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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強  許偉達 

         為了配合和支持粵港澳高校聯盟於 2016 年 11 月提出的"粵港澳一小時學術圈"，在澳門大學

圖書館倡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中山大學圖書館附議下，在 2017 年 6 月 6 日正式成立並簽

署合作協議，三校成立了「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聯盟首届理事會理事長由澳門大學圖書館

館長潘華棟擔任，副理事長則由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李露絲 

(Louise Jones)出任。聯盟的成立是為了推動三地共同邁向知識型經濟時代，深化三地學術交流和

合作研究，以團結粵港澳精英大學圖書館為目的，並為粵港澳三地的“大灣區” 城市群發展規劃

提供支援。目的是打造"一小時圖書館圈"。粵港澳三地其他的高校圖書館亦會被邀請加入聯盟。  

 

         而首屆「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年會暨館長論壇，由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主辦、澳門大

學圖書館承辦、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助及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支援，以

“跨區域圖書館聯盟：高效營運及未來展望＂為主題，有關論壇於 2017 年 12 月 13-14 日在澳門

大學圖書館順利舉行，邀請了葡萄牙、美國、澳洲各地專家學者，並有七十多名來自粵港澳三

地、江蘇省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直屬高校圖書館的專家和代表參加。會議開幕儀式邀請了澳門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曾冠雄代主任、聖約瑟大學校長代表 João Eleutério 教授、澳門大學圖書館潘

華棟館長、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劉麗芝副館長及中山大學圖書館周純副館長等擔任嘉賓。 

     

         會議第一天分了三個場次，每個場次有三位嘉賓發言，第一場次主要邀請到澳洲伍倫貢大學

圖書館館長 Margie jantti，她指出合作是一種共贏的方式。很多院校圖書館已有成立圖書館聯盟的

先例，例如 BOUNS+、ORCID、CAUL、IARLA。第二位發言的嘉賓是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圖書館

館長 Dulce Correia，她提出圖書館需要以用戶為本，根據用戶興趣和需求來發展，建立聯盟是應

對用戶需求變化快，投資新服務成本高的解決方案。第三位發言的嘉賓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圖

書館館長 José Augusto Cardoso Bernardes，他介紹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現況及目前面對的困難與挑

戰。 

     

         第二場次主要邀請到美國十大學術聯盟圖書館負責人 Rob Van Rennes，分享了十大學術聯盟

圖書館成功的經驗： 建議聯盟文化，關注成員需求，完善聯盟制度。同時參與成員應有參與聯盟

的明確目標和期望，積極參與，投入時間和金錢支持聯盟，與聯盟達成協議。 第二位發言的嘉賓

是葡萄牙米尼奥大學圖書館主管 Eloy Rodrigues 介紹了葡萄牙圖書館過去、現在、未來的合作方

式。過去圖書館的合作方式是開專業會議，現在是圖書館互聯網絡和聯合會實踐階段，在未來將

會建立葡萄牙學術圖書館互聯網絡。第三位發言的嘉賓是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圖書館主管 Tatiana 

Sanches，她指出合作與互聯的三個層面：聯網的國家—聯網的大學—聯網的圖書館人，並提出互

聯合作的優勢：更高效，更高知名度，更多的參與度，對環境有更好的適應力，對外界威脅有抵

抗力，更多的生存機會。 

 



        第三場次主要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主席 Louise Jones and Peter 

Sidorko，她們分享了 JULAC 的成功、機遇和挑戰，並給出建議： 巧妙分享，一次只做一件事，做

事要有統一標準，改善用戶體驗，對全球社區做出貢獻。另外亦分享了 JULAC 50 年學術圖書館合

作經驗。通過協作努力，JULAC 創造了一個通過提供創新服務來收集，管理和分享學術資源的環

境，從而加強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學術活動。第二位發言的嘉賓是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

煥文，他介紹了廣東省高校圖書館合作的回顧與展望。第三位發言的嘉賓是澳門大學圖書館館長

潘華棟，他介紹了澳門地區高校圖書館各有特色，團結起來可發揮更大作用。合作之後資料使用

總量提升，檢索成本下降，未來粵港澳高校聯盟建立的圖書館聯盟，可深化合作優勢。 

         是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各地館長相互交流的平台，並藉此汲取不同地區的經驗，啟發與會者

對圖書館相互合作的研究策略。同時，粵港澳三地的圖書館代表共聚一堂，就外地圖書館的聯盟

經驗進行研討，回顧了發展的歷程及未來計劃。與會者皆普遍表示，透過本次會議對外地圖書館

聯盟和合作有更深的了解，對將來的圖書館的發展和協作甚有幫助，但是由於會議以英文發表為

主，部份參會者吸收有點吃力，議程內容過於國際化，對於區內合作，未有藉此機會再進一步交

流，期盼日後再辦會議時，以粵港澳地區為主，了解三地資源，探討如何務實的展開合作機制、

合作項目及各階段的日程。 

 

圖片說明： 

1. 與會者與演講嘉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