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北市圖書館工作人員對實施自動化作業之意見調查報告(二)   

                                                          
台北市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小組 

四 、調查結果與發現 

本問卷調查係以台北市立圖書館(以下簡稱

本館)所屬各組室、分館、民眾閱覽室之所有員

工為對象，由總館發函請各單位工作人員填寫調

查問卷，總計發出問卷三一五份(與本館現有員

工人數相等)，收回有效問卷二三O份，回收率達

百分之七十三。        

本問卷謂查結果分受試者之基本資料。業務

現況、對推行自動化作業之態度、對圖書館自動

化訓練課程之需求及參與自動化作業規劃工作

之意願五部分逐一說明分析，並就受試者對各個

問題之反應做整體統計說明，及就受試者之各種

屬性(如性別、年齡……)做比較統計說明。以下

便是各部分調查結果與分析說明： 

1. 基本資料 

本調查問卷受試者之基本資料如下列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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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非圖書館科系者居多，占總人數之

82，顯示本館專業人員比非專業人員少，

且比例相差懸殊，約為I；5；在以往受訓課

程調查中，大部分受試者均受過電腦概論

及圖書館自動化概論之訓練，令人感到訝

異的是有百分之三十六的人表示末曾受過

訓。 

2. 業務現況 

本調查問卷受試者之業務現況調查結

果如下列各表 

整體分析 : 

根據上列各項基本資料分配狀況表顯

示，本問卷受試者女性占總人數之78，男性

占總人數之22，兩者之比例約為1：4；在年

齡結構上，以30~39歲群居多，占總人數之

44，其次為29歲及以下者，占總人數之34；

學歷的分配則以大學畢業者居多，占總人數

之42；在服務年資方面，以年資在l~5歲者居

多，占總人數之37；在職等分配上，以3~5職

等者居多，占總人數之36；在學歷背景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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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分析: 

根據上列各項業務現況調查結果統計表顯

示，接受本調查問卷之受試者以各分館人員居

多，占總人數之67;"大多數的人認為業務顛峰

時段視情況而定;在使用電腦經驗方面，以未曾

使用者居多，占總人數之的50；有40的人表示

了解一點圖書館自動化概念，占總人數比率最

高;在電腦概念了解程度方面，也以表示了解一

點者居多，占總人數之51。 

比較分析: 

．根據上列各項比較調查結果統計表顯示，在

使用電腦經驗方面，女性受試者較男性受試者

常使用;學歷愈高者愈常使用;年齡愈輕者愈常

使用;服務年資愈淺者愈常使用;職等在三~五

者最常使用。在對圖書館自動化概論了解程度

方面，女性受試者了解之程度高於男性 

57



年齡比較: 

無論何年齡群，均有半數以上同意作業電腦

化可以提升本館之社會地位，其中以30-39歲

群同意之比率最高，占該組總人數之的，以

50歲以上者同意之比率最低(62)。(參閱表

3-1-2) 

受試著了解之程度;年齡愈輕者了解程度愈

高 ;學歷愈高者了解程度愈高;年資愈淺者了

解程度愈高;職等愈高者了解程度愈高;在對

電腦概論了解程度方面，女性受試著了解程

度比男性受試著了解程度高;年紀愈輕者了

解程度愈高;大專程度者了解程度最高;年資

未滿一年者了觸呈度最高; 

對推行圖書館自動化之態度2. 

1)「您認為求館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在

社會上之地位」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大多數問卷受試著

同意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之社會地位，

占總人數之86:不同意者僅占2，無意見者則

占13。(參閱表3-1)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統計顯示，以碩士程度

者同意之百分比最高(100)，其次為大專程度

(86)，可見學歷愈高者同意之百分比愈高。(參

閱表3-1-3) 

 

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統計顯示，年資未滿一

年者同意之百分比最高(93)，其次為年資在

6~10年者(92)，年資在十年以上者同意之百

分比最低(77)。(參閱表3-1-4) 

性別比較: 

大多數男女問卷受試著同意業務電腦化可以提

升本館之社會地位，且女性同意之比率( 88)高於

男性同意之比率(87)。(參閱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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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比較: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六職等以上者同意之百

分比1)「您認為求館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在社

會上之地位」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大多數問卷受試著同意作

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之社會地位，占總人數之86:

不同意者僅占2，無意見者則占13。(參閱表3-1) 

參閱表3-1-5) 年齡比較: 

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30~-39歲群同意

之百分比最高(矽)，刃歲以上者同意之百分

比最低(67)，然無論年齡在何群組，其同意

之百分比均超過50，不同意之百分比均低於

10。(參閱表3-2-2) 

