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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是美國官方 高的文書檔案指導協調與管理機關，管轄包含包含國家檔案館一館

及二館在內的 14 個國家檔案研究機構（Research Facilities）、15 間總統圖書館，以

及分布於全美各地的 18 個聯邦文件中心，方便全國各地使用者就近申請調閱應用，

進行國家檔案相關研究。本次藉由考察美國檔案管理應用現況與未來發展，促進本

局各項檔案管理業務創新推動，以及因應資訊化、網路化趨勢等，相關變革策略、

行銷與教育推廣做法，瞭解文件中心運作實務，提供本局規劃相關管理機制。 

考察行程計安排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國家檔案館一館、二館、研究中心、

國會圖書館及國家歷史博物館等 5 機關（構）考察行程，實地瞭解國家檔案管理、

應用與展覽等規劃做法。另為充份發揮本次參訪效益，並瞭解對美國博物館展覽與

文創商品規劃設計，除考察行程外，亦參訪白宮遊客中心、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ARTECHOUSE 數位藝術中心、國家自然史博物館、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國家藝

廊等在華盛頓特區享負盛名的國際級博物館。 

參訪期間，感謝我國駐華盛頓代表處鼎力協助聯繫，獲美國相關機關（構）部

門人員熱忱接待與解說，包含親獲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署長 Colleen Shogan 接

見，亦參訪其所領導的國家檔案博物館並針對國家檔案館一、二館展覽、推廣工作、

公眾教育、對外聯繫、創新及數位化等業務進行交流；拜會美國國會圖書館，獲該

館邵主任東方全程接待，並參訪該館亞洲典藏部及手稿部；拜會國家歷史博物館，

獲該館館藏中心主任 Patricia Williams 接待，就檔案徵集做法、檔案應用與保存維

護等進行深度交流，獲益良多。在各參訪與交流過程中，本局人員亦充分利用互動

氛圍，行銷我國檔案管理制度成果與探詢雙方合作可能，並邀請美國友人投稿我國

檔案半年刊。本次考察主要發現包括：  

一、 國家檔案徵集：檔案徵集仰賴研究人員專業；私人珍貴文書徵集以捐贈為主。 

二、 檔案數位化：國家檔案數位化鼓勵外部資源合作；設定全面電子檔案移轉時

程；訂定電子檔案管理規範供聯邦機關遵循。 

三、 國家檔案保存維護與解降密；國家檔案保存修復，依檔案材質及受損情形選

用修復材料；跨機關查詢檢索電子檔案目錄，實體檔案以條碼標籤管理，機

密檔案由國家解密中心審查後聯繫機關解密。 

四、 檔案應用：以強化美國民主為使命之檔案應用；檔案研究採預約制、應用檔

案前先進行講習、應用檔案不以事先預約為限且無數量限制；複製應用檔案

可即刻傳輸雲端。 

五、 館藏結合教學：檔案與教育部門密切合作，提供多面向素材，引導學生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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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疫情開創線上教育活動新契機。 

六、 策展規劃與服務：各博物館有其明確定位，吸引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與及應

用檔案；善用捐款辦理展覽與活動；透過社群媒體行銷線上展覽活動；展場

內、外一致性規劃設計，沉浸體驗展覽內容更深刻；多元展示方式與內容，

吸引不同受眾；規劃辦理講座課程、電影播放；志工招募與培訓，提供更多

服務。 

七、 文創商品與餐飲服務：良好文創紀念商品設計延續展覽感動經驗，具有博物

館標誌、結合展示內容日常生活常用物品為主；合宜餐飲服務，鼓勵到訪民

眾多停留，駐足看展。 

本次美國檔案管理考察，其於檔案徵集、保存維護、應用服務、推廣及合作、

策展與文創商品等做法，可作為未來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主要建議說明如次：一、

落實機關檔案清理，適時啟動專案徵集。二、延攬各領域專門研究人員審選徵集檔

案。三、落實機關移轉檔案應用限制註記，促進檔案應用。四、拓展多元數位化合

作管道。五、釐定電子檔案管理與移轉規範。六、檔案保存修復，可參考多元方式

與媒材。七、與企業或領域具領導地位之研究機構團體合作策展，豐富展品內容。

八、提供教學合作檔案素材，發展多元教案。九、系統整合，有效檢索應用檔案。

十、提供講座及電影欣賞，吸引不同客群。十一、擴增檔案應用諮詢人力，擴大檔

案應用。十一、設計研究人員識別證制度與應用檔案講習。十二、招募志工協作導

覽與檔案數位化。十三、結合檔案館意象設計多元文創紀念商品。十四、依展覽主

題，針對目標客群設計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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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 考察緣起 

我國自 91 年 1 月 1 日檔案法施行以來，積極推動健全國家檔案管理制度，

並妥善保存國家檔案，落實檔案開放應用。鑑於國家檔案媒體類型及內容樣態日

趨多元，且時值我國知識體系三大支柱之一的首座國家檔案館即將落成之際，有

關檔案館營運機制及檔案整理、保存、應用等實務作業，急須借鏡先進國家實務

經驗，而國際檔案管理界執牛耳者，非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簡稱 NARA）莫屬。 

NARA 身為美國官方 高的文件檔案指導協調與管理機關，管轄包含國家檔

案館一館與二館在內，分布於全美各地的 14 個國家檔案研究機構、15 間總統圖

書館，以及分布於全國 9 個州的 18 個聯邦文件中心等，組織架構龐雜的 NARA

有條不紊地統籌管理轄下機關與人員，肩負保存國家記憶之使命，非常值得我國

效法。此外，NARA 鄰近的博物館機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轄下眾多遠近馳名的博物館，白宮遊客中心及 ARTECHOUSE 數位藝術中心亦為

未來國家檔案館展示服務與文創品推廣之標竿，是以於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過後，本次國外考察擇定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作為參訪學習的地點，實乃一

舉數得且別具意義的安排。 

貳、 考察目的 

一、 瞭解美國檔案管理之現況及發展趨勢，幫助本局各項檔案管理業務創新推

動。 

二、 瞭解檔案館營運措施、財源及營收等情形，以及因應資訊化、網路化趨勢

等，相關變革策略做法。 

三、 瞭解應用線上/線下資源從事活動行銷與教育推廣之經驗。 

四、 瞭解文件中心對於聯邦機關檔案點收、移交、調閱及清理等運作實務，提

供本局規劃相關管理機制及運用國家檔案進行教育推廣活動之借鏡。 

五、 瞭解檔案管理未來資訊科技之運用，學習結合檔案工作者及 IT 專業人員協

作之經驗。 

參、 考察機關 

一、 國家檔案館一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  

二、 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 

三、 國家檔案研究中心 （National Archive Research Center） 

四、 華盛頓國家文件中心（Washington National Records Center, WNRC） 

五、 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六、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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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國家檔案館管理體系概述 

壹、 美國國家檔案管理體制 

一、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發展沿革 

(一)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在國家檔案館創建之前，聯邦政府產生的文件缺乏穩定和安全的環境，且

不易向公眾開放。1926 年，國會通過《公共建築法》（Public Buildings Act），

規定建造包括國家檔案館在內的幾座政府建築。1934 年 6 月 19 日，隨著大

樓的建設順利進行，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簽署了創

建國家檔案館的立法，並授權其收集、保管和提供聯邦政府文件。 

1949 年，當時國家檔案館併入新成立的總務管理局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簡稱 GSA）。由於檔案館獲得了保存當前文件的新職責，因此

更名為國家檔案和文件服務處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NARS）。

第二年國會通過 1950 年聯邦文件法案 （Federal Record Act of 1950），進一

步擴大了該機構的檔案管理職責。 

從 1950 年開始，國家檔案館開始在全國各地建立聯邦文件中心（Federal 

Record Centers, 簡稱 FRC）。FRC 中的大多數文件被歸類為臨時文件，但有些

文件被認為具有永久價值。然而，國家檔案館空間不足，因此在 1960 年代末，

國家檔案館開始在其 FRC 內建立地區檔案館。地區檔案館保存並提供其地區

聯邦機關的文件 (Federal Record Center [FRC], n.d.a) 

爾後，國家檔案館開始使用馬里蘭州蘇特蘭的文件中心存放和提供永久文

件的應用，同時開始在華盛頓特區市中心尋找新設施。然而，GSA 不支持建

立新設施。當國家檔案館於 1985 年從 GSA 獨立出來，成為國家檔案暨文件

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簡稱 NARA） 時，市中心

沒有合適的場地。檔案館開始與馬里蘭大學進行協商， 終於 1994 年在大學

公園市建造國家檔案館二館。 

空間並不是國家檔案館面臨的唯一重大挑戰。1960 年代，隨著電子文件

在整個聯邦政府中激增，國家檔案館建罝了機器可讀記錄程序來調查和盤點

政府的磁帶庫。1970 年國家檔案館取得了第一批電子文件。從那時起，國家

檔案館一直致力於創建一個處理環境和一個數位儲存庫，以因應電子文件的

挑戰。 

(二)總統圖書館 

 對國家檔案館的需求引起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聯邦文件問題的關

注。1938 年，羅斯福提議建立一座總統圖書館，由私人資金建造，存放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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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期間的所有文件，並由國家檔案館管理。國會批准了羅斯福的計畫，他的圖

書館於 1941 年開放。羅斯福的所有繼任者以及他的前任赫伯特·胡佛都紛紛

效仿。由於該立法僅涉及羅斯福，國會通過了 1955 年《總統圖書館法》（1955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允許將總統圖書館、文件和紀念品轉移到國家檔案

館。 

國會後來通過了 1978 年《總統文件法》（1978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該法案使總統文件成為政府財產，在任期結束時必須將其移交給國家檔案館。

羅納德·雷根是第一位必須遵守該法案的總統。 近，歐巴馬總統圖書館創建

一種新模式，即 NARA 將不再管理博物館或傳統的總統圖書館，而是專注於

以數位方式保存和提供歐巴馬的總統文件。 

(三)政府資訊服機構 

 其他重要的發展包括 1934 年 6 月 19 日成立的國家歷史出版和文件

委員會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 NHPRC ），

該委員會提供撥款以促進美國文獻遺產的保存和使用。國會還於 1935 年 7 

月 26 日通過立法創建《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以發布政府文件。資

訊安全監督辦公室 （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 ISOO） 成立於 1978 

年，旨在通過限制機密和加速機密文件的解密來提高政府的開放性；1995 年

成為 NARA 的一部分。國家解密中心 （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 NDC） 

成立於  2009 年，旨在簡化解密流程。政府資訊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OGIS） 成立於 2009 年，旨在提供調解服務，

解決《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簡稱 FOIA） 請求者與機構

之間的糾紛。 

(四)現今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如今，NARA 的使命是提供公眾應用其管理的聯邦政府檔案。公眾查閱

政府檔案可以讓美國人主張自己的公民權利、讓政府承擔責任並瞭解自己的

歷史，從而更有效地參與政府、加強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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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美國國家檔案館外觀 
資料來源：NARA 

二、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規模 

依據 NARA 公布於網站的統計資料顯示，NARA 計有 43 個所屬機構，分布

於 17 個州，員工人數達 2,569 人，2023 年預算總額達 6.62 億美元，永久典藏之

紙質類檔案 135 億張，已完成數位化有 2 億張，新冠疫情前之 2019 年，國家檔

案館與總統圖書館一年之參觀人數分別為 110 萬、190 萬人。另有關聯邦文件中

心，亦保存了 2,600 萬立方英呎的聯邦機關文件，其中包括為 NARA 存儲「就

地移轉」（Accessioned-in-place）的 100 萬立方英呎文件，2019 年新移入文件中

心的物件超過 110 萬立方英呎。 

表 1、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相關統計 

項目 統計資料    （截至 2022.9.30） 

所屬機構 43 個所屬機構，分布於 17 個州 

員工人數 2,569 人 

預算 

（2022 年頒布）6.95 億美元，包括 4.77 億美元撥款(含一次

性撥款和國會議員針對特定地區或特定項目的財政專款撥款)

及 2.18 億美元非撥款資金。 

（2023 年申請）6.62 億美元，包括 4.5 億美元的撥款及 2.12 

億美元的非撥款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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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統計資料    （截至 2022.9.30） 

永久檔案館

藏規模 

135 億張紙質檔案 

70 萬件文物 

4.48 億英呎長之膠卷 

4,000 萬張照片 

4,000 萬張航拍圖 

1,000 萬張地圖、圖表和建築/工程圖紙 

835 TB 電子文件  

2019 *年新

增永久館藏 
55,552 立方英呎紙質類及非電子文件，和 9TB 電子文件 

國家檔案  

數位化 
205,039,338 頁 

博物館參觀

人數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前正常營運的 後完整年度）：300 

萬（國家檔案館 110 萬，總統圖書館 190 萬） 

*新冠肺炎疫情前正常營運的 後完整年度 

資料來源：NARA 

 

三、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組織 

(一) NARA 組織架構 

NARA 的組織建構以客戶為中心，以確保資源和管理集中在為所有利害關係

人提供有效的服務。NARA 以客戶為中心的組織允許其更好地吸引利害關係人，

鼓勵他們協作和參與、迅速有效地回應他們的需求；並減少重複作業及資源投入，

創造更多靈活敏捷的組織，以促進承擔組織績效。 

依 NARA 組織法規，各部門任務概述如次： 

1. 署長，被授予廣泛的權力來儲存和保護 NARA 保管的檔案，並監督其他聯

邦機關保管的檔案。署長由總統任命，並得到美國參議院的確認。 

2. 國家史料出版暨文件委員會 （NHPRC），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關，提供撥款

以保存和出版美國歷史的非聯邦機關。由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署長擔任委

員會主席。 

3. 秘書長，為署長和副署長提供行政支持，領導 NARA 內部和外部溝通計畫，

並倡導創新以改善內部和外部客戶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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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新辦公室，規劃、指導和協調 NARA 的開放政府工作、線上目錄公開、

數位化策略、夥伴關係，以及 NARA 的網絡和社交媒體。 

5. 運營長辦公室，領導 NARA 面對客戶的部門並提供指導，所屬部門包含： 

(1) 機關服務部門，領導 NARA 努力滿足聯邦機關的檔案管理需求，機關

服務部門包括美國署長辦公室、聯邦機關檔案中心計畫、資訊安全監督

辦公室 （ISOO）、國家解密中心和政府資訊服務辦公室 （OGIS）。 

(2) 研究服務部門，為想要訪問國家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和公民，提供世界一

流的服務，並為子孫後代保存檔案館藏。 

(3) 聯邦紀事辦公室，履行檔案管理人員的責任，出版每日聯邦紀事、聯邦

法規、一般法規和其他法定要求。 

(4) 立法檔案館、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服務部門，滿足白宮和國會、使用總

統和國會檔案的研究人員以及博物館參觀者、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的需

求。 

6. 總務長辦公室，領導 NARA 行政和管理部門並提供指導，所屬部門包含： 

(1) 商業支援服務司，為 NARA 場域提供高效和有效的設施和財產管理、

實體安全和行政服務。 

(2) 首席採購官，滿足 NARA 對採購和承包服務的需求，並管理分散的採

購人員。 

(3) 首席財務官，領導 NARA 預算、會計、財務管理和內部控制相關的運

營和活動。 

(4) 人力資本辦公室，透過招聘、員工培訓和發展以及工作場所參與來支持

有效和多樣化的 NARA 員工團隊。 

(5) 資訊服務部門，應用資訊技術和健全的資訊管理實務以支持 NARA 的

相關計畫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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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NARA 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NARA 

(二) 研究機構（Research Facilities） 

    NARA 目前在全美計有包含國家檔案館一館及二館在內的 14 個國家檔

案研究機構，且多附有研究室可供到館人員使用。 

表 2、全美國家檔案館列表 

序號 機構名稱 地址 提供服務 

1 

華盛頓特區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 

7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08 

檔案研究室 

微縮片研究室

2 

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國家

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MD 

8601 Adelphi Road, College 

Park, MD 20740-6001 

參考室 

研究室 

3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國家

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Atlanta,GA 

5780 Jonesboro Road, 

Morrow, GA 30260 

檔案研究室 

微縮片研究室

4 

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國家

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Boston, MA 

Frederick C. Murphy Federal 

Center, Waltham, MA 02452-

6399 

參考室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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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構名稱 地址 提供服務 

5 

伊利諾州芝加哥國家檔

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Chicago, IL 

7358 South Pulaski Road, 

Chicago, IL 60629-5898 

參考室 

研究室 

6 

科羅拉多州丹佛國家檔

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Denver, CO 

17101 Huron Street, 

Broomfield, CO 80023-8909 

參考室 

研究室 

7 

德州沃思堡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Fort 

Worth, TX 

1400 John Burgess Drive, 

Fort Worth, TX 76140 

參考室 

研究室 

8 

密蘇里州堪薩斯國家檔

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Kansas City, MO 

400 West Pershing Road, 

Kansas City, MO 64108 

參考室 

研究室 

9 

紐約州紐約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New 

York City, NY 

One Bowling Green,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04-

1415 

參考室 

研究室 

10 

賓州費城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Philadelphia, PA  

14700 Townsend Road, 

Philadelphia, PA 19154-1096 

參考室 

研究室 

11 

加州河濱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Riverside, CA  

23123 Cajalco Road, Perris, 

CA 92570 

參考室 

研究室 

12 

加州舊金山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San 

Francisco, CA 

Leo J. Ryan Building, 1000 

Commodore Drive, San 

Bruno, CA 94066-2350 

參考室 

研究室 

13 

華盛頓州西雅圖國家檔

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Seattle, WA  

6125 Sand Point Way, NE, 

Seattle, WA 98115-7999 

參考室 

研究室 

14 

密蘇里州聖路易國家檔

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t 

St. Louis, MO  

1 Archives Drive, St. Louis, 

MO 63138 

參考室 

研究室 

資料來源：NARA  

(三) 聯邦文件中心 

NARA 為保存管理聯邦文件，目前計有 18 個聯邦文件中心；部分聯邦文

件中心亦提供檔案研究室服務。此外，國家人事文件中心是 NARA 大的機構

之一，統一存管所有非現行使用中的聯邦人事紀錄（包括軍事和文職人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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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軍隊和公務員的人事相關文件的中央資料庫，為政府機構、退伍軍人

及其家屬、前聯邦文職僱員和社會大眾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務。 

表 3、18 個聯邦文件中心列表 

序號 中心名稱 地址 提供服務 

1 
亞特蘭大聯邦文件中心

Atlanta Federal Records Center

4712 Southpark Blvd, 

Ellenwood, GA 30294 
文件管理 

2 
波士頓聯邦文件中心 Boston 

Federal Records Center 

Frederick C. Murphy 

Federal Center, Waltham, 

MA 02452-6399 

文件管理 

3 
芝加哥聯邦文件中心 Chicago 

Federal Records Center 

7358 South Pulaski Road, 

Chicago, IL 60629-5898 
文件管理 

4 
代頓聯邦文件中心 Dayton 

Federal Records Center 

3150 Springboro Road, 

Moraine, OH 45439 
文件管理 

5 
丹佛聯邦文件中心 Denver 

Federal Records Center 

17101 Huron Street, 

Broomfield, CO 80023-

8909 

文件管理 

6 
沃思堡聯邦文件中心 Fort 

Worth Federal Records Center 

1400 John Burgess Drive, 

Fort Worth, TX 76140 
文件管理 

7 
堪薩斯聯邦文件中心 Kansas 

City Federal Records Center 

8600 NE Underground 

Drive, Pillar 300-G, 

Kansas City, MO 64161 

文件管理 

8 

金瑞舉聯邦文件中心

Kingsridge Federal Records 

Center 

8801 Kingsridge Drive, 

Miamisburg, OH 45458 
文件管理 

9 

利薩密特聯邦文件中心 Lee's 

Summit Federal Records 

Center 

200 Space Center Drive, 

Lee’s Summit, MO 64064-

1182 

文件管理 

10 
雷內克薩聯邦文件中心

Lenexa Federal Records Center

17501 W. 98th, Lenexa, 

KS 66219 
文件管理 

11 

費城聯邦文件中心

Philadelphia Federal Records 

Center 

14700 Townsend Road, 

Philadelphia, PA 19154-

1096 

文件管理 

12 

匹茲菲聯邦文件中心

Pittsfield Federal Records 

Center 

10 Conte Drive, Pittsfield, 

MA 01201-8230 
文件管理 

13 
河濱聯邦文件中心 Riverside 

Federal Records Center 

23123 Cajalco Road, 

Perris, CA 92570-7298 
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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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心名稱 地址 提供服務 

14 
聖布魯諾聯邦文件中心 San 

Bruno Federal Records Center 

Leo J. Ryan Building, 

1000 Commodore Drive, 

San Bruno, CA 94066-

2350 

文件管理 

15 
西雅圖聯邦文件中心 Seattle 

Federal Records Center 

6125 Sand Point Way, NE, 

Seattle, WA 98115-7999 
文件管理 

16 

國家人事文件中心（軍事）

National Personnel Records 

Center （Military） 

1 Archives Drive, Spanish 

Lake, MO 63138 
軍人文件申請

17 

國家人事文件中心（平民）

National Personnel Records 

Center （Civilian） 

1411 Boulder Boulevard , 

Valmeyer, IL 62295 
平民文件申請

18 

華盛頓國家文件中心

Washington National Records 

Center 

4205 Suitland Road, 

Suitland, MD 20746-8001 
檔案研究室 

資料來源：NARA 

 

(四) 總統圖書館 

目前，總統圖書館系統由 15 個總統圖書館組成。這些設施由 NARA 的總

統圖書館辦公室（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隸屬於立法檔案總統圖書館暨

博物館服務部門）監督管理。總統圖書館是檔案館和博物館，匯集了總統及其行

政的文件和手工藝品，並將它們展示給民眾進行研究和討論，而不考慮政治考慮

或從屬關係。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與其藏品一樣屬於美國人民。 

表 4、美國歷任總統圖書館 

序號 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任期 

1 
 

胡佛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Herbert Hoov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29 年 3 月 4 日 
至 

1933 年 3 月 4 日 

2 
 

小羅斯福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33 年 3 月 4 日 
至 

1945 年 4 月 12 日

3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45 年 4 月 12 日

至 
1953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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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任期 

4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and 

Museum 

1953 年 1 月 20 日

至 
1961 年 1 月 20 日

5 
 

甘乃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61 年 1 月 20 日

至 
1963 年 11 月 22 日

6 
 

強生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Lyndon B. 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63 年 11 月 22 日

至 
1969 年 1 月 20 日

7 
 

尼克森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69 年 1 月 20 日

至 
1974 年 8 月 9 日 

8 
 

福特總統圖書館 

Gerald R.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1974 年 8 月 9 日 
至 

1977 年 1 月 20 日

9 
 

卡特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Jimmy Cart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77 年 1 月 20 日

至 
1981 年 1 月 20 日

10 
 

雷根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81 年 1 月 20 日

至 
1989 年 1 月 20 日

11 
 

老布希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89 年 1 月 20 日

至 
1993 年 1 月 20 日

12 
 

柯林頓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93 年 1 月 20 日

至 
2001 年 1 月 20 日

13 
 

小布希總統圖書館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2001 年 1 月 20 日

至 
2009 年 1 月 20 日

14 
 

歐巴馬總統圖書館 

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Library 

2009 年 1 月 20 日

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

15 
 

川普總統圖書館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ial Library 

2017 年 1 月 20 日

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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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歐巴馬總統圖書館是第 14 個總統圖書館，目前由

NARA 管理。與 NARA 管理的其他總統圖書館不同，歐巴馬總統圖書館是第一

個完全數位化的總統圖書館。據估計，歐巴馬執政時期文件 95% 都是原生型電

子檔案，例如照片、影音、Word 文件、推文、電子郵件和其他常見的數位格式。

NARA 和歐巴馬基金會曾打算合作將未分類的總統文件數位化；不幸的是，新冠

疫情大流行影響該等計畫。NARA 將以傳統方式處理紙本文件，由檔案工作人員

處理透過資訊自由法申請應用的紙本文件。然後，NARA 將以和其他總統圖書館

數位化文件相同的方式將這些處理過的文件數位化，作為資訊自由法審查和應用

過程的一部分。這些已處理文件的數位化將在審查/通知完成後進行。數位化完

成後，紙質文件將作為永久文件繼續保存，NARA 將在現有檔案儲存標準的設施

中儲存和保存原始文件和歐巴馬政府的文物，目前，歐巴馬政府的文物存放在伊

利諾州霍夫曼莊園的一個臨時設施中，尚未向公眾開放。 

 

圖 2-3 歐巴馬總統圖書館首頁 

資料來源：NARA 

貳、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發展策略 

NARA 大約每 4 年就會提出未來的中長程策略計畫，在使命、願景與價值觀

的引導之下，發展出中長程策略計畫與做法； 2022 年 3 月推出的 2022 至 2026

年策略計畫（2022-2026 Strategic Plan），雖然是 2018-2022 的延續，但是，為了

將 DEIA（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and Accesssibility）貫穿納入修訂計畫中，

在計畫修訂的同時，納入了學習議程及證據建構計畫，以回應短期、長期策略，

並評估現有及修訂計畫，以改善策略計畫中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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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ARA 的使命、願景、價值觀 

(一) 使命：透過公平、開放應用高價值政府文件，來推動開放、培養民眾參與，

加強國家的民主。NARA 的使命是讓民眾公平地應用保管的聯邦政府文

件。 

(二) 願景：以開創性的方式提供政府資訊應用，以前所未有的參與為各種不同

的美國經驗賦予更深層的意義而聞名。 

(三) 價值觀：NARA 價值觀反映了共同的願望，支持和鼓勵機關對公共服務、

公開性和透明度的長期承諾，以及對 NARA 的信任；包含協作、創新、學

習、誠信行事、促進多樣性等。相較於前期（2018 至 2022 年）策略計畫，

NARA 增加誠信及促進多樣性 2 項價值觀，此舉亦呼應發展策略的調整。 

二、 NARA2022-2026 發展策略 

NARA 的策略規劃目標，不只是保存國家記憶，而是進一步的以培養、促

進公民參與的積極目標；除了監督、究責政府之外，更進一步的彰顯美國人對建

國成效的貢獻；所以相較於 2018-2022 年的策略計畫，222-2026 就各項策略目標

除了有更明確的期程規劃與做法外，並有明確的顧客導向策略規劃，以瞭解、評

量顧客需求是否被滿足為目的，建構顧客需求評估架構；其中並特別就過去較低

度服務的社群規劃更多的可近性服務等；此外，針對數位紀錄也將建置相關規範

與架構，作為聯邦機關辦理依循，並依策略目標，規劃員工職涯發展地圖與輔導、

培訓員工具備相關的專業技能。NARA 的策略目標確定了 NARA 必須擅長的 4

個關鍵領域，以便在現代環境中有效地履行其使命。 

(一) 策略一：檔案應用 

讓近用成真（Make Access Happen）是 NARA 的核心使命，是賦予所有

工作目的和意義的更高要求。NARA 正在與低度服務的社群合作，以尋找機

會擴大民眾參與並促進公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NARA 將紙質及類比等格

式保存的數百萬份文件數位化，並開發新的方法來幫助公民透過線上國家檔

案館找到這些文件。策略重點包含： 

1. 2026 年起 NARA 將處理 85%的檔案館藏並增強描述，以促進民眾與低度服

務社群應用檔案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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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6 年起 NARA 將對 5 億頁文件進行數位化，並線上開放目錄。新冠疫情

大流行導致機構運營中斷，該目標自原 2024 延長至 2026。 

3. 2026 年起 NARA 將與傳統上低度服務社群合作，修正國家檔案目錄中過時

的描述，並優先考慮公民參與項目，以增加對低度服務社群重要文件的應

用。NARA 致力於檢查和修正國家檔案目錄中的種族主義、有害和其他不

當語言。NARA 將與低度服務社群及同行機構的代表合作，以識別有害語

言並製定程序來糾正或修正描述。 

4. 2026 年起 95%的客戶請求將在承諾的時間內準備就緒。NARA 致力於透過

提供一致、可靠和信譽良好的服務來回應客戶的請求，從而促進民眾應用。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NARA 一直在承諾的時間內提供 95%的客戶請求，

