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惠民教授

《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
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

國歷史》

3/13

「共玩創作」團隊

定格動畫工作坊

《疫情危機下的我們》

3/20

鄭慧君助理教授

《狄倫馬特－讓世界看
見瑞士德語文學》

3/27

《2021德國故事館
（German Stories）
書展》系列活動之
一

《2021德國故事館
（German Stories）
書展》系列活動之
二

《2021德國故事館
（German Stories）
書展》系列活動之
三

臺灣作家謝子凡

德國作家萊夫蘭

對談都會愛情與人生

《2021德國故事館
（German Stories）
書展》系列活動之
四

4/9

341

新



110.04.30─110.05.14

歌德學院全球巡迴展：「重新思考──向大自然學習」

(合辦單位：台北歌德學院)

「重新思考–向大自然學習」

（ Umdenken von der Natur

Lernen）全球巡迴展，2021年

由歌德學院與國家圖書館共

同籌辦本次展覽，讓觀展者

意識到環境議題的重要性。

342

新



「重新思考──向大自然學習」展出內容分為

【水、火、土、空氣】四大元素

343

新



110.06.11─110.06.20

2021「荷家觀賞—荷蘭線上兒童影展」

(合辦單位：荷蘭在臺辦事處)

疫情期間，本館與荷蘭在

台辦事處合作，精選四部

改編自同名荷蘭兒童文學

的電影，同時段開放100個

IP，讓臺灣的民眾不限時

間次數，可安心在家透過

網路，親子共賞。

344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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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5月14日本館與台北歌德學院，邀請德國圖書資
訊專家於線上暢談「從學習場所到共享空間」。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語文圖書總館館長威納博士進行線上視
訊演講，張君德老師進行德中逐步口譯

國圖曾淑賢館長主持德國圖資專家線上演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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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日法語電影盛事：「臺灣法語月法語國家小影展」
於國圖登場
2022年「臺灣法語月法語國家影展」(Festival du film francophone)
是第11屆「台灣法語月」的重點活動之一，也是「台灣法語月」的系列
活動的揭幕序曲。此次影展為國家圖書館首度攜手台灣法國文化協會、
五國駐台辦事處以及一國大使館，協力精選代表性影片而推出的電影
盛宴。此次影展活動是國圖首度與台灣法國文化協會、比利時台北辦事
處、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法國在台協會、海地共和國大使館、盧
森堡台北辦事處、瑞士商務辦事處等多國共同協力合作所促成。此次影
展，從3月3日至3月5日，於本館連續播放由各合辦的法語國家所精心挑
選的七部影片，期盼國人透過觀影的視角，從而認識不同法語國家的多
元文化面貌，開拓更寬廣的國際文化視野。透過此次影展，除了提供國
人觀影響宴，同時也可深化與五國駐台辦事處及海地大使館等多邊國際
文教交流。 國圖曾淑賢館長開幕致詞

「臺灣法語月法語國家影展」開幕式貴賓合影

「臺灣法語月法語國家影展」開幕式合辦單位貴賓
聆聽開幕致詞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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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0日本館與加拿大辦事處攜手慶祝4月20日加拿大國家電影日

每年的4月20日為加拿大國家電影日(National Canadian Film Day)，各地全球的夥伴也在是日連續播放精選的加拿大
電影，共同慶祝電影日。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首次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共同策劃今年的觀影及映前導讀活動，
2022年主題訂為慶祝原住民之聲(Celebrating Indigenous Voices)。

國圖曾淑賢館長致詞 民眾熱情參與加拿大電影日觀影活動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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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4日本館與台北歌德學院，邀請德國圖資專家，柏林市潘克夫區海因利希波爾圖書

館的提姆舒曼館長(Tim Schumann)，透過線上視訊加上實體混成會議，為臺灣的圖書館界，
暢談「圖書館和綠能發展願景」，分享海因利希波爾圖書館的綠能發展實務經驗。

國圖曾淑賢館長主持德國圖資專家線上演講

德國提姆舒曼館長進行線上視訊演講

新



• 本館近年來積極與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或重

要大學圖書館建立合作關係，透過簽署合作

備忘錄或合作協議，進行出版品交換，及專

家、科學知識、經驗和技術等各種圖書資訊

活動交流。

• 利用公務出國前往TRCCS合作據點簽約開幕

的機會，安排參訪當地的圖書館，汲取國外

圖書館經驗，並洽談合作事宜，延伸核心業

務TRCCS的實質效益。

• 108年至9月底為止，共參訪3國7所圖書館。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與國際重要圖書館及漢學研究機構合作交流



交 換 單 位 協 議 名 稱 簽署日期
序次

1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Division, 

China Section 
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5/3/9

2007/11/28

2 Centro Cultural Chino Panameño, Fermin Chan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巴拿馬共和國中巴文化中心陳奉天先

生紀念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6/1/13

3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蒙古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6/8/27

4 National Library of Belarus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白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6/9/13

5 Library,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漢喃研究院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8/12

6 General Sciences Library of Ho Chi Minh Cit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8/12/7

7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圖書資訊中心合作
協議

2008/12/7

8 National Library of Latvia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9/3/20

9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香港大學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9/5/13

10 Mongolian Children’s Central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蒙古國國立兒童圖書館合作協議 2009/7/9

11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俄羅斯聯邦國家預算機構「俄羅斯國

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0/12/6

12 Russian State Children’s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俄羅斯聯邦國家預算機構「俄羅斯國

家兒童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1/8/30

13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合作協議 2011/9/1

14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俄羅斯科學院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1/12/5

15 Russian State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國立俄羅斯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1/12

16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2/3/15

1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2/11/28

18 National Library of Malaysia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4/4/9

19 National Szechenyi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匈牙利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5/4/10

20 Biblioteka Narodowa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波蘭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6/5/6

21 National Assembly Library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韓國國會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6/12/6

22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德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7/5/15

23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Slovenia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斯洛維尼 亞國家圖書館合作協議 2017/5/24

國家圖書館與國外學術機構及圖書館簽署國際合作交流協議單位 (2011-2022)



─邀請及接待各國外賓

• 107年度截至11月底計接待外賓參訪26團、 170人。

• 包括各國駐台代表、海外或大陸圖書資訊學或文史學界之人士或團體。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IFLA會長
Ms. Gloria Perez-

Salmeron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
校圖書館Elaine L. 
Westbrooks館長

印度臺北協會
賈旭明(Sandeep Jakha)副

會長



蒙古前外交部長Munkh-Orgil
Tsend及

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代
表Khaliun Panidjunai

─邀請及接待各國外賓

2019年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
會(ICLIS)與會人員一行11人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斯洛維尼亞國家圖書館館長Mr. Viljem Leban
應邀來國圖專題演講

