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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 9 6年持續

辦理各項年度業務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計畫」與

「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及資源整理計畫」。 1

月，參加第1 5屆臺北國際書展。 2月，蒙古國

家圖書館Hatagin Go. Akim館長暨蒙古國立兒

童圖書館Oyunbileg Damdinsuren館長來臺參訪

交流；舉辦「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

經特展」。3月，莊芳榮館長榮退，教育部總

務司王文陸司長就任第 1 0任館長；榮獲「行

政院第 5屆促進女性參與決策金馨獎」；召開

「施政主軸」首次研訂討論會。 4 月，召開

「第 4次全國圖書館會議」工作小組第 1次會

議；舉辦「《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創刊 1 0 0期」

茶會。5月，承辦「教育部第 1 8次部屬機構首

長會議」；行政院經建會審議「國家圖書館

遷建計畫」。 6月，舉辦「戀戀原鄉情——珍

藏明信片展」；王文陸館長受領「教育部暨

所屬機關學校 9 6年度優秀公教人員獎」；行

政院文建會召開「國家圖書館國寶、重要古

物圖書文獻類專案小組實物勘查第 1 次會

議」。7月，召開「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決策

委員會」第 1次會議；舉辦「戒嚴時期查禁書

刊展」；邀請越南圖書館界舉辦「 2 0 0 7年國

家圖書館國際合作座談會」；榮獲「第 9屆教

育部服務品質績優獎」。 8月，辦理「資訊組

織基礎班」、「資訊組織進階班」；王文陸館

長離職，回任教育部督學，宋建成副館長代

理館長。 9月，中央研究院黃寬重研究員就任

第1 1任館長。 1 0月，召開「國圖與 O C LC相

關業務諮詢座談會」；召開「館務發展諮詢

會議」；舉辦「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

（1 9 4 5-1 9 8 7）」；教育部實地訪查國圖南部館

用地。 1 1月，參加總統府廣場的「樂讀市

集：公共圖書館一日遊」活動；召開北中南

東部「9 6年N B In e t大學校院及專門圖書館各

合作館書目品質會議」；黃寬重館長出席總

統府舉辦之「全國圖書館界接受副總統呂秀

蓮女士贈書儀式」。1 2月，與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協商國圖南部館先期籌備服務處開館事

宜。96年重要業務推展分述如下：

一、圖書資訊的徵集

民國 4 3年，國圖在臺北復館之初，僅有

由南京運來 1 4萬冊圖書，經 5 0年來的蒐集，

至9 6年1 2月底止總計：圖書 2 4 5萬6,6 4 7冊，

包括中文（含日、韓文）圖書 1 9 7萬 9,9 4 2冊

（其中善本舊籍 2 5萬9,6 3 8冊），西文圖書 4 7萬

6,7 0 5冊；期刊2萬1,7 9 9種，包括中文（含日、

韓文） 1萬 5,9 1 9種，西文 5,8 8 0種；報紙 4 1 2

種，包括中文（含日、韓文）3 7 6種，西文3 6種。

非書資料99萬8,159件，電子資料庫209種。

年度圖書設備費 9 6年為 3,9 2 8萬 2,0 0 0元

（含新興計畫經費 5 0 0萬元，電子資料庫 3 2 0萬

元），各類資料經費分配比例略為：西文期刊

佔 4 5 % 、電子資源佔 1 4 % 、西文圖書佔

8 . 6 % 、日韓文書刊佔 5 . 5 % 、大陸圖書佔

4.2%、中文書刊佔 3.8%、視聽資料佔 3.3%、

灰色文獻佔 2.2%。徵集書刊資料共計 2 0 萬

3,9 2 2冊／件，其中圖書 1 2萬7,5 7 4冊、非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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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7萬6,3 4 8件，另有現刊期刊 8,7 4 6種、報紙

