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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三卷，總第五十期，2000 No．4，1 089－1 1 03

二十一世紀澳門圖書館
館藏規劃與館際協調之探究

楊開荊
＊

一、引言

澳門圖書館事業是近年較興盛的事業。只有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經歷

過數百年的中葡方文化的浸染下，澳門已成為別具特色、東西方文化交融的一個小

城。澳門各類型圖書館亦然，無論是圖書館之建築，管理人員、讀者皆是中葡文化

的反映，尤其是館藏方面，一些珍貴的葡文書籍、歐洲文獻、宗教文獻、澳門歷史

資料及國際機構出版物等都是澳門圖書館館藏的寶庫，為研究澳葡歷史和文化的學

者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而且資源共享這一概念已從世界圖書館大氣候“吹”至澳門

圖書館界，這項研究也成為熱點。故筆者嘗試從館藏規劃的角度來探討澳門圖書館

合作發展及資源共享的前瞻，並試陳己見，更望同業共勉 。

二、館藏規劃

館藏規劃（Col lect ion Development）是圖書館事業中重要及不可或缺的一環。所

謂館藏，是指圖書館能提供的所有資料，不論任何載體、形式、內容，都被列為其

館藏範圍，可知館藏是何其重要。館藏規劃則是圖書館根據本館的任務、方向、讀

者需求，系統地規劃、建立和發展館藏體系的全過程。其內容包括制定方針和收集

計劃，文獻選擇與收集，館藏評鑑，館藏複選與剔除，館藏協調及資源共享各方

面。從宏觀上來看，是研究藏書的系列範疇及其相互制約的關係，以便館藏規劃達

到科學化、合理化的要求。從微觀上分析，是研究如何控制館藏數量的增長，確定

資料的重點範圍，選擇館藏的品種內容以及與它們相對應的館藏數量，而配合圖書

館及社區的發展，達到資源共享、服務讀者之目的 。

＊澳門大學圖書館文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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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十年代，一些發達國家的圖書館有見其文獻數量激增，收集工作日重的

情況下，已經開始建立館藏規劃的概念，也有學者稱之為藏書建設或藏書發展。

1 988年，我國圖書館舉行了全國文獻資源調查與佈局研究；1 992年，北京大學圖

書館也對其館藏文獻進行調查評估，目的是確保館藏之質素與合理分配。相比之

下，澳門圖書館在這方面的發展仍較緩慢 。

三、澳門圖書館館藏規劃情況

有關澳門圖書館的發展情況，已有不少文獻記載。早在1 594年，遠東第一所西

方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已設有圖書館。經過數百年的變革，今天的澳門圖書館已

是另一番新景象，大大小小各類圖書館、讀書室共二百多家。

九十年代可說是澳門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時期，隨著澳門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

高等教育日趨普及，人們對知識的渴求而令圖書館倍受關注。市民大眾對圖書館事

業的理解也從只是借還書和蓋印的觀念，漸漸明白到是需要科學地、有系統地管理

的專門事業。適逢近十年是世界資訊、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澳門各類圖書館紛紛

發展電腦自動化系統、建立網頁、購入電子刊物等，向信息高速公路邁進。

可是，澳門各類圖書館的館藏發展及規劃尚處於起步階段，尤其在館藏評鑑

方面更是舉步維艱。踏入二十一世紀，圖書館工作人員面對的是飛躍中的信息時

代，館藏規劃的概念還需引入豐富的網絡資料。因此，實行有效的館藏發展及規

劃已刻不容緩，不能再讓“兼收並蓄”的情況繼續下去。筆者就此進行了問卷調查

（附錄一）。

1．問卷調查

為清楚了解澳門各類型圖書館之館藏發展規劃情況，領導階層對這方面的理

解，以及對數字化信息的處理等情況，從而分析現況並試探究其未來發展，筆者最

近向二十七所較有代表性的圖書館及文獻機構發出問卷，包括大專院校圖書館、公

共圖書館、政府圖書館、專門圖書館以及中學圖書館（各館名單列於附錄二）。收回

的問卷共二十一份，回收率為77．7％，筆者更就問卷內容與個別負責人進行會談，

以作深入了解。

2．問卷內容及調查結果

二十一館共有工作人員1 63名，其中具大專程度的有55人，佔33．7％，具圖書

館專業的有24位，佔1 4．7％。

1．請問閣下對貴館的館藏發展及規劃政策是否明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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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館有否為館員闡明其館藏發展及規劃之方針及方向？

