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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文化局 109 年公共圖書館訪視 

 本次訪視係依據教育部補助計畫「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

個案計畫」之 109-111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體系計畫」暨「躍升公共

圖書館事業發展及服務品質計畫」，為建構本市完善之圖書館營運體制，也為深

入了解各區圖書館內之館務現況、人口特性、服務特色、讀者需求、館藏發

展、問題困境等方面。 

因此，文化局圖書館於 109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8 日分別與本市 7 區 9 館之

承辦人員、館員等進行深入訪談，一方面重新為各區圖書館擬定新的營運方針

與館藏核心，以符合各館現行讀者之需求，一方面凝聚各館與文化局圖書館之

凝聚力，以達原教育部計畫之初衷。其後，亦將與本次計畫中之「109 年公共

圖書館發展趨勢分析」搭配，透過質化與量化的方式，建立本市公共圖書館事

業發展之願景目標及館藏發展政策。以下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係各館

訪視內容之摘錄與小節；第二部分則針對各區所提出之建議、困境或說明進行

總結。 

 

一、 基隆市各區公所圖書館訪視 

(一) 七堵區永平館 

七堵區永平館主要為處住宅區附近，鄰近有多所學校，因此在與其

他社區或教育機構合作上較為密切；讀者主要以鄰近住戶為主，平日多

以樂齡、學生等，假日則會多青壯年人口；館藏採購上主要較無偏重特

定主題類型，原則上以均衡發展為主，不過在借閱上則有觀察到「心理、

財經經濟」等方面之書籍較多人借閱，可能是受到鄰近退休人員較多的

影響。綜整而言，永平館屬「社區型圖書館」，以服務周圍民眾為主並

與附近單位合作緊密，地方色彩相對濃厚。 

 
圖 1  9 月 8 日 七堵區永平館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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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圍環境：主要以社區和學校等機構為主。 

2. 讀者特色：偏向多元化，平日以退休人員、樂齡、考生等為主。 

3. 館藏採購：原則上各類型主題館藏皆多元且平均採購。  

4. 借閱情形：以「心理、財經經濟」等相關書籍為多，原「音樂」主

題比較少人借閱或使用。 

5. 合作情況：與周圍社區（社區營造）、學校（班訪）等合作密切。 

6. 困境問題：各空間較小、問題讀者、經費不足、設備老舊等。 

(二) 七堵區百福館 

七堵區百福館周圍主要以住宅區為主，本身屬於獨棟建物且各活動

空間皆大，然而本身與鄰近社區或學校合作相對永平館少，或許與圖書

館活動推廣少有關，也因此無論是在讀者特色上或借閱情況上所能掌握

的資料也相對少。另外在館藏採購上目前以平均採購為主，但未來因地

理位置關係，因此有機會可以朝向「五堵」等地方鄉土歷史文獻方面之

資料蒐集發展，建立地方特色館藏。 

 

圖 2  9 月 8 日七堵區百福館訪視 

1. 周圍環境：鄰近於住宅區，本身屬於獨立館設且空間大。 

2. 讀者特色：人口多元，但使用人數較少，因此現階段可供參考的資

料相對較少。 

3. 館藏採購：館藏採購上主要以多元平均發展為主，但因地理歷史環

境位置因素，未來可以朝向五堵地方歷史文獻等發展。 

4. 借閱情形：無特別借閱之主題特徵。 

5. 合作情況：與鄰近學校或社區的發展連結較小。 

6. 困境問題：整體條件環境佳，但在各項活動之發展，以及與在地的

連結性發展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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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正區圖書館 

中正區圖書館本身環境優美且舒適，是許多讀者的首選圖書館，也

可以算是本市公共圖書館之典範館。在讀者、館藏採購和借閱情況上皆

無特別顯著之特性，主要皆以均衡發展為主，相對較特別的部分主要因

地理位處目前基隆相關歷史文物建築之附近，加上近年本市積極修繕與

推廣各歷史古蹟建物，因此也逐漸增加「觀光旅客」這類型的讀者，會

詢問與基隆旅遊相關的資訊或是附件歷史場景的簡介等等，換言之中正

區在發展與基隆有關之「旅遊資訊」及「地方文史資料」上有其潛力。 

 

