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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當圖書館透過聯盟大量購入電子書的同時，雖然大大降低了每

本電子書的訂購價格，但其實圖書館所付出的成本當中，有許多可能買入

了本來並不需要的館藏資源，這是否形成另一種的浪費？而當圖書館漸漸

將實體書置換為電子書的同時，圖書館原有的館際互借功能，其實正面臨

著考驗，因為至目前為止，電子書仍無法提供館際互借的服務。那麼，對

於因為某些原因，無法參加聯盟購置電子書的圖書館而言，在本身館藏量

不足，需倚賴館際互借服務的情況之下，如果又因為無法透過館際合作的

途徑借閱電子書，將對圖書館的讀者服務造成衝擊，這也是值得我們關注

的議題。 

 總而言之，我們樂見圖書館之間透過聯盟合作關係共建共享資源，但

是對於圖書館傳統功能中具有的「文化保存」功能這一項，也不免擔心，

當圖書館將大量紙本資源交由書商 E 化的同時，圖書館反而要花更多的金

錢向書商買入電子資源，而且因為空間典藏等問題，實體書館藏可能漸漸

被電子書所取代，那麼圖書館是否還能繼續稱職的扮演好文化保存者的角

色呢？ 

 

參訪中國同方知網 

期刊組 施麗珠 

一、前言 

2008 年 10 月是秋高氣爽的好季節，台灣六所公私立大學圖書館的館

員(大葉包冬意館長、高醫陳冠年副館長、台大童敏惠組長、東吳曾敏玲組

長、逢甲楊佳潾小姐和筆者) 組成了第二屆 CNKI 兩岸中文資源交流友好

訪問團，在台灣的代理商金珊資訊 4 位優秀的幹部(蕭敬忠經理、楊依欣小

姐、孫金涵小姐、劉祖豪先生)的帶領下，到北京參訪中國同方知網(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簡稱 CNKI)，瞭解這個中國學術文獻網

路出版總庫的發展現況，並實地參觀 CNKI 生產加工基地，深入參觀總庫

資源的數據加工、數據收錄、編輯出版系統開發等等機制的運作方式；之

後，CNKI 安排這個迷你的訪問團參觀北京著名的學術單位，如清大圖書

館、北京中醫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研究院圖書館等。 

二、訪問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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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數位化的帶動下，兩岸圖書館界藉由實地的文化交流相互溝通

和分享資訊，以促進兩岸未來双方更密切的互動和瞭解。 

三、訪問行程 

日  期 
行   程  安  排 主旨 備   註 

10/13(一) 
從桃園機場經香

港轉機至中國北

京 

 懷著開心的

心情踏上旅

程。 

10/14(二)
在清華大學校門

口旁的華業大樓

參訪同方知網公

司，安排幾場簡報

説明相關產品。 

內容：CNKI 總庫的設計思

想、CNKI 資源、工具書年

鑒等資源收錄及其功能介

紹，CNKI 總庫平台的用戶

服務體系介紹。 

腦力激盪與

資源分享。 

10/15(三)
技術交流與參訪 技術交流內容：生產加工

基地參觀，CNKI 系列資料

庫生產加工流程，機構整

合的中文數位研究環境以

及技術問題交流。 

參訪：北京中醫藥大學圖

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 

腦力激盪與

資源分享。 

 

10/16(四)
參訪及奧運景點

觀光 

參訪：中國科學研究院圖

書館、北京清華大學圖書

館。 

觀光：奧林匹克公園、鳥

巢和水立方。 

圖書館界同

道資源溝通

分享，以及

體驗嶄新的

建築美學。 

10/17(五)
古都景點觀光 八達嶺長城、頤和園。 體力的大考

驗。 

10/18(六 )
古都景點觀光 天安門、故宮、天壇和潘

家園。 

體力的大考

驗。 

10/19(日)
從北京經香港轉

機返回台灣 

返台前，北大圖書館走馬

看花--滿座的學子埋頭苦

讀， 令人印象深刻！ 

滿載行曩豐

碩之旅。 

四、簡輯資料  

1.CNKI 中國學術期刊 

中國學術期刊是中國知識基礎設施工程(CNKI)所建置多種資料庫之

一，是目前全球最完備的中文線上資料庫，自 1994 年收錄中國大陸期刊

資料，至 2008 年年底已達今 7,226 多種出版的期刊，其中部分期刊回溯至

創累積期刊全文文獻 2,400 多萬篇，收錄範圍包括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

工程技術、高級科普、政策指導、行業指導、實用技術、職業指導類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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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分理工 A(數學物理學)、理工 B(化學、化工、冶金、環境、礦業) 理

