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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教育部 110-111 年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營運體制計畫

執行單位 臺北市政府

連 絡 人 張庭芳
連絡電話 (02)27552823 轉 2411

E-mail faq@email.tpml.edu.tw

地 址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實施期程 110 年 5 月 4 日 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補助與實支經費

（新臺幣：元）

核定
計畫金額 51,850,000 元

核定
補助金額

資本門：2,700,000 元

經常門：2,500,000 元

合計：5,200,000 元

補助比例 10.03% 實支總額

資本門：10,770,598 元

經常門：40,758,514 元

合計：51,529,112 元

計畫結餘款

資本門：199,402 元

經常門：121,486 元

合計：320,888 元

繳回教育
部結餘款 32,185 元

地方自籌
經費

資本門：8,270,000 元

經常門：38,380,000 元

合 計：46,650,000 元

附件

必備附件

1. 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

2. 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非指定項目)

3. 計畫款項若有剩餘款項應依補助比例繳回

4. 成果報告電子檔（含相關照片）

重要

成果及效益

（摘要）

事業發展規劃提供了館務發展方向，並依外部環境變遷滾動
式修正，使服務更切合讀者需求；此外，新總館興建亦持續推動。

數位閱讀資源的擴增更能滿足讀者閱讀需求，新版圖書推薦
系統改善了書目比對機制，優化介面，使讀者推薦圖書的管道更
暢通，亦增進館員作業效率。

RFID 館藏建置執行進度大幅提升，奠定智慧服務流程之基
礎。贈送超商借還書運費回饋金活動，帶動超商借書冊數提升。

漫畫主題活動參加者年齡與區域分布擴展；臺灣早期本土漫
畫數位化作業，建立了後續數位應用所需基礎建設。

品管圈創造了跨分館合作，聯合多館力量有效率推動服務與
推廣活動，並透過教育訓練持續強化館員專業知能，加上服務品
質系統不中斷地運作，多管齊下優化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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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營運體制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

壹、計畫內容執行情形

一、推動事業發展

（一） 執行 2021-2025 策略計畫

為提供民眾優質閱讀資源及品質精進服務，善盡公共圖書館扮

演支援社區閱讀角色之責任，本館因應環境變遷、資訊與數位科技

發展、民眾需求變化等因素進行全方位考量，每 5 年制定未來 5 年

圖書館發展之策略計畫。

「2021-2025 年策略計畫」所訂 6 大策略方向計有 75 個行動方

案、90 個 KPI 項目，藉由各業務連繫委員會每半年檢討及列管，

有效管控執行進度與達成情形，提升全方位服務品質。另亦將館務

發展諮詢會議中委員提出之專業建議及每年讀者滿意度調查之讀

者反饋意見，納入年度 KPI，滾動式調整本館各項 KPI 目標值，使

服務品質能持續貼近及滿足民眾實際需求。

（二） 執行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

本館110年平衡計分卡KPI目標設定，除「提升活動參與人次」、

「樂齡、新移民學習活動」及「兒童青少年閱讀學習活動」因疫情

影響停辦，以及「提升借閱人次」、「提供遠距借還書服務」因閉館

暫停借書及預約服務，致未能達標外，其餘皆已達成。

本館 111 年平衡計分卡 KPI 目標設定，「提升借閱人次」因各

分館整修閉館日數長、每人借閱冊數調增及電子書借閱人次上升，

及「提高預算執行效能」因節水節電成效顯著而有剩餘，致未能達

標外，其餘皆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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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視讀者服務品質管理系統

