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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報告「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的源起、研擬過程，以及主要訴求，同時

討論領航文件之必要。中國圖書館學會研擬「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期望藉此凝

聚同道對於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的共識，同時籲請政府在施政方面、立法機關在訂

定相關法令方面，重視圖書館的建設，並且希望引起民眾的廣泛共鳴，共同關心並

使用圖書館，落實終身教育的理想，務使圖書館事業順利發展，使圖書館作為新世

紀社會的重要地標。 

 This paper reports the drafting processes of 《White Paper to Library Development》
published by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LAC). The purpose of which《White Paper to 
Library Development》wishes to deliver is to improve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a 
better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It wishes to raise attention of member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to promote legislative procedures of Library Law, to call for better fund to support 
library operation, and to enhance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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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制訂一份具前瞻性、能夠明確指引未來發展方向的領航

文件，對於任何專業領域的健全發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圖書館事業走到發展

與轉型的關鍵時刻，新世紀來臨前，全球受到資訊和通訊技術的衝擊，圖書館事業

在形貌上有鉅大的改變，與此同時，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包括教育改革、終身教

育政策、社區重整運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乃至推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等各

項建設，也對圖書館服務產生迫切的要求，一份有關資訊服務的領航文件，具有莫

大的意義。 

 

中國圖書館學會於民國 83年 8月第四十一屆第八次常務理事會中，決議研擬《圖

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交當時「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一年之後成立「撰寫小組」，

之後又成立「專案研究小組」。期間歷經王前理事長振鵠教授對文件內容發展方向的

指導擘畫、胡前理事長述兆教授的繼續支持、鼓勵，文件在張前理事長鼎鍾教授的

鼓舞指導下，終於定稿，並由黃理事長世雄教授於今年(民國 89年)4月正式發表。《圖

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發表之後，引起社會許多迴響，並由於圖書館界前輩與同道

們的不懈不匪、許多民眾及立法委員也多表示對圖書館事業的重視，對於立法院審

議中的圖書館法具有良性影響。本文討論領航文件的必要，兼為《圖書館事業發展

白皮書》研擬過程報告。 

 

貳、領航文件的重要意義 

 

「領航」的原意，是在一片茫茫的大海中，帶領及指引一個眾人的去處或方

向；領航文件的意思，是指具有指引未來發展方向的報告書、計畫書或其他的相

關文件。領航文件做為專業發展的指導方針，是十分必要的，尤其現代圖書館事

業在資訊時代的衝擊下，在資訊傳播科技大大影響人類生活型態之際，一份有關

資訊服務的領航文件，尤其有重要的意義。 

 

圖書館事業發達的國家，通常都有一些著名的領航文件做為依循，譬如英國

在 1959 年出版《羅伯茲委員報告書》，確立後來英國公共圖書館制度；又 1970

年《丹頓報告書》，促成英國在 1971 年通過合併四個國家圖書館的法案，而成立

了舉世聞名的「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 BL）。「大英圖書館」（BL）不

斷地進步發展，可從幾份文件看出：1985 年，在「大英圖書館」正式成立十二

年之後，該館出版一份文件，稱為《與知識同進》(Advancing with Knowledge, 

1985)，研訂圖書館服務的主旨、目標及主要發展策略。1989 年又重新檢驗、修

正該圖書館以後五年發展方向，出版《通往知識之門，大英圖書館策略計畫，

1989-1994》(Gateway to Knowledge, the British Library Strategic Plan, 

1989-1994)。在 1993 年，又出版《大英圖書館--研究與創新，2000 年策略目標》



(The British Library--for Scholarship,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c 

Objective for the year 2000)，此文件羅列「大英圖書館」在 1993 年至 2000

年的發展計畫，分別由服務項目、館藏發展、館際合作、學術、人員訓練、資訊

科技、建築、經費等詳細規畫。「大英圖書館」最新的策略計畫(The British 

Library—strategic plan, 1999-2002)掛在該圖書館的首頁。上述幾份報告，

除《羅伯茲委員報告書》外，都是為「大英圖書館」發展而規畫。英國一直以知

識大國自居，其圖書館事業也持續穩定發展，不能不說和這些領航的報告書、計

畫書有密切的關係。 

 

