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 言

圖書館早期所典藏的資料型式是以紙本的圖

書和期刊為主， 1 9 3 0年代縮影的出現，當時曾有

人預測縮影片將造成圖書館革命性的改變，二次大

戰之後繼而有視聽資料的出現，一度成為當時熱門

的議題， 1 9 8 0年代中期圖書館因應資訊技術的改

變，開始運用光碟和機讀資料檔，至 1 9 9 0年代，

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的迅速發展，對圖書館整體的

營運管理發生重大的影響。特別在館藏發展方面，

傳統的館藏圖書取而代之的是如雨後春筍般急速成

長的各類電子資源，因應環境的變遷，即使原本是

傳統紙質型態的出版品，也不斷因保存及使用考

量，經掃描數位化成為電子型式，網路及市場上出

現的電子出版品琳瑯滿目，應使用者需求，各圖書

館也競相發展電子書館藏。

香港大學為慶祝該館擁有 1百萬冊電子書，於

2 0 0 6年 9月2 1日至 2 2日特別舉辦名為「從全球角

度看電子書的挑戰與發展」（E-book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s 2006： a Global Perspective）研討

會，會中邀請美國、大陸、臺灣、新加坡、日本以

及香港的學者專家，分享各地圖書館發展電子書館

藏的經驗，與會主講者報告的議題包括：電子書對

圖書館的衝擊、版權法規對電子書的影響、電子學

術文獻的發展現況等，會場上並有清華同方、超

星、北大方正、 OCLC netLibrary、 e b r a r y等電子

書產品業者的現況報告。

二、研討會內容重點

依報告時間順序摘錄各場主講內容重點如下：

（一）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Oxford University

The Bodleian Library）館長Reginald Carr主

講「從古騰堡到Google圖書館」

1 4 4 5年中古世紀時期德國人古騰堡（ J o h a n n e

G u t e n b e rg）發明木刻印刷，開啟了平民知識的傳

播革命，讓知識得以透過印刷方式傳播出去，古騰

堡的發明奠定了歐洲文藝復興的輝煌基石。C a r r館

長由湯瑪斯．博德利爵士籌建牛津大學的始末談

起，說明成立於 1 6 0 2年的博德利圖書館成為全球

名列前茅的紙本館藏發展過程，當紙本館藏面臨數

位化的衝擊，C a r r認為以印刷書刊為本的圖書館並

不會被取代，兩者共同存在（c o - e x i s t e n c e）是目前

已確認的事實，雖然 G o o g l e將重要館藏數位化的

計畫（註 1），令人產生紙本將被取代的憂心，但

即使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是參與 G o o g l e計畫的

成員之一，但該館每天仍有不斷湧進的新書，英國

每一年也有將近 1 0幾萬種的印刷書產生，預測紙

本的滅亡尚且過早；再者，圖書館的價值不在於館

藏數量的多寡，而是在於能提供多少資訊內涵。因

此，博德利圖書館只是透過新技術來改善資訊的取

閱，過去傳統格式所蘊藏的知識仍存留在書籍扉頁

之間，但現在圖書館必須利用新技術將知識內容彰

顯出來，能讓更多人得以接觸，也就是在實體圖書

館經營下，提供虛擬的服務。所以，博德利圖書館

正以現代技術重新詮釋古騰堡的知識內涵，古騰堡

遺產正透過數位化發揮更大的知識價值，數位發展

對紙本不會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創造出雙贏的

效果。

（二）大陸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戴龍基主講「中國

大陸電子學術文獻的現狀和發展趨勢」

戴館長主要介紹大陸地區高校圖書館的電子

資源及其使用情況，大陸高校圖書館電子資源主要

透過「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 h i n 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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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L I S）集體採購， C A L I S已引進 6 9種電子資

