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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實質上與中興堂，成為臺中市文

化、社教與民眾休閒的中心（李宗慈，

1990）。1999年改隸為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轄屬國立臺中圖書館，以有效

提升公共圖書館經營與資訊服務，並於

2013年更改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之興建模式與前相

比，除選址歷經多層政府機關討論定

案，規劃階段委託陳勝彥建築師事務所

進行建築計畫書之製作，尚有專案營建

管理廠商亞新工程顧問公司來協助業主

進行籌建事宜及徵選建築師，由潘冀建

築師事務所競圖拿到標案，建築造型成

流線設計，施工複雜（如圖 4）。圖書

館建築營建標案實際分成土建機電標、

室內特別裝修標、數位設施建置標、數

位內容建置標等，也說明全球化下臺灣

之大型公共圖書館建築設計案參與團隊

多元化，而管理層面複雜，圖書館員需

要建築專業以不同之方式，協助其進行

圖書館建築之建設。

圖 4：2012年興建時之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有流線外型外牆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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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縣級與鄉鎮級圖書館

本文將臺灣光復以來之公共圖書館

建築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縣市圖書館時

期【民國 34（1945）年至 65（1976）

年】、縣市文化中心時期【民國 66

（1977）年至 87（1998）年】、縣市

政府文化局時期【民國 88（1999）年

迄今】。

日據時期臺灣（含澎湖）有九十餘

所不同規模的公共圖書館，光復後民

國 35年 10月卻只有 13所：1.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2.臺北市立城北

圖書館；3.臺北市立松山圖書館；4.基

隆市立圖書館；5.臺北縣立宜蘭圖書

館；6.新竹縣立圖書館；7.省立臺中圖

書館；8.臺中縣立清水圖書館；9.彰

化市立圖書館；10.嘉義市立圖書館；

11.臺南市立圖書館；12.屏東市立圖書

館；13.澎湖縣立圖書館，源於「因戰

爭破壞，瘡痍未復；經費短絀，無暇顧

及」與「因藏書多係日文不合需要，致

未能流通，而均陷入整頓狀態中。」

（林景淵，2008）其後建設緩慢，林淑

婷（2000）說明 1968年至 1976年間，

陸續有 15個鄉鎮成立圖書館，各館藏

書在一萬至二萬冊，然因館員缺專業訓

練、短少經費或主管單位不重視，營運

狀況亦不理想。

至 1977年政府決定要進行十二項

建設，其中一項為 : 「建立每一縣市文

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院、音樂

廳」預訂自 1979年至 1983年分別完成

各縣市文化中心，並增加了 103所鄉鎮

圖書館。1980年代起臺灣各縣市陸續

興建了許多文化中心，大多以大量體、

整體設計的方式來容納不同機能的空

間，基本上並無詳細建築計畫書，而由

建築師或以競圖方式提出設計答案，得

標後並由建築師進行細部設計及監造。

以新竹縣立文化中心為例，由謝英俊建

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雖採取分散量

體，而以座東北朝西南之演藝廳為中

心，其前是戶外劇場，西北側是美術

館，東南側為圖書館，後面為計畫最後

興建的博物館。設計者以聚落型態理念

來回應文化活動的多樣性及有機性，有

利於分期計畫，及因應新竹風遮蔽效應

設計出大小不一戶外空間，同時應用清

水磚，表現出現代設計中著重材料質感

之呈現，在室內利用沖孔板及輕鋼架以

呈現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在 1990年代

為摩登的設計思維及作法（文建會，

2006）。

林淑婷（2000）指出快速建設下，

至 1998年止臺灣省有 340鄉鎮公共圖

書館（含第二分館）。連宏基（1993）

以臺中縣鄉鎮圖書館為例，進行鄉鎮圖

書館建築之使用研究，其中，各館樓地

板面積平均值為 760.7平方公尺，獨棟

館舍與合用館舍約各佔一半數量，顯

示當時學術界已系統性使用調查鄉鎮公

共圖書館建築空間。作者在 2000年調

查彰化縣各鄉鎮圖書館建築樓地板面積

如表 1，說明大部分館舍均不滿 1000

平方公尺，建造年代則集中於 1983至

1997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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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國 90年代之公共圖書館之
更新改造

