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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簡訊

圖書館統計與國際標準書號

二種國家標準修訂案完成公告

經濟部於民國 9 5 年 11 月 2 0 日以經標字第

0 9 5 2 0 0 5 0 7 0 0號公告修訂「國際標準書號」等國家

標準 2種。 11月2 3日再以經標一字第 0 9 5 1 0 0 1 4 5 1

號函通知本館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有關「 C N S

1 2 8 6 4國際標準書號」與「CNS 13151圖書館統計」

等2種國家標準修訂案業已公告，而該 2項標準之

修訂建議案是由本館先進行內容實質修訂，再向該

局提出申請，經一般及其他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

員會、民生分組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二次審查會

議，審議通過修訂後公告。

一、國際標準書號標準

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自民國 7 8年7月起，為

全國出版機構（含政府機關、個人）免費辦理即將

出版新書之 I S B N編碼作業，並據以推動制訂「國

際標準書號」之我國國家標準。

「國際標準書號」標準（CNS 12864，I n f o r m a t i o n

and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 u m b e r（I S B N））於8 0年4月2 3日公布，此次是參

考 ISO2108: 2005年國際標準修訂。內容包括：適

用範圍、用語釋義、結構、國際標準書號的顯示與

印製位置、註冊費用、國際標準書號的編配等 6

項。本次修訂主要的項目有：

（一）書號增為 1 3碼：每組國際標準書號由原來的

1 0位數碼增加為 1 3位數碼組成，依序分為前

置號、群體識別號、出版者識別號、書名識

別號及檢查號5個單元；增加的3位數碼的前

置號「 9 7 8」為識別圖書業的代碼，從此與

國際商品條碼編碼系統完全相容。

（二）適用於無實體物件的電子出版品：網路文

獻、線上出版品可申請 I S B N編號，且應顯

示在出現題名的畫面或其他相關畫面（螢幕

的第1個畫面、著作權聲明畫面），並建置於

各種詮釋資料（metadata）之明顯欄位處。

（三）註冊費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得依實際編配

國際標準書號狀況，向註冊者收取一定的費

用；此乃肇因於 I S B N總部自 9 4年起向該中

心收取年會費之故。

（四）適用代理進口且在臺灣印製發行的出版品，

原標準只適用代理進口於原出版地未取得國

際標準書號之出版品。

國際標準書號修訂建議案的內容實質修訂由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顧力仁主任主持，邀請邱炯友副

教授、林呈潢助理教授、李莉茜前主任及中心同人

共同討論研訂。

二、圖書館統計標準

「圖書館統計」標準（CNS 13151，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tistics）

於8 2年1月2 8日公布，此次是參考 ISO 2789:2003

年國際標準修訂。新修訂的統計標準旨在提供圖書

館收集及提報統計資料之指引、確保圖書館統計數

據的一致性，並符合國際標準、鼓勵圖書館及資訊

服務機構在管理時能善於應用統計資料、規範圖書

館績效評估所需的數據。內容包括：適用範圍、用

語釋義、統計資料之提報、統計資料之收集；並有

電子圖書館服務之使用評量（Measur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s）、統計分析的建議項目

（Recommended categories for further statistical analy-

s i s）、總數的估算（Grossing up）等3項附錄。本

次修訂主要的項目有：

（一）圖書館類型用語修正為符合「圖書館法」用

語，如：將「國立圖書館」修正為「國家圖

書館」；並增列專門圖書館的細分類目名稱。

（二）圖書館館藏類型部分增列專利、政府出版

品、多媒體資料、光碟等；原電腦檔修正為

電子化館藏，包含資料庫、電子期刊及數位

文獻等。

（三）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使用項目增列有效使用

者、館內借閱、資訊服務、電子化服務、網

站、網際網路聯繫、電子文獻傳遞、虛擬到

館、使用者訓練等。

（四）資訊取用與空間設備，除閱覽時數、席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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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調查可獨立操作或連結網路的電腦或簡