近年來，政府單位和各行各業都競相發表「白皮書」，如我國有「教育白皮

書」、「國防白皮書」、「電信白皮書」等。美國於 1991年出版《美國 2000年》(America 

2000)訂定教育發展六大目標，1992 年出版《資訊 2000 年》(Information 2000)，

確定圖書館發展優先實施的 95 項計畫。此外，Virginia 技術學院 Fox 教授等人

接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委託，於 1991 年提出《電子圖書館白皮書》

(White Paper to Digital Libraries)，建議「國家科學基金會」經援大學及研

究機構，為數位化資訊系統進行各方面的研究，目前已進行至第二階段的研究計

畫。新加坡在 1994 年出版《圖書館 2000 年》(Library 2000)，全面規畫新加坡

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藍圖。上述各國政府為教育和資訊服務所研擬的各項文件，提

供一個重要的訊息：二十一世紀是重視教育和公共資訊服務的世紀，唯有事先良

好的規畫，國家和民眾才能和其他進步國家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些規畫書的重

要意義，在引起廣泛的重視和討論、經營共識，使領航文件實際擔任指引方向的

功能。 

 

參、領航文件的產生 

 

1991 年 7 月，美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CLIS)與「白宮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會

議工作小組」(Task Forc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第二次白宮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I, 簡稱 WHCLIS II)。總計

將近 2,000 名各地代表與觀察員參加，會中討論自 1990 年春天起到 91年全美五

十州地區性「會前會議」所提 2,500 個議案，經表決後，決議通過 95 項優先建

議案，並於 1991 年 11 月作成正式文件，出版《資訊 2000》(Information 2000)，

呈送布希(Bush)總統及國會。文件的主要訴求是美國圖書館事業未來十年的工作

目標，包括： 

 

1.資訊獲取方面：所有美國民眾必須能免費、便利地獲取公共資訊。 

2.國家資訊政策：圖書館與資訊服務從業團體必須有更多機會參與聯邦資



訊政策的制定，並將政府資訊傳遞給民眾。 

3.資訊網路：全面規畫網路，促進資源共享，網路規畫應涵蓋各級政府、

各類型圖書館、資訊中心、學校、私人機構等人員參與，遵循通用標

準，增進資訊的傳播範圍。 

4.組織與管轄：加強圖書館在教育體系中的功能，聯邦政府應加強對圖書

館經費支援，促進圖書館的發展。 

5.資訊服務：完善的資訊服務必須兼顧所有美國民眾的資訊需求，不論其教

育、經濟、文化或語言背景。 

6.讀者指導：圖書館必須指導既有及潛在讀者善用圖書館及資訊中心的資

源，使民眾從資訊資源中獲得最大益處。 

7.人力發展：加強培訓圖書館及資訊服務人才。 

8.資訊保存：加強資訊儲存人才的訓練，善用各種新興的媒體與技術。 

9.資訊服務行銷：評估目前圖書館在社區服務的功能與影響，研擬適切的

服務推廣行銷模式。 

 

1992 年 6 月，新加坡「資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Art)

部長指定成立「2000 年圖書館審查委員會」(Library 2000 Review Committee)。

在將近二十個月的工作期間(自 1992 年 6月到 1994 年 2月)，歷經多次會議與諮

詢，並邀請許多國、內外相關單位參與研擬，《圖書館 2000 年》(Library 2000)

的報告在 1994 年春天產生，由「資訊藝術部」部長接受之後，提送國務院審理。

報告書共有 171 頁，主要包括：六項策略性方案(six strategic trusts)及三個

主要配合條件(three key enables)： 

 

