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2至 23年報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六十周年校慶，標誌著一個「甲子」的完結及新週期的開始。香港

以至全球在 2022至 23年均經歷重大轉變，社會的共同焦點由抗疫轉投至關注人工智能的變革

力量。中大圖書館繼續致力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5》之策略，緊貼《中大 2025》提倡

的關鍵領域。本年報重點帶出圖書館如何繼續與大學攜手合作，促進知識交流，以及各部門如何

準備迎接未來數年的機遇。本年報根據圖書館策略計劃的目標編寫：

教育—提升學生體驗

研究與創新—推進研究支援與數碼學術研究

資源—豐富館藏及培育員工

凝聚全球及校友—攜手並進

基礎建設—推崇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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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於 2022 至 23年慶祝啟用五十周

年。圖書館履行糅合實體與數碼服務的使命。大

學圖書館及分館總入館人次於今年增加 20%至

1,984,429。網上資源錄得超過一千七百萬次使用。

本年報詳述圖書館過去一年的具體變遷，包括從一磚一瓦、一紙一字等各方面持續改善設備及資

源。廣受歡迎的大學圖書館研討室以全新面貌開放，以多功能教學資源支持學術及學生社群。數

碼學術研究項目為傳承歷史的香港特藏注入全新活力。圖書館也繼往開來，致力推動與鞏固本地

及國際夥伴的合作關係。中大圖書館透過籌劃會面交流活動及大型特藏展覽體現大學「融會中國

與西方」的使命。

上述成就全賴優秀圖書館團隊同心同德，他們耐心而專業，攜手克服了年內多項艱辛挑戰，為此

我由衷感謝。我在 2023年 4月 6日就任大學圖書館館長。感謝巴勵志先生自上任館長李露絲女

士 2022年榮休後，擔任署理大學圖書館館長時的傑出領導。

一如既往，圖書館感謝中大全力支持各類項目，令跨學系學術發展得以力臻卓越。圖書館將於來

年繼續與持份者緊密合作，為更新本館 2025年後的策略計劃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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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教學服務，重點關注新興學習科技、創新教學法及教學評估　圖書館

