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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工系 7 4 5     

圖書館 
採編組 

       

圖書館 
參考組 

       

圖書館 
館長室 

      10 月借用第 2 位 

 34/8/22 
=19.32%

95/12/23
=34.42%

279/12/29
=80.17% 

    

合  計 9 單位 
34 房次

241 人次

25 單位

95 房次

538 人次

29 單位 
279 房次

1,533 人次

    

PS.排列順序依系別筆劃多寡 

說明： 

10 月份使用系所單位共計 29 系所單位 279 房次借用、1 ,533 人次使用。 

M1(4 人房)--- 76 次使用(27.24%)，借用次數第 2 位，* 276 人次使用

(18.00%)，使用人數第 3 位 

M2(5 人房)--- 60 次使用(21.51%)，借用次數第 4 位，* 261 人次使用

(17.03%)，使用人數第 4 位 

M3(10 人房 A)---79 次使用(28.32%)，借用次數第 1 位，* 526 人次使用

(34.31%)，使用人數第 1 位 

M4(10 人房 B)---64 次使用(22.94%)，借用次數第 3 位，* 470 人次使用

(30.66%)，使用人數第 2 位 

5 月 29 日之圖書委員會已通過管理事項要點，往後將按規範管理。 

 

「數位版權於圖書館服務應用與管理」研討會報告 

數位資訊組 林幸君 

壹、研討會訊息 

時間：2013 年 10 月 2 日(週三)9-17 時 

地點：國立中山大學圖資大樓 B1 視訊研討室 

主辦單位：國立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協辦單位：airiti 華藝術位(股)公司 

貳、研討會議程表 

9:30-9:50 報到 

9:50-10:00 開幕式：致歡迎詞 
引言人：李錫治教授兼處長 

國立中山大學圖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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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數位內容的版權管理

與服務應用--以電子

書與期刊論文為例 

主講人：黃紀鈞 先生 

Airiti 華藝數位(股)公司 

數位發展事業部經理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10-14:40 
專 題 演 講 ： 數 位 版 權

