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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圖書館簡介

• 	簡史

• 	目標與任務

• 	圖書館暨社資中心的組織與職掌

• 	人力資源

• 	館舍

　　本校於 1954 年在臺復校後，圖書館原隸屬於教務處，自 1959 年

10 月奉准獨立設置至今，為提供全校各種圖書資源服務之單位，典藏

一般性與專業性、本國與各國語言、各種學科、各種類型之圖書資料。

為加強社會科學之研究及資料之蒐集，1961 年 10 月另獨立設置社會

科學資料中心（以下簡稱社資中心）蒐藏各種研究用資源，以博碩士

論文、叢書、報紙、國科會研究報告與政府出版品為主，與圖書館並

列一級行政單位，1992 年起社資中心主任由圖書館館長兼任之。1978

年中正圖書館落成啟用，共有 4 千 3 百餘坪，是當時全台灣最宏偉之

圖書館 ;1990 年新聞館圖書室擴展更名為傳播學院圖書分館，座落在

傳播學院院館三樓，資料以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學、國際傳播

與數位內容等，提供師生有關傳播專業領域的圖書資料服務，為台灣

地區目前著名的傳播專業圖書館 ;1997 年成立商學院圖書分館，位於

商學院大樓四樓，收錄與商學院各系所 相關學科之專業資料，另設置

商學院教師圖書著作專區、「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研究報告區，

以及財務報表區 ;   綜合院館圖書分館則於 2001 年正式對外開放使

用，位於綜合院館一、二樓及北棟地下室，典藏近三十年各類的社會

科會相關圖書資源，提供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等各

系所師生圖書資訊服務 ;2013 年 2 月國研中心圖資組正式併入圖書館

組織體系，以求圖書館業務管理一致性，整體而言，政大圖書館屬於

資源集中採購、整理，而服務分散之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主要任務為圖書資訊之徵集、管理、閱覽、流通、推廣與

研發，致力於學術與知識資產之保存與服務，截至民國 2012 年底，

館藏資料約 3 百 40 餘萬冊 / 件、電子期刊 5 萬餘種、電子書 60 餘萬

種、資料庫約 320 種，人文社會領域資源量豐質佳，平均每生圖書資

源之評比頗高，是國內圖書館館際間人文社會資源的重要提供館之一。

近年來圖書館推動各項圖書資料數位化與特色內容建置等加值服務，

並持續改善館舍空間與設備，提供優質閱覽環境，圖書館已成為師生

最重要且密集使用的學術場域。

一、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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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與任務

　　隨著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種資源的載體、資訊傳播的方式、

讀者的閱讀習慣等，都有相當大的改變，圖書館在這些變動下，對整

體的功能、資源典藏的政策、服務的模式，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圖書

館必須在傳統與創新、印刷與數位、實體與虛擬、競爭與合作的現象

中，尋找出最能滿足讀者需求、更有效的保存資源，及最便捷的推廣

利用之方案。

　　圖書館和社資中心是政大校園中學術資源的重心，在資源方面除

持續引進國內外優良的各種資源外，亦積極建置完整且具特色的電子

資料庫，並運用新科技整合傳統資料，發展更平易好用的整合平台，

以期能提供更新更多元的創新服務，同時在實體空間上，持續向學校

爭取經費，更新打造更舒適且適合個人及團體學習的環境。

　　　　

圖書館的任務及目標為：

一 . 配合校內各系所課程及研究的需求，提供多元學習資源與資訊服

務，以增進師生學習管道。

二 . 運用現代科技，整合各項資源，建置實體及數位化圖書館，並適

時協助讀者使用。

三 . 做為校內重要的學習場所，提供舒適的環境和設備，使讀者安心

於館內學習及使用。

四 . 不斷的擴充、組織及維護館藏，傳承既有的特色，拓展知識領域，

促進不同的特色館藏發展。

五 . 提供更創新的服務內容，直接或間接地貼近讀者，幫助研究和學

習。

六 . 典藏校內各種學術產出，擴大社會大眾使用層面，傳承人文社會

科學核心價值。

圖書館整體服務品質的政策，共包含了三個面向：

一 . 博雅：發展多元特色資源、支援廣泛教研需求、建置溫馨舒適空

間。

二 . 精進：深耕資訊組織專業、提供即時貼心服務、追求品質持續進

步。

三 . 創新：積極想像前瞻思維、開發創意加值服務、拓展資訊整合專

業。



圖書館簡介圖書館簡介

4 5

三、圖書館暨社資中心的組織與職掌

（一）組織

（二）職掌

1. 圖書館

• 館長室：綜理全館業務。

• 系統資訊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管理、各種軟硬體之採購、主

機維護與升級、工作站及網路維護、圖書館網頁維護、全館資訊

安全統籌管理、程式設計及系統開發。

• 採編組：統籌全校圖書設備費預算分配及管理、館藏發展之規畫

及資源的採購、圖書、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之組織與整理、圖書

館書目資料庫、權威資料之建立與維護。 

• 典閱組：統籌全校圖書典藏、閱覽及流通業務、非書資料 ( 含期

刊、報紙等 ) 服務、經典書房的書展規劃與執行，閱報區及自習

區之管理、下落不明圖書協尋及撤架書服務、圖書館讀者檔與館

藏檔之維護。

• 推廣服務組：提供參考諮詢、資料庫檢索服務、國內外圖書借閱

及文件傳遞服務、電子期刊服務及系統管理、多媒體服務區規劃

與服務、圖書館利用指導課程、新生導覽及圖書館週活動等各項

推廣服務。

• 數位典藏組：研擬數位典藏政策、特殊館藏的數位化、校內外數

位資源合作開發、政大機構典藏。

• 行政組：綜理圖書館資源交換贈送事宜、論文上傳審查及編目、

服務學習課程、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ISBN/ISSN/CIP) 之申請、

全校學術期刊資源網及政府出版資訊網之維護、全館總務及修

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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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分館：包含傳播學院圖書分館、商學院圖書分館及綜合學院

圖書分館、國研中心圖書分館等四個分館。分別辦理各館閱覽流

通、典藏、參考諮詢、指定參考書業務、視聽資料服務、館際合

作、圖書館利用指導、相關系所書刊薦購等。

2. 社資中心 :

• 資料組：本校博碩士論文、微縮資料、報紙合訂本、叢書等資料

之典藏與推廣服務，提供參考諮詢、資訊檢索及館際合作服務

等。另設置調查訪問室及孫中山紀念圖書館。

• 研究發展組：研擬及開發「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基礎資料雲端

平台發展計畫」，以數位資訊服務為核心價值，提供全校研究團

隊資料庫建置、保存、展示等服務。

四、人力資源

( 一 ) 館員人力

　　2012 年圖書館除原有人力外，因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獲

計畫助理 5人，另「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專任助理 2名、「國

科會購書計畫」專任助理 2 名，至 2012 年 12 月底止，本館服務人員

（含專案助理 9 名）共計 80 名。

　　館員中具有碩士資格以上者共 49 人，佔全館 61 %，館員素質

整齊，是本館人力資源上極大的優勢。

全館人力配置如下：

( 二 ) 教育訓練

　　本館鼓勵同仁參與圖書館界各種研討會，除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每年所舉辦之各種研習外，凡與業務及專業相關之研討會及會議，均

以公假派員參加，2012 年共薦派 64 人參加研習課程或相關研討會，

其中一日 ( 含 ) 以上的研習，須填寫研習報告表與全館同仁分享心得。

　　另為使全館同仁持續了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Millennium) 各模

組之相關功能、提昇館員之圖書資訊相關專業技能，如機讀編目格式、

書目編輯、資訊安全、電腦概論及電子資源使用等，本館每年排定對

內之教育訓練，2012 年共開設 12 場相關訓練課程。

　　此外，本館也積極參與圖書館界之各種討論會議，與同道間進行

意見交流、心得共享，並參與制定各種圖書館間合作議題之會議，

2012 年共參加了 9 場相關的會議，如館際合作會議、館長聯席會、全

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 合作館館長會議及決策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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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館舍

政治大學圖書館是一屬於分散式的圖書館系統，館舍位置與面積大致

為 :

名稱 樓層 樓板總面積 完工時間

中正圖書館
( 總圖 )

B1-4F 14,399.4 平方公尺
(4356 坪 )

1978.01.21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 社資中心 )

B1-4F 8,011.236 平方公尺
(2,423 坪 )

1973.12.27
1983.03.14

擴建

傳播學院圖書分館
( 傳圖 )

3F 373.56 平方公尺
(113 坪 )

1989.02.21

商學院圖書分館
( 商圖 )

4F 2,154 平方公尺
(651.59 坪 )

1997.05.19

綜合院館圖書分館
( 綜圖 )

B1-2F 3,385.14 平方公尺
(1024 坪 )

2000.07.04

九舍書庫 1F 402.3 平方公尺
(121.7 坪 )

國交中心書庫 B1 132.23 平方公尺
(40 坪 )

東亞所書庫 B1-2F 779.04 平方公尺
(235.66 坪 )

1981

合計 29636.906 平方公尺
8964.95 坪

( 三 ) 學術研究

本館同仁 2012 年著作列表如下：

• 劉吉軒 ( 民 101，12 月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介紹。國史

研究通訊，3，151-160。

• 劉吉軒 ( 民 101，11 月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發展與應用。

圖書與資訊學刊，4(2)，1-32。

• 廖文宏、劉吉軒、郭仁和、李佩瑾、彭聲揚 ( 民 101)。應用於

人文歷史資料之視覺化互動模型的開發與建置。國立臺灣大學數

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編，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 ( 頁 77-94)。臺北市：編者。

• 鄭伊廷 ( 民 101)。檔案目錄整合檢索系統之優使性研究 －以

ACROSS 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台北市。

• 李珮寧 ( 民 101)。探討涉入程度與網路書評對偏好穩定性的影

響：以奇幻小說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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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年度重點

• 	社資中心互動研討室啟用與資訊視覺化模型開

發

• 	社資中心前棟一樓與後棟三、四樓改造修繕工

程

•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改版暨發表會

• 	社資中心調查訪問業務起步

•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託管

• 	「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研究

論壇

• 	歷年輔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成果

一、社資中心研討室啟用
與資訊視覺化模型開發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 以下簡稱社資中心 ) 執行頂尖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學術資料服務平台計畫」，旨在完整保存本校學術資源，並進一

步利用資訊技術，將大量的學術資料予以視覺化加值呈現，透過前瞻

的數位資源應用空間以及大型觸控、體感互動設備，讓使用者與資訊

互動的過程中，有身歷其境之新體驗。因此，在社資中心一樓建置設

有多台大型觸控螢幕之互動研討室，並積極嘗試開發學術資料視覺化

模型，提供學者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思考，以激發出更多創新的研究

議題。

 自 2011 年開始規劃的「互動研討室」，位於社資中心前棟一樓，

空間約 71 平方公尺，已於 2012 年 3 月完成驗收，4 月啟用。相關設

備如下表：

設備 尺寸
( 吋 )

成像機制 解析度
(pixels)

技術 最大觸控
點數

壁掛觸控電視 x2 65 液晶電視 1920x1080 LLP 6

主席觸控桌 42 液晶電視 1920x1080 LLP 6

水晶觸控講台 32 單槍投影 1280x768 LLP Unlimited

移動式觸控桌 50 單槍投影 1280x768 DI Unlimited

觸控大牆 160 單槍投影 2560x1024 LLP Unlimited

互動研討室大型觸控設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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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討室同時搭配環控系統，能夠應用平板電腦操控各項設備，