但是，由於新冠疫情肆虐期間，設施關閉和服務中斷，NARA 積累了大量

申請，NARA 將面臨恢復 95%回應時間及同時處理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收

到的申請案之雙重挑戰。 

(二) 策略二、與客戶建立聯繫 

與客戶聯繫、挑戰不斷改善客戶體驗，培養民眾參與，並對文件在民主中

的重要性產生新的認識。NARA 努力在展品中展現所有美國人的故事，不斷

與個人、社區、組織和其他聯邦機關客戶互動學習；建立長期的策略客戶關係，

以確保服務受到客戶的重視，共同努力提高效率、參與度和公平性。策略重點

包含： 

1. 2026 年起 NARA 將展示對內部和外部客戶需求及期望的更多瞭解，以提供

世界級服務，NARA 將開發系統性流程來蒐集和分析客戶反饋，以不斷改

進機關服務滿足客戶需求。NARA 將定期與客戶聯繫，進行消費者研究，

開發「旅程地圖」（Journey maps）以瞭解客戶如何與多項 NARA 業務服務

互動，並根據客戶洞察力優先改進客戶服務程序和系統。NARA 將在內部

和民眾分享其客戶研究的結果。NARA 必須開發工具、專業知識和程序來

定期進行客戶研究，並在不同 NARA 業務服務之間共享結果。 

2. 2026 年起 NARA 將實現企業溝通和服務通路的現代化，以獲取客戶回饋並

持續改善客戶體驗。NARA 將開發系統來評估整個 NARA 業務服務的客戶

體驗，並依結果來實現服務通路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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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6 年起，NARA 將實施國家博物館、教育和公共計畫，展示其在公平、

可及性和多樣性方面的領導地位。NARA 致力於提高其公民教育計畫的多

樣性、公平性、包容性和可及性，NARA 透過博物館展覽、教育和公共項

目的國家計畫讓民眾參與公民教育和討論，NARA 將增加低度服務社群在

其展覽規劃中的代表性、NARA 將增加其線上和實體展覽，並將調整其實

體基礎設施，以使其公民教育計畫更容易為民眾所接受。 

(三) 策略三： 大化 NARA 對國家的價值 

大化 NARA 被賦予開放應用政府資訊創造可衡量的經濟價值，以增加

文件的持久文化和歷史價值。NARA 刻正處於數位化政府之過渡期，全力協

助聯邦政府的文件管理現代化與電子文件數位保存。NARA 將尋找新技術，

低成本、實用的解決方案，以改進處理、應用審查和編輯以及數位化，以加速

向民眾提供電子和數位化文件。NARA 正在對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的機構運營

進行廣泛分析，以作為實現機構運營現代化和提高彈性的機會。策略重點包含： 

1. 2026 年起 NARA 將提供政策、要求和監督，以支持透明、包容和完全數位

化的政府。NARA 必須為聯邦機關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導和培訓，以適當

地管理其保管的文件。NARA 將為機構提供以現代格式保留文件的指南，

包括使用虛擬和協作工具、社交媒體和網站創建的文件。NARA 將為機構

提供將紙質和其他非數位格式的永久文件數位化的指南，以達成全面電子

文件保存。 

2. 2026 年起 NARA 將減少啟動複雜的 FOIA 非機密文件申請所需的時間，縮

短民眾必須等待的時間。NARA 的 FOIA 申請包含其業務文件，以及對檔

案的應用申請。在許多情況下，FOIA 請求是民眾應用包含個人身分資訊或

民眾無法獲得的文件的唯一方式。NARA 在法定的 20 天內回應大多數 FOIA

申請。然而，NARA 複雜的 FOIA 申請可能需要長達 8 年的時間才能開

始審查回應文件。NARA 複雜的 FOIA 申請應用包含高度敏感資訊的大

量總統和聯邦文件，這需要 NARA 逐行審查和編輯數百萬頁的文件。NARA

還將改進業務流程，以加快機密文件的適當解密和公開發布。 

3. 2026 年起 NARA 將促進其現有實體和智能控制，在可信賴的儲存設備、保

存風險規劃及風險緩解中持續應用電子文件。NARA 必須有一個全面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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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來評估文件持有的保存風險並採取行動來減輕該風險，以便 NARA 文件

(傳統（紙質及類比等）、數位化和原生電子格式)受到保護，並繼續向民眾

永久地開放。 

(四) 策略四：透過員工建設 NARA 的未來 

為所有員工提供必要的學習和領導機會，以支持他們的職涯發展，使他們

能夠成功轉換到數位環境，並在包容、支持和多樣化的工作環境中茁壯成長。

NARA 致力於建立多元化、公平、包容和無障礙（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and Accessibility, DEIA）原則的工作場所文化，讓所有員工都有機會為成為下

一代領導者做好準備。NARA 正在與低度服務社群、教育機構和專業組織建

立關係，以開發新的招聘管道，以吸引和留住所需技能的多元化員工團隊。策

略重點包含： 

1. 2026 年起 NARA 將提高員工接受有效教導的頻率提高至 50%，以提高整

個組織的績效、留用率。NARA 必須擁有技能嫻熟的團隊（擔任監督和非

監督職位）以便有效地轉換到全電子化環境。NARA 投資於領導力發展活

動，以確保該機構擁有多元化、具備適當技能和經驗的稱職領導者。目前，

32% 的 NARA 員工在過去 5 年中參加了正式的領導力發展計畫；NARA 

必須擴大和加強其領導力發展計畫，為員工參與和發展提供更多機會；有

效的教導是建立強大的組織和個人績效、員工發展以及灌輸榮譽感和包容

感的工作場所文化關鍵成功因素。NARA 將透過培訓主管、團隊領導及非

主管員工進行教導技巧培訓，以增加教導機會。 

2. 2026 年起 NARA 將增加 GS-12 級以上職位關鍵任務職業員工的多樣性，

以反映該地區或領域文職勞動力（Civilian Labor Force, CLF）結構。NARA

必須擁有高素質、積極主動且多元化的員工團隊，以實現策略目標。NARA

的員工總體上非常多樣化；但是，檔案管理員（Archivist） 和檔案專家

（Archives Specialist） 等任務關鍵型職位在較高級別的多樣性較低。NARA

將透過招聘和內部晉升策略解決這些差距。為了開發新的招聘管道，NARA

將與代表低度服務社群的教育機構和專業組織建立新的關係、利用技術平

臺擴大招聘活動的範圍、尋找可用的靈活招聘做法，為招聘管理者提供快

速選擇，以聘請合格人選擔任該機構的入門級（Entry Level）、專業級

（Journey Level）和高級職位（Senio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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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6 年起提高有意願員工職業發展機會至 50%。NARA 員工必須看到具豐

富發展的職涯路徑，以投入工作並建立具包容性的工作場所。NARA 必須

為員工提供職涯地圖，使他們能夠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並提供培訓和體

驗式學習機會，以培養職業發展所需的技能。NARA 必須建立一種公平的

方法來為未來的職位空缺培養合格的內部候選人，並為繼任計畫培養領導

人才團隊。NARA 將分析所有工作系列中 NARA 職位所需的資格和能力、

評估職業層級，以確保所有員工都有真正的晉升機會。 

4. 2026 年起 NARA 將培育鼓勵民間互動、公平和包容的文化，讓員工感受到

與機構使命的聯繫，並為他們的全部潛力做出貢獻。NARA 必須為所有員

工提供安全、支持、公平和包容的工作環境。NARA 始終遵守多元化、公

平、包容和無障礙（DEIA），以及公平對待員工的原則。 

參、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國家檔案徵集策略 

NARA 訂有鑑定政策政策（Appraisal Polic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用於

審核聯邦檔案是否具有檔案價值的策略架構、目標和指引。檔案審選不是僵固的

作業，需要明智的判斷、對研究人員興趣的瞭解和敏感性、對資源考慮因素的認

識以及多方考量來自不同角度的評論和建議。 

NARA 會與其他多方合作審選，以確保檔案的稽憑需要、適當的保存年限與

合宜的管理。美國檔案管理員有法定責任決定檔案必須保留多長時間，以及哪些

檔案具有永久保存之國家檔案價值。在做出評估決定時，檔案管理員會考慮

NARA 工作人員的建議，並納入檔案產生者和公眾的意見。 

NARA 的使命是讓公眾能夠應用其所保管的聯邦政府檔案；透過公眾應用檔

案，可以加強民主，讓美國人能夠主張自己的公民權利、追究政府責任，並瞭解

自己的歷史，以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參與政府。NARA 為了履行其使命，必須從

聯邦機關收集必要的證據。基本證據由記錄相關內容的檔案組成，這些內容包括：

1.美國公民的權利 (記錄公民權利的檔案使其能夠確定自己的身分、保護並主張

自己的權利)；2.聯邦官員的行為(記錄聯邦官員行為的檔案，使其能解釋過去的

決定、制定未來的政策並對後果負責)；3.國家經驗(記錄國家經驗的檔案，提供

了評估聯邦政府各項作為對國家的影響以及瞭解其歷史、科學、文化與環境等)。 

一、 審選標準 

因為並非所有檔案皆具國家檔案價值，故 NARA 授權各聯邦機關銷毀不需

要的檔案，並列出的基本類別作為評估檔案是否具有永久保存之價值，基本類別

架構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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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記錄公民權利的檔案：許多聯邦檔案提供個人、團體、組織和政府機構其

法律地位、權利和義務的證據。在大多數情況下，檔案的法律權利影響

終會過期，然而，在少數情況下，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檔案對於保護合

法權利的重要性仍然存在，屬於此類別的檔案將永久保存。 

(二) 記錄聯邦官員行為的檔案：大多數聯邦檔案記錄了政府的作為。NARA 保

留包含政府活動的重要文件且對於理解和評估聯邦作為至關重要的部分，

例如，NARA 永久保留記錄聯邦機關基本組織結構和組織沿革、與機構核

心使命相關的政策、關鍵決策和舉措之檔案。 

(三) 記錄國家經驗的檔案：一些檔案記錄了聯邦作為對個人、社區或環境的影

響；政府還產生並獲取有關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物、地點、科學現像，以

及社會條件、政治和經濟活動及事件的大量資訊，其中大部分資訊沒有國

家檔案價值；然而，有些內容對於理解聯邦政府的作為及國家、人民和環

境的歷史至關重要。 

承上，NARA 列為國家檔案者計有： 

(一) 隨著時間推移，仍然保留其對記錄個人、團體、組織和政府機構的法律地

位、權利和義務的重要性者。 

(二) 提供聯邦政府重要政策制定和業務流程佐證者。 

(三) 提供美國政府外交關係和國防行為佐證者。 

(四) 提供與重大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相關之聯邦審議、決定和作為佐證者。 

(五) 提供聯邦計畫和作為對個人、社區及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佐證者。 

(六) 對瞭解美國人民及社會有重大貢獻者。 

二、 電子檔案移轉 

移轉永久電子檔案步驟：首先應確認這些檔案的保年限為永久，並且不再有

使用需要。確定檔案轉移資格後，在 ERA 2.0 系統中提出檔案轉移請求（Transfer 

Request, TR）。電子檔案管理員將審查 TR，獲得批准的 TR，就可以將檔案傳輸

給 NARA。傳輸方法將取決於計劃傳輸的記錄的類型和數量。 

NARA 可接受的電子文件格式：NARA 公告 2014-04 提供了有關將永久電子

檔案傳輸到 NARA 時使用的文件格式的指南。NARA 選擇這些格式是因為可持

續性，這些格式適合隨著時間的推移保存編碼信息。此外，這些格式通常基於國

際公認的開放原始碼或已發布的規範。 

向 NARA 傳輸永久電子檔案做法：NARA 可以接受透過電子傳輸流程的電

子檔案傳輸。用於傳輸電子檔案的常見媒體有光碟、CD-ROM、DVD 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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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或親自交付給 NARA。此外，各機構可以使用安全文件傳輸協議（SFTP）

共享文件，也可以將檔案上傳到 NARA SFTP。直接上傳到 ERA 2.0 僅限於已取

得電子檔案管理員批准的機構，此部分將隨著 NARA 持續測試而擴展功能。 

NARA 尚不提供將永久電子檔案傳輸到雲端，且還沒有規劃以此方式傳輸的

時間表。使用雲端傳輸，需要更新技術基礎設施、系統以及政策和程序。目前

NARA 的 ERA 2.0 系統與聯邦機關介接功能正在開發中，朝直接由機構端上傳或

使用雲端到雲端傳輸流程規劃。 

肆、 檔案管理培訓 

NARA 檔案管理培訓計畫提供聯邦政府機關相關檔案紀錄課程、教學資源、

網路研討會、研習證書（Credential）、輔導機關開發設計培訓資源等 5 項服務，

其中檔案紀錄的課程在 2020 年已結束了實體轉而以全部皆為線上之教學資源，

提供參訓者按照自己的時間安排課程，因此在網站上即可點選觀看課程，就其提

供培訓的資源的類型分為： 

一、 線上課程：以對象別採取分級培訓課程，第 1 級針對檔案管理人（37 門）；

第 2 級針對機關檔案管理聯絡窗口（16 門）；第 3 級針對檔管主管（15 門），

合計共 68 門課程。  

二、 微學習課程（Microlearning Lessons ）：採取情境式學習，在 10 分鐘內帶領

使用者短時間融入瞭解所需學習的內容，增強檔案管理的知識；計 6 支短片。 

三、 培訓及研習影片：透過過往的研習或培訓課程的影片，持續傳遞其課程知識，

其影片的內容主要以簡報的形式搭配課程影音提供學習。 

四、 輔助工具：該資源雖非動態影片，係以操作指南的文件型式提供使用參閱，

內容多為表格呈現重點步驟與作為等。 

五、 其他：將檔案管理的介紹或步驟，以流程圖或圖解的方式提供聯邦政府的檔

案管理瞭解運用，另針對新推動的政策，以簡報方式提供指引。 

為提供使用者快速的從網站上攫取所需運用的培訓資源，上述的各項學習資

源，區分檔案保管人、聯絡人、機構檔案專責人員、主管、一般人員、法制人員

及任命官等，從不同檔案角色，以利使用者快速汲取所需瞭解的檔案專業與知識，

也歸納電子檔案管理、檔案清查及電子郵件管理等學習主題，另外也鼓勵各聯邦

政府視需求設計所需的培訓課程，因此提供相關諮詢及輔導等支援服務。 

伍、 電子檔案管理策略規劃 

有關美國電子檔案管理政策，自 2011 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簽署管理政府檔

案（President Memorandum-Managing Government Records）備忘錄，即開啟了以

國家層級推行電子檔案重點序幕，要求相關部門在備忘錄公布後的 240 天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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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檔案管理指導政策。陸續有「M-12-18 備忘錄－管理政府檔案指引（Managing 

Government Records Directive）」、川普（Trump）政府的總統管理議程（President’s 

Management Agenda, PMA），以及 NARA 持續更新的財政年度計畫及數位保存策

略計畫等。 

NARA 針對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EOP）

發布「21 世紀政府解決方案」建議文件之「數位政府轉型」議題，提出將聯邦

機關的業務流程和文件保存全面電子化建議，並規劃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停

止對紙質檔案的接收與移轉。另，分別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及 2022 年 12 月 23

日針對電子檔案過渡議題，簽署行政部門與機構負責人備忘錄 M-19-21、M-23-

07，強調檔案管理對於民主必要性於透明度和問責制，並將聯邦機關過渡到電子

化（或無紙化）環境納入優先考量事項，以增進公眾以新的且更有效的方式與政

府互動，打破紙本流程，全面過渡到電子化環境。 

M-19-21 備忘錄指示所有聯邦機關提供總體指引，確保所有聯邦文件均以電

子格式產生、保存及管理，並附帶適當的詮釋資料（Metadata）；依據文件管理法

規，制定計畫停止機構紙質及類比文件（analog records）的保存設施，並將這些

文件移轉到由 NARA 營運的聯邦文件中心或商業儲存設施。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各機構的電子檔案轉換過程可能有所延遲。M-23-07

備忘錄強化了 M-19-21 中確立的要求，重申電子檔案過渡的基本目標，並更新

M-19-21 的目標期程如下： 

一、2024 年 6 月 30 日前聯邦機關必須以電子格式管理所有永久文件。 

二、2024 年 6 月 30 日起聯邦機關必須以電子格式及適當的詮釋資料傳輸所有永

久文件。 

三、2024 年 6 月 30 日前聯邦機關必須以電子格式管理所有定期文件或將它們儲

存在商業紀錄儲存設施中。 

四、2024 年 6 月 30 日起 NARA 不再接受傳輸永久或定期的類比格式紀錄，且

只接受具有適當詮釋資料的電子格式文件。 

五、NARA 將發布檔案管理條例和指南，以支持聯邦機關過渡到全面電子文件保

存。 

六、NARA 將制定電子文件管理（ERM）標準和要求，以提供聯邦機關採購解決

方案及服務。 

另依據 NARA 2022 至 2026 年策略計畫，其中有關開放應用政府資訊、促進

聯邦政府文件管理現代化、電子文件數位保存，及轉換至數位政府相關的策略規

劃，相關策略做法包含： 

(一) NARA 將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發布關於永久保存之紙質及類比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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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位化指南。 

(二) NARA 將向機構發佈在協作工作環境、網站和社交媒體中管理、保留和傳輸

聯邦文件的指南。 

(三) 到 2026 年，NARA 將促進其現有實體和智能控制，在可信賴的儲存設備、

保存風險規劃及風險緩解中持續應用電子文件。 

1. NARA 將在電子文件檔案系統（ERA 2.0）中實施數位保存工具和程序。 

2. NARA 將為 ERA 2.0 實施二級儲存環境。 

3. NARA 將在 ERA 2.0 中建置自動化數位保存風險評估和緩解措施。 

檔案數位化策略與合作夥伴部分，NARA 國家檔案數位化策略，由創新辦公

室負責。為擴大檔案應用，到 2026 年時 NARA 將完成數位化 5 億頁檔案，並

將檔案目錄在線上提供民眾應用。除此之外 NARA 亦歡迎公眾參與共筆計畫，

目前館藏文件檔案達 160 億頁，需掃描數位化的紙本檔案達 135 億頁，即使數位

化的工程已進行十年了，進度仍不到 1%，其中原因不乏紙本資料的性質，許多

都是有脆化危險的，如羊皮紙等。NARA 除訂有策略計畫，另建立工作小組，與

傳統定義的弱勢族群合作，尋求文件描述標題改寫的意見，並收集其意見，將不

同族群 有興趣的檔案文件數位化。包括 NARA 華府一館、馬里蘭州二館與西

雅圖皆設有影像工作室，供內部數位化工作使用。館方亦添設數位化工作室，採

用高密度掃描器，一次可掃描輸送帶上傳送的多份文件。 

 
圖 2-4 檔案數位化統計圖（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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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A 數位化主要 5 種方法，包含： 

(一) 與第三方機構合作，例如與家族史調查公司合作，目前已數位化檔案中約

60%皆由與第三方合作完成，NARA 目前簽有 23 項合約，正在執行中的數

位化案共 192 項。 

(二) 由內部專案處理，目前已數位化檔案約 20%由內部完成。 

(三) 聯邦機關文件以數位檔轉移，其佔已數位化檔案約 10%。 

(四) 建立數位文化意識，由博物館策展，展覽包括數位化的版本，展後製成目錄

上線，未來可重覆利用，佔已數位化檔案約 5.5%。 

(五) 民眾共筆活動，於一館設有創新中心工作室，供民眾預約入館自願掃描文件，

目前不到 0.5%的數位化文件由民眾完成。 

NARA 目前已掃描文件有一大部份是軍事相關文件，也因與外部機構合作，

如視源家族史研究公司 Ancestry，才能達到目前數位化檔案數量。聯邦政府撥的

預算主要支用於人力費用，NARA 的許多專案仰賴捐款。 近一個家譜學會捐贈

兩百萬美元，提供 4 年家譜系列專案使用；另有專案為美國戰時軍功授地權證資

料庫（Bountyland Application Warrant），將於 2024 年開始，預計 2027 年完成，

屆時將有 8 百萬份資料在數位化後製成線上目錄。 

在此同時，NARA 亦與第三方合作，進行微膠卷、照片、動畫、音檔數位化。

這些合作專案有時歷時數年，因此合作期間第三方可將機器留置於館內，但館方

對於合作方所使用的設備有嚴格要求，需館方批准方可採用。目前一館和二館皆

設有第三方合作的工作室。 

有關民眾參與檔案數位化部分，NARA 要求民眾以卷宗/資料夾為單位，每次

至少完成一個單位數位化。其所掃描文件納入目錄，並標註完成掃描的民眾姓名，

以表示感謝；而民眾也可帶一份掃描文件的電子檔回家。NARA 一館的創新中心

於 2015 年開放，為公眾提供了一個檔案數位化的空間；目前提供數位化的檔案

包括編譯的兵役紀錄、養老金檔案、土地紀錄和醫療記錄；民眾掃描檔案後，即

完成檔案影像數位化，NARA 上傳之後即可於線上目錄檢索到該檔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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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NARA 影像工作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NARA 月刊及雙週刊，訂閱人數 30 萬，其中不乏熱衷於共筆（含檔案數位

化）計畫的民眾；民眾除了預約入館掃描文件以外，亦可在網上註冊帳號，為

NARA 開放的文件加上註解或將文件影像轉錄為文字，NARA 集結為目錄，方便

搜索。民眾共筆的成果，館方於創新中心工作室安排兩位工作人員，控管掃描品

質，包括清晰度、文字是否容易辨認。網上共筆的網站設有一名管理員，主要過

濾無效及不合適的編輯內容，但留下惡意評論的情況並不常見，畢竟參與這個活

動的人皆對工作具有高度熱情，然而礙於人力有限，共筆後端管理流程並未針對

轉錄文字內容進行拼字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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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NARA 歷年共筆統計圖（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止） 

資料來源：NARA 

有關人工智能運用部分，AI 提供機會及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在運用方面仍

須謹慎小心，繼續探索運用方式。NARA 近的 1950 年人口普查紀錄專案就首

次使用了人工智能，館方使用光學文字辨識系統，生成人名目錄的初稿，再用人

力檢查人名拼寫。美國人口普查一般每十年一次，由 23 萬名普查員上門調查家

庭成員、年齡、職業，而每個普查員字跡皆異，NARA 採用了亞馬遜 Textract 辨

識手寫的資料，但成品不見得準確，則需民眾參與逐一檢查修改人名的拼寫，並

加上額外的資訊（例如，除了法定姓名外，可以於目錄上註解同一人的常用小名）。 

 
圖 2-7 本局人員與 NARA 人員交流檔案數位化策略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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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一館 

壹、 簡介 

NARA 的檔案主要分別儲存於一館和二館，1945 年以前的檔案歸一館收藏，

1945 年以後的檔案歸位於馬里蘭州的二館收藏。原為 NARA 行政總部的一館，

自國家檔案館二館興建完成後，大部分主要行政人員及國家檔案已遷至二館，一

館主要功能即以重要國家檔案展示，提供民眾應用檔案，以及就近支援聯邦機關

檔案管理諮詢服務等事項。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是《獨立宣

言》、《憲法》和《權利法案》的所在地。這些創始文件以及勞倫斯·奧布萊恩

（Lawrence F. O’Brien Gallery） 畫廊、公共保險庫和以權利文件為特色的大衛·

魯賓斯坦畫廊（David M. Rubenstein Gallery） 每天上午 10 點至下午 5 點 30 分

對遊客開放，可參觀或使用的範圍計有檔案研究室、縮微膠卷研究室、圓形大廳、

公共保險庫、威廉·麥高恩劇場（William G. McGowan Theater）、勞倫斯·奧布萊

恩畫廊等。國家檔案基金會（Foundaton for the National Archives） 透過募款、出

版品、線上計畫、行銷及各種創意策略，鼎力支持國家檔案推廣及博物館營運。 

 
圖 3-1 NARA 檔案博物館圓形大廳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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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NARA 一館地下室平面圖 

資料來源：NARA 

 
 
地下室 
威廉·麥高恩劇場：舉辦以國家

檔案館館藏為主的特殊課程及

公共課程。 
 
憲章咖啡：供應湯品、沙拉、

三明治、輕食及飲料 

 

 

圖 3-3 NARA 一館一樓平面圖 

資料來源：NARA 

一樓 

大衛·魯賓斯坦畫廊 

常設展區，探討美國爭取人權及自

由的發展史。展區重點為 1297 年

大憲章原稿，當初啟發美國開國元

老的文件。 

 

二樓 

 自由憲章圓形大廳：保存全美 珍貴的文件—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及權

利法案。瞭解憲章的源起及對於之後發展的重要性。 

 東廳藝廊：展出精選文件（展出內容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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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寶庫（Public Vaults Exhibition）：是進入國家檔案館浩瀚收藏區的旅

程，可參觀許多精彩的原版紀錄和從事互動活動。 

 勞倫斯·奧布萊恩畫廊展出以國家檔案館紀錄為主題的特展。 

 波音學習中心（Boeing Learning Center）：舉辦適合所有年齡層的活動。 

 總統會議中心：提供私人活動聚會空間。 

 

圖 3-4 NARA 檔案博物館二樓平面圖 

資料來源：NARA 

 

貳、 檔案博物營運與發展策略 

NARA（包含國家檔案博物館）屬於政府機關，受國會監督；NARA 的資金

一部分來自政府，一部份來自非營利組織（即國家檔案基金會）。而國家檔案基

金會的募款方式，除了在網站上採取年費會員或館內可見的捐獻箱之外，同時以

展覽、教育或其他活動等專案募款，但不論捐款者為何人或金額的多寡，皆無法

對於內容或廣告等有任何要求，以維持該館的中立與官方立場。 

博物館免費開放參觀，為提供良好的觀展環境，館方控制入館人數，開放未

來 3 個月的預約定時入館參觀，時段為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以確保 晚

入館者能充足的參觀時間，如未提出入館的預約，則可能無法進入參觀，預約申

請費用為美金 1 元，且享有免費修改時段的服務，但如取消申請則無法退費，至

於預約的網站為政府官方整合各部會活動的預約平臺。 

在對外服務與行銷的部分，館內設有公共事務組及資訊傳播組，系統性服務

不同族群需求，並考量各年齡層偏好的社群媒體平臺，發送適合該族群的社群媒

體行銷內容。此外，於疫情期間，NARA 意識到實體教育活動與線上教育活動的



28 
 

不同，平常於館方的劇院舉行教育活動，參加人數 多 9,000 人次，而線上活動

參加的範圍可達世界各地，一年高達 23 萬 5 千人次參與，這使得 NARA 重新思

考規劃教育活動的方法，以增加活動的效益，而採購廣告也是方法之一，資金主

要來自基金會。 

負責社群媒體的人員，每周都會安排與典藏研究、教育組及其他相關部門召

開例行會議，提前預擬社群媒體的行銷貼文。計有 12 位員工，包含公共事務組

3 人、教育組 7 位，有的遠距工作，有的負責展廳導覽工作，接待教師與學生參

觀團體。 

參、 國家檔案教育推廣 

NARA 教育性質的展覽主要在社群媒體上行銷，效果較能無遠弗屆，在各州

的民眾都能看到。教育部門在線上展示的檔案文件，同一主題都有 2 至 3 件，訴

說不同的故事，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培養批判性思考，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同一個

問題或事件。因此，在網站上，教育部門並不會提供教案來告訢讓老師怎麼教，

而是讓主題、文件走進學校教室，讓學生反覆思考並挑戰眼前的史實。美國歷史

課本內容不多，很難促進深度思考，因此，教育部門與 NARA 的典藏研究員、

策展人的合作很密切。 

有關與各級學校合作教育性質的活動部分，NARA 主要與高中及以下的學校

合作，主要目的有二。第一，美國教育理念已六、七十年不變，根據研究，85%

教師認為教科書內容不足並不影響教學，目前正在推廣社會學運動，即使老師的

知識基礎不夠廣泛無所謂，希望他們能與學生共同探索發現，從歷史文件中發掘

新的角度，上課的重點不是學什麼內容，而是怎麼思考。NARA 設計的活動主要

引導學生閱讀、找資料等。 

DocsTeach 為一入口網站，有 13,000 份文件供老師使用，例如美國南北戰爭

相關的多份文件、故事，提供不同敘事角度，該網站亦有 14 種教學內容及互動

遊戲，包括閱讀、圖片拼圖及證據秤秤看；NARA 有專門的人員不時新增活動，

甚至會將教師設計的遊戲放上網頁。 

這樣的設計方式讓更多老師、學生受惠，若老師利用該網站的資源進行教學，

每周至少用一次，學生就有更多機會學得更深，以彌補教科書的不足，而老師可

以利用網上的資源設計教案，自己決定用什麼材料，選材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

許，畢竟若選材受限，等於剝奪了學生認識歷史的機會，就很難放眼未來。 

在 NARA 的 DocsTeach 教學網站中可讓使用者探索第一手資料、發現可供

教學的活動，同時創造有趣且引人入勝的活動。若登錄為 DocsTeach 會員，則

從無到有，以原始檔案為靈感，設計適合不同年齡學生的教案；若為教師，則亦

可列出問題成為學生的家庭作業。另一生成教案方式為，參考 NARA 教育團隊

及各地教師已完成之教案， 直接使用或是修正後應用，甚或依《創造教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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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to Creating Your DocsTeach Activity ），運用「遮蔽」、「聚焦」、「事件串

