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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之
挑戰與策略

于　第

助理教授兼館長

景文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暨圖書館

E-mail: tiyu@jwit.edu.tw

摘要

本研究針對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並透過描述性統

計分析（次數分配、平均數）及相關性統計分析等方法，以期達到

下列四項目的：一、了解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所面臨的問

題與挑戰及其因應之解決策略；二、分析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

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間發生程度的差異性，以及因應之

各種解決策略間採用程度的差異性；三、探究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

針對編目工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與其所運用之解決策略間的相

關性；四、依據研究結論提出對技專校院圖書館的編目工作發展之

建議。希望此項研究結果，對技專校院圖書館從事編目工作之主

管及館員，在未來規劃編目工作時具實質的參考價值，使編目工

作得以更順利的推展，並受到學校當局及圖書館館長的重視與關

注。

關鍵詞：編目，編目工作，技專校院，圖書館，挑戰，策略

前　　言

㈠研究背景與動機

Thomas曾提到圖書館的工作通常分為「讀者服務」與「技術服務」兩部分。
其中讀者服務是直接與讀者接觸的工作，較容易被讀者看到；然而技術服務則

隱身於幕後，讀者只能看到其書目產品。鑑於此，Thomas提出「整體性工作」
的構想，建議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的人員應該交流，如編目館員也提供諮詢服

務。因此編目組辦公室的設計或許可以採透明玻璃隔間的方式，如此編目館員

一樣可以看到讀者，若有需要，隨時可以協助讀者，對讀者而言，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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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工作的編目館員（註1）。

Thomas在1990年代提出這樣的概念，確實為從事圖書館實務工作的我
們，帶來了一線新希望，並在心中產生了一種無限可能的悸動：原來圖書館的

各項工作並不是制式不變的，只要我們多發揮一些想像力與創造力，圖書館的

每一項工作都能因這些新意的注入而持續地發展與創新。

編目工作算是圖書館技術服務範疇內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Read認為如果
以有利的一面來看，編目館員的工作就是提供線索（書目記錄）。這些線索能夠

幫助館內其他單位同仁及讀者快速又有效率地找到其所需的資訊。若以不利的

一面來看，編目館員所做的則是一項無聊且重覆性高的工作，實在不易得到讀

者肯定的回饋，因此容易淪為圖書館內較不重要的地位（註2）。

身為圖書館一員的我們，到底應該以正向的眼光來看編目工作？還是以負

面的眼光來看編目工作？筆者認為以何種眼光與心情來看編目工作其實都不是

重點；重要的是能否看清處當今編目工作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以及能否毫無

畏懼的面對這些問題與挑戰？並且能否針對所遇的問題與挑戰提出適當的因應

策略與解決方案？如果身為圖書館一員，對於前述問題都能有一個肯定的回答

與確切的答案，那麼圖書館的編目工作才會有持續進步與發展的機會。

就筆者服務的技專校院而言，想要將圖書館經營的有聲有色確實不是一件

易事，因為連容易被讀者看到的讀者服務工作都推動不易，更遑論藏身於幕後

的編目工作。鑑此，筆者很想了解目前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普遍面臨

的問題與困難到底是什麼？且技專校院圖書館負責編目工作的管理者通常所採

取的解決方案與策略為何？筆者認為身為技專校院圖書館一員，如果能夠對前

述問題有所認知與了解，相信對技專校院圖書館未來編目工作的推動與進展一

定助益不小。

㈡研究目的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針對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以期達

到下列目的：

1. 了解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及其因應之解
決策略。

2. 分析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間發生程度
的差異性；以及因應之各種解決策略間採用程度的差異性。

3. 探究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針對編目工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與其所運用
之解決策略間的相關性。

4. 依據研究結論提出對技專校院圖書館未來規劃與推動編目工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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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

何謂編目工作？編目工作主要分成兩部分：即記述編目（descriptive cata-
loging）及主題編目（subject cataloging）（註3）。記述編目所遵循的規範主要為編

目規則；主題編目係對資料作內容的分析，以決定資料的分類號及主題標目。

其規範工具分別為分類表及標題表（註4）。傳統圖書館的資訊組織工作主要涵

蓋：敘述編目、主題分析、書目索引與摘要、圖書館目錄、權威控制，及機

讀編目格式的研訂與機讀編目紀錄的建置等（註5）。至於編目工作的主要任務，

就是將符合讀者需求蒐集而來的館藏，加以妥善整理，以方便讀者檢索及利用

（註6）。簡單地說，編目工作就是分類與編目。

為什麼編目工作在圖書館內有其價值與重要性？因為不論參考服務、館藏

管理、資源分享，甚至書目資料庫自動化等工作，靠的就是編目才能執行；進

一步而論，前述四項工作能否成功有效地執行，端視編目品質的好壞而定。可

見，圖書館的編目品質如果能做到符合標準、包含完整的資訊，且具正確性及

可信度的話，編目工作對整個圖書館營運的貢獻與價值可謂相當之大（註7）。

編目工作一直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地改變。圖書館在沒有自動化系統之

前，一個編目館員的工作站可以看到的是一桌子的分編工具書、原子筆、鉛

筆、橡皮擦、一堆3×5卡片，還有一台打字機。1970年代因為MARC的問世，
開始將書目記錄帶到電子化的形式，當時的書目資料是用磁帶形式轉載到一台

大型但不處理資訊的電腦終端機上，如OCLC的M100及M105。到了1980年代
個人電腦問世，編目館員的工作站開始以一台個人電腦即可處理（註8）。

由上述內容看來，編目館員勢必經得起科技進步與時代變化的考驗，才能

生存下去，不被淘汰。Stamm認為能夠成功地經營管理編目工作的主要三項因
素包括：彈性化，具嘗試新事物與接受危機考驗的意願，以及能夠接受不可避

免的改變的挑戰（註9）。鑑此，筆者先參考國內文獻，以了解國內大專校院圖

書館編目工作曾經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及其所採取的解決方案；另再參考國外

文獻，希望藉由國外一些大學與學院圖書館的經驗，對圖書館該如何面對編目

工作的問題與挑戰提出解決策略，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做為國內技專

校院圖書館的參考，使技專校院圖書館的編目工作能夠繼續順利運作與成長。

㈠國內方面

根據鄧慧穎的調查研究顯示，「待編資料眾多」是國內大專校院圖書館編

目工作最普遍遇到的問題，大學圖書館多以「重整工作流程」來解決，技術學

院圖書館則多以「編目委外作業」來解決，部分圖書館會以「向校方爭取更多經

費與支援」及「寒暑假僱用圖資系工讀生協助編目」來解決。「編目館員語文能

力或學科背景不足」也是另一普遍遇到問題，大部分圖書館的解決方式是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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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協助（如圖資系所老師、參考他館編目資料），還有就是針對編目館員進行