源，其中包括 4 0 0萬種全文電子期刊、 1 , 2 0 0萬冊

電子圖書（含學位論文），引用本報告中的統計顯

示：上海交大的電子書館藏高達 1 , 2 1 9 , 4 6 3冊，北

大、清大也都有 1 0萬冊以上的電子書館藏，高校

電子書使用率呈逐年攀升，電子書正逐漸為大眾所

接受；至於大陸主要的電子書廠商包括：方正（是

電子書網路出版技術與內容提供商）、超星（掃描

版電子書供應商）、書生（掃描版電子書供應商）

及同方（學術電子期刊及學位論文供應商）。戴館

長認為國家政策的支持、大陸數位化及網路技術的

進步、學術界的需求以及合理處理版權問題，是目

前大陸電子書迅速發展的主因。

（三）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范豪英教授

主講「臺灣學術圖書館共享netLibrary電子書」

范教授首先介紹臺灣的高等教育現況，說明

臺灣潛在電子書使用者的需求，臺灣早期電子書的

使用經驗是淡江大學 2 0 0 0 年 7 月採購的 1 , 2 0 0冊

n e t L i b r a r y電子書，根據使用分析統計在為期 1 5個

月中共計使用 5 7 7次，如果以單一館自行採購顯然

並不符合使用效益，隨著市場運作的機制，以聯盟

（C o n s o r t i u m）方式採購逐漸成形，范教授也借鏡

英國、澳洲、美國幾所圖書館電子館藏的發展經

驗，反觀臺灣 T E B N E T電子書聯盟的使用情形，

T E B N E T參與的學校數量由 2 0 0 2年開始的 2 1所至

2 0 0 4年增至 3 9所，使用統計由 2 0 0 2年的1 5 , 2 7 2次

增至 2 0 0 4年的 4 3 , 3 6 5次，最常被使用的主題是化

學、科技工程與製造，但採購比例較高的是電腦類

的電子書。

從臺灣 T E B N E T電子書聯盟的發展經驗，雖

然在數量上還有繼續努力的空間，但在電子書館藏

發展階段我們更關心的是電子書是否有真正的使用

者，未來應有更多的館藏使用分析瞭解臺灣電子書

的使用型態，並期許中文電子書與西文電子書能同

步發展。

（四）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馬洲龍（Chew Leng Beh）

高級總監（Senior Director）主講「新加坡電

子書的發展」

新加坡圖書出版業並不盛行，每年出版量約

有4 , 0 0 0種，電子書的出版數量更少，電子書在新

加坡的發展並非著眼於使用者需求，而是因科技發

展的必要為驅動因素，例如：早期發展的光碟書是

因為硬體的發展而一起上市， 1 9 9 8年政府推動的

虛擬社會計畫（Virtual Community Project）提供新

加坡電子資訊傳播的最佳環境，部分作家如

Catherine Lim等人嘗試將著作在網路上出版，但市

場反應冷淡，究其原因只有少數讀者願意付費下載

電子書。但新加坡在電子書的發展反而貢獻了資訊

技術的研發，例如三維數碼翻頁技術（ 3-D digital

flip technology），透過此技術讀者可以模仿揭頁方

式閱讀圖書，又目前新加坡的 Digital Publishing

S o l u t i o n公司也已經出版超過 1 , 5 0 0萬頁以X M L編

寫的電子書於網路上發送。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目前擁有 2 5萬冊電子書、

1 , 0 0 0種電子期刊、 1 0 0種資料庫以及 1 0萬種光碟

型式的電子資源，但電子書的使用率仍偏低，可能

原因是圖書館還未完全瞭解讀者的偏好，新加坡的

使用者對電子書的看法是接觸一個科技產品，還不

到強烈的使用需求。

（五）浙江大學圖書館趙繼海副館長主講「中國內

地版權法規對電子書發展的影響」

中國有關電子書發展的相關法規包括：中華

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大陸著作權的保護是作者終

生及其死後 5 0年，法人或組織作品以其首次發表

後 5 0年。因此，大陸圖書館機構收藏的中文古籍

逾1 , 0 0 0萬冊以及大量的金石拓片、家譜、民族古

籍均已過版權保護期限，圖書館進行數位化沒有問

題， 2 0 0 3年之後新出版的圖書，大陸出版社多半

同時出版紙本書與電子書，圖書館只要透過採購即

可擁有，無須館內自行數位化，但 1 9 5 0年至 2 0 0 2

年間出版估計有 1 7 0萬種圖書，才是目前圖書館必

須解決版權問題者。

由於大陸著作權法保護圖書館、檔案館、紀

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保護版本的需

要，複製本館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

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指明作品姓名、作品名稱，

並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另「信息網

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 7條明訂圖書館、檔案館、

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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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過信息網絡向本館館舍內服務對象，提供本

