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全國新書資訊服務座談會紀要 

簡秀娟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助理編輯 

一、緣起 

  本館為配合全國各界慶祝第三十九屆出版節活動，特與中華民國圖書出
版事業協會暨臺北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在民國89年3月21日下午2時至4時30分
於本館國際會議廳共同主辦「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全國新書資訊服務座談
會」。邀請對象包括國內圖書出版業界、圖書資訊界學者專家以及各類型圖
書館長暨圖書採訪館員代表，共同研討國家圖書館對業界所提供之出版資訊
服務，以及讀者對圖書資訊之需求，以提升大眾閱讀風氣，開創我國圖書出
版之新紀元。 

二、籌備經過 

  由於籌辦時間僅有月餘，故相關組室，尤其書號中心同人在舊曆年假上
班後，便積極投入籌劃本座談會對外聯繫事宜與內部各項文宣準備工作，其
中包括：與出版公協會之協調、擬訂議題與議程、邀請長官貴賓蒞臨致詞、
徵詢專家學者講題內容、發函邀請與會對象、整理建檔回覆清單、撰發新聞
稿通告、《ISBN/CIP使用手冊（草案）》之研擬撰稿校打送印、「中華民國
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出版機構名錄」光碟之壓片製作及出刊《全國新書資
訊月刊》三月號等。 

  臨會前事務性工作安排協調會於3月15日（星期五）上午假本館一八八
會議室召開，由宋副館長主持，出席者包括公協會代表、書號中心所有同
人、本館工程小組、政風室、秘書室、資訊組、駐衛警隊、輔導組、總務組
等，對會場內外、會前會後工作項目均作妥善之協調與分工。雖然本次座談
會籌備時程相當緊湊，又欣逢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大選競選期間，接洽相關
會務的廠商也較為忙錄，但整個籌備工作之進行並不受影響，不論人員聯
繫、會議資料、會場佈置、交通指標、進出口安全管制、報到接待、燈光攝
影、時控聲控、電腦投射、錄音紀錄、司儀廣播、準備茶水等均於會前全面
設想週到。 

三、座談會議程 

  座談會在悠揚音樂聲中與柔和燈光中揭開序幕，開幕典禮榮幸蒙獲行政
院新聞局出版處趙處長義弘、財團法人中華圖書出版事業發展基金會曾執行
長繁潛等長官貴賓蒞臨致詞。誠如莊館長在致歡迎詞中所言：「平時出版界
與圖書館界可以重視建立良好關係，不只是雙贏局面，更是三贏；不只是出
版界贏，圖書館界也贏，讀者更要贏，因為這些好書主要是要給讀者來閱
讀。」可見本次會中主題探討全民閱讀時代，建立書香社會，閱讀者是最大
贏家。 

  座談會第一場主題是：「大眾閱讀習慣與讀者之資訊需求」。由遠流出
版公司王董事長榮文主持，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陳信元教授主講：〈數位
時代的大眾閱讀習慣〉（註1）、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所吳美美教授主講：
〈這個城市的居民在讀些什麼?兼賀第三十九屆出版節〉（註2）。 

  陳教授由《大英百科全書》免費上網查閱談起，強調目前資訊數位化的
潮流對傳統出版模式已造成衝擊，包括：創作、編輯、出版、發行、閱讀的
傳統概念都面臨重大的改變。創作者上網發表作品，閱讀者有權決定出版與
否，即「先閱讀才出書」，作品的誕生不再被出版社決策操控，主導權在於
讀者，一場閱讀革命已悄然展開。再者，創作者在網路世界可以身兼打字
員、排版者、美術設計、出版者與行銷者角色；而編輯的概念是互動式，以
規劃多種平臺來經營，可依內容特性開發成紙本書、有聲書、影像書、光碟



書、網路出版、電子書（e-Book）等各種形式。陳教授最後指出雖然網路的
高度互動性象徵著讀者導向時代的來臨，只有及早建立「選擇」與「評論」
的機制，才能確保網路閱讀的品質。但其中也點出幾項隱憂如：網路盜用問
題、電子文件驗證問題、電子檔保存問題等，值得有心之士及早深思因應之
道。 

  吳教授則從理性兼具感性觀點出發，由實際調查統計資料解析、關心國
人一般閱讀習性，首先藉著以下幾個數據：書店暢銷排行、圖書購買調查、
網路書店暢銷排行、報紙年度十大好書選拔清單、圖書館借閱紀錄、網路閱
讀調查等來揣摩國人的閱讀方向；其中提到閱讀傳銷管道則建議了多種方向
途徑，並特別強調書評制度的建立，以更緊密聯繫讀者與作者關係；回顧出
版、行銷和閱讀的距離，特別提出圖書館借閱書單和新書排行書單之不同，
尤其出版品時間的落差。而對國人閱讀型態問卷調查分析發現，成人多偏好
實務資訊。吳教授最後語重心長地期許出版界、圖書館界與讀者三贏關係網
路的建立，因為好的出版關係著全民閱讀經驗的品質，圖書館的館藏質量依
賴在出版環境之良窳；只有出版界源頭活水不斷進行出版，圖書館才有豐盛
的館藏資源，亦惟有圖書館盡心地保存維護，才能發揮、延長出版品的生命
期。 

