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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新竹縣的公共圖書館現況，以座落於竹北市，於民國 85 年落成啟用的「新

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為首，該館定位為「縣市級公共圖書館」；新竹縣的

13 個鄉鎮市則各自擁有「鄉鎮市區級公共圖書館」。長久以來，這些圖書館

服務新竹縣五十多萬縣民，且人口數至今仍持續增長。然而，目前新竹縣的

14 座公共圖書館，囿於行政體制因素，各館的運作各自為政，導致長期以來

無法有效且統一的發展。 

  公共圖書館集中化管理模式乃是現今及未來圖書館發展的主流，集中化

管理有利於資源共享及合作，並提升行政效率，以提供大眾更為便利實用的

圖書館功能。故為提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整體品質，包含營運管理、資源整

合、讀者服務、館員專業度等，有計畫及目標性的發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事

業，遂提出「新竹縣推動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體系計畫」，期望於 108 年度

獲得教育部「年度館」補助，在資本門及經常門上獲得經費挹注，有效改善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目前所面臨之困境，109-111 年度將爭取公共圖書館成為

「維運館」，持續整合相關資源，提升服務品質，並為預計 111 年完工開館的

「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1之落成及營運作最完善的準備。 

  本提案計畫書將透過「縣市與鄉鎮市圖書館輔導與協調體系現況」、「總

館—分館體系發展規劃」、「現況問題分析」、「計畫內容」及「預期效益」五

大項目敘明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之現況及困境，以及推動公共圖書館總館─分
館體系的相關規劃。 

  

                                                
1 本縣於民國 107 年 9 月提送「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興建計畫」至教育部以爭取「建立縣市圖書館中心

計畫」（競爭型計畫），目前教育部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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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縣市與鄉鎮市圖書館輔導與協調體系現況 

一、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營運概況 

  新竹縣共有 14 座公共圖書館，其中，屬「縣市級公共圖書館」1 座─新
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鄉鎮市區級公共圖書館」共 13 座，分布於新竹縣

13 鄉鎮市，分別為竹北市立圖書館、竹東鎮立圖書館、新埔鎮立圖書館、關

西鎮立圖書館、湖口鄉立圖書館、寶山鄉立圖書館、新豐鄉立圖書館、北埔

鄉立圖書館、芎林鄉立圖書館、峨眉鄉立圖書館、橫山鄉立圖書館、五峰鄉

立圖書館及尖石鄉立圖書，並隸屬於各鄉鎮市公所。 

  新竹縣 13 鄉鎮蘊藏豐厚的文化資產與地方人情，各鄉鎮均有在地獨特人

文風貌，也因此各公共圖書館逐漸發展出各自的館藏特色，如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圖書館由於隸屬於文化局，故館藏以藝術類為主；其餘鄉鎮市圖書館館

藏則包括保健、兒童圖書、兒童繪本、客家文化、書法、語言研習、地方特

產展示、農業、書畫、社會科學、鄉土產業及文化、原住民文化等，各館之

館藏特色詳表 1。各鄉鎮圖書館皆扮演在地知識重鎮角色，與社區居民共榮

共生，是鄉鎮不可或缺的資訊供應中心。 

 
圖 1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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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列表 
圖書館 總藏書量（冊） 館藏特色 

1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234,415 藝術 
2 竹北市立圖書館 95,013 保健、美術 
3 竹東鎮立圖書館 81,914 兒童圖書、客家圖書 
4 新埔鎮立圖書館 39,468 書法、語言研習、地方特產展示 
5 關西鎮立圖書館 57,367 農業類 
6 湖口鄉立圖書館 67,290 書畫類 
7 寶山鄉立圖書館 56,377 兒童繪本 
8 新豐鄉立圖書館 58,692 社會科學 
9 北埔鄉立圖書館 36,275 客家文化、鄉土產業資料 
10 芎林鄉立圖書館 39,353 鄉土文化資料 
11 峨眉鄉立圖書館 29,646 兒童繪本 
12 橫山鄉立圖書館 31,616 童書 
13 五峰鄉立圖書館 14,844 農業、原住民文化 
14 尖石鄉立圖書館 22,744 原住民文化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科（107 年統計） 

  依據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2017 年新竹縣「圖書及非書資料收藏數量」

共計 887,976 冊（件），全年圖書資訊借閱人次達 304,745 人次，全年圖書資

訊借閱冊數 1,123,439 冊（件）。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2011~2017 年的相關統計

資料詳表 2。 

表 2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2011~2017 年統計資料 
年度 

 項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圖書館數 總館(所) 14 14 14 14 14 14 14 
分館(所) 0 0 0 0 0 0 0 
區館(所) 0 0 0 0 0 0 0 
服務轄區人口數 517,641 523,993 530,486 537,630 542,042 547,481 552,169 
東南亞新移民人口數 0 0 0 5,359 5,425 5,566 5,760 
專屬社群網站(個) 0 0 0 5 6 5 7 
館外服務站 所(個) 0 0 0 6 1 0 2 
圖書巡迴車 0 0 0 0 0 0 0 
全年購買圖書資料費

-預算(元) 
6,148,200 6,554,600 6,842,000 7,000,600 7,045,404 6,624,400 6,447,400 

圖書 4,446,800 4,786,800 4,971,000 4,996,000 5,053,804 4,599,000 4,797,000 
電子書 0 0 0 100,000 100,000 150,000 100,000 
期刊 770,400 813,000 823,000 924,800 935,600 868,600 908,600 
報紙 451,000 464,800 488,000 489,800 479,000 486,800 451,800 
視聽資料 480,000 490,000 510,000 490,000 455,000 490,000 190,000 
電子資料 0 0 5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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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其他圖書資料 0 0 0 0 22,000 30,000 949,000 
全年購買圖書資料費

-決算(元) 
6,183,042 6,486,955 6,743,361 6,320,021 6,399,361 6,518,172 6,536,493 

圖書 4,514,335 4,738,952 4,926,054 4,560,908 4,048,744 4,109,084 4,276,915 
電子書 0 0 0 100,000 100,000 150,000 100,000 
期刊 757,310 795,218 801,644 778,692 761,040 749,053 766,549 
報紙 425,600 447,800 469,205 358,075 391,125 379,490 346,025 
視聽資料 485,797 484,985 496,458 522,346 516,452 384,960 98,004 
電子資料 0 0 50,000 0 0 95,585 0 
其他圖書資料 0 20,000 0 0 582,000 650,000 949,000 
館舍總面積(平方公

尺) 
15,310 15,310 15,553 15,579 15,579 13,785 14,021 

供讀者使用的電腦數

(台) 
98 92 93 108 115 80 65 

供讀者使用的平板電

腦數(台) 
0 0 0 0 0 0 8 

編制內總館員數(人) 28 24 26 26 32 23 22 
編制內專業人員 9 6 10 16 20 10 8 
編制內行政人員 18 17 16 10 12 13 14 
編制內技術人員 1 1 0 0 0 0 0 
臨時人員 17 18 17 17 20 17 21 
約聘僱人員 8 8 7 5 3 10 7 
工讀生 7 6 7 8 9 10 6 
志工人數 50 72 108 75 104 97 68 
其他 3 5 7 25 18 21 17 
圖書及非書資料收藏

