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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組 孫沛君專員 

壹、分析背景與目的 

城區分館自 102年 9月開學後啟用兩間研討室，為師生提供良好的學術交流與討論空間。

讀者可於圖書館開館時間內至借還書櫃台登記借用，或透過電話預約。近年來，學期間每月

借用研討室的讀者數均達百人。111學年度圖書館滿意度調查，讀者建議增設「線上預約研討

室」功能，以提升使用便利性。為回應讀者需求，本館即著手規劃，經測試作業完成後，於

112 年 12月 15日於城區分館試行。 

為評估線上預約服務之效益，比較開放線上預約前後之使用情況，透過數據觀察借用行

為，探討管理優化之方向，藉以進一步提升服務效能。 

 

貳、線上預約功能說明 

自 112年 12月 15日起，城區分館研討室除了可臨櫃登記、電話預約外，開始提供平日

線上預約服務功能，透過全校郵件公告、圖書館官網、Facebook 粉絲專頁宣傳，並上傳預約

流程說明教學影片至本館 Youtube 頻道，供讀者瞭解預約流程。同時，圖書館在借還書櫃台

擺放了研討室開放線上預約的宣傳海報，並於讀者臨櫃登記或借用時，主動宣導除電話及臨

櫃登記外，讀者現可利用 24小時線上預約服務，鼓勵多加使用。 

 

一、線上預約功能介紹 

透過 Alma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在館藏目錄建立「研討室(seminar room)」書目，

以本館研討室使用規則設定相關參數，讓本校的教職員生在登入個人帳號後，透過圖書館

官網查看城區分館研討室的可預約時段，並進行預約，相關規則如下： 

1.開放預約時段：開館時間至閉館前 10分鐘。 

2.限在校教職員生預約使用。 

3.使用人數 3至 6人。 

4.申請時間以 10分鐘為單位，單次最多 4小時。 

5.每位使用者皆需至借還書櫃台押有效證件。 

6.週六、日請臨櫃辦理。 

7.預約保留時間：逾十分鐘未辦理借用手續者，視同棄權。 

 

二、使用者操作方式 

讀者登入個人帳號後，在館藏目錄中查詢「研討室」，查得書目後選擇欲預約的空間，

透過點選「預約/調借」功能，即能查看近兩週內可預約的時段並提出申請。讀者也可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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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預約情況或取消。詳細操作流程如下說明： 

 

【圖 1研討室預約操作流程─登入後搜尋關鍵字】 

 

 
【圖 2研討室預約操作流程─點選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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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研討室預約操作流程─查看可預約時段】 

 

 

【圖 4研討室預約操作流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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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研討室預約操作流程─查詢預約情況及取消預約】 

 

三、宣傳方式 

 

 
【圖 6 研討室線上預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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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範圍與方法 

一、時間範圍： 

線上預約服務執行截至 113年 12月 14日屆滿一年，故以此段時間內使用之數據進

行分析，以了解線上預約服務是否符合需求。 

二、資料來源： 

以統計臨櫃、電話、線上預約登記使用數據及 112 學年度圖書館滿意度問卷調查之

結果作為分析之依據。 

三、分析方法： 

為了深入了解研討室的使用情況，本報告採用數據統計、趨勢分析及不同學院/單位的

對比來進行綜合評估，從多個角度探討借用現況與可能的改進方向。 

(一)數據統計： 

收集並整理研討室的借用數據，以量化方式呈現使用情況，主要指標包括： 

1.總借用次數：計算特定時間範圍內的研討室借用次數，觀察整體使用規模。 

2.時段分布：統計不同時段（上午、下午、晚間）的借用情況，找出高峰期與低使用

率時段。 

3.使用者類別：區分借用者身分（學生、教師、職員等），除了解各群體的需求，亦

可了解主要使用對象，可提供日後環境改造之參考。 

4.預約與實際使用狀況：分析預約後未實際使用的比例，找出可能影響使用率的因

素，如預約後未報到、臨時取消等。 

(二)趨勢分析： 

線上預約開放時間雖僅有 1 年，但透過長期數據的比較與變化趨勢，當可掌握研討

室借用情況的發展方向： 

1.年度或學期比較：分析不同學期、學年度的使用情況，觀察需求是否有增長或下

降的趨勢。 

2.週期性變化：比較學期初、中、末的借用頻率變化，評估是否與考試週、報告繳交

時間等因素有關。 

 (三)不同學院/單位的對比 

為了進一步了解各學院或單位對研討室的需求與使用模式，本研究將對不同學院的

借用情況進行比較分析： 

1.借用頻率：統計各學院借用研討室的次數，找出使用較頻繁的學院。 

2.偏好時段與借用行為：分析不同學院的高峰使用時段，評估是否存在特定學院在

某些時段需求較高的情形。 

3.借用目的與模式：探討不同學院或學系的學生是否更傾向於團體討論、報告準備、

課業輔導等特定用途，從而調整場地配置與管理方式。 

 