2)「您認為本館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館員在社

會上之地位」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絕大多數人同意作業電腦

化可以提升本館館員之社會地位，占總人數之83，

表示無意見者占總人數之21，不同意者占總人數之

b。(參閱表3-2)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碩士程度者

同意之百分比最高(100)，其次為大專程度者

(73)，顯示學歷愈高者同意之百分比愈高。

(參閱表3-2-3) 

性別比較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女性問卷受試著同意之

百分比為76，不同意左百分比為5 ，無意見之百分

比為20，男性問卷受試著同意之百分比為64，不同

意之百分比為11，無意見者之百分比為26，顯示女

性同意之百分比高於男性，不同意之百分比低於男

性口 (參閱表3-2-1) 

年資比較： 

就服務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年資在

十年以上者同意之百分比最高(79)，年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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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比較：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男女問

卷受試者，同意左百分比均高於50，然女性

同意者之百分比(74)高於男性同意之百分比 

(58)，女性不同意者之百分比低於男性不同

意者之百分比。(參閱表3-3-1) 

6~l0年者同意之百分比最低(70)，然無論年資為

何，其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不同意之比例低

於10。(參閱表3-2-4) 

職等比較：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六職等以上

者同意之百分比最高(79)，以非編制人員同意

之百分比最低(69)，但無論職等為何，其表示

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不同意百分比均低

於10。(參閱3-2-5) 

年齡比較： 

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年紀愈

輕者同意之百分比愈高，然無論何年齡

群組，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不同意

之百分比均低於10 。(參閱表3-3-2) 

(3)「您認為本館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觀在

市府之地位，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同意作業電腦

化可以提升本館在市府之地位者之百分比為

總人數之70，不同意者之百分比為6，表示無

意見者占24。(參閱表3-3)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學歷為何，

其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且學歷愈高者同意之

百分比愈高。(參閱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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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年資為

何，其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且年資愈淺

者其同意之百分比愈高，不同意之百分比愈

低。 (參閱表3-3-4) 

性別分析: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男女受試者，

同意之百分比均超過50，且男性同意之百分比

(75)高於女性同意者之百分比(64 )。(參閱表

3-4-1) 

職等比較：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二職等及以下

者同意之百分比最高(83)，其次為非編制人員

《69》，無論何職等群組，其同意之百分比均

高於50。(參閱表3-3-5) 年齡比較： 

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何年齡

群組，同意左百分比均超過50，以40–49歲群

同意之百分比(77)最高，以50歲以上者同意

之百分比(50)最低。(參閱表3-4-2) 

(4)「您認為本館作業電腦化可以讓您有發揮專業

知識的機會」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絕大多數的問卷受

試者同意作業電腦化可以增加館員發揮專業知識

之機會，占總人數之66，表示無意見者占27，不

同意者僅占6。(參閱表3-4)表3-4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任何學歷群

組，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且學歷愈高者

同意之百分比愈高，不同意之百分比愈低。

(參閱表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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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絕大多數的受試者，

同意作業電腦化可以幫助館員學習新的知識

與技能，占總人數之92，不同意者僅占2 ，右

百分之@1的人表示無意見。(參閱表 3-5) 

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任何年資群組，

同意之百分比均高於50，以年資未滿1年者

同意之百分比(78)最高，年資在6~10年者同

意之百分比(57)最低。(參閱表3 -4-4) 

性別比較: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數男女受試

著對此問題表示同意，且女性同意之百分比(92)

高於男性同意左百分比(90),兩者表示不同意之

百分比均低於5。(參閱表3-5-1) 

職等比較: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任何職等群組，

其同意之百分比均超過50，以二職等及以下

者同意之百分比(75)最高，以3~5職等群同意

之百分比(64)最低。(參閱表3 -4-5) 

年齡比較: 

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何年齡群，

絕大多數表示同意，且年紀愈輕者同意之百

分比愈高。(參閱表3-5-2) 

(5)「您認為本館作業電腦化可以幫助您學習

新的知識與技能」回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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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認為木館作業電腦化減低您目前職

務的重要性」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有58之問卷受

試者不同意作業電腦化後減輕其職務之重

要性，有22的人表示無意見，有9的人表示

同意。(參閱表3-61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學歷愈高者同意

之百分比愈高，．不同意之百分比亦隨學歷

之增高而遞低，但無論哪一學歷群組，同意

之百．分比均高達80以上。(參閱表3-5-3) 

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年資愈淺者同意

之百分比愈高，不論年資深淺。同意之百分

比均高達85以上，不同意之百分比均低於

5 。("參閱表3-5-4) 

性別比較；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女性問卷受

試者同意之百分比(7)比男性受試著同意之

百分比(15)低，其不同意之百分比(71 )比男

性不同意之百分比(62-)高。(參閱表3-6-1') 