121種、電子資料庫209種。

9 6年並執行「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 2

期計畫」專案計畫中之「蒐購國際組織、重

要學術基金會及智庫文獻資源子計畫」及

「人文社會科學網站網頁典藏子計畫」，以及

「9 6年度提升館藏及國際交流計畫——國家圖

書館提升館藏子計畫」，書刊購置專案預算

1500萬元。

9 6年依「圖書館法」送存的圖書資訊共

計1 1萬8,3 9 8冊/件，其中圖書 1 0萬5,4 1 4冊、

非書資料 1萬2,9 8 4件。送存的中文圖書有 1 0

萬3,6 5 4冊、佔9 8.3 3%，西文圖書有1,6 9 0冊、

佔1.60%，日韓文圖書有70冊、佔0.07%。

有關灰色文獻及贈書部分： 9 6年共徵集

博碩士論文 3 7,9 8 1冊、研究報告 9,0 7 6冊、教

師升等著作 1,7 6 4冊、善書7,6 0 0冊。研究報告

以農委會、經濟部及國研院科資中心為大

宗，善書以淨土宗系統、龍山寺及佛陀文教

基金會為大宗。重要的贈書有：文化大學歷

史系程光裕先生、淡江大學歷史系鄭樑生先

生、淡江大學歐研所齊祐先生、臺經院等贈

書共 4,8 0 7冊。劇作家貢敏、作家曾燄、許惟

競等人贈送手稿、字畫、照片共80餘件。

二、圖書資訊的組織

國圖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負責辦理全國新

書於出版前申請編配國際標準書號（ I S B N）

及出版品預行編目（C I P）等業務， 9 6年增加

的筆數為 7萬1,4 2 4筆。其中 9 6年核發國際標

準書號（I S B N）4萬5,4 3 2號、圖書 4萬2,1 2 0

種，出版家數為 2,1 5 4家；編製出版品預行編

目（C I P）2萬5,9 9 2筆，出版家數為1,5 9 9家；

受理申請國際標準期刊號（ I S S N）1 1 9件、總

部回函 9 9件；核發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

碼（I S RC）6,0 8 6筆，查訪家數為 7 4 6家，並

擴大「電子出版品」及「視聽資料」的給號

範圍。 9 6年申請書訊下載書目總筆數達 7 7萬

9,636筆。

由採訪、交換等相關單位移入編目組進

行資訊組織的圖書資料共計 1 5萬2,1 3 9冊／件

／種，包括：中外文圖書1 2萬9,6 3 6冊、非書資

料2萬8 2 3件、期刊 1,6 8 0種。年度完成編目總

量為 9萬3,2 1 4筆，較之去年的 1 4萬9,1 2 0筆，

減少了 5萬5,9 0 6筆；其中委外編目鍵檔量為4

萬6,6 5 4筆（去年為 8萬9 0 1筆），佔所有編目

量的5 0.0 5%；自鍵量為 4萬4,4 5 1筆（去年為 6

萬7,6 7 0筆），佔所有編目量的 4 7.6 9%；資料

庫轉檔量為 3 0 0筆，佔所有編目量的 0.3 2%；

人工編目有1,809筆，佔所有編目量的1.94%。

名稱權威資料之整理關係到圖書館書目

控制的良窳，國圖自 8 8年起與臺灣大學圖書

館合作建置「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並已將

該資料庫開放圖書館查詢利用，以協助各圖

書館進行其館內書目權威控制，申請使用單

位有 5 9所。 9 6年彙整 2萬6,9 1 4筆，目前彙整

完成的中文人名權威紀錄有25萬606筆。

建立館藏期刊論文索引及目次建檔數量

10萬3,200筆。

與全國 7 7所大學、公共及專門圖書館連

線，進行電腦線上合作編目，共同建立N B I Ne t

聯合目錄資料庫， 9 6年處理 5 1所合作館提供

之各語文及各類型書目 1 8 3萬 4,7 8 5筆，以程

式及人工整併 1 1 1萬 3,9 1 9筆重複書目，計新

增書目 7 2萬 8 6 6筆，資料庫累計書目總量為

6 2 3萬2,9 4 2筆，其中圖書資料 5 8 5萬7,4 4 3筆、

連續性出版品1 1萬8,8 5 9筆；館藏紀錄1,1 7 4萬

687筆，權威紀錄總筆數22萬2,846筆。

出版《中文圖書分類法》(2 0 0 7年版)，此

乃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第八版為藍本修



訂並更名，編訂工作始於 9 0年。全書分為類

表篇及索引篇 2 冊，計收錄類目 2 萬 4 千餘

條，索引 4萬餘條。類目修訂特色在於反映當

代學術文化進展及臺灣社經變遷，以達文獻

保證的需求。

依據上級指示進行館藏中文書目記錄中

有關「臺灣」、「中華民國」編目之修改，並

陸續公布有關分類法改版之相關方法與注意

事項，供全國圖書館界參考引用。

為提高臺灣出版品的能見度，在克服各

種技術困難後，將臺灣出版的中文圖書書目

紀錄上傳至 O C LC 的Wo r l d C a t 系統，完成

C M A RC轉M A RC2 1轉換程式功能擴充。目前

已上傳近 7萬筆。此舉不僅可提供全球各圖書

館進行採購、分編中文圖書之參考，亦可查

檢我國學術研究成果之書目資料。

三、特藏整理與傳布

國圖負有典藏歷代國家文獻的重責大

任，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的實施，

將珍貴舊籍文獻 4 4 9部， 5,3 1 1冊暫行分級為

國寶及重要古物，並列冊提報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審查。

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提供

珍貴的古籍文獻予以數位化，以便利產官學

研及社會大眾使用。自 9 6年起納入「臺灣研

究核心資源數位化計畫」中，名為「臺灣重

要圖書文獻數位化」，本計畫以第 1期數位內

容為基礎，持續將國圖收藏之臺灣重要圖

書、金石拓片、寫經、年畫等文獻進行數位

化， 9 6年度掃描重要善本古籍 7 9種7 0,3 7 3影

幅、卷端書影 8,0 0 1影幅、敦煌卷子 3 1卷5 0 0

影幅，目前共計完成約 6,6 7 0種善本古籍。另

僱用5名按時計酬人員，協助古籍文獻之影像

校對及篇目回溯建檔工作，並將數位化成果

精選專題性影像，搭配圖文說明於網頁上呈

現，同時可製成光碟應用產品，期將最富特

色、深具歷史價值之臺灣重要圖書文獻提供

給社會大眾利用，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數位化計畫， 9 6

年度完成掃描古籍善本 3 0 9種、 1 7萬6,7 0 0影

幅，其版本包含明、清刊本、鈔本、稿本及

朝鮮活字本，並將影像上傳國圖古籍影像檢

索系統，提供線上閱覽與檢索。

「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9 6年進行兩次資

料新增與置換，新增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

國學研究院、中華耶穌會神哲學院圖書館、

內蒙古線裝古籍聯合目錄之中文古籍書目資

料；9 6年匯入書目1 1萬0 9 3筆，資料庫總計有

3 2所中文古籍典藏單位提供書目，共計 6 1萬

2,130筆。

9 6年2月2 7日至4月1 0日，舉辦「如是我

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特展」，選介館藏

重要且具代表性之佛典經卷三十餘部展出，

配合特展並編印展覽圖錄、同時透過「特藏

線上展覽館」展出部分內容，此次展覽在展

場服務的志工共計 1 1 2人次、參觀人數近 7 0 0

人。另於善本書室舉辦「書的歷史——國家圖

書館珍藏特展」。

委請2位修裱專家到館修裱珍貴舊籍文獻

資料， 9 6年修裱舊籍文獻 1,9 5 1張，重新線裝

143冊，敦煌卷子20捲。

四、讀者服務的開展

全館闢設專科閱覽室 1 4間專科閱覽室，

1,2 2 6閱覽席位，設置 1 9個服務櫃台， 7 5台影

印機設備 2 3 6部電腦設備，，提供讀者進行檢

索館內網路的各種資料庫，部分電腦亦允許

讀者連接網際網路，查檢所需資訊。另外在

和平東路科技大樓13樓附設「資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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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年計有5 9萬8,7 1 6人次入館閱覽，新辦

