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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一年一度的「臺北國際書展」，為文化、出版及學術界的一大盛事，展場中來自國內

外的出版業界，莫不藉此機會充分呈現其近期來的最新出版成果；而另項特色則是主辦單位

也多藉此盛會邀請國內外的文化、出版業界及政府主管機關官員等，透過對相關論題的對

話、溝通，藉著專題演講及座談等方式，來進行文化界相關發展前瞻預測或現狀改善的探

討。 

在本年度 2 月 12 日上午國際書展的舉辦期間，美國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及國內漢珍數位圖書公司在國際書展所在的臺北世界貿易中心也舉辦了一場名為「學術出版

品的變遷與教育資源研討會」，參加者多為圖書館界的同道居多。該研討會有一主題演講及

三篇報告，共有五位主講者，分為兩場次進行，第一場次由 ProQuest 公司之兩位代表 Mr. 

Dave Ericksen 及 Mr. Jim Morrison，分別以 "Beyond Aggregation"（超越整合）及 "The Role of 

Microform in Today's Library"（今日圖書館中微縮資料的角色）為題報告。第二場次則由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陸國燊社長介紹「大學出版社的運作及香港各大學出版社的特色」；另國立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王梅玲教授以「學術出版品的變遷與教育資源」為題進行主題演

講。 

 

在第一篇報告中主要是說明「整合」一詞在圖書資訊界，是指「將不同的物件集合並加以彙

整加值」、「一項對資訊資源產生『凝聚效應』（critical mass）的整合作用」。它的意義已由

過去的圖書館典藏圖書期刊、制式化的資訊結構、出版商與圖書館員為「守門員」

（gatekeepers），且成果的評價在於書籍的數量等狀況，而有所改變。現今整合的意義，已因

應網路技術與通訊發達、資訊檢索風氣的普及而有極大的改變，「網路」成為知識與智慧的

權威中心。因此圖書館的角色及服務內涵當然也必須隨之轉變，如何整合供應商資源進行加

值，成為現今的整合目標。報告中提出主流市場的幾項趨勢，不止代表廠商的產品發展趨

勢，對於圖書館建置資料庫及提供資訊檢索服務時，亦具參考價值。如電子期刊將被排除在

整合行列之外、open URL 標準亟待建立、全文（fulltext）將成為競爭之利器及商機利之所

在、新的虛擬性整合方向為客製化（customizing）、建立索引（indexing）及提供連結

（linking）等。 

第二篇報告的重點主要在比較期刊合訂本及微縮資料間在空間與成本方面的條件，建議不同

時期的期刊，可以採取不同的管理方式。如當期資訊採紙本資源或電子資源、近期資料採微



縮型式訂閱（典藏）或電子資源、回溯資訊採紙本期刊合訂本（典藏）或微縮型式（典

藏）。重點似在提醒圖書館界對於過期期刊的典藏，採用微縮資料的型式，為一可行的方

案。微縮資料的運用，在圖書館界已多年，其保存原件、節省空間、可進行電子檔轉換等優

點，亦均為圖書館及典藏單位認可。惟其實際的調閱運用上，仍多需館員人力的支援及微縮

閱讀機的提供，以檔案典藏的觀點而言，當然為極佳的選擇；但在運用普及上，仍需相關條

件的配合。該篇報告提供圖書館界再次的省思。 

第三篇報告介紹大學出版社的文化、運作及香港各大學出版社簡介。目前大學出版社屬大學

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原因包括學者升遷時需進行外送評審（peer review）可由大學出版社進

行、人文社會科學專論多靠學會或基金資助由大學出版社出版等。美國大學出版社成立的數

量由 1900 年的 4 家，至 2000 年增加至 120 家以上，也可看出大學出版社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針對商業出版社不能出版的一些學術著作提供出版機會，這對於保存學術文化、傳播知識、

宣揚大學研究成果、協助該校教授學者出版問題諮詢、協助大學或一般學術著作流通等均具

效益。陸社長也藉此介紹香港的大學出版社及其負責的中文大學大學出版社的出版規劃、重

點及出版特色等。該出版社對於中文重要文學著作的西譯出版（雙語中國文學系列）、漢語

教學書籍、中國/香港年鑑類、學報等，為近年來之重要出版方向之一。陸社長也介紹由非營

利性出版單位所組成的「美國大學出版社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es）組

織。筆者於會後實際檢索該組織之網頁（http://aaupnet.org/），其中完整呈現該組織的成員、

運作、出版物、活動、通告、徵才等資訊，極具參考價值。筆者負責西文圖書採購徵集業

務，因此當天下午即速至國際書展會場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攤位，來掌握該單位近年來的完整

出版書目。比對該出版書目來查詢本館館藏，本館缺藏之西文圖書將以交換途徑補全。至於

其他大學出版社之出版品，亦將是本館日後徵集時的重要來源之一。 

 

最後，王梅玲教授的演講主要包括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網際網路與數位科技、學術出版的

轉變、教育類資訊資源四大部分。內容介紹學術傳播的定義、要件、功能、系統、活動、管

道等，以及近來學術出版的變革、電子書、電子期刊的發展、圖書館在資訊世代角色轉變

等。 

本次會議的時間雖僅有半天，但誠如王梅玲教授所說，它讓資訊加值製作廠商（ProQuest）、

學術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及圖書館界三方面的人員，能分別表達對學術性出版品

的視野立場與發展現況，這樣的安排讓本次會議議題的討論，更加周延與客觀。本次參與該

會深覺收穫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