★演講主題：1.斯洛維尼亞公共出借權及其執行原則
2.斯洛維尼亞國家與大學圖書館新建築計畫

109年邀請及接待之各國外賓

韓國大邱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系系主任
Sanghee Choi教授率八位學生來館參訪及交流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新



2022年1月4日印度台北協會的戴國瀾會長（India 
Taipei Association Director General Gourangalal Das）
與宋友仁副會長（India Taipei Associatio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Sohag Sen）來館拜會曾淑賢館長，
討論未來加強推展合作的可能方向。

111年來訪及接待之各國外賓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2022年3月15日午後，邦交國駐台使館---史瓦帝
尼王國大使館經貿投資處葉衛綺處長(Director 

Achilles Yeh,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在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林曉瑩科長及陳奕達教
育秘書等陪同下，來館拜會曾淑賢館長，瞭解未來
與本館可行之文教合作及兒童文學推廣模式及管道。

新



為推動閱讀與文化合作交流，四個邦交國的駐台大使館使節團由團長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的查絲敏‧哈菁絲大使
（Jasmine Elise Huggins）率聖文森的格瑞那丁柏安卓大使（Andrea Clare Bowman）、貝里斯的碧坎蒂大使（Candice
Augusta Pitts），以及史瓦帝尼王國大使的代表葉衛綺處長（Achilles Yeh）等一行人於2022年4月6日上午10時拜會國家
圖書館曾淑賢館長，進行相關文教業務交流座談及參訪國家圖書館。

111年來訪及接待之各國外賓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四國友邦大使來訪參觀，關注文化交流及發展

新



國圖獲得友邦駐臺使節-貝里斯駐臺大使碧坎蒂博士（H. E. Ambassador Candice Augusta Pitts）親自贈與其博士論文，贈送儀式共5邦交國大使
及1邦交國處長出席，包括聖克里斯多福查絲敏‧哈菁絲大使（H.E. Ambassador Jasmine Elise Huggins）丶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柏安卓大使（H.E.
Ambassador Andrea Clare Bowman）丶聖露西亞勞勃.路易斯大使（H.E. Ambassador Robert Kennedy Lewis）丶海地潘恩大使（H.E. Ambassador
Roudy Stanley Pen）、史瓦帝尼（Kingdom of Eswatini）經貿投資處葉衛綺處長等。另有教育部國際司李彥儀司長、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司陳淑容副司長、中美洲經貿辦事處葉佳文副處長等國內重要貴賓、以及大使的友人與會。

111年來訪及接待之各國外賓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2022年6月17日
貝里斯大使贈送國家圖書館博士論文儀式

新



為促進兩國人民之文化交流，並協助臺灣推展英語閱讀，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的查絲敏‧哈菁絲大使於2022年6月
30日上午贈書國圖，並安排朗讀與由三位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友人表演民族風擊鼓與舞蹈。國圖除舉行贈書儀式，以
示感謝，並邀請推動校園閱讀的中小學老師、大學教授、以及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長官參與活動，見證贈書儀式並
進行觀摩。

111年來訪及接待之各國外賓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2022年6月30日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駐臺大使
查絲敏‧哈菁絲女士贈書國家圖書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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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 辦理2019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會

2019.10.28~11.1  辦理國際館員5天研習班

2019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以「數位人文的
發展與應用」為主題，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蒞臨
講述有關數位人文之相關經驗、研究以及科技或工具，
並期待透過彼此之對話與交流，再創數位人文應用新
的里程碑。

「2019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課程」網站 ：

http://workshop2019.ncl.edu.tw/index.html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課程開幕時致詞

研習班各國講師、學員合影

新

http://workshop2019.ncl.edu.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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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搭建橋樑



06 推動漢學研究

• 獎助學者來台研究
•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 建置台灣漢學資源中心
• 拓展海外學術交流
• 編印漢學研究論著
• 提供漢學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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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及外
交部委辦「臺灣獎助金」行政業務與接待事宜。
自78年起實施「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供外籍

教授至博士候選人來臺研究，已有來自47國、超過522

人次。

調整補補助留臺期程限制，提高重要學者來臺意願；持

續爭取經費，提高學者來臺規模。111年度來臺計有96

人提出申請，錄取20人，備取32人。目前來臺6人。

因執行績效良好，自民國99年9月開始，接受外交部委

辦「臺灣獎助金」行政業務與接待事宜。111年度計

430人提出申請，錄取93位，實際來台113位。

本年度共計接待 位學人。

獎助學者來臺研究



學人資訊服務

辦理學人圖書資源利用課程111年度舉
辦8場。

辦理學人圖書資源利用課程110年度舉
辦8場。

辦理每年規劃3-10月共6場，外籍學人
圖書館資源利用指導課程，向學人介紹
國內漢學研究資源，包括6場特殊主題
資源介紹(政府資訊/法律資訊、特藏文
獻、臺灣研究、政府統計、) 。每場平
均8人參加。12月預計辦理2場國家檔
案局、國史館介紹。

獎助學者來臺研究



• 108年起繼續利用專題選粹（SDI,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系統功能，設定學人研究主題，由系統主動
提供研究主題書目等服務，協助學人在臺研究期間快速獲取
豐富的文獻資源。

專題選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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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文化參訪活動與節慶聯誼活動外籍學人來臺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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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元宵節前夕首度舉辦線上新春交流活動

---舉辦文化參訪活動與節慶聯誼活動外籍學人來臺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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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文化參訪活動與節慶聯誼活動



1. 學術研討會

108年10月17-19日，本中心
與盧比亞納大學亞洲研究學系
及東亞研究圖書館合辦「臺灣
哲學與儒學的傳統保存」國際
學術研討會。

此次活動不僅見證歐洲學界對
於臺灣儒學與哲學研究的重視，
也是臺灣首度於巴爾幹半島地
區舉辦的大型學術研討會，意
義深遠。

學術、文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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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合辦2021年「性別化的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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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洲國立大學等單位合辦
Taiwan Update: Positioning Taiwan in the World

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的位置



108年1至10月舉辦「寰宇漢學講座」16場、「

寰宇漢學學友講座」1場、「臺灣獎助金」2場研

究成果發表會，共計21場學術演講與發表。

371

舉辦學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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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5 緬甸 吉敏Kyee Myint 中緬經濟走廊（CMEC）協定與緬甸的未來 楊聰榮