連」、「拼湊歷史」、「分析文件」、「審酌證據」、「討論主題」、「轉譯資料」、「比較

與對照」、「局部放大/裁切」等線上工具設計教案，學生可在教案網頁繳交回應內

容，教師則可在「學生回應」欄位中閱讀回饋，或透過電子郵件獲得學生的反饋

意見。 

肆、 國家檔案展覽 

NARA 轄下國家檔案館典藏自 1775 年之重要國家檔案，包括遠近馳名的

「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人權法案」、「解放奴隸宣言」等彌足珍貴之史料。

每年僅有 1%至 3%之機關檔案被徵集為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國家檔案。所有史

料皆受到妥善保存，對於政府組織運作、大型學術研究、社會大眾近用等面向別

具意義。 

一、 三份建國文件介紹 

（一） 獨立宣言：獨立宣言陳述了政府與國民身份之定位與原則，與其他建國

文件不同的是，此宣言並未有法律性約束，但仍具有十足影響力，林肯

總統曾稱其為「對於暴政與迫害之鞕策與羈絆」，因為此宣言仍持續激

勵全球人民為自由與平等而戰。 

（二） 憲法：憲法是一個龐大的集合體，串連起各州不同的利益、法律及文化

團體。憲法將全體國民視為一體，賦予人們相關權利。若無憲法，則美

國經驗（American Experiment）就可能如當初迅速建立一樣戛然而止。 

（三） 權利法案：權利法案是美國憲法第 10 修正案，揭櫫美國人民與政府之

間的關係，保障個人公民權與自由權，例如：言論、媒體、宗教自由。 

二、 展覽技巧與特色 

（一） 加入起草美國建國文件行列（Join the Signers of America's Founding 

Documents） 

NARA 在網站上設計了互動式頁面，網頁造訪者在輸入姓名後即可成為

美國建國文件的起草人之一，並從字裡行間，感受 1776 年 7 月 4 日的獨立宣

言主張美國殖民地的百姓應脫離英國統治，同時和來自 13 個殖民州計 56 位

代表一起署名的特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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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參與獨立宣言起草之署名互動式頁面 

資料來源：NARA 

（二） 1936 福克納壁畫 

美國國家檔案館建築師約翰．羅索．波普（John Russell Pope）在設計自

由憲章圓形大廳時即預留兩幅壁畫空間，爾後由貝瑞．福克納（Barry Faulkner）

於 1933 年至 1936 年間完成，畫家以充滿寓意的畫面描繪起草與公布美國獨

立宣言與憲法的場景。兩幅畫作各約 14 呎 x37.5 呎（約 4.23 公尺 x11.43 公

尺），為該展示空間帶來色彩與生機。另網站亦提供繪製壁畫的幕後故事，以

及 2002 年修復畫作之歷程介紹。 

 
圖 3-6 福克納壁畫—獨立宣言之開國元勳群像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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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福克納壁畫—制憲之開國元勳群像 

資料來源：NARA 

 

（三） 認識憲法起草人（Meet the Frames of the Constitution） 

美國制憲會議除了羅德島外，其餘 12 州計有 70 位立憲代表，扣除不能

接受憲法主張，或另有要事不克出席者，計有 55 位出席惟僅有 39 位在第一

版憲法文件署名。立憲代表年齡區間自 26 歲的 Jonathan Dayton 至坐轎子與會

的 81 歲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該專屬網頁提供 70 位立憲

代表生平簡介，只要點入各州項下的姓名即能點閱。 

三、 其他相關資源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班傑明．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與

家族）、湯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約翰．傑伊（John Jay）及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美國

重要的 7 位開國元勳，在「開國元勳」（Founders Online）網頁上計有超過 18

萬 5 千份可供搜尋的文件，所有內容皆透過開國元勳文件專案完成註釋，計有以

搜尋頻率前 10 名之「作者」與「收件人」，還有以建國前後及總統任期加以區別

的「年代」三類，另有獨立的權利法案（Records of Rights）線上展覽。 

四、 展覽規劃與文創商品 

NARA 展覽除固定長期展覽外，其他展覽一般展期 18 個月；18 個月換一次

展覽主題好處為可激發新主題，有些特展不僅包括文件，也有系列主題、照片，

有時候則策劃較小眾的主題。過往對特展的檔案目錄以出版方式擴散效果，現今

則採線上提供應用的方式辦理。一般檔案文件轉移至檔案博物館需歷時 20 至 25

年，加上館方都會提前策展，通常於開展五年前便有展覽規劃，目前館方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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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已經排到 2028 年。有關 NARA 檔案博物館的展覽是否採用虛擬實境或擴增

實境，NARA 正在策劃的一項展覽將會用到虛擬實境，展覽主題為 21 世紀科技，

其中包括協助搜索文件的軟體，這些新的科技也能提供較深度的參觀行程。而館

方尚未導入 5G 專網的應用，NARA 檔案博物館在今年始成無線網路設備，於此

之前，博物館參訪者只能用行動熱點，無線網路僅於 NARA 供行政、研究使用。 

 

圖 3-8 NARA 公眾教育計畫人員向本局考察人員說明展覽規劃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展館設有「我的檔案商店（My Archives Store）」，收入用於因應展覽開銷及

舉辦國家檔案延伸教育課程，商品主要是以美國意象為主，部分加入 NARA 的

標誌，文創商品的樣項多元，包含服飾、配件、文具等日常生活常見的民生用品

為主。 

 

圖 3-9 國家公園主題周邊商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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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歷任總統及具美國意象的襪子專區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1 NARA 檔案博物館 Logo 衣物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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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本局人員與 NARA 署長 Colleen Shogan（右 3）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3 本局陳副局長海雄致贈 NARA 署長本局文創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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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進入 NARA 一館換證之識別胸夾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5 NARA 署長送給重要貴賓的紀念幣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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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與研究中心 

壹、 簡介 

隨著館藏量日增，NARA 一館典藏空間於 1970 年達飽和，當時為改善典藏

空間不足問題，自 1970 年起將徵集所得超過 50 萬立方英呎的國家檔案，移轉至

位於馬里蘭州蘇特蘭郡（Suitland, Maryland）的華盛頓文件中心儲放，然庫房空

間不足的壓力仍未解除，直到 1985 年美國國家檔案館正式躋身為相當部會層級

的獨立機關，於 1987 年經國會眾議員 Steny H. Hoyer、馬里蘭州參議員 Barbara 

Mikulski 與 Paul Sarbanes 協助，獲得馬里蘭大學捐贈 33 英畝土地供興建一座新

檔案館，並開始相關法制作業及編列預算支應館舍興建工程，於 1988 年由雷根

總統核定經費准予興建，並於 1991 年正式動工。 

在設計施工的這段期間，NARA 也同時規劃如何將檔案移轉至二館典藏，

1993 年 10 月第一批 NARA 員工正式進駐二館辦公，每日有固定班次的交通車

往返 NARA 一館與二館，1994 年 5 月 12 日落成啟用，NARA 大部分主要行政

人員及國家檔案已遷至二館，目前是 NARA 行政及檔案典藏中樞。 

二館距離華盛頓區約 16 公里，典藏容量約 836 公里，檔案閱覽空間分置於

5 層樓，其結構與環境標準是當時各國建置現代化檔案館之標竿。二館除增加國

家檔案的典藏空間之外，設計時有二項功能要求：1.具先進科技的檔案館建築、

不同的場所有不同的進出權限限制與服務功能；2.採用先進技術建置檔案典藏空

間，各媒體類型檔案保存技術實驗作業空間與設施等。 

 

圖 4-1 NARA 二館於 1994 年落成啟用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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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為電子檔案做準備 

NARA 二館的設施也成為檔案館面臨的下一個重大挑戰的準備場所。電子檔

案時代即將到來，技術正在迅速發展，NARA 必須確定如何保存電子檔案紀錄，

這些紀錄很快就會像 78 rpm 錄音一樣難以應用；尤其是 1993 年至 2001 年柯林

頓政府期間，使用電腦製作官方政府記錄的數量遽增，紙本檔案、電子郵件、網

頁和其他類型的電子紀錄，都對一個成立 50 年以來主要處理紙張、印刷照片、

錄影帶和膠捲的機構構成了重大挑戰。技術發展很快，面臨的挑戰也很明顯，即：

「弄清楚如何保存用當今的資訊軟硬體創建的紀錄，以便在多年後都可以應用這

些紀錄。」 

經過多年的研究，NARA 工作人員和當時的少數電子檔案工作人員決定建立

他們所謂的電子文件檔案辦公室（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office, ERA office），

ERA office 的設立歷時數年、耗資數億美元，於 2000 年始正式成立，但其意義

及效益深遠，該辦公室為 ERA 開發的技術可提供比 NARA 規模小的檔案館使

用，例如州和地方政府、私營公司、主要圖書館和大學的檔案館。總統和國會為

其提供了巨額的撥款支持，2008 年，ERA 從 4 個試辦機構獲得了第一批文件，

2009 年 1 月，它開始獲取喬治·W·布希白宮的電子文件。NARA 還與多家私營公

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將數千份傳統紙質檔案數位化，以便及時透過 ERA 提

供這些檔案。 

電子文件檔案計畫（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簡稱 ERA）是 NARA 針

對聯邦政府電子文件長久保存而開發的計畫，計畫始於 1998 年，採用開放檔案

資訊系統（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OAIS）為參考模型來架構系

統，於 2011 年完成基本系統建設，2012 年起，NARA 要求所有聯邦機關使用

ERA 繳交保存年限區分表來供 NARA 檔案人員審核，並依據審核結果以 ERA 管

理永久檔案的移轉。 

惟 ERA 並未完成長期保存系統的全部功能，譬如尚未整合檢索系統、未能

在系統上進行格式轉置等，另因技術升級淘汰速度加快，也逐漸顯露出 ERA 的

技術架構限制，維護成本也持續增加，因此，2015 年起 NARA 啟動 ERA2.0 計

畫，建設新一代的電子文件檔案系統，並於 2020 年全面上線。 

ERA2.0 仍以 OAIS 為參考模型，且為提高系統的靈活度，ERA2.0 新增了

「數位處理環境」、「數位物件儲存庫」和「業務物件管理」三個模組，以支持將

永久保存的聯邦檔案移轉到 NARA 保存。「數位處理環境」係指可上傳原生性數

位檔案及數位化檔案，並提供各種用於驗證、技術處理和 Metadata 處理的軟體

工具；「數位物件儲存庫」是接收從數位處理環境來的數位資料，並提供安全的

檔案儲存；「業務物件管理」是提供線上的表格及提供審核人員批核的工作流程，

用於安排聯邦政府進行檔案的移轉。原本 ERA 亦有提供此流程，但僅止於聯邦

或總統、國會至 NARA 的單一流程，ERA2.0 則新增包含用於立法、司法、數位

化的類比檔案及捐贈檔案等工作流程，並具備隨需求變化更新工作流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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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2.0 在開發中尚有另一個特點，即是選擇積極利用雲端技術，以雲端技

術架構的 ERA2.0，為 NARA 提供了新的保存指標—每個電子檔案將有多個副本

安全地保存在分散的伺服器上，而隨著資料中心營運成本移到雲端，NARA 能更

充分、有效地將資源集中在開發及保存永久檔案所需的工具與程式等核心任務上。 

 
圖 4-2 NARA 二館入口大廳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參、 檔案管理 

一、 紙本檔案移轉 

聯邦機關檔案在移轉的時候，會裝在無酸紙箱內，在完成檔案整理後再改成

卷宗；NARA 從聯邦文件中心移轉過來的檔案，箱子上貼有條碼，做為聯邦文件

中心管理檔案使用，並隨著檔案移轉到 NARA，相關的詮釋資料也透過全國性的

系統移轉資料，95%的檔案在移轉時就有目錄，完成整理的檔案目錄方上網公告。

至於移轉數位化檔案的優先順序，則視檔案搜尋之熱門程度而定。 

二、 電子檔案移轉 

電子檔案移轉之處理流程，依序為：轉移、與聯邦政府機構合作評估文件、

檔案處理、加上檔案描述、儲存於電子資料庫， 後公開供民眾檢索。NARA 負

責電子檔案移轉的主責單位為營運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其主要職能包含制定檔案管理的政策、規章，管理排程並提供相關訓

練，讓聯邦政府機構瞭解政府的要求，另有相關報告監督聯邦政府轉移到 NARA

的檔案審核，機關報送的檔案保存年限，以及評估鑑定聯邦政府的檔案文件。若

有經鑑定具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則機關依據檔案相關規定，需按照指定時間將

檔案移轉至 NARA，並於 ERA 系統提出檔案移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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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長辦公室下轄位於 NARA 二館的電子檔案管理組 (Electronic 

Records Division)自 1969 年起即管理、保存、處理、公開電子文件檔案。電

子檔案管理組管理國家檔案使用的系統眾多，下圖左邊為進入 NARA 的檔

案生命週期，右邊則為支持檔案管理整個週期的系統。 

 
圖 4-3 檔案管流程與支援系統 

資料來源：NARA 

電子檔案管理組制定 NARA 接受的媒體格式，包括磁帶、數位線性磁帶

（Digital Linear Tape）、CD、DVD。然而疫情期間，遠距工作的人員增加，透過

網路移轉檔案的數量大幅增加，因此 NARA 也接受安全加密的電子檔案格式，

制定 Bulletin 2014-04 檔案轉移格式規範，提供聯邦機關參照。電子檔案移轉流

程包含： 

(一) 移轉第一步驟為確認檔案內容無誤。因為數位檔案不比紙本文件，無法直接

開箱檢查，因此需仔細比對內容。 

(二) 第二步為處理檔案，仔細檢查電子檔案內容。這個步驟可運用的資源工具眾

多，包括商業開發及 NARA 內部開發的工具；其中一項是 NARA 內部開發

可過濾敏感個資軟體的工具，於檔案入庫前辨識敏感個資以防洩漏任何不應

公開的資訊。 

(三) 另有一套軟體可將移轉的檔案轉置成 NARA 可接受移轉的檔案格式；其他

工具還有確保地理空間檔案資訊完整和準確的軟體。這些工具在 GitHub 上

都為公開的資源。 

電子檔案管理組的保存工作一項重大變革是將保存的磁帶資料存到雲端硬

碟。目前所保存的資料已達 465TB，而 NARA 數位化保存的資料共 800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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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電子檔案移轉格式（NARA Bulletin 2014-04） 

資料來源 NARA 

 

 
圖 4-5 紙質類檔案數位化移轉格式範例 

資料來源：NARA 

NARA 管理整個檔案生命週期的多個系統之間並無介接，個別系統的資料

可以移轉，目前館方正積極整合系統。未來將透過 NARA 大 關鍵的 ERA 2.0

系統，全面統整檔案從排程到入庫的流程。 

入庫的檔案皆加上描述以便檢索，目前 NARA 已完成描述的電子檔案已有

1,600 系列，目前館中 766 系列的檔案已納入目錄並公開者達 40%以上。檔案公

開的方式管道有三，包含以數據資料庫供檢索、NARA 檔案目錄、FTP 媒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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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案管理 大部分為有結構的數據資料，還有文件電子檔。近期複合式的檔案

數量增加，例如地理空間資料。 

2004 年至今，NARA 的「近用檔案資料庫（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 

檔案已達 2 億 5 千萬筆，NARA 轄下所有機構皆可檢索。以「臺灣」為關鍵字搜

索所得資料，其中一項為某位在臺灣出生的民眾於美國社會安全局的紀錄。美國

社會安全局的資料可公開搜索乃因任何登記在案的個人資料，若已身故或年滿

120 歲以上皆可公開，其中 120 歲以上民眾為推定已歿；另一筆為國務院於 1977

年嚴家淦總統恭祝美國前總統卡特上任的電報。 

NARA 於 2024 年 6 月以後，將只接受數位格式的檔案，依據 2022 年 12 月

23 日預算辦公室文件規定，無論是否是機密，都要以數位化移轉，經依規範格式

確定要移轉的數位化檔案，會給予時程表，並告知移轉機關何時可銷毀原件。 

檔案管理處的職責為向聯邦機關闡明相關規定，包括電子檔案的格式與標

準，並提供檔案轉移的排程，其中包括原件銷毀時間。NARA 網站的聯邦文件管

理網頁資訊齊全，可供聯邦機關與民眾參考，並協助機關因應新規定修改檔案轉

移流程，包括電子檔案格式、原件銷毀排程、永久保存檔案等。網頁並有臨時性

檔案、待銷毀檔案、永久保存檔案的標準規範、檔案移轉至入庫保存的流程、提

供聯邦機關相關講座、訓練等資訊。 

三、 機密電子檔案保存與移轉 

機密文件以安全加密機制儲存於實體地點的獨立電腦硬碟中，且機密檔案仍

以磁帶格式移轉與修復。雖屬電子檔案，但不儲存於雲端，而是儲存於有安全保

護之實體設備設施中。機密文件的儲存，屬原生性電子檔案者，並根據不同機密

等級，有不同的儲存機制。 

機密文件由工作人員辨識文件屬性，若屬資訊自由法例外，可不公開。機密

檔案的目錄，在上網公開前，會先檢視檔案內容，可以公開的，才放上網站，若

符合資訊自由法案 9 類豁免公開資訊，則不公開，但館方仍可將豁免檔案的敏感

資料移除之後數位化。對於紙本機密文件，館方不主動數位化或公開，若有人根

據資訊自由權利申請機密文件公開，才進行該檔案數位化。依資訊自由法，民眾

調閱文件，會將極其機敏感資訊遮蓋，甚至不公開。 

NARA 對機密檔案並沒有解密的權利，而是由所屬的國家解密中心審查，並

與其他聯邦機關聯繫，才能決定是否解密；而待解密文件在送往國家解密中心前，

需由檔案管理處先排程，文件移轉前即已知道機密程度，所有經手國家機密文件

的工作人員必須經過背景調查，他們可以閱覽檔案內容，但無權解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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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中心與檔案應用服務 

美國國家檔案研究中心工作人員提供研究協助服務、協助展開研究，而不是

協助研究本身；研究協助服務受三個關鍵因素限制：研究問題的性質、可用查找

工具的精確度，以及相關的編排描述。具體的問題描述（如重要的名稱、日期、

事件以及聯邦文件可用於進一步研究的任何證據），有助於查找相關資料，過於

廣泛或者涵蓋範圍籠統，工作人員可能只能識別相關主題的整個文件系列，而不

是單個項目。在許多情況下，檔案研究的複雜性並不適合遠距使用輔助工具及查

找大量檔案，在這些情況下，就會建議民眾到指定的研究室，以利進行研究協助。 

NARA 鼓勵研究人員在進行研究訪問至少 4 週前，先將參考查詢資料以電

子郵件寄送給工作人員，以利其進行研究申請登記、必要的準備回復。如果研究

人員對 1960 年代以後的檔案、具敏感性政府職能機構（例如州、司法部、聯邦

調查局和情報機構）的檔案、無法提供完整或部分識別的檔案（機構分配的編號，

例如國務院「批次檔案」編號，國家檔案館並不總是使用這些編號）； 近才移

轉到國家檔案館的檔案等議題感興趣，提前聯繫更是必要，因為這些檔案通常會

涉及一個耗時、多步驟的過程，研究人員可能需要向原始機關索取更多資訊，

NARA 工作人員可能需要查閱傳輸文件、列印輸出、初步查找工具和分類索引，

以幫助找到感興趣的文件。 

NARA 提供的研究支持服務主要包括：提供管有的檔案資訊（包含協助查找

替代參考資料來源）、在研究室提供檔案（包含介紹現場研究協助服務、研究設

施以及處理檔案物件的規則等），以及以付費方式提供檔案複製品。 

此外，NARA 另提供建議之獨立研究人員名單，來源包含歷史學家和專業協

會的系譜學家等，這些研究人員不是 NARA 員工，NARA 亦不對其提供之服務

負任何責任，名單分別按研究主題、媒體類型、研究機構等排序。各獨立研究人

員，研究主題專業包括非裔美國人歷史、人口普查記錄、冷戰、國會紀錄、海岸

警衛隊/燈塔/海關記錄等等；媒體類型專業包括音頻/錄音、製圖/建築/船舶計畫

紀錄、電影和影像、照片和圖片等；總統文件包括歷任總統博物館與圖書等。 

NARA 二館的研究室僅接受預約開放，營業時間為平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管有 150 萬立方英呎的文件檔案，聯邦政府的資料都會移轉到這

裡（包含國務、環境保護局等所有政府部門公務人員執行公務的檔案），90%的檔

案移轉自聯邦文件中心，另有 10%的檔案直接移轉自聯邦機關，因為有些聯邦機

關有自己所屬的文件中心，且部分委員會執行任務產生的文件，在任務編組結束

前，直接從委員會移轉至 NARA，另外，白宮資料與符合總統檔案法、聯邦政府

資料相關法令的資料，也會直接移轉到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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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依媒體類型區分為不同部分，研究者必須先預約，並於使用研究

空間之前必須經過培訓（簡單的講習）及先至註冊處註冊取得識別證，掃描識別

證上的條碼後，即可進入研究中心從事個人研究相關事務。 

 

圖 4-6 研究人員識別證掃描機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大的研究室可同時容納 120 位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可調閱資料包含已經

整理（主要是以箱子裝的）及未整理的資料，並且因應疫情之後大量的研究應用

需要，提供研究者可於研究中心設置的桌上型掃描設備，直接進行檔案掃描，研

究人員自行掃描的檔案，可以直接帶回家，而且館內提供便利的無線網路，研究

人員也可以將掃描的檔案傳輸到網路上。於研究中心開放的早上 9 點到下午 5 點

期間，研究人員都可以申請調閱資料，等待時間約 1 個小時；於館內申請調閱檔

案免費，且沒有數量限制，且多數都是現場才提出調閱申請。 

 

圖 4-7 NARA 二館可容納 120 人的研究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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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依據資訊自由法可調閱一般性檔案，沒有應用限制；但若申請調

閱事涉敏感的聯邦政府檔案，則會事先檢視。而聯邦機關於辦理檔案移轉前，若

移轉資訊內容涉及敏感資訊，應依規定事先提出。 

研究人員調閱的一般檔案均已由 NARA 自由資訊檔案處負責檢視涉及個人

資料等內容，經完成檢視的檔案才入庫；機密文件則必須由國家解密中心，經審

查並經解密之後才能調閱。 

每天都有超過 10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到訪進行研究，除了研究人

員之外，還有一般學生、退伍軍人、家族史研究專家及專職從事研究的人員。目

前館方致力於訪客的體驗與反饋，以改善服務。 

 

圖 4-8 本局人員參訪 NARA 二館檔案研究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9 NARA 二館檔案諮詢服務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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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隨時都可以到諮詢處進行諮詢，每位工作人員都有其專長，在諮詢

填表之後，專業工作人員即協助調閱檔案。 

 
圖 4-10 NARA 二館諮詢服務申請表 

資料來源：NARA 二館 

另外，地理檔案研究室主要提供地圖資料服務，包含地理資訊、地圖、建築

工程圖、空拍地理地型圖等。 

 
圖 4-11 地理檔案研究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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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檔案保存修護 

在 NARA 二館檔案保存修復工作室中，專業的修護人員現場介紹示範熱熔

膠紙與可重複濕潤的薄紙修復檔案。一般而言，檔案要使用何種材料進行修復，

需經過多方考量，包括紙的狀況、墨水、發霉與否、破損大小等。熱熔膠紙對發

霉文件及建築工程圖較為有效；可重複濕潤的薄紙則較適合用於 19 世紀的文件，

因為當時文件普遍都會上膠，可重複濕潤的薄紙較易操作，若有問題也較易修正。 

 
圖 4-12 本局人員參訪 NARA 二館檔案保存實驗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13 熱熔膠紙修復材料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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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熱熔膠紙修復時使用的熨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15 可重複濕潤的薄紙修復材料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檔案數位化前的修復工作只會先進行局部修復，重點在處理有助數位化工作

的部份，例如先修復紙張上的裂縫，將摺起來的部份攤開，清潔文件表面，並將

每一頁的附件重新黏貼上去，讓掃描較容易進行。數位化首先掃描整頁，接著翻

開浮貼的附件再掃描一次，但若附件下並無內容則不需再掃描。館方規定文件上

剝落的碎片必須保存於聚酯材質的透明檔案夾，若找得到剝落處則補回去，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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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則由相關部門決定是否保留碎片。除蟲主要採低溫除蟲法，將檔案放置於

負 20 攝氏度的低溫 3 天，移回室溫 1 天，如此循環進行兩次。而且在庫房等有

大量檔案的地方，嚴禁飲食，以杜絕蟲害。 

 
圖 4-16 保存於聚酯材質透明檔案夾的文件剝落碎片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檔案數位化部門現有 56 位員工，目前正要過渡到新的數位化工作室，並增

加 8 名員工。NARA 一館、二館及西雅圖館皆設有大量掃描器材，數位化範圍包

括文字、照片、微縮膠片。二館數位化實驗室設有鏡頭在上方的頭照式掃描器

（Overhead Scanner），解析度高達 1 億畫素，過去檔案掃描以微縮膠片儲存，但

NARA 現行政策統一僅用電子檔案格式儲存，例如，掃描後的圖像以 tif 格式存

檔。目前數位化的檔案主要以 NARA 決定公開的文件為主，近期數位化的檔案

主要為阿拉斯加安克拉治檔案閉館後移轉的檔案，以及弱勢族群的相關檔案。 

 
圖 4-17 國家檔案館二館數位化實驗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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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盛頓國家文件中心 

壹、 美國聯邦機關文件中心及其類別 

一、 機關檔案中心之定義與功能 

本局「機關檔案中心設置之政策研析與建議」委託服務案（薛理桂、吳宇凡，

2021），爬梳相關文獻，整理國內外對於機關檔案中心論述，進一步瞭解機關檔

案中心的定義、目的與功能，歸納如下： 

（一）機關檔案中心係配合檔案生命週期半現行檔案管理所設置。檔案自產生

後至進入檔案館典藏，分作現行檔案、半現行檔案、非現行檔案三個時

期；現行檔案由原產生機關負責管理，非現行檔案則由檔案館管理，至

半現行檔案，在過去多由原產生機關自行負責，然隨著各機關檔案庫房

壓力遽增，而有機關檔案中心的設置。 

（二）機關檔案中心係機關檔案移轉至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前之中繼設施機關，

檔案中心係由美國所創設，用以配合檔案生命週期辦理現行檔案管理所

設置之中繼設施，主要在於銜接機關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庫房前的過渡

期，為世界各國完善全國檔案體系所採用。 

（三）機關檔案中心的目的在於更經濟地典藏檔案，以解決機關檔案管理的支

出、提升行政效率，從而避免檔案無故的散佚與銷毀。機關檔案中心的

設置，在相對更低的人力、成本支出下典藏各機關原始價值逐漸降低的

機關檔案。 

二、 美國聯邦機關文件中心及其類型 

依據上述委託服務案報告，美國聯邦機關檔案中心（Federal Records Centers, 

FRC）服務主要係以「機關檔案中心計畫」（Records Center Program, RCP）為依

據，該計畫對於機關檔案點收、儲存及服務均有相關規範，也發展完成「機關檔

案中心資訊處理系統」（Cente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CIPS），提供藉由

條碼管理進出機關檔案中心之檔案，並可提供委託代管之原機關透過網際網路查

詢本機關的檔案。根據 NARA 的行政規則第 1228 條有關機關檔案管理的規定

（Subchapter B - Records Management）中明定，聯邦機關的檔案可以儲存在符合

規定的存放處所，包括由 NARA 設立的「聯邦機關檔案中心」、由聯邦政府督導

的「非聯邦機關檔案中心」、由私人設置之「商業機關檔案中心」3 種類型，此規

定確立美國地區聯邦機關檔案可委託「商業機關檔案中心」所提供機關檔案寄存

服務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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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聯邦機關文件中心規模 

