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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文化局暨鄉鎮圖書館 

自動化及網路系統建置成果 

一、前言 

『圖書館』代表人類追求進步與和諧的知識寶庫，而這幾年來進行圖書館自動化

的相關作業，在全省建立了更高效率、更高品質的知識網絡，俯今憶往，這完全是政

府及公共圖書館界整體努力的結晶，不論是在政策的擬定、經費的審核籌劃、地方的

落實推行與諮詢委員會的熱心輔導，都表現出公共圖書館界專業負責與創新求變的最

佳實例。 

由於整體環境不斷的驅策，宜蘭縣在同仁們兢兢業業逐步推動的過程中，也將宜

蘭縣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帶入了新的里程碑。 

二、圖書館自動化緣起 

民國 82 年至 85 年間，正是全球資訊應用開始起步的時候，但遠距連線及網路作

業的成本與代價較高，因此在宜蘭縣的各個公共圖書館只能進行館內電腦化及網路化

的作業，彼此並不互相連線，也更由於經費補助與實體圖書館建置的問題，各館進行

自動化的時間也不盡相同，在此期間，承蒙前台灣省教育廳撥款補助，促成宜蘭地區

圖書館進行資訊基礎建設。 

民國 87 年，在前台灣省政府文化處成立之專案輔導各縣市進行圖書館自動化業

務中，本縣為了符合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乃規劃更換新架構及系統，亦獲得經費補

助，經過近兩年的過程，目前已完成所有軟、硬體建置，並且正常運作，而教育部也

於 89 年針對自動化設備不足之處予以補助，改善整體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服務的品

質。 

三、圖書館自動化整體規劃與系統架構 

(一)圖書館自動化整體規劃 

1.建置高性能的圖書編目與流通借閱系統，使圖書館服務人員能輕鬆運用資訊系

統，提供更簡單、有效率的服務。 

2.系統架設完成後，各館採相同借閱證，全縣一證通行，達到資源共享，政策統

一。 

3.組成全縣圖書館網路，提供 24 小時線上即時資料查詢，提供便利、親切、無

遠弗屆的資訊檢索服務，便利圖書館間資訊傳遞，加強彼此合作業務之推展。 

4.配合各項輔導措施，提升公共圖書館各項作業服務的品質與水準。 

(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架構 

以文化局為全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中心，採用 Totals 2.5 圖書館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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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儲存全縣之書目與讀者資料，管理全縣公共圖書館作業，進行合作編目、

合作流通及合作館藏發展等業務。並配合 SUN E450 系統主機，採開放式作業系統，

全縣 12 所鄉鎮圖書館與文化局之間目前以 ADSL 線路連接作業，具有廣域網路連

結及多人多工作業能力(如圖一)。 

 

 

圖一：宜蘭縣圖書館自動化架構圖 

四、獲政府補助經費 

（單位：元） 

年度 經費來源 金  額 用      途 

82 台灣省教育廳 600,000 採購文化中心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84 台灣省教育廳 9,200,000 採購 10 所鄉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85 台灣省教育廳 800,000 採購頭城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87 台灣省文化處 13,491,600 
採購宜蘭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含南澳鄉

立圖書館) 

89 教  育  部 3,160,000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擴充 

五、文化局(中心)現有設備與用途 

設 備 項 目 數量及單位 用    途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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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base 資料庫 80 Users 關聯式資料庫  

Totals 2.5 圖書館系統 80 Users 流通、編目、期刊及採訪功能  

Word97 35 套 文書處理  

自動化系統伺服主機  SUN E450 1 部 資料庫系統主機  

WebPAC NT 主機 1 部 WebPAC 網路書目查詢系統  

交換式網管集線器 3 部 24 Port 內部網路用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用電腦 24 部 自動化作業用  

筆記型電腦 2 部 自動化作業用及推廣活動用  

不斷電系統 4 部 自動化作業用  

條碼印製機 2 部 自動化作業用  

印表機—點矩陣 2 部 自動化作業用  

印表機—雷射 5 部 自動化作業用  

條碼閱讀機 6 部 自動化作業用  

雷射條碼閱讀機 6 部 自動化作業用  

六、12所鄉鎮圖書館現有設備與用途 

設 備 項 目 數量及單位 用     途 備註

Word97 各 2 套以上 文書處理  

交換式網管集線器 各 1部 自動化作業用  

路由器 各 1部 自動化作業用  

不斷電系統 各 1部 自動化作業用  

雷射條碼閱讀機 各 2部 自動化作業用  

印表機—雷射 各 1部 自動化作業用  

條碼閱讀機 各 1部 自動化作業用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用電腦 各 4部 2 部櫃檯作業、2部提供民眾上網  