在職訓練。除前述二大問題外，編目館員在編目工作中還面臨資料類型的多元

化，在職訓練不足，同時從事圖書館其他工作的壓力，對工作感到倦怠，簡編

或詳編的抉擇，及主管或讀者對編目工作的不了解等問題（註10）。

上述鄧慧穎的研究提到技術學院圖書館對於「待編資料眾多」問題，最常

採取的解決方法是「編目委外作業」。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為什麼會將編目委外

處理呢？據林靜莉針對高屏地區17所大專校院（其中13所為技專校院）圖書館
的調查研究發現，除了面對待編資料眾多的問題外，人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

一，還有因擴充館藏造成工作量劇增，為了使新採購圖書能夠儘快上架而將編

目委外處理，是大部分技專校院圖書館不得不做的抉擇（註11）。另外，據于第

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人力」確實是影響技專校院圖書館將編目委外作業之決

定性因素（註12）。鑑此，「編目委外作業」可說是技專校院圖書館用來解決編目

工作人力不足，待編資料眾多等問題之一項相當重要的解決策略。

除了日常編目工作問題外，面對目前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的蓬勃發展，

及如何滿足使用者直接取用全文資料的資訊需求，技專校院圖書館又該如何因

應呢？王梅玲教授曾對國內圖書館資訊組織工作者提出十項因應策略，包括：

1.縮短編目工作流程及簡化編目標準；2.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從事電子資
訊組織以及知識管理工作；3.圖書館館際間的進行合作資訊組織工作；4.以外
包簽約的方式取得編目與資訊組織工作；5.從專家系統或人工智慧著手進行資
訊組織紀錄；6.保持分類系統與控制詞彙更新，並適用於各種資訊媒體；7.在
線上環境熟諳各種電子文件編碼格式與電子資源組織標準，並善加運用於資訊

組織工作；8.發展適合中文電子資源的詮釋資料格式；9.加入世界性制訂標準
的組織以及參加研究發展工作；10.圖書資訊學教育與訓練重新檢討與規劃
（註13）。

㈡國外方面

美國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圖書館為了配合網路資源及數位資源的
發展趨勢，透過組織重整及工作重新分配的方式加以因應。該館將技術服務部

門改為知識使用管理部門（Knowledge Access Management，簡稱KAM），KAM
整合了原編目組、系統組及網路維護暨數位計畫；原屬技術服務範圍內的採購

組則改名為資料訂購與接收組（Materials Ordering and Receiving, 簡稱MOR），
歸屬於館藏發展與管理部門（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Division, 
簡稱CDM）。嶄新的編目組經過館方的重新審視，決定將所有印刷資料的編目
工作外包，組內的館員則專心於數位資源的組織整理，學習不同的metadata格
式，如Dublin Core, TEI, EAD、IMS等。由此組織重整及工作調整可以看出，
該館之編目工作已為配合未來從處理印刷資料轉移到處理數位資料的趨勢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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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除此之外，該館甚至向校方申請到經費，結合歷史系研究生共同將圖書

館內有關拉斯維加斯的歷史特殊館藏及當地一些資訊機構的史料集結，執行一

個數位典藏先導計畫（註14）。

美國Yale University圖書館編目部門雖然有55名人員（專業及非專業人員各
半），但以一年平均新進約15萬冊書，而一年平均僅能編目約9萬冊書的情形看
來，原始編目永遠來不及完成。因此，該館一直努力以改進工作流程及尋求自

動化作業的方式，來解決它們庫存等待原始編目的問題，例如將編目的優先排

序為期刊、套書、教師指定用書、讀者薦購圖書、可預見的高使用率圖書，

可說是改進工作流程的方法之一。除了面臨庫存問題的挑戰外，還有人力資源

管理的問題，包括如何在選擇性不多中找到適合的編目人員？如何提供編目館

員新技術的訓練課程？電子資源的編目問題，包括編些什麼？由誰做決定如何

編？等等都是Yale University圖書館編目工作所遇到過的問題與挑戰（註15）。 
美國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圖書館由於受到電子資源的增加，必須同時

面對處理、儲存與傳遞電子資源及印刷資料的影響，使得圖書館以遇缺不補的

方式，將編目部門的規模逐漸縮小，而將人事經費挪到圖書館成長較快的系

統、教育訓練及圖書館發展等部門。該校總圖書館的編目部門主管，為了不想

讓編目部門日漸萎縮，因而化被動為主動，決定再一次地檢視他們過去處理事

情的方式，之後採取以一種彈性化的經營管理方式，取代過去只一直催促館員

動作快的管理方式。他們准許館員不一定要在總館辦公室工作，只要每月到達

一定的工作量（點數），在家中或其他校園分館工作也可以。他們將編目工作依

難易程度分等級類別，不同等級有不同點數；此外，館員參加會議、研習、教

育訓練，及負責管理人員等工作所花費的時間都折算點數；還有撰寫報告、指

導同事使用編目工具，甚至解決電腦問題⋯⋯等各類工作，也都折算點數。該

校圖書館規定每人每月平均只要達到240點數，即可休息。這套點數系統管理
方式初期被提出時受到不少爭議，但還是有不少館員願意加入，因為工作具彈

性化及管理具人性化（註16）。

美國Warren Wilson College有一個小型學院圖書館，編目部門只有二名編
目館員及二名兼職工讀生。其中一名編目館員還要負責館際互借、參考服務及

選書等事宜。小型學院圖書館的編目館員通常是各種類型及主題的資料都得會

編，故不算專家而是通才。其問題在於因同事較少，故缺乏可以討論編目議題

的對象。另兼職工讀生因不具專業知識，故無法協助專業工作，且因流動率

高，故無法訓練其負責較複雜的編目工作，造成編目作業不便。除此之外，編

目品質的控管對該校圖書館來說也是一大挑戰。對於前述這些問題與挑戰，雖

然該校行政當局並未要求圖書館提供編目配額及正式工作計畫，但該校圖書館

主管認為，如果有一個編目工作發展計畫書對編目工作的進行絕對是有所幫助

的（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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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圖書館因面臨庫存待編的書太多，無法
上架，因而考慮重新檢視人力的運用、組織結構及改變工作流程，還有引進較