110 與 111 年每年定期召開服務品質管理小組會議執行品質管

理系統，檢視品質管理系統各項文件是否有缺漏，於會議進行文件

制定、修改或廢止。110 年制定、修正、廢止文件計 47 件，111 年

制定、修正、廢止文件計 26 件。

110 與 111 年每年訂定整體品質目標，定期檢討執行情形，適

時針對進度落後單位進行輔導，力求達到年度目標值。110 年整體

品質目標為「全館 110 年圖書資料借閱量較 109 年成長 2%」，每季

於服務品質管理小組會議確認執行情形，針對連續 2季未達標單位，

由服務品質管理小組委員進行輔導，審閱未達標單位之執行對策，

提出對策改善建議，並請未達標單位於下一季調整對策。110 年年

度達成率為 72.55%（因閉館 2.5 個月及近 5 個月入館人留管制），

110 年總借閱量為 857 萬 6,715 冊（分館及民閱）。

因借閱量受疫情影響未達標，本館持續以提升借閱量為目標，

訂定 111 年度整體品質目標為「全館 111 年圖書資料借閱量較 109

年成長 2%」。每季於服務品質管理小組會議確認執行情形，針對連

續 2 季未達標單位，提供「借閱量提升對策」供未達標單位擇適合

方案，於下一季調整對策。111 年年度達成率為 94.66%，111 年總

借閱量為 1,128 萬 2,343 冊（分館及民閱）。

（四） 擘劃首都新總館

為創建臺北市旗艦級圖書館、設立人文素養新地標、迎接新時

代首都活力閱讀城，本館傾全力打造劃時代新概念總館。本館

110-111 年薈萃國內外公共圖書館優質建築與空間設計巧思、新型

態創新服務內容，以期新總館能契合「在智慧化與數位化之基礎上，

創造面向未來之學習、參與、體驗與創新之知識共創平臺」之定位。

外部方面本館與有關單位 110-111年共計召開 80場會議共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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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自 110 年起籌組新總館規劃小組，研讀、分享國內外指標性公

共圖書館空間特色，並積極與建築師共同規劃新館空間設計，

110-111 年計召開 18 次會議。

二、健全館藏發展制度

（一） 優化讀者圖書推薦系統

圖書館原使用之推薦系統已逾 10 年，且與原使用之自動化系

統為獨立的兩個系統，書目資料無法即時連結，故於 110-111 年搭

配圖書自動化系統更新，一併優化現有圖書推薦系統功能，更新使

用者介面，並於 111 年 9 月正式上線提供使用。

新版圖書推薦系統使用者介面簡潔美觀，RWD 響應式網頁設

計亦提升系統可用性，讓資訊呈現一目瞭然。此系統亦因應電子資

源發展，改善推薦圖書之比對機制，區分同一本書的電子書與紙本

書為兩種不同的書目，正確受理讀者想推薦的圖書資源，廣納不同

類型的圖書。於館員工作端方面，系統強化書目資料自動查核比對

功能，亦能依館方需求進行讀者推薦書目採購情形通知，提升圖書

推薦服務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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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北市立圖書館新版圖書推薦系統

（二） 擴增數位閱讀資源

隨著讀者數位閱讀偏好提升，圖書館逐年增加電子書採購經費

比率，徵集各種主題電子書館藏，以營造便利的數位閱讀環境，也

讓館藏發展更為健全。圖書館亦定期於電子書平臺上辦理主題書展，

吸引讀者利用電子書。至 111 年底，圖書館共計提供 7 萬 8,686 種、

65 萬 243 冊電子書，全年電子書使用達 259 萬 3,356 人次，使用人

次逐年穩定成長中。

後疫情時代帶動數位閱讀新趨勢，透過擴增數位閱讀資源，圖

書館提供與實體圖書互補的閱讀選擇，將能兼顧不同讀者的閱讀需

求，觸及更多的使用者，增加圖書館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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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定期辦理電子書主題書展，吸引讀者借閱電子書

