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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交流 

參加「臺灣博碩士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成立大會會後報告  

數位資訊組 李佩珊、王鑫一  

時間：104 年 11 月 6 日(週五)，9：00 至 12：00 

地點：國家圖書館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館 

會議簡介：  

為建立國家級學位論文資料庫，深植學術研究能量，並提高各大專院校

的學術能見度，因而成立「臺灣博碩士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本次大會主

要重點在於向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宣示聯盟成立的理由、宣讀合作要點草案、

介紹雲端書庫共建共享的機制、邀請各校提案討論並投票選出發展委員會委

員共 19 席。  

主要活動內容列點如下，並以下列各點依序討論本次會議之內容：  

1.宣讀合作要點草案  
2.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柯皓仁館長演講「OA 精神之實踐與聯盟成立之意

義」  
3.國家圖書館王宏德助理編輯演講「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雲

端書庫共建共享機制介紹  

4.開票宣布委員票選結果  

5.提案討論  

一、 宣讀合作要點草案  

本草案主要陳述此聯盟的主要 6 項任務：(一 )完整蒐集國內學位論文書目

資 料 及 論 文 電 子 全 文 ； (二 )彰 顯 聯 盟 成 員 於 國 際 上 之 學 術 能 見 度 及 影 響 力 ；

(三 )研究、規劃全國學位論文資料庫精進方案； (四 )研訂學位授予法提供修法

建議； (五 )編制全國大專校院研究生研究趨勢報告； (六 )辦理與本聯盟相關之

培訓課程及年會活動。  

任務中的每一項皆是攸關學術論文共享與學術傳播的重要任務，例如，

若要彰顯成員的學術能見度與影響力，勢必要完整搜羅國內的學位論文，並

為會員建置良好的長期保存與異地備援機制；又例如，若在學位授予法中修

法規定各所大專院校均須上繳論文予國圖長期保存，將可達到百分之百的論

文送存率。  

若如合作要點規劃所期，往後每年召開年會、成立各種工作委員會，可

預期臺灣的博碩士論文將獲得更多討論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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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柯皓仁館長演講「OA 精神之實踐與聯盟成立之意義」 

學術傳播的循環接近於「自產自銷」。現今學者創作投稿，但期刊越來越

貴，導致需要閱讀期刊的學者 (同時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 )無法取得期刊內容。

因此發展出期望開放取用 (Open Access)的聲音。  

開放取用的條件有二，一是作者或版權擁有者的允許；二是要有一個線

上的典藏庫，由學術機構、社群或組織支持。搭配的策略上，有金科 (Gold Road)

玉律 (Green Road)之說，金科所指的是理想上全部期刊為開放取用，或部分內

容開放取用，總體訂費下降，轉為跟投稿作者收費以維持營運。對此大專院

校機構可考慮訂定補助研究者的政策；玉律則是大專院校機構或出版機構進

行自我典藏 (Self-archiving)。目前各校的機構典藏並沒有硬性規定每位教授的

論文都必須授權學校典藏全文，故學校不一定可取得；學校、圖書館若要取

得出版機構中需要的學術著作，可根據出版契約的自我典藏條款，取得著作

內容。圖書館可藉由 SHERPA/ROMEO 網站，查找期刊論文的自我典藏規定。 

在一定品質下，開放取用確有助於引用次數的提升，所以館際合作、資

源共享、圖書館聯盟實有必要。臺灣博碩士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可以集結

全台灣所有會員館的力量，爭取國內外的學術能見度，例如讓碩博士論文的

書目可在博碩士論文聯合數位圖書館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NDLTD)2015 年新推出的全球電子博碩士論文搜尋服務 (Global 

ETD Search)搜尋獲得；又或者與資料庫廠商合作，給予廠商各校完整的碩博

士論文書目、電子檔，使他們可以將臺灣的碩博士論文資料銷至國外，國外

使用者可藉由這些書目瞭解臺灣學術發展情形，或連結導回國家圖書館之台

灣博碩士論文加值系統。  

三、國家圖書館王宏德助理編輯演講「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雲端

書庫共建共享機制介紹  

由於博碩士論文是各大學院校的重要學術資源，國家圖書館一直致力於

其蒐集、典藏與閱覽。目前參與合作之大學有 142 所，其中使用國圖博碩士

論文系統者為 90 所。國圖採開放近用 (Open Access)的博碩士論文系統，內含

書目、全文，並建置全國性聯合目錄與知識加值、管理。參與合作的大學，

屬合作大學者 (非開放近用系統 )，與國圖共享雲端書目，並且將他們的書目、

授權全文轉檔給與國圖；屬協力大學者 (開放近用系統 )，與國圖書目互通、互

相授權全文轉檔，共享雲端書庫。  

共建共享策略分為 5 大部分：合作、徵集、典藏、傳承、分享。國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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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依學位授予法第 8 條進行徵集，以紙本、數位、異地備援、鏡射站等方