3．請問閣下對館藏評鑑的認識如何？（例如其目的、方法、工作範圍及程序等

等。）

4．貴館有否進行定期的館藏評鑑工作？（如答“沒有”請跳到第七題）

5．請問每隔多長時間進行一次總評鑑？答案總結：每季年至每一年。

6．請簡述貴館館藏評鑑工作的內容。

答案總結：包括讀者調查及評核各主題書籍的比重與課程的發展等

7．請指出貴館要實行館藏評鑑時遇到的障礙：

8．在可見的將來，貴館會否考慮（或繼續）實行館藏評鑑呢？

9．請問閣下是否同意館藏發展及規劃能有效提高圖書館之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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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貴館是否已建立本館的網頁，將資料上網呢？

11．圖書館是否設有終端機為讀者提供INTERNET 服務？（如答“沒有”請跳到

第1 5題）

以下1 2至1 4題的百分比以能提供I N TERNET服務的1 2館計算。

1 2．貴館讀者使用IN TERNET的情況是：

1 3．貴館有沒有將網上資料列入本館的館藏發展範圍內呢？

1 4．貴館有否將網上某些讀者有興趣或有需要的資料分類或提供索引，以方便

檢索？

15．澳門如建立中央館藏，進行協調合作採集和收藏，實行資源共享，閣下會:

調查結果較令人關注的是，大部份的圖書館沒有完善的館藏發展規劃，76．2％沒

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80．9％沒有進行定期的館藏評鑑。對於館藏評鑑的障礙，

38．2％表示人力資源不足，23．8％認為經費不足，認為缺乏專業知識佔19．0％，另

19．0％表示不太清楚或暫未需要。然而，所有被訪圖書館皆同意館藏規劃能有效提

高圖書館之質素。至於對網上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情況，現時只有3館表示已引入這

方面的資源，將之列為館藏發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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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置疑，目前澳門圖書館的館藏規劃仍落後於一些發達國家，實際情況與理

論仍有一段距離，如還不急起直追，不但未能確保本館的館藏質素，更影響了整個

澳門地區的資源共享計劃。誠然，圖書館要實行資源共享及館藏規劃面對的問題頗

多，以下就有關問題進行研究分析 。

四、影響館藏發展的因素

1．缺乏意識

長期以來，澳門圖書館事業未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使各方條件皆缺乏，而且

由於較封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影響，澳門文獻資源建設處於一種較分散、各

自為政的狀態。各館只從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發，去規劃、設計“大而全”、“小而

全”的館藏書體系。文獻館藏宏觀上沒有整體規劃，微觀上彼此缺乏分工協調。

另外，從現時澳門圖書館整體情況窺探，在重視不足的同時，亦缺乏了外界的

壓力。由於圖書館並非營利機構，館藏品質的優劣未對圖書館造成倒閉之危機，因

此使澳門圖書館普遍忽視館藏規劃的效能。

直到一九九八年，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為推動各館的交流合作，舉辦了

一個題為“資源共享與館際合作”的座談會，對澳門圖書館之館際合作問題才有一定

的重視。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例如：館藏規劃未完善；部份圖書館未將館藏資料

上網；資料庫未公開檢索；讀者及其他圖書館未能以最快手段查取他們的資料，故

要真正實行資源共享仍有一段距離。

2．經費及人力資源問題

就以澳門較大的兩所圖書館為例：澳門大學圖書館，從1 992年至今未增加人

手，而註冊的讀者卻由當時的約2，500人增至現在的3，8 0 0人，圖書館面積也由

1，500平方米擴至現時的15，000平方米。中央圖書館（包括其轄下的七館），工作人

員從1 988年的77位減至現在的70位。其他各類圖書館圖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本身