歷經 20餘年之使用，民國 70年代

所興建之公共圖書館，無法滿足社會進

步所導衍生之多元化功能需求，因此政

府投入經費進行公共圖書館閱讀空間改

造。民國 91-92年「921重建區公共圖

書館經營管理金點子計畫」，補助 921

地震受損館 9館；92-93年「公共圖書

館空間及營運改善改善計畫」預算經費

超過 11.2億元；前置作業到全部結案

僅 1年 4個月，且計畫採競爭型計畫，

邀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成立輔導團協助

計畫執行，總計 353所圖書館提報申

請，經各縣市文化局初評及輔導團委員

複評，最後由行政院文建會覆審，計

301所圖書館受輔助改造。至 98-101

年另有「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

表 1：彰化縣鄉鎮公共圖書館面積表

名稱 埔心 大村 田尾 竹塘 和美 鹿港 大城 線西

館藏 
（冊）

34,315 11,000 15,911 22,901 42,465 23,323 35,329 24,515

面積 
（平方公尺）

225 788 784 163 1,041 346 255 147

年代 
（民國年月）

72.11 79 82 75.6 78.9 78.10 77.5

名稱 溪幻 伸港 溪湖 田中 芬園 秀水 埤頭 社頭

館藏 
（冊）

11,164 22,500 16,292 30,600 18,000 12,990 15,102 22,400

面積 
（平方公尺）

608 1,137 637 312 298 227 645 350

年代 
（民國年月）

83.1 83.5 77 80.2 83.1

名稱 員林 二林 永靖 埔鹽 芳苑 花壇 北斗 福興

館藏 
（冊）

27,620 16,000 9,122 23,039 16,000 29,325 31,730 16,500

面積 
（平方公尺）

834 1,211 206 500 255 761 424 439

年代 
（民國年月）

69/85 80.2 79 81.10 8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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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計畫」（周孟香，2010）。98年閱

