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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參加「學術典藏與傳播--機構典藏與期刊整合服務說明會」及 

「2007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及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團體使用者

座談會」摘要記錄  

期刊組 林雅麟整理 

日期：96 年 11 月 28 日 

時間：9：00~16：30 

地點：國家圖書館 簡報室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協辦單位：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容摘錄自上述會議提供之相關書面資料 (存期刊組 ) 

壹、 學術典藏與傳播 --機構典藏與期刊整合服務說明會  

一、 期刊文獻數位服務趨勢： 

1. 線上全文漸漸成為讀者學術研究的必需 

2. 加入資料庫之期刊被引用機率提高 

3. 一次搜尋，確保不遺漏  

二、 綜合期刊資料庫--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及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系統--簡介： 

1. 索引資料庫+文獻傳遞 

2. 期刊約 4400 種 

3. 99%為台灣期刊 

4. 收錄年代：1970 年迄今 

5. 全部皆可提供全文 (線上/郵寄/傳真) 

三、 機構典藏 

1. 基於院系教授社群之機構典藏 

台大機構典藏 

逢甲大學機構典藏 

昆山大學機構點藏 

2. 基於校內出版品之機構典藏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5 期 

 2

台大學術期刊資料庫 

政大學術期刊資源網 

警察大學期刊系統 

新竹教育大學期刊系統 

四、台灣期刊國際傳播的現狀  

1. 台灣期刊在國際能見度不足 

2. 國際學術界對於「台灣研究」資源需求強烈，但相關資料不易取得。 

3. 相對於中國大陸以國家力量投入數位化工程與推廣，台灣期刊顯

得分散而弱勢。 

4. 個別資料庫資源有限，數位化與著作權管理有諸多困難，需要彼

此合作整合資源。 

五、國家圖書館增進台灣期刊能見度的所做的努力  

1. 推出全世界最完整的台灣期刊平台  

2. 整合國內大專院校出版單位及機構典藏之期刊資源，快速累積全

文數量。 

3. 重點國外大學 / 圖書館行銷推廣   

4. 參與國際學術會議或國際書展 

5. 輔導學校 / 出版單位進行著作權管理  

六、機構典藏與國圖之合作方案及效益 

機構典藏 

發展階段 

合作方式 效益 

尚未建置 

計畫建置 

無償授權國圖 期刊管理系統及專屬期刊

查詢首頁 

建置中 

建置完成 

加入遠距平台聯合營運 以自有品牌(學校名義)營運 

自訂價格 

獲得營運收入 

任何階段 

 

有償授權資料庫業者，

加入遠距平台聯合營運

獲得著作權利金收入 

彈性多元的推廣通路  

整體合作效益： 

對象 效益 

讀者 提升文獻利用便利性 

節省資料搜集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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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 促進學術社群對話與交流  

提高文獻被引用率  

大學院校 提高本校學術產出能見度  

展現機構典藏成果 

營運收入確保永續經營 

台灣 整合台灣學術期刊資源，加速國際

傳播提供全球從事台灣研究之學者

所需資料  

貳、「2007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及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團體使用

者座談會」  

一、凌誌科技余俊生總經理演講「從數位圖書館談資源整合服務 2.0」，茲

摘要如下：  

1. 什麼是數位圖書館 ( Digital Library ) 

定義--儲存數位物件內容的 Library，提供使用者一致性的存取大

量，有組織的資訊與知識系統，整合並使用電腦，通訊及大量數

位化資料所建立一個新的基礎架構及環境。 

2. 數位圖書館的服務 

(1) 整合查詢 

(2) Library 2.0 

(3) 內容分析服務 

(4) 整合查詢 2.0 

(5) 整合查詢 Future 

二、輔仁大學圖書館推廣經驗分享--參考館員曾玲莉小姐分享該館的經驗，

有助於他校學習。舉以下三例說明 

     1. 感同身受--對於圖資系學生的推廣經驗分享 

請圖資系老師配合給學生作業，進行讀者角色扮演，實際使用中

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及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並要求收到國圖

寄回資料的信封視為完成作業。  

2. 認識夫子 --該校「大學入門」課程融合與應用  

任課老師出題請學生查詢系上老師的研究領域、研究成果、等相

關資料，以利認識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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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數位學習網 --利用線上課程「中文期刊資源如何找」，進行

推廣圖書館的利用。  

這趟出差雖是帶著腳傷(出發前腳姆指被鐵釘刺到)，但是聽到許多寶貴的

經驗分享，還是很值得的。尤其是圖書館面對不斷高漲的各種類型資料所

需的費用，而所分配到可使用的經費卻沒有增加，是否要思考到未來可能

實施使用者付費的機制？否則圖書館如何有足夠的經費，以滿足所有的讀

者？相信這會是未來發展的趨勢。  

 

「96 年 NBINet 中部大學院校及公共圖書館各合作館書目品質會議」 

會後報告 

提報告人：採編組 陳婷婷 

開會時間：9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3:00~5:30 

開會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六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詹館長麗萍(中興大學)、賴忠勤課長(國立臺中圖書館) 

會議內容摘要： 

主席致詞： 

會議首先由詹館長致詞，並為大家介紹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的顧主

任，以及國立臺中圖書館的賴忠勤課長。詹館長在簡單的致詞中提到，她

認為，沒有一個事業團體會像圖書館這麼重視合作的關係，圖書館之間彼

此合作的關係是 1+1 絕對大於 2，而其實收穫最大的則是讀者。顧主任也

十分同意詹館長的論點，認為圖書館之間彼此合作的關係，才能夠為圖書

館帶來最大的利益。 

影片觀賞及簡報： 

由書目中心的廖玉燕小姐，播放一段「NBINet 與書目中心營運」的影

片，給在場與會的同仁觀賞。 

緊接著再由書目中心許靜芬編輯，為大家簡報『「NBINet 書目資料處

理原則」』修訂以及「書目分級」相關事宜： 

第一部分內容---NBINet 書目資料處理原則的修訂： 

1.修訂目的:增進書目資料分享效率，節省各館技術服務人力經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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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合作編目書目品質。 

2.修訂的參與成員及修訂過程，包括含大陸委員會、中山大學、中興

大學、國立台中圖書館、臺大、師大、淡大、台北市立圖書館、國家圖書

館(編目組、書目中心)等，前後共召開七次會議以進行修訂討論。 

3.修訂範圍：一般著錄原則--例如符號，數字的著錄一致性；各類型

核心書目紀錄欄位的說明，以及各類型核心書目紀錄欄位一覽表。 

4.修訂原則：儘量採用國際標準(因為書目國際化的考量 )，也考量本

地館員實作情況而斟酌調整，並向所有合作館廣徵修訂建議，未來並會將

電子檔上網，以利後續的修訂作業。 

5.訂定 NBINet 核心書目紀錄類型共分為 8 種資料類型，包括 BK(圖

書)，RB(善本書)，ER(單行本網路資源)，GM(靜態圖片資料 )，MI(靜態放

映資料 )，SR(錄音資料 )，MU(樂譜資料 )，CO(總集)，CM(地圖)，SE(連續

性出版品)。 

6. 訂定 NBINet 核心書目紀錄欄位：分為必備欄位及次備欄位，必備

欄位屬書目紀錄必須具備的基本資料，待編資料上即使無相關訊息，仍需

著錄。次備欄位是屬書目紀錄必須具備的基本資料，待編資料上有相關訊

息，則必須著錄，若無相關訊息，則不需著錄。舉例而言，圖書資料的必

備欄位為欄號： 

000—紀錄標示 

001—紀錄識別欄  

100—一般性資料  

101—作品語文 

102—出版國別 

105—資料代碼欄 :國書或善本 

200—題名及著者敍述項 

210—出版項 

215—稽核項 

801—出處欄  

第二部分內容--NBINet 書目分級制：包括介紹書目分級的目的，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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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的檢測，分級的依據，級別共分為國家書目級、完整書目級、核心書

目級、簡略書目級等四級，以及書目分級施行的公布及推廣等等。另外還

訂定書目分級的成效評估，希望藉此可以達到整體書目品質提昇，減少各

館資料詳簡差距，減少書目資源分享的後續處理作業，提升資料內容標準

化的程度，以增進使用者查詢的效益等目的。 

在許編輯簡報之後，由書目中心廖玉燕小姐，為大家舉例介紹 OCLC

以及中國大陸的書目品質控制概況，包括 OCLC 整體營運模式，編目演進，

主要服務項目，品質控制及收費情形。以及中國大陸五大合作編目系統：

(1)全國圖書館聯合編目中心(OLCC)；(2)CALIS 聯合編目中心(CUCC)；(3)

中科院聯合編目系統(CSDL)；(4)地方版文獻聯合採編協作網(CRINET)；(5)

上海市文獻聯合編目中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陸的編目中心其發展方

式是採行圖書館聯盟模式、編目中心由分散邁向集中、以及建立編目員認

證機證，頗值得國內圖書館界參考。 

會議最後並由中興大學採編組鄭玉婷組長，以及臺北市立圖書館吳嘉

雯組長，分別就中興大學以及臺北市立圖書館，如何做好書目品質控制，

提供她們的經驗分享。 

散會 

 

