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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館藏發展」是依據圖書館的功能、任務及讀者需求等，建立圖

書館館藏，並就館藏予以評鑑、分析館藏強弱，探討讀者使用館藏情

形，試圖就其缺失而予以改善，以確定能利用館內及館外資源來滿足

讀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高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依「圖

書館法」屬公共圖書館類型，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為提供圖

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爰制定本館館藏發展政

策，其目的在標示館藏發展的方向，提供館內經費分配的依據、選書

工作的指引及館員發展館藏的工作準則，使之能善用圖書經費，以期

配合本館的任務與目標，作最有效的運用；館藏發展政策同時是建立

圖書館與外界溝通的橋樑，使外界瞭解本館建立館藏的原則。 

本政策共分玖個部分：首先為前言；其次介紹本館沿革及組織架

構；第三部分為館藏概述，包括館藏蒐集範圍及種類等；第四部分敘

述館藏發展重點；第五部分陳述館藏資料選擇要項；第六部分說明館

藏採訪方式；第七部分是館藏維護方法；第八部分說明本館未來發展

目標；最後則是館藏發展政策的制訂與修正。 

 

貳、本館簡介 

一、歷史沿革 

本館原名高雄州立民眾教育館，館址設於壽山之麓；二次世界大

戰，館舍燬於炮火，藏書幾悉成灰燼；台灣光復後（民國 34年）租

賃館舍於鼓山一路，僅有日文書籍四百餘冊，民國 38年遷至中正四

路，更名為高雄市立中山圖書館。民國 43年 4月民生二路 39號新館

落成啟用，正式命名為高雄市立圖書館。 

民國 68年 7月本市改制院轄市後，人口顯著成長，各項發展迅

速，政府施政尤其重視文化建設之推動，本館館藏量與日俱增，原有

館舍不敷使用，民國 70年 8月遷入民生二路 80號（原設計為民眾活

動中心使用）服務民眾，原民生二路 39號舊館址租給國民黨市黨部

使用至民國 84年，由於本館圖書資料逐年成長，書刊典藏空間幾近

飽和，於是爭取經費整修舊館址成為總館閱覽區，民國 86年 11月開

放民眾使用，提供圖書閱覽、參考諮詢、期刊報紙閱覽、館際合作等

服務。後於民國 99年 12月 25日起合併為大高雄擴展服務地區。 

 

後期為加強本館功能及營運特色走向未來國際化的指標，故高雄



3 
 

市新圖書總館的興建，是市府對市民過去 30多年來期待的一種積極

回應，也是亞洲新灣區的重要建設。新總館的興建創造了多項指標與

意義並於 103年 11月 13日遷入新光路 61號現址續提供一般藏書、

高雄書、國際繪本及具多元特色圖書等館藏，高雄文學館以文學為特

藏，是最能體現文學特色與人文素養的圖書館，其他分館則各依地方

特性分別建立不同的特色館藏，民眾可以借到所需要的館藏資料與利

用檢索服務。 

 

為均衡發展本市文化建設，本館於各行政區普設圖書分館暨民眾

閱覽室，期望由點而面，提昇港都書香文化水平，目前本館所轄館舍

除總館外，尚有高雄文學館、鼓山、旗津、右昌、左營、三民、河堤、

新興、鹽埕、前鎮、草衙、寶珠、南鼓山、翠屏、陽明、楠仔坑、左

新、小港、高雄市文化中心、苓雅、大東、岡山文化中心、岡山、燕

巢、橋頭、梓官、梓官赤東、彌陀、彌陀公園、永安、茄萣、路竹、

湖內、阿蓮、田寮、中崙、鳳山二館、鳳山曹公、大樹、大樹二館、

大樹三館、仁武、大社、鳥松、大寮、中庄、林園、林園二館、旗山、

美濃、甲仙、內門、內門內埔、內門木柵、內門溝平、杉林、六龜、

澄觀分館及李科永分館等 59個分館及新興民眾閱覽室，共計 61個館

室。 

 

自成立新圖書總館後，高雄市的圖書事業進入高峰，亦引領全台

各縣市致力興建總館的風潮，為延續創新改革的腳步，以更有行政效

率及財務彈性的組織架構因應資訊變遷快速的數位時代，因此，本市

自 105年開始規劃市立圖書館轉型行政法人，於 106年 4月 26日經

教育部審查會議同意設立，106年 5月 26日高雄市議會第 2屆第 5

次定期大會三讀通過「高雄市立圖書館設置自治條例」，並於 106年

9月 1日正式轉型為行政法人營運。 

 

二、組織編制 

「高雄市立圖書館組織章程」於民國 106年 8月 31日經董事會

審議通過，現行組織編制置館長 1人，綜理館務，置副館長 1至 2人，

襄助館務；下設 10部，包括：採編部、閱覽部、推廣部、數位資源

系統部、多元文化部、國際繪本部、研發部、總務部、人力資源部及

財務管理部，分別掌理相關業務；此外，並於適當地區設置分館，提

供當地民眾各項圖書館服務。（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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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藏概述 

本館蒐集各類型資料，總館藏量迄今約 600萬冊（件），各館的

藏書量分布因館舍成立時間長短、典藏空間大小而有所不同，包括一

般性圖書、期刊、報紙、非書資料（包括視聽資料、地圖等）、數位

資源等，主題範圍涵蓋各學科領域，館藏內容具實用與多樣性，可提

供一般民眾多元及便捷的資訊服務。 

 