2019/11/15 俄羅斯 葛仕達
Stanisla Grigoriev

古代歐亞冶金發展的主要趨勢和中國的觀點 郭靜云

2019/11/12 美國 宋后楣
Hou-mei Sung

嘯虎與躍鯉：解讀中國動物畫 許慧紋

2019/11/ 7 美國 趙昕毅
Shin-yiCHAO

宗教與社會資本：臺南市的送天師 謝國興

2019/10/ 9 日本 黑田明伸
Akinobu Kuroda

中國貨幣史上的用銀轉變──切片、秤重、入
帳的白銀

何漢威

2019/10/ 3 以色列 夏海
Shakhar Rahav

中共誕生前的人民公社（1919-1921） 連玲玲

2019/09/17 美國 蔡駿治
Philip Thai

新中國的沿海走私、非法市場與共生經濟
（1950-1965）

林美莉

2019/08/20 法國 卓夢德
Maud M'BONDJO

儒家之哲學與政治領域的交叉點 : 古代及當
代的觀察

李淑珍

2019/08/20 韓國 金漢雄
Hanung Kim

那迦與龍之間：漢藏邊界藏人祈雨儀式的歷
史及宗教意涵

劉國威

2019/08/13 英國 張宏凱
Andrew Birtwistle

不健康的現實：白景瑞電影中的現代性呈現 廖新田

2019/08/13 德國 曠斯凡
Stefan Kramer

時空美學：論電影及新媒體 廖新田

寰宇漢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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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 2 比利時 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禮儀之爭中的中國聲音 陳方中

2019/08/ 2 新加坡 張松建
ZHANG Songjian

臺灣現代詩對新加坡的影響 劉秀美

2019/07/30 美國 冉安仁
Aaron K. Reich

成為道教之神明：明代道封之證件「李忠
道封卷」之研究

謝聰輝

2019/07/30 美國 饒博榮
Steven L. Riep

抗戰後臺北街路命名，政治象徵意義與文
藝創作者之反思與反應

劉正忠

2019/07/18 俄羅斯 耿華
Vladimir Kurdyumov

臺灣及海外大學教育的中文類型學及基礎
理論

張淑萍

2019/07/18 美國 傅家倩
Jia-Chen Fu

另一種牛奶：中國的黃豆再造 連玲玲

2019/06/11 加拿大 郭威廷
Weiting GUO

就地正法與清代中國法律文化 陳熙遠

2019/05/ 8 美國 Rebecca E. Karl 概念的魔術：論歷史與方法學 何漢威

2019/02/19 日本 渡邊直紀
Naoki WATANABE

殖民地時期臺灣和韓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
動比較：以1930年代鄉土文學論爭與藝
術大眾化論為中心

李有成

2019/01/ 3 新加坡 鍾健平
Chien-peng CHUNG

美中角力下的東亞：一帶一路和海上糾紛 唐欣偉

寰宇漢學講座



1.漢學研究中心維運實施計畫

臺灣漢學講座─漢學中心學術交流組

國際研討會─漢學中心學術交流組

主題文獻展─特藏文獻組、知識服務組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國際合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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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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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於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辦理9場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5/7 劉瓊云副研究員
印刷忠誠——《日記故事》中道德典範的形塑與轉
化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5/9 劉瓊云副研究員
神魔傳統遇上海外知識《三寶太監西洋記》中世界
想像

義大利羅馬大學

6/12 可茉(Krisztina Hoppál)博士 福爾摩沙與絲路──來自臺灣的神秘青銅器 匈牙利科學院

6/28 林鶴宜教授
晚明清初小說新品類對文人傳奇戲曲敍事開創的影
響

韓國首爾大學

7/1 薛化元院長 從戒嚴到解嚴：臺灣的轉型正義及人權落實 日本東京大學

9/9 王明蓀教授 元代蒙古對中國的統治與管理 蒙古國家圖書館

10/9 林滿紅教授 逐漸浮現的太平洋 荷蘭萊頓大學

10/15 鄭毓瑜院士
「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詩國革命的漢語
脈絡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10/24 劉紀蕙教授
新自由主義資本邏輯美學化及其反制：論徐冰與陳
界仁的藝術介入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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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漢學講座主題與網絡關係

UCLA TRCCS

周邊學校
我國駐外

館處

機構相關
系所

周邊研究
中心

TRCCS
合作館

當地臺灣
同學會

自民國100年開始，本館規劃邀請國內
外知名學者發表演說，主題包含:

傳統漢學研究、臺灣研究、

數位人文研究資源數位典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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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9日於義大利威尼斯大學、羅馬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瓊云副研究員主講

講題: 印刷忠誠——《日記故事》中道德典範的形塑與轉化
神魔傳統遇上海外知識——《三寶太監西洋記》中的世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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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於匈牙利科學院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匈牙利羅蘭大學可茉(Krisztina Hoppál)博士主講

講題:福爾摩沙與絲路——來自臺灣的神秘青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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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於韓國首爾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臺灣大學戲劇系林鶴宜教授主講

講題: 印刷忠誠——《日記故事》中道德典範的形塑與轉化



380

9月9日於日本東京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政治大學歷史系薛化元教授主講

講題:從戒嚴到解嚴——臺灣的轉型正義及人權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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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於蒙古國家圖書館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文化大學史學系王明蓀教授主講

講題:元代蒙古對中國的統治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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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於荷蘭萊頓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中研院近史所林滿紅研究員主講

講題:逐漸浮現的太平洋——我的海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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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於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中研院鄭毓瑜院士主講

講題: 「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詩國革命的漢語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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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1/28
陳昭如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Marriage on the Road to Equality: A Taiwan Story（走向婚姻平權之路：一個臺灣的故事）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2/5
蔡志偉（Awi Mona）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National Apology and Reinvigoration of Indigenous Rights in Taiwan（臺灣原住民族的權利振興與國家道歉）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鄭裕彤東亞圖書館

3/2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臺灣史研究的現況與發展（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Taiwan History）

美國華盛頓大學

東亞圖書館

4/30
林佩瑩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On the Materia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Tang Dynasty: East Asian Buddhist Networks behind a Royal 

Portrait（唐代物質文化與文化認同：以一幀太子繪像之東亞佛教交流網絡為例）

比利時根特大學

6/21 陳益源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在臺灣與金門遇見越南（Encountering Vietna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rom Taiwan and Kinmen）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圖書
館

9/17
楊瑞松

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Sick Man of East Asia”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國族集體記憶的「東亞病夫」）日本京都大學

10/16
王智明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Rearticulations: Hundred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aiwan（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

軌跡）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圖書館

11/9
陳相因

中研院文史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Master, Mara and the Mad Man: Absorbing Russia and the East Europe in the Prose of Lu Xun