三、優化讀者及資訊服務

（一） 建置 RFID 智慧館藏

為加速圖書流通自動化、智慧化，並將館員人力釋放，提供創

新服務，圖書館亟需推動全館 RFID 館藏建置，始能健全後續智慧

服務流程，如：自助取預約書、自助借還書及手機借書等，並可利

用UID清單簡化圖書盤點流程。112年完成全館RFID館藏建置後，

將推行手機借書服務。

110、111 年選定 23 個閱覽單位轉型成 RFID 服務模式，並採

購 282 萬 5,000 片 RFID 晶片、26 臺 RFID 自助借書機（含本計畫

補助 7 臺）、49 臺館員工作站（含本計畫補助 3 臺）及 26 座 RFID

安全辨識閘門，共計回溯圖書 205 萬 3,392 冊、視聽資料 17 萬 9,157

件，111年底RFID館藏量占全館館藏量72.6%，大幅提升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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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館自助借書率為 80.88%，自 111 年 12 月 12 日起，手機借書

功能適用的館別，由原 13 館增至 38 館。

圖 3：RFID 晶片、自助借書機及手機借書海報

（二） 導入自動化圖書分揀系統

為改善傳統預約流程中完全仰賴人工逐本列印或抄寫調撥單

之情形，並改善圖書封面因黏貼調撥單導致破損或條碼殘膠之困擾，

以及解決超商借還書打包作業之空間及人力不足等問題，110 年起

由廠商逐步導入自動化圖書分揀系統及運用物流專業能力，並處理

超商借還書包裹作業。110 年 12 月底完成 4,200 只「掀蓋式物流箱」

採購作業，並進行自動化分揀作業流程規劃，將配合「110-111 年

圖書自動化管理系統汰換案」列入與物流廠商資料庫結合需求，預

計於 111 年 9 月中旬完成設定，惟因疫情影響廠商圖書分揀設備建

置，採半自動分揀進行。物流廠商協助超商借還書理書及打包等作

業，110、111 年超商借還書共計處理 11,788 包。

（三） 推廣超商借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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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各縣市因圖書系統相異、物流費用高昂而暫無法提供免

費跨市通借通還服務之問題，推出超商借還書服務，並鼓勵讀者多

加利用，因應 110、111 年疫情影響降低讀者遠距到館借書，遂推

出「防疫安心讀」活動，贈送超商借還書服務使用者運費回饋金 1

組，共計 6,800 人參與；110、111 年超商借還書量分別為 21,531 冊、

24,498 冊，活動亦帶動 110、111 年度超商借書冊數較 109 年分別

提升 3.8%、18.15%。

圖 4：超商借還書活動海報

四、主題特色專門圖書館

（一） 中崙分館漫畫主題活動

1. 歡樂漫畫營

(1) 110 年：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原本每年度 7

月份辦理 3 個梯次、每梯次 30 人的歡樂漫畫營延至 8 月

23 日至 8 月 27 日辦理，並改為 2 個梯次、每梯次招收 15

人、共計 30 人報名參加。

(2) 111 年：雖然疫情趨緩，但為避免造成群聚的情況，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仍維持辦理 2 梯次，每梯次增至 20 人、

共 40 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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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0 年漫畫營合照 圖 6：111 年漫畫營合照

2. 漫筆獎比賽

(1) 110 年：辦理第 22 屆比賽，6 月至 10 月徵件，共有 4 個主

題分別為：疫情過後—想做什麼、動物的趣味狂想/聯想、

名人 Q 版笑像漫畫與自定主題，共收件 332 件，由評審選

出得獎作品 57 件，並於 10 月 31 日在總館國際會議廳辦理

頒獎典禮。

(2) 111 年：辦理第 23 屆比賽，6 月至 8 月徵件，共收件 161

件，共有 3 個主題：第一個主題配合歡慶臺北市立圖書館

70 週年館慶—璀燦 70 趣味狂想：未來圖書館，另外兩個

主題為名人 Q 版笑像漫畫與自訂主題，並於 9 月 25 日辦

理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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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0 年漫筆獎合照 圖 8：111 年漫筆獎合照