如畫面切換及聲光音效，除了有展示功能外，並具有複合會議功能。

在此多元的空間中，於 2012 年啟用第一年，即舉辦了 60 多場共約

1,000 人次的各類參訪、視覺化模型展示及會議等活動，成為校園中

的新亮點。

互動研討室活動照片

　　此研討室的另一個重要特色為模型與內容均由校內自行研發，一

方面可供校內師生進行各種應用開發的實驗，另一方面本中心亦在頂

大計畫支持下，著手進行視覺化互動模型之開發。在本校以人文社會

學科為首，且與雷震研究中心、人文中心為鄰的條件下，首先以史料

之特性來尋找合適的呈現模式，例如照片或圖書文件資料可用大圖拼

貼、展示牆與展示書架等模型呈現，將歷史資料轉化成更易於理解及

便於取用的圖像化資料。時間軸 (Time Line) 互動模型可將特定主題

或歷史事件資料依時間順序呈現，透過刻度的調整，看到不同解析度

的事件數量，並透過左右移動的方式觀看視窗範圍，或點選個別事件

瀏覽細節內容，有助於掌握事件發生之過程。日後將努力開發更多樣

化之模型，如動態圖表模型可呈現量化資訊之變化、地圖模型呈現區

域差異與對照等資訊等。

照片拼貼

時間軸 (Time Line)

文件 ( 照片 )3D 展示牆

視覺化模型展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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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資中心前棟一樓與後棟三、四
樓改造修繕工程

　　社資中心在頂尖大學計畫支持下持續進行轉型，為能使新功能得

以發揮，並改善建築物老舊所產生如牆面滲水、壁癌嚴重、水電管線

鏽漏等結構性之問題，以逐年整修的方式進行內部空間改造及修繕。

2012 年完成前棟一樓與後棟三、四樓之整修工程，同時爭取經費進行

後棟一、二樓之空間規劃。

　　前棟一樓空間改造，是為使社資中心空間應用更符合轉型後業務

之功能規劃，於 2011 年下半年即進行相關規劃設計與招標施工等作

業，工程及設備案均如期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竣工，3 月驗收完成，4

月 13 日舉行揭牌啟用儀式正式啟用，最重要的改變是設置「調查訪問

室」與「互動研討室」。「調查訪問室」位於西側 107 室原退休教師

研究室，設置有 50 線 CATI 電話訪問系統及 5 套 CAPI 面訪輔助系統；

「互動研討室」則位於東側 117 室原研究發展組辦公室，設置有 160

吋之互動牆面、65 吋觸控螢幕以及不同功能的互動桌兩台。

調查訪查室整修前 調查訪查室整修後

互動研討室整修前 互動研討室整修後

　　後棟三、四樓空間（約 350 坪）因規劃為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託管

之「孫中山紀念圖書館」之預定地，為能妥善維護此批珍貴藏書，社

資中心先將原有館藏近 50 萬冊搬遷移置他處，使修繕工程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開工，12 月 26 日驗收完成，並預計於 2013 年 5 月配合 86

週年校慶活動開幕啓用。重新整修後之「孫中山紀念圖書館」，目前

設置有：入口展示區、服務櫃檯、讀者閱覽區及書庫區等。整修工程

除達到妥善安置孫中山紀念圖書館之珍貴藏書外，同時也提供具學術

性與安全性之資料使用與服務環境。

後棟三樓過廊整修前 後棟三樓過廊整修後

後棟三樓服務台整修前 後棟三樓服務台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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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同時進行的後棟一、二樓空間改造規劃、經費爭取及工程

招標等工作。後棟一樓將改造為數位展演廳，擬於 176 坪的大空間中，

運用多種多樣大型投影或顯示設備，營造出身歷其境之臨場感，如：

背投影互動長廊、3D 沉浸式虛擬實境、3D 觸控電視等，期望透過創

意數位展演內容，讓使用者得以融入大型展示設施之中，以助於情境

模擬研究。而後棟二樓，則經過重新整修後，做為日後社資中心館藏

的服務區域，此裝修工程於 2012 年底決標、開工，預計 2013 年 4 月

完工。

三、「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
改版暨發表會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原名為「政府人事異動資料庫」，為

使名符其實且考量後續發展方向，於 2012 年 5 月正式更名，並舉辦發

表會正式對外公開，提供公眾使用。此資料庫主要收錄中華民國體制

以來七個時期總統府公報之人事異動命令，本年度持續擴充資料筆數，

將每週出刊之《總統府公報》中公告「任免官員」之每一筆紀錄新增

建檔，已新增 10,709 筆資料，47 筆數位化公報影像檔，而迄今累計

建置 864,693 筆以上的人事異動資料及 15,737 筆數位化公報影像檔。

  發表前為使資料庫使用更加友善而重新設計介面，以簡潔、友善、

易用為設計導向，並更進一步加入資料分析工具，在查詢結果的顯示

畫面加入「視覺化互動時間軸」，以視覺化方式彙整官職異動紀錄，

讓使用者以互動模式清楚查看符合檢索條件之官職異動時間分布概

況。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首頁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之視覺化互動時間軸

  發表會於 5 月 16 日在社資中心互動研討室舉行，透過新型投影螢

幕與觸控設備，更突顯學術資料除保存以外的加值和展示利用之意義。

會中除介紹資料庫計畫緣起與研發歷程，並對檢索方式與系統功能予

以展示，同時邀請台大項潔教授、國史館彭文琁科長、以及本校歷史

系劉維開教授、財政系周麗芳教授與資科系劉昭麟教授等歷史、社會

科學以及資訊科學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座談，針對資料擴充面向、資

料庫未來發展期許、資源推廣與永續經營等議題彼此交換意見，從中

獲得與會者寶貴的智慧和經驗。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成果發表會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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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資中心調查訪問業務起步

  社資中心為協助教學與研究計畫、蒐集學術資料庫所需數據、觀察

與改進調查研究方法，於 2011 年開始籌備調查訪問室的建置，2012

年上半年陸續完成內部裝修、設備進駐與測試、校內推廣、規劃業務

程序與教育訓練、招募訪員與督導，並於 6 月執行第一個電訪案。

　　2012 年 6 月至 12 月，調查訪問室共執行：電話訪問計畫 17 件，

訓練訪員 200 人，培訓督導 5 人，蒐集資料 32,000 筆以上。計畫主

題包括：(1) 本校學術研究專題與滿意度調查，如「學務處畢業生近

況調查」、「圖書館滿意度調查」、「警察緝毒執法調查」、「消費

者對國內宅配服務滿意度調查」等；(2) 政府機關普查，如「教育部

成人教育調查」、「台北市衛生局代謝症候群調查」、「高雄市民健

康風險調查」、「有線電視調查」等；(3) 校外學術計畫與環境評估，

如「民眾使用氣象服務調查」、「女性健康生活習慣調查」、「交通

大學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計畫」、「台北市永吉路力霸

大樓都市更新案調查」等。

  為順利推動調查訪問業務，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成立「調查訪問

諮詢委員會」。委員會主要任務為提供調查訪問業務的發展面與執行

面之諮詢及指導。委員名單如后：社會系林佳瑩系主任、社會系關秉

寅老師、統計系鄭宇庭老師、企管系張愛華老師、廣告系張卿卿老師。

2012 年 11 月 19 日召開「調查訪問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主

題為介紹調查訪問室設備功能與業務概況，提供給委員參考，並針對

2013 年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調查訪問室訪員訓練實況 調查訪問諮詢委員會會議

五、「孫中山紀念圖書館」託管

　　本校吳思華校長於 2012 年 3 月 7 日馬英九總統蒞臨社資中心參

加雷震紀念館開幕儀式時，親自遞呈意向書表達本校接管孫中山紀念

圖書館館藏之意願，並規劃社資中心後棟三、四樓，共約 350 坪之空

間為庋藏地點。期間經由國民黨文傳會主任委員莊伯仲親率黨內主管

前來拜會並勘查場地，並於 6 月 14 日正式來函，確定委託本校管理孫

中山紀念圖書館書刊。社資中心為籌劃孫中山紀念圖書館之資料進駐，

於 2012 年 7 月起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搬遷，同年 12 月完成空間修繕。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館藏內容豐碩，如明清時期之經史子集古

籍線裝書、近代有關三民主義、孫中山思想及黨史資料；另於孫科典

藏的書籍中，更有《補不足齋》書房藏書；其他的書籍尚包括現代史

史料、傳記、各省地方志、對日抗戰時期出版的各種資料、叢書、手

冊、大陸時期國防研究院圖書館藏書，以及已故前臺大哲學系主任方

東美贈與的西文哲學及文史書籍等，皆為十分珍貴。

　　未來社資中心接管後，將持續致力於資料的整理、組織、保存及

數位化加值應用，結合本校之人文社會研究能量，並藉由互動媒體方

式推廣各項發展成果，期待社資中心能成為相關主題的資源重鎮，並

擴大本校學術產出與影響力。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入門 過廊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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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櫃檯 閱覽區

書庫區一隅 書庫區一隅

六、「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
史料資料庫」研究論壇

　　數位典藏是保存文化與歷史的工作，數位內容的建置需耗費大量

人力物力，其成果需經由推廣而周知，若僅是舉辦發表會、說明會或

資料庫講習，往往只能做到內容主題或操作介面的介紹，尚不能得知

耗費大量人力經費建置而成的數位內容，是否可發揮其價值。因此，

為了深化數位典藏成果的推廣與應用，本館首度嘗試以小型學術研討

會之形式，策劃籌辦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鼓勵研究者運用所建

置的數位內容進行相關研究。

　　首屆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於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綜合院

館視聽教室舉行，以「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之數位

典藏成果為研究素材，並以台灣左派的重要人物史明先生的思想與主

張為論壇主題，邀請研究者發表論文，由台大、台師大及政大的碩、

博士生共同發表 7 篇論文，獲得與會者熱烈迴響，希望本論壇能夠持

續並擴大舉辦。

　　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以特定研究者為推廣對象，由於主題式

學術研究資源本屬小眾市場，且需時間累積方能發揮影響力，因此，

論壇不僅是推廣的活動，更規劃將論壇的學術發表集結出版，以期發

揮其學術傳播的力量。故擬將本次論壇發表的論文及 2011 年此資料

庫發表會中薛化元老師演講稿與兩位研究生的論文，共同彙集成專冊，

專輯書名訂為《左翼 • 民族》，並於 2012 年底編輯完成，預計 2013

年出版。

研究論壇活動照片

七、歷年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圖書計畫成果

　　國科會為豐富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不同研究領域之圖書資料，自

2006 年度開始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以來，本

館均積極致力於協助校內各系所教師爭取補助。統計從 2006 至 2010

年度共申請通過 31 項主題計畫，核定經費高達 2 億 6 百萬餘元，至

2013 年 2 月止圖書資料購置進館數量約 83,143 種 94,883 冊，成果

實為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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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共執行 13 項計畫，包括：商事及金融法學（法律系方嘉

麟老師）、勞動及社會法學（法律系郭明政老師）、近二十年宗教理

論與方法（宗教所謝世維老師）、現象學（哲學系張鼎國及羅麗君老

師）、日本與東亞近現代文化（臺文所陳芳明老師）、諮商與輔導（心

理系修慧蘭老師）、大眾文學（英文系陳音頤老師）、情緒動機思考

決策與神經經濟學（心理系顏乃欣老師）、人力資源管理（企管系蔡

維奇老師）、人權法學（法律系廖元豪老師）、政治地理學（政治系

黃紀老師）、獨立行政機關及管制政策之研究（法律系劉宗德老師）

及社會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社會系熊瑞梅老師），目前尚有 6 個計

畫將於 2013 年 5 月結案。

以下分別敘述近年成果 :

1. 建置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資訊網 : 為讓讀者能透過各種

管道得知本館新購之圖書資源，在經營與推廣上，圖書館建置及

維護計畫專屬網頁，使執行團隊及讀者清楚了解計畫購置之資源

範圍。

2. 增加館藏目錄辨識欄位 : 讀者可於館藏目錄下，找到各項計畫購

置之資源，便於聚集及分散查找。

3. 協辦推廣活動 : 圖書館協助各計畫結案前舉辦各種推廣活動，如

主題書展或分享會，不僅推廣專業領域之典藏，亦成為專門領域

研究所需的最佳資源後盾。

4. 豐富主題館藏資源 : 截至 2013 年 2 月底統計數據顯示，購書計

畫已分類編目完成的圖書資源共有 85,227 筆，其中西文資源佔

77.5%，中文資源佔 22.5%。以資料類型來看，99.5% 皆為圖書，

僅 0.5% 為視聽，其中視聽資料尚包含珍貴的微縮資料。以出版

年代來看，2000 年以後出版物為大宗，佔了 8 成以上，透過計

商圖分館「人力資源管理」書展

購書計畫出版年代分佈 2012 年購書計畫館藏主題分佈

綜圖分館「商事與金融法學」書展

畫亦購置數量相當可觀及珍貴的史料資源。歷年購書計畫所購入

之圖書主題分佈，以社會科學類居首，佔 4 成以上，其次為史地、

應用科學、宗教、哲學及文學等類，均使各類別館藏量有所成長。

　　本館感謝歷年參與計畫的老師及其團隊，透過額外經費之注入，

得以充實校內圖儀經費，並已為圖書館館藏挹注不少特色圖書資源。

未來圖書館亦將盡全力積極協助學校老師申請計畫，希望能在既有基

礎下持續充實館藏，以支援本校人文社會科會領域之研究，進而更加

提升教學研究成果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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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源

