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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學近五年來發展突飛猛進，主要肇因

於〈檔案法〉於民國 8 8年1 2月正式制訂，至

今已將屆五年。〈檔案法〉通過後， 8 9年設

立國家檔案局籌備處， 9 0年1 1月成立檔案事

業的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由於檔案

事業有了專法及中央主管機關，再加上國內

已有檔案事業的專業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

微縮管理學會，以及檔案學的研究所──國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由於上

述一個專業所需具備的幾項先決條件：專門

法律、專門主管機關、專業學會、專門的學

術機構等條件，因而檔案學在國內已可稱為

具備構成一個獨立學科的基本條件。

早年檔案學大都附庸於圖書資訊學內，乃

由於尚未具備上述的幾項一個獨立學科所需

的基本條件所致。如今基本的條件已具備，

再加上檔案管理局於 9 0年1 2月創立國內檔案

學的專屬刊物──《檔案季刊》。如此一來，

透過此刊物使檔案學術的發展更趨於健全。

此外，檔案管理局出版一系列與檔案管理有

關的專書與研究報告，使得近五年來檔案學

的研究蒸蒸日上。基於上述的因素，本文就

五年來國內檔案學的發展做一整體性的回

顧。

本文蒐集近五年來（自 8 9年至 9 3年6月）

的檔案學文獻，共計 4 0 0篇文獻，資料類型包

括：專書2 9種、學位論文 2 0篇、期刊文獻 3 1 6

篇、政府研究報告（含出國報告與國科會研

究計畫）3 5篇，將所有文獻分成 1 3大類，分

述如下：

1.檔案學通論──檔案的意義與本質、檔案

學、檔案專業學會、檔案學理論。

2.檔案學教育──檔案教育的概況。

3.檔案編排與描述──包含檔案編排描述規

則、權威檔、檔案分類、檔案索引典。

4.檔案選擇與鑑定──包含檔案鑑定理論、檔

案銷毀、檔案保存年限、各國檔案鑑定制

度、檔案徵集政策。

5.檔案保護技術──包含檔案保存、檔案修

復、微縮檔案、菌蟲害管理。

6.檔案管理──包含各類型檔案的管理、檔案

管理績效評估、檔案移轉、檔案管理標準。

7.檔案自動化──包含檔案自動化理論、檔案

檢索系統、檔案管理資訊化。

8.檔案開放與應用──包含檔案開放運用、檔

案目錄、檔案展覽、檔案參考服務、檔案行

銷。

9.檔案事業──包含檔案法、檔案主管機關、

全國檔案管理制度、大陸檔案管理事業、外

國檔案管理制度。

1 0.檔案館──國外檔案館、中國大陸檔案

館、機關檔案室、專門檔案館。

1 1.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主要有關於檔案

史料簡介與利用。

1 2.檔案數位化──包含檔案數位化、數位化

檔案命名、數位影像製作流程與管理、國

外數位化現況。

1 3.電子檔案──包含電子公文、電子檔案管

理制度、電子檔案保存。

以下將依資料類型（包括：專書、學位論

文、期刊文獻、政府研究報告等類），分述近

五年來檔案學研究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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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學研究
（民國89年至93年）

■薛理桂 陳慧娉



一、專書

近五年檔案學專書共有 2 9 種，其中可細

分為：檔案事業 9種，檔案學通論與檔案開放

與應用方面各有 5種，檔案管理有 4種，檔案

史料簡介與利用、檔案數位化各有 2種，檔案

保護技術、檔案館各有 1種。至於檔案學教

育、編排與描述、選擇與鑑定、檔案自動

化、電子檔案方面則未有專書出版，詳見表

166，並依各類分述如下。

（一）檔案學通論

共有 5 種，其中 4 種由檔案管理局所出

版。《「檔案交流 經驗分享」徵文活動入選

作品集》係檔案管理局於 9 1年6月至 8月舉辦

「檔案交流 經驗分享」有獎徵文比賽，特將

入選的優秀作品 1 7件彙編成集，提供讀者珍

藏共饗。《檔案的故事》則為檔案的故事與

檔案管理經驗。而《檔案管理名詞彙編》主

要目的為建立檔案管理共通用語，以利國內

各界推展檔案管理業務的溝通與協調，進而

提升檔案管理的效能。此外，名詞彙編亦期

作為檔案相關工作人員或檔案相關領域研究

者的參考。《檔案管理局九十年度自行研究

報告彙編》為檔案管理局 9 0年度完成的自行

研究報告，計有「美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制

度之研究」、「全國檔案資訊化發展與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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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6 「檔案學類」專書統計表 單位：種