閱覽證 3萬6,0 1 1人，調閱閉架閱覽書刊 3 8萬

4,8 1 6人次、書刊 6 1萬2,5 8 4冊（其中線上調閱

圖書 3 0萬2,8 5 7冊）；參考諮詢服務 4萬5,1 5 8

件，館際合作 4 ,4 4 7 件、館際複印張數 3 萬

6,3 4 6張。來館讀者因個人研究需要的合理使

用複印書刊文獻張數達到1,662萬1,932張。

9 6年並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國

立嘉義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等單位，共

同榮獲「第9屆教育部服務品質績優獎」。

「遠距學園」（h t t p : / / c u . n c l . e d u . t w），提供

全國民眾一個自由上網，免費進行自我數位

學習的管道，並配合政府推動數位課程認證

機制，強化公務人員的終身學習成效。至 9 6

年底開設1 3 0多門遠距教學課程，學員有 1萬4

千多人，96年學習人次達到1萬1,612人次。

配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出版企劃，

於國圖閱覽大廳定期展出各類圖書及好書，

9 6年度規劃主題包括：「臺灣出版TO P1–2 0 0 6

代表性圖書」、「地方老照片攝影圖錄」，分

別各展出圖書約200冊。

為推廣館藏圖書資訊，特舉辦「精選俄

文典藏書籍展」（1-2月，國圖閱覽大廳）、

「戀戀原鄉情旄珍藏明信片展」（6-1 0月，國圖

文教區；基隆市文化局、宜蘭縣文化局、臺

中市文化局等處巡迴展）、「戒嚴時期查禁書

刊展」（7-1 0月，國圖文教區；新竹社教館、

自然科學博物館、臺南社教館、科學工藝博

物館、臺東社教館等處巡迴展）、「我國參與

聯合國事務相關檔案文獻展」（1 0月2 5日-1 1

月1 2日，國圖館史室）、「法文古書展覽暨法

國主題書展」（1 0月1日-1 2月3 1日，國圖閱覽

大廳）、「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 9 4 5-

1987）」（10月6日-11月10日，國圖文教區）。

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及導覽， 9 6年計有

8 8個單位， 1,5 4 5人次的來自各大專院校、軍

公教學術機構、民營企業團體人員來館學習。

五、資訊服務的提升

自創建置 2 2項資料庫或資訊系統，並引

進國內外重要電子資料庫 1 7 4種，方便讀者檢

索利用。 9 6年所建置的各書目資料建檔部

分，共新增 1 1 1萬3,0 3 9筆，歷年累計建檔數

量已經達到 1,4 1 2萬8,1 0 1筆。全文資料庫影像

掃描新增 2 5 7萬 5,9 8 9頁影幅，歷年累計數位

化影幅數達到3,1 8 5萬0,6 4 0頁影幅。9 6年共有

1億6,4 4 8萬5,4 0 5人次上網查詢，每天有 4 5萬

0,6 4 5人次、每小時有 1萬8,7 7 7人次、每分鐘

有3 1 2.9人次、每秒鐘有 5.2 2人次在使用國圖

的資訊系統。

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計畫，積極

規劃「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使民眾只需透過

網際網路連線，即可查詢國圖館藏我國各類

圖書文獻研究資訊，及閱讀已授權的電子全

文。目前有近 3百種期刊文獻願意提供無償授

權，大幅提高線上可瀏覽及列印文獻的傳播

功能。 9 6年館內外利用文獻傳遞服務的使用

人次有 4 9萬 8,4 6 8人次，複印文件頁數達到

722萬4,879頁。

辦理「數位資源整合查詢系統」，9 6年共

完成館內 2 1個系統的 data prov i d e r及建置 s e rv-

ice prov i d e r之OA I機制，並為整合不同類型的

資料庫，建立一標準共通性介面，日後如須

納入此 OA I機制的各系統，均須提供標準化

X M L 格式的記錄。至此，建立了共通性平

台，可集中控管維護各系統擷取來之 m e t a資

料，解決國圖館內資源重覆的問題。

進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轉換專案，自 9 5

年8月8日起至 9 6年1 2月，分三期執行，新購



置的A l e p h系統取代舊有的U R I C A / S P Y D U S系

統及DY N I X系統，整合採訪、編目、流通、

期刊、線上公用目錄查詢等相關作業，支援

多國語文資料，提供全文及主題檢索。

臺灣記憶系統新增臺灣文獻與新聞影音

數位化，完成臺灣歌謠冊、皮影戲劇本共 1 8 8

種、 1萬 5,1 7 7頁數位化影像掃描與目次詮釋

資料建檔；戰後官修方志 7 5種、 2萬9,3 5 5頁

數位化影像掃描與目次詮釋資料建檔；臺灣

版畫 1 1 0件、 1 5 3頁數位化影像掃描與詮釋資

料建檔；臺灣詩文舊籍 7 7種、 1萬2,7 2 1頁數

位化影像掃描與目次詮釋資料建檔；日文舊

籍5種、 7 4 9頁數位化影像掃描與 7 9筆目次詮

釋資料建檔；鄉土大事記 1萬2 0 0筆建檔；臺

灣電視公司新聞影音 9 5年1 1月至 9 6年1 0月共

2萬 1,0 9 3則數位新聞影音檔案，總長度 2萬

7,368分鐘。

臺灣客家圖書數位化，完成館藏客家主

題書籍影像掃描 1,2 8 1冊， 5萬8,0 5 4頁、篇目

建檔2萬7,361筆。

臺灣家族微縮資料數位化，完成 2 0 2卷、

3,5 7 5冊，總共2 1萬1,8 8 9頁數位化與詮釋資料

建檔。

鄉土文獻數位化，完成各地鄉土文獻數

位化掃描 1 9萬9 2 8頁、詮釋資料分析及建檔 1

萬筆，藝文史料（海報）數位化掃描 2 ,0 0 0

頁、詮釋資料分析及建檔2,000筆。

博碩士論文數位化，收集與上網摘要2萬

9,8 9 4筆，授權電子全文 1萬6 7 7筆，查詢服務

7,863萬8,817人次。

六、輔導事業的推動

基於組織條例所賦予輔導各級圖書館業

務，以及圖書館從業人員繼續教育之責， 9 6

年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合作辦理 3場「9 6年員工

在職進修暨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進修研習

會」，提供圖書館員資訊時代經營圖書館的新

理念。

籌備召開第 4次「全國圖書館會議」，擬

邀集政府部門及圖書界等代表，共同討論圖

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籌備工作擬區分為四大

主題，分組進行議題資料的收集及研擬。

辦理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工作， 9 6年完

成「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提報及分析系統」

第一期計畫，以及全國 5,6 7 8所圖書館的基本

資料問卷調查。

持續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辦理「圖書館

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第 7期學分班共

招收 3 8位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以增進其圖

書館專業知能，使能提供學校多元化教學的

資源服務為目標。

協助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國際學

校圖書館學會 ( I A S L )2 0 0 7年會」，與該學會合

作出版《Librarianship in Taiwan》（臺灣圖書館

事業）一書。

為落實「建購西文核心期刊資源共享機

制計畫」並整合與共享西文期刊資源及提高

國內學術期刊文獻保障率，國圖於 9 5年2月召

開「西文學術期刊館藏合作發展會議」，邀集

2 9個合作館認購國內尚無紙本之基礎型西文

核心期刊1 1 4種，會後1 6個館認購其中5 0種期

刊，其餘 6 4種除部分因停刊等原因無法取得

外，均已由國圖於 9 5年完成訂購，並於 9 6年

陸續到館。

建置「參考服務園地」網頁，不僅提供

讀者線上諮詢管道，同時提供參考工具書訊

息、各項諮詢服務訊息及學術研討會議訊息

公開建置在網頁上公布。

建置「編目園地」並發行「編目園地電

子報」，提供編目相關消息、新知、規範標準

19

國家圖書館



20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等，並解答編目相關諮詢問題。

受理大專院校圖書資訊學系學生暑期到

館實習， 9 6年共有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及選

派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7名到館實習。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於 8月6日至

1 0日辦理「資訊組織基礎班」，8月1 4日至 1 6

日辦理「資訊組織進階班：主題分析與知識

組織」，兩班共計 9 8名來自各地的圖書館及資

訊服務單位的編目人員參加研習。

七、研究發展的成效

遵照教育部指示歷年完成多項圖書館相

關技術規範研訂。 9 4年1 0月，完成國內第一

部後組式主題標引工具——《中文主題詞

表》，已於9 6年7月起，全面啟用。 9 6年1 2月

完成《中文圖書分類法》（2 0 0 7年版）之編訂

出版，預計將於97年1月起全面啟用。

依經建會指示將於高鐵歸仁站附近之

「高鐵學研生態村」規劃興建典藏館，南部館

之籌建，依教育部指示先期籌備服務處設於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預定於 9 7年2月揭

牌。

9 6年委請專家學者辦理之專題有 5案：

「國家圖書館讀者服務績效評估指標」（盧秀

菊）、「館員繼續教育與數位學習研究計畫」

（柯皓仁、林素甘）、「專業圖書館工作人員

認證研究」（林呈潢）、「我國圖家圖書館體

系之建立、營運與未來發展策略之研究」（陳

昭珍）、「全國出版新書 /數位資源資訊 e化服

務平台」（歐陽崇榮）。

9 6年度出版的定期刊物有：《國家圖書

館館刊》、《國家圖書館館訊》、《全國新書

資訊 月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 y

New s l e t t e r》等，重要的學術論著有：《中文

圖書分類法》、《中華民國 9 6年圖書館年

鑑》、《國際學術電子圖書館建置探討》、

《中文電子資源編目》、《臺灣出版參考工具

書書目： 2 0 0 6 年》、《臺灣地圖 出版目

錄.2 0 0 0-2 0 0 6》、《2 0 0 7年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

源選介》、《日治時期的臺南》、《欲掩彌彰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情」》（電子

書）、《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

（修訂版）》、《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

佛經展覽圖錄》、《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

展(1945-1987)展覽圖錄》等。

八、學術合作與交流

與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學術研究單位

圖書館以及國際組織等已建立交換關係者計

為1,3 0 2個單位，分布於 1 2 5個國家或地區，

9 6年交換而來之圖書、期刊、光碟、散頁、

微片等共計 3萬 1,7 6 9冊片，其中交換所得的

圖書有 1萬1 6 1冊、期刊 7,0 1 6冊、非書資料 1

萬4,5 9 2件，寄發的圖書有 5萬8,3 4 8冊，其中

圖書 1萬 2,7 5 2冊、期刊 3萬6,9 5 8冊。經針對

收、贈較不平衡之 3 7 5個單位進行問卷調查，

取消交換者計10個單位。

9 6年辦理國際及大陸地區重要圖書館界

人士參訪及專題演講座談，有 5 0團2 4 9人士來

訪，特別是 7月份邀請越南國家圖書館等 4位

館長前來舉辦座談會並簽定合作共識。赴歐

美( A LA、E A S L、 I F LA）以及大陸港澳參加各

會議及參訪者共計為 2 3人次。於新網頁增設

「國際合作交流」專欄，呈現國圖各項國際合

作交流成果及動態。配合駐教廷國大使館前

往梵諦岡聖言會辦理書展並贈書，全年國外

專案贈書計 1 5次單位 2,0 9 7冊，國內贈書 7次

3,390冊。

9 5年推薦俞小明及鄭寶梅分別代表臺灣

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主題小組（I F L A



Se c t i o n）「家譜與地方文獻組」（Ge n e a l o g y a n d

Local Hi s t o ry Se c t i o n）及「繼續專業發展職場

學習組」（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 ve l o p m e n t

and Wo rkplace Learning Section, CPDW L S）常

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委員選舉，

雙雙當選，兩者任期皆自 2 0 0 7年至 2 0 1 1年。

鄭寶梅奉派於9 6年8月至南非德班出席2 0 0 7年

I F LA大會及參加「繼續專業發展職場學習組」

常設委員會會議，並同時代表俞小明參加「家

譜與地方文獻組」常設委員會會議。

第2 7屆漢學圖書館會議， 9月1 2至1 4日

於瑞典舉行，約有 4 0餘位來自歐洲各國圖書

館館長與會，顧力仁提出「臺灣國家數位典

藏以及國家圖書館數位服務」（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and Digital Content Service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頗得與會人士之

稱許，同行漢珍數位圖書公司羅志承亦介紹

有關臺灣之資料庫，增強歐洲圖書館界對臺

灣研究之了解。

9 6年 9月 1 7日，由俞小明以及蘇桂枝前

往梵諦岡天主教聖言會「福若瑟中心」辦理

書展，並於展後將書籍贈與該會新設中文圖

書資料中心。期間參訪義大利中央圖書館、

荷蘭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萊頓大學總

圖書館、漢學院圖書館；比利時歐盟中央圖

書館、魯汶大學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科技

圖書館等。

在舉辦學術研討會方面： 1月，漢學研究

中心與國父紀念館、東吳大學等合辦「中山

文化暨古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6月，協

助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藝術家的書——從馬

諦斯到當代藝術展」； 7月，協辦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舉辦「 2 0 0 7學校圖書館（ I A S L）年

