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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圖書館館藏發展政策 

中華民國104年4月3日訂定 

壹、前言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暨各分館依「圖書館法」第四條屬公共圖書館類型，以社會大眾為

主要服務對象，為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爰制定館藏發展政策，

其目的在標示館藏發展的方向，提供圖書經費合理分配的依據、選書工作的指引及館員發展

館藏的工作準則，配合本館的任務與目標，作最有效的運用。 

 

貳、本館簡介 

一、沿革 

日治時代之嘉義市立圖書館，成立於大正13年(西元1924年)；二戰後，民國35年由政府接收；

復於民國39年行政區域劃分後，改名為嘉義縣立圖書館。民國60年新建館舍位於嘉義市中山

公園旁，民國71年嘉義縣市分治後，嘉義縣立圖書館劃歸為嘉義縣政府管轄，嘉義市並無所

屬圖書館，民國78年嘉義市開始積極興建規劃一座市立圖書館，民國81年9月嘉義市第一座圖

書館世賢圖書館終於誕生，第二座位於東區的嘉義市文化中心圖書館也在民國82年7月對外開

放；民國85年市民黃木成中醫師為感念養父黃賓的養育恩情，捐贈土地、建物給嘉義市政府，

成立黃賓紀念圖書館，嘉義市共有三座圖書館讓民眾方便閱覽。 

世賢圖書館位於竹圍重劃區世賢國小旁，地址為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一段 685 號，佔地約 1148

坪，樓高 6 層（含夾層），黃賓圖書館位於嘉義市延平街 328 號，佔地約 65 坪，為社區小型

圖書館。 

二、組織編制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暨各分館隸屬文化局圖書資訊科業務管轄，負責管理嘉義市公共圖

書館之圖書管理、採購之業務，籌劃圖書館相關閱讀推廣活動，現行組織編制圖書資訊科長

1 人、科員 2 名、書記 1 名、約聘雇 1 名、工友 1 人、臨時人員 11 人。本館暨分館的館室人

員由文化局圖書資訊科派員管理，目前世賢圖書館有 3 位工作人員、黃賓圖書館 1 位工作人

員。 

三、設置目的、任務與服務對象 

(一) 目的 

本館為公共圖書館，成立目的在於提供適當館藏與服務，使民眾得以自我教育、汲取新知、

提升文化及藝術素養、培養正當休閒娛樂，充分發揮公共圖書館教育民眾、傳播知識、充實

文化、倡導休閒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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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務 

本館任務在於建立豐富多元的館藏資源、提供完善親切的閱覽諮詢服務、策辦多元的推廣活

動、建構便捷的資訊環境、成為民眾終身學習的園地。 

(三) 服務對象 

本館服務對象以嘉義地區居民為主，所有設備與服務均以滿足讀者需求為前提，不分種族、

膚色、國籍、年齡、性別、宗教、語文、外貌或教育程度，民眾皆有使用之權利。 

參、館藏概況 

本館館藏以中文圖書為主體，主題範圍涵蓋人文、社會、自然及應用科學等各類學科，內容

深度則以滿足一般性研究及休閒為目標。除了圖書以外，本館亦加強其他類型資料的蒐集，

包含期刊報紙、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的建置，使館藏內容更為廣泛並具多樣性，彌補印刷式