好的新科技，如自動化系統，購買編目專用電腦，增加線上工具利用等。該

館為了使編目工作能進行得更順利，編目部門因此建立了自己的網站，網站可

以連結查詢到各個外國語文的字典、特殊資料編目的指導方針、LC檔案，及
其他圖書館的書目資料⋯⋯等。此外，所有館內書本式人工作業的編目指導方

針與工具也都電子化，編目館員只要透過網路即可查詢所有相關資訊。至於面

對電子資源的挑戰，該館就是依其編目政策執行，例如購買的電子期刊優先處

理，之後再擴及到訂購紙本期刊（含免費電子期刊），再擴大到由科學參考館員

所選出的一些學術性網站⋯⋯等（註18）。

美國Penn State University圖書館面對書目資料不完整、庫存一些難以編目
的圖書（如善本書等），及編目工作流程太過複雜造成人力浪費等問題，則以

「完全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簡稱TQM）策略原則，包括：訂定
目標及任務的優先順序、使組織扁平化、授權員工、減低工作重覆率、採取流

線型程序、確切了解顧客需求等來重整該館的編目部門，進而提升圖書館整體

服務效率與品質（註19）。

隨著MARC、書目中心、合作編目及自動化整合系統發展的影響，以及
Internet與WWW的發展，展現了對全世界編目及資訊組織工作帶來了新的挑
戰，Lee-Smeltzer則針對中型大學圖書館，提出經營與管理編目工作之因應策
略：1.建議利用新技術及有限人力調整工作內容以因應挑戰，像非專業館員除
了負責抄錄編目外，可分擔部分原始編目，讓專業館員可以花更多時間在發

展編目政策與程序、訓練非專業編目館員、參與部分館際互借、OPAC線上系
統之參考服務，及研究與出版論文等工作。2.建議將編目工作流程重新規劃設
計，以改善編目效率及減低成本，像University of Houston圖書館就將抄錄編目
工作改納入採購部門，還有就是新書書目資料直接由圖書代購廠商提供。3.利
用新科技增加編目工作的效率，科技不但影響組織的結構、編目流程的設計，

還會造成實體工作環境規劃的改變，因此，編目館員必須接受新科技，例如

學習電腦應用軟體、OCLC系統、自動化系統及最新發展的科技。4.面對電子
資源及網路資源產生的挑戰，發展出一套處理電子資源及網路資源的政策與操

作是第一重要步驟；至於資料數位化方面，則建議逐步進行，像Oregon State 
University圖書館就是先將該館藏的名人著作及主要的科學資料加以數位化，並
予編目，University of Houston圖書館則是先由具歷史性的休士頓明信片館藏數
位化並予以編目做起（註20）。

Fischer, Lugg與Boese認為編目是一個高成本的活動，尤其圖書館一大堆
庫存待編的圖書最能做為編目是高成本活動的證明。其實庫存待編可藉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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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作業流程或生產方式來解決，但其底限是不論編目館員、參考館員及讀者

心理都要有數，能夠接受圖書館的編目品質水準到底到哪兒？ 1990年代初期開
始，有的圖書館就省略了館內檢查書目記錄的步驟，還有就是採取編目外包方

式，以使編目工作達到最大效率。Fischer, Lugg與Boese建議圖書館的編目工作
應參考十項商業原則進行，可使編目工作在較短時間內，以較低成本完成。前

述十項商業原則包括：1.認知最新的成本結構，即編目人員要具備基本成本計
算方式方面的知識；2.改變專家的思維習慣，即編目人員要改變編目工作必得
由專業編目館員來做的觀念；3.恪遵標準，即應依國家標準來執行編目工作；
4.將可使用的資源（包括財務、人力、技術等）增加到最大利用度；5.設計並製
作符合經濟效益的可行性產品，就是減少甚至取消從事一些低價值卻需高成本

完成的工作；6.調整能力以符合需求，即編目人員必須學習新技能以應時代需
求；7.作業自動化或外包，即將編目作業外包後專業館員可將時間與精神放在
突發事件處理及解決問題上；8.建立生產目標及評估表現，如此才能控制成本
並激勵員工提高工作績效；9.藉樣本控制品質，如此可減少編目錯誤率並提高
編目品質；10.策略性的規劃，即具備能因應環境變化而調整組織、財務、人
力資源及技術等方面的策略規劃（註21）。筆者認為Fischer, Lugg與Boese是以一
種成本與經濟的觀點出發，建議圖書館要以商業化的經營模式來改進成本增高

及待編庫存等編目工作的問題。

上述國內外文獻對於圖書館編目工作面臨不同的問題與挑戰，提出了許多

不同的因應解決之道，希望能做為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的參考。此外，由上述

國內外文獻也可看出，不同類型、不同大小圖書館的編目工作，所遇到的問題

與挑戰不盡相同，各館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也可能因學校的政策、主其事者的態

度，或各校資源的多寡而有所不同。此外，國內、國外大專校院圖書館對於編

目工作面臨的問題，所採取的解決策略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庫存待編」的問

題，雖然普遍存在於國內外各圖書館，但屬學術型的國外大學圖書館，如Yale 
University就以改進工作流程及尋求自動化作業的方式來解決，另國內的大學圖
書館會以重整工作流程來解決，然而國內的技專校院圖書館則以委外編目的方

