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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探討碩士教育價值之研究

王梅玲 a∗、張靜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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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探討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就業現況並評鑑碩士班教育價值，採問

卷調查，於 2018 年以網路發送六所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2011 年後碩士畢業

生。問卷調查就業現況、工作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與碩士班教

育價值。研究顯示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市場改變，圖書館工作者占

50.5%，就業擴大到更多資訊機構。碩士畢業生碩士班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程度

為 3.87(李克特 5 等評量)，研究與企劃類知能最高，其次個人管理類，資訊科技

類，圖書資訊學理論與服務類，行政與管理類。畢業生整體工作滿意度達中上滿

意(3.66)，對碩士班評鑑整體滿意度達高度滿意(4.15)，碩士班教育價值整體達中

上同意(3.89)。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認同碩士班教育價值，與碩士班滿意

度、專業知能應用及工作滿意度相關。

關鍵字：圖書資訊學教育、就業調查、碩士班評鑑、工作滿意度、成果評鑑；

臺灣 

一、前言

圖書資訊學教育是培養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才的主要途徑，以提升圖書館與

資訊機構服務，並促進圖書資訊學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是專業教育，係由

高等教育培育專業人員的教育形式，幫助學習者獲得專業實踐及行為所需的能力，

其目標為將專業學科的核心知識與價值觀納入，理解實務應用的核心概念、原則

與技術，獲得專業實務工作所需的專業能力，並承擔持續發展能力的責任（Gale, 
2007）。美國明定圖書館專業館員的資格取得，必須完成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認可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碩士教育

成為美國圖書館專業教育之基礎（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9）。 

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也是專業教育，開始於 1980 年臺灣大學成立圖

書館學研究所。1993 年，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率先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各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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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改名。現今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共有 6 校，包括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中興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與輔仁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隨著科技與生活的緊密結合，圖書資訊學教育除了培養圖書資訊學領

域的專業技能外，亦因應科技趨勢並掌握新知的潮流（林珊如，2016）。 

圖書館就業市場近年發生改變，圖書資訊學畢業生除了圖書館工作外，也到

圖書館以外就業市場發展。張淳淳（2008）探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畢業生就

業情況，觀察受到社會變遷與資訊網路科技的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及圖書資訊

專業人員的就業市場，呈現前所未有的新貌。她指陳臺灣的圖書資訊學教育問題，

自教育部取消部定核心課程標準後，各校有了相當大的發揮空間，卻缺乏核心價

值與遠景策略，也未依網路資訊社會之市場需求，發展出供應各種主題與各類資

訊服務專業人才的教育系統。此研究指出圖書資訊學教育供應與就業市場二者之

間發生不平衡。

王梅玲（2011）探討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從 1980 年到 2010 年的發

展，陳述碩士教育現況、發展歷史、課程發展與碩士論文研究。該研究分析臺灣

碩士教育面對數位時代競爭環境遭遇下列問題：(1)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缺乏專

業認可。(2)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缺乏核心價值共識。(3)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規模

小且未發展特色。(4)提供多元主題學程與課程但未衡量市場需求。臺灣圖書資訊

學碩士班學程發展多元主題，包括：圖書資訊學、檔案管理、資訊傳播、數位圖

書資訊學、數位出版，但各校並未考量市場需求，教育供應與市場需求未密切結

合。(5)未因應數位圖書館新典範而發展新型圖書資訊學教育。(6)徘徊在追求學

術品質與圖書館實務之間。(7)徘徊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整合及科際多元發展

的疑惑。圖書資訊學系所近年聘用許多來自其他學科背景的新教師，如電腦科學、

資訊管理，使教育與研究朝向多元發展。該研究發表至今，碩士教育是否因應改

變值得探討。

鑑於數位時代圖書資訊學界面臨重大改變，美國進行碩士班畢業生就業調查，

自 2010 年起，美國的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支持「圖書

資訊學工作就業 2」(Workforce Issues in LIS2, 簡稱 WILIS2)系列研究計畫，調查

圖書資訊學畢業生與專業人員意見(Marshall, et al.,2010)。臺灣也進行過圖書資訊

學系所畢業生就業調查，楊美華（1997）研究高級圖書館人才生涯發展；胡歐蘭

（1998）調查臺灣圖書資訊學人力資源現況；柯君儀與王梅玲（2007）調查碩士

班畢業生工作情形，張淳淳（2008）追蹤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學士班畢業學生就

業情形。時隔十餘年，科技進步與社會變遷，形塑圖書館與資訊機構新環境，對

畢業生的就業現況也有調查必要，同時也須在評鑑機制基礎上，藉由畢業生觀點，

探討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的成效與價值。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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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期望探討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就業調查與碩士班評鑑，以提供碩

士班經營改善參考。碩士班評鑑有助於檢視碩士班對學生的助益與職場應用，並

期提升學生專業能力與改進碩士教育。本研究以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為研

究對象，主要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就業現況、專

業知能在工作應用與工作滿意度。(2)探討畢業生對碩士班滿意度與價值看法。(3)
探討畢業生就業知能與碩士班教育價值之相關度。(4)探討各校圖書資訊學碩士

班畢業生對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價值看法差異。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相關的重要文獻包括二方面：圖書資訊學專業能力與畢業生就業，以

及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評鑑，回顧與評介重要文獻，以為本研究設計的參考。

(一)圖書資訊學專業能力與畢業生就業

自 1970 年代開始，英美著手圖書館與資訊服務人力資源的政策制訂和市場

調查，並提供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參考及規劃。Moore(1987)提出〈圖書館員與資訊

人員新興市場〉報告，由於英國原有的就業市場競爭激烈，促使圖書資訊學畢業

的學生朝新興市場發展，但畢業生所學的不見得能符合新興市場的需求，該研究

不僅檢討了圖書館員與資訊人員人力需求，且建議圖書資訊學系所應要重新規劃

課程，以培育學生具備適當的知識與技能以符合新興市場的需要。Griffiths 與

King(1986)發表〈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育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依據能力本位教育理論，對 100 餘個圖書館與資

訊單位進行調查，分成學術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專門圖書館、資

料庫製作者、資料庫發行/服務、資訊中心/交換中心、紀錄與資訊管理師、檔案

/博物館/特種館藏、資訊分析中心、資訊服務公司、圖書館自動化供應廠商 12 類

圖書館與資訊工作；就 22 種圖書館與資訊作業功能，從不同的圖書館員層級，

再依專業能力與一般能力，列舉出圖書館與資訊人員 8,800 項專業能力說明，最

後並對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新方向提出建議。

專業教育旨在培養專業人員所需的專業能力 (Competencies)，包括專業知識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專 業 技 能  (Professional Skills) 、 與 專 業 態 度 
(Professional Attitude)。圖書館員專業能力養成是圖書資訊學教育的主要目標，美

國圖書館學會研訂＜圖書館事業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
提出圖書資訊學系所畢業生與圖書館員需具備的八大領域和 40 項能力指標，包