於 2023年 5月 17日至 6月 30日舉行了「研究海報展覽」。二十位入選參

展者為研究內容發表口頭報告，其中七位獲頒最佳海報及簡報獎項。

入選展覽海報於大學圖書館展出。其中由醫學院參展者設計的亞軍海報於展

覽期間也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李炳醫學圖書館展出。

培養學生善用批判思維、掌握有效使用資訊的技能和習慣，以自信和實

力迎接未來挑戰　圖書館為兩科新設的通識教育課程提供支援。《認識中國》（UGCP1001） 

和《國家憲制秩序與香港》（UGCP1002）兩科課程報讀人數眾多，各自均有超過二千名學生

修讀，參考資料也超過一百種。就此，圖書館與大學通識教育部合作，確保為學生提供充足的

課程參考資料，並為紙本指定參考資料定下兩小時的借期，也就其中一科安排專用課程書目 

（ReadingList），方便學生直接從 Blackboard上獲取書籍資料。

在 2023年 3月 6日至 15日的電子資源週期間，圖書館舉辦了

八場線上工作坊，出席人數超過二百六十名。這些工作坊加深了

中大教職員和學生對各種豐富電子資源的了解，從而支援學習和

研究。

圖書館與大學核心課程《數碼素養與計算思維》（ENGG1003/ 

1004）的教學團隊緊密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筆記型電腦借

用服務。

教育 
提升學生體驗

4



確保實體與虛礙環境與服務多元共融，樹立正向圖書館體驗、促進學生

身心靈健康　圖書館的大學圖書館研討室和研究諮詢室翻新工程於 2023年春季完成。研討室

已成為靈活的多用途學習空間，適用於線上、現場舉辦和混合模式的活動，室內的多功能和技術

設備吸引了中大多個部門在圖書館舉辦學生及

公眾活動，年內使用者包括學生事務處、內地

及大中華發展處、研究院、文學院、社會科學

院和法學院等。研究諮詢室現已安裝隔音牆和

影視設備，支援線上小組會議和工作坊。

圖書館發展服務平台支援學生創業與創新、促進同儕互助與服務學習　由

圖書館和其他中大部門聯合主辦的第二屆數據黑客松（Data Hack）於 2023年 2月 17日至 19

日舉行。為提高參與者的數碼技能，比賽前特別舉辦了八場工作坊，內容涵蓋數據抓取、處理、

可視化和部署等主題。數據黑客松收到八十名學生和教職員報名，最後有五十人出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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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大研究成果的知名度，發揮研究影響力並回應全球學術傳播變化

開放取用出版　中大開放取用出版計劃（Open Access Publishing）與出版商安排更多「閱讀

和出版」協議，為中大社群爭取更多以開放取用出版的機會。參與的出版商從 2021至 22年度

的七家增至 2022至 23年度的十三家。該計劃廣獲社群關注，經該計劃出版而免除論文出版處

理費用的開放取用文章，從 2021至 22年度的 41篇增至 2022至 23年度的 168篇。圖書館將

積極接觸更多出版商，並向研究人員推廣有關開放取用的相關資訊，例如掠奪性期刊和版權等 

議題。

圖書館與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合作支援香港研究資助局的開放取用計劃。在研究人員的協助

下，兩個辦公室補充開放取用資訊，並驗證了 5500篇資助研究項目期刊文章的歷史記錄。這些

記錄可以在研究資助局資助論文資料通上公開取用，其中包括出版物詳情、項目標題、首席研究

員、通訊作者，及獲取全文的超連結等資訊。

機構研究管理系統　圖書館參與大學的研究資訊系統重建項目，重新審視研究資訊管理系統，

確定機構需求並推薦解決方案。在兩次學院諮詢和一次招標過程後，圖書館提出了一項解決研究

資訊管理系統問題的方案，該方案已獲通過。圖書館將繼續參與系統落實工作，並在與研究成果

相關的各個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數據遷移、清理和豐富、系統配置、工作流程設計、用戶教

育以及公用介面設計方面。

研究與創新 
推進研究支援 
與數碼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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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研究數據管理的支援服務　研究數據管理服務在 2022至 23年度繼續蓬勃發展。

中大研究數據庫經過一年試用後於 2022年 9月全面啟用。現時，中大研究人員可以自行管理

本身的數據集，用於出版或使用私人網址給同行評審。數據管理計劃服務（Data Management 

Plan, DMP）在 DMPTool平台上，已支援直接連接研究成果與有效的數位物件識別號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並包含相關資助資訊。

為配合研究型研究生和教學型博士生的新畢業指引實施，自學課程《研究數據管理基礎》在

Blackboard上推出。939名學生參加了課程，合格率為 97.4%。

為了提高各界關注研究數據，圖書館在 2023年 2月舉行了一系列推廣活動，慶祝一年一度的國

際盛事「愛數據週」。為了促進中大數據資源再利用，圖書館組織了第二期數據分析實踐機會。

四組共十名學生被選中完成自選項目，包括水墨畫的深度學習、《聲韻詩刊》的文本分析、《天文

評論》的自然語言處理，以及用於千足蟲基因組數據集的新穎德布魯因圖（De Bruijn Graph）組

裝器。

以創新數碼新服務促進跨學科學術研究　年內開展了兩項重要的數碼學術項目。

第一個項目題為「運用深度學習技術分析日佔時期英文報章 The Hongkong 

News 的報章標題」以資料探勘、數據可視化及故事敘述將報紙文章與當時

生活互相連結。第二個項目主要圍繞《香港早期小報》特藏，透過電腦視覺

工具從歷史報章擷取相片並編輯為線上相冊，展示二十世紀香港休閒和娛樂

活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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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典藏共推出了六個網上展覽，包括「南來文人．人文來南：嶺南文