標準導入經驗分享 

主講人：祝本堯 先生 

台灣數位出版聯盟副秘書長 

城邦文化數位出版部資深經理 

14:40-15:00 茶敘時間 

15:10-16:40 
專題演講：影視音智

慧財產權合法運用 

主講人：胡中瑋 先生 

北辰著作權事務所律師 

16:40-17:00 Q & A 時間 
主持人：王美惠組長 

國立中山大學圖資處 

17:00 賦歸 

參、議程概述 

為因應讀者對圖書館越來越多不同的需求，圖書館在全體同仁的努力

下，提供各項的服務以滿足讀者的要求。而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中，圖書

館的功能及角色也有些不一樣的改變，其中一項就是電子書的產生與普及，

電子書以其具有的方便輕巧的特色，便成為圖書館服務上不可或缺的一環，

也因著其方便性，很快的成為讀者心目中的閱讀選擇之一。本校圖書館也隨

著這股潮流，提供了許多方便、實用的數位產品給讀者使用，然而這些新興

的數位產品，也衍生出新的問題，例如版權的爭議。國立中山大學圖書與資

訊處於 102 年 10 月 2 日邀請了台灣華藝數位公司黃經理、台灣數位出版聯盟

祝副秘書長及北辰著作權事務所胡律師來進行演講。 

首 先登場的講 者華藝公司 黃經理，他 除了介紹華 藝公司的電 子產品 項 目

(計 有 ： 華 藝 線 上 圖 書 館 [學 術 期 刊 、學 位 論 文 、研 討 會 論 文 ]、 華 藝 中 文電 子

書服務平台、iRead 灰熊愛讀書網路書店等)。接下來陸續說明了建置數位內容

產品的成本結構，分為共同成本及個別成本。其中共同成本包含：1.內容徵集，

2.書 目 建 置 與 授 權 管 理 ， 3.系 統 平 台 ， 4.業 務 銷 售 。 個 別 成 本 則 有 ： 1.掃 瞄 ＋

轉檔 2.ＯＣＲ＋文字校對，3.影音嵌入，4.動畫製作等。及數位內容產品的價

格 計 算 、 定 價 策 略 及 產 品 通 路 。 這 些 讓 我 們 了 解 電 子 書 的 成 本 及 其 價 格 策 略

與通路的行銷。 

對於數位內容產品使用者及出版者/作者的需求確實有所不同，對於使用

者 來 說 ， 以 便 宜 (最 好 是 免 費 )、 好 用 就 是 好 的 產 品 ， 對 於 出 版 者 /作 者 來 說 ，

數 位 內 容 的 出 版 可 以 增 加 營 收 ， 同 時 也 多 了 一 個 行 銷 櫥 窗 ， 甚 至 可 以 降 低 出

版 成 本 。 因 此 如 何 以 大 家 能 接 受 的 價 格 ， 及 行 銷 的 模 式 就 成 為 大 家 所 關 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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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除 此 之 外 ， 講 者 提 到 數 位 出 版 的 版 權 問 題 ， 這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課 題 ，

平台廠商將資料提供圖書館試用，以增加使用者(圖書館)購買意願，但是出版

社 /作 者 卻 認 為 平 台 廠 商 把 資 料 都 給 使 用 者 (圖 書 館 )看 光 了 ， 還 會 有 人 要 購 買

嗎 ？ 於 是 三 方 之 間 就 造 成 了 微 妙 的 關 係 ， 目 前 出 版 社 與 平 台 廠 商 皆 有 版 權 問

題的法律訴訟案件進行中。這也是大家所關切的問題。 

第二場由城邦文化祝經理演講「數位版權標準導入經驗分享」，這是由出

版社的角度來看待數位產品的版權問題。數位版本非傳統常見的紙本圖書，

概念上是利用電子閱讀載具呈現著作原貌的光學或電磁記錄。由於台灣出版

業為數眾多，數位出版有較多的型態和變化，以及數位出版的法律較紙本複

雜，因此出版社與電子書平台廠商的授權契約簽訂就顯得非常重要。數位版

本(電子書)的授權並不適用「權利耗盡原則」，供公眾閱讀電子書採購需求中

常見的「賣斷」一詞，通常是指「永久授權」而非轉讓著作權，授權契約應

特別留意：1.授權期間，2.授權區域，3.試閱期間與範圍，4.銷售模式，5.轉授

權等。由這一節課，我們可以清楚的了解，以出版社的立場來看這些版權的

問題及一些爭議的事項，跟數位產品平台廠商的立場不同。 

第 三場則是由 北辰著作權 事務所胡律 師演講「影 視音智慧財 產權合 法 運

用 」。 講 者 主 要 是 提 到 著 作 權 法 與 校 園 使 用 者 使 用 他 人 著 作 (重 製 )是 息 息 相

關 ， 而 著 作 指 的 是 ： 1.語 文 著 作 ， 2.音 樂 著 作 ， 3.戲 劇 、 舞 蹈 著 作 ， 4.美 術 著

作，5.攝影著作，6.圖形著作，7.視聽著作，8.錄音著作，9.建築著作，10.電腦

程式著作。著作權大致可分成著作人格權(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禁止醜

化權)及著作財產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

示權、改作權、編輯權、散布權、出租權、輸入權)。講者在介紹完上述觀念

後 ， 就 以 大 家 熟 知 的 社 會 案 件 為 例 ， 講 述 每 個 案 例 侵 權 的 地 方 ， 再 將 著 作 權

法條文套入，使大家能更清楚明白著作權法的重點。 

最 後則由中山 大學的圖資 處王組長跟 大家一起座 談，來自台 灣各單 位 圖

書 館 伙 伴 一 起 針 對 著 作 權 觀 念 的 疑 問 互 相 交 換 心 得 。 其 間 也 有 一 些 同 道 提 出

著 作 權 如 何 界 定 有 無 違 法 的 爭 議 來 進 行 討 論 ， 雖 然 不 一 定 有 很 明 確 的 答 案 ，

但 是 有 各 位 講 者 由 不 同 面 向 來 探 討 這 些 問 題 及 大 家 一 起 討 論 ， 讓 大 家 更 了 解

這 些 問 題 ， 進 而 能 更 正 視 這 些 問 題 ， 也 能 避 免 侵 犯 著 作 權 ， 整 個 研 討 會 就 在

非常熱烈的討論氣氛下結束。 

肆、心得 

以筆者於圖書館服務及使用圖書館中文電子書平台(如 Hyread、華藝、udn

等 )的 經 驗 來 看 ， 試 用 資料 (或 資 料 庫 、 電 子 書 的免 費 試 用 )對 使 用 者 來 說，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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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是 越 多 越 好 ， 但 是 可 試 閱 的 書 目 ， 必 須 符 合 一 般 大 眾 的 閱 讀 需 求 ， 才 會 吸

