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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8 月 15 日至 8 月 28 日，上架 165 本，撤架剩 104 本，使用(或

外借)61 本，比率為 36.97%。使用(或外借)以三百類的 34 本(38.2%)為最多；

比率 (不計算上架一本，使用一本的特殊情況)則以八百類的 46.2%(13 本使

用 6 本)與五百類 40%(5 本使用 2 本)為最高。 

第三次展示從 8 月 28 日開始，展示 458 本，因未撤架，暫不討論。  
若以中文書的二次展示計算，共展示 433 本，讀者使用(或外借)為 168

本，比率 38.80%。同樣地呈現暑假期間讀者到館瀏覽、使用(或外借)新書

量的低落。 

本月進館的新書，以三百類的 130 本，佔 30.02%最多；四百類的 78 本，

佔 18.01%居次；七百類與八百類各有 51 本，各佔 11.78%居第三。但各大

類的使用(或外借)數量，則以三百類的 60 本最多，四百類與八百類各有

30 本居次；比率卻以八百類的 51 本使用(或外借)30 本，比率為 58.82 最

高；五百類的 22 本使用(或外借)12 本，比率為 54.54%居次；三百類的 130

本使用(或外借)60 本，比率為 46.15%居第三(不計算總類的 4 本使用 2 本

的特殊情況)；四百類的 78 本使用(或外借)30 本，比率為 38.46%居第四。 

新進諸書中，六百類的 22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僅佔 4.54%最低，

二百類的 14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率僅佔 14.3%居次；是否意味著這兩

次新進之書未能引能讀者翻閱的興趣呢？ 

日文書計展示二次，撤架一次：第一次 8 月 15 日至 8 月 28 日，上架

106 本，撤架剩 99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率為 4.375%。使用(或外借)

集中在九百類的 22 本(15.4%)，八百類的 3 本(6.1%)，其它八大類皆掛零。 

第二次展示為 8 月 28 日，因未撤架，暫不討論。 

英文書僅展示一次，撤架一次：展示日期為 8 月 13 日至 9 月 3 日，上

架 48 本，撤架剩 47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2.1%。僅三百類使用(或

外借)1 本，比率為 2.4%，其它九大類皆無人使用(或外借)，此一現象究竟

是因暑期讀者進館人數較少所引起的呢？還是西文的使用率原本就因需

具備較佳的外語能力才能順利參閱所導致呢？頗值得進一步觀察的。 

 

台灣機構典藏學術研討會摘要報告 

會議時間：九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資工系演講廳 

報告人：吳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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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今年五月筆者在北京參訪時就曾經聽台大期刊組張主任提及台

大目前正在進行的機構典藏計畫，當時便頗感興趣，所以藉著這次舉

辦的「台灣機構典藏學術研討會」來多了解一下。這次會議的主要內

容除了是台大的成果發表與經驗分享之外，更重要的是台大受到教育

部委託要邀集國內各大專院校(至少 30 所)，能夠在台大研究發展的系

統架構下，發展各個學校的機構典藏計畫，進而整合建置成「台灣機

構典藏」，以達到台灣整體學術研究曝光率與學術影響力，使台灣研

究成果能為全世界學者使用，確保台灣在華文世界的研究領先地位。 

二、 會議摘要 

會議安排非常緊湊，一開始由陳昭珍教授就目前 IR(機構典藏)在

全球發展概況做大致的說明，從一些研究報告中顯示：學校的教師們

對這個計畫並不熱衷，因為他們會考慮到版權、害怕被抄襲、與學科

典藏的重複性等等問題，所以缺乏意願參與，除非有行政命令的強

制。接下來由台大圖書館資訊組陳光華組長將台大的實作經驗與大家

分享，他一開始就闡明機構典藏的意義、其必要性、資料類型、收錄

範圍的考量點與目前國內外機構典藏的建置現況。也說明當初系統平

台的選擇是使用自由軟體 DSpace(目前最多人使用的)，再進行大幅度

改成 NTUR。再來是由台大資訊組的姜玉婷小姐從技術面來與大家分

享 IR 的建置技術，也提供目前面臨的困難和挑戰。而閱覽組的林鳳

儀小姐則與大家分享整個機構典藏的推展規劃經驗，她提供很多實際

進行時該注意的地方及問題解決方法。下午是由柯皓仁教授就目前國

內外的機構典藏網站功能作比較與分析。而政大劉吉軒館長則是從知

識管理觀點來談政大的機構典藏計畫。崑山科技大學的陳國泰副館長

則從典藏符合 SCORM 的數位教材來分享崑山的機構典藏經驗；最後

是由台大的項館長就整個台灣機構典藏推展計劃來與大家說明並做

意見交流。 

三、 個人心得 

1.機構典藏的意義、收錄範圍 

機構典藏是以數位全文展現機構的研究成果，收錄資料類型包括：

研究人員之學術期刊論文、學術會議論文、博碩士論文、數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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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技術報告與研究報告、學術演講之投影片、論文之預刊本

(Preprints)及後刊本(Postprints)等。換言之機構典藏的理想就是：只

要是機構產出的各種研究結果(不限資料類型、使用語言、在國外

或國內發表、或是否正式出版)，均應完整納入典藏。 

2.機構典藏的必要性 

網路科技發展愈成熟，數位全文論文資料被引用的次數愈顯著，還

有數位出版品愈來愈多，需要更完善的保存機制來保存這些數位資

料；而且發展機構典藏可以提供長久保存學術成果與研究歷程的學

術交流平台，以數位全文完整展現機構的學術研究能量；另外學術

出版商的紙本與電子學術期刊費用不斷高漲，學術機構需要其他的

管道傳佈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發展機構典藏可以分析與評估機構

成員的學術研究類型、趨勢與成果，更可展現機構研究能量，提高

能見度與影響力。 

3.台大機構典藏與台灣機構典藏 

台灣機構典藏計畫是希望藉由台大機構典藏發展的成功經驗，複製

到台灣其他各大專院校，以分散建置、集中呈現的方式，完整呈現

全台灣的研究能量。教育部計畫第一年：台大客製化的 IR 系統(已

完成)。第二年將進行：台大將釋出免費套件供各校安裝，並製作

教材，先在北、中、南、桃竹苗、高屏及花東地區各篩選出一至兩

所種子學校，再由種子學校輔導有意願加入的參與學校，希望推展

至 30 所以上的學校加入，形成一個機構典藏聯盟。 

4.本校建置機構典藏的可行性 

就筆者個人觀點而言，這是一項值得深思的議題：以時機來說，目

前是滿值得投入的，因為這兩年有教育部的經費支持，台大的技術

分享及種子學校的教育培訓，不需要自己再去開發新系統，雖然以

後教育部可能不再資助，但是有一定的經驗與基礎，應該可以繼續

發展下去，而且台大也有朝聯盟方向持續發展的意願。比較讓人傷

腦筋的是有些現實問題需要克服：如資訊及推廣的人力問題、學校

的支持度等，因此台大也表明立場：歡迎各校加入，但請先評估學

校及圖書館的意願，較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