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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携手合作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工作仍是配合图书馆的策略计划及其中的五个主题：

得到大学持续的支持，二零一四 /一五年度再次见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致力改善对教学、学习及研究的支持。 图书
馆感激大学及所有捐赠者不断的支持。

     二零一四年图书馆进行了第三次国际基准比较的 LibQUAL+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图
书馆一如以往的成功。 该调查涵盖了三个服务质素的核心层面：服务效果﹝职员乐于助人程度及能力﹞；信息控制
﹝馆藏的存取及提供﹞；图书馆作为地方﹝实体环境﹞。 二零一四年的结果是历来最好的，有超逾六千六百个回应。 
图书馆作为地方得到最高的满意度，与往年相比是一大转变，这要归功于新的图书馆新翼及进学园。 将调查结果与美
国大学图书馆协会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的院校作基准比较，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整体服务表现评
级高于平均值。 

图书馆问卷调查2014



10.2%
增加

电子书
使用量

                                            一个公开存取的全文馆藏，含逾一万册自
一九六七年以来提交的香港中文大学博硕士论文，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推出。 论文库
十分受读者欢迎，推出首六个月已有接近七百万成功的请求。

推出「香港中文大学博硕士论文库」

年度电子书使用量增加了 10.2%，超
逾2,700,000成功的章节下载

重要采购

电子书 ：图书馆在过去一年向不同的出版社采购了一批新电子书学科包，
包括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grave 

Macmillan, Project Muse, Royal Chemical Society, Springer 及 Taylor & 

Francis。

       经过与学院、学系及图书馆读者小组的咨询，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首
次公开给香港中文大学社区 。 政策订下馆藏拣选准则，长远保留政策，以及个别学系的要求。 大
部份的学系都已选择电子优先(e-preferred)采购期刊及图书。

推出「馆藏发展政策」

发挥图书馆
馆藏潜质

电子期刊、报纸及数码原始数据 ：核心期刊的旧档采购包括  th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BMJ Journal，以
及来自 de Gruyter, JSTOR’s XI and XII Collections, Springer 及 Wiley 的过
刊档案。



图书馆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举办了双年度的「电子资源周」以 推广 新资源。 
超逾一千八百位学生参与了一系列有趣的活动。 

         中国研究馆藏仍是具策略重要性的范畴，新采购的数码资源包括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Online, 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档传包传稿数据
库,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摺件,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1910-1929, ProQuest’s Chinese Historical 

Newspaper Collection 1832-1953, Record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1944-1961),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 (1957-1978), 及万方数据．新方志。

中國研究

                    

新的特藏阅览室已设于大学图书馆三楼以便读者阅览特藏
资料。

设立特藏阅览室

电子资源周

特藏阅览室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Online

Records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香港中文大学金禧天庶奬学金」                                     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赵晓彤
女士及崔文东先生获颁首两个奖学金。 图书馆感谢捐赠者支持本奖
学金。

 

  图书馆出版了纪念性的《书海骊珠：香港中文大学图
书馆珍藏专辑》以庆祝香港中文大学五十周年纪念。 专辑辑录了一百
二十种年代跨越三千五百年的图书馆珍藏。

图书馆刊物  

  图书馆感谢大学额外拨款支持两个重要馆藏
的数码化工作：「卞赵如兰中国民族音乐特藏」及新获捐赠
的传统中医古籍善本馆藏，项目将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完成。 
新的开源数码典藏软件已被拣选用以承载这些项目及其他数
码馆藏。 新软件已定制以支持中文资料。

数码化项目

黄念欣教授、李露丝女士、崔文东先生、赵晓彤女士、陈平原教授、樊善标教授

卞趙如蘭中國民族音樂特藏

《书海骊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珍藏专辑》



「说故事的人：莫言」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五年一月﹞，
  庆祝莫言于二零一四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民国时期及香港的儿童读物」 

﹝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从区域脉络
  的角度展出一九二零年代至一九六零年在中国及香港出版的儿童文学期刊及
  书籍。 