3. 漫畫主題講座

(1) 110 年：1 月 23 日配合寒假閱讀節，邀請劉宗銘先生主講

「樂讀臺灣．漫遊寶島/漫畫家看圖說畫」講座。

(2) 111 年：1 月 23 日配合寒假閱讀節，邀請劉宗銘先生主講

「開門見山：繪作花草樹木卡片」；6 月 26 日因應國際書

展主題國：法國，辦理法國漫畫講座，邀起吳敏子女士主

講「從羅浮宮『空白計畫』看法國漫畫」；8 月 27 日與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總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辦理講座，邀請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李依雲副教授主講「記憶中的

畫格世界」，並同時以線上直播該場講座。

4. 漫畫書展

(1) 110 年：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第 12 屆金漫獎得獎作品書

展。

(2) 111 年：6 月 1 日至 30 日配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辦理

「記憶中的畫格世界」漫畫書展。11 月 1 日至 30 日第 13

屆金漫獎得獎作品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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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1) 110 年：預計辦理 12 次的漫畫家創意讀書會，因新冠肺炎

的影響，致 5 次活動暫停，實際辦理 7 次活動。

表 1：110 年漫畫家創意讀書會一覽表

日期 主 題 導讀老師

1/16 創造台灣 100 億商機的文創達人分享 張 博 威

2/20 印刷技術＋創意設計讓商品更有趣 吳 文 和

3/13
你好，我是薯條（穿越華麗探險的曙光）

--身障藝術家-現場舞蹈配合演出分享
王 蜀 蕎

4/10 奇兒的漫畫狂想曲 奇 兒

5/15 動漫人物公仔化（DIY 材料：樹酯土）(因疫情暫停) 林 俐

6/19 胖哥老師漫畫多元發展的心得心情分享(因疫情暫停) 胖 哥

7/17 造型設計與 3D 列印(因疫情暫停) 林 建 良

8/14
實現動漫中的服裝道具呈現-COS 與動漫生活互動與趨勢（現場並

扮演鬼滅之刃相關角色分享）(因疫情暫停)
夏 侯 橘 助

9/11 漫畫文創商機(因疫情暫停) 夏 宜 嵐

10/16 純藝術走向多格漫畫 林 奐 東

11/13 從不會畫到圖畫書創作 蔡 兆 倫

12/11 誇張肖像漫畫的創意世界 劉 佳 惠

(2) 111 年：預計辦理 12 次的漫畫家創意讀書會，因演講者確

診以及疫情影響之因素各暫停 1 次，實際辦理 10 次活動。

表 2：111 年漫畫家創意讀書會一覽表

日期 主 題 導讀老師

1/15 後新冠疫情的藝術家生活考驗 張 博 威

2/12 從印刷與色彩關係中創造有趣的印刷商品 吳 文 和

3/19 當個快樂的創作人 賴 有 賢

4/16 從人像漫畫到米豆轉轉畫 米 豆

5/14 造型設計與 3D 列印(因疫情暫停一次) 林 建 良

6/11
實現動漫中的服裝道具呈現-COS 與動漫生活互動與趨勢（現場並

扮演鬼滅之刃相關角色分享）
夏 侯 橘 助

7/16 玩具價值的轉變及相關 程 東 奕

8/13 我的動漫文創發展 40 年夢想…逐夢相關 倪 裕 忠

9/17 神奇繪本魅力無限(講師確診隔離暫停一次) 張 珍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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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我的漫畫人生--順手塗鴉四十年 王 金 選