括下列八大能力領域：(1) 專業的基礎；(2) 資訊資源；(3) 記錄的知識和資訊的

組織；(4) 科技知識和技術；(5) 參考和讀者服務；(6) 研究；(7) 繼續教育與終

身學習；(8) 行政與管理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9)。英國圖書館與資

訊專業學會公布＜專業知識與技能基石＞(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ase,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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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PKSB)，反映圖書館、資訊與知識機構所需專業技術以及一般業務技能，涵

蓋倫理與價值；並分專業知識與一般業務技能二部分(CILIP, 2019)。臺灣近年也

探討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如王梅玲、劉濟慈（2009）的研究；國家圖書館（2013）
＜臺灣公共圖書館人員專業知能研訂芻議＞；國家圖書館（2016）＜臺灣大學圖

書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研訂芻議＞。上述研究說明專業能力是圖書資訊學教育教

學與課程重要依據。

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就業調查是反映教育供應與市場需求的重要機制。楊美華

（1997）探討臺灣高級圖書館人才的生涯發展與人力之運用研究，對生涯規劃、

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學用配合、投注感與人力資源進行了研究。該研究顯示

有 82%的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從事圖書館相關的工作，一半以上的人選擇圖

書館工作的理由是「學用配合」與「符合興趣」，該研究提出圖書資訊學畢業生

對其碩士教育應加強的知能建議，如網路資源、資訊檢索、參考諮詢、溝通技巧，

也建議有專門學科背景，並建議對電腦科技等技術也應熟悉。

柯君儀、王梅玲（2007）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工作能力

需求與學校課程供應之現況，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 6 所圖書資訊學校在 2001
至 2005年碩士畢業生的就業情形及工作能力需求，以探討碩士畢業生就業市場、

工作能力需求是否與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平衡。研究發現：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

生在圖書館機構就業佔 64%，並出現工作新興市場，包括九大類：教育機構；政

府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博物館、美術館與檔案館；圖書館資訊整合系統公司；

電腦公司；通訊/網際網路業；大眾傳播業；自行創業。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的

工作能力需求涵蓋圖書館與資訊服務專業、教學與研發、科技與管理、個人能力

四大類 42 項能力。碩士畢業生欠缺的工作能力以科技與管理及個人能力為多，

六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與工作能力需求未達平衡。經過十多年，如今為網路

社會，發生許多變革，圖書資訊學工作就業市場是否改變，值得探討。

美國近年進行圖書資訊學生就業現況調查系列研究。Marshall,et al. (2010)的
「圖書資訊學工作就業力 2」(Workforce Issues in LIS2, 簡稱 WILIS2) 研究計畫，

從 2009 年到 2010 年，邀請 31 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每班隨機選取 250 名過去

五年畢業碩士生，共 3,507 位學生參加。WILIS2 研究主要探討圖書資訊學碩士

班評鑑與畢業生的工作經驗。在碩士班評鑑中，蒐集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畢業生在

工作時應用知能、工作準備度、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品質評價看法。該研究顯

示 93%的畢業生有工作，約 5%受訪者沒有但在找工作，3%是沒工作且未找工作；

80%的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在圖書館以外工作的畢業生有 65%表示他們在工作

中會應用圖書資訊學知識技能。33%畢業生在學術圖書館工作，32%在公共圖書

館、21%在學校圖書館/媒體中心；其他在高等教育機構、非營利組織、政府機構

和檔案館工作。畢業生評價圖書資訊碩士班培養知識和技能在以下領域最有用：

圖書資訊學基礎知識；資訊搜尋；倫理；圖書資訊學價值與原則；智識自由。畢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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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評價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滿意度高，平均是 7.6 分(總分 10 分)。畢業生最喜歡

的工作依序是：學術圖書館館員、參考館員、公共圖書館館員、學校圖書館/媒體

專家。87%畢業生滿意他們的工作，僅 6%準備離開圖書館工作；87%畢業生會鼓

勵他人選擇圖書資訊學作為工作職涯。

上述文獻顯示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比例，在各國與不同年

代表現不同，我國 1997 年為 82%，2007 年降為 67%，美國在 2010 年有 80%的

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臺灣近年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樣態為何，與前三項

研究有何異同，也引起研究者探索的好奇。

(二)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評鑑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為確保教育品質，需要評鑑制度，教育學程的評鑑機制

有助了解教學的效益與影響，評鑑方式有多元，如認可制度(Accreditation)，教育

方案評鑑等。美國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採用認可制度，專業圖書館員條件是獲得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認可學校之碩士學位

者。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主要由美國圖書館學會設置認可委員會，負責教育

認可相關事宜，依據〈圖書館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認可範圍涵

蓋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的大學與學院，有 62 所學校獲得認可（ALA, 2019）。 

英國圖書館與資訊專業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簡稱 CILIP)主要負責該國圖書資訊學認可，以維護圖書資訊學教育

品質。英國圖書資訊學認可制度的實施，係由圖書館與資訊專業學會對於圖書資

訊學校的課程依據標準進行認可，目前通過認可的英國圖書資訊學系所，涵蓋大

學部 7 校與碩士班 17 校（CILIP, 2019）。 

Kirkpatrick(2006)主張教育訓練課程要檢討實施效率，必須設立評鑑機制，並

提出教育訓練評鑑模式 Kirkpatrick Model。教育方案評鑑是了解教育方案成效，

以及需要改進之處，目的是判斷教育方案是否達成目標；可以蒐集資訊以評鑑教

育的成效；鑑定學習者的績效；評鑑投資的價值；並提供教育方案改善依據。教

育方案與碩士教育評鑑應有一套程序，從學習者的反應、學習、行為與結果四方

面評鑑，以決定教育成效。此外，相關的因素會影響教育評鑑，包括課程提供，

教師的品質，教師教學的有效，學生的知能是否改變與提升。Kirkpatrick 主張教

育方案的評鑑分為四層，第一層是反應(Reaction)，評量學生對教育方案的反應，

即學生的滿意度。第二層是學習(Learning)，評量學生參加教育方案而增進的知識

與技能的程度。第三層是行為(Behavior)，評鑑學生參加教育方案後的行為改變

程度。第四層是結果(Results)，學生參加教育方案發生的影響與結果。圖書資訊

學碩士教育應以學習者為中心進行評鑑，從學習者的反應與學習成果研究，以評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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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教育的成效。

Warraich & Ameen(2010)探討巴基斯坦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就業力與碩

士班學習成果，以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碩士畢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對

