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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識變成 0 與 1 時，我們又多了一種獲取知識的新途徑。」（註 1）美國兩所大學圖書館將電子資源

整合於館藏目錄中將提供編目工作新方向。 

一、電子書與netLibrary
 

電子書是指可透過電子媒體，如電腦、個人數位助理 PDA、筆記型電腦讀取的電子化素材，今年 5 月 

Open eBook Forum（OeBF）剛出爐的調查顯示，一般民眾期待電子書的特質包括：即時閱讀、書名作者版

本資料、全文檢索、我的最愛、目次、顯示全書相關位置、個人書房、線上更新等功能，3D 立體聲光音

效動畫、浮水印、與作者對談、聲控翻頁等功能反而不被期待（註 2）。1971 年伊利諾大學的古騰堡計畫

（Project Gutenberg），將莎士比亞等無版權問題的經典名著放在網路上，免費供全民閱讀可算開啟電子書

新紀元。西元 2000 年可說是電子書最蓬勃的一年，美國線上、時代華納、Random House 等出版業紛紛加

入，netLibrary 也在短短兩年內爭取到全球7000所圖書館的認可。九一一恐怖攻擊對美國電子出版業也是

一大打擊，netLibrary 於今年 1 月宣佈破產由 OCLC 接手，電子書的持續發展或許會受到阻礙，但未來是

電子書的世界卻是無庸置疑，由 OCLC 所代表的全球 82 國 41,000 所圖書館全面投入 netLibrary 看來，圖

書館界或許已預知電子書在未來館藏的比例將有大幅成長的潛力。 

電子科技與網路的進步，個人主義的盛行，似乎醞釀電子書時代的來臨是無法抵擋的。依據Stephen R. 

Lawrence 教授對紙本圖書與電子書成本比較得到下面幾點結論（註 3）： 

  1. 電子書可節省編目及加工成本；

 

  2. 電子書不需館舍與書架空間成本；

 

  3. 電子書可節省圖書流通與追蹤的麻煩；

 

  4. 電子書節省圖書失竊、撕毀、不在架上而需補買的成本；

 

  5. 電子書可節省圖書上架與架上尋書的成本與時間。

 

繼線上資料庫、電子期刊之後，學術性的電子書走入圖書館將勢所難免，且可幫助圖書館實現提供每天

廿四小時、全年無休的服務理想，惟有如此讀者的研究思路持續進行而不中斷。不同於電子期刊只是出

版載體的改變，電子書提供圖書館一種全新的服務模式，讀者只需透過電腦與網路線即可借書，借期到

了自動還書，圖書館不需催書，讀者也不必擔心逾期罰款，或許可說是時下所謂的雙贏策略。對編目工

作而言，不論電子期刊或電子書，我們擔心的是如何把所有資源整合在公用目錄 OPAC 中，使讀者可一

次查得所有的資料而不會掛一漏萬，不知從何著手。科技創造各行各業的機會，也常使我們不知如何選

擇，「如能設計出直接幫您進入、擷取所需、再出來的環境，成功就容易多了」（註 4） 

二、電子書的標準

 



無通用標準是目前電子書發展上最大的障礙，下表為電子書常用的格式，不同的出版社使用不同的資料

格式，讀者則需下載相對之軟體才可閱讀。 

 

在電子書的標準制定方面 Open eBook Publication Structure (OEBPS) 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當然，上列資料格

式各有其擁護者，OEB 格式如能結合 XML 相關技術，把 eXtensible Style Language (XSL) 當成基本型式語

言，將有可能成為新的電子書標準。同組織的 Open eBook Forum (OeBF) 提供電子書技術論壇、出版電子

書規範及標準並推動電子書的出版與發行。OeBF在電子書編目上也有其貢獻，在電子書出版的同時也提

供 OEB 格式之 ISBN 及 Dublin Core 的編目格式方便建置於網頁上直接檢索： 

 

OeB 也透過與 OCLC PromptCat 的合作，使 netLibrary 編目在降低轉換成本、輸出格式標準化及編目效率等

均有正面的成效。 

三、由藏書閣到數位館藏

 

電子資源拜網路科技快速發展之賜，很快的在圖書館館藏中佔攻要角，當編目館員為 Dublin Core、



ONIX、EAD、TEI 等標準傷腦筋時，採購館員也被電子資源所有權合約（Licensing Agreement）、Archive 

使用權、合理使用範圍、聯盟採購（Consortium Purchases）等問題壓得喘不過氣，國內部分圖書館已著手

研擬「數位館藏發展政策」以應付電子資源的快速發展。 

觀察電子資源的發展與利用，下列幾點發現將啟發館員對數位館藏的組織：

 

  1. 一點即通無所不在。

 

  2. 量身訂製的知識閘門。

 

  3. 存取容易無館際限制。

 

  4. 資料可交換並可在不同的平台作業。

 

  5. 一天24小時隨時取得。

 

  6. 公共圖書館的數位館藏提供民眾知的權利。

 

  7. 不限於整本圖書或期刊的複製，電子資源可能為論文章節、前言後語等短篇資訊。

 

  8. 合理使用認證與電子付款制度將可方便用戶即時列印想要的資訊。

 

  9. 在極短時間成型的使用權合約，既複雜又混亂，用戶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10.   法律、醫學、工程等學術團體面對價格高漲的電子資料庫，要求收回所撰寫論文的使用權。（註 5）

 

 

 