「2007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年會暨學位論文應用途徑研討會」簡報 

參考組  楊綉美 

於 11 月 26 日(一)前往淡江大學國際會議廳，參加由台大、淡江大學

主辦，美國 ProQuest 公司、漢珍數位圖書公司協辦之「2007 數位化論文典

藏聯盟年會暨學位論文應用途徑研討會」，今將會議內容簡述於後。 

目前聯盟 DDC(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約有 88,000 本的全文提

供 89 個會員共同享用，基本原則是新會員每年必須訂購 170 本，第二年

155 本(約 26 萬元台幣)，這幾年在聯盟運作下，尚稱順利，但是有些會員

多次下載他「未加入年度」聯盟所購置的論文(剛開始沒加入，後來才加入

或本來加入，中途退出，後來又加入)，及有些會員退出聯盟後是否可以繼

續使用其「參加年度」期間聯盟訂購之所有論文，這兩項議題於年會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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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決方案，希望創造買賣雙方都能雙贏的局面。 

基於雙方共購共享原則：(一)每一個會員(不論是否退出聯盟)皆可無限

制的使用其加入年度監聯盟購買的所有論文；(二)若會員使用其「未加入

年度」間聯盟所購置論文，則應予聯盟適當回饋。 

其方案是若會員使用「未加入年度」間聯盟所購置論文，則應在下一

年度增購論文本數；所需增購論文總數，回饋於當年度所有會員，用以減

少所有會員之基本購買量。如漢珍公司統計出 2006 年會員下載「未加入

年度」聯盟所購置論文次數，以下載每滿 50 次增購 1 本計算，然後統計

出這些下載會員下一年「應增購論文」總數，並將此增購本數實質回饋給

所有會員，則 2008 年每位會員可降低基本購置量 10 本，由原有基本購置

量 155 本，降為 145 本。 

在會議中有人建議 PQDT(200 多萬篇美加博碩士論文摘要，提供 24 頁

全文預覽)是否可和 DDC 互相連結(Link)，ProQuest 公司認為應該是沒有問

題的。的確，本校師生不清楚一個是全文(DDC)，一個是索摘(PQDT)資料

庫，兩者間可互相運用的關係。另外台大項潔館長建議將聯盟 88,000 多本

的全文，可納入各館館藏，以供教育部評鑑之用，這在我採編組服務時，

曾經討論過 Netlibrary 聯盟的電子書以及 DDC 聯盟的電子論文，是否要全

部轉進本館館藏(因過去一開始有全部轉，後來本館買的才轉)，目前是本

館買斷的才轉 MARC(漢珍公司免費提供)進入 T2 系統的本館館藏。 

會議中另外的主題是「學位論文應用途徑」，是介紹歐洲、北美、日、

澳、華文等地區學位論文數位化發展的現況，了解到各國對論文數位化的

重視，當然取得論文、建立論文技術以及保障著作財產權等種種運作機

制，各國都不斷地在研究著。目前台灣數位論文發展的有：(1)全國博碩士

論文資訊網；(2)分散式學位論文共建共享的 eThesys 計劃(國立中山大學策

劃，漢珍數位公司系統維護與諮詢)；(3)中文電子學位論文服務 CETD(華

藝數位公司負責資料庫的加值、行銷與管理 )；(4)全文影像檢索系統(飛資

得資訊公司自行開發的資料庫系統)。(2)(3)(4)皆是學校與廠商合作的建置

計劃，各有其特色，也因此各自擁有大專院校的成員。反觀之每年各校依

規定繳交博碩士論文給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為何資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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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齊全的單位，卻不能滿足讀者的要求，因為大部分的論文全文都未經

作者本人的授權，每當讀者不能看到全文望而興嘆之餘，只能全省走透

透，到作者本人所讀的母校或國家圖書館親自借閱論文紙本，借到時能整

本列印嗎？這又要翻閱作者前言有沒有授權讓您能全部列印？嗚呼哀

哉！這個情況也出現在同學進入「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查到一篇論

文沒有全文授權時，於是立即館際合作，線上申請作者母校的圖書館影印

資料回到我們本校圖書館，結果接到手中卻不是論文的全文，學生於驚恐

之餘納悶地問道：「為什麼？」同樣的答案，這牽涉到作者的授權，為尊

重著作權法，館員只能部分列印，所以遇到「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的

館際合作，館員還要花時間與申請者溝通，告知假如未授權只能部分列印

的情形下，要繼續館合嗎？我個人因參考組工作的關係，研究生常覺得未

授權是非常的不方便，但反問之以後畢業時你們願不願授權時，鴉雀無聲。 

當台灣在數位論文建置計劃出現多角頭經營時，彼岸也進行著：(1)

中國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2)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3)CALIS 高校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4)中國精品學位論文數據庫等四種的

建置，未來這些資料庫就像「中國期刊全文料庫(CJFD)」一樣，它的價錢

會是不低的，但使用者統計卻不斷升高。而國家圖書館的各種資料庫，雖

說授權的全文少，但卻是提供全球免費使用，彼岸夾著人口的優勢大量

地、暢快地下載有授權的全文，我們的仁慈、廣闊的胸襟於此可見！ 

 

2007 年 11 月流通量統計表--人次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1 月 1 日 289 318 93 34 19 753 

11 月 2 日 138 197 48 20 18 421 

11 月 3 日 79 62 45 12 16 214 

11 月 4 日 83 77 71 29 4 264 

11 月 5 日 298 267 160 40 37 802 

11 月 6 日 241 269 103 50 21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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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253 283 84 39 43 702 

11 月 8 日 287 286 99 51 45 768 

11 月 9 日 237 209 57 38 23 564 

11 月 10 日 103 105 41 27 9 285 

11 月 11 日 82 67 53 27 19 248 

11 月 12 日 284 280 105 42 27 738 

11 月 13 日 266 281 97 42 33 719 

11 月 14 日 261 262 61 47 29 660 

11 月 15 日 228 238 75 33 29 603 

11 月 16 日 227 200 57 39 14 537 

11 月 17 日 110 129 55 26 16 336 

11 月 18 日 91 71 62 15 11 250 

11 月 19 日 215 211 97 38 32 593 

11 月 20 日 204 240 72 24 25 565 

11 月 21 日 206 211 73 40 24 554 

11 月 22 日 200 222 63 29 21 535 

11 月 23 日 223 242 61 33 18 577 

11 月 24 日 74 108 40 26 12 260 

11 月 25 日 0 0 64 23 10 97 

11 月 26 日 333 348 134 52 7 874 

11 月 27 日 301 273 87 62 29 752 

11 月 28 日 384 293 73 52 22 824 

11 月 29 日 323 285 74 58 29 769 

11 月 30 日 231 223 57 29 18 558 

總計 6251 6257 2261 1077 660 16506 

 

2007 年 11 月流通量統計表--冊數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1 月 1 日 806 801 541 47 20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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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 387 512 129 42 19 1089 

11 月 3 日 273 128 164 16 16 597 

11 月 4 日 321 230 383 37 4 975 

11 月 5 日 727 623 851 51 45 2297 

11 月 6 日 657 667 353 76 22 1775 

11 月 7 日 665 702 326 52 45 1790 

11 月 8 日 805 674 368 81 51 1979 

11 月 9 日 732 491 146 50 29 1448 

11 月 10 日 324 260 107 44 9 744 

11 月 11 日 252 152 139 38 23 604 

11 月 12 日 766 644 319 53 27 1809 

11 月 13 日 674 644 253 64 33 1668 

11 月 14 日 694 630 188 74 34 1620 

11 月 15 日 597 524 177 48 35 1381 

11 月 16 日 527 463 137 58 15 1200 

11 月 17 日 279 274 160 44 19 776 

11 月 18 日 225 147 201 24 12 609 

11 月 19 日 555 461 298 54 36 1404 

11 月 20 日 485 550 201 38 32 1306 

11 月 21 日 577 523 158 59 30 1347 

11 月 22 日 533 466 194 49 28 1270 

11 月 23 日 623 548 166 54 19 1410 

11 月 24 日 223 238 97 34 12 604 

11 月 25 日 0 0 164 41 10 215 

11 月 26 日 863 812 392 67 7 2141 

11 月 27 日 796 590 237 93 32 1748 

11 月 28 日 1077 639 187 66 22 1991 

11 月 29 日 833 586 175 108 35 1737 

11 月 30 日 639 501 136 42 19 1337 

總計 16915 14480 7347 1604 740 4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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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1 月流通量統計表--讀者身份 

館長室  王鑫一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130 133 143 18 424 

專任助教 14 23 21 1 59 

數學系專任教師 4 2 7 0 13 

職員 93 102 69 25 289 

非專任人員 40 43 27 3 113 

非編制內人員 16 17 15 8 56 

退休人員 4 5 0 1 10 

博士班學生 99 84 56 12 251 

碩士班學生 816 781 353 155 2105 

學士班學生(日) 3291 3319 991 540 8141 

學士班學生(２) 89 84 30 22 225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236 240 80 31 587 

