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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校長、陳主任及在座各位共同與會的貴賓，大家好：

在我們全力開始推動數位出版工業和數位閱讀之際，本次政大和國圖所聯合舉辦的公共政策論壇，分

外顯得意義重大。

今天主要討論的議題是有關「數位圖書館服務」與「智慧財產權保護」這兩項與全國民眾息息相關的

重要公共政策議題。政治大學將此兩項非常具有時代性與迫切性的重要議題置於「公共論壇政策—國家

競爭力系列」中，更突顯此一公共議題確與國家的競爭力與進步緊密關連，如何在公益服務與個人權益之

間取得完善的平衡，也是近年國際間各先進國家非常重視的議題。

從國家文化政策的角度來觀察，圖書館提供的著作的流通、散布服務，當然會增加讀者接觸、利用

著作的意願，對於提昇整體國家文化水準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但國家文化水準的提昇，除了依賴大量閱聽

者的投入外，亦有賴於創作者的積極創作。智慧財產權保護下所創作的商業誘因，雖然不一定與世界上最

偉大的創作產生必然相關，但是許多與社會各階層需求相關的多元著作，卻往往是商業性的文化產物，因

此，圖書館提供著作的流通、散布服務，在兼顧國家公益與文化動能開創的情況下，成為圖書資訊界、著

作人與出版業界等各方專注的焦點議題。

事實上我國的《著作權法》於民國 74年修正時，在訂定立法目的上，於第一條就已開宗明義明訂《著

作權法》是：「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可知著作權法所考量重

點有三方面，包括「著作人著作權益」、「社會公共利益」及「國家文化發展」。著作權法並非僅保護著作

人的「私權」，亦希望維持著作流通、文化發展的「公共利益」。

在過去紙本出版品為主的時代，圖書館與著作權人、出版界之間，一直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圖書館

提供廣大民眾利用著作物的接觸管道與場所，可增加著作物銷售數量，或提升著作人的知名度。且讀者親

自到館查檢、調閱圖書館館藏，因為調閱數量及出借條件等技術上的限制與調節，不致過分侵害著作自市

場上取得報酬的權益，圖書館服務能維持「促進著作物文化流通」與「著作權人私人財產權保護」兩者間

的平衡。

數位圖書館的興起與發展是因應科技和網際網路的快速成長。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一詞源自

於美國 1992年 7月 1日的「資訊基礎建設與科技法案」，又稱「虛擬圖書館」、「電子圖書館」等。近年來

出版界以數位化形式大量發行電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多媒體等出版品，圖書館無論是在資料搜集、

整理、資訊的提供等作業上，都面臨數位化館藏大量成長的現況，此為圖書館帶來新的挑戰和新角色的省

思。數位圖書館的任務，除了須針對數位化出版物加以系統性的蒐集、整理資料、儲存，另外對於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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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形式的館藏文獻也須因應要求進行數位化，並透過網路來提供讀者所需資訊，這是一種服務的觀

念，以達到公眾取用資訊的目的。但也因為數位圖書館的服務內涵，使圖書館館藏的資訊流動，不再受到

空間的限制，一般民眾也期待可直接線上查詢、閱讀摘要，甚至傳遞全部全文資訊。但這卻造成圖書館與

著作權人間的衝突，因此彼此有互相調和的必要，重新尋求著作權法上的「平衡點」。

事實上，整個社會現在同時面臨數位化衝擊，著作權人、圖書館、使用者對於數位圖書館在著作權法

上的「新平衡點」究竟在何處？《著作權法》未來將數位圖書館定位在什麼角色？各方均有所期待，也因

此更顯出今天的議題討論內容特別具有意義。

近年來國家圖書館依世界潮流趨勢，積極進行數位化館藏徵集及館藏數位化的工作，並提供先進多元

的數位資訊整合檢索服務，並進行數位化館藏儲存典藏等計畫。在本館近期新規畫的「分級典藏暨調度管

理計畫」中，已納入對各種數位化館藏的典藏與調度規畫，甚至針對數位館藏也另訂定「數位典藏分級典

藏暨調度管理計畫」。在今年度我們著手修訂新版的《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中，最大的特色就是針

對數位化館藏文獻徵集有較為細緻、深入與全面的規畫。以上的進展均代表著國家圖書館對數位館藏，審

慎由前端的文獻徵集、到入館後的資源組織、整合性數位資源服務及典藏管理、異地備份的等一系列資訊

流規畫的重視與關切。

今年年初我們更與「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共同合作，向我們的政府行政院當局提出與國家數位出版產

業及數位服務發展重要相關的「數位資源內容點火計畫」。在該計畫中，國家圖書館將承擔起協助全國出

版單位所有數位出版品 e-ISBN(電子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 )的編訂，以及全國發行新書的電子檔案永久典

藏與保存，對於該項任務，本館將全力以赴，當仁不讓！全面徵集並典藏國家文獻資源，是國家圖書館既

定的職掌與任務，這當然包括了傳統的紙本出版品及目前新興的各式數位出版物。

今天，我們這場公共政策論壇包括了二個主要的場次，第一場「臺灣數位出版及數位圖書館的發展與

現況─數位圖書館服務的問題與困難」，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吳明德擔任主持

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陳雪華擔任主講人，圖家圖書館特藏組主任俞

小明、城邦出版集團暨台灣數位出版聯盟秘書長葉君超擔任與談人；第二場「著作權的修正對臺灣數位圖

書館服務的影響」，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技整合研究所教授李治安擔任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陳昭珍擔任主講人，智慧財產局副局長陳淑美及著作權筆記公益網站主持

人章忠信擔任與談人。

呼應今天討論的議題，國家圖書館對於本館所徵集、典藏的大量數位館藏，必然會依循我國著作權的

最新規範，在數位化時代中，定位出一國家級數位圖書館最適當的位置、角色與任務。也期待經過各界共

同的研商與探討，全國的圖書館界、出版業者、著作權人及電子資料庫業者等相關人士，能共同攜手創造

出國家公益、民間企業與個人權益等多贏的結果與局勢。

最後敬祝今天會議成功，成果豐碩！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平安如意，謝謝！

【附記】本文係顧敏館長在本館與國立政治大學、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 98年 10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7樓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之「公共政策論壇－國家競爭力系列 2：數位
圖書館服務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會議演說之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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