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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與圖書館經營研習會」  
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社教機構百餘人出席 
鑒於〈行政程序法〉將繼〈政府採購法〉後於民國90年元旦起施行，公務
員作為必須日益謹慎，因此在89年12月27日舉辦「行政程序法與圖書館經
營研習會」，臺北縣市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部屬社教機構等人員共
一百多名參加，特別邀請臺灣大學法律學院賀德芬教授主講「行政執行
法」，宋副館長主講「圖書館專業倫理」，陽明大學醫管所廖又生教授主
講「行政程序法」，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林文睿館長主講「行政救濟
法」，宋副館長、廖又生教授、林文睿館長共同主持「綜合座談」。 
林館長於開幕致詞中，特別對於本館在很短時間中規劃舉辦「行政程序法
與圖書館經營研習會」，表達敬佩之意；他同時提到行政機關如要順利運
作，有如車之四輪，前兩輪為宋副館長所講授的「圖書館專業倫理」，可
謂「服務高專技，顧客可滿意；處事重情理，大家都歡喜」，專業倫理可
以順利帶動圖書館的運作；後兩輪為賀德芬教授講授的「行政執行法」及
廖又生教授講授的「行政程序法」，即「行政依法來辦理，利人又利
己」、「程序有正義，公開又便利」。除了四個輪胎外，備胎即是林館長
本人講授的「行政救濟法」，即「權力無救濟，不是真權力」、「權力靠
救濟，不是好權力」，如果將專業及倫理規範做好、程序正義確實履行、
依法行政予以落實，則圖書館的經營將順暢無礙。 
研習會課程於本館簡報室進行一天，在四位老師清晰完整的內容講授中，
與會人員均表示對於行政執行法、行政程序法、行政救濟法由陌生到具備
基本的認識與了解，可說是獲益匪淺。最後綜合座談時討論熱烈，許多與
會人員建議本館繼續辦理此種研習會，以嘉惠其他向隅的圖書館界同道。
（唐申蓉）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料庫資訊服務」 
建議案獲行政院獎勵 
行政院為鼓勵各機關積極落實建立參與暨建議制度，鼓勵公務人員勇於建
言，參與革新，全面提升行政效能及服務品質。依「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建立參與暨建議制度考核獎勵要點」規定，各主管機關認為本機關或所屬
機關上年度所提具體革新建議案經採行確具效益者，得薦送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彙提評審，經評審獲獎機關或單位之人員，均由行政院頒獎表揚，對
促進各級機關公務人員樂於改進，致力政府改造，建立現代化政府，具有
相當激勵作用。 
89年度考核獎勵作業經各機關推薦參加評審之案件有211件，依案件性質分
類，科技類28件。經依規定進行初、複審程序。就重大效益、創新、應用
性、便民等原則評審。 
本館研提「全國博碩士論文資料庫資訊服務」建議案經教育部薦送，獲行
政院頒發89年度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建立參與暨建議制度績優建議案科技
類入選獎。於民國89年12月20日，由資訊組王宏德助理編輯代表本館接受
行政院張俊雄院長頒發獎牌，另獎金一萬元。 
此資料庫資訊服務主要項目包括全國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及全國博碩
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兩大項，由本館資訊組林安琪編輯及王宏德助理編輯
負責建構及維護。此資料庫建置與其服務效益在於彙整全國各校院系所的
博碩士論文，建構先進的資訊服務系統，除以最快速、便捷的方式提供各
級研究人員及使用者，透過電腦網路建檔與查詢最新的博碩士論文資訊之
外，進而更將藉由此一國內最新、最完整的中文博碩士論文資訊系統的建
立，達到免費提供各界使用者第一手線上研究資源的目標。換言之，藉由
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專案計畫與共建共享機制的順利推展，我們將可透過
此一線上資料庫，蒐集、展現國內歷年來珍貴的高等學術研究成果，進而
掌握未來研究脈動的契機，同時，在面對全球化網路新世紀的資訊競賽當
中，亦將對國家整體競爭力的提升注入新的生命力。 



