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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化競爭，提升競爭力，走向知識型經濟，是大城市的生存之道，施政

報告朗朗上口。知識就是財富，圖書館就是寶藏。日本漫畫「圖書館戰爭」，以一

班青年男女捍衛圖書館資訊自由為故事，熱賣百萬本。然而，肩負著重大使命的

圖書館，作為世界級的大都會，香港的公共圖書管理卻遠遠落後，與時代嚴重

脫節！

三十年前標準回應現今需求

圖書館的數目，是按規劃署制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即每二十萬人口將

設立一所分區圖書館，目前全港共有六十六間圖書館及十輛流動圖書車，按政

府的說法，數目已符合標準。可笑的是，此準則訂於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來沒有

修改，過去三十年間，社會環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市民對圖書館的需求亦

由過往的消閒閱讀到今天的持續進修，自我增值。用三十年前標準回應現今需求，

分區圖書館的人口標準實有調整的理由。

公民零參與

在「圖書館戰爭」中，圖書館可號召青年人，投入捍衛圖書館。在現實世界中，也

有不少人認同圖書館的工作，希望協助圖書館的管理。然而，香港圖書館的義工

比例，遠遠落後於日本及新加坡等先進城市。館方的義務工作計劃，可參與的義

工不多，僅停留在介紹義工認識圖書館運作，保留著幾十年前的僵化官僚思維：

「義工唔專業」、「義工參與增加館方員工的工作量」、「他們攪亂現時系統」等等，

這都是康文署職員推搪義工參與的理由。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人口質素提升，大量六十多歲有心有力的退休人士，願意

義務在圖書館服務，只要康文署提供適當培訓，他們絕對能勝任，例如: 圖書館

導覽、給盲人閱讀書籍內容或錄製聲帶及為兒童說故事等工作。家有一老，如有

一寶，這些民間智慧，更有賴透過圖書館的平台，將他們的力量發揮。

管理封建  黑箱作業

社會不斷變化，而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卻如此僵化，相信與政府的黑箱作業，脫

離群眾，有相當大的關係。在二零零八年，政府推出地方行政改革，將地區層面

的圖書館設施交由康文署與區議會共同管理，本來是促使圖書館優化服務的契

機。然而，機制運作兩年，區議會能參與的，只限於運用區議會撥款改善圖書館



的設施和舉辦閱讀推廣活動，至於圖書館的管理，發展的方向，則一概免問。

最近康文署與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無聲無息地制定了《香港公共圖書館 2009 至

2018 年策略計劃》，為圖書館的未來發展定下長遠方向。康文署圖書館館長，會

為購買門口地毯的撥款，親臨區議會解說，但這樣重要的文件，區議會卻沒有

被列為諮詢對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內，亦沒有區議會代表。市民誤以為區議會

負責管理圖書館，寄望區議員能反映民意，但實情是，區議會負責出錢、出面

「揹飛」，卻無法參與圖書館實際的運作與長遠發展，這種有責無權的運作體制，

無論對公民參與、圖書館的發展、以及地方行政，皆甚為不利！

圖書館系統是城市中文化設施規劃的重要組成部份，香港要打造知識型的社會、

國際大都會，必先由圖書館做起，這些簡單的道理，難道民間要發動一場「圖書

館戰爭」，才讓政府聽得明白，促使圖書館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