策略性方案包括： 

1.重新調整公共圖書館系統，強化公共圖書館制度。 

2.強化網路連結，建立無國界的聯合圖書館合作。 

3.發展以合作為主的國家館藏政策，合作收集全國資訊資源。 

4.經由市場區隔理念，提高服務品質，強化推廣服務。 

5.化與商業、社會的積極互動關係。 

6.使全球資訊互通，成為資訊整合的仲介者。 

 

主要配合條件： 

1. 人力方面。 

2. 科技方面。 

3. 組織領導方面。 

 

比較美國與新加坡上述兩項文件的擬定過程及內容，有以下幾個相同點： 

 



(一)兩國政府十分重視圖書館和資訊服務的發展，文件的研擬皆由政府高

階決策單位主導。 

(二)文件研擬過程的參與人數極多且廣，一方面廣徵博議，一方面借重經

驗，同時也藉機宣導全民應重視圖書館建設。 

(三)文件完成之後，都能產生具體影響，由政府相關行政部門或立法機構

予以具體回應，並能持續執行追蹤。 

 

表一：美國、新加坡圖書館領航文件擬定過程及內容比較 

  美國 (Information 2000) 新加坡 (Librar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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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文件源起 美國國會「公共法案」要求召開 91

年 7月的「第二次白宮圖書館與資

訊服務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I, 簡稱

WHCLIS II)。 

由「資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Art)指定成立

「圖書館 2000 研究委員會」

(Library 2000 Review Committee) 

研擬時間 1990年春－1991年 11月(22個月) 1992 年 6 月－1994 年 2月(20個

月) 

參與單位 1.50 州 100,000 人以上 

2.「白宮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會議」 

3.「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國家委員

會」 

 

1.「圖書館 2000 研究委員會」

(Library 2000 Review 

Committee) 

2.許多國內外組織參與 

發展過程 1.90-91 年地區性會前會議共得

2,500 議案 

2.91 年 7 月「白宮圖書館與資訊服

務會議」決議 95 個優先案 

3.91 年 11 月做成正式文件送布希

(Bush)總統 

4.92 年 2 月整理完整會議紀錄並

出版 

多次會議和諮詢 

文件產生 1.摘要版(summary)78頁 

2.會議紀錄 596 頁 

共 171 頁 

文 

 

件 

任務訴求 1.素養 (Literacy) 

2.生產力(Productivity) 

3.民主(Democracy) 

學習國度(Learning Nation) 

 

 

內 

 

容 

 

 

內容 共 95個建議案，分九方面： 

1.資訊取得方面 

2.國家資訊政策 

3.資訊網路 

4.組織結構方面 

5.滿足資訊需求 

6.訓練方面 

六大策略： 

1.強化公共圖書館制度 

2.強化網路連結 

3.全國資訊資源合作蒐集 

4.強化推廣 

5.強化與商業及社會的連結 

6.全球知識互通 



及 

 

 

影 

7.人力發展方面 

8.資訊的保存 

9.社區推廣 

 

三大配合條件： 

1.人力方面 

2.科技方面 

3.組織領導方面 

響 影響 布希總統送請國會議員仔細研讀

並追蹤執行 

部長接受，並提國務院參考執行 

 

肆、《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研擬過程 

 

 民國 83 年 8月中國圖書館學會王前理事長振鵠教授召開常務理事會，會中鑑於

圖書館資訊服務受到資訊社會、資訊科技、民眾終身學習和資訊需求改變等衝擊，

圖書館界應有重大的變革，乃決議交辦四十一屆「研究發展委員會」研擬「二十一

世紀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研究發展委員會」於該年年底學會年會中，提出「綱

要」供眾討論。此後組成「撰稿小組」、「專案研究小組」、「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

編輯委員會」，歷經四任理事長，歷時五年完成。《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研擬過

程，可以五個階段代表: 

 

一、醞釀期(民國 83 年 10 月至 84年 12月)   

 