（大師、摩羅與狂人：魯迅創作的瘋狂與馴化主題）

匈牙利科學院

(圖書資訊中心)

110年度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講座（已辦理8場次，將辦理10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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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講座

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11/29
盧慧紋

台大藝術史所副教授兼所長

Wild Cursive Calligraphy, Poetry, and Buddhist Monks in the Eighth Century and 

Beyond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

12/8
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澳洲國立大學教授
（臺灣政治文化史） 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

12

Chris Berry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教授電影學系教

授

Taiwanese cinema of the 1960s and 1970s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12/20
馬愷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Was macht der Weltgeist in Peking? Selbstheit, 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bestimmung in der chinesischen Welt
德國萊比錫大學

110/6
馬愷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洽談中） 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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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與與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作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陳昭如教授主講

講題：走向婚姻平權之路：一個臺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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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合作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蔡志偉（Awi Mona）主任兼副教授主講

講題：臺灣原住民族的權利振興與國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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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與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合辦
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所長主講

講題：臺灣史研究的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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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與比利時根特大學合作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天主教輔仁大學林佩瑩副教授主講

講題：唐代物質文化與文化認同：以一幀太子繪像之東亞佛教交流網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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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與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圖書館合辦講座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陳益源特聘教授主講

講題：在臺灣與金門遇見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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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國圖與日本京都大學合辦線上「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楊瑞松特聘教授主講

講題：近代中國國族集體記憶的「東亞病夫」



392

10月16日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合辦線上「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主講

講題：Rearticulations: Hundred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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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與匈牙利科學院 (圖書資訊中心)合作辦理線上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講

講題：Master, Mara and the Mad Man: Absorbing Russia and the East Europe in the Prose of Lu Xun



• 參加 AAS 2019 年會書展，宣傳臺灣學術成果、

• 捐贈CU Boulder ，充實華文館藏與亞洲研究

• 連繫海外學人、宣傳來臺漢學研究獎助與外
交部委辦臺灣研究獎助

• 參訪當地大學圖書館與美術館

• 聯繫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夥伴

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舉辦書展—2019 AAS





完成活動目標

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舉辦書展—2021-2022 AAS 與 EACS 線上展覽

https://exhibition.cravecore.com/


397

The 25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ACS), Tallinn, 
Estonia, 2024

參加疫情之後首度舉辦實體 EACS



台灣經驗，國際知名









爭取補助，改造公圖



公共圖書館評鑑，提升全國公圖服務品質1

102年辦理「書海之間 領航幸福的燈塔」全國營運績優公共圖書館

頒獎典禮，104年於臺灣閱讀節嘉年華會中，表揚全國公共圖書館評

鑑榮獲營運績優、年度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

為全面了解公共圖書館發展現況及問題，藉由建立評鑑指標，引領公

共圖書館營運方向，進而促進圖書館對服務品質的重視與精益求精的

精神。自102年起每二年辦理評鑑作業並表揚績優圖書館。



獎勵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激發縣市圖書館間的競爭力2

設置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

•表揚縣市長及鄉鎮長，以提升地方首長對圖書館建設之重視程度。

得獎之地方首長及鄉鎮長，包含新北市朱立倫市長、高雄市陳菊市長、

彰化縣卓伯源縣長、苗栗縣劉政鴻縣長、雲林縣蘇治芬縣長、

南投縣埔里鎮周義雄鎮長、苗栗縣三灣鄉曾武雄鄉長

•表揚圖書館館員，以彰顯基層館員對圖書館事業及閱讀風氣之貢獻。



辦理圖書館輔導及標竿學習3

辦理分區公共圖書館標竿觀摩及專業發展研習活動，以相互
觀摩學習，提升服務熱情。



辦理圖書館輔導及標竿學習3

輔導績效不足之公共圖書館，成立「公共圖書館輔導小組」，召
集圖圖、國資圖、國臺圖等具實務工作經驗之同仁參與，分為4

小組至績效不足公共圖書館進行訪視與座談，提供改善建議，檢
視行動方案及確認實施成效，並預計建立圖書館員基礎知能課程
認證機制。



建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5

建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及分區資源中心，豐富縣市圖書
資源，提升區域圖書館間的館藏使用效能，有效促進全國公共
圖書館間合作與發展。



公共圖書館系統計畫

1.1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
營運體制計畫
1.2充實公共圖書館共用
數位資源計畫
1.3充實公共數位閱讀資
源計畫
1.4推廣數位資源計畫
1.5提升公共圖書館數位
服務計畫
1.6發展物聯網創新服務
應用計畫

2.1建立公共圖書館總館-分
館體系計畫
2.2建立縣市圖書館中心

實施計畫
2.3升級自動化系統及資

源分享系統計畫
2.4輔導地方政府成立縣

市圖書館事業發展會
報計畫

2.5提升資訊服務質量計
畫

2.6建置城市記憶計畫
2.7優化圖書館分齡分眾

網計畫

3.1建立公共圖書館服務
品質建議計畫

3.2精進圖書館高階主管
領導統御能力計畫

3.3發展公共圖書館員專
業職能計畫

3.4培訓公共圖書館經營
管理基礎人才計畫

408

計畫架構

具體方案1

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之運
作體系，並強化城市競爭
力

具體方案2

建立公共圖書館協調管理
之組織體系，整合縣市公
共圖書館資源

具體方案3

提出公共圖書館品質建
議，提升人力資源品質

具體方案4

協助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
中心合作發展，整合全國
公共圖書館服務平臺

4.1擴增資源中心服務據
點計畫

4.2整合全國公共圖書館
共享服務平臺計畫

4.3充實資源中心館藏計
畫

4.4整合區域資源中心聯
合行銷與閱讀推廣計
畫



40
9

來源：教育部，閱
讀植根與空間改造：
102-105年圖書館創
新服務發展計畫，
10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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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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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料，全球共享

國際交流，標竿學習

辦理活動，海外拓點

1

2

3

交換圖書，傳布經驗4

國
際
推
動
策
略



書目資料，全球共享



接軌國際圖書資訊，向世界發聲

上傳OCLC書目量蟬聯全球第二名，提升臺灣
出版品能見度

1

建置國際中文古籍書目合作平臺，與全球共享
書目資源

2

參與國際計畫，展現珍貴文化資產於國際平臺3

海峽兩岸圖書館與學術交流，促進圖書館事
業的合作與發展

4



NBINET書目資料上傳國際線上圖書館中心，上傳300萬筆
中文書目紀錄，增加華文資料的能見度及影響力



OCLC FY20 Top 10 contributors

（July 2019 ~ June 2020）

Worldwide Asia

1.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臺灣）

1.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臺灣）

2.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2.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3.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
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暨檔案館