本館館藏範圍及種類約略如下： 

(一)圖書 

1. 中文圖書 

2. 外文圖書 

3. 東南亞語文圖書 

(二)非書資料 

1. 視聽資料（含錄音資料及錄影資枓） 

2. 地圖 

3. 其他 

(三)期刊及報紙 

1. 中文期刊 

2. 外文期刊 

3. 東南亞語文期刊 

4. 中文報紙 

5. 外文報紙 

(四)數位資源 

1. 線上資料庫 

2. 電子書/電子期刊 

 

肆、館藏發展重點 

館藏是圖書館一切服務的基礎，沒有豐富的館藏，就不可能有滿

意的讀者服務。本館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在館藏發展重點方

面，包括一般性中文書刊、特色館藏、外文書刊、視聽資料、數位資

源等。 

 

一、依據圖書館營運統計數據分析調整館藏及配合各種閱讀推廣活動

擬訂採購計劃充實館藏加強全方位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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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分析各項圖書館營運統計數據，探討本館讀者閱讀行為，做

為訂定本館閱覽政策、行銷推廣及提升服務創新之參考。並依館藏分

析包括各區館藏使用分析、館藏十大類借閱分析、職業別與閱讀圖書

分類法十大類借閱分析、從年齡來分析閱讀各類之偏好、男女性別在

閱讀上之差異等方面解析擬訂圖書資料、視聽資料、數位資源及主題

書展等採購方向及計劃。 

 

二、加強總館及各分館一般核心館藏的充實 

為有效充實各館藏書，一般核心館藏採購的根據，包括各學科入

門圖書、參考工具書、得獎圖書、熱門排行榜圖書、讀者推介優良圖

書等，係參考各館流通量，並配合圖書出版市場，擬定各類圖書資料

採購比例。 

 

三、加強各館特色館藏 

為有效運用圖書經費暨考量各館未來典藏成長空間的需求，除了

核心館藏的普遍購置外，特色館藏依據『社區特性』、『讀者個人或團

體建議』或『分工典藏』等因素而設立，並以設立專室或規劃專區的

方式服務民眾，本館為考量經費有效運用暨方便讀者查檢閱覽，以集

中典藏為原則（特色館藏參見附錄二）。 

 

四、加強非書資料之蒐集 

非書資料包括視聽資料、視障資料、數位資源、地圖資料等，另

為配合特色館藏發展網羅多元化資料型式的館藏，以啟發性、教育性

及休閒性內容為蒐集目標。 

 

伍、館藏選擇 

館藏選擇最基本原則乃是考量本館設立的目的與任務、服務對象、

未來發展目標、特色館藏建立、各學科基本館藏的均衡、館際合作等

因素，在有限的購書經費內，有系統、有計畫地選擇符合上述需求的

資料。茲簡述館藏選擇主要內涵，包括選擇工作的職責、各項資料的

選擇原則和複本原則。 

 

一、選擇工作的職責 

(一)採編部和各閱覽單位人員 

主要由採編部和各閱覽單位人員共同進行選書並受理讀者推薦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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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資料，作為書刊選擇的參考；為發揮選書效率，選書人員應具備以

下條件： 

1. 熟悉館藏發展政策，審慎選擇入藏書刊。 

2. 選擇書刊，不應受到個人政治、宗教及理念的影響而有所偏

差。 

3. 應隨時閱讀各種有關新書及出版訊息的刊物。 

4. 掌握各學科的發展情況，配合館藏發展政策採選，避免館藏

內容強弱不均。 

5. 對重要的連續性出版品、套書及叢書，需致力蒐集完整。 

6. 評估各閱覽單位所提供的特色館藏書目及建議徵集書單。 

 

(二)選書暨館藏發展小組 

採編部和各閱覽單位人員及讀者所推薦之「擬購書單」，由「選

書暨館藏發展小組」審議後辦理採購作業。「選書暨館藏發展小組」

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總館及各分館主管共同組成。 

另為強化選書效能，建立專家選書機制，針對特殊專案之採購，

增聘專家學者擔任選書委員，提昇選書內容的廣度及深度。主要職責

包括： 

1. 研修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2. 研議或調整各分館的特色館藏主題。 

3. 審核擬購書單，包括擬購資料內容、品質、價格及館藏配置

等。 

4. 研議館藏典藏等相關政策。 

5. 審查爭議性及問題圖書資料之內容。 

 

二、讀者推薦 

1. 適用對象：本館讀者 

2. 處理原則： 

(1) 推薦圖書主要管道為透過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提供的線上

圖書推薦功能。 

(2) 推薦書單由本館進行複本查核及依「高雄市立圖書館圖書

推薦須知」進行篩選查核，處理結果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直接回覆。 

(3) 接受推薦之圖書由本館進行採購，推薦者具有優先借閱權，

讀者推薦之圖書採購到館處理完畢後，將由系統自動以簡

訊或電子郵件通知該讀者到館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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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資料的選擇原則及工具 