「北岛创作展颜」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七月﹞ ，
展出「杜博妮教授北岛特藏」资料，
为因杰出作品而屡获不同荣誉及奖项
的世界著名诗人志庆。

「北岛创作展颜」

展览 年度内所举办的展览包括：

「风再起时：吴昊留给我们的五六十年代香港」 
，展出由联合书院校友、学者、编剧、电视﹝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九月﹞

节目监制、收藏家兼多产作家吴昊先生所收藏的通俗读物及日常生活用品，
以呈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 图书馆对吴昊先生遗孀吴黄嘉慧女士的支
持，谨致谢意。 

「民国时期及香港的儿童读物」 

「说故事的人：莫言」

「风再起时：吴昊留给我们的五六十年代香港」 



转化图书馆
对研究的支援

70%

研究生  研究生使用图书馆及入馆次数持续增长，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百分
之七十。 为提供一个训练、跨学科的环境给研究式课程研究生展现自己的研
究，图书馆举办了三个关于生物讯息学、香港的另类政治及自然与自动化的
研究茶座。 多谢所有的参与者。 图书馆仍会继续举办受欢迎的重要出版社的
「如何发表....... 」讲座系列。 

      图书馆在二零一四 /一五年底进行员工重组及招聘
以成立「研究支援及数码创新」 团队 。 图书馆成功得到额外拨款设立将于二
零一六年春季完工的数码学术研究室。 此外，图书馆是AIMS项目的积极参与
成员，鼓励及支持学者认取他们的线上身分及所发表的著作。 

奠基新研究支援服务

過去
五年內
增加

研究茶座



图书馆新网页

建基于去年学生流动程序比赛的意念，图书馆在学年底推出一个移动响应、
无障碍友善的网页。新特色包括互动平面图、馆内实时可用计算机。图书馆亦
引入科目指引(LibGuides)──按主题介绍图书馆资源的线上指引，并包含图
书馆员简介以联系图书馆员与读者，另有虚拟参考咨询的LibAnswers提供
24/7的常见问题/知识库。 两者皆受欢迎。 

支援学习历程

        得到「小型工程」资助，新亚图书馆的翻新工程于二零一五年夏季完成。 地下新
设一个环境舒适的学习空间，额外提供逾六十个座位。 这里汇集图书馆服务、先进科技和空间设计于一身，以方便个
人、协作和互动研习。 宽敞玻璃窗引入自然光，让读者可观赏书院绿悠悠的草地及树木。 图书馆向大学及校园发展处
对该项目的支持致谢。

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再发展

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学习空间



   除了面谈指导外，为支持学生不同的学习方法，图书馆推出了一个
新的互动网上课程软件「研究通」。 包含了解研究过程、如何使用数码工具寻找资讯、如何
评估电子信息来源，以及道德地创作、协作及分享数码内容。 

「 研究通」在线导修 

           除迎新讲座及资讯技巧工作坊外，进学园继续与院系、其他
中大单位及校外团体合作举办多项的活动，吸引了大约二千五百人参与。
 至今最受欢迎的活动是与艺术行政办公室合办的「艺术与人生：与高行健
对谈」，由方梓勋教授与二零零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博士对谈，
吸引了超逾八百人出席。

学习活动

      电子书服务「Good Reads@Kindle」及「General Education@Kindle」
很受读者欢迎。 外借预载相关书籍的kindle阅读器已在大学图书馆试行，并推展至崇基图书馆。  
Ebooks@Kindle

「艺术与人生：与高行健对谈」

「艺术与人生：与高行健对谈」

「艺术与人生：与高行健对谈」



       一个备有多个高性能工作站以供
平面设计及视频编辑之用的多媒体区于二零一
四年九月在进学园成立。

多媒体区

          为方便及提升借用与归还书籍的速度，新亚书院
钱穆图书馆及医学图书馆已使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幕后一
台自动分书机改善了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的效率，令职员有
更多时间提供流动协助服务。