美國聯邦機關文件中心自詡為 瞭解聯邦文件的 NARA 所屬機關，自 1950

年以來保存的國家文件，包括公民納稅申報表、官方軍事人員資料夾、護照申請

和機密軍事文件，隨時提供聯邦機關必要的事證資料，並協助處理複雜的聯邦法

規，以確保國家的文件受到保護，並可持續使用；提供完全符合法規的保存設施，

保護文件免受火災、盜竊、害蟲、水損和自然災害的影響；為聯邦客戶提供高品

質、具有成本效益的文件儲存和服務。有關聯邦文件中心的主要統計數據摘錄如

下：全美 9 個地區計有 18 個文件中心，典藏計 2,600 萬立方英呎文件，每年處

理 1,300 萬個文件參考申請，每年回收 1.8 萬噸紙張，聘用約 1,100 名專業聯邦

僱員，服務近 400 個聯邦機關。 

表 5、美國聯邦文件中心相關統計 

聯邦文件中心 

2600 萬立方英呎的聯邦機關文件，包括： 

 為 NARA 儲存了 100 萬立方英呎的「就地移轉」

（accessioned-in-place）文件 

 超過 329,000 立方英呎的機密文件 

 為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提供超過 49,000 立方英呎友好合作

儲存空間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前正常營運的 後完整年度） 

 超過 110 萬立方英呎的新物件被儲存（Shelved） 

 清理（Disposed）超過 110 萬立方英呎 

 完成了超過 140 萬個一般檔案參考請求 

 移轉超過 31,000 立方英呎的永久檔案至 NARA 

資料來源：NARA 

 

四、 美國聯邦機關文件中心服務做法 

(一) 聯邦機關將文件移轉到聯邦文件中心前置準備 

1. 整理文件：聯邦機關按文件分類編號和截止日期將具有相同處置權限代碼

的文件分為系列，系列是指具有相同處置權限和相同處置日期的案卷；並

以系列為移轉的單位裝進箱子，通常一系列以一年為原則。 

2. 打包文件：在每個箱中留出 1 到 2 英吋的空間，以便於檢視；不同媒體型

式（例如磁片、縮微膠卷或錄影帶）不能與紙質文件存放在同一箱子中。 

3. 準備文件轉移申請單（SF135）：檔案和文件中心資訊系統（Archives and 

Records Centers Information System, ARCIS）是移轉文件至聯邦文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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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安全的方法，文件轉移申請單（SF 135）為移轉時的必填表格，相關

欄位包含文件移轉機關、承辦人員聯絡資訊、移轉檔案目錄資訊等 

(Federal Records Center, n.d.)。 

4. 提交文件轉移申請單（SF 135）：完成所有必填欄位後，在 ARCIS 中向負

責轄區的 FRC 提出申請。F135 表格可透過 ARCIS 系統提出，也可透過電

子郵件發送至負責的 FRC。 

5. 文件移轉的批准（SF135）：FRC 移轉團隊將在 10 個工作日內審核並批准

或退回文件移轉申請，獲得批准後，FRC 會將已批准的 SF135 副本透過

電子郵件發送給機關聯絡人，並由機關將經批准的 SF 135 副本放入移轉

文件的第 1 號箱子中。一旦獲得批准，就可與各 FRC 移轉團隊協調運輸

事宜。 

6. 包裝：各地 FRC 在棧板堆放箱子的順序方面略有不同，機關移轉前應聯

繫 FRC 移轉團隊以確認正確的做法，運輸前應使用鋼帶、塑料帶或繩帶

等將棧板牢固地捆紮起來。 

7. 協調運送：各機構在收到文件移轉請求後 90 天內安排運送移轉文件，如

果在此期限內無法進行移轉，則通知 FRC 移轉團隊。各機構可以使用美

國郵政服務、商業承運商或快遞運送，25 箱或以上的貨物必須用棧板裝

運，對於 50 箱或以上的大件貨物，應聯繫 FRC 轉運團隊安排交貨日期，

並指示商業承運人在交貨前 24 小時聯繫 FRC。 

(二) FRC 文件清理處置 

除了儲存聯邦機關的文件，並在需要時可供調閱之外，FRC 還積極管理

其清理處置，當機構文件的處置日期將屆時，FRC 將向聯邦機關發送通知，

在該機關回復同意或不同意處置通知後，將對移轉文件進行全面審查，並執行

該機關指示或在審查期間確定的 ARCIS 更新。當聯邦機關回復簽署的處置通

知時，FRC 將按計畫銷毀文件。由於聯邦機關仍然擁有 FRC 中儲存文件的所

有權，因此未經聯邦機關的書面同意，FRC 不會銷毀任何文件。 

遵守檔案保存年限時間表是良好的文件管理方式，不但可節省機關的儲

存成本，並且符合聯邦法規。因此，FRC 強烈建議聯邦機關及時仔細查看每

份處置通知；若機關不同意處置，須提供不同意的理由，在表格上簽名並註明

日期，並回復 FRC。 

(三) 永久文件的年度移轉 

年度轉移是 NARA 將永久文件從 FRC 移轉到全國各地的 NARA 檔案保

管單位的過程。由年度搬遷協調小組監督，NARA 每年為屆滿保存年限符合

移轉規定的檔案，向各聯邦機關提供電子文件檔案系統（ERA）中預填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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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TR），國家檔案移轉，是將永久保存的檔案實體和法律保管權從聯邦機

關移交給 NARA 的過程，NARA 對檔案進行合法保管，成為 NARA 的財產。 

 

圖 5-1 聯邦機關將文件移轉至聯邦文件中心應填列的 SF135 表單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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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年度移轉工作流程 

資料來源：NARA 

 

貳、 檔案保存設施 

根據 44 U.S.C 2907，NARA 被授權為聯邦機關建立、維護和營運聯邦文件

中心，根據 44 U.S.C 3103，NARA 有權批准由機構設立及維運的文件中心，

NARA 還被授權頒布聯邦機關適用的文件儲存設施標準。依據 eCFR（Title 36 , 

CapterXII, Subchapter B, Part 1234 Facility Stander for Records Storgage Facilities），

有關文件儲存設施標準，涵蓋了聯邦文件中心建立、維護和營運，無論是由 NARA

或其他聯邦機關擁有及營運，還是由聯邦機關及承攬廠商營運、私人營運的文件

中心等，都必須滿足有關結構、環境、財產和生命安全維護的 低標準。相關規

定並區分為強制必須符合的標準，以及建議但非必須符合的標準；以及只針對

2005 年 9 月 28 日之後建立或調整使用作為文件中心才適用的新儲存設施。文件

儲存設施必須使用不可燃材料及建築構造，建築物必須位於 100 年洪水氾濫區上

方至少 5 英呎至 100 英呎處，或者由符合當地或區域建築規範的適當防洪牆保

護；並防止建築物倒塌或基礎設備因地震、龍捲風、颶風及其他潛在自然災害發

生故障；道路、消防通道和停車場必須允許緊急車輛進入，而不受限等等的規定。 

另外，針對新設立的儲存設施必須符合的規定包含：不在文件儲存區內安裝

機械設備，不安裝高壓配電設備，應提供充足的電力服務來源，以確保為設施提

供連續可靠的服務等；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還必須保持正氣壓，尤其是在裝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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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區域；且，為防止車輛廢氣中的煙霧進入設施，進氣百葉窗不得位於裝卸碼頭

區域，停車場附近或車輛發動可能發生的時間地點，裝卸碼頭必須有一個分開的

供氣和排氣系統。對於現有的文件儲存設施，必須在儲存區和其他非文件儲存區，

如辦公室、研究室等輔助空間之間至少 1 小時防火隔離牆；而對於新的儲存區，

必須在文件儲存區與輔助空間之間至少達 2 小時防火屏障，每個文件區域的一面

外牆的 大耐火等級必須設計為 1 小時，或者，如果防火等級超過 1 個小時，則

每個文件儲存區域的一面外牆必須至少有一個可拆卸面板。 

如果 NARA 的規定和地方或區域建築規範有衝突時，適用原則為：不同等級的

消防和生命安全之間，適用較嚴格的規定，以及這部分強制性規定要求不一致時，

聯邦機關可以透過申請取得豁免適用核准。相關規定並且檢附屬於聯邦機關設施

低安全標準，區分為必需的（Required）、建議的（Recommended）、理想的

（Desirable）。茲列舉如下：  

一、 週邊安全：如停車管制、緊急照明電源（Required）、閉路電視 CCTV 監控

（Recommended）、附近停車場管控（Desirable）。 

二、 進出安檢：收發貨物查檢（Required）、保安巡邏、對所有郵件包裹進行 X

光檢查（Recommended）。 

三、 室內安全：訪查審核控制、防止未經授權者進入、為關鍵系統（警報系統、

無線電通信、電腦設備等）提供緊急電源、職場緊急應變計畫每年更新、定

期測試、評估日托設施是否位在建築物中具高威脅性的區位、評估在外部

設置日托中心，如幼兒園之可行性等（Required）。 

四、 安全規劃：建立執法機構/安全聯絡人、建立一致的安全警報級別標準化術

語、進行年度安全意識培訓、進行契約人員背景安全檢查／建立安全管控

程序等（Required）；將具有相當安全需求機構置於同一地點、低風險機構

不應與高風險機構位於同一地點而承擔額外風險（Desi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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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國國會圖書館 

壹、 簡介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世界上 大的圖書館，館藏數以百萬計的書籍、電影和視

頻、錄音、照片、報紙、地圖和手稿，是美國國會的主要研究機構，也是美國著

作權局的所在地。在 2022 財政年度（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國會

圖書館僱用 3,172 名正式員工；營運預算授權總額為 8.389 億美元，其中包括 

7.94 億美元的撥款，和 4,500 萬美元的抵銷收入授權。 

一、 創立時間與地點 

（一）國會圖書館座落於華盛頓特區，是美國第 1 個成立的文化機構，除了是

美國國會附屬圖書館外，同時也是美國國家圖書館，為美國 5 個國立圖

書館之一。館區由國會山莊湯瑪斯．傑佛遜大樓、約翰．亞當斯大樓及

詹姆斯．麥迪遜大樓 3 座建築組成，這些建築是兼具公共空間的實用性

和公共藝術的美感，每一棟皆以美國前總統命名，與國會圖書館的創建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是全世界規模 大的國會圖書館。 

（二）美國屬於總統制，國家立法提案均來自國會，國會圖書館提供國會立法

諮詢服務，也提供國會立法案件的整理、分析及研究服務，是美國國會

立法重要的左右手。 

（三）國會圖書館之創立紀要：於 1800 年 4 月 24 日成立；1814 年 8 月 24 日

英軍燒毀國會大廈，摧毀約 3,000 冊圖書館核心蒐藏；1815 年 1 月 30 日

美國國會批准了 2 萬 3,950 美元購買前總統湯瑪斯．傑弗遜個人典藏之

6,487 冊圖書資料，恢復國會圖書館之規模；1897 年正式對外開放。 

二、 設立宗旨 

（一）提供國會立法諮詢服務，成為美國與全世界知識典藏資料庫。 

（二）提供國會立法案件的整理、分析及研究服務。 

（三）蒐集參考資料、美國史料及各種知識資訊，定位為法定圖書館。 

（四）提供美國國會及人民方便而有效地運用該館資源。 

三、 美國國會圖書服務量能 

在 2022 財政年度（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國會圖書館服務量

能包含： 

(一) 回應了來自國會、民眾和其他聯邦機構超過 481,000 份參考申請，包括直

接使用國會研究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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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會山莊館區迎來約 37 萬名現場訪客，圖館網站的訪問量超過 1.516 億

次，頁面瀏覽量超過 5.203 億次。 

(三) 發放版權登記 48.46 萬餘項，備案文件 1.47 萬餘份，作品數量超過 110 萬

件。 

(四) 向盲人和印刷品閱讀障礙者分發了超過 2,230 萬份點字、音訊和大字印刷

品。 

(五) 流通 243,700 份實體資料供圖書館內外使用。 

(六) 對圖書館實體館藏中的館藏執行了大約 870 萬次保存維護，另外準備了 

570 萬頁物件運送給供應商以進行保存重新格式化服務。 

(七) 於馬里蘭州的 Fort Meade 保存設施中對超過 590 萬件物品進行庫存管理， 

(八) 館藏超過 17,577 萬件物品，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系統中超過 2549 

萬冊圖書、非分類印刷藏品超過 1,587 萬件，包括大字體和浮雕字符的書

籍、Incunabula（1501 年之前印刷的書籍）、專著和連續出版物、音樂、裝

訂報紙、小冊子、技術報告和其他印刷材料。 

(九) 超過 1.344 億件非分類（特殊）藏品，包括：420 萬份音訊資料（光碟、

錄音帶、有聲書和其他錄音格式）、7,700 萬份手稿、580 萬張地圖、1,750 

萬張縮微照片、180 萬張動態影像、820 萬張樂譜、1,520 萬張照片、864,000 

張海報、印刷品和繪畫、200 萬個其他項目等。 

 
圖 6-1 國會山莊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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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湯瑪斯·傑佛遜大樓鳥瞰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圖 6-3 詹姆斯·麥迪遜大樓鳥瞰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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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約翰·亞當斯大樓鳥瞰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圖 6-5 國會山莊鳥瞰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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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組織架構 

國會圖書館是美國中央立法部門的轄下機構，其組織部門概要如下： 

（一） 館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Librarian），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是圖書館 高

負責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具深厚學術背景，地位崇高。

是國會圖書館的行政部門，對圖書館負有全面管理責任，制定政策、指

導並支持計畫和活動，以完成圖書館的使命。 

（二） 著作權局（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美國著作權局管理國家著作

權法以促進公共利益，為創意作品的作者和用戶提供服務和支持，並就

版權法和政策問題向國會、法院和行政部門機構提供專業公正的協助。

美國國會著作權局是由美國國會於 1897 年創建，為美國國會圖書館之獨

立部門，負責著作權之登記與維護。80 年代，國會刪除地區法院之著作

權登記權，將著作權登記權集中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三） 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聘請許多專家

學者，除蒐集及提供國會所需之立法參考資料、諮詢服務之外，也負責

立法研究工作，不分黨派為參眾兩院之國會議員及幕僚提供政策及法律

分析。CRS 之研究及分析資料是權威的、保密的、客觀的及中立的，每

年回應超過 1 萬件來自國會、一般民眾及其他聯邦機關之諮詢請求案件。 

（四） 執行長辦公室（Chief Operating Office）：其下設首席財務官、首席新聞

官、契約及撥款管理、人力資源服務與支援服務、安全及緊急處理等單

位。 

（五） 資訊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負責數位政策、

資訊科技（IT）治理、IT 財務管理、IT 品質與成效管理、IT 設計與發展、

IT 合作夥伴結盟、IT 服務運作。 

（六） 圖書館館藏與服務團隊（Library Collections & Services Group）：提供圖

書館通用館藏服務，這些館藏記錄了美國人民的歷史和進一步的創造力，

記錄並促進了全世界文明和知識的進步。該服務團隊的工作包括獲取、

組織、提供應用、維護、和保存這些館藏。包括部門有：視覺及閱讀障

礙國家圖書館、發現與保護服務處、研究員和館藏服務處、法律圖書館。 

（七） 其他機構，包含版權版稅委員會（Copyright Royalty Board）、監察長辦公

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開放世界領導中心（Open World 

Leadership Center）等獨立於各個服務單位運作但屬於圖書館組織的其他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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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國會圖書館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貳、 館藏徵集與倉儲保管（馬里蘭州） 

美國國會圖書館獲得書籍和其他資料的方式，包含 1870 年通過的「著作權

法」賦予國會圖書館法定書庫功能，要求出版品作者必須將著作的 2 本複製本送

存國會圖書館；國會圖書館也通過購買、交換、捐贈、從其他政府機構轉讓及透

過出版編目（CIP）計畫獲取。法定書庫構成了館藏的核心，特別是在圖書館的

地圖、音樂、電影、印刷品和照片方面。 

國會圖書館會在各國尋找專屬供應商，購買 新出版品，僅少數地區由館方

自行接洽，例如加勒比海地區；此外，對於像是歐洲特定的珍稀古籍等年代久遠

的出版品，則逕洽尚有庫存的書商徵集之。此外，國會圖書館與全球 4,000 多家

機構保持合作交流的良好關係，若需徵集特定藏書，亦可直接聯繫擁有該典藏之

圖書館採購部門。 

國會圖書館另於馬里蘭州規劃設置保管倉儲，在米德堡（Fort Meade）軍事

基地內建造高密度倉儲，1994 年完成土地移轉後，預定分期建造 13 個單位的倉

儲空間；首間倉儲已於 2002 年啟用；原規劃之第 6、7 單位整合為第 6 單位， 

設計經費已於 2017 年獲准，持續進行設計建造，其考量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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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日上下午必須各有一次遞送，因此距離國會山莊的車程須在 1 小時內。 

二、 過去在馬里蘭州的蘭多弗（Landover）改造既有建築為倉儲空間的經驗並不

成功，因此改為取得空地自建，以打造符合國家級圖書館館藏保存的特殊

環境及設施條件。 

三、 土地面積須足供該館擴展倉儲空間，避免另在都會區周圍另外擴增倉儲地

點，降低運送、服務及安全效益。 

參、 國會圖書館展覽配置 

一、 樓層配置 

(一) 湯瑪斯·傑佛遜大樓大廳 

國會圖書館於 1897 年開放時，試圖呈現泱泱大國的氣度，展示其為全球

大、 貴及 安全的圖書館形象，故興建期間聘請來自全美各地的畫家與雕

塑家在室內空間裝飾各式具代表意義的精緻藝術品，以古典傳統的技法巧妙

融入美國的文化與科技發展成就。湯瑪斯．傑佛遜半身像亦置於某個靜謐空間，

表達對這此前總統之敬意。對於美國的科學發展，則以發現電的班傑明．富蘭

克林作為代表，設置一位拿著電燈的女子青銅像。其他分散在樓梯欄杆的雕像，

則是取材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小男孩 Putti 雕像，藉此代表園丁、印刷業者、

學生、工程師、農夫、獵人、漁夫、廚師等不同職業。 

整個展示區域處處可見代表美國聯邦政府意象的老鷹圖騰，正中央位置

則可見代表學習與智慧的羅馬女神密涅瓦（Minerva）的馬賽克鑲嵌畫，另有國

會圖書館館長安斯沃斯·斯波福德（Ainsworth R. Spofford）與哈佛大學校長查爾

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精選該館開館前對文學與歷史著有貢獻的名家佳

句，對於代表四季的名言佳句亦別具新意。天花板角落有著翅膀的人物塑像，

象徵著學習、火炬與藏書，地面的大理石有著黃銅鑲嵌等裝飾，中心點代表太

陽，並有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之端點，另有 12 個方形邊框描繪代表黃道 12

宮的星座。 

 

圖 6-7 自二樓西側的湯瑪斯．傑佛遜大樓大廳實景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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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湯瑪斯．傑佛遜大樓主閱覽室 

湯瑪斯．傑佛遜大樓的主閱覽室是圖書館一般館藏的主要參考和圖書服

務位置之所在，如果首次在圖書館進行研究，此處就是 佳起點。進場後可以

看到令人驚嘆的主閱覽室，持有國會圖書館讀者證的研究人員可以在這裡使

用一般館藏。在上方穹頂中央位置，有個揭開頭紗的女性形象，象徵進入圖書

館的人需拋開自己的傲慢；周圍則以 12 個不同的時代或地區，呈現文明發展

歷程，其中，埃及代表書寫文字、猶地亞代表宗教、希臘代表哲學、羅馬代表

行政、伊斯蘭代表物理、中世紀代表現代語言、義大利代表應用美術、德國代

表印刷術、西班牙代表航海大發現、英格蘭代表文學、法國代表解放、美國代

表科學。 

 

圖 6-8 主閱覽室上方象徵文明發展歷程的穹頂壁畫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穹頂下方則設有宗教、科學、法律、詩、哲學、藝術、歷史、商業等 8 大

領域女性石膏像，雕像之間的 8 個半圓形彩繪玻璃花窗上，則設有美國國徽

與 48 州或領地的徽章，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兩州因在 1897 年時尚未納入美國

彊域故未有州徽。8 位於女性雕像左下及右下，呈現三角形分布的則是 8 個領

域各 2 位代表人物之青銅雕像，共計 16 位，例如：摩西與聖保羅之於宗教、

牛頓與亨利之於科學、莎士比亞與荷馬之於詩、柏拉圖與培根之於哲學、貝多

芬與米開朗基羅之於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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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主閱覽室鳥瞰實景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圖 6-10 國會圖書館主閱覽室及週邊空間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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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國會圖書館主閱覽室與典藏空間 

主閱覽室是國會圖書館的核心，除歡迎人們參觀大樓、參觀展覽和參加活動

外，亦歡迎全球年滿 16 歲以上的讀者註冊，進行無限制的免費研究。在主閱覽

室的中央可以看到研究人員領取書籍的中央辦公桌。這些書是從國會山莊及其他

庫房運來的，周圍的壁龕裡擺滿約 8 萬本書，且僅占超過 5100 萬冊編目書籍館

藏的一小部分；其他閱覽室分佈在國會山莊內，以特定學科領域區隔，包括科學、

技術和商業閱覽室、地理和地圖部、表演藝術閱覽室、版畫和照片部等。工作人

員平均每天處理約 1.5 萬件書籍刊物；另有作家、電影製片人、音樂家、系譜學

家和終身學習者在此進行原創研究。 

 
圖 6-11 本局人員參觀國會圖書館主要閱覽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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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邵主任東方（左三）與本局人員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國會圖書館現有館藏目錄雖然都已經有電子目錄，並於網站公開提供查詢，

但是仍然保留了電腦檢索發明前的大量紙本書目索引卡的線上目錄。傳統的檢索

目錄索引卡置於一排小格子櫃中，依編目規則將書目記錄於標準規格的卡片上，

再依序排列及編排。資訊化雖然提供便利的檢索方式，但是有時候在電腦系統上

查詢不到的書籍，反而能透過書目索引卡找到。 

 

圖 6-13 國會圖書館人員展示紙本之書目索引卡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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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國會圖書館保留大量書目索引卡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民眾若需借閱圖書，仍以人工作業至庫房取書，並利用特定通道，以運書

車派送至各閱覽室。大約在 8 年前，國會圖書館曾試圖建置自動運送圖書系

統，但使用後發現並未比較便利及有效率，故現在還是回復以往方式，由工作

人員駕駛運書車運送。 

 
圖 6-15 位於湯瑪斯．傑佛遜大樓的圖書儲放庫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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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國會圖書館不同大樓之間的連通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17 國會圖書館連通道裡的圖書運送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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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與指南 

一、 規劃研究 

使用館藏預約不是必要的，但館方鼓勵至少提前 24 小時預約，透過預約，

可以確保要借閱的圖書在訪問圖書館期間是在館的，也可提供 好的服務。因

為需要讀者證才能進入閱覽室或使用館藏，因此，民眾可以在網路註冊取得讀

者卡，同時透過在家中瀏覽網路上的館藏目錄、探索研究指南，或諮詢圖書管

理員開始進行研究。 

二、 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指南 

美國國會圖書館與研究中心總計有 82 個主題指南，且各主題下又有不同的

子類，例如：非裔美國人研究（81 次子類）、農業和園藝（9 個子類）、美國民俗

生活（12 子類）、美國歷史（451 子類）等。研究中心亞洲部分有 19 個子類，包

括：「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館藏：概覽」、「亞洲研究：訂閱數據庫和免費電子資

源」、「國會圖書館的富蘭克林圖書計劃收藏」、「日本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亞

洲收藏」、「國會圖書館的日本歷史期刊」、「1900 至 1939 年菲律賓民都洛島芒延

竹藏品」、「朝鮮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亞洲收藏」、「國會圖書館的羅克希爾西

藏稀有資料收藏」、「1937 至 1945 年的中日戰爭：資源指南」、「南亞收藏：美國

國會圖書館的亞洲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南亞手稿」、「國會圖書館的南亞報

紙」、「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南亞女性系列叢書」、南滿鐵路公司刊物」、「東南亞收

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亞洲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東南亞縮微膠片叢書」、

「國會圖書館韓國館藏中的蘇聯朝鮮傳記」、「國會圖書館東南亞善本收藏中的泰

語手稿」、「國會圖書館收藏 William Farquhar 通信和其他馬來書信（1812-1832）」。 

以「1937 至 1945 年的中日戰爭資源指南」為例，內容概述國會圖書館典藏

1937 至 1945 年間所有與中日戰爭相關的書籍、期刊、報紙、手稿和其他材料，

且指南計有中文、日文和英文版本，內容詳載亞洲閱覽室計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書

籍、報紙、期刊和特藏書目，並介紹其他分布於館內 20 多個閱覽室和研究中心

的相關資料。讀者可以透過主題（例如法律）或格式（例如地圖、照片、電影）

與其他項目進行交叉檢索。該等書目資源詳實記載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激烈的

戰區之一，時間始於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事變，終於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

投降。中日戰爭乃 1894 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略中國之高峰，2 千萬名中國人

（軍人和非軍人）喪生，48 萬名日本士兵客死他鄉，導致半個中國因戰亂而毀。 

此外，讀者亦可自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與中日戰爭有關的中文期刊（1937-

1945）、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收藏之中國給美國人民的戰時信息（1943-1945）和其

他資料、亞洲部關於 1937 至 1945 年中日戰爭的海報、…等其他館藏類別，瞭解

更多與戰爭相關的具體資料。 



69 
 

伍、 參訪國會圖書館亞洲部與手稿部 

一、 導覽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之前與我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稱國圖）合作，由國圖提供

資金，國會圖書館出人力進行臺灣相關典藏數位化，完成數位化的檔案，同時也

開放在國圖公開應用，沒有版權限制，數位化檔案沒有降低解析度，即直接上網

提供應用。雙方合作模式，先由一方提出合作計畫，再由國會圖書館法律部門檢

視之後，雙方簽訂合作契約，由館長代表簽約，展開合作；目前在亞洲地區除了

與臺灣有合作計畫之外，也與印尼合作，國會圖書館在新德里、雅加達的美國大

使館都有辦公室，有些小的合作計畫，許多都是與電子檔案有關，例如現在泰國

在總統大選，有許多相關的網站資料，都會及時的下載下來，下載的資料都會先

取得對方同意，而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小型的合作。而與國圖的合作，則屬於比較

大型的，合作期間長達 7 年，至 2012 結束，完成 1,900 種類圖書的數位化。 

 
圖 6-18 本局人員參訪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亞洲部主要保存的圖書是以中文為主，而手稿部則以西文為主。參訪當日館

方特別展示與我國有關的早年珍貴圖書，其中包含由國會圖書館集結成冊之「中

國人民對美國致敬書」，內容是國民政府動員民眾，寫信到美國表達對於其援助

抗戰的感謝，展現雙邊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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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國會圖書館典藏之「中國人民對美國致敬書」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目前每年還是繼續會採購臺灣、中國大陸的圖書，每年都有編列充足的圖書

採購經費，雖然目前有許多電子版本的圖書，但是考量該類圖書價格較高，且情

況較複雜，所以還是會考慮以紙本圖書為主，買了之後就可以上架提供應用，亦

會儘可能採購同一本書的不同語言版本。 

 

圖 6-20 本局參訪人員與國會圖書館邵主任東方（左一）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21 本局陳副局長海雄致贈邵主任東方（左）文創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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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本局陳副局長海雄致贈前國會議員 Gregg Harper（右）文創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二、 參訪國會圖書館手稿部 

手稿部收藏美國制定《總統紀錄法》之前歷任總統的收藏品，例如亞伯拉罕·

林肯、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麥迪遜、富蘭克林·羅斯福等總統；在 1933 年胡佛

總統之後的所有文件則進入總統圖書館。也有一些手稿來自國會議員，他們的文

件可存放在手稿部，或是由議員決定由其母校等機構收藏。 

手稿部的每件典藏品比照聯邦部門作法，登錄於圖書館目錄中，儲存地點除

了國會山莊所在地外，另有 6 個館外倉儲，並透過條碼管理。手稿部目前計有 60

位員工，其中 40 位從事檔案整理工作、10 位是歷史專家、10 位在閱覽室工作。

入館典藏由專家團隊徵集，雖然每年手稿部都有編列採購預算，但是主要的藏品

都是透過捐贈方式取得，包含私人文書及政府機關文件，其中美國有色人種協會

的文件佔 大宗，該協會成立於 1908 年，迄今仍持續營運中，另外主要還有著

名作家或詩人、諾貝爾獎得主與知名企業等個人或團體之珍貴文稿。 

徵集之藏品都會先放在處理工作區，受損者交由維護中心協助處理。手稿部

主要負責紙質類檔案與數位化檔案，數位化採用 EAD 格式，有照片及地圖等，

則交由其他相關部門負責。完成初步的文件查檢之後，再由主管負責複查，另有

資訊部門人員協助系統管理相關事宜，其中有部份會基於保存目的進行複印，並

在置於文件箱後搬到儲藏室，個別箱盒上皆有條碼可供檢索追蹤文件。 

雖然手稿部有很大的空間，但隨著徵集新進館藏快速增加，仍必須發揮空間

大效益，因此，專家在鑑選藏品過程必須有明確的洞察力與決斷力，在徵集之

初即須有審選標準，若判定不納入館藏者，如稅務資料、財務資料等，則採取安

全銷毀措施，利用碎紙機等設備進行銷毀。 

展覽規劃部分，則由館內的專家團隊負責，每位專家都專注於一個領域，主

題包括早期美國歷史、非裔美國人歷史、婦女和性別研究、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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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位於國會山莊麥迪遜大樓的手稿部入口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24 手稿部的文件處理工作區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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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經處理文件置於文件盒之實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26 直立擺放者為基於保存目的而將進行複印文件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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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本局人員參觀手稿部檔案整理作業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28 前總統傑佛遜赴歐洲旅遊之美食手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29 本局參訪人員與國會圖書館手稿部專員及陪同人員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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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壹、 博物館簡介 

