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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國際資訊與文獻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簡稱FID） 
          是一個結合公私立團體的國際專業協會，其會員遍布 
          全球90個國家，涵括各國產官學界資訊專業人士，由 
          資訊管理到網路運用、各類軟硬體研發等領域皆是。 
          FID發起並推動整合全球的資訊方案，並極力協助資 
          訊傳輸供應的網路研究工程。 
 
             近年來資訊科技突飛猛進，應用範圍快速擴張， 
          對圖書館的影響甚大，如何利用資訊科技儲存資料、 
          提供資訊是現代圖書館最主要的工作。因此FID對圖 
          書館而言，是除了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IFLA）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國際 
          文教組織，我國國家圖書館即為該組織的會員。 
 
             為迎接21世紀資訊時代的激烈競爭，美國柯林頓 
          政府首倡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NII），積極建置 
          資訊高速公路（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立 
          刻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相繼提出各國的NII計畫。 
          環顧今日電腦網路的應用，網際網路（Internet）是 
          目前與NII最接近的應用模型，為此各國莫不積極推 
          廣Internet的應用，在21世紀將成為世界經濟重心之 
          一的亞太國家更大力推展Internet的應用。然而就統 
          計資料顯示，Internet上可用的資源有79%來自美國 
          ，而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強的亞洲國家所建置的資源 
          卻不到10%，亞洲國家如何就其東方文化背景合作， 
          建置屬於東方文化的網路資源，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再者，隨著網際網路應用的普及，同時也面臨發展 
          上的瓶頸，為求能突破現有困境，目前臺灣也正積極 
          思考未來寬頻網路的發展與應用。有鑑於此，我國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邀請國家圖書館一起與FID合 
          作，將於今年5月於臺灣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迎向 
          高速網路新世紀—新世代網際網路（NGI）與電子圖 
          書館發展研討會，希望世界各國能夠瞭解彼此在 
          Internet的推廣和資訊工業的發展經驗，更希望彼此 
          建立關係，開拓合作管道。 
 
             為期讓國內圖書資訊界能對FID有初步認識，特 
          撰本文簡介FID。 
 
          二、歷史簡介—從國際書目機構到國際資訊與文獻聯盟 
             FID的前身是國際書目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ibliography/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Bibliographie，簡稱IIB），於 
          1895年9月12日由Henri La Fontaine和Paul Otlet在 
          比利時布魯塞爾所創建，因此二人被視為FID的創立 
          者。該機構的建立是依據當時的國際書目會議（Th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de Bibliographie）決 
          議；該會議的目標有三：建立國際書目機構、創設採 
          用杜威十進分類法的全球書目中心、在各國政府間組 
          成書目聯盟。這兩位FID的創立者主要的興趣在於發 
          展分類法和全球書目中心（the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Repertory），前項工作隨後發展成為國際十進分類法 
          （UDC: the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1924年「國際書目機構」組織重整，變成比利時 
          、法國、德國、荷蘭和瑞士五個國家會員的聯盟。重 
          組後的機構所強調的重心改變，國際十進分類法僅為 
          其工作項目之一。1931年改名為國際文獻處理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ocumentation/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簡稱IID）。 
          1935年在哥本哈根舉辦一項國際會議，特別討論資訊 
          科技的重要，到了1937年又改名為國際文獻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ocumentation，FID 
          ）。由此可看出FID已逐漸轉型，終於在1986年再度 
          改名成現在的名稱：國際資訊與文獻聯盟，強調資訊 
          管理與資訊科學的重要，並於1990年修訂完成新的憲 
          章，於1991年採行新的專業計畫。 
 
          三、FID的宗旨 
 
              自1895年的「國際書目機構」到現在的「國際資 
          訊與文獻聯盟」，FID不斷提倡最好的資訊管理技術 
          是各個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而且致力於引領資訊管理 
          的發展，其宗旨如下：1.促進科學與技術的發展；2. 
          提昇商業、工業與各國經濟的競爭力；3.加強改善全 
          球生活品質並促進發展；4.提昇決策者的能力以制訂 
          適當政策；5.促進教育政策與終身學習；6.擴大「資 
          訊社會」的範圍，包括藝術和人文。 
 
          四、FID會員 
 
              原本在IIB時代，其會員包括個人、機構或協會 
          組織，而且並未對會員資格加以限制。這樣的方式一 
          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至今日，FID的會員分 
          為六大類，分別說明如下： 
 