文件研擬之始，承王前理事長振鵠教授指導「撰寫原則」，於年底四十一屆

學會年會提出「綱要」，廣邀意見。其間同道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正式或非正

式集會，給予四十一、四十二屆「研究發展委員會」許多寶貴的意見。民國 84

年 7月美國資訊學會臺北分會(ASIS, Taipei Chapter)楊理事長美華建議與「研

究發展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未來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議題。出席同道踴躍

惠賜意見，助益莫大。84年 8月下旬，「研究發展委員會」獲學會同意組成「撰

稿小組」，邀請王梅玲、陳昭珍、劉春銀、薛理桂、吳美美共同執筆。84 年 10

月再於中華圖書資訊學學會舉辦的研討會中發表大綱。同年年底撰稿完成《2000

年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新指標》(民 84)送交學會邀請盧荷生教授、黃世雄教授、

盧秀菊教授及楊美華教授仔細審閱。「新指標」版確立文件的架構包括：圖書館

面臨的挑戰和潮流、資訊需求分析、圖書館的使命、四大時代任務(生活、終身

學習、研究、文化知識)，並建議加強圖書館教育、政策規畫等項。 

 

二、新方向期(民國 85年 5月至 86年 1月)  

 

民國 85 年 5 月中國圖書館學會常務理事會通過胡前理事長述兆教授建議，

成立「二十一世紀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新方向」專案研究小組，由原「撰稿小

組」成員組成，期間舉行各類型圖書館委員會聯席會議，期使圖書館事業發展規

畫能廣泛獲得各階層圖書館員的關心。85 年 12 月在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提「新



方向」版，主要建議包括早日促成圖書館法通過、培養專業人才、提供館員進修、

圖書館作業全面自動化，以及推廣資訊素養教育等。 

 

三、綱要版期(民國 86年 1月至 86年 12月)   

 

學會於 86 年 3月舉行公聽會「二十一世紀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研討會」，發

表資訊需求分析及各類型圖書館發展困難，並實施問卷調查。於四十四屆年會提

交《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綱要版草案呈理事長(草案內容如學會會訊 107

期)。主要內容包括圖書館發展應配合社會脈動--教育改革、社區重整運動、終

身學習政策、國家資訊基礎建議、亞太營運中心，陳述圖書館現況、問題分析、

各類型圖書館具體發展目標，並提出建議，包括加強人力、館舍、經費、設備、

網路、圖書館法等圖書館基礎建設、教育課程規畫、合作資源共享、行政輔導體

系、圖書館事業發展基金等。 

 

四、完整版期(民國 87年 5月至 88年 8月)   

 

由於「綱要版」的主要訴求為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一般問題，各類型圖書館的

著墨較少，為使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訴求更為完整且具有時代性，「專案研究小組」

建議研擬「完整版」，並獲得張前理事長鼎鍾教授領導的第四十五屆常務理事會

同意「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綱要版應增加圖書館行動策略、各類型圖書館發

展的願景及問題、更新統計數據等，期能引起社會廣泛重視圖書館的各項發展問

題。「專案研究小組」同時籲請張前理事長召集第四十四屆、四十五屆各類型圖

書館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公共關係委員會等召集人，協同原「專案研究小組」

組成「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編輯委員會」，共同研擬完整版的內容，於 88年 8

月草稿完成。主要內容包括:(一)圖書館事業願景與發展目標，敘述圖書館事業

五大願景、圖書館事業發展目標，以及各類型圖書館任務;(二)圖書館事業現況

及問題，描述圖書館事業現況、圖書館事業經營的困境，以及各類型圖書館發展

問題;(三)未來圖書館發展策略，分政策面、資源面、經營面，以及專業面共陳

述十六大項建議。 

 

五、定稿發表期(民國 88年 8月至 89 年 4 月) 

 

草稿既定，於學會網站公布、並送請學會常務理事審閱，務求白皮書內容謬

誤最少。89 年 4 月 21 日，新總統就職前一個月，黃理事長世雄於臺大校友會館

舉行記者會，發表《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王前理事長、張前理事長共同參

與、主持討論。《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研擬工作告一段落。 

 