式來解決。筆者認為所有的圖書館一定都曾遇過編目上的問題與困難，但只要

遇到問題能夠冷靜面對，並視各館的實際狀況提出適當合理的策略加以因應，

相信所有的問題一定都能適度地得以解決；相反地，如果圖書館採取視而不

見、得過且過的逃避態度，當小問題變成大問題時，相信一定得花費更多時間

與更大努力才能解決。

為進一步方便問卷設計及調查，以了解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所

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及探知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針對編目工作遇到問題與挑戰

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及策略，筆者參考上述文獻內容，初步彙整出國內外大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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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圖書館過去到現在編目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主要有「電子資源的處

理」等項目；至面對前述問題與挑戰，所採取的解決方法與因應策略則包括「組

織重整」等項目。為方便整理與分析，筆者進一步將上述問題與挑戰，依文獻

提及所因應的解決策略，再解析歸納成六大類型，並分別自行命名為「資料型

式問題」、「編目效率問題」、「經費控制問題」、「書目品質問題」、「人力資源問

題」，及「數位館藏問題」等六個大項目。綜合彙整之項目詳如表1。

表1　大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挑戰與解決策略文獻分析彙整表

問題與挑戰 解決策略

資料型式問題 電子資源的處理 組織重整

網路資源的處理 工作重新分配

資料類型多元化 調整工作內容

採彈性化管理方式

引進新技術

制訂編目政策

制訂發展管理電子網路資源的編目政策

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

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式的研究發展工作

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的資訊組織工作

改進編目工作流程

簡化編目標準

編目效率問題 庫存待編資料過多 編目委外處理

改進編目工作流程

尋求自動化作業方式

利用線上編目工具

引進新技術

增聘編目人員

採商業化經營模式

聘請具圖資專業背景的暑期工讀生

經費控制問題 編目成本提高 編目委外處理

改進編目工作流程

製作編目工作計畫書

採商業化經營模式

書目品質問題 編目品質控制不易 制訂編目政策

書目資料不完整 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

簡編或詳編的抉擇 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

人力資源問題 編目人力不足 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專業編目人才不易覓得 編目委外處理

工讀生流動率大 採彈性化管理方式

編目工作易生倦怠感 組織重整

編目人員在職訓練機會不多 推動館際合作編目

編目人員語文能力不足 加強在職訓練

編目人員學科背景不足

編目人員專業素質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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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館藏問題 館藏數位化的發展趨勢 向校內爭取經費支助

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館內特藏資料優先數位化處理

尋求校內相關系所教師的協助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㈠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面臨的挑戰與因應的策

略，因此，研究對象包括公私立科技大學圖書館29所、公私立技術學院圖書館
42所，及公私立專科學校圖書館16所，共87所圖書館。

㈡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法探知國內外大學圖書館編目工作曾經面臨的問題與

挑戰，及其針對這些問題與挑戰所採取的解決策略；再針對國內所有技專校院

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以達研究目的。

2.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架構圖

3.研究工具
筆者依據相關文獻分析彙整結果（如表1），再綜合參考萬能科技大學及景

文技術學院圖書館負責編目之資深主管意見，將表1中的一些項目文字陳述加
以潤飾，並將一些意義相近的項目刪併，最後設計與編製了一份問卷，做為調

查訪問之工具。問卷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共二題；第

二部分為「編目工作之問題與挑戰」，共17題；第三部分為「解決編目工作問題
之策略」，共25題。問卷題目以量表方式呈現，採五點量表，「編目工作之問題
與挑戰」部分題目依發生頻率分成「一直發生」、「經常發生」、「有時發生」、「很

少發生」、「從未發生」五種程度；「解決編目工作問題之策略」部分題目則依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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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頻率分成「一直採用」、「經常採用」、「有時採用」、「很少採用」、「從未採用」

五種程度。問卷內容的17項「問題與挑戰」及25項「解決方法與策略」，如表2
所示。

表2　問卷內容

問題與挑戰 解決方法與策略

1.電子資源的處理 1.組織重整
2.網路資源的處理 2.工作重新分配
3.資料類型多元化 3.採彈性化管理方式（如上班時間或地點做彈性調整）
4.庫存待編資料過多 4.引進新技術
5.編目成本提高 5.制訂編目政策
6.編目品質控制不易 6.制訂發展管理電子網路資源的編目政策
7.書目資料不完整 7.編目委外處理
8.簡編或詳編的抉擇 8.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式的研究發展工作
9.編目人力不足 9.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的資訊組織工作
10.專業編目人員不易覓得 10.改善編目工作流程
11.工讀生流動率大 11.簡化編目標準
12.編目作易生倦怠感 12.改善自動化作業方式
13.編目人員在職訓練機會不多 13.利用線上編目工具（如Z39.50、NBINet、Bibliofile等）
14.編目人員語文能力不足 14.增聘編目人員
15.編目人員學科背景不足 15.聘請具圖資專業背景的暑期工讀生
16.編目人員專業素養不足 16.採商業化經營模式
17.館藏數位化的發展趨勢 17.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

18.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
19.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20.推動館際合作編目
21.加強在職訓練
22.向校內爭取經費支助
23.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24.館內特藏資料優先數位化處理
25.尋求校內外相關系所教師或專家的協助

4.抽樣
所有問卷於95年5月底發出，共87份問卷，截至95年6月底為止，共回

收73份問卷，總回收率約為84%。

四、研究結果分析

㈠基本資料分析

由表3所示，回覆問卷者還是以技術學院居多，佔54%；其次是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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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佔34%；專科學校則最少，僅佔12%。至於學校屬性方面，可以看出國內
技專校院還是以私立學校佔大多數（83%）。

表3　受訪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分析表

學校類型

學校屬性
總    計

公立 私立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科技大學 8 11 17 23 25 34
技術學院 4 5 35 49 39 54
專科學校 1 1 8 11 9 12
總    計 13 17 60 83 73 100

㈡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與挑戰發生程度之差異性分析

由表4的百分比分析顯示，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所有面臨的問題與挑
戰間發生程度的差異性不是很大，大部分問題與挑戰的發生頻率，以分布在