年　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1-6月）類　別

1.檔案學通論 0 0 5 0 0 5

2.檔案學教育 0 0 0 0 0 0

3.檔案編排與描述 0 0 0 0 0 0

4.檔案選擇與鑑定 0 0 0 0 0 0

5.檔案保護技術 0 1 0 0 0 1

6.檔案管理 0 1 0 3 0 4

7.檔案自動化 0 0 0 0 0 0

8.檔案開放與應用 0 1 2 2 0 5

9.檔案事業 0 2 3 3 1 9

10.檔案館 0 0 1 0 0 1

11.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0 1 0 1 0 2

12.檔案數位化 1 0 1 0 0 2

13.電子檔案 0 0 0 0 0 0

合 計 0 6 12 9 1 29



研究」、「二二八事件檔案應用調查之研究」

及「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網路效能改進分析研

究」等4篇。

此外，薛理桂所著的《檔案學理論》係以

與檔案學有關的理論探討為主，全書分別就

檔案的名詞定義，探討檔案學發展歷史與相

關學科之間的關係，介紹文件生命週期理論

與檔案的關係，以及分別詳細解釋與檔案有

關的理論，分章介紹來源原則、全宗理論與

尊重原始順序。為使檔案學理論的探討較為

完整，該書亦對檔案鑑定理論加以闡述。最

後則對檔案學的發展趨勢提出看法。

（二）檔案保護技術

僅有 1種，為張元鳳所著，檔案管理局出

版的《紙質類檔案破損修護》，主要目的是為

推廣檔案保存維護觀念與落實檔案保存維護

技術，內容主要有關紙質檔案的保存維護觀

念與技術。

（三）檔案管理

共有 4種，其中 3 種為檔案管理局所出

版。林人立、朱世康、許尹馨（ 9 2年）所著

的《檔案庫房建置》，著重於檔案庫房設施的

技術面及程序面的陳述，包括檔案庫房建築

選址、營建及設備的內涵及注意事項，以及

建置程序及案例介紹等，主要目的是以提供

檔案管理人員於最短時間內瞭解改善檔案保

存環境的做法。《二二八事件檔案管理作業

彙編》一書主要為整理二二八事件檔案經

驗，包括訪查、移轉、燻蒸、編目、整脊、

裱褙、掃瞄、庫房管理、開放應用及資訊運

用等作業編輯成冊；並輔以作業流程表，簡

略說明各項作業程序及內容，以供未來處理

類似作業之參考。《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著重於各機關檔案管理業務推展與執行

過程，區分為檔案管理制度規劃、檔案管理

作業事項執行與評估三層面，再依其所涉主

題訂定相關作業事項的處理規範，輔以圖示

及表格說明，共計23章。

另一種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編輯的《中國圖書館學會九十年度檔

案管理研習班研習手冊》，內容涵蓋檔案的典

藏、鑑定、描述、管理、法規以及利用等議

題。

（四）檔案開放與應用

共有 5種，其中 3 種為檔案管理局所出

版，《國民大會憲政國家檔案目錄選編》、

《開誠佈公．鑑往知來：二二八事件檔案蒐集

整理及開放應用成果紀實》、《檔案顧客服務

白皮書》。另外兩本為檜山幸夫所著的《臺灣

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與朱德蘭、

賴澤涵所著的《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

案、出版資料、報紙人名索引》。

（五）檔案事業

共有 9種，其中 8種為檔案管理局所出版

有關檔案管理政策或法規的專書，《 Path to

2 0 1 1——Strategic Pl a n（s u m m a ry）》、《邁向

2 0 1 1——檔案管理十年發展策略（摘要本）》、

《檔案管理新制問與答》、《邁向2 0 1 1——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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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十年發展策略》、《檔案管理策略研討會

會議實錄》、《檔案法法規彙編》、《檔案法

相關法令參考資料彙編》以及謝邦昌所著的

《機關檔案管理現況調查分析報告》。此外，

另一種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所出

版的《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

集——臺灣區代表部分 2000》。

（六）檔案館

僅有 1種，檔案管理局於 9 1年所編訂的

《檔案管理局內部規章彙編》，內容分為綜合

類、事務類、文書檔案類、研究發展類、圖

書出版及管理類、人事類、資訊類。

（七）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共有 2種，為行政院研考會所出版的《美

麗島事件檔案巡迴展資料彙編》與《美麗島

事件檔案導引》，主要有關美麗島事件的背

景、經過與徵集檔案始末，以及辦理美麗島

事件檔案巡迴展的行政作業彙集。

（八）檔案數位化

共有 2種，一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編輯的《中國圖書館學會九十一年度

檔案數位化規劃與實施研習班研習手冊》，內

容主要有關檔案數位化的標準、影像規格、

系統、權威檔的建置，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檔案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史館

的檔案數位化實況。另一種為洪淑芬所撰的

《文獻典藏數位化的實務與技術》，該書以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的數位化工作為

主，介紹數位化原件的選取、數位化方式、

文件拍攝掃瞄的方式、Me t a d a t a格式的設計、

數位檔案的命名、資料庫的建置以及招標案

的規劃等，做為其他單位進行數位化作業時

的參考。

二、學位論文
近五年所出版之碩士論文共有 2 0篇，檔

案館方面為最多，共有 4篇，檔案編排描述與

電子檔案方面各 3篇，檔案管理、檔案自動

化、檔案開放與應用、檔案事業各有 2篇。此

外，檔案學教育及檔案選擇與鑑定各有 1篇。

至於檔案學通論、檔案保護技術、檔案史料

簡介與利用、檔案數位化方面則未有相關的

碩士論文出版，詳見表 1 6 7，並依各類分述於

下。

（一）檔案學教育

僅有 1篇，為葉淑慧所撰的《檔案學碩士

教育之比較研究：以五國九校為例》，其論文

主要就我國國立政治大學、英國倫敦大學、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

及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大陸地區中國人民

大學、四川聯合大學、中山大學及武漢大學

等5國9校的檔案學碩士教育進行研究，針對

9校探討其教育發展的歷程及概況、研析其開

設檔案碩士教育的現況、比較其檔案碩士教

育的異同，並就其相同點與相異點進行解釋

與分析。

（二）檔案編排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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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篇。第一篇為王麗蕉所撰的《檔案

資訊描述標準M A RC AMC與E A D之比較與格

式對映研究》，其論文採用比較法與實作方

式，運用比較法分析M A RC AMC與E A D發展

背景、主要功能、描述層級、描述資訊、實

際應用等比較項目的異同之處，分析 M A RC

A M C與E A D描述項目對應結果，再以中文機

關檔案與個人手稿，分別利用 M A RC AMC與

E A D加以描述，實際分析二種描述記錄間轉

換的可行模式。第二篇為傅明儀所撰的《檔

案描述規則之比較研究：以 I S A D（G）、

A P P M及M A D3為例》，其論文分別針對國際

檔案理事會（ I C A）、美國及英國分別編訂的

I S A D（G）、A P P M及M A D3三種檔案描述規

範進行文獻分析及比較研究，以瞭解國外制

定檔案描述規則的發展背景及概況，同時進

一步與國內檔案著錄規範的發展情形作一簡

單對照。第三篇為蔡青芳所撰的《照片檔案

編排與描述之研究》，研究者歸納出國內外檔

案館的照片檔案大都依據「尊重全宗」與

「尊重原始順序」編排，照片檔案的描述層級

視各館需求而定，以及照片檔案描述元素視

各館需求而異的觀點。作者並歸納出國內制

定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規範的必要性、照片

檔案描述必備與選擇元素的建議、建立照片

檔案的共享與合作機制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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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7 「檔案學類」學位論文統計表 單位：篇