圖 3  9 月 9 日中正區及杜萬全訪視 

1. 周圍環境：鄰近於基隆大歷史場景地區，多觀光地點。 

2. 讀者特色：讀者群多元，親子共讀多且附近旅遊觀光人潮增加。 

3. 館藏採購：以平均採購為主，會納入讀者推薦書單，也會另外依據

原主題館藏「海洋」進行採購，但後者的書籍較少。 

4. 借閱情形：讀者借閱情況多元，較無偏重於特定館藏，比較特別的

部分是旅客可能會詢問與基隆相關的旅遊資訊或資料。 

5. 合作情況：因位置關係所以合作相對少，但與學校、親子館等單位

也會合作辦理活動。 

6. 困境問題：環境維護、兒童閱覽空間等。 

(四) 中正區杜萬全圖書館 

中正區杜萬全圖書館本身館舍空間小且老舊，且位置相對較遠，但

在主題館藏上反而是本市發展最完善、推廣最有成效的館舍。其主要的

主題系以「兒童」為主，因此在採購上會偏重於採購繪本等資源，因館

藏上較為特殊，因此也會吸引非附近的家庭到館借閱。另外在與其他機

構合作方面，包含親子館、祖孫館、幼兒園等均有密切合作辦理說故事、

閱讀起步走等活動，同時亦有許多原住民孩童會在放學或假日到館自修。 



4 
 

1. 周圍環境：地理位置較不便利，但樓上為幼兒園，附件則有海科館

等大型機構。 

2. 讀者特色：因館藏特色關係，主要以親子做多，其次是考生或樂齡

人口，另外也會有原住民孩童使用；假日因附近停車方便，也會有

許多家庭開車前往。 

3. 館藏採購：兒童特色館藏的成效佳，採購上也會依據民眾推薦等購

買其他主題的館藏。 

4. 借閱情形：借閱以童書最多，其次各主題則無特別突出的主題類型。 

5. 合作情況：與附近的幼兒園、親子館、祖孫館、學校等合作密切。 

6. 困境問題：地理位置偏遠、設備老舊、維修經費不足等。 

(五) 中山區圖書館 

中山區圖書館位於西定市場內，但整體空間狹小，因此能提供之館

藏與服務相對有限；另外在館藏採購、讀者特色、借閱情況等方面皆以

均衡發展為主，較無特別倚重特定族群或主題，除 800 類小說特別多人

借閱外，原主題「科普」類書籍也相對較多人閱覽。另外在合作方面，

因鄰近於西定親子館，因此會辦理相關說故事、閱讀起步走等活動。 

 

圖 4  9 月 15 日中山區訪視 

1. 周圍環境：位處市場內，樓下為親子館。 

2. 讀者特色：人口多元，較無特定讀者類型，基本上各年齡層皆有。 

3. 館藏採購：由原本單一購買小說類型之書籍逐漸轉為多元採購。 

4. 借閱情形：各類型主題皆有人借閱，但原館藏主題「科普」有相對

比較多人借閱，尤其以兒童的科普圖書為多。 

5. 合作情況：與西定親子館、書法班等有相關合作活動。 

6. 困境問題：經費不足、人力不足、專業知識不足、空間太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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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仁愛區圖書館 

