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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一、 現況總述 

台灣地區之音樂資料館從民國七十四年開始，由於文化政策之影響、政府機

構業務之需要、民間力量之推動、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特色之發展等因素，而陸

續成立了台南市立藝術中心音樂圖書室、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室、台

北市立圖書館西湖分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資料中心、台灣戲劇館戲劇、高雄市

立中正文化中心音樂資訊館、南北管音樂戲曲館等音樂資料館。以上這些音樂資

料館皆屬於公部門機構，從其發展型態的分類上，可分為音樂圖書館（專門圖書

館）、音樂博物館與其附設之圖書室。同時，自民國七十八年開始，台灣地區規

模最大之私立音樂資料館－－洪建全視聽圖書館結束營運，自此對外開放之音樂

資料館步入公部門營運時期。 

（一）音樂資料館之自我定位 

由於目前各音樂資料館興起背景、成立目的不一，因此其各自的營運、發展

方向、定位也不盡相同。根據問卷調查，由表 34 顯示，各公立音樂資料館對於

其館於母體機構中的功能定位，以「支援機構蒐藏與保存物件、資料、檔案的功

能」和「促進機構與社區大眾善意、積極的關係」的比例最高各占 85.7﹪，其次

為「支援機構教育活動的計畫與實施」占 71.4﹪，「支援機構各單位的研究工作」

和「節省機構工作人員收集資料的時間」各占 42.9﹪。 

 

表 34  各公立音樂資料館在母體機構中的功能定位統計表 
功   能   定   位 次數 百分比 

支援機構蒐藏與保存物件、資料、檔案的功能  6 85.7 
促進機構與社區大眾善意、積極的關係 6 85.7 
支援機構教育活動的計畫與實施 5 71.4 
深化機構的展覽功能 4 57.1 
支援機構各單位的研究工作 3 42.9 
節省機構工作人員收集資料的時間 3 42.9 

                                                          製表人：黃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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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圖人：黃瑛琳 

（二）當前之困境 

    由表 35 顯示，各公立音樂資料館在經營管理上所遭遇的困難，依序為人力

不足、空間不足、經費不足、缺乏專業人員、專業圖書的獲得、典藏資料不足、

未獲本機構上級單位的重視、館舍過於老舊。 

    面對目前社會經濟的不景氣，各民營、公營機構也都採取裁員、精簡人事的

措施，人力不足的普遍現象，若以提高編制的方式來解決，較為困難；因此提高

業務處理的資訊化，以及加強運用義工協助業務的方式，應該是值得利用的方法。 

表 35  公立音樂資料館當前困境順序統計表 
當前困境 名次 

 
順序 1 
出現頻率 

順序 2 
出現頻率 

順序 3 
出現頻率 

順序 4 
出現頻率 

順序 5 
出現頻率 

順序 6 
出現頻率 

順序 7 
出現頻率 

人力不足 1 2 1 1     
空間不足 2 2  1 1    
經費不足 3 1 1  1    
缺乏專業人員 4 1 1  1    
專業圖書的獲得 5 1       
典藏資料不足 6  1 1    1 
未獲本機構上級 
單位的重視 

7     1   

館舍過於老舊 8      1  

製表人：黃瑛琳 

（三）未來經營之方向 

    由表 36顯示，各公立音樂資料館未來經營方向，依序為加強教育的功能，

加強收藏、保存的功能，加強研究的功能，往現代化資訊中心轉型。 

    從各館對於教育功能的重視，可以發現音樂資料館在台灣地區所扮演的角

色，主要在於教育活動的推廣。因此，必須加強與社區的互動，讓當地及附近

圖67  音樂資料館之自我定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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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人:黃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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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民眾都願意經常來參加活動，以發揮音樂資料館的各項功能；而且近年來

為了因應當前社會生態之驟變，政府大力推行「社區」的觀念，以作為社會重

整的基本單位。而「社區總體營造」這個理念，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郭禎

祥 1996：64）。因而，如何結合社區？使音樂資料館能融入社區居民的生活，

為極重要的課題。 

表 36  公立音樂資料館未來經營方向順序統計表 

未來經營方向 名次 順序 1 
出現頻率 

順序 2 
出現頻率 

順序 3 
出現頻率 

順序 4 
出現頻率 

加強教育的功能 1 5  1  
加強收藏、保存的功能 2 4 2   
加強研究的功能 3 2 1   
往現代化資訊中心轉型 4 1 1 2 1 

製表人：黃瑛琳 

二、經營管理上之改進方向 

（一） 組織與行政管理 

1.提高音樂資料館在組織中的地位 

    組織應分設多少層級取決於組織成員總數的多寡，然而當組織的層級數減

少，人力易於調配，互通有無；若組織層級數增多則反之。因此在各館人力不足、

經費不夠的情況下，提高音樂資料館在母機構中的組織地位，才能顧及整個機構

的政策和計劃。 

 