為配合館藏發展政策，各項資料選擇時評定的標準包括內容的正

確性、新穎性、客觀性，作者的權威性，出版者的權威性及信譽，編

排的邏輯性及可讀性，價格的合理性等。選擇的原則及工具如下： 

（一）中文書 

1、選擇原則 

（1）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為主。 

（2）以臺灣地區出版者為主，其他地區之中文圖書次之。 

2、選擇工具： 

包括「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出版社或書店

編的新書資訊或營業書目、報紙上刊載書訊、書評、其他書評期刊

雜誌刊載書評書訊及網路書店等。 

（二）外文書 

1、選擇原則 

（1）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為主，專業協會或組織所推薦圖書

次之。 

（2）語文別以英文為主、日文次之。其他語文視館藏特色及多

元文化閱讀需求蒐集。 

2、選擇工具 

包括出版社的營業書目、專售外文書局的現貨書、網路書店的書

目等。 

（三）期刊、報紙 

期刊以中、英、日文印刷形式為主，並依實際需要蒐藏光碟、期刊全

文資料庫。 

1、選擇原則 

（1）應考量本館經費或讀者需求。 

（2）內容以綜合性報導為主。 

（3）館藏特色相關報刊應盡量蒐集。 

（4）凡列入重要期刊論文索引及知名索摘文獻收錄之期刊，且

為本館分工典藏裝訂之期刊，列入本館長期訂閱之期刊。 

（5）非長期訂閱之期刊新訂、刪減或改訂，將視全館期刊整體

發展合作及經費多寡為首要考量、同一館內之期刊典藏另須考

量同質性期刊的替代性，是否有光碟版或線上網路版可以取

代。 

（6）期刊有紙本、光碟版或線上網路版等不同版本時，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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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酌閱覽單位意見，考慮對本館讀者能提供最佳參考服務的

版本為蒐集依據。 

（7）散頁式或活頁式期刊，需確定本館的典藏保管單位同意列

入典藏，且日後會隨時進行抽換，才考慮納入蒐藏範圍。 

（8）外文期刊需能反映當代的現況及見解，或提供某一國家整

體或部分地區、城市的生活、文化上的省思。屬通俗性或重複

性高，或提供較少新意的期刊，則較不列入蒐藏。 

（9）報紙方面，凡本館分工典藏裝訂之報紙，列入長期訂閱；

非長期訂閱之報紙新訂、刪減或改訂，將視全館報紙整體發展

合作及經費多寡為考量原則。 

2、選擇工具 

國內外期刊出版社或代理商出版的廣告或型錄等資訊。 

（四）視聽資料 

1、選擇原則 

（1）內容以本土文化、社會、政治、生態環境、科技等主題

為主，並兼顧知識性、教育性與文化性及新穎性等。 

（2）同一資料內容有類比形式及數位形式者，以數位形式為優

先蒐藏。 

（3）國內外相關影展參展及入圍作品或影評推薦之優良影片及

珍貴紀錄片為蒐集重點。 

2、選擇工具 

以各相關視聽產品目錄為選擇工具，如視聽資料購買指南及各網站新

片資訊等。 

（五）數位資源 

合乎館藏主題範圍內的各種形式電子資源，包括電子媒體及網際資源，

如：網頁(homepage)、網際網路網站(web sites or Internet sites)或實體

的光碟等電子資源，其內容足以支援某一主題研究所需。（數位資源

館藏政策參見附錄三） 

1、選擇原則 

（1）內容對讀者有助益者，以中文資料庫優先，英文次之。 

（2）有信譽且具獨特性的資訊提供者。 

（3）內容具學術性、時效性且經常更新者。 

（4）檢索界面需簡易、清晰、周延，且易於操作；格式需合乎本

館可接受及一般運用的技術標準。 

（5）具長久保存權、使用權及擁有權者，優先考慮採購。 

2、選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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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出版商、資料庫系統服務廠商及代理商的廣告型錄及網站、國內

外期刊廣告及評論、大專院校及專門機構網站、圖書館或資料單位所

出版的聯合目錄及國科會的全國資料庫目錄。 

四、館藏深淺程度及各館分工典藏 

（一）本館蒐藏資料深淺程度，共分為以下四個層級： 

1、未收藏：0表示未收藏 

2、基礎級：表示收藏最基礎的書刊，以 1表示，包括 

（1）字典、百科全書、一般參考書。 

（2）代表性的基本作品。 

（3）基本期刊。 

3、一般級：表示收藏一般性的書刊，以 2表示，包括 

（1）包含上述基礎級書刊。 

（2）廣泛的基本圖書、重要著者的全集、次要著者的代表作 品。 

（3）代表性期刊。 

（4）各學科基本參考工具書。 

4、進階級：表示收藏適於深入閱讀及研究，以 3表示，包括 

（1）包括上述基礎級及一般級各項書刊。 

（2）廣泛的圖書資料，包括政府出版品，次要著者的全部作品。 

（3）廣泛專科參考工具書。 

（4）廣泛專業期刊，學術研究報告。 

（二）本館總館暨各分館在一般性館藏的分工典藏方面，主要考量館

際間地緣合作典藏的可能性、各館典藏空間大小、未來發展潛力、讀

者特性及流通量分析，各館分工如下：進階級館藏由一級分館典藏；

一般級館藏由一級及二級分館典藏；基礎級典藏館館藏由一級、二級

及三級分館典藏（各館典藏資料深淺程度參見附錄四）。 

 

五、複本原則 

為滿足廣大讀者的閱讀需求並兼顧購置多元化圖書資料之情形，本館

館藏資料複本典藏原則如下： 

1、讀者閱覽或借閱頻率較高的出版品，如兒童書、各類經典圖書、

得獎圖書或熱門暢銷排行榜圖書。 

2、配合長期裝訂保存需要之期刊報紙。 

3、配合專室或特色館藏閱覽典藏需要。 

4、配合閱讀推廣活動（如讀書會、書展及班級圖書等）所需圖書。 

 

六、不納入館藏範圍之圖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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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涉及黃色、暴力、低俗及其他不適宜提供讀者閱讀之出版品。 