仁愛區圖書館屬於社區型圖書館，附近雖無特殊大型機構，但因本

區屬於基隆市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區域，因此服務的讀者亦多樂齡人口，

其次則是學生或考生等，未來也許可以朝向與「樂齡、養生」等相關的

方向發展，另外館藏採購上也以多元平均採購各個主題為主，近年則開

始採購英文相關童書或繪本。 

1. 周圍環境：以住宅區為主，且仁愛區為本市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地區。 

2. 讀者特色：以樂齡和親子最多。 

3. 館藏採購：以讀者推薦、網路暢銷排行、讀者借閱情況等等方面進

行挑選，主要也是多元且平均採購各類型主題，比較特別的是 108

年起開始因應學校合作而增加英文童書及繪本的採購。 

4. 借閱情形：以小說類、飲食、養生等有關，可能與附近以樂齡人口

為主，且與成功市場也接近有關。 

5. 合作情況：目前與附近學校等有相關的推廣活動，或說故事等。 

6. 困境問題：經費與人力的不足等。 

(七) 安樂區圖書館 

安樂區圖書館因鄰近住宅區和校區，且附近有大型醫療機構，加上

圖書館開放時間長，因此其使用率可說為各區之首。在館務上因館員需

配合圖書館延長開放時間，因此主要僅負責館務部分，圖書館活動、核

銷等事宜主要由區公所承辦人員負責；人口特色上，除樂齡、學生、青

少年等等外，附近醫院之病患、家屬及醫生等皆會到館使用圖書資源。 

因此也影響了本館館員在採購上的圖書挑選，目前館員也會已經有

開始依據特定主題增購館內資源，未來預計希望能以「醫療、養生」等

方面發展。另外，館方期望未來能與附近的長照中心合作，於中心內設

置圖資相關設備或資源專區，以利樂齡人口利用圖書資源。 

 

圖 5 9 月 9 日安樂區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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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圍環境：鄰近住宅區、校區且有大型醫療機構（長庚醫院）。 

2. 讀者特色：退休人員、學生、親子、病患和病患家屬、醫生等。 

3. 館藏採購：近年採購上會依據讀者推薦(醫師推薦書籍)、獲獎優良

書籍、館藏借閱情況的主題類型等，建立館藏特色採購書單。 

4. 借閱情形：無論是借閱或自修的使用率皆高，各項主題類型之圖書

資源皆有人借閱，其中「醫療、養生」等方面的書籍較多，其次則

為樂齡、青少年、兒童書等。 

5. 合作情況：目前與其他單位合作較少（因為人力短缺的關係），有

辦理說故事、多元閱讀、閱讀起步走等活動，但說故事方面的成效

比較不好（空間和宣傳較少的關係）。 

6. 困境問題：因延長開放關係，雖有 2 位館員，但整體的人力仍不足。 

(八) 信義區圖書館 

信義圖書館鄰近於住宅和商業區，附近有大型市場，圖書館人口讀

者分布多元且有較多的菜籃族人口，未來也許可以為此提出相對應的創

新服務；館藏採購上和借閱部分也偏向多元，親子和食譜等主題之圖書

則相對使用率較高。另外由於本館僅有 1 名館員，因此在人力上相對較

為短缺。 

 

圖 6  9 月 15 日信義區訪視 

1. 周圍環境：商業和住宅區，附近有大型市場（信義市場）。 

2. 讀者特色：平日以樂齡、親子、學生等，人口偏向多元化，另因鄰

近於市場，因此菜籃族等民眾相對較多。 

3. 館藏採購：館內採購以多元為主，因原主題為「親子」，因此在採

購上也有較多親子類型的圖書。 

4. 借閱情形：館內借閱情況多元，在親子、青少年、食譜等方面相對

有借閱較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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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情況：較少有與其他單位合作。 

6. 困境問題：館內僅有一位館員，並搭配區公所一名人員假日配班，

因此在人力上較為短缺。 

(九) 暖暖區圖書館 

暖暖區圖書館附近雖其他機構，但館內積極與該區之各單位、社區

和學校等合作，因此在活動推廣上有卓越的成效。在讀者、館藏和借閱

上較於特別的主題，整體以多元發展為主，另外由於暖暖區之地方特色

強烈，包含淡蘭古道等，因此未來該區希望能建立地方特色主題專區，

結合暖暖特有的文化藝術、自然生態環境等等，蒐集暖暖地區特有文史

資料、辦理相關活動或特展等，提供民眾對於在地更多的了解與認識。 

 
圖 7  9 月 16 日暖暖區訪視 

1. 周圍環境：以暖暖地區為主要服務地區。 

2. 讀者特色：親子、樂齡、學生(考試自習)；近年會有弱勢族群(低收、

新住民)。 

3. 館藏採購：蒐集及結合社區辦理在地特色文化之書籍或活動、民眾

建議提供或退休老師、故事媽媽們建議書單、期待未來能以暖暖地

方特色文史書籍館藏發展。 

4. 借閱情形：大部分館藏皆有人使用，少有特定主題。 

5. 合作情況：與暖暖區內許多社區、學校等合作，並積極於戶外辦理

相關圖書推廣活動。 

6. 困境問題：設備老舊、維修經費少、人力少(但志工人數多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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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結 

