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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一年來東海校內圖書資源管理的變化  

--從經濟系與餐旅系的藏書送回總館談起 

流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筆者自 95 學年第 2 學期開始負責館內新書移送、各院系 (單位 )圖書室

藏書移送及相關業務的協助與督導。3 月份時，因應經濟系圖將該系典藏

的西文書送回總館集中保管的事情，開始思考如何面對校內圖書資源管理

的相關問題，撰寫<東海大學圖書資源管理之我見>1，分別從本校圖書資

源管理現況、台灣各大學院校圖書資源管理概況、本校圖書館設立分館系

所 (單位 )圖書室之檢討、解決辦法的思考等四個單元討論。最後提出將各

系所 (單位 )圖書室合併為學院圖書館或集中於總館管理，至少可以節省圖

書經費與管理人力的支出，並能節省讀者來回於總館與各系所 (單位 )圖書

室所耗費的時間。面對各系所 (單位 )圖書回歸到總館集中管理，使館藏已

趨飽和的館舍空間問題更加嚴重，也提出了近程、中程及長程的辦法。  

接著在 6 月份，餐旅系戴助教簽請校長同意將該系圖書室的藏書全部

移送到總館集中保管，更突顯館舍飽和，圖書館空間需重新規畫思考的急

迫性。  

綜觀今年 (96 年 )以來，校內圖書資源的管理，除了經濟系與餐旅系將

其部份 (或全部 )典藏的書刊資料送回總館集中管理，以達「資源共享」及

「圖書利用之最大效益」的目的之外。也陸續出現了兩種狀況 (三件事 )：  

1.食科系於 5 月份提出，總館所用的 T2 流通作業模組不適合該系使

用，擬將該系統釋出，移轉到總館或欲參加連線的單位。  

2.外文系的圖書委員代表於圖書委員會提出 T2 流通作業系統對於各

系圖書室書籍的借閱管理有何助益，需花費多少經費，是否會對讀者造成

借閱不便等問題，希望進一步瞭解加入總館的 T2 流通作業系統所需的流

程與設備。  

3.共同學科暨通識中心於 9 月份表達擬將該中心藏書送歸總館集中管

                                                 
1 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68 期，頁 16~35，2007年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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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意願，並進行簽請校長同意的公文流程。  

本文即就這一年來幾次圖書資源管理上的變動來進行討論，先記載各

次變化的處理過程，最後再做問題的思考，以因應此項業務未來的發展，

或需要的配合及支援。  

二、系所 (單位 )圖書室藏書送回總館方面  

1.經濟系圖書室將西文書籍送回總館的紀實  

經濟系圖的西文書籍送回總館，前後共有三次，都在 3 月份進行，分

別是 13 日、21 日及 23 日等三天。  

96 年 3 月 13 日，經濟系圖負責人電話告知，該系圖的西文書要送回

總館該如何處理的問題。組長告知，經濟系圖之西文書送回總館一事，早

已在 95 學年第 1 學期即藉由公文商定，故只要裝箱後直接送回總館流通

組，再由系圖管理負責人接收點交即可。當天隨即送了 17 箱書計 451 冊

到總館。  

3 月 14 日，筆者開始進行經濟系圖送回總館西文書的處理，先在「流

通作業」模組「出納作業」選「館藏」，輸入登錄號，按「編輯」，在「館

藏地」改「經濟系」為「圖書總館」，再按「確定」；接著到「流通管理」

模組選「管理維護」的「館藏檔」，先點「移送」作業，輸入登錄號後按

「移送」，成為「編目點收中」；再到「點收」作業，輸入登錄號後按「點

收」。點收完成後即可在「處理日期」輸入日期後按「列印」，即能出現當

日經手所移送的清單，但在一天之內，最好執行同一單位或同一館藏地的

書籍，避免不同單位或不同館藏地的書籍混雜一起，因為同一天執行「點

收」的書籍，「清單」都會一併印出的。 

由於花費相當多的時間來處理這批回館的書籍，事後求教於有經驗的

同仁，原來是上述的動作多了一道手續，才會產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只要

先設定是哪個館藏所要移送的書籍，將總館的館藏代碼改為要移送的館藏

代碼後，在它的權限畫面中，利用「流通管理」模組中「管理維護」的「館

藏檔」，先點「移送」，進入畫面後，在「移送圖書館」選定所要移送的單

位，即可進行移送。經過移送手續後，再到「點收」畫面，輸入登錄號進

行「點收」；點數完成後，在「館藏檔」左方欄位輸入「狀態修改日期」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3期 