透過上述分析方法，我們將能夠全面掌握研討室的使用現況，找出可能的問題與改善

方向，進一步優化預約管理機制，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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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討室使用情況分析 

一、借用情況分析 

(一)借用次數大幅提升 

根據統計數據，113 年研討室的借用總次數達 811次，相較於 112年的 509次，增加

了 302次，增幅高達 59.3%。這一顯著的成長趨勢反映出研討室使用需求的持續提升，可

能與線上預約系統的便利性提升、圖書館推廣措施的加強，以及學術與課業討論需求的增

加等因素有關。這也進一步凸顯了研討室在支持學術活動與促進學生活動方面的重要性。 

從年度借用趨勢來看，研討室的使用頻率與學期間的課業需求高度相關。數據顯示，

學期末（10月至 12月）為使用高峰，借用次數明顯增加，可能與學生準備期末報告、專

題討論及學術交流活動增多有關。而在寒暑假（2 月、7 月、8 月），研討室的借用次數

則大幅下降，顯示出假期期間學生與教師對研討室的需求明顯減少，可能與課程暫停、校

園人流減少有關。 

 

 

【圖 7城區分館研討室近兩年借用次數】 

 

研討室的借用次數呈現學期間需求較高、寒暑假需求較低的明顯趨勢。無論是 112 年

還是 113 年，研討室的使用需求在 3 月至 6 月以及 9 月至 12 月期間顯著增加，反映出教

職員生在學期中對於討論、會議及報告準備空間的高度需求。例如，112 年 10月的借用次

數為 84次，而 113年 10月則增至 125 次，顯示學期中的研討室使用率不僅維持穩定，甚

至呈現成長趨勢。 

相較之下，寒暑假（2月、7月、8月）的研討室使用次數則明顯較低，尤其在暑假期

間，由於課程暫停、學生與教師學術活動減少，借用需求大幅下降。例如，112年 7月與 8

月的借用次數分別僅 1 次與 6次，而 113年則分別提升至 7次與 18次。儘管 113年暑期的

使用率較前一年有所回升，但整體仍符合寒暑假期間低需求的特徵。 

這一趨勢顯示，研討室的使用與學期節奏密切相關，未來在管理與資源配置上，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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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同時期的需求波動進行彈性調整，例如在學期高峰時段優化預約機制、提高空間利用

率，並在寒暑假期間探索更多元的借用方式，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並滿足不同族群的需求。 

整體而言，研討室的使用趨勢與學期時間安排呈現高度一致的規律性，未來在資源配

置與預約管理上，可針對高峰時段優化使用機制，例如適當調整預約規則、增加提醒機制，

確保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與有效性，進一步提升研討室的使用效率與服務品質。 

 

(二)熱門借用時段為 15 點至 17點 

根據分析結果，113年研討室的使用高峰主要集中在下午與晚間時段，其中 15:00至 17:00

為最熱門時段，使用次數高達65次，顯示該時段的需求最為旺盛。緊隨其後的是18:00至21:00，

使用次數達 60次，同樣維持高使用率。此外，13:00至 15:00的使用頻率亦不容忽視，達 47次，

顯示午後時段整體需求較高。 

這一趨勢與大學生的課程安排密切相關，下午與晚間通常是課程結束後的討論或課業

準備時段，因此研討室的使用需求格外突出。在此情況下，應特別關注借用者的準時報到

與使用管理，確保研討室能夠有效流轉，避免空間閒置或佔用過長時間，從而提升資源利

用率，滿足更多師生的學術交流與學習需求。 

由於每位借用者的使用起迄時間並非固定，而是根據實際需求彈性安排，因此統計時

是依據每筆借用記錄的開始與結束時間來劃分時段。不同借用時段可能彼此重疊，統計結

果中便呈現出各種不同長度的時段區間。例如，「15:00-17:00」的借用次數較多，代表這

段時間內的借用需求較高，而「10:10-11:10」這類較少見的時段可能僅出現過一至兩次。

這樣的分析方式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研討室的實際使用情況。 

本次統計特別呈現前十個熱門借用時段，以協助未來的預約安排與管理規劃，使資源

分配更具效率，確保研討室空間能夠最大化發揮其使用價值。 

 