會」。

每年派員參加海外學術交流活動，以吸

取新知，促進館務發展，96年參加情形如下：

1.第5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 The 5th Annual

L i b r a ry Leadership In s t i t u t e），5月1 1日至 1 5

日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大學圖書館舉行，由王

明玲、陳德漢出席。

2.分享臺灣記憶計畫經驗， 5月2 4日至2 7日於

香港大學圖書館舉行，由林巧敏、宋美珍參

與座談。

3.第1 3屆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年會並辦理書

展， 6月7日至 1 3日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

迪遜校區（Un i versity of Wi s c o n s i n - Ma d i s o n）

舉行，由耿立群出席。

4.2 0 0 7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6月2 0日至2 7

日於美國華盛頓會議中心（ Wa s h i n g t o n

C o n vention Center）舉行，由王文陸、彭慰

出席。

5 .「2 7 屆歐洲漢學圖書館會議」（Eu ro p e a n

Association of Sino- logical Librarians Annual

C o n f e re n c e），9月1 0日至 1 6日於瑞典隆德大

學舉行，由顧力仁代表出席，會中提出報

告：「臺灣地區數位典藏計畫現況以及國家

圖書館數位資源服務」。

6.歐洲圖書館參訪與辦理書展， 9月1 0日至1 6

日於梵諦岡舉行，由俞小明、蘇桂枝出席。

7.世界數位圖書館展示會， 1 0月 1 7日至 2 0日

於法國巴黎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舉行，

由蘇桂枝出席。

8.太平洋鄰里協會2 0 0 7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1 0

月1 8日至 2 2日於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

館舉行，由俞小明、彭慰出席。

9.第3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暨第四屆全國高

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年會， 1 0月2 5日至

29日於中國大陸廈門舉行，由簡耀東出席。

1 0.中美文化交流與圖書館發展國際學術研討

會， 1 0月3 1日至 1 1月4日於中國大陸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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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舉行，由曾

�賢出席。

1 1 .越南儒教國際研討會（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ference on Confucianism in Vietnam），11

月 8日至 1 1日於越南社會科學院舉行，由

彭慰出席。

1 2.大陸地區新近啟用圖書館建築發展考察，

1 1月1 8日至 2 4日考察南京圖書館新館、南

京大學圖書館、深圳圖書館新館、深圳市

科技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理工

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等，由宋建

成、李宜容、林巧敏、吳英美、嚴鼎忠等

前往。

1 3.圖書館分編實務工作研討會， 1 1月3 0日至

1 2月1日於澳門圖書館舉行，由吳英美主講

「中國圖書分類法的修訂」。

1 4.2 0 0 7 年香港國際古書展（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ntiquarian Bookfair in Hong Kong, 2 0 0 7），

1 1月3 0日至 1 2月2日於香港太古廣場會議

中心舉行，由蔡佩玲、廖秀滿出席。

1 5.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 1 1月3 0日至 1 2月6

日於中國大陸鄭州舉行，由孫秀玲、廖箴

於會中發表論文：「興與變：近 2 5年來臺

灣漢學研究發展初探」。

1 6.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1 2月 5

日至8日於澳門大學舉行，由宋建成、蘇桂

枝出席。

九、漢學研究的促進

為促進學術交流，邀請來華學人舉辦專

題演講，與國內學者切磋。 1月3日，史馬克

（Dr. Mark Stevenson）（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主講「藏族的小窗：從窗櫺

木雕看青海藏族文化與社會之演變」； 1月5

日，吳存存（Wu Cu n c u n）（澳大利亞新英格

蘭大學語言文化學院）主講「不重美女重美

男：晚清都門士人的花譜、梨園癖與男

風」；3月2 9日，吳淳邦（韓國崇實大學校人

文大學中語中文學科）主講「傳教、翻譯、

啟蒙、小說─ 1 9世紀在華新教傳教士的文字

工作與晚清小說的轉變」； 6月6日，麥大偉

（David Mc Cr a w）（美國夏威夷大學中文學系）

主講「莊子用韻與版本層次研究」； 8 月 1

日，吳淑惠（美國密西西比大學歷史系）主

講「連橫的大陸之行與臺灣通史寫作」； 8月

16日，秦玲子（Reiko Shinno）（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歷史系）主講「蒙古帝國在中國醫學史

上的重要性」、田梅 ( Ma r g a ret Mih Ti l l m a n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主講「掌握生產

之道：理念與現實的更新」； 1 0月9日，常志

靜（Florian C. Re i t e r）（德國柏林宏堡大學中

文系）主講「論五雷法的內涵及其發展的某

些觀點」；11月21日，艾皓德（Halvor Eifring）

（挪威奧斯陸大學文化研究與東方語言系）主

講「《紅樓夢》的心理結構」； 1 2月1 7日，張

樂翔（美國哈佛大學東亞歷史與語言學系）

主講「官場中的商場與士大夫的選擇旄清代

的捐納制度探析」。

「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計畫」，9 6

年度審核通過 1 5件獎助學人案。為加強績

效，提報擴大實施計畫，獲教育部同意補助

第一年經費新幣 3 5 0萬元，故自 9 7年度起，將

獎助名額增加為 2 0人，並延長其在臺研究期

限。

定期刊物準時發刊，《漢學研究》自 9 7

年起擬改為季刊發行，且獲邀授權 E B S C O納

入其全文資料庫。《漢學研究通訊》 9 6年起

建立外審制，並新闢「新書評介」專欄。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創刊於 9 5年元月，目

前訂戶逾 4千人，平均每期點閱次數高達 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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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94年度 95年度 96年度

閱覽證申辦數（人） 45,069 42,546 36,011

入館總數（人次） 675,262 658,622 598,716

資訊系統使用數（人次） 64,160,069 123,857,269 164,485,405

書刊提閱數（人次） 361,008 303,645 384,816

書刊提閱數（冊） 548,517 549,949 612,584

線上調閱圖書數（冊） 297,236 302,478 302,857

館內閱覽複印資料數（張） 20,187,914 18,271,727 16,621,932

答覆參考諮詢問題數（件） 48,260 65,545 45,158

館際複印件數（件） 6,000 4,882 4,447

館際複印張數（張） 45,000 36,957 36,346

文獻傳遞服務複印頁數（頁） 5,025,521 5,656,427 7,225,648

文獻傳遞服務館內及館外使用數（人次） 462,285 427,983 498,468

書目資料建檔新增數（筆） 801,906 1,113,039 276,850

書目資料建檔累計數（筆） 12,044,459 13,139,076 14,435,948

影像資料建檔新增數（頁） 2,874,666 2,575,989 663,314

影像資料建檔累計數（頁） 28,449,317 31,027,249 32,753,874

善本古籍掃描數（部） 167 266 309

善本古籍掃描影幅數（影幅） 140,940 117,567 176,700

期刊報紙掃描數（頁） 1,917,771 2,137,764 1,099,131

博碩士電子全文數（筆） 20,000 18,100 10,677

提供NBINet資料庫的書目資料筆數（筆） 39,882 41,966 42,281

讀
者
服
務
統
計

參
考
服
務
統
計

數
位
化
及
資
訊
服
務

7千次以上。

9 6年參與學術活動有：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麥迪遜校區舉行的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

（N ATS A）第1 3屆年會，並於會中舉辦臺灣研

究圖書展覽；參與籌備「空間移動之文化詮

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舉辦。

9 6年採集大陸出版漢學研究圖書 5,8 6 0

冊，漢學期刊學報 4,9 0 3冊，報紙 2,6 2 6份，目

前總藏量圖書已達 1 0萬0,1 1 9冊。資料室閱覽

利用人次達 1萬 2,3 0 2 人次，提閱圖書約 1萬

4,5 5 0冊，參考諮詢約 4,6 9 7件，書刊目錄檢索

次數約6萬9,988次，影印約27萬8,100張。

全面於海外學人研究小間安置個人電腦

設備，方便學人在館內從事各項研究，並為

每位新到學人進行一對一個人化諮詢服務，

俾便學人早日熟悉館內學術資源，著手進行

相關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推動的兩岸三地「中國文

學英譯索引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初步已

獲得各方支持，將於 9 7年起開始進行第一階

段合作工作，漢學中心代表我國，依據詮釋

資料格式建檔。

十、重要業務94年至96年統計



24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參考文獻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9 6年中心工作簡報》。國

家圖書館。臺北市：該館，民國 9 6年4月、7

月、10月，97年1月。4冊。

國家圖書館秘書室。《國家圖書館館訊》，9 6年第2

期＝總號1 1 2期-9 7年第1期＝總號1 1 5期。臺北

市：該館，民國96年5月-97年2月。

國家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及資源整理計畫」

成果報告。臺北市：該館，民國96年12月。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9 7年度第1次顧問會議：