職等比較: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六職等以上者同

意之百分比(100)最高，非編制人員同意之百

分比(86)最低，可見無論職等為何，絕大多

數的人均表示同意。(參閱表3-5-5) 

年齡比較: 

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年紀愈輕者，

同意之百分比愈低，不同意之百分比愈

高，然無論何年齡群，不同意之百分比均

超過40，同意之百分比均低於15。(參閱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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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員之百分比最高，二職等及以下者百分

比最低，不同意者以六職等以上者之百分比

最高，以非編制人員之百分比最低。(參閱表

3-6 -5)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以碩士程度者不同

意土百分比最高(83)，以高中以下者不同意之百

分比(53)最低，表示同意者，亦以碩士程度者之

百分比(17)最高，以大專程度者之百分比(6)最

低。(參閱表3 -6-3) 

(7)「您認為本館作業電腦化會對您造成恐懼感」

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有73之受試者不

同意作業電腦化會對館員造成恐懼感，有13 表

示同意。(參閱表3-7) 

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表示不同意

者，以年資未滿一年者之百分比(78)最高，以年

資在6~10年者之百分比(54)最低，表示同意者，

以年資在10年以上者之百分比( 15)最高，以年

資在I~5年者之百分比( 6)最低。(參閱表3-6-4) 

性別比較：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表示同意

者，女性受試者之百分比高於男性受試者之

百分比，表示不同意者，女性受試者之百分

比亦高於男性受試者之百分比。(參閱表

3-7-1) 

職等比較：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同意者以非編 年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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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同意者以50歲

以上者之百分比最高，30-39歲群之百分比最

低；不同意者以29歲及以下者之百分比最高， 

50歲以上者之百分比最低。(參閱表3-7-2) 

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任何職等

群組，其對此問題表表不同意之百分比均

超過 50．，．其中以六職等以上書之亦同

意百分比最高，且職等愈高其不同意乏吉

分比愈高：同意之百分比愈低，」C．參閱

表3-7–5)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對此問題表示

同意者，以碩士程度者之百分比最高，大專程

度之百分比最低，表示不同意者，亦以碩士程

度之百分比最高，高中及以下者之百分比最

低。(參閱表3-7-3) 

8)「您認為本館目前推行之自動化作業計畫有

其必要性」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絕大多數之受

試著同意本館推行自動化計畫有其必要性，

占總人數之的，不同意者僅占1。 

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對此問題表示

同意者，以年資在6~10年者之百分比最高，以

年資未满1年者之百分比最低；表示不同意

者，以年資末滿1年者之百分比最高，年資6 ~10

年者之百分比最低。(參閱表3-7-4) 

性別比較; 

就性別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男女受試

著，絕大多數均對此間題表示同意，然女性同

意之百分比高於男性同意之百分比。(參閱表 

3-8-1) 

65職等比較: 



年齡比較： 

就年齡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年齡群組

為何，絕大多數對此問題表示同意，且年紀愈

輕，同意之百分比愈高。(參閱表3-8-2) 

群組，其對此問題表示同意者占絕大多數，

其中以六職等以上者同意之百分比最高，非

編制人員之同意百分比最低。(參閱表3-8-5) 

學歷比較： 

就學歷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學歷為何，

其對此問題表示同意之百分比均超過so,且學歷

愈高者其同意之百分比愈高。(參閱表 3-8-3) 

(9)「您認為本館未來自動化系統應合理改變現

行人工作業方式」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絕大多數人同意

自動化系統應合理改變現行人工作業方式，占

總人數之5，不同意者僅占總人數之1 (參閱表

3-9) 

年資比較： 

就年資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論年資為

何，絕大多數對此問題表示同意，其中以年

資未滿1年者之同意百分比最高，年資在10

年以上者之同意百分比最低。(參閱表3-8-4) 

的「您認為本館自動化系統完成前之規劃與責料

整理，及系統實施初期之建檔會增加館員之工作

量」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數之受試者同意

在自動化系統規劃及實施初期階段，館員工作量

會增加，占總人數之76，表示無意見者占16，不

同意者占9。(參閱表3-10)表3-10 )本館自動化系統

完成前之規劃、資料整理、及實施初期之舊館藏

建檔會增加館員之工作量」調查結果統計表 

職等比較:就職等區分調查結果顯示，無

論任何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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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參閱表3-12-4    ;表 3-12-2 

表3-12-3；表3-12-4；表3-12-5 

﹝11﹞「您認為在本館自動化系統運作前，您

願意接受暫時增加之工作量」回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大多數之受試者對「本

館自動化系統運作前，您願意接受暫時增加之

工作量。表示同意，占總人數之73，表示無意

見者占23，不同意者占4。(參閱表 3-11) 