2.人力的充實 

    人力不足的現象，在現有的 7個館中有 4個館出現這樣的困境，這其中又以

缺乏專業人員為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專業人員的任用、在職人員的繼續教育與招

募具有專業知能的義工等解決人力不足的方法，必須根據各館的實際需要，配合

機構組織的經費預算、制度，妥善地運用。 

 

3.顧問組織的設置 

    設置顧問性質的組織，透過顧問們的意見，作為改進音樂資料館業務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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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顧問們的協助能正確而有效地知悉館方應提供那些服務，購買那些資料與設

備，使該機構全體職員及所有的讀者、觀眾皆蒙受其利。 

 

（二） 典藏研究 

1.使用空間不足之解決 

    7個館中有 3個館出現空間不足的現象，除了就現有的空間做儲存設備的改

善以外，如密集書庫的使用；或與母機構內其他辦公室的空間調整，都是暫時性

的解決方式。當然，若有足夠的經費能另覓場所，配合整體的規劃，為一個音樂

資料館量身訂做是最好的方式。 

    若是在使用設備空間的不足現象，可考慮如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資料中心一

般，增加視聽資料外借的部分，將可減少因例假日人潮遽增，使用設備不足的現

象減輕。 

2.資料蒐集型態之擴展 

    目前各公立音樂資料館對於一般音樂圖書、樂譜、期刊都有收集，但對於特

殊的音樂資料，如國內音樂家的手稿收藏、田野調查原始錄音母帶、個人遺世捐

贈的音樂書籍顯得不足，或是有接受捐贈，但並不能做有效的供大眾利用，在上

述這些音樂資料型態上，各館應可擇項辦理，以建立起本館的特色。 

 

3.典藏內容特色之建立 

    在音樂資料內容的收集上，目前 7個館中，除了台灣戲劇館、南北館音樂戲

曲館有其典藏上的特色外，其餘 5個館皆是以西洋古典音樂為最大宗。因此各館

在內容的蒐集方面，應能在此基礎上，擇一、二項為重點收藏，例如打破音樂學

術的主流，蒐集台灣、中國或西洋的流行音樂；雖然流行音樂在唱片行觸目可見，

但是若能日積月累的收藏，在收集的完整性上，唱片行應該是比不上，這樣對於

社會流行文化的脈絡研究，將可提供一處極佳的處所。或是對世界各民族音樂擇

項蒐藏，或是在特定器樂音樂的收藏上建立自己的特色，這樣不僅能建立本館的

典藏特色，對於有志於學術研究的讀者而言，也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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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採訪途徑之多元化 

    面對全球性經濟的不景氣，國內經濟低迷不振，各公立部門機構也都面臨經

費短缺的現象，除了有效運用經費外，節省經費開支也是一大技巧。在採訪的途

徑上，台南市立藝術中心音樂圖書室較其他各館有較多的優勢，因此其典藏資料

有一半是來自於接受贈送，無形中增加了館藏與節省了經費。應可多利用接受贈

送的方式增加館藏，例如發函各音樂性之相關機構或社團，希望能提供相關之出

版品，不僅能提高館藏量，而且對於贈送單位也是提高知名度的一個管道。 

 

 

5.書目資料之共享 

    目前各館在西文資料的分類方法使用上較不一致，分為杜威十進分類法、美

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或是將其翻譯為中文後，以中文之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

之。這些將不利於互通有無、共享書目資料，節省人力資源的原則；各個音樂資

料館間若能有一共同的準則，例如建立起電腦數據庫，以統一分類號，使各館在

資訊交流時，有一個統一的分類檢索語言，通過這一共同的檢索點去聯繫各館的

數據庫（郭旗 1993：91），這對於音樂資料之共享將是一大幫助。 

 

（三） 教育推廣與傳播行銷 

1.增加傳播管道 

    網際網路傳播媒介，為目前最具獨特優勢的傳播管道，然而各館也應顧及其

他習慣使用不同傳播管道的潛在觀眾，配合其他的傳統傳播媒介，例如本館相關

出版品、報紙、廣播、雜誌及近些年興起的地方有線電視以提高音樂資料館的使

用率。 

 

2.善用行銷策略 

    各館應對於參與活動群眾背景做了解，統計參與活動群眾背景，進而分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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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需求，兼顧組織本身的使命與宗旨，尋求如何從現有的資源中，或未來的計

畫中符合這些需求。也就是在組織使命與宗旨的考量下，建立以顧客為中心的行

銷，而非一味地強調以「顧客」為中心，而忽略了行銷真正要達成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