11/12 純藝術走向多格漫畫 林 奐 東

12/17 漫畫未來•娛樂的新玩法-- 劉 道 宗

（二） 臺灣早期本土漫畫數位典藏

110 年度臺灣早期本土漫畫數位化計畫於 9 月份完成漫畫盤

點作業，10 月 5 日開始進行數位化，並於 12 月 10 日完成掃描作

業、完成驗收程序，共計建檔 2 萬 7,498 頁。111 年 5 月份製作 111

年度臺灣早期漫畫數位化清單，共 26 套、187 冊，於 10 月 13 日

完成掃描作業、10 月 25 日完成驗收程序，共計建檔 1 萬 9,617 頁。

五、館員培育

（一） 辦理業務教育訓練課程

110 及 111 年辦理各項基礎業務訓練，協助同仁了解館內各項

業務之執行，課程由業務單位主管或承辦人進行系統操作、業務

執行流程步驟教學，業務範圍涵蓋採編、閱覽典藏、諮詢服務、

推廣、視聽、資訊、總務、人事、政風、會計、研究輔導等 11 項

業務。111 年更因應本館新圖書自動化管理系統上線，增加開設新

圖書自動化管理系統流通模組教育訓練。

110 年度開設 55 門業務教育訓練課程，參加人次共計 526 人

次。111 年度開設 49 門業務教育訓練課程，參加人次共計 1,185

人次。

（二） 開發新知增能課程

110及111年針對社會變遷趨勢與技術發展新知相關主題開設

課程，如媒體識讀、Podcast 製作與說書、XR 虛擬技術、電子書

與有聲媒體、溝通藝術、街友服務與應對技巧等主題，使館員獲

取工作中所需最新知識，持續增強館員能力，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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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辦理 10 場新知增能課程，參加人次共計 314 人次。111

年辦理 10 場新知增能課程，參加人次共計 283 人次。

表 3：新知增能課程一覽表

年度 課程名稱 日期 參加人次

110 年

閱覽服務講習：為書發聲!來當「說
書人」

4 月 22 日 20

參考服務講座：第一次製作 Podcast
就上手

5 月 14 日 19

CEDAW 意涵與實務運用講座 9 月 29 日 39

閱覽服務講習：新時代的公共圖書館 10 月 15 日 32

進行人權教育所需的關鍵知識 10 月 26 日 80

員工法紀講習：非理性民眾疏處經驗
分享

10 月 27 日 55

參考服務講座：提聲自己，社群媒體
加值術

10 月 28 日 9

員工資訊安全講習 11 月 10 日 12

從內容業者的角度觀察電子書與有
聲媒體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11 月 11 日 24

推廣業務工作坊：圖書館空間佈置 12 月 10 日 24

111 年

閱覽服務講習：我在圖書館與街友相
遇-公共圖書館街友服務與應對技巧

4 月 29 日 17

Jisti Meet 線上工作坊 5 月 12 日 19

參考服務講座：從媒體識讀開啟識讀
資訊的大門

5 月 26 日 12

閱覽服務講習：虛實之間-XR 數位世
界與圖書館相遇

5 月 27 日 13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 6 月 29 日 102

員工法紀講習：廉能法紀宣導 9 月 22 日 39

參考服務講座：好好說話：溝通藝術
及技巧

9 月 29 日 10

以日誌為鑰，啟閱讀之華 10 月 20 日 12

「市圖+SR 值」帶領讀者適性飽覽知
識饗宴

10 月 21 日 11

多元性別權益保障暨 CEDAW 講座 11 月 23 日 48

（三） 規劃「持續改善品質管理」研習課程

110 及 111 年開設「持續改善品質管理」系列研習課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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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主管（總館及分館）開設課程，課程目的著重於學習如何運

