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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高考二級

類 科：史料編纂

科 目：圖書檔案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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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請接背面） 

 
 

一、我國檔案法於何年通過實施？其中對於申請應用之主要規定為何？又在第 18 條中，

規定檔案有那些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拒絕申請應用？試述你對於上述檔案法中有關

應用的相關法規之看法。（25 分） 

二、文件保存（sustaining the record）是史料編纂的重要工作，以英國為例，該國國家檔

案館曾經以「引導與改造資訊管理」、「確保資訊之永續性」與「讓歷史融入人們的

生活」等三方面提出研究主題，其中對於「讓歷史融入人們的生活」方面，又有提

出三個建議，包括：⑴利用廣為流傳的軟體做為工具，例如維基百科；⑵了解使用

者的回應與行為特性；⑶簡化文件行政流程，讓使用者更易於了解文件的內容。請

就此三方面，提出你的看法，並說明可行的策略與方法。（25 分） 

三、國際檔案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2005 年曾經出版「數位檔案：檔案

人員的工作手冊」（Electronic Records：A Workbook for Archivists），其中提出文件檔

案長期保存有五項基本原則：真實（authentic）、完整（complete）、可獲取並可了解

（accessible and understandable）、可處理（processable），以及可再利用（potentially 
reusable）。請說明這五項確保檔案文件長期保存的概念和重要性。（25 分） 

四、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是一種動態檢索查詢的關聯式資料庫，共收錄七

世紀至十九世紀約 360,000 位歷史人物的傳記資料，其內容免費供學術之用。該資料

庫除可作為人物傳記的參考資料外，亦可作為統計分析與空間分析之用。試簡介該

系統的功能，並請探討何謂動態檢索查詢的關聯式資料庫，需要那些技術？如何進

行檢索？請說明工具書數位化的重要性，以及在史料編纂的可能應用。（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