年　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1-6月）類　別

1.檔案學通論 0 0 0 0 0 0

2.檔案學教育 0 0 1 0 0 1

3.檔案編排與描述 0 1 1 0 1 3

4.檔案選擇與鑑定 0 0 1 0 0 1

5.檔案保護技術 0 0 0 0 0 0

6.檔案管理 1 1 0 0 0 2

7.檔案自動化 1 0 1 1 0 3

8.檔案開放與應用 0 1 0 0 0 1

9.檔案事業 0 2 0 0 0 2

10.檔案館 1 0 2 0 1 4

11.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0 0 0 0 0 0

12.檔案數位化 0 0 0 0 0 0

13.電子檔案 1 2 0 0 0 3

合 計 4 7 6 1 2 20



（三）檔案管理

共有 2篇，其中一篇為竇薇薇所撰的《行

憲以來我國歷任總統文物管理之研究》，該論

文取法美國總統文物管理的特點，並配合國

內現實環境與現況，提出適用於我國的總統

文物管理的建議，以供日後國內發展總統文

物管理機制時的參酌。另外一篇為林嘉玫所

撰的《我國個人文件典藏管理之研究：以公

部門為例》，該論文首先探討公部門各機構所

典藏個人文件的範圍與主題；其次，對各機

構的人員與相關使用者進行訪談，以獲得有

關個人文件管理與使用的相關經驗與看法，

進而對個人文件的管理提出建議。

（四）檔案選擇與鑑定

僅有 1篇，為劉佳琳所撰的《我國歷史檔

案館館藏發展政策訂定之研究》，該研究的主

要目的即為針對我國歷史檔案館館藏發展政

策的擬定情形，以及歷史檔案館館藏發展政

策所應涵蓋的內容作一探討，並進而從檔案

人員的角度瞭解歷史檔案館制定館藏發展政

策的現況與需求。

（五）檔案自動化

共有 3篇，其中二篇有關系統技術方面，

為陸本立所撰的《以點對點技術改進分散式

檔案儲存系統》與李茂炎所撰的《檔案系統

數位證據擷取技術之研究》。第 3篇為張淑惠

所撰的《我國歷史檔案館藏檢索工具在 We b

環境中建置之研究》，該研究主要在瞭解國內

歷史檔案館藏於 We b環境中建置的規劃過程

與執行內涵，以國內現正進行行政院國科會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且已規劃建置

We b檔案檢索系統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為研究對象，探討其 We b檔案檢索系

統的建置內涵。

（六）檔案開放與應用

僅有 1篇，為陳碧珠所撰的《檔案館使用

者之資訊行為研究：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為例》，該研究旨在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館為研究個案，針對該館使用者的背

景與其在檔案方面的資訊行為、及其對於檔

案館的期許與建議等層面，以質性研究的方

式進行深入探究，藉以歸納出國內檔案館使

用者的背景特性與其在檔案方面的資訊行為

特性，供檔案館在擬定各項管理政策及規劃

各項服務活動時的參考。

（七）檔案事業

共有 2篇，其中一篇為黃錫持所撰的《我

國機關檔案管理法制之研究》，該文係針對各

機關檔案管理現況，以我國〈檔案法〉為研

究重點，藉由作者自己實際參與實務工作的

經驗，依據行政立法的觀點，提出我國未來

檔案管理的建議事項，與〈檔案法〉的修正

意見，供決策者參考。另一篇為趙培因所撰

的《以政府文件管理建構知識管理策略之研

究──以美國及我國國家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

例》，該研究發現自政府檔案資訊系統裡尋找

知識的相關做法，可分長期及短期，長期而

言，以建構知識為基礎的永久保存檔案系統

342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圖書館年鑑



架構為必需規劃建置的要項。短期而言，規

劃建構政府知識管理作法，概分知識收集、

知識分類、儲存管理、知識傳播與分享、回

饋方式五大部分，並分別提出建議作法，以

供實務界參考運用。

（八）檔案館

共有 4篇，其中 2篇為校史館的研究，第

一篇為黃亭穎所撰的《我國大學檔案館設置

可行性之研究》，該篇論文主要闡明大學檔案

館在校園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定位大學檔案

館的角色、探討現今校史室功能與經營的困

境並規劃大學檔案館的館藏內涵，以作為設

置大學檔案館的參考。第二篇是錢中媛所撰

的《我國大學校史館（室）之功能與行政隸

屬研究》，主要在瞭解大學校史館的行政隸屬

情況，並提出因行政隸屬所引發問題的對策

與因應之道。

而洪一梅所撰的《台灣地區建置縣（市）

立檔案館可行性之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瞭

解臺灣地區各縣市的檔案管理現況，以及所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探討建置縣（市）立檔

案館的可行性，以及其適切的定位、組織與

功能。第 4篇為朱玉芬所撰的《臺灣醫院院史

館管理體制之研究》，該研究主要瞭解國外醫

院院史館的組織、人員、經費預算、館藏政

策與館藏資料形式、館藏整理和所提供服務

等項，將這些資料與臺灣醫院院史館管理制

度現況比較研究。

（九）電子檔案

共有 3篇，其中第一篇為陳皙炯的《企業

導入數位化檔案管理的影響因素之研究》，該

研究主要在探討在數位化時代，企業界如何

管理數位化檔案。而黃國斌的《我國政府機

關電子文件鑑定制度之研究》，該論文主要探

討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四國對於電子

文件管理及鑑定政策實施情況的瞭解，並針

對國內 8所政府機關電子文件管理及鑑定情況

做調查分析，希望透過歐美國家電子文件管

理及鑑定研究的經驗及現行作法，比對目前

國內作法，希望提供國內電子文件管理及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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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8 各校檔案學學位論文統計表 單位：篇