「有時發生」及「經常發生」二個選項間居多。其中僅「編目品質控制不易」及「書

目資料不完整」二項問題「從未發生」的頻率為0，可見所有的受訪圖書館多少

表4　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與挑戰發生程度差異分析表
（N=73）

排
序

問題與挑戰
從未
發生
（%）

很少
發生
（%）

有時
發生
（%）

經常
發生
（%）

一直
發生
（%）

平
均
數

1 編目人力不足 1.4 9.6 21.9 30.1 37.0 3.90
2 庫存待編資料過多 1.4 19.2 26.0 28.8 24.7 3.56
3 工讀生流動率大 1.4 12.3 34.2 34.2 17.8 3.55
4 編目品質控制不易 0 8.2 46.6 28.8 16.4 3.53
5 編目人員在職訓練機會不多 1.4 9.6 38.4 38.4 12.3 3.51
6 專業編目人員不易覓得 1.4 17.8 34.2 26.0 19.2 3.40
7 編目人員語文能力不足 1.4 11.0 45.2 34.2 8.2 3.36
8 資料類型多元化 2.8 9.6 45.2 34.2 8.2 3.33
9 編目人員學科背景不足 5.5 13.7 37.0 37.0 6.8 3.26
10 館藏數位化的發展趨勢 6.8 13.7 38.4 31.5 9.6 3.23
11 書目資料不完整 0 12.3 61.6 20.5 5.5 3.19
12 編目成本提高 1.4 31.5 27.4 30.1 9.6 3.15
13 編目工作易生倦怠感 2.7 17.8 47.9 24.7 6.8 3.15
14 編目人員專業素養不足 5.5 30.1 37.0 23.3 4.1 2.90
15 電子資源的處理 6.8 24.7 39.7 20.5 5.5 2.85
16 網路資源的處理 12.3 32.9 32.9 15.1 4.1 2.58
17 簡編或詳編的抉擇 8.2 39.7 32.9 11.0 5.5 2.58

註：程度等級：1=從未發生，2=很少發生，
　　3=有時發生，4=經常發生，5=一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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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面臨到「書目品質」方面的問題。再以表4的平均數分析來看，技專校院圖
書館編目工作最常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前五項依序是：「編目人力不足」（3.90）、
「庫存待編資料過多」（3.56）、「工讀生流動率大」（3.55）、「編目品質控制不易」
（3.53）、「編目人員在職訓練機會不多」（3.51）。其中排序第一的「編目人力不足」
問題，相對顯得較為嚴重。對於「專業編目人員不易覓得」問題雖然未排序在前

五名，但由統計數字發現，接近五分之一（19.2%）的受訪圖書館表示，這項問
題一直發生在其館內，可見專業編目人才的培育也是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至

於較不常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平均數低於3.00平均值）則有四項，依序是「簡編
或詳編的抉擇」（2.58）、「網路資源的處理」（2.58）、「電子資源的處理」（2.85）、
「編目人員專業素養不足」（2.90）。由前述統計結果看來，人力不足是普遍存
在於技專校院圖書館的現象，且對於編目工作確實帶來很大的挑戰與困擾。另

外，筆者也發現，雖然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日漸重要，但對於技專校院圖書館

而言，處理電子及網路資源比起其他的問題與挑戰，似乎並未普遍對他們造成

太大的負擔與影響。這樣的結果頗耐人尋味，值得進一步瞭解與探究。

㈢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解決策略採用程度差異性分析

由表5的平均數分析顯示，技專校院圖書館因應編目工作問題與挑戰所
採用的策略間差異性頗大，由採用程度最高的「利用線上編目工具」（3.77）到
採用程度最低的「聘請具圖書專業背景的暑期工讀生」（1.51），平均數相差達
2.26，可謂相當之大。另外，由表5可以看出，平均數達3.00平均值以上之解
決策略並不多，僅「利用線上編目工具」（3.77）、「編目委外處理」（3.74）、「確
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3.36）、「改善自動化工作業方式」（3.15）、「改善編目
工作流程」（3.15），及「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3.14）等六項；至
於平均數低於2.00的解決策略則有八項，依序是「聘請具圖書專業背景的暑期
工讀生」（1.51）、「採商業化經營模式」（1.65）、「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式
的研究發展工作」（1.67）、「增聘編目人員」（1.74） 、「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1.81）、「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的資訊組織工作」（1.93）、「尋求校外相關系
所教師或專家的協助」（1.97），及「採彈性化管理方式」（1.99）；其中「聘請具
圖書專業背景的暑期工讀生」、「採商業化經營模式」、「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

格式的研究發展工作」、「增聘編目人員」及「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等排序最

後五項解決策略，甚至有超過一半的受訪圖書館都從未採用過。由前述統計結

果看來，技專校院圖書館可能由於編目人力增聘不易，因此多以向外求助（如

利用線上編目工具及編目委外處理等），或以自立自強的方式（如確定各類資料

的編目格式、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及制訂編目政策等），來面對

並解決編目工作的問題與挑戰；另外，可以發現技專校院圖書館對於處理電子

與網路資源的研發與規劃工作明顯不熱衷，且約35.6%的圖書館從未制訂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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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管理電子網路資源的編目政策，可見技專校院圖書館對於處理電子與網路

資源編目方面之工作明顯不夠積極，或許就如前項分析發現，因為電子與網路

資源編目方面的問題尚未對技專校院院圖書館造成明顯的影響，所以當然也就

不會正視這方面之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

表5　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解決策略採用程度差異分析表
（N=73）

排
序

解決策略
從未
採用
（%）

很少
採用
（%）

有時
採用
（%）

經常
採用
（%）

一直
採用
（%）

平
均
數

1 利用線上編目工具 5.5 8.2 2.47 27.4 34.2 3.77
2 編目委外處理 5.5 9.6 15.1 45.2 24.7 3.74
3 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 6.8 17.8 26.0 31.5 17.8 3.36
4 改善自動化作業方式 4.1 20.5 39.7 24.7 9.6 3.15
5 改善編目工作流程 9.6 23.3 35.6 21.9 9.6 3.15
6 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
作業流程