• 	年度例行採購

• 	年度專案價購

• 	資源組織

• 	館藏

   配合本校發展重心，本館積極購置相關資源，支援校內師生學術

與研究之需求。資源徵集主要業務包括全校圖書資源之預算編列、經

費分配、採購、核銷以及經費控制等。

    2012 年由於例行採購經費縮減，期刊與資料庫每年有固定的漲

幅，以及國科會專案購書陸續結案，使得各類型資源採購量相較往

年要來的少。為了撙節經費，提升電子資源服務效能，本館亦積極

參與國內各種採購聯盟，包括透過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購置 35 種資料庫，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採購 229 種數位

論文，及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購進 12,156 種電子書，對充

實本館學術研究資源助益極大。

一、年度例行採購

　　2012 年例行採購之各類型資源達 3 萬 3 千餘冊（項），包含圖書、

視聽、期刊、報紙、資料庫及電子書等。

總計購置中西文圖書資料如下表所示：

資料類型 種數 冊 ( 項 )

圖書資料 15,990 17,688

視聽資料 536 1,072

期刊 / 報紙 2,193 2,293

資料庫 105 105

電子書 12,385 12,385

　　依各類型資源核銷金額之比例，以資料庫支出比例最高、其次是

期刊 / 報紙，視聽資料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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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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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專案價購

　　除例行校務基金之採購外，本館另一重要經費來源為專案計畫補

助款。2012 年由國科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購書計畫購置之資源

達 8 千 2 百餘冊（項），包含中西文圖書及視聽資料。並執行國科會

人文處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Datastream 與 Compustat 企業財務

分析資料庫計畫。此外亦收錄教師研究計畫用書及公款補助圖書共計

2,974 種 3,505 冊。

　　分析 2012 整年度各類型資源總經費支出比例，由於加入專款補

助計畫之經費，使得圖書比例自 20% 提高為 34%，如下圖所示：

　　詳細比較 2010 至 2012 年總採購之資源數量，由於 2012 年校務

基金縮減，及國科會購書計畫陸續結案，使總購入之資源數量較前二

年少。

2012 年例行採購支出比例 2012 年總經費支出比例

2010-2012 年購入資源數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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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換贈送

　　本館館藏發展中，除了採購外，另有交換和贈送途徑。交換贈送

徵集到館的資源廣泛，包含政府出版品、非營利機構出版之公益資源、

大學院校或研究中心等期刊學報、研究論文等。由於本校豐富的出版

品，奠定了持續與校外圖書館或機構單位保持資源互惠、學術交流的

合作關係。此外，來自校友、師生熱心捐贈著作及專題藏書，更豐富

了館藏資源，發揮知識流轉與共享的力量。

( 一 ) 受贈圖書

全年贈書量共計 12,944 種 16,533 冊。

2012 年大批贈書清冊如下表：

日期（年 • 月） 說明 冊

2012. 1 國北教大鍾靜教授贈書 111

2012. 1 畫家鄭世璠先生家屬贈書 133

2012. 1 校友蔣淑津女士贈書 1,120

2012. 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海燕處長贈
書

152

2012 .4 退休教授華力進教授家屬贈書 168

2012 .4-2012 .6 美國國會圖書館贈書 375

2012 .4 輔仁大學魏思齊神父贈書 218

2012. 4 美國在臺協會文化中心資料館贈書 73

2012. 5 師大歷史系徐欣宇小姐贈書 65

2012. 6 邵玉銘教授贈書 1,569

2012. 6 政大巨流書城贈書 181

2012. 7 臺灣文學館贈書 220

2012. 7 東亞所張煥卿老師贈書 217

2012. 7 信鴿法國書店贈書 70

2012. 8 國立空中大學贈書 51

2012. 8 韓恩素、娜姿妃小姐贈書 144

2012. 8 殷建華先生贈書 88

2012. 8 胡君梅小姐贈書 157

2012. 9 朱浤源教授贈書 1,700

2012.1 校友李韻婕贈書 85

2012.1 俄研所葉奕葭同學贈書 378

2012.11 王寶鋒小姐贈書 246
2010-2012 年接獲贈書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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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轉贈圖書

　　本館轉贈圖書業務可分為「本校出版品」與「非本校出版品」兩

大項。

　　「本校出版品」其寄贈之書刊來源為校內各出版單位，提供國內

外與本館有長期交贈關係之圖書館或學術機構，促進本校豐富研究成

果的傳播與交流，2012 年政大總計有 32 種學刊、33 本專書出版，共

寄出 6,112 冊期刊以及 2,647 冊專書，總計 8,759 冊。 

　　「非本校出版品」方面，其寄贈書刊為本館獲贈但未能入藏之多

餘複本，以期圖書能更廣泛的傳播與利用。對象可分為長期交換合作

之圖書館、向本館發函表達有徵集圖書需要之圖書館以及轉贈校內外

讀者三個部分，本年度共轉贈 6,826 冊出版品。

　　轉贈海外圖書館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圖書館、福建省社科院圖書館等。國內圖書館則有中央研究院

人文聯合圖書館、政治大學實驗小學、政大阿語系、中華信義神學院

圖書館、陸軍第八軍團圖書室、新北市圖書館、國防大學圖書館、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等共計 1,185 冊。

　　此外，本館自 2012 年於中正圖書館四樓設置「圖書轉贈書區」，

可供讀者自由取閱，本年度共轉贈讀者 5,641 冊書籍，成效相當良好。

　　2012 年本校出版品轉贈數量為 8,759 冊，非本校出版品 6,826

冊，合計 15,585 冊。

四、資源組織

　　資訊組織主要業務包括各類型圖書資源之登錄與分類編目、書目

與權威檔之建立及維護、書目資源共享、資訊組織規範之建立與維護

等。本館於 2012 年起，將中文圖書資料機讀編目格式，由 CMARC 轉

換成 MARC 21，以節省維護成本，達資源共享之理念。

    2012 年完成分類編目之各類型館藏達 6 萬 4 千餘冊，除例行採購

之圖書、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尚包括專案計畫之圖書、贈書及政府

出版品等。2012 年各種類型資源分編成果如下圖所示：

2010-2012 年轉贈圖書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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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業務成果包括建置權威建檔共計 926 筆、書目資料上傳

NBINet 系統作業共計 43,739 筆及 OCLC 書目上傳 6,616 筆。

　　比較 2010 年至 2012 年各類型資源中西文分類編目數量，雖然由

於進館資源減少，總數量呈現下降，但本館亦利用此時機，另回溯改

編俄文書之書名以俄文建檔，共完成 9 千餘筆，期能改善俄文圖書使

用者之檢索效率。

五、館藏

　　館藏是圖書館服務的基礎，本館館藏以人文社會科學為核心館藏，

另有下列特色資源包括：中華民國各級政府及民意機構出版品、美國

聯邦政府、聯合國出版品、大陸地區出版資料、中西文報紙期刊及各

類型資料庫。此外，語文之多樣性亦本館館藏另一特色，包括日文、

韓文、俄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馬來文、波斯文、維吾爾文、泰文、

蒙古文及德、法、西、葡等各國不同語文資料。截至 2012 年止，實體

館藏包括圖書期刊視聽資料 3,476,475 冊（件），電子資源 678,821

種，總計 4,155,296 冊 ( 件 )。

( 一 ) 圖書期刊視聽資料

　　本館中文圖書有 1,332,844 冊、西文圖書 625,657 冊、期刊合

訂本 230,314 冊、現期期刊 3,634 種、現期報紙 430 種、視聽及微縮

資料 1,283,596 件，館藏量達 347 萬餘冊。其中，總圖館藏約 93 萬

和社資中心館藏約 185 萬占館藏總量 80%。

2012 年書刊視聽資料統計表

總圖 傳圖 商圖 綜圖
社資
中心

國關
中心

公企
中心

總計

中 文 圖 書 556,235 17,850 53,571 130,381 457,933 69,368 47,506 1,332,844

西 文 圖 書 231,180 20,689 35,334 125,888 132,922 43,583 36,061 625,657

期 刊
合 訂 本

112,237 9,033 16,789 37,385 15,367 37,589 1,914 230,314

現 期 期 刊 1,504 298 441 910 136 303 42 3,634

現 期 報 紙 38 19 10 10 323 21 9 430

視 聽 資 料 29,731 251 1,439 2,368 1,249,159 648 0 1,283,596

總 計 930,925 48,140 107,584 296,942 1,855,840 151,512 85,532 3,476,475

2010-2012 年各類型資源分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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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目前為止，藏書量仍是圖書館館藏評鑑的指標之一，藏書量越

大，讀者獲得所需資料的機率就越大。2012 年本館讀者平均擁有的藏

書量由人書比得知，以館藏 1,958,501 實體館藏圖書冊次及現有讀者

28,066 名計算，人書比約為 69.8 冊 / 人比例相當高。

( 二 ) 電子資源

本館現有電子資源共有 678,821 種，其中包含資料庫 319 種、買斷型

電子書 85,586 種、使用權電子書 542,479 種及電子期刊 50,437 種。

2010-2012 年各館館藏數量比例變化

2010-2012 年資料庫數量統計

2010-2012 年電子期刊數量統計

2010-2012 年買斷式電子書資料統計

2010-2012 年使用權電子書數量統計

2010-2012 年圖書與視聽資料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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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總體館藏成長率為 1.2%，其中，電子資源以 4.4% 的成

長率最高，次為中西文圖書 2.1%，視聽資料 0.1%。紙本期刊報紙成

長率則因停訂、停刊、停贈等因素致館藏呈現 -21.5% 的負成長，另

外，期刊合訂本則因裝訂經費縮減及淘汰達報廢年限期刊致成長率

為 -0.2%。

( 三 ) 盤點

　　延續去年總圖中文圖書與社資中心中文博碩士論文的自動化盤點

作業，本館今年接著進行自強九舍書庫及總圖特藏室盤點。自強九舍

書庫主要為綜圖和商圖藏書，也有部分總圖和社資圖書，由於歷經數

次書籍資料搬遷，九舍書庫館藏目錄與實際館藏現況已略不相符，為

建立正確館藏資料，本館於 2012 年 6 月底開始進行九舍書庫的盤點作

業，依序盤點中文書區、西文書區及參考書區。盤點業務至 12 月 18

日結束，總計盤點 155,857 冊，盤點問題書類型包括館藏地錯誤、下

落不明尋獲、條碼錯誤、重號、索書號錯誤等，共改正 1,760 筆記錄。

　　總圖特藏室則主要典藏本校教職員著作、民國 38 年以前中日韓文

圖書（含線裝函套書）及剪報資料、1911 年前西文圖書及民眾團體等

資料，採閉架式管理。本次盤點清查特藏資料總計 44,840 冊，盤點

結果依資料類型詳列清冊，俾利日後特藏資料的評估及管理。

2012 年特藏室館藏盤點統計表

項目 冊數

教師著作 4,432

特殊型式 502

畢業紀念冊 105

剪報資料 1,754

鄭世璠贈書 174

日韓文圖書 2,457

西文圖書 1,217

民眾團體資料（與會社團體及宗親會有關資料） 926

臺灣經濟史專區（包括臺灣銀行出版之臺灣研究叢刊、臺灣特
產叢刊及臺灣金融年報）

250

項目 冊數

原國關中心資料 329

論文資料 56

中文圖書 32,638

方豪院長捐贈圖書 2,974

程天放部長捐贈圖書 987

( 四 ) 淘汰

　　在館藏逐年遞增，館舍空間無法隨之成長的情形下，館藏淘汰是

去蕪存菁的方式。囿於空間不足，2012 年本館將破損無法修復、複本

圖書及過時電腦類書籍計 24,476 冊、附件資料 791 件以及無使用設

備之視聽資料共 3,738 件進行報廢。

　　期刊部分則擇達報廢年限之停訂（停刊）、他館已有館藏及非本

校學科領域者進行註銷，共報廢中文期刊 617 種、英文及特殊語文期

刊 201 種，總計 818 種。報紙部分註銷 2010-2011 年中文報紙 9 種、

日文報紙 3 種、西文報紙 10 種，總計 22 種。

2012 年贈送及價購期刊報廢統計表

報廢項目
中日韓文期刊 英文期刊 特殊語文期刊

種數 種數 種數

贈刊合訂本 351 63 7

贈刊散刊 110 24 8

價購合訂本 0 18 0

價購散刊 156 57 24

小計 617 162 39

總計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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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數位典藏