引讀者目光與瀏覽(使用)。筆者發現，華藝公司電子書在電子雜誌「語言學習」

項 目 ， 提 供 多 筆 與 紙 本 雜 誌 同 步 的 聲 音 檔 ， 這 種 做 法 特 別 吸 引 筆 者 想 要 推 廣

給 讀 者 知 道 ， 目 前 本 館 除 了 參 考 清 華 大 學 將 紙 本 語 言 學 習 雜 誌 與 互 動 光 碟 合

併 裝 袋 ， 陳 列 在 多 媒 體 區 ， 提 供 讀 者 可 以 在 館 內 閱 覽 、 使 用 ， 另 外 也 在 本 館

「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 (http://www.facebook.com/thulibtw)及 「 多 媒 體 資 料 部 落 格 」

(http://140.128.103.35:8080/blog2/index.php)貼文，介紹平台廠商提供的電子雜誌

可以讓讀者進行線上自我學習。當然，圖書館如能裝設行動載具於公共區域，

提供讀者使用，或許更能提高這些數位產品的使用率。 

祝經理的演講，也針對出版社與電子書平台廠商間的版權契約問題，提

出看法，這使得身為使用者及圖書館一員的我，也更加了解數位產品的背後，

原來還有許多議題可以探討。如果對電子書授權契約有興趣的人，可參考以

下連結：電子書授權契約就該這樣簽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VPlBI3ZwrgbGNINnMtMC1xVVU/edit?usp=sharin

g&pli=1。 

在最後一堂「著作權法與影音著作之使用」，瞭解到我們要如何在「合理

的範圍」內利用他人的著作而不觸法(著作權法第 44-66 條，著作財產權之限

制)。這些知識也讓筆者對於著作權有更清楚的認識，在工作上將更謹慎處理

影音資料的運用(例如：在影片欣賞區只播放公播版影片，購買公播版影片供

老師教學課程使用；利用機會教育的方式，當讀者至櫃台辦理借閱影片時，

告知家用版僅限家庭內使用之觀念，不可在圖書館(公共場所)觀賞，VOD(隨

選視訊系統)影片限定於校園 IP 才可觀賞等)。而本館多媒體資料室「使用辦

法」已明確載明，讀者需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並禁止讀者重製館藏多媒體

資料，不得侵害著作權並將著作權觀念提醒使用者，可提升讀者對法律的尊

重並避免觸法。 

 

 

 

 

 

 

 

華藝公司 黃紀鈞 經理   城邦文化 祝本堯 經理 



館務工作 

 19

 

 

 

 

 

 

 

 

 

 

北辰著作權事務所 胡中瑋 律師         中山大學圖書館數位閱讀體驗區 

 

參加「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心得報告 

期刊組 王畹萍 

時間：民國 102 年 10 月 4 日 

地點：清華大學第二綜合大樓 8 樓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國立清華大學圖書館 

【議程綱要】 

一、NTUR 技術新發展：台大圖書館資訊組江玉婷小姐主講 

二、臺灣科技大學機構典藏經驗分享：台科大圖書館系統資訊組長鄧惟中助

理教授主講 

三、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分享：中興大學圖書館校史館組 黃文彥先生主講 

四、機構典藏的美麗與哀愁--臺師大經驗談：臺師大圖書館館長柯皓仁館長主講 

五、綜合座談 

【心得報告】 

在第一場「NTUR 技術新發展」江小姐提及 NTUR 將於年底發怖 RC6.0 版，

提供更好的使用經驗，如中文化、使用流程、介面調整及統計功能等；更穩

定的運作，如除錯及系統效能調整；更便利的管理；更豐富多樣話的連結。

在外部資料匯入方面，可以單筆上傳亦可整批匯入，如國科會資料轉檔及學

位論文系統轉 NTHU 程式；外部資料之顯示與匯出，如引文資料顯示(WOS 

SCOPUS)、館藏目錄查詢及社群功能崁入。NTUR 團隊計畫近期發展的重點為

WEB 使用介面發展、統計資料進階分析、整合其他模組及雲端知識庫整合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