12.3 23.3 23.3 20.5 20.5 3.14

7 簡化編目標準 4.1 20.5 39.7 24.7 9.6 2.99
8 制訂編目政策 5.5 31.5 32.9 16.4 12.3 2.99
9 向校內爭取經費支助 15.1 19.2 27.4 30.1 8.2 2.97
10 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15.1 27.4 31.5 19.2 6.8 2.75
11 加強在職訓練 8.2 34.2 37.0 16.4 4.1 2.74
12 引進新技術 12.3 34.2 37.0 13.7 2.7 2.60
13 工作重新分配 21.9 31.5 39.7 6.8 0 2.32
14 推動館際合作編目 39.7 27.4 17.8 5.5 9.6 2.18
15 組織重整 24.7 46.6 27.4 1.4 0 2.05
16 館內特藏資料優先數位化
處理

42.5 27.4 20.5 5.5 4.1 2.01

17 制訂發展管理電子網路資
源的編目政策

35.6 35.6 20.5 5.5 1.4 2.00

18 採彈性化管理方式（如上
班時間或地點做彈性調整）

41.1 26.0 27.4 4.1 1.4 1.99

19 尋求校外相關系所教師或
專家的協助

38.4 31.5 26.0 2.7 1.4 1.97

20 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
的資訊組織工作

35.6 42.5 16.4 4.1 1.4 1.93

21 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50.7 28.8 13.7 2.7 4.1 1.81
22 增聘編目人員 50.7 30.1 15.1 2.7 1.4 1.74
23 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
式的研究發展工作

50.7 35.6 11.0 1.4 1.4 1.67

24 採商業化經營模式 60.3 21.9 11.0 1.4 4.1 1.65
25 聘請具圖書專業背景的暑
期工讀生

67.1 19.2 9.6 4.1 0 1.51

註：程度等級：1=從未採用，2=很少採用，
　　3=有時採用，4=經常採用，5=一直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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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與解決策略間之相關性分析

筆者將技專校院圖書館面臨編目工作之17種問題與挑戰項目，分別與其
所採取之25種解決策略項目間進行相關性統計分析。表6則是將各個問題與解
決策略間有達到統計上顯著相關的題項加以列出。由表6所示統計結果，除少
部分與文獻分析結果（表1）有所不同，其餘絕大多數還能符合文獻所言。其中
僅「專業編目人才不易覓得」問題項目未對應到任何統計上達到顯著相關之解決

策略。表6所顯示統計結果，同時也可做為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未來在編目工
作上遇到問題與困難時，所能運用的因應策略之參考。總括而論，對於「資料

型式」方面的問題，受訪圖書館多以「編訂編目政策」、「推動館際合作編目」及

「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作業流程」等策略來因應；對於「編目效率」方面的問題，

則以「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策略來因應；對於「經費控制」方面的問題，則以

「編目委外處理」策略來因應；對於「書目品質」方面的問題，則以「利用線上編

目工作」策略來因應；對於「人力資源」方面的問題，多以「加強在職訓練」及

「工作重新分配」等策略來因應；至於「數位館藏」方面的問題，「向校內爭取經

費支助」及「館內特藏資料優先處理」則是受訪圖書館較常採取的因應策略。

表6　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問題與解決策略之相關性分析表

問題與挑戰 解決策略
Pearson
相關係數

資料型式問題 電子資源的處理 推動館際合作編目 0.423*
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的資訊組
織工作

0.343†

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 0.289†

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式的研究
發展工作

0.264†

制訂發展管理電子網路資源的編目
政策

0.241†

制訂編目政策 0.240†

網路資源的處理 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式的研究
發展工作

0.427*

館內特藏資料優先處理 0.336*

推動館際合作編目 0.321*

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的資訊組
織工作

0.320*

增聘編目人員 0.311*

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0.275†

制訂編目政策 0.248†

採彈性化管理方式（如上班時間或地
點做彈性調整）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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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型多元化 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 0.390*
制訂編目政策 0.370*

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0.364*

改善自動化作業方式 0.258†

加強在職訓練 0.252†

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 0.240†

編目效率問題 庫存待編資料過多 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0.288†

經費控制問題 編目成本提高 編目委外處理 0.293†

書目品質問題 編目品質控制不易 利用線上編目工具 -0.231†
書目資料不完整 利用線上編目工具 -0.292†
簡編或詳編的抉擇 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0.277†

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0.244†

人力資源問題 編目人力不足 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 0.275†

專業編目人才不易
覓得

--- ---

工讀生流動率大 聘請具圖資專業背景的暑期工讀生 -0.244†
編目工作易生倦怠
感

採商業化經營模式 0.258†

編目人員在職訓練
機會不多

加強在職訓練 -0.281†

編目人員語文能力
不足

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化作業流
程

0.271†

工作重新分配 0.258†
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 0.238†
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 -0.240†

編目人員學科背景
不足

工作重新分配 0.303†

編目人員專業素質
不足

館內特藏資料優先處理 0.327†
組織重整 0.311†
工作重新分配 0.262†

數位館藏問題 館藏數位化的發展
趨勢

向校內爭取經費支助 0.273†
館內特藏資料優先處理 0.251†

註：*p < 0.01，†p < 0.05

㈤其他看法與建議

問卷最後採開放式問題，請受訪圖書館就其編目工作曾經或目前遇到，

但未被列入問卷題項之問題挑戰與解決策略，分別加以述明。依據該題項之答

覆，筆者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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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館
編號

