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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 
圖書館是一個蒐集、整理、保存資料以便提供使用的機構。館藏資料是圖書館組成的核心，館藏資料的品質影響

著圖書館服務的品質。西加（Sega）提出了 CREW 方法，他認為評鑑工作是一項持續性的自省、評鑑及淘汰（Continuous 
Review, Evaluation, and Weeding），以確保館藏的適時與適用。 

因此要做到好的館藏淘汰，首先圖書館必須做好評鑑，對圖書館而言，針對館藏、服務等方面進行評鑑工作，不

僅可以提昇服務品質，亦可提供管理決策的參考。評鑑的部分包括：圖書館的館藏是否足夠、館藏的強弱如何、讀者

對館藏的滿意程度為何、讀者對圖書館的服務有何意見、讀者對圖書館的服務是否滿意，這些問題都可以透過評鑑得

到答案，圖書館可以依據評鑑結果做為管理決策的參考以及館藏淘汰的依據。 
館藏淘汰是為節省館藏空間，保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適用性，以達到去蕪存青之目的，並促進館藏使用率之全

面提高，館藏淘汰的定義為將罕用且無典藏價值、不堪使用或不再被使用的館藏，予以註銷報廢或轉移至他處儲藏之

過程。館藏淘汰的範圍，包括一般圖書、參考資料、期刊資料及視聽資料等。 
除了基本的館藏淘汰標準外，透過評鑑可瞭解讀者所認為的核心書目、期刊等，也都可作為淘汰的參考。評鑑是

圖書館經營重要的指標，它可做為圖書館未來發展的依據，在資訊科技的進展，出版的訊速，所造成的資訊爆炸，使

得圖書館無法盡收天下書，如何發展館藏以利有效資訊之提供並滿足其讀者群的需求，是圖書館經營之重要課題。故

評鑑不只是選書時的依據，亦可作為館藏汰舊的參考。 

二、 
近年來出版商藉由數位科技及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控制力量，大幅提高學術期刊的訂閱價格，使得圖書館無力負擔

高額的期刊訂閱費用。但長期保存學術資源是學術圖書館的主要職責之一，圖書館在保存學術期刊上的方式也值得探

討，也由於電子期刊與傳統期刊有不同的思惟與傳播學術的方法，使圖書館的角色也發生改變，在保存上遭遇更大的

挑戰。 
學術圖書館的角色與功能，其實是很艱鉅的，尤其是在一所研究型大學的組織內部。圖書館必須提供有助於研究

的學術文獻，創造有助於研究的學術資源，典藏機構內部的歷史文獻與成員創造的學術文獻，建置親和好用的學術資

訊系統，因為學術研究是一所研究型大學持續發展的最重要課題，也是建立學術聲望與學術地位的基礎性工作。 
學術領域中讀所屬領域的學術期刊，似乎已經是既定的學術活動模式。然而，就提供學術研究環境的主體－大學

或研究機構，存在三個重要的議題：第一，研究機構無法瞭解自身整體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機構難以記錄歷來的

研究成果；第三，研究機構難以承擔價額越來越昂貴的學術期刊。面對這三個議題，目前有二個概念引起廣泛的討論，

其一是開放取用（Open Access，簡稱 OA），其二是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簡稱 IR）。以目前學術圖書館

可以做到的便是機構典藏。 
機構典藏的真實意涵是典藏機構內部的研究產出，透過有別於傳統學術期刊文獻的傳播通路，展現並分享學術機

構的整體研究成果。機構典藏一大重點再於蒐集機構成員投稿於商業性或非營利機構出版期刊的文獻，進行典藏時，

除取得作者授權外，也必須獲得出版社之同意。在國外計畫來說，像是英國進行的 SERPA/PoMEO 期刊典藏計畫，台

灣也可由國家圖書館來負責進行期刊合作典藏計畫，以提升學術圖書館館藏內容。 

三、 
KOS（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知識組織系統，泛指所有可促進知識管理的資訊組織系統。目的是為了組

織資訊並有效管理取用，提供使用者有效率的擷取資訊，特徵包括可綜覽所有資訊，利用不同途徑檢索到同一筆資訊，

每筆資訊的特徵必須詳實描述，使用者才能有效擷取相關資訊。 
KOS 的種類有三：一是用詞清單/術語工具（term lists），包含：權威檔、詞彙表、字辭典、地名辭典。二是分類

與類目工具（classifications and categories），包含：主題標目、分類表。三是概念關係表（relationship lists），包含：

索引典、語義網路、本體論（Ont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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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圖書館內雖已有 KOS，例如國會分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等，但一直到發展數位圖書館，才覺醒 KOS 的重