【圖 8 研討室熱門借用時段】 

 

(三)借用者以大學生為主 

根據 113年研討室借用數據，研討室的主要使用者群體為大學生，借用次數高達 708

次，占總借用次數的 87.3%。這顯示研討室資源主要滿足大學生在課業討論、小組合作及

學術活動上的需求，特別是在報告準備、專題討論及考試複習期間，研討室成為學生最常

利用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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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生的借用次數為 53次，占比 6.5%，顯示他們雖然借用頻率相對較低，但

仍利用研討室進行研究討論、論文撰寫及專題報告準備，特別是在需要深度學術交流或團

隊研究時，研討室成為重要的支援空間。 

此外，教職員的借用次數為 50次，占比 6.2%，這反映出研討室在教學準備、學術會

議及專業發展活動中的重要性。教師可能特別利用研討室進行學生輔導、課程討論或與同

事協作研究，顯示出教學與研究對於空間資源的需求。 

整體而言，研討室的使用情況呈現層次分明的資源利用模式，以大學生為主要使用群

體，而研究生與教職員則根據特定需求進行借用。這樣的使用趨勢顯示，研討室不僅是大

學生的重要學習空間，也為高階學術研究與教學活動提供支持。因此，未來在資源規劃與

管理上，可針對不同使用者群體的需求進行適當調整，例如優化小組討論區的設備、增加

研究生專用空間，或提升教師預約的便利性，以更有效地滿足各類學術活動的需求。 

 

 

【圖 9 研討室借用身分】 

 

(四)以法學院及商學院借用者為主 

113 年城區兩間研討室完成借用 811 次，其中以法學院與商學院的借閱次數最多，

分別達到 419 次(占 51.7%)和 275 次(占 33.9%)，從使用者身分來看，法學院的 419 次借

用中，大學生占 379 次，研究生 37 次，教師 3 次；商學院的 275 次借用中，大學生 266

次，研究生 8 次，教師 1 次。數據顯示這兩個學院對研討室資源的高度需求，可能與法

學院學生的小組討論、案例研析，商學院學生準備專題報告、團隊討論等活動相關。 

相較之下，其他學院的借用次數明顯較少。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完成 50次借用，皆為

大學生（6.2%）；行政單位 44次（5.4%）；外國語文學院 11 次，包括 1 名教師、6名研究

生及 2名大學生（1.4%）；人文社會學院 10次，包含 2名研究生與 7名大學生（1.2%）；

理學院則僅有 2次，皆為大學生（0.2%）。 

整體而言，城中校區的研討室主要由法學院與商學院借用，而其他學院使用頻率相

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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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各院系或單位借用研討室次數】 

 

(五)預約與現場借用情形 

113年研討室共完成 811次借用，從借用紀錄中，可以看出其中 546 次(67.3%)來自預

約，讀者透過提前預約申請後(平日採線上預約，假日則需臨櫃或電話預約)再借用，而 265

次為現場借用(32.7%)。這顯示多數使用者傾向事先規劃，但仍有相當比例的臨時需求。 

若單就預約情況來看，透過線上預約、臨櫃或電話預約，總預約次數為 794次，其中

556次(70%)成功轉為借用，238次(30%)最終取消，約 7成的預約申請會如期到館使用研

討室，3成未轉換為借用。 

由於在自動化系統中，「借用」和「預約」的數據來自不同的統計報表，借用報表記

錄的是實際借用的情況，預約報表則包含所有預約（不論是否成功借用），所以兩者的數

字不會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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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討室預約與現場借用情形】 

 

