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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個人；49萬個團體機構。 

會後心得 

因應新的編目規則RDA，圖書館編目館員在編目時需借助不少工具，而

會議中提及的國際虛擬權威檔VIAF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國際

標準名稱識別碼ISNI(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中文名稱權威資料

庫，即屬我們在編目工作中需熟知的工具型資料庫。透過參加國家圖書館的

講座活動，讓我們在工作之餘除了吸收編目新知與加強專業技能，亦能瞭解

國際編目發展趨勢，期使自己的專業能力與時俱進。 
  

國立中興大學「學術圖書館數位資訊服務實務研討會」心得報告 

館長室 賴蕾如 

會議日期：2013 年 9 月 27 日(五) 

會議地點：中興大學圖書館會議廳 

中興大學圖書館、圖資所及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所共同辦理本研

討會之目的，係為使圖書資訊教學與實務相結合，促進研究與實務的對談，

藉以提升圖書館同道之專業職能，並增進各館業務分享與互動的機會。 

筆者第一次參加圖書館專業研討會，與平日所負責之館內業務內容實不

相符，參加之目的係為本館於今年 12 月 16 日將舉辦「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新契

機實務研討會」，赴他校觀摩學習研討會各項場內外之運作及分工，並間接聽

取並學習圖書館各項專屬業務，如資源探索服務、圖書館行動服務、圖書館

在機構典藏中的角色、電子資源使用成效評估。本份報告將分別以研討會辦

理實況及會議內容分別簡述。 

壹、研討會基本訊息取得： 

一、經費來源：興大向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申請活動補助費 30,000

元；當天有碩睿資訊公司等 3 家廠商設攤，據側面了解，每個攤位之承租費

為 50,000 元(期刊組畹萍組長提供訊息)；其餘經費來源無法得知。 

二、與會人員：約 100 餘位(會議廳可容納 150 個座位)。 

三、工作人員：報到桌 8 位，場內外估計共約 10 餘位工作同仁。 

期刊組畹萍組長向承租公司詢問，本研討會邀請大陸兩所大學及香港一

所大學圖書館代表之費用，是由贊助廠商邀請，並負擔其來台的所有費用(包

括演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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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活動特點 

一、設置活動專屬網站：內含活動資訊、會議議程、我要報名、交通資

訊、講義下載、合作單位、樂活台中等幾個重點項目提供給與會者便利查看

及運用。 

二、會議前 2 日以電子郵件自動發送系統傳「會議報到訊息」、「報名條

碼」、「貼心提醒」給每位與會者。 

三、會議當天報到採「電子簽到機制」，每位與會者預先列印個人報名條

碼，報到櫃台以掃瞄器讀取，加速報到程序。 

四、響應政府無紙化政策，主辦單位不印製活動手冊，不製作名牌，資

料袋內只放一張議程表及贊助廠商廣告資料，興大及廠商並提供小贈品等。

演講者簡報內容會後可於網頁下載，學校公文及議程亦可於網頁直接印出。 

五、會議進行時間控制得當，流程十分順暢，每一場次均安排人員於講

台張貼每場次講題及講員海報。 

六、推估興大本次研討會經費充裕，故除提供中午餐盒外，下午休息時

間的點心及會後餐盒一應俱全。 

七、會議當天上午及會後，安排一班專車接送自興大至台中高鐵站來回。 

參、結論 

一、由於興大贊助廠商經費的挹注，由廠商邀請到大陸中國人大、哈工

大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代表，3 所學校分別使用不同廠商之資源探索服務

系統，於會中個別介紹各校所使用的探索系統，不僅逹到廣告宣傳效果，也

是兩岸圖書館界的交流，也可省卻經費支出，一舉數得。 

二、本次研討會興大善用 e 化的處理系統，省卻人力及紙張成本及減少

行政失誤，提高行政效率。於活動海報上，置放二維條碼(ＱR-code)手機可以

直接下載活動網址，展現主辦單位諸多貼心的服務，本校可以學習效法。 

肆、會議內容 

研討會主軸安排 2 場專題演講，4 場實務研討及分享。 

一、專題演講 

第一場專題演講由「著作權筆記」公益網站主持人章忠信先生發表「數

位學習之相關著作權議題」，從傳統圖書館的角色、學術圖書館的角色、引出

與圖書館有關著作權法之條款，於學術圖書館及數位學習中館員如何協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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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合理授權管道，合法利用他人著作，教導館員及讀者重視社會公共利益，