學校 系所 93年（1-6月）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3 4 5 0 2 14

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0 1 0 0 0 1

中央警察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0 0 0 1 0 1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 0 1 0 0 0 1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0 1 0 0 0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研究所 1 0 0 0 0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0 0 1 0 0 1

合 計 4 7 6 1 2 20



定工作參考。此外，詹雅蘭所撰的《 OA I S參

考模式應用在國家檔案永久典藏》，該論文探

究數位資源長久保存議題、國家檔案及電子

檔案特質、數位資源永久典藏相關計畫、

OA I S參考模式的理論架構，實際瞭解國家檔

案的電子檔案在長久保存方及其應用，最後

以OA I S參考模式規劃一個可應用於國家檔案

的長久典藏系統。

有關各校學位論文統計，依各校、各系

所、年份統計如表168。

由表 1 6 8可知，在學位論文方面，以國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該所所

名自 9 2年 8月改名，原名為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產生有關學位論文的數量最多，共計有

14篇，佔所有檔案學論文的70%。

三、期刊文獻
近五年來登載在期刊上有關檔案學的文

獻，計有 3 1 6篇，茲依出版年、數量、類別等

項列表如表169。

由表 1 6 9的出版數量顯示，近五年除了 9 3

年只統計半年（ 1月至 6月）出版量外，從 8 9

年到 9 2年四年間的檔案學期刊文獻，呈現逐

年上升的趨勢。在類別分佈方面，以「檔案

開放與應用」的探討為最多，達 5 1篇；「檔

案事業」4 7篇居次，其他依序為：「檔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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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9 「檔案學類」期刊文獻統計表 單位：篇

年　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1-6月）類　別

1.檔案學通論 9 6 3 4 0 23

2.檔案學教育 0 1 4 0 2 7

3.檔案編排與描述 1 7 4 3 3 18

4.檔案選擇與鑑定 1 12 6 2 0 21

5.檔案保護技術 1 8 14 6 3 32

6.檔案管理 2 10 9 2 6 29

7.檔案自動化 2 1 2 4 0 9

8.檔案開放與應用 14 11 17 6 3 51

9.檔案事業 8 8 7 15 9 47

10.檔案館 1 5 4 9 3 22

11.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2 2 4 6 10 24

12.檔案數位化 2 7 6 4 1 20

13.電子檔案 2 3 5 1 2 13

合 計 37 84 88 61 46 316



護技術」3 2篇，「檔案管理」 2 9篇，「檔案

史料簡介與利用」 2 4篇，「檔案學通論」 2 3

篇，「檔案館」 2 2篇、「檔案選擇與鑑定」

2 1篇、「檔案數位化」 2 0篇，「檔案編排與

描述」1 8篇，「電子檔案」 1 3篇，「檔案自

動化」9篇，「檔案學教育」 7篇，依各類逐

一敘述如下。

（一）檔案學通論

共有 2 3篇，其中包括 1 0篇探討檔案的意

義與檔案的本質屬性、檔案的社會功能等， 6

篇討論檔案學的轉變與重構， 2篇有關檔案專

業學會， 1篇探討檔案全宗理論與檔案來源範

圍的界定。此外，檔案館的分類、檔案實

體、文秘工作與檔案管理工作的銜接以及檔

案知識管理的研究各有1篇。

（二）檔案學教育

共有 7篇，其中 3篇為檔案教育現況的探

討，此外大陸與臺灣地區檔案教育的比較、

各國檔案學教育發展、檔案學碩士教育、檔

案遠距教學系統等主題各有1篇。

（三）檔案編排與描述

共有1 8篇，包括檔案編排描述概要 4篇，

編排描述規則方面包含A P P M與M A D、 I S A D

（G）、A P P M與A AC R2的關係各 1篇，檔案描

述編碼格式（E A D）有 3篇。在檔案的權威檔

方面則有 4篇，包含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

人名權威檔工作、臺灣地區檔案名稱權威檔

的建置、檔案權威控制系統。在檔案分類方

面， 2篇為國家檔案的分類， 1篇為中國檔案

分類法簡論。此外，有 1篇是探討檔案的索引

典。

（四）檔案選擇與鑑定

共有 2 1篇，其中以檔案銷毀方面為最

多，共 5篇，在各國鑑定制度方面有 4篇，分

別為澳洲、加拿大、美國以及各國鑑定制度

的比較。在保存年限方面有 4篇，主要有關保

存年限表的編訂，其中 1篇為各國保存年限表

的初探。在鑑定理論方面，有 3篇。在檔案的

徵集與整理的方面共有 3篇，包含臺灣總督府

檔案的整理計畫、我國國家檔案徵集政策與

二二八事件檔案的徵集。此外，科技檔案的

鑑定以及商業檔案的鑑定各有1篇。

（五）檔案保護技術

共有 3 2篇，其中以泡水檔案的修復方面

最多為 7篇，包含真空冷凍乾燥法、燥揭法

等。在檔案保存方面，有 5篇，包含檔案保存

概論、裝訂的方法、重製保存與文件中心設

置等。在微縮檔案方面有 6篇，紙質檔案修復

方面有 4篇，菌蟲害管理方面有 3篇。此外，

影音檔案與電子檔案的保存各有 2篇，檔案館

防火方面則有1篇。

（六）檔案管理

共有 2 9篇，其中各類型檔案的管理的期

刊文獻共有 1 3篇，包含企業檔案 3篇，臺灣總

督府檔案、二二八事件檔案、病歷檔案各 2

篇，農村檔案、工程建設檔案、微縮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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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檔案、臺北市政府檔案各 1篇。檔案管