工作量之沉重令他們對館藏規劃難予以重視，更談不上進行需要額外經費及人力之

館藏評鑑了。

綜觀近年澳門圖書館的發展，大部份經費用作發展電腦自動化系統及資訊方

面，而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例如良好的館藏發展規劃卻被忽略了，更未見有圖書館

正式在這方面設立預算。另外，澳門回歸祖國，在公務員本地化政策下，好一部份

葡籍圖書館工作者返回葡國，空缺仍未能及時填補，更形成人手不足的局面。

3．專業知識不足

被訪圖書館中，具圖書館專業或曾受此培訓的圖書館工作者只佔總員工1 4．7％，

筆者認為這也是館藏規劃的嚴重障礙之一。據調查，澳門圖書館負責人當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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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對館藏評鑑之目的、方法、工作範圍等表示非常清楚，對於未來，也只有半數

多一點，即52．4％的圖書館負責人表示將實行館藏評鑑，9．5％表示不會實行，38．1％

表示未清楚，反映出其專業水平有必要提高，才能適應現代化圖書館的發展。另

外，一般館員對館藏評鑑概念也不清晰，認為只是理論界學者發表其理想主義而

已，在實際工作中只會浪費時間於調查、研究及分析一些無形的工作上，遠不及其

他任務如採購、分編等的成績立竿見影。

故此，澳門圖書館工作者的當務之急應明確館藏評鑑的科學概念，強化個人及

整體對館藏規劃的理論基礎，並付諸實踐。

五、館際協調規劃的若干建議

1．制定政策及館際協作

無論任何工作，只有確立良好的政策及方針作為領導者及執行者工作的依據，

才有好的效率及表現。圖書館也不例外，應以書面形式為館員制定其館藏發展及規

劃政策，使之成為館員及讀者對圖書館發展的指引。現時，澳門只有23．8％的圖書

館表示已為館員闡明其發展政策，而且基本上是非書面形式的，這樣容易造成含糊

不清、無據可尋的情況 。

另外，館藏規劃政策應以圖書館的特性任務而制定。例如，學院圖書館需以教

學和科研為主，按照學科的增加、師生人數等制定政策；公共圖書館要清楚社區的

人口、對象及發展趨勢，並從提供文娛、康樂、時事及大眾化文獻的方向而定出方

針；專門圖書館則要按其特殊任務、服務對象而定。與此同時，各館應該配合澳門

社會的發展，互相協調，根據圖書館的內外條件的改變靈活變通館藏規劃政策，不

能一本通書看到老。正如阮岡訥先生提到的，圖書館是一個“長生著的有機體”1 ，只

有不斷改進，才能提高質素及配合社會的發展。然而，在制定政策時，應合理地分

配各種載體的文獻資源，如傳統的印刷文獻、電子影音產品及網上資源等。

澳門地方較細小，館際合作相對地較其他地區方便，讀者往來也非常快捷，各

館應利用此一特點，加強聯繫合作，增加透明度，互相清楚館藏規劃發展政策，並

指示予工作人員及讀者。

若澳門圖書館能發揮其地理環境的便利及藏書特色，合作發展將產生以下優勢：

1 . 擴大資源—— 各館分工收集，可使圖書館聯合起來形成更大範圍的資源集合體；

2．科學合理地配置資源——為讀者從任何地方獲取信息提供方便 ；

1．Ranganathan，S．R．“ Fi ve Laws of L i brar y Science”I ndia，1931．《圖書館學五定律》，候漢清等譯

書目出版社，1 988。

3．確保專藏—— 館際間協調建立特藏。例如，中央圖書館建立葡國及歐洲文獻

專藏；澳門大學圖書館負責澳門文獻專藏；有關旅遊的文獻即由澳門旅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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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圖書館建立專藏；而有關高等教育及各地大學之入學資料專藏由澳門教科