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森尼學會成立於 1846 年，目前下轄 19 座國家博

物館、1 座動物園、9 所研究中心及 12 座景觀公園，擁有 1 億 3 千 8 百萬件豐碩

藏品，是譽享全球的博物館機構，為 具代表性的博物館群集合體，構築成世界

級的博物館景觀。位居華府首善之區，並擁有近 180 年歷史的史密森尼學會，跨

越自然、歷史、文化及藝術等不同領域，打造遠近馳名博物館聚落，扮演厚植文

化能量與城巿永續發展的關鍵角色。 

史密森尼博物館群有 11 座國家博物館設立在華盛頓紀念碑與國會大廈之間

的國家廣場周邊，構築成世界級的博物館文化景觀，成為華盛頓特區 具代表性

的景點之一，每年吸引全球 3,000 萬觀眾前來參觀。 

1960 年代史密森尼學會先後建立一系列涵蓋歷史、藝術、科學範疇的博物

館群。首先是 1964 年設立於美國國家自然史博物館西側的國立歷史與科技博物

館（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主要作為保存、典藏及展示有

關美國的社會、文化、科技、政治、軍事等歷史，1980 年更名為國立國家歷史博

物館。該館擁有 300 萬件藏品，展示美國自殖民時期至現代，國家歷史的多重面

向，包括全館象徵符號的鎮館之寶，即正廳展示 1812 年英軍進攻炮擊美國巴爾

的摩麥克亨利堡（Fort McHenry），美軍堅守堡壘的那面殘破的星條旗（Star-

Spangled Banner），後來 Francis Scott Key 寫下對於這場深具歷史意義戰役的頌

揚，即為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的由來。 

此外，國家歷史博物館也收藏展示歷屆美國第一夫人的禮服，甚至將出現在

電視上眾人所熟悉的媒體道具，像是「芝蔴街」劇中的青蛙柯米特（Kermit the 

Frog）、「綠野仙蹤」裡女孩桃樂斯所穿的紅鞋、美國知名烹飪電視教學節目主持

人的「茱莉亞的廚房」（Julia Child's Kitchen）等，全部都搬進了博物館，這些電

視道具都是參觀民眾耳熟能詳的物件，更能引發觀眾共鳴，而成為國家博物館群

中 受歡迎的展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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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史密森尼博物館群地圖 

資料來源：史密森尼學會 

 

 
圖 7-2 國家歷史博物館外觀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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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組織與分工 

史密森尼學會以美國總統為 高指導者，下設董事會（Board of Regents），

由 17 名成員組成，包括美國副總統、 高法院院長、白宮代表 3 名、參議院代

表 3 名及 9 名公民代表。史密森尼學會的首席執行長，係相當於部會首長的院長

（Secretary）一人，院長之下設副院長（Assistant Secretary）數人，以及分別專

責行政管理、財務管理、企業營運、發展營運及公共事務等行政組織。各個國家

博物館皆由一位館長負責，各館之間行政獨立但互通信息，各單位主要負責人定

時集會，彼此將重要活動發佈，以便其他單位能多加配合與利用。史密森尼學會

除了董事會是由總統直接任命，再由董事會任命院長，其餘皆比照美國聯邦政府

公務人員等級制晉用。 

國家歷史博物館擁有數百名各行各業的專業工作人員，除工作人員外，實習

生、研究員和志願者的工作對於博物館的運營也不可少。國家歷史博物館成立了

一個委員會，其功能主要為向館長提供建議，同時籌集資金以支持博物館的各項

主要活動和展覽。 

表 6、國家歷史博物館之部門與分工 

主要部門 轄下部門 部門任務 

館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Director 

公關行銷辦公室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and 

Marketing 

館長辦公室負責博物館的總體

領導和管理，包括規劃、研究、

收藏、教育、展覽、籌款、業務

活動和設施改造。 

公關行銷辦公室是向媒體和公

眾傳播博物館訊息的中心，透過

宣傳活動、行銷、廣告等方式促

進展覽、捐贈等活動。 

對外事務辦

公室 Office 

of External 

Affairs 

特別活動辦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Events 

對外事務辦公室負責監督資金

運作和博物館籌款活動、特別活

動，並負責與博物館董事會的聯

絡。 

該辦公室與個人、企業和基金會

捐助者合作，為博物館的優先事

項籌集私人資金，以支持展覽和

教育項目。 

策展事務辦

公室 Office 

of Curatorial 

Affairs 

 檔案中心 Archives Center 

 文化藝術部 Division of 

Culture and the Arts 

策展事務辦公室保存、記錄、詮

釋和提供博物館館藏品和獎學

金，以支持博物館的使命，並維

持在博物館領域的領導地位。該

辦公室為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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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門 轄下部門 部門任務 

 家庭和社區生活部 Division 

of Home and Community 

Life 

 醫學與科學部 Division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政治軍事史部 Divis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工作與產業部 Division of 

Work and Industry 

 藏品管理服務 Collections 

Management Services 

 數位節目辦公室 Digital 

Programs Office 

 場外節目與專案 Offsite 

Programs and Projects 

 保護 Conservation 

 展覽與收藏管理辦公室

Exhibitions and Collections 

Management Office 

 附屬部門 Department of 

Affiliations 

展覽發展活動提供願景；協調與

整合歷史及館藏管理服務部門

的活動，並協助確認所有策展事

務及活動的優先順序。 

其中檔案中心負責徵集和保存

多種媒體型式的檔案，以記錄美

國的歷史及其多元文化，工作人

員管理、描述、保存和提供館藏，

以支持獎學金、展覽、出版物和

教育。該中心透過專業檢索及線

上資料庫、蒐尋工具等提供服

務，並提供檔案相關專業建議，

努力發揚檔案在美國生活中的

功用。 

藏品管理服務透過管理收購和

貸款計畫、提供物品運輸和接收

服務，並就與藏品相關的法律和

道德問題提供建議，支持博物館

保管的藏品符合法規。 

觀眾參與辦

公室 Office 

of Audience  

 參與教育和影響（含拉丁

歷史與文化專案）

Engagement Education and 

Impact（Program in Latino 

History and Culture） 

 體驗設計（含非裔美籍歷

史專案）Experience Design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Program） 

 節目和觀眾發展 Programs 

and Audience Development 

 杰羅姆和多蘿西·萊梅爾森

發明與創新研究中心

Jerome and Dorothy 

Lemelson Center for the 

觀眾參與辦公室透過歷史創造

鼓勵有意義的對話、擴大視野、

激發學習、創新和積極參與公民

生活的體驗；致力於為博物館的

所有觀眾提供全面的參訪體驗，

從訪客、活動參與者、到網站和

社交媒體互動。 

其中節目和觀眾開發團隊透過

獨特、引人入勝的內容，及各種

平臺將博物館觀眾與複雜的美

國歷史建立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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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門 轄下部門 部門任務 

Study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建築翻新及

展覽服務辦

公室 Office 

of Building 

Renovation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設計 Design 

 展品製作 Exhibit Production

 專案管理和編輯服務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ditorial Services 

建築翻新和展覽服務辦公室的

任務是管理史密森學會 大、

複雜的公共空間建設和翻新設

計及施工，並提供示範性的展覽

設計、製作和維護。該辦公室的

願景是領導和管理多元化的專

業和技術人員團隊，執行計畫、

設計和施工，以實現博物館視覺

和文化事業的轉型。 

管理及博物

館服務辦公

室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Museum 

Services 

 財務室 Finance Office 

 實習生和研究員辦公室

Interns and Fellows Office 

 人事室 Personnel Office 

 攝影服務 Photographic 

Services 

 技術服務中心 Technology 

Services Center 

管理及博物館服務辦公室負責

博物館範圍內的一系列管理、支

援和服務任務。其中包括人員、

實習生和研究員、預算和財務、

技術、設施規劃，以及運營、安

全、攝影服務和商業計畫。 

資料來源：史密森尼學會 

參、 展覽內容與商店 

一、 各樓層展示重點 

博物館的展品涵蓋美國歷史和文化的基本主題，從獨立戰爭到現在。位於三

樓的博物館 新常設展「自由的代價：戰爭中的美國人」追溯了美國軍事衝突的

歷史，並研究戰爭衝突如何定義美國歷史上的事件。一樓「移動中的美國」展覽

則讓遊客沉浸在從 1870 年至今的美國交通的景象、聲音和感官體驗中。其他參

觀遊客較多的展覽尚包括位於三樓的美國總統與第一夫人館，另外，著名的星條

旗幟則位於二樓。歷年累計造訪人次已達數百萬之譜。 

博物館 1 樓的檔案中心收藏了以文件、照片和其他作品，是精選代表美國歷

史的物件，包括 1742 至 1977 年間廣告文檔「商業美國之華沙典藏（Warshaw 

Collection of Business American）」；另有偉大的爵士音樂家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 Collection）寫作的樂譜、信件和照片。 

博物館舉辦一系列的公共專案，從展覽、講座、遊覽到講故事和節日，音樂

節目包括室內樂合奏團、爵士樂團、福音合唱團、民謠和布魯斯藝術家、美洲原

住民歌手、舞者等的表演，該館 近裝修的華納兄弟劇院亦放映高品質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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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歷史博物館致力於確保所有的藏品、展覽、研究、出版物和教育項目都

支持博物館的主要使命「加深對我們國家的瞭解，並使我們的展覽盡可能讓所有

訪客都能訪問」。 

 

圖 7-3 國家歷史博物館樓層配置 

資料來源：國家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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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店 

(一) 主要博物館商店 

這家佔地 6,000 平方英呎的大型商店位於一樓的中心位置，參觀者可以瀏覽

以博物館藏品為靈感的商品、服裝、家居飾品、裝飾品、個性化皮革手鐲、珠寶、

書籍和造型特別的襪子等眾多周邊商品。 

(二) 購物中心博物館商店 

購物中心商店位於博物館的購物中心入口處，是購買博物館紀念品、時尚配

飾、有趣珠寶和小吃的 佳場所，可於參觀博物館同時有不一樣的體驗。 

(三) 展覽快閃店 

參觀新的「娛樂國度（Entertainment Nation）」展覽，然後順便逛逛快閃店，

也可以從《娛樂國度：音樂、電視、電影、體育和戲劇如何塑造美國》書中學到

更多有趣的內容，或者從 喜歡的電影或電視影集中挑選一件衣服、手提包、馬

克杯、襪子或飾品表演、運動或角色。快閃店幾乎和展覽一樣有趣。 

 

圖 7-4「娛樂國度」展覽入口實景 

資料來源：國家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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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考察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 

一、 組織概要 

國家歷史博物館於策展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Curatorial Affairs）下設有檔案

中心（Archives Center，簡稱檔案中心），負責識別、取得和保存多種媒體型式的

檔案，以記錄美國的歷史及其多元文化，工作人員管理、描述、保存和提供館藏，

以支持展覽、出版物和教育。該中心透過專業檢索及線上資料庫、蒐尋工具等提

供服務；並提供檔案相關專業建議，努力發揚檔案在美國生活中的功用。 

史密森尼學會為獨立的半官方機構，政府撥款資助學會及所屬機構運作，其

正式員工皆為聯邦政府雇員，由內政部提撥資金支付享有聯邦政府薪水及福利。

然而史密森尼學會的運作雖似聯邦機關，其會長及所有員工皆非政府任命，運作

不受政府控制；董事會由國會議員、 高法院大法官等組成。國家歷史博物館目

前共有 40 位典藏研究員，6 至 8 位檔案管理員（編制員額為 10 位），皆為正職

員工，偶有約聘員工。 

二、 預算與願景 

政府提撥的預算主要用於博物館建築與員工薪水，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員工人

數雖多於其他博物館，但人力仍不足，因此，策展的經費主要來自私人捐款。國

家歷史博物館每年都有目標計畫及評估標準，目前對員工的評估標準正在改變，

不再以收得藏品的數量為績效衡量標準，館方注重的是收得藏品的意義價值。史

密森尼學會下共有 21 家博物館、研究機構等單位，共同致力實現學會整體未來

5 年發展策略計畫所制定的目標，其中一項目標為於 2030 年前走進美國學校的

教室，提供互動教學，融入當代。 

除學會的整體策略計畫外，每個單位亦個別制定發展計畫，國家歷史博物館

目前的策略計畫方針為致力成為美國國內 公開、 包容、 與時並進、 永續

發展的歷史博物館，這個理念進而塑造各部門的工作內容及行銷方式；於國家歷

史博物館網站、行銷與社群媒體推廣皆以提高民眾興趣為主。 

三、 志工與人才培育 

國家歷史博物館十分仰賴志工團隊，館方提供許多導覽行程，因此有很多解

說員，典藏研究組也有不少志工，然而，在疫情期間國家歷史博物館流失了所有

志工，目前並非所有志工都回流，因此館方正培訓新的志工團隊。國家歷史博物

館的志工主要是熱愛歷史的退休民眾，也有幼時於國家歷史博物館留下美好回憶

的民眾，館方並未提供直接的回報或報酬，但能提供志工特別的經驗，更不吝表

達對志工感謝。 

國家歷史博物館與史密斯大學合作，提供資金予檔案中心，輔導培訓實習生，

館方今年開始捐撥款提供檔案管理實習津貼，目前檔案中心有 1 名志工，但常年

有 3 名檔案管理學系的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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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導入新科技的看法 

目前國家歷史博物館採用的尖端科技不多，展覽中用到的科技主要以能提供

互動為主。史密森尼學會在科技方面進展較為緩慢，這主要是因為科技更新的成

本相當高，此外，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展期 3 年至 30 年不等，策展需提早規

劃，預計使用新的科技，待展覽開展時該科技可能已非當代尖端技術，觸控螢幕

便是很好的例子，曾經是科技寵兒，現在不再引人注目。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定位

為提供民眾機會親眼見識歷史文物的實物以及社交經驗，若科技可以協助館方達

到此目的，館方也願意考慮採用，但目前館方沒有這樣的能力，當然也沒有目前

先進的擴增實境。 

五、 不同年齡觀眾的展覽設計 

國家歷史博物館與 NARA 藏品屬性不同，大部份藏品為立體文物，其中有

歷任第一夫人的藏品、林肯總統的禮帽、華盛頓總統夫人的禮服，許多民眾不遠

千里特地到館參觀，而館方策展的理念為，希望民眾不僅來看林肯總統的帽子，

還能學習、思考該展品與總統之間的關聯，思索總統施政是否隨時間推移有所變

化。第一夫人服飾展為史密森尼學會 長壽的展覽，自 1914 年起展出歷任總統

夫人的服裝，這個展覽符合較傳統的策展理念，館方期望改變選品的方式理念，

與時俱進。 

另外，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奇幻樂園（Wonderplace）為針對 2 至 6 歲孩童設

計的迷你博物館，提供可以使用的五感體驗教具，還有幫助孩子對博物館有初步

認識的展件，寓教於樂的設計亦為促進親子互動與交流之良機。火花實驗室

（Spark!Lab）為 Lemelson Center 負責的實驗室，針對 6 至 14 歲，致力於啟蒙發

明家，鼓勵孩童探索與主動學習，實驗室設置不同的體驗站，讓小小參訪者接受

挑戰、做實驗、創造並測試自己的發明，並透過與其他小小訪客分享成果累積社

交經驗。 

 
圖 7-5 本局人員與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人員交流座談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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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檔案徵集 

近年來，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徵集藏品的理念計畫有所改變。1960 至 1970 年

代，國家歷史博物館原名美國歷史與科技博物館，收藏各種新科技的產品，如烤

吐司機等，後來博物館更名為國家歷史博物館，其徵集藏品的理念著重於文物與

人的關係及其故事性，不受限於文物本身，而是強調展現影響力。 

國家歷史博物館蒐整徵集的藏品主要分三類：工業創新、音樂、廣告，例如

目前展示的藍調音樂和早期香煙廣告。此外，館方亦有少數族群相關的藏品，如

拉美裔、同性/雙性/跨性別者、平權運動等議題相關藏品。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大多透過捐贈取得，以收購方式取得的並不多。而經

費有時並非直接用來收購藏品，而是用於支付典藏人員前往文物及捐贈者所在地

審選捐贈文物的差旅費；另外，經費也常用於運送文物的運費，畢竟美國地大物

博，有些文物體積大，運費相當可觀。館方派出審查文化的人員大多都是內部的

典藏研究員。 

國家歷史博物館面對文物捐贈時，基本原則為不承諾是否納入館藏或展示，

若捐贈者無法接受，國家歷史博物館則會婉拒捐贈。有時策展需要特定文物展品，

館方或許會特地找到文物所有人，商量文物捐贈。 

 
圖 7-6 國家歷史博物館館藏三大主題牆面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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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檔案保存維護 

所有史密森尼學會的檔案文件皆需歸檔，捐贈品、典藏研究員等負責的資料

都要收錄入庫。國家歷史博物館於 1964 年建成，當時設計的文物庫房就在層廳

的樓上，於整層樓的中間，四周為辦公室，研究員每天都圍著文物工作，甚能激

勵人心，然而，這個貯藏空間已不足應付大量館藏，館方於地價較便宜的地區建

立許多外地庫房，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收藏文件達 2 萬 1 千立方英呎，其中

半數皆貯藏於外地庫房。 

檔案館內的儲藏空間有 5 個， 重要且 珍貴的藏品都保存在館內。排列整

理並附有編號與名牌標示的倉儲空間，主要典藏廣告海報、抗議活動海報等。所

有典藏在徵集入館後，皆會送至文件處理中心整理，進行歸檔編目、註記捐贈者

資訊等作業。國家歷史博物館與史密斯大學合作的檔案中心實習計畫，即讓實習

學生在文件處理中心協助相關工作流程，工作完成之後，會由館員進行品質管控，

並確認檔案文書保存整理之妥適性。 

 
圖 7-7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檔案庫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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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檔案庫房—水平圖櫃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9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檔案整理作業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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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文件處理庫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八、 檔案數位化 

史密森尼學會所屬檔案中心的資料皆已上網提供查詢，例如以「臺灣」為關

鍵詞在網頁上查詢，結果顯示 11 個檔案中心皆有相關資料，民眾可依需求預約

前往個別檔案中心調閱應用檔案。國家歷史博物館數位化採用格式由史密森尼學

會統一規範，學會的資訊科技部門下設有電子財產管理員，學會下所有數位化資

料皆由其管理，並不會儲存在個別博物館的電腦硬碟裡，因此，所有數位化檔案

格式皆有一定標準，目前圖片格式為.tif 和.jpeg，文字檔為 pdf，音檔為 wav。科

技推陳出新，電子財產管理員定期開會，訂立標準，並視需求以 高規格更新檔

案格式，其所訂立標準於內部網頁上為公開文件，工作小組皆可取得，檔案中心

依據史密森尼學會訂定的標準，將檔案數位化，並於每個系列之下建立資料夾，

加上描述以便查詢檢索。 

九、 檔案共筆 

目前檔案中心館藏數位化品項包括文字、照片及音檔，未來很快就能加入影

片，而音檔也能轉錄文字，這對從事研究的人員有很大助益。不同媒體的館藏整

合亦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草寫字體的辨識及語言翻譯需求，民眾參與檔案共筆

計畫，可於國家歷史博物館網站搜尋想參與共筆的專案主題，例如，美國非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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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博物館同時有多項共筆專案，民眾在網頁上可以點選有興趣的專案，下拉選單

中有不同主題；再例如波音公司曾有個「航空界女性」檔案數位化計畫，讓員工

自願參與，不到 1 個小時就完成了，其中一共有 40 位志工參與，全憑他們對檔

案數位化的熱情。 

十、 檔案應用 

民眾進館調閱檔案文件，檔案中心提供的版本以原件為主，畢竟館藏數位化

並未完成，但是否提供原件，仍需由檔案中心人員為准駁之決定；若原件狀況不

佳，為避免原件借用風險，僅能提供複製品。民眾進館皆可免費調閱檔案文件，

任何人皆可憑身分證件入館，14 歲以下則需成人倍同；常有學生為了美國國家

歷史日競賽進館研究。若民眾有複印拷貝文件需求，則需收費。 

由於檔案中心人力不足，民眾單次申請調閱數量不可超過一書車，有些檔案

存放在外地庫房，因此需提前申請，因為檔案中心僅週二至週四開放，加上人力

不足，一般民眾須於兩週前申請調閱。然而，當場臨時的調閱需求可視情況滿足。

民眾於檔案中心內的資料閱覽區，一次只能取出一箱中的一個檔案夾。 

欲調閱檔案中心資料，需註冊登記，為方便長期來館研究的民眾，一年僅需

註冊一次。民眾需事先透過電子郵件申請調閱文件，到了現場可追加文件數量，

皆列於調閱文件表上。註冊表與調閱文件表釘在一起，民眾每閱畢一個檔案夾，

就要在調閱文件表上打勾，檔案管理員也會在表上簽名，並註明檔案的歸位位置。 

 

圖 7-11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檔案應用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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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於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外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13 策展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Benjamin Filene 博士致贈出版品予本局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14 本局陳副局長海雄致贈本局文創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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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文化機構參訪摘錄 

壹、 白宮遊客中心 

一、 白宮遊客中心簡介 

白宮遊客中心（White House Visitors Center）是一個近 1,600 平方英呎的博

物館級遊客體驗設施，以互動展品、白宮的大型模型、眾多觸覺展品、博物館

畫廊、臨時展覽區和白宮歷史協會零售店為特色，提供瞭解白宮建築與歷史的

佳管道，作為無法實地參觀白宮內部訪客之替代體驗。展出包括羅斯福總統

辦公桌在內的 100 件文物。目前由國家公園管理局負責營運，座落於歷史悠久

商務部大樓內，另設有白宮歷史協會協助管銷的紀念品店，展售五花八門的白

宮周邊商品。 

二、 展覽空間與規劃 

白宮遊客中心展覽內容，以歷任總統使用過之物件為主，滿足人們對總統在

白宮日常生活的好奇心；除有平面、模型、實物等靜態展示外，亦搭配影音內容，

增加展覽的豐富及多元程度。 

 
圖 8-1 白宮遊客中心展示的白宮模型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2 白宮遊客中心搭配座椅的影音牆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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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白宮遊客中心實物展覽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三、白宮遊客中心文創商品 

白宮遊客中心文創紀念商品種類項目多元，包含書籍、服飾、馬克杯、雨

傘等可搭配於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多種物品，均具有鮮明的白宮與美國意象。 

 

圖 8-4 白宮造型樂高積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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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具鮮明白宮與美國意象的文創紀念商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貳、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一、 博物館簡介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USHMM）

是關於大屠殺的著名紀念館，激勵世界各地的公民和領導人對抗仇恨、防止種族

滅絕，並促進人類尊嚴。聯邦政府的支持保證了博物館在國家廣場的永久地位，

其深遠的教育計畫和全球影響力也得益於慷慨的捐助者。 

博物館位於國家廣場上的國家自由紀念碑之一，為人們提供了關於自由的脆

弱性、進步的神話，以及在維護民主價值觀方面保持警惕必要性的有力教訓。憑

藉獨特的力量和真實性，該博物館每年向數百萬人傳授不受控制仇恨的危險，以

及防止種族滅絕的必要性；鼓勵人們採取行動，在公民中培養道德責任感，以應

對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除了培訓計畫外，博物館還贊助現場展覽和巡迴展覽、

針對教師和學生的教育宣傳及大屠殺紀念活動，包括每年在美國國會大廈舉行的

國家紀念日活動。 

透過多所相關研究機構，博物館與影響國家未來的許多社會關鍵群體密切合

作，透過研究個人和機構在大屠殺期間做出的選擇，執法、司法、軍隊，以及外

交、醫學、教育和宗教領域的專業人士，對自己今天的責任有了新的認識。 

自 1993 年落成以來，博物館已接待了超過 4,700 萬名參觀者，其中包括 100

位國家元首和超過 1,100 萬學齡兒童。出版的大屠殺百科全書是網路上具世界領

先地位的大屠殺權威，有 19 種語言版本，2021 年有來自 238 個國家和地區的超

過 2,100 萬人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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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入口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7 Think About What You Saw（思考你所看到的）標語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8 What’s YOUR question?（你的問題是什麼呢？）標語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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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進入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前的沉思牆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10 揭開「大屠殺」序幕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二、 藏品範圍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是根據國會法案建立的，該法案授權為「大屠殺受

害者建立永久的活紀念碑」。屬於這些受害者和倖存者的物品以及與他們的故事、

經歷和歷史相關的其他材料構成了博物館藏品的基礎。藏品是由直接經歷過大屠

殺的個人或其家人捐贈的，或者是從國內和國際機構獲得。 

博物館為了確保能夠向每一代人真實地講述這段歷史，使其隨時隨地可供

查閱，截至目前仍持續徵集有關大屠殺的紀錄。繼續積極尋找原始文物、文件、

照片、電影、音樂和口頭證詞，以記錄猶太和非猶太受害者的大屠殺事件。徵集

類別包含：博物館收藏藏匿的兒童和成人、強迫勞動者、目擊者、遊擊隊員和難

民以及難民營和貧民窟中的人們創作的藝術品；大屠殺期間穿著和使用的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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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以及其他服裝和紡織品（包括補丁、強制標記和臂章）；文件、信件和日記；

電影與錄音；美國陸軍在解放期間或解放後拍攝的集中營照片；獎牌和徽章（

好可以提供徽章的原始所有者以及佩戴地點和時間等資訊）；納粹旗幟和徽章（只

能接受符合當前展覽需求的特定尺寸旗幟和橫幅）；大屠殺倖存者、目擊者和旁

觀者的口述歷史； 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拍攝的戰前、戰時和戰後的個人照片

（如果不願意捐贈原始照片，博物館可以接受複製品）；納粹製作的宣傳品以及

反納粹宣傳品；目擊者、遊擊隊員、難民以及躲藏者、難民營和貧民窟中的人們

使用、取得或創造的物品（但不收集納粹或盟軍槍枝、劍、匕首和爆炸裝置等軍

事武器）。 

博物館的現有藏品涵蓋廣泛的 24 大主題領域，包括：歐洲和北非受影響地

區受害者群體戰前的公共生活；納粹上台；納粹種族「科學」以及 20 世紀 30 年

代德國針對猶太人、羅姆人/辛提人（吉普賽人）和其他目標群體的宣傳運動；來

自納粹佔領歐洲的受害者群體和各國難民社區的逃離；世界對納粹主義崛起以及

對猶太人和其他目標群體迫害的反應；納粹佔領政策和做法；對歐洲猶太人的圍

捕、驅逐和謀殺；特別行動隊（機動殺人隊）以及其他德國和本土警察和輔助部

隊進行的大規模槍擊事件；貧民窟、集中營、勞改營和屠殺中心；戰爭期間波蘭

人、羅姆人/辛提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人、身心殘疾人、蘇聯

戰俘和其他目標群體的命運；土著居民遭受的迫害；納粹合作者；納粹政權及其

對控制下人們的待遇；抵制納粹政策和行動；救援工作；大屠殺期間的躲藏生活；

集中營和死亡營的發現、披露和解放；戰爭罪審判以及戰犯的搜捕和逮捕；解放

後受害者群體的經歷和證詞；猶太流離失所者營地和其他地方的經歷；巴勒斯坦、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受害者賠償和補償；大屠殺紀念和紀念活動；

有關大屠殺否認者的當代文獻。 

三、 展示設計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展覽規劃，雖然是依大屠殺歷史發生時序布展，

然而，在入口處，卻是以嚴肅卻又真實的方式，呈現了大屠殺 恐怖的場景之

一，提醒著參訪者，即將揭開的事實。 

常設展覽 「大屠殺」橫跨三層樓，透過歷史文物、照片和電影片段按時間

順序敘述大屠殺。在整個展覽中，參觀者還將遇到個人物品和個別倖存者的目擊

證詞。第一樓層開幕式探討了 1933 年納粹黨在德國的崛起，直至 1939 年 9 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展覽的這一部分探討了大屠殺中的轉折點，例如紐倫堡