3.National Library Broad, Singapore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4.National Libra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國家圖書館

4.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5.National Library Broad, Singapore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5.New Taipei City Library
新北市立圖書館

6.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美國政府出版局

6.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7.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西根州立大學

7.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國立成功大學

8.University of Illinois
伊利諾大學

8.Thammasat University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

9.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 (馬德里大學)

9.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立交通大學

10.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學

10.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

OCLC FY22 (2021/7–2022/6) 原編貢獻Top 10
國圖在全球、亞洲排名均為第一。

OCLC FY21 Top 10 contributors

（July 2020 ~ June 2021）

Worldwide Asia

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臺灣）

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臺灣）

2.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2.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3.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
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暨檔案館

3. National Library Broad, Singapore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4. National Library Broad, Singapore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4.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5. National Libra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國家圖書館

5. Keio University Library, Mita Media 

Center
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

6.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

6.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7.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 (馬德里大學)

7. Bukkyo University Libraries
佛教大學 (日本)

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8.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

9. Virginia Tech
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

9. Thammasat University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

10.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學

10.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新北市立圖書館



與全球86個合作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
累積逾75萬筆中文古籍書目

建置國際中文古籍書目合作平臺，與全球共享書目資源2

•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
• 法國國家圖書館
• 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
• 美國國會圖書館
• 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
• 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
•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
• 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
• 澳洲國家圖書館
• 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
• 英國大英圖書館
• 比利時皇家圖書館

……………



傳布推廣—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建置國際中文古籍書目合作平臺，與全球共享書目資源

• 110年新增美國堪薩斯大學圖書館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

• 與蒙古科學院、義大利羅馬大學、義大利威尼斯大學、西班牙加泰隆尼
亞國家圖書館、英國愛丁堡大學圖書館密切聯繫中

• 截至111年6月底止，累計有86個合作館，總收錄逾75萬筆中文古籍書目



圖書館類型 數量 圖書館類型 數量

國家圖書館(含邦立圖書館、教廷圖書館) 14 大學圖書館 38

專門圖書館 1 公共圖書館 11

大學東亞圖書館 10 大學研究院所 4

國家研究院、科學院、研究所 7 博物館 1

合計 86

傳布推廣—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合作單位類型和數量統計(截至2022年6月底)



計畫期程 合作夥伴 資料類型 資料數量 影幅數

2005-2009 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家譜 880 940,958 

2005-2012 美國國會圖書館 中文古籍
2,025 1,032,401 

2010-2013 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382 236,424 

2011-2013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374 290,973 

2014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222 294,817 

2015 法國國家圖書館 中文古籍 294 81,357 

2016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72 90,138

照片、手稿 7,000

2017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48 30,242

2018 韓國國家圖書館 中文古籍 38 31,255

2019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中文古籍 77 35,279

2020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34 40,343 

2021
美國史丹佛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28 33,613 

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 316 33,841 

合計 4,789 3,179,552 

國際合作數位化計畫夥伴及合作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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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門合作(2005-2012)

2011 LC/NCL CRB project  team members 2012 LC/NCL CRB project  team members

The collaboration project started in 2005. In 2012, 
the project had completed 2,025 titles; 1,032,407 images



422
422

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門合作(2005-2012)

《耕織圖》(Gen Zhi Tu)

(Cultivating and Weaving)

The total records digitized by the end of  

2012 were 2,025 titles; 1,032,401 images

Emperor Qianlong (Qing 

Dynasty) ordered royal painters 

to portray this picture book 

when the Royal Inspector 

investigated Taiwan in 1744-

1747 A. D.

Taiwan Aboriginal Villages (臺灣番社風俗)



423

423

與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2010-2013)

◼ In January 2010, NCL signed an 
agreement in with EAL of U W, and send 
team over in July 2010.

◼ In 2013, the project had completed 382 
titles, 236,424 images.

Director General Min Ku, Dean Betsy Wilson and 
Director Zhi-jia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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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西江寧軍營欽奉上諭及奏摺》

22冊 (清)咸豐抄本
本書記載清咸豐年間太平天國在湖北、江西、江寧軍營的上諭及奏摺，全書手抄，是
研究太平天國的珍稀史料。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are historical document)

與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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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
(2011-2013)

◼ In July 2011, NCL and UCB signed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to digitize 

their Chinese rare books collection. Oct. 2011, NCL sent team over for 

the project.

◼ In 2013, the project had completed 306 titles; 214,452 images.

Director General Shu-hsien Tseng and 
Dean Thomas Leonard

Dr. Shu-hsien Tseng, Dr. Peter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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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老人傳》
黄庭堅，明刻本
本書編纂於南宋，係從全集中輯出尺牘別行，以年為次，自初仕至館職四卷，居憂時三卷，在黔州
三卷，戎州七卷，荊渚二卷，宜州一卷，其生平始末，具詳於此。今宋本未見，本刻本約為成弘之
間，較其他明本更為古雅，蓋從宋槧出也。

(嘉業堂
collector’s seal)

與美國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
(2011-2013)

In 2013, the project had completed 374 titles; 290,973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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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has more 
than 3,000 Chinese rare books, more than 
40,000 volumes overall. Its Collected Works 
of Liu Zung-yuan from the Sung dynasty was 
printed in 1126, almost 1,000 years ago, and 
is a priceless treasure. Its Images of Liu-
renn series is the only extant version in the 
world. In 2014,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increased the NCL’s collection as 222 books 
and 294,817 images were digitalized, 
including rare books from the Su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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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合作(2014)

In 2014, the project had completed 222 titles; 294,817 images

Liu Tsung Yuan Wen j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Tsung-yuan)

printed in printed with woodblock in Song dynasty (960–1279)

Liu ren tu xiang (Illustrated. Divination Manual of  the 

Liuren. Method) Qing dynasty (1644–1912)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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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expand the research resources of the rare books, in 2015 
the library,
in a joint project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started 
digitization of the French library’s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books and scanned about 80,000 imag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hich 
greatly enriched the research resources of rare books in Taiwan.