要性。因此發展出分類表、主題標目、權威檔。其它像是索摘服務，傳統從印刷式出版品轉變為線上服務，電子資源

增加資訊搜尋難度，運用索摘服務可節省使用者的時間。另外像是從瀏覽書目記錄進而連接全文，或是不同的分類表

和權威檔支援企業界和商業活動,使用在採購和政府統計，都是 KOS 的應用。 
在數位化的情況下，圖書館應該要分析讀者需求，找出能提升數位圖書館品質的 KOS 是很值得去做的部分。透

過 KOS，數位圖書館的資源得以讓不同的群體都可以取得，可擴大圖書館服務的範疇，提升圖書館的價值。 

四、 
書目記錄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簡稱 FRBR）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即實體

關係模式（ER model）和基本層級的國家書目記錄標準，亦即國家書目核心層級記錄標準，用以說明國家書目記錄應

包含哪些基本元素包括： 
一、實體（entity）FRBR 將書目記錄的實體共分為三群：第一群實體（entity）是智慧與藝術創作的產品，包括

作品（work）、內容版本（expression）、載體版本（manifestation）及單件（item）。作品是明確的知識和藝術的創作，

例如：Rowling 所著的哈利波特；內容版本是作品知識與藝術創作的展現，例如：英文版或中文版之哈利波特；載體

版本是作品內容版本之具體化，例如：紙本、DVD、VCD 之哈利波特；單件則是載體版本的單一範例，例如：某館

所蒐藏的一部有著者簽名的哈利波特。前兩者涉及知識與藝術創作之內容；後兩者則為儲存內容的載體。作品、內容

版本、載體版本及單件之間的層次表現，亦即一部小說可以有原始文本、翻譯本、評論此部小說的文本；而原始文本

則可以有紙本、PDF 或 HTML 的載體版本；若以紙本而言，可以有兩個單件，一為包含著者親筆簽名者，另一則無；

當然此部小說也可以被拍成電影，而與原著小說之間彼此互為同一書目家族成員。第二群實體是智慧與藝術創作的負

責者，包括個人及團體。個人係包含已故及尚存者；團體則包含組織與具有特定識別名稱的個人團體或組織，如：研

討會、會議、考察、展覽、活動、博覽會等。第三群實體是作品的主題展現，包括概念、物件、事件和地點。概念是

包含一抽象名稱的廣大範圍（即抽象的想法或構想），可能是作品的主題：知識領域、學科、思想學派（哲學、宗教、

政治意識形態等）、理論、進程、技術、執業等；物件則是一實質的廣大範圍，可能是作品的主題，自然界中有生命

及無生命、固定的、可移動的、行進的物件都是人類創作的物件，概念是抽象的，而物件卻是實質的；事件是一種行

為或發生的事實，可能是作品的主題，包括歷史事件、時代、特定的時期，如啟蒙時代；地點則是指地球或外太空、

歷史或當代、地理特徵、地理行政區域。 
二、屬性（attributes），FRBR 的所有實體均有其特性或屬性，可分為兩種，一為固有的，即與生俱來的，包括外

部特徵（高廣）和標記資訊（如書名頁或封面的說明文字）；一為外來的，為實體的指定識別特性（如語意編號）。作

品的屬性如：題名、形式、日期、適合對象、音樂作品表演工具、音樂作品之調（key），和製圖作品的座標（coordinates）
與晝夜評分點（equinox）等。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及單件則有更多的屬性，如內容版本的修訂性、載體版本的檢索限

制；個人及團體則有名稱、日期、題名之屬性；概念、物件、地點和事件僅有一個屬性，就是描述他們的名稱，而這

些屬性都是權威控制的主題範圍。 
三、關係（relationships），FRBR 的關係功能主要在幫助使用者航行（navigate）於書目記錄的世界，包括目錄與

書目資料庫，以協助其辨識搜尋結果之實體間的關係。各實體間的關係共可分為以下幾種：作品與作品間的關係，

如：翻譯、譜曲、改編、轉換（意即若原先的作品形式為小說，可能會轉換成劇本形式的作品）、模仿作等。整體

與部分的關係，一個作品是由其他許多作品所組成，可分為非獨立部分和獨立部分，非獨立部分，如：章、節、期刊

中的某一卷和某一期、文章中的插圖、影片中的聲音；獨立部分，如：集叢中的專題論文、期刊中的文章。內容版

本關係，如：節本、縮節版及修訂版。載體版本與單件間的關係，如：合訂、拆開、重製。 
四、使用者工作（user tasks），在 FRBR 研究中，關於使用者查詢國家書 
目或館藏目錄的工作，可以分為四個層面：尋找物件（find materials）－尋找符合使用者查詢條件的實體；

辨別實體（identify an entity）－進行實體辨識，以確認是否是符合所要找的實體，或比較不同搜尋結果實體的相似性；

選擇符合需求的實體（select an entity）－選擇適合使用者需求的實體；取得實體（acquire or obtain access to the 
entity）－取得使用者描述的實體，其途徑包括購買、館際合作、線上電子實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