易型終端機數量。

（五）圖書館工作人員部分取消原來「職務」為主

的類別，如：專業職務人員、行政職務人

員、技術職務人員等，修正為圖書資訊專業

人員、其他專業人員與其他工作人員、志

工、工讀生等。

（六）增列電子文獻傳遞、供應商文獻供應；以及

圖書館網際網路活動的統計項目，如：虛擬

到館數、網際網路連線數量、資訊檢索查詢

數、文獻與紀錄下載數量、連線時間、連線

被拒數量。

（七）有關電子圖書館的館藏資源與服務，由於仍

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因此列入附錄。另外

對於統計項目的延伸類別及因應未能收集完

整資料時，採行估算方式補充實際回收資料

的做法則分別以「統計分析的建議項目」、

「總數的估算」2項條文列為附錄。

圖書館統計標準修訂建議案的內容實質修訂

部分，由本館研究組依政府採購法委請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林呈潢助理教授辦理相關事項。該項計

畫由9 4年11月2 4日開始辦理，經過撰寫與起草統

計標準修訂標準稿、以書面意見調查方式蒐集各級

圖書館對於圖書館統計標準之修訂建議、邀請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員及圖書館界

學者專家進行焦點團體討論、舉行座談會與說明

會、完成修正草案等過程，於 9 5年4月 2 9日將修

正草案送達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復於 6月2 1日依據

該局意見，完成格式與部分內容的修正， 11月2 0

日再經審查通過後公告。（本文感謝彭慰主任、顧

力仁主任與曾�賢編輯惠賜卓見，並據以修正）

（嚴鼎忠）

2006年博物館博覽會

映象臺灣圖片展

國家圖書館為配合教育部「 2 0 0 6年博物館博

覽會」，舉辦「映象臺灣圖片展」。本項展覽於民國

9 5年1 2月1 6日至2 4日，在臺北市華山文化園區中

4館歷史文物區展出。展覽期間教育部社教司劉奕

權司長、多位社教館所長及本館莊芳榮館長、宋建

成副館長等均蒞臨會場參觀。

展覽內容包括： 1 .精選館藏日治時期明信片

5 0 0張，這次展覽圖像內容所敘述的年代橫跨 2 0世

紀前半葉，具有豐富的教育意義，其主題包括：臺

灣社會生活、原住民風俗、臺灣博覽會，以及臺北

市的建築景觀、教育活動、名勝古蹟等。其中臺灣

社會生活系列，主要展現早期庶民生活點點滴滴與

風景名勝；原住民風俗系列的展覽內容為臺灣原住

民部落生活與風景寫真；臺灣博覽會系列則包括早

在清朝統治後期，中國對外參加博覽會就有以臺灣

原住民文物為主題的附屬展示。另外，早期與臺灣

相關的各類博覽會、工商產品展示以及當時配合博

覽會發行的地方風景、宣揚文教政績的紀念明信

片，也在本系列展出。 2 .「臺灣老照片徵選活動」

部分獲選作品展示； 3 .「神探福爾摩沙網路遊戲」

專區。另會場並提供本館「新聞影音資料庫」中有

關「臺北市臺視新聞特輯」之播放。同時推廣本館

建置的「臺灣記憶」、「臺灣概覽」、「走讀臺

灣」、「臺灣研究入口網」等資訊系統，涵蓋臺灣

過去、當代、鄉鎮史地探索以及整合相關研究資訊

的平臺。會場提供 7部電腦，民眾可上網查尋「臺

灣記憶」、「臺灣概覽」、「走讀臺灣」、「臺灣研

究入口網」等系統內容及進行網路闖關遊戲。

為增加民眾參加的興趣，整個活動之規劃，

朝向與民眾互動方式進行，以提升活動之成效。在

展場設計與布置方面，則呈現內容豐富、溫馨大方

與活潑熱鬧的氣氛，頗受歡迎。同時針對展覽內容

「館藏日治時期明信片精選展」會場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