二、研討室空間改善與借用者滿意度 

城區分館研討室自 102 年 9 月 11 日設立以來，致力於提供便利的學術交流空間，並於

112 年 12月新增線上預約服務，提升預約效率與便利性。113年進一步美化環境與汰換設備，

分館研討室隔音以改善靠近筆電區之牆面為主，其他項目則依預算，購置討論桌、增加觸控

顯示器，並取得專款配合，改置遮光簾。 

工程於 113 年 2 月 16 日(五)完成施工。主要的隔音牆工程，在完成後將可降低討論聲量

對其他使用者的干擾，提供讀者更加安心、適合課業討論環境。經久日曬的百頁簾汰換後可

確實提升室內光線的調節。而更新討論桌，不僅可以增加讀者使用時的安全感，且因具有大

桌面，更可充分滿足討論時各項資料的擺放，自然提升讀者之使用率。更具有教學、輔導等

直接且實質之效用。 

在 112 學年度圖書館滿意度調查中，填答者對分館研討室的線上預約與設備更新的整體

評價均達 4.3 分以上，其中，線上預約的滿意度平均為 4.32 分，設備更新的滿意度則稍高，

平均為 4.35分，顯示讀者對相關服務的高度肯定。 

 

  
【圖 12 研討室隔音牆範圍示意圖】 【圖 13 研討室隔音牆施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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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研討室預約與現場借用情形

預約借用 現場借用

單位：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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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研討室更新設施─汰換遮光簾、討論桌和增設觸控螢幕】 

 

伍、問題與改進建議 

提供線上預約研討室服務，確實方便讀者，且有效率地增加研討室的使用率，但礙於目

前系統限制，仍有可強化之處。而本次研討室預約與管理機制的檢討，主要聚焦即在於提升

週末線上預約的可行性及簡化借用流程兩大面向。分述如下： 

一、解決週末研討室無法線上預約：平台行事曆設定的限制與改善方式 

城區分館研討室透過 Alma雲端自動化系統建立書目，以實現 24小時線上預約功能。

然而，由於系統設計初衷主要針對圖書預約借用，其平台行事曆僅能設定單一模式（開館

或閉館時間），導致功能上有所限制。根據〈東吳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週六與週

日為不計罰款日，且在 Alma 行事曆中被設為閉館日，造成讀者無法在週末透過 Alma 和

Primo 進行線上研討室預約，必須改為臨櫃或電話辦理，增加了不便之處。 

為改善此狀況，已與系統廠商討論改善方案，並考慮新增平台行事曆功能，以區分圖

書與研討室的借用模式，提供更靈活的設定，讓讀者能在平日與假日均可線上預約研討室。 

二、簡化研討室預約流程：引入電子門鎖與智慧化管理的建議 

現行研討室預約流程要求讀者在線上、電話或臨櫃申請預約後，保留時間為 10分鐘，

讀者必須在時間內至櫃台出示學生證並領取鑰匙，使用後再歸還鑰匙。此流程存在程序繁

瑣、鑰匙管理風險及未能完全符合智慧化管理的問題。 

為提升服務效率與讀者體驗，建議引入電子門鎖設備，並將其與現有的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進行整合。讀者在完成線上預約後，校內師生可使用有效學生證或職員證感應開鎖，

取代傳統的人工登記及鑰匙管理方式。此舉不僅簡化了借用程序，減少了人工處理的負擔，

還能有效提升借用效率，減少鑰匙遺失風險，並更符合現代圖書館智慧管理的需求。 

讀者無法於週六、週日透過館藏目錄預約研討室，的確造成利用之不便；然以目前可行

之改善方案，擬透過區分圖書與研討室借用模式，使研討室可在假日期間維持線上預約功能，

以提升使用彈性。其次，在簡化研討室預約流程方面，為降低管理風險，提升使用效率，建

議引入電子門鎖，並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此舉將有助於智慧化管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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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透過優化系統功能與導入智慧化設備，將能有效提升研討室預約的便利性，

提供更友善且具效率的服務體驗。 

 

陸、結論 

圖書館一直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以便更好地滿足讀者需求。而在城區分館研討室的使

用上，我們也持續進步，進行了重要的功能升級，尤其是在線上預約功能和設施管理方面，

取得了相當的成效，成功提升了使用便利性和讀者的滿意度。 

此次分析作業，僅有一年為期，且受限於系統，尚須投入人力，以目前能力尚無法完整

呈現，將陸續嘗試解決各項困難。而未來我們也將在此一基礎上，繼續關注使用者的需求，

並不斷優化假日預約功能和推動智慧化管理。通過不斷改進，希望能為師生提供一個更加高

效、便捷且舒適的學術交流和課業討論空間，讓每一位使用者都能在這裡獲得滿意的體驗。

我們堅信，隨著這些改進措施的推行，將大大提升服務品質，促進更多的學術互動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