陳述內容
學校
性質

1 1. 對於回溯更改西文書類號由杜威轉國會，未有完善
規劃，以致無人力完成。

2. 轉換自動化系統後，採以個人教學方式，讓編目人
員熟悉新系統。

3. 由專業編目人員逐步修正書目品質。

私立技
術學院

5 1. 編目人員素質問題，急須提升與改進。
2. 建議由圖書館學會訂定網路資源及電子資源的編目
標準，讓各校依循，可說是最好模式。

私立專
科學校

6 1. 採用編目簡化方式因應編目人員不足的問題。 私立技
術學院

42 1. 主管對編目工作不甚重視，認為抄編居多，故不需
大量人力，亦不需要專業人員。

私立科
技大學

45 1. 編目人員非本科系，但因某原因被安置在圖書館擔
任編目工作，導致編目品質不佳。

2. 建議於盤點或流通時，發現編目錯誤之處，可立即
請專業館員修正。

私立技
術學院

69 1. 編目系統不良，導致編目效率不彰。
2. 編目系統不良，導致權威控制不易。
3. 編目資源不足。

私立科
技大學

71 1. 編目品質普遍不被重視。
2. 各種編目問題多源自於人力嚴重不足。
3. 若遇到編目技術上問題，多會向友館請教解決方
法。

私立科
技大學

五、結論與建議

最後將問卷調查分析及文獻探討之結果，歸納彙整出結論，並提出具體建

議。

㈠結論

1. 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之問題與挑戰方面
⑴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歸納出大專校院圖書館之編目工作，大致面臨「資

料型式」、「編目效率」、「經費控制」、「書目品質」、「人力資源」，及「數位館

藏」等六大方面問題。

⑵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最常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前五項（平均數

高於3.50者），依序是「編目人力不足」、 「庫存待編資料過多」、 「工讀生流動率
大」、「編目品質控制不易」及「編目人員在職訓練機會不多」，其中排序第一的

「編目人力不足」問題明顯較為嚴重。至於較不常發生的問題與挑戰（平均數低

於平均值3.00者）則有四項，依序是「簡編或詳編的抉擇」、 「網路資源的處理」、
「電子資源的處理」及「編目人員專業素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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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問卷所列17項編目工作之問題與挑戰中，「編目品質控制不易」與「書目
資料不完整」二項問題，是所有受訪技專校院圖書館都曾面臨過的問題，可見

想要維持良好的書目品質，對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而言，確實是編目工作的一

大挑戰。

⑷近五分之一的技專校院圖書館一直面臨專業編目人才不易覓得的問題，

可見培育編目專業人員對技專校院圖書館而言，確有其急迫性與需要性。

2.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採取之因應策略方面
⑴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面對編目工作的問題與挑戰，最常採用之解決策略

的前六項（平均數高於平均值3.00者），依序是「利用線上編目工具」、「編目委
外處理」、「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式」、「改善自動化作業方式」、「改善編目工

作流程」，及「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等；相對較不常採用的八項

解決策略（平均數低於2.00者），依序是「聘請具圖書專業背景的暑期工讀生」、
「採商業化經營模式」、「參與電子資源詮釋資料格式的研究發展工作」、「增聘編

目人員」、「向校外申請經費與支援」、「研究與規劃在網路環境中的資訊組織工

作」、「尋求校外相關系所教師或專家的協助」，及「採彈性化管理方式」等。

⑵「編目人力不足」雖是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最常面臨的問題，

技專校院圖書館可能由於編目人力增聘不易，因此多以向外求助（如利用線上

編目工具及編目委外處理等），或以自立自強方式（如確定各類資料的編目格

式、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標準作業流程及制訂編目政策等），來面對並解決編

目工作的問題與挑戰。

⑶大部分國外大學圖書館都已有為從處理印刷資料演變到處理電子、網路

等數位化資料做準備；反觀國內的技專校院圖書館，有關電子資源及網路資源

處理方面的問題，目前似乎尚未普遍對其造成太大負擔與影響。此外，國內技

專校院圖書館對於處理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的研發與規劃也明顯不熱衷，此種

現象實值得進一步了解與探究。

3.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之問題與解決策略間的關係方面
⑴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所有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間發生程度的差異

性不是很大。大部分問題與挑戰之發生頻率，以分布在「有時發生」及「經常

發生」二個選項間居多，可見問卷所列出的17項問題與挑戰，確實都有對技專
校院圖書館的編目工作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對於因應

編目工作的問題與挑戰，所採用的解決策略間之差異性則明顯較大，由採用程

度最高的「利用線上編目工具」（3.77），到採用程度最低的「聘請具圖書專業背
景的暑期工讀生」（1.51），平均數相差2.26。由此可見，技專校院圖書館可能
會因學校政策的不同、主其事者態度的不同，或學校資源的多寡⋯⋯等不同情

況，因而採取不同的解決策略，來因應編目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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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就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而言，對於「資料型式」方面的問題，多以「制訂

編目政策」、「推動館際合作編目」及「建立各類資料的編目作業流程」等策略來

因應；對於「編目效率」方面問題，則採取「向校方爭取人力資源」策略來因應；

對於「經費控制」方面問題，則以「編目委外處理」策略來因應；對於「書目品

質」方面問題，則以「利用線上編目工具」策略來因應；對於「人力資源」方面

問題，多以「加強在職訓練」及「工作重新分配」策略來因應；至於「數位館藏」

方面問題，「向校內爭取經費支助」及「館內特藏資料優先處理」則是較常採取

的解決策略。

㈡建議

1.時時調整自我能力，勇於面對各式挑戰
由此研究看來，發生在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的問題與挑戰，都

是環環相扣的，往往因學校對圖書館的漠視與投注在圖書館的經費有限，因此

人力就不可能增加，沒有足夠的人力，編目品質則無暇控管，更遑論如何面對

電子數位資源的發展趨勢。前述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於國內技專校院的圖書館，

但身為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的一員，絕不可以此為藉口，而不去面對當前

發生在你我眼前的問題與挑戰，我們反而須以更大的勇氣與決心，學習新的技

能，面對新的變化，嘗試新的改變，如此才能奮力迎戰編目工作中詭譎多變的

問題與挑戰。

2.有效運用編目人力，積極管理外包業務
具體來說，對於人力不足的問題，如果能夠藉由評鑑或改制的需要，向校

方爭取經費，將一些特殊難編的資料及大批新購進的資料委外處理，比起雇用

專職人員，應是較省時、省力、省成本的解決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圖書館

必須有一套健全的機制來選擇外包廠商與監管整個委外流程與作業，以維護編

目品質的水準。如果校方不同意給予經費將編目外包，那麼建議應充分運用工

讀生來協助編目工作。像筆者服務的圖書館，因沒有館員會編日文資料，因此

先前都將日文資料外包處理，但近一年由於學校預算緊縮，無法再將日文資料

委外處理，故決定優先錄用應用日語系的學生，給予訓練後，負責日文資料的

編目工作。如果前述編目委外處理及雇用適合的工讀生都無法辦到的話，除了

有效利用線上編目工具之外，編目簡化則是可以考慮採用的解決策略之一。筆

者認為編目人員通常花費極大的時間在處理繁雜的書目資料，但往往在OPAC
系統上卻又無法將編目人員所著錄的各項書目資訊展現出來。鑑此，如果圖書

館編目人力實在不足，且在短期內又無法解決，只好考慮將編目簡化，優先著

錄OPAC會檢索到的欄位，如此才不會造成館內累積過多待編資料的窘況。
3.關注電子數位資源編目發展，找尋最新解決工具與方法



 
 
