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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對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來說是重要的一

年，兩項重大成就將決定我們未來幾年的工作。

開放 • 連繫 • 持續 – 新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策略計劃 2017-2020
經過廣泛諮詢後，圖書館在 2017年 4月推出新的策略計劃。建基於過往的成就，及確保圖書

館的工作與大學的策略目標一致，新計劃以三項策略主題及二項達標策略為基礎，但亦反映我 

們的使命與願景的延續性。計劃詳情請瀏覽：http://www.lib.cuhk.edu.hk/sc/about/library/

strategy 。

• 教育 — 支援學生學習歷程。培養畢業生有能力於互連的數碼世界中成為領袖。

• 研究 — 轉化研究服務。透過研究服務及館藏支援大學研究及新興跨學科的研究週期，以及實

踐新形式的開放學術傳播。

• 參與 — 攜手並進。善於運用我們的資源和專長，為傳承香港中文大學獨特的文化和傳統、落

實大學鼓勵各方積極參與的方針作出貢獻。

• 資源 — 發揮館藏優勢和館員潛能。作為卓越研究型圖書館，我們既提供校內世界級研學環境

所需策略性投資的資源，同時鼓勵各種創新及有效的資源運用。

• 基建 — 可持續發展。基建及資訊科技對我們實施策略計劃至為重要。隨著科技急速發展，資

訊範疇越趨複雜。我們的目標為持續提升基礎設施，以支持大學發展。

圖書館新策略計劃的要求很高；我知道我們會運用我們的專業和熱情，為香港中文大學及更廣大

的社區，成功地完成新策略計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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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易 – 教資會資助大學圖書館的共享圖書館系統計劃
圖書館同事過去一年努力工作，在 2017年夏季推出 「檢索易」。這是香港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

圖書館（JULAC），經過一個競爭性的招標程序後所選出來的新一代共享系統。之前的圖書館系

統已經使用了超過二十年而且也不再被發展。JULAC 的成員圖書館已有一段協作及共享館藏的

長遠歷史，現在正是時候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利用科技以實現更高水平的協作，例如 JULAC成

員間的共享編目。「檢索易」容許我們透過單一、流動友善介面管理紙本、電子及數碼館藏，使

用 CUHK OnePass及通過自動化流程而提高效率。轉移 JULAC超過 1,800萬筆書目記錄並為

380,000名讀者服務，令這項計劃變得複雜和富有挑戰性。圖書館員工一直致力減少對讀者造成

干擾，並繼續與供應商合作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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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傳統的學習空間
Marker Bubble的成立是圖書館持續創新學習空間的例子。位於進學園的

Maker Bubble是圖書館最新推出的服務，以提倡香港中文大學的創意文化，

設有各種製作設備包括三維打印及掃描，和可以容納十人的工作間。

超越傳統的資訊素養培訓
圖書館繼續與其他聯校圖書館參與「開發及推行共享互動多媒體課件，提升

香港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計劃，以提升香港學生的資訊素養技巧。過去一年

已完成了大學本科生的資訊素養教育需要評估，以及透過 RRSA-HK 資訊素

養自我評估問卷調查搜集數據的第一期工作。為大學圖書館館員提供專業培

訓，並繼續致力發展線上共享課件。如何將資訊素養融入課程是該計劃的另

一核心項目，例如利用項目的課程提升基金，創新方法包括圖書館員與課程

領導者合作為新聞學研究製作數據素養的視頻，以及為公共和社區藝術使用

設計軟件。

教育 — 
支援學生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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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傳統的圖書館活動
除繼續支持作家講座及書展等活動外，例如與「海上絲綢之路組曲」學術活