數量 
678,524 729,302 759,821 788,871 809,868 866,389 887,976 

一、圖書資料 656,820 706,366 735,882 764,336 784,624 843,698 862,012 
圖書(冊數) 655,566 705,336 732,536 762,839 783,058 837,488 860,668 
期刊(種數) 1,047 927 1,252 1,212 1,283 1,261 1,104 
報紙(種數) 89 94 107 146 144 109 101 
其他 118 9 1,987 139 139 4,840 139 
二、非書資料 21,683 22,918 23,873 24,406 25,009 22,417 25,550 
地圖(張) 103 108 71 76 82 85 18 
微縮單片(片) 0 0 0 0 0 0 0 
微縮捲片(捲) 0 0 0 0 0 0 0 
錄音資料(片、捲) 6,981 7,854 7,536 8,142 7,122 7,549 7,493 
錄影資料(片、捲) 14,589 14,948 16,259 16,181 17,798 14,776 18,034 
靜畫資料(幅) 10 8 7 7 7 7 5 
其他(件) 0 0 0 0 0 0 0 
三、電子資源 21 18 66 129 235 274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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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線上資料庫(自購或

自行建置) 
1 1 0 0 0 0 0 

光碟資料庫(種) 1 1 1 0 0 3 0 
其他類型資料庫(種) 11 11 11 12 11 11 0 
電子書(種) 8 5 54 117 224 260 414 
四、東南亞圖書及非

書資料收藏數量 (包
含於總館藏量下) 

0 0 10 5 240 456 513 

閱覽席位數(席) 1,822 1,834 1,796 1,919 1,695 2,046 2,125 
全年圖書資訊借閱人

次 
241,393 326,504 348,955 324,158 321,099 267,786 304,745 

全年圖書資訊借閱冊

數 
982,278 1,210,915 1,160,079 1,176,952 1,250,358 1,103,611 1,123,439 

全年電子書借閱人次 0 0 0 162 160 160 160 
全年電子書借閱冊數 0 0 0 246 250 250 250 
全年電子資料使用次

數 
0 0 0 0 0 0 16,332 

全年推廣活動(場次) 1,564 1,338 1,509 2,004 2,029 2,450 2,207 
一般閱讀推廣活動

(場次) 
704 372 433 185 272 132 185 

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場次) 
0 0 0 43 48 43 20 

兒童閱讀推廣活動

(場次) 
0 0 0 228 134 282 538 

青少年閱讀推廣活動

(場次) 
0 0 0 65 71 68 60 

樂齡閱讀推廣活動

(場次) 
0 0 0 5 6 24 22 

新住民閱讀推廣活動

(場次) 
0 0 0 3 10 3 6 

社教藝文活動(場次) 220 151 243 713 670 845 700 
地方特色活動(場次) 5 14 16 11 11 11 7 
說故事(場次) 434 497 442 426 448 757 385 
影片欣賞(場次) 162 197 294 266 316 197 201 
其他(場次) 39 107 81 59 43 88 83 
全年推廣活動(人次) 66,184 314,169 307,073 166,767 162,853 79,795 395,491 
一般閱讀推廣活動

(人次) 
21,103 261,358 275,867 35,436 34,220 10,484 102,313 

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人次) 
0 0 0 16,447 17,490 10,041 25,447 

兒童閱讀推廣活動 0 0 0 69,260 68,415 8,877 1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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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人次) 
青少年閱讀推廣活動

(人次) 
0 0 0 2,110 7,536 5,809 2,380 

樂齡閱讀推廣活動

(人次) 
0 0 0 1,844 1,707 1,531 726 

新住民閱讀推廣活動

(人次) 
0 0 0 367 1,167 1,352 1,547 

社教藝文活動(人次) 4,449 3,614 7,021 8,486 7,414 9,920 227,088 
地方特色活動(人次) 21,950 23,707 1,564 6,500 4,649 9,665 825 
說故事(人次) 12,831 16,994 12,403 12,314 13,338 15,506 9,540 
影片欣賞(人次) 3,597 4,264 6,591 5,780 5,878 2,563 2,895 
其他(人次) 2,254 4,232 3,627 8,223 1,039 4,047 7,790 
資料來源：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https://publibstat.nlpi.edu.tw/Frontend/Point/Index#tw 

（2017/7/26 檢索） 

  比較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與全國公共圖書館之平均值，在「每人擁有的公

共圖書館面積」、「每位館員所服務的人口數」、「每人購書費(決算)」、「每人擁

書量」、「每人借閱量」、「借閱率」及「全年電子資料平均使用人次」方面，

新竹縣的數字均低於全國平均值。未來期望透過總館─分館體系的整合，提

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品質，並加強閱讀推廣，逐步提升相關統計數字，以達

到全國平均值為目標。 

表 3 全國及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2017 年統計資料比較表 

項目 
統計 

全國 非六都縣市平均 新竹縣 

每人擁有的公共圖書館面積 0.06 0.08 0.03 

每位館員所服務的人口數 19,179.19 22,721.50 25,098.59 

每人購書費(決算) 26.14 25.78 11.84 

每人擁書量  2.20 2.81 1.61 

每人借閱量  3.24 2.12 2.03 

借閱率 92% 57% 55% 

全年電子資料平均使用人次 0.23 0.01 0.03 

資料來源：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https://publibstat.nlpi.edu.tw/Frontend/Point/Index#tw 

（2017/7/2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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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103-106 年進館人次統計 
 

表 4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103-107 年各月進館人次統計表 
統計期間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 月 41,083  51,785  19,420  41,883  55,590  
2 月 27,090  31,234  0  38,043  29,472  
3 月 39,697  50,629  0  49,833  50,236  
4 月 48,365  45,976  0  46,574  47,548  
5 月 50,694  51,518  74,792  50,701  56,573  
6 月 58,607  59,592  62,061  53,216  58,326  
7 月 76,200  71,404  97,879  119,345  127,632  
8 月 73,310  59,651  111,556  134,203  138,042  
9 月 59,920  44,426  45,067  53,149  53,659  
10 月 57,612  58,492  58,542  46,193  52,353  
11 月 50,107  50,107  51,342  48,554  54,717  
12 月 40,372  50,382  52,082  46,032  47,232  
合計 623,057  625,196  572,741  727,726  771,380  

 

二、縣市與鄉鎮市圖書館連結狀況 

  在文化局圖書館與各鄉鎮市圖書館合作方面，由於 13 鄉鎮市圖書館屬鄉

鎮市公所管轄，各館獨立運作，雖受縣政府監督輔導，但與文化局圖書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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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備上下隸屬關係，因此許多公共圖書館服務無法同步成長。目前新竹縣

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與各鄉鎮市圖書館之輔導與協調狀況如下： 

（一）溝通協調管道 

  為提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行政及服務品質，並相互流通相關訊息，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固定每年召開 2 次鄉鎮聯席會議，參與者為 13 鄉鎮市圖

書館館長、館員等圖書館相關人員。聯席會由文化局圖書資訊科召開，主要

傳達與討論的議題包括年度教育部補助之提案說明、結案報告撰寫方式、共

同業務推廣及宣導等。然由於鄉鎮市公所人力匱乏，部分鄉鎮市圖書館的館

長或館員由各公所課室主管或承辦人員兼職，故也面臨有關圖書館專業知識

或政策較難受到重視或得以有效傳承的困境。 

  近年來也透過通訊軟體 LINE，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相關人員集合成立群

組，目前群組內相關成員人數達 33 人。此群組乃做為平時業務溝通協調的管

道，如新書推廣、多卡合一借閱證推行等。 

（二）教育訓練 

  文化局圖書資訊科固定辦理教育訓練，提供 13 鄉鎮市圖書館員學習進修

之機會。教育訓練內容以讀者服務、技術服務及活動辦理等為主要議題，如

借還書系統操作、優良案例及活動分享、計畫書撰寫等。亦會辦理參訪活動，

邀請館員、志工等至外縣市優良圖書館進行觀摩學習，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借由參訪績優圖書館，提升館內設備規劃水準及擴展不同視野。 