人與百年香江文教展」、「NÀNG TỰ DO：園泉越營藝穗檔案及越南船民

在香港的痕跡」、「樂貫中西：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卞趙如蘭教授珍藏展」、 

「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武藝薪傳：螳螂拳黃漢勛宗師與新武

化運動藏品展」和「道外．道內：清代道教經典及科儀經籍展覽」。這些

展覽在 Kunstmatrix平台上推出，並收藏於「中大數碼典藏」內展示。

圖書館計劃於未來數年陸續增添更多昔日展覽，供大眾網上免費參觀。

圖書館數碼典藏於年內新增《香港特藏》，內含與香港有關或在香港出版的早期書籍、教科書、

期刊和海報。「國學餘音：學海書樓及其他國學講座錄音資料庫」是另一焦點數碼典藏。

數碼學術團隊一直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和服務，以推動數碼學術及數碼人文研究。團隊與人文學科

研究所合作籌辦活動，包括邀請傑出研究人員參與研討會、並提供相關研究獎助金和獎學金。

此外，團隊還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及古籍酷隊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舉辦中文文本識別工

具工作坊。圖書館重點活動包括 2023數據黑客松以推動數碼技能，還有由修讀《數位歷史學》 

（HIST4702）的學生所主持的數碼學術項目。數碼學術團隊還與亞洲藝術文獻庫合作，利用文獻

數據，為香港及華南地區息息相關的「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傳記數據庫」增添更多內容。為進一

步提升中大師生的數碼學術技能，團隊組織了有關 Python編程和中文文本挖掘的工作坊和培訓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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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夥伴　中大圖書館館長以隸屬大學聯盟的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副主席身份，於 2023

年 4月在澳門發表演講。中大圖書館採編及館藏發展主管則擔任聯盟秘書處成員。聯盟在會上討

論下屆青年論壇研討會於年末的籌備工作。

中大圖書館於 2023年 7月主辦了珠海和中大的數字人文學術會議，探討未來合作的機會。

全球知名度　中大圖書館館長文奈爾先生加入附屬環太平洋大學聯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APRU）的環太平洋圖書館聯盟（Pacific Rim Research Libraries Alliance, PRRLA） 

成為督導委員會成員。文館長自 2023年 8月起當選國際圖書館協會和機構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圖書館建築和設備界別成員。

中大與艾克斯馬賽大學（Aix-Marseille Université）就高行

健作品續簽合作備忘錄取得進展。中大與倫敦大學學院計劃

於 2023至 24學年舉辦開放科學網路研討會。

加州温德博物館向圖書館借用十六幅「越營藝穗」藏畫，於

2023年 4月 1日至 10月 22日舉行的Vietnam in Transition, 

1976-Present 展覽中展出。 D.Q.H., Untitled, 1988-1991, 
watercolour on paper

上校區圖書館致力與學院協作，舉行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

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主辦的 2022至 23年度「文學中大」徵

文比賽得獎作品展覽。

加強和促進可持續的夥伴合作關係

本地合作夥伴　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圖書館館長聯席會（The 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 JULAC）年內繼續以聯合採購為中心合作，並舉辦活動。聯席會亦為超過二十名圖

書館館員舉辦能力開發計劃。

凝聚全球及校友

攜手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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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學生擴闊國際視野、開拓更多職業發展機會　圖書館和策略活動及對外項目

辦公室主動聯絡校友會，並合辦 2023至 24 年度於中大舉行的教育高峰會。

圖書館秉承文化保育的使命，提供機會結

連大眾，增加使用者享受探索獨特館藏的

體驗。

新出版　為慶祝中大六十周年校慶，大學圖書館聯同中

國文化研究所及歷史系出版新書《融會中國與西方：香

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近代早期西方漢學要籍》。本圖

錄涵蓋從十五至十九世紀中葉的書籍、地圖和手稿，包

括詳細描述和插圖。

展覽　圖書館本年度舉辦各項豐富的展覽。

「融會中國與西方：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近代早期西方漢學要籍」（2023年 2月 6日至 9月

