自德國、加拿大、捷克、 波蘭、愛沙尼亞、立陶

宛、新加坡7個國家的國家圖書館領導者，齊聚一堂進行國際圖書館

間的交流，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親自到場歡迎。

高市圖作為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的會員之一，經由國圖牽線

與來自世界各地頂尖的圖書館領導者進行交流，透過實質的交流互

動與文化體驗，高市圖總館館舍空間設計以及各種服務，讓外賓驚

艷，亦讓國際感受到高市圖為世界可探之公共圖書館。除了交流意

義非凡之外，訪團也在高市圖國際繪本中心找到自己國家語言的繪

本，使訪團在交流之中增添了幾分趣味。國圖曾淑賢館長曾參與高

市圖新總館擘劃，同為新總館建設之引領者，曾館長亦談到高市圖

落成開館至今，從當年作為一座具有革命性的新總館，如今(總館二

期會館營運)無疑已進入下一個里程碑，當年從沙漠中開出一朵花，

如今花朵已成遍地花園，聞見閱讀與文化的芳香。

圖14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右4)與七國
圖書館領導者到高市圖參訪，高雄市長陳
其邁(左3)出席此盛會並交流

圖15　七國圖書館領導者在擁有43個國
家、27種語言，超過16萬本館藏的國際
繪本中心尋獲自身國家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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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高市圖承載全體市民點滴祝福與期盼，透過2014年「城市文化

新地標的興建」，並以「募新書百萬‧傳愛智代代」開啟全新城市閱

讀公民運動，更帶動各縣市政府興建新總館的浪潮。2017年「行政

法人化」於體制上進行財務鬆綁及人才進用彈性等，藉由行政法人

化積極創新作為與強化社會資源的連結、跨域的各項合作，持續締

造亮點佳績。並於2021年摘奪教育部第一屆「圖書館事業貢獻獎─

標竿圖書館獎」殊榮，締造多項公共圖書館服務新猷。2022年「文

化x醫療x教育」的跨域合作，草衙樂齡長照圖書館經營獲頒衛生福

利部共老獎肯定，成為該獎項頒發以來第一個獲獎的公共圖書館。

2022年「總圖二期文創會館開轉營運」開啟全新文化場域，

並以首屆「高雄城市書展」六大書展、百場活動打造城市閱讀遊樂

園。高雄總圖不只是提供書本中的知識，而是圖書館與文旅、書

店、電影院、5G AIoT產業、商業空間之間合作與共生，拓展公立圖

書館的服務多元性與開創新時代的文化場域。

高雄式閱讀的百種風貌，各項創新、優質服務，將持續跨域、

跨越，組織DNA改造的行政法人圖書館，持續開展高雄式閱讀

多重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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