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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2 月外賓登記尖、離峰使用分列表 

流通組  陳健忠 

月份 

項目 

101 

02 

101 

03 

101 

04 

101 

05 

101 

06 

101 

07 

合 計 

外賓換證

(全月總計) 
858         858 

外賓換證

(週一至週

五小計) 

818      818 

95.34% 

外賓換證

(週六至週

日小計) 

  40        40 

 4.66% 

備   註 寒假假

日閉館 

    寒假假 

日閉館 

 

 

101 年 2 月進出人數統計 

流通組  陳健忠 

門名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合計 

圖書館右

側入口 
8357 

    
8357 

圖書館左

側入口 
2870 

    
2870 

圖書館總

館 B1F_出 
166 

    
166 

圖書館總

館 B1F_進 
10169 

    
10169 

總計 21562     21562 

 

統計暨分析 

流通組 2012 年 2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流通組  謝鶯興 

一、2 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料暨分析 

為了簡化新書移送點收的流程，以及強化採編組移送各單位(含總館、

管 院 分 館 、 各 系 所 單 位 圖 書 室 及 總 館 內 部 的 數 位 資 訊 組 的 電 子 教 學 室 等 )

圖 書 資 料 的 功 能 ， 經 流 通 組 賀 新 持 組 長 與 採 編 組 吳 淑 雲 組 長 的 協 商 通 過

後，採編組分類編目建檔後，「館藏狀態」隨即選定為「仍在館內」，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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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各單位至採編組領取。流通組的移送點收作業，改為一獲得通知，於領

取圖書資料後，即進行資料的分類，並將中、西文書籍置放在新書展示架，

以供讀者瀏覽與借閱。 

2012 年 2 月份經手處理的新書統計暨分析，仍以總館(含總館的各組

室、管理學類書籍移送管院分館)的新書移送、各系所單位圖書室回送圖書

館、各館遺失報賠、國科會專案借書的新書移送(借還)等 ，分新書移送表

與新書上架撤架表等二種表格統計，並略為分析各表所呈現的狀況，以為

採購與典藏的參考。 

各館新書移送表(2012.02.01~2012.02.29)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652 16 668 

 特藏室        25 0 25 

 參考室         1 0 1 

專案借書 歷史系張榮芳老師  8 
法律系陳運財老師  22

0 30 

   總館   書  678 
       附件 16 
專案借書    30 

2 月 份 總 館 (包 括 各 系 所單 位 回 送 總館 及 暢 銷 書區 撤 架 書 )進新 書 694

本，專案借書 30 本，總計 724 本。總館書籍(含一般書庫、特藏室、參考

組)共進 678 本，佔全數的 93.65%。「光碟」有 16 片，佔全部的 2.21%。 

分別從「一般書庫」、「特藏室」、「參考組」等組室進書來看(電子教學

室及管院分館的新書已歸採編組自行通知)，「一般書庫」652 本，佔全數

的 90.06%。「特藏室」25 本，佔全數的 3.45%。「參考組」1 本，佔全數的

0.14%。 可 見 本 月 份 以 「 一 般 書 庫 」 的 書 居 首 位 ，「特藏室」居次。「專案

借書」，則以法律系陳運財老師的 22 本居冠，歷史系張榮芳老師的 8 本居

次。 

總館新進光碟共 16 片，全為「流通櫃枱」附件，佔全數的 2.21%。以

八百類的 9 片為最多，其次是四百類及九百類的各 3 片。 

二、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2012 年 2 月經手放置在總館的中、西文新書，即進行分類後，陳列於

前廳入口右側的「新書展示區」，每批新書展示與撤架的日期、數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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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外借)的數量及比例，表列如下： 

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02.01~02.29) 