的「您認為圖書館作業電腦化的效益是－－」回

答情形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同意「圖書館作業電腦化

的效益是提供快速的查詢服務」之人數；占總人數

之92；同意「圖書館作業電腦化的效益是加速處埋

作業」之人數，占總人數之94 ；同意「圖書館作

業電腦化的效益是改善作業流程」之人數，占總人

數之91；同意「圖書館作業電腦化的效益是館際合

作及資源分享」之人數，占總人數之90；同意「圖

書館作業電腦化的效益是減輕館員之工作負擔」之

人數，占總人數之67，顯示本調查問卷受試著認為

圖書館作業電腦化最大的效益為加速資料處理作 67



5. 參與自動化系統規劃工作之意願 

本項調查結果統計如下列各表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表顯示，絕大多數的受試者認為

本館參加圖書館自動化訓練之對象應為全體同仁，占總

人數之78，在各項訓練課程當中，以「圖書館自動化基

本概論」、「自動化作業管理」、「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介紹與比較」、「電腦基本概論」為受試者較感興趣之

課程，其中又以對「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管理」感興趣之

人數最多，占總人數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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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之社會地位; 

(2)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館員之社會地

位； 

(3)作業電腦化可以提升本館在市府之地位 

在「參與本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工作之意願」調

查當中，大部分的館員表示願意透過簡訊了解本館

自動化籌備小組之工作內容及動態，為了讓全體館

員肯分享小組之工作內容及進度，發行簡訊不失為

一溝通之管道，唯為使館員能了解最新之進度，簡

訊之發行週期以不超過一個月為宜。在調查中，我

整體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表顯示，有48%的人表示

願意成為籌備小組一員，不願意者僅占總人

數之9，表示無意見者占總人數之43；有 

59%的人表示願意了解籌備小組之工作內

容與進度，不願意者僅占總人數之2%，表

示無意見者占總人數之心有67的人表示希

望透過簡訊了解籌備小組之工作內容與進

度，有19 的人則希望透過館訊了解，另有9

的人希望籌備小組於館務會議中報告;有33

的人表示願意參與館員訓練規劃工作，有30

的人表示願意參與資料建檔工作，有23的人

表示願意參與書目主檔整理之工作;有29的

人對此問題未回答。 

(4)作業電腦化可以讓館員有發揮專業知識之

機會； 

(5)作業電腦化可以幫助館員學習新的知識與

技能； 

(6)作業電腦化不曾減輕館員職務之重要性 

(7)作業電腦化不會對館員造成恐懼感； 

(8休館推行電腦化作業計畫有其必要性； 

紉本館未來自動化系統應合理改變現行人工

作業方式； 

(一)本館自動化系統規劃及系統實施初期階段，

館員之工作量會增加； 

(二)願意接受自動化系統規劃及系統初期運作時

暫時增加之工作量的圖書館作業電腦化最大的效

益是加快作業處理速度。 

在「對圖書館自動化訓練課程之需求」調查

中，可以發現館員對訓練課程之需求是多方面及多

層次的，以往本館所自行規劃之訓練均屬基礎課

程，導致館員無法提昇其學習領域，故本館應再規

劃一套進階的、連貫的課程，以帶領館員進入更深

層之自動化作業探討與研究，．培養其系統分析、

規劃、及評鑑之能力，如此才能有助於解決本館現

階段推行自動化作業所面臨之人力問題。 

五 、結 論 

根據學歷及年齡調查結果統計表(表1-2；1-3)

顯示，本調查問卷有效樣本230人當中，有67%受

過專科以上教青，78%年齡在40歲以下，可見本館

館員素質已達相當水準，年齡結構亦相當年輕

化，此種現象有助於全館自動化共識與目標之建

立。在受試者以往之在職訓練調查當中，以受過

「圖書館自動化概論」及「電腦概論」者居多，

然人數尚未達50%，實有再全面推廣之必要，因為

此類訓練著重於自動化基本概念及電腦基本常識

之介紹，以期減少館員日後對電腦及自動化作業

之排斥，故其實施對象應為全體館員，尤其應包

括決策層之單位主管及行政人員。 

在「對本餡推行自動化作業之態度」調查中，

根據各項統計資料，顯示大部分受試者之心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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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發現願意參與資料建檔工作之人數達23 

%，願意參與書目檔整理工作者達23，可見願意

參與自動化作業系統建立過程中，最艱辛、耗

時、耗力的工作之館員亦不少。本館未來自動化

系統運作初期，建檔必然是一項工程浩大之基礎

工作，然有完整正確之書目主檔，才能支援各項

子作業，將圖書館各項功能完全發揮出來，故一

份周詳規劃之建檔計劃書是不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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