就業市場薪資的看法，選擇圖書館學作為專業原因，畢業後工作時知識應用情形，

以及對碩士班課程的滿意度看法。該研究由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圖書資訊學

碩士班對 2008 年至 2010 年畢業生發送電子問卷，發出 80 份問卷，回收 58 份，

回收率 72.5%。研究結果顯示畢業生投身於圖書館專業主要因為家人推薦，較好

的工作前景，以及對圖書與閱讀熱愛。有關畢業生對碩士班學習成果，較滿意的

項目有：圖書館服務行銷、資訊技術知識、實習、圖書館自動化、人力資源管理。

學習成果較普通滿意：在挑戰的環境工作的能力、道德價值的看法、將知識應用

實務的能力、參考服務與資源、獨立思考、館藏管理、圖書館管理、數位圖書館、

口頭溝通、書面溝通、軟體應用能力。學習成果較不滿意有：專案管理、硬體應

用能力、編目、分類。畢業生對碩士班感到不滿意，同時對於工作滿意度也不高。

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可提供圖書資訊學學程的反思與改進機會。

Mehdinezhad (2011) 探討師範教育學程評鑑，涵蓋下列問題：(1)師範碩士教

育畢業生與學院四年級學生評價，教育碩士班的重要性與效率如何？學生年級、

性別、與年紀看法有無差別？(2)師範碩士班教育畢業生與四年級生評價教育碩

士班訓練的品質如何？(3)畢業生與學生對於師範教育品質評鑑的重要性與效率

有何相關？ (4)畢業生對工作經驗是否改變其原來教育的看法？研究者研訂師

範碩士 16 項專業知能，包括：批判思考技能，溝通技能，倫理認知，課程與教

學知識，教師角色與教學知識，評量技能，繼續專業發展，主題學科知識，學習

環境知識，應用教育科技，整體評分。作者研定師範碩士教育的品質指標，可做

為碩士班評鑑參考，包括下列指標：(1)學程教學品質，(2)教師主題知識，(3)課
程目標與要求需清楚，(4)課程內容，(5)系上指導老師的輔導，(6)師資培育課程，

(7)教導方法，(8)測驗與評分，(9)通識課程要求，(10)增進自我了解機會，(11)與
其他同學合作機會，(12)增加課外活動機會，(13)參加老師研討會，(14)課程時間

方便性，(15)班上同學數目多寡，(16)整體師範碩士班品質。該研究運用師範碩士

教育專業知能與教育品質指標，進行師範教育學程評鑑研究，並證明師範碩士班

教育品質的重要性與成效相關。

本研究旨在探討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評鑑，以畢業生為中心，探討其畢業後專

業知能工作應用與對碩士班評鑑，採用教育方案評鑑的 Kirkpatrick Model，應用

第三層畢業生工作行為改變程度，與第四層畢業影響與就業結果，主要研究畢業

生工作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與碩士班教育價值評鑑，將參考

Marshall et al. (2010)與 Mehdinezhad (2011) 等文獻。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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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就業現況、

專業知能在工作應用與工作滿意度。(2)探討畢業生對碩士班滿意度與價值看法。

(3)探討畢業生就業知能與碩士班教育價值之相關度。(4)探討各校圖書資訊學碩

士班畢業生對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價值看法差異。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建構圖書

資訊學碩士班評鑑模式，由碩士班畢業生評鑑，包括畢業生工作就業與碩士班教

育價值評鑑兩部分。畢業生工作就業包括：就業機構、薪資、工作職等、碩士班

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與工作滿意度。碩士班評鑑包括：碩士班滿意度與碩士班

教育價值，研究架構圖參見圖 1。

本論文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架構參考 Marshall et al. (2010)WILIS2 研究，

Kirkpatrick Model，與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相關文獻，整理發展成問卷的圖書資

訊學專業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及碩士班教育價值評鑑四部份

問項。碩士畢業生的基本資料(性別、畢業學校等)為自變項，工作滿意度、 碩士

班滿意度、碩士班教育價值等變數為依變項。 

 

圖 1 本論文研究架構圖 

Marshall,et al. (2010)探討美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對於碩士班評鑑，發

現畢業生從碩士班習得能力愈多，評價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滿意度愈高，畢業生

圖書資訊學 
碩士畢業生 

圖書資訊學 
碩士班教育

價值

碩士班

滿意度

工作 
滿意度

專業知能 
工作應用 H1 

H2

H3 

H4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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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工作比例高且多數對工作感到滿意。本研究參考上述文獻的理論，針

對研究目的對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對碩士班評鑑提出下列五項研究假

設：

H1: 畢業生工作知能應用程度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相關。 
H2: 畢業生的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相關。 
H3: 畢業生的碩士班滿意度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相關。 
H4: 不同工作機構（圖書館與非圖書館）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工作

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滿意度不同。

H5: 不同學校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工作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與碩

士班滿意度不同。

(二)資料蒐集與研究工具

本論文受限於人力與時間，調查對象以臺灣地區六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

2011-2018 年畢業生為主，未涵蓋六校在學碩士生、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碩士班

畢業生、以及六校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 

本論文的「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工作就業調查與碩士班評鑑問卷」

參考下列文獻：Marshall, et al. (2010)，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9) 
〈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CILIP(2012)〈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ase〉，國家圖書館(2016)的〈臺灣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研訂芻

議〉、王梅玲、劉濟慈(2009)的館員核心專業能力。問卷分為五部分：第一部

分、基本資料，包含性別、畢業年份、年齡、系所名稱。第二部分、工作與職

務，包含工作現況、工作單位、工作職稱、工作內容、薪資。第三部分、圖書

資訊學知能工作應用。第四部分、工作滿意度，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評分，非

常不重要（非常不同意）1 分，不重要（不同意）2 分，普通 3 分，重要（同

意）4 分，非常重要（非常同意）5 分。第五部分、碩士班評鑑，包含碩士班滿

意度、碩士班教育價值評鑑。

本研究問卷建構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在工作應用能力指標，主要參考下列

相關文獻：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2016)；
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經過問卷前測，發展成五構面 27 指標，

包括圖書資訊學理論與服務 8 指標、個人管理 7 指標、資訊科技 6 指標、研究

與企劃 3 指標、行政管理 3 指標，參見表 1。 

表1 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指標 
構面 指標 參考來源

圖書資訊學 1. 圖書資訊學專業基礎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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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服務

(8) 
圖書館，2016；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2. 資訊資源與館藏管理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

圖書館，2016 

3. 圖書資訊學倫理與價值 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

2016；Marshall, et al., 2010 

4. 圖書資訊事業發展相關

資訊之理解

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

2016 
5. 資訊服務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 

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6. 資訊組織(如編目、分

類、詮釋資料等)
ALA,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 
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7. 使用者研究與資訊行為 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

2016；CILIP, 2013 

8. 不同使用族群服務 王梅玲、劉濟慈，2009；Marshall, et al., 

2010 

個 人 管 理

(7) 
9. 溝通與人際關係 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

2016；CILIP, 2013 

10. 團隊合作 Marshall, et al., 2010 
11. 問題解決 王梅玲、劉濟慈，2009；Marshall, et al., 

2010 
12. 行銷推廣與公關 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

2016； CILIP, 2013 

13. 領導力 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14. 批判性思考 前測 

15. 管理創新與變革 前測 

資 訊 科 技

(6) 
16. 資訊科技與應用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

圖書館，2016；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17. 掌握資訊科技新發展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 