    圖書館配合本校學術研究重心以及數位人文研究的發展趨勢，近

年來積極進行數位典藏作業，對內規劃本校學術資源與特藏數位化；

對外爭取特色館藏與合作夥伴。本館之數位典藏成果中，已建置完成

且公開使用的包括：民俗臺灣、臺灣總督府府（官）報、民國 38 年前

剪報資料庫、方豪數位典藏以及程天放數位典藏；另一方面，已公開

使用，仍持續進行內容擴充的數位內容與 2012 年重點工作成果略述

如下：

系 統 名 稱 系 統 說 明 2 0 1 2 重 點 工 作
成 果

政大博碩士論文
全文影像系統

提供全校博碩士論文檢索及全文
下載服務，並透過網際網路及館
際合作提供國內外學術單位檢索
及影像調閱服務，目前共收錄論
文 13,380 筆。

• 新增論文 1,528 筆。

• 舉辦 2 場論文上傳說明
會

政大學術期刊資
源網

本館於 2005 年起建置學術期刊
資源網，目的為完整典藏本校學
術期刊論文資產，並提高論文能
見度及學術聲譽，目前收錄篇目
4134 篇、電子全文開放授權篇目
3,559 篇、累積全文下載 10,344
篇。

• 新增篇目 609 篇、電子
全文開放授權篇目 638
篇、查詢次數 25,084
人次。

• 舉行學術期刊資源網系
統功能暨授權說明會。

系 統 名 稱 系 統 說 明 2 0 1 2 重 點 工 作
成 果

政大學術會議論
文資源網

收錄本校舉辦各學術研討會提供
之電子資料，並以人工建置逐筆
提供論文集目次摘要、關鍵字檢
索或經授權之電子全文，提供本
校教職員生使用。目前已提供目
次摘要查詢 38 種 591 篇、開放授
權電子全文 38 種 584 篇。

• 新增目次摘要查詢 4 種
54 篇、開放授權電子
全文 4 種 47 篇。

政大機構典藏 本系統蒐集、組織、保存本校學
術社群之研究成果，透過開放取
用的模式與全球接軌，提供各種
重要學術搜尋引擎自動索引，提
高本校學術研究成果之影響力。
累 積 收 錄 書 目 50,316 筆、 全 文
16,225 筆。

• 新 增 書 目 4,336 筆、
全文 2,105 筆。

• 召開學科館員說明會。

• 行文學院與傳播學院老
師著作授權調查作業及
問卷調查。

• 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名
第 78 名，臺灣排名第
4。

茶言觀政：政大
校園影像記憶網

主要收錄與政大相關的文字或影
像記事，期待透過政大人的參與，
共同記錄屬於政大人的校史與回
憶。

新增相片 4,229 筆、相簿
101 本、標籤 7,365 個。

臺灣政治與社會
發展海外史料資
料庫

本資料庫收錄 1950-1990 年代，
於海外所出版的政論性刊物，忠
實的保存與呈現在臺灣民主進程
中不同意識型態的理念與見解，
使社會大眾能進一步了解海外臺
灣政治思潮發起的時代背景與動
機及其演變過程。

• 新 增 書 目 6,044 筆、
影像連結 17,093 筆。

• 舉辦政大數位史料與研
究論壇 2012。

中華民國政府官
職資料庫（原「政
府人事異動資料
庫」）

收錄中華民國體制下，各時期總
統府公報人事任免命令。內容涵
蓋我國百年來的文武官員異動紀
錄，同時提供政府人事相關資訊
查詢及公報影像瀏覽，迄今已累
計建置 864,017 筆以上的人事異
動資料及 15,733 筆數位化公報影
像檔。

• 新增 11,520 筆資料、
49 筆數位化公報影像
檔。

• 舉辦成果發表會。

2012 年各類型館藏資料報廢冊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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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閱覽服務

• 	讀者

• 	圖書流通

• 	入館及網站到站人次

• 	教師指定參考書

• 	教師著作專區服務

• 	視聽服務

　　本館閱覽服務以支援教學研究，提供完善的圖書資訊服

務予校內師生和職員，並兼及社區服務，提供終身學習管道。

2012 年本館為協助讀者瞭解圖書館閱覽規則、借閱規則及電

子資源使用規則，特建置圖書館讀者簽署系統，101 學年度

新生在首次借出館藏資料前，需完成簽署「讀者借閱權限啟

用」程序。此項系統使用成效從 101 學年度新生數 4,242 位，

完成簽署共 3,629 位，完成率達 88%，碩士生更達九成。此

外，本館為簡化校外人士入館流程，特建置校外人士登記系

統，將過去校外人士入出館管理由人工作業改為線上登記，

校外人士於半年內入館不需重覆填單，不但減少紙張使用，

還提供各種時段入出館人數統計與黑名單控管。且此系統同

時用於校內各分館，不但提升校外人士入館管理的效能，更

加便利讀者使用圖書館各項閱覽服務。

　　此外，本館總圖還增設出入口門禁遙控無聲警示燈門鈴，

以及紫外線殺菌機供讀者借書消毒除菌使用。不但讓館員能

更即時處理出入口的讀者問題，也精緻化本館的服務品質。

以下就實際數值呈現近三年閱覽服務成果。

一、讀者

　　2012 年本館讀者人數 28,066 人，較 2011 年成長 3.1%。讀者類

型區分為學生、教師、職員及其他（包括校友、校外人士等）四大類，

學生讀者 23,458 人，佔 83.6%，是本館最大宗的服務對象，教師則

為 1,184 人、職員 966 人、其他類型讀者 2,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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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流通

1. 流通總量

　　近三年本館圖書流通年均量為 119 萬冊次，平均每天約有 3,263

冊次圖書借還量，以每日開館 14 小時計，每小時約 233 冊次流通，

每分鐘流通量約計 3.9 冊次。

　　2012 年本館將特殊語文圖書集中存放總圖特殊語區，綜圖分館也

增設中西文圖書新書區，社資中心叢書和西文論文亦改為可外借服務。

雖有更加便利彈性的書籍流通服務，近三年本館流通總量呈現逐年下

滑。

2. 借閱類別統計

　　2012 年借書共計 647,104 冊次，繼 2011 年暑期外牆整修封館衰

退 7.9%，再衰退 3%。從 1-12 月借書量分析，除 2 月，7-9 月因寒暑

假延長借書期限，借書量較 2011 年增加，其餘月份皆較前一年衰退，

其中 6 月份因逢期末考借書量減幅最大。

　　從借出圖書類號分析，2012 年與前三年統計結果一致，以社會

科學類 (300 類 ) 為主。不同處則是過去居次的文學類 (800) 退到第

三，藝術類 (700 類 ) 則提升到第二，佔比依序為社會科學類 (300

類 )22.57%、藝術類 (700 類 )17.88% 以及文學類 (800 類 )17.67%。

社會科學類書籍的需求雖居首位但佔比逐年遞減，2012 年再減少

6.96%，藝術類書籍則較 2011 年成長 6.55%；除因本館今年購入不少

攝影技法類書籍，也可能受校內推動的各項藝文活動如：生活美學講

座、駐校藝術家、獨立音樂表演等藝術活動影響。2012 年本校需求增

長類別還有總類 (000 類 ) 及語言類 (400 類 )，而需求減少則為文學

類 (800 類 )、自然科學類 (500 類 ) 及應用科學類 (600 類 )。

讀者類型分析

2010-2012 年流通量與平均值 1,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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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讀者類型及其借閱類別

　　依讀者類型及其借書類別來看，學生類型讀者去年借書冊數為

505,975 冊，借書比例佔總量的 78.2%，老師類型讀者借書冊次佔比

為 6.2%。均較 2011 年略降，其他類型讀者 ( 如校友等 ) 則略為增加。

　　從各類型讀者在百大類圖書的借閱比例得知，延續過去統計結果，

2012 年各類型讀者對社會科學類 (300 類 ) 和文學類 (800 類 ) 的圖

書使用需求最高。本校教師在社會科學類 (300 類 )、文學類 (800 類 ) 

和史地類 (900 類 ) 的借書佔比較高，顯示老師以此三大類書籍為圖

書資訊需求的來源；學生則對文學類 (800 類 )、社會科學類 (300 類 )、

藝術類 (700 類 ) 圖書有明顯的使用需求，特別是藝術類 (700 類 ) 圖

書的借書比例在 2012 年攀升；職員讀者也在藝術類 (700 類 ) 圖書的

使用需求增加，代以過去應用科學類 (600 類 ) 如醫學保健資訊的需

求。其他類型讀者則以社會科學類 (300 類 )、文學類 (800)、總類 (000

類 ) 為主，原本佔比第三的應用科學類 (600) 在 2012 年落到總類 (000

類 ) 及藝術類 (700 類 ) 書籍之後。

　　進一步分析 2012 年學生讀者的借閱類別，結果與前三年統計一

致，大學部學生對文學類與藝術類的圖書資訊需求最多，碩士班學生

及博士班學生則以社會科學類與文學類需求量最高；文學及社會科學

領域圖書仍佔學生圖書需求量之大宗。

2010-2012 年借書冊次 / 依圖書類號數量統計

2012 年各類型讀者借書比例

2012 年各類型讀者借書類號之借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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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館及網站到站人次

　　2012 年 實 際 進 館 總 人 次 為 147 萬 人 次， 總 量 較 2011 年 減 少

2.63%。平均每位讀者一年進館約 52 次，即每位讀者一週入館一次。

今年總圖進館人次回流 8.9%，各分館入館人次衰退，分別是綜圖減少

18.6%，商圖減少 14.5%，傳圖減少 7.3%，可看出讀者仍偏好使用總

圖資源及其閱覽服務。

　　2012 年圖書館網站檢視人次為 2,284,600 人次，平均每日到站

人數為 6,311 人次，較 2009 年下降 5.5%。

四、教師指定參考書

　　閱覽服務中針對教學需求，由授課老師提出申請，將部份熱門的

參考書或書籍等館藏資料列為指定參考書，以小時為單位借出，並限

館內閱覽使用，或彈性以晚上借隔日早上還的方式，讓上課同學都可

以在圖書館找到課堂所需的資料。目前教師指定的資料以書籍為主，

少數有光碟片、講義等類型。

　　根據 2012 年的教師課程與指定書籍數，以綜合院館圖書分館的課

程指定閱讀書籍數量最多。另外，2012 年中正圖書館提出的指參課程

與書籍量有較大幅度的成長，顯示有更多的老師願意結合館藏資源於

教學課程中；傳播學院和商學院的指參課程及指定書籍數則稍有下降。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借書類別比例

2010-2012 年各館進館人次比較

2010-2012 年館務統計之網頁主機連線統計

2012 年各館教師指定參考課程與指定書籍數量表

中正圖書館
傳播學院
圖書分館

商學院
圖書分館

綜合院館
圖書分館

課程數 68 45 23 80

指定書籍數 341 315 77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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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著作專區服務