透過本資料庫之建置，以WWW介面提供全球使用者利用瀏覽器與Internet免
費查詢與下載資料，有效縮短資訊應用之城鄉差距，敞開國際學術交流的
大門。此外，更令國人自豪者乃在於本系統為華文資訊領域當中之大型博
碩士論文摘要網路資料庫，亦為全世界少有之免費博碩士論文專門資訊網
站。除原有設計之功能外，最近更加強各種功能，其中最為貼心之功能
有：論文電子全文下載功能，線上電子全文授權認證及電子全文上傳子系
統，截至90年2月2日止可供下載之電子全文已達5,200筆，以及ISO-2709格式
資料轉出功能館藏目錄輔助查詢功能，使需要書目資料之圖書館可輕易取
得編目資料，另外，更開發以E-mail傳送建檔研究生帳號與密碼之功能，使
系所助教與研究生之聯繫更方便。本資料庫之應用以WWW介面免費查詢與
下載資料，資料庫中現有的資料皆出自各校研究所畢業生之建檔，為世少
有之「共建共享」博碩士論文資訊權威資料庫。本資料庫採彈性化之線上
建檔功能、高效率的資料庫管理與更新功能檢索，採創新資料庫結構設
計，突破高門檻之資料庫技術瓶頸，在檢索方面採多重檢索設計提高查詢
結果精確度。並結合全國大學院校共同參與資料庫建構與更新，全方位研
究資源超連結（hyperlink）。在論文傳遞方面採多重論文資訊傳遞：查詢結
果可自由選擇線上閱讀、線上列印、線上存檔，或電子郵遞等方式提供應
用。 
線上建檔系統方面，截至民國90年2月2日為止，全國計有68所大學校院、
1,017個研究所加入博碩士論文摘要線上建檔。藉由「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
檢索系統」共建共享機制之推展，至目前為止完成至89學年度第一學期各
校線上建檔所完成之博碩士論文摘要逾717筆，累計資料庫總筆數逾167,732
餘筆。而摘要檢索系統方面，自民國86年建立至今發展成為目前之博碩士
論文資訊網，已超過八百萬人次上線使用，目前每個月的平均使用量皆在
三十五萬人次之上，證明本系統在學術研究資源上有其不何輕忽之地位，
除了成為高使用率的資料庫之外，更為國內各級學校省下每年訂購與維護
同類型中文資料庫的龐大經費支出。由上述之數據可知本資料庫之服務無
論在線上建檔或摘要檢索之服務，均廣為使用者接受，足以見本資料庫為
全面性顧客導向之資料庫服務。（林安琪） 
 
本館針對古籍文字開發辨識、檢索與管理系統 
典藏書籍的數位化是一個具實際需求又有意義的工作，更是一件富挑戰性
的研究題材。現時滿足這個需求的方式一般是打字校對（如中研院二十五
史的製作），或使用辨識軟體針對今日印刷書籍做自動辨識，然後予以人
工校對（如丹青版中英文文件辨識系統）。但是以古書辨識上來說，現行
辨識軟體所提供的解決方式需要大量人力的輔助，不是一個完整有效的解
決方案。中研院資訊所的文件分析與辨識實驗室過去完成了一套「影像文
件辨識、檢索與管理系統」，結合了影像處理、文件分析、文字識別以及
容錯性全文檢索的方法。在中文世界裡是第一個完全不需要打字或校對來
完成文件的數位化，並提供檢索的功能來方便查詢資料、調閱文件，而且
將文件的原貌（包括文字、圖畫、表格等等）展現在電腦螢幕上的系統。
然而，這個系統目前只能應用於鉛字、活字版或電腦印刷的文件，也就是
那些具有固定字形的文件。對於以工整手寫或木刻本為主的典藏書籍，因
為字型變異較大的關係，這個系統仍然無以為力。 
國家圖書館為致力於古籍之保存與數位化，特別委託中央研究院資訊研究
所的文件分析與辨識實驗室，研究開發一套專門針對古書中的工整手寫字
之文字辨識技術，希望以自動操作方式來節省大量人工打字校對的時間花
費。另外，為了順應時代趨勢，國家圖書館特闢「古籍文獻資訊網」，提
供一般讀者在網際網路上檢索、瀏覽。雖然古籍辨識系統是以原有的研究
為基礎，繼續發展而得，但是也特別針對古籍，研發了許多新的技術，包
括： 
1. 影像處理部分：古籍上的文字本身品質並不是很好，每個字的黑色筆畫
本身參雜有許多的白色小洞，如此會干擾其後「辨識子系統」的準確性；
因此，開發了一套補“文字本身雜點＂的技術。 
2. 文件分析部分：古籍上的框線斷斷續續甚至傾斜，不利於小圖塊的尋
找，為了使小圖塊能被順利的找出來而不被框線干擾，開發了“清除框