動相關的書展，圖書館亦找尋不同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通過與全球

衞生中心及性別研究課程合作，於 2016年 10月在進學園舉辦香港中文大學

歷來首個「人類圖書館」。這是由一群個體組成的圖書館，他們挑戰有關性

別及性傾向的社會規範，每個個體代表在社區裏受到羞辱、偏見及 /或歧視

的一個群組。透過與這些個體對話和會面挑戰社會偏見，有助學生更加瞭解

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5（性別平等）。

改善服務
圖書館繼續為讀者改善服務：

• 指定參考書的借閱期限經已審定和簡化以反映使用模式。

• 預載通識教育特藏的電子書閱讀器 (Kindle)借用服務已擴展至聯

合書院圖書館。

• 圖書館已經全面採用校園單一用戶名稱、單一密碼和單一登入系

統 － CUHK Login。讀者只需一組登錄憑證便可使用所有圖書館的

網上服務，無需使用額外的圖書館用戶名稱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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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研究海報展覽
2017年 5月 10至 25日舉行的研究海報展覽，吸引了來自文學院、社會科學院、醫學院及工商

管理學院的研究生參與及競逐最佳研究海報及簡報獎項。參加者利用海報向研究院院長暨偉倫法

律學講座教授鄔楓教授帶領的一眾評判作口頭介紹，最後由英文系文學碩士生張子菡奪得最佳海

報及簡報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天庶獎學金
本年度之獎學金（2016-17）首次頒予分別來自研究生及本科生之得獎者。研究生得獎者為王家

琪小姐，獲獎論文〈《素葉文學》研究〉；本科生得獎者為黃錦鵬先生，獲獎論文〈讀圖者言——

論閱讀《地圖集》之方法〉。我們感謝獎學金捐贈者之持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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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術研究文庫」（CUHK Research Portal）與「學術資訊
管理系統」（AIMS）啟用
經過接近一年的籌備，香港中文大學學術研究文庫與學術資訊管理系統於 2016年 12月正式推

出。作為中文大學全新的學術資料庫，該庫集合了所有中文大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包括獲得

版權許可的全文。圖書館的研究支援及數碼創新（RSDI）部門與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ORKTS）

分別就政策、工作流程、簡報，及宣傳等工作緊密合作，共同管理大學的研究成果。至今，學術

研究文庫已有 152,540項記錄，當中有 1,224項可全文存取。

首個中大「開放存取日」（2016年 10月 24日）
為了紀念國際開放存取週，圖書館舉辦首個中大「開放存取日」，帶領關於開放存取的討論。當

天的精彩活動包括常務副校長與圖書館館長對談，而黎志添教授（文學院），Edmund Anthony 

NELSON教授（醫學院），余濟美教授（理學院）及李治安教授（法律學院）亦參與討論，分享

對開放存取的看法和經驗。

研究 — 
轉化研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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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學術服務最新發展
隨著數碼學術服務及數碼學術研究室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支援及數碼創新部門在加強推廣下，

成功促進與不同學院及學系合作。除了舉辦一系列的數碼學術研究講座外，還於 2017年 3月 31

日舉辦首個數碼學術研究研討會，以慶祝數碼學術研究室成立一週年及推廣校園內的數碼學術研

究。是次以 “Exploring Digital Scholarship Research at CUHK and Beyond”為主題的跨學科研

討會邀請了四位中文大學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學者分享他們的數碼學術研究項目，而哈佛大學博

士後研究員徐力恆博士則介紹了有關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的研究項目。部門亦與

黎婉欣教授合作開展有關商代考古遺址的數碼學術研究項目，同時繼續與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進行

道教經典文庫的第二期合作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數碼典藏持續增長
香港中文大學數碼典藏持續提升平台效能以支援影音資料的存取，並為用戶提供更佳的瀏覽及使

用體驗。圖書館數碼館藏的平台轉移經已完成，截至 2017年 6月數碼典藏已收錄逾 120萬個數

碼項目並達到 123萬的瀏覽次數，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學博碩士論文庫最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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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風華帝女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任白珍藏展」展覽 
為感謝白雪仙博士和任白慈善基金的慷慨捐贈，並祝賀白雪仙博士九十大壽，香港中文大學圖書