（三）鄉鎮市圖輔導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長期輔導鄉鎮市圖書館申請及執行教育部多元閱讀

推廣計畫及設備升級計畫。在推廣閱讀方面，98 年起配合教育部推廣閱讀計

畫，本土語言、新住民、青少年、銀髮族之閱讀推廣等，各鄉鎮除充實各地

圖書資源辦理活動，亦執行本局整體規劃全縣推廣嬰幼兒閱讀活動，如閱讀

悠遊卡集點活動，新生兒閱讀禮袋贈送活動等，增加閱讀人口豐富活動內容。 

  閱讀設備輔導方面，本局除鼓勵鄉鎮市圖踴躍申請教育部設備升級計畫

改善館內閱讀空間，充實設備，提供讀者舒適的閱讀空間，營造適讀的氛圍。 

  專家輔導方面，邀請相關圖書資訊專業老師辦理培訓課程指導計畫撰寫，

邀請其他縣市鄉鎮市圖書館辦理活動成功案例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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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培訓方面，每年定期培訓說故事志工，每月安排至各鄉鎮市圖書館

辦理爹地媽咪說故事活動，吸引大小朋友愛上閱讀來館借閱書籍。 

  全縣鄉鎮市公共圖書館聯席會，每年定期召開兩次，除全縣業務宣導外，

亦安排培訓課程充實專業知能，激發辦理活動的創意。 

（四）讀者服務 

  在服務制度方面，本縣於民國 106 年開始辦理通還服務，目前參與通還

的圖書館共 8 座，包括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竹北市立圖書館、竹東鎮

立圖書館、關西鎮立圖書館、新豐鄉立圖書館、湖口鄉立圖書館、芎林鄉立

圖書館與寶山鄉立圖書館。實際執行上，由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以公開上網招

標方式委託得標廠商（物流公司）進行圖書流通服務，1 年編列經費 20 萬元，

固定每周 1 次至各圖書館收送書籍。 

  目前尚有 6 座鄉鎮圖書館未加入通還服務，包括新埔鎮立圖書館、北埔

鄉立圖書館、峨眉鄉立圖書館、橫山鄉立圖書館、五峰鄉立圖書館及尖石鄉

立圖書館，評估其未加入因素，可能與鄉鎮對於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視程度、

圖書館推動政策、館舍人力缺乏等有關。 

（五）未來輔導方向 

  期望透過總館─分館制度的落實，以目前的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或

未來預計興建之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為中心圖書館，改善合作機制，

輔導 13 鄉鎮市圖書館成為特色館舍，並循序漸進的更新相關服務。 

  通借通還方面，將以優先服務地理位置較偏遠且資源較缺乏的原住民鄉

鎮─尖石鄉及五峰鄉為主，期能提升此兩原鄉民眾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權益；

其次，則以服務新竹縣偏遠鄉鎮（峨眉鄉、北埔鄉、橫山鄉）的通借通還為

目標。 

  同時，將持續輔導目前各鄉鎮市圖既有的館藏特色，籍由活動辦理加強

閱讀深度，增加客群廣度，使縣民月月有好活動，日日有好書讀。 

三、未來相關配合計畫 

  在文化局長期耕耘，持續推廣閱讀的成果下，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使用者日漸眾多，目前的藏書空間及讀者使用空間均已趨近飽和。對照教育

部「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現有文化局圖書館在空間面積、員額配置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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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低於該規範有關「縣立公共圖書館」的相關標準，確實值得優化。 

  適逢教育部 107 年度著手推動「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

個案計畫」─「建立縣市圖書館中心實施計畫」，補助縣市政府興建圖書總館，

本縣於 107 年 9 月提送「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興建計畫」至教育部，該

計畫規劃於竹北市興建縣立圖書館總館，預計造價為新台幣 5 億 8 仟萬元，

其中中央補助款佔 69%，計 4 億元；地方配合款佔 31%，計 1.8 億元。規劃

總樓地板面積 14,000 平方公尺（4,242 坪），可容納 70 萬冊/件之圖書及資料。

如順利爭取到經費補助，將於 108 年開始進行規劃設計，預計 111 年底完工

開館。屆時，總館將作為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的中心圖書館，13 鄉鎮市圖書館

及文化局圖書館作為特色分館，並應用科技技術來解決目前館際合作及圖書

流通方面的限制及困境。有關向教育部申請之「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興

建計畫」相關內容，詳附件 1。 

 

圖 3 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願景、目標與發展策略（向教育部提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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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基地量體模擬圖（向教育部提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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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館—分館體系發展規劃 

  公共圖書館集中化管理模式已成為現代圖書館管理的主流模式，如此得

以統一規劃管理、資源共享，並有效提升行政效率。台灣目前台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等直轄市，也陸續採用總館─分館體制，在館

舍、設備、經費、人力及館藏資料上，皆由總館統一處理。新竹縣囿於行政

體制因素，縣圖書館與鄉鎮圖書館各自為政，無法有效統籌資源統一發展。

現階段在行政體制方面尚無法全面改變，然為使館舍朝開放共享的方向前進，

館舍間的協調管理組織體系應逐漸建立。 

一、中心圖書館發展願景 

  自 108 年度起，規劃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作為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之「中心

圖書館」，在公共圖書館營運及服務方面，成為全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協調指

導中心，13 鄉鎮市圖書館則納入公共圖書館服務網。中心圖書館將以「大館

帶小館」的模式，帶領 13 鄉鎮市圖書館朝向特色分館概念發展，成為各鄉鎮

市的知識重鎮，支援各級學校教學，提供社區居民各種知識。並加速圖書流

通服務的普及與便利性。期望在有效的整合之下，提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營

運效能及視野，打造成為具新竹在地特色的公共圖書館體系。 

  而目前提案爭取經費中的「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若如期興建完工

開館，將成為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的「中心圖書館」。在組織編制、科技應用導

入、館際合作及跨域合作等方面，皆期望能夠在新竹縣有更多創新的做法，

帶領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朝更優質完善的方向發展。 

  未來中心圖書館在閱讀推廣方面，將持續配合教育部推廣閱讀計畫，如

本土語言、新住民、青少年、銀髮族之閱讀推廣等，透過專家輔導機制，協

助鄉鎮市圖書館提案申請補助。各鄉鎮除充實各地圖書資源、辦理活動外，

亦將執行總館整體規劃的全縣推廣嬰幼兒閱讀活動，增加閱讀人口並豐富活

動內容。 

  閱讀設備輔導方面，總館亦將輔導鄉鎮市圖書館申請教育部設備升級計

畫，改善館內閱讀空間，充實設備，提供讀者舒適的閱讀空間，營造適讀的

氛圍。 

  館員專業培訓方面，期望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員將不再只是待在

櫃台執行借還書等行政業務，館員應主動走向讀者提供所需之服務，故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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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礎的知識及行政能力外，應加強其他專業能力，如顧客關係管理、閱