CILIP,2013；Marshall, et al., 2010 

18. 資訊素養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

圖書館，2016 

19. 資訊搜尋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
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20. 資訊社群媒體與經營 CILIP, 2013 

21. 程式撰寫 前測

研究與企劃 22. 規劃與計畫書撰寫 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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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 資料收集與分析報告 ALA, 2009；CILIP, 2013；Marshall, et al., 

2010 
24. 研究與評鑑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

圖書館，2016；CILIP, 2013 

行政管理能

力(3) 
25. 行政管理 ALA, 2009；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

圖書館，2016 

26. 圖書館政策、法規、標

準

王梅玲、劉濟慈，2009；國家圖書館，

2016 
27. 經費預算與財務管理 前測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對碩士班評鑑，包括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

度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等三構面。工作滿意度構面參考 Marshall, et al.(2010)，柯

君儀、王梅玲(2007)二份文獻。碩士班滿意度構面參考 Mehdinezhad( 2011)修改

而成。碩士班教育價值構面參考 Marshall,et al.(2010)，Kirkpatrik(2016)二份文獻

理論修改而成，參見表 2。 

表2 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評鑑研究架構 
構面 指標 參考來源 
工作滿意度 1.目前的工作符合自己的理想 

2.總體而言，我對工作內容感到滿意 
3.總體而言，我對圖書資訊學感到滿意 
4.我喜歡成為資訊專業人士 
5.若是再重來，我會選擇相同的工作 
6.我鼓勵別人選擇圖書資訊專業作為職業 

Marshall, et 
al.,2010；柯君

儀、王梅玲，

2007 

碩士班滿意度 1.教職員品質 
2.課程目標明確 
3.主修課程內容 
4.測驗與評量

5.自我探索機會

6.與其他學生團隊合作的機會

7.參與課外活動

8.課程時程安排

9.教室空間設備

Mehdinezhad, 
2011 

碩士班教育價

值

1.碩士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我的工作

2.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有好的工作表現

3.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獲得好的薪水待遇

4.碩士學位可以增進我對工作的滿意度

Marshall, et al., 
2010; 
Kirkpatrik, 2016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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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問卷蒐集對象係參考國家圖書館（2017）《中華民國一 O 五年圖書

館年鑑》的圖書資訊學系所名錄，問卷發放對象為臺灣地區 6 所圖書資訊學碩

士班 2011~2018 年畢業之碩士生。本研究於 2018 年 4 月至 5 月間進行問卷調

查，以網路發送輔以紙本問卷。6 所碩士班包括：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

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有關問卷調查資料分析，本論文將回收問卷進行編碼電腦建檔，利用 SPSS 
22.0 進行資料統計，先進行信度分析確保問卷可信，再進行問卷結果描述性統

計，其次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變異數分析（ANOVA），觀察不同受試者群

組的差異，最後進行相關分析，分析檢視變數的關係。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發送 495 份問卷，回收 182 份，填答率為 36.36%。為避免各校資料

敏感，將六校以代碼標示，各校填答如下：AU 回收 18 份、BU 發回收 39 份、

CU 回收 68 份、DU 回收 21 份、EU 回收 19 份、FU 回收 17 份，BU 與 CU 畢

業生填答最多，參見表 3。 

(一)基本資料 

有關受測畢業生基本資料，女性多於男性；以 20-30 歲最多，約佔五成；年

資分布較平均，但 10 年以下約佔八成；畢業年份分布平均，近三年畢業約佔六

成；大學就讀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比例約 1：1，表示非圖書資訊學之大學生就讀

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比例增多。問卷填答者為近七年畢業生，年資大多在 10 年內，

參見表 3。 

表3 受測者基本資料 N=182 
項目 次數（%） 

畢業學校 AU 18(9.9%) 
BU 39(21.4%) 
CU 68(37.4%) 
DU 21(11.5%) 
EU 19(10.4%) 
FU 17(9.3%) 

性別 女 139(73.1%) 
男 49(26.9%) 

年齡 20-30 歲 90(49.5%)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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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歲 63(34.6%) 
41-50 歲 19(10.4%) 
50 歲以上 10(5.5%) 

年資 1 年以下 31(17.0%) 
1-3 年 53(29.1%) 
4-10 年 66(36.3%) 
11-20 年 19(10.4%) 
21 年以上 13(7.1%) 

畢業年份 2011 32(17.6%) 
2012 7(3.8%) 
2013 18(9.9%) 
2014 17(9.3%) 
2015 24(13.2%) 
2016 30(16.5%) 
2017 46(25.3%) 
2018 8(4.4%) 

大學主修圖書資

訊學 
是 97(53.3%) 
否 85(46.7%)

本研究信度檢驗採用 Cronbach’s Alpha 係數，信度係數介於 0.7 以上代表

量表具有高信度，本研究問卷各問項構面均在信度 0.8 以上，表示具備可信賴，

有關碩士畢業生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信度分析，整體信度為 0.949、圖書資訊學

理論與服務構面為 0.919、資訊科技構面為 0.863、研究與企劃構面為 0.873、行

政與管理構面為 0.757、個人管理構面為 0.903、工作滿意度信度為 0.843、碩士

班滿意度信度 0.909、碩士班教育價值信度 0.845。 

(二)就業現況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現況，182 位受測者有 169 位就業，就業率

高達 92.9%，服役者 5 位(2.7%)，待業者（包含正在準備考試與準備繼續深造等）

4 位(2.2%)，學生（全職）2 位(1.1%)，在職進修者 1 位(0.5%)。有關畢業生工作

機構分布，圖書館工作有 92 位(50.5%)，其中學術圖書館 47 位(25.8%)，公共圖

書館 15 位(8.2%)，其他圖書館 30 位(16.5%)。畢業生在非圖書館工作者有 90 位

(49.5%)，其中文教機構 36 位(19.8%)，電腦網路公司 23 位(12.6%)，其他 15 位

(8.2%)，非營利組織 7 位(3.8%)，出版/代理商/書店 5 位(2.7%)，檔案管理 4 位

(2.2%)。畢業生在其他機構工作，包括電信業、商業公會、傳統製造業、金融業、

藥廠、旅行社、醫院、汽車公司、光電產業、科技業、軍警。本研究顯示圖書資

訊學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佔 50.5％，相較柯君儀、王梅玲（2007）研究的 67%，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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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更少；49.5％人在其他機構工作，並以文教機構與電腦網路

公司為大宗，參見表 4。 

表4 工作機構類型 N=182 
機構類型 人數（%） 

圖書館相關

92(50.5%) 
學術圖書館 47(25.8%) 

其他圖書館 30(16.5%) 
公共圖書館 15(8.2%) 

非圖書館相關

90(49.5%) 
文教機構 36(19.8%) 