資料的不足，更提供讀者多元的資訊及快速、便捷的查詢服務。 

本館館藏種類包括圖書、期刊、地圖資料、視聽資料、報紙、電子書等，截至 103 年 12 月底

止，館藏資料量約略如下：1.中文圖書：241,126 冊。2.外文圖書：5,884 冊。3.非書資料（包

括地圖資料、視聽資料等）：6,165 種。4.期刊：140 種。5.報紙：20 種。6.電子書：1,812 種。 

肆、館藏特色 

館藏是圖書館一切服務的基礎，本館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為有效充實各館藏書，擬

定各類圖書資料採購比例，除加強總館及各分館一般館藏的充實外，考量經費有效運用暨方

便讀者查檢閱覽暨考量各館未來典藏成長空間的需求，本局依據各館的「社區特性」或「分

工典藏」等因素，擬規劃專區或增購館藏等方式來服務民眾，成為館藏特色。 

嘉義市擁有特出的六大藝文特色「古城文化、鐵道文化、林業文化、美術工藝、管樂節慶、

美食文化」，文化局圖書館將朝以鐵道、棒球故事、管樂節慶、嘉南地區旅遊為重點館藏。

世賢圖書館因館舍内設有許世賢博士紀念館，擇以政治、女性、人物傳記為特藏目標、黃賓

圖書館因屬社區型圖書館，將朝向以樂齡者為主要閱讀族群，以健康醫療為特色館藏。 

伍、館藏選擇 

一、範圍 

館藏範圍涵蓋各學科領域之一般出版品、兒童圖書、參考工具書等，凡合法出版，可提供一

般民眾終身學習、實用知識、休閒及興趣培養的資料，均為本館徵集採訪之範圍，資料類型

包括圖書、連續性出版品、非書資料與數位資源等。 

 

二、館藏範圍不納入者 

(一) 違反著作權法、篇幅不全或印刷低劣之出版品。 

(二) 廣告、商業宣傳性之出版品。 

(三) 內容過時不具參考價值之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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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小學、大專教科書(含參考書及評量)及升學、國考等考試用書。 

(五) 機關、組織之一般通訊。 

(六) 宗教結緣之圖書。 

(七) 無具體內容之札記、心情筆記等出版品。 

(八) 色情、暴力及其他違反社會善良風俗之出版品。 

 

三、館藏資料之選擇原則 

(一) 通則  

1. 圖書及各類資料以具版權或具公開播放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 以符合館藏更新、讀者需求及館藏特色之新版圖書優先考量，為主要徵集對象。 

3. 以圖書資料內外在品質均佳、價格合理者為優先選擇，並顧及各類型讀者閱讀需求。 

4. 電腦、宗教、醫學、法律、政治及軍事類主題，僅購置符合本館服務目的之一般性圖書，

專門性用書以不購置為原則。 

5. 同時發行印刷型式、視聽資料及電子型式等多種圖書，以考量讀者需求及時勢所趨者為

原則。 

6. 配合各館館藏重點發展領域及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蒐集所需圖書資訊。 

7. 蒐藏之限制級出版品以具文學、藝術或參考價值者為主；限制級圖書資料採閉架管理。 

8. 蒐藏之館藏資料，爰依中華民國101年5月31日文化部修正發布之「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

分級管理辦法」進行分級。視聽資料依法分為「限制級」、「輔導級」、「保護級」及

「普遍級」；圖書分為「限制級」及「普遍級」。 

(二) 複本原則 

各館藏資料以不購置複本為原則，如有下列情況者，可考慮蒐集複本： 

1. 閱覽頻率特高的出版品，如兒童書、各科經典圖書、得獎圖書或熱門暢銷排行榜圖書。 

2. 應各業務單位工作所需的參考資料。 

3. 配合長期裝訂保存需要之報紙。 

4. 配合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 

5. 配合專室或特色館藏閱覽典藏之需要。 

 

四、館藏資料之選擇 

(一) 中文圖書 

1. 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為主。 

2. 以台灣地區出版者為主，其次為大陸及海外地區之中文圖書。 

(二) 外文圖書 

1. 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為主，輔以專業協會或組織所推薦圖書加以購置。 

2. 語文別以英文為主，日文次之，以選購一本為原則，其他語文視館藏特色或需求加以蒐

集，但經推介、受贈或交換者，不在此限。多元文化館藏語文別以徵集東南亞語系資料

為主如印尼文、越南文、泰文等語文，輔以歐語系資料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 

3. 多元文化館藏以徵集各國基本讀物、該國語文學習教材、得獎圖書、暢銷書、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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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及旅遊資料為主。 