特別生 28 29 1 0 58 

志工 0 0 0 0 0 

中部聯盟館師生甲組 41 35 0 0 76 

中部聯盟館師生乙組 21 24 0 0 45 

中部聯盟館師生丙組 14 11 0 0 25 

私立綜合大學合作館 0 0 0 0 0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0 0 0 0 

傅斯年圖書館研究人員 0 0 0 0 0 

校友 1 0 0 0 1 

捐贈者３ 0 0 0 0 0 

捐贈者６ 0 0 0 0 0 

捐贈者８ 0 0 0 0 0 

哲學系研究生 0 0 0 0 0 

哲學系大學部學生 0 0 0 0 0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5 期 

 12

工工系教職員工 0 2 6 0 8 

工工系研究生 44 49 29 10 132 

工工系大學部學生 102 96 18 19 235 

企管系教職員工 5 4 5 5 19 

企管系研究生 28 25 13 6 72 

企管系大學部學生 188 221 54 35 498 

政治系教職員工 7 4 6 0 17 

政治系研究生 71 53 38 9 171 

政治系大學部學生 181 168 45 25 419 

公行系教職員工 1 0 1 0 2 

公行系研究生 21 27 23 9 80 

公行系大學部學生 152 163 43 36 394 

師培中心研究生 0 0 0 0 0 

食科系教職員工 3 5 4 1 13 

食科系研究生 27 17 6 11 61 

食科系大學部學生 158 162 60 24 404 

餐旅系大學部學生 0 0 0 0 0 

會計系教職員工 2 2 4 0 8 

會計系研究生 14 17 9 4 44 

會計系大學部學生 150 143 41 22 356 

經濟系教職員工 7 5 6 1 19 

經濟系研究生 4 8 3 0 15 

經濟系大學部學生 149 153 55 45 402 

採購組通知 0 0 0 0 0 

未定義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總計 6251 6256 2262 1078 1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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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1 月流通量統計表--單位借閱排行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行 單位系所 借閱次數 續借次數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2672 1096 3768 

2 歷史學系 1191 525 1716 

3 社會學系 1128 567 1695 

4 社會工作學系 1192 380 1572 

5 美術學系 1016 509 1525 

6 哲學系 955 455 1410 

7 政治學系 932 450 1382 

8 法律學系 958 270 1228 

9 外國文學系 716 239 955 

10 食品科學系 760 164 924 

 

2007 年 11 月圖書借閱排行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行 題名 索書號 登錄號 
借閱次數 

含續借次數

1 計算機概論 312.9/3084/2003/ / C438430 13 

2 新莎士比亞全集 873.4331/9054-01/2000/v.1/ C366498 12 

3 C/C++入門與實務應用 312.932C/9982-01/2004/ / C376609 11 

4 In the enchanted garden 綠鋼琴 CDD/163/ / / N058601 11 

5 
Queen of France; a biography of 

Marie Antoinette. 944.035/M337Zc/ / / W026907 10 

6 威爾第:歌劇[奧泰羅] 915.2/5464-010/2003/ / N059969 10 

7 JAVA 程式設計藝術(第五版)
312.932J3/3408-01/ /2004

二刷/ C424336 10 

8 C++程式設計藝術(第四版) 
312.932C/3408-01/ /2005

二刷/ C425512 9 

9 Computer networks / 004.6/T155/2003/ / W249471 9 

10 大一化學 340/2828/ /v.1/c.1 C1098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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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與分析 

東海大學「校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問卷調查的統計暨分析 

(圖書委員會的委員問卷) 

流通組  謝鶯興 

由於讀者屢次反映校內各系所(單位、中心、組室)圖書室的開放時間

過短，不便於他們辦理借還書的作業。館長指示負責該項業務的單位提出

報告，以作為解決問題時的參考。 

2007 年 4 月 11 日，筆者完成<東海大學圖書資源管理之我見>的報告，

館長指示在「95 學年度第 2 學期圖書委員會議」(2007 年 6 月 5 日舉行 )館

務報告議程中進行專案報告。 

在準備專案報的過程中，一方面對<東海大學圖書資源管理之我見>進

行修改，一方面設計「校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的問卷，希望藉由這項

的問卷調查，瞭解校內教職員生對「校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問題的認

識程度，作為圖書館調整或改進的參考。 

6 月 5 日，圖書館召開「95 學年度第 2 學期圖書委員會議」，會議開始

之前，館長指示在各委員簽到，拿取會議資料的同時，散發「校內圖書資

源分佈暨管理問卷調查」，請各委員們當場填寫，會後即回收。當時參加

會議的委員，簽到簿的記錄是 42 位，問卷回收有 20 份，回收率為 47.62%，

雖然未超過半數，但仍可經由近半數的有效問卷，知道圖書委員們對於「校

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的關心和瞭解。 

壹、「基本資料 --身份」填卷者的統計暨分析 

壹、基本資料--身份(合計 20 份) 

身份 教師 行政

人員 

博士

生 

碩士

生 

大學

部 

進修

部 

在職

專班

中區

館盟

它校

人士 

社會

人士 

數量 11 3  3 3      

從參加「圖書委員會議」的委員們所回填的問卷，發現具「教師」身

份者有 11 位，佔 55.00%；「行政人員」有 3 位，佔 15..00%；「碩士生」有

3 位，佔 15..00%；「大學部」有 3 位，佔 15..00%。由於圖書委員的成員，

基本是由各系所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所組合而成，所以此次的問卷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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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比率，佔了三成。 

貳、「對圖書館基本瞭解」單元的統計暨分析 

「對圖書館的基本瞭解」問題的設計，分成「圖書資源的分佈」、「開

放時間」及「借還書」等三個小題，主要是希望瞭解委員們對於圖書館(包

含總館及各系所、單位、中心、組室的圖書室)典藏書刊資料的分佈、開閉

館服務時間及借還書政策的設定。 

一、「圖書資源的分佈」子題的統計暨分析 

貳、對圖書館的基本瞭解：一、圖書資源的分佈(合計 20 份) 

題目 知道 不甚清楚 不知道 無勾選 

1.你知道本校圖書館分為總館和系所

圖書室嗎 
20    

2.你知道本校的藏書分別藏在總館、

系所圖書室、行政單位及專案借書

嗎 

19 1   

3.你知道總館典藏的書刊資料分別置

放於哪些樓層與組室嗎 
13 7   

4.你知道總館的哪些書刊資料可以外

借？哪些書刊資料不能外借嗎 
12 8   

5.你知道系所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可以

外借嗎 
13 6 1  

6.你知道行政單位的書刊資料不可以

外借嗎 
5 12 3  

7.你知道專案借書的書刊資料不可以

外借嗎 
8 9 3  

在「圖書資源的分佈」的子題，有 1 份教師問卷對於「5.你知道系所

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可以外借嗎」的小題，勾選「知道」，並在空白處註明

「但有些借閱不易」。 

各小題的統計暨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1.你知道本校圖書館分為總館和系所圖書室嗎」的小題，勾選「知

道」的有 20 份，達 100%，顯現來參加會議的圖書委員們完全的瞭解「本

校圖書館分為總館和系所圖書室」。 

「2.你知道本校的藏書分別藏在總館、系所圖書室、行政單位及專案

借書嗎」的小題，勾選「知道」的有 19 份，佔 95.00%；選「不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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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1 份，佔 5.00%；沒有「不知道」的。顯現有超過九成的圖書委員們

「知道本校的藏書分別藏在總館、系所圖書室、行政單位及專案借書」。 

「3.你知道總館典藏的書刊資料分別置放於哪些樓層與組室嗎」的小

題，勾選「知道」的有 13 份，佔 65.00%；選「不甚清楚」的有 7 份，佔

35.00%；沒有「不知道」的。顯現仍有超過三成的圖書委員們不清楚「總

館典藏的書刊資料分別置放於哪些樓層與組室」，也是圖書館必需重新思

考標示的製作與張貼，圖書館網頁欄位的指引或點選，都需再加強、更明

顯的呈現、指引。 

「4.你知道總館的哪些書刊資料可以外借？哪些書刊資料不能外借嗎」

的小題，勾選「知道」的有 12 份，佔 60.00%；選「不甚清楚」的有 8 份，

佔 40.00%；沒有「不知道」的。顯現仍有四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知道「總館

的哪些書刊資料可以外借？哪些書刊資料不能外借」的區別，也是圖書館

要思考「館藏目錄」查詢的畫面所呈現的訊息是否完整？讀者看完之後是

否完全明白的問題。 

「5.你知道系所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可以外借嗎」的小題，勾選「知道」

的有 13 份，佔 65.00%；選「不甚清楚」的有 6 份，佔 30.00%；選「不知

道」的有 1 份，佔 5.00%。顯示仍有近四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或

「不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可以外借」的服務、政策。 

「6.你知道行政單位的書刊資料不可以外借嗎」的小題，勾選「知道」

的有 5 份，佔 25.00%；選「不甚清楚」的有 12 份，佔 60.00%；選「不知

道」的有 3 份，佔 15.00%。顯現有超過七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或

「不知道」各「行政單位的書刊資料不可以外借」的限制。 

「7.你知道專案借書的書刊資料不可以外借嗎」的小題，勾選「知道」

的有 8 份，佔 40.00%；選「不甚清楚」的有 9 份，佔 45.00%；選「不知道」

的有 3 份，佔 15.00%。顯現仍有六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或「不知

道」所有「專案借書的書刊資料不可以外借」的限制。 

就個人在借還書櫃枱值班所遇到的經驗來說，不僅是圖書委員們不甚

清楚「系所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可以外借」、「行政單位的書刊資料不可以外

借」、「專案借書的書刊資料不可以外借」的政策(或服務)，一般的讀者，



統計與分析 

 17

更是不清楚「系所圖書室」、「行政單位」、「專案借書」的書刊資料究竟能

不能外借的問題，更不用說是有哪些系所可以外借？有哪些系所不允許外

借？就「圖書資源的分佈」的子題，反映出圖書館似乎有必要將目前有「19

個系所」與圖書總館連線而提供外借的清單，公告或連結到圖書館的網頁

上，讓讀者容易的查到這種能否外借的訊息，減少他們的困擾與奔波之苦。 

二、「開放時間」子題的統計暨分析 

貳、對圖書館的基本瞭解：二、開放時間(合計 20 份) 