工 C (機電、航空、交通、水利、建築、能源)、農業、醫藥衛生、文史哲、

政治軍事與法律  、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經濟與

管理等十大專輯，168 個專題庫，基本完整收錄了中國的學術期刊，是中

國學術期刊的權威性文獻、檢索工具和網路出版平台，這也是台灣各大學

下載量最高篇數的資料庫。 1 

2.世紀期刊 

是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的回溯工程，精選出 3,900 多種學術期刊，最

早回溯至 1915 年，幾乎跨越了一個世紀，故稱世紀期刊，是時間縱向的

整合。 

   世紀期刊在不同年代期刊資源所佔比例如下： 

   類別 1980 年  1980-1993 1994-2007 年  

文史哲期刊資源時間分布   4%   23%    73% 

理工 A 期刊資源時間分布   4%   29%    67% 

 這數字說明了世紀期刊在館藏價值中所佔的重要地位，不僅具有館

藏、學習參考、學術研究、古為今用等價值，也說明了智慧財產是人類永

恆不變的無價之寶。 2 

3.中國工具書網路出版總庫 

正建構中，收錄 100 多家知名出版社的 3,000 多部工具書，含 1500 多

個詞條、70 餘萬張圖片，收錄的工具書類型包括：字典、辭典、百科全書、

圖錄、圖鑒、表譜、手冊指南、語錄、名錄等，是具有規模最大、內容最

全、檢索快捷、易操作、輕鬆漫游知識網絡等的獨特優勢，可以讓期刊和

文獻增值的一套工具書檢索系統。3 

4.參觀 CNKI 生產加工基地 

參觀 CNKI 生產加工基地，只見上百名員工熟練的在電腦桌前分工合

                                                 
1  見＜CNKI 數字圖書館＞，同方知網(北京)技術有限公司海外事業部講義。 
2 見劉松霞＜構建整合的中文數字研究環境＞，2008 年 10月 15日，同方知網(北
京)技術有限公司海外事業部講義。 

3 見＜中國工具書網絡出版總庫簡介＞，同方知網(北京)技術有限公司海外事業部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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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作分門別類，由簡入繁，各司其職，有的鍵入書目，有的核對資料，

有的掃瞄書面文件，有的另存圖檔，零零散散的資料在這些員工的手中慢

慢的整合成一部部的巨著，這些一本本永遠都不會沾灰塵也不會破損的電

子書籍，閱讀方式雖然有別於傳統的紙本書籍，但在保存資料行態上卻是

大大的節省了時間、空間、人力和物力。清代乾隆皇帝動用國家的人力和

物力完成了一套四庫全書的編修而自豪，現代人在科技的整合下，靠著這

些刻苦耐勞的基層員工的努力下，整合成一部部的巨著，猶如新時代的另

類「四庫全書」，他們為知識份子開了一條方便打開知識的大門，讓知識

份子節省了很多時間與金錢上的花費。 

五、參訪心得 

這十多年來，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文獻總庫資源已整合了期刊文獻、博

士/優秀碩士學位論文、會議議文、年鑒文獻、工具書、報紙文獻、合作數

據庫等各類文獻資源，能快速的整合這麼龐大的資源得歸功於 CNKI 有完

備的加工平台管理系統，這個研發了五年的集中式數據管理系統，有高質

量的穩定性、較快的生產周期、較低的管理成本和加工成本，「行勝於言」，

樓梯間牆壁所懸掛的書法說明了生產加工基地員工們嚴謹的工作態度，科

技下的資源分享。 

這是筆者第 3 次到北京，感覺北京這個古都真的改變很大，印象最深

的莫過於交通擁塞的情況改善了很多；其中新上路的捷運系統價格非常的

低廉，採單一票價人民幣 2 元，它縮短了北京幅員遼闊的距離，節省了上

班族往返的時間，這是都市現代化的好處。唯一沒有改變是遊人如織依舊，

到那裡都需要排隊等待；不過，重要觀光景點如故宮、頤和園等地，除了

有專人解說外，也有電子導覽的租用服務系統，非常方便讓遊客了解該區

的相關文史資料。 

為期七天的參訪行程，扣除兩天的交通往返時間，僅剩了五天的緊湊

時間，真的是一路抓緊時間的空隙，一點也不敢輕易放鬆，所以大家都覺

得豐收獲頗豐，真的大開眼界！最早寫完心得的參訪者是高醫圖陳冠年副

館長，標題＜北京行旅 ---資料浪潮下的古都印象＞，請參見金珊資訊電子

報，網址如下：http://www.csis.com.tw/e-AN1208/e-AN1208.asp；另外，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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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台大童敏惠組長的＜老頑童的筆記＞blog 從＜北京參訪雜記(1)：北

京‧掠影＞至＜北京參訪雜記(11)：中國科學院的一站式服務與情境敏感

機制＞，洋洋灑灑 11 篇文章更是鉅細靡遺的詳加說明一路所見所聞，＜

老頑童們的筆記＞blog 網址如下：http://oldlibrarian.blogspot.com；在此趟行

程拍攝的百多張照片中(可瀏覽筆者的＜旅遊記錄＞blog: http://album.blog. 

yam.com/slc2008)，筆者從中挑出了 24 張照片，分兩個主題＜北京參訪＞、

＜北京美食＞做成電子月曆送給主辦的金珊資訊公司和一起參訪的伙伴

們，除了感謝金珊公司的贊助與支持，也感謝此次一起參訪的伙伴們，也

藉由照片來回顧進步中的北京印象，拜電腦科技的進步，不用翻箱倒櫃的

找了老半天，隨時都可到網路上再次瀏覽這趟美好回憶的文字記錄或照

片！這是數位化時代讓人感到最幸福的事，也是 2008 年筆者永恆的回憶！ 

 

PhotoCap 的應用---DIY 電子月曆製作要點 

期刊組 施麗珠 

一、【PhotoCap 4.01 版以上  (IE)瀏覽器】：點選  《批次功能》(滑鼠

要點一下 )→《照片編輯》選《2007 Calendar 3.pct 這組模板》  

 
二、左上角選《載入照片》選一張照片按《加入照片》按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