種族法、水晶之夜、聖彼得堡號航行等；中間樓層審視了納粹對猶太人政策的演

變，從貧民區到殺戮場和毒氣室的大規模謀殺，參觀者可以看到原始文物、有關

蘇聯入侵的資訊、猶太人被驅逐到集中營的照片以及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口頭證詞；

後樓層展示了 1945 年納粹集中營的解放和盟軍對納粹德國的勝利、救援和抵

抗努力以及大屠殺的後果。在這一層的盡頭，參觀者可以坐在展覽廳裡觀看大屠

殺倖存者的視訊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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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展覽入口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12 納粹種族「科學」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13 集中營的生活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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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4 玻璃上刻著大屠殺受害者姓名的落地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15 大屠殺受害者群像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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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6 集中營實物展示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17 集中營大屠殺毒氣室模型展示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18「如何起訴史無前例的罪行」展板標語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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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9 受害者經歷訴說影片播放廳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20 涉及血腥暴力的集中營影像於圍牆內播放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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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 靜謐大廳裡的追思蠟蠋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四、 文創紀念品 

紀念品主要區分為 2 種類型，其一為與大屠殺主題相關的書籍、明信片，以

及印有博物館標語的馬克杯、吸鐵、服飾等日常用品；另一類則為公平交易組織

生產的文創商品，雖然與博物館展覽內容無關，但屬於相關理念之宣傳，故亦列

入文創紀念品展售中。 

 
圖 8-22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磁鐵、愛心石及徽章等文創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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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ARTECHOUSE 數位藝術中心 

一、 數位藝術中心簡介 

    ARTECHOUSE 以創新數位和體驗藝術領域的先驅自詡，並於官網標示

「創新無極限」（WHERE CREATIVE INNOVATION HAS NO LIMITS）彰顯

其領先業界的成立宗旨。 

ARTECHOUSE 團隊在過去 10 年致力於支持突破性體驗藝術的創作，透過

先進的展覽平臺推動故事講述的創新；投資先進的技術、先一一金進的設計工

具、獨特的建築空間及充滿熱情的專家團隊等，讓技術驅動的藝術家和創意人

員可以在這裡實驗、開發和展示他們的作品。該中心重新定義藝術體驗方式，

並以為藝術的未來創建一個支持性生態系統為願景，使 ARTECHOUSE 成為美

國和世界體驗式藝術創作和展示領域的潮流引領者。 

自 2015 年成立以來，分別在華盛頓特區（2017 年）、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2018 年）、紐約州紐約（2019 年）設置辦公室；透過內部工作室並與 40 多

名藝術家合作，製作及創作 30 多個突破性的多感官藝術展覽和 10 個現場表演，

吸引超過 170 萬訪客及 XR 應用程式用戶，甚至推出首款可收藏的體驗式 NFT。 

 

圖 8-23 數位藝術中心入口意象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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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4 數位藝術中心手環式門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二、 展示設計 

    ARTECHOUSE 透過創新技術驅動的展覽和體驗，希望可以拓展藝術

的可能性，以及一般民眾體驗藝術的方式；將先進的想法、藝術家和觀眾聯

繫起來，在藝術、科學和技術的交叉點激發創新和創造力。 

    本次展示主題「像素綻放」，結合了沉浸式藝術空間到擴展現實 (XR) ，

透過電腦技術和可穿戴設備產生的一個真實與虛擬結合，人機交互的環境；

觀眾透過下載活動 APP，於參觀過程中，透過掃描展場中互動標誌，產生

出擬真的圖像，並隨著肢體的擺動而有不同的變化，在沉浸式環境空間裡，

更多了專屬於個人的互動驚喜。 

 

圖 8-25 永恆的蝴蝶混合實境互動展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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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6 隨參觀者位置變化影像與音樂的透明螢幕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三、 文創商品 

文創商品以印有 ARTECHOUSE 文字的黑白服飾、包包、馬克杯、水瓶為主。

與其他文化館舍相關，此處款式雖然有限，但並不會因為換展而需要重新設計文

創商品，簡潔設計亦不退流行，可持續販售。 

 

圖 8-27 數位藝術中心衣服、提袋等文創商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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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家自然史博物館 

一、 博物館簡介 

美國國家自然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隸屬於史密森

尼學會營運管理。自然史博物館以「自然史是地球未來的關鍵」（Natural history 

holds the key to Earth’s future）為理念，以致力於促進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瞭解與身

處之地位為使命。在以藏品講述地球歷史的同時，亦記錄人類與環境互動的歷程。 

二、藏品範圍 

自然史博物館館藏除了由探險家上山下海，前往海洋深處、安地斯山脈群、

非洲大裂谷、南美洲的雨林和中亞的沙漠等各區蒐集化石、礦物和岩石、植物和

動物標本，亦透過接受捐贈等方式徵集相關文物。 

自然史博物館典藏占史密森尼學會 90% ，計有 1.48 億件標本和文物（可於

網站目錄查詢逾 900 萬份標本紀錄），乃自然史文物典藏機關之翹楚。這些藏品

是瞭解地球生命多樣性以及太陽系之地質和化學的重要工具；研究人員持續從這

些物件中收集重要新知，幫助科學家們模擬和預測未來。隸屬特殊資源的典藏品，

更促使博物館為重大科學問題和國家重要議題與政策貢獻良多；在推動科學知識、

解決社會問題和提高國家的科學素養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 8-28 國家自然史博物館入口意象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三、 展示設計 

（一） 一樓展示：以非洲布希象為主角，寛廣大器的展示空間令人印象深

刻，整體規劃讓民眾了解非洲象的生態，在地質時期之地位、和人類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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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以及盜獵者威脅。週邊並有非洲之聲展區，審視非洲人民和文化隨著

時間的推移在家庭、工作、社區和自然環境領域的多樣性和全球影響力；

大衛‧科赫 (David H. Koch) 化石館，則展示地球自有生命以來，歷經恐

龍時代迄今的巨大變化；大衛科赫人類起源廳則幫助參訪者從人類演化的

探索中認識與關係 親近的祖先和親戚；肯尼斯貝林哺乳動物家庭館，則

可看到挑高空間中展示於樹梢上的美洲豹及其獵物，模擬自然環境真實樣

貌。 

（二） 二樓展示：動物骨架區展示飛魚、巨型海龜、蛇、長頸鹿、猴子和許

多其他脊椎動物的骨骼，並從中告訴我們不同動物如何生活。古埃及永生

展區，則透過古墓中發現的陶瓷、工具和珠寶，還有現代科學技術發現的

四具兩千歲木乃伊，探索古埃及世界。珍妮特·安納伯格·胡克地質、寶石和

礦物大廳，則帶領觀眾深度探索，揭開地球寶石、礦物、岩石、地震和火

山的秘密。 

 

除了上述常設展外，館方亦策劃特別展覽，手機特展展示幾乎人手一隻的

手機材料，讓民眾思考慮手機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以及如何與自然世界產生連

結；「熄燈：恢復我們的夜空」特展引導民眾思考 後一次看到銀河系之契機，

體驗壯麗的星夜，以及發現人造光的影響，並瞭解如何減少光害並重新與夜空建

立聯繫；和常設展著重於探索過去不同，屬於新興的議題。 

或許因為多為家庭共同前往，以及展覽類型多元，民眾停留時間較長，餐廳

的空間配置相對比較大，餐食提供也比較多元，主要有二處：海洋露台咖啡館 

(Ocean Terrace Café) ，提供自製穀物碗、新鮮三明治、甜點、小吃和飲料；以及

中庭咖啡廳 (Atrium Café)，提供手工漢堡、燒烤食品、廚師的市場餐桌（提供時

令菜單）、自製佛卡夏熱熔膠、甜點和飲料。而懸掛在用餐區天井，跨越各樓層，

長達 52 英呎的雌性巨齒鯊巨齒鯊模型，可以在用餐同時近距離欣賞，話題性十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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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9 國家自然史博物館展覽大廳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四、 文創商品 

展場配合展區於館內數處設有文創商店，搭配展示內容，品項計有礦石、

寶石及飾品、動物玩偶、吊飾、印有展示品的衣物、拼圖、童書等。其中較特

別的是適合小朋友的史密森尼岩石和寶石挖掘套件、顯微鏡套件、夜光巨型火

山套件等玩具組合。 

 
圖 8-30 國家自然史博物館商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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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 

一、博物館簡介 

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位於國家廣場南側，

隸屬史密森尼學會，展館佔據了整整三個街區，24 個展廳彙集大量具有里程碑

意義的飛行器、太空探測器、導彈等，同時也是研究航空航天、行星科學、地球

科學的歷史和科學研究中心。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有關飛行的專題博物館。 

「飛行里程碑」展品包括 原始的飛行器，從中國古代的風箏和火箭模型，

到蒙特哥菲爾兄弟飛越巴黎上空的熱氣球複製品，還有出自萊特兄弟之手的世界

第一架飛機「飛行者 1 號」，阿波羅 11 號第一次登月的登月艙「哥倫比亞號」，

記載了人類飛行史的每一個腳印。 

二戰主題展廳全館共有真機 265 架，其中大部分陳列在二戰主題的展廳裡。

該廳不僅陳列有美國的「野馬」、日本的「零式」、德國的「梅塞施密特」、英國

的「噴火」等馳名於世的各種戰機，還有希特勒的祕密武器—V2 飛彈實物，牆

壁上則掛滿了激烈空戰的珍貴照片，向世人講述那段風雨歲月。 

體驗區運用不同主題把相關展品串聯起來，除了各種飛行器的真機展示，還

有各國衛星和航天器材的複製品，可以觀看與飛船對接的天空實驗室真實還原國

際空間站的點點滴滴。 

二、藏品範圍 

1946 年，哈里·杜魯門總統簽署法案，建立史密森尼國家航空博物館，以紀

念航空業的發展；收集、保存及展示航空設備（包含二戰飛機、發動機和導彈等

物品）；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收藏範圍擴大至與火箭和航太相關的文物，

博物館顯然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1966 年，林登·詹森總統簽署法律，將國家航

空博物館更名為國家航空暨太空博物館，以紀念航空航太的發展。 

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以收藏稀有且具有歷史意義的飛機和太空船而聞名；

收藏品還包括引擎、獎牌、獎盃、儀器和設備、模型、藝術品、太空衣、制服等

等。該藏品總共包括 30,000 多個航空物體和 9,000 個太空物體；大約 20% 的

收藏（包括約 80% 的 大飛機和太空船）公開展示；許多物品也借給世界各地

的機構。除了物體之外，館藏也包括跨越飛行歷史的照片、手稿、技術圖、文件、

電影和口述歷史等檔案，可為需要的研究人員提供參考服務。國家航空太空博物

館致力於出借文物提供展覽，以增加人們對其優質藏品的應用。 

博物館工作人員也對藏品進行數位化和編目，既是為了管理，也是為了讓

世界各地的民眾更容易接觸到藏品。透過對藏品拍攝高解析度影像作為內部記

錄，對檔案資料進行數位保存，並在網路上與公眾分享，創建駕駛艙內和文物

內部的全景遊覽等等，拍影範圍從記錄它們的獲取、處理、修復和保護到展覽



108 
 

中展出的圖像等。歷史物品和檔案收藏的圖像有助於傳達航空和航太的故事，

讓人們更了解其歷史。   

三、展示設計 

國家航空和太空博物館展覽，除了實體飛行器的展示，另外有也模型、剖面

圖展示，展示的內容多元，包含飛行器演進、發明人物與故事介紹，飛行器起飛

降落原理說明、操作體驗、互動式展示，以及具技術性的航空、太空知識介紹。

雖然這次參訪適逄該博物館換展期間，僅能參觀近一半展區，內容仍然十分豐富

精彩。 

除了非凡的文物收藏和引人入勝的展覽外，博物館依教師、學生、終身學習

者、專家等不同參訪者設計各類型講座，從太空人尼爾·阿姆斯壯，到航空先驅查

克·耶格爾，許多航空和航太史上 著名的人物都曾在博物館發表演講。 

四、文創商品 

配合覽展的內容，這裡有許多具航空及太空意象的服飾，從兒童太空人服、

手套、頭盔，兒童飛行員服，到青少年及成人連帽 T、T-Shirt、棒球帽、背包等，

款式多元；另有多種不同大小的飛機、太空人及太空梭迷你積木組、星球模型、

吊式、鑰匙圈，及地球儀等；很能吸引航空及太空迷的目光。 

 

圖 8-31 不同時期的飛機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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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2 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展覽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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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3 多元豐富的航空太空館藏展示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34 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文創品賣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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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美國國家藝廊 

一、藝廊簡介 

美國國家藝廊（Nation Gallery of Art , n.d.）是由 1921 年至 1932 年期間擔

任財政部長的安德魯·梅隆(Andrew W. Mellon) 構思並捐贈給美國人民的；安德

魯·梅隆是一位金融家和藝術收藏家，他認為美國應該擁有一座能與其他國家博

物館並駕齊驅的世界級國家藝術博物館。1936 年，梅隆寫信給富蘭克林·羅斯福

總統表示他將用自己的資金建造並捐贈文物給該館，羅斯福總統贊同梅隆的提議，

終，國會於 1937 年通過此提案。 

1941 年西館峻工啟用，後於 1966 年成立 25 週年時增列擴建計畫，以容納

已超出其原有建築庫存能量的典藏品。該擴建案 後由華裔設計師貝聿銘主導，

其設計的東館於 1971 年動工並於 7 年後落成，全新的圖書館並設置視覺藝術高

級研究中心。該中心建立人才資料庫，並透過教學計畫、獎學金、研討會和出版

品推廣文化藝術。 

西館主要展出 13 至 16 世紀的歐洲繪畫和雕塑、美國藝術以及特別展覽；東

館以現代和當代收藏的特殊作品為主，並擁有廣闊的展示紀念性繪畫和雕塑的露

臺；大廳層則有播放影片與辦理活動的會議空間，以及舉行大型和小型講座活動

的禮堂，以及寬敞的畫廊空間，以及設有連通至西館的地下通道。 

 

 

圖 8-35 美國國家藝廊展覽位置圖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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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品範圍 

國家美術館對外開放時的展覽內容主要來自創辦人兼主要贊助者梅隆捐贈

的 126 件繪畫和 26 件雕塑，重要文物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拉斐爾

（Raffaello Sanzio）的《阿爾巴的聖母》、喬瓦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水

星》和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佛朗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de Goya）的《蓬特霍斯

侯爵》，目前仍於圓形大廳展示。梅隆認為美術館應屬國家機構之一環，並深知

典藏需要眾人慷慨解囊，捐贈大量藝術文物才能充實畫廊空間。是以，國家美術

館的藏品完全來自捐贈者，自從梅隆捐贈首批文物以來，因有眾多私人和基金會

的捐贈，國家美術館典藏數量已逾 15 萬件。 

 

三、展示設計 

國家藝廊西館中，上千件重要文物依時期和來源機構，在橫跨兩層展覽空間

的壯觀而綜合的畫廊展示，期間橫跨 13 世紀的歐洲繪畫和雕塑作品，19 世紀印

象派油畫，至 20 世紀具開創性的美國藝術。不僅可以欣賞馬奈、雷諾瓦和塞尚

等重要的大師之作，亦可欣賞令人目不暇給的裝飾藝術、版畫和素描原件。博物

館寬敞的禮品店也位於一樓。 

連接東、西館兩座建築物的地下通道空間，是由美國著名 LED 藝術家里奧．

維拉里爾（Leo Villareal）所設計，運用超過 4 萬 1 千盞 LED 燈照亮 200 英呎的

地下通道大廳空間，創造出抽象的視覺藝術，參訪者在兩棟建築之間走動時，這

些裝置亦兼具實用的照明功能(Kelly, 2023)。 

 

 
圖 8-36 國家藝廊東西館通道內 LED 燈飾 

資料來源：Kelly, 2023 

 



113 
 

此外，自國家藝廊 1941 年開館以來，除提供公眾參觀和每週講座之外，更

於隔年開始辦理免費的電影播映會，以及周日晚間音樂會，成為華盛頓特區歷史

為悠久的系列音樂會。逾 80 年來，國家藝廊公共服務範圍不斷擴大，也為遊

客、教師和學生提供各類免費教育專案和學習資源。 

 

 
圖 8-37 國家藝廊圓型大廳（西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38 訪客在國家藝廊臨摹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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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9 國家藝廊東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四、文創商品 

印有藏品的音樂盒、裝飾磁鐵、鑰匙圈、日曆、記事本、金屬書籤、迷你拼

圖、眼鏡盒、零錢包、腰包、吊飾等；畢卡索、梵谷、莫內等畫家磁性手指人偶、

印有國家藝廊標誌的 T 恤、毛線帽、水瓶、馬克杯、原子筆等；藏品畫冊、繪畫

套裝組。價格大多在 20 美元以內，而且小巧可愛，容易入手。其中比較特別的

是畢卡索、梵谷、莫內等畫家磁性手指人偶，在其他的博物館並未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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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0 國家藝廊文創品賣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8-41 國家藝廊餐廳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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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得與建議 

壹、 心得 

本次赴美國華盛頓考察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國家檔案館一館、國家檔案

館二館、國家檔案館研究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及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等 5 機關

（構），實地瞭解國家檔案管理、應用與展覽等規劃做法。另為充份發揮本次參

訪效益，並進一步瞭解美國博物館展覽與文創商品之規劃設計作法，另參訪白宮

遊客中心、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ARTECHOUSE 數位藝術中心、美國自然史

博物館、美國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美國國家藝廊等在華盛頓特區享負盛名的國

際級博物館。 

參訪期間，蒙美國相關機關（構）部門人員熱忱接待與解說，以及我國駐美

國代表處鼎力協助聯繫、傳譯服務、交通及陪同參訪等事宜，使本次考察行程順

利圓滿達成任務，獲益良多。謹就本次考察所得，說明如下： 

一、 國家檔案徵集 

(一) 檔案徵集仰賴研究人員專業 

NARA 國家檔案主要徵集來源為各聯邦機關，各聯邦機關檔案經整理、立案

等作業後，經鑑定具永久保存之國家檔案價值者進行移轉，NARA 徵集國家檔案，

除訂有相關原則外，聯邦機關檔案並應經 NARA 的 Archivest 簽署確認後，始得

進行國家檔案移轉；此外，國會圖書館手稿部及國家歷史博物館之檔案徵集審選，

則以其所屬專業研究人員判定為主，且 NARA 於決定檔案數位化優先順序時，

亦會納入專業研究人員的需求與建議，故專業人員的專業判斷是檔案徵集之重要

參據。 

(二) 私人珍貴文書徵集以捐贈為主 

國家歷史博物館徵集大量的私人珍貴文書，經瞭解多是透過捐贈取得，以經

費收購者不多，而審選與徵集的預算主要用以支付審選人員赴各地審選檔案之差

旅費，以及支付接受捐贈物件的運輸費用；審選人員主要是館內的館藏研究人員。

另外，館方在接受捐贈時，並不會保證納入館藏或進行展示，若是捐贈者不能接

受，館方則不會接受捐贈。 

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也有編列徵集預算，但是徵集的珍貴私人文書也都是

以捐贈方式取得為主；其中美國有色人種協會的文件佔 大宗，另外還有知名的

作家詩人、諾貝爾獎得主、大企業家等。而藏品的徵集，則由專業的專家團隊負

責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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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數位化 

(一) 國家檔案數位化鼓勵外部資源合作 

NARA 檔案數位化有 5 個主要方法，包含：與第三方機構合作(約占 60%)、

由 NARA 內部負責部門數位化(約占 20%)、聯邦機關以數位檔案進行移轉(約占

10%)、透過策展完成數位化(約占 5.5%)、由民眾志願協助進行數位化(於 NARA

一館設有創新中心工作室，提供民眾預約，在館內進行檔案數位化，約占 0.5%）。

其中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部分，現有 23 項數位化合作契約進行中，執行數位化方

案有 192 項；合作期間第三方可將其設備放置於館內，惟該設備需經 NARA 檢

查確認後始得使用。 

另，美國國會圖書館亦有圖書數位化合作專案，係由合作對象先提出合作計

畫，再由館方法律部門進行檢視，雙方簽訂契約後展開合作，而我國國家圖書館

即與該館亞洲部合作，進行為期 7 年的數位化計畫，由我國國家圖書館提供資

金，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人力進行臺灣相關藏品數位化，完成數位化藏品同時於

美國國會圖書館及我國國家圖書館網站開放應用，共完成 1,900 種類品項之圖書

數位化。 

(二) 設定全面電子檔案移轉時程 

美國電子檔案管理制度自 2011 年總統歐巴馬簽署管理政府檔案備忘錄，開

啟了以國家層級推行電子檔案重點序幕。原訂於 2023 年起，聯邦機關文件應都

以電子格式創建、保存及整理，並附帶適當的詮譯資料；依據文件管理法規，並

制定計畫停止機構紙質及類比文件的保存設施，並將這些紀錄移轉到由 NARA

營運的聯邦文件中心或商業儲存設施。 

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間，各機構檔案轉換為電子格式之過程有所延遲，重申了

電子檔案過渡的目標，2024 年 6 月 30 日前聯邦機關必須以電子格式管理所有永

久文件、以電子格式及適當的詮釋資料傳輸所有永久文件、以電子格式管理所有

臨時文件或將它們儲存在商業紀錄儲存設施中；2024 年 7 月 1 日後 NARA 不再

接受永久或臨時的類比格式紀錄，且只接受具有適當詮釋資料的電子格式紀錄。 

(三) 訂定電子檔案管理規範供聯邦機關遵循 

依據 NARA 檔案管理 2022-2026 策略計畫，NARA 將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發布關於永久保存之紙質及類比文件數位化指南。NARA 並將向聯邦機關

發佈在協作工作環境、網站和社交媒體中管理、保留和傳輸聯邦文件的指南；2026

年起 NARA 將促進其現有實體和智能控制，在可信賴的儲存設備、保存風險規

劃及風險緩解中持續應用電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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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檔案保存維護與解降密 

(一) 國家檔案保存修復材料與除蟲做法 

NARA 檔案保存修復工作室，紙質檔案修護的黏著劑除了使用無筋麵粉之

外，尚依據紙質類檔案的保存狀況、是否有黴菌、破損情形等，而選擇使用熱熔

膠紙與可重複濡濕的薄紙作為修復的材料；而除蟲做法，主要以低溫除蟲為主，

將檔案置於負 20 度的低溫冷凍庫房 3 天，移回室溫回溫 1 天，接著再重複一次

冷凍及回溫，即完成檔案除蟲作業。 

(二)  電子檔案目錄與條碼管理 

NARA 以箱為單位管理檔案，自聯邦文件中心移轉之檔案，其檔案上之條碼，

透過全國適用的檔案管理系統，檔案管理相關資訊與詮釋資料，都可跨機關檢索

使用；而美國國會圖書館，雖然館藏圖書均已建置電子目錄，惟仍保存了大量早

期電子化前的紙本書目索引卡，其所屬手稿部，以紙箱盛裝整理中的手稿，經整

理完成的手稿改以檔案盒盛裝並貼覆條碼管理。而民眾有應用需求時，仍然都是

由工作人員至架上取出檔案；美國國會圖書館於 8 年前嘗試建置圖書自動運輸系

統，嗣因效果未如預期，故仍維持現行以工作人員駕駛運書車，穿梭於國會山莊

大樓之間的地下通道運送圖書。 

(三) NARA 機密檔案由國家解密中心審查後聯繫聯邦機關解密 

NARA 設有國家解密中心，經審查屬資訊自由法例外之檔案，可不公開。機

密檔案目錄，在上網公開前，會先檢視檔案內容，可公開的才上網。紙本的機密

文件館方不主動數位化，民眾依資訊自由法申請調閱文件，會將極其敏感資訊遮

蓋，甚至不公開。 

NARA 對於機密檔案並無解密的權利，由所屬的國家解密中心審查，並與聯

邦機關聯繫是否可以解密，所有經手國家機密文件的工作人員，都必須經過背景

調查，他們可知悉檔案內容，但無權逕行解密。 

四、 檔案應用 

(一) 以強化美國民主為使命之檔案應用 

NARA 每 4 年訂定的策略計畫，以每位民眾都能公平地應用其所保管的聯

邦政府檔案為使命，強調以透過公平、開放應用高價值政府檔案為目標，持續推

動開放、促進民眾參與及強化國家民主。而在參訪過程中，導覽人員不時流露出

對美國民主成果的驕傲，以及強調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或許曾發生不民主、不名譽

的事情，但都是屬於美國歷史的一部分，都應該要如實的呈現，如此才能讓美國

的民主不斷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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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NARA 的檔案管理 2022 至 2026 年策略計畫中，以多元、公平、包容

及無障礙（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and Accessibility, DEIA）為主軸，並針對低

度服務族群的加強推廣檔案應用，此外，透過內部員工、研究人員及外部客戶需

求的調查分析，設定以檔案整理及數位化等策略作為達到目標的核心手段。 

(二) NARA 檔案研究採預約制 

NARA 規定研究中心必須先預約才能進入使用，研究室僅開放給預約的民

眾。預約民眾應在想要前往的研究中心網站上蒐尋聯繫資訊（通常為該研究中心

的電子郵件信箱），在前往之前提出預約申請。 

(三) 應用檔案前先進行講習 

抵達研究中心之後，出示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核對身分，並填寫簡單的表

格，提供全名、永久地址和電話號碼等，研究中心將現場製作研究人員識別證；

該識別證的有效期限為一年。 

在收到研究人員識別證之前，必須先進行講習，講習以簡短的影片進行，講

習內容強調檔案相關的安全注意事項，並說明基本的研究程序、責任和規則；研

究人員必需要親自參與講習。研究人員在到達後，大約花 10 至 15 分鐘即可完

成該程序。 

(四) 應用檔案不以事先預約為限且無數量限制 

NARA 雖然規定研究中心必須先預約才能進入使用研究空間，但應用檔案預

約並非必需，NARA 鼓勵研究人員事先預約，以預為備妥檔案方便應用；沒有事

先申請應用的檔案，可於現場申請調閱，等待時間約 1 小時，且無數量限制。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檔案中心也是一樣，該中心因為人力不足，以及部分檔案

並非保存於檔案中心所在位置之庫房，民眾申請調閱檔案，須於 2 週前提出申

請，單次申請調閱檔案數量以一書車為限，但民眾到現場若有追加調閱檔案需求，

若是檔案存放於該中心庫房，亦會協助調閱提供應用。 

(五) 複製應用檔案可即刻傳輸雲端 

研究人員可於研究中心現場複製檔案影像，電子檔可以透過館方的無線網路

傳至個人的雲端硬碟，非常方便。一般研究人員調閱的檔案，已經由相關部門將

涉及個人資料等內容檢視，且依規定，聯邦機關在移轉前若檔案內容涉及敏感資

訊，應事先提出，完成檢視的檔案才入庫，研究人員可以直接調閱；機密文件必

須由國家解密中心，經審查並經解密後才可以調閱。若是由聯邦官員調閱的檔案，

因事涉敏感，會事先檢視再提供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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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館藏結合教學 

(一) 檔案與教育部門密切合作，引導學生批判性思考 

NARA 在線上展示的檔案文件，同一主題都有 2 至 3 件，訴說不同的故事，

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培養批判性思考，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同一個問題或事件。因

此，在網站上，教育部門並不會提供教案來告訴老師怎麼教，而是讓主題、文件

走進學校教室，讓學生反覆思考並挑戰眼前的史實。此外，由於美國歷史課本的

內容並不詳盡，很難促進深度思考，因此，促使教育部門與典藏研究員、策展人

間有很密切的合作。 

有關與各級學校合作教育性質的活動部分，NARA 主要與高中及以下的學校

合作，希望透過教師與學生共同探索歷史文件，從中發掘新的角度；NARA 設計

的活動主要引導學生閱讀、找資料等。 

(二) 疫情開創線上教育活動新契機 

於疫情期間，NARA 意識到實體教育活動與線上教育活動的不同，平常於館

方場館舉行的教育活動，參加人數 多 9,000 人次，而線上活動的訪客來源則擴

及全球各地，一年高達 23 萬 5 千人次參與。這使得 NARA 重新思考規劃教育活

動的方法，以增加活動的效益。 

六、 策展規劃與服務 

(一) 各博物館有其明確定位 

本次參訪的各檔案、圖書及博物館，除了 NARA 國家檔案館典藏聯邦機關

檔案外，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總統紀錄法實施之前的總統公文書、國會議員的私

人文書、重要人物的珍貴私人文書；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徵集保存以工業創

新、音樂及廣告為主的檔案；各博物館或因法令明定，以及長久耕耘於相關領域

專業，都在各自領域獲得良好的檔案徵集成果，並據以規劃策展，吸引有興趣的

民眾前往參與及應用檔案。 

(二) 善用捐款辦理展覽與活動 

無論是 NARA 的國家檔案館、史密森尼學會的美國國家歷史博物，或是美

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它們的展覽空間中都可看到歡迎捐款的箱子，這些機構的

網站上也可以輕易找到捐獻的方式。在參訪交流中，NARA 表示其資金一部分來

自政府、一部份來自非營利組織國家檔案基金會；而國家檔案基金會的募款方式，

除了在網站上採取年費會員或館內可見的捐獻箱之外，同時以展覽、教育或其他

活動等專案募款，但不論捐款者為何人或金額多寡，皆無法干涉展覽內容或廣告

的呈現方式，以維持機構的中立與權威立場。而國家歷史博物館屬於半官方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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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政府撥款經費主要支用於博物館的建築維護及員工薪資，策展的經費也是主