題目 知道 不甚清楚 不知道 無勾選 

1.你知道總館的開放時間嗎 16 4   

2.你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間嗎 5 12 3  

各系所圖書室視

人力自訂 

學校正常上

班時間 

其

它 
3.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的開放天

數(2 份未勾選--題目在背面) 
7 10 1 

每

天

上

午

每

天

下

午

學校正常

上班時間

(中午休

息) 

學校正常

上班時間

(中午不

休息) 

其

它 
4.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的開放時

段(2 份未勾選--題目在背面) 

  10 6 2 

在「開放時間」的子題中，有 1 份碩士生對「3.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

合理的開放時段」題目，勾選「其它」，但註明「都行」。有 1 份大學部對

「3.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的開放天數」及「4.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

理的開放時段」題目，皆勾選，都註明「同總館時間」。 

各小題的統計暨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1.你知道總館的開放時間嗎」的小題，勾選「知道」有 16 份，佔

80.00%；選「不甚清楚」有 4 份，佔 20.00%。顯示仍有二成的圖書委員不

知道「總館的開放時間」。 

「2.你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間嗎」的小題，勾選「知道」有 5

份，佔 25.00%；選「不甚清楚」有 12 份，佔 60.00%；選「不知道」有 3

份，佔 15.00%。顯示仍有超過七成的圖書委員「不甚清楚」或「不知道」

「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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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的開放天數」的小題，勾選「各系所圖

書室視人力自訂」有 7 份，佔 35.00%；選「學校正常上班時間」有 10 份，

佔 50.00%；選「其它」有 1 份，佔 5.00%；由於本題的題目印在背面，因

此有 2 份未勾選。但仍顯示有五成的圖書委員會「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

的開放天數」是依照「學校正常上班時間」。 

「4.你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的開放時段」的小題，勾選「學校正常

上班時間(中午休息)」有 10 份，佔 50.00%；選「學校正常上班時間(中午

不休息)」有 6 份，佔 30.00%；本題的題目印在背面，仍有 2 份未勾選。

顯示有五成的圖書委員會「認為各系所圖書室合理的開放時段」是依照「學

校正常上班時間」但「中午休息」；可是認為「中午不休息」的仍佔三成，

仍不容忽視的。 

從「開放時間」的問卷統計可以發現，總館與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

間仍未能全面性的讓圖書委員們知道：在總館方面，各組室因業務的不同

或經費因素，開放的時間也有所不同，雖然圖書館的入口處與網頁都有標

示，似乎仍需擺放更顯眼之處；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間，並未全在入口

處標示出來；當然會讓讀者不能完全清楚開放時間。 

「開放天數」和「開放時段」，可能是讀者更在意的，然而只能就現

有的人力與經費，提出「合理的」開放，以「學校正常上班時間」受到半

數以上的委員們認同，似乎是可以努力達成的問題。 

三、「借還書」子題的統計暨分析 

貳、對圖書館的基本瞭解：三、借還書(合計 20 份) 

題目 知道 不甚清楚 不知道 無勾選 

1.你知道總館的借還書時間嗎 14 4   

2.你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還書時間

嗎 
6 11 1  

3.你知道總館與各系圖書室的書刊資

料，在哪裡借就需在哪還嗎 
13 5   

4.你知道總館與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

數量是合併計算的嗎 
6 8 4  

5.你知道不同的身份，他的借書總冊

數與期限各有不同嗎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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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冊數及

借書期限與總館的規定是否一致嗎 
7 8 3  

7.你知道有些系所圖書室的讀者身份

有本系與外系之別，所借圖書的冊

數與期限各有不同嗎 

10 4 4  

在製作問卷調查的卷子時，為了節省資源，採取雙面印製的方式，而

「借還書」的子題，剛好全置於另一面，導致此有 2 份的問卷未勾選，無

法更全面的瞭解圖書委員們的看法。 

各小題的統計暨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1.你知道總館的借還書時間嗎」的小題，勾選「知道」的有 14 份，

佔 70.00%；選「不甚清楚」的有 4 份，佔 20.00%；沒有「不知道」的。顯

示仍有二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總館的借還書時間」。 

「2.你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還書時間嗎」的小題，勾選「知道」的

有 6 份，佔 30.00%；選「不甚清楚」的有 11 份，佔 55.00%；選「不知道」

的有 1 份，佔 5.00%。顯示有六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或「不知道」

「各系所圖書室的借還書時間」。 

「3.你知道總館與各系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在哪裡借就需在哪還嗎」

的小題，勾選「知道」的有 13 份，佔 65.00%；選「不甚清楚」的有 5 份，

佔 25.00%；沒有「不知道」的。顯示仍有近三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

「總館與各系圖書室的書刊資料，在哪裡借就需在哪還」的作法。 

「4.你知道總館與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數量是合併計算的嗎」的小題，

勾選「知道」的有 6 份，佔 30.00%；選「不甚清楚」的有 8 份，佔 40.00%；

選「不知道」的有 4 份，佔 20.00%。顯示有六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

或「不知道」「總館與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數量是合併計算的」。 

「5.你知道不同的身份，他的借書總冊數與期限各有不同嗎」的問題，

勾選「知道」的有 17 份，佔 85.00%；選「不甚清楚」的有 1 份，佔 5.00%；

沒有「不知道」的。顯示有超過八成的圖書委員們「知道」「不同的身份，

他的借書總冊數與期限各有不同」的規定。 

「6.你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冊數及借書期限與總館的規定是否一

致嗎」的問題，勾選「知道」的有 7 份，佔 35.00%；選「不甚清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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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份，佔 40.00%；選「不知道」的有 3 份，佔 15.00%。顯示有超過五成的

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不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冊數及借書期

限與總館的規定是否一致」的問題。 

「7.你知道有些系所圖書室的讀者身份有本系與外系之別，所借圖書

的冊數與期限各有不同嗎」的問題，勾選「知道」的有 10 份，佔 50.00%；

選「不甚清楚」的有 4 份，佔 20.00%；選「不知道」的有 4 份，佔 20.00%。

顯示有四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不知道」「有些系所圖書室的讀

者身份有本系與外系之別，所借圖書的冊數與期限各有不同」的區分。 

從「借還書」的問卷統計，可以發現：因為借還書櫃枱的作業，是有

準備和善後的工作要處理，導致「借還書時間」和「開放時間」並未一致，

所以在此子題中，二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總館的借還書時間」；

有六成「不甚清楚」或「不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還書時間」。 

由於總館與與各系所圖書室受限於經費與人力，無法進行「代借代還」

的服務，因此有近三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道總館與各系圖書室的

書刊資料，必需「在哪裡借就需在哪還」的限制。 

當初圖書總館與各系所圖書室在進行 T2 流通作業系統連線的討論時，

對於讀者依不同的身份訂定其可以借書的冊數的問題，基本上尊重各系所

圖書室的決定，因此產生：1.「合併計算」與「分開計算」的兩種方法；2.

「系所圖書室的借書冊數及借書期限」與「總館是否一致」；3.「有些系所

圖書室的讀者身份有本系與外系之別」，所「借圖書的冊數與期限各有不

同」三種類型。就第 1 種來說，大多數的系所圖書室採取「與總館合併計

算」的決定，從有六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清楚」或「不知道」「總館與各

系所圖書室的借書數量是合併計算的」比率來看，圖書館有義務統一「合

併」或「分開」計算的問題。就第 2 種類型來說，有超過五成的圖書委員

們是「不甚清楚」、「不知道」「各系所圖書室的借書冊數及借書期限」與

「總館的規定是否一致」。而第 3 種的類型，有四成的圖書委員們「不甚

清楚」、「不知道」「有些系所圖書室的讀者身份有本系與外系之別」，所「借

圖書的冊數與期限各有不同」。因此，在全校借書政策尚未統一之前，似

乎可以先公告哪些系所是「與總館合併計算」？哪些系所是「分開計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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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冊數 )？哪些系所的「借書冊數及借書期限」與總館一致？哪些是不一

致？哪些系所有「本系與外系之別」？哪些是沒有區別的。 

參、「到圖書館的頻率與使用書刊資料」單元的統計暨分析 

參、到圖書館的頻率與使用的書刊資料(合計 20 份) 

題目 每週一

次 

每週二

次 

每週三

次 

每週三

次以上 

未勾選 

1.到圖書館的頻率 13 2 2 1  

2.到各系所圖書室的頻率 4 2 1 7 3 

自習 瀏覽

報紙

雜誌

找書

刊資

料暨

影印

借還

書 

利用

電子

資料

庫 

其它 3.到圖書館的目的(可複選) 

2 3 12 14 2 1 

報

紙

中

文

期

刊

外

文

期

刊

中

文

圖

書

西

文

圖

書

參考

工具

書 

大陸出版

品暨學位

論文 

4.在圖書館經常使用的書刊

資料(可複選) 

1 11 10 15 9 6 3 

「到圖書館的頻率與使用的書刊資料」的題目，有 1 份教師對「2.到

各系所圖書室的頻率」問題未打勾，但註明「無」，所以未列入統計。 

各小題的統計暨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1.到圖書館的頻率」的問題，勾選「每週一次」有 13 份，佔 65.00%；