七、文化局、鄉鎮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化作業情形 

(一)文化局 

文化局現有之實施單位包括「圖書館」、「宜蘭縣史館」及「台灣戲劇館視

聽圖書室」，負責各種資料蒐集、整理、典藏，目前已有「編目」、「流通」、

「公用目錄查詢」、「期刊管理」與「採訪」等模組正常運作，但台灣傳技公司

在作業程序與使用介面方面亦有陸續改善。 

(二)鄉鎮市立圖書館 

本縣有 12 所鄉鎮圖書館，均已進行自動化，採集中式架構，分別以 ADSL 

512/64K(11 鄉鎮市)與 AD4 64K(大同鄉)與本局連線，每館並完成各自建築內部的

區域網路，各有 8 個網路節點，每個鄉鎮圖書館依館員人數分配 2~5 部電腦。各

鄉鎮於 89 年 2、3 月間，便已開始自動化連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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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蘭縣政府縣政資料中心 

位於宜蘭縣政資料中心內，館藏資料包含宜蘭縣政施政計劃、單位作業計劃

及工作報告、作業紀實、出版品、法令及研究報告彙編等，目前有 1 名人員負責

管理事宜，於 89 年 6 月正式上線，並進行基本的圖書編目及流通服務。 

系統上線前各模組的教育訓練，可將新系統介紹給各圖書館館員，避免人員

的心理恐懼與排斥；而各單位系統上線後應有一至二天的全程現場輔導，將生疏

的作業流程充分演練。 

舊系統逐步停用：由於各館的讀者流通檔資料完整性不一無法順利轉檔，連

帶造成流通檔也無法再利用，此時只能採取舊系統逐漸停用的方式，讓各館有時

間將資料確認及移轉到新系統上，這是當初無法預料的結果。 

八、館員資訊教育訓練及運用情形 

(一)圖書館自動化作業(88 年) 

由於更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於 88 年 8 月 17 日先行辦理第一階段各模組的

新系統教育訓練，受訓對象有本局圖書館及各鄉鎮圖書館等館員及服務人員，依

模組及個別需求於宜蘭技術學院電算中心教室進行，並且為加強各鄉鎮對新系統

編目工作的熟悉度，特排定時程至各鄉鎮進行輔導工作。 

(二)網頁製作(89 年) 

為加強宜蘭地區文化訊息之傳播，並提升相關人員使用網路資源的能力，希

望藉此增進對一般民眾的服務，招收對象為縣內各社區、合法登記之公益慈善社

團或團體、圖書館及文化局各館組之網路資訊業務處理人員，自 89 年 5 月 7 日起

分 4 梯次，每梯次每週上課一次，每次 3 個小時，共上課 6 週。上課地點於巨匠

電腦宜蘭分校，其內容包括 1.網頁設計及維護 (FrontPage 2000 等)2.多媒體及

影像處理應用(PhotoImpact 5.0 等)。 

(三)資訊素養課程(90 年) 

為提升本縣圖書館服務人員資訊素養，以增進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於 90

年 8 月 21 日起辦理『宜蘭縣公共圖書館服務人員資訊素養課程』。對象為宜蘭縣

內各公共圖書館(含文化局、12 所鄉鎮圖書館)館員及相關服務人員。班別分為『資

訊素養基礎班』一班、『資訊素養進階班』三班。上課內容為基礎班--Windows98，

Word 2000 基礎課程，Internet 網際網路，凡參訓人員應參加結業測驗，並列入

記錄，若有測驗不及格者或缺曠課嚴重者，日後不得再參加相關資訊教育課程。 

九、資訊推廣利用情形 

(一)網站建置情形及內容 

近 4 年來，本局圖書館網站與各鄉鎮圖書館網站已經過四次改版，不但盡量

充實網站內容與功能，更加強在網路資源上的整合與利用。 

(二)線上目錄查詢(WebPAC 或 OPAC、Z39.50)提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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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WebPAC 查詢功能，提供了本縣圖書書目查詢一個方便的途徑，幾乎已完

