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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書店的結合、應用程式的撰寫、介於程式與程式間的 Middlewar、作業

系統以及硬體結構的配合等等缺一不可，但是其實豐富的藏書內容才是電

子書能不能成功的關鍵，目前以他們的估算，製作一本中文電子書的成本

大約是台幣 6000 元，這也是為什麼電子書的價格總是比紙本書貴很多的原

因。尤其以台灣的中文電子書而言，能不能有足夠的銷量來支撐也是廠商

要考量的。不過以目前中文書發展的趨勢的而言，中文電子書的市場應該

會越來越蓬勃，願意投入的廠商應該也會越來越多才是。 

最後，謹以王副董事長的話作為結語：「把時間留給閱讀，因為我們深

信，電子只是一個手段，閱讀才是真正的目的。」我們應該盡量保留紙本

閱讀的珍貴經驗，複雜的技術留給廠商解決就好了。 

 

 「國家圖書館數位資源服務說明會」側記  

流通組  謝鶯興 

時間：民國 99 年 6 月 1 日下午 1 時至 5 時 

地點：東海大學圖書館良鑑廳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閱覽組、東海大學圖書館合辦 

一、議程表 

時間 議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4:10 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查詢功能及授權計畫說明 

14:10-15:00 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知識加值服務及授權計畫說明 

15:00-15:20 茶敘 

15:20-16:00 政府資訊系統查詢利用功能說明 

16:00-16:30 遠距學園課程利用說明 

16:30-17:00 意見交流  

17:00 賦歸 

二、說明會內容 

「國家圖書館數位資源服務說明會」是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在

全國舉行總計四場說明會的第一場。目的是介紹國圖目前可以提供國人的

數位資源中最常用的幾種，以及推廣作者授權計畫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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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在東海大學圖書館舉行的說明會，國圖由閱覽組鄭秀梅主任率

領七位工作人員1蒞臨，中部地區圖書館則共有 44 位同道參加此次的說明

會。由東海圖書館朱館長致歡迎詞揭開序幕，國圖鄭主任簡單介紹舉行此

次說明會的目的，隨即王宏德先生首先登場。 

1.「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查詢功能及授權計畫說明」 

王先生的講題是「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查詢功能及授權計畫

說明」，開宗明義的提出「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數位化典藏與資訊服務

之宗旨在於落實『公開取閱』(Open Access)自由、平等、開放的精神，推

動我國學位論文資訊共建共享，以政府資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服務理

念，推動學術資源傳播自由、照顧資訊弱勢族群、縮短城鄉差距與數位落

差，實現學術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義，並藉由此一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支

援平台，做為提升學術研究風氣，以及向全球展現我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

成果的重要基礎建設之一，為國家知識經濟之發展奠立永續經營之基石。」 

接著提出「公開取閱」(Open Access)具有幾項優點：一是可加速研究

的發展，二是可增加研究的影響力。皆著眼於公開取閱可以「讓研究成果

更容易被使用」及「網路上的全文論文被引用的機會大」等因素。 

由於目前國內學位論文的數位化典藏與資訊服務工作，主要有三大類

型：「(一)各校自建系統。(二)校外商業化提供的主題系統。(三)國家級完

整版系統。」而國圖是「學位授予法規定，為國內唯一之博碩士論文法定

寄存圖書館，負有蒐集、典藏與閱覽我國全媒體型態博碩士論文之職責。」

雖然至今收錄「博碩士論文摘要近 57 萬筆、博碩士論文電子全文近 15 萬

筆、博士論文全文影像逾 1 萬 6 千筆。」但因論文授權的問題，尤其是論

文全文檔案與無償授權的問題不夠普及，是這次國圖在全國舉辦說明會的

目的之一--推動博碩士論文全文與無償授權的活動。 

附帶說明「知識加值系統分眾服務概念」，介紹如何使用「台灣博碩

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展望未來能「藉由此一免費開放檢索的博碩士論

                                                 
1 中區場次由鄭秀梅主任負責主持、意見交流，王宏德助理編輯、林安琪編輯負責

上午東海大學教育訓練及博碩士論文說明會；林盈潔、林珊如小姐負責期刊論文

索引說明會；鍾守木先生負責期刊授權說明；陳麗玲助理編輯負責政府資訊系統；

鄭寶梅編輯負責遠距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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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數位化與知識加值服務，將有助於學校圖書館節省館務經營之經費負