理績效評估有 5篇，檔案移轉方面有 3篇，檔

案管理標準化有 2篇。此外，品管圈應用於檔

案管理、電子認證的風險、機密保護法的影

響、公務申請書表管理、 O C R與資料管理各

有1篇。

（七）檔案自動化

共有 9篇，其中檔案管理資訊化方面有 4

篇，包括教育部、外交部、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代軍機處檔案、政府檔案資訊化各 1篇。在

檢索系統方面有 3篇，包含南非國家檔案檢索

系統、歷史檔案館藏系統、全國檔案資訊系

統各1篇。此外，檔案自動化的論述有2篇。

（八）檔案開放與應用

近年來國內已逐漸重視檔案的開放與應用

的主題，共有 5 1篇，包括：檔案開放應用方

面有1 2篇，檔案目錄方面為 8篇，檔案展覽及

使用者研究各 5篇，檔案運用與歷史研究、參

考服務、標準規範各為 4 篇，檔案行銷為 3

篇，檔案網站、檔案應用服務組織、檔案開

放各為2篇。

在檔案開放應用方面，主要從法令、國家

整體制度探討檔案開放應用者有 7篇，企業檔

案、法院檔案、公務檔案的開放運用各有 1

篇。此外，檔案顧客服務白皮書以及機關檔

案應用服務現況各1篇。

在檔案目錄方面，包含檔案檢索工具編

製、檔案目錄品質控制、檔案目錄彙送作

業、全國電子目錄檢索應用、美國國家檔案

目錄查詢探討。在使用者研究方面，包含 9 1

年度顧客服務績效評估、檔案專線諮詢服務

滿意度分析、線上目錄使用者檢索行為研

究、檔案使用者資訊行為分析、檔案使用者

服務的績效評估等主題。

在檔案展覽方面，檔案展覽規劃方面有 3

篇，福爾摩沙展與清代軍機處檔案特展各 1

篇。檔案運用與歷史研究方面，共有 4篇，包

含檔案與法律史研究、檔案與軍事訓練、檔

案與歷史教育。

在檔案參考服務方面，參考服務理論有 3

篇，另有 1篇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參考服務實施現況。有關標準規範方面，

包含國家機密保護法、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應

用規則、日本大阪府資訊公開條例、美英澳

三國我國檔案應用收費標準的比較。

檔案行銷方面，檔案行銷策略有 2篇，另

1篇為圖書館與檔案館行銷的比較。此外，檔

案網站、檔案應用服務組織、檔案開放等主

題各為2篇。

（九）檔案事業

共有 4 7篇，其中包含〈檔案法〉有 1 2

篇，檔案管理 8篇， 檔案事業7篇，大陸檔案

事業 6篇，檔案主管機關 6篇，國外檔案管理

事業5篇，專業倫理為3篇。

有關〈檔案法〉方面，在〈檔案法〉制

訂、得失與修訂有 4篇，關於〈檔案法〉施行

後應有的作為有 4篇，有關外國檔案法規有 3

篇。此外，有 1篇關於〈國家機密保護法〉實

施後應有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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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檔案管理方面，有關建置檔案管理標

準化作業有 3篇，在管理方面有平衡計分卡、

危機管理，機關檔案管理方面有 2篇。此外，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有1篇。

在檔案事業方面有 7篇，在檔案管理制度

方面有 2篇，知識經濟時代的檔案管理事業有

2篇，我國檔案管理的困境、機關目錄彙送作

業與我國檔案資訊化現況各1篇。

對於大陸檔案事業方面，包含檔案出版事

業、檔案管理人員專業職稱制度、國家檔案

局、檔案事業的國際交流與大陸檔案管理現

況與研究。

針對檔案主管機關方面，包含國家檔案局

籌備情況、檔案管理局組織規劃、檔案主管

機關應有的當功能與發展等。在外國檔案管

理方面，有英國、德國、美國、澳洲、香港

及澳門等國的檔案管理制度。此外，在專業

倫理方面有3篇。

（十）檔案館

共有2 2篇，其中國外檔案館方面有 9篇，

包含沖繩縣公文書館、德國聯邦檔案館、墨

西哥與菲律賓兩國檔案館、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中

心、俄國檔案館、葡萄牙與西班牙檔案館、

蒙古國家檔案局。中國大陸檔案館方面有 3

篇，包含近代貴州鴉片檔案、廣州市歷史檔

案館、遼寧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國內

方面有 6篇，高雄市立歷史檔案館、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檔案室、總統府檔案室、屏東檔案

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專門檔案館有 3篇，分

別探討有關國家檔案館、醫院院史館與大學

檔案館。

（十一）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共有 2 4篇，其中清代檔案方面有 1 1篇，

臺灣檔案方面 4篇，包含美麗島事件檔案、防

疫檔案、臺灣省教育廳檔案、荷蘭東印度公

司的臺灣史料。蔣中正總統檔案有 3篇，國民

大會檔案、閻錫山檔案、陳布雷檔案、蔣經

國總統檔案、孫中山先生檔案各 1篇。此外，

檔案文獻編纂有1篇。

（十二）檔案數位化

共有2 0篇，其中檔案數位化有 7篇，包含

經濟部、行政院、行政院新聞局、胡適檔

案、日治時期檔案、近史所檔案館、故宮清

代軍機處檔案。數位化檔案命名方面有 4篇，

數位影像製作流程與管理方面有 3篇，國外檔

案數位化方面有日本與新加坡檔案數位化概

述2篇。此外，聯合目錄、數位內容應用、數

位典藏的挑戰與發展等主題，各有1篇。

（十三）電子檔案

電子檔案的發展係近年來開始發展的議

題，在此主題方面，我國近五年已有 1 3篇文

章，可知國內檔案界對此主題的重視。在各

主題分佈方面，分別有：電子公文方面有 4

篇，包含機關公文電子交換、公文檔案管理

資訊系統。電子檔案的保存有 3篇，國外電子

檔案現況有 2篇，英國檔案資訊化與荷蘭電子

檔案。電子化文件生命週有 2篇。此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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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制度以及資訊科技對檔案學的影響