電腦網路公司 23(12.6%) 
其他 15(8.2%) 
非營利組織 7(3.8%) 
出版/代理商/書店 5(2.7%) 
檔案管理 4(2.2%) 

總計 182(100%)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工作職稱，半數擔任基層工作(105 位，57.7%)，
包含館員、職員、替代役等；25 位(13.7%)擔任主管/主任/組長、經理、管理師等；

21 位(11.5%)任文書助理、專案助理，研究助理；13 位(7.1%)從事程式設計師/系
統分析師，商業分析師；文教機構 11 位(6%)，包含中小學與大學教師等，從事

教育工作；2 位(1.1%)任館長/董事長/最高負責人，機關首長。其他包含學生、專

業考生、基層員警。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工作內容，此題為複選題，前六類最多：一般行

政，78 位(43.1%)，參考服務/推廣/學科館員 54 位(29.8%)、行政管理 54 位(29.8%)、
閱覽典藏 40 位(22.1%)、編目/分類/索引 38 位(21%)、教學 35 位(19.3%)。其他

是：期刊管理 32 位(17.7%)、採訪/徵集 31 位(17.1%)、自動化與資訊系統管理 30
位(16.6%)、數據分析與管理 29 位(16%)、網頁設計維護 28 位(15.5%)、企劃與行

銷 26 位(14.4%)、資料庫維護開發 24 位(13.3%)、檔案管理 22 位(12.2%)、學術

研究 20 位(11%)、多媒體影音資源 18 位(9.9%)、數位學習 17 位(9.4%)、系統分

析/程式設計 15 位(8.3%)、資料修復與保存 10 位(5.5%)。以及其他工作包含專案

管理、系統流程規劃、支援公司活動、場地管理、生產與業務銷售等。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薪資，畢業生月薪以 32,000 元到 45,000 元為多

(100 位，55%)；其次為 50,000 元以上，47 位(25.8%)；其次為 2,8001~32,000 元

有 15 位(8.2%)，45,001~50,000 元共有 13 位(7.1%)，28,000 元以下 7 位(3.8%)。 

(三)畢業生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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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畢業生自碩士班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看法，本研究採用專業知能五構面

27 項指標，受測者整體看法平均為 3.87，顯示畢業生自碩士班學到的知能應用

在工作未達高度同意。畢業生工作應用最多專業知能為「研究與企劃類」4.03，
其次是「個人管理類」4，其次「資訊科技類」3.99，而「圖書資訊學理論與服務

類」3.88，「行政與管理類」3.47，同意最低，參見表 5。 

表5 畢業生專業知能在工作應用看法 N=182 
平均數 標準差

A 研究與企劃 4.03 0.77 
B 個人管理 4.00 0.62 
C 資訊科技 3.99 0.64 
D 圖書資訊學理論與服務 3.88 0.77 
E 行政與管理 3.47 0.90 

總計 3.87 0.58 

有關畢業生專業知能在工作應用看法排名。27 項專業知能應用平均值高於

4 分有 12 項，顯示畢業生最同意在工作應用的專業能力依序為：C19.資訊搜尋；

A23.資料收集與分析報告；B11.問題解決；B10.團隊合作；C18.資訊素養；B9.溝
通與人際關係；C16.資訊科技與應用；C17.掌握資訊科技新發展；D 5.資訊服務；

B15.批判性思考；D7.使用者研究與資訊尋求行為；A22.規劃與計畫書撰寫。「C21.
程式撰寫」的同意度最低，2.80。 

有關開放式問題回應，畢業生建議需要加強培養的工作知能，包括：「外語

能力」、「耐心」、「專案管理」、「求知慾」、「表達能力」、「抗壓性」、「創意創新」、

「臨場反應」、「協商能力」、「情緒管理」、「細心」、「美編能力」、「課程設計的能

力」、「數據與資訊科學」、「閱讀理解素養」、「知識管理能力」、「編輯出版能力」、

「建築空間規劃能力」等。 

(四)工作滿意度

有關工作滿意度看法，受測者總體平均為 3.66，顯示碩士畢業生對工作未達

高度滿意，對於選擇圖書資訊學事業為職業認同低。最高工作滿意度為「我喜歡

成為圖書資訊專業人士」3.91；其次為「總體而言，我對圖書資訊學感到滿意」

3.78；「我對工作內容感到滿意」3.73，不到 4 分；「若是重來，我會選擇相同的

工作」為 3.6。其次「目前的工作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3.6；最低為「我鼓勵

別人選擇圖書資訊專業作為職業」3.34。各校畢業生對於工作滿意度看法不同，

六校最滿意為 EU 3.78，最低為 AU 3.52。「我對工作內容感到滿意」最高為 CU 
3.90，最低為 BU3.56；「若是重來，我會選擇相同的工作」最高為 EU3.74，最低

為 FU3.47；「我鼓勵別人選擇圖書資訊專業作為職業」最高為 EU3.63，最低為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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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3.06，參見表 6。 

表6 畢業生工作滿意度 N=182 
六校 AU BU CU DU EU FU 

我喜歡成為圖書資訊專業人士 3.91 3.56 4.13 3.81 3.81 4.16 4.00 
總體而言，我對圖書資訊學感到滿意 3.78 3.67 3.77 3.71 3.71 4.05 4.00 
我對工作內容感到滿意 3.73 3.67 3.56 3.90 3.67 3.74 3.59 
目前的工作符合自己的理想 3.60 3.67 3.51 3.74 3.43 3.42 3.59 
若是重來，我會選擇相同的工作 3.60 3.56 3.67 3.59 3.57 3.74 3.47 

我鼓勵別人選擇圖書資訊專業為職業 3.34 3.06 3.36 3.34 3.10 3.63 3.59 
總計 3.66 3.52 3.66 3.67 3.54 3.78 3.70 

有關不同工作機構的畢業生對工作滿意度看法，經過 t 檢定後，圖書館類畢

業生工作滿意度明顯高於非圖書館類型畢業生，「我喜歡成為圖書資訊專業人士」，

「總體而言，我對圖書資訊學感到滿意」，「若是重來，我會選擇相同的工作」，

「我鼓勵別人選擇圖書資訊專業作為職業」均呈現顯著。 

(五)碩士班滿意度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滿意度看法，受測者回應整體平均為 4.15，尤其前

五項滿意度高為「教職員的品質」，「課程時程安排妥當」，「主修課程的內容」，

「團隊合作的機會」，「課程目標明確」，其餘均高於 4 分，顯示畢業生對圖書資

訊學碩士班品質的看法，參見表 7。 

表7 碩士班滿意度    N=182 
滿意度 標準差

教職員的品質 4.30 0.67 
課程時程安排妥當 4.19 0.71 
主修課程的內容 4.18 0.71 
團隊合作的機會 4.17 0.77 
課程目標明確 4.16 0.75 
教室環境 4.10 0.81 
課程的測驗與評量 4.09 0.73 
參與課外活動 4.07 0.82 
探索的機會 4.05 0.86 