伍、白皮書發展過程中不同版次的內容演進 



 

 回顧白皮書的發展歷程，是學習也是琢磨的過程，從「研究發展委員會」、「撰

寫小組」到「專案研究小組」，每位委員戮力參與，閱讀相關文獻、傾聽同道意

見、請教前輩老師們的想法、舉行公聽會、進行問卷調查、實地觀察了解圖書館

的問題。每一個新版完成，便予公布接受公評，務使廣納意見。而若有意見相左，

務使提出理由、務使真理越辯越明。從幾個不同版次內容的演進，可以看到這些

鑿痕。 

 

表二：白皮書發展過程中不同版次的主要內容 

四十二屆：新指標 四十三屆：新方向 四十四屆：圖書館事業發展白

皮書 (綱要版) 

四十五屆：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 

(完整版) 

一、 使命 

二、 挑戰 

三、 潮流 

四、 圖書館界、圖書館

教育 

五、 資訊需求分析 

六、 四大任務：生活

上、終身學習、研

究、文化知識 

七、 建議：政策規畫、

教育訓練 

一、 圖書館法治化 

二、 培養專業人才、提

供館員進修 

三、 圖書館作業全面

自動化 

四、 資訊素養教育 

一、 配合社會脈動 

     教育改革、社區重整 

     運動、終身學習政策、  

     國家資訊基礎建議、 

     亞太營運中心 

二、 圖書館時代功能 

三、 現況、問題分析 

四、 具體發展目標： 

1. 全國性圖書館 

2. 公共圖書館 

3. 學校圖書館 

4. 專門圖書館 

5. 學術圖書館 

五、 建議： 

1. 圖書館基礎建議： 

       人力、館舍、經費、 

       設備、網路、圖書 

       館法 

2. 教育課程規畫 

3. 合作資源共享 

4. 行政輔導體系 

5. 圖書館事業發展基金 

六、 並分短期(一年)、中期

(三年)、長期(五年)規畫

行動綱領 

一、 圖書館事業願景與發展 

     目標 

 圖書館事業五大願景 

 圖書館事業發展目標 

 各類型圖書館任務 

 

二、 圖書館事業現況及問題 

 圖書館事業現況 

 圖書館事業經營的困境 

 各類型圖書館發展問題 

 

三、 未來圖書館發展策略 

 政策面 

 資源面 

 經營面 

 專業面 

 

 

 

陸、白皮書研擬過程的主要困難 

 

白皮書研擬過程，有幾個困難和爭議，包括：文件的名稱、文件的範圍、文

件的目的訴求、文件的閱讀對象、文件的預期的效果等，舉其大端敘述如后: 

  