(三) 參考資料 

1. 以近三年之出版品為主要蒐藏範圍，出版逾三年者僅購買具權威性之作品。現已蒐集之

資料若有新版者，繼續採購，惟使用率不高者，則考慮停訂。 

2. 以印刷形式資料為主，但出版資料同時有電子形式時，於經費允許下，優先選擇電子形

式網路版。 

(四) 兒童青少年圖書 

1. 蒐集國內外優良兒童及青少年讀物、得獎作品及專業協會推薦者。 

2. 徵集可滿足各年齡層兒童及青少年閱讀之一般性出版品。 

3. 蒐集與學校課程內容有關的中外文圖書資料。 

4. 青少年區漫畫書以教育、益智、勵志及休閒類為主，選購以二本為原則。 

(五) 樂齡學習資源 

選擇高齡者關心主題，如醫療保健、休閒旅遊、各類才藝學習、理財規劃，另有大字書、

得獎書等，選購以一本為原則。 

(六) 期刊報紙 

1. 訂購具綜合性、知識性、事實性期刊為主，休閒性期刊為輔，且內容未涉及情色、猥褻

及違反社會善良風俗之刊物。 

2. 期刊之選擇以平等性、客觀性、廣泛性為原則挑選，以符合本館典藏範圍。 

3. 期刊之續、新、刪訂，根據期刊出版資訊、讀者意見、期刊使用率，以作為評選次年度

訂刊之參考。 

4. 連續性出版品如學報、年報、統計型資料，已有電子版可查詢者，本館不再訂閱紙本。 

5. 語文別以中文為主，英、日文次之，其他語文根據上述原則，視經費許可評選訂閱。 

(七) 視聽資料 

1. 媒體形式含錄影媒體、聽覺媒體、放映性視覺媒體、互動式媒體等。 

2. 具備公播版授權。原先購買之公播版已毀損時，在保留原授權書及不違反著作權法規定

下，得以採購家用版替代之。 

3. 相同資料內容同時有類比及數位形式者，以數位形式優先，如DVD、CD等。 

4. 採購之資料，應以現有軟硬體設備能配合使用為原則。 

5. 為提高資料使用率及幫助讀者閱聽，資料內容語文以中文發音或有中文字幕者優先；其

次為有英文字幕之英語發音節目。 

6. 國外製作出版或發行之多媒體視聽資料，以國內代理者優先。 

7. 附視聽媒體之語言學習類期刊，每年依使用率評估是否續訂、新增。 

8. 影片類以曾獲大型影展獎項、影評推薦及經典名片、藝術記錄片為蒐藏重點，電視連續

劇以不收藏為原則。 

9. 錄音資料以音樂及有聲出版品為典藏重點。 

(八) 數位資源 

1. 本館得視年度經費預算、出版發行現況、讀者需求或使用情況分析辦理續、新訂購。 

2. 核心數位資源館藏，優先訂購順序為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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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費電子資源可供連結且內容符合本館服務宗旨者。 

(九) 輿圖資料 

資料類型包括平面地圖、地圖集、地球儀、街道圖、區域圖、鳥瞰圖等。 

(十) 限制級資料 

為維護讀者閱覽權益及保護兒童青少年身心之正常發展，本館支持出版品分級制。 

1. 圖書及視聽資料除資料本身所標示外，另於出版品之封面標示限制級警語，採專區典藏

供18歲以上之讀者借閱，並在書目公用目錄(OPAC)上著錄限制級警語供讀者參閱。 

2. 限制級資料之參考認定： 

(1) 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金會評議之限制級書目。 

(2) 出版社依據新聞局「出版品及錄影節目帶分級辦法」提供之限制級書目。 

(3) 其他公共圖書館已列入限制級資料之書目。 

(4) 經本館選書小組成員討論決議列入限制級資料之書目。 

 

五、選擇工具 

(一) 中文圖書 

1. 書評。 

2. 國際標準書號新書目錄。 

3.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4. 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NBINet)。 

5. 他館之館藏目錄。 

6. 書商出版目錄、網路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7. 報刊出版消息。 

8. 專業期刊或商業性期刊所列之主題書目、出版品目錄。 

(二) 外文圖書 

1. 圖書館專業選書資訊及專業協會所推薦者。 

2. 報刊出版消息。 

3. 書商出版目錄、網路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資訊。 

4. 國內外圖書館之館藏目錄。 

(三) 視聽資料 

1. 視聽資料目錄、代理商或發行商之營業目錄、廣告等。 

2. 網站之新片資訊、影評推薦。 

(四) 數位資源 

1. 出版商、資料庫代理商及資料庫系統廠商之行銷目錄及網站。 

2. 數位資源評論資料。 

3. 使用評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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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館藏徵集 

本館所蒐藏之資料類型包含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圖書資料來源

除經由採購方式外，更透過交換、索贈方式來增加館藏資源。 

一、經費來源 

(一) 年度圖書公務預算，本館暨分館的館藏採購統一由圖書資訊科統籌辦理。 

(二) 教育部及其他專案補助款。 

 

二、經費分配 

(一) 年度公務預算編列： 

1.  購置圖書視聽資料(資本門)  