總計 4.15 0.58 

(六)碩士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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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畢業生評鑑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受測者整體平均 3.89，顯

示畢業生肯定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教育價值，但未達高度認同。畢業生較同意圖書

資訊學碩士班具有二項價值：「碩士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我的工作」4.07，
「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有好的工作表現」4.02。但有二項價值較低：「碩士學位可

以幫助我獲得好的薪水待遇」，「碩士學位可以增進我對工作的滿意度」，顯示畢

業生對於碩士學位幫助薪水待遇與增進工作滿意度未予肯定。有關六校畢業生對

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以 EU 與 FU 畢業生較肯定碩士班教育價值，參見表 8。 

表8 畢業生對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   N=182 
問項 平均 AU BU CU DU EU FU 
碩士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我

的工作

4.07 3.83 4.05 4.04 4.09 4.47 3.88 

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有好的工作

表現

4.02 3.94 4.07 3.95 3.90 4.36 4.05 

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獲得好的薪

水待遇 
3.81 3.72 3.76 3.70 3.71 4.00 4.35 

碩士學位可以增進我對工作的滿

意度 
3.69 3.55 3.82 3.63 3.47 4.05 3.76 

總計 3.89 3.76 3.92 3.83 3.79 4.22 4.01 

不同工作機構的碩士畢業生對於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不同，圖書

館工作畢業生較非圖書館工作畢業生肯定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價值。進行 t檢定，

顯示圖書館工作畢業生較非在圖書館服務者在碩士教育的知能與工作表現度肯

定度較高；相對兩者在薪資待遇與工作滿意度沒有差異，參見表 9。 

表9 不同工作機構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   N=182 
問項 圖書館(N=92) 非圖書館(N=90)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碩士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我工作 4.25 0.76 3.88 0.97 2.879* 
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有好工作表現 4.17 0.77 3.86 1.01 2.381* 
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獲得好薪水待遇 3.80 0.99 3.82 1.15 0.112 
碩士學位可以增進我對工作的滿意度 3.80 0.89 3.58 1.04 1.571 

總計 4.00 0.69 3.78 0.88 1.907 
*p<0.05

(七)畢業生碩士班教育價值影響因素

1、畢業生工作知能、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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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相關分析驗證 H1~H5 研究假設，相關係數 0.3 以下為低相關，

0.3~0.7 為中等相關，0.7 以上為高度相關，本研究探討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教育價

值與其他變數關聯性，研究顯示「碩士班教育價值」與「知能應用」、「工作滿意

度」、「碩士班滿意度」三項有顯著相關，尤其「碩士班教育價值與工作滿意度」

相關性最高 0.653，接近高度相關。碩士畢業生工作滿意度並且與習得知能工作

應用相關高，參見表 10。 

表10 碩士班教育價值、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滿意度之相關性 
N=182 

知能應用 工作滿意度 碩士班滿意度 碩士班教育

價值

知能應用 1 0.561** 0.552** 0.549** 
工作滿意度 0.561** 1 0.423** 0.653** 
碩士班滿意度 0.552** 0.423** 1 0.502** 

碩士班教育價

值 
0.549** 0.653** 0.502** 1 

**p<0.01 

2、不同背景之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測者碩士班滿意度最高 4.15；其次是碩士班教育價值為

3.89，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同意為 3.81，工作滿意度最低 3.66。有關假設 H4：
不同工作機構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知能工作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

滿意度看法不同。圖書館工作畢業生在四項看法都較非圖書館工作畢業生滿意

度高。經過 t 檢定，研究顯示二者在「知能工作應用」與「工作滿意度」達顯

著不同，圖書館工作畢業生比較同意知能工作應用，以及工作滿意度較高。

有關假設 H5：不同學校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知能工作應用、工作滿意

度與碩士班滿意度不同，本研究採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各校畢業生在碩士班教育

價值，知能工作應用，工作滿意度均未達顯著性，僅在碩士班滿意度有顯著不同

（F=4.605, p<0.05），事後檢定為 EU 高於 AU 與 DU，即六校除了碩士班滿意度有

差異外，對於碩士班教育價值、知能工作應用與工作滿意度看法無差異。參見表 11。 

表11 各校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知能工作應用、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滿意度

差異

N=182 
學校 平均

數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分

析

知 AU(1) 3.61 1.242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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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工

作

應

用

BU(2) 3.93 組間

組內

總和

2.097 

59.466 

61.563 

5 

176 

181 

.419 

.338 
CU(3) 3.91 

DU(4) 3.86 

EU(5) 4.04 

FU(6) 3.83 
工

作

滿

意

度

AU(1) 3.52 組間

組內

總和

.960 

86.393 

87.354 

5 

176 

181 

.192 

.491 

0.391 

BU(2) 3.66 

CU(3) 3.67 

DU(4) 3.54 

EU(5) 3.78 

FU(6) 3.70 
碩

士

班

滿

意

度 

AU(1) 3.82 組間

組內

總和 

7.097 

54.254 

61.351 

5 

176 

181 

1.419 

0.308 

4.605** (5)>(1),
(4) BU(2) 4.35 

CU(3) 4.14 

DU(4) 3.85 

EU(5) 4.45 

FU(6) 4.12 
碩

士

班

教

育

價

值

AU(1) 3.76 組間 

組內 

總和 

3.122 

112.384 

115.506 

5 

176 

181 

0.624 

0.639 

0.978  

BU(2) 3.93 

CU(3) 3.83 

DU(4) 3.77 

EU(5) 4.22 

FU(6) 3.98 

**p<0.01 

五、綜合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探討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現況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的看法，研

究者基於上述調查分析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總結建議。

(一)綜合討論

1、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市場改變並擴大至更多資訊機構 

本研究顯示受測者就業率達 92.9％，畢業生工作機構分布在圖書館工作者

50.5%，包括學術圖書館 26.1%，其他圖書館 16.1%，公共圖書館 8.3％；在非

圖書館相關工作者 49.5%，包括文教機構 19.4%，電腦資訊網路公司 12.8%與其

他 8.3%。顯示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領域不限於圖書館事業，而擴大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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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多資訊機構如文教機構、資訊網路服務、非營利組織、檔案管理、出版業