一、名稱： 

本文件是否使用「白皮書」的名稱，自始至終都有爭議。建議使用「白皮書」名

稱者期望此文件可以奠定社會大眾對學會的專業認知及建立專業肯定；反對者以

白皮書專為政府政策宣示之用，民間社團不宜貿然使用。第四十一屆研究發展委



員會接獲任務之後，首次例會即對「白皮書」的名稱適用範圍予以討論，經查檢

「白皮書」定義，為「白皮書是各官方民間組織機構的一種政策宣示」，該名詞

並不限於政府機構使用。 

二、範圍： 

本文件研擬過程中，第二個爭議在於應固守圖書館資訊服務機構的範圍，抑或將

關懷層面延展出去？如智慧財產、資訊自由、隱私權等，如果要跨出去，跨多遠？

圖書資訊徵集和國家呈繳制度有關、圖書資訊服務和版權法的公開陳列權有關、

圖書館經費和國家教科文的預算分配有關、數位圖書館和資訊網路及資訊技術發

展有關、和國家通信資訊基礎建設的技術與資源協調的政策面有關。這份文件的

分界止於何處？是廣義的資訊服務白皮書?抑或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幾經討

論，仍以圖書館事業發展為中心，將相關課題在適當的文件內容再予以表達。 

三、目的訴求： 

目的訴求、閱讀對象設定為何?有何預期效果？換言之，白皮書要遊說什麼？是

求圖書館資訊服務專業社群的共識？促使民眾了解圖書館的重要？或是冀望政

府重視圖書館的發展問題，以及提供改善之道?可以三個目的共存嗎？主要的著

力點要放在哪裡?如何能兼顧求取同道共識、同時又能遊說民眾、又能做為政府

政策的參考?這些問題都是數年來從「研究發展委員會」到「專案研究小組」一

直反覆思考、接受詢問的困難問題。 

 

有關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規劃方面，也有幾個爭議，包括圖書館的隸屬問題，

圖書館提供資訊服務，和文化、教育、資訊、傳播都有關係，圖書館事業應隸屬

政府哪一部門，對於促進圖書資訊服務整體事業的發展較有幫助？圖書館資訊服

務既有教育、文化、學術研究發展等功能，和工商、經濟發展、科技、醫療、衛

生、農業、法律等專門主題資訊系統也有關，資訊服務政策具有跨部會的特殊性，

有哪一個部會可以完善規畫發展?至今，政府對圖書館事業仍缺乏全盤的規劃，

仍任令圖書館事業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門。 

 

柒、《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的主要訴求 

 

 《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主要建議，共分為政策面、資源面、經營面和專

業面四方面陳述： 
 
一、政策面，期待政府儘速就下列四項，健全圖書館服務的環境： 

（一）建立法制管理基礎，訂頒修改圖書館相關法規標準 
（二）健全各類型圖書館組織及輔導體系 
（三）設立圖書館事業發展與研究基金 
（四）整體規劃建立各學科知識服務系統 

 



二、資源面，期待主管圖書館行政機關，儘速就下列四項，厚實圖書館資源： 
（一）增加經費以充實各類型圖書館館藏、館舍、人員等圖書館基礎建設 
（二）建設各類型、各主題圖書館資訊服務網路體系 
（三）建立館際合作、資源共享具體方案 
（四）加強提供圖書館員繼續教育機會，提升圖書館館員專業能力 

 
三、經營面，期待圖書館經營者，儘速就下列四項，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一）制訂圖書館服務規範 
（二）加強館藏的質與量，提供優質的資訊服務 
（三）加強各類型圖書館事業發展必要之經營管理技能 
（四）推展全民資訊素養，促進終身學習 

 

四、專業面，期待專業學會，儘速就下列四項，建構專業服務基準： 

（一）全面規劃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課程，加強各項專業技術與科技應

用知能 
（二）制訂圖書館員專業倫理，健全專業素養 
（三）研訂圖書資訊服務宣言 
（四）各類型圖書館積極規劃發展行動綱領 

 

捌、結語 

 

《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研擬完成，正逢「圖書館法」在立法院審議，圖

書館界有責任加強文宣，務使立法委員對圖書館在民主社會、資訊社會重要地位

的了解，譬如維持民主社會、政治平等、資訊公開的需要、配合終身學習教育政

策的需要、配合課程改革的需要、配合亞太營運中心經濟發展的需要、配合文化

建設、心靈改革、全民閱讀的需要、配合學術本土化、知識體系建立的需要等，

皆需以圖書館系統為後盾；並需使其了解圖書館發展上的困難，包括圖書館後勤

支援單薄，無常設經費、無專業人員規範、缺乏營運及設備標準、各資訊服務單

位及系統各行其事，無法律促使資源整合等問題，圖書館法制化，能使上述困難

減至最低，至少在服務上有法源可資依據。 
 
 據稱目前立法委員另有不同圖書館法版本在研議中，建議學會應積極介入了

解，並廣泛提供意見，務使各方意見充分溝通，使圖書館法在最大的利基中通過，

是全民之福，也才能使圖書館服務的專業步上坦途，使圖書館員在推動圖書館服

務上，名正言順。 
 
美國自 1956 年通過「圖書館服務法案」(LSA)、1964 年通過「圖書館服務

暨建設法案」(LSCA)，提供、規劃美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所需要的經費、人力和發