13日）。展覽突顯了早期中西關係中最重要的共同關注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的現代院

系建構。是次展覽透過中大圖書館日益增加的西方善本，展示中國和歐洲當時如何拉近兩者在地

理和文化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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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她這樣的一個作家：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西西藏品展」（2023年 3月 1日

至 10月 31日）。香港著名作家西西女士（原名張彥，1937至 2022）獲獎

無數，對文壇影響深遠，是很多香港文學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為紀念西西女

士，本展覽展出西西藏品，包括書信、手稿、照片、簽名本及手工作品等。

「大學圖書館五十周年館慶展覽」（2022年 12月 15日至 2023年 2月 15日）。

大學圖書館於 1972年 12月 15日啟用，半世紀以來作為中大最主要的圖

書館，館藏種類繁多，並提供先進設施和靈活學習空間。為慶祝大學圖書館

五十周年館慶，圖書館特設回顧展，讓中大人撫今追昔，展望未來。

第四個展覽「百年影像：湯姆森眼中的香港」已於 Google藝術與文化網上

平台推出，展示先驅攝影師約翰．湯姆森於 1868年拍下的香港風貌。展品

還包括於 2015年委託攝影師以湯姆森的視角捕捉現今香港的面貌，希望透

過一百五十年來香港的視覺對比加深大眾認識香港今昔。

獎學金　圖書館再次感謝匿名捐贈者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金禧天庶獎學金，每

年授予研究香港文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得獎者。本年度研究生得獎者為麥梓

晴小姐，獲獎論文〈論梁秉鈞詩作的藝術實踐—詩與畫作、文物、攝影的

互動〉；本科生得獎者為羅彥小姐，獲獎論文〈身份探索—論潘國靈《總有

些時光在路上》的旅行書寫〉。

11



大學檔案述說中大發展歷程

大學校史館　校史館於 2022年 5月下旬閉館進行大規模翻新工程，提升設施與空間運用。翻

新完成後帶來新的展品及更豐富的多媒體內容，訪客可以更深入了解中大的發展及成就。館內設

有大型投影模型，展示校園在過去六十年的演變。籌備過程中，由常務副校長和多位副校長組成

的指導委員會，就教育、科研和中國研究等方面的內容提出意見；

大學檔案並聯繫了九間書院、八個學院、二十多個學系和部門，徵

集歷史文獻和文物以供展出，部分珍貴資料將移交大學檔案作永久 

保存。

口述歷史項目　由文學院策劃的六十周年

口述歷史項目，訪問了六十位與中大有深

厚淵源的老師、同事和校友，藉著他們分

享的回憶和心得，從獨特角度展示中大跨世代的校園文化。大學檔案為這些記錄整理元數據，再

輔以大量珍貴歷史照片令內容更加立體和充實。通過圖書館部門的協助，五十二個錄影檔和八個

錄音檔已上載至圖書館數碼典藏供公眾查閱。

大學鑽禧活動　各中大部門相繼舉行活動慶祝大學創校六十周年。大學檔案為中國文化研究所、

傳訊及公共關係處、入學及學生資助處、校友事務處等部門提供研究支援、檔案資料和歷史圖片，

以配合宣傳活動和撰寫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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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全面擴展與深化館藏

重要捐贈　與去年相比，圖書館收到的贈書數量增加 49.3%（14,590項），謹此感謝盧瑋鑾教授、

劉以鬯先生、西西（原名張彥）女士、張漢明先生、袁效良先生、蘇文擢教授和蕭輝楷先生向圖

書館贈予珍貴收藏。

館藏投資　圖書資金預算為 161.36萬元，較去年增加 4.97%。與 2021至 22年度相比，圖書館

積極採用電子優先採購政策，電子版為採購的優先格式。

檔案館藏與特藏的發展　十一個檔案館藏的整理工作已告完成，這些館藏包括鮑漢琳戲劇資料、

陳秉昌書信文件、戴天書信文件、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資料、李君毅書信文件、屈志仁書信文件、