不要造成著作權人的利益受損。 

第二場專題演講由中興大學圖書館官大智館長就「因應個人資料保護法--

中興大學圖書館導入 BS10012 案例分享」為題，說明中興大學如何成為第一

所通過個資法認證的學校。從個資法遵循之標準，到 BS10012 的方法論，如

何成立任務小組，如何規劃-實作-稽核-改善，到資訊系統的因應，落實個資

管理生命週期的五階段。 

二、實務研討 

實務研討一：資源探索服務系統建置，由交通大學圖書館黃明居副館長引

言，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宋姬芳副館長、哈爾濱工業大學圖書館技術部

楊晉升主任、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吳子傑先生分別就每校圖書館目前所使用

之資源探索服務系統 EDS、summon、primo 介紹其功能及使用狀況。具了解本

館目前並没有建置資源探索服務系統，summon 廠商願意借本館試用一段時間。 

實務研討二：圖書館行動服務，由中興大學圖資所蘇小鳳副教授引言，

台灣大學圖書館系統資訊組劉曉青組員、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系統資訊組張

慈玲組長分享現今圖書館為配合 3c 產品的盛行，國內圖書館如何因應開發建

置圖書館行動服務項目，諸如 2009-2010 年行動應用程式 APP 的使用增加，到

目前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查詢變為重要功能，館藏查詢、預約、續借，QR-code

掃瞄行動載具的體驗服務，到行動版網頁等，如何將資訊簡潔化及同步整合，

以提供讀者便捷的服務。 

實務研討三：學術圖書館在機構典藏中的角色，由中興大學圖資所張慧

銖所長引言，成功大學圖書館系統管理組蔡佳欣小姐、中興大學圖書館校史

館組黃文彥先生的實務分享。強調學校於機構典藏的建置成果，將直接影響

到世界學術排名，圖書館扮演全校資料收集（如碩博士論文、期刊論文、研

究計劃報告等），並與研發處配合教師研究計劃績效獎勵，系統的建置及串

連，資料庫的轉出等等重要的角色。興大及成大均有專人負責機構典藏業務，

本館係由期刊組王組長一人兼負。 

實務研討四：電子資源使用成效評估，由中興大學圖資所羅思嘉副教授

引言，中山大學圖書館參考諮詢組王玲瑗組長及中興大學圖書館期刊組黃俊

升組長做實務分享。電子期刊續效評估係依據使用量的統計，各系所單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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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核心期刊，再決定未來購置標的的參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心得報告 

參考組 彭莉棻 

會議日期：2013 年 12 月 7 日 

會議地點：國家圖書館國際會議廳 

此次會議是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今年正逢該學會成立 60 周年，

除了會務的進行之外，會場也有圖書資訊展、圖書館海報展，以及展示攝影

比賽得獎作品。 

在此次會議中，邀請到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

的會長 Barbara Stripling 進行專題演講，分享該學會如何建構圖書館的未來。

內容分四大主題：專業領導、圖書館的轉型、發動圖書館宣言與創造圖書館

的未來。 

在專業領導方面，該學會提供圖書館標準的相關資訊、提升館員領導力

課程等等。 

在圖書館的轉型方面，則聚焦在社區的參與，例如：Game Night，大家聚

在一起同時談論同一本書，圖書館方面則購買很多的複本供借閱，讓社區內

不同年齡層的人可以互相了解對於這一本書的看法。又例如：Makerspaces 則

強調的是團體合作，透過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可以彼此互相學習。 

發動圖書館宣言的簽署活動，找來美國很受歡迎的暢銷書作者簽署並廣

為宣傳。成立未來圖書館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ies)的專責機構，致

力於了解圖書館未來的發展趨勢。 

從此次演講中可發現圖書館的發展是越來越多元，所收藏的資料類型也

不限於圖書或電子資源，它也可能是遊戲、工具(3D 印表機)等等，也要重視

並加強社區的參與度。展望未來，圖書館也需要能夠跟上時代的潮流，適時

的提供符合社群需求的圖書館服務。反觀本館，雖然存在有文化差異與圖書

館類型的不同，上述的服務內容未必適用於本館，然共享區的成立應只是第

一步，未來也可能成為本館辦活動的場地之一；在圖書館的空間規劃方面，

可能需要先決定本館要提供哪些新服務，再來進行空間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