展目標，又在 1971 年詹森總統時代開始設立「圖書館資訊科學國家委員會」

（NCLIS），並在白宮設有總統諮詢委員會，稱為「白宮圖書館資訊服務委員會」

（WHCLIS），整體擘劃美國圖書館資訊服務政策。這些圖書館服務法制化的過程，

可以說明自由民主國家，為維護民主制度和經濟發展，十分重視圖書館發展，視

圖書館事業為維護民主制度的不二法門。美國又在 1996 年由參、眾兩議會通過

「 博 物 館 暨 圖 書 館 服 務 法 案 」 (MLSA)-- 公 共 法 案 104-208 (Public 

Law104-208)，規定設立「博物館暨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將原來由教育

部主管的圖書館業務移至該專業機構中。如此，透過「圖書館資訊科學國家委員

會」和「白宮圖書館資訊服務委員會」作為圖書資訊服務政策的規劃單位外，又

將圖書資訊服務行政管理機構獨立。美國圖書館事業執世界牛耳，資訊通達，其

不斷檢討和改進法案，使各項領航文件日新又新，其來有自。我國情容或不同，

社會發展也自有特質，不過人類進步、成長，不能離開資訊的滋潤，恐怕是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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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各圖書資訊學系教師同學 

許多圖書館員同道 

 

 

「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十一、四十二屆研究發展委員會」 

顧     問   賴鼎銘   

主 任 委員  吳美美   

副主任委員  林呈潢   

委員兼秘書  陳月麗   

委      員  王美鴻  林春櫻 李健英 葉乃靜  洪妃   

            陳麗玲  黃信捷 宋雪芳 葉日陞 

 

「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撰稿小組」 

顧  問  王振鵠   

召集人  吳美美   

委  員  王梅玲 陳昭珍 劉春銀 薛理桂 

 

「二十一世紀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新方向」專案研究小組 

顧    問  王振鵠   

主任委員  吳美美   

委    員  王梅玲 陳昭珍 劉春銀 薛理桂 曾元顯 

秘    書  楊曉雯 李麗仙 

 

 

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編輯委員會暨專案研究小組 

主任委員 

張 鼎 鍾  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十五屆理事長 

編輯顧問 

王 振 鵠  榮譽理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 

黃 世 雄  理 事 長/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所教授 

莊 芳 榮  常務理事/國家圖書館館長   



編輯委員  (依各類型圖書館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專案研究小組排列)  

宋 建 成  四十五屆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胡 歐 蘭  四十四屆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吳 明 德  四十五屆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林 文 睿  四十四屆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程 良 雄  四十五屆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立臺中圖書館館長 

黃 永 輝  四十四屆專科學校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工商圖書館主任 

林 慶 弧  四十五屆專科學校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樹德工商專校圖書館主任 

曾 雪 娥  四十四屆學校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新湖國民小學校長 

劉 春 銀  四十五屆專門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專案研究小組委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 

          圖書館主任 

彭    慰  四十五屆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圖書館資訊組主任  

嚴 鼎 忠  四十五屆出版委員會委員/國家圖書館編輯 

王 梅 玲  專案研究小組委員/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 昭 珍  專案研究小組委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賴 鼎 銘  專案研究小組委員/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薛 理 桂  專案研究小組委員/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吳 美 美  專案研究小組召集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楊 曉 雯  專案研究小組秘書/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助理編輯 

 
專案研究小組 

顧    問   王 振 鵠   莊 芳 榮 
委    員 

召 集 人 
  王 梅 玲   陳 昭 珍   劉 春 銀   賴 鼎 銘   薛 理 桂   

  吳 美 美   秘  書    楊 曉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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