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數位作品和依法為陳列或者保

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複製的作品，不向其

支付報酬，但不得直接或間接獲得經濟利益。（註

2）因此，按現有法規大陸圖書館可對尚處於版權

保護期的館藏圖書因典藏及公益使用為目的，進行

館藏數位化在館舍內使用，但不得向館外傳播，一

旦對館外用戶提供服務就需要著作權人的許可授

權，大陸的著作權限制條款營造了圖書館館藏數位

化的有利條件。

趙教授對於大陸圖書館館藏數位化的建議有

三：一是根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圖書館對

於尚處於版權保護期的中文圖書可因保存需求數位

化；二是圖書館應將進入公共領域的電子書提供網

路服務；三是對於尚處於版權保護期的圖書書目可

以在網路上發布，徵求網路傳播權授權。

（六）中國國家圖書館陳力副館長主講「電子書與

圖書館的資源建設和服務」

陳力博士介紹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數位化現

況，該館電子書主要來源有三：一是採購方正、超

星、E E B O、E C C O、n e t L i b r a r y等商業電子書產

品；二是圖書館建立開放存取電子書的連結，例

如：古騰堡計畫（ h t t p : / / w w w. g u t e n b e rg . o rg / w i k i /

M a i n _ P a g e）、大藏經（h t t p : / / w w w. c b e t a . o rg / i n d e x .

h t m）、北極星書庫（h t t p : / / f e n g g u o h u a . d i y. m y r i c e .

c o m /）、奇跡文庫（h t t p : / / w w w. q i j i . c n /）等免費電

子書網站連結，但網址異動需要經常維護的人力；

三是將本身館藏數位化，包括博碩士論文、民國期

刊、方志、西夏碎金、碑帖精華，數位化的前提是

沒有版權問題且具特色的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電子書館藏的發展經驗，認

為電子書是圖書館文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子

書的未來發展榮景可期，圖書館應該結合電子書與

傳統文獻不同的優點，提供整合查詢介面，將電子

資源與館藏目錄（O PA C）結合，透過 O PA C可一

次檢索實體與虛擬館藏，虛擬部分可由館藏目錄指

引直接連結全文；只有實體的部分需要利用文獻傳

遞服務系統提供完整服務。

（七）日本慶應大學（Keio University）國際中心主

任Yoshiro Kato主講「日本的學術性交流及

大學圖書館」

自1 9 4 0年代開始日本大學圖書館購買國外的

書刊數量持續增加，但至 9 0年代卻不增反降，主

要的原因是與其他國家一樣面臨書刊價格上漲的危

機，因此，日本國立大學圖書館協會（ J a p a n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ies）成立了

一個電子期刊聯盟，在採購上能策略性地直接和外

國出版商協商， 2 0 0 4年各個國立大學圖書館平均

可取閱 4 , 3 0 0種電子期刊，私立大學圖書館也組成

聯盟（P U L C），有 8 5所私立大學參與，從事聯盟

採購協商。

電子書刊在日本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日本市場

對於日語之外的其他語文需求很小，其次是使用者

對於從紙本印刷轉為電子版在閱讀習慣上還是有所

抗拒，前者是因大部分日本本科生只會在碩士課程

時才開始閱讀英文書刊，以慶應大學為例，只有約

2 0％的學生使用英語書刊進行研究學習；再者，

日本讀者普遍抗拒將紙本印刷轉為電子版，此情況

在人文學科特別顯著，讀者對於電子期刊的接受度

又優於電子書。日本圖書館抗拒電子書的主要因素

是對於電子典藏問題無法永久保證，現時日本電子

書市場的發展將朝兩個方向邁進，一是增加日語電

子書刊的數量；二是需要保證電子書刊典藏的永久

存取。

（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Warren Holder主講「電子

書：策定新方向」

報告放映了一段大學生對於圖書館與電子資

源看法的影片，顯示現在學生多半由網路找尋資訊

開始，除非必要，否則不會到圖書館，代表圖書館

虛擬的館藏服務更能符合使用者便捷利用的要求，

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自 2 0 0 5年以來，由商業出版機

構採購建立超過2 5 , 0 0 0冊的學術性電子書館藏，並

計畫在經費許可下逐步增購電子書館藏。

該館曾針對 n e t L i b r a r y電子書館藏進行使用者

調查，發現當紙本與電子館藏兩者同時存在時，有

5 8％使用者表示寧願使用電子版， 4 0％會選擇使

用紙本；紙本與電子版總計使用次數為 1 2 9 , 7 9 8

次，其中紙本佔2 9 . 5％，電子版佔7 0 . 5％。該館也

發現過去圖書館提供的館藏目錄及各種電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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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因網路其他競爭者的出