擔，亦將可協助縮小國內各校院學術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故提出「以

分科、分群之方式建立國內各校院學位論文與個別師生，在其所屬領域之

影響加動態指標」，「並以此相關資訊，主動積極地對國內外學術社群進行

宣傳，藉以增進與深化我國學位論文之影響力」。 

最後預告：「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正式啟

用」。 

2.「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知識加值服務」 

「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知識加值服務」是由林盈潔小姐主講，首先

說明「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是以「中華民國期期刊論文索引」為基礎，

因鑑於以往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舞台上容易被打壓或被迫改

名，因而採「臺灣」名義，希望能更靈活地參予國際上的各項活動，而不

被打壓或被改名。 

接著從「緣起與收錄範圍」、「系統查詢功能」、「系統分析功能」、「系

統連結功能」及「個人化服務」分別介紹「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的歷

史與功能。 

林小姐為了提高與會者的注意，還準備了小禮物給回答問題及發問

者，頗值得學習的。 

「緣起與收錄範圍」介紹了民國 59 年至 93 年系統名稱是「中華民國

期刊論文索引」，民國 94 年至 98 年是「中文期刊篇目索引」，民國 99 年則

以「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的名義出現。收錄了民國 59 年至今的臺灣

及部份港澳地區共 4800 多種期刊的 220 萬筆以上的資料。可惜的是作者的

授權並不普遍，線上閱讀與列印的篇章，因此接下來的一場即安排鍾守本

先生「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文獻傳遞授權合作計畫說明，其用意也是

在此。 

「系統查詢功能」介紹了查詢模式、輸入模式、查詢欄位、全文顯示

四種功能。由查詢介面與查詢模式到查詢欄位，全文顯示則是該系統想要

呈現的一種主要功能。 

「系統分析功能」是介紹相關詞與查詢提示詞、查詢結果分析、單篇

期刊論文瀏覽次數三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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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連結功能」著重在查詢結果後的進一步查詢，如館藏連結，可

以得知哪些館藏有該份刊物，延申查詢可以用該筆資料的刊名、作者或篇

名進一步查國圖館藏目錄等各種資源，引用文獻連結、參考文獻連結、相

關期刊論文連結則可以連結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個人化服務」則是與部份資料庫的功能類似，有書目資料匯出與會

員專屬服務的功能。 

3. 「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文獻傳遞授權合作計畫說明 

「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文獻傳遞授權合作計畫說明由鍾守本先生

主講。針對數位化環境的改變，我國著作權法在民國 92 年 7 月 9 日修正

實施，92 年以前者，因著作權法尚未規範，已掃瞄期刊皆可提供讀者線上

利用；92 年以後，著作權法明定賦予著作權人「公開傳輸權」，需取得著

作權人合法授權同意，才能於網路上公開傳輸。因此「臺灣期刊論文索引

系統」授權合作計畫提出：非專屬授權、非營利性質、提高學術論著能見

度與提升學術文獻的引用率等誘因，希望刊物與作者採無償授權方式授予

國家圖書館，國圖可以提供完整書目與全文影像資料，尊重著作權人及嘉

惠廣大讀者，加速期刊文獻傳遞服務，縮短城鄉資源差距，以落實學術資

源的交流與應用。 

4.「政府資訊之檢索利用」 

「政府資訊之檢索服務」由陳麗玲小姐主講。主要日是介紹：臺灣概

覽系統、政府公報資訊網、政府統計查詢系統、臺灣鄉土文獻影像資料庫、

館藏政府出品選輯等五種資料庫。 

「臺灣概覽系統」是透過認識臺灣、臺灣之美、地方概況、政府與法

令、主題館、臺灣簡介、今日臺灣、即時統計與施政概況等子系統及網路

超連結、提供有關臺灣人事時地物的資訊。本系統提供瀏覽及查詢。 

「政府公報資訊網」女錄民國元年以來，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出版

的 60 餘種公報，利用本資訊網，可以有效掌握政府公布之法令、規章以

及政策措施。本系統提供最新出版公報的即時訊息及簡易查詢功能。 

「政府統計查詢系統」是收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出版的統計年刊、

調查報告與專論。主題包含醫藥衛生、交通運輸、教育文化、國民經濟、

金融財政、人力資源、福會福利、勞資關係、司法犯罪及地理環境等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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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提供簡易查詢與詳細查詢兩種書目查詢功能，配合出版日期、刊名、