佘雪曼書信文件、舒明書信文件、溫健騮書信文件、楊金安書信文件，以及周懷璋書信文件。

圖書館將《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和《港澳期刊網》續步遷移至新平台。

確保本地歷史及文化記錄可供檢索和獲取　中大圖書館向 OCLC WorldCat數據庫貢

獻了共 4,290條原始書目記錄，並向美國國會圖書館名稱權威檔案提交了 191筆新的權威記錄，

履行作為名稱權威合作計劃（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 NACO）成員每年記錄貢獻

的承諾。

資源 
豐富館藏及培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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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證及讀者為本方式議決及評估圖書館各類服務

LibQual+問卷調查　圖書館定期以用戶調查的方式評估服務質素，包括於 2023年 3月 20日

至 4月 24日進行了第五次 LibQual+問卷調查。圖書館共收到 3,979份回應和 1,123條書面建議。

所有服務維度得分均較 2019年的調查有所提高。圖書館細閱和檢視所有回應，並就解決用戶回

饋事宜制定行動計劃。詳情可參閱圖書館問卷調查 2023網頁。

制定核心表現指標（KPI）圖書館評估委員會收集大量關於中大圖書館的績效和外部資料數
據，為圖書館管理層的決策提供資料。為確保核心表現指標能有效協助管理層作出相關資源配置

的決定，並適時向持份者交代進展，委員會已開始制定獨立標準以作未來報告用。

推動正向工作間、支援員工發展、肯定員工表現，從

而提升工作效能　圖書館活動工作組在全年籌劃多項活動，包括

情緒健康工作坊、冬日慶祝和夏日巡遊活動，以感謝員工不辭勞苦的

付出。明年將引入長遠行動以加強員工與管理層的雙向溝通，提升決

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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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設計、整合多元創科空間　除上述大學圖書館研討室的裝修工

程外，今年圖書館亦改善了不少服務使用設施。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戶

外閱讀區於 2023年 5月至 8月進行翻新。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於 2023年

夏季實施一系列維修改善項目，包括更換地板、更換展覽場地內的展板及優

化天台。醫學圖書館亦於讀者使用區加設了飲水機，並重新粉刷小組研討室

的牆壁。大學圖書館內數碼學術研究室亦完成升級電腦和電視牆設施，為使

用者提供方便舉辦研究活動的環境。

冀讓讀者公平使用圖書館

數碼無障礙　圖書館網站獲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頒發三連金獎。

發展圖書館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並在大學的網絡安全框架下工作　圖書館

於 2022年 8月啟用了遠程訪問的雙重驗證，以防止電子資源濫用和提高用戶帳戶安全性。圖書

館資訊科技團隊還與其他團隊合作，為大學推出全新虛擬私人網絡（VPN）作測試和準備，解決

虛擬私人網絡閱覽訂閱電子資源時產生的問題。為方便使用者，圖書館推出全新付款方式，包括

信用卡和各種電子錢包等。

基建建設 
推崇社會責任與
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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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　圖書館一直致力建立共融及無障礙的大學校園環

