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工作 

 5

參加「CNKI 中文資源兩岸交流訪問團」心得摘要報告 

報告人：王畹萍、吳淑雲 

一、前言 

為了讓用戶更深入了解 CNKI 系列資料庫的資源收錄、數據加工、編

輯出版、系統開發等各項機制，並促進兩岸中文數位資源的交流與學習，

金珊公司與同方知網(北京)技術有限公司於 2007 年 5 月 21 日至 27 日在北

京舉辦「CNKI 中文資源兩岸交流訪問團」，期能實地參訪外，更可藉此機

會與出版公司及中國大陸圖書館界同道交流。 

二、行程簡介 

七天的行程安排緊湊：第一天懷著新奇興奮的心情啟程，從香港轉機

至北京，對北京的第一印象是地大路寬車子多；第二天首先參訪同方知網

公司，安排一整天的簡報：從公司簡介、系列產品介紹、展示到整合性平

台推出及未來發展。第三天重頭戲登場：安排技術問題交流，我們來自國

內 9 所大學和 1 個研究單位共 13 位成員有備而來，提出了很多問題：包

括對中國學術期刊收錄的期刊清單數量、起迄年代、網址連結等，專集分

類的異動及檢索資料發生的問題等，雙方討論熱烈，同方知網願意解決目

前發生的問題，未來朝向建構整合的中文數位研究環境。接著安排參觀

CNKI 系列數據庫生產加工基地及作業流程，對工作人員認真、埋首苦幹

的精神留下深刻印象。下午參訪國家圖書館，因正在整建中，只安排參觀

文津閣四庫全書及老子道德經，參觀後由國家圖書館副館長主持座談會，

海峽兩岸館員彼此經驗交流。第四天參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及清華大學圖

書館，接著有兩天的時間參觀古蹟：颐和園、故宮及長城等，最後一天載

著滿滿的收穫踏上歸途。 

三、 參訪心得 

1.「CNKI 中國學術期刊」和「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比較 

「CNKI 中國學術期刊」是中國知識基礎設施工程 (China  Nat 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簡稱 CNKI)所建置多種資料庫之一，是目前全球

最完備的中文全文線上資料庫，收錄 1994 年至今中國大陸 6,000 餘種公開

出版期刊，累積全文文獻 800 餘萬篇，每年增加全文文章 80 萬篇，每月更

新，分九大專輯，含理工 A(數理科學)、理工 B(化學、化工、能源與材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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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工 C(工業技術)、農業、醫藥衛生、文史哲、政治經濟法律、教育社科

綜合及電子與訊息科學等，囊括 126 個專題(xls)。「世紀期刊」--中國期刊

全文資料庫回溯工程，收錄自創刊以來（最早 1887 年）至 1993 年左右 4,000

餘種綜合與專業特色的學術期刊。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係蒐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出版

的學術期刊論文篇目。自 2001 年起本 www 版光碟擴大系統收錄範圍，除

原「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資料庫」學術性期刊論文篇目之外，並合併收

錄「國家圖書館期刊目次資料庫」的期刊目次資料，提供使用者更完整的

中文期刊出版資訊。2007 年 4 月版光碟收錄自民國 59 年 (1970 年 ) 1 月至

96 年 (2007 年 )4 月臺灣地區所出版的期刊篇目總計 2,006,735 筆，收錄期刊

共 4,343 種，每季更新。 

兩者無論在收錄的期刊數量及全文篇數有顯著的差距，在價格上 CNKI

昂貴許多，是「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的四倍多。國家圖書館

因應著作權法相關法令修訂，自 92 年 2 月起提供「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

引光碟系統」WWW 版團體訂戶，於機構內線上瀏覽、列印已授權已掃描

之文獻，已授權量不超過 20%，新制造成讀者取得全文的速度變慢，且需

額外付費，本校 2003 年列印「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資料庫」全文篇數

由 2002 年的 77,978 篇降至 1,820 篇，使用率降低，反而造成「CNKI 中國

學術期刊」的使用率節節上升。本校讀者 2006 年使用「CNKI 中國學術期

刊」下載全文的篇數是 56,922 篇；使用「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

下載全文的篇數是 1,457 篇，相差懸殊。 

  2.「中國優秀博碩士論文全文資料庫」與「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比較 

由 CNKI 建置的「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收錄大陸 463

家碩士培養單位 2000 年至今的碩士學位論文，共 49 萬餘篇。「中國博士學

位論文全文數據庫」收錄大陸 354 家博士培養單位 2000 年至今的博士學位

論文 8 萬餘篇。收錄完成率達 98％，碩士論文是收錄自 1999 年以來，博

士論文則回溯至 1981 年，而近三年（2004-2006）的論文數量為 32 多萬篇

佔論文總量的 72％，表示其資源新穎度高，並且網路出版不遲於答辯之日

後四個月，新資料能即時上線，資料每日更新，最方便的是全部提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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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但是最大的缺點是價格昂貴。 