影像等類的瀏覽，即時統計則彙整政府機關最新統計數字，統計刊物指南

可以呈現我國政府統計調查書刊出版現況及政府統計網站之電子資訊。 

「臺灣鄉土文獻影像資料庫」是將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成果

的地方志、地方政府出版品、地方史料、地方庂士著作、地方出版等等地

方文獻以論釋資料格式提供查詢。具有瀏覽查詢與關鍵字查詢兩種功能，

臺灣地圖為瀏覽查詢介面，點選地圖上縣市區塊，即可瀏覽該縣市之鄉土

文獻列表。 

「館藏政府出版品選輯」收錄國圖收藏光復初期至民 60 年代，中央

及地方政府出版之各項統計、年報、報告、彙編、紀錄、概況、要覽、簡

介、輯要、計畫及專刊特輯等，以數位化的技術典藏及運用，達到資料公

開、保存、分享與再利用。提供書名瀏覽與日期瀏覽兩種，及簡易查詢、

一般查詢、進階查詢三種介面，並可直接線上調閱電子影像全文與列印、

下載等功能。 

5.「遠距學園課程利用」 

「遠距學園課程利用」由鄭寶梅小姐主講。介紹遠距學園的開設、特

色、系統。 

國圖的遠距學園課程，是提供圖書館員在職教育，提昇民眾資訊利用

素養。因此結合圖書資訊專業學會、各大學圖書資訊系所及各類型圖書

館、教育單位、政府機構共同發展的數位教學課程。採開放自由學習，可

做為圖書資訊學系師生的輔助課程，共享其他政府機構的數位課程。 

本系統於 2009 年升級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可重複使用，取得容易。

採 Web2.0 加服務方向，提供個人化功能與學習互動功能，並有新手專區，

課程重新分類與課程排行榜功能，提供公務人員認證時數課程服務。可惜

受限於時間，實地操作僅在「意見交流」的時段播放，相當可惜。 

三、意見交流  

「意見交流」的時段由鄭秀梅主任主持，共有兩個問題，一是博碩士

論文的轉檔時程，授權書可否收掃瞄或需正本；一是希望期刊論文系統能

否提供期刊清單，以便匯入學校的系統，博碩士論文系統是否可提供提示

詞或相關詞的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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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回答第一個問題，博碩士論文的轉檔問題，只要格式符合，就會

儘快處理，並將回報收到檔案與轉檔成功的訊息，授權書則需正本，不能

使用掃瞄檔，同時希望各校圖書館能代收後統一寄到國圖。關於第二問

題，目前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收編 400 多筆的期刊，但尚無清單可以

提供；而博碩士論文系統提供提示詞或相關詞的檢索，是四年計畫將進行

的工程，請拭目以待。 

四、小結 

「國家圖書館數位資源服務說明會」的五場說明，有二場強調「知識

加值」的服務或功能，但說明會中並未說明什麼是「加識加值」？還好王

宏德先生在茶敘時間，對筆者說明，知識加值包含範圍很廣，如博碩士文

論文系統的書目加值服務、延伸查詢、全文與引文服務、虛擬專家系統等

服務都是知識加值服務的一種。但知識是死的，電腦所提供的加值服務，

仍有待於使用者的匯整與研判，才得以在正確的地方使用正確的訊息，加

入正確的資料，得出正確的結果。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9 年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05.03「MIC AISP 情報顧問服務」新版網站正式上線。 

05.03 至 7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進行書架防震固定工程施工，施工期

間圖書館照常開放。 

05.04 至 31 日，本館與東海大學社工系、東海大學幼幼社在後廳(原流通組

櫃枱)合辦『關懷弱勢展--身心障礙篇』展。 

05.04 下午 1 時至 5 時，期刊組王畹萍組長與流通組謝鶯興先生一同參加台

灣大學圖書館在中興大學圖書館七樓國際會議廳舉行的「機構典藏

研討會」。 

05.05 數位資訊組呂華恩組長參加中興大學「數位科技於圖書館資訊服務

之應用」研討會。 

05.06 至 7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進行四樓書庫書架新置工程，施工期

間圖書館照常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