各有1篇。

四、政府研究報告
近五年來，國內所出版的政府研究報告

（包含出國報告），共有 3 5篇，在數量方面可

謂成長迅速。其中以檔案事業的主題為最

多，達1 1篇。其次是電子檔案方面有 5篇，如

印證前所述的期刊文章在電子檔案主題亦有

1 3篇，可知此主題在國內受重視的程度。其

次，在檔案編排與描述、檔案保護技術、檔

案自動化與檔案開放與應用則各有 4篇，而檔

案館方面則有 2 篇。此外，檔案學教育有 1

篇。至於檔案學通論、檔案選擇與鑑定、檔

案管理、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檔案數位化

等主題則未有政府研究報告，詳見表 1 7 0，並

依各類分述於下。

（一）檔案學教育

僅有 1篇，由薛理桂所主持的《我國檔案

教育層級與課程之研究》係為行政院國科會

研究計畫，該計畫透過參酌各國設置檔案教

育的現況，提出符合我國需求的檔案教育設

置的層級與課程，以供國內日後開設檔案教

育的課程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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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0 「檔案學類」政府研究報告統計表 單位：篇

年　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1-6月）類　別

1.檔案學通論 0 0 0 0 0 0

2.檔案學教育 0 0 0 0 1 1

3.檔案編排與描述 0 1 0 1 2 4

4.檔案選擇與鑑定 0 0 0 0 0 0

5.檔案保護技術 0 1 0 1 2 4

6.檔案管理 0 0 0 0 0 0

7.檔案自動化 0 0 0 2 2 4

8.檔案開放與應用 0 2 0 1 1 4

9.檔案事業 0 4 1 2 4 11

10.檔案館 0 0 0 2 0 2

11.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0 0 0 0 0 0

12.檔案數位化 0 0 0 0 0 0

13.電子檔案 0 0 2 2 1 5

合 計 0 8 3 11 13 35



（二）檔案編排與描述

共有 4篇，其中 3篇都是薛理桂所主持的

行政院國科會與國家檔案局籌備處的研究計

畫，分別為《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建立之研

究：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為例》、《我國檔

案編目現況與中文檔案編目規則擬訂之研究

（I I）》與《國家檔案分類系統》，主要分析國

外檔案館使用分類法的現況與國內政府機關

檔案分類法使用現況，規劃我國國家檔案分

類法架構。此外， 1篇為陳昭珍所主持的《我

國國家檔案描述標準化之研究》，係檔案管理

局的研究計畫，主要探討適用於我國且符合

國際發展趨勢的國家檔案描述格式。

（三）檔案保護技術

共有 4篇，其中 2篇有關檔案保存技術標

準及制度的研究，分別為許雪姬所主持的

《檔案保存技術規範研究》與張元鳳、蔡裴文

所主持的《檔案修護技術及制度之研究：以

紙質媒體為例》。這兩份報告都係檔案管理局

的研究計畫，前者研擬提出「檔案保存技術

規範」草案，詳細規範檔案庫房的內外環境

控制，以及各類型檔案的保存方式，包括溫

濕度控制、存放設備標準、預防性措施及維

護方式等；後者嘗試將紙質檔案的修復內容

與修復人員做一規範提出建議，以期作為日

後紙質檔案的長遠性的正確保存修復制度的

參考。此外， 1篇為朱則剛所主持的《視聽媒

體類檔案保存維護之研究》，係針對視聽媒體

類（包括攝影類、錄影（音）帶類）檔案的

保存與維護技術進行研究與探討，以提供

〈檔案法〉及相關施行細則的規範參考依據，

使得各政府機關在視聽媒體類檔案處理上有

所依循。另 1篇為蔡斐文所主持的《檔案微縮

等方法儲存紀錄及其複製品確認作業準則研

究》，旨在探討不同類型的檔案儲存複製時，

複製品認證「視為原檔案」及「推定真正」

的作業標準，討論範圍主要以微縮片、影片

磁帶、光碟為主，研究主題包括上述類型複

製品的材質、規格、複製認證作業時所應注

意的事項，及複製認證的作業程序。

（四）檔案自動化

共有 4 篇，其中 2 篇有關全國檔案資訊

化，分別為陳光華所主持的《全國檔案資訊

系統之規劃》與王輝雄、林彰仁所主持的

《全國檔案資訊化發展與推廣之研究》，兩篇

都係檔案管理局的研究計畫。前者從瞭解國

內政府機關檔案及電子化現況開始，進而探

討工作人員、民眾等使用者的需求，訂立系

統功能書與資料庫中的各項欄位，以作為檔

案資料的儲存、檢索點與資訊顯示，並蒐集

軟硬體系統廠商的資料，擬定可行的方案，

訂定各項所需的軟硬體規格，規劃整個自動

化作業流程；後者擬提供完整機關檔案管理

作業功能，達成機關檔案資訊化目標、提供

檔案查詢單一窗口，促使政府檔案資訊公開

化。而張文熙、李殷所主持的《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網路效能改進分析研究》，主要研究如

何讓檔案管理局局內網路資源的管理，可以

在有限的經費環境下達到最佳的運作效果。

此外，還有陳昭珍所主持的《機關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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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規劃》主要分析國內、外政府機關檔