 
 
 
 
 
 
 
 
 
 
 
 
 
 
 
 
 
 
 
 
 
 
 
 
 
 
 
 
 
 
 
 
 
 
 
 
 

 

191于　第：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之挑戰與策略

由前述研究結果得知，電子資源及網路資源的處理並未受到國內技專校院

圖書館太大的關注。以筆者服務的圖書館而言，並非完全沒有電子及網路資源

處理的問題，而是不知該如何處理，因此能避就避，能拖就拖，且因尚有其他

迫切須待解決的問題擋在前面，所以顯得電子及網路資源處理的問題就不怎麼

嚴重了。筆者建議，對於未來電子數位與網路資源相關之編目規範的訂定與運

用，有賴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會團體等研發與維護。至於技專校院圖書館的編目

人員則不一定有必要從事這方面問題的研發工作，但須重視並隨時注意相關編

目規範的發展，以及同業間對解決處理電子數位資源的進度。故當市場上有處

理電子數位與網路資源的最新方法或工具釋出時，才能在最快的時間掌握相關

資訊，使問題得以解決。

4.重視數位館藏發展趨勢，規劃建立特色數位館藏
為因應讀者的需求與要求，圖書館館藏數位化的發展趨勢是遲早的事。

這對圖書館編目館員而言，絕對是首當其衝，身為編目館員，絕對不能坐視

不理。從現在開始，就應不時地讓校方注意到資料數位化的重要，且讓校方體

認到圖書館在資料數位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了讓校方了解狀況之外，同時

也要提醒並教育館內所有同仁，讓大家一起關心並共同努力面對此項挑戰。既

然館藏數位化是不可避免的，建議各館應該準備一套適合自館的館藏數位化發

展政策與實際作戰計畫，內容包括館藏數位化的範疇、數位館藏取得與建立方

式、實施步驟、著作權處理原則、工作分配、館外支援需求，及經費需求等

部分，一方面可做為向校方或校外爭取經費等資源的依據，一方面可做為館內

作業的遵循標準。

5.爭取參與研討訓練機會，建立同道良好互動關係
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筆者認為在技專校院圖書館內擔任

編目工作的館員，應主動爭取出外參加圖書資訊界研討會及相關課程訓練的機

會，不但可以增加新知與技能，更可藉此多結識一些同道朋友。故當工作上遇

到問題與困難時，打個電話或寫個e-mail請教館外同道，應該是最快的解決管
道與方式。鑑此，呼籲技專校院圖書館的館長，應多鼓勵負責編目工作的館員

走出辦公室，且從現在開始一定要關心並重視編目工作的發展，如此未來圖書

館才有辦法跟得上時代的變化，繼續提供讀者最優質的服務。

6.督促資訊廠商改良系統，促進資源有效充分運用
在此也提醒從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開發的廠商，必須加快腳步設計出更符

合讀者與編目人員需求之OPAC系統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使編目人員辛苦建
立的書目資料檔能夠被充分地運用與利用，並讓他們的努力得到讀者的肯定與

上司的重視。如此良性的循環，才能為圖書館的編目事業注入更多的創新與新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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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積極參與資源共享計畫，加強改善書目品質水準
現今已不再是可以獨善其身的時代。技專校院圖書館不能再以人力與能力

不足而躲在家裡足不出戶，我們必須積極與外界連線，多多參與國內外的合作

聯盟組織（如NBINet、OCLC等），經由參與合作聯盟的機會，不但可提高編目
效率，也可藉以要求自我改善與提升書目品質，更重要的是達到資源共享的目

的。在此也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能夠繼續給予國內NBINet經費與人力的支助，也
讓技專校院圖書館有機會成為NBINet合作館的成員，使NBINet得以擴展成為
一個名副其實的全國性書目資訊網。

8.順應時代潮流需要，培育專業編目人才
由前述研究結果發現，專業編目人才不易覓得的問題一直存在於為數不少

的技專校院圖書館，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少技專校院圖書館的編目

人員都是從學校畢業多年的資深館員，故對最新的電子數位與網路等資源的編

目格式感到陌生；另外就是圖書資訊學系所的學生在畢業之後，可能因覺得編

目工作不夠生動活潑，而不會選擇從事編目方面的工作。鑑此，建議圖書資訊

學系所可多多設計一些適合圖書館在職人員參加的短期編目實作課程，訓練在

職人員具備符合現代潮流需要之編目知識與能力；還有就是多多鼓勵學生加入

編目工作行列，為圖書館的編目工作注入新血。

㈢未來進一步研究建議

本研究只針對國內技專校院圖書館編目工作普遍面臨的挑戰及因應策略進

行初步的分析與探究，但並未深入對各個別館所發生問題的始末，以及其解決

策略的實際作法進行了解。鑑此，筆者建議未來可就學校類型或學校屬性，與

編目工作面臨的問題及解決策略，分別進行交叉分析，才能更進一步地了解不

同類型或不同屬性學校所面臨問題種類與採取解決策略的不同之處；此外，筆

者也建議未來可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詳細了解各校圖書館在面對編目問題與

挑戰時，其實際解決問題的作法為何。如果能將這些個案集結成冊，相信對所

有技專校院圖書館來說，可算一份具極高價值的務實性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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