線＂的技術。 
3. 文字識別部分：針對古籍文字的特點，發展了一系列的辨識方法，包括
接點比對（Junction Matching）、線比對（Line Segment Matching）、部位比
對（Radical Matching）、投影峰比對（Peak Matching）、穿越次數比對法
（Crossing Count）等等。 
從研究中發現，結構（如：筆畫、筆畫交接的形態）是文字辨識的重要的
成分。此一文字特徵不但適用於古籍文字的辨識上，對於相似文字的細部
比對也有其特殊效用。此外，由於每一種比對法都有其弱點，因此提出了
混合比對法（Hybrid method）來評定兩字的相似程度。目標是希望系統只
要收錄有限的字（樣版字），就能以此為基礎，配合以上所研發的比對
法，來辨識其他大量未見過的字（受測字）。經分析、統計，本系統從古
籍中收集了二千個最常用的字作為樣版字，另由古籍中任意抽了數十頁作
受測頁來進行測試。結果發現，平均來說辨識率達95.8%，即使在最差的情
況下，受測頁的辨識率也達93.1%。本系統目前已輸入兩部古籍，分別是金
剛般若波羅蜜經和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同屬本館所藏善本古籍中「嘉興楞
嚴寺方冊藏經」中的經卷。（如附圖） 
透過本研究，目前針對古籍無定型手寫工整字提出了一套全新的解決方
案，其特點包括：（1）文件原貌重現（2）全文檢索（3）製作及查詢簡
易。一旦影像輸入後，本系統將自動從事影像處理、文件分析、文字識別
與資料庫建構等工作，當這些工作結束後，讀者便可以使用本系統來查詢
與閱讀。未來就近程而言，可以應用在與上述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和摩訶般
若波羅蜜經屬同一系列的大藏經其他卷冊，將其進行大規模的電子化。就
遠程而言，本系統未來可以從辨識速度的提升、相似字的辨識能力的提高
以及推廣到難度更高的古籍手抄本及其他字型較不固定及工整的文字辨識
上等幾方面繼續加強。（顧力仁） 
附圖 

編目組進行「國家圖書館分類∕標題資料庫」教育訓練 
本館於89年11月初完成之「國家圖書館分類/標題資料庫」，驗收後即開放
館內同仁使用，為了讓使用者能夠有效地使用本資料庫系統，編目組安排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人員於11月22日及23日上午分兩梯次，至本館電腦教
室進行教育訓練。參加教育訓練者計有書目資訊中心、國際標準書號中
心、研究組、編目組之同仁42位。 
教育訓練目的在於介紹資料庫內容架構及使用技巧，所進行之課程內容如
下：首先介紹如何啟動系統，進而說明系統畫面、資料庫系統架構、資料
庫規範工具，並且利用實際操作讓同仁了解如何使用資料庫，包括操作方
法示範說明、瀏覽方式、如何進行合併檢索或是單獨檢索、查詢技巧介
紹、複分表使用方法及時機、分類與標題連結、列印功能、資料新增修改
刪除等。為了讓上課同仁能夠熟練使用本資料庫，訓練課程也包括上機實
習，同仁可以藉實際操作資料庫中熟悉查詢等相關技巧，而且在使用過程
中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立即獲得答案，進而對分類檔與標題檔的結構有更
清楚的認識。 
接受教育訓練之編目組同仁，可以同時使用紙本之資料，及利用本資料庫
進行編目工作。本資料庫最大特色是分類與標題緊密結合，館員在類號與
標題選取可以更精確外，也可加速編目工作進行，由於本資料庫會定期進
行資料更新，編目員更可藉由本資料庫完全掌握新增修改之標題與類表。
（阮靜玲） 
 
第九屆臺北國際書展 
國圖展出五項資訊系統，並舉辦名人談閱讀等活動 
以帶動國人閱讀風氣、促進出版商議、重視版權及提升我國出版國際形象
為目的的第九屆臺北國際書展，於90年2月1日至6日在臺北世貿中心展覽
一、二館舉行。 
本屆書展由行政院新聞局與中華圖書出版事業發展基金會主辦，其規模比
歷屆書展的規模大，計有46個國家、886家出版社參加，設1838個攤位，為
亞洲第一大國際書展。在展區規劃上分為：國際區、綜合區、親子童書



