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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利用智能櫃的效益就是在推廣利用圖書館，進館人數和借閱率少了，就要

創造新的動力，所以，要創新服務模式。因此，跟科技結合，順勢而為，和異業合

作，達到互利互惠，創造出人無我有。智能櫃的服務也可以回應讀者老問題，到今

天，掌櫃服務據點已有 1171 櫃，它都可以成為我的無人分館，不但可以延伸空間，

也延長時間（24 小時）。 

陳館長表示，目前該館在其自動化系統的配合下，智慧線上預約可以做到“借出

預約”和“在架預約”兩種方式。108 年至今，智能櫃的服務達 137 人次/224 冊次。雖

然使用還不是很踴躍，但創新服務本就是起頭難，會漸入佳境。 

陳館長表示希望能藉由今日的座談，將

德明創新服務的經驗，從推廣閱讀及促進館

際合作，分享異業合作，應用新興物流業掌

櫃智能櫃，創造校內外更多無人分館來取書

及還書，提供讀者更多元的選擇與便利，讓

同道都能志同道合於永續學習、永續經營更

優質的讀者服務。 

第二場主講人為黃明居副館長，講題為「台灣聯合大學系統（UST）之館合經

驗分享」。黃副館長提到當圖書館服務隨著網路科技發展，進入到雲端服務的階段，

處於雲端時代的館際合作應該要來編織一個“館合雲”的夢想，並從四個角度來說明

為什麼需要。在讀者端，科技愈進步，讀者期待和需求愈高，希望按幾個鍵就可以

申請資料，即時取得並可雲端列印，或直接存到雲端硬碟；館員端，傳統館合作業

要從館藏中找資料、核對、複印、郵寄，很辛苦。期待在雲端時代的館合，藉由電

腦和系統從後端找出資料，館員只要做確認資料正確的動作，可提供更有效率的服

務，並減少人工作業；圖書館端，本館＋館合=所有資源，且能自動串接與分享資源；

館合端，各館建立雲端系統之後，可即時並自動串接館藏共建館合雲，以台灣而言，

可以建四個雲，北、中、南、東，如要更有效率，中間再架一個全國雲，再配合台

灣很有效率的物流，對讀者來說是很享受的。 

長久以來，讀者在利用館際合作服務也產生

了許多困境，例如讀者要面對許多不同的服務

平台（NDDS、Rapid ILL、OCLC…等）、聯合

目錄不能反映即時館藏狀態，以及各個被申請

館的收費標準不同，在在考驗讀者耐性，最終，

有可能導致讀者投向 Google 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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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華館長 

黃明居副館長 



 