文中心建立；澳門大學圖書館內的文獻中心則專責國際組織出版資料等等；

4．節省經費—— 從整體來看，在良好的館藏合作規劃基礎上，澳門各館則不需

花費大量資金重複收集其他館已擁有的貴重資料，成為節省經費及資源共享

的最佳途徑。

5．館際合作—— 加強與香港、內地以及其他地區圖書館的館際互借活動。

綜合各點，澳門圖書館應建立中央館藏體系，由每館派出代表組成館藏規劃委

員會，定期聚集互相溝通，並建議由澳門圖書館協會負責協調工作，合作採集和收

藏，實行資源共享。

2．文獻選擇與收集

有了良好的館藏發展政策，圖書館採訪選書便會有依據。而圖書館的館藏品質

是否優良，資料是否合乎讀者的需要，則要端視採訪工作是否明智與謹慎而定。美

國圖書館協會設計的一幅題辭：“以最低的代價，為最多的讀者，提供最多的讀物”

成為採購圖書的指南最為恰當。另外美國圖書館學家杜魯瑞（Francis K.W．Drury）於

1 930年提出了一句名言，也應作為圖書館採購圖書的圭臬。他說：“圖書館選擇圖

書時的最高目標，是在適當時候，為適當的讀者，提供適當的圖書。”

故此，澳門圖書館應該：

1 . 合作制定採購政策，各館按本館特性及不同讀者需求，合作採訪資料以配合

本館及澳門地區的藏書發展政策。

2. 組成選書委員會，以避免出現偏見或不平衡的選書局面。

3. 在本澳和外地建立良好的贈送與交換制度，獲取免費及有價值的資料，可為

圖書館節省資源。

4．注意資料選擇的標準及方法，如：著者的背景、出版者的聲譽、資料內容、

製作質素、有何特色、是否具參考價值、價格是否合理等。

除此之外，採訪資料應有通盤計劃。在經費預算的範圍內，依本館的特性及讀

者的需要，保持各種資料的適當比例。同時各館要保持合作，分配購書重點，這樣

既可避免重複，又可互補不足。

3．系統地實行館藏評鑑

館藏評鑑是館藏發展的基本內容之一，它的重要性在於提供回饋訊息，是圖書

館對文獻採集和入藏情況、館藏滿足讀者需求情況及館藏物理狀態等進行調查研究

並做出評價的過程。通過評鑑，可了解館藏是否符合本館的任務，館藏強弱，館藏

深度、寬度和廣度等，向公眾及撥款基金單位交待。同時，它也將作為修訂館藏發

展方針和文獻選擇原則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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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圖書館應採用適當的館藏評鑑，以瞭解社區、讀者興趣、可用經費、人

員以及館藏狀況等資訊作為館藏規劃之用。綜合而言，澳門圖書館之館藏評鑑的

目的是：

1．協助本館館藏規劃政策的修訂；

2．作為館藏淘汰的依據；

3．作為圖書經費分配的依據；

4．作為被澳門公眾及權威機構認可之依據；

5．作為圖書館與館際合作及資源共享計劃的依據。

儘管澳門只有23．8％的圖書館實行館藏評鑑，而且並非採用科學或完善的方法

進行，但是，只要跨出第一步，已是好的開始。他們按本館的實際能力採用各種簡

單而較切合其實際情況的方法進行，有的按照學院課程的發展，評核各主題書籍數

量的比重，以此重新計劃下一年度購書比例。有的向讀者了解情況，評鑑目前藏書

狀況，作為制定新的購書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館藏評鑑方法良多，當然，沒有一套方法是放之四海皆通用的。專家學者已提

