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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球圖書館最熱門的消息莫過於各圖書館聯盟和 Elsevier 公司新合約的談判結果，康

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暨杜克大學、馬里蘭大學等知名學府，已於新合約談判的

過程中拒絕 Elsevier 公司所開列的電子期刊價格和刪訂紙本期刊的比例，並向全校師生宣布此舉

將會影響教學和研究，希望師生共體時艱，且接受以館際合作方式來取得所需文獻，以換取校方

能自由決定每年新訂及刪訂期刊的權利。以哈佛大學為主所組成的聯盟NERL（NorthEast

Research Libraries）之21所大學可能也會採取類似的行動。

以聯盟運作的方式來採購電子資訊資源已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世界各國圖書館聯盟成立方

式不一，例如以學科主題成立的聯盟有加拿大多倫多的醫學圖書館聯盟（The Health Science

Information Consortium of Toronto），在美國有以州為單位整合的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以及

英國政府的 JISC（Joint Information System Committee，前身為 NESLI），都是運作多年可茲學習

的世界知名聯盟。臺灣各圖書館之間的合作活動極為頻繁，不論是彼此申請文獻複印，或是電子

資源聯盟活動的運作，都可以達到圖書館間資源共享的目的，並以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來建置

館藏供讀者使用，例如署立醫院電子圖書館計畫就是一個中小型圖書館資源整合的例子。今年館

際合作年會於 93年 3月 25日在逢甲大學圖書館舉行，該校圖書館館長是位經濟學教授，對聯盟

運作極有興趣，他邀請了NELINET的執行長 Arnold Hirshon 來分享他們的運作經驗，一方面做

為國科會科資中心組成之臺灣地區圖書館界「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CONCERT）的參考，另一方面也讓館員有機會比較不同聯

盟間的運作模式。世界各國的圖書館就資料庫和電子期刊的合作採購有非常多種型式，茲就常見

的數種簡介如下：

一、Buying Club Model ：各圖書館就自身需求挑選產品，再透過集中議價方式尋求較便宜
的價格，如美國新英格蘭區的NELINET ，提供聯盟圖書館顧問諮詢及經驗，向參與的圖書

館收取年費來負責與各出版社談判價格等各項事務。此外，英國的 JISC（Joint Information

System Committee，前身為 NESLI）亦屬於此一類型。

二、Central Funding ：由政府出資來購買電子資源，如OhioLINK和加拿大的 Canadian Site

Licensing Project 屬此類。美國俄亥俄州 Ohiolink，經費來源有各會員館負擔部分及州政府

撥款補助， 1989年到 2003年聯盟年度預算經費已由原來的美金 250萬元大幅增加到 1,100

萬美金，但聯盟運作也面臨經費無法每年成長的瓶頸。

三、Coordinated Purchasing：各圖書館可依大小及使用量來付費，不論醫學中心或地區醫院
皆被要求支付相同價格。

館際合作協會的重要目的之一係促進圖書館彼此間的交流，因此，舉辦研討會亦是重要活

動。先前曾經舉辦過「全國大專院校期刊採購暨政府採購法實務研討會」就政府採購法施行以來

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彼此交換意見；「數位化資源的經營研討會」則討論數位化資源的管理及取

用等相關議題；「圖書館知識管理與服務策略推動委員會」係由二十七位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組

成，就期刊合作採購和各校博士論文資料庫建置兩項議題進行討論；未來將舉辦「引文分析與學

術評鑑研討會」、「第五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研討會」以及在電子資源的環境下，處理越來越重

要的著作權議題，相信圖書館界的同道，都非常期待能參與上述一系列的研討會。

六、醫學網路文獻資源建設和服務的發展與對策：復旦大學醫學圖書館館長徐一

新教授主講
大陸地區醫學網路文獻資源服務的最新發展方向有：
(一) 建置跨平臺檢索介面：目前常見之產品有WebFeat with 1Cate、MetaLib with SFX、

OVID Linksolver、CALIS統一檢索平臺、長江上海計算機集團之跨庫檢索系統等。
(二) 提供個性化服務：自1998年起陸續有大學開發軟體提供圖書館使用，例如：University

Libraries of Notre Dame之MyLibrary免費軟體，參考網址為 http://dewey.library.nd.edu/

mylibrary。在 ISI、OVID等資料庫平臺上亦提供設定My Library的服務項目。大陸之中

國科學院國家科學數字圖書館亦在進行相關研究。
(三) 提昇讀者的信息素養：主要目的在提高讀者對專業資訊的敏感性、使用資訊資源之技巧

與能力、加強合理合法使用之觀念。
(四) 設立學科館員：聘用專業人員為讀者服務，與服務對象加強溝通，瞭解需求，作為調整

訂購資訊資源之依據。
(五) 建置參考諮詢之網路合作服務。
(六) 培養工作人員的研究能力，支持合理的人才流動，培養研究生帶動科研工作之進行，並

透過校院合作促進交流。

七、問題導向學習（PBL）在醫學教育之應用：輔仁大學圖書館主任蘇諼教授主講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主要在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習性

與技巧，強調主動式資訊尋求技巧與健康資訊資源的獲取、評估與使用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教

導PBL學生具備利用圖書館與查檢資訊的技能，則是圖書館一項嶄新的任務與挑戰。圖書館在

PBL環境下所扮演的角色應為：
(一) 終端使用者資訊工具的開發者：圖書館員應主動參與資訊工具之開發，尋求以最佳的方

式將最適當的文獻內容整合入臨床醫療與照護工作中。
(二) 網際網路的搜尋者與詮釋者：圖書館員應具備網路技術技能，並懂得掌握網路資訊的技

巧，以指導讀者善用醫學網路資源。
(三) 問題導向學習醫學教育的參與者：圖書館員不僅應擔負圖書館利用指導與資料庫使用之

主講人員，更應深入參與課程之設計，協助進行臨床問題與醫療案例之資訊資源檢索。

參、後記
本次活動可算是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間首次的交流活動，誠如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彭仁賢博

士（Dr. A. W. Ferguson）所言，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各館背景、規模不盡相同，但所面臨的問題

則非常相近，這樣的交流與互動應該是必要且有助於解決圖書館的困境。在短短三天的行程裏，

可以感受到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在政府的經援下，對於電子資源資訊服務的內容與方式已大大提

昇；而醫學教育採行EBM與PBL學習的變革，帶給醫學圖書館的並非負面的影響，而是更積極

的肯定與合作。

感謝有這樣的機會讓筆者參與，也期待這次的活動是個開端，進而開啟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

之間更多的交流、對話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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