區、漫畫區、明日書區，並設計「法國國家主題館」，展出180多家法國出
版社的出版品。大會也闢有劇場中心、休閒活動廣場及明日廣場等三個活
動區，配合書展舉辦開幕典禮、演講、座談會、新書發表會、放映影片及
其他活動。主辦單位請陳水扁總統蒞臨揭幕及致詞，也邀請法國、日本等
國著名作家出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新榮獲諾貝爾獎的華人作家高行健的蒞
臨，更掀起了書展的高潮。 
國家圖書館於二館明日書區人文科技館中申請四個攤位，放置六部電腦，
供觀眾自由上網瀏覽，展出五項資訊系統，分別為：1.博碩士倫文的大觀
園？——請用「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2.研究漢學有捷徑，天涯
若比鄰——請用「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3.燙手新書，觸手可得——請用
「全國新書資訊網」；4.千里資訊一線牽——請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5.滿目琳瑯——請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WBINet」。 
2月4日星期四下午，本館於明日廣場舉辦二個單元的活動；第一個單元是
「我讀故我在，名人談閱讀」，請名主持人李秀媛主持，主講人有作家賴
東進先生、丘引教授、楊茂秀教授談國人對閱讀的看法，並進行與讀者對
談；第二個單元是「E世代資訊查詢高手鬥陣來」，藉著短劇的演出，引導
查詢本館各資訊系統以解決各項問題，並備有豐富獎品贈送給資訊查詢比
賽的高手。此項活動吸引大批觀眾參與。 
本館莊芳榮館長應邀參與人文科技館開幕典禮，剪彩及致詞。採訪組亦派
出十餘人次在書展會展中分送《共建保存文化遺產的圖書資料送存制度》
宣導小冊一千本，向各出版社及個人宣導請依圖書館法送出版品交由國家
圖書館典藏。所以本館參與書展是圖書館與出版界的互動，也是圖書館與
讀者的互動，對書香社會與知識經濟社會盡力。（辜瑞蘭） 
 
本館引進「中國期刊網」建置中國大陸學術期刊資訊系統 
本館獲教育部89年度「加強公共圖書館建設五年計畫」補助，計新臺幣伍
佰萬元正，建置「中國大陸學術期刊資訊系統」，引進中國學術期刊（光
碟版）電子雜誌社出版的「中國期刊網」資料庫。於民國89年8月中旬完成
「中國期刊網」鏡像站的建置，並於9月11日在本館簡報室舉辦「中國期刊
網專題數據庫」使用說明會。凡在本館、所屬分館、兼辦及附設單位之讀
者皆可利用館內設備連線使用。 
該資料庫收錄大陸地區期刊約6,600種，依學科專題分為126專題，類分為理
工（再分為A、B、C三類）、農業、醫藥衛生、文史哲、政治經濟法律、
教育與社會、電子與信息科學等九大專輯，包含1,000萬筆書目資料，其中
400萬筆有摘要，約4,000種期刊有全文。資料涵蓋範圍自1994年出版迄今，
其中1994-1997年出版的期刊僅提供原文影像檔，1997年以後出版的期刊則
為.caj格式的文字檔，可全文檢索。每篇文章皆提供印刷出處、篇名、作
者、機構、關鍵詞、摘要等訊息，並提供原文原版顯示、列印、下載等功
能。 
中國期刊網共有三種資料庫，分別為題錄數據庫、摘要數據庫及全文數據
庫。其中題錄數據庫除收錄前述6,600種期刊文獻，還收錄了「中國學術期
刊（光碟版）」1994-1996年各期刊文章的中外文引文篇名。 
本館訂購單位內部使用鏡像網路版，同時間可以有20人上線使用，以鎖IP
的方式控管。凡本館讀者利用本館撥接專線（02-21912015）連線者，即可
視同到館讀者。如在館內下載存檔檢索所得期刊文章，離線使用時，必須
先下載安裝CAJ全文原版瀏覽器（CajViewer），才可打開副檔名為.caj的檔
案。在本館「中國期刊網」的網頁上有詳細的使用說明及收錄期刊清單，
皆可下載參考。 
本館「中國大陸學術期刊資訊系統」使用HP LH4 伺服主機，主記憶體為
1GB，磁碟陣列共有15顆36.4GB的硬碟，容量共計546GB，作業系統為
NT4.0。 
該系統由「中國期刊網」在臺獨家代理商金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建
置，資料庫每月更新至少一次，「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雜誌社並提
供1997-2000年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CAJ-CD）單機版三百餘光碟做為館
藏。所有資料亦有磁帶備份。本館已完成2001年的續訂採購程序。（彭
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