 34

輸入日期，再到「登錄→編目→移送→上架→流通」輸入日期，選定依「分

類 /作者號」或「登錄號」排序即可列印 

當天處理 201 冊(事後分類清查，三百類有 194 本，五百類有 3 本)，

接著在內頁鈐有「館藏單位」的印戳下加蓋「回館日期」章與回館日期，

即可直接上架，供讀者借閱或瀏覽。 

3 月 16 日，繼續處理回館的 256 本(事後分類清查，總類 4 本，一百

類 2 本，三百類 239 本，五百類 7 本)，兩天共計移送了 457 本(此即為第

一批回館的西文書總數 )。 

3 月 21 日，經濟系圖又回送總館第二批的西文書，據紙箱上所寫的數

字清點，共計 534 本。3 月 22 日再回送總館西文書一批，僅 4 本。  

3 月 23 日再度處理經濟系圖回送總館之西文書，總計 540 本 (事後分

類清查，總類 2 本，一百類 1 本，三百類 444 本，五百類 27 本，六百類

63 本，其中非書資料 1 片 )。  

經濟系圖三次回館的西文書，合計有 997 本。清查「館藏檔」，該系

尚有中文書 1565 本 (總類 5 本，一百類 33 本，二百類 3 百，三百類 66 本，

四百類 514 本，五百類 916 本，六百類 13 本，七百類 28 本，八百類 29

本，九百類 4 本 )，西文書 21 本 (全是三百類 )，非書資料 66 件。  

2.餐旅系圖書室所有藏書送回總館紀實  

餐旅系的藏書送回總館集中典藏的事情，始於 6 月 7 日，該系戴助教

簽請校長同意將餐旅系「系圖書籍全數交由本校圖書館統一管理」，其理

由是「為配合本校資源共享理念，期望達到圖書利用之最大效益」。6 月

13 日，校長同意後，隨即進行移送工作的洽商。  

為配合此批書籍的移送作業，筆者建請組長暫將「流通模組」的「移

送」權限開放給餐旅系使用，待作業完成後再取消此項作業。如此一來，

總館在接收過程中，只需進行「點收」，即可進行移送清冊的列印；再者，

完成「點收」作業之後，亦可進行「仍在館內」的清冊列印；不僅節省作

業花費的時間與人力，亦能確實掌握點交的正確性。  

組長與餐旅系同意此項建議，於數位資訊組同仁開放此項權限後，筆

者即前往餐旅系告知此項系統的作業方式，並商量好於裝箱作業時，順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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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箱子上方填寫該箱的總冊數或各書的登錄號，以利總館進行點收作

業時可以核對，避免在移送過程中所造成的誤差狀況。  

第一批書於 6 月 26 日，移送總館共 14 箱書。7 月 10 日進行處理，合

計 424 件，中文書計 131 本：總類 2 本，三百類 1 本，四百類 103 本，五

百類 9 本，六百類 7 本，七百類 4 本，八百類 1 本，九百類 4 本。西文書

計 284 本：總類 2 本，一百類 7 本，三百類 20 本，五百類 1 本，六百類

237 本，七百類 15 本，九百類 2 本。非書資料有 9 片。 

該批書約有 200 冊遺漏了「移送」動作，導致在「點收」作業時，出

現「無此登錄號」，需請餐旅系確實作好「移送」手續。 

第二批書於 9 月 4 日上午 9 時 15 分，送至總館，共有 41 箱。當下隨

即進行點收工作，於當天 (4 日 )下午 4 時止，共點收 603 本；在 9 月 5 日

持續進行點收，至下午 3 時 30 分，共點收 506 本。  

二天點收的總數為 1109 件。中文書計 721 本：總類 1 本，一百類 30

本，二百類 2 本，三百類 19 本，四百類 447 本，五百類 120 本，六百類 4

本，七百類 18 本，八百類 56 本，九百類 4 本。西文書 345 本：一百類 1

本，三百類 22 本，四百類 54 本，六百類 284 本，七百類 5 本，八百類 12

本，九百類 3 本。其中有參考書 18 本，非書資料 38 件。  

二批書籍共 1053 本，於已蓋好入館典藏章與日期後，移送書庫上架。

接著列印第二批回館清單，再列印餐旅系「仍在館內」的清單，總計 372

本。中文書 209 本：總類 1 本，一百類 2 本，三百類 4 本，四百類 94 本，

五百類 48 本，六百類 2 本，七百類 6 本，八百類 41 本，九百類 11 本。

西文書 162 本：三百類 7 本，四百類 47 本，五百類 1 本，六百類 102 本，

七百類 5 本。其中非書資料有 166 件。  

9 月 10 日將第一、二批移送清單、仍在餐旅系圖清單及處理紀錄送給

該系戴助教，又收到四本待處理的書籍，其中一本是「查無此登錄號」，

後來查明是因採編組複製資料處理的過程中被覆蓋所產生的結果，經採編

組重新整理該檔案後再進行移送。 

3.通識中心藏書欲送回總館的配合工作  

9 月 10 日上午 11 時，共同學科暨通識中心圖書室負責人游小姐來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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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該中心欲將所典藏的書籍回送總館的流程與處理方式。筆者當下即拿