出了許多建議，包括：1．讀者導向研究（User－or iented Measures），即以滿足讀者程

度作為依歸，內容包括讀者意見調查、流通分析、館內使用調查、資料提供能力評

鑑及期刊使用評鑑等；2．以館藏導向研究（Collect ion－Oriented Measures），來評鑑館

藏可達公認標準的程度，包括書目核對法、引用文獻分析法、專家意見評鑑；3．還

有比較簡單的是量的評鑑（Quanti f iable Measures），按照圖書館的大小，文獻增長速

度與讀者數量作比較，評鑑圖書館館藏數量是否達到某一標準。這些標準往往是由

權威機構或專家制定，例如，學院圖書館需要一定數量的館藏，以支援教學與科研

活動，公共圖書館按社區人口而建立相應數量的資源。

4．館藏複選與剔除

館藏複選與剔除是圖書館新陳代謝的健康運作體現。當館藏評鑑指出了圖書館

資料的優劣，找出了使用頻繁的資料如核心館藏時，可增添複本或利用其他方法以

增加讀者使用這些資料的機會。而一些被評鑑為罕用的館藏可考慮移至較少使用或

較經濟的儲存埸所，或將之淘汰。例如一些陳舊的電腦書籍或較多副本的館藏。

澳門圖書館在決定淘汰館藏時，可先知會其他館，也許本館罕用的資料仍受其

他圖書館讀者的歡迎，或較適合其他館的館藏目的及特藏，即可轉往他館收藏，這

樣可避免浪費資源。

六、網上資源之利用

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為圖書館信息服務的網絡化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尤

其是網上信息的出現，使圖書館事業邁向了另一新里程。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

些免費的資源很大部份是毫無信息價值的。圖書館員應懂得如何配置最好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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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現在善於為讀者選擇最好的圖書和雜誌一樣。因此，澳門圖書館員除了運用傳

統的評價和選擇能力，也該運用一些特別技能，例如，通過以下一些權威的網頁選

擇及評鑑網上資源使其得到利用。如：

（1）．Yahoo雅虎（ht tp：／／www．yahoo．com／）此網站包括了三萬多個項目，其網上

資源的分類目錄被譽為最具綜合性的分類目錄之一。

（2）．The Argus Clearinghouse機警清潔屋（ht tp：／／www．c learinghouse．net），該網

站先評鑑其它網上資料，然後選擇符合其標準的網頁，將之分類及連

網。並在其網頁上列明評估和選擇準則。（ht tp：／／www．clearinghouse．net／

rat ings．html），包括對資料描述的水平、評鑑資料的水平、指南的設計、

網頁的結構指示及後期資料的指引等等。

（3）．Infof i lt er信息過濾器（http：／／www．usc．edu／users／help／f l ick／Infofi l ter）。它指出

選擇網頁的準則包括其權威性、內容、結構、準確性、檢索工具、圖案

設計及使用媒體的創新程度等。其對網頁的評價標準設在網頁之

“Review”內（ht t p：／／www．usc．edu／users／help／f l i ck／Infof i lter／template．html）。

另外，還有許多類似的網站可作為館員的參考工具，評估內容包括其寬度、深

度、時效性、設計與格式、方便使用程度。當然，費用問題也在考慮之列。雖然許

多網頁是免費提供，仍要考慮成本問題，如連接費用、版權費用或其他服務費用等。

目錄工作者將浩如煙海的文獻編目。同樣，今天圖書館工作者不但自己需掌握

電腦查詢方法，而且還要幫助讀者在茫茫的大海中找到所需的信息資料。這次調查

顯示，57．2％（12家）圖書館已為讀者提供 Inter net 服務，而當中6館表示讀者使用情

況非常踴躍，即佔50％，因此，在館藏規劃已擴展至網上資料的今天，圖書館應為

讀者將所需資料分類編目，提供索引。做到阮岡納先生為圖書館所定的五大定律之

一，“節省讀者時間”2，讓讀者在最短時間內找到所需的網上資料是今天圖書館工

作者的新任務，實現網絡環境下的資源共享。

目前，香港高等院校圖書館已將很多網上資料分編，成為館藏的重要部份。同

時，主要的七所大學採用了 I NNOPAC Z39．50 Searching之聯機檢索界面，讓讀者

同一時間檢索七所大學圖書館之資料。

而澳門在這方面發展比較緩慢，1 2家已為讀者提供I n t e rne t 服務的圖書館中，

只有3館（25．0％）將網上資料列入其館藏規劃範圍內，並將其分類或提供索引。如

在澳門大學圖書館屬下之文獻中心其中一網頁ht tp:／／www．umac．mo／dc／ful l＿text＿search／

index．html ，將一些符合其館藏目的及讀者需要的其他網上資料，分類整理及連結起

來，使之有序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

七、人員培訓

2．同註1。

圖書館應加強員工培訓並盡量讓他們發揮所長。長期以來，澳門圖書館缺乏專

業人員。調查顯示，澳門圖書館工作者中有34．7％具大專或以上程度，而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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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的只有1 4．7％。因而必須加強在職人員的培訓，使其明白館藏規劃的重要