          1.國家會員（National members） 
              國家會員是FID在各國活動的中心，一個國家只 
          允許一名國家會員。國家會員應致力擴大該國資訊領 
          域的範圍，並代表該國積極參與聯盟活動。與會會費 
          依據聯合國評估標準（the United Nations Scales 



          at Assessment），評估基礎是該國國民生產毛額與 
          淨額。 
 
          2.國際會員（International members） 
              這類會員是對資訊活動感興趣或實際從事活動的 
          國際政府組織。其會費是3,000荷蘭幣（1996年）。 
 
          3.團體會員（Corporate members） 
              這是一項新的會員類別，會員來自私人或公共團 
          體，享有一些特殊權利，詳情可洽聯盟祕書處。 
 
          4.機構會員（Institutional members） 
              這類會員包括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政府之間 
          的組織（屬於國家層級而非區域層級或全球層級的政 
          府間組織）、教育機構、衛生保健機構、研究機構、 
          非營利機構、公益基金會、以及其他類此機構。其會 
          費是600荷蘭幣（1996年）。 
 
          5.個人會員（Personal members） 
              任何個人皆可申請加入成為個人會員。如果個人 
          和其機構同時參加FID，分別成為個人會員和機構會 
          員，二者應推選一代表參加FID的會員大會。其會費 
          是200荷蘭幣（1996年）。 
 
          6.贊助會員（Sponsoring members） 
              FID為了充裕經費並開拓新的成長機會，特別允 
          許個人、基金會、公司行號、協會及其他類此組織加 
          入為「贊助會員」。由上可知這類會員可以是個人或 
          組織，他們在會員大會上既無投票權，也不能提名或 
          選舉理事會成員，但可以派「觀察員」參加大會。 
          FID鼓勵他們參加或贊助聯盟的活動。詳情可洽聯盟 
          祕書處。 
 
          五、委員會與專題興趣小組 
 
              FID許多活動是由任務編組（FID Task Forces） 
          、委員會與專題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s 
          ）進行。委員會與專題興趣小組均依不同的主題領域 
          劃分，而專題興趣小組可隨時因必要而成立，並於必 
          要原因消失時由理事會解散。目前共有七個委員會和 
          八個專題興趣小組，分別如下： 
 
          （一）委員會 
          1.分類法研究委員會（Classification Research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簡稱FID/CR） 
          2.教育與訓練委員會（Education and Training，簡稱 
            FID/ET） 
          3.資訊基本理論委員會（Fundamental Theory of 
            Information，簡稱FID/FT） 
          4.工業資訊委員會（Information for Industry，簡稱 



            FID/II） 
          5.資訊政策與計畫委員會（Inform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s，簡稱FID/IP） 
          6.智慧財產權問題委員會（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簡稱FID/IPI） 
          7.社會科學文獻與資訊委員會（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簡稱FID/SD） 
 
          （二）專題興趣小組 
          1.檔案資料管理（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簡稱FID/ARM） 
          2.銀行財務與保險資訊（Banking Finance and In- 
            surance Information，簡稱FID/BFI） 
          3.環境資訊（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簡稱FID/ 
            EI） 
          4.決策資訊系統（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s， 
            簡稱FID/EIS） 
          5.公共行政資訊（Information for Public Adminis- 
            tration，簡稱FID/IPA） 
 
          6.現代資訊專家的角色、事業與發展（Roles Career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Information Pro- 
            fessional，簡稱FID/MIP） 
          8.卓越的組織管理（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簡 
            稱FID/OE） 
          9.安全控制與危機管理（Safety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簡稱FID/SCRM）由於篇幅有限，上述委 
            員會和團體不詳加介紹，讀者可自行上網查詢http: 
            //fid.conicyt.cl：8000/ctteesl.htm。 
 
          六、專業計畫 
              FID於1991年通過採行新的專業計畫，目前共有七 
          項，分述如下： 
 
          1.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資訊科技逐漸掌握了經濟與社會，這些快速的轉 
          變對社會本身以及資訊專家是一項挑戰。在過去幾年 
          ，許多角色、職業及工作程序合併了，新科技影響了 
          工作性質與環境。未來人們對生涯規劃必須更具彈性 
          。資訊專家的教育與訓練將進一步改變，對於教學方 
          法和科技在教育方面的運用（如遠距教學、電子通訊 
          與多媒體等）需要更創新與彈性的研究。因此終身學 
          習愈益重要。 
 
          2.商業、財務與工業資訊（Business, Finance and 
            Industrial Information） 
              這項專業計畫是研究公私立團體的商業、財務與 
          工業資訊問題。20世紀末工商業的發達與資訊環境的 
          高度競爭已經成為特色。伴隨著新的貿易障礙與各種 
          政策結合，工商業全球化與全球單一市場的出現，將 