自助服务

           进学园引进了三维列印服务，并举办了一个展览会
以推广使用。 八个本地供货商及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演示了他们最新的三维列
印机。 在二零一四/一五年度内读者共列印了三百三十个三维模型。

进学园的三维列印服务



可持续发展

•

     纸本馆藏的可持续发展对图书馆
很重要。 艺术类藏书己置于密集书架上以应付日后
增长，哲学类藏书己迁往联合图书馆，美国研究图
书馆则与图书馆主要馆藏整合以提高其使用率。

更多书籍空间

•

                   图书馆新翼获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及环保建筑专业议会
合办的第五届环保建筑大奖 2014──优异奖。 此外，图书馆亦获
得香港中文大学「实力绿识办」奖项。

绿色奖项

实力绿识办」奖狀

联合图书馆的哲学类藏书



           图书馆继续推行各种节约能源措施，
务求达到大学所设下的节约能源目标。

              为推动正向工作间的活动，图书馆设立了有机蔬菜园 。 得
到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慷慨捐赠，两组共二十位图书馆职员成为耕种者。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职员学习更多持续发展及共同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
式。 

节约能源

有机蔬菜园

4%
下降



携手合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 图书馆参与了两个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 (JULAC) 发起的重要合作项目。 第一个是将于
二零一五年底投标的各联校图书馆之间的共享图书馆系统；第二个是由大
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UGC) 资助在所有八所图书馆之间开发一个共享的资讯
素养课程软件。 

            图书馆很高兴再从慷慨的捐赠者得到善本书、档案或财务支持。 下列是部份重要捐赠：捐赠

这批书是图书馆至今获赠最大批的中医药古籍，其中十九种是出版
于一七九五年以前的古籍善本，一百一十七种是一七九六年至一九
一一年间出版的普通古籍。 

江润祥教授捐赠之「莊兆祥教授知足书室藏书」

「莊兆祥教授知足书室藏书」

「林碧城藏香港诗词、书信、翰墨」 

               「林碧城藏香港诗词、书信、翰墨」 
包含二十三位粤港学者及艺术家的诗词、翰墨及书信。 大部份
的手稿是「坚社」诗人们的文学作品，该社由廖恩焘创立，五
十年代活跃于香港。 



        

来自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的黎锦超教授的建筑学藏书及绘图，
由其家属捐出并收藏于建筑学图书馆。 

「黎锦超教授特藏」 

其他值得留意的捐赠来自
古兆申先生、卢玮銮教授、卞昭波女士及罗孚夫人等。

图书馆亦得到伍集成文化教育基 金 慷慨的捐赠以支持职员培训项目。 我们对基金会有远见的慷慨及所有捐助者
深表谢意。 

最后 ， 我要谢谢所有图书职员及香港中文大学同事 ，他们使这个报告所提及的成就成为可能。 

李露丝
大学图书馆馆长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统计资料
2014-15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馆藏

类别 东方语文 西方语文 总数
纸本书刊 (册) 1,205,172 1,444,872 2,650,044

纸本现刊 (种) 2,934 5,919 8,853

电子期刊 33,683 99,313 132,996

电子书 2,722,671 1,331,080 4,053,751

电子资料库 109 658 767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活动

登记联校图书证的中大读者 1,860

在中大图书馆登记的联校图书证读者 1,086

中大读者在其他联校图书馆的借书量 33,577

其他联校图书馆读者在中大图书馆的借书量 36,986

图书馆流通量 /使用量 

资料库使用量* 5,821,488

电子书使用量* 2,732,763

电子期刊使用量* 5,765,724

电子 -视听数据使用量* 1,569

纸本书籍及视听资料借用量 879,075

*COUNTER 兼容使用量。 COUNTER是计算电子资源线上使用量的国际标准

图书馆读者

登记读者总数 60,171

入馆人数 2,538,156

图书馆活动

图书馆迎新讲座 85

迎新讲座参加人数 5,837

工作坊 245

工作坊参加人数 6,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