本次訪視中，各區圖書館目前在營運上之各項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圖書

館經費、圖書館空間、各區館藏主題及各區開放時間等四部分。另外，除本

次的訪談內容外，後續將同時參照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趨勢分析之成果報告，

相互參照後，建立有效、完善且適切的圖書館願景與館藏發展政策。本次則

將以訪視內容部分進行結論。 

(一) 圖書館經費 

各區圖書館在經費上皆有一定程度的不足，目前預計有兩個可能的

解決方案，一主要是將各區圖書館收為總分館制度；二則是在未收回的

情況下，由文化局提出各區圖書館之維運經費先期計畫，向市政府爭取

圖書館之基本維運經費。 

(二) 圖書館空間 

部分區圖書館有設備老舊問題，此部分將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改善相

關硬體設備；空間使用上，許多區圖書館反映兒童區未有隔間，因此在

兒童區辦理說故事等活動，容易影響館內其他讀者使用。然而本館認為

應讓民眾對圖書館有新的認知與重新認識，了解圖書館的功能並非僅止

於自修，推廣閱讀活動亦是圖書館重要的活動之一，因此雖可降低音量，

但並非完全禁止任何活動或聲音。 

(三) 各區館藏主題 

目前基於各區圖書館周邊環境、讀者人口特色、借閱現況、館藏採

購等方面之發展，提出各區新館藏主題，以作為後續館藏政策之參考： 

1. 七堵區永平館：心理、財經； 

2. 七堵區百福館：五堵地方文史； 

3. 中正區圖書館：基隆旅遊資訊、基隆文史； 

4. 中正區杜萬全：幼兒、親子、原住民； 

5. 安樂區圖書館：樂齡、長照、醫療； 

6. 信義區圖書館：飲食、食譜； 

7. 中山區圖書館：自然科學； 

8. 暖暖區圖書館：暖暖地方文史； 

9. 仁愛區圖書館：樂齡、養生。 

(四) 各區開放時間 

目前各區圖書館開放時間，除安樂區有延長開放外，原則上皆以早

上 9 點開放至下午 17 點為止，各區使用狀況各異，有部分館舍認為目

前的時間與民眾可使用之時間較無法先吻合，如住宅區附近之下班的青

壯年較無法有效利用到晚上的時間，但部分館舍因地處偏遠問題，晚上

反而較少人使用，因此本次有關圖書館開放時間之部分將納為後續討論

之參考，期能依據各區民眾之需求提出更適切的開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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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大綱 

基隆市文化局 109年推動公共圖書館總分館體系中長程計畫 

區圖書館訪談大綱 

 

本訪談之目的為提出本市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具體可行之發展方向，在了解

各區圖書館目前的現況、館藏、讀者與困難等等方面之問題，建構出本市圖書事

業發展核心，並依據各館所提之建議，將本市公共圖書館白皮書、館藏發展政策、

館員手冊等完善化，以期達成「109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總分館體系中長程計畫」

計畫之核心目標，建立共通共享之總分館發展事業機制。以下，請您就提問的問

題，分享您的經驗與觀點。 

 

一、角色定位 

請問館員們與區公所承辦人員之間的工作分配模式為何？ 

 

二、困境與解決方案 

貴館目前在各方面（包含各項經費、基礎建設、運作體系、專業知識、人力

等），面臨的主要困境包括哪些？ 

 

三、讀者服務 

1. 目前貴館認為自己主要的服務社群有哪些？（例如：親子、樂齡、新住

民、原住民等等）或是有何特色？ 

2. 貴館是否有提供該特定社群其他不同的服務？ 

 

四、館藏發展 

1. 目前貴館的館藏發展方向為何？或是在採購圖書資源時，所挑選之圖書

種類與內容是否有特定依據？ 

2. 貴館在「館藏發展」方面是否有期望發展之方向（例如：希望購買哪方

面的館藏、適合服務特定社群的館藏資源等等），以作為後續館藏發展

政策訂定時之參考依據。 

 

五、未來展望 

1. 目前或未來貴館是否將提供「創新服務」，以提供他館參考？ 

2. 若未來圖書館將正式改為總館分館體制，貴館館員對此由何看法或想法？ 

3. 最後，想請您總結您對「未來公共圖書館的角色」的願景為何？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