要來自私人捐款。 

(三) 透過社群媒體行銷線上展覽活動 

在對外服務與行銷的部分，NARA 設有公共事務組及資訊傳播組，有系統性

的服務不同族群需求，並考量各年齡層偏好的社群媒體平臺，發送適合該族群的

社群媒體行銷內容。負責社群媒體的人員，每周都會安排與典藏研究、教育及其

他相關部門召開例行會議，提前預擬社群媒體的行銷貼文。教育性質的展覽主要

在社群媒體上行銷，效果較能無遠弗屆，在各州的民眾都能看到。 

(四) 展場內、外一致性規劃設計沉浸體驗 

參觀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於館外等候時，即看到顯著標語，諸如「This 

Musuem is not an answer. It is a question.」（這間博物館不是答案，而是個問題。）、

「What’s your question?」（你的問題是什麼？）提醒著人們透過展覽更深入的對

大屠殺事件進行思考；展館一致性的深色調展示設計，讓參觀者內心更沉靜，更

能邊看展覽邊思考這些殘酷事件的成因，刺激深切省思；對於內容過於殘暴、恐

懼的展件，展示手法係運用砌起高牆將將展件置於牆內方式，除了區隔對展者外，

更傳達了受害者所經歷的苦難與死亡，進而讓觀眾省思「我們只是在一旁事不關

己冷眼旁觀的觀眾嗎？」或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參訪

的感受經驗很鮮明，細緻高明的策展，很能引發思考。 

(五) 多元展示方式與內容 

為了吸引不同受眾前往博物館看展，除了依主題、受眾規劃不同的圖片、照

片、影片、文字等展覽方式外，本次參訪的博物館，多數規劃可以坐下來看展覽

的空間，且以播放影片方式為大宗，到訪民眾除欣賞展覽內容之外，也可以稍作

休憩。其中，白宮遊客中心影片觀賞區的座椅結合電視牆的多功能設計，值得我

國借鏡。另，猶太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入口及展間的大型標語，以垂綴方式呈現文

字內容，讓民眾可以沉澱，甚至發思古之幽情。  

(六) 講座課程、電影播放 

本次參訪的國家藝廊、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等，除了展覽之外，也有辦理講

座課程，國家藝廊更定期播放電影，如此做法可以吸引不同民眾到館參與，也可

以設計符合在地文化的講座課程，或是透過舉辦電影欣賞，作為睦鄰活動，拉近

與社區之間的距離。 

(七) 規劃策展鮮少使用新科技 

NARA 除了透過社群平臺行銷及策劃線上展覽外，檔案博物館於近年才開始

建置無線網路環境（辦公室區已先建置），而隸屬於史密森尼學會的國家歷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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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也表示目前採用的尖端科技不多，檔案中心展覽使用到的科技主要以能提供

互動為主。史密森尼學會在引進新科技方面進展緩慢，主要是因為科技更新的成

本相當高，此外，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展期 3 年至 30 年不等，策展需提早規

劃，若運用當時的 新科技，則待展覽開展時該科技可能已不再是 尖端的了，

觸控螢幕便是很好的例子，曾經是科技寵兒，現在不再引人特別注意。國家歷史

博物館的定位是提供民眾機會親眼見識歷史文物的實物以及社交經驗，若科技可

以協助館方達此目的，館方也願意考慮採用，但目前館方沒有這樣的能力，當然

也沒有運用目前 先進的 5G 技術及擴增實境手法。 

(八) 志工招募 

美國地大物博，國內外遊客初來乍到華盛頓特區，短期之間斷難參觀特區內

二十幾間博物館，停留於每個館舍的時間甚為有限，故需要大量志工協助導覽行

程，並協助回答與常設展與特展內容等相關問題。本局與國家歷史博物館交流座

談期間，館方即表示該館非常仰賴志工團隊協助導覽相關活動；典藏研究組也有

不少志工處理相關行政文書作業。志工來源主要為熱愛歷史的退休民眾，亦有幼

時在館內留下美好回憶的樂齡人士。館方並未提供直接報酬，但能提供志工特別

的經驗，更不吝表達對志工感謝。此外，國家歷史博物館亦與大學合作輔導培訓

實習學生。 

七、 文創商品與餐飲服務 

(一) 良好文創紀念商品設計延續展覽感動經驗 

文創紀念商品的目的，除了增加館方的收入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讓參

觀民眾可以將參觀博物館的感動與美好感受，透過文創紀念商品延續到回去後

的日常生活中，讓民眾重新思考展覽內容與重溫美好記憶之外，也可以和週遭

的親朋好友分享。 

無論是屬於政府機關的白宮遊客中心、NARA 檔案博物館，或是美國大屠殺

紀念博物館、隸屬於史密森尼學會的航天航空博物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等，

對於文創紀念商品的設計與展售，都與展館意象做了充分的結合，如白宮紀念

館與 NARA 檔案博物館，文創紀念品充滿了美國民主意象，並以美國國旗的藍

白紅為主要色調，而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則以黑色、橘色為主色，並展售來

自未開發國家公平貿易的手作商品等。 

綜觀各博物館文創紀念商品，主要以結合展示內容，具有博物館標誌的日

常生活常用物品，如馬克杯、衣服飾品、帽子，以及磁鐵、擺飾品為主；普遍

單價都不高於 20 美元，符合各年齡層民眾消費。 

(二) 合宜餐飲服務，鼓勵到訪民眾停留 

餐飲服務除了必須考量提供優質服務之外，還必須考量成本與來訪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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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能力；國家藝廊主要以提供咖啡、飲料、輕食為主；NARA 檔案博物館餐廳，

則以提供漢堡、熱狗、薯條等主食，自然史博物館，則比較屬於提供符合全家

出遊之外食餐點；各依不同主要到訪客群，提供符合的餐點服務。 

 

貳、 建議 

一、 落實機關檔案清理，適時啟動專案徵集 

早年檔案法規未完備，致機關歸檔編目等情形未落實，隨著我國檔案法施行

迄今已逾 20 年，機關檔案管理觀念逐步提升，並獲機關重視，未完成回溯編目

建檔之機關已屬少數。機關檔案清理處置之銷毀、永久屆期移轉檔案鑑定及移轉

等，如能落實，將可減省本局法定審核人力與資源，達到全面及系統性蒐整國家

記憶之目標，同時將能投入較多資源進行國家檔案研究，並依研究結果，就館藏

深度、廣度啟動專案或主題式徵集。 

二、 延攬各領域專門研究人員審選徵集檔案 

美國聯邦機關檔案經 NARA 簽署後始進行國家檔案移轉，檔案數位化之優

先順序亦需將專業研究人員之需求與建議納入考量；而國會圖書館手稿部及國家

歷史博物館之檔案徵集審選，也是以其專業研究人員之專業判定為主。因此，專

業研究人員為檔案徵集之核心角色，我國現行國家檔案審選、機關永久屆期移轉

檔案審核，以及珍貴私人捐贈文書審選，雖然會視需要邀請具專業之學者專家協

助辦理，惟本局尚缺乏不同領域之專門研究人員協助法定審查，為擴展我國國家

檔案館藏質量，相關專業人力宜規劃納入補充。 

三、 落實機關移轉檔案應用限制註記，促進檔案應用 

本次考察的機關（構）雖然都鼓勵應用檔案宜事先申請，惟實務上，民眾到

館進行研究，都可於現場增加提出申請應用檔案；經洽相關機關（構）表示，機

關檔案於移轉時即已註記限制應用，並由負責政府資訊公開相關部門就涉及個人

資料等內容進行檢視，經完成檢視檔案即入庫提供應用，故民眾於網站上檢索之

檔案均可及時開放應用，滿足使用檔案需求。 

為達到此一目標，宜強化宣導落實檔案管理之檔案應用項著錄，於機關端即

落實提供民眾申請應用檔案及決定檔案應用申請案件准駁應用限制著錄，於機關

檔案移轉成為國家檔案時，視需要檢視確認應用註記之妥適性即可，以加速檔案

提供應用。 

四、 拓展多元數位化合作管道 

NARA 透過與第三方合作完成數位化檔案佔比為 60%，甚為可觀，細究其合

作對象，多屬對於特定領域（如家譜）具有應用需求之企業團體，由 NARA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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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提供場域，合作方提供數位化所需設備，經 NARA 查檢合格即可進行檔案

影像數位化合作；此外，針對展覽有數位化需求者，完成後亦提供館方提供應用。   

本局除可參考上述做法外，亦可參考導入數位化協作志工，參與檔案數位化工作；

或納入應用檔案原件之民眾，於複製檔案影像時，若該數位化檔案影像符合本局

之數位化規範並提供本局關放應用者，除於該檔案註記協助數位化者姓名外，亦

可酌予增加每次檔案應用數量等鼓勵措施，做為可行之數位化合作管道之一，加

速提供檔案應用。 

五、 釐定電子檔案管理與移轉規範 

各機關配合行政院推動線上公文，部分機關甚至朝完全線上公文方向努

力。又，隨著社群媒體蓬勃發展，機關在官方網站發布各類資訊已司空見慣，

故宜釐清原生性電子檔案之類型範疇，並訂定適用之規範、推動作業時程等，

以作為全國機關依循之準則。 

六、 檔案保存修復，可參考多元方式與媒材 

檔案保存修復依不同媒體、有不同做法；建議可參考熱熔膠紙與可重複濡

濕的薄紙作為修復的材料，或可加速修復進度；而除蟲菌做法，亦可比較施予

不同溫度、天數之搭配組合，以達 佳 有效率之做法。 

七、 與企業或領域具領導地位之研究機構團體合作策展，豐富展品內容 

本次參訪的機關（構），考量策展規劃及策展期間較長，多未使用先進之科

技與設備設施，但是，其參觀人潮多絡繹不絕，展覽內容具吸引力應為主要因

素。其中美國航空航天博物館若大的展覽空間，為了豐富覽品內容，與航空公

司及 NASA 合作，透過知識、技術、實際展品展示，讓具專業與遙不可及的飛

行、太空成為可以實際接觸與瞭解的內容更貼生活，不再抽象艱澀難懂；美國

大屠殺紀念博物館也與多所研究機構長期合作。因此，透過豐富厚實的展覽內

容為基礎，規劃不同專業層次內涵，擴展展覽的深度與廣度，除可吸引廣大民

眾前往觀展，也可讓具專業或技術背景的民眾收穫更多知識。 

八、 提供教學合作檔案素材，發展多元教案 

NARA 就擇定的教學主題，會提供數種不同面向的檔案，提供老師設計教

案使用，並促進學生於閱讀資料時可進行思考；另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做法，提

供不同類別的研究指引，如該圖書館於「亞洲」類別下細分 19 個指引，其中包

含「1937 至 1945 年中日戰爭資源指引」，列述了所含的書籍、期刊、報紙、手

稿等相關館藏內容。現行我國教育強調一綱多本，本局擴展檔案結合教學，亦

可參考上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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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系統整合，有效檢索應用檔案 

現行本局已有檔案資源整合平臺 ACROSS，結合國家檔案與跨機關館藏檢

索系統，檢索內容主要以各機關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與珍貴文書等；而本局

亦建置有機關檔案目錄查詢之 NEAR 系統，基於研究者及檔案應用的需求，所

需參考的檔案內容未必均屬涉政府重要制度、決策等上位資料，如屬實際執行

內容檔案，則存置於各主政機關，民眾必須分別到國家檔案資訊網，以及

NEAR 系統分別進行查詢，如能介接相關檢索資料，整合資料庫提供應用者更

完的檔案內容，將有助對政府施政之決策到執行不同面向的瞭解。 

十、 提供講座及電影欣賞，吸引不同客群 

未來國家檔案館除了檔案相關常設展與特展之外，建議可以提供專題講座

及電影欣賞等，除了吸引不同客群到館之外，亦可作為睦鄰活動。 

十一、 擴增檔案應用諮詢人力，擴大檔案應用 

國家檔案徵集的目的，即在於提供應用。檔案應用諮詢服務，可協助應用檔

案的民眾，開啟檔案研究之路，惟該檔案應用諮詢人力除具備相關領域專業外，

亦應對國家檔案館藏及國家檔案管理具有一定專業的瞭解，俾有助於服務品質的

提升，參考國外經驗，檔案館均有配置相關人力提供諮詢服務，本局亦可納入考

量，以擴大國內透過檔案應用研究的量能。 

十二、 設計研究人員識別證制度與應用檔案講習 

我國國家家檔案應用的主要目的，在於進行研究，建議可規劃進行檔案研究

者，發給研究人員識別證，該識別證除了作為進出實體研究室之識別之外，亦可

做為個人檔案應用與研究的識別帳號，記載著檔案檢索、應用、調閱等各種不同

資訊；而使用檔案應用前之講習內容，亦可區分為初次使用者，與具經驗者，分

別提供簡要，及相對完整等不同講習內容。 

十三、 招募志工協作導覽與檔案數位化 

良好的服務，需要具有專業的充足人力，面對未來即將擴大的展覽範圍與來

訪機關、民眾，預為規劃志工招募與培訓，亦應納入作為準備工作之一；此外，

亦可規劃志工協助國家檔案數位化，讓志工服務項目，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十四、 結合檔案館意象設計多元文創紀念商品 

2025 年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即將落成啟用，常設展的規模及參訪人數勢將

有所成長；延續參訪檔案館的美好感受經驗方法之一，就是將國家檔案館的文創

紀念商品帶回到日常工作與生活中。開館設計同時，也規劃了目標客群，建議可

依不同目標客群，分別設計容易入手的不同品項紀念商品；此外，亦可針對機關

檔案管理人員，設計金檔獎與金質獎之意象商品，鼓勵機關檔案管理人員，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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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若是的榮譽感，落實高品質的檔案管理理念於機關檔案工作中。建議文創商

品如 T-shirt、棒球帽、馬克杯、紀念幣、檔案夾、檔案造型擺飾、磁鐵等。 

十五、 依展覽主題，針對目標客群設計文創商品 

依展覽主題，針對目標客群設計文創商品，除了應具有識別意象以達宣傳效

果之外，還必須要能具有購買吸引力，所以體積不大、日常生活用品、小型擺飾

品、價格不會太高的設計，如馬克杯、檔案造型小磁鐵、筆記本等，可作為參考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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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所在地點 住宿地點 

7/23 

（日） 
 啟程（桃園機場 TPE-轉機點） 台北 機上 

7/24 

（一） 

 轉機（轉機點-華盛頓杜勒斯國

際機場 IAD） 

 IAD 機場前往華盛頓特區 

 白宮遊客中心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5 

（二） 

 國家檔案館一館 

 國家歷史博物館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6 

（三）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ARTECHOUSE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7 

（四） 

 國會圖書館 

 國家自然史博物館 

 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8 

（五） 

 國家檔案館二館 

 檔案研究中心 

 國家藝廊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9 

（六） 

 資料蒐集 

 返程（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IAD-轉機點） 

華盛頓特區 機上 

7/30 

（日） 
 返程（轉機點-TPE） 轉機點 機上 

7/31 

（一） 
 至桃園國際機場 台北 -- 

 

備註：原訂華盛頓國家文件中心參訪行程，因該中心僅用於文件存放，故相關

提問由 NARA 人員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及二館晤談時說明。



128 
 

附錄二、考察重點 

一、 座談重點 

(一) 共同性重點 

1. 館所營運 

(1) 貴館是否推動與外部組織、夥伴機構及使用者各項互動與創新機制，請問推

動策略為何？ 

(2) 貴館收入來源為何？有無評估擴增收入量能，例如募款或文創商品化等管

道。 

(3) 貴館如何強化從業人員專業知能發展？ 

(4)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貴館採取的節能措施為何？ 

(5) 貴館是否建置 5G 專網，相關應用服務項目為何？ 

(6) 貴館如何有效運用外部資源人力協助館務運作？其中，志工招募與其權利、

義務為何？ 

(7) 貴館近年挹注資源 多的服務項目為何？未來是否持續側重該服務或有調

整規劃？ 

2. 館藏徵集及保管 

(1) 貴館是否有與其他國家進行數位典藏合作，請分享其合作經驗。如以臺灣早

期檔案數位典藏與我國合作建置的可行性如何？ 

(2) 是否建置自動化系統，協助館藏入庫、整理與保存維護作業？ 

(3) 紙質類館藏之除蟲菌及保管方式?庫房採用撒水系統、潔淨氣體系統，抑或

其他消防滅火設備系統；又，原因為何？ 

(4) 請分享貴館典藏修護之策略、流程及相關設備。又，是否擁有典藏技術實驗

或研究之設施與人力？若有，其運作方式為何？  

(5) 館藏複製儲存制度與標準作業流程。採用的規格、格式為何？ 

3. 展示與行銷 

(1) 面對外在新議題，貴館如何主動蒐整相關檔案、物件與影音資料，透過研究

和展覽等方式實踐社會及教育使命？ 

(2) 貴館如何規劃實體教育推廣活動，請分享進行方式與項目。 

(3) 是否可分享貴館運用社群媒體、網路媒體、公共關係及口碑行銷等多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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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影片行銷或社群媒體推廣業務分工流程為何？ 

(4) 是否可分享文創商品開發流程及販售通路合作經驗？ 

(二) 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1. 徵集與描述 

(1) 是否定有國家檔案徵集績效指標（KPI），內容為何？ 

(2) 自 2023 年起，貴館即不再接受紙質與類比檔案的移轉，是否定有電子檔案

併同紙質類檔案等原件的徵集移轉原則？ 

(3) 是否定期或不定期辦理國家檔案再鑑定，以達優化館藏目的，並作為修正

未來國家檔案徵集方向之依據？ 

(4) 請說明對於各類型檔案（如地圖、照片）之描述單元及詮釋資料項目等規

範，以及與機關對檔案描述的分工與合作方式。 

2. 開放應用 

(1) 請分享與各級學校教育合作發展教案及推廣活動之作法為何？是否有專

責人員負責相關國家檔案之研究與出版工作?人力及業務分工為何？  

(2) 請分享運用群眾外包推動業務之作法與未來發展，如檔案共筆。 

(3) 如有涉及個人隱私或法律限制應用（如涉及著作權、機密、國家安全或對

外關係）情形時，檔案應用之提供方式為何？實務上爭議問題與解決方案

為何？ 

(4) 是否有與亞洲國家合作策展的經驗，如有，可否分享？如以臺灣 1950-60

年代之美援為議題，與 NARA 在研究與展示合作的可行性如何？ 

3. 營運與發展 

(1) 請分享貴館運用人工智慧、物聯網、擴增實境、虛擬實境等新興科技協助

檔案管理與應用推廣之作法？ 

(2) 國家檔案館如何運用受贈捐款？國家檔案基金會是否參與館方的展示、活

動或文創商品的規劃。 

(3) 由於機關檔案管理品質影響國家檔案作業成效，貴館如何辦理機關檔案管

理評核作業？ 

(4) 因應國家檔案博物館（National Archives Museum）周末開放，館方如何調

配或運用人力提供對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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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檔案 

(1) 有關電子檔案的館藏發展和管理策略，以及長期保存機制為何？ 

(2) 對於電子郵件、電子業務文書或資料庫等公務紀錄有無管理規範？是否已

訂定電子檔案保存與應用格式？ 

(3)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電子檔案格式快速變遷，定義保存及應用格式之擇選

原則為何？對於機關已移轉之電子檔案格式過時，如何因應？ 

(4) 電子檔案轉置時機、流程及相關做法為何？是否定有轉置品質驗證方式？ 

(三) 聯邦文件中心 

1. 聯邦文件中心經費來源及其比例為何？ 

2. 聯邦文件中心與區域檔案館之間，是否有地域上互相合作，就近保存移轉

國家檔案? 

3. 聯邦文件中心檔案典藏平均成本，以及是否有自動化典藏設施？ 

4. 聯邦文件中心典藏之文件是否提供數位化或其他保存維護服務？ 

5. 聯邦文件中心使用的查詢及管理系統，以及其典藏資料與其他系統之介接

情形為何？ 

二、相關資料提供 

(一) 請提供檔案館之發展沿革、組織架構、功能職掌、人力配置等相關書面簡介

或影片介紹。 

(二) 請提供國家檔案徵集策略、中程計畫、鑑定審選原則（標準）及作業流程相

關文件。 

(三) 請提供檔案移轉作業流程相關文件（如：移轉請求單、檔案運送費用相關規

定）。 

(四) 請提供檔案銷毀作業流程相關文件（是否有核准銷毀程序及授權清理相關

規定及文件）。 

(五) 請提供檔案複製儲存策略、計畫、法規、標準等作業流程相關文件。 

(六) 請提供檔案典藏技術研究實驗室及檔案修護室之設備或保存修護方法與標

準等相關文件。 

(七) 請提供檔案移轉後至開放民眾使用前之工作事項、作業流程等文件及相關

處理原則。 

(八) 請提供檔案閱覽空間規劃及服務機制：服務空間配置資料（如：平面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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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用途及大小）、各項服務之規定（包括辦證、出入館須知、檔案閱覽、抄

錄、複製與翻拍等規定）。 

(九) 請提供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制度、策略與技術相關手冊與規定 

(十) 請提供機關檢調法規、制度或收費相關文件。 

(十一) 請提供聯邦機關檔案風險管理（或自我評估）、資料治理及國家檔案暨文

件署查檢聯邦機關檔案管理作業之制度沿革、法規依據、執行情形及具體成

果等相關文件。 

(十二) 請提供有關檔案限制應用之相關規定。 

三、實地參訪場所安排 

(一) 閱覽中心、展覽廳及研究空間 

(二) 檔案保存修護中心 

(三) 不同媒體型式之檔案（圖書、文獻）庫房及相關設施 

(四) 檔案（圖書、文獻）複製儲存作業空間 

(五) 檔案編目整理作業空間 

(六)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 

(七) 文創、書店、對外營業或其他收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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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Highlights for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U.S. 
 

A.  General Topics 

 Institution Operations 

1. Have you promoted various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s with external 

organizations, partner institutions and users? What are your promoting strategies? 

2.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your revenue? Do you assess method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such as fundraising or commercializing you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3. How does your institution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tion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4. In response to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SDGs ） , what 

measurements do you take to save energy? 

5. Has your institution built the 5G network for specific use? If so, what are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services? 

6. How does your institution effectively us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to assist 

operation affairs? How do you recruit volunteers and what are thei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7. Which service project does your institution invest most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Will you continue focusing on this service in the future? Or is there any adjustment 

plan? 

 Archival Records Acquisition and Preservation 

1. Have you cooperat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digital collections? Please share your 

collaborative experiences. 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we collaborate on exchanging 

or sharing digital archive about Taiwan in early days? 

2. Have you established an automatic system to assist the entering, organizing and 

preserving of your collections? 

3. What are your methods of deworming, sterilizing and preserving for paper 

collections? Do you use wet pipe fire suppression sprinkler system, clean agent or 

other fire extinguishers in the warehouse and why?   

4. Please share your strategies, procedures and facilities for repairing collections. Are 

there any equipment and workforce to do technical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es? If 

so, how does that operate? 

5. Please introduce the mechanism and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collection duplication. 

What are the adopted specifications and formats? 

 Exhibits and Promotions 

1. When facing new external topics, how does your institution collect and organize 

related archives, object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to fulfill your social and 

educational missions through ways like researches, exhibition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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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 does your institution organiz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person? Please share 

your operation plans and categories.  

3. Could you share how your institution uses social media, online media, public 

relations and word-of-mouth marketing? Among them, how do you work as a team 

to promote video marketing and social media? 

4. Could you share your experiences about how you develop cultural products and what 

kind of sales channels you cooperate? 

 

B.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Archival Records Acquisition and Description 

1. Are ther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when acquiring archives? If so, what 

is the content of KPIs? 

2. Since 2023, NARA has no longer accepted the transfer of paper and analog files. In 

addition to electronic archives, is there a set of principles to include originals in 

hardcopies as well as other forms upon their acquisition and transference? 

3. Does NARA conduct re-appraisal of archives on a regular or irregular basis to 

optimize collections and regard the procedure as a basis for revising future acquiring 

directions of archives? 

4. How does NARA standardize the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archives （such as maps, photos）? What are the cooperation 

models among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ARA in description? Is there an 

integrated application system among NARA’s acquisi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transferring and public access, or any both of them? If so, how does it work? Please 

demonstrate the functions and provide the related system documents, if possible.  

 Archives Access and Outreach 

1. Please share your practical experiences on your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or 

schools at all levels to develop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outreaching programs 

based on archives. Do you hire full time staff to deal with archival researches and 

publications? What is the division of labor for workforce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2. Please share your action plans and future goals on crowdsourcing such as Citizen 

Archivist program to promote operations. 

3. How does NARA provide the content of archives for public access regarding 

information involving personal privacy or the restraint by other laws, such as 

copyright, confidential secre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xternal relations? How are the 

practical controversial issues and your solutions? 

4. Has NARA ever co-curated with any Asian countries?  If so, is there any case worth 

sharing? 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we collaborate with NARA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display focusing on the US aid period betwee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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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1. Please share how NARA implem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ternet of things 

（IoT）, virtual reality （VR）, augmented reality （AR）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assist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promote applications. 

2. How do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spend donated money? Do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undation involve in planning exhibitions, activities 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museum? 

3. Since the quality of agencies’ record management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archives operations, how do you assess records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4. In response to the opening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 on weekends, how does 

you institution deploy or use manpower for the operation?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1. What are the strategies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long-

term preservation mechanisms for NARA’s electronic records? 

2. Are there any guidelines or regulations for managing electronic documents and 

records in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e-mail, business documents and databases? 

Have you regulated any formats on preserving and applying electronic records? 

3. Formats of electronic files have been changed rapid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to give definit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pplication on selecting formats? How do you deal with outdated electronic files 

transferr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4. What are the timing, workflows and related methods to transpose your electronic 

records? Do you have any way to verify their qualities? 

 

C.  Federal Records Centers （FRC） 

1. Who supports your finance and what are the ratio of various sources?  

2. Between the FRC and the Regional Archives, is there any cooperation about 

preserving and transferring national archives in the neighborhood? 

3. What is the average cost of archiving records at Federal Record Centers? Do you 

have automated archiving facilities? 

4. Does the FRC provide services such as digitization,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records stored in the FRC’s warehouse? 

5. What are the search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s implemented by the FRC, and how 

does the FRC interface between its own data and other systems? 

 

D.  Requested Materials 

1. Please provide relevant introductions in written or audio-visual forms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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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unctions, manpower 

allocation, etc. 

2. Please provide your acquisition strategies, strategic plans, selection principles, 

appraisal procedur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3. Please provide documents about the procedures of transferring government agency 

records, such as application form of transferring, and the delivery fee chart for 

requested archival records. 

4. Please provide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forms for destructing 

and authoring archival records. 

5. Please provide materials regarding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n storing strategy, action 

plan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archives duplication. 

6. Please provide relevant documents about the equipment of Archives Techn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 and Archives Restoration Room or any material regarding 

methods and standards for archives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restoration. 

7. Please provide documents or guidelines about principles related to work procedures 

after the archives are transferred and before the archives c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8. Please provide space design and service system for archives services: service space 

information （such as plan, function, and spatial size）, matching provisions of 

services （including registering a reading card, rules for reading room, provisions 

of viewing, hand-copying, duplication）. 

9. Please provide manual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of electronic archives. 

10. Please provide documents regarding regulations, systems, or charging rates of 

archives upon request or requisition by agencies. 

11. Please provide documents regarding the risk management （or self-assessment） of 

federal records, data governance and NARA’s examining federal record 

management operations on system revolution, legislation, practical results and 

specific outcomes?   