　　本館分別於總圖特藏室、總圖經典書房及各分館設立教師著作專

區。總圖特藏室保存及陳列本校教師升等著作、專書及譯著，以典藏

為目的，採閉架式管理；經典書房及分館則以專區展示在職教師各項

著作，展現本校學術研究成果，也讓讀者能更便利瀏覽閱讀本校老師

之作品。截至 2012 年止，本館共徵集教師著作 5,850 冊，較 2011 年

增加 440 冊。綜圖分館教著區則自二樓遷移至一樓，並完成圖書清點

及佈置。

六、視聽服務

1. 影音資料服務

　　圖書館因應媒體形式不斷的推陳出新，收藏也愈趨多元，集合聲、

光、影像、文字的視聽資料已然成為圖書館不可或缺的館藏。本館在

影音資料服務上提供各式載體如：影片光碟、音樂光碟、有聲書、電

子書的服務，由於影音資料主題的多元化、議題化，並兼具通俗及新

穎性，這項服務一直深受讀者喜愛。為因應不斷增加的視聽資料借閱

需求，2012 年第 9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圖書館數位資源學

習區服務暨管理辦法，將家用版光碟外借片數至多二片增加為三片。

　　也由於總圖數位資源學習區自啟用以來，便成為讀者最愛駐足的

區域，2012 年分館也重新整理其館藏資料中 VCD、DVD、多媒體組件、

雷射唱片等視聽媒體，規劃新的展示空間如：綜圖分館的【好望角】、

傳圖分館的【視聽角】。不過囿於視聽資料收錄的範圍及館藏數量，

近三年的使用統計可看出大部份流通量仍集中在總館。至於典藏舊式

錄影帶資料的非書資料室，使用量雖不高，但仍有其需求性，近年來

本館有計畫地為經典影片錄影帶增購 DVD 版，轉換載體以提供更大眾

化的服務。

2010-2012 年各館教師指定書籍數量分佈

2012 年各分館教師著作專區冊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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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年各館視聽資料使用次數統計表

2010 2011 2012

商圖 812 48 62

綜圖 82 411 570

傳圖 0 227 323

總圖非書資料室 197 65 76

總圖數位資源學習區 73,308 註 *65,905 70,164

註 *2011 年 6/27-9/12 因中正圖書館施工暫停開放

　　此外，本館數位資源學習區每年都會推出不同主題影展，藉多重

角度拓展讀者視野，本年度之主題有「宮廷影展」、「牽住，那隻手」、

「親情影展」、「校園 ˙ 生活」、「戰爭」、「卡通」、及「看電影

找幸福」等 6 種。

　　為營造一個多國語言學習環境，本館除配置無線及有線電視，還

設置六國特殊外語衛星電視頻道系統，包括德國 (DW-TV)、法國 (TV-

5)、西班牙 (TVE)、俄羅 (RTR-Planeta)、沙烏地阿拉伯 (SAUDI-TV)

與韓國 (ARIRANG-TV) 等；同時為大多數同學之英日語學習需求，提

供 9 種互動式光碟之語言學習雜誌，以及網路版的空中英語教室影音

典藏學習系統等。

2. 微縮資料服務

　 本館微縮資料典藏於社資中心，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蒐集的深

度與廣度在國內圖書館具獨特性。從形式來區分，可分為微縮單片與

微縮捲片；收錄範圍包括：國科會獎助代表作及專題研究報告微片、

美國政府出版品微片及微捲、聯合國出版品微片、ED 教育論文微片、

中文善本書微捲、西文博碩士論文微片、中西文報紙微捲、中西文期

刊微片及微捲；依使用情況來看，中西文報紙微捲使用率最高，其次

為國科會獎助代表作及專題研究報告微片。然而近年電子資源蓬勃發

展，取代部分微縮資料之使用；加以社資中心啓動轉型，各樓層修繕

工程陸續進行，去年社資中心前棟一樓整修，讀者入館較多不便，影

響進館使用意願，以致使用人次大幅減少。

2010-2012 年微縮資料使用人次與使用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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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參考與推廣服務

• 	參考諮詢

• 	館際文獻交流

• 	資訊檢索與利用教育

• 	推廣活動

一、參考諮詢

　　本館為讀者提供了多元管道的諮詢服務，有到館詢問 ( 佔 81%)、

電話詢問 ( 佔 16%) 及線上詢問 ( 佔 3%) 等方式。其中線上詢問又有

幾種途徑：1.「全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系統；2. 圖書館網頁之詢

問單；3. 圖書館 E-mail 信箱；4.MSN 線上即時熱線參考服務；5. 學

校的校務建言系統等。

　　分館所接受的諮詢以指示性問題居多，總圖則是以參考性問題為

主。總圖的參考櫃台位於數位資源學習區，參考問題因而相形多元，

其中以館際借書 ( 文獻傳遞 ) 居首，而資料庫查找問題、特定資料庫

使用、資料庫連線及設定問題也不少，其餘的依次為館藏目錄 (OPAC)

查詢、資料庫課程 ( 個別指導 )、論文上傳以及其他本館網站提供之

服務問題 ( 如考古題…等 )。

2012 年主要參考性諮詢問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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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際文獻交流

　　館際文獻交流包含複印服務和圖書借閱，主要分為二種管道：一

為免費的跨校借書，本校讀者持跨校借書證至合作館借書；今年度再

現新猷，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達成互惠協議，讀者持本校借書

證，即可至對方圖書館借書；二為付費的「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1. 跨校借書

　　本館與國內大學校院、研究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定，師生憑跨

校借書證可自行至合作館借還書。本館跨校借書證按型態可區分為實

體借書證和虛擬借書證。實體證部分，2012 年新增中原大學館際合作

借書證，虛擬證則因本館加入的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

務平台增加法鼓佛教學院，計 16 所聯盟夥伴學校可線上申請虛擬館合

借書證，讀者印出聯盟館借書證後直接前往該館借書，總計 2012 年

本館與 50 所圖書館有互借合作關係。

　　此外，為增進本校與台師大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共享，兩館亦於

2012 年年底啟動無縫式圖書借閱服務。二校專任教師和博士班學生只

要持所屬學校的有效教員證或學生證到對方圖書館即可借書。本服務

採學年申請制，只要申請者具備所屬學校圖書館的借書權利，並同意

將個人檔案匯入對方館，即可使用這項更加便利的圖書資源服務。此

外，本館還提供與台大、台師大、文化、淡江四所學校的圖書巡迴車

服務，總圖或各分館均可代還至四校所借圖書。

　　根據 2012 年跨校借書證的使用量統計，近三年本館向他館借書

冊數及他館向本館借書冊數二項數值都呈現逐年遞減趨勢。本館借證

人次雖較 2011 年增加，係因該年度外牆施工封館影響跨校借閱流量。

　　分析借證冊數排名，2012 年本校師生向他館借書冊數前三名為台

大、台師大和中研院近史所。他校向本館借書前三名則為台師大、台

大和東南技術學院。推估本館讀者對台大圖書館的館藏資源需求大，

而台師大讀者則對本館館藏資源有較多需求。由借證人次及借書冊數

分析，影響跨校借書證的使用意願仍與地利之便和館藏資源的豐富度

密切相關。

2012 年諮詢方式統計

2010-2012 年借證人次及冊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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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傳遞服務

　　本館的館際合作服務以「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為單一申請窗

口，提供線上複印及借書申請。此平台為付費機制，結合各學術研究

單位圖書館的館藏資源，提供及接受館際服務申請，達到資源共享之

目的。本館於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榮

獲 2 座獎牌：一為擔任小型會員館館際合作轉介服務館之服務獎；二

為 2011 年度 NDDS 服務量排名第七名之績優圖書館。

　　近三年本館提供及向外申請複印及借書的件數如下圖，以國外館

合而言，數量雖略有起伏，但申請件並不多，應是國內資源能滿足使

用者大多數的需求。就國內館合部份，在借書方面以本館提供他館為

多，而本館向他館申請則逐年減少；在複印件數部分，雖然一直以本

館提供他館為多，但無論是本館向他館申請，或是他館向本館申請，

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尤其是今年本館向他館的申請件數銳減近一半。

三、資訊檢索與利用教育

1. 電子資源使用

　　電子資源主要是透過資料庫指南、館藏目錄及電子期刊查詢系統

三個管道，來使用豐富多元且有不同檢索介面之中西文資料庫、電子

書及電子期刊。為加強電子資源管理，並進一步提升電子資源服務，

本館計劃更新電子資源服務系統。為能提供簡易便捷之整合查詢平台，

以及更有效率之電子資源管理工具，本館積極測試不同系統，提出功

能需求書進行採購，於年底完成，預計於 2013 年推出全新電子資源

服務系統。

　　本年度資料庫使用量前十名如下表，前十名資料庫與去年相同，

只是名次略有消長，顯示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有共通性及持續性。其中

法律資料庫即占 2 個，顯示使用者對法學資源有相當的需求；但使用

比例最高的當屬綜合性資料庫，尤其以查詢期刊文獻資料庫者明顯居

多。

2010-2012 年國內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統計

2010-2012 年國外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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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資料庫使用量前十名

排名 資料庫 2012 年排名

1 CEPS 電子期刊 ( 含華藝線上圖書館整合平台 ) 1

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NKI) 2

3 法源法律網 4

4 聯合知識庫 3

5 月旦法學知識庫 10

6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EBSCOhost) 6

7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 5

8 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CNKI) 7

9 JSTOR 8

10 ABI/INFORM Complete (ProQuest) 9

2.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為強化館藏資源的運用與服務，本館提供多種利用指導課程，每

學期由圖書館安排不同主題課程，同時接受老師或同學預約的指定課

程。為鼓勵師生參與，本年度二度推出「圖書館學問大：上課送好禮：

參加圖書館資料庫講習課程競賽活動」，出席次數最高之前 3 名，可

獲頒獎品。此外，為配合日益增多的外籍學生，本館特別開設英語授

課之團體課程與個別指導。對於學生的個別指導，安排研究生助理於

指定時間，在總圖或分館進行一對一教學；教師方面則是提供「圖書

館精靈」服務，由館員至教師研究室進行個別指導。近三年的資料庫

檢索課程分析詳見下表。

2010-2012 年資料庫檢索課程場次

2010-2012 年資料庫檢索課程時數

2010-2012 年資料庫檢索課程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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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於 2012 年獲得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TAEBC) 經費

補助，完成兩項電子書推廣活動：1.「圖書館電子書資源講習課程種

子教師訓練會」與「數位閱讀 • 圖書館電子書資源介紹」兩場教育訓

練；2. 編製課程延伸閱讀電子資源書單。

　　以配合廠商推出的有獎徵答活動型式之資料庫推廣，計有 17 種：

(1)「尋找超級分享星」airitiBooks 中文電子書有獎活動；(2) 

Taylor & Francis「行動查詢，一指搞定」有獎徵答活動；(3) 牛

津大學出版社 (UPSO) 幸運龍年資料庫有獎徵答；(4) Emerald 新興

市場案例研究全球徵稿活動；(5)「尋找超級分享星」airitiBooks

中文電子書有獎活動；(6) Taylor & Francis「行動查詢，一指搞

定」有獎徵答活動；(7) 牛津大學出版社 (UPSO) 幸運龍年資料庫有獎

徵答；(8) Emerald 新興市場案例研究全球徵稿活動；(9) RefWork

送您到王品吃牛排；(10) ProQuest 創業管理教案徵集大賽，高額

獎金等你拿；(11)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資料庫有獎徵答；

(12) Wiely Online Library 線上研究探索之旅；(13) 拿索斯音樂

資料庫 iMusic 有獎徵答；(14) 動手查、Sage 大獎獎不完；(15) 我

的研究夥伴：ScienceDirect 資料庫徵文活動競賽；(16) Web of 

Knowledge 有獎徵答；(17)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有獎徵

答。

　　此外，本館建置之數位學習網站，教材即時更新，本年度新增 10

種。

3. 主題資源指引

　　本館持續推出與學術、時事相關之主題資源指引，除提供主題定

義、館藏圖書及期刊文獻連結外，並介紹相關網站及組織整理相關之

網路資源，作為延伸館藏的運用。本年度新增主題有突厥語、幽默文

學、雲端運算、電子商務、舞蹈治療、國際公法、數位鑑識、傳播美學、

學習障礙與幸福力。

四、推廣活動

1. 東張西望之大師走過人間—林語堂生活展

　　本館與中文系及林語堂故居於 5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合辦「東張西

望—林語堂生活展」特展，在 5 月 3 日舉辦之開幕茶會，本校與東吳

大學兩校校長及多位長官與學者蒞臨指導。此次特展，除故居提供之

文物展品外，本館尚規劃多項活動：「好讀．好書．好友禮」有獎徵

答集點兌獎、「哈囉！大師我來了」打卡拍照上傳 facebook 票選以

及「我最愛的林語堂生活」讚箱投票。經線上問卷調查，整體活動滿

意度達 4.04（以 1~5 分評量，1 為非常不滿意，5 為非常滿意），填

答滿意者佔 60.87%，非常滿意者佔 22.36%。

2.「孫中山與美國」特展

本館於 6 月 6 日至 6 月 27 日與美

國在台協會資訊中心及國父紀念

館合辦「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

展，並於 6 月 7 日舉辦開幕暨贈書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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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日和約生效 60 週年史料展」

