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網絡技術發展一日千里的時

代下，電子閱讀資源愈來愈豐富，讀

者在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下，能

飽覽海量書籍和資訊。為推動澳門

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系統呈現澳門

學術發展動態、促進城市閱讀氛圍，

澳門基金會於 1999 年創立“澳門虛

擬圖書館”，成為本澳首個網上閱讀

平台，為各地讀者提供免費、便捷的

澳門圖書網上閱覽服務。澳基會善

用網絡時代的傳播契機，一方面持

續優化“澳門虛擬圖書館”的服務功

能，另一方面推出“澳門記憶”文史

網，分別在學術研究與人文普及兩

方面，共同助力“澳門學”發展。筆者

試從本地閱讀風氣及文獻電子化兩

方面(分上下篇，本文為上篇)，探討

澳基會如何透過電子資源平台推動

和強化澳門的學術根基。

疫後電子閱讀增
資訊科技的發展是電子閱讀普

及的催化劑，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

究院於 2022 年開展的第 20 次《全

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成年受

訪者透過電子渠道閱讀的比率按年

增長 0.5%，選擇線上閱讀 / 手機或

電子產品閱讀方式的受訪者佔

47.2%，稍高於實體閱讀習慣的受訪

者(45.5%)，可見全國電子閱讀的需

求呈上升趨勢；與此同時，澳門居民

的閱讀習慣於疫情前後亦出現明顯

變化，2020 年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全

民網上閱讀平台”錄得超過 160 萬

點擊次數，較 2019 年增加超過 3

成，與此同時，根據澳門圖書館暨資

訊管理協會的統計，本澳高等院校

現有的“澳門文獻港服務平台”線上

資料庫，2019 年全年使用率為 700

萬人次，由 2020 年起每年呈上升趨

勢，2022 年錄得超過 1 千萬人次使

用。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

事長王國強表示，因應學科需要，大

專生使用電子資源的風氣漸見鼎

盛，而疫情期間非高等學校改以網

上授課、圖書館閉館等因素，培養了

中學生閱讀電子資源的習慣。

1999 年，澳基會意識到互聯網

的普及應用，能為推動澳門人文社

會科學發展提供良好契機，前瞻地

為從事澳門研究工作和關注澳門社

會經濟發展的人士，建設了首個網

上閱讀平台─澳門虛擬圖書館，匯

集澳門教育、歷史、經濟、政制、法律

等多個領域的經典文獻和學術成

果，將澳門研究資源向全球讀者開

放。當時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

會亦有就平台的文獻電子化工作提

供意見，王國強回想 2000 年代，本

地電子書技術並不普及，初期平台

上的電子書還沒有 OCR 技術（光學

字元辨識），閱覽的書籍為圖像檔，

讀者在澳門虛擬圖書館瀏覽的檔案

不能進行文字檢索，後來持續改良

構築學術交流平台
彈指之間閱讀澳門
探索新版“澳門虛擬圖書館”

新版澳門虛擬圖書館功能持續優化。

◆文：嵐子 圖：澳門基金會

E-mail：amyk3388@sina.com 澳門月刊 2023年第 7期 / 總第 318期 31



優化，為各地讀者提供更便捷的網

上閱覽體驗。

電子閱讀平台雖比實體書節省

了儲存空間及前線人力資源，但平

台界面設計、檢索功能的構建，文獻

檔案電子化技術等，需要不斷與時

並進。為配合網絡時代的閱讀習慣，

澳門虛擬圖書館經過多次改版優化

功能，於 2022 年 3 月正式以新版登

場，並使用 www.macaudata.mo 作為

永久網址，功能全面提升，使用大數

據整合出版成果、學者機構與學術

動態，構建澳門學的信息、學術交流

研究中心。

典藏持續增加
館藏數量、獨特館藏、資源開放

程度等因素影響著圖書館的吸引

力，澳門虛擬圖書館作為“澳門學”