館特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 至 7 月 31 日 舉辦了是次展覽，展出仙鳳鳴劇團歷屆演出之劇照、劇

本、生活照等珍貴藏品。是次展覽獲《大公報》提名為 2017年香港十大藝術及文化活動，共接

待了逾二千名參觀者及超過一百場社區導賞。

展覽及相關公開講座是圖書館公眾參與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其他展示圖書館特藏並能引起公眾

興趣的展覽包括：

• 「曲水回眸：小思眼中的香港」展覽 （2016年 9月 5日至 10月 31日）：展覽由香港文學研究

中心與大學圖書館合辦。介紹身兼香港文學研究者、教師、作家三重身份的盧瑋鑾教授（小思）

對香港文學研究的深遠影響及貢獻。展覽重點介紹盧教授的重要藏品，從中可見香港文學的發

展歷程。

參與 — 
攜手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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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urs of Hong Kong - Art exhibition collaborated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展覽（2016年 7月 16日至 8月 31日）：3位外地藝術家

（Francesco Lietti, Tiffany Szeto and Thien-Ty Ly）於新亞書院圖書館展出

4幅油畫及 10幅照片。

新亞書院圖書館雕塑展覽系列
為配合美術圖書館，新亞書院圖書館與香港雕塑學會開展一項視覺藝術合

作計劃，是次雕塑作品展示計劃是合辦的一項藝術活動，於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在新亞圖書館分別展示 3件雕塑作品，以啟發新進雕塑家。

• 「武藝薪傳：螳螂拳黃漢勛宗師與『新武化』運動藏品展」展覽（2016年

11月 11日至 2017年 3月 20日）：展覽展出由螳螂拳宗師黃漢勛先生家

族所捐贈的有關新武化運動及螳螂拳之珍貴藏品，顯示二十世紀初精武會

如何藉由提倡武術，以改善國民體格、啟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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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成為新近成立的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的創會成員，將

致力提倡粵港澳三地高校圖書館間的合作。

新書出版
《典雅勁健：香港中文大學藏甲骨集》：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大學圖書

館及文物館聯合出版，以中英雙語向公眾和學界介紹中大珍藏的共七十一版

甲骨，是香港地區收藏甲骨為數最多者。

《順德潘小磐先生藏故舊翰墨選輯》：鄒穎文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叢

書》第六種，收錄潘氏及其友儕六十三人之翰墨逾二百幅，既保存上世紀香

港詩人墨跡，亦可藉以瞭解潘氏交遊，從而窺見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文壇 

盛況。

重要捐贈
圖書館感謝書籍、檔案及期刊的捐贈，重要的捐贈包括由何基道牧師捐贈之

何明華會督檔案文獻。何明華會督於 1932-1966年間任香港聖公會主教，本

檔案實乃香港研究重要之新館藏。此外，盧瑋鑾教授、戴成義先生（筆名戴

天）及 Timothy H. Barrett教授均有捐贈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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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的數碼館藏
• 電子期刊 : 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出版的《中國文學學報》，2010年以來的

所有 6冊均可於香港中文大學數碼典藏閱覽。

• 道教經典文庫 :  圖書館與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繼續協作，將 42冊港澳科儀

文獻圖像化，並存入道教經典文庫以豐富館藏。文獻有助清朝至民國時期

的道教歷史及本土風俗的研究。

• 詩緒沙田：香港英詩選讀。此數碼館藏與本校英文系合作建構，收錄了四

位曾於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或任教的詩人朗誦有關香港的英詩作品。

檔案館藏
令館藏可以被發現及使用是圖書館的長期使命。過去一年經過整理的重要檔

案館藏包括「卞趙如蘭書信文件」、「任劍輝、白雪仙粵劇及其他資料」及「香

港有線電視剪報資料 (香港主權移交 )」

大學檔案
大學檔案主管繼續對幾個大學中央部門的檔案調查工作及審定有歷史價值的

行政檔案，亦從英國國家檔案採購與成立中文大學有關的文件複本。年度內

亦推出網頁及網誌，介紹及提倡大學檔案的功能。

資源 — 
發揮館藏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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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翻新工程
• 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地下翻新：得到校園發展處的支持，該館繁忙的