　　本館與國際事務學院及外交部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2 日合辦「中

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生效 60 週年史料展」，展覽內容包括「中

日和約」及與該約密切相關的「馬關條約」、「開羅宣言」、「波茨

坦公告」與「日本降伏文書」等關鍵歷史文獻複製品。

4. 新鮮人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新鮮人，Cheers」專題網頁為本館揭開迎新序幕，匯集了適合

政大新鮮人參與之各項活動，並設立教師專區，為新進教師介紹教師

專屬服務。

　　本館於 2011 年起參與書院之「學習生涯自我定位」新生通識認證

課程，本年度除了提供影片於超政新生營活動中播放外，並提供 3 種

認證課程：1. 政大圖書王進階班課程：解說圖書館電子資源與實體館

藏查詢技巧、學術倫理與書目引用方式；2. 政大圖書王闖關大冒險：

在總館和分館設置三個闖關關卡；3.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圖書館幸福

ATM。

　　2012 年本館特別為研究所新生推出資訊高手三等級課程，除開設

「圖書館攻略：研究生必知的研究資源與服務介紹」外，另提供入門

級、提昇級與深厚級三種服務供研究生選擇。

5. 二手書義賣

　　「你的舊愛 • 我的新歡」二手書義賣活動於 6 月開始募書，迴響

熱烈，共募得 4,500 多本書籍，在 10 月 1 日至 4 日於總圖大廳進行

義賣，所得計 252,350 元，捐出其中半數 126,175 元給 3 家慈善機

構：伯大尼育幼院、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而另半數 126,175 元則購買本館原以 VHS 型式收藏之經典電影

片 DVD，共購入 58 部影片。剩餘之 56 箱圖書，則寄給與陽光基金會

合作的二手書店，二手書店對這些圖書估價為 7,090 元，之後會捐至

陽光基金會，持續發揮愛心捐款。

近三年義賣所得使用狀況如下：

時間 義賣所得 捐贈機構

2012 年 252,350 元
伯大尼育幼院、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兒
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購置經典影片。

2011 年 132,200 元 伯大尼育幼院、勵馨基金會、購置經典影片。

2010 年 163,300 元
伯大尼育幼院、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購置經
典影片。

二手書義賣圖書館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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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書館週

　　「圖書館幸福 ATM」的圖書館週主題系列活動於 12 月 1 日啟動，

有 6 個子活動，分別為：「看電影找幸福」－影展、「幸福寫真」－

徵圖、「幸福特派員」－徵文、「幸福秘方」－書展、「幸福 DIY-

手作幸福」－手工藝、「幸福大富翁」－集點活動，希望本校師生透

過精心設計的活動，提升資訊素養，大一新生也藉由活動之參與，獲

得書院通識課程認證。

7. 圖書館參觀

　　本館以導覽、簡報等方式引導來賓參觀總館及各分館的實體配置

與服務設施。校內參訪以新生導覽為主，校外來賓包含海內外學人、

學術團體、大專院校團體以及高中團體等。本年度有日本大阪大學法

學部學者、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海峽兩岸會議之大陸貴賓、清大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聖約翰大學圖書館、立陶宛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韓國翰林大學、美國雪城大學、鄭州大學、吉林大學、

廈門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汕頭大學、佛

光大學、清華頂新兩岸領袖生、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政大附

中、高雄中學、高雄女中、新竹中學、新竹女中、景文高中…等，總

計達 67 場 1,370 人。

8. 借展活動

    中正圖書館大廳、梯間迴旋藝廊及二樓經典書房均開放校內系

所、社團借展，使館內時時充滿各種不同內容與形態的展覽，2012 年

借展情如下表：

時間 借展單位 展覽主題

1 月
政大攝影社 政大攝影馬拉松特展

創意花藝社 花藝展

2 月 臨池書法社 臨池社期初展覽暨交通安全宣導

3 月 政大尊重生命社 杜韻飛《生與殤》靜態攝影展

4 月
政大種子社 先總統 蔣公紀念攝影展暨開幕儀式

圖書館推廣組
東張西望：大師走過人間 - 林語堂生
活展

5 月 采虹美術社 期末美展

6 月
推廣服務組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

攝影研究社 政大攝影社期末社展

7 月
政大教職員工書畫社

慶祝八十五週年校慶社員學習成果展
覽

政大廣告系碩士班 單喜臨門：單親家庭公益廣告創作展

10 月

民族學系
服務學習課程：校園靜態模型創作展
示工作坊成果展

身心健康中心 心理測驗體驗暨推廣擺攤活動

數位平台 「暫時停止呼吸」預告展

外交部 / 推廣服務組 「中日和約」展覽

11 月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千千岩助太郎台灣高砂建築踏查特展

國 際 經 濟 商 管 學 生 會
（AIESEC）

AIESEC 海外成長計畫攝影展

引水人社團 引水人 - 校園參訪導覽靜態展

12 月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2012 外交影展

通識教育中心
教育部 2012 年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
釣魚台珍貴資料展

臨池書法社 第十九屆北區大專校院書法巡迴展

學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導
組

寒冬送暖：遺失物義賣小市集

2011-2012 年參觀訪問活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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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政大於 1954 年在台復校以來，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見長。在全

球性館藏 (Universal collection) 的願景下，本館為國內重要的人

文社會資源典藏館，且大學圖書館必須承擔為國家社會保存人類重要

文化知識資產之責任。

　　史料典藏的價值，旨在提供不同時代的研究者對於歷史事件的詮

釋依據，是建構研究的基石。史料是斷裂的歷史片段，有口頭傳說、

文字記載及實物遺址等三種。對研究者而言，書信、報告、當事人的

記載、同時期人的記載等直接史料，其價值與可信度最高，而不同類

型史料之間的交互印證，也日趨重要。是故，各種類型史料的保存與

利用，也是當前史料保存單位的重要課題。但由於實體史料的保存與

使用有其限制性，數位化史料能夠方便使用者近用，資訊技術與數位

內容的應用成為新的研究趨勢。因此，圖書館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資源

提供者，必須兼顧數位內容與實體資料的保存與服務。

　　圖書館配合本校學術研究重心以及數位人文研究的發展趨勢，自

2007 年起，因學校頂尖大學計畫之資助，開始進行數位化，初期為實

驗階段，以館內現有資源為標的，從事資料庫之建置。自 2008 年 2 月

組織重整後，圖書館正式成立「數位典藏組」( 以下簡稱數典組 )，設

置組長 1 人，館員 3 人；2010 年 7 月起，因業務內容擴展與頂尖大學

計畫經費之支持，增設專任助理 1 人，以 5 人的組織編制，積極進行

數位典藏作業，對內規劃本校學術資源與特藏數位化；對外爭取特色

館藏與合作夥伴。2013 年更進一步將特藏管理納入數典組職掌，便於

進行珍貴史料的數位化與加值應用，以整合實體與數位史料服務，提

供讀者更便捷的使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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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典藏內容建置與成果推廣

　　在數位典藏工作方面，大致可分成二方向，一為校內學術資源數

位化；另一為校外資源之數位典藏。而校外資源之徵集依循二種途徑：

一是與史料單位之合作；另一為主動徵集特殊史料建置而成。數典組

已公開使用的數位典藏成果包括：臺灣總督府府（官）報、民俗臺灣、

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茶言觀政：政大校園影像記憶

網等，簡略介紹如下：

1.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合作案與成果發表
會

　　數典組成立之初，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共同建置「臺灣總

督府府 ( 官 ) 報資料庫」。本資料庫彙集臺灣總督府於日治時期發行

的府報及官報，其性質等同於今日之政府公報，內容除了臺灣總督府

頒布之各項法律、行政命令及重要行政措施外，亦包含人事、通信、

財政、司法、 警察、統計、衛生等面向之資料。

　　本合作案，自 2008 年 7 月起至 2010 年 12 月止，為期二年半時

間，本館負責系統平台建置、臺灣文獻館負責資料建檔與數位化工作，

雙方透過例行會議之討論，先後提出後設資料欄位及系統需求書，並

依需求書完成府報資料庫系統平台之建置。其介面可分為管理者端與

使用者端二部份，一方面提供臺灣文獻館資料匯入、資料更新等功能；

另一方面讓使用者可透過瀏覽與查詢方式利用府報資料庫。而數位內

容部份，府報發行 13,027 期，臺灣文獻館委外掃描，共完成 6 萬餘

影幅、後設資料建檔 135,969 筆。本資料庫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舉行

成果發表會，邀請學者專家評介府報的重要性，展示資料庫的系統功

能，及使用心得的分享與交流，與會學者專家均表贊許。

2.「《民俗臺灣》數位典藏」成果發表會與「生活 ‧
藝文 ‧ 地方智慧 —民俗臺灣文物展」

　　《民俗臺灣》是日據時期所發行之刊物，以「風俗習慣的研究與

介紹」為旨趣，是研究臺灣日據時期社會、文化、文學、藝術及民俗

之重要史料。但因社會環境的變遷，資料散佚嚴重，對於研究者言，

要想一睹該刊內容皆非易事。《民俗臺灣》資料庫是數典組第一個自

行建置完成的專案，於 2010 年 11 月舉行成果發表暨文物展。一方面

介紹資料庫內容及系統功能，方便研究者利用數位化成果；另一方面

洽得民俗文物家郭双富先生，提供雜誌內的相關文物供本館展覽，以

讓本校師生可從實物對照資料庫中之介紹文字，更了解早期臺灣庶民

文化。本資料庫徵得古亭書屋負責人高賢治先生之同意，以古亭本做

為資料庫建置之依據，共計有 3,519 影幅、1,366 筆後設資料，提供

校內教學與研究之參考。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資料庫公開之初，因尚未取得作者及原始發

行人同意，全文影像資料僅於圖書館數位學習區內提供單機使用。為

使本資料庫能夠讓更多人使用，數典組在台灣文學館鄭蓮音研究員與

張良澤教授協助下，取得池田鳳姿（黃鳳姿）女士聯絡方式，並商請

日文系傅琪貽教授協助聯繫與說明後，已於 2012 年 9 月取得池田敏

雄及池田鳳姿夫婦的授權，同意於網路上公開兩人的著作全文，便於

研究者查詢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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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數位典藏與推
廣活動

　　本計畫是以 1950-1990 年代臺灣人民於海外所發行的政論性刊物

為標的。臺灣從專制到民主的演變過程中，海外臺灣人民在僑居地資

訊充分與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曾經對臺灣政治制度的改革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包括思考、辯論、發聲、啟迪，這一段歷史的縮影記錄於當