案管理資訊化的範圍、應用及相關法規，規

範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範圍，建立適合

我國國情的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五）檔案開放與應用

共有 4篇，其中 2篇有關檔案應用開放的

法規研究，分別為莊道明所主持的《檔案開

放應用之研究》、馮震宇所主持的《檔案公布

權之研究──我國採行相關立法之可行性》，

前者主要分析國內各類型檔案機關（構）開

放現況，參酌各國檔案開放應用相關辦法的

內容，訂定我國「檔案開放應用辦法草案」，

該辦法草案共計 5章 3 6條文；後者從大陸地

區、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與澳

洲等國家有關檔案法的立法例中，探討其對

檔案公開權的定位與認知，瞭解該國實務操

作的情形，作為研究我國檔案法中是否增訂

檔案公開權的參考。而陳銘祥所主持的《國

家檔案開放應用與個人隱私權之研究》，主要

目的在於釐清政府資訊公開與個人隱私權的

衝突關係，希望藉由蒐集與分析外國法制的

方法，找出平衡此兩者的適當做法或制度設

計，進而提出適切可行的調和、化解之道。

此外，林巧敏、涂曉晴、邱玉鳳所主持的

《二二八事件檔案應用調查之研究》，該研究

擬以國家檔案局籌備處首批徵集移轉的二二

八事件檔案為對象，進行檔案應用者與相關

應用分析，以期研究成果可提供未來國家檔

案應用服務作業規劃的參考。

（六）檔案事業

共有1 1篇。其中研究報告有 7篇，出國報

告有 4篇。在機關檔案管理方面有 3篇，分別

為謝邦昌所主持的《機關檔案管理現況調查

分析報告》、賴鼎銘所主持的《機關檔案管理

單位及人員配置標準》與江岷欽所主持的

《九十二年全國機關檔案管理調查》。在檔案

管理體制方面有 2篇為郭介恆所主持的《國家

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與薛理桂

所主持的《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研究》。此外，

楊新章所主持的《全國檔案知識管理系統建

置之研究》，旨在探討檔案知識管理的可能方

案，並實作具有知識探索功能的檔案知識管

理雛形系統。而賴澤涵所主持的《總統圖書

文物管理法制作業研究》，主要探討中、美總

統圖書館的運作，並加以比較，從而呼籲國

人對將來是否應有總統圖書館的設立，應加

以審慎考慮。

出國報告方面，共有 4 篇，分別為黃政

民、張文熙、林人立的《英國、德國國家檔

案管理制度考察報告》，王崇賢、謝焰盛、王

揮雄、林巧敏的《荷蘭、比利時、法國國家

檔案管理制度考察報告》，張聰明、林秋燕、

張富林的《美國及加拿大國家檔案管理制度

考察報告》與施宗英、許啟義、陳淑美的

《日本及新加坡國家檔案管理制度考察報

告》。這幾份報告都是檔案管理局（或其前身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派員出國考察後的報

告，頗為具體，可供國內檔案界人士未能親

自出國考察者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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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檔案館

共有 2篇，皆是有關國家檔案館建築的研

究。1篇為蔡裴文、夏滄琪所主持的《國家檔

案館典藏環境及設備規範之研究》，主要就檔

案保管常見的檔案媒體研擬出一套典藏保管

相關規範，內文主要討論典藏環境溫、濕度

的範圍，典藏設備及檔案保存材料的材質和

形式。另 1篇為黃世孟所主持的《國家檔案館

建築及設備設計規範》，擬研訂適合臺灣地區

的定性與定量的設計規範，作為未來國家檔

案館建築規劃及設計的指導，以及國家檔案

館工程相關人員作業參考依據。

（八）電子檔案

共有 5篇，邱炯友所主持的《檔案電子儲

存管理辦法之研究》，該研究參酌美、英、澳

三國採行的相關管理法案，並審視國內各機

關檔案電腦化管理的現況，研擬相關檔案電

子儲存辦法。賴國華所主持的《電子文件檔

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研討不同媒體型態的

電子檔案及其附件包裝、儲存及應用等相關

問題。黃明祥、陳伯岳所主持的《電子檔案

儲存安全之認證研究》，該研究針對所有電子

檔案儲存所可能面臨的安全威脅做一通盤的

考量，並規劃一電子檔案儲存安全的認證機

制。歐陽崇榮所主持的《電子媒體檔案管理

制度及保存技術之研究》，主要探討電子媒體

的保存技術與管理制度的擬定。陳昭珍所主

持的《電子檔案統一命名原則之研究》，主要

探討目前國內外有關電子檔案命名標準與現

況，以及檔案管理局為管理各機關檔案，而

應制訂的電子檔案命名原則及解析管理系統

（Resolution System or Handle System）的架構與

功能，以利國家檔案的典藏、管理與應用。

有關上述政府研究報告，依出國報告的類

別、年度，整理如表171。

由表 1 7 1可知，近五年來行政院國科會報

告與檔案學有關的研究並不多，而檔案管理

局所委託的研究報告居多數，多達 2 7篇，佔

7 1.4%。可知近年來檔案局對國內檔案學與檔

案事業研究貢獻甚鉅，也獲致可觀的成果。

有關上述檔案學 1 3大類各類型文獻的敘

述，依各類與年度整理如表172。

由表 1 7 2可看出自 8 9年以來，五年間檔案

學的研究在數量方面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

由8 9年6 2篇， 9 0年8 2篇， 9 1年1 0 9篇，到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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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檔案學類」政府研究報告研究單位統計表 單位：篇