與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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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2015)

In 2015, the project had completed 294 titles; 81,357images

images

西遊證道大奇書

山滿樓箋註唐詩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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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史丹佛大學圖書館合作中文善本古籍數位化

• 2021年度合作案完成逾3萬影幅之掃描作業

與史丹佛大學圖書館合作
(2021)

史丹佛大學圖書館於111年1月5日在該館網頁上發布消息，宣布與國圖合作
之數位典藏計畫完成，並表示這次與國圖合作完成之善本，對從事明清學術、
文學、歷史等方面的學者們大有裨益。



國際交流，標竿學習



三 促進兩岸圖書資訊專業交流

參加第五屆玄覽論壇 參訪大陸地區重要文
獻典藏機構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
享合作會議理事會

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
調委員會會議

大陸港澳地區圖書資
訊研修會議

大陸港澳地區圖書資
訊學術會議



第六屆玄覽論壇─「金針度人：活化古學•提煉新知」

• 日期：9月25~26日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盛大舉行

• 邀請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國內共14位圖資界專家學
者就「經典整理與詮釋」、「古籍活化與傳布」、「知識整理
與萃取」、「新知推廣與傳布」等四大主題進行論文發表



第七屆玄覽論壇─「氣韻天成—中華文學藝術典籍鑒賞與解讀」

• 日期：109年11月6日於網路上盛大公開

• 邀請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國內共13位傳統文學與藝術、
戲劇專家學者就「神情合至：湯顯祖戲曲名著品鑒與演繹」、「立
象盡意：古今文學藝術作品闡釋與傳播」等兩大主題進行論文發表



第八屆玄覽論壇─「詩情畫意—中華詩畫經典傳承與賞鑒」

• 日期：110年12月31日於網路上盛大公開

• 邀請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國內共12位文史學界專家學者
就「輝映千春—李白作品的流傳與鑒賞」、「異彩紛呈—傳統繪畫
與版刻藝術的變遷與賞析」等兩大主題進行論文發表



出席大陸港澳地區圖書資訊研修會議 重要古籍與修護單位參訪活動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促進兩岸圖書資訊專業交流



參訪大陸地區重要文獻典
藏機構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促進兩岸圖書資訊專業交流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第十
三次理事會會議

第十一屆亞洲圖書館與情報學
學術研討會



─ 辦理202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會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1. 「202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會課程」（2021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Successful Library Cases in the World），

2. 學員來自美、英、德、法、義、中、荷、丹麥、瑞典、愛沙尼亞、蒙古、新加坡

等22國，線上出席人數至少51人，最多達221人。

3. 本館疫情中的快速回應與不間斷的國際分享，將本館辦理此工作坊之經驗整理撰

稿刊登於ALA刊物International Leads 35(4), p.14-15。

2
8

「202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會課程」網站 http://workshop2021.ncl.edu.tw/

新

http://workshop2021.ncl.edu.tw/


「202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會課程」
其中3場專題演講，邀請本館TRCCS合作館之圖資專家擔任講者，

藉此讓圖書館事業充滿創新的動力與進步的推力。

日期 講題 演講者 講者機構

9月29日
整合點線分散資源

為完整新服務網

ShuYong

JIANG

美國

伊利諾大學

圖書館

10月14日

數 位 形 式 再 現 ：

萊頓大學圖書館藏

民間詩文集

Marc 

Gilbert

荷蘭

萊頓大學

10月27日

北歐亞洲研究聯盟

線上亞洲研究資源

取用合作計畫

Inga-Lill

Blomqvist

丹麥

北歐亞洲研

究聯盟

440

新



─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2019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
第85屆年會

赴馬來亞大學辦理海外展覽
「數位人文：跨域共入紅樓夢」及出席馬

來亞大學圖書館合作交流會議



雅典大學圖書館

8/28

雅典音樂圖書館

8/28

雅典兒童圖書館

8/30

雅典市立圖書館

8/30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參訪各類型圖書館



希臘國家圖書館

8/30

蒙古國立大學圖書館

9/10

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
大學

10/22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參訪各類型圖書館



─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2019年國際ISBN總部年會 太平洋鄰里協會（PNC）年會暨聯
合會議



三 積極參與圖書館國際性組織會議與活動

2018年第5屆ETTLIS年會 美國亞洲學會(AAS)年會及書展 2018年IFLA第84屆年會

2018年美國圖書館協會
(ALA)年會

第十屆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
會員大會

太平洋鄰里協會(PNC)年會
暨聯合會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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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國際合作關係

• 107年9月19日，中華民國駐土耳
其代表處鄭泰祥代表與駐臺北土
耳其貿易辦事處代表Mr. Murat

Baklaci 在國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備
忘錄，簽約儀式由曾淑賢館長親
自主持。

• 內容主要為促進兩國國家圖書館
於分享知識與學術活動訊息、出
版品交換、館藏數位化、古籍修
復與保存、人員交流、共同學術
研究等多元面向的合作與交流。



漢學交流，海外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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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漢學交流，
向國際展現臺灣軟實力

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作為全球漢學交流平臺1

尋求國際合作夥伴，拓展學術外交2

辦理臺灣漢學講座，輸出優質臺灣文化3

策辦海外古籍及臺灣文化展覽4

實施外籍學人漢學研究獎助，提升臺灣學術能量5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發揚臺灣學術研究成果 建立學術資源利用平臺 國內外漢學研究學術交流

• 本館自民國101年起規劃於海外各重要大學或研究機構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每年增設3-6個新點，迄

108年底已在22國設立33個中心。（預計109年1月於以色列再增設1個據點）

• 每年贈送臺灣出版優良書刊及視聽資料，提供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使用本館及漢學研

究中心建置之數位資源。

• 合作辦理有關漢學研究相關之學術或專業活動（如研討會、臺灣漢學講座、展覽等），

增加雙方學術合作。



450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發揚臺灣學術研究成果 建立學術資源利用平臺 國內外漢學研究學術交流

• 本館自民國101年起規劃於海外各重要大學或研究機構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每年增設3-6個新點，迄

111年6月底已在28國設立42個中心。（預計111年底前再增設美國、匈牙利、德國、亞

洲等6個據點）

• 每年贈送臺灣出版優良書刊及視聽資料，提供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使用本館及漢學研

究中心建置之數位資源。

• 合作辦理有關漢學研究相關之學術或專業活動（如研討會、臺灣漢學講座、展覽等），

增加雙方學術合作。



‧日本東京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與拉脫維亞大學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德國萊比錫大學
‧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荷蘭萊頓大學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英國牛津大學
‧比利時根特大學
‧波蘭亞捷隆大學
‧匈牙利科學院
‧斯洛維尼亞盧比亞那大學

■101-109年設置
■110－111年設置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澳洲國立大學

‧韓國延世大學
‧韓國首爾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美國華盛頓大學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中心
‧義大利羅馬大學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英國愛丁堡大學
‧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

‧法國法蘭西公學院
‧瑞士蘇黎世大學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
‧斯洛伐克考麥紐斯大學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

