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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91 年度夏季參訪作業於 6 月下旬展開。此次計畫辦公室安排 6 月 28 日上午

蒞臨本館參訪，由計畫辦公室主任謝清俊教授率隊，成員包括審查委員薛理桂委員、胡歐蘭委員、張元

委員及林谷芳委員、國科會人文處洪滋遠先生及高誠謙先生、行政院科技顧問組林登暉先生、教育部電

算中心韓善民女士、交大傳播研究所楊台恩副教授、計畫辦公室暨其他業務相關人員周淑玲女士、林芬

安女士、賈韾潔女士等一行 13 人；本館莊芳榮館長偕同宋建成副館長及各子計畫業務相關同仁參與本次

活動。  

委員暨參訪人員一行抵館後，隨即前往一八八會議室。議程共分為四個部分：致歡迎詞、計畫執行現況

綜合簡報、實地參訪與綜合交流討論及經驗分享。 

 

 

活動開始，先由莊芳榮館長致歡迎詞，並對本計畫得以讓本館將珍貴的典藏逐步加以數位化保存並提供

讀者利用表達感謝之意。次由謝清俊主任說明此次參訪活動的目的，主要在瞭解計畫執行的進度及遭遇

的問題與困難。  

接著由宋建成副館長進行本館目前數位典藏計畫工作狀況及成果簡報，內容包括：工作與預算的執行進

度、典藏內容特色、數位化標準、數位化作業流程介紹、計畫成果展示、計畫執行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



說明。 

 

 

 

簡報結束後，由莊芳榮館長陪同，前往數位化工作現場實地參訪，包括期刊報紙典藏數位化及古籍文獻

典藏數位化辦公室，分別由宋美珍編輯及顧力仁編輯進行現場解說，實際了解數位化的各項工作流程。

各委員對影像掃瞄、品質檢驗及校核工作亦提出相關問題進行訪談。  

 委員一行於實地參訪後即返回會議室，與本館同仁，就數位典藏計畫進行綜合交流討論，各委員對典藏

數位化的工作及成果表示嘉許，並提出若干具體建議。  

張元委員建議期刊種類繁多，期刊掃瞄作業需訂定掃瞄之優先順序；並問及全國碩博士論文如何進行數

位化。本館宋美珍編輯則回覆，學術性期刊為收錄第一優先。另本館曾配合國科會進行「國內人文社會

科學引文索引」建置計畫，計畫中被列入引文索引之期刊；取得不易的非賣品期刊；專業領域內具代表

性期刊；具參考價值或具特殊代表性或於本館館內流通性強、讀者借閱頻繁的期刊，皆優先進行數位

化，以兼顧流通與典藏的平衡。  



 

 

 

關於全國碩博士論文如何進行數位化，吳碧娟編輯提出說明，全國博士論文全文影像本館一直陸續在掃

瞄；另外本館也與各大專校院合作，如今碩博士生可自行到國圖網站線上建檔，將電子全文上載至資料

庫，線上也提供授權書。基本方向是碩士論文提供摘要線上閱覽服務，博士論文除部分和政大合作外，

本館也努力作全文影像掃瞄。  

胡歐蘭委員除對數位典藏計畫工作及成果表示肯定外，同時提出二點建議，一是古籍微捲掃瞄量進度超

前，基於典藏保存及原貌呈現之考量，建議以原件掃瞄為數位化的重點；二是本館詮釋資料製作規範，

包括中國機讀編目格式 2001 版及文獻分析機讀格式 2001 年修訂版，皆為草案，本館已提前採用，因在審

定中，尚未公佈，國內其它圖書館因無法同步採用，而形成各館採用規範不一致的情形。  

本館盧錦堂主任針對是否要用原書掃瞄的問題提出回答，原先也計劃採用彩色掃瞄原書，但需花費 5 年

才能完成本館館藏中的明代詩文集，若以微捲掃瞄，去年 1 年就完成 600 部明代詩文數位建檔，因考量讀

者使用的便利性，用原書掃瞄的效率過慢，故採微捲掃瞄。莊芳榮館長則強調善本書無論如何拍攝都會

與原件有些許出入，但目前讀者需要的是基本素材，臺灣真正研究版本的學者已不多。因此本館先考量

效率問題，彩色部分的古籍文獻之數位掃瞄，未來第 4、第 5 年會補齊。  

薛理桂委員對於數位化檔案表達高度關切，建議考慮異地儲存，以確保意外情形發生時，檔案不致毀

損。另外也提及期刊報紙的數位財產權問題需正視，建議可透過版權仲介團體解決這個問題。另外建議

善本古籍採黑白及彩色掃瞄並行，例如石竹齋⋯等較具特色之古籍可以彩色掃瞄優先進行。最後提出希

望本館釐清「臺灣地區地方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及「圖書館事業發展三年計畫」中地方文獻計畫之區

隔。  



本館莊芳榮館長答覆關於著作權仲介團體問題，如今國內已有音樂著作權仲介團體，文字的著作權仲介

團體本館目前正在催生，已召開過兩次發起人會議，完成相關章則說明。  

針對薛委員的問題，本館宋美珍編輯提出幾點說明：

 

一、 異地儲存問題很重要，目前數位化的成果都做兩套備份，但存放在國圖不同樓層，本館將考量其中

一份儲存於資訊圖書館或再另覓儲存地。 

二、 針對地方文獻與 Taiwan Memory 計畫的工作劃分問題，本館已於 5 月 20 日與文建會進行初步溝通協

調，今年國圖地方文獻內容只進行臺灣地區戰後地方志的數位化，已把國內戰後方志清冊整理完

畢，文建會也承諾今年推動計畫不再進行地方志部分。 

三、 Taiwan Memory 計畫是以建置一個處理國家圖書館各種數位化資源與影音資料的平台系統為主，屬於

建置資料庫管理系統、儲存設備、資料維護平台等工作範疇，與本館目前進行之國科會相關計畫未

有重疊。  

教育部電算中心韓善民高級管理師提及本館參與數個計畫，建議各計畫之間宜相輔相成，確立優先順

序，並以實際推廣應用為考量重點，使各計畫之推展進行，發揮最大效益。本館莊芳榮館長提出說明，

本館的確參與許多計畫，教育部統籌的 Taiwan Memory 計畫，國圖以臺灣碑帖、拓片、早期明信片、版畫

等數位化為主，其它一些影音資料如台視新聞節目等之數位檔案建置，文建會也有預算支持。而目前數

位典藏計畫中，國圖則以文字數位典藏為主。  

本館宋建成副館長於簡報中提出目前計畫執行遭遇的問題與困難：

 

一、 相關技術轉移問題：數位化過程中，有些相關技術需要授權費用，但本館沒有編列這些預算，技術

轉移上發生困難。 

二、 增設圖書資訊內容發展小組：整合國內各地方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圖書資訊數位化，以免工作重

複。 

三、 人力資源不足問題：本館數位典藏過程需要檢閱、核對、詮釋等人員，但卻無法編列研究助理預

算，人力不足是一大困擾。  

針對人力資源不足問題，莊芳榮館長建議，中央所屬機關皆有人力資源不足問題，可由計畫辦公室統籌

增加人力，再分派給需求機關，協助計畫的進行。 

國家圖書館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截至第二季為止，皆依預定進度確實執行，未來仍將「如期、如質、如

預算」完成各項子計畫，以發揮國家典藏文獻數位化的積極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