選「每週二次」有 2 份，佔 10.00%；選「每週三次」有 2 份，佔 10.00%；

選「每週三次以上」有 1 份，佔 5.00%。顯現有超過六成的圖書委員們「到

圖書館的頻率」是「每週一次」；有超過一成的委員們「到圖書館的頻率」

是「每週三次」暨以上。 

「2.到各系所圖書室的頻率」的問題，勾選「每週一次」有 4 份，佔

20.00%；選「每週二次」有 2 份，佔 10.00%；選「每週三次」有 1 份，佔

5.00%；選「每週三次以上」有 7 份，佔 35.00%；「未勾選」的有 3 份，佔

15.00%。顯現有四成的圖書委員們「每週三次」、「每週三次以上」的頻率

「到各系所圖書室」。 

「3.到圖書館的目的(可複選)」的問題，勾選「自習」有 2 份，佔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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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瀏覽報紙雜誌」有 3 份，佔 15.00%；選「找書刊資料暨影印」有 12

份，佔 60.00%；選「借還書」有 14 份，佔 70.00%；「利用電子資料庫」有

2 份，佔 10.00%；選「其它」的有 1 份，佔 5.00%。顯現有七成的圖書委

員們「到圖書館的目的」是「借還書」；有六成的委員們「到圖書館的目

的」是「找書刊資料暨影印」。 

「4.在圖書館經常使用的書刊資料 (可複選)」的問題，勾選「報紙」

有 1 份，佔 5.00%；選「中文期刊」有 11 份，佔 55.00%；選「外文期刊」

有 10 份，佔 50.00%；選「中文圖書」有 15 份，佔 75.00%；選「西文圖書」

的有 9 份，佔 45.00%；選「參考工具書」的有 6 份，佔 30%；選「大陸出

版品暨學位論文」的有 3 份，佔 15.00%。顯現「在圖書館經常使用書刊資

料」的圖書委員們有五成以上是使用「中文期刊」、「中文圖書」，專程看

「報紙」的不到一成的比率。 

從「到圖書館的頻率與使用的書刊資料」的統計中，可以發現圖書委

員們「每週三次」暨以上「到各系所圖書室」的頻率 (四成)遠大「到總館」

的頻率 (一成)，意味著各系所的圖書委員們基本上還是以使用自己系所圖

書室最為方便。 

圖書委員們「到圖書館的目的」以「借還書」和「找書刊資料暨影印」

佔了六成以上；在「圖書館經常使用的書刊資料」主要使用「中文期刊」、

「中文圖書」佔了五成以上。 

肆、小結 

經由這次對圖書委員們所發出的問卷進行統計與分析之後，瞭解問卷

調查的題目規畫，必需注意到題目的設計，直接影響到最後的統計；對於

問卷的統計，如果能藉用電腦的輔助，所得到的結果會更加的精確。當然

問卷題目的顯目、語意明確以及印製的數量與擺放地點，會牽涉到回收率

及有效率。這些事關專業技能，決非是一朝半夕能夠獲得。希望透過這次

的經驗，可作為未來如果再度進行問卷調查查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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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組 11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一、11 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料暨分析 

十一月份經手處理的新書統計，分各館(含總館各組室、各系圖單位及

專案研究)新書移送表、新書上架撤架表等二種表格，並略述於下。 

各館新書移送表(2007.11.01~2007.11.30)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1250 94 1344 

 特藏室           409 0 409 

 參考室            46 0 46 

 電子教學室          27 27 

 中文書問題更改不點收

38

西文有書無目不點收 4

0 42 

 專案借書回館 

哲學系俞懿嫻       1

0 1 

中文系圖 762 0 762 

外文系圖 11 11 22 

歷史系圖 112 0 112 

哲學系圖 377 0 377 

美術系圖 23 0 23 

日文系圖 17 0 17 

宗教所圖 15+128 2 17 

數學系圖 13 4 17 

建築系圖 6 0 6 

工工系圖 14 1 15 

政治系 7 12 19 

師培中心 123 3 126 

電算中心 2 0 2 

專案借書 企管系曾雅彩       1 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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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中心余佩珊    34

社會系陳介玄      65

外文系郭俊銘      8 

美術系吳超然      26

6 

4 

總計   總館       1869 

各系圖     3176 

11 月份總館加上各系館的新進書刊資料總計 5045 本。總館新進 1869

本，佔全數的 37.05%。若扣除「有書無目」之 4 本、「各種問題書修改(不

論須移送或不須移送)」之 38 本、「專案借書回館」1 本，實際僅有 1826

本，則佔全部新進書刊資料的 36.21%，與各系館的 62.95%，約為 1：1.77。

僅計算總館「一般書庫」(含流通櫃枱附件)1344 本，佔全部新進書刊的

27.71%，與各系館的 62.94%，約為 1：2.27。 

總館新進光碟，「流通櫃枱」有 94 片，「電子教學室」有 27 片，分居

一、二名，二者合計佔 2.49%。各系所單位圖書室的光碟合計 43 片，佔全

數的 0.85%，以「政治系」12 片佔 0.30%，「外文系」11 片佔 0.22%，「專

案借書」10 片佔 0.20%，分居前三名。 

若僅以「一般書庫」、各系圖及「專案借書」的新進書刊來看，「一般

書庫」1250 本，各系圖合計 3030 本，「專案借書」144 本，總計 4424 本。

一般書庫佔 28.25%，各系圖佔 68.49%，「專案借書」佔 3.25%。總館比各

系圖總和少 1780 本，40.24%，二者比率為 1：2.42。這種比率還是讀者們

所抱怨的總館新書太少的主因。 

二、11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十一月份經手處理的中文新書，展示與撤架的數量及比例，製表如下： 

11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11.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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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2 13 20 59 95 21 32 74 31 370 中

文

第

一

次

11/07 
撤

架 
3 6 13 7 15 61 12 13 31 21 185 

分 
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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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1 16 0 13 44 34 9 19 43 10 185 | 

11/15 
 
% 

25.0 
% 

72.7 
% 

0 
% 

65.0
% 

74.6
% 

35.8
% 

42.9
% 

59.4
% 

58.1
% 

32.3 
% 

50.0 
% 

上

架 
1 34 1 6 30 49 9 21 39 8 198 

撤

架 
1 11 1 1 8 32 4 6 16 4 84 

使

用 
0 23 0 5 22 17 5 15 23 4 114 

第

二

次

11/15
| 

11/22  

 
% 

0 
% 

67.6 
% 

0 
% 

83.3
% 

90.0
% 

34.7
% 

55.6
% 

71.4
% 

59.0
% 

50.0 
% 

57.58 
% 

上

架 
12 48 2 15 37 71 11 17 65 27 305 

撤

架 
8 12 2 9 21 58 11 8 42 21 192 

使

用 
4 36 0 6 16 13 0 9 23 6 113 

第

三

次

11/22 
| 
至

12/06  
% 

33.3 
% 

73.5 
% 

0 
% 

40.0
% 

43.2
% 

18.3
% 

0 
% 

52.9
% 

35.4
% 

22.2 
% 

37.04 
% 

上

架 
17 104 16 41 126 215 41 70 176 66 873 

撤

架 
12 29 16 17 44 151 27 27 89 46 461 

使

用 
5 75 0 24 82 64 14 43 89 20 412 

書 

合

計 

 
% 

29.4 
% 

72.1 
% 

0 
% 

58.5
% 

65.1
% 

29.8
% 

34.1
% 

61.4
% 

50.6
% 

30.3 
% 

47.19 
% 

上

架 
0 3 0 1 5 40 2 2 31 5 89 

撤

架 
0 3 0 1 5 36 1 2 27 4 79 

使

用 
0 0 0 0 0 4 1 0 4 1 10 

日

文

書 

 

第

一

次 
11/15 

| 
12/12 

 
% 

0 
% 

0 
% 

0 
% 

0 
% 

0 
% 

10.0
% 

50.0
% 

0 
% 

12.9
% 

20.0 
% 

11.24 
% 

上

架 
11 8 27 30 2 24 28 24 2 4 162 

撤

架 
9 8 25 27 1 24 27 21 1 2 148 

使

用 
2 0 2 3 1 0 1 3 1 2 14 

西

文

書 

第

一

次 
11/08 

| 
至

11//22  18.2 0 7.41 10.0 50.0 0 3.57 12.5 50.0 50.0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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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上

架 
40 0 3 17 0 11 21 29 4 0 126 

撤

架 
34 0 2 16 0 11 21 22 4 0 110 

使

用 
6 0 1 1 0 0 0 7 0 0 16 

第

二

次

1122
至

12/06 
 日  

% 
15.0 
% 

0 
% 

33.3
% 

5.88
% 

0 
% 

0 
% 

0 
% 

24.1
% 

0 
% 

0 
% 

12.70 
% 

上

架 
51 8 30 47 2 35 49 53 6 4 288 

撤

架 
43 8 27 43 1 35 48 43 5 2 258 

使

用 
8 0 3 4 1 0 1 10 1 2 30 

合

計 

 
% 

15.7 
% 

0 
% 

10.0
% 

8.51
% 

50.0
% 

0 
% 

2.04
% 

18.9
% 

16.7
% 

50.0 
% 

10.42 
% 

11.06 0 0 0 0 1 6 0 0 0 4 11 

11.07 0 0 0 9 4 1 0 0 5 2 21 

11.08 1 0 0 4 0 2 1 1 0 0 9 

11.15 0 1 0 1 0 3 0 0 12 0 17 

11.28 15 0 0 1 3 7 2 1 2 2 33 

光

碟 

合計 16 1 0 15 8 19 3 2 19 8 91 

由上列表格明顯看出，11 月份分別有中文、日文與西文等三種的新書

展示，總計 1250 本。光碟入庫典藏有 5 次，總數計 91 片，以五百類和八

百類的 19 片最多，總類 16 片居次，三百類 15 片排又次之。 

中文書計展示三次，撤架三次：第一次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5 日，上架

370 本，撤架剩 185 本，使用(或外借)185 本，比率為 50.0%。  
第二次 11 月 15 日至 22 日，上架 198 本，撤架剩 84 本，使用(或外借)114