2、違反著作權法，篇幅不全之出版品。 

3、廣告及商業宣傳性之出版品。 

4、過時不具參考價值之出版品。 

5、高中職以下教科書及升學考試用書。 

 

七、限制級圖書資料 

為維護兒童及青少年讀者之身心健康發展，並兼顧一般成年讀者

之閱覽權益，爰依文化部「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針

對館藏資料予以分級並採專區閉架典藏。 

 

限制級圖書資料認定如下： 

1、依「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所標列之限制級書目。 

2、各出版社列為限制級之書。 

3、其他圖書館已列為限制級之書。 

4、經本館「選書暨館藏發展小組」決議列入限制級之書目。 

 

陸、館藏採訪 

所蒐藏的資料類型為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數位資源等

出版品及網路資源。圖書資料的來源，包括採購及贈送等方式，茲詳

述如下。 

 

一、採購 

本館圖書資料採購由採編部統籌辦理，並依據「館藏發展政策」、

讀者需求等，分配各項圖書資料經費預算，以朝向多元化、多語言化

的館藏發展，滿足多元族群讀者的需要。 

(一)採購通則 

1、依據「政府採購法」及「高雄市立圖書館採購作業實施規章」等

相關法規辦理採購作業。 

2、一般中文圖書每種以購買 20冊以下為原則；外文圖書每種以購買

10冊以下為原則；其他得獎圖書、經典作品、預約量大增購複本圖

書、兒童繪本、熱門圖書、暢銷圖書及經選書暨館藏發展小組決議或

專案簽核者，其購置圖書冊數則不受此限。 

3、參考工具書、地方文獻圖書、館藏特色圖書及讀者推薦圖書則依

據讀者服務實際需要參酌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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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範圍 

1、圖書：中外文圖書、多元文化圖書及兒童圖書，以一般性、各分

館特色館藏、特殊主題圖書及參考性圖書為蒐藏重點。 

2、視聽資料：在類型上包括雷射唱片(CD)、數位影音光碟(DVD)、

影音光碟(VCD)、隨選視訊(VOD)等多種型式；在資料內容上則橫跨

各個知識範疇與多種語文及版本，涵蓋社教、卡通、電影、教學、旅

遊與音樂等主題。 

3、期刊：中外文及多元文化期刊，涵蓋雜誌及政府公報，以資訊、

休閒、教育及知識性主題為重點。 

4、報紙：中外文及多元文化報紙，涵蓋區域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的

報紙，以一般性及特殊主題性內容為重點。 

5、數位資源： 

（1）電子書：包含各學科主題、適於親子閱讀並圖文並茂的繪本電

子圖書，及其他更多元豐富的電子書以提供讀者線上瀏覽及借閱。 

（2）電子資料庫：以一般性及資訊檢索性類型為主。 

6、其他：輿圖、靜畫、小冊子、金石、善本書及手稿、珍本、老照

片等。 

（三）各類圖書資料採購原則 

1、圖書 

（1）依據館藏發展政策、讀者需求或其他業務發展重點等辦理一般

圖書資料選購及館藏更新等作業。 

（2）高單價圖書以特別需求蒐藏為原則。 

2、期刊及報紙 

（1）依據年度經費及讀者使用情況辦理增減訂。 

（2）館藏特色期刊及報紙以特色館蒐藏為原則。 

3、視聽資料 

（1）依館藏特色、社區特性、讀者需求等為原則。 

（2）作公開播放用則購置具公開播放權者。 

（3）總館及提供館內閱覽服務之分館均購置具有公開播放權之資

料。 

4、數位資源 

依據年度經費預算、出版發行現況、讀者使用情況分析或需求辦理續

訂或新購置。 

 

二、贈送 

圖書資料之贈送可分「受贈」及「索贈」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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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贈 

1、各界贈送本館之圖書資料均依據「高雄市立圖書館受贈圖書處理

原則」處理。 

2、有下列情形之圖書資料，本館不予受理 

（1）高中職以下教科書、升學參考書。 

（2）就業考試用書。 

（3）出版時間超過二年電腦類書籍。 

（4）過期期刊、報紙及宣傳性小冊子。 

（5）宗教善印經書（如宗教結緣書）。 

（6）塗鴉畫線、註記、水漬及破損不堪使用之圖書。 

（7）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法令規定之圖書。 

（8）內容不宜或已失時效，無參考價值者。 

（9）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二)索贈 

凡其他單位出版之圖書資料具參考價值者，本館得向發行單位索贈，

以充實館藏。 

 

柒、館藏維護 

 

一、館藏整理 

（一）館藏資料經分類、編目及加工後，依索書號排架。 

（二）館藏資料應適時整架及讀架，避免資料錯置，以利讀者使用。 

（三）館藏資料如有破損，但並不影響閱讀時，應加以修補以利讀者

使用。若無法修補則應考量使用率及利用價值而予以淘汰報銷或補購

置換。 

 

二、館藏評鑑 

館藏評鑑是館藏發展過程的重要一環，藉著館藏評鑑，瞭解圖書

館館藏的優點與缺失，以作為修訂館藏發展政策及充實館藏的依據。

館藏評鑑的方法如下： 

 

(一)量的評鑑：如館藏量、年成長量及年成長率等。 

(二)質的評鑑：如書目核對法、讀者使用分析及讀者意見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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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藏盤點 