的雲端平台，典藏大量的澳門出版

資源，以及與澳門研究相關的圖書、

期刊、論文，改版後，“書刊文庫”版

塊中，圖書量由910冊增至1155 冊，

澳門論壇

澳門虛擬圖書館之“書刊文庫”版塊整合了各學科的經典文獻與最新成果。

王國強表示，疫情後本澳電子資源的風氣漸見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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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量亦增至 888 冊，更整合了各

學科的經典文獻與最新成果，同時

提供全文閱讀及深度檢索功能。王

國強表示，新版平台將本地學術出

版進行分類，除了澳基會品牌的“系

列叢書”外，“期刊”和“論文”欄目令

人耳目一新，他稱，“澳門學術雜誌

或期刊的存放較零散，一般圖書館

難以統一查找全部期數，樂見澳門

虛擬圖書館能完整地呈現具代表性

的澳門圖書期刊，亦讓讀者掌握最

完整的本地雜誌和出版資源。”

緊貼學術動態
澳門虛擬圖書館致力於學術傳

播、助力澳門研究領域發展，同時緊

貼社會脈搏，組織不同主題的多元

化網上書展，按主題整合相關的書

籍及論文，其中“專題特展”版塊，早

前推出的“澳門語言學的豐碑———

程祥徽教授紀念書展”以及“繁榮基

石———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30 周

年”網上書展引起讀者不少共鳴。王

國強表示，“相關網上書展的社會觸

角敏銳，只要善用這個品牌加以利

用，以專業、前瞻的資訊觸動人心，

相信可持續提升澳門虛擬圖書的影

響力。”另一版塊“學術動態”也是不

容錯過，網羅本地人文社科界最新

活動及出版成果，王國強稱，一般市

民難以掌握民間學術活動最新資

訊，此處就能一目了然，建議未來增

加預告功能，提升大眾的關注度。

操作具人性化
各類電子書閱讀器、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的出現，讓電子閱讀可

模仿傳統紙本閱讀的方式，並同時

擁有處理電子文本的各項功能。新

版澳門虛擬圖書館同時提供全文閱

讀及深度檢索功能，讀者透過“館藏

全文”能以關鍵字檢索電子書全書

內容，了解整篇文章的重點和方向，

“全站搜尋”功能更可同步交叉檢索

全館所有版塊的資料，王國強表示，

檢索功能是圖書館的核心元素，關

聯性檢索能力愈強，仔細程度愈高，

對系統的技術要求就愈高，例如同

屬澳基會的“澳門記憶”文史網的關

聯性檢索十分出色，值得參考。

王國強又稱，新版澳門虛擬圖

書館的界面設計簡潔，貼近現代視

覺感官，操作更具人性化，例如配備

“自適應頁面”功能，適用於不同電

子產品屏幕尺寸的閱讀需求。

鼓勵全民閱讀
“鼓勵閱讀風氣不是單一平台

或部門的工作，需要整體教育政策

的長期和持續推進。”王國強認為，

要按不同年齡族群需求推陳出新，

設計針對性的閱讀宣傳策略，才可

延續和強化閱讀氛圍。澳門虛擬圖

書館持續推進線上閱讀平台的高質

量發展，便利市民查閱檢索與澳門

相關的學術資源，鼓勵大眾進行線

上閱讀，現時平台活躍用户群年齡

集中在 25 至 44 歲，頭十位瀏覽量

最高的文庫類型涉及社會科學類期

刊、法律叢書系列及語言文學，平台

最熱門搜尋的頭三位關鍵字為“澳

門學”、“澳門研究”及“澳門基本

法”，王國強認為，澳基會一直投入

資源推動學術及出版，線上平台提

供了最基礎、最具代表性的澳門研

究書目，已成為有意搜尋澳門學術

資源人士的慣性選擇，建議未來可

更多關注和鼓勵讀者反饋，例如獎

勵一些傑出書評或使用程度最高的

讀者等，吸引更多市民認識和使用

澳門虛擬圖書館。

澳門虛擬圖書館持續推進線上閱讀平台的高質量發展，促進社會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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