出餐旅系送回總館的相關作業文件給予參考，並建議游小姐先進行館藏盤

點，將欲送回總館的書籍裝箱，各箱寫上該箱書籍的登錄號，當送回總館

點收之後，總館會列印移送清冊及該單位「仍在館內」的清單供其參考。

同時建議游小姐在進行盤點時，可一併處理遺失書籍的問題，依圖書館法

規定逐年填報盤點後的遺失書籍註銷財產等問題。 

清查通識中心的藏書，共有 4705 本，中文 3822 本(書 3152 本)，西文

862 本(書 834 本)，其中非書資料 712 件。中文書 3152 本：總類 68 本，一

百類 315 本，二百類 103 本，三百類 166 本，四百類 143 本，五百類 1277

本，六百類 574 本，七百類 461 本，八百類 452 本，九百類 263 本。 

西文書 834 本：總類 11 本，一百類 118 本，二百類 16 本，三百類 505

本，四百類 4 本，五百類 19 本，六百類 33 本，七百類 57 本，八百類 31

本，九百類 68 本。 

得知該中心的藏書狀況後，即與組長討論該中心欲將書籍送回總館集

典藏的事宜，當時建議可以將食科系或餐旅系已經不需使用的 T2 流通作

業系統暫時先掛在通識中心，供其使用並開放「移送」的權限，等移送作

業結束後，再取消其使用權限並撤回系統。主要是著眼於由通識中心「移

送」，再由總館「點收」，作業過程透明，不易發生誤失，同時可借由電腦

的紀錄，方便列印歸還的清單，尤其是對於仍置於通識中心的書籍，亦可

清楚的列印出清冊，以便該中心繼續核對清查。組長即同意此項建議，並

交待與通識中心保持連絡，辦好此項工作。 

9 月 12 日，與游小姐取得連繫，告知關於書籍送回總館的作業構想。

游小姐提出該中心需先進行開會討論是否同意將全部中心的藏書送回總

館集中管理，等會議結果出來之後再進行連繫討論。 

9 月 14 日，通識中心簽請校長同意該中心藏書全部送回總館集中保

管。9 月 27 日，游小姐來電告知校長的決定，由圖書館提報空間需求，待

有空間後再進行移送之事宜。但該中心仍希望總館能提供清冊，以利其盤

點工作的進行。10 月 3 日上午利用「館藏檔」查得該中心的中西文圖書，

依分類號建檔後傳給游小姐，以便其先行處理盤點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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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2 流通作業模組的增設與歸還  

1.外文系圖書委員代表提出對 T2 流通作業模組的瞭解  

6 月 5 日，在良鑑廳召開「東海大學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圖書委員會會

議」，外文系的圖書委員代表於會中提出總館的 T2 流通管理作業系統對於

系圖書室書籍的借閱管理有何助益，需花費多少經費，是否會對讀者造成

借閱不便等問題，希望進一步瞭解加入總館的 T2 流通管理作業系統所需

的流程。  

8 月 28 日，組長告知：館長室林幸君小姐轉告外文系有意申請使用

T2 流通作業系統，此事由該項業務負責人去連繫及處理。  

9 月 3 日上班時開始進行瞭解與處理。與外文系主任連繫之後，承蒙

告知系圖的工作由彭助教負責。電話轉接彭助教後，才知目前該系尚未獲

得通知欲使用 T2 系統與總館連線的事宜，助教表示等進一步瞭解情況之

後再行連絡。  

在將此項結果向組長報告後，承組長協助到館長室找林小姐瞭解表示

想與總館連線事宜的情形，方知是彼此相互連繫與事情的轉達時發生了一

些誤差。  

9 月 26 日，組長告知外文系來電詢問使用 T2 系的手續，原則上由各

欲使用的系所單位透過公文系統發函圖書館，流通組以業務承辦單位簽報

意見，上級核可後即可進行系統的安裝。  

2.食科系提出 T2 流通模組不適合該系使用的問題 

8 月 28 日，組長告知：食品科學系已於 96 年 5 月 8 日來函，告知該

系所使用的 T2 流通作業系統，並不適用於該系的藏書，擬將該系的流通

系統與條碼閱讀機釋出，以利總館調度到借書率較高或計畫與總館連線的

系所單位。 

四、問題的思考  

由於通識中心藏書擬送回總館集中管理一事，迫使總館不得不再次正

視館舍空間的飽和問題，除了需因應地添購書架 (相對地會減少讀者閱覽席

位 )來容納該批圖書外，對於圖書館空間的整體改善規劃，已經到了刻不容

緩的窘境了。原先思考的方案之一 --尋找可用空間，充當閉架式 (或密集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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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庫，用來存放近些年來，未曾流通之圖書，以舒解書庫藏書飽和壓力，