9 6年度業務報告」。臺北市：該館，民國9 7年1

月15日。

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自我評鑑表」。臺北

市：該館，民國97年10月。

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畫：

國家圖書館資訊整合及服務升級計畫成果報告。

臺北市：該館，民國97年2月。

特藏組，〈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新增中華耶穌會神哲

學院圖書館等單位資料〉，《國家圖書館館訊》

9 7年第1期＝總號第1 1 5期（民國 9 7年2月）：

頁40。

顧力仁，〈第2 7屆歐洲漢學圖書館會議紀實〉，《國

家圖書館館訊》9 7年第1期＝總號第1 1 5期（民

國97年2月）：頁9-13。

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畫

行政院持續推動「文化魅力．創意加值

——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 2期（9 6-9 8）計

畫」，國圖於96年推動的內容如下：

一、館藏內容擴充方案計畫（第三子計畫）

（一）蒐購國際組織、重要學術基金會及智庫

文獻資源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4 0 0萬元，完成採購

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 E C D）、智庫

（ Asia So c i e t y、 C S I S）、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 H 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 N E S C O）等

國際組織出版品，共計 1,0 1 7種。其中尤以回

溯購置 1 0年聯合國文獻出版品（ 1 9 7 1-1 9 8 0）

微縮資料計 2萬餘片最具特色，使國圖成為國

內唯一完整典藏自我國退出聯合國後該組織

年度文獻出版品的單位。

（二）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中文網站網頁典藏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3 0 0萬元，完成「國

家圖書館網站典藏先導系統」。目前網站典藏

機制及相關軟硬體已建置完成，系統將定期

擷取網站內容，並依序建立個別典藏版本。

9 6年典藏範圍為：1.各級政府網站：中央及地

方各級政府機關網站； 2.教育及學術機構網

站：研究機構、社會教育機構及全國大專院

校及所屬系所網站；3.圖書館網站：各大專院

校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圖書

資訊學研究單位及圖書館團體網站； 4.國家圖

書館網站：國家圖書館及附屬單位網站； 5.重

大社會議題網站：包括環保、能源、教改、

選舉等重要議題網站。以完整擷取，原樣保

存方式辦理。96年已完成325個網站擷取。

二、數位化系統軟硬體建置計畫（第五子

計畫）

（一）數位資源軟硬體平台建置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4 3 0萬元，進行網路

路由器、防火牆、資安設備等的汰換工程，

並將館內網路環境依據資安需求進行相關調

整，以避免館員區或讀者區電腦萬一發生感

染現象時，不會對伺服器區造成連帶的影

響；Unified St o r a g e提供N F S、C I F S、S A N、

i - S C S I等Pro t o c o l，使得區域網路間之檔案傳

輸更加容易。另外為了因應儲存空間的需

求，採購擴充儲存設備以因應逐年增加之數

位典藏儲存需求。

（二）數位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建置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3 7 0萬元，將國圖自

行建置或採購部分數位資訊資源（資料庫）



為基礎，建置OA I（Open Arc h i ves In i t i a t i ve；

即遵循 Open Arc h i ves In i t i a t i ve -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 rve s t i n g - - OA I - P M H2.0）機制。 9 6

年完成臺灣記憶、臺灣概覽、中文期刊篇目

索引、文史哲論文篇目、典藏大陸期刊篇目

索引、外文期刊漢學論著目次資料庫、國際

漢學博士論文摘要資料庫等 2 1個系統的 Da t a

Provider及建置Service Provider之OAI機制。

（三）學術期刊文獻快遞服務系統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5 0萬元， 9 6年重點

為建置「期刊文獻全文檢索先導系統」，主要

功能需求為引進「文字辨識O C R技術」，並設

法將該項技術與國圖原已建置的系統與期刊

篇目詮釋資料及影像資料（ 1 ,7 0 0 萬頁）整

合，逐步將學術期刊影像進行電子全文轉

換，期能全面提升檢索效果，以補目前中文

期刊篇目影像系統只能以關鍵字及詮釋資料

相關欄位提供檢索的不足。初期將以學術期

刊文獻之中英文摘要為最優先處理的對象。

三、完成數位典藏計畫（第五子計畫）

（一）重要藏品數位化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8 5 0萬元，結合鹿港

文教基金會、高雄縣政府文化局皮影戲館等

單位的館藏進行數位化，累計至 1 2月底止已

完成9 2萬4 5 6頁重要館藏資料之數位化典藏作

業，各項數位化作業績效如下：

1.臺灣家族史料微縮資料：完成 2 0 2卷、

3,575冊共21萬1,889頁數位化。

2.珍藏臺灣文獻：完成包括皮影戲劇本、

歌謠冊等377種、2萬8,856頁數位化。

3.臺灣早期報刊：完成日治時期至 1 9 7 0

年前報紙34萬頁、期刊33萬頁數位化。

4.建立數位化物件之詮釋資料，除將數位

化成果另以影像光碟進行數位典藏外，並將

相關資料與其數位物件匯入「臺灣記憶」、

「期刊影像資料庫」及「報紙影像資料庫」等

相關網站，提供民眾查詢利用。

（二）海外古籍（含文獻）數位化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8 0 0萬元，經與美國

國會圖書館協議，由國圖代為將該館所藏

明、清之重要善本古籍文獻，進行數位化影

像轉製與詮釋資料分析建檔，製作為數位化

檔案，國圖可以獲得該古籍影像資料的網路

傳輸權，提供國內學者專家新的研究素材。

9 6年完成採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古籍善本 3 0 9

種、 1 7萬 6,6 7 0影幅，並提供線上閱覽與典

藏。

四、全國圖書館統計系統建置計畫（第六

子計畫）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2 3 0萬元，我國圖書

館統計之國家標準（C N S1 3 1 5 1）已於 9 5年1 1

月再次修訂公布，為推廣國家標準，並統一

各圖書館資料、館藏統計方法，並與國際圖

書館統計標準接軌，特擬定三年執行計畫。

第一年， 9 6年完成「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

統」——圖書館基本資料填報雛型系統及基本

資料轉檔計 5,8 0 8筆，第 1期成果報告——最新

版 I S O2 7 8 9「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tistics」與現行圖書館統

計標準CNS 1 3 1 5 1之比較研究報告，辦理「圖

書館基本資料」調查工作。

參考文獻

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畫：

國家圖書館資訊整合及服務升級計畫成果報告。

臺北市：該館，民國97年2月。

賴重仁，〈國家圖書館網站典藏先導系統〉，《國家

圖書館館訊》9 7年第1期＝總號第1 1 5期（民國

97年2月）：頁35-38。

25

國家圖書館



26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9 6年以「臺灣研究核心資源數位化計畫」

向行政院國科會爭取經費 1 5,4 2萬9,0 0 0元，分

別辦理二個項目：一是，臺灣研究主題資料

庫建置，整理完成臺灣鄉土文獻書目約有

5,0 0 0筆；一是，臺灣鄉土文獻資源數位化：

1.臺灣鄉土文獻掃描 1 1萬8,6 7 7頁、詮釋資料

約7,8 0 0筆；臺灣藝文海報掃描 1,0 2 0張、詮釋

資料 1,0 2 0筆。 2.臺灣重要圖書文獻數位化，

臺灣重要圖書文獻 2 9種 2 4,5 0 0影幅，詮釋資

料2 9筆。臺灣出版期刊資源數位化，期刊掃

瞄4 0萬 3,3 6 5頁、報紙掃瞄 1 0萬 3,0 4 8頁、主

題分析1萬筆。

參考文獻

國家圖書館。「臺灣研究核心資源數位化計畫」成果

報告。臺北市：該館，民國96年12月。

教育部96年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

9 6年以「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及資源整

理計畫」爭取到 1,5 0 0萬元的經費，辦理以下

之事項：

一、.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子計畫

（一）國家圖書館重點網站無障礙網頁製作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2 8 0萬元，完成本館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臺灣記憶系統、中