隨便瀏覽一下國內大大小小的圖書館，不難發現網路資源、線上資料庫、電子期刊等數位館藏的蹤跡，

更有不少讀者認為 Web 有取代圖書館的趨勢，我們現在談「館藏」，數位資源則是不可或缺的。或許有

圖書館員會擔心失業的問題，去年惠普電腦在時代雜誌上的全版廣告確實令圖書館員感到欣慰，標題上

寫著：「網際網路需要的人才是傳統的圖書館員」，它強調網頁的分類編目人員對網際網路的重要性並

不亞於資訊科技專才，透過標準杜威分類系統，人們才能在網路上快速的獲得資訊（註 6）。 

四、電子資源的組織與編目

 

目前圖書館通常分開處理紙本與電子期刊，紙本查館藏目錄、電子期刊則另列清單，依字母、主題或出

版社查詢，是否我們該重新思考創造一個最簡單的檢索環境，使讀者輸入一次即可查到所有的館藏，而

不要等讀者抱怨館藏不敷使用再告知要從另外一個網站才查得到。例如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圖書館

（William Madison Randall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則利用 MARC 及收刊紀錄同

時提供紙本與電子館藏，再利用 MARC Tag 856 連結電子期刊網址，無紙本的電子期刊也可在館藏目錄中

同時查獲，下面的檢索畫面說明讀者也可由「電子期刊」入口依字母或系所查詢電子期刊與紙本期刊清

單。 

 

 

 

在 MARC 標準方面，編目人員應注意到國會圖書館 MARC 21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Data 對於電子資源在 

MARC Leader/06 及 MARC Tag 008/26 (006/09) 的著錄方式有明確的規範，例如單本電子期刊 Leader 應著錄 

a，006/09 應著錄 d，線上期刊資料庫如 Elsevier SDOS 006/09 則應著錄 e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MARC 

Standards Office, Library of Congress, Guidelines for Cod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Leader/06, 1999)，OCLC 也提

供 Catalog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OCLC-MARC Coding Guide。為配合教育部依據「圖書館法」責成國家圖

書館研擬編目相關技術規範，國家圖書館於90 年 10 月 30 日完成「中國機讀編目格式民90年修訂版（草

案）」，91 年 1 月 8 日經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第廿六次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此次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之修訂方向，主要參酌 ISBD-(ER)、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UNIMARC、

MARC 21 最新修訂與發展，同時廣納各類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使用 CMARC 第三版及CMARC 第四版之經

驗，並更正 CMARC 第四版錯誤，該草案對紀錄標示、0 段、1 段、8 段全部欄位，如 856 電子資源位址

及取得方法均有完整之修訂，能反映文獻處理的最新發展，並兼顧圖書館技術服務及自動化系統實務之

所需，為目前編目人員重要之參考工具。 

 

 

 

 

 

 

 



紐約 Rochester 大學就是將電子書機讀編目後整合於公用目錄供師生利用的成功實例，根據 2001 年 1 月至 

5 月調查結果顯示，電子書的使用率大幅成長 75 倍。從 Rochester 大學圖書館線上目錄可直接查得電子

書，且可先瀏覽大綱後再決定是否辦理借書，這樣地貼心設計就是要打破紙本書與電子書不兩立的迷

思。 

美國國會圖書館對於電子資源編目於 2000 年制訂 LCRI 1.11A (Library of Congress Rule Interpretation)（註 

7），英美編目規則 AACR2 修訂版也於 2001 年增訂第九章（註 8）詳細描述電子書、電子期刊、線上資

料庫的編目規則，OCLC 會員圖書館則有 OCLC-MARC Coding 指南（註 9）。在 Rochester 大學圖書館中不

僅電子書、線上期刊有編目，電子書網站如 netLibrary 一樣查得到，實際成為研究者在浩瀚網際資源中的

好幫手。 

 

 

 

 

 

2002 年 AACR2 第 12 章對整合性的電子資源 (Integrating Resources）作規則描述，整合性電子資源不同於

一次發行的電子書或按期出刊的線上期刊，其內容是會變動的，較類似法規類的活頁書，可因法令更新



而抽換其內容，其編目原則依最新內容（latest iteration）著錄，並在附註項說明早期內容（earlier 

iterations）。 

五、結 語

 

面對推陳出新的電子資源，編目規則必需不斷修訂以適應新環境，身為圖書館員更應深思如何讓紙本

書、電子書、歷史檔案等所有館藏均能一次呈現在研究者面前，結合電子資源全文檢索的特點，使圖書

館不會被時代淘汰與遺忘。艾文托弗勒（Alvin Toffler）在卅年前說：「到了 21 世紀，無知並不是指那些

不能讀寫識字的人，而是指那些不能學習，也不再學習的人」。（註 10） 

Dorner 在「廿一世紀的編目工作」（註 11）一文中對未來編目工作及編目館員有所預測也有所期待，他

認為只要圖書不死，編目員就有其存在的價值，但面對各種新型媒體、新的目錄型態及讀者對資訊提供

者的新期待，編目館員必須能以最省時、省錢、省力的方式，提供有效的資訊存取服務，權威控制及標

準化的編目格式將可確保資訊檢索的精準度及書目資料交換的便利性。不可諱言的，因應圖書館人力之

不足，編目館員的工作也從原始編目變成審核出版社或電子書商所提供的代編服務，可預見的未來，敘

述編目將可由電腦程式產生，主題分析及建立有效連結將成為編目館員的工作重點。或許，正如 Beacom 

預言的（註 12），網路資源編目、撰寫 C、Perl 或 Java 程式、設計並維護圖書館網頁、擬訂網路資源組

織與管理計畫等工作，都將成為未來編目員的挑戰。 

目前，圖書館專家與資訊學者對數位館藏的組織與利用方式還沒有定論，不久的未來或許會發展出混合

式（hybrid）組織模式與存取方案，圖書館一旦把網路資源納入典藏範圍，就必須制訂分類編目等數位館

藏組織標準與模式，充分滿足讀者能迅速取得資訊的需求，也再度證實圖書館為一「成長的有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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