讀推廣活動企劃與執行能力、資訊處理能力、相關行動通訊設備或電子產品

指導之能力等。故應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參訪獲教育部評鑑績優的圖書

館，並持續辦理鄉鎮市圖聯席會議，安排專業講師講授圖書資訊、活動案例

分享等課程，與時俱進，提升服務品質。  

  總館－分館聯繫方面，為迎合四年後本縣圖書總館成立，加強與本縣 13
鄉鎮市圖書館連結，建置本縣公共圖書館形象識别 LOGO 設計，以應用一體

的概念做發想，新購置硬卡式借閱證，設計全縣圖書館制服等，並規劃中心

圖書館網頁，整合行銷本縣 14 所公共圖書館活動訊息、優質講座等推廣閱讀

提升縣民文化。 

 

圖 5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中心圖書館與分館概念圖 

 

 

圖 6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14 座特色分館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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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總館與分館際合作概念圖 

二、總館—分館體系規劃目標 

（一）推動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與 13 鄉鎮市圖書館成為總館—分館體系，

促進館舍間的資源整合與共享。 

（二）建立全縣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策略及館藏發展政策，型塑專業服務制

度及形象，並符合環境發展趨勢及民眾需求。 

（三）優化圖書館相關服務，提供全縣一致且通用的讀者服務及作業流程。 

（四）提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員之知能與技能，建立館員培育、知識管理

機制，促進館員專業發展。 

（五）建立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服務品質評核制度，提升圖書館營運效能及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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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問題分析 

  以下就本計畫補助項目各項推動環境如人員、資源、行政措施等進行

SWOT 分析。 

Strengths 優勢 

 各鄉鎮市圖書館已逐漸發展出各自

的館藏特色。 

 中央相關補助經費挹注。 

 預計興建總館，成為中心圖書館。 

Weaknesses 劣勢 

 縣市級和鄉鎮市級圖書館無上下隸

屬關係。 

 縣府財政預算不足，資源及活動常

面臨預算刪減。 

 新竹縣幅員遼闊，圖書通閱所需時

間及成本高。 

 鄉鎮市圖書館人力不足，多臨時人

員，又缺乏相關專業。 

Opportunities 機會 

 鄰近科學園區、工研院、清交大等高

科技研發單位及企業。 

 有統一整合各館資源進行宣傳行銷

之潛力。 

 移入人口多，民眾使用公共圖書館之

需求量大。 

Threats 威脅 

 鄉鎮市長、圖書館館長缺乏圖書館

經營理念。 

 部分鄉鎮圖書館配合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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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策略 

 以各館特色館藏為基礎，進行資源整

合及共同宣傳行銷。 

 透過申請中央經費，持續改善各館軟

硬體資源，以符合新竹縣民使用人口

及需求。 

W-O 策略 

 與相關研發單位合作，發展智慧型

圖書館服務，降低人力及時間成本。 

 圖書館維護管理與經營結合企業社

會責任，圖書館將增加資源或經

費，企業則可提升社會形象。 

S-T 策略 

 以各館特色館藏為基礎，透過參訪或

教育訓練等活動，協助地方首長及圖

書館員認識其鄉鎮特色館藏，認同特

色館藏在新竹縣的重要性，進而支持

圖書館的持續進步與發展。 

W-T 策略 

 透過縣府組織的改變使地方重視圖

書館發展。 

 由縣府統籌辦理圖書通閱，並將各

項活動帶到鄉鎮圖書館辦理。 

 持續針對各層級相關人員進行理念

溝通與教育訓練。 

 加強鄉鎮圖書館評鑑，表揚鼓勵表

現良好之鄉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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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內容 

一、計畫執行項目 

（一）推動縣市與鄉鎮市圖書館成為總館—分館體系 

1、成立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 

  為推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的發展，將在縣府層級設置委員會，

定期召開圖書館事業發展會報，並將專家輔導機制納入委員會的規劃中。初

步規劃由縣長擔任召集人，文化局長擔任副召集人，成員包括相關局處長及

各鄉鎮市長、圖書資訊領域相關學者專家及從業人員等。透過定期的圖書館

事業發展會報，策劃、協調並促進全縣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健全圖書館

管理制度，強化圖書館功能，並提升圖書館行政與服務。初步規劃主要任務

包括： 

（1）成立「新竹縣圖書館總館-分館協調管理之組織體系發展小組」。推動新

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之設立及發展，包括新館籌建及資源籌措、組織

編制及經費研議、完成「新竹縣圖書館事業發展會報設置要點」之訂定

等。 

（2）研議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計畫及方針之制（修）定，如新竹縣館藏發

展、流通政策及各項作業標準，並推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整體行銷整合、

建立品質政策及品質管理系統。 

（3）研議其他與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有關之事項，如推動全縣性閱讀

活動、圖書館事業發展會報及專家輔導機制、全縣公共圖書館形象及服

務標識系統等之規劃與推動、全縣館藏發展政策制（修）定、專家選書

機制、線上選書機制、集中採購及編目等之規劃與推動等。 

（4）每半年或一年定期召開縣市首長協調會議，推動「新竹縣圖書館事業發

展會報」。 

  委員會成員組成方面，以臺南市推動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為例，召集

人為市長，副召集人為文化局長，相關局處長或區長共 6 人（包括民政局長、

教育局長、財稅局長、都發局長、主計處長、人事處長、區長代表），圖書資

訊領域相關學者專家及從業人員7人，執行秘書為臺南市立公共圖書館館長。

新竹縣可朝此方向來規劃委員會之組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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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形象及服務標識系統建置 

（1）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LOGO 及相關設計 

目前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和各鄉鎮圖書館皆未有專用之官方形象及標示，

且各館的服務標識系統由各館自行負責。為使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總館及分館

有統一的視覺形象，將委託專業形象及標識系統設計廠商，針對新竹縣公共

圖書館設計一系列統一並能夠彰顯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特色的視覺形象及服務

標識系統，包括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LOGO 設計及形象應用、硬卡式借閱證排

版設計、制服製作等。 

（2）新竹縣市圖書館借閱證共用可行性評估 

  新竹縣市公共圖書館服務大新竹地區民眾，新竹市民使用新竹縣公共圖

書館、或新竹縣民使用新竹市公共圖書館皆為目前所有的普遍現象，故未來

將研議與新竹市圖書館共用借閱證及相關形象識別系統之可行性。 

（3）借閱證更新 

  目前新竹縣全縣公共圖書館的借閱證為卡紙外護貝膠膜形式，將透過本

計畫，更新新竹縣圖書館借閱證為硬卡式。本次計畫預計可製作 10 萬張有流

水號（證號）的卡片，未來將提供使用者申辦並線上開通。 

 

 
圖 8 案例─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標誌 圖 9 案例─英國伯明罕公共圖書館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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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縣市與鄉鎮市圖書館資源之合作建置與共享 

1、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制定 

  本計畫將探究新竹縣各公共圖書館之館藏現況及相關需求，並依此規劃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政策草案將於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