時海外臺灣人民所發行的政論性刊物。然而這些刊物大部分為非正式

出版，發行量少、資料散佚、國內罕見，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已經

面臨逐漸流失的嚴重危機。本計畫以台文所陳芳明教授所藏之刊物為

起始點，透過聯繫與拜訪國內外藏有史料的個人與單位以徵集相關史

料，並尋求協助與商借史料予本館數位化，甚至赴美洽談，獲得臺灣

同鄉捐贈或同意商借史料，使本資料庫的收錄範圍更趨豐富。

　　因資料的範圍與數量甚眾，資料庫建置工作相當繁重耗時，為滿

足社會大眾使用需求，故先於 2011 年 10 月 14 日於商學院國際會議

廳舉辦「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成果發表會，讓資料

庫先公開利用。發表會活動包括海外刊物之創辦人座談、專題演講與

論文發表，計有 135 位專家學者蒞臨參與。成果發表會後，本計畫獲

得各方肯定，也因此陸續獲得學者與先進提供所藏刊物，使資料庫收

錄刊物更趨完整。至目前為止，共收有 145 種期刊，27 種書籍，後設

資料建檔 6 萬多筆，影像掃描超過 17 萬餘影幅，並製作 3 種刊物之電

子書 631 本。更爲使史料數位化後能方便使用者易於網路上公開近用，

故積極爭取著作權人之公開授權，透過信件往返與登門拜訪，今已獲

得 68 份授權書與 2 種刊物的電子書授權。除藉以保存此些珍貴的海外

史料外，更提供社會大眾瞭解海外臺灣民主運動之演變過程，做為臺

灣研究之重要資產。

　　本館史料數位化除保存之目的外，更致力於推廣與應用，及學術

研究之支援，故於 2012 年舉辦「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做為研

究者意見交流之平台，獲得與會者熱烈迴響。主題式的學術研究資源

本屬小眾市場，且需累積方能發揮其影響力，因此，論壇不僅是推廣

的活動，更規劃將論壇上發表的文章集結出版，以期發揮學術傳播的

力量。本次論壇與 2011 年資料庫發表會時之相關論文將收錄在《左

翼 • 民族》一書

4. 見政　84 光年—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展

　　「茶言觀政：政大校園影像記憶網」是以國科會 2007 年數位典

藏計畫技術分項公開徵選計畫為藍本所建置的網站，計畫目標為建立

Web 2.0 平台雛型與服務模型，用以經營校園社群，讓政大人利用靜

態影像與文字，訴說政大人的故事，串連各個世代政大人的共同記憶。

網站於 2008年 12月 9日啟用，目前網站內容包括超過 51,500 張照片、

1,500 本相簿、96,000 筆標籤、6,300 個標籤詞彙。為推廣本網站內

容，配合 2011 年校友返校日活動，於 5 月 14 日至 31 日在圖書館大

廳舉行「見政 84 光年—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展」，活動內容包含

靜態影像展覽、校園影音短片播放、手工圖文書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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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藏資料徵集與整理

　　圖書館是典藏人類文明的重鎮，世界一流大學圖書館莫不重視其

特藏，積極徵集珍稀史料，以彰顯其獨特性與學術地位。數典組徵集

之特藏資料，約略可區分成下列三大方向。

1. 政大學術名人

　　政大立基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培育出不計其數的優秀人才，亦

為學術界所景仰，因此，會有相關的捐贈資料入館，目前已整理出的

代表性特藏資料如下：

　　(1) 方豪院士捐贈資料，有許多清朝珍貴手稿、日治時期資料及

天主教相關書信文件，是臺灣史與宗教史的珍貴史料；

　　(2) 黨政名人捐贈資料，如程天放先生，將其生前藏書、照片及

書房周邊用品捐贈圖書館典藏；

　　(3) 政大學術史料，以本校退休教授為主，如高明教授、何啟民

教授之捐贈，除了著作手稿外，與早期的儒學、國學、史學研究者，

多有書信交往，從這些書信往來中，或可見到學術交流與擴散的軌跡；

　　(4) 政大校友捐贈資料，如劉文甫先生，將其身邊保留的父親龍

瑛宗先生親筆所寫的五封家書，慨然捐予本館典藏。

2. 藝文名家手稿

(1) 陳芳明教授手稿典藏暨「書寫就是旅行」展

　　本校台文所所長陳芳明教授將其近三十年 (1983-2011) 來的書寫

手稿，共 1,669 件致贈本館永久典藏，並已數位化。手稿裝載著陳教

授之寫作心血結晶，記錄著其漂流生命之點點滴滴。為感念其美意，

特於 2009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30 日，於圖書館二樓經典書房舉辦手

稿著作展，向其文藝創作與學術成就致敬。展櫃中之陳列，以手稿一

文帶出此次展覽之緣起，並由詩、散文、歷史、閱讀筆記、學術研究、

雜誌編輯、新書及作品集等不同面向，將手稿與著作並列，呈現出不

同旨趣。

書寫就是旅行 - 陳芳明手稿著作展

　　余光中教授一生

從事詩、散文、評論、

翻譯，自稱為寫作的

四度空間，對現代文

學影響既深且遠，遍

及兩岸三地的華人世

界，享譽全世界。將

其手稿、文宣品、海

(2) 余光中教授手稿典藏暨「美感經驗之互通：靈感一大來

源」講座

「美感經驗之互通：靈感一大來源」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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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鄭世璠先生捐贈資料

　　鄭先生為台灣早期畫家，擅於收藏資料，且興趣廣泛，凡是美的

東西無不在其收藏範圍內，小至一小紙片都精心保留著。其家人將其

所藏悉數捐贈本館，從中獲得完整的一套原版《民俗台灣》，意外補

足館藏之缺憾。另有手稿、書信等，目前資料尚在整理中。

　　除以上所提外，尚有張曉風教授、朱浤源先生等，亦表示願將其

所藏捐贈，故陸續接洽與整理。由於每一份手稿都是孤本，隨著電腦

打字的普及，手稿也越來越珍稀，名人手稿不僅具有學術價值、文獻

價值，還具有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名家手稿之典藏，豐富了本館特

藏資料。

3. 近現代政治與社會發展史料

　　數典組著手整理本館特藏，其中的民國時期書刊為研究中國近現

代史的重要史料，因中國大陸經過文革等社會動盪，民國時期的書刊

已不多得。此外，民眾團體資料則是藏有 1950 年代以來，各個民眾

團體呈報的組織章程、會議記錄等灰色文獻，是當時民間社團與學術

組織的活動以及社會網絡的第一手紀錄。另一方面，透過臺灣政治與

社會發展海外史料數位典藏計畫，數典組獲得多方捐贈，包括國內罕

見的圖書刊物、傳單與書信等，記錄了海外華人關心國家與社會發展

的種種言論。

　　為了拓展特藏資料的徵集管道，數典組亦積極建立公共關係，主

動聯繫邀集專家學者、藝文名人或是蒐藏家，舉辦相關展覽、講演等

活動，也積極進行各類型合作案，一方面使本校師生能擴展學術視野，

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增進友好關係，奠定互信基礎。

　　「一首詩的完成－楊牧手稿及著作展」即是配合本校台灣文學所

舉辦之楊牧文學系列活動，展出手稿資料及著作專書，手稿資料展出

14 件作品，以詩為主軸，散文為次。數典組亦由新聞系林元輝教授引

介，與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合作，製作發行《二二八事件

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電子書。

報、聘書等文物 110 件捐贈本館典藏。並於 2010 年 5 月 24 日應邀至

本校舉行講座，帶領聽眾一起欣賞達文西、梵谷、劉國松等藝術家作

品，並朗誦他為這些作品所寫的詩詞，讓與會聽眾經歷一場美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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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詩的完成－楊牧手稿及著作展

四、政大機構典藏

　　政大機構典藏系統蒐集、組織、保存本校學術社群（包括各系、

所、單位、研究中心之教師、研究人員、職員及學生）之研究成果，

以數位形式集中典藏於圖書館的平台上，透過開放取用的模式與全球

接軌，共同分享豐沛的知識資產，促進學術交流。

　　本館於 2008 年 6 月正式啟動本校機構典藏服務平台，陸續擬訂相

關政策文件，分階段進行典藏及推廣計畫，先期作業為蒐集指標性老

師與研究中心產出，接著擷取與匯入本校學位論文、國科會及其他計

畫報告。並在頂大經費支持下，積極推動「政大機構典藏績效成長補

助方案」，協助老師回溯在校期間的學術研究成果，分二階段進行期

刊論文、會議論文與非國科會研究報告上傳意願調查作業。同時編訂

「學術期刊出版社著作權政策參考表 2010 年版」，以本校各系所老

師之主要投稿期刊為調查範圍，彙整各個領域期刊之著作權授權策略，

提供老師上傳全文著作時的授權政策參考，減輕著作權疑慮與查核負

擔。為增加機構典藏的整體書目量與品質，因此，作業重點著眼於新

資料的入藏以及書目加值，並持續進行推廣活動，鼔勵老師授權典藏。

　　本系統採開放典藏內容，提供各種重要學術搜尋引擎自動索

引，透過網路的傳導，廣增本校學術研究成果之影響力。由西班牙

網路計量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INDOC-CSIC） 網 路 實 驗 室（Laboratorio de 

Internet）於 2012 年所發表的「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名」（Top800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政大排名世界第 78 名，台灣第

4 名。機構典藏為長期發展計畫，須不斷地更新與充實內容，以維持

資料庫的完整與新穎，並善用各種方法及管道增加政大機構典藏能見

度，以提升本校整體學術競爭力，目前共收錄書目 50,449 筆、全文

16,29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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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望

　　大學圖書館肩負支援教學與研究的重要任務，而本校為研究型的

頂尖大學，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見長，以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資源