年　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1-6月）類　別

行政院國科會報告 0 1 0 1 2 4

檔案管理局研究報告 0 6 2 8 11 27

出國報告 0 1 1 2 0 4

合 計 0 8 3 11 13 35



年1 0 5篇。至於近五年來檔案學論述依各類、

資料類型、年度的統計，詳見表173。

五、結語
由表1 7 3的統計可發現 8 9年國內檔案學文

獻為 6 2篇，到了 9 0年一年成長 2 0篇，達到 8 2

篇。9 1年成長到1 0 9篇，也是以每年成長2 7篇

的速度增加中。到了 9 2年1 0 5篇，開始呈現停

滯現象。由檔案學的文獻數量而言，檔案學

在國內的發展已進展到成熟階段。

由於 8 8年底〈檔案法〉通過，加上 9 0年

成立檔案管理局，以及 9 0年1 2月由檔案局創

辦《檔案季刊》，上述的因素造成 8 9年至9 2年

間檔案學發表的文獻逐年增長。在研究主題

方面，以「檔案事業」的主題數量最多，達

到 6 9 篇，其次為「檔案開放與應用」，有 6 1

篇。對於檔案開放與應用的主題文獻數量較

多，係由於國內檔案事業以往是「重典藏，

輕使用」，而〈檔案法〉的制訂與檔案管理局

的成立，促使國內檔案開放與應用的議題受

到重視所致。

在其他主題方面，檔案保護技術 3 7篇、

檔案管理 3 5篇、檔案館 2 9篇、檔案學通論 2 8

篇、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2 6篇、檔案編排與

描述 2 5篇、檔案選擇與鑑定、檔案數位化各

為 2 2 篇、電子檔案為 2 1篇、檔案自動化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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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2 「檔案學類」統計表 單位：種 ；篇

年　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總　計

（1-6月）類　別

1.檔案學通論 1 9 11 3 4 28

2.檔案學教育 0 1 5 0 3 9

3.檔案編排與描述 1 9 5 4 6 25

4.檔案選擇與鑑定 1 12 7 2 0 22

5.檔案保護技術 1 10 14 7 5 37

6.檔案管理 3 12 9 5 6 36

7.檔案自動化 3 1 3 7 2 16

8.檔案開放與應用 14 15 19 9 4 61

9.檔案事業 8 16 11 20 14 69

10.檔案館 2 5 7 11 4 28

11.檔案史料簡介與利用 2 3 4 7 10 26

12.檔案數位化 3 7 7 4 1 22

13.電子檔案 3 5 7 3 3 21

合 計 42 105 109 82 6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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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3 近五年來「檔案學」著述統計分析表 單位：種 ；篇

類　別
年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合計 總　計
（1-6月）類型

1.檔案學通論 專書 0 0 5 0 0 5 28

學位論文 0 0 0 0 0 0

期刊文獻 1 9 6 3 4 23

研究報告 0 0 0 0 0 0

2.檔案學教育 專書 0 0 0 0 0 0 9

學位論文 0 0 1 0 0 1

期刊文獻 0 1 4 0 2 7

研究報告 0 0 0 0 1 1

3.檔案編排與描述 專書 0 0 0 0 0 0 25

學位論文 0 1 1 0 1 3

期刊文獻 1 7 4 3 3 18

研究報告 0 1 0 1 2 4

4.檔案選擇與鑑定 專書 0 0 0 0 0 0 22

學位論文 0 0 1 0 0 1

期刊文獻 1 12 6 2 0 21

研究報告 0 0 0 0 0 0

5.檔案保護技術 專書 0 1 0 0 0 0 37

學位論文 0 0 0 0 0 0

期刊文獻 1 8 14 6 3 32

研究報告 0 1 0 1 2 5

6.檔案管理 專書 0 1 0 3 0 4 35

學位論文 1 1 0 0 0 2

期刊文獻 2 10 9 2 6 29

研究報告 0 0 0 0 0 0

7.檔案自動化 專書 0 0 0 0 0 0 16

學位論文 1 0 1 1 0 3

期刊文獻 2 1 2 4 0 9

研究報告 0 0 0 2 2 4



篇、檔案學教育 9篇。由此可發現檔案事業與

檔案開放應用為目前檔案學界最關心的兩個

主題，而近年來始重視的電子檔案議題也有

21篇的出版量。

354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圖書館年鑑

表173 近五年來「檔案學」著述統計分析表（續） 單位：種 ；篇

類　別
年度 93年

92年 91年 90年 89年 合計 總　計
（1-6月）類型

8.檔案開放與應用 專書 0 1 2 2 0 5 61

學位論文 0 1 0 0 0 1

期刊文獻 14 11 17 6 3 51

研究報告 0 2 0 1 1 4

9.檔案事業 專書 0 2 3 1 9 69

學位論文 0 2 0 0 0 2

期刊文獻 8 8 7 15 9 47

研究報告 0 4 1 2 4 11

10.檔案館 專書 0 0 1 0 0 1 29

學位論文 1 0 2 0 1 4

期刊文獻 1 5 4 9 3 22

研究報告 0 0 0 2 0 2

11.檔案史料簡介 專書 0 1 0 1 0 2 26

與利用 學位論文 0 0 0 0 0 0

期刊文獻 2 2 4 6 10 24

研究報告 0 0 0 0 0 0

12.檔案數位化 專書 1 0 1 0 0 2 22

學位論文 0 0 0 0 0 0

期刊文獻 2 7 6 4 1 20

研究報告 0 0 0 0 0 0

13.電子檔案 專書 0 0 0 0 0 0 21

學位論文 1 2 0 0 0 3

期刊文獻 2 3 5 1 2 13

研究報告 0 0 2 2 1 5

合 計 42 105 109 82 62 400 400



若從資料類型分析，以期刊論文佔最大

宗，共有3 1 6篇。每年出版數量也自8 9年6 2篇

逐年快速成長，可見自〈檔案法〉公布後，

國內檔案學的研究與發展逐漸受到重視。

由上述近五年來檔案學相關文獻的數據顯

示，國內檔案學的發展雖然起步較遲，但基

於體制的健全，使得檔案學的研究有後來居

上的趨勢。雖然目前國內已有〈檔案法〉的

專法，檔案管理局的主管機關，以及龐大的

全國各機關從事檔案管理的人士，但在檔案

教育方面仍嫌不足，僅有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一所開設與檔案相關的

課程。如要使檔案學持續發展，有賴國內有

更多的學校設置檔案學系所，聘請檔案學的

教師，以及培育更多的檔案生力軍，方能使

檔案學研究更趨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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