會上透過充分討論後修正並執行。 

2、集中採購及編目規劃 

  本計畫將研議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體系集中採購及共同編目之可行性及實

際執行方式。採購及編目作業統一由總館進行，再將書籍資料分配至各分館，

以達到資源合作及共享。 

（三）建立縣市與鄉鎮市圖書館一致且通用之服務制度 

1、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通閱服務 

  目前新竹縣 14 座公共圖書館中，有 8 座館舍已實施通還服務。未來在通

借通還服務的推動上，將以優先服務地理位置較偏遠且資源較缺乏的原住民

鄉鎮─尖石鄉及五峰鄉為主，期能提升此兩原鄉民眾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權益；

其次，則以服務新竹縣偏遠鄉鎮（峨眉鄉、北埔鄉、橫山鄉）的通借通還為

目標，並建置完善統一的作業流程及相關配套措施。 

2、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共同整合行銷 

  本計畫預計委託專業廠商建置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統一之入口網站，提供

各館基本資料及新書、活動及服務資訊，並整合相關線上作業包括館藏查詢、

預約書籍、活動報名等，讓圖書館使用者得以透過專屬網站快速且方便的了

解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所提供之資源及相關活動訊息，並使用相關線上服務。 

  此外，將聯合各館共同辦理各式閱讀推廣活動及措施，共同進行宣傳行

銷。例如，目前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每年都會針對兒童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

步走」的集點活動，凡借閱書籍或參加相關活動即可獲得點數，集滿點數則

可兌換閱讀禮袋。集點卡委託專業設計師設計版面，每年依照生肖有不同的

主題，風格清新童趣，吸引孩童及嬰幼兒家庭蒐集參與集點活動，有效推廣

閱讀。未來在總館─分館體系的推行下，計劃將分齡分眾共同提出合適之宣

傳行銷，期能吸引各年齡層及族群認識並使用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提高圖書

館使用及借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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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活動集點卡 

（四）館員培育 

1、館員培訓 

  本計畫將配合國家圖書館，進行相關館員培育輔導，輔導對象包括新竹

縣公共圖書館總館及各鄉鎮市圖書館館員（包含專業館員、行政人員、技術

人員、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等）培訓。 

  培訓方法上，將透過研習、工作坊及國內外優良圖書館案例觀摩參訪等

活動，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其他縣市圖書館館員等透過講座、經驗分

享或交流互動討論等模式，來增進新竹縣各公共圖書館館員之專業知能。 

2、手冊及服務指引編印 

  目前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編有「櫃台工作手冊」，作為圖書館櫃台人

員值班之規範及依據。手冊內容依據作業項目分為「閱覽」、「辦證／掛失／

補發」、「借閱／續借／預約」、「歸還／賠償／捐贈」、「資訊檢索」、「視聽／

期刊／報紙」、「其它」等七大項。 

  未來作業手冊及服務指引的編製，將由國家圖書館統籌，各縣市圖書館

配合分工協作辦理。建議新竹縣可依目前既有的「櫃台工作手冊」為基礎，

並參考「我國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專業知能研訂芻議」進行全面性的圖書館

服務檢討、修正並增加相關專業內容，成為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員工作之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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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櫃台工作手冊 

（五）躍升公圖事業發展與服務品質 

1、RFID 設備購置 

  透過本次計畫，提升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之相關服務設備，包括書

籍導入 RFID 晶片、RFID 相關設備購入等。 

2、體系內圖書館服務品質評核訪視 

  定期訪視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體系內各館舍，包括文化局圖書館以及 13 鄉

鎮市圖書館，每次訪視至少 1 位專家學者出席，進行服務品質評核作業並採

競獎勵，補助通閱人力支出。 

  透過長期下來分館訪視評核過程以及相關會議中，逐步建立新竹縣公共

圖書館的品質管理制度，內容涵蓋基礎建設、營運規劃、館藏資源管理、讀

者服務、閱讀推廣及公共關係、閱讀環境等，作為未來評核新竹縣公共圖書

館的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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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質管理制度建立及運用 

  本計畫將透過與各鄉鎮市圖書館的討論，以及專家學者之建議，建立新

竹縣公共圖書館服務品質管理制度，內容涵蓋基礎建設、營運規劃、館藏資

源管理、讀者服務、閱讀推廣及公共關係、閱讀環境等，作為未來評核新竹

縣公共圖書館之依據。 

4、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成為總館—分館體系之運作成效評估 

  評估執行本計畫案之相關成效，並提出後續執行建議等。 

二、執行方法及人力配置 

  本案預計執行方法及人力配置如下： 

 

圖 12 執行方法及人力配置圖（10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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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年執行期程 

  本計畫預計分 4 年執行，相關期程如下： 

                                  期程 
工作項目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推動縣

市與鄉

鎮市圖

書館成

為總

館—分

館體系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規劃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成立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運作         
「新竹縣圖書館總館-分館協調管理

之組織體系發展小組」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形象及服務標識

系統建置（圖書館 LOGO、借閱證設

計更新、制服製作等） 
        

推動縣

市與鄉

鎮市圖

書館資

源之合

作建置

與共享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制

定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執

行及修定         

集中採購及編目規劃         

建立縣

市與鄉

鎮市圖

書館一

致且通

用之服

務制度 

公共圖書館通閱服務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整合行銷         

館員培

育 

國內教育訓練及參訪等活動辦理         
國外參訪活動辦理（配合國圖辦理）         
手冊及服務指引編印（配合國圖辦

理）         

躍升公

圖事業

發展與

服務品

質 

RFID 設備購置         
體系內圖書館服務品質評核訪視         
品質管理制度建立及運用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成為總館—分館

體系之運作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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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推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體系計畫之預期效益包括： 

 成立「新竹縣圖書館總館-分館協調管理之組織體系發展小組」規劃成立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1 年召開會報至少 2 次，有效處理新竹縣

圖書館事業發展之相關事務。 

 完成新竹縣公共圖書館形象及服務標識系統，並實際運用在各館相關軟

硬體上。 

 完成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完成新竹縣公共圖書館集中採購及共同編目。 

 達成所需館舍通借通還服務。 

 共同整合行銷，以提升入館人數、借閱量等數值期能達到全國平均值。 

 每年館員培訓人數達 30 人；辦理教育訓練及參訪等活動至少 4 場。 

 完成手冊及服務指引編印。 

 完成品質管理制度建立，進行圖書館服務品質評核。 

柒、經費需求（經費編列請參考附件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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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興建計畫申請計畫書

摘要 

 計畫目標 

  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興建期望達成以下目標： 

一、作為新竹縣的「都市核心」─除扮演公共圖書館中心角色外，亦是地方

創生基地與知識中心、資源媒合平台及休閒社交場所。 
二、引領新竹縣創造獨特「生活風格」─知識及工作場所共享；數位多媒體

普及；圖書館嗅覺與味覺體驗的全新嘗試。 
三、打造全台縣市層級公共圖書館中最優質的「親子共享」環境─共學與自

學者的天堂。 
四、以「科技思維」優化使用者體驗─RFID 系統及智慧科技應用；安全便利

且順暢的資訊傳輸共享。 

 計畫經營主軸與特色 

  自古以來，圖書館作為知識的殿堂，提供人們持續探索這個世界。如今，

新竹縣有興建公共圖書館總館的機會，身為台灣高科技產業重鎮，及青壯年

移入人口多之縣市，期望提供縣民更完善的公共建設，無論是在館藏、硬體

設備、服務及專業度上，都希望能夠成為台灣縣市層級公共圖書館中最優質

完善的總館。以下分別就圖書館總館與新竹縣整體發展、總館發展潛力、願

景、特色、目標與發展策略進行說明。 

一、圖書館總館與新竹縣整體發展 

（一）科技化的中心圖書館 

  新竹縣行政區由 13 鄉鎮市組成，而根據 13 鄉鎮市的地理區位及環境特

性，可將竹縣分為六大發展區位、三大發展核心及二大發展軸帶，並結合具

串連性、同質性之生態景觀網絡，形塑風格獨具的地域環境（圖 3）。 

  本計畫所在地竹北市位於新竹縣城鄉發展架構中的「科技生活區」內，

且是新竹縣的「門戶核心」，故在圖書館總館的特色及定位方面，智慧科技的

應用將會是一主軸，並考量在地民眾生活型態及基地鄰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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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提供一優質的公共空間；而身為新竹縣門戶核心地區的圖書館總館，

