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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侯校長、各位院長、教授與同學們、以及前來參與這次發表會的所有來賓，大家

好！

本館與臺北大學為共同創造互惠效益，締造雙贏，並促進學術發展，於 98年 4月 7日簽訂
合作協議書，此學術聯盟 Academic Alliance（簡稱 AA計畫）是學術界的異質聯盟，亦可說是國
內的創舉。而本館與臺北大學合辦此次論文發表會，係由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商學院、公共事務

學院、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等六個學院所推薦本學年即將畢業的博碩士生，發

表 17篇優秀的進行中論文，此是在雙方共同理念－「加速知識傳播，提升學術研究力」之下，
所合作推動的重要學術活動。

在全球化之知識時代，知識是現代國民的重要資產，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政府在 94年 12
月 28日公布施行《政府資訊公開法》，賦予人民請求政府資訊公開之請求權依據，因為政府資訊
除了指政府直接所做所為的資訊外，亦指利用納稅人稅金受政府委託委辦蒐集、保存、管理與研

究相關成果，因此國民有權要求政府公開資訊。至於學術研究資訊公開，係國家學術自由與進步

之重要條件，藉由公開的發表與討論，增進學術傳播與自然發展，所以對於參與今日進行中論文

之發表者與其指導教授，我們給予高度肯定與感謝。

本館與臺北大學辦理進行中博碩士論文發表會為國內的首創，其目的除提供進行中博碩士論

文發表平臺，促進學術知識傳播外，同時亦鼓勵博碩士學生於畢業時儘早同意論文公開供眾利

用，並依學位授予法規定，將紙本送存本館，提供學術界恆久的合理運用與參考。並且滋養臺灣

的學術田園，為更多的學術研究與創新，提供豐沛的營養，這也是本次發表會初衷之一。本館

97年度收到的學位論文數量共計 45，639冊，但近期我們接到部分研究生對已繳交給本館的學位
論文，提出不供眾調閱使用的要求，這實在不是個好現象，致少缺乏「學術民主」的基本概念，

不但對學位論文的流通、分享造成阻礙，對學術發展與智識的傳承也造成一定的影響，同時也違

背教育部訂定《學位授予法》，以鼓勵學術研究成果公開流通傳播的基本宗旨。故藉此籲請學位論

文交付本館後，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特例。這也是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大學等高教單位，聯合

肇辦本次發表會的另一種意義—象徵學術公開與學術自由。

另外，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以及學術期刊售價持續高漲，學術論文「公開取閱」（Open 
Access）的觀念，隨之應時而生。公開取閱是期望透由電子出版，來建構一個公平合理少費用，
以及不受限制之學術論文取閱管道，讓學術研究成為一項公共財。其目的在排除資料取得之障

礙、促進研究、豐富教學內容及分享學術成果，同時也可提高作者之能見度，建立學術研究者應

有的社會地位。本館 83年開始建置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目前收集國內博碩士論文 50萬多筆
書目資料和 12萬多本論文電子檔。

首次「論文公開、知識傳播」發表會
顧　敏　國家圖書館館長



9國家圖書館館訊 98年第 2期（民國 98年 5月）

︻
館
長
論
壇
︼

首次「論文公開、知識傳播」發表會

現今，每日提供全球 173國家 /區域讀者 20萬次檢索服務、2萬本論文電子檔下載傳遞服
務，儼為國內博碩士論文最佳對外學術傳播管道。經數據統計顯示，授權本系統全文開放論文之

被引用次數為不授權開放論文的兩倍，故亦藉此鼓勵同學同意將論文非專屬、無償授權本館及畢

業學校之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方式將論文進行重製，並同

意公開傳輸數位檔案，來提升我國學位論文知名度與影響力，增進我們國際學術競爭力。學術成

就絕對是「獨樂樂，不如以文會友的眾樂樂」。期勉海內外共同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以「論文公開

交流‧知識傳播全球」的膽識，為人類社會的知識天空，增添更多美麗的雲彩和星空。

最後，我認為這次的「論文公開、知識傳播」發表會是一個開端，期以拋磚引玉之效果，

吸引更多學術界人士加入知識公開傳播、分享與討論的行列，以回饋社會的善心善行，使更多人

能便捷利用研究文獻與成果，並賦予大眾取得知識之權利，促進人類整體社會的知識的交流與推

展，我們身為國家級的圖書館，一定把這個理念，實踐的更加徹底落實。

國家圖書館顧敏館長致詞

論文公開發表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