用品管圈模式，提出有效解決問題之方案，藉以提升營運和服務

效能。透過講師授課搭配專案實作課程，使主管們了解持續改善

的管理及思考模式，進一步運用於館務作業。

課程於 110 及 111 年各開設 1 梯次，內容包含 3 次講師授課、

4 次專案實作，以及年底總分享研討發表品管圈執行成果，共計

37 小時，提供主管分組參訓。課程單元包含由智淵國際顧問有限

公司總經理江瑞清老師授課之「改善的手法、問題解決步驟及課

題達成步驟」與「改善的方法、品管工具及流程分析方法」，以及

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助理教授張國賓老師授課之

「服務創新與圖書館設計思考」；專案實作則是由江瑞清老師帶領

小組進行專題研討，最後由各個小組進行成果發表。

110 年計有 21 位主管完成課程，111 年計有 23 位主管完成課

程。品管圈的組成創造了跨館合作，聯合多館力量更有效率推動

本館服務與活動，落實品質改善。

表 4：品管圈專題報告主題

組別 品管圈主題

110 年第 1 組 提高青少年借閱量

110 年第 2 組 提升小博士信箱效能

110 年第 3 組 提升閱讀存摺兌換人次成長 400%

110 年第 4 組 附件隨書加工作業之效益

111 年第 1 組 提升館員處理附件效率

111 年第 2 組 提升線上推廣活動參與人次

111 年第 3 組 提升手機借閱量

111 年第 4 組 提升館藏特色借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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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品質管理

（一） 落實日常監督量測

110 及 111 年於各項會議確認業務推動進度、業務監督與量測

作業執行情形、風險評估及處理情形，針對未達目標值之項目進

行列管，並定期檢討列管案件執行情形。110 年召開主管會報 21

次、館務會議 6 次、館務發展諮詢會議 2 次、服務品質管理小組

會議 8 次，以及業務連繫委員會 30 次。111 年召開主管會報 20 次、

館務會議 6 次、館務發展諮詢會議 2 次、服務品質管理小組會議 9

次，以及業務連繫委員會 30 次。

1. 業務監督與量測作業執行情形

圖 9：品管圈教育訓練江瑞清老師
授課

圖 10：品管圈教育訓練張國賓老師
授課

圖 11：品管圈專題報告 圖 12：品管圈專題報告江瑞清老師
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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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每月確認各項業務監督流程與衡量管制項目，管制範

圍包含閱覽、採編、諮詢服務、推廣、資訊、人事、視聽與總

務業務等 8 項業務，110 年計有 27 個管制項目，111 年計有 25

個管制項目，針對未符合目標值之項目進行列管與輔導。

2. 風險評估及處理情形

本館每月確認新聞輿情、資訊服務、開館運作與財產損失

等 4 個項目是否有風險項目、可能造成後果、風險值，針對風

險評估屬高度或極度風險之案件進行列管。低度或中度風險案

件 110 年計有 4 項，111 年計有 13 項，皆已提出因應作為；高

度風險案件 110 年計有 0 項，111 年計有 5 項，皆已提出因應作

為，或提出改善目標並持續列管。

3. 列管案件檢討

本館每半年確認列管中案件之最新執行情形，如案件已達

成目標值則解除列管，如未達成則持續列管，110 年 1 月與 7 月

各檢視 1 次，110 年共計解除列管 6 案，持續列管 16 案。111

年 1 月與 7 月各檢視 1 次，111 年共計解除列管 14 案，持續列

管 3 案。

（二） 強化內部稽核管理機制

本館實施內部稽核制度，每年檢視年度業務執行情形，110

年於 3 月辦理，稽核範圍為總館課室、分館及民眾閱覽室等 64 個

單位，指標涵蓋 5S 評量指標及圖書館各項業務評量指標。110 年

改進事項總計 156 項，本館服務品質管理小組委員於 6 月查核改

善結果，完成改善計 145 項，未完成改善計 11 項納入列管，每半

年追蹤改善進度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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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於 3 月辦理，稽核範圍為分館及民眾閱覽室等 27 個單

位（自 111 年起內部稽核改為各單位每 2 年受考一次），指標涵蓋

5S 評量指標及圖書館各項業務評量指標。111 年改進事項總計 53

項，本館服務品質管理小組委員於 6 月查核改善結果，完成改善

計 43 項，未完成改善計 10 項納入列管，每半年追蹤改善進度及

結果。

（三） 精進讀者滿意度調查分析策略

本館每年辦理讀者滿意度調查，並在調查前後各召開 1 次審

查會議，由民調委員、市府研考會及性別平等辦公室人員針對問

卷設計與調查報告給與專業建議。

110 年於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以線上問卷進行調查，共計回

收有效問卷 21,180 筆，整體滿意度平均分數為 84.68 分，整體印

象分數為 88.79 分（滿分 100 分）。111 年於 9 月 5 日至 9 月 11 日

以線上問卷進行調查，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24,778 筆，整體滿意度

平均分數為 82.65 分，整體印象分數為 87.09 分（滿分 100 分）。

各課室與閱覽單位對於未達滿意之權責服務項目，以及針對

使用率低之項目，分析原因並提出改善對策。自 111 年起，更針

對具建設性之開放性意見，評估採行可行性，可行項目將列入年

度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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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營運體制發展藍圖與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執行項目 發展藍圖與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推動事業發展