為維護館藏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性，總館及各分館應依據「年度

盤點計畫」進行館藏盤點。盤點結果，並可做為館藏管理方式改進之

參考。 

四、館藏淘汰 

（一）館藏淘汰係依據圖書館法第十四條「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

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

自行報廢」及依本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圖書資料報銷處理作業要點」

辦理淘汰。 

（二）館藏淘汰範圍包括一般圖書、參考資料、連續性出版品、視聽

資料與數位資源等。館藏有下列情形，得加以報銷： 

1、圖書資料使用三年以上陳舊破損不堪修復者。 

2、圖書經使用五年以上內容確已失時效者。 

3、外借圖書資料讀者遺失，並已辦妥賠償現金或同類目同等值新

圖書資料者。 

4、外借圖書資料經催還，確已無法追回者。 

5、經盤點確定遺失者。 

6、不符合「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則」之期刊報紙。 

7、失去時效性或無相容存取系統之數位資源。 

以上各項報銷冊數，每年總報銷冊數不得超過本館圖書總數百分之

三。 

（三）館藏符合下列條件者，得予保存： 

1、全館複本少於三本之圖書資料。 

2、地方文獻。 

3、絕版圖書。 

4、珍善本圖書、特藏金石等。 

五、移架典藏 

為有效運用本館館藏空間，保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適用性，將

使用率較低，但仍具典藏及參考價值的館藏移架儲藏。 

 

捌、未來發展目標 

配合本館「高雄市立圖書館 109-113年發展目標及計畫」之營運

目標及策略方案，建構厚實多元化的館藏，以推動城市閱讀並提升市

民閱讀力。 

一、均衡發展館藏，呼應各類讀者閱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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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各分館主題特色，建置在地知識學，發展特色館藏。 

三、活化館藏及館藏再加值。 

四、發展關鍵出版之窗，收藏絕版好書。 

 

玖、館藏發展政策的制訂與修正 

為配合館藏發展需要，館務與環境如有變遷，館藏發展政策得於

適當時機隨時修訂，館藏發展政策之制定與修正，由本館「選書暨館

藏發展小組」召集研修，經館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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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高雄市立圖書館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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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高雄市立圖書館特色館藏一覽表 

高雄市立圖書館特色館藏一覽表 

 

館別 特色館藏 

1.高雄文學館 高雄作家 

2.阿蓮分館 農業 

3.鼓山分館 生態保育、柴山專區 

4.中庄分館 青少年文學 

5.旗山分館 在地人文、建築景觀 

6.橋頭分館 地方鄉土文化、臺灣民主發展 

7.旗津分館 海洋生物 

8.右昌分館 體育與運動 

9.左營分館 旅遊 

10.左新分館 科普 

11.中崙分館 水資源與環保 

12.鳳山二館 生命科學 

13.鳳山曹公 在地人文 

14.大東藝術圖書館 藝術 

15.三民分館 生活保健 

16.小港分館 太空科學、環保 

17.草衙分館 勞工、樂齡圖書、多元文化 

18.湖內分館 美術 

19.河堤分館 愛河學、社區營造 

20.新興分館 視障資料 

21.鹽埕分館 漫畫 

22.茄萣分館 家政 

23.仁武分館 青少年文學 

24.澄觀分館 漫畫 

25.甲仙分館 農業 

26.前鎮分館 投資理財、原住民資料 

27.高雄市文化中心分館 表演藝術 

28.岡山文化中心分館 地方戲曲(皮影戲) 

29.岡山分館 在地人文 

30.寶珠分館 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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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特色館藏 

31.六龜分館 茶葉文化、溫泉、山林生態 

32.林園分館 保育（紅樹林） 

33.林園二館 環保 

34.路竹分館 書法 

35.南鼓山分館 地方文獻、樂齡圖書 

36.美濃分館 客家文史 

37.彌陀分館 養殖漁業 

38.彌陀公園分館 昆蟲、皮影藝術 

39.翠屏分館 飲食文化 

40.內門分館 地方民俗--宋江陣為主 

41.內門溝坪 無 

42.內門內埔 花卉 

43.內門木柵分館 無 

44.鳥松分館 旅遊（濕地） 

45.苓雅分館 青少年讀物 

46.楠仔坑分館 童玩(民俗) 

47.陽明分館 語言 

48.杉林分館 攝影、有機農業 

49.大社分館 自然與人文 

50.田寮分館 地質、茶道 

51.大寮分館 玉石 

52.大樹分館 語文 

53.大樹二館 在地人文 

54.大樹三館 農業、漫畫 

55.永安分館 生活保健、養殖漁業 

56.燕巢分館 自然生態 

57.梓官分館 農業 

58.梓官赤東分館 海洋生態 

59.李科永分館 生態保育、親職教育(發展遲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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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高雄市立圖書館數位資源館藏發展政策 

高雄市立圖書館數位資源館藏選擇原則 

103.1.20 擬訂 

106.11.10 修訂 

109.09.01 修訂 

一、蒐藏範圍 

本館蒐藏之數位資源包括國內外之電子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

刊、電子報紙等數位內容。內容以大眾休閒、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為

主要收錄主題，徵集來源包括採購、贈送、公開取用等。各項數位資

源之語文包含中文(含簡體中文)和外文兩種，外文以英文為主。 

 

二、館藏概況 

本館典藏之數位資源，主要有本館規劃建置及透過其他徵集途徑

引進者兩種。規劃建置之數位資源係將本館各類館藏進行書目索引編

製及全文數位化，並提供可檢索運用之線上平臺供讀者利用。其徵集

途徑納入館藏者，則主以採購方式取得，部分由國立公共圖書館採購

提供地方圖書館使用，及少部分透過送存、交換、贈送取得。 

 

