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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Stephens於2009年在Ten Trends & Technologies for 2009一文中，首次提出雲端

運算的觀念，上期新知專欄也對雲端運算做了概念性的介紹。若我們簡單用一句話代表，可

以說「透過網路提供的服務」都可稱為雲端服務，例如：Gmail、Facebook、網路硬碟等都

可算是，本期將更深入探討雲端服務與圖書的關係。 

 

  發展雲端環境成熟 

  雲端其實不算是新的技術，而是一種服務的概念，強調的是你我所需的資訊服務都能隨時

隨地在網路上進行。目前之所以成為大家討論的議題，在於發展雲端環境的成熟，主要包括

以下幾個原因： 

 

  1.使用者習慣：依據 Internet World Stats1對網際網路的使用統計，目前全球使用者已經超

過 18億人，網際網路已經成為許多人每天必須使用的生活糧食，查找資料

更是少不了它，於是養成使用者：快速、簡易、片段信息的知識吸取方式。

所以圖書館的自動化系統若能雲端（網路）化，則更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2.新技術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各種網路上的運用更趨多元化，從早年很規範的網站內

容，逐步發展到部落格、微網誌，當然還有為數眾多的各種雲端社群服務，

如：Facebook、Twitter、MSN、噗浪、無名小站等，各廠家無不卯足全力

使用新科技與新創意吸引使用者目光與停留更長時間。 

 

  3.網路速度快：網路速度隨時代的發展越來越快，從最早年的撥接上網，到 ADSL，再到

現在的光纖上網，速度已大幅提升。早年要在網路上看影片是不可能的任

務，目前已可輕鬆的在網路上看電影、電視等高耗頻寬的資源。 

 

  理想的雲端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ILS）一般包括以下模組，未來採用雲端服務時（以 OCLC 的WorldCat 

Local2為例），各模組在作法上和現有 ILS的差別如下： 

 

1.採訪模組：在網路上進行選書及下單作業，選書當然要找全球書目最多的地方，Worldcat

中有全球 2億種書目資料肯定是最佳選擇。若要讓採購作業流程變得更有效

率，可邀請學校經常往來的書商或出版社加入其供應鍊的行列，如此就可一



步到位完成全球資源的採購，甚至由出版社提供圖書服務時也可一併提供

MARC資料。 

2.編目模組：在網路上進行共建共享全球編目資源對學校而言是最節省成本的作業，首先， 

我們可先查詢Worldcat上的書目是否有本館所購的圖書，若有，則只直接註

記本館館藏代碼即可，不需要再進行編目。萬一該書全球無人編目過，則可

進行原始編目上傳，造福日後全球圖書館使用，此種互利的作業模式也是雲

端服務最大的優點。 

3.流通模組：目前進行流通時都必需和 ILS中之讀者檔與書目檔配合，當讀者借書刷條碼

時即可先呼叫 ILS中的讀者與書目資料中進行註記。隨著雲端系統的發展，

書目檔原就已經在遠端的系統上，此時只要將讀者檔也存放一份在遠端的伺

服器上就可直接運行，當然讀者也可以在網路上隨時查詢自己的借閱狀態。 

4.查詢模組：雲端上除了有全球的 2億筆資源，當然也有本館的所有資源（有 MARC的資

源及數位資源），雲端服務更能依學校需求設定「區域資源」進行查詢，例如：

台聯大的館藏、NBINet3聯合目錄等。此時使用者只要進行單一介面（如

Google一般）即可進行整合查詢，一次可得到三段式的檢索結果：本館、區

域、全球，檢索結果更可細分呈現（如：主題、作者、語文、類型、年代…

等），輕鬆的篩選並找出最合乎需求的資源，若本館有採購該數位化資源，更

可直接點選閱讀該電子資源。 

5.參考模組：圖書館可透過此服務獲取全球超過數萬個圖書館的資源，充份和全球各圖書

館進行資源的合作與分享，發揮雲端效益的最大功能。 

 

  對圖書館的優點 

1.提升圖書館品牌：參與雲端服務，每個圖書館就如同是全球圖書館社群中的一個品牌，

就看你如何經營與合作，來獲得更多使用者的認同。 

2.提升國際能見度：參與國際性機構不用再擔心政治打壓問題，只能你願意用心參與並付

出，高質量的資源與服務就會被廣大使用者看見，進而增加更多的全

球使用者。 

3.提升利用率：簡化如 Google般的使用介面，可放置在學校中的各個頁面中，更可以嵌入

姐妹校、社群網站、入口網站等各種使用者常用的網路服務上，也可做成

置於電腦桌面的 widget4，讓使用者輕鬆的就能查到圖書館收錄具組織性與

結構性的資源，使用量肯定會大幅增加。 

4.不需安裝軟硬體：因為是雲端的網路服務，就如同你使用網路信箱，是不需要安裝任何

軟硬體在電腦中，只要可以上網的地方就可以使用該服務，減輕圖書

館建立機房與人力維護的成本。 

5.與現有 ILS結合：若對雲端服務還希望再觀察的圖書館，也有可以引進部分的模組加以

運用，確實提升使用量及提升效益後再全數轉為雲端型的服務。 



6.定期新增功能：雲端服務會視全球圖書館的使用狀況加以開發新功能，若某些功能為多

數圖書館所需要，雲端服務就會增加該功能，和以往各館都必需自行再

加以開發或購買新模組。 

7.降低建置成本：免除了圖書館建立機房與人力維護的成本，且不需購買昂貴的自動化系

統，當然降低了圖書館的建置成本。 

 

  對使用者的優點 

1.一次檢索：和使用者習慣查詢資料的方式相同，一次檢索就要有最多的信息量，大幅縮

短查詢時間。若學校或附近有該本書則進行借閱，若無，也可透過網路書店

下單購買。 

2.與網路社群結合：可和全球知名的社群網站結合，將雲端的結果或內容彈指間輕易的和

網路上其他朋友分享，如：Email、網路書籤、Facebook、Twitter等。 

3.多種引用文獻格式：在雲端上找到的資源，可以輕鬆的下載其書目資料，並依照使用者

需求可以決定要下載成那種文獻格式，例如：APA、Chicago等。 

4.搜尋引擎連結館藏：就算使用者透過其常用的搜尋引擎尋找圖書，如：Google、Yahoo、

MLA等，若找到的是Worldcat中的書目資料，也可透過輸入國家

代碼，呈現離我們最近的那些圖書館有此圖書資源。 

5.個人化設定：就如同所有雲端服務一般，透過帳密即可建立自己的個人化設定，如：我

的最愛、最愛的圖書館、檢索歷史、添加標籤與評論等資料。 

 

我們生活中已有太多服務是雲端型的服務，如：Facebook、Google、MSN、無名小站等，

且我們已經很習慣這樣的方式。圖書館也已經觀察到使用者習慣的改變，紛紛提升自動化系

統的功能或提升整合查詢服務，目的就是為了貼近使用者的需求。雲端服務則更是完全貼合

使用者的需求，讓圖書館有更多的在使用者前曝光的機會，更簡單的使用介面與更完整的結

果，相信帶給使用者的會是全新的感受與深化和圖書館的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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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Worldcat Local範例：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 

 

如 Google般的簡單查詢方式 

 
 
  
 
 
 
 
 
 
 
 
 
 
 
 

一次查詢全球資源，並細化呈現檢索結果 

 
 
 
 
 
 
 
 
 
 
 
 

 
 
 
 
 
 
 



三段式的檢索結果：本館→區域→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