擘劃首都新總館

目前正與建築師積極辦理新總館規

劃設計，未來新總館落成後將導入

便利創新智慧化服務、提供切合市

民需求的館藏資源、營造人性化的

友善圖書館環境，並成為民眾學

習、參與、體驗及創新的平臺。

執行 2021-2025 策略計畫

執行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

已達成，配合市府未來施政願景與

策略方向，符合市民需求。

檢視讀者服務品質管理系統
已達成，持續修正品質管理系統，

達說寫做一致。

健全館藏發展

制度

優化讀者圖書推薦系統

已達成，優化讀者推薦圖書系統，

使線上圖書推薦管道更為暢通，亦

增進館方推薦書處理的效率。

擴增數位閱讀資源
已達成，徵集各種主題電子書館

藏，提供讀者多元的數位閱讀資源。

優化讀者及資

訊服務

建置 RFID 智慧館藏

連續性計畫，預定 112 年完成。運用

無線射頻辨識（RFID）相關技術，

將傳統的圖書館經營服務模式轉型

為智慧型的電子管理服務模式，藉

由設備取代人力，館員角色重新定

位，提供更多服務及創造圖書館價

值。全館皆導入 RFID 館藏後，可利

用 RFID 技術開發更多創新服務，提

供讀者更新的圖書館體驗。

推廣超商借還書
已達成，提高超商借還書服務使用

人次及自助借書率。

導入自動化圖書分揀系統
因疫情影響廠商圖書分揀設備建

置，採半自動分揀進行。

建立主題特色

專門圖書館

中崙分館漫畫主題活動
已達成，增加參賽者各年齡層人

數，擴大徵件地域性分佈。

臺灣早期本土漫畫數位典藏 已達成，完成數位化程序，作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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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發展藍圖與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續擴大作品數量的作業基礎。

館員培訓

辦理業務教育訓練課程
已達成，使服務標準化，提升各項

業務服務品質。

開發新知增能課程

已達成，使館員持續增進專業知

能、掌握社會脈動，以提供創新服

務

規劃持續改善品質管理研習課

程

已達成，除新任主管外，各單位主

管皆完成品質管理受訓課程，使各

單位自主檢視與改善，主動精進服

務品質

躍升服務品質

落實日常監督量測

強化內部稽核管理機制

精進讀者滿意度調查分析策略

已達成，經由日常監督量測、內部

稽核與讀者滿意度調查，辨識可改

善之處，並進行追蹤列管，建立標

準化作業流程，以強化服務品質，

提升讀者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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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執行項目 執行計畫 110-111 年經費執行率
專業人

力需求

推動事業

發展

1、 執行 2021-2025 策略計畫
2、 執行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

3、 檢視讀者服務品質管理系統
4、 擘劃首都新總館

無經費需求。 3 位

健全館藏

發展制度

1、 優化讀者圖書推薦系統
2、 擴增數位閱讀資源

不納入本項計畫經費總額。 3 位

優化讀者

及資訊服

務

1、 建置 RFID 智慧館藏
2、 導入自動化圖書分揀系統
3、 推廣超商借還書

業
務

費

計畫執行率 99.99%(補助款+自
籌款)
申請補助 1,980,000 元，自籌

38,100,000 元。
實際支應補助 1,979,997 元(剩餘
3 元)，自籌 38,100,000 元。

32 位

設
備
費

計畫執行率 99.82%(補助款+自
籌款)