重新形成議題。總務處在通識中心的簽呈中提出會辦意見：「建請圖書館

先行評估閉架式書庫需求空間，視需要，另簽提請行政與教學研究空間分

配小組討論。」校長在此簽中接受了主秘建議：如總務處所擬，並指示「圖

書館應將新管院圖書分館空間列入評估」。圖書館隨即進入研擬空間需求

的評估作業，俟獲得新空間時，即將進行通識中心圖書室藏書回送總館的

工作。  

在圖書館依照校長的指示提報「行政與教學研究空間分配小組」討論

空間需求的時程中，9 月 14 日，秘書室函請圖書館本「於財產管理之職權，

建立圖書、博物之例行性盤點制度並加以落實」的要求。筆者以業務負責

人的立場，於 9 月 26 日，簽請館長同意後，轉發至各系所單位的圖書室，

請他們依照辦理。如果各系所單位圖書館開始落實圖書盤點，相對於各系

所單位圖書室的財產管理問題將浮出枱面，不論是圖書室開放的時間，管

理的人力，協助管理的系統 (如門禁系統與借還書系統 )，所需的空間、財

產管理的責任分擔等等，勢必一一攤開來，萬一各系所單位圖書室為了解

決財產管理的責任等問題，大多數研擬圖書送回總館集中管理時，也將衝

擊到總館的館舍空間是否足夠容納所有系所單位合計 14 萬冊以上的書

籍，這是思考圖書館空間規畫時不得不正視的問題。  

秘書室函所引發的效應，目前尚未明朗化，僅在 10 月 3 日當天，企

管系助教來館領書時，談及如果面臨單位主管換人，或學校要求各系圖書

室書籍的財產清點等問題，是否可以將系圖書室的藏書送回總館或送管院

分館的問題。筆者當下答覆：不論是要送回總館或管院分館，都涉及財產

轉移，如果真的需要交由總館或管院分館，還是需簽請校長同意後才能進

行下一步的工作。相信未來諸如企管系的疑慮，將更加的明顯與增多。  

因此，針對圖書館要提出空間申請的議題，當然要配合館藏書籍的借

閱率以及現有空間的重新思考來因應，做最有效益的規畫，雖不能畢其功

於一役，至少能撐個五年或十年，而作為罕用 (或密集式 )書庫的思考，也

需注意到存取的方便及成長所需的空間等。如：  

1.首先應落實汰書政策，將破損嚴重、複本數超過規定之類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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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行撤架到閉架式書庫，或直接予以註銷。  

2.根據在流通櫃枱值班的經驗，發現西文書的使用頻率，遠低於中文

書，因此在規畫罕用 (閉架或密集 )書庫時，可以優先考量建立西文書的罕

用書庫。至於中文書方面，580 法律類的裁判書彙編與各地議會的議事錄

等可以作為次要的考量。接著是將四樓特藏室的贈書專櫃區的書籍挪到罕

用書庫。  

3.利用將西文書罕用的部份挪到閉架式書庫的機會，調整西文書庫 (並

增加書架 )，若能空出至少有現在西文八百類及九百類的空間時，則可將中

文的八百類與九百類移到三樓的西文書庫，則能緩和中文書庫的擁擠並預

留成長的空間。  

4.四樓中文書庫有不少大部頭叢書，尤其是蒐集傳統古籍而編印成新

的叢書。在此可以考慮以「傳統古籍叢書書庫」的主題加以集中管理，如

配合已有的「四庫全書區」(文淵閣、文津閣、續修四庫、四庫存目、四庫

禁燬等四庫全書 )，與一般書庫的各出版社的「叢書集成」、各時期刊刻的

「大藏經」、各種的「道藏」、各種的「敦煌寶藏」等等叢書結合在一個書

庫，讓讀者在使用該類型的資料時，可以同一個地方使用到更多、更完整

的資訊，這不僅可以提高本館的被需求度，也可能是台灣地區至少是中部

地區首創的主題書庫，本館得以藉此提升知名度。  

5.中文系的老師在早年曾有圖書館成立台灣文學區的建議，在此類議

題下，可以思考仿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將所有方志書集中在一起的

模式，或配合歷史系所成立的台灣文獻資料室，將館藏的方志 (包含叢書 )

與台灣文獻、台灣文學等書籍集中起來，安置在三樓原西文書庫已清空下

來的八百類、九百類的位置 (此時就不考慮將中文的八百類與九百類挪過

來 )，則館內不僅中、西文書仍是完整地各置一區，同時還能另有叢書區與

方志 (或台灣文獻文學 )區的主題特藏，對讀者 (或外校的讀者 )在館內閱讀

使用時，能得到更加完整與豐碩的館藏資源，同樣地可以提升本館的被需

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