讀環境部分，共補助 47館；設備升級

部分總計補助 138館。99年閱讀環境

部分，共補助 45館；設備升級部分總

計補助 63館（曾淑賢，2010）。100

年閱讀環境部分，共補助 39館；設備

升級部分總計補助 79館。101年閱讀

環境部分，共補助 27館；設備升級部

分總計補助 18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2014）。

上述改善重點在：1.以讀者為本的

閱讀環境；2.活化溫馨有趣的閱讀空

間；3.設置便捷周全的資訊化空間；

4.永續經營圖書館，成為書香閱讀好鄰

居。

此類改善工程雖仍以招標建築師提

供設計，然而實際運作過程中，輔導團

委員往往具有核准圖面權利，從而輔導

圖書館員對未來完成設計圖有深入之了

解，是另一種專業營建管理人員輔導之

形式，也促使圖書館員「使用參與」設

計獲得更深化且細緻的投入。

參、公共圖書館規劃設計方
式之核心理念與課題

臺灣百年公共圖書館建築規劃設計

營建之歷程，從清代書院、匠人製作模

式，到日據時期官派建築技師結合技手

專業設計、營建會社建造；民國 40年

停滯，民國 50年代由大陸來臺之執業

建築師設計重要圖書館，由民國 70年

代官派委員規劃、競圖招標徵選出年輕

本土建築師設計監造、營造廠建造；民

國 90年代後引入專業營建管理人員協

助業主、國際競圖徵選建築師、營建工

程因應工程特性分成建築物外殼、內

裝、資訊設施、資訊內容等標。其實彰

顯社會專業分工以因應越來越複雜及大

型化之工程營建需要。

而公共圖書館建築之特質，尚因應

服務社會大眾而需要著重「使用機能」

之滿足，隨著資訊科技進步，社會大眾

對於圖書館之使用服務水準及服務介面

多元化要求，也促使圖書館建築空間之

規劃、設計及營建越發困難與重要。因

此在公部門資源與制度限制下，圖書館

員與設計專業彼此溝通合作，以及圖書

館員管理與讀者使用機能之經驗如何融

入規劃設計方案，來避免未來實際建設

成果不符使用、在可行之設計營建模式

與利用建築計畫書溝通理念下，共創好

的圖書館建築、將是圖書館建築規劃設

計興建時須檢測的三個核心理念。

一、業主與建築專業整合設計決策
（外部條件）

清代書院為匠人所作，因此業主及

營建商已經區分。日據時公共圖書館設

計，業主雖有「設立趣意書」，然內容

主要說明設館目的，推測當為建築設計

專業人員與業主當面溝通設計細節，交

由營建會社施作，是為營建專業方面已

經區分為設計與營建兩階段；民國 60

年代雖為設計、營建兩階段，然建築師

已經非官方身分，需要爭取業務，此時

尚以建築師之專業技能為主，為業主提

供設計服務；民國 70年代委員規劃、

建築師設計監造模式，已將設計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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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設計兩階段；民國 90年代後引

入專業營建管理協助業主，其實已將業

主與設計間區分為企劃、規畫、設計三

個階段，業主由專業營建管理人員協助

企劃來做好業主的職責。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案例更採用營建快速分包（Fast 

track）模式將土建、內裝、數位建置等

工程分開，是為營建工程亦區分為不

同階段，以因應圖書館建築類型因為

著重機能及空間型態為整體空間（One 

Room），需要以家具及內裝工程來區

隔空間，滿足不同機能使用分區配置之

要求；兼之臺灣之建築師對數位資訊設

施並不了解，只能賦與下包專業廠商繪

圖而兼統合設計之責，因此圖書館建築

整體工程階段從只包含設計及營建，更

細分為企劃、規劃、設計、土建（外殼

結構）、室內裝修、數位設施建置、數

位內容採購等不同工程細部階段（分

包），工程分包實為社會專業分工下各

司其職之狀況導致。

此種分工方式其實產生不同的專業

廠商接力協調與合作來共同完成工程

以滿足業主之需求之問題，肇因實際規

劃設計營建時，營建專業針對工程既有

之狀況與條件，衡諸廠商自身之能力與

技術，提出解決方案。此種連續過程將

會以營建工程為主體而為匯集相關資訊

流，並限制後續接手之廠商必須引賴前

面廠商所提供之答案及資訊，來進行後

續之設計及施工。此種專業分工與拆解

營建流程、逐次累積資訊流之設計歷程

與預測發展，將賦予各類廠商具有個別

解釋「業主需求及條件」之權力，也產

生對誰好用之決策與決策主導權之爭

議，顯見不同時代、不同之解決方式，

最後仍趨向藉由業主與設計專業合作溝

通協調圖書館建築發展歷程中的課題，

來調適共創好的圖書館建築，也因此選

擇參與興建圖書館建築的專業團體即分

外重要。

規劃設計之參與單位有業主、建築

師、規劃人員、專業營建管理人員，

從日據時期業主掌控大方向及定位，而

將實際設計及技術執行細節交與官派建

築技師，可以說業主沒有太多的選擇權

力。民國 70年代以競圖徵選建築師，

其中最重要的招標階段，是以濃縮資訊

的設計競圖來選擇建築師的設計理念，

對於建築師的服務態度及後續設計發

展，只有仰賴口碑及評選委員之先見。

圖書館員無從真正先合作比較，也往往

造成競圖後圖書館員需要花相當時間與

精力，與建築師建立可合作之關係，及

摸索彼此決策之權重及尊重，然圖書館

員之意見也容易在建築師以技術面影響

下而不容易貫徹。90年代鑒於大型工

程時業主不具營建專業能力而引入專業

營建管理人員（含團輔委員）來協助。

然而黃世孟（2010）論及圖書館行政單

位於執行專案管理作業中，最困難之關

鍵課題，就是如何研擬專案管理機構

服務「甄選須知（含評選辦法）」。困

難之處在於決定作業範圍，如果在徵選

建築師前已經確立專業營建管理人員，

畢竟業主有其決策責任，專業營建管理

人員易淪為程序輔導，且企劃工作有許

多協商，也非不具法定權責之專業營建

管理人員所能擔負；如果在徵選建築師

之後，其作業範圍偏重營造管理，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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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與建築師之監造責任起衝突。總之