也將扮演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中心圖書館」角色，帶領新竹縣 13 鄉鎮市圖書

館，應用科技技術來解決目前館際合作及圖書流通方面的限制及困境，並強

化各館之館藏特色。 

（二）與中央政策及新竹縣相關計畫的結合 

  新竹縣近期配合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有許多目前正在執行中的大型

規劃案（圖 4），如與本圖書館總館興建案基地位置相鄰的竹北東興圳，即有

客家委員會補助之「竹北六張犁東興圳整體景觀再造計畫」，將重新塑造東興

圳周邊環境景觀，而本圖書館總館的興建，即可與東興圳的規劃串聯，達到

跨域加值之效果。 

  其他有關文化及環境景觀發展的規劃尚包括客家浪漫台三線、竹東客家

音樂村、張學良紀念文化園區、清泉藝術之森園區等，強化了新竹縣在音樂、

藝術、歷史、客家文化等特色的硬體建設，而本圖書館總館的興建，將可以

完善新竹縣在「知識中心」方面的建設。 

  未來圖書館總館亦可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目前正在推動的「校園

社區化改造計畫之學校社區共讀站」連結，提供書籍流通、閱讀資訊與多媒

體資料線上串聯等服務；並可與新竹縣長期推動有關民眾參與的計畫，包括

由文化部補助的「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的

「社區規劃師駐地操作計畫」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補助的「農村再生培根計

畫」等結合，實際提供包括空間、軟硬體設備及社區資源和訊息的互通，成

為新竹縣民在生活及創新發展上最強大的支持及後盾。 

  此外，為積極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

以及鄉村發展失衡等問題，國家發展委員會預計於今年底提出「地方創生國

家戰略計畫」，並將明（108）年定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透過企業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及品牌建立等方式，提升社區

意識，達到地方的創生，最終期能緩和總人口減少及高齡少子化趨勢，促進

島內移民及都市減壓，達成「均衡台灣」目標（圖 5）。為此，新竹縣圖書館

總館可以作為新竹縣地方創生主要基地，除了提供實際的館舍空間及硬體設

備作為共享工作空間及會展場地，也可透過智慧科技的導入，扮演資訊流通、

異業結盟媒合的平台，強化新竹縣各鄉鎮市特色產業發展，吸引更多優質人

才，推動地區產業經濟永續發展，提昇生活品質。 



 

27 

 

 

新竹縣城鄉發展架構 
圖片來源：106 年度新竹縣政府委託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成果報告書 

 

新竹縣近期重點執行計畫 
圖片來源：新竹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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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戰略圖 
圖片來源：107/9/13「地方創生政策構想」簡報，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總館發展潛力 

  根據新竹縣及竹北市的人口結構、產業特性、文化特色和未來全縣的整

體的發展和規劃，歸納出以下發展潛力： 

（一）有設立中心圖書館需求，整合新竹縣 13 鄉鎮市公共圖書館，突破目前

鄉鎮市圖書館自治狀態對於跨館服務及合作的阻礙。 

（二）鄰近台灣高科技產業重鎮，可作為科技廊道上之節點及產業聚集創新

聚落。 

（三）利用鄰近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廠商、研究單位及大專院校的優勢，合

作推動圖書館數位科技服務。 

（四）竹北市及周邊地區小家庭由具高學歷的年輕夫妻組成的雙薪家庭是特

色之一，有營造一處能夠同時兼顧育兒及創造生產力的場域的需求。 

（五）生育率高之城市，孩童父母多高知識份子，極為重視孩子成長過程的

教育與陪伴和所需要的軟硬體資源。 

（六）有機會成為在地民眾參與、社區營造、學校教學及相關政策推動的資

源交流管道及在地生活智慧、知識累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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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館願景─全齡學習中心 

  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期望成為

一座全台灣最優質的縣市層級公共

圖書館，扮演新竹縣民與智慧的橋

梁。總館將滿足各年齡層對於圖書

館的使用需求，從嬰幼兒開始，到

青少年、中年及老年人，都可以在

這裡自由、公平的蒐集並享受資訊，

盡情地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並增

近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交流互動。這

裡，將是向所有新竹縣民開放，日

常生活、休閒及工作上的「全齡學

習中心」。 

 

四、總館特色 

（一）科技性 

  科技逐漸取代人力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新竹縣立圖書館總館預定地竹北

市鄰近台灣高科技產業中心─新竹科學園區、台元科技園區、生物醫學園區、

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及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大專院校，研究發展能量極強。

故未來的圖書館總館，「科技」將是一大特色，圖書館可與相關企業廠商、研

發單位或學校合作，在圖書館的營運管理及使用機能上導入圖書晶片系統

（RFID），改善圖書館的管理及行政效率；以人工智慧（AI）減少例行性行

政工作上人力的消耗，圖書館員將有更多時間執行閱讀推廣與相關專業服務；

青少年空間、兒童空間、多媒體實驗室等空間應用擴增實境（AR）、虛擬實

境（VR）等數位科技，激發民眾創造力。 

（二）社區性 

  公共圖書館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在地民眾，故圖書館與新竹縣 13 鄉鎮市社

區的結合，將會是未來經營的重點之一，而為使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與社區有

良好的互動結合，「大館帶小館」是努力的方向。未來總館將輔導各鄉鎮圖書

館以在地特色為主題，持續增加特色館藏，形成特色館舍，並透過科技的應

用，便捷各圖書館之間圖書及資訊的流通。另外，可與學校社區共讀站、社

總館願景─全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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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營造計畫、社區規劃師計畫等相結合，成為保存並傳承在地智慧與知識如

人才流通；文字、照片及影音紀錄的重要場所。 

（三）共享性 

  因應時代的需求，未來的總館將朝複合式經營方向發展，在硬體空間及

軟體資源上提供多目的使用。除了基本的書籍資料典藏與閱覽外，在產業發

展方面，圖書館也將會是提供地方創新、創業的聚落，並扮演地方知識聯盟

以及資源媒合的角色。教育方面，在地特色教學、自學組織、共學等觀念的

興起，使得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資源得以成為學習上最有力的支援。公部門針

對地方發展所推動的相關政策計畫，也可透過總館的各項軟硬體資源，作為

發展的基礎平台，進而連結到更多資源，達到跨域加值的效果。 

五、總館目標與發展策略 

  在「全齡學習中心」的願景與「科技性」、「社區性」及「共享性」三大

特色之下，提出新竹縣立公共圖書館總館的四大目標與發展策略，四大目標

分別為「都市核心」、「生活風格」、「親子共享」及「科技思維」，以下分別就

各目標與發展策略進行說明。 

1、都市核心 

（1）中心圖書館 

  作為新竹縣內公共圖書館中心圖書館角色，總館肩負輔導 13 鄉鎮市圖書

館的重任，期使本縣 13 鄉鎮市圖皆能參加圖書流通通閱服務，造福各地鄉親

在圖書流通借閱、跨館預約及還書方面的功能，增加全縣圖書借閱率。同時，

持續輔導目前各鄉鎮市圖既有的館藏特色，籍由活動辦理加強閱讀深度，增

加客群廣度，使縣民月月有好活動，日日有好書讀。 

  本圖書館的願景為「全齡學習中心」，從兒童、青少年、青壯年到樂齡，

皆能有豐富之學習體驗。因此圖書館建議針對不同主題、不同年齡層，設計

學習菜單或閱讀指南，主動提供適合各年齡層或綜合年齡層之學習指引，並

提供多元的學習活動及課程。 

（2）地方創生基地 

  總館所在地竹北市鄰近高科技園區及多個學術研究單位，因此吸引許多

高知識份子於此成家立業，許多小家庭因而產生。觀察竹北市及周邊地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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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特性，由具高學歷的年輕夫妻組成的雙薪家庭是特色之一，隨著孩子