本，比率為 57.58%。  
第三次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6 日，上架 305 本，撤架剩 192 本，使用(或

外借)113 本，比率為 37.04%。  
若以中文書的三次展示計算，共展示 873 本，讀者使用(或外借)為 412

本，比率為 47.19%。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17 本，使用(或外借)5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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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為 29.4%；一百類 104 本，使用(或外借)75 本，比率為 72.1%；二百類

16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三百類 41 本，使用(或外借)24 本，

比率為 58.5%；四百類 126 本，使用(或外借)82 本，比率為 65.1%；五百類

215 本，使用(或外借)64 本，比率為 29.8%；六百類 41 本，使用(或外借)14

本，比率為 34.3%；七百類 70 本，使用(或外借)35 本，比率為 61.4%；八

百類 176 本，使用(或外借)89 本，比率為 50.6%；九百類 66 本，使用(或外

借)20 本，比率為 30.3%， 

就中文書的採購來看，以五百類的 215 本為最多，佔全部中文書的

24.63%(使用或外借為 29.8%)；其次為八百類的 176 本，佔 20.2%(使用或外借

為 50.6%)；四百類的 126 本則居第三位，佔 14.4%(使用或外借為 65.1%)；

一百類的 104 本則居第四位，佔 11.9%(使用或外借為 72.1%)；此四大類進

館總數皆超出 10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的比率來看，以一百類的 104 本使用(或外

借)75 本，比率為 72.1%為最高；四百類的 126 本使用(或外借)82 本，比率

65.1%居次；七百類的 70 本使用(或外借)43 本，比率為 61.4%居第三；三

百類的 41 本使用(或外借)24 本，比率為 58.5%居第四；八百類的 176 本(或

外借)89 本，比率為 50.6%居第五。此五大類的使用量 (或外借量 )皆超過總

借書比率 (47.19%)，尤其是一百類之書高達 72.1%，可看出讀者的使用偏向

及對新書的重視。 

日文書共展示一次，撤架一次：時間為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 日，

上架 113 本，撤架剩 89 本，使用(或外借)24 本，比率為 21.24%。僅八百

類和五百類兩大類有使用(或外借)，八百類使用(或外借)21 本，比率為

52.5%；六百類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6.98%，日文書的使用比率仍然

是偏低。 

就日文書的採購而言，以五百類 40 本，比率為 44.9%居冠，八百類

31 本居次，比率為 34.8%，其它皆未超過 10 本。總類與二百類未採購。 

西文書共展示二次，撤架二次，第一次為 11 月 8 日至 22 日，上架 162

本，撤架剩 148 本，使用(或外借)14 本，比率為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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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為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6 日，上架 126 本，撤架 110 剩本，使用

(或外借)16 本，比率為 12.70%。  
就西文西的採購來看，以七百類 53 本，佔 18.4%為最多；六百類的 49

本，佔 17.0%居次；三百類 47 本，佔 16.3%居第三。但就西文書展示的使

用(或外借)來看，以四百類的 2 本使用(或外借)1 本及九百類的 4 本使用(或

外借)2 本，比率皆為 50.0%為最高；其次則為七百類的 53 本使用(或外借)10

本，比率為 18.0%居次；八百類的 6 本(或外借)1 本，比率為 16.7%居第三，

總類的 51 本(或外借)8 本，比率為 15.7%居第四，皆高於總平均 10.42%。

但一百類、五百類卻都掛零，約略可看出本校讀者對中文新書的借閱需

求，遠高於西文書。  
11 月份的新書展示統計，中文新書有 873 本，日文新書有 89 本，西

文新書有 288 本，合計 1250 本；中文書是佔全部的 69.84%(使用或外借比

率為 47.19%)，日文書佔 7.12%(使用或外借比率為 11.24%)，西文書則佔

23.04%(使用或外借比率 10.42%)。 

三、結語 

11 月份的新書展示計有 1250 本，若僅統計 11 月份的新進書籍，總館

一般書庫與各組室合計 1705 本(光碟 121 片不計)，但一般書庫僅 1250 本，

與各系圖(含光碟)加上專案借書合計 3174 本，可見讀者反映的總館新書缺

乏或不足的問題，主要還是總館的書刊資料 (書籍與光碟)，係分散於一般

書庫、流通櫃枱、特藏室、電子教學室、參考組等組室，導致一般書庫的

新書，在讀者的認知中，總是少於各系圖集中典藏的明顯性，加上館藏目

錄查詢時，也可以看到典藏於各系圖的註記，所以不能滿足讀者的需求現

象，例如，將「一般書庫」的 1250 本 (不含光碟)的進館量拿來和各系館

3174 本 (含光碟 43 片及專案借書 134 本)的數目相比，總館少了 1924 本，

即使扣除各系館的光碟與專案借書量，仍少了 1747 本。雖然這種僅拿「一

般書庫」來和各系圖加上專案借書量的比較，是有立足點的不同，但讀者

所看到的現象卻是如此的明顯，或許目前總館仍在進行讀者推薦書籍的採

購活動，可稍為彌補其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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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期刊組參加「2007 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聯盟國際研討會」、「大專校

院智慧財產權保護觀摩暨經驗交流學習研討會」訊息 

期刊組提供 

一、11 月 14 日至 15 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議廳舉行「2007 電子資訊資源

與學術聯盟國際研討會」，期刊組王畹萍及林雅麟小姐代表參加。本次研

討會，特別邀集國內及國際知名圖書資訊界專家學者，就電子資源相關議

題，分享新知卓見；國內專家學者有台灣大學吳明德教授、淡江大學黃鴻

珠館長、師範大學卜小蝶教授、飛資得資訊公司知識長溫達茂先生、逢甲

大學梁康馨副館長；國外專家學者有日本岡山大學 Hayahiko Ozono 先生、

日本千葉大學 Syun Tutiya 教授、美國 Marstons Mills 公共圖書館館長 Susan 

K. Martin 博士、美國田納西大學 Carol Tenopir 教授、美國 1790 Analytics 公

司的 Anthony Breitzman 博士；綜合討論部分則邀請政治大學圖檔所楊美華

教授主持。除上述專題講演外，現場尚安排系統展示活動。 

二、11月22日，教育部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假台中逢甲大學啟垣廳國

際會議中心擴大共同舉辦「大專校院智慧財產權保護觀摩暨經驗交流學習

研討會」，期刊組王畹萍小姐代表參加。研討會邀請全國大專校院負責智

慧財產權相關業務之人員參加，就如何提升校園智慧財產權之保護，進行

經驗交流與研討，以凝聚全國大專校院在推動校園智慧財產權工作方面之

共識，以建立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念。 

本研討會首先由教育部專題報告「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之

內容，再分別由台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就「校園網

路管理」、「圖書暨影印管理」、「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三大區塊作經

驗交流與分享，並邀請台灣智慧財產權聯盟(TIPA)代表、台灣國際圖書業

交流協會會長，以及東吳大學、台灣大學、雲林科技大學、成功大學、清

華大學、中央大學等學校代表，參與座談討論，藉由互相觀摩及意見交換，

期許每個學校都有收獲與受益，並將本次觀摩研討成果成功經驗推廣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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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以落實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 

 

96 學年度圖書館增訂、刪訂中、日、西文期刊清單 

期刊組  林雅麟提供 

圖書館 96 學年度  增訂西文期刊 3 種、中文期刊 6 種；刪訂西文期刊

65 種、中文期刊 12 種、日文期刊 2 種。各增刪期刊清單如下(表一至表五)： 

表一：西文期刊增訂 

 系所 刊名 ISSN 頻率 出版社 

1 電機系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0021-9916   

2 企管系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1024 新增，已在

1107 招標清單內) 

 

Q 
Academy of 

Management 

3 外文系 

L'observatoire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Observatoire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表二：中文期刊增訂 

2008 年中文期刊增訂清單 

No.  系所  刊名 ISSN 

1 社工系 第三部門學刊 1811-0940 

2 社工系 課程研究期刊  

3 社工系 教育與心理研究 1024-9885 

4 中文系 新地文學季刊(2007 年 9 月創刊)  

5 電機系 零組件雜誌 1019-8628 

6 電機系 新通訊元件雜誌  

表三：西文期刊刪訂 

96 學年度西文期刊刪訂清單 

 系

所 
G 刊名 ISSN 

頻

率
出版社 

1 景

觀 

 Regional Studies - 

Abingdon 

0034-3404 9/Y Taylor & Francis 

Ltd 

2 景

觀 

 Wetlands 0277-5212 Q Society of 

Wetlands 

Scientists 

3 資

管 

 Journal of Grey System 0957-3720 Q Research 

Informatio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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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