與書店等。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工作內容多元，畢業生薪資最多在月薪

32,000 元到 45,000 元，其次，50,000 元佔 25%。 

2、碩士畢業生同意專業知能可應用在工作但未達工作高度滿意 

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習得知能在工作應用看法，受測者大致認同但

未達理想。畢業生認為在工作應用最高專業知能為「研究與企劃類」，「個人管

理類」，「資訊科技類」三類；而「圖書資訊學理論與服務類」與「行政與管理

類」認同較低。碩士畢業生工作滿意度 3.66，未達高度滿意，且對於選擇圖書

資訊學事業為職業未達高度認同。圖書館工作的畢業生較非圖書館工作畢業生

對工作滿意度高。

3、碩士畢業生滿意碩士班品質並肯定碩士班教育價值 

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對「碩士班滿意度」為 4.15，在教職員的品質、課程時

程安排妥當、主修課程的內容、與其他同學團隊合作的機會、課程目標明確顯

示畢業生對碩士班相當滿意。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評鑑碩士班教育價值平均

3.89，顯示畢業生肯定碩士班有價值，但未達高度價值。畢業生同意碩士班具

有二項價值：習得的知能可以幫助應用在工作，可以幫助有好的工作表現。但

在碩士學位可以幫助獲得好的薪水待遇與增進工作的滿意度，這二項價值認同

較低，碩士班應針對「幫助提高畢業生薪水」與「增進畢業生工作滿意度」這

二問題，進行分析改進。 

4、碩士畢業生碩士班教育價值與知能工作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有

關

本研究顯示「碩士班教育價值」與「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

滿意度」三者相關性高，顯示畢業生工作知能的應用、工作滿意度、對碩士班

滿意度，三者都是影響碩士班教育價值因素，所以碩士班在未來經營中，應重

視課程內容設計，以改善碩士班品質，並幫助畢業生將專業知能有效應用在工

作以提高工作滿意度。

5、不同工作機構與不同學校的畢業生對於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不同 

六所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對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不同，EU，FU 二校畢業生

較肯定碩士班教育價值。不同工作機構畢業生對於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不同，

圖書館工作畢業生較非圖書館工作者肯定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價值，特別在下

列二項：「碩士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我工作」，「碩士學位可以幫助我有好工

作表現」，圖書館工作者與非圖書館工作者看法不同，非圖書館工作者較不同意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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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可增進工作滿意度。

6、本論文假設之驗證 

本研究有五項研究假設，分別探討「工作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

班滿意度」與畢業生「碩士班教育價值」是否相關。依據調查顯示，「工作知能

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三變項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皆具有中

度以上正相關，H1，H2，H3 皆成立。 

不同工作機構（圖書館與非圖書館）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工作知能應

用、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滿意度不同，H4 部份成立，圖書館工作與非圖書館工

作碩士畢業生，在「工作知能應用」、與「工作滿意度」二者顯著不同。關於不

同學校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工作知能、工作滿意度與碩士班滿意度不同，

H5 部分成立，六校在碩士班滿意度看法顯著不同。 

7、本研究畢業生就業市場與其他研究不同 

多項研究顯示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到非圖書館工作比例逐年提升，楊美

華（1997）的研究中，有 82％的碩士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王梅玲、柯君儀

（2007）的研究中，在圖書館工作的畢業生有 64%，比例已下降。本研究顯示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近七年受測畢業生中就業率高，但在圖書館工作比例下

降；並且學術圖書館工作畢業生人數比例相較下降。雖然本研究受測樣本有

限，未能涵蓋近七年全體碩士畢業生，但這些數據顯示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

的工作選擇、工作內容較從前更趨向多元化，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可考量因應就

業需求開設更多相關課程，以幫助畢業生工作準備。對照 Marshall,et al. (2010) 
WILIS2 研究美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在圖書館就業比例 80%，我國碩士生

在圖書館就業比例相對較少。 

8、本研究畢業生工作知能應用與其他研究比較 

本研究與 Marshall et al. (2010) 的 WILIS2 美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畢生就業調

查報告比較，有相同與相異的研究發現。有關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對於碩士

班習得工作知能在工作應用，二份研究均顯示下列四種能力有共同看法，「資訊

搜尋能力」、「團隊合作能力」、「掌握資訊科技新發展能力」以及「資訊科技與

應用技能」。但是二份研究有相異部分，WILIS2 美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較

重視「圖書資訊學專業基礎知識」與「圖書資訊學的倫理與價值觀」，本研究臺

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較重視「溝通與人際關係」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兩

項研究的碩士畢業生在「經費預算與財務管理能力」均表現低同意度。

9.本研究限制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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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問卷法調查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與碩士班評鑑，獲得具

體結果。但受限於畢業校友不易連絡與網路問卷調查的限制，本研究發送 495
份問卷，回收 182 份，填答率 36.36%。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就業率達 92.9％，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者占 50.5%，較從前減少。本研究雖

與柯君儀、王梅玲（2007）研究的 217 位受測者人數相若，但與 WILIS2 美國

研究 3,507 位受測者有差距，故本研究仍有限制，不宜推論全體臺灣圖書資訊

學碩士畢業生就業現況與碩士班教育價值看法。此外，由於本研究受測者 182
位，其中在非圖書館機構工作者僅 90 位，且分散在文教機構、 電腦網路公

司、出版業、檔案管理等不同機構工作，過於分散，難以有效作出不同職業背

景碩士生交叉分析，此為本研究另一限制。

(二)建議 

本研究總結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現況良好，一半在圖書館工

作，一半在非圖書館工作，形成新興就業市場。畢業生習得工作知能在工作應

用以研究與企劃類，資訊科技類，與個人管理應用類最多。很遺憾畢業生對工

作滿意度未達理想，尤其對工作內容不滿意以及認為工作不符理想。畢業生對

各校碩士班滿意度高，並對於碩士班教育價值大致認同。畢業生較同意碩士班

具有下列二項價值：「碩士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我的工作」，「碩士學位可以

幫助我有好的工作表現」，但畢業生對於碩士學位幫助薪水待遇與增進工作滿意

度未予肯定。「工作知能應用」、「工作滿意度」、「碩士班滿意度」與「碩士班教

育價值」相關。基於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應正視畢業生工作市場改變，積極進行碩士班教育檢討。

本研究顯示畢業生在非圖書館工作者大量增加，顯示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

畢業生就業領域不再以圖書館為主，而擴大至文機構、資訊網路服務、非

營利組織、檔案管理、出版書店等。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為專業教育，圖書

資訊學校宜重新界定圖書資訊學專業範圍與擴大至資訊機構，並納入教育

目標與範圍，正視畢業生工作市場改變進行教育調整。

2、畢業生因工作市場改變影響其專業知能需求，碩士班宜反思調整課程。本次

調查顯示六校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的「圖書資訊學理論與服務類專業知

能」在工作應用認同較低，反而工作應用最多的專業知能為「研究與企劃

類專業知能」，「個人管理類專業知能」，「資訊技能類專業知能」三類。有

關畢業生對 27 項專業知能應用看法值得參考，建議工作應用較高的專業知

能優先檢討納入圖書資訊學專業核心知能，並列入課程目標與內容。

3、建議圖書資訊學校積極與圖書館以及資訊機構密切連結，並且關注就業市場

多元化與不同就業能力要求。圖書資訊學校提供各類圖書館與資訊機構參

訪觀摩機會，並鼓勵學生參加國內與國外研討會，增加接觸新資訊的機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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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能與不同業界職人交流，培養學生對資訊與工作的敏銳度與辨識