申請補助 2,700,000 元，自籌
8,270,000 元。
實際支應補助 2,680,000 元(剩餘
20,000 元)，自籌 8,270,000 元。

建立主題

特色專門

圖書館

1、 中崙分館漫畫主題活動
2、 臺灣早期本土漫畫數位典藏

業
務
費

計畫執行率 100%(補助款+自籌
款)
申請補助 283,486 元，自籌
100,000 元。

實際支應補助 283,486 元，自籌
100,000 元。

2 位

館員培訓

1、 辦理業務教育訓練課程
2、 開發新知增能課程
3、 規劃「持續改善品質管理」

研習課程

業
務

費

計畫執行率 95.22%(補助款)
申請補助 221,514 元。
實際支應補助 210,932 元(剩餘

10,582 元)。

1 位

躍升服務

品質

1、 落實日常監督量測
2、 強化內部稽核管理機制

3、 精進讀者滿意度調查分析策
略

業

務
費

計畫執行率 99.18%(補助款+自
籌款)
申請補助 15,000 元，自籌 180,000

元。
實際支應補助 13,400 元 (剩餘
1,600 元)，支應自籌 180,000 元。

1 位

110-111 年補助經費執行率 99.38%（補助經費實支總額/核定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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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執行困難及因應方式

（一） 執行 2021-2025 策略計畫

本館策略計畫係每年滾動式調整各項 KPI 指標，惟因社會環

境及科技快速發展、疫情變化迅速，恐難完全滿足讀者各項服務

需求。未來將積極整合內外部委員意見及各項調查內容，及時更

新本館服務政策與活動內容，並公告周知。

（二） 擘劃首都新總館

本館為創建臺北市旗艦級圖書館，積極辦理新總館規劃建設；

惟受原物料價格波動、物調指數飛升等因素影響，較難吸引廠商

投標。後續將與建築師積極溝通設計內容，並視物調情況與議會

爭取預算，建設首都新總館，提供讀者美好的閱讀體驗。

（三） 中崙分館漫畫主題活動

漫畫營與漫筆獎參加者年齡與區域分布擴展雖有初步之進展，

但年齡部分仍國小以下為大宗，要如何推廣活動資訊與吸引更廣

大年齡層的創作者需再構思。

（四） 臺灣早期本土漫畫數位典藏

1 取得授權困難：早期本土漫畫發行年代久遠，聯絡原作者或出

版社相當不易，出版社已不存在，原作者過世、改行、出國，

甚至多用筆名，找不到原名。

2 授權費用多寡：對於授權費沒有一定的標準，但得尊重原作者

的智慧結晶，又得兼顧經費妥善運用，要如何取得平衡點是個

很大的挑戰

伍、檢討與建議

（一） 執行 2021-2025 策略計畫

有關策略計畫項目，未來將積極汲取各界新知、外部委員建

議、讀者調查報告、創意提案等多項內容，於委員會內討論並將

內容整併於本館 KPI 項目中，力求 KPI 指標於提供品質服務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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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能更進一步創造與滿足使用者需求。

（二） 擘劃首都新總館

因應物調指數上漲，本館將與建築師及議會更加積極溝通協

處，在不降低讀者服務品質及閱讀體驗之前提下尋求最佳設計模

式。

（三） 中崙分館漫畫主題活動

漫筆獎歷年均產生不少優秀的創作，卻僅在頒獎典禮當天有

機會展示出來。對兒童來說創作、參賽與獲獎的過程本身就是一

個美好的體驗，但對成年創作者來說可能鼓勵是有限的，會降低

其參加的意願，因此如能將作品做較長期的展示，提升能見度，

滿足創作者作品被看見的期待，也許可以增加成年人參加的意

願。

（四） 臺灣早期本土漫畫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作業與取得授權的作業耗時、繁瑣，如能用專案的

方式執行，聘請短期專案人員負責，相信可以更快速的將成品放

置典藏系統供大眾閱讀與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