的誕生，父母其中一方暫時放下穩定的工作來育兒是許多小家庭會選擇的生

活方式。而讓育兒中父母能夠在以照顧孩子為前提的同時，仍然保有部分時

間維持正常的社交及工作，除可有效排解生活上的壓力，也能持續貢獻多年

所學的專業知識與經驗。 

  為了提供此類家庭一處能夠安心育兒，同時兼顧社交及工作的場所，總

館將規劃完善的兒童空間和服務，以及社交工作場所，並搭配充足的軟體資

源與整合平台，讓育兒中父母在照顧孩子的同時，能夠透過圖書館的資源及

媒合平台，吸收相關新知，並貢獻其自身專業能力，使得圖書館成為地方創

造生產力的重要基地。 

（3）資源媒合平台 

  總館以「全齡學習中心」為願景，隨著生活、工作及休閒型態的轉變及

科技的發展，圖書館將成為各年齡層及群體在吸收及交流知識上的重要媒介。

未來，由公部門主導的公共圖書館站在中立及資源分配的立場，透過科技技

術的運用，將會成為匯聚各方資源及需求的平台，讓有資源和需要資源的個

人、團體、社區、公部門或企業，透過圖書館找到彼此，共同創造出彼此所

追求的價值、理想或經濟效益。 

  此外，作為一多目的使用的複合式圖書館，因其地理位置鄰近高科技園

區及學術研究單位的優勢，以及館舍本身作為地方創生基地，得以產出相關

產品或成果的特性，圖書館也可嘗試提供空間作為廠商或相關單位的會展空

間，成為產品發表、成果發表的場所，惟此些發表活動內容應具備與民眾日

常生活或閱讀推廣相關聯的特色，充分發揮圖書館知識傳遞及資源媒合的功

能，並達到跨域加值之效果。 

（4）地方知識中心 

  圖書館總館將照顧到各年齡層的需求，從嬰幼兒、兒童、青少年、壯年

到老年，都能夠在圖書館找到能夠利用、學習知識的空間及資源，成為縣民

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基地周邊鄰近許多教育機構，如興隆國小、

六家國小、成功國中、台科大、台大、交大等，可作為在地特色教學與共同

學習之場所，並結合竹科之科技產業，形成「知識聚落」，提供大新竹地區學

習與創新之基地。建議在未來圖書館營運時，由圖書館和周遭教育機構合作，

提供文化與教育活動，主動創造居民學習機會。並時常舉辦創業工作坊，或

產業研討會，增進產業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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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作為新竹縣圖書館總館，這裡也會是地方特色、文化、歷史及記

憶保存的場所，收藏多元資料，包括在地相關人物或事件的文物、文件、影

音資料、影像資料、紙本資料及紀錄等，例如客家文學家手稿、新竹縣古地

圖集與策繪資料、客家音樂或客家戲劇影音紀錄檔等，使閱讀之媒介更為豐

富與全面，並成為能夠理解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史、發展及特色等知識的重要

場域。 

（5）休閒社交場所 

  隨著時代的變遷，圖書館的機能與定位也有所改變，未來的圖書館總館，

除了提供書籍、多媒體資料等資源，提供民眾優質的閱聽環境外，將導入更

多元的資訊交流、學習及休閒的機能，包括多功能展演廳，提供學校、社區

等團體借用進行表演或成果發表等活動；多功能活動室辦理親子閱讀、相關

課程教學等活動。 

2、生活風格 

（1）Co-Working Style 

  由於圖書館將是複合式及多目的使用的空間，成為地方創生基地及資源

媒合平台，在實際的空間規劃及執行作法上，圖書館將提供一處能夠讓使用

者安心且便利工作的共享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包括多目的及彈性

使用的室內辦公、討論、休息區域；完善的辦公用設備；安全且快速的網路

及雲端空間；特殊軟體及科技設備等，讓使用者能夠帶輕便地帶著自己的筆

記型電腦及手機進駐，便能享有完善的工作設備及空間，進而產出相關工作

成果，成為新竹縣圖書館特有的風格─「Co-Working Style」。 

（2）Multimedia Style 

  除了硬體書籍之館藏，因應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而產生大量的視聽多媒

體資料，且近年來視聽多媒體資料創作方法更為便利並普及，因而產生許多

相關領域的創作者，特別是青少年族群，本圖書館提供充足的多媒體資料及

較大之多媒體視聽空間，使學習之媒介更為廣闊，多媒體空間除了提供電腦

與網路，也建議提供如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影像互動等館藏

及設備，使現代科技有更多元使用。此外，針對多媒體創作者的需求，館舍

提供共享工作空間、多媒體實驗室、多功能展演室及視聽室等，提供創作者

完善且便利的創作空間，並可藉由圖書館大廳、多媒體視聽區或多功能活動

室等空間進行成果的展示發表，完整提供從觀賞啟發到創作、展示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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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3）BOOK & Café Style 

  現代圖書館的空間氛圍已逐漸由過去傳統圖書館塑造出莊嚴、肅靜的轉

變成為自在、活力的感受，過去在圖書館嚴禁飲食的規定也逐漸被打破。未

來的圖書館期望賦予民眾開放、悠閒、明亮、輕鬆的氛圍，營造出「都市客

廳」的意象，提供不同之閱讀方式與層次。在圖書館自由的閱覽、休息、飲

用咖啡，甚至是輕食等餐飲，將不再只是想像。 

  此外，圖書館將引入小型零售業，增加空間之多元性。零售業並不只是

單純委外營運，其應能配合圖書館之活動進行相關銷售活動，並鼓勵陳列新

竹在地社區商品，例如傳統文化或在地青年新創產業之產品。 

3、親子共享 

（1）孩童與家長共學的場域 

  為建立友善親子環境，本圖書館引入「親子書房」理念，提供適合親子

共學之場域，例如劃設兒童專屬多媒體資料區，獨立於一般多媒體視聽區外，

鼓勵親子進行多元學習活動，容許適當親子對話於靜態遊戲。此外，也設置

多功能活動室，作為家長教育講座，或親子工作坊地點。 

（2）自學者的學習交流空間 

  近年來，教育方法愈來愈多元，除了體制內的學校外，在家自學教育逐

漸成為教育界的新焦點，新竹縣亦設有「新竹縣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實施

辦法」，提供國民教育適齡學生在正規學校體制外，個人、團體或機構三種型

態的教育學習方式。圖書館總館除了提供進行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者豐富

的藏書及多媒體資料作為學習素材外，更將提供共同交流互動的環境，如多

功能活動空間、討論室等，透過學童彼此間的互動與討論，達到學習的目的。 

（3）友善兒童的戶外遊戲場 

  遊戲，也是學習的一部份，兒童藉由遊戲學習社會化與手腦協調，有益

身心成長。因此除了室內較為靜態的兒童相關使用空間，也打造兒童可遊樂

之戶外空間。建議遊戲場之設施不應侷限於常見之罐頭式溜滑梯等遊樂器材，

而是特別設計美觀、好玩、安全之設施，並能和圖書館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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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思維 