全替代 OPAC 的功能，除了查詢書籍之外，更可預約借書、查詢借閱記錄、推薦書

刊等功能，深獲好評。 

(三)網路資源提供查詢 

民眾查詢資料可以利用網際網路資料庫，本局除了推廣 PLISNet 共用資料庫

外、並於館內提供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聯合知識庫及地方新聞剪報系統等服務。 

(四)讀者資訊利用推廣活動 

為配合公共圖書館全國共用資料庫的推廣，及提升圖書館的功能及服務品

質，本縣便自行編印了『自動化簡介與使用手冊』，每年參加縣府資訊展，更於

雙月份舉辦網路及共用資料庫研習，期使能增加網際網路的使用人口及宣導使用

圖書館自動化服務。 

十、效益 

宜蘭縣總人口有 465,785 人(民國 90 年 8 月戶政資料)，而自民國 88 年 10 月 18

日新系統上線全面換證後至民國 90 年 9 月 10 日，辦證讀者一共有 53,334 人，約佔

11%的人口比例。 

以民國 90 年 9 月 10 日的統計結果來說，文化局每月平均到館人數約 54,000 人，

借閱人次約 11,000 人/月，借閱冊數約 37,000 冊/月。12 所鄉鎮圖書館每月的總借閱

量約為 35,000 冊/月，而圖書借閱的狀況也可以很清楚的在網路上呈現。 

全縣圖書書目資料庫現有書目資料共有518,813筆，借書記錄累計共有1,249,021

筆，在館藏與圖書館推廣上仍有改善的空間，也因此藉著 90 年行政院所提出的『擴大

公共投資提振景氣方案』之補助，本局及各鄉鎮圖書館積極充實館藏，以滿足社會大

眾的急速需求。 

十一、困難及建議 

本縣圖書館自動化在上級單位經費的補助下順利推行了兩年多，接下來的任務

仍是要維持其正常運作與推廣教育的活動，然而在地方財政狀況不佳的情形下，接

下來的系統保固與維護工作，卻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持續的經費預算才能

確保其運作的順暢，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館員的流動是圖書館服務的一大損傷，如何從體制上著手，並落實圖書館專業

的服務，實在是不可怠緩的課題。 

十二、未來發展 

希望能繼續提升服務人員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品質，未來宜加強服務人員的教育

訓練，特別是圖書館專業素養與資訊素養研習；秉持以往服務的熱忱繼續推動各項

圖書館推廣活動或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營等，當然也要配合資訊科技的進展，持續

改善圖書館資訊使用的環境與數位化科技的提供，以增強對世界潮流與發展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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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成長空間。 

圖書館在教育環境裏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為讓圖書館因它所服務之對象

群的不同，其功能角色也因而有異，當前圖書館的各項設備因科技引入，全面電腦

作業使用網際網路及電子郵件等訊息可達館際合作目的，亦可與各類型社會團體相

結合。 

透過舉辦各式各樣知性、文化、藝術等活動策略，以更主動、更積極的態度來

服務讀者，以有技巧、有系統的掌握資訊；惟美中不足的是，館室及設備仍有不敷

使用的窘境，企盼能儘早獲得改善，使圖書館能成為文化建設的樞紐，俾能充實民

眾精神內涵，以建立書香社會，成為終身學習的處所。 

十三、結語 

回顧整個自動化系統建置與移轉的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從

87 年 10 月 17 日到 88年 2 月 3 日召開五次顧問會議，經過熱烈討論並制定了相關

硬體、軟體規格，並完成各項招標文件資料審核，期間得到許多專家學者與網路諮

詢委員會的大力協助，才能順利於 88 年 3 月 16 日送文化處及諮詢委員會備查後辦

理招標作業，特此感謝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宜蘭技術學院曾國旭老師、台北

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室韓長澤主任、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劉勝雄組長、國家圖書

館曾　賢先生、國家圖書館王宏德先生、前台北市立圖書館張文熙主任、國立台中

圖書館賴忠勤先生等學者專家的協助。 

(宜蘭縣文化局圖書資訊課約聘系統管理師  鄒昌達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