「選人」是相當重要的學問，法律容許

不同企劃及營建管理方式，甄選對的建

築師與專業營建管理人員，才能協助圖

書館員業主做好的圖書館建築。

二、使用評估與規劃設計整合 
（內部機能）

針對圖書館建築生命週期中存續之

資訊流，如以營建資訊管理來審視此課

題，在業主需求之形成、界定結果與後

續交由營建專業設計、興建執行之間其

實有一個明顯的斷層。與建築之使用年

限相比，圖書館建築是在相對短暫時間

由同一批營建專業經由規劃、設計、營

建階段完成，完成後交由（更替的）業

主在相對長時間中使用、維護、更新。

圖書館建築在興建完成後，只是一個

空空的硬體，而端賴讀者及圖書館員實

際維護使用，來賦予空間角落之使用方

式及機能，並累積了大量的使用管理資

訊。此類資訊如能提供給建築規劃與設

計、營建專業了解，將有助於後續其他

圖書館建築興建，亦可供同業圖書館員

重新檢視其所管理之圖書館空間使用，

而有更具創意的使用及管理方式。而長

時間使用及維護資訊之整理實需要藉由

「使用後評估」，才能有系統地萃取重

要的資訊。

建築使用後評估是對建築物及環境

的使用性，針對長時間所累積的資料，

以客觀、系統的研究方法，進行結構

化、系統性的檢測及評量，以適當地改

善、提昇設施的使用機能。經由使用後

評估所整理出來之資料可提供業主當作

建築需求與設計條件，然而後續仍應該

由設計營建專業廠商針對設計條件，以

專業能力來創造發揮創作圖書館建築。

臺灣從日據時期建築設計專業自我

界定圖書館管理使用資訊，70年代藉

由包括圖資專業之專家委員參與規畫，

自 80年代即開始採用建築使用後評估

以提供空間規畫參考之方式，到 90年

代設定建築需求書、由營建管理專業協

助企劃等，均為嘗試將使用者及圖書館

員經驗納入規畫工作之努力。

然而空間規劃是一種計畫，具有

「預測」的操作特質，會採用「推估」

的方式來推測未來可能的情形，並設定

決策以解決問題，如果未來的情況發展

超出預期，則空間規劃可能產生明顯錯

誤；另外，圖書館為眾人使用，需要滿

足眾人之需求，然而眾人並不具有相同

特質，使用需求也會有或多或少之差

異，該以誰的立場與需求來規劃設計圖

書館，如何將使用者的意見納入與回應

管理、不同使用者之最低要求之滿足、

公用與共用之分野與管制等等圖書館方

決策課題，亦常難以規畫專家代為決

定。而圖書館使用維護各階段，雖有不

同的圖書館員及讀者參與，使圖書館建

築保有良好的功能，且有豐富、散漫之

紀錄與未形諸於文字的資訊，然並無專

人統一、計劃性的蒐集整理，隨著參與

人員離開而無法傳承，此外如何篩選有

用資訊提供規劃參考，也是相當重要之

課題。因此可見未來公共圖書館建築之

使用評估與規劃設計之整合，仍將是圖

書館規劃設計興建的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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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計畫資訊與建築設計資訊
整合（溝通媒介）