採購經費分配比例，中文圖書佔年度編列預算 70%、西文圖書(含多元圖書)佔 10%、視

聽資料佔 20%，實際採購會因應當時各類圖書出版數量、現況暨各館實際需要，分配比

例會略有所調整。 

2. 購置電子書(資本門)。 

3. 購置期刊報紙(業務費)：經費編列以達成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之規定：「縣市圖書

館應有期刊 300 種以上」為目標。  

(二) 購置各類圖書經費分配： 

圖書採購分配比例原則，依據採購金額分配成人圖書佔30﹪，銀髮族圖書佔10﹪、青少

年圖書佔15﹪、兒童圖書（12歲以下）佔35﹪、嬰幼兒圖書(5歲以下)佔5﹪，特色館藏佔

5%、實際採購會因應當時各類圖書出版數量、現況暨各館實際需要，分配比例會略有所

調整。 

 

三、採訪程序 

    館藏選擇工作由圖書資訊科依據館藏發展政策，在購書經費預算內執行，職責如下： 

(一) 主動蒐集、篩選、彙整出版訊息。 

(二) 查核補正讀者推薦及廠商提供之書目資料。 

(三) 編製擬購書目清單完成後，送請本局選書小組審查，並簽請局長核准後，得進行採購作

業。 

 

四、採訪途徑 

(一) 採購 

1. 依據「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中西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等相關

法規，辦理公開招標或選擇合格廠商辦理訂購。 

2. 一般閱選訂購：由優良書商不定期提供圖書，送交採訪人員進行審核閱選作業。 

3. 特殊緊急訂購：排行榜暢銷書、讀者推薦或急用書等，送交採訪人員審核後優先採購，

以縮短進館時程。 

(二) 贈送 

受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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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符合本館館藏發展政策者，均接受贈送，受贈資料若已有收藏，本館得轉贈他館。 

2. 本館不受理下列資料之贈送： 

(1)  高中職(含)以下教科書、升學用參考書。 

(2)  公職考試用書、就業考試用書。 

(3)  內容不宜或已失時效，無參考價值者。 

(4)  出版時間超過3年電腦類書籍。 

(5)  期刊、雜誌、宣傳性小冊子、結緣宗教書。 

(6)  塗鴉畫線、註記、水漬及破損不堪使用之圖書。 

(7)  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法令規定之圖書。 

(8)  其他不符本館館藏發展政策者。 

3.  本館得全權處理受贈圖書資料，捐贈者不得指定處理方式。 

4.  受贈謝函：由圖書資訊科填具謝函，致謝捐贈者。 

5.  受理讀者捐贈事項依據本館暨所屬分館受理捐贈圖書資料要點辦理。 

(三) 館際合作 

本局加入「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與「南部區域資源中心」，合作館之間依相關

辦法執行館際互借與複印之工作，促進資訊交流與服務，以彌補館藏資源之不足，達到

資源共享之便利與目的。 

(四) 寄存 

本局圖書館為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出版品之寄存圖書館，完整收存暨管理本市各機關

（學校）之出版品寄存。 

 

柒、館藏評鑑與維護 

 

一、館藏評鑑 

評鑑有助於瞭解館藏之現況與使用情形、分析使用館藏之讀者習性與類型、做為館藏建

置之參考與協助館藏發展政策的修訂。本館可視實際情況(如考量人員、經費或時間等)

選擇適合的方法進行館藏評鑑。包括：  

(一) 質的評鑑 

在於瞭解館藏蒐藏範圍的廣度與深度，是否符合圖書館的功能與設置目的： 

1. 專家評鑑法。 

2. 書目核對法。 

3. 讀者意見調查法。 

(二) 量的評鑑 

在於瞭解館藏現況、結構與使用情形，圖書館可藉由統計分析相關數據掌握館藏消長情

況： 

1. 各類型及各類目館藏的成長量及成長率。 

2. 各類型各類目之館內使用統計及館外借閱統計。 

 

二、館藏維護與盤點 

(一) 依據館藏發展政策各項原則，進行館藏徵集及汰舊。 



 8 

(二) 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圖書資料盤點，以確保實際館藏與館藏目錄相符，並掌握實際館藏數

量及維護館藏資料的正確性，作為館藏整理與典藏方式改進之參考。 

(三) 若有評鑑應充實的資料，則應由加強徵集之；若是無永久保存價值的資料，則應透過淘

汰程加以淘汰。 

 