重鎮為發展目標，在有限的資源之下，除了重視典藏史料珍貴原件的

保存與利用，也積極應用數位資訊技術提供研究者更多學術研究資源

與工具的可能性。

  數位史料的優點包括容易傳輸、加值應用，缺點是有失真的風險、

易變造、缺乏判讀詮釋的文本背景（Context），實體史料的優點則

是呈現直接史料證據，有文物典藏的號召力與磁吸效果，但保存不易

與使用不便。人文與史學研究仍然講究見到實體史料證據，而數位史

料與資訊技術的應用能夠提供人文史學研究的新視角。因此，圖書館

在數位典藏與特藏管理方面，應強化特藏價值、健全典藏環境，並持

續整合實體與數位史料應用，支援數位人文研究。

1. 強化特藏價值

　　特藏的判別，除了年代因素外，仍應由學科專家進行鑑定較為妥

適。由於館員難以全盤通曉各個學科研究需求，亦無法判定史料的重

要性為何？是故，以長遠計，圖書館若能成立由學者專家所組成的特

藏鑑定委員會，較能精確判定史料之價值。在委員會成立之前，則可

暫由透過學科館員或配合校內的數位典藏或數位人文研究計畫，請校

內外的學者專家協助鑑定或挑選個別主題，進行點校、重新出版等加

值工作，賦予學術價值，使本館特藏精緻化。

　　另一方面，透過學者專家的協助，能瞭解特藏使用的頻率與原因，

有助於辨別珍善本或孤本，以及評估特藏數位化的優先順序，將年代

久遠書況不佳但使用頻率高的特藏優先數位化，避免提供原件，以延

長史料的保存期限。

2. 健全典藏環境

　　特藏管理除了入藏原則外，如何永久保存特藏資料更是重要，其

典藏環境的要求包括溫濕度控制、防水、防火、防蟲、防盜、燈光及

清潔等措施，都較一般書庫為嚴格。除了確保本館特藏資料保存的安

全，對於捐贈者而言，資料是否能獲得良好環境之保存，或有制度的

提供大眾利用，是影響捐贈意願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特藏室也需

提供讀者服務空間。一般而言，特藏的使用者多半是為了研究目的而

使用，因此，特藏室除了史料的展示的教育意義之外，也需在資料安

全的前提下，提供讀者一個舒適的使用環境。

  數典組曾於 98 年間參訪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圖書館特藏室，

汲取特藏室規劃經驗，依據特藏資料標準典藏環境的要求，初擬特藏

室空間規劃，結合閱覽、展示與研究的功能，以求建立完善的特藏環

境及特藏資料的應用。然因中正圖書館舊有建築改建標準庫房不易，

期於新館規劃時將具標準典藏環境的特藏室納入，以使本館的特藏資

料之保存得以永續。

3. 整合史料應用

  特藏室與國研分館因特殊時空背景，藏有許多近現代史的重要史

料，是本館建立近現代學術研究資源的基礎。圖書館之資源有限，雖

無法以一己之力廣納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但可持續透過珍貴資料捐

贈與合作夥伴，整合各項史料資源與服務。本校圖書館結合雷震中心、

人文中心、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整合中國近現代史學術研究所需之各

項實體與數位的學術研究資源的成果。

4. 支援數位人文研究

  數位人文研究是數位典藏、資訊科技與人文研究者三者互動的新興

領域，不但擴大人文學科研究的素材範圍，也因數位典藏成果與資訊

科技的結合而產生新的應用。透過數位化資訊，能發掘出新的研究主

題及素材，使其後續有更深度的研究意義與更寬廣的成果空間。數典

組將繼續發揮知識組織的專業，與學科專家合作進行數位內容的建置

與加值應用，扮演資訊技術人員與人文社會研究者的溝通橋樑，提供

數位人文學者進行跨領域研究所需之素材。



第六章、數位典藏組回顧與展望第六章、數位典藏組回顧與展望

80 81

六、結語

　　數典組業務發展的歷程，是圖書館內部橫向組織跨組合作的展現，

藉由特藏資料的徵集、典藏與數位科技的應用及展示，結合行政、典

閱、系統及研發等組的業務專長與支援，使每一主題式數位典藏從資

料與系統建置至成果展示，延伸至加值與推廣應用，在每一環節中再

再呈現組織間合作的軌跡。

　　數典組在本館內屬小型編組，在有限的人力編制下，為使業務得

以順利拓展，除了跨組間的支援與合作外，借助校內外學者及專家的

學術資源與支持，是極為珍貴的無形資產。有些學者專家本身就是特

藏資料的典藏與捐贈者，或是某主題研究的翹楚，經由他們繁茂的學

術與人際網絡，提供了數位典藏內涵的深度與廣度。數位典藏著重資

料的內容詮釋，而主題研究者給予在內容詮釋上的協助與回饋，亦是

數典組倚重的助力。

　　在此數典組業務發展已屆五年之際，回顧過往，記錄運作與經營

的歷程，期望在已有的經驗傳承下，未來能有更具視野的延續與擴展。

七、數位典藏大事紀

日    期 項   目

2008 年 2 月 1 日 圖書館組織重整，設立數位典藏組。

2008 年 6 月 本館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府報合作案，簽訂合作協
議書。

2008 年 6 月 拜訪陳芳明老師，陳老師應允捐贈 1983-2007 年著作手稿予
本館，並同意與本館合作建置「臺灣民主運動海外史料資料
庫」。

2008 年 9 月 完成陳芳明老師捐贈 1983-2007 年手稿清點整理與清單校對，
總計 1,204 件，6,782 頁。

日    期 項   目

2008 年 9 月 27 日 配合政大校友服務中心之揭幕活動，由吳思華校長按鈕正式啟
用「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網」。

2008 年 10 月 負責「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網」推廣。

2009 年 4 月 15 日
至 5 月 30 日

舉辦「書寫就是旅行：陳芳明手稿及著作展」開幕茶會暨展覽。

2009 年 5 月 4 日 與研發處合辦「書寫就是旅行 - 我的教書、讀書與寫書」陳芳
明教授專題講座。

2009 年 7 月 國立中山大學余光中教授應台文所陳芳明所長之請，同意將著
作手稿贈予本館收藏。

2009 年 9 月 18 日 館長、陳所長及數典組同仁拜訪余教授後，攜回余教授兩份手
稿。

2010 年 2 月 25 日 本館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舉辦「臺灣總
督府府（官）報資料庫」成果發表會，發表會的內容主題包含
資料庫展示與應用、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評介及資料庫使用
分享與交流等。

2010 年 4 月 29 日 拜訪國立中山大學余光中教授，取回所捐贈之手稿、文宣品、
海報、聘書等文物，共 110 件。

2010 年 4 月 30 日 英文系林質心老師轉贈陽明大學張曉風教授早期劇作《第三
害》手稿（寫於 1975 年）予本館。

2010 年 5 月 24 日 余光中教授應台文所陳芳明所長及本館邀請舉行演講，講題為
「美感經驗之互通：靈感一大來源」。

2010 年 9 月 24 日
至 10 月 3 日

舉辦「一首詩的完成—楊牧手稿暨著作展」開幕茶會暨展覽。

2010 年 9 月 28 日 鄭安宏先生捐贈畫家鄭世璠先生收藏的文物、圖書等予本館。

2010 年 11 月 16 日
至 28 日

舉辦《民俗臺灣》成果發表會暨「生活 ˙ 藝文 ˙ 地方智慧—
《民俗臺灣》文物展」，活動包含資料庫說明暨系統展示，與
近 70 件臺灣文物展覽。

2011 年 1 月 西班牙網路計量中心公布「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名」，政大機
構典藏系統全球排名為第 63 名。

2011 年 3 月 7 日 拜訪白鷺鷥基金會董事長陳郁秀女士，洽談盧修一先生贈書及
海外史料授權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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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2011 年 4 月 7 日 拜訪尉天驄教授，請益相關史料徵集之議題。　

2011 年 5 月 14 日 
至 31 日

配合校友返校日活動舉行「見政 ˙84 光年—茶言觀政校園影
像記憶展。

2011 年 5 月 14 日 已故歷史系何啟民教授之夫人 - 李田英師母捐贈何教授遺著手
稿。

2011 年 7 月 西班牙網路計量中心公布「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名」，政大機
構典藏系統全球排名為第 55 名。

2011 年 10 月 14 日 於商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
庫」成果發表會。

2011 年 11 月至 12
月

歷史系呂紹理主任於 11 月起，與四位研究生配合課程進行《尺
素頻通》內容點校工作。

2012 年 1 月 西班牙網路計量中心公布「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名」，政大機
構典藏系統全球排名為第 57 名。

2012 年 4 月 「民俗臺灣」資料庫加入檔案管理局「2012 年檔案資源整合
查詢平台（Archives Cross Boundaries，簡稱 ACROSS）擴
充計畫」。

2012 年 4 月 台大資工系高成炎教授捐贈海外史料一箱，共 96 件。

2012 年 4 月 23 日 至研究室取回陳芳明教授贈與本館之 2010 年、2011 年著作手
稿及 2007 年日記。

2012 年 5 月 台大資工系高成炎教授再次捐贈海外史料一箱，共 77 種 323
件。

2012 年 6 月 特藏室相關資料管理及作業程序完成初稿

2012 年 7 月 西班牙網路計量中心公布「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名」，政大機
構典藏系統全球排名為第 78 名。

2012 年 7 月 校友劉文甫先生為文學作家龍瑛宗先生之子，致贈本館五封龍
瑛宗先生的日文家書手稿並附捐贈同意書，並對每封書信的內
容加以註解說明。

2012 年 8 月 商請日文系傅琪貽老師協助與居於東京的池田鳳姿女士聯繫，
徵求池田敏雄先生及池田鳳姿女士發表於《民俗臺灣》中著作
授權。

日    期 項   目

2012 年 8 月 商請台史所林果顯老師偕同博士生唐屹軒同學至特藏室協助現
存特藏室圖書之保存鑑定。

2012 年 9 月 18 日 收到池田敏雄及池田鳳姿之授權書，同意本館可數位化《民俗
台灣》上之著作，並公開傳輸利用。

2012 年 9 月 26 日 拜訪陳鼓應老師，經陳老師引介《大學雜誌》發行人陳達弘先
生，陳先生提供《大學雜誌》第 37 期至 60 期於當時檢查制度
下未能刊行的特殊保留版本予本館攜回進行掃描。亦與陳老師
討論口述歷史的相關問題。

2012 年 11 月 8 日 程寶珠女士與汪琪老師等四人，蒞臨本館參觀天放先生捐贈之
文物。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推廣活動 -- 政大數位
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2」於綜合院館 1 樓視聽教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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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 西班牙網路計量中心 2012 年 1 月「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
名」，政大機構典藏系統全球排名為第 57 名，台灣排名第
3。

• 1 月 7 日 ~2 月 29 日於總圖二樓經典書房展出 2011 開卷好
書獎書展。

2012 年 2 月

• 社資中心 2 月 1 日起正式開放「叢書外借」。

• 2 月 8 日自動化系統 Millennium 升級為 2009B 1.4 版。

• 2 月 11-13 日新增中正館與商圖靠窗單人閱覽桌椅。

• 2 月 20 日起視聽資料「公播版」每次借用改為以一個片盒
為限，「家用版」每次借用改為以三片光碟為限。

• 2 月 29 日社資中心一樓整修完成。

2012 年 3 月
• 2012 年 3 月 7 日馬總統蒞臨社資中心參加雷震研究中心開

幕。

2012 年 4 月

• 4 月 5 日自動化系統主機之作業系統升級至 RedHat5。

• 4 月 13 日「互動研討室」及「調查訪問室」正式揭牌啟用。

• 社資中心 4 月 17 日開放西文學位論文外借服務。

• 出版 2011 年圖書館年報。

2012 年 5 月

• 5 月 1-30 日與本校中文系及林語堂故居合辦「東張西望—
林語堂生活展」特展。

• 5 月 16 日舉辦「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發表會。

• 出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五十周年：回顧與展
望」。

• 開始執行調查訪問業務並進行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2012 年 6 月

• 6 月 5 日及 14 日於數位資源學習區檢索教室舉辦論文上傳
說明會。

• 6 月 6-27 日與美國在台協會資訊中心及國父紀念館合辦「孫
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並於 6月 7日舉辦開幕暨贈書儀式。

2012 年 7 月

• 7 月 2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讀者權益確認書」正式上線，
自 101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需瞭解其權利與義務並線上簽署
後才能開始借閱圖書。

• 7 月 2 日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改為限於社資中心使用且系統
不提供下載及複製功能。

• 7 月 6 日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海峽兩岸會議大陸學者一
行 35 人至本館參觀。

• 西班牙網路計量中心 2012 年 7 月「世界機構典藏網站排
名」，政大機構典藏系統全球排名為第 60 名，台灣排名第
2。

第七章、2012 圖書館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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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 8 月 17 日自動化系統 Millennium 目前內碼由 CCCII 轉置
為 Unicode。

• 8 月 20 日傳圖完成館藏盤點作業。

• 8 月 22 日完成「數位資料管理系統」採購評選會議。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圖書館合作出版之林元
輝老師專著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電子
書製作完成。

2012 年 9 月

• 9 月 6 日完成「電子期刊與整合查詢系統」採購評選會議。

• 9 月 12 日邀請台大陳書梅教授於逸仙樓一樓會議廳進行「大
學圖書館館員面對刁難讀者之服務策略 -- 從情緒勞務的觀
點談起」。

• 9 月 26 日舉辦學術期刊資源網系統功能暨授權說明會。

2012 年 10 月

• 10 月 1-4 日舉辦「你的舊愛 ˙ 我的新歡」二手書義賣活動。

• 10 月 4 日舉辦「政大金點獎：全校創意數位內容競賽」說
明會。

• 10 月 25-30 日與本校國際事務學院及外交部合作舉辦「中
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生效 60 週年史料展」，並於 25
日下午由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出席史料展揭幕儀式。

• 推出「新鮮人，Cheers」專題網頁，匯集適合政大新鮮人
參與之本館各項活動，以及圖書館服務簡介，並設立教師專
區，為新進教師介紹教師專屬服務。

2012 年 11 月

• 11 月 5 日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親率黨務主管共計 7 人蒞
臨社資中心參訪。

• 11 月 8 日程寶珠女士與汪琪老師等四人蒞臨本館參觀天放
先生捐贈之文物。

• 11 月 12 日與國民黨進行孫中山紀念圖書館託管簽約儀式。

• 11 月 13 日舉辦「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推廣
活動 -- 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2」。

• 11 月 19 日下午召開調查訪問室諮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 11 月 30 日與師大圖書館完成兩校一卡通聯合服務簽約。

2012 年 12 月

• 12 月 1-10 日推出「圖書館幸福 ATM」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 12 月 14 日進行行政服務品質評鑑會議。

• 完成本校教研人員學術合作網絡分析模型 v1.0，功能有：
教師個人像片顯示，支援教師 (Node) 個人著作列出及共同
著作 (Link) 列出，以及特定點瀏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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