（一）數位資源內容 

係圖書館知識庫、大東藝術資源、台灣雲端書庫@高雄、台灣史

料智慧藏@高雄、高雄文獻及數位典藏六大部份。涵蓋之學科範圍有

人文藝術、社會、管理、企管、通訊、法律、語文學習、圖書資訊、

理工等。數位資源類型包括書目、索引、摘要、統計、百科全書、名

錄、電子期刊、報紙、電子書、多媒體影音資料庫、學位論文等。為

整合各項數位資源乃建置電子資料庫專屬網頁供讀者檢索使用。且透

過整合查詢系統，讓使用者在單一查詢入口，即可同步獲得連結各資

料庫平台所取得之綜合查詢結果，以節省個別查詢不同平台所需的時

間花費。 

 

（二）數位資源類型 

1.電子資料庫 

本館典藏之電子資料庫包括光碟資料庫與線上資料庫。 

2.電子期刊 

本館典藏之電子期刊所採徵集途徑：（1）直接向代理商或出

版商訂閱電子期刊，以取得使用權；（2）透過採購引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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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期刊資料庫，其授權方式包括年租或買斷 2種。 

3.電子書 

本館典藏之電子書包括具實體載具(如光碟、USB 等)之電子

書、線上電子書及電子書資料庫等三種，本館另有合作建置

「台灣雲端書庫@高雄」電子書的典藏平臺。另以購買方式

引進各類型電子書資料庫，包括人文藝術、財經投資、商業

職場、心靈勵志、語言學習、育兒教養、旅遊飲食等主題。 

4.電子版論文 

本館典藏之電子版論文包括採購引進之電子資料庫、全國共

用之電子資料庫或其他網際網路資源。含期刊論文、學位論

文、會議論文、專題論文等（依需求購置）。 

5.電子版報紙 

本館典藏之電子版報紙以採購國內大型報社所發行之電子版

報紙資料庫、原版報紙影像等（依需求購置）。 

6.線上數位影音 

本館典藏之線上數位影音多以採購 12大藝術相關主題資料

庫，且透過相關系統提供查詢服務。 

7.網站典藏 

本館建置有「台灣史料智慧藏@高雄」等數位資源，主收錄

與臺灣或中華文化古蹟等相關之網站。 

 

三、徵集政策 

（一）中文數位資源 

1.徵集原則：以採購徵集大眾休閒、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等為

主，且內容需符合本館館藏政策發展所需並適合全國公共圖

書館及中央政府機關使用之數位資源。 

2.徵集途徑：採購及公開取用之各種格式數位資源。 

3.授權使用人數：透過採購途徑取得之數位資源，則視本館需

求與經費購買適當之使用範圍及人數。 

4.媒體形式：包含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報紙、電子資料庫

等。 

5.檔案格式：以現行普遍之軟體與通訊方式即可運用者為宜，

並以可提供線上或離線使用之數位資源為主。 

6.主題：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7.授權使用模式：依「著作權法」及與出版者、供應商協商之

授權使用模式，提供數位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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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文數位資源 

1.徵集原則：內容需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並以具學術性及

參考價值之人文及社會科學為優先考慮，且能支持本館提供

服務之所需為主。 

2.徵集途徑：以採購為主取得。 

3.授權使用人數：採購途徑取得之數位資源，則視本館需求與

經費決定購買使用範圍及人數。 

4.媒體形式：包含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報紙、電子資料庫

等。 

5.檔案格式：以現行普遍之軟體與通訊方式即可運用者為宜，

並以可提供線上或離線使用之數位資源為主。 

6.主題：內容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7.語文：以英文為主、兼及少數其它語言。 

8.授權使用模式：依「著作權法」及與出版者、供應商協商之

授權使用模式，提供數位資源服務。 

四、徵集方式 

（一）徵集來源 

1.參與小組：依據本館需求及選書小組（或評審委員）結果進

行數位資源之採購。 

2.獲獎資訊：採購國內出版之獲獎優質數位資源。 

3.展覽資訊：透過各種數位資源展覽蒐集之參考資訊。 

4.代理商：透過國內外代理商所提供之數位資源簡介、目錄或

試用進行參考。 

5.讀者推介。 

6.其他 

（二）評選委員會：前述經採購途徑徵集之數位資源需召開評選會議

進行評選及排序，按評選結果依序採購。 

五、館藏評鑑與維護 

（一）館藏評鑑 

依據《館藏發展政策》辦理。 

（二）館藏維護 

1.典藏：安裝於本館伺服器之數位資源，針對伺服器提供合宜

之安置環境施予溫濕度控制與管理。 

2.備份：本館應妥善典藏數位資源之備份資料，並且定期進行

館藏電子資源之備份。 

3.館藏淘汰:凡是符合本館圖書資料淘汰要點者，得以淘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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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般電子儲存媒體，若經評估館藏合乎本館館藏淘汰原

則，不堪使用者予以報銷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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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高雄市立圖書館館藏深淺程度及各館分工典藏表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藏深淺程度及各館分工典藏表 