式典藏，為了學術的傳承而建立完整的目錄、資料庫系統，以這些為基礎，

輔以開放取用、保障知識自由取得 (Protect free access to knowledge)的精神，

立足臺灣，向外推廣。  

藉由送存的碩博士論文，國家圖書館也可進行資料分析，分析項目包括

研究者們最關心的學位論文研究概念、熱門研究領域、熱門研究主題，惟目

前送存率並非所有院校皆是百分之百，顯示典藏並不足夠，這也是臺灣博碩

士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可以督促努力的目標。  

四、開票宣布委員票選結果  

原預訂選出 15 席，但因有 4 館票數相同，經現場討論同意多列 4 席，共

選出 19 位發展委員會委員。  

五、提案討論  

在這次會議中共有 5 案提出討論，其中受到較多矚目的分別是「港澳地

區大學圖書館是否可參加本聯盟？其參加的條件為何？」及「大陸地區大學

圖書館是否可參加本聯盟？其參加的條件為何？」兩案。在港澳地區方面，

討論意見認為該地區與臺灣同樣使用繁體中文，且有些許僑校其學位是由臺

灣的教育部所頒發，因此讓港澳地區的大學圖書館加入聯盟亦無不可。  

至於大陸地區，因為在臺灣，中國的碩博士論文並不易直接經由學校網

站、圖書館取得，而是經由購買中國知網 (CNKI)建置的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

文全文數據庫等數據庫獲取，若允許中國之大專院校加入聯盟，將可取得他

們的授權全文，可加速雙方的學術交流是一優點。但若讓許多中國之大學院

校加入聯盟，便有些與聯盟的宗旨「永久典藏國內學術研究成果」不符，因

此現場討論決議先保留這項提案，待發展委員會委員再行討論。  

六、結語  

臺灣有許多優秀的碩博士論文、研究人員，但缺少足夠的曝光、學術傳

播力道稍顯不足。從這次國家圖書館籌備成立「臺灣碩博士論文雲端書庫全

國聯盟」的用心可知，他們非常希望臺灣研究者的努力被看見，因此希望以

現有成果為基礎，集合大家的力量，進一步成立雲端書庫，讓論文書目與全

文的搜羅更完整，並商議推廣的方法。  

 而除了集結所有圖書館界人員的力量以外，各別圖書館也可透過管道努

力讓自己的學術能量向外散播。例如向海外機構申請、自薦，讓校內的碩博

士論文可在博碩士論文聯合數位圖書館 (NDLTD)的全球電子博碩士論文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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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Global ETD Search)、比菲爾德學術搜尋引擎 (Bielefeld Academic Search 

Engine, BADE)被搜尋到，便是方法之一。  

 
臺灣博碩士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成立大會現場合影 

(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臉書粉絲專頁) 
 

參加「圖書資訊學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會後報告  

數位資訊組 李佩珊 

時間：104 年 11 月 20 日(週五)，9：10 至 16：00 

地點：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科技大樓二樓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科技部人文司教育學門 

會議簡介：  

科技部人文司依照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辦法及成果考核規定，訂於 11 月 20

日，舉辦圖書資訊學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邀集圖書資

訊學界相關人士共同參與，分享計畫研究成果、促進學術交流。  

本會議程如下，下文則依所參與之場次分別分享發表內容：  

1.專題演講：圖書資訊學門現況與未來發展  

2.成果發表一 (分五場次 )：唐牧群副教授、邱銘心副教授  

3.成果發表二 (分四場次 )：陳光華教授  

4.成果發表三 (分五場次 )：林維真副教授  

三、 專題演講：圖書資訊學門現況與未來發展  

研討會的開始，由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的黃慕萱教授與參與者談談圖

書資訊學門的現況。黃老師首先表明這是個棘手、範圍極大的題目，所以主

要談論美國方面的現況，藉以觀照臺灣方面的發展。  

如果試著查詢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底下圖書資訊所歸屬的類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