學

‧越南胡志明市社會科學與人文大
學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蒙古國立大學

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新

阿根廷國會圖書館



三 TRCCS 107年設置地點

5/16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
研究中心

10/30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11/16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11/20 義大利羅馬大學 11/22 英國愛丁堡大學

簽署合作協議後，將共
同合辦各項學術活動，
如研討會、講座、展覽
等，維持良好而長久的
互惠關係。



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10/20 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9/10 蒙古國立大學

TRCCS 108-109年設置地點

簽署合作協議後，將共同合辦
各項學術活動，如研討會、講
座、展覽等，維持良好而長久
的互惠關係。



三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臺灣研究資源中心

4/19, 2021 立陶宛
維爾紐斯大學

5/20, 2021 法國
法蘭西學院

7/5, 2021 瑞士
蘇黎士大學

12/2, 2021 愛沙尼亞塔
圖大學

1/3, 2022  捷克
馬薩里克大學

3/7, 2022  英國
聖安德魯斯大學

3/15, 2022  斯洛伐克
考麥紐斯大學

12/2, 2021 阿根廷
國家圖書館



交換圖書，傳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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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國際交換

大洋洲
8國／20
單位

亞洲
42國／
253單位

非洲
34國／
38單位

美洲
30國／
179單位

歐洲
42國／159
單位

交換單位共計156國、649個單位

包括各國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
學術機構、國際組織及漢學中心等



出版品國際交換
─108年圖書與期刊交換情形

輸入

輸出
圖書：4次至96個交換單位合計14,261册。

期刊：6次至563個交換單位合計13,791册

圖書：23國67個單位圖書7,751冊、光碟297片

期刊：30國143個單位期刊4,260期、微片7,017
片、散頁542件



出版品國際交換
─109年圖書與期刊交換情形

輸入

輸出
圖書：4次至53個交換單位合計1,847册。

期刊：6次至349個交換單位合計7,548册。

圖書：26國73個單位圖書4,849冊、光碟668片

期刊：34國149個單位期刊4,311期、微片1,372片



出版品國際交換
─110年圖書與期刊交換情形

輸入

輸出
圖書：6次至72個交換單位合計7,172册。

期刊：8次至496個交換單位合計11,702册。

圖書：23國68個單位圖書3,960冊、光碟130片

期刊：30國137個單位期刊4,247期、微片7,644
片



出版品國際交換
─111年1-5月圖書與期刊交換情形

輸入

輸出
圖書：3次至43個交換單位合計1,033册。

期刊：3次至383個交換單位合計3,183册。

圖書：10國23個單位圖書1,264冊

期刊：19國87個單位期刊2,791期、微片3,749片



出版品國際交換
─國際專案贈書

• 特別將與本館簽訂合作協議的國外圖書館列為
專案贈書對象，並配合外交政策，寄贈臺灣研
究相關圖書。

• 108年度共寄送26件專案贈書，計715冊，包含：

波蘭
國家圖書館

韓國
國會圖書館

德國
法蘭克福國
圖

匈牙利
國家圖書館

馬來西亞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贈書予
蒙古國立兒童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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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國際專案贈書

➢ 特別將與本館簽訂合作協議的國外圖書館列為專案贈書對象，並配合外
交政策，寄贈臺灣研究相關圖書。

➢ 107年度共寄送28件專案贈書，計2,200冊，包含：

美國
灣莊漢和圖書館

泰國
中華國際學校

俄羅斯
國家兒童圖書館

蒙古
兒童中央圖書館

印度
安南百年誕辰紀
念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贈書予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出版品國際交換



出版品國際交換
─國際專案贈書

• 特別將與本館簽訂合作協議的國外圖書館列為
專案贈書對象，並配合外交政策，寄贈臺灣研
究相關圖書。

• 109年度寄送計633冊，包含：

波蘭
國家圖書館

韓國
國會圖書館

德國
法蘭克福國
圖

俄羅斯
國家兒童圖
書館

蒙古國立兒
童圖書館

109年新增專案贈書
愛沙尼亞

塔圖大學圖書館



出版品國際交換 ◼ ─國際專案贈書

• 特別將與本館簽訂合作協議的23個國外圖書館列為專案贈書對象，並配合

外交政策，寄贈臺灣研究相關圖書，110年度寄送計918種1,096冊。

1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Division, China 

Section 

2 Centro Cultural Chino Panameño, Fermin Chan Library

3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4 National Library of Belarus

5 Library,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6 General Sciences Library of Ho Chi Minh City

7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8 National Library of Latvia 

9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10 Mongolian Children’s Central Library

11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12 Russian State Children’s Library

13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14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15 Russian State Library

16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1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8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Bahagian 

Khidmat Tekn.

19 NATIONAL SZECHENYI LIBRARY

20 Biblioteka Narodowa

21 National Assembly Library

22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23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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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國際交換 ◼ ─國際專案贈書

• 特別將與本館簽訂合作協議的23個國外圖書館列為專案贈書對象，並配合

外交政策，寄贈臺灣研究相關圖書，111年度1-5月寄送計61種209冊。

1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Division, China 

Section 

2 Centro Cultural Chino Panameño, Fermin Chan Library

3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4 National Library of Belarus

5 Library,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6 General Sciences Library of Ho Chi Minh City

7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8 National Library of Latvia 

9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10 Mongolian Children’s Central Library

11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12 Russian State Children’s Library

13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14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15 Russian State Library

16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1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8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Bahagian 

Khidmat Tekn.

19 NATIONAL SZECHENYI LIBRARY

20 Biblioteka Narodowa

21 National Assembly Library

22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23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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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全球共享



辦理臺灣漢學講座，輸出優質臺灣文化3

自100年起，每年於海外辦理6-8場臺灣漢學講座
讓世界各國看見不一樣的臺灣力量



海外古籍及臺灣文化展覽4

自101年起結合「臺灣漢學講座」舉辦10場主題文獻展覽，包括
101年至103年於美國三大城市，辦理「博雅─閱讀古人生活美學」
古籍文獻展、「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古籍文獻展，及104年
於拉脫維亞國圖舉辦「文明的印記」古籍文獻展。



策辦海外古籍及臺灣文化展覽4

105年10月18日至12月15日於

匈牙利國家書館辦理「文明的

印記—圖書的奇幻旅程」展覽



傳布推廣—海外書展

斯洛維尼亞書展

• 108.10/17~18，配合「臺灣哲學與儒學的傳統保存」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地展
出，展出臺灣相關出版品計108種109冊，引介臺灣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成果