（1）圖書晶片系統（RFID）導入 

  無線射頻辨識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是通過無線電訊號

識別特定物品的一種無線通訊識別技術，也是一種非接觸即可進行資料交換

的識別系統。近年來許多圖書館皆陸續導入此技術，以無線射頻晶片代替傳

統條碼磁條，應用於自助借還服務、書籍快速盤點、安全偵測系統、自動書

籍分類、快速驗收書籍等功能，提升圖書館服務及管理效率。 

（2）智慧科技應用 

  作為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的領導者，圖書館將導入各種能夠優化圖書館服

務及功能的管理設備及系統，如自助借還書系統、24 小時預約取書系統、網

路座位管理系統、人臉辨識系統等。此外，本館將提供最優質完善的軟硬體

設備，如設置資訊共享專區並提供多台資訊共享及檢索電腦；專屬的多媒體

視聽區域提供多元視聽設備供民眾閱聽各種媒體資料；多媒體實驗室提供多

媒體實驗室提供學習和使用設計軟體、照片編輯、影片製作及網站設計等機

會，並建議備有掃描機、3D 印表機、雷射切割機等科技及數位設備。 

（3）安全、便利且順暢的資訊傳輸及共享 

  本圖書館以科技性、共享性為特色，並規劃許多須仰賴線上管理及網路

傳輸通訊的系統和空間，故具備安全、便利且快速順暢的無線網路，提供資

料的傳輸及共享是必要的，本館應加強資訊安全之管理與宣導，避免使用者

之多媒體設備如手機或電腦受到病毒感染，或感染圖書館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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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我國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專業知能 

構面(10) 知能領域(60) 
基礎知能–從事圖書館事業必備之基礎 

1.基礎知能 

1.1 瞭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 
1.2 瞭解圖書館的價值、角色與功能 
1.3 瞭解圖書館相關法規 
1.4 瞭解圖書資訊專業倫理，具備良好工作態度與

服務熱誠 
1.5 瞭解知識生產鏈與資訊生命週期 
1.6 尊重智識自由與資訊取用自由 

一般知能–所有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必備之知能 

2.環境與政策法規 

2.1 瞭解行政法規與政策，如智財法規、個資法、

資訊政策等 
2.2 瞭解出版趨勢，包括數位出版、數位內容等 
2.3 熟悉相關機構之任務與宗旨，包括母機構及相

關的資訊傳播機構、文化教育機構、學會組織、非

營利組織等 
2.4 具備在地知識，並能參與社區活動、協助社區

發展 

3.通用技能 

3.1 具備人際溝通與表達能力，包括領導力、人際

關係、團隊合作、口語表達、簡報技巧等 
3.2 具備問題解決能力，包括實驗精神、分析思考、

策略規劃等 
3.3 懂得情緒管理，包括具備適應力與抗壓性 
3.4 具備方言及第二外語等多元語言能力 
3.5 具備行銷、推廣與公關之能力，包括能與同業、

異業結盟 
3.6 具備文書與寫作能力，包括寫作能力、公文書

撰寫等 
3.7 具備衝突處理與危機管理的能力 
3.8 具備閱讀素養，能理解並分析字句的意義 
3.9 瞭解資訊、通訊、數位技術之基本知識及應用 
3.10 具備資訊軟體應用能力，包括文書處理、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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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多媒體設計、電子郵件、社會性軟體等 

4.繼續教育與終身學

習 

4.1 參與職前訓練，熟悉負責業務 
4.2 把握在職繼續教育機會，提升專業知能 
4.3 具備新知學習能力，致力於專業發展 
4.4 力行生涯規劃，不斷自我學習與成長 

進階知能–依館員的工作職務挑選組合 

5.資訊組織與管理 

5.1 熟悉館藏發展的概念與方法，包括館藏的徵集

與淘汰、保護與典藏、書面館藏發展政策等 
5.2 熟悉資訊組織的概念與方法，包括分類編目、 
詮釋資料、索引摘要、知識組織、發展趨勢（如

Resources Description and Access）等 
5.3 熟悉文獻蒐集、整理與典藏的概念與方法，包

括地方文獻、特色文獻等 
5.4 熟悉數位資源管理的概念與方法，包括授權、

權限管理、談判與議價、維護與管理等 
5.5 熟悉數位典藏與資料庫建置的概念與方法，包

括機構典藏與資料庫、電子書之建置等 

6.讀者與資訊服務 

6.1 瞭解各類型讀者的資訊行為，包括其資訊需

求、資訊尋求行為與資訊使用等 
6.2 提供分齡、分眾、分流之多元讀者服務，包括

聽視障、銀髮、新住民、青少年、兒童等族群 
6.3 瞭解提供閱覽流通服務的概念與方法 
6.4 瞭解提供資訊檢索服務的概念與方法 
6.5 瞭解提供參考諮詢服務的概念與方法 
6.6 瞭解提供學科知識與服務的概念與方法 
6.7 瞭解提供館際合作與文獻傳遞服務的概念與方

法 
6.8 瞭解設計與進行資訊素養與利用教育的概念與

方法 
6.9 瞭解數位學習與其應用的概念與方法 

7.閱讀與推廣 

7.1 具備活動( 或服務) 設計與執行之能力 
7.2 具備策展規劃文藝、文創、展演之能力 
7.3 具備編製主題書目與閱讀推薦書單之能力 
7.4 具備閱讀素養指導之能力 



 

37 

 

構面(10) 知能領域(60) 

8.資訊科技應用 

8.1 瞭解系統分析與程式設計的概念 
8.2 瞭解資訊安全之規範與標準 
8.3 具備館內資訊設備管理能力，包括電腦、機房、

自助借還書機、安全門禁、多媒體播放設備、行動

智慧型載具等 
8.4 具備館內資訊系統管理能力，包括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電子資源管理系統等 
8.5 具備圖書館網站管理能力 

9.行政與管理 

9.1 具備企業家精神，以企業執行長自居，有行動

力、具超級營業員精神、化不可能為可能 
9.2 具備人力資源管理能力，包括圖書館工作人員

與志工的招募與管理 
9.3 具備財務管理能力，包括預算編列與執行、成

本效益分析、建立社區資源檔案、尋求社會資源等 
9.4 具備服務品質管理與專案管理能力，包括流程

管理、履約期程管理等 
9.5 具備媒體經營能力，包括媒體發言、媒體公關、

新聞稿撰寫等 
9.6 具備圖書館建築與環境管理能力，包括綠建

築、設計書圖、綠美化、空間安全管理、氛圍營造、

無障礙空間、公共藝術等 
9.7 瞭解管考與評核的相關規定與進行方式 
9.8 瞭解政府採購法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10.研究發展與創新 

10.1 掌握圖資領域主要研究發現和相關文獻 
10.2 熟悉並能應用量化與質性的研究方法 
10.3 懂得設計與施行讀者需求與滿意度調查 
10.4 運用研究結果，創新思考業務與服務 
10.5 發表本館調查、研究與服務成果 

資料來源：我國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專業知能研訂芻議，國家圖書館，民 1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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