文期刊篇目系統、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

統、西文期刊館藏系統、全國報紙資訊系

統、華文知識入口網、臺灣研究入口網、參

考服務園地、當代文學史料系統、參考諮詢

服務、知識之窗 網路資源選介等 1 2個重點網

站，通過行政院研考會無障礙網路空間 A +優

先等級檢測。

（二）雙語化網站改版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2 4 0萬元，完成國圖

雙語化網站改版建置，達成以「分眾導覽」

及「主題分類」的方式呈現網站、提供單一

控制介面和管理機制以建立「主題網站自動

產生系統」、整合業務產生之各種資料，納入

一共通平台管理、採網站流量分析及線上網

路使用意見調查做為網站內容調整策略的依

據、提供中英文雙語版本以服務國內、外不

同使用族群，並配合研考會推動無障礙網頁

空間之理念，製作一符合無障礙網頁規劃之

網站，以擴大服務更多使用族群。

（三）期刊創刊號特展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1 2 0萬元，順利展

出，達到民眾見證 1 9 4 5-1 9 8 7年間，從光復到

解嚴之前，我國出版平面媒體的發展軌跡；

並經由結合相關刊物創刊號原件，以多元方

式呈現展出，將期刊連續發行的特別型態所

蘊涵的知識與民眾實際生活結合，見證經濟

社會發展等的國民意識。

二、館藏中文圖書轉換類號子計畫

（一）中文書目國際化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7 0萬元，完成 3萬

5,0 0 0筆中文書目紀錄之機讀格式、字碼及拼

音轉換；經審核及修改整理出符合 O C LC格

式之書目資料，將臺灣地區最新之中文書目

資料上傳至 O C LC之資料庫，使全球圖書館

得以加速處理臺灣地區出版品，進而使全球

讀者透過搜尋引擎能夠快速查詢臺灣地區之

研究成果，提昇臺灣地區出版品之國際能見

度。



（二）改採《中文圖書分類法》及特殊資料編

目

年度核撥經費新臺幣 1 8 0萬元，完成 2萬

1,5 4 7筆臺灣史地、傳記、臺語、文學等類之

目錄由原來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改編為

《中文圖書分類法》之類號。是我國最早推動

目錄改編圖書館之一，同時透過 N B I N E T提

供其他圖書館進行目錄改編之借鑑。也完成 2

萬7 2 3筆博碩士論文編目建檔及 6 0 0筆視聽資

料之編目建檔作業。

參考文獻

國家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及資源整理計畫」

成果報告。臺北市：該館，民國96年12月。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

正式問世

《中國圖書分類法》（以下簡稱《中圖法》）

第九版的修訂工作，歷時 6年於民國 9 6年完

成，並易名為《中文圖書分類法． 2 0 0 7年版》

正式出版。

《中圖法》原係由劉國鈞於 1 8年仿美國

《杜威十進分類法》編訂，政府遷臺後，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賴永祥自 5 3年起陸續修

訂出版，是臺、港、澳地區圖書館處理中文

圖書的主要分類法，至 9 0年出版增訂八版

後，因其年事已高且長期定居美國，遂將著

作權無償捐贈國圖，賡續修訂工程。

《中圖法》第八版於 9 0年9月出版，但基

於科學技術之進展、社經政教之變遷、類表

本身缺誤等的因素，以及賴永祥期望建立永

續修訂的機制，以傳承分類法的歷史使命。

9 0年1 1月組成「中國圖書分類法修訂諮詢委

員會」，由國圖編目組擔任總執行。修訂工程

根據分類表 1 0大類之基礎，邀集國內圖書資

訊界及各學科專家學者計 1 9 8 人參與類表修

訂，主要運用「圖書館事業發展三年計畫

（9 1-9 3）」之經費。至 9 4年1 2月底，各層級會

議召開次數共近 5 0 0次，耗時 4年時間，始完

成1 0大類初稿彙整。初稿並同步公告於國圖

「編目園地」網站中，以供各界公評並給予建

議。

類表的修訂是以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

法》為藍本，參酌《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LC C）、《杜威十進分類法》（D D C）、《現

代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等分

類規範，同時盱衡近年來國內社經環境、學

術文化及科技等發展，並斟酌圖書文獻分類

實務經驗修訂而成。

9 5年上半年邀請各科專家進行初稿分類

校閱，同時，奉命進行檢視及修正有關臺灣

類目位階提昇及完備性。下半年邀請盧秀

菊、黃淵泉及林光美進行 3次全表總審查，並

於諮詢委員會中報告審查意見後交由編目組

進行調整；期間一次諮詢委員會邀請賴永祥

親臨主持。 9 6年元月，諮詢委員會決議將

《中國圖書分類法》 (修訂第九版) 正式易名為

《中文圖書分類法》 (2 0 0 7年版)。9 6年 3月起

進行英文類目之補訂與校對，並由編目組吳

英美、陳友民及任永禎等人進行 3次全表查核

及校對；全表於9 6年6月底修訂完成，前後歷

時5年6個月。

修訂完成後全表電子檔公布於「中文主

題編目規範系統」中，並利用各種會議宣

達，且 3度發函至各級圖書館主管機關宣告是

項訊息。9 6年7月，國圖率先啟用新類表臺灣

類目部分，進行臺灣史地、臺灣文學、臺灣

傳記及臺語四大類館藏之改號作業（「臺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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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類目」尚包括分散於《中文分類法》各

類，例如臺灣宗教、臺灣生物分布、臺灣教

育、臺灣經濟、臺灣藝術、臺灣音樂、臺灣

戲劇等相關類目），以及預行編目錄（ C I P）

新書主題標引。預計於 9 7年元起，國圖全面

採用新類表進行新書編目及預行編目。

《中文圖書分類法》全書收錄類目凡2萬4

千餘條，比原版增加約 3千條；索引凡 4萬餘

條，其中中文索引 3萬餘條，英文索引 1萬餘

條。條目變動幅度較大者集中在科學類、應

用科學類、藝術類及臺灣相關類目；除中文

類目外，主類表中凡小數一位類號之類目及

不限位數之科技類類目或專有名詞者皆列有

英文類目相對照。索引篇則包括編例、檢字

表、中文索引及英文索引；惟在類表篇中亦

含有索引，如「世界區域及分國表」的乙表

筆畫索引及丙表字母索引，「中國作家時代

表」的甲表按時代排列及乙表按筆畫排列。

《中文圖書分類法》類表的宏觀結構（又

稱編輯結構），包括：說明文字、類目體系

（正表有：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複分表有： 1 2種通用、 4 5種專類與仿照複分

表等）、參考資料及輔助索引等 4 部分組成

的。微觀結構（又稱類目結構），包括：標記

符號、類目名稱（含類目級別）、類目注釋、

參照說明等4部分組成。

修訂的內容除標記制度及基本架構維持

不變外，並儘量保留《中圖法》原有的特

色，俾有利於編目作業的銜接。修訂內容主

要包括：類目之增補與修訂、增補英文類

目、編訂輔助索引、修訂複分表及相關資料

及力求體例統一等 5方面；新類表以反映臺灣

現實狀況、依據文獻保證原則、顧及學術文

化進展、兼顧類目的穩定性等。綜觀修訂完

成後之《中文圖書分類法》具有：臺灣相關

類目之詳編與提升、增補反映新主題新事物

類目、顧及類目之穩定性與新穎性、注重類

表之完整性與實用性等四大特色。

期盻《中文圖書分類法》能在《中圖法》

原有的根基上展現風華，同時能符合學術文

化的時代脈動、反映政經社會的變遷脈絡、

適應各種文獻的分類標引，進一步彰顯「既

植根於本土，又放眼於世界」分類法編製的

特色。

參考文獻

吳英美、陳友民，〈承先啟後的《中文圖書分類

法》〉，《國家圖書館館訊》9 7年第1期＝總號第

115期（民國97年2月）：頁29-34。

簡秀娟，〈新紀元　新規範——啟動出版品預行編目

( C I P )資料建置的新措施〉，《國家圖書館館訊》

9 6年第3期＝總號第1 1 3期（民國 9 6年8月）：

頁29-33。

吳英美，〈《中文圖書分類法》的修訂與使用〉，《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9 7年第4月號＝總號第1 1 2期

（民國97年4月）：頁18-21。

國家圖書館編目組。「編目園地——中文編目規範標

準：《中文圖書分類法》（2 0 0 7 年版）」。

http://catweb.ncl.edu.tw/2-1-33.htm

行政院研考會推動我國圖書館

機構法制化作業

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 9月 1 0邀集教育

部、行政院文建會、主計處、人事行政局、

法規會等單位，召開「研商圖書館、博物館

等文教類附屬機構改隸及法制化作業會議」，

於9月1 7日訂頒「圖書館、博物館等文教類附

屬機構改隸及法制化作業處理要項」，要項中

強調依據「中央行政機關基準法」第 3 3條明

定各部為處理技術性或專門性業務需要得設

附屬機關署、局，且總數除地方分支機關

外，以 5 0個（三級機關）為限。要項中明列

原屬文建會之國立中圖書館移由教育部主



管，仍維持四級機構，並於 9 6年1 0月1 5日前

報院。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仍隸屬教育

部，維持原行政院核備之四級機構，並於 9 6

年1 0月1 5日前報院。國家圖書館之組織層級

維持不變，配合國立臺中圖書館改隸教育

部，依基準法規定通盤檢討現行組織條例，

並將名稱修正為組織法，前開組織條例修正

案請至遲於96年10月底前報院審議。

教育部於 1 0月 2日召開「圖書館、博物

館等文教類附屬機構改隸案及法制作業」會

議，決議國立臺中圖書館移由教育部主管，

並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改隸國圖，均屬四

級機關。

國圖於 1 0月 8日邀集國立臺中圖書館與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就改隸後三館業務之分

