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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記述臺灣的學術圖書館發展概況。學術圖書館以大專校院圖書館

發展為主體，涵蓋時問由清朝至現代。中日戰爭後清廷戰敗割讓臺灣給日本。

日據時代 51 年間(1895-1945)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以及圖書館設置之狀況;臺

灣光復後(1945)至 2005 年臺灣大專院校圖書館發展現況，其中涉及圖書館法與

圖書館營運標準之研訂，圖書館組織與功能，館藏發展與圖書館服務等。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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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校圖書館

一、高等教育與圖書館發展概況

學術圖書館 (Academic Library )是指高等教育機構(含大學、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研究所、以及高等教育機構下之其他學術研究單位)之下所附設的

單位。其本身不是一個獨立自治個體，而是歸屬於其母機構中，必須回應其學

府環境與師生之需求。(註 1 )因此，圖書館的設置一向依附高等教育體制而存

在。本文所指的學術圖書館，即以大學校院及專科學校所設立的圖書館為主。

大專校院圖書館條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其組織規程設置。根據現有學

制，大專校院圖書館可區分為公、私立大學(含國立空中大學) ，公、私立學

院，公、私立專科學校，以及軍警校院等四種圖書館。

暸解大專校院圖書館的發展，可由高等教育發展的狀況加以探討。大專校

院經教育部依「法」核准設立，即應配合設立圖書館。茲先依臺灣高等教育發

展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敘述如下:

(一)日據時代(1895-1945 年)

卜設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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