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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更換自動化系統經驗談-以靜宜大學為例 

 

靜宜大學圖書館 

王惠華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是輔助圖書館同仁在工作及業務上的最佳利器，從早期的

卡片時代到由電腦系統運作，近年來電腦系統的運作效能越來越精進，而自動化

系統模組的功能也發展得精密且繁複。每套系統皆有其生命週期，一旦週期已

到，無論圖書館是否主動或是被動需要更換自動化系統，皆需評估現有系統不足

之處，及考量未來業務可能產生的需求，以期更換系統能夠對工作及業務有更好

的助益。 

 

本館更換自動化系統的必要性本館更換自動化系統的必要性本館更換自動化系統的必要性本館更換自動化系統的必要性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始於 1970年代，書目紀錄以 MARC 的方式處理，至 1990

年代便使用書目紀錄及權威紀錄作為核心，提供採購、連續性出版品、編目、流

通、參考服務等應用。 

 

本館原有的舊的自動化系統已使用超過十年，且廠商明確表示此系統不再

進行系統開發，亦即此系統只能維持原有的模組功能之基本運作，甚至廠商已另

推出一套新自動化系統在圖書館界行銷販售。舊的自動化系統已經出現諸多需另

外，例如，採訪模組的預算年度是以民國年為計算，當初系統設計只能輸入兩個

字元，因此民國百年的三位數字即有無法輸入狀況，系統廠商雖有針對此功能之

修改方案，但需要客戶額外付費才能解決此問題。此外，舊的自動化系統在字碼

呈現部份一直維持是 Big 字碼，但目前本校已設有外語學院，包括日文系、西班

牙文系等之非英語體系，舊有的系統在字碼上已無法符合所需，因此評估新自動

化系統時必預符合本館需求，即可利用 Unicode解決上述字碼問題。 

 

館藏查詢系統目前都是以 web2.0或是 Library2.0的概念在運作，但舊有的

系統之館藏查詢系統限制頗多，在功能呈現及使用上已無法符合本館所需及讀者

的期待，更換新系統已是勢在必行。 

 

依據上述內外部因素，本館決定向校方提案更換自動化系統，更換自動化

系統需要的經費不少，本館館長對於館內同仁所提的需求，只要具備充足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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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助於圖書館未來之發展，館長百分百支持圖書館同仁們的決議，於是展開了

一連串的評估過程。 

  

自動化系統的評估過程自動化系統的評估過程自動化系統的評估過程自動化系統的評估過程    

 

館長首先成立校內更換自動化系統評選委員會，由五名資訊學院教授擔任

此委員會成員，由館方向委員報告更換此自動化系統的重要性並且尋求預算的支

持。委員會經過討論後決議可更換系統，並要求圖書館應評估目前適合本館之自

動化系統，邀請廠商到館展示系統內容，再由館內各組評估各套系統的優缺點，

作為評選之基準。 

 

在評選的過程中，適逢國內一家廠商有意進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邀請本

館採用合作開發模式，打造一套適合本土環境的自動化系統，而不是像目前各館

皆需花費大筆經費向國內代理商國外採購國外所開發之自動化系統。此類系統在

實際運作上需屈就原有系統的功能，甚至需要配合自動化系統的功能而修改館內

既定的借閱規則。本館評估後，認為此合作案對於本館在實際運作及後續維護應

有不錯的效果，遂大膽的接受此合作案的提議，期待能夠達到雙贏的結果。 

 

自自自自動化系統上線前的準備工作動化系統上線前的準備工作動化系統上線前的準備工作動化系統上線前的準備工作    

 

廠商首先選定一位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來負責此專案計畫，由於此

專案是採本館與廠商是合作開發的模式，因此首先由專案經理會與負責五個模組

的圖書館組長安排時間進行需求訪談，再將需求帶回該公司，由公司的企劃做分

析再繪成流程圖後，再交給工程師依據流程圖撰寫需求的功能。整個架構依照本

館作業方式量身訂做，故各模組功能務必可以達到符合本館作業的實際需求。從

啟動會議到正式上線大約花費一年多的時間，這段期間經過不同階段的磨合，所

幸最後上線的過程是順利且圓滿。 

 

    由於筆者主要負責流通模組，下述經驗談對於流通部份會有較多著墨。流通

部份涉及到讀者借還服務，各項借閱政策參數的設定及借閱交易檔、交易歷史檔

等舊系統資料轉檔到新系統後，內容正確性的確認，都是上線前幾次的測轉所必

須確認無誤。 

 

新系統不僅保有舊系統原有的功能，在更換新系統時也考慮到和校務行政系

統介接的方便性與必要性。因為舊系統受限於讀者檔轉檔的功能，只能由校方把

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讀者資料轉出，再由本館同仁將讀者資料轉入。此方式的困擾

在於讀者在學校的狀態無法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同步，所以在考慮新系統時即思

考如何與學校校務行政系統直接介接，讓本館可掌握讀者在校的最新狀態，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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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讀者的各項權益。 

 

因為使用流通模組的人員包含館員與工讀同學，因此不僅流通館員要熟悉新

的模組操作方式，擔任借還服務的工讀同學也要適應新的系統，因此在上線前的

教育訓練及各項準備工作較他組更加繁複。在教育訓練的過程中發現，工讀同學

在實際操作上是挑出模組問題的好幫手，有使用過舊系統的工讀同學能夠思考比

較新舊系統之間作業的方便性及重複性，更可以協助館員看到流通作業中被疏忽

的盲點。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這次建置與更新自動化系統的過程，其實是個很奇特的經驗。因適巧友館

也在同時期更換自動化系統，比較兩館上線的歷程，友館表示評估的過程並無法

滿足各組的需求，甚至需要為了符合系統作業而更改部份工作流程或是加貼標籤

以符合流通的作業。本館量身訂作自動化系統雖可符合各組需求，但在整合的過

程著實耗費不少時間，館員也相對付出很多的心力，廠商在此類自動化系統方面

的經驗不多，故而在前期彼此溝通及協調的磨合階段需花費較多時間才有今日圓

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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