管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Sciences 

0252-2667 3/Y Prints India 

5 資

管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0972-0502 3/Y Prints India 

6 資

管 

 灰色系統學刊 (2004 年

起改刊名為 Journal of 

Grey System) 

1028-9488 SA 灰色系統學會

(建國科大溫坤

禮老師) 

7 畜

產 

 Bioinformatics - Oxford 1367-4803 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畜

產 

 Endocrinology 0013-7227 M Endocrine 

Society 

9 統

計 

G1 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 

CORPORATE 

MEMBERSHIP 

 36/

Y 

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 

 統

計 

G1-

1 

American Statistician 0003-1305 36/

Y 

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 

 統

計 

G1-

3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 JBES

0735-0015 36/

Y 

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 

 統

計 

G1-

4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Behavioral Statistics 

1076-9986 36/

Y 

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 

 統

計 

G1-

7 

Stats - the Magazine for 

Students of Statistics 

1053-8607 36/

Y 

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 

 統

計 

G1-

8 

Technometrics 0040-1706 36/

Y 

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 

1

0 

統

計 

 Annals of Probability 0091-1798 BM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

1 

統

計 

 Bernoulli 1350-7265 BM ISI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 

1

2 

統

計 

 Stochastic Models 1532-6349 Q Taylor & Francis 

Ltd 

1

3 

統

計 

G3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 SERIES A & 

SIGNIFICANCE 

  Blackwell 

Publishing 

 統

計 

G3-

1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0964-1998  Blackwell 

Publishing 

 統

計 

G3-

2 

Significance 1740-9705  Blackwel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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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數

學 

G1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 

ADVANCES IN APPLIED 

PROBABILITY 

 8/Y Applied 

Probability 

 數

學 

G1-

1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0021-9002 8/Y Applied 

Probability 

 數

學 

G1-

2 

Advances in Applied 

Probability 

0001-8678 8/Y Applied 

Probability 

1

5 

數

學 
  

Chinese Annals of 

Mathematics 
0252-9599 BM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

6 

數

學 
 

Communications in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0219-1997 BM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

7 

數

學 
 

IEEE 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1063-6692 BM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1

8 

數

學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0733-8716 M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1

9 

經

濟 

 IMF Staff Paper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020-7635 3/Y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

0 

經

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357-1516 3/Y

Taylor & Francis 

Ltd 

2

1 

經

濟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0889-1583 Q Elsevier Limited 

2

2 

經

濟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0304-405X M Elsevier Limited 

2

3 

經

濟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8756-6222 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4 

經

濟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0022-3808 B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5 

法

律 
  

Journal of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0882-9098 M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2

6 

生

科 
G7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 

PRINT & INTERNET 

  BW

American Society 

of Limnology & 

Oceanography 

  
生

科 

G7-

1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0024-3590 BW

American Society 

of Limnology & 

Oceanography 

  
生

科 

G7-

2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 Methods : 
1541-5856 BW

American Society 

of Lim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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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Oceanography 

  
生

科 

G7-

3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 Internet 
1541-5856 BW

American Society 

of Limnology & 

Oceanography 

  
生

科 

G7-

4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Bulletin : 

Internet 

  BW

American Society 

of Limnology & 

Oceanography 

2

7 

會

計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1050-4753 A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2

8 

會

計 

 

Strategic Finance 1524-833X M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2

9 

會

計 

 
Accountant - Dublin 0001-4710 M

VRL Publishing 

Ltd 

3

0 

會

計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ial History 
0958-5206 3/Y

Taylor & Francis 

Ltd 

3

1 

會

計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1045-2354 8/Y Elsevier Limited 

3

2 

會

計 

 
Irish Accounting Review 0791-9638 SA

University 

College Galway 

3

3 

會

計 

 

Journal of Applied 

Accounting Research 
0967-5426

Irre

gul

ar 

Journal of 

Applied 

Accounting 

Research 

3

4 

師

培 

 

Education in Science 0013-1377 5/Y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3

5 

師

培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 

Pretoria 
0258-2236 Q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3

6 

師

培 

 
Urban Education 0042-0859 5/Y

Sage Publications 

Inc 

3

7 

師

培 

 

Young Children 0044-0728 BM

Nat Assoc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3

8 

社

會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0022-2445

10/

Y 

Blackwell 

Publishing 

3

9 

社

會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077-6990 Q 

AEJM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4 社  October - Cambridge 0162-2870 Q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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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會 Journals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4

1 

社

會 

 
Rethinking Marxism 0893-5696 Q 

Taylor & Francis 

Ltd 

4

2 

社

會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0022-1953 Q 

MIT Press 

Journals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4

3 

社

會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0007-1080 Q 

Blackwell 

Publishing 

4

4 

社

會 

 

Capital and Class 0309-8168 3/Y

World Wide 

Subscription 

Service Ltd 

4

5 

社

會 

 
Current Sociology 0011-3921 Q 

Sage Publications 

Inc 

4

6 

社

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0268-5809 BM

Sage Publications 

Inc 

4

7 

餐

旅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0272-4944 Q Elsevier Limited 

4

8 

化

工 
  

Chemical Engineering - 

Mcgraw 
0009-2460

13/

Y 
Kable Fulfillment 

4

9 

化

工 
  

Chem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0009-2479 Q 

Chem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5

0 

化

工 
G1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ESS - PRINT & 

ACADEMIC/GOVERNME

NT - 10001-15000 USERS 

- INTERNET 

  SM

AIC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化

工 

G1-

1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ess 
0360-7275 SM

AIC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化

工 

G1-

2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ess : 

Academic/Government - 

10001-15000 Users - 

Internet 

  SM

AIC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5

1 

化

工 
G2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29/

Y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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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 INTERFACE 

& ELECTROCHEMIC 

AND SOLID STATE 

LETTERS 

  
化

工 

G2-

1 
ECS Journals: CD ROM   

29/

Y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Inc 

  
化

工 

G2-

2 

Electrochemical and Solid 

State Letters 
1099-0062

29/

Y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Inc 

  
化

工 

G2-

3 

Interface -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064-8208

29/

Y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Inc 

  
化

工 

G2-

4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0013-4651

29/

Y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Inc 

5

2 

工

工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0031-5125 BM

Ammons 

Scientific Ltd 

5

3 

工

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 

1072-4761 Q 

Inter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5

4 

公

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Research 

and Theory 

1053-1858 Q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5 

公

行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0033-3352 BM

Blackwell 

Publishing 

5

6 

公

行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0275-1100 Q 

Blackwell 

Publishing 

5

7 

公

行 

 Public Management - 

Washington 
0033-3611

11/

Y 
ICMA 

5

8 

公

行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0091-0260 Q 

IPMA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Management 

5

9 

建

築 

 
Architectural Record 0003-858X M

McGraw-Hill 

Data Services 

6

0 

建

築 

 
Architectural Review 0003-861X M

EMAP - 

Communications 

6

1 

建

築 

 Architecture -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0746-0554 M Architecture 

6

2 

建

築 

 
Croquis 0212-5633 5/Y

Bruil & van de 

Staaij 

6

3 

建

築 

 Detail - Zeitschrift fur 

Architektur und Baudetail 
0011-9571

10/

Y 

Bruil & van de 

Staaij 

6

4 

企

管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047-7047 Q 

INFORMS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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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Research 

6

5 

企

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 Journal 

of the Market Research 

Society 

0025-3618 BM

World 

Advertising 

Research Center 

Limited 

表四：中文期刊刪訂 

2008 年中文期刊刪訂清單 

No.  系所  刊名 

1 政治 台灣民主季刊 

2 理學院 科學月刊 

3 中文 野葡萄文學誌 

4 工設 IDN 國際設計家連網 

5 日文 日語通(含 CD) 

6 圖書館 考選周刊 

7 圖書館 攝影天地 

8 圖書館 人力資源統計月報 

9 圖書館 中國人物 

10 圖書館 科技發展政策報導 

11 政治 台灣政治學刊 

12 社工 女學 

表五：日文期刊刪訂 

96 學年度日文期刊刪訂清單 

 系所 G 刊名 ISSN 頻率 

 歷史   東洋史研究 ＃   Q 

 
工工   

ビジネス インサイト（Business 

Insight）＃ 
0919-4118 Q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6 年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11.01 本館於 10 月 26 日舉行的「圖書館線上遊戲限時競賽」成績揭曉：第

一名雖小隊，第二名胖胖魚兒隊，第三名：Win Wii 隊。獲獎的隊伍，

本館將另行通知頒獎，本館將於 12 月圖書館週舉辦圖書資源利用線

上遊戲「知識守護神」比賽。 

11.02 下午 6 時，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對於「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DDC)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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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進行更新，呈現斷訊與不穩定情況，於 11 月 5 日恢復正常運作。 

期刊組王畹萍組長、參考組楊綉美小姐一同參加中國醫藥大學圖書

館舉辦的「OvidSP 使用者座談會」。 

11.06 上午 8 時至 12 時，曾奉懿小姐參加「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育