三、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則 

    本館為節省期刊館藏之典藏空間，並維持其實用性，特訂定本原則： 

(一) 連續性出版品係指刊期不超過 1 年之刊物，包括期刊、公報和報紙。 

(二) 連續性出版品保存裝訂與否，分為不裝訂與裝訂。裝訂期刊原則： 

  1. 具參考價值。 

  2. 館藏特色。 

(三) 連續性出版品除裝訂及破損不堪使用之期刊外，保存 1 年(含當年)，過期報銷淘汰。 

(四) 不裝訂報紙保存 3 個月(含當月)，過期淘汰。裝訂報保存以 1 年(含當年)為原則。 

 

四、館藏淘汰 

     為保持館藏新穎，活化典藏空間，提昇圖書使用率及節省館藏維護的人力、物力，本館

依據圖書館法及以下原則進行汰舊：  

(一) 內容不符合館藏發展政策者。 

(二) 內容陳舊過時、無參考價值，使用5年以上且至少保留1冊複本者。 

(三) 已入藏新版資料涵蓋舊版者且舊版資料無典藏價值者，舊版得以報銷。 

(四) 已有其他形式資源可典藏之參考工具書、期刊、報紙，且該紙本形式不具參考及保留價

值。 

(五) 過時且無參考價值之小冊子、手冊、指引等。 

(六) 嚴重殘缺、破損致無法閱讀，不堪再次修補且無保存價值者。 

(七) 視聽資料影音品質不佳，無法辨識讀取者。 

(八) 使用5年以上，但借閱次數未達5次，且至少保留1冊複本者。 

(九) 圖書資料經清點遺失或讀者外借達5年以上無法追回者。 

(十) 兒童圖書使用3年以上、最近1年無人借閱，且至少保留1冊複本者。 

(十一)報廢數量依「圖書館法」第14條規定，圖書館如因館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不堪

使用者，每年在不超過館藏量3% 範圍內得自行報廢；惟當年度報廢總數以不超過當年

度新購圖書總數為原則。 

 

五、罕用書庫的設立 

為節省本館館藏空間，保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適用性，使書庫保持美觀，吸引讀者使

用，賦予館藏活力，以促進館藏使用率之全面提升，必需將多餘的複本、罕用圖書(使用

率較低但具典藏價值之圖書)、不堪使用或不再被使用的館藏，選擇適當時機，予以註銷

報廢或轉移至罕用書庫儲藏。 

罕用書庫典藏之範圍： 

(一) 中外文圖書、兒童圖書籍民國80年之前(含80年)出版品且該種圖書每年借閱未達2次者。 

(二) 複本超過3本且該種圖書一年借閱未達10次，第4本移入罕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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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最近一次清查日起在過去10年未被借閱出館之圖書。 

(四) 舊版參考書及有電子版參考工具書，尚具參考價值者。 

(五) 具有特殊性之特色館藏圖書，不得列入。 

(六) 罕用書庫圖書達1年借閱率5次，應立即移回一般書庫。 

 

捌、 預期目標 

 

    本館未來館藏發展的重點目標如下： 

一、充實各類館藏資源 

積極徵集各類館藏資源，充實各類型圖書資料，提升館藏的質與量，期能超越公共圖書

館之館藏標準，平均每一市民可擁有1.5冊圖書。 

 

二、強化特色主題資料之蒐藏 

除一般各類主題之蒐藏，各分館建立館藏特色，增加特色資料數量與媒體形式，展現兼

具量與質的館藏特色，發揮館藏實質效益。 

 

三、發展多元文化館藏 

    因應全球化及多元族群社會趨勢，徵集多元文化館藏，增加外文資料之蒐藏，強化東南

亞語系之一般出版品的蒐集，以提供新移民的閱讀學習服務，及其所需之日常生活與休

閒資訊。 

 

四、增進館藏服務多元性 

    為因應媒體發展，加強多元媒體之館藏，如電子書、電子期刊、線上影音資料等各種數

位化資料及各類新式媒體之蒐藏，以符合現代化之館藏服務。 

 

玖、 館藏發展政策的制訂與修正 

本館為研訂館藏發展政策，成立『館藏發展小組』，小組成員本局主管及學者專家組成；為

配合館藏發展需要，館務與環境如有變遷，館藏發展政策得於適當時機隨時修訂，館藏發展

政策之制定與修正，由本館『館藏發展小組』召集審查，審查會議通過之內容，簽准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