地下得以翻新以增加學習空間，包括增加電腦工作站及更多的小組研討

室。

• 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翻新工程：過去一年進行了翻新工程的諮詢及

籌備工作，為能有更多的設計時間，現決定將工程暫延至 2018年夏季。

• 特藏及檔案空間。重整部份圖書館空間以增加適合的特藏收藏書庫。超逾

十萬冊在民國時期出版而容易受損的書籍現已集中及更妥善收藏，另外亦

設立了專用以清理珍貴圖書館資料的隔離室。

基建 — 
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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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 國 際 圖 聯（IFL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的

2017年綠色圖書館獎。圖書館獲得國際圖聯 2017年綠色圖書館獎的亞

軍，能在這個國際獎項中獲得亞軍是特出的成就。圖書館是六名入圍者之

一，其他五名入圍的圖書館來自中國、德國、肯亞、塞爾維亞及烏克蘭。

• 「香港的空中農圃」網址。圖書館的天台有機菜園被列入這個網址，該網

站致力於「提升公眾對市區天台耕種及香港可持續生活方式的瞭解，以及

作為市區天台耕種社區交流知識和想法的平台」。

• 「減廢有計在中大」。圖書館參與了可持續發展組的廢物徵費試驗，試驗

計劃所得的數據有助圖書館找出可進一步改善的範疇。年度內圖書館辦公

室回收了 14,700公斤廢 紙，相當於種植了 1,806株樹苗或減少了 70,560

公斤溫室氣體。

• 展覽。推廣「減廢有計在中大」的展板分別在伍何曼原樓的學習共享空間

（2017年 3月 27-31日）及大學圖書館（2017年 4月 3-7日）展出。

• 節約能源。圖書館繼續致力於減少能源消耗，比對前一年，整體的用電量

再減少了一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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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創館館長裘開明博士就任 50週年。作為建立

美國中文資料圖書館分類系統的先鋒，裘博士是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其後

也是我們的創館館長，對東亞圖書館學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圖書館舉辦了裘

博士生平及成就的展覽和講座，並以年度內全體圖書館員工不懈的奉獻及能

力，作為週年紀念誌慶。員工們在日常運作、創新服務及對圖書館內部各種

運作都有影響的新圖書館系統方面，都有出色表現。我必須多謝他們及大學

對圖書館的支持。

李露絲

大學圖書館館長

2018年 2月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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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藏

東方語文 西方語文 總數

紙本書刊（冊） 1,256,997 1,457,794 2,714,791

紙本現刊（種 ) 2,389 2,747 5,136

電子期刊 41,611 111,183 152,794

電子書 2,809,465 1,352,922 4,162,387

電子資料庫 131 756 887

圖書館流通量 /使用量                                                                                                               

資料庫使用量 *  7,797,667 

電子書使用量 * 4,343,314

電子期刊使用量 * 5,359,286 

電子視聽資料使用量 * 26,788 

紙本書籍及視聽資料使用量 689,029 

* COUNTER兼容使用量。COUNTER是計算電子資源線上使用量的國際標準

圖書館讀者                                                                                                                

登記讀者總數 61,961

入館人數 2,268,510

圖書館活動                                                                                                        

圖書館迎新講座 85

迎新講座參加人數 3,883

工作坊 272

工作坊參加人數 5,174

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活動                                                                                                             

登記聯校圖書館的中大讀者 2,221

在中大圖書館登記的聯校圖書證讀者 1,075

中大讀者在其他聯校圖書館的借書量 26,280

其他聯校圖書館讀者在中大圖書館的借書量 25,073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統計資料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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