境，於大學圖書館增設自動門供使用輪椅及其他有需要之讀者使

用。而這項服務將擴展到更多圖書館分館。崇基學院圖書館內新

設的無障礙升降機已經完成安裝，於 2023年 4月投入服務。

實踐共融　圖書館為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英基學校協會（英

基）學生提供職業培訓機會，並藉此實踐推崇社會責任的承諾。

該名學生、英基以及圖書館相關接待部門均對這項目予以非常正

面和令人鼓舞的回饋。圖書館和英基將於 2023至 24年度繼續

攜手推行這個協作項目。

配合大學實現 2038年碳中和目標　大學圖書館及

所有分館內均設有環保雨傘除水器，取締提供塑膠袋盛載雨

傘的措施，從而提升環境可持續發展。圖書館榮獲大學「綠

色辦公室計劃」優異獎。研究及學習支援主管高宇女士及新

亞書院圖書館及聯合書院圖書館主管馬輝洪先生於 2023年 4

月在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年會及論壇上闡述中大圖

書館如何致力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此外，

圖書館館長在 2023年 6月的網絡研討會上向國際

圖書館協會和機構聯合會可持續社群發表「圖書館

的可持續性：建築、營運以及與使用者的夥伴關係」

演講。

圖書館與中大性 /別關注組合作，於大學圖書館、崇基學院圖書

館、新亞書院圖書館、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和學習共享空間五個

圖書館內的女洗手間，設置「月經用品分享盒」，藉此提升中大

人對月經用品的認知，同時促進成員討論如何開拓更多性別友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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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圖書館 2022至 23年度的成就全賴各部門的共同努力。圖書館將致力協助中大社群在香港

及大灣區繼續發揮其影響力，並保持與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和中大（深圳）等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

如報告所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策略計劃 2021-2025》內各個關鍵主題均有顯著發展。

圖書館作為服務提供者，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和期望是成功關鍵。從本館 2023年進行的問卷調查

結果可見，圖書館持續實踐使命備受肯定。然而，一如任何人力機構均有改進空間，本館將珍視

有待改進的範疇，並以此作為往後策略計劃制定回應行動的討論基礎。最後引述同學的一席話，

反思中大圖書館如何在一眾頂尖大學圖書館中穩佔席位。

「我喜歡中大圖書館。

對比其他我曾到訪過的頂尖大學圖書館，

我認為中大圖書館提供的服務非常優秀。

雖然考試期間人氣較盛，使用者較多時難免擁擠，

但是館內學習空間充裕，我非常享受這裡的氣氛。」

圖書館讀者，2023年 4月（LibQUAL+問卷調查）

文奈爾

大學圖書館館長

2023年 11月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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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

種類 東方語文 西方語文 總數

書 1,368,534 1,207,204 2,575,738

期刊合訂本 75,160 202,766 277,926

印刷本現刊 2,057 1,223 3,280

電子書 3,959,016 1,864,205 5,823,221

電子期刊 43,661 166,527 210,188

電子資料庫 223 1,195 1,418

圖書館館藏使用量

電子資料庫 * 8,219,793

電子書 * 1,557,064

電子期刊 * 8,255,669

電子音 /視頻點播 * 4,076

書、視聽資料借閱總數 283,919

圖書館讀者及訪客

入館人次 1,984,429

圖書館讀者登記總數 64,455

圖書館設施

座位 4,346

24/7座位 1,356

公用電腦 433

公用電腦登入次數 202,912

小組 /個人房間 110

小組 /個人房間預約 70,722圖書館活動

圖書館迎新 73

圖書館迎新參加者 4,712

圖書館講座 271

圖書館講座參加者 7,076

查詢 70,468

特藏使用人次 516

JULAC活動

申請 JULAC借閱證的中大使用者 5,276

申請中大圖書館借閱證的 JULAC使用者 2,610

由其他 JULAC圖書館向中大使用者借出
資料的數目 8,071

由中大圖書館向其他 JULAC使用者借出
資料的數目 9,179

圖書館數碼體驗

圖書館網站瀏覽次數 2,903,535

中大數碼典藏瀏覽次數 2,733,082

中大研究支援主頁瀏覽次數 399,736

中大檔案館藏主頁瀏覽次數 19,851

自學資源瀏覽次數（例如 LibGuides 
資源指引網頁、常見問題） 463,089

課程書目瀏覽次數 110,553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數據儲存庫瀏覽次數 28,741

* 只包括 COUNTER的使用量。COUNTER為計算網上資源使用量的
國際標準

中大圖書館 
統計數字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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