          使人們的焦點集中於如何利用資訊與知識作為主要的 
          競爭武器。 
 
          3.資訊政策（Information Policy） 
              這項計畫關心的問題有兩方面：全球、區域與各 
          國的資訊基礎建設；資訊高速公路與其資源對全球經 
          濟社會的影響。資訊政策研究的問題涵括科技、經濟 
          、社會文化與政治等議題。 
 
          4.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 
              基本研究在於基本的「資訊財產」、其應用範圍 
          、轉型成新的知識領域、以及對每天生活的影響。研 
          究目的是為了提供更好的基本資訊處理，而不是發展 
          新的資訊通信科技。 
 
          5.應用資訊通信科技（Applied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通信科技應用於資訊服務與組織內的資訊流 
          通，是另一項FID致力研究的課題。該方面的新科技 
          發展與應用，如電子通訊、多媒體、網路的發展，以 
          及它們對工作環境與工作方式的影響，共同形成了這 
          項專業計畫。 
 
          6.資訊處理與產品（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roducts） 
              這個領域所關懷的是資訊產品的發展，不論產品 
          的型態，只要是來自於資訊市場的發展或客戶需求均 
          屬之；這些資訊產品的生命週期以及資訊的處理、再 
          定義、再利用與再包裝，均屬於該計畫的研究範圍。 
 
          7.資訊管理（Information Management） 
              所有組織的發展正逐漸由產品導向轉變成資訊與 
          客戶導向。資訊科技是組織的主力，正快速取代舊有 
          的命令控制管理模式。資訊與知識必須以支持組織目 
          標和策略的方式管理。這樣的趨勢使得再教育與終身 
          學習非常必要。 
 
          七、FID的運作 
              FID最高權力機關是由會員代表組成的會員大會 
          ，每兩年開會一次，通過的決議交由理事會執行。日 
          常事務則由位於海牙的祕書處與各區域委員會負責處 
          理。 
 
              FID的前身國際書目機構將祕書處設於布魯塞爾 
          ，將近30年之久，從1924年開始在荷蘭增設新的祕書 
          處，一直到1982年才將祕書處搬遷到現址荷蘭海牙的 
          皇家圖書館（Roy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ibliotheek），其聯絡地址如下： 
          通信地址：FID General Secretariat 
                    P.O. Box 90 402 



                    2509 LK THE HAGUE 
                    Netherlands 
 
          參觀地址：FID c/o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5th Floor 
                    Prins Willem Alexanderhof 5 
                    THE HAGUE 
                    Netherlands 
 
          電話：+31 70 3140671   傳真：+31 70 3140667 
          E-mail：fid@python.konbib.nl 
 
              至於區域委員會，目前共有六個，如下：亞太委 
          員會（FID/CAO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Oceania） 
          ，西非、東非與南非委員會（FID/CAF Commission 
          for Wester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拉 
          丁美洲委員會（FID/CLA Latin American Commission 
          ），北美與加勒比海委員會（FID/CNA Commission 
          for North America and Caribbean），北非與近東 
          委員會（FID/NANE Commission for North Africa 
          and the Near East），歐洲區域組織（FID/ROE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Europe）。 
 
          八、補  語 
 
              負責與我國合辦迎向高速網路新世紀國際研討會 
          的FID單位是其工業資訊委員會（FID/II），限於篇 
          幅無法詳加介紹，歡迎讀者上網查詢http://www.sics 
          .se/fid/fid-ii.htm，或由FID網頁進入逐步點選連 
          結。 
 
              FID與我國合辦的國際研討會預訂於5月25、26日 
          舉行兩天，會中除了FID副主席Karl Kalseth與FID/II 
          主席Irmgard Fischli蒞臨，擔任貴賓致辭外，另邀 
          請十餘位國內外資訊學者專家發表11場次的專題演講 
          及綜合座談。 
 
              我們期待這次的新世代網際網路（NGI)與電子圖 
          書館發展研討會能引領國內共同迎向高速網路新世紀 
          。相關資訊歡迎洽詢籌備會諮詢處： 
            FID/II＇98籌備委員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電話：02-2542-2540### 
            傳真：02-2531-0760#或02-2563-4209 
            E-MAIL：fidconf@iii.org.tw 
 
          參考資料 
          1.FID網頁http://fid.conicyt.cl:8000/ 
          2.迎向高速網路新世紀國際研討會籌備會會議資料。 
          3.《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漢美圖書有限公 



            司，民國84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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