本館收藏資料深淺程度，共分為以下四個層級： 

1. 未收藏：0表示未收藏 

2. 基礎級：表示收藏最基礎的書刊，以 1表示，包括 

（1） 字典、百科全書、一般參考書。 

（2） 代表性的基本作品。 

（3） 基本期刊。 

3. 一般級：表示收藏一般性的書刊，以 2表示，包括 

（1） 包含上述基礎級書刊。 

（2） 廣泛的基本圖書、重要著者的全集、次要著者的代表作品。 

（3） 代表性期刊。 

（4） 各學科基本參考工具書。 

4. 進階級：表示收藏適於深入閱讀及研究，以 3表示，包括 

（1） 包括上述基礎級及一般級各項書刊。 

（2） 廣泛的圖書資料，包括政府出版品，次要著者的全部作品。 

（3） 廣泛專科參考工具書。 

（4） 廣泛專業期刊，學術研究報告。 

各館收藏資料深淺程度如表 1-1~1-3所示；各特色館藏深淺程度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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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高雄市立圖書館收藏資料深淺程度表(一級分館) 

  

         館別 

 主題 

總

館 

文

學 

高

市

文

化 

岡

山

文

化 

大

東 

鼓

山 

右

昌 

左

營 

三

民 

前

鎮 

楠

仔

坑 

左

新 

寶

珠 

河

堤 

草

衙 

小

港 

李

科

永 

非書 

資料 

視聽資料 3 1 3 2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輿圖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立體資料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2 0 0 

中文書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外文書 3 1 2 2 2 3 2 2 2 2 2 2 2 1 2 2 2 

參考工具書 3 2 2 2 1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視障資料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特色館藏 0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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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高雄市立圖書館收藏資料深淺程度表(二級分館) 

       

       館別 

 

  

 

主題 

旗

津 

新

興 

鹽

埕 

苓

雅 

陽

明 

翠

屏 

岡

山 

燕

巢 

梓

官 

茄

萣 

路

竹 

湖

內 

中

崙 

鳳

山

二

館 

鳳

山

曹

公 

大

樹

二

館 

大

社 

澄

觀 

仁

武 

鳥

松 

大

寮 

中

庄 

林

園 

美

濃 

旗

山 

橋

頭 

非書

資料 

視聽資料 1 2 2 2 1 2 2 2 2 1 1 1 2 2 2 2 1 2 1 1 1 1 1 1 1 1 

輿圖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立體資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2 0 0 0 

中文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外文書 1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1 2 1 2 2 2 2 2 

參考工具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視障資料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特色館藏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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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高雄市立圖書館收藏資料深淺程度表(三級分館) 

         

          館別 

 主題 

南

鼓

山 

梓

官

赤

東 

彌

陀 

彌

陀

公

園 

永

安 

阿

蓮 

田

寮 

大

樹 

大

樹

三

館 

林

園

二

館 

甲

仙 

內

門 

內

門

內

埔 

內

門

木

柵 

內

門

溝

坪 

杉

林 

六

龜 

非書資

料 

視聽資料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輿圖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立體資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文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外文書 1 1 2 2 2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參考工具書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視障資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特色館藏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0 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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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雄市立圖書館各館特色館藏資料深淺程度表 

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總類（Generalities）000-099   

特藏 000-009 1 1   

目錄學；文獻學 010-019 1 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020-029 2 1   

國學 030-039 2 1   

類書；百科全書 040-049 1 1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050-059 1 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060-069 2 1   

普通論叢 070-079 1 1   

普通叢書 080-089 1 1   

群經 090-099 1 1   

哲學類（Philosophy）100-199   

哲學總論 100-109 2 1   

思想；學術 110-119 2 1   

中國哲學 120-128 2 1   

東方哲學 130-138 2 1   

西洋哲學 140-149 2 1   

邏輯學 150-159 2 1   

形上學 160-169 1 1   

心理學 170-179 3 2   

美學 180-188 2 1   

倫理學 190-199 2 2   

宗教類（Religion）200-299   

宗教總論 200-209 1 1   

宗教學 210-219 1 1   

佛教 220-229 2 1   

道教 230-239 2 1   

基督教 240-249 2 1   

伊斯蘭教 250-259 1 1   

猶太教 260-269 1 1   

其他宗教 271-27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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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神話 280-287 2 1   

術數；迷信 290-299 1 1   

科學類（Sciences）300-399   

科學總論 300-309 2 1 3(左新) 

數學 310-319 2 1   

>電腦科學 312 2 2   

天文學 320-328 2 1   

>氣象學 328 2 1   

物理學 330-339 2 1   

化學 340-349 2 1   

地球科學；地質學 350-359 2 1   

>山岳 351.5 2 1 3(六龜) 

>濕地 351.68 2 1 3(鳥松) 

>海洋學 351.9 2 1 
3(旗津) 

3(梓官赤東) 

>地質學 352 2 1 3(田寮) 

>溫泉 354.3 2 1 3(六龜) 

>寶石 357.8 2 1 3(大寮) 

生物科學 360-369 2 1 3(鳳山二館) 

>山地生物 366.84 2 1 3(六龜) 

>海洋生物志 366.98 2 1 
3(旗津) 

3(梓官赤東) 

>生態學 367 2 2 

3(鼓山) 

3(李科永) 

3(燕巢) 

>>水及土壤汙染 367.47 2 1 3(中崙) 

植物學 370-379 2 1   

>植物地文分佈-山地 374.33 2 1 3(六龜)  

>半鹹水植物群落 374.54 2 1 3(林園) 

>生態系-山地 376.824 2 1 3(六龜) 

動物學 380-389 2 1   

>動物生態 383.5 2 1 
3(鼓山) 

3(李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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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3(燕巢) 

>>動物生態學-山地 383.563 2 1 3(六龜) 