性。另外，主管在安排任務時，應切合各項具體工作而定，不同工作崗位，需要不

同的知識背景，盡量發揮那些非圖書館專業而具大專程度館員之所長。例如具市場

學專長的館員，可專責資料搜集、研究及推廣宣傳等工作，使圖書館館藏能更吸引

讀者及最大限度地被使用。在信息領域方面，澳門圖書館需要的是有各種背景的信

息專家。綜觀多年來，澳門圖書館在招聘工作人員的時候，首先考慮應徵者是否具

備圖書館專業，這似乎已是牢不可破的觀念。但是由於數字化信息的大量普及，當

今圖書館工作者的角色及館藏範圍已有改變，如果只強調圖書館專業文憑，這是片

面的。當然這並不意味不需要圖書館學科背景。只是近年來，圖書館領域及圖書館

的外部因素發生了變化，我們的觀念也應轉變，使每位員工之所長得以發揮。

概言之，圖書館工作者應配合時代的變化，了解圖書館員今天的真正角色，讀

者和社會需求及國際圖書館的發展趨勢，不斷提高服務質素。在向著信息高速公路

邁進的年代，如果館員仍然默守成規，一成不變，那就會被淘汰。

八、總結

資源共享是大勢所趨，館際間的協調合作勢在必行。在這次調查中，即使有人

認為條件仍未成熟，但76．2％的被訪者贊成澳門各館進行協調合作採集和收藏，實

行資源共享。因此，在當前澳門圖書館經費及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各館應重視

館藏質素，控制數量；更需有效地開發利用網上的資源，發展網絡系統；加強澳門

館際間以及鄰近地區如香港及內地之圖書館間的合作；制定有效的館藏規劃政策；

定期實行有效的館藏評鑑工作；加強員工培訓，以確保館藏質素能滿足讀者需求以

配合澳門社會發展。

另外，隨著電子環境下圖書館的變化，新的角色和任務將逐漸產生，現在更須

首先做好基礎工作，合作規劃好館藏發展，為今後資源共享在澳門圖書館的發展先

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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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澳門圖書館館藏發展規劃情況調查

為清楚了解澳門地區各類圖書館之館藏發展及規劃情況，以研究其未來發展，

特設此問卷，希望各館負責人能在百忙中抽空完成，郵寄或傳真回本人。不勝

感 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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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接受問卷調查之圖書館一覽表：

大專院校圖書館：

（1）澳門大學圖書館

（2）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包括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圖書館、藝術高等學校圖書館、

高等衛生學校圖書館及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圖書館）

（3）旅遊學院圖書館

（4）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研究中心圖書館

（5）澳門聖經學院圖書館

（6）司法警察學校圖書館

（7）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8）中央圖書館（包括其管轄下之何東圖書館、市政廳（現稱臨時澳門市政局）圖書

館、流動圖書館、望廈圖書館、青洲圖書館、氹仔圖書館及路環圖書館）

（9）市政廳（現稱臨時澳門市政局）黃營均圖書館及何賢公園圖書館（此兩館皆由澳

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管理）

（1 0）中華總商會附設閱書報室（又稱八角亭圖書館）

政府及專門圖書館：

（1 1）澳門大學圖書館屬下之文獻中心

（1 2）澳門歷史檔案室

（1 3）澳門財政廳文獻中心

（1 4）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圖書室

（1 5）行政暨公職局文件暨刊物處

（1 6）法律翻譯辦公室圖書館

（1 7）澳門海事博物館之圖書暨檔案室

（1 8）統計暨普查局之文件暨資料發表中心

（1 9）澳門藝穗會圖書室

（20）澳門教科文中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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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圖書館：

（21）澳門粵華中學圖書館

負責人能在百忙中抽空完成問卷，本人謹此向各位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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