度。增加實習與產學合作的機會，邀請畢業生回學校參加工作經驗分享

會，提供在校生接觸相關工作機會。

4、圖書資訊學校應重視畢業生對於多元課程建議。有些畢業生肯定從碩士班習

得知能足夠應付工作，尤其資訊組織、數位典藏、數位學習、統計學、視

覺化設計、資料探勘等課程。但有些畢業生建議加強課程以滿足的工作需

求，包括：外語能力、耐心、專案管理、求知慾、表達能力、抗壓性、創

意創新、臨場反應、協商能力、情緒管理、細心、美編能力、課程設計能

力、數據與資訊科學、閱讀理解素養、知識管理、編輯出版、建築空間規

劃力等。

5、圖書資訊學校應正視碩士畢業生工作不滿意的問題。本研究顯示圖書資訊學

碩士畢業生對工作滿意度不高，未認同選擇圖書資訊學事業為職業，對工

作內容未感到滿意；未認同選擇圖書資訊學相關工作。畢業生工作不滿意

度問題較嚴重，會影響其對碩士班認同與價值，圖書資訊學校宜後續追踪

下列問題：為何他們工作不滿意?為何未認同選擇圖書資訊學事業為職業?
為何對工作內容感到不滿意? 學校宜積極研究與改善畢業生工作不滿意的

問題。 

6、圖書資訊學校應尋求提升畢業生的碩士班教育價值之道。碩士班教育價值會

影響碩士班的招生，發展與成長。本研究顯示畢業生肯定圖書資訊學碩士

班有價值，但未達高度價值。畢業生同意碩士班具有下列二項價值：碩士

班習得的知能可以應用在其工作，碩士學位可以幫助其有好的工作表現。

但畢業生對於碩士學位幫助薪水待遇與增進工作滿意度未予肯定。圖書資

訊學碩士班宜尋找升碩士班教育價值的方法，如為何畢業生不同意碩士學

位幫助薪水待遇，與為何無法增進工作滿意。此外，本研究顯示圖書館工

作與非圖書館工作畢業生對碩士價值，工作滿意度，工作知能應用看法不

同，圖書資訊學校宜針對不同就業市場畢業生追踪調查，掌握二類市場畢

業生對於碩士班教育價值，工作滿意度，工作知能應用的需求，以調整碩

士班的教育與課程。

參考文獻

王梅玲（2011）。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回顧與展望。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7(2)，20-40。 
王梅玲、劉濟慈（2009）。從圖書館價值探討臺灣圖書館員基本專業能力。圖書

資訊學研究，4(1)，27-68。 
林珊如（2016）。圖書資訊學教育（民國 104 年）。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頁

201-226）。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http://joemls.tku.edu.tw



ForeSight
e-print

先知先覺：即期電子預印本服務 本預印本非屬正式出版品，學術引用請參閱日後正式版本

ForeSight: E-print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coming issue
23 

 

柯君儀、王梅玲（2007）。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生就業與能力需求之研究。大學

圖書館，11(1)，97-116。 
胡歐蘭（1998）。臺灣圖書資訊人力資源現況之調查研究(I)(II)。臺北市 : CU 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編（2013）。臺灣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專業知能研訂芻議。臺北市：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編（2016）。臺灣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研訂芻議。臺北市：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編（2017）。圖書資訊學系所名錄。中華民國一○五年圖書館年鑑。

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張淳淳（2008）。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畢業生就業情況探討。圖書資訊學刊， 
67，39-50。  

楊美華（1997）。高級圖書館人才的生涯發展與人力之運用研究（計畫編號

NSC86-2417-H004-017）。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9). ALA’s 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a.org/educationcareers/sites/ala.org.educationcareers/files/content/c
areers/corecomp/corecompetences/finalcorecompstat09.pdf.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9). Directory of ALA-accredited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a.org/accreditedprograms/directory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5).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a.org/accreditedprograms/sites/ala.org.accreditedprograms/files/con
tent/standards/Standards_2015_adopted_02-02-15.pdf 

CILIP (2019). Accredited courses by level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ilip.org.uk/page/AccreditedCoursesByLevel 

Gale, T. (2007).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ncyclopedia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2nd 
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encyclopedia.com/finance/finance-and-
accounting- magazines/professional-education 

Griffiths ,Jose-Marie & King, Donald W. (1986). New direc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Kirkpatrick, Donald L .& Kirkpatrick, James D. (2006). Evaluating training 
programs: the four levels (3rd ed.). San Francisco, Calif.: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Marshall, J. G., Morgan, J. C., Rathbun-grubb, S., Marshall, V. W., Barreau, D., 
Moran, B. B., &Thompson, C. A. (2010). Toward a shared approach to program 
evaluation and alumni career tracking: Results from the workforce issu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study. Library Trends, 59(1-2), 30-42.  http://joemls.tku.edu.tw

http://www.ala.org/accreditedprograms/directory


ForeSight
e-print

先知先覺：即期電子預印本服務 本預印本非屬正式出版品，學術引用請參閱日後正式版本

ForeSight: E-print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coming issue
24 

 

Mehdinezhad, Vali (2011). Evalu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case study. 
Criteria for educational program evaluation: the case of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Germany :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Moore, Nick(1987). The emerging markets for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worker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Board. 

Warraich, N. F., & Ameen, K. (2010). Employment and learning outcomes of LIS 
graduates: A case of Pakistan.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28(2-4), 315-324. 

http://joemls.tku.edu.tw



ForeSight
e-print

先知先覺：即期電子預印本服務 本預印本非屬正式出版品，學術引用請參閱日後正式版本

ForeSight: E-print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coming issue
25 

 

Study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aster Alumni 
Employment and Master Program Value at Taiwan 

Wang ,Mei-Linga* 

Chang, Jing-Yub 

Abstract 

Due to changes in job market for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 field,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can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IS master progra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LIS master graduates and evaluates 
the value of the master programs in Taiwan. The study adopted survey method, from 
April 24 to May 31, 2018 and sent the questionnaires to master graduates from the six 
LIS masters programs gradu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1-2018. A total of 495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and 182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36.36%. This study constructed competency model consisting of five dimensions with 
27 indicators assessing the work application of graduat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mployment market of LIS master graduates at Taiwan has changed, with library 
workers accounting for 50.5%, which is less than before,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has 
expanded to more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Overall, LIS graduates rated program 
provis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score 3.87(Likert 5 points), and most highly in 
the following areas: research and planning, person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kills, 
and LIS foundation and service knowledge. The lowest rating was given to the area: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graduate work is 3.66,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library work graduat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library institutions.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graduate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master programs is 
4.15, and the overall agreement of the graduates on the value of the masters program 
is 3.89. The value of the LIS master programs in Taiwan is related to the master program 
satisfaction, competency application in work and job satisfaction. 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graduates of libraries and non-library work,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value of the LIS master programs 

Key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Employment Survey, 

Master Programs Evaluation, Job Satisfaction, Outcome Evalua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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