>昆蟲 387.7 2 1 3(彌陀公園) 

>>膜翅目(蜂) 387.781 2 1 3(阿蓮) 

人類學 390-399 2 1   

>人體生理學 397-399 2 1   

應用科學類（Applied sciences）400-499   

應用科學總論 400-409 2 1 
 

醫藥 410-419 2 1 
 

>營養與食品；飲料與健康 411.3-411.4 2 1 
3(三民) 

3(永安) 

>食療 413.98 2 1 
 

家政 420-429 2 2 3(茄萣) 

>飲食；烹飪 427 2 2 3(翠屏) 

>>茶 427.41 2 1 
3(田寮) 

3(六龜) 

>家庭衛生 429 2 2 
3(三民) 

3(永安) 

農業 430-439 2 1 

3(阿蓮) 

3(甲仙) 

3(大樹三館) 

3(梓官) 

3(杉林) 

>園藝 435 2 1 3(內門內埔) 

>漁業 438 2 1 
3(彌陀) 

3(永安) 

工程 440-449 2 1 
 

>環境工程 445 2 1 
3(林園二館) 

3(小港) 

>太空工程 447 2 1 3(小港) 

礦冶 450-459 2 1 
 

化學工業 460-469 2 1 
 

製造 470-479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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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商業；各種營業 480-489 2 2 
 

>茶業 481.6 2 1 
3(田寮) 

3(六龜) 

商業；經營學 490-499 2 2 
 

社會科學類（Social sciences）500-599 
 

社會科學總論 500-509 2 1 
 

統計 510-519 2 1 
 

教育 520-529 2 2 
 

>家庭教育 528.2 2 1 3(李科永) 

>社會教育 528.4 2 1 3(寶珠) 

>體育；運動 528.9 2 1 3(右昌) 

>特殊教育 529.5 2 1 3(李科永) 

禮俗 530-539 2 1 
 

>客家人 536.211 2 1 3(美濃) 

>臺灣原住民志 536.33 2 1 3(前鎮) 

>飲食風俗 538.7 2 1 3(翠屏) 

社會學 540-549 2 2 
 

>社區；環境 545 2 1 3(河堤) 

經濟 550-559 2 2 
 

>水資源 554.61 2 1 3(中崙) 

>勞工 556 2 1 3(草衙) 

財政 560-569 2 2 
 

>投資與證券 563.5 2 1 3(前鎮) 

政治 570-579 2 2 
 

>政治制度 573 2 1 3(橋頭) 

法律 580-589 2 1 3(新興) 

軍事 590-599 2 1 
 

中國史地類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600-699 
 

史地總論 600-609 2 1 
 

中國通史 610-619 2 1 
 

中國斷代史 620-629 2 1 
 

中國文化史 630-639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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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中國外交史 640-649 2 1   

中國史料 650-659 2 1   

中國地理 660-669 2 1   

中國地方志 670-676 2 1   

中國地理類志 680-689 2 1   

中國遊記 690-699 2 1   

世界史地類 (World history and geography) 710-799   

世界史地 710-719 2 1   

海洋志 720-729 2 1   

亞洲史地 730-739 2 2   

>臺灣史地 733 2 2   

>>高雄史地 733.97-733.9759 3 2   

歐洲史地 740-749 2 2   

美洲史地 750-759 2 2   

非洲史地 760-769 2 1   

大洋洲 770-779 2 1   

傳記 780-789 2 1   

>臺灣傳記 783.3 2 2   

文物考古 790-799 2 1   

>古玉 794.4 2 1 3(大寮) 

語言文學類（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800-899   

語言學總論 800-809 2 2 
3(陽明) 

3(大樹) 

>客家語 802.5233 2 1 3(美濃) 

文學總論 810-819 2 2   

中文文學 820-829 2 2   

中文文學總集 830-839 2 2   

中文文學別集 840-848 2 2   

中文各種文學 850-858 2 2   

東方文學 860-869 2 2   

西洋文學 870-879 2 2   

其他各國文學 880-887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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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新聞學 890-899 2 1   

藝術類（Arts）900-999   

藝術總論 900-909 2 1 3(大東) 

音樂 910-919 2 2 
3(大東) 

3(高市文化) 

建築藝術 920-929 2 1 
3(大東) 

3(旗山) 

雕塑 930-939 2 1 
3(大東) 

3(湖內) 

繪畫；書法 940-949 2 2 

3(大東) 

3(高市文化) 

3(湖內) 

>書法 942 2 1 

3(大東) 

3(高市文化) 

3(路竹) 

>漫畫 947.41 2 1 

3(澄觀) 

3(鹽埕) 

3(大樹三) 

攝影；電腦藝術 950-959 2 2 
3(大東) 

3(杉林) 

應用美術 960-969 2 1 3(大東) 

3(湖內) 

技藝 970-976 2 1   

>花藝；插花 971 2 1 3(內門內埔) 

>茶藝；茶道 974 2 1 
3(六龜) 

3(田寮) 

戲劇 980-989 2 1 
3(大東) 

3(高市文化) 

>影戲 986.8 2 1 
3(岡山文化) 

3(彌陀公園) 

遊藝及休閒活動 990-999 2 1   

>陣頭 991.87 2 1 3(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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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分類號 
總館 

館藏深度 

一般分館 

館藏深度 

特色館 

館藏深度 

>旅遊；觀光 992 2 2 
3(左營) 

3(鳥松) 

>兒童遊戲 996 2 1 3(楠仔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