部補助人文社會圖書計劃---流通規則，館際合作討論會議。 

參考組蘇秀華小姐參加「第三屆中文資料庫資源建設暨 CNKI 資料庫

研討會」。 

11.07 至 8 日，參考組李玉綏組長參加「第三屆兩岸中文資料庫資援建設暨

CNKI 資料庫研討會」。 

11.08 期刊組引進「月旦法學知識庫」(http://www.lawdata.com.tw)試用，該

資料全文檔案經 DRM(數位版權管理機制)加密，一經下載後即鎖定

於該台電腦才能開啟。 

11.09 流通組「公告」：一、圖書館為維持自修閱覽室整潔與使用秩序，僅

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 08：00 至 10：00 進行自修閱覽室

環境清理，期間暫停開放自修閱覽室使用。二、自修閱覽室桌面暨

待置架上之各類個人物品，敬請於十一月二十六日(星期一)閉館前自

行整理帶離，本館不予保管與留存，逕以廢棄物清理方式處理，敬

請配合辦理。 

11.12 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在流通組辦公室召開流通組組務會議，討論

「東海大學圖書資訊管理辦法」草案的內容。 

11.13 上午 8 時至 12 時，參考組曾奉懿小姐、彭莉棻小姐參加「DiscoveryGate

教育訓練」。 

11.14 期刊組引進「BioOne Abstracts and Indexes with Full Text (1998- )」資

料庫試用，該資料庫為一非營利性組織，協助發展生物、經濟及環

境科學方面之研究領域；此資料庫由 BioOne 自 66 個出版商中精選 

80 餘種具高影響力之生物科學研究期刊，包括索摘和期刊全文；每

月更新。主題範疇：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遺傳學、動植物

學等。 

至 15 日，期刊組王畹萍組長暨林雅麟小姐參加「2007 電子資訊資源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5 期 

 38

與學術聯盟國際研討會」。 

11.16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參考組楊綉美小姐、蘇秀華小姐、期刊組施

麗珠、林雅麟小姐一起參加「2007 年度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電子資料庫研習年會」。 

11.20 即日起，「法源法律網」由 2 人版升級為 5 人版，由於「法源法律網」

使用的讀者增加，原本訂購的 2 人版已經不敷使用，故升級為 5 人版，

請讀者使用完畢務請點選【會員登出】，以避免影響其他的讀者無法

進入使用。相關網址：http://140.128.103.19/cgi-bin/fs/auth.cgi?o=03201。 

11.22 期刊組王畹萍組長參加「大專校院智慧財產權保護觀摩暨經驗交流

學習研討會」。 

11.23 下午 2 時至 6 時，流通組王淑芳小姐參加學務處舉辦的「導師成長團

體─舞動人生」活動。 

11.24 至 25 日，流通組謝鶯興先生參加本校中文系在人文大樓茂榜廳舉行

的「笠與七、八○年代台灣詩壇關係」學術研討會。 

11.26 至 12 月 21 日，參考組在地下一樓良鑑廳及資訊素養教室推出一系列

「電子資料庫講習」。 

參考組楊綉美小姐、採編組胡仲平小姐參加在淡江大學覺生紀念圖

書館舉辦的「2007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年會暨學位論文應用途徑研

討會」。 

參考組曾奉懿小姐參加「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2007 年使用

者座談會」。 

11.27 採編組陳婷婷小姐參加「96 年 NBINET 中部大學院校及公共圖書館

各合作館書目品質會議」。 

11.28 上午，期刊組林雅麟小姐、參考組彭莉棻小姐參加「學術典藏與傳

播：機構典藏與期刊整合服務說明會」。 

下午，參考組彭莉棻小姐參加「九十六年度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

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談會」 

11.29 至 12 月 28 日，引進「Biosis Preview-OVID」資料庫試用，試用網址：

http://ovidsp.ovid.com/ovidweb.cgi?T=JS&MODE=ovid&PAGE=dblist&N

EW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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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史部．編年類  

流通組  謝鶯興 

《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四冊，元胡三省撰，明長洲陳仁錫訂校本，

B02/(o3)4719 

附：宋胡三省丁亥(元至元二十四年，1287)<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序>。 

藏印：無。 

板式：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5.0×21.7 公分，。板心上方題「通釋辯誤」，魚

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通鑑釋文辯誤卷第○」，次行上題「天台胡三

省輯著」，下題「長洲陳仁錫訂校」，三行題「通鑑○凡○條」，

卷末題「通鑑釋文辯誤卷第○」。 

按：1.姜亮夫《歷代人物年里碑傳綜表》1收錄胡三省有二，一字身之，

浙江天台人，生於宋理宗紹定三年 (1230)，卒於元成宗大德六年

(1302)；一字子唯，沙河人，生年不詳，卒於明神宗萬曆三年

(1575)。<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序>末題「丁亥春二月辛亥天台胡三

省身之父書」，即宋人，查王學穎《年代對照表》2，丁亥年即在

元至元二十四年 (1287)，故據以著錄。 

2.所釋之詞皆用框框標示之，先列「史炤釋文」，再以「余按」辯

之於下。卷三葉五「二年邴原性剛直」條、卷十葉十一「李光

弼」條、卷一一葉十九「賊以千縑」條等之書眉刻有評語。 

3.舊錄「明天啟間(1621~1627)長洲陳仁錫刊本」，核陳仁錫生於明

神宗萬曆九年 (1581)，卒於明思宗崇禎九年 (1636)，是書無牌記

可資證明其刊刻於天啟年間，改題「明陳仁錫訂校本」。 

《甲子會紀》五卷四冊，明薛應旂撰，陳仁錫評閱，明陳仁錫評閱本，

B02/(p)4400 

                                                 
1 陶秋英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年 5 月港版。 
2 王學穎，民國 63 年 1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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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明嘉靖己未(三十八年，1559)許穀<甲子會記序>、<甲子會紀目錄>。 

藏印：無。 

板式：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

行十八字。板框 14.9×21.5 公分。板心上方題「甲子會紀」，魚尾

下題「卷○」、帝王朝代、葉碼及「甲子○」。 

各卷首行上題「甲子會紀卷之○」，次行題「明賜進士前中

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兩京吏禮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次

行題「史官長洲陳仁錫訂閱」。 

按：1.書眉間見刻有各帝王執政時間及評語。 

2.卷一至卷四收甲子七十一，卷五收：「元經會」十二則、「邵子

論」、「黃帝至三代論」、「三皇紀」、「循蜚紀」、「因提紀」、「禪

通紀」、「歷代國都」及「附錄邵康先生觀化詩」十五首(<書>一

首未計)。 

《世史類編》四十五卷卷首一卷十六冊，明李純卿草創，明謝遷補遺，明

王守仁覆詳，明王世貞會纂，明李槃增修，明余彰德刊本，明萬

曆三十二年 (1614)馮夢禎<序>本，B02/(p)4027 

附：明萬曆甲辰 (三十二年，1604)馮夢禎<世史便蒙集敘>、明李槃<正

學堂類編世史便蒙集序>、<世史類編條例>、<三皇五帝三王十一

代皇帝相承圖>、<歷代帝王傳授改正有明圖>、<宋朝十三世十八

主圖>、<元朝八世十四主二女后圖>、<歷朝統紀年號目錄>、<歷

代簡略短歌>、<綱鑑新意>、<尊卑定論>、<宋儒志事論>、<昭代

正法>、<姓氏源流>、<脩短記>、<改元記>、<改元評>、<潘氏總

論>。 

藏印：「吳鶚私印」、「友石」方型硃印，「壯學堂」長型硃印、「吳節□」

長型陰文硃印。 

板式：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分上、下兩欄，上欄半葉之行數不

等，行四字；框 14.5×2.4 公分。下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框 14.5×21.0。板框 14.5×23.4 公分。板心

上方題「世史類編卷之○」，魚尾下題篇名(如「三皇紀」)及葉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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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行題「新刻世史類編卷之○」「○○編」，卷一之次行

題「臨淄李純卿草創」、「木齋謝遷補遺」，三行題「陽明王守仁

覆詳」、「鳳洲王世貞會纂」，四行題「大蘭李槃增修」、「泗泉余

彰德梓行」，卷末題「新刻世史類○卷終」。 

按：1.卷首收：<世史類編條例>、<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相承圖>、

<歷代帝王傳授改正有明圖>、<宋朝十三世十八主圖>、<元朝八

世十四主二女后圖>、<歷朝統紀年號目錄>、<歷代簡略短歌>、

<綱鑑新意>、<尊卑定論>、<宋儒志事論>、<昭代正法>、<姓氏

源流>、<脩短記>、<改元記>、<改元評>、<潘氏總論>。 

2.書中間見硃筆圈點。 

3.舊錄「明萬曆三十二年刊本」，今無牌記可資證明，據卷一之首

葉所載，改為「明余彰德刊本，明萬曆三十二年 (1614)馮夢禎

<序>本」。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稿約  

一、本刊以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業務動態為主，包括館藏資源介紹及利用、本館

史料的輯述、館員經驗與業務發展報告、活動概況與側記。提供圖書暨資訊

科學新知、專題書目索引選介、圖書出版訊息(包括書刊與資料庫的選介)、圖

書館界相關訊息。 

二、歡迎各界人士惠賜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來稿請附「註釋」及「參考書目」。 

三、館外人士賜稿，本刊一律匿名委送外審，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 

四、來稿一經同意刊載，若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便撤稿作業。 

五、本刊因經費不足，歉難致贈稿費，惟賜稿一經採用，即贈抽印本十本。 

六、賜稿收件於每月月底截止，稿件請用 word 檔或文字檔，逕寄：libnews@thu. 

edu.tw，或郵寄「東海大學 BOX 62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編輯收」，並請惠示

作者簡歷與通訊地址、電話號碼，以便連絡。 

七、本刊同時發行紙本式與電子版兩種，電子版連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

網頁」連結「本館館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