• 該批出版品由該校EARL館長Zlatko Šabic教授代表受贈



傳布推廣—海外書展

斯洛維尼亞書展

• 108.10/17~18，配合「臺灣哲學與儒學的傳統保存」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該地展
出，展出臺灣相關出版品計108種109冊，引介臺灣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成果

• 該批出版品由該校EARL館長Zlatko Šabic教授代表受贈



傳布推廣—海外古籍文獻展
108年蒙古帝國的回憶與中華文明的印記—紀念八思巴文制定750年展覽

• 108.9.9~108.11.9，於蒙古國家圖書館辦理

• 精選與蒙古相關展件，包含蒙元時期的碑拓、蒙古古籍及元代帝王畫像等

• 展覽獲蒙古各界熱烈之回響及好評，並獲當地媒體之大幅報導

展覽開幕剪綵 曾淑賢館長接受電視訪問 展場外巨型掛軸

展覽現場 掛軸及古籍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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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文獻國際推廣

籌劃海外古籍文獻展覽，展現臺灣文化資產價值

◆本館於110 年與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攜手合作，假該館舉辦「文明的印

記：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

◆展覽展期自10月8日至10月23日，展出甲骨刻辭、金文拓片、
石刻拓片等珍藏復刻本，並介紹從捺印、寫本、印刷術演進、
古籍的刊刻、古代的影印、國家圖書館館藏之最等主題。

◆透過空運方式，將展品與展覽圖錄跨洋遞送。
繼2015年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
館，以及2016年與匈牙利國家
圖書館舉辦「文明的印記」古
籍文獻展覽後，又前進歐洲

第三度前進歐洲

愛沙尼亞「文明的印記：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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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文獻國際推廣

籌劃海外古籍文獻展覽，展現臺灣文化資產價值

「文明的印記：古籍文獻
展覽」現場展品展示實景

愛沙尼亞民眾體驗吉祥卡
製作活動

展覽搭配中英文雙語圖錄，
希望藉此拉近觀眾與展品

的距離
觀展民眾製作完成吉祥卡

愛沙尼亞國家「文明的印記：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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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文獻國際推廣

展覽由國圖曾館長及NLE館長Janne Andresoo女士、我國駐拉脫維亞代表處黃鈞耀代表共同剪綵揭幕

展覽開幕儀式突破疫情限制，以虛實整合方式呈現 雙方長官與嘉賓會後大合影

愛沙尼亞「文明的印記：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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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文獻國際推廣

籌劃海外古籍文獻展覽，展現臺灣文化資產價值

蒙古「臺灣的寶藏：慶祝蒙古國家圖書館建館百年臺蒙聯展」

◆本館與蒙古國家圖書館攜手合作，
假該館舉辦「臺灣的寶藏：慶祝蒙古

國家圖書館建館百年臺蒙聯展」。

◆展覽預計於12月20日開幕，為
期三個月，期間將展出本館精
選之蒙元相關善本古籍57種，
另有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之蒙元相
關碑拓畫像共23種。

◆透過空運方式，將展品與展覽
圖錄跨洋遞送。

展覽主視覺海報



設置專區，宣揚臺灣



設置Taiwan Corner



設置Taiwan Reading Garden



展望未來發展



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





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



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



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





總館形象再造及空間優化



國家圖書館加速推動數位保存及提供服務計畫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































「全國聯合典藏中心」

建置依據

106年12月份行政院核定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
中心建設計畫」，預計110年於台南市新營區建置完成。

成立目的

有效的集中典藏各館所藏有價值之罕用圖書資料，以確保我國
圖書資料及珍貴文獻被妥善保存，並建立便捷之流通管道提高
使用率；圖書館同時也因此釋出部分典藏空間，推出新的閱覽
和推廣服務，提升圖書館之整體服務效益。



「全國聯合典藏中心」
典藏資料類型、來源及原則

資料類型：
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微片、微捲、盤帶、錄音帶、
錄影帶、光碟、黑膠唱片、幻燈片等)、海報、地圖等出版品。

國家級永久館藏：國圖移藏之館藏資料；合作館之孤罕本、百年
以上之圖書資料，且同意提供聯典中心永久保存。

公共級共享館藏：合作館之圖書資料，除永久保存者外，同意各
合作館公共利用者。

典藏原則：

除國圖館藏外，亦提供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移藏其館藏。針
對百年以上圖書資料，聯典中心將提供特藏文獻庫空間，藉由安
全完善之典藏環境及設備，永續保存珍貴文獻資產。

典藏來源：









流通服務：
(一)利用資格：
具國圖(包括南館)讀者身分者
。

(二)流通規則
國家級永久館藏：
原件限國圖總館內或聯典中心
內閱覽，需事先提出申請；讀
者可向聯典中心或合作館提出
調閱重製電子檔案；特藏文獻
之圖書資料不提供原件閱覽，
因研究需要，應事先向原件所
有單位提出申請。

公共級共享館藏：
原件可向聯典中心或合作館申
請借閱，依聯典中心與合作館
共同訂定之規定辦理。

(三)文獻傳遞：
提供遠距文獻複印傳遞服務。

與圖書館的合作：

(一)合作對象：

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

(二)典藏設施：

建置高層高效倉儲，採用高層書架並運用高效倉儲管理模式，提供溫濕度
控制與符合消防安全規格之優質環境，合作典藏各館罕用與珍貴圖書資料
，有效節省空間。

(三)合作方式：

合作圖書館將館藏圖書資料移轉予聯典中心；或寄存聯典中心提供利用。
並與合作圖書館採階段性逐步擴展策略，進行相關合作典藏事宜。

(四)合作管理機制：

聯典中心設置「全國聯合典藏中心營運委員會」，由合作館館長組成，定
期召開會議，討論相關管理機制與服務政策等事宜。

(五)營運經費：

相關管理及維護所需經常費項目，將編列於聯合典藏中心年度預算，爭取
政府經費支持。

5

0

6



全國數位資源保存中心



推動
全國數位資源保存合作

107年，邀請文獻數位典藏機構及專家

學者組成「全國數位資源保存合作推動

小組」，召開會議訂定合作計畫、討論

保存系統建置規劃與評估等。

成立推動小組

107年辦理數位保存工作坊，邀請國外

專家學者來臺分享作法及經驗。

辦理數位保存
工作坊

至111年6月止，計有5個機構參與合作

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學術電子書及資料庫聯盟

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合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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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進步
的力量 圖書館

是個人
厚植實力
的場所

社會安定

的力量
家庭幸福
的泉源

文化傳承
的力量

是個人
身心安頓
的場所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You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much appreci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