12. Please provide related regulations regarding restraints of archives applications. 

 

E.  Onsite Visit Itineraries    

1. Archives Access Center （Reading Room）, Exhibition Hall, Research Room 

2. Archives Preservation Center 

3. Archives repository and related facilities 

4. Digitalization Room 

5. Description Room 

6. Electronic Records Long-term Preservation Lab 

7. Shops（e.g., bookstores, gift shops, creative workshops or other commerc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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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查簡報或相關資料 

一、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數位化策略與合作夥伴關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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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電子文件部門「讓近用成真」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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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隨行口譯人員會議摘要 

為與主要考察機構人員深度對談，本考察行程特別於考察美國國家檔案館一

館、二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等三機構時聘請口譯人員隨行，並由該員摘要會

議重點如下。 

一、 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交流會議 

(一) 時間：2023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二) 地點：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會議室 

(三) 會議重點摘要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簡稱 NARA）的文件主要分別儲存於一館和二館：

1945 年以前的檔案歸一館收藏，1945 年以後的檔案歸位於馬里蘭州大學園市的

二館收藏。 

1.  問：是否有機會就臺灣早期檔案典藏與臺灣合作? 

答：目前並未有機會與臺灣合作，但作為典藏研究員，我有與加拿大及英國

合作的經驗。與他國合作，主要目的為分享特定主題的文件及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 

2.  問：是否與合作方國家簽備忘錄？ 

答：並沒有。與加拿大合作的契機為，對方策劃巡迴展，希望於華府展出，

並邀請本館提供具體館藏，例如巴黎條約。另外，館方與他國合作皆透

過國務院協調。 

3.  問：如何整合影音、紙本及其他形式的檔案管理？策展時教育組是否參與，

每次展覽歷時多久？ 

答：我們有一些展覽為固定長期展覽，而其他展覽一般展期 18 個月。18 個

月換一次展覽主題好處為可激發新主題，有些特展不僅包括文件，也有

系列主題、照片，有時候則策劃較小眾的主題。 

4.  問：是否考慮策劃新冠疫情相關主題或其他新主題展覽？ 

答：一般檔案文件轉移至本館需歷時 20 至 25 年，加上館方都會提前策展，

通常於開展五年前便有展覽規劃，目前館方的展覽計劃已經排到 2028

年。教育組在線上展示的檔案文件，同一主題都有 2-3 件，訴說不同的

故事，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培養批判性思考，用不同的角度來同一個問題

或事件。因此，在網上，教育組並不會提供教案來告讓老師怎麼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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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主題、文件走進學校教室，讓學生反覆思考並挑戰眼前的史實。美

國歷史課本內容不多，很難促進深度思考。教育組與典藏研究員、策展

人的合作很密切。 

5.  問：館方如何推廣行銷？如何將一則貼文推送到多個社群媒體平臺？ 

答：館內設有公共事務組及資訊傳播組，他們有一個系統能針對不同族群發

送適合該族群的社群媒體行銷內容，並考慮各年齡層偏好的社群媒體平

臺。此外，於疫情期間，我們意識到了實體教育活動與線上教育活動的

不同。平常於館方的劇院舉行教育活動，參加人數 多 9000 人，而線

上活動參加的人來自世界各地，人數一年高達 23 萬 5 千人。重新思考

我們規劃教育活動的方法，畢竟就算是美國人，他們也遠在各州，其他

國家的人更不用說了，他們都不見得能遠道而來參加活動。 

6.  問：除了網上社群媒體行銷，是否有廣告行銷，例如於地鐵站買平面廣告？

資金來源為何？ 

答：我們教育性質的展覽主要在社群媒體上行銷，效果較能法遠弗屆，在各

州的民眾都能看到。而買廣告也是有的，資金主要來自基金會。 

7.  問：根據網上搜索結果，貴館臺灣相關檔案數位化的數量仍不到百分之五。

於華府當地的臺灣人或臺灣的檔案管理局是否可以派人到貴館協助臺灣相

關檔案數位化？ 

答：館方歡迎大家參與共筆計畫。然而，本館館藏檔案數量大，目前已掃描

文件幾百萬，但也僅佔總數百分之一不到。其中一大部份是軍事相關文

件，我們收到的申請較多，也因與外部機構合作，如視源家族史研究公

司 Ancestry，才能達到目前數位化檔案數量。目前館藏文件檔案達 160

億，需掃描數位化的紙本檔案達 135 億，即使我們數位化的工程已進行

十年了，進度仍不到百分之一。其中原因不乏紙本資料的性質，許多都

是有脆化危險的，如羊皮紙。 

8.  問：是否有與大學或各級學校合作教育性質的活動？ 

答：我們主要與高中及以下的學校合作，主要目的有二。第一，美國教育理

念已六、七十年不變，根據我個人研究，百分之八十五教師認為教科書

內容不足並不影響教學。目前我們正在推廣一個社會學運動，即使老師

的知識基礎不夠廣泛無所謂，希望他們能與學生共同探索發現，從歷史

文件中發掘新的的角度。上課的重點的不是學什麼內容，而是怎麼思考。

我們設計的活動主要引導學生閱讀、找資料等。 

9.  問：貴館是否出版展覽目錄、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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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些特展目錄會放在線上，但目前沒有出版品。 

10. 問：貴館人力資源如何分配？ 

答：我們一共有 12 位員工，公共事務組三人，教育組 7 位，有的遠程工作，

有的負責展廳導覽工作，接待教師與學生參觀團體。 

11. 問：NARA 有一館、二館，若有研究需求的人員欲調閱資料，是否需到資料

所在的各別檔案館才可調閱，又或者有自動化系統可提供即時同步調閱不

同館的資料？ 

答：我們的檔案館分散各地，有研究需求的人可於線上搜索需要的資料，或

者到各地檔案館調閱。若他們到館內來，一館只有 1945 年以前的檔案

文件可供調閱，二館只有 1945 年以後的文件可供調閱。因此，我們建

議民眾善用線上資源。NARA 轄下共有 40 多個分支機構。若民眾先找

到欲調閱的資料所在地點，便可預約親自到所在機構將檔案數位化。但

申請的文件是否可以掃描則需看各別文件情況，若太容易脆化，則不允

許一般民眾接觸。 

12. 問：NARA 的展覽是否採用虛擬實境或擴增實境？ 

答：我們正在策劃的一項展覽將會用到虛擬實境，展覽主題為 21 世紀的科

技，其中包括協助搜索文件的軟體。這些新的科技也能提供較深度的參

觀行程。 

13. 問：展覽推廣和行銷由不同部門執行，這些部門都隸屬政府嗎？ 

答：NARA 與國家檔案博物館皆屬政府，為國會下的機構。只有策展的時

候，需要的資金來自私人捐款或由非營利的基金會募捐而得的款項。我

們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政府，一部份來自非營利組織，即基金會的資金。

教育組的資金由基金會提供，但不管捐款方為何人，皆不可插足策展內

容或要求置入廣告。另，我們機構絕不會向外要求捐款，因此願意捐款

的人也不能插手展覽內容。 

14. 問：DocsTeach 主要的文件來源為何？ 

答：DocsTeach 為一入口網站，有 13,000 份文件供老師使用，例如美國南北

戰爭相關的多份文件、故事，提供不同敘事角度。該網站亦有 14 種教

學內容及互動遊戲，包括閱讀、圖片拼圖及證據秤秤看。我們有專門的

人員時不時新增活動，甚至會將教師設計的遊戲放上網頁。我們用這樣

的方式讓更多老師、學生受惠。試想，若我們提供線上課程，一年就提

供一次。若老師利用該網站的資源進行教學，每周至少用一次，學生就

有更多機會學得更深，以彌補教科書的不足。而老師可以利用網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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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設計教案，自己決定用什麼材料，選材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許。畢

竟若選材受限，等於剝奪了學生認識歷史的機會，又何來放眼未來？ 

15. 問：貴館否有建立 5G 專網的計劃，及相關服務？ 

答：就在今年博物館剛完成無線網路設備。於此之前，博物館參訪者只能用

行動熱點，無線網路僅於檔館局供行政、研究使用。NARA 訂有策略計

畫，其中設有許多目標，包括於 2026 年前完成 5 億頁文件數位化並上

線。目前僅完成百分之一。另，我們建立工作小組，與傳統定義的弱勢

族群合作，尋求文件描述標題改寫的意見，並收集其意見，將不同族群

有興趣的檔案文件數位化。 

16. 問：數位化之管道為何？ 

答：數位化管道計 5 類，茲分述如下： 

(1) 與第三方機構合作，例如與家族史調查公司合作。目前已數位化文

件中 60%皆由與第三方合作完成。NARA 目前簽有 23 項合約，正

在執行中的數位化案共 192 項。 

(2) 由內部專案處理，目前已數位化文 10%由內部完成。 

(3) 聯邦機關文件以數位原檔轉移 NARA，其佔已數位化文 10%。 

(4) 建立數位文化意識，由博物館策展，展覽包括數位化的版本，展後

製成目錄上線，未來可重覆利用。 

(5) 民眾共筆活動於一館設有創新中心工作室，供民眾預約入館自願

掃描文件。目前僅 0.5%的數位化文件由民眾完成。 

    館方要求民眾以卷宗/資料夾為單位，每次至少完成掃描一個單位。

其所掃描文件納入目錄，並標註完成掃描的民眾姓名，以表示感謝。而

民眾也可帶一份掃描文件電子檔回家，目前共筆文件還不到一百萬份。

民眾除預約入館掃描文件外，亦可在網上註冊帳號，為 NARA 開放的

文件加上註解，或將文件影像轉錄為文字，館方亦將集結為目錄方便日

後查找。 

    民眾共筆的成果，館方於創新中心工作室安排兩位工作人員，控管

掃描品質，包括清晰度、文字是否易辨認。網上共筆的網站設有一名管

理員，主要過濾無效及不合適的編輯內容，但留下惡意評論的情況並不

常見，因為參與這個活動的人都是對共筆工作具有高度熱情的，惟礙於

館方人力不足，管理人員不負責拼字檢查。 

17. 其他綜合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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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RA 月刊及雙週刊，訂閱人數 30 萬，其中不乏熱衷於共筆計畫的民

眾。 

(2) 聯邦政府撥的預算主要負責人力，NARA 的許多專案仰賴捐款。 近一

個家譜學會捐贈兩百萬美元，供四年家譜系列專案使用。其中一個專案

為美國戰時軍功授地權證資料庫（Bountyland Application Warrant），將

於 2024 年開始，預計 2027 年完成，8 百萬份資料待數位化後製成線上

目錄。 

(3) 包括華府一館、馬里蘭州二館與西雅圖皆設有影像工作室，供內部數位

化工作使用。館方亦添設數位化工作室，採用高密度掃描器，一次可掃

描輸送帶上傳送的多份文件。 

(4) NARA 與第三方合作，進行微膠卷、照片、動畫、音檔數位化。這些合

作的專案有時歷時數年，因此合作期間第三方可將機器留置於館內。但

館方對於合作方所使用的設備有嚴格要求，需館方批准方可採用。目前

一館和二館皆設有第三方合作的工作室。 

(5) 人工智能提供機會及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在運用方面仍須謹慎小心，繼

續探索運用方式。NARA 近的 1950 年人口普查紀錄專案就首次使用

了人工智能。館方使用光學文字辨識系統，生成人名目錄的初稿，再用

人力檢查人名拼寫。美國人口普查一般每十年一次，由 23 萬名普查員

上門調查家庭成員、年齡、職業，而年個普查員字跡皆異，NARA 採用

了 Amazon Textract 辨識手寫的資料，但成品不見得準確，則需民眾參

與逐一檢查修改人名的拼寫，並加上額外的資訊。例如，除了法定姓名

外，可以於目錄上註解同一人的常用小名。 

  



162 
 

二、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交流會議 

(一) 時間：2023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至 5 時 

(二) 地點：國家歷史博物館會議室 

(三) 會議重點摘要 

1.  史密森尼學會所屬檔案中心的資料在網頁上皆可搜索得到。例如，以

「臺灣」為關鍵詞在網頁上搜索，結果顯示 11 個檔案中心分別皆有相

關資料，民眾可根據需求預約前往個別檔案中心調閱。檔案中心有一套

標準，將數位化的檔案建立成數據庫，並於每個系列之下建立資料夾，

加上描述以便搜索。 

2.  檔案中心的文件，根據研究人員需求，可將其有意調閱的文件掃描成檔。

以檔案中心主任 Patricia Williams 女士於美國航空太空博物館的數位化

經驗為例，他將美國首位進入太空的太空人莎莉．萊德的檔案文件掃描

歸檔，包括他所有培訓的筆記，並放上航空太空博物館的檔案中心網站。 

3.  目前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館藏數位化品項包括文字、照片及音檔，

很快就能加入影片，而音檔也能轉錄文字。這對從事研究的人員大有好

處。不同媒體的館藏整合亦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草寫字體的辨識及語

言翻譯需求。 

4.  民眾參與檔案共筆計畫搜索欲共筆文件，可以根據專案來選。例如，美

國非裔文化博物館同時有多項共筆專案，民眾在網頁上可以點選有興

趣的專案，下接選單中有不同鋌題。再例如，波音公司曾有個「航空界

女性」檔案數位化計畫，讓員工自願參與。 

檔案中心主任 Patricia Williams 女士再以美國航空太空博物館為例，該

館曾以當下討論度高或極重要話題的相關系列文件吸引民眾參與共筆

計畫。曾有一項共筆計畫 （譯註：不確定主題為航空界的女性或太空

行業的女性） 不到一個小時就完成了，其中一共有 40 位志工參與，全

憑他們對檔案數位化的熱情。 

5.  史密森尼學會下共有 21 家博物館、研究機構等單位，共同致力實現學

會整體發展策略計畫所制定的未來五年的目標。其中一項目標為於

2030 年前走進美國學校的教室，提供互動教學，融入當代。 

6.  除學會的整體策略計畫外，每個單位亦會個別制定發展計畫。國家歷史

博物館目前的策略計畫方針為致力成為美國國內 公開、 包容、 與

時並進、 永續發展的歷史博物館。這個理念進而塑造我們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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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銷方式。於國家歷史博物館網站、行銷與社群媒體推廣皆以提高民

眾興趣為主。 

7.  國家歷史博物館蒐整徵集的藏品主要分三類：工業創新、音樂、廣告，

例如目前展示的藍調音樂和早期香煙廣告。此外，館方亦有少數族群相

關的藏品，如拉美裔、同性/雙性/跨性別者、平權運動等議題相關藏品。 

8.  國家歷史博物館面對文物捐贈時，基本原則為不承諾是否納入館藏或

展示，若捐贈者無法接受，國家歷史博物館則會婉拒捐贈。有時策展需

要特定文物展品，館方或許會特地找到文物所有人，商量文物捐贈。 

9.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大多透過捐贈取得，以經費收購的並不多。而經

費有時並非直接用來收購藏品，而是用於支付典藏人員前往文物及捐

贈者所在地的差旅費，以決定是否接受捐贈的文物。另外，經費也常用

於運送文物的運費，畢竟美國地大物博，有些文物體積大，運費相當可

觀。館方派出審查文化的人員大多都是內部的典藏研究員。 

10. 國家歷史博物館目前員工共有 40 位典藏研究員，6-8 位檔案管理員（滿

員共 10 位），皆為正職員工，偶有約聘員工。 

11. 國家歷史博物館數位化採用格式由史密森尼學會統一管理。學會的資

訊科技部下設有電子財產管理員，學會下所有數位化資料皆由其管理，

並不會儲存在個別博物館的電腦硬碟裡。因此，所有數位化檔案格式皆

有一定標準，目前圖片格式為.tif 和.jpeg，文字檔為 pdf，音檔為 wav。

科技推陳出新，電子財產管理員定期開會，訂立標準，並視需求以 高

規格更新檔案格式。其所訂立標準於內部網頁上為公開文件，工作小組

皆可取得。 

12. 所有史密森尼學會的檔案文化皆需歸檔，捐贈品、負責的典藏研究員等

資料都要收錄在入庫檔案中。 

13. 國家歷史博物館於 1964 年建成，當時設計的文物庫房就在樓上，於整

層樓的中間，四周為辦公室，研究員每天都圍著文物工作，甚能激勵人

心。然而，這個貯藏空間以不足應付大量館藏，館方於地價較划算的地

區建立許多外地庫房。 

14. 近年來，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徵集藏品的理念計畫有所改變。1960-1970

年代，國家歷史博物館原名美國歷史與科技物館，收藏各種新科技的產

品，如烤吐司機等。後來博物館更名為美國歷史博物館，其徵集藏品的

理念著重於文物與人的關係及其故事性，不受限於文物本身，而是強調

展現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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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收藏文件達 2 萬 1 千立方英呎，其中半數皆

貯藏於外地庫房。 

16. 民眾進館調閱檔案文件，檔案中心提供的版本以原件為主，畢竟館藏數

位化並未完成。但提供原件與否仍需由檔案中心人員決定。若原件狀況

不佳，因保存維護，僅能提供複件。民眾進館皆可免費調閱檔案文件，

任何人皆可憑身份證件入館，14 歲以下則需成人倍同。常有學生為了

美國國家歷史日競賽進館研究。若民眾有複印拷貝文件需求，則需收費。 

17. 由於檔案中心人力不足，民眾單次申請調閱數量不可超過一書車。有些

檔案存放在外地庫房，因此需提前申請。檔案中心僅週二至週四開放，

加上人力不足，一般民眾須於兩週前申請調閱。然而，當場臨時的調閱

需求可視情況滿足。民眾於檔案中心內的資料閱覽區，一次只能取出一

箱中的一個檔案夾。 

18. 欲調閱檔案中心資料，需註冊登記，為方便長期來館研究的民眾，一年

僅需註冊一次。民眾需事先透過電子郵件申請調閱文件，到了現場可追

加文件數量，皆列於調閱文件表上。註冊表與調閱文件表釘在一起，民

眾每閱畢一個檔案夾，就要在調閱文件表上打勾，檔案管理員也會在表

上簽名，並註明檔案的歸位位置。 

19.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奇幻樂園（Wonderplace）為針對 2-6 歲孩童設計的

迷你博物館，有可以用手摸、可以玩，還有一些展覽品，培養孩對博物

館的認識，還可以增進家長與小孩共同語言。 

20. 火花實驗室（Spark!Lab）為 Lemelson Center 負責的一個實驗室，針對

6-14 歲，致力於啟蒙發明家，鼓勵孩童探索與主動學習。實驗室設置不

同的站，讓小小參訪者接受挑戰、做實驗、創造並測試自己的發明，並

透過與其他小小訪客分享成果累積社交經驗。 

21. 萊繆森創新發明研究中心（Lemelson Center）為史密森尼下的創新發明

中心，資助經費與國家歷史博物館分開。辦公室設於國家歷史博物館，

其擁有的發明文件皆收錄於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檔案中心，並開放民眾

調閱。 

22. 國家歷史博物館與 NARA 藏品屬性不同。國家歷史博物館大部份藏品

為立體文物。其中有歷任第一夫人的藏品、林肯總統的禮帽，華盛頓總

統夫人的禮服。許多民眾不遠千里特地到館參觀。而館方策展的理念為，

希望民眾不僅來看林肯總統的帽子，還能學習、思考該展品與總統之間

的關聯，思索總統施政是否隨時間推移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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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一夫人服飾展為史密森尼學會 長壽的展覽。自 1914 年起展出歷任

總統夫人的服裝。就典藏組副主任看來，這個展覽符合較傳統的策展理

念，館方期望改變選品的方式理念，與時俱進。 

24. 政府提撥的預算主要用於博物館建築與員工薪水。國家歷史博物館的

員工人數已多於其他博物館，但人力仍不足。因此，策展的經費主要來

自私人捐款。 

25. 國家歷史博物館每年都有目標計畫及評估標準。目前對員工的評估標

準正在改變，不再以收得藏品的數量為績效衡量標準，館方注重的是收

得藏品的意義價值。若一位典藏研究員僅收了五樣文物，但保存維護了

五百件文物，其貢獻則高過收了一百件普通收藏品的研究員。 

26. 目前國家歷史博物館採用的尖端科技不多，展覽中用到的科技主要以

能提供互動的為主。史密森尼學會在科技方面進展較為緩慢，這主要是

因為科技更新的成本相當高。此外，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展期 3 年

至 30 年不等，策展需提早規劃，預計使用新的科技，待展覽開展時該

科技可能已不再是 尖端的了。觸控螢幕便是很好的例子，曾經是科技

寵兒，現在不再引人特別注意。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定位為提供民眾機會

親眼見識歷史文物的實物以及社交經驗。若科技可以協助館方達此目

的，館方也願意考慮採用，但目前館方沒有這樣的能力，當然也沒有目

前 先進的擴增實境。 

27. 國家歷史博物館十分仰賴志工團隊。館方提供許多導覽行程，恩此我們

有很多解說員，典藏研究組也有不少志工。然而，在疫情期間國家歷史

博物館流失了所有志工，目前並非所有志工都回流，因此館方正培訓新

的志工團隊。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志工主要熱愛歷史的退休民眾，也有幼

時於國家歷史博物館留下美好回憶的民眾。館方並未能提供直接的回

報或報酬，但能提供志工特別的經驗，更不吝表達對志工感謝。 

28. 目前檔案中心只有一名志工，但常年有三名檔案管理學系的實習生。館

方與史密斯大學合作，提供資金予檔案中心，輔導培訓實習生。今年起，

館方開娟撥款提供檔案管理實習津貼。 

29. 史密森尼學會為獨立、半官方機構，政府撥款資助學會及所屬機構運作，

其正式員工皆為聯邦政府雇員，由內政部提撥資金支付所享聯邦政府

薪水及福利。然而史密森尼學會的運作雖似聯邦機關，其會長及所有員

工皆非政府任命，運作不受政府控制。唯董事會由國會議員、 高法院

大法官等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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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交流會議 

(一) 時間：2023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二) 地點：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管理局二館各場域 

(三) 重點摘要 

1.  Laurence Brewer （Chief Records Officer ）介紹檔案管理處 （Office of 

Chief Records Officer） 職能。該處制定檔案管理的規章，管理排程並

提供相關訓練，監督聯邦政府轉移到 NARA 的檔案，評估鑑定聯邦政

府的檔案文件。 

2.  電子檔案管理組於 1969 年起管理、保存、處理、公開電子文件檔案。

整體檔案處理流程，從轉移到與聯邦政府機構合作評估文件，再到檔案

處理，加上檔案描述，儲存於電子資料庫， 後公開供民眾搜索。 

3.  電子檔案管理組使用的系統眾多，投影片左邊為進入 NARA 的檔案生

命週期，右邊則為支持檔案管理整個週期的系統。其中還需 Laurence

負責的檔案管理處評估文件，決定是否歸為永久保留文件，方可入庫。 

4.  檔案管理處負責審查其他聯邦機關的檔案，決定是否可轉移至 NARA，

並安排轉移排程。 

5.  電子檔案管理組制定 NARA 接受的媒體格式，包括磁帶、數位線性磁

帶 （Digital Linear Tape）、CD、DVD。然而疫情期間，遠程工作的人

增加，透過網路轉移檔案的人大幅增加，因此 NARA 也接受安全加密

的電子檔案格式。 

6.  文件管理發展處制定檔案轉移格式規範，以聯邦機關參照。NARA 接

受原生數位原件及文字檔案的轉移。 

 轉移文件的第一步驟為確認檔案內容無誤。因為數位檔案不比紙本

文件，無法直接開箱檢查，因此需仔細比對內容。 

 第二步為處理文件，仔細檢查電子檔案內容。這個步驟可運用的資

源工具眾多，包括商業開發及 NARA 內部開發的工作。其中一樣

NARA 內部開發的工具為敏感個資過濾軟體，於檔案入庫前辨識敏

感個資以防洩漏任何不應公開的資訊。 

 另有一套軟體可為轉移的檔案匹配 NARA 所列可入館的格式。其他

工具還有確保地理空間檔案資訊完成和準確的軟體。這些工具在

GitHub 上都為公開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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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子檔案管理組的保存工作大有成就。其中一項為將保存的磁帶資料

存到雲端硬碟。目前所保存的資料已達 465TB，而 NARA 數位化保存

的資料共 800TB。 

 機密文件則以安全加密機制儲存於實體地點的獨立電腦硬碟中。而

機密檔案仍以磁帶格式轉移與修復。 

 入庫的檔案皆加上描述以便搜索，目前 NARA 已添加描述的電子檔

案已有 1600 （譯註：應為 1600 系列，請見簡報投影片確認）。 

 目前館中 766 系列的檔案已納入目錄並公開，其為 40%以上。檔案

公開的方式管道有三：數據資料庫以供搜索、NARA 目錄、FTP 媒

體。 

 電子檔案管理組的檔案 大量的為有結構的數據資料，還有文字電

子檔。近期複合式的檔案數量增加，例如地理空間資料。 

8.  2004 年至今，NARA 的檔案資料庫近用系統（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 AAD）所藏檔案已達 2 億 5 千萬筆，在 NARA 下所有機構

皆搜索得到。以「臺灣」為關鍵字搜索得到資料，其中一項為一名臺灣

出生的民眾於美國社會安全局的紀錄。美國社會安全局的資料可公開

搜索原因為，任何註冊於美國社會安全局的個人資料，已歿者及 120 歲

以上者皆可公開，其中 120 歲以上民眾美國社會安全局可視為已歿。

另一筆為國務院於 1977 年來自嚴家淦總統祝賀卡特總統上任的電報。 

9.  NARA 於 2024 年 6 月以後，只接受數位格式的檔案。NARA 與行政管

理與預算局的聯合公文表示所有轉移至 NARA 的資料皆需以電子檔案

格式完成。若為舊文件，也需先數位化再送往 NARA。 

10. 檔案管理處的職責為向聯邦機關闡明相關規定，包括電子檔案的格式

與標準，並提供檔案轉移的排程，其中包括原件銷毀時間。 

11. NARA 網站的聯邦文件管理網頁資訊齊全，可供聯邦機關與民眾參考，

並協助機構因應新規定修改檔案轉移流程，包括電子檔案格式、原件銷

毀排程、永久保存檔案等。網頁並有臨時性檔案、待銷毀檔案、永久保

存檔案的標準，檔案轉移至入庫保存的流程、提供聯邦機關相關講疪、

訓練等資訊。 

12. 關於機密文件的儲存，若是原生數位原件，根據不同機密等級，有不同

的儲存機制。 

 若符合資訊自由法案九類豁免公開資訊，則不公開。但館方仍可將豁

免檔案的敏感資料移除之後儲存。紙本的機密文件館方不主動數位

化或公開。若有人根據資訊自由權利申請機密文件公開，才進行該檔

案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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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A 並無權限解密機密文件，須透過國家解密中心審查，審查文

件後方可決定是否解密。而待解密文件在送往國家解密中心前，需由

檔案管理處先排程。所有經手國家機密文件的人員皆需身家調查合

格。 

13. 館方管理整個檔案生命週期的多個系統之間並無介接，個別系統的資

料可以移轉，目前館方正積極整合系統。未來將透過 NARA 大 關

鍵的 ERA 2.0 系統，全面統整檔案從排程到入庫的流程。 

14. 保存修復工作室 

 檔案數位化以前的修復工作不會整套完成，先完成有助數位化工作

的部份。例如先修復紙張上的裂縫，將摺起來的部份攤開，清潔文件

表面，並將每一頁的附件重新黏貼上去。如此一來，掃描較容易進行。 

 數位化首先掃描整頁，接著翻開單邊黏著於頁緣的附件再掃描一次，

但若附件下並無額外內容則不需再掃描。 

 館方規定文件上剝落的碎片必須保存於聚酯材質的透明檔案夾，若

找得到剝落處則補回去，但若找不到則由相關部門決定保留碎片與

否。 

 除蟲主要以低溫除蟲，將檔案放置於負 20 攝氏度的低溫三天，移回

室溫一天，再放回負 20 攝氏低溫三天。但在 NARA，庫房等有大量

檔案的地方嚴禁飲食，就是希望杜絕蟲害，以預防為主。 

15. 檔案數位化組 

 該組目前有 56 位員工，目前正過渡到新的數位化工作室並增員 8 人。 

 一館、二館及西雅圖館皆設有大量掃描器材。 

 數位化組業務包括文字、照片、微縮影膠片。 

 參觀的工作室設有鏡頭在上方的頭照式掃描器 （Overhead Scanner），

解析度高達 1 億畫素（譯註：這個部份需再確認，相關資料查詢不

到。）。 

 過去檔案掃描以微縮影膠片儲存，現以數位檔案儲存，但 NARA 現

行政策統一僅用電子檔案格式儲存。如，掃描後的圖像以 tif 格式存

檔。 

 目前數位化的檔案主要以 NARA 決定公開的文件為主，近期數位化

的檔案主要為阿拉斯加安克拉治檔案閉館後轉移的檔案，以及弱勢

族群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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