而在台灣由教育部委託國家圖書館建置的「全國博碩士論文網」收錄

自 45 學年度起全國各校博碩士畢業生提供的畢業論文--有全文影像的共

94000 餘筆，博士全文影像有 15000 餘筆，摘要 399000 餘筆。雖然有法令規

定，所有的博碩士畢業論文都需繳交一份給國家圖書館典藏，作者本身也

可利用網路直接上傳資料，但如果沒有作者的授權書，在網路上只能檢索

到論文的摘要目次等基本資料，無法看到全文，而目前的授權率不到四成，

所以大半的論文是沒有電子全文的，但是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免費檢索。 

3.CNKI 產品的特點及優勢 

中國大陸在中文資源數位化的進展很快，CNKI 收集的資源幾乎涵蓋

了所有大陸中文學術資源，廠商與所有的資源提供者(版權所有者)簽訂版

權使用協議，資源網路出版注重時效性，中心網站：日出版；鏡像網站：

月出版，電子期刊文献出版平均不遲於紙本出版 2 個月，電子(非掃描)文

件占有很高比例。市場佔有率高，CNKI 在海内外擁有 17000 多個機關用

戶，遠銷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學術機構、政府機關及企業界等，

台灣用戶占海外用戶 28％。2006 年《總庫》使用人數約 2600 萬，下載文

獻 15 萬篇。 

    4.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此次北京參訪團的成員中，有些服務的單位已經建置電子資源整合系

統，筆者針對使用 MUSE 及 MetaLib & SFX 系統的學校詢問建置和使用的

經驗，作為選擇和評估系統的參考。參訪的大陸國家圖書館及清華大學圖

書館是使用 MetaLib & SFX 電子資源整合系統，中科院圖書館、國家圖書

館及清華大學圖書館均採用 INNOPAC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因參訪的時間

有限，沒有進一步請益建置的經驗，無論使用那一種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海峽兩岸遭遇的問題應該大同小異，都會面對中文數位資源是否合乎標準

化？中文數位資源是否能被系統整合的問題？由熊博士的簡報：CNKI 產

品及服務標準，提及 CNKI 產品及服務制定標準，可與國內外資源整合，

期能解決目前的問題。 

     5.線上參考服務和查新檢索  

在參訪圖書館的行程中，同方知網公司安排了「國家圖書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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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圖書館」及「清華大學圖書館」等三個不同類型但各具代表性的單位。

首先參觀「國家圖書館」，因正在整建中，所以在建築設備方面感覺和想

像中有些差距，不過藉著短短的座談會時間，也讓大家對圖書館的未來各

抒己見，海峽兩岸的代表們都認為圖書館的未來是有危機但也是有轉機

的，端看各館如何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而「國家科學圖書館」是屬於科

技類專門圖書館，建築設備方面就新穎多了，雖然大陸的起步較晚，但並

不代表他們進步慢，在讀者服務方面令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培訓並指派學科

館員主動到所屬的 100 多個研究所提供參考服務，並且還有每天早上 9 點

到晚上 9 點的線上參考服務，透過網路提供立即的參考諮詢，如遇到需費

時較久的問題，則請讀者留下聯絡方式稍後再回覆。在參觀瀏覽的過程

中，我們發現一個比較特別的區域--「查新檢索區」，原本以為就是以前的

「國際百科」服務，後來在參觀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時候獲得解答，原來「查

新檢索」就是幫研究者確認他所想要研究的主題在目前是不是最新的，這

對作研究的人是很需要的服務，而且查核的館員需要有證書資格才能簽章

認證，清華也提供相同的服務。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建築是分期建置的，雖

然在外觀上維持同樣的建築風格，但在空間規劃上較缺乏整體性，最特別

的是借還書的流通櫃檯像走迷宮一樣，從入口要拐好幾個彎才找得到，不

過他們最具優勢的地方是有國家作後盾大力支援各項計畫的進行。 

    6.機構典藏計畫 

這次的參訪還有另一項收穫，就是有較多的機會與國內各大學及研究

單位的同道們進行經驗與技術的交流，例如台大的代表就提到目前台大正

在推廣的「機構典藏計畫」，可以將各種資料類型的館藏建置成數位資料

庫，只要各館有意願想將自己的特藏做數位典藏，都可以和台大聯繫，他

們願意免費提供軟體，但是各館需要有自己的資訊人員和硬體設備來支

援，如果本館有考慮將本校博碩士論文或校史文獻等特藏資料數位化，可

以進一步了解這項計畫，但是前提當然是要有人力和物力的配合。 

四、 總結 

筆者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機會參與這次的活動，在此特別感謝館方和校

方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拓展視野增廣見聞，並和兩岸的同道們彼此互動，

觀摩學習別人的長處，希望以後能有更多的交流機會，增進彼此的了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