黃副館長表示圖書館對館際合作業務其實也是憂喜參半，擔心館際合作業務量

增加，勢必影響讀者權益；且在缺錢缺人的趨勢下，館合業務量增加當然會影響到

館員日常工作量。但另一方面圖書館也慶幸可以透過它了解到自身館藏的不足，以

及讀者的需求。 

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陽明大學四校在 2008 年 1 月正式成立台灣聯

合大學系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在 2011 年開始規劃建置「台灣聯大一網

通」（Academic Library Link for Universities Sharing Together，簡稱 ALL4UST），透過

Primo（Resource Discovery Service, RDS）建置聯合目錄，在直接由 primo 聯合目錄

串接代借申請單，方便讀者申請，於 2012 年 5 月正式上線提供服務。 

「台灣聯大一網通」(ALL4UST)改善原有代借代還系統與四校圖書館自動化系

統的即時串聯問題，以及整合實體館藏與電子資源的檢索查詢，依統計分析四校讀

者在一天內取得書籍者占 74％，大大提升服務的效率。2015 年又完成了四校館際文

獻傳遞系統，提供友善申請介面，讓讀者只面對一個申請介面、追求較高效率的傳

遞方式，儘量利用網路傳遞與統一的收費標準。透過四館密切的溝通和業務分工與

經費分擔，以及資訊流、物流和金流緊密串連，減少系統出錯，最重要的還是館際

間的相互信任與包容，這都是 ALL4UST 成功的因素。也確實讓高效率的代借代還

與文獻傳遞兩系統運作的非常順利，確實提昇讀者的滿意程度。 

最後，黃副館長提出了未來展望，提供同道一起思考。一、雲端圖書館服務平

台（Library Service Platforms，簡稱 LSPs）的來臨：如何推動圖書館雲端共編實體

和電子館藏聯合目錄，使目錄能更完整、正確和即時。二、館合發展難道僅限於圖

書互借與文獻傳遞嗎？許多圖書館創新的加值服務都有可行性。三、讓圖書館再成

為大學的心臟或區域的核心資源中心：LSPs 串接起教學與研究的平台，提供更完整

的服務，可以將圖書館被 Google 邊緣化的危機變成轉機；而在 LSPs 的館際合作架

構下，重新整合核心館藏資源，正確又豐富，尤其是資料正確性，現網路上充斥著

假新聞，全國圖書館如能加強整合，提供篩選過的優質資訊，贏得讀者信任，並讓

服務平台使用與資料取得更加簡易，讀者終將回頭！四、Big Data，AI 分析……，

運用越來越成熟，許多創新的服務是指日可待！ 

在討論與分享之前，進行小串場活動，林聰敏館長準備東

吳超馬「迎風追日」金牌紀念杯，致贈三位主講者，感謝他們

接受邀請來與同道分享經驗。紀念杯一紅一黑，為東吳代表色，

象徵熱誠、堅毅與包容。設計元素採用操場跑道概念，運用浮

雕凹雕置於把手與杯身，呈現 24 小時內跑過一圈又一圈的堅韌

意志力。 

3 

林聰敏館長



 

接著由宋雪芳館長主持綜合座談，有國

立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中華科技大學圖

書暨資訊中心、臺中市立圖書館及故宮博物

院圖書文獻處等同道相繼提問，兩位主講人

也很詳細地回覆。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簡

稱 NDDS）及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

盟 （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 CONCERT）計

畫主持人林孟玲副研究員，針對黃副館長所

提到的 NDDS 予以補充說明，NDDS 早就意識到電子資源和雲端發展的可行性，在

2018 年改版時，就有若干改變，黃副館長提到的雲端列印也已設計出來，但誠如黃

副館長所說，技術面沒有問題，但在法規面就有違法之虞。確實，館際合作很弔詭，

甲學校師生並未在乙學校註冊，其實是不能享用乙學校圖書館的資源，但在圖書館

界的共信下，也在國際之間形成了慣例。但現行做法還是不能將電子檔直接交給讀

者，必須印成紙本交付，然館與館之間傳遞電子檔，大部分出版社是同意的。因此，

NDDS 建置 NDDS Express 取代國內已不能用的 Ariel，有使用的圖書館都覺得非常

滿意，問卷調查結果也剛出爐，滿意度高達 91%。 

目前，NDDS 大概有 400 多個會員，年會最便宜是新台幣 2000 元，而 Rapid ILL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年費高達新台幣 20 幾萬元，相對而言，NDDS 是俗擱大碗。

當然，國家實驗研究院每一年花費新台幣 130 幾萬元在維護 NDDS 系統，不但使系

統非常穩定，也減輕各館負擔，但站在國家的立場，讓圖書館共享資源，是必然要

做的事。 

NDDS 也注意到聯合目錄正確性，已先請幾個館合業務量大的圖書館重新上傳

書目，產生自動比對機制，格式也重新劃過，現正進行測試中，如果一切順利，2020

年，會有比較積極的做法。NDDS 一直都有注意所有的改變，不會守成不變，一如

過往，更希望能提供嶄新的服務給所有會員。 

宋館長總結時說明，黃副館長在報告台聯大時一直點名到優三（淡江、東吳和

銘傳），現在，這三校圖書館正在進行共建共享雲端圖書館自動化系統，但它和台聯

大最大的不同處是我們還進行“共編館藏”，可能在未來雲端世界會有很大不一樣的

樣態。因為，在圖書館的概念中，雲端是可以做到非常棒，請大家拭目以待。黃副

館長還指出另一項很重要的點就是“書目的正確性”，目前，三館也正在進行書目整

併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超出專業初估的狀態，在進入實際作業時也碰到許多關卡。

但如能闖關成功，記取教訓，記錄下來，未來，可以將這些寶貴的經驗提供給同道

參考，這些挫折是值得。淡江、東吳和銘傳三校預計在 108 年 12 月 19 日（四）同

時上線雲端圖書館自動化 ALMA 系統，所以，三館現在都是處在很緊繃的狀態，但

前景絕對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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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芳館長（右）



 

筆者參加今日座談會後，體認館際圖書互借和文獻傳遞已經成為圖書館業務發

展中的重要環節，任何圖書館要單純依靠自己有限的館藏資源來提供多樣的資訊服

務是不切實際的。因此，各圖書館之間展開合作是十分必要的，要朝資源共建共享

整體化發展，使各館的館藏形成一個整體，來促進圖書館功能的充分發揮，實現彼

此間的相互合作、資源分享、相輔相成的共同圈。而科技始於人性，其所帶來的便

利性，引發讀者的慾望，館際合作的服務更應順勢而為，才能帶領讀者重新回到圖

書館，再創高峰。 

 

【活動當天照片】 

 

 

 

 

 

 

 

 

 
 

【黃明居副館長(左)林聰敏館長(右)】     【陳維華館長(左)林聰敏館長(右)】 

 

 

 

 

 

 

 

 

 

 
 

【圖書館同道參與情形】      【由左至右：宋雪芳館長、陳維華館長、 
林聰敏館長、黃明居副館長、林孟玲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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