工與職掌事項召開協調會議，會議通過：

一、總館權責事項：國際性業務、全國性業

務、規範性業務、統合性業務、政策性業

務；二、總館與各區域館共同權責事項：服

務性業務、執行性業務、特色性業務、學習

性業務、行銷性業務。並決議由三館依會議

結論，擬具相關組織法規，報送國圖彙整後

轉陳教育部。

二館分別於 1 0月1 8日及2 3日，二次函送

各該館之組織規程草案、編制表草案及辦事

細則草案至國圖。 1 0月2 6日，國圖陳報教育

部有關該館組織法草案、編制表草案、處務

規程草案及二分館組織規程草案、編制表草

案、辦事細則草案；及本案後續辦理之建議

版本。

1 1月2 3日，教育部函請國圖依相關核定

意見，修正國圖組織法草案、編制表草案、

處務規程草案及二分館組織規程草案、編制

表草案、辦事細則草案。 1 2月2 8日，教育部

再函請國圖補送法規衝擊影響評估、法規委

員會審議法規案件檢核表暨性別影響評估

表，俾以辦理提報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審議，

遂再請二分館依據教育部指示，提報相關資

料。

參考文獻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9 6年9月 1 9日會綜字第

0 9 6 0 0 1 9 0 4 3號書函。主旨：檢送研商圖書館、博

物館等文教類附屬機構改隸及法制作業會議記錄

1份，並請教育部及本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依「處

理要項」所訂時程，辦理相關組織法規訂定、修

正或廢止作業，請查照。

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自我評鑑表」。臺北

市：該館，民國97年10月。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組織法、編制表、處務規

程及二分館組織規程、編制表、辦事細則研議過

程」。臺北市：該館，民國97年8月。

國家圖書館典藏及南部館籌設進度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與行政院經建會張景

森副主委於 3月 2 2日，就國圖興建典藏館舍

案，獲致二點結論：一是高鐵臺南歸仁站區

設置國家圖書館總館加典藏館，園區整體規

劃部分請經建會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政；二是，國家圖書館南部館另於高雄覓

地評估後興建，以國際視野發展人文藝術社

會科學（非英語系）為主軸。

3月2 9日，函報「國家圖書館遷建及組織

調整計畫書」； 5月7日，行政院經建會召開

審議會議，審查結論為：一、國家圖書館因

典藏空間不足，優先推動興建，基於國土整

體開發考量，同意於高鐵歸仁站區興建，本

案所需經費俟修正計畫後再核；二、南部分

館籌設，用地應由地方政府無償提供，俟土

地取得、功能定位等問題解決後再討論。行

政院經建會委託中原大學進行「高鐵學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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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村發展規劃構想之研究」。

1 0月1 2日，奉行政院函示以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舊址作為南部館建館用地進行規

劃； 1 0月2 2日，該校代理校長告知因故無法

再提供土地供國家圖書館興建南部分館之

用。 1 0月2 5日，教育部社教司朱楠賢率相關

人員南下高雄實地參訪，瞭解設置南部分館

及籌備處之可行性。 9 6年 1 2月3日，杜正勝

部長指示國圖速提南部館計畫報部轉院核定

後，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作為南部館

籌備服務處，並暫訂於 9 7年 2月舉行揭牌儀

式。 1 2月2 5日，教育部核定所報「國家圖書

館南部館籌備服務處籌設計畫」經費新臺幣

7 8 7 3.9萬元，先行部分補助第一階段經費新臺

幣2000萬元。

我國取得MARC21書目

紀錄格式中之專用識別代碼

為因應中文書目上傳 O C LC之聯合書目

資料庫，於 3月2 0日透過O C LC向美國國會圖

書館申請，並於 4月3日核准、 4月6日確認，

取得「中文圖書分類法」、「中文圖書標題

表」、「中文主題詞表」、「臺灣國家書目」

及「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號碼來源」等著錄

項目於 M A RC2 1書目紀錄格式中之專用識別

代碼。透過這些代碼的使用，將可使臺灣地

區書目轉為 M A RC2 1時，採用更為正常化之

欄位，使中文書目國際化之內涵更為具體

化。MARC21新增臺灣相關代碼如下：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適用欄位

ncsclt 中文圖書分類法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MARC21書目紀錄欄位084$2；

libraries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MARC21權威紀錄欄位065$2 

csht 中文圖書標題表 Chinese subject headings MARC21書目紀錄欄位600-651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及662之$2 

lcstt 中文主題詞表 List of Chinese subject terms MARC21書目紀錄欄位600-651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及662之$2 

tnb 臺灣國家書目 Taiwan National Bibliography MARC21書目紀錄欄位015$2 

rocgpt 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 R.O.C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catalogue MARC21書目紀錄欄位017$2

號碼來源 (Taipei: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參考文獻

鄭 玉 玲 。 「 編 目 園 地 ： 編 目 消 息 報 導 」。

http://catweb.ncl.edu.tw/sect-1.htm。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中心工作簡報：9 6年1月

至3月》。國家圖書館。臺北市：該館，民國9 6

年4月。

館藏善本書進行估價及國寶古籍審查

教育部函示國圖列報之 5,3 1 1冊,珍貴動產

善本古籍，應估列價值，遂邀集劉兆祐、吳

哲夫、莊芳榮、王福壽、盧錦堂、林漢章等

學者專家進行討論。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建

議比照故宮珍貴動產，以保險理賠金額作為

估列價值之參考金額。



6月起，辦理國圖國寶級古籍審查作業，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文化資產保存

研究中心籌辦處主辦，邀請了張炎獻、陳鴻

森、莊吉發、黃富三等人擔任審查委員，本

年進行了 1 5次審查作業，共計審查完成 4 4 2

部，5,338冊。

全國書目資訊網（NBINet）

推動營運發展計畫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路系統」（N B I Ne t）

是臺灣目前惟一的合作編目機制，從 8 0年啟

用至今，一共有 7 7個合作館參與，提供了近

6 2 0萬筆書目資料及1,1 0 0萬個館藏紀錄，資料

庫內包含中文書目 3 6 0萬筆、西文書目 1 9 0萬

筆、其他語文書目 7 0萬筆，其中以圖書為大

宗，此外還包括連續性出版品、多媒體、電

子資源以及網路資源等各種資料類型。

書目資訊中心以及 N B I Ne t所發揮的功能

包括：合作編目與資源共享、提供學術研

究、進行權威控制、落實技術服務規範、推

動圖書館系統字碼的國際化等，這些成果都

是全體合作館無數的付出所獲致而來的。

9 5年國圖委請輔仁大學鄭�雄及江�瑛

帶領賴香君進行「書目資訊中心營運發展研

究」計畫，兩位計畫主持人都曾主持過書目

資訊中心的營運。報告中提出了下列具體可

行的改善建議：

1.成立核心合作館組織，推動合作館組織分級

制度，即以主要（或大型）圖書館為核心合

作館，建立「國家書目」，兼及「聯合目

錄」；採取書目資訊中心與主要圖書館合作

營運的模式，並思考新模式（如法人化等）

營運。

2.採取實體與虛擬並存架構，實施集中與分散

式並存之聯合目錄型態，以及國家書目與聯

合目錄並存之制度。

3.推動館際互借延伸服務功能，或與其他機構

合作推動，或自行引進系統提供服務。

4.建立書目取用的收費及獎勵機制，落實並改

善現有的合作館學科分工合作編目方式，推

動合作建立名稱權威資料庫。

5.改善合作館同質及異質系統之間合作編目的

便利性。

6.積極參與書目國際合作，推動並參與維護圖

書資訊標準，增加人力及經費，提出長程發

展計畫。

全國書目資訊網( N B In e t )營運發展擬以三

年為期，分年陸續推動下列工作：

9 6年，館內報告、館外協調、推動核心

合作館組織及書目分級制。

9 7年，試行（集中實體）國家書目及

（虛擬分散）聯合目錄。

9 8年，通過新制營運相關辦法及配套作

業、啟動NBInet新制營運。

參考文獻

顧力仁，〈重新整裝，將再出發——本館書目資訊中

心營運發展研究〉，《國家圖書館館訊》9 6年第

2期＝總號第112期（民國96年5月）：頁1-4。

國家圖書館書目資訊中心。「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2 0 0 7年工作報告」。臺北市：該中心，民國9 7年