  座談會第二場主題是：「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全國新書資訊服務」，由書
號中心李代主任報告中心資訊服務內容、全國新書資訊網與新書月刊、ISBN
出版機構名錄光碟系統等三項。書號中心自施行出版品預行編目作業算起至
今已滿十年春秋（註3），這十年間為順應科技革新，符合時代脈動，在政
府大力支持與呼應民眾需求下，更新作業系統凡三次。依照歷年作業統計，
編配ISBN將近29萬個號碼，收錄5千多家出版機構名錄，建置約11萬筆預行
編目書目資料。就全國新書資訊服務而言，書號中心是責無旁貸的！李代主
任首先介紹ISBN/CIP作業情形，以幻燈片投影ISBN/CIP申請表格之填製及解
說相關注意事項之原委，並展示作業系統模組及操作編號、編目建檔的方
式，希望大家對ISBN/CIP更了解並配合申請，以共同維護、提升資料庫品
質。第二部分則介紹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新置功能，除了新書書目資
料查詢、列印、轉錄、下載與出版機構連線等功能外，並加入網頁全文檢索
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內容，新書介紹單元則加入封面掃瞄影像、作者簡
介與書評。在下載專區部分為加強轉錄資料的方便性，增加批次下載功能。
介紹中同時鼓勵出版業界出版新書後，儘快寄到書號中心，經選書小組作
業，納入新書月刊之新書介紹單元，希望在最短時程內，將新書資訊完整呈
現在讀者面前。最後在第三部分則展示納入此次會議資料袋、廣受各方利用
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出版機構名錄」光碟，本項電子參考工
具書，對檢索出版機構相關資料十分方便實用，其中亦列舉「註銷」與「失
去聯繫」之出版機構清單。 

四、綜合討論及迴響 

  在連續兩場專題演講與報告之後，與會者莫不針對切身問題與前瞻遠景
踴躍發言，筆者在此將整場座談會綜合討論大致歸納為以下五項議題： 

1.數位時代來臨，傳統出版業界將面臨生存空間的轉機與挑戰。從市場經營
角度著眼，此趨勢可視為新機，但不確定感不免令人憂心忡忡。深具出版視
野與品質規劃的遠流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便說：「不管如何演變，我們關
心的是整個智慧財產的創作，以何種型式發表並不影響創作活動，從這個角
度看，這件事並不那麼可怕。」此段話頗值得業者深思與自省。 

2.廢止出版法後，對掌握全國出版事業機構動向與統合出現空窗期。 

3.現行圖書館圖書採購作業模式影響讀者閱讀新書的權益。 

4.國內出版業雖很發達，但對於建立作者與讀者溝通橋樑的書評機制則有待



加強。 

5.圖書館界也好、出版界也好對書號中心ISBN/CIP資料庫新書資訊服務多所
倚重與期望，例如：希望下載資料能更順利；希望CIP分類號能更被廣泛推
展運用，甚至希望能延伸到對期刊出版品實施預行編目作業。對於不適合書
號中心收錄、處理範圍的書目資料，也希望本館NBINet能適時提供補充。 

最後莊館長在閉幕典禮致詞中提出以下二項感想： 

1.加強國內新書資訊報導，希望與出版界共同合作，建立類似BIP體系。 

2.書評方面期待與出版界來合作進行。 

  雖然座談會的歷程只有一個下午的時光，也引發報章媒體關心，《中國
時報》、《聯合報》等大報陸續以〈陳信元：出版勢必數位化〉、〈國人閱
讀偏好實務資訊〉、〈圖書館少見新讀物 老問題再被檢討〉（註4）等標題
作相關議題報導、陳述與討論，以利不及與會者，或關心相關議題之社會大
眾也能瀏覽參考。 

五、結語 

  同樣是面對廣大讀者與出版品，出版界與圖書館界原本就是可以齊心共
進的好朋友，都負有紀錄、保存人類智慧結晶的使命，以延續人類文化資
產。二者難得同聚一堂，在對話溝通中，面臨數位網路時代的挑戰，承先啟
後、繼往開來之際，益形相輔相成角色以掌握、組織資訊，活絡讀書風氣，
提升全民閱讀品質的任務。此次座談會的舉行，由內容可見出了解現況之
餘，對未來更期待出版界與圖書館共同合作、互助互益的空間，以營造全面
贏家的局面。 

附 註 

註1：全文已刊載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6期（民國89年4月），頁3-5。 

註2：全文已刊載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6期（民國89年4月），頁6-
14。 

註3：有關書號中心成立十週年之特載可參閱：〈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
度十年專輯〉，《國家圖書館館訊》，81期（民國88年8月），頁7-16。 

註4：蔡美娟，〈陳信元：出版勢必數位化〉，《聯合報》，民國89年3月22
日，第24版。 

陳文芬，〈國人閱讀偏好實務資訊〉，《中國時報》，民國89年3月22日，
第11版。 

陳文芬，〈圖書館少見新讀物 老問題再被檢討〉，《中國時報》，民國89年
3月23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