 總

類 
一

百

類 

二

百

類 

三

百

類

四

百

類

五

百

類

六

百

類

七

百

類

八

百

類

九

百

類 

合計 

上

架 
3 7 1 5 23 27 15 22 73 9 1801 

撤

架 
0 3 1 5 10 18 12 16 24 3 92 

使

用 
3 4 0 0 13 9 3 6 49 6 88 

中

文

書 

第

一

次

02/14 
| 

03/03 

% 100
% 

57.1
% 

0 
% 

0 
% 

56.5
% 

33.3
% 

20.0
% 

27.3
% 

67.1
% 

66.7
% 

48.89
% 

02.13 0 0 0 1 2 0 0 0 9 1 13 

02.17 0 0 0 0 1 0 0 0 0 2 3 

光

碟 

總計 0 0 0 1 3 0 0 0 9 3 16 

由上列表格可以明顯看出，二月份僅有中文新書展示一次，無西文新

書的展示。 

中文書計展示一次，撤架一次：第一次在 2 月 14 日至 3 月 3 日，上架

180 本，撤架剩 92 本，使用(或外借)88 本，比率為 48.89%。 

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3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100%；一

百類 7 本，使用(或外借)4 本，比率為 57.1%；二百類 1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7%；三百類 5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四百類 23

本，使用(或外借)130 本，比率為 56.5%；五百類 27 本，使用(或外借)9 本，

比率為 33.3%；六百類 15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20.0%；七百類

22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27.3%；八百類 73 本，使用(或外借)49

本，比率為 67.1%；九百類 9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66.7%。 

                                                 
1 未包含：2 月 7 日未展示的 180 本：總類 42 本、一百類 0 本、二百類 6 本、三百

類 0 本、四百類 0 本、五百類 0 本、六百類 1 本、七百類 2 本、八百類 127 本、

九百類 2 本。2 月 17 日第 1 批的 134 本：總類 0 本、一百類 9 本、二百類 13 本、

三百類 8 本、四百類 14 本、五百類 20 本、六百類 2 本、七百類 13 本、八百類

49 本、九百類 6 本。及 2 月 17 日第 2 批 153 本：總類 14 本、一百類 6 本、二百

類 2 本、三百類 3 本、四百類 1 本、五百類 41 本、六百類 17 本、七百類 31 本、

八百類 308 本、九百類 8 本。即 2 月共有 4 批書，合計 652 本。 

分 
類 日 

期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6 期 

 16

就 中 文 書 的 採 購 來 看，以 八 百 類 的 73 本 為 最 多，佔 全 部 中 文 書 的

40.56%(使用或外借為 67.1%)；其次為五百類的 27 本，佔 15.0%(使用或外

借為 33.3%)；第三為四百類的 23 本，佔 12.8%(使用或外借為 56.6%)；第

四為七百類的 22 本，佔 12.2%(使用或外借為 27.3%)。此四大類進館的總

數皆超過 2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總類的 1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最

高，比率為 100%；八百類的 73 本使用(或外借)49 本居次，比率為 67.1%；

第三為九百類的 9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66.7%。以上三大類的比率

皆超過六成五。二月份的中文書總使用比率為 48.89%，低於一月份的中文

書總使用比率 55.93%，，更低於十一月份的中文書總使用率 69.96%，但高

於十二月份的中文書總使用率為 33.15%，可看出二月份新書展示出移到入

口處的中文參考書區，讀者容易看見，更樂於瀏覽翻閱外，且更能瞭解讀

者對於中文書的需求與使用傾向。 

三、結語 

二月份的中文書籍進書量有 652 本，但上架展示的僅有中文書 180 本，

共有 472 本書僅點收而不展示。以中文書展示的 180 本而言，低於一月份

的 472 本，亦低於十二月的中文書展示的 534 本，更遠低於十一月份的中、

西文書籍上架 1917 本。此與中文贈書的大批入館，採編組急於處理這些

中文書有關，因此二月份有 472 本的中文書不上架展示，與一月有 395 本

的西文書不上架展示，十二月份有西文書 501 本不展示等類似，在外借(使

用)的統計數量就比較不準確。 

就 2 月份的中文書籍進書量來看，雖有 652 本，但展示的僅有中文書

180 本，單類的進書量以八百類的 73 本居冠，比 1 月份的單類進書量以中

文的八百類 66 本居冠， 及 12 月份的最高進書量中文書五百類 115 本，居

次的中文書三百類的 98 本，第三是中文書八百類的 93 本等相較之下，數

量互有消長。亦即在單類的進書量中，雖高於 1 月份的中文八百類 66 本，

但遠低於 12 月份最高進書量中文書五百類 115 本，更遠低於 11 月份最高

進書量的中文書八百類 179 本，甚至更低於 10 月份最高進書量的中文書八

百類 186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