1月10日。

完成建置「臺灣文史哲論文集篇目

索引系統」

圖書館在整理圖書多以其單行之書名為

主，對於書中各篇之文章，囿於人力，未能

進行篇目分析，因此，對於發表於學術性論

集、會議論文或個人自著論文集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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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沒有索引系統或資料庫可供檢索。

9 4年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王

國良教授向國圖提案，倡議編製文史哲的論

文集篇目索引，以彌補文史資訊檢索之不

足。在獲得國圖的贊同後，率該所劉寧慧，

利用其所開設的「文獻學理論與實務」課

程，帶領學生學習文獻整理與索引編製的專

業知能。而國圖則負責規劃並提供所有的行

政協助、開發系統及永續維護系統之發展與

營運。

「臺灣文史哲論文集篇目索引系統」

（Taiwan Humanities Indexes，http://memory.ncl.

e d u . t w / t m _ s d / i n d e x . j s p）連結網址於國圖全球

資訊網館藏目錄系統之下，屬於館藏圖書再

加值服務之系統。其內容如下：

1.收錄時間：自1945年至2005上半年；

2.收錄地區：以臺灣地區出版、國家圖書館典

藏者為主；

3.收錄性質：以專書型態為主，包含：(1)定期

或不定期出版之學術性論集、論叢；(2)學術

研討會論文； (3)個人自著論文集； (4)祝壽

文集及紀念論文集，但不包含：定期學術性

刊物（期刊）、學位論文、每日發行報紙；

4.收錄主題：以討論中國文化、文學、歷史、

思想、學術等人文科學相關研究為主；包含

中山法統、圖書文獻學、文化與學術、經

學、哲學、語言文字學、文學、歷史、專

史、藝術、傳記、考古學、民族學等，不含

西方研究與社會、自然科學等。各書篇目以

全數收錄為主，然其中若有西方研究或社

會、自然科學等領域作品，完成未涉古代中

國內容者，予以刪略收。

系統之書目資料格式分為專書及單篇二

種。透過多種欄位設計，使得專書與單篇文

章間可以雙向相互連結。提供簡單與詳細 2種

查詢模式。並可整合查詢，直接連結「國家

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全國圖書書目資訊

網」及「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等 3個系

統。

參考文獻

鍾雪珍，〈「臺灣文史哲論文集篇目索引系統」簡

介〉，《國家圖書館館訊》9 6年第2期＝總號第

112期（民國96年5月）：頁8-9。

國 家 圖 書館 出 版 品 國 際 交 換處 ， 〈 C D N L A O

Newsletter 報導國家圖書館啟用「臺灣文史哲

論文集篇目索引系統」〉，《國家圖書館館訊》9 6

年第3期＝總號第1 1 3期（民國9 6年8月）：頁

38。

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

（1945-1987）

雜誌展自 9 6年1 0月6日至 1 1月1 0日止在

國圖文教區舉行。展覽以「開風氣之先——雜

誌創刊展（1 9 4 5-1 9 8 7）」為名，是希望能夠提

供讀者以不同的角度來了解這段時期創刊雜

誌的機會。

展品的時間軸鎖定的 1 9 4 5到1 9 8 7年，是

從戰後到解嚴的重要階段，期間歷經各種重

要轉變，包括：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

府遷臺、實施戒嚴、美國援助經濟、遭遇外

交困境、黨外民主運動崛起等，回首此段歲

月，渴望自由民主的思潮不斷衝擊既有體制

的出口，而雜誌正好扮演了最重要的管道，

而每種刊物的創刊，也都代表了創辦人與主

編者的理想、遠見、氣度與使命感。

展出分成人文思想、政論時評、地方文

獻、文藝創作等四大主題。展品除國圖館藏

外，並向吳三連基金會、鄭南榕基金會、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等單位，以及陳慶芳、

張錦郎、鄭振、應鳳凰、林淇瀁（向陽）等

商借珍藏，為此次展出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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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之展品內容，除編印出版百餘

頁的《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945-1987）

展覽圖錄》外，並以數位化方式製成線上展

覽系統，供參觀者自行點選閱覽 (網址: h t t p : / /

magazine.ncl.edu.tw)。

配合展出刊物內容，特別安排於四個週

六下午，邀請著名學者專家封德屏、吳密

察、何義麟、許雪姬舉行專題演講。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及新聞局謝志偉局長

親臨展覽開幕活動致詞，對本次展出給予好

評，並期望國圖繼續努力，收集更多文獻史

料，豐富館藏公眾閱覽。

參考文獻

林淑芬，〈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 9 4 5 - 1 9 8 7）

1 0月份開展〉，《國家圖書館館訊》9 6年第3期

＝總號第113期（民國96年8月）：頁46-48。

林盈潔，〈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 9 4 5 - 1 9 8 7）

策展紀實〉，《國家圖書館館訊》9 6年第4期＝

總號第114期（民國96年11月）：頁25-28。

林淑芬，〈期刊創刊號特展〉。載於：國家圖書館。

「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及資源整理計畫」成果報

告。臺北市：該館，民國96年12月。

與政治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與國圖建立了多年的學術合作， 9 6年1 1月，

政大再度提出合作協議，黃寬重館長有鑑於

圖書資訊之科技發展快速，而國圖在資訊技

術與資訊人才方面過於薄弱，遂提出學術合

作應擴及全校，而非僅限於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 1 1月2 8日，雙方簽訂學術合作協

議書，合作項目包括： 1.合作辦理圖書館人員

學分班； 2.合作辦理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

班；3.合作辦理圖書資訊學博士班； 4.國立政

治大學可提供國家圖書館人員繼續教育與在

職訓練；5.國立政治大學可提供國家圖書館發

展需要之資訊技術支持； 6.國立政治大學可配

合國家圖書館需要承辦專案研究計畫與學術

研討會；7.國家圖書館可提供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上課之場地與相關設備等，以及實習課

程；8.國家圖書館可支援教師在圖書資訊學博

士班實務課程授課、以及提供學生修業與研

究所需的圖書館產業資訊與環境。

研擬國家圖書館施政目標與策略

王文陸館長就任後積極推動國圖施政目

標與策略的研擬工作，惟半年後回部擔任督

學職，未竟全功，略記其內容如下：

依據〈圖書館法〉及「國家圖書館組織

條例」規定，國家圖書館對外代表我國參與

國際上圖書館領域之各種相關事項、專業團

體之學術活動，對內負責徵集、整理及典藏

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研

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國家

圖書館以成為全國圖書館的「國家總書目」、

「國家總書庫」、「數位資源中心」、「館際合

作中心」、「專業育成中心」、「文獻傳遞中

心」為努力目標，戮力以赴。

（一）進行組織體系再造

1.健全本館組織體系，資源有效整合運用。

2.建立專業作業規範，重塑優質智慧服務。

（二）建置數位圖書資訊

1.落實法定送存制度，徵集多元圖書資訊。

2.強化中文書目控制，推廣國家標準書目。

3.發展建置數位館藏，整合館藏資源服務。

4.珍藏善本文獻典籍，前人智慧創新育成。

（三）參與全球競合發展



1.尋求跨國合作契機，加強館際資源合作。

2.積極國際學術交流，立足臺灣走向全球。

（四）保障知識自由取用

1.全民共享圖書資源，時時學習處處閱讀。

2.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增進國民資訊素養。

參考文獻

王文陸，〈現代新國民的知識泉源——國家圖書館的

創意與行銷〉，《國家圖書館館訊》9 6年第3期

＝總號第113期（民國96年8月）：頁1-4。

檔案管理列為年度重點業務

3月2 3日，教育部總務司蒞館視察檔案業

務，提出 8項改善建議。 4月1 0日，成立檔案

整理工作小組並召開首次會議，確立近程工

作目標，全年共召開 1 1次會議。檔案管理同

仁分赴檔案管理局、國立編譯館等處觀摩，

並邀請檔案管理局組長到館勘查檔案庫房預

定地點及多項設置專業意見。 6月2 9日，檔案

庫房完工，訂頒「檔案庫房管理要點」、「檔

案申請應用閱覽須知」等。 9月，檔案庫房密

集書架驗收。 1 1月1 2日，教育部蒞館訪視檔

案管理作業成效，並據以改進檔案管理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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