圖書館重機能與工程大型化影響

下，設定良好之資訊管道與溝通媒介，

對於參與營建諸方，是相當重要的，而

建設良好的圖書館首賴妥善的建築規

劃，圖書館員對自身業務、功能及空間

需求等的分析是建築規劃的核心。將規

劃成果轉為建築計畫書，可以供圖書館

員以此計畫書為基準與各方溝通，並能

清楚傳達館員和使用者對圖書館在營

運、管理與服務上的期望，同時作為建

築設計條件以激發各方產生創意性的設

計方案及作法，並作為評估建築師設計

成果之依據。然而建築計畫書並非法律

規定，建築師選擇性參考建築計畫書內

容，提出設計書圖，而且圖書館員與建

築師專業間這種小眾且專業性的溝通模

式，因雙方知識獲取來源不同、心中信

念不一致、企圖不同，而在實際的規劃

溝通中存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差異，導致

建築師不能完全了解或依照業主之設計

條件而進行設計，造成後續設計成果有

所偏差。因此如何利用建築計畫書來加

強雙方的理念溝通，成為相當重要的課

題。圖書館建築計畫書需要檢討下列課

題：

1.  規劃圖書館軟體管理與硬體建築結合

並設定介面：設定好相對應的「軟

體」如讀者閱覽行為、圖書館管理應

變等等，空間「硬體」才有可能規劃

設定，並確立軟硬體的結合介面設

計。

2.  使用參與及開放式空間規劃技術的發

展 :了解規劃專業與使用者間如何塑

造共識，開放心胸的探討空間規劃從

而共同創造雙贏的「可接受解答」。

3.  圖書館使用與活動的發展與預測及重

點分析：圖書館的使用隨讀者利用資

訊行為及館員管理模式及策略、外部

環境發展及改變、內部機能與組織的

變革，有無限多種組合的模式。深入

了解種種課題，針對問題設定可為各

方接受的可行解答及評估。

4.  了解空間規劃極限的存在與可能存在

偏誤：針對操作的「極限」存在預想

極限種種發生可能性，避免不當的空

間規劃操作。

5.  實際時空環境影響評析與預測並建議

可行模式：業主可依據所需如工期、

預算等而有所調整計畫書。並可針對

非預期因素及掌握可用資源條件而調

整。

6.  設定空間規劃與利益協調分配及協商

與機制：針對品質與服務水準，是

應該協商，而非一方喊價，一方無條

件接受改進的情況。然而協商問題只

有「可接受解答」，而無「最適解

答」，應該是一個共識。

7.  分析可滿足使用需求之策略與界定專

業發揮程度，因應「可接受解答」，

牽涉價值判斷，非常歧異，不容易挑

出大家均可以接受的解答，因此，對

於重點的空間規劃課題應有共識，其

他則容許不同專業各自發揮其專業能

力。

8.  容許建築師設計發展與解釋計畫書內

容之自由度高低：計畫書中，會傾向

用統合類別的方式來描述性質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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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群組的空間。當進一步發展，可

以容許圖書館員及建築師參與更多的

資訊，而賦予空間新的內涵及定義。

肆、結論

隨著今日快速變化媒體網路對公共

事務決策權之影響，圖書館作為反應

時代之公共事務服務介面，不可避免會

受影響。臺灣百年來公共圖書館建築之

規劃與設計方式，可以分為「事」、

「人」兩方面來審視。「事」指在圖書

館建築建設過程中，相關圖書館建築規

劃設計作業方式之發展。「人」指規劃

設計營建模式中，各主、從事者之參與

設計及互動溝通模式。本文經由審視後

指出：1.隨圖書館建築工程大型化及著

重機能，產生設計專業分工現象，越來

越多的專業團體或從建築師設計業務中

分出，或從業主能力不足之作業中協助

業主，以興建圖書館建築；2.業主掌握

讀者及管理經驗，希望提供給建築師設

計參考，而發展出有許多不同作業方

式，如使用後評估、建築計畫書來協助

業主與建築師之間的溝通；3.建築計畫

書從「設立趣意書」說明定位，轉化到

「計畫綱要」及「程式」，再嘗試納入

不同專業人的協助及甄選「甄選須知

（含評選辦法）」，說明業主與建築師

雙方認知差異下設計溝通多樣態，以及

利用建築計畫書（媒介）在圖書館建築

設計之溝通磨合過程，增進彼此之間的

理解及降低雙方資訊不對稱現象之努

力。

公共圖書館在社會外在環境演變、

內部組織作業與空間發展更異中，其規

劃設計方式仍將持續演變。隨專業分工

所產生統合的問題在兩方面，一為人的

統合；一為事的統合；而均以資訊為溝

通介面。可以想見專業分工分分合合，

仍在共同塑造好的圖書館建築，任何專

業（含業主）如果不能滿足這個任務，

將會有新的專業協助或取而代之。塑造

好的圖書館建築需要納入圖書館員管

理使用及讀者使用經驗知識，「使用評

估」及「使用參與」有其作業價值，然

對於規劃設計作業中之「不確定性」與

「協商調適」，仍未能完滿解決，將會

有新的規劃技術被導入，而資訊技術提

供許多可能性，也將會對臺灣未來公共

圖書館建築規劃設計方式，指引出新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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