現，圖書館讀者期許圖書館應該提供內容性的資訊

服務，不再只是指引的角色。

（九）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Anthony W. Ferg u s o n主

講「港大的第1百萬冊電子書」

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說明該館發展電子書館

藏的背景是有鑒於電子書資源愈來愈多，並為支援

校方線上學習需求有必要發展電子書館藏，有幾項

原因讓電子書出版市場更為熱絡，包括：有愈來愈

多的電子書產品、對於安全的控管機制更健全、商

業模式愈來愈透明、人們對於線上閱讀的接受程度

在提升、電子書的檢索功能比紙本更具優勢、電子

書的主題內容更為豐富。因此，港大也經由採購商

業產品、將原有館藏數位化以及整理網路資源等 3

個管道，建立 1百萬冊的電子書館藏。對於圖書館

員而言，再也沒有比現在更佳的時刻發揮圖書館提

供服務的角色，透過電子書館藏圖書館可以規劃更

好的內容服務方式，會在數位時代被取代的圖書館

可能只是那些留在原地的圖書館。

三、心得與結論

總結此次研討會雖以電子書的發展為題，與

會主講者也多半透過統計數字聲稱電子書時代的來

臨，但是紙本書是否將走入歷史？電子書是否將取

代紙本書？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 Anthony W.

Ferguson 在最後的總結報告中做了最好的詮釋：紙

本書不會走上末路，因為紙本書在電子排版技術協

助下生產出比以前更多的書籍，電子書也不會取代

紙本書，因為讀者閱讀紙本書與電子書的模式並不

相同，當使用者需要快速獲取指定的資料時會選擇

電子書，需要瞭解整體觀念時，會選擇紙本書，顯

然電子書與紙本書在現階段尚未產生取代性的問

題。但是圖書館在這一波電子書潮流中，必須正視

電子書帶來的館藏發展問題，綜合研討會所得歸納

3項心得，建議圖書館在發展電子書館藏之際，能

考量下列問題：

（一）電子書初期發展需要投注龐大經費，各

典藏機構各自為政將造成投注資源的重複浪費，在

採購商業性電子書產品時，宜結合多館需求以聯盟

方式採購，在進行館藏數位化時，各館應優先擇選

具特色的館藏數位化，館際之間如果能有主題特色

的分工，也能避免各館數位資源投資的重複浪費。

（二）圖書館囿於有限經費採購電子書或將館

藏數位化的能力有限，但是網路上尚且存在無數免

費提供的電子資源，圖書館可以透過有系統地整

理，提供使用者運用網路免費電子書的指引。

（三）圖書館實體與虛擬館藏的界線將愈來愈

模糊，使用者不會真正在乎圖書館實體館藏的數

量，在乎的是圖書館提供資訊檢索的能力，將浩瀚

的網路資源納入館藏需要圖書館很多整理的功夫，

並不是所有圖書館能一蹴可幾，但至少對於採購入

館或館方數位化的館藏可納入館藏目錄系統，而非

僅以網頁選項方式呈現，如能將電子書納入館藏目

錄系統才能增加使用者與電子書館藏的接觸點。

雖然近年來電子資訊技術成長迅速，知識媒

體與取用方式推陳出新，圖書館的館藏發展倍感威

脅，但是圖書館在這波數位技術更迭演進中，更需

要調整腳步，配合新技術的發展才能永續經營。

註　釋

1 . 美國電腦網路集團G o o g l e公司與哈佛大學、史丹

福大學、密西根大學、紐約公共圖書館與英國牛

津大學圖書館等5大圖書館合作，將館藏圖書掃

描數位化，開創世界最大的網路數位圖書館，預

計將有 1 , 5 0 0萬本數位化著作與世人分享。

h t t p : / / c d n e t . s t p i . o r g . t w / t e c h r o o m / a n a l y s i s / p a

t020.htm  （access 2006/9/29）。

2. 著作權筆記，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h t t p :

/ / w w w . c o p y r i g h t n o t e . o r g / s t a t u t e / c n 0 0 6 6 . h

tml （access 200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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