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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灰色文獻是指那些「已發行，但是卻不易透過一般書籍銷售管道購得的文
獻資料」，它介於白色 （公開出版物 ）與黑色 （非公開或保密出版物 ）
文獻之間，屬半公開、半出版品性質的文獻。它包括沒有公開出版的各種
政府機關內部報告、調查報告、研究報告、出國報告、技術報告、學術會
議資料、學位論文、大專院校教師之升等著作、專利等。由於灰色文獻係
機關內部出版發行為多，是通過正規管道無法得到的文獻資料，因此蒐集
困難，故長期以來不受重視。然而正因為其不受任何出版條例限制，帶有
很大的隨意性與靈活性，出版迅速，類型多樣複雜，其內容具新穎性、原
創性、有特色等特點，所以灰色文獻是一種不可忽視的重要情報資源。面
臨此類文獻蓬勃發展的今天，重視、加強對灰色文獻的收集、開發和利
用，已是刻不容緩的工作，更是本館責無旁貸之責任。 

二、本館灰色文獻徵集與利用現況 

本館基於國家圖書館之任務，負有典藏國家文獻的責任，長期以來即蒐集
了報告文獻、學位論文、會議文獻、升等著作等灰色文獻，粗具館藏基
礎，茲分述其徵集與利用情況如下： 
1、報告文獻：包括研究報告、技術報告、調查報告、出國報告，此類文獻
以政府機關為大宗，其研究成果常作為各機關業務改進或政策研擬參考。
政府機關的經費所支持的研究計畫方面，其專題計畫 研究報告以往國科會
科資中心將其製成微片後寄給本館典藏，本館內部已建置國科會微片系統
（TTS），作建檔、維護、查詢之用。近年來根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
研究計畫管理辦法」第十條訂定「各機關委託研究報告寄存作業規定」，
其中第二條條文：「各機關應於委託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將非屬限閱或
機密之委託研究報告，分別函送國家圖書館及行政院國科會科學技術中心
各二份。」，徵集研究報告的法源依據已備，還可利用 國科會建置的政府
研究計畫基本檔查詢本館所缺的研究報告、研究計畫，據以催徵。出國報
告方面則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提出及處理要
點」， 出國報告須繳交本館而本館也建置有出國報告查詢網供查詢。  
2、學位論文：本館博碩士論文的保存係依據「學位授與法」第八條規定:
「博碩士論文應以文件、錄影帶、錄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於國立中央
圖書館保存之。」，這方面館藏，本館多年來已有相當成績，設有學位論
文閱覽區開放給來館讀者閱覽利用。此外，並建置「全國博士論文資訊
網」，供線上查詢使用，未來將進行博士電子全文論文計畫，便利讀者。 
3、會議文獻：包括各種學術研討會、報告會、研習會、學會、年會、成果
發表會等資料，會議文獻記載了最新研究成果，內容十分可觀。隨著科學
技術和教育事業的日益發展，各種專業性學術會議日益頻仍，唯會議論文
印數有限，除與會者外，很少傳佈，且主辦單位不主動送繳會議論文集給
本館，因此更須特別加強主動徵集，以免此項重要資料流失。本館目前之
作法係利用國科會科資中心之會議消息網站、世貿中心等大型會議場所之
網站及其他預先得到的當月會議之消息，定期向各大專院校、學術單位、
研究單位、政府單位蒐集會議論文集。到館會議文獻經簡編後製成目錄，
刊載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中。 
4、升等著作：教育部學審會每年定期將大專院校教師之升等著作移送本
館，一年約有一千冊左右，其中大部分為著者自行印行，屬於灰色文獻。  
三、灰色文獻統計 
有鑑於以往本館無法從URICA系統自動統計灰色文獻進館數量及列印到館
灰色文獻清單，故於89年度進行採訪模組之擴充時，新增灰色文獻的統計
與清單列印功能。我們在模組訂購檔中新增一存放灰色文獻代碼及出版年



的欄位（第11、12欄），目前將灰色文獻依類型分成（A）會議資料（B）
調查報告（C）研究報告（D）研究計畫（E）技術報告（F）學位論文
（G）教師升等著作（H）其他等代碼。建檔人將文獻所屬之代碼及出版年
輸入上述11、12欄位驗收後，即可於報表作業中點選，列出A——H等各類
型或所有類型文獻到館統計與詳細清單，或某一年度出版的文獻到館數量
及清單。 

四、灰色文獻未來加強徵集之方向 

1、加強徵集會議文獻 
就以上灰色文獻的「媒體源」而言，報告文獻、學位論文等因有法源依
據，本館徵集較無問題。而會議文獻之徵集則無法可循，主辦單位多不主
動贈送，所以目前只能靠掌握會議訊息入手，利用國科會會議訊息網站、
世貿中心及長谷會議中心與其他管道取得會議訊息，主動發函給各主辦單
位，請求贈送，目前徵集量已有增加，唯長遠之道，還在於能立法解決，
如此才有法律依據要求免費送繳。欣聞圖書館法已於90年1月4日經立法院
三讀通過，其中第十五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學校、個人、法人、團
體、出版機構於發行出版時須送存國家圖書館一份，應可適用於會議文
獻。 
2、從「機構源」入手擴大灰色文獻的徵集 
灰色文獻之生產機構除政府機關外，智庫、大專院校、民間社團、財團法
人機構（基金會）、企業界等也都是重要的灰色文獻出版發行機構，以智
庫為例，臺經院、臺綜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國家政策研究院等各智庫擁
有不少優秀研究員，其研究成果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如能從「機構源」切
入，必能擴大灰色文獻之徵集。 
3、整合電子化及網路化灰色文獻 
電腦及網路技術的進步，使得原來印刷媒體的流通產生重大變革，面對灰
色文獻電子化、網路化的趨勢，灰色文獻的出版更為分散，蒐集更為困
難，故未來如何彙整分散於網路的灰色文獻資源，方便使用者檢索利用，
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