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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SAA第 87屆年度大會於 2023年 7月 26日至 7月 29日在華盛頓特區希爾

頓飯店舉行，為期 4日的會議主題多元，包括：檔案開放應用、電子檔案管理、

特殊檔案管理、檔案館管理、合作關係、檔管人員工作等六大面向共 43 場次

研討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因應開放政府與數位治理等政策方向、

後疫情時代下服務型態的轉變、政治檔案開放涉及第三人隱私議題及我國國

家檔案館即將於 2025 年落成啟用，為瞭解檔案專業新知及發展趨勢，藉以吸

收國外經驗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典藏、應用服務及場館維運之參據，並汲取

各國面對外部環境局勢變動之應處作法，爰派員與會。 

本屆 SAA年度大會參與人數達 2,100名，參與成員主要為美國各州的檔案

管理人員，亦包括來自美國以外的各國代表，例如加拿大、紐西蘭、英國、

日本、臺灣等。該年會乃繼 2022 年首次採行混合方式舉辦年會後，再次以實

體與線上會議的方式進行，運用線上活動 APP 來提升整體會議的參與體驗。

會場更提供趣味性的小巧思，如識別證可黏貼不同文字意涵的緞帶，提供與

會者挑選適合緞帶介紹自己；另以紅、黃、綠三色證件掛繩區別社交距離之

可接受度(紅色為請勿靠近，黃色為保持約一公尺距離，綠色為允許握手接觸)，

以增進素昧平生的與會者互動契機。 

本次大會也同時舉辦專業海報與研究生海報發表活動，本局投稿之「臺

灣檔案數位轉型治理之發展—以機關檔案管理至移轉全程線上化機制為例」

海報獲主辦單位接受並現場展示，會議期間亦派員現場解說及交流，分享臺

灣經驗。本局也透過這個互動場合與國際交流的機會，邀請與會者投稿本局

的檔案半年刊，藉以促進國際合作關係。此外，本局人員亦充分利用會議空

檔，參訪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與二館、國家檔案研究中心、國家歷史博物館

及國會圖書館等文化館舍，作為完善我國檔案管理制度及國家檔案館營運發

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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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 緣起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 SAA）成立於
1936 年，是北美地區最具規模且歷史最悠久的全國性檔案專業學會，代表美
國政府、大學、企業、圖書館及歷史組織僱用的 6,200 多名專業檔案人員，發
展願景在實現檔案人員的專業能力及促進創新變革，以確保具保存價值之檔
案能被識別蒐集、妥善保存及使用。SAA 的使命則在促進檔案及檔案人員之
價值及多元性，致力於達成下列核心價值： 

一、 提高檔案人員的公眾地位。 

二、 確保一般會員與管理層之專業性及檔案紀錄之多樣性。 

三、 培養發展具創造力、共同合作與實驗性的專業文化。 

四、 提供優質的會員服務，與開放包容的環境。 

五、 確保各項活動具備透明、廉正、專業及社會責任。 

SAA 年度大會每年夏季於美國不同的城市舉行，包括各種議題多元之專
題講座、研討會議、時事議題研討、海報展示交流、展覽活動，以及主辦城

市當地機構的參訪活動。每年會議除提供 SAA 會員參與，亦開放國際非會員
之個人、政府機關、學校、機構以團體或個人名義報名參加，促使國際間檔
案管理從業人員，包含政府部門、學界、業界及實務工作者得以齊聚一堂進
行意見交流、新知分享及跨界合作，可謂最具代表性之檔案管理專業平臺。 

貳、 目的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簡稱本局）自 2002 年成立以來，為完備檔
案法令與管理制度，陸續提出多項創新作為。近年因應我國開放政府與數位
治理等發展政策，本局更致力於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及便捷檔案資訊開放

應用；且隨後疫情時代到來，提供公眾以遠端或線上方式取得服務已成趨勢；
另政治檔案開放亦須兼顧第三人個人隱私之議題；及國家檔案館即將於 2025

年落成啟用，文書檔案資訊技術、檔案修護複製、各類媒體長期保存技術研
發與實驗、檔案閱覽與展示空間及人文科技軟硬體設施等規劃，須參採先進
國家之經驗。考量 SAA 為北美地區最具規模，且是歷史最悠久之國家級專業
檔案學會，SAA 年度大會包括各種多元議題之專題講座、研討會議、時事議
題研討、海報展示交流、展覽活動，以及主辦城市當地機構的參訪活動。今
年是該學會第 87 屆年度大會，討論主題包括公眾參與、數位轉型、隱私保護、
國際交流等多項議題，恰與本局持續發展的業務方向一致，爰派員出席，以
汲取檔案管理專業新知及瞭解檔案管理資訊科技運用發展趨勢，並進行國際
交流，除吸收國外經驗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徵集典藏、應用服務及智能運用
之參據，同時利用國際交流機會，同步為本局檔案半年刊向國際檔案人員邀
稿，以期建立合作關係。 

另為增進出國效益，與會期間亦考察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馬里蘭州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Archives II）、國家檔案研究中心（National Archive 

Research Center）、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及國家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瞭解其檔案管理策略、管理實務、
開放應用以及創新作為等經驗，作為完善我國檔案管理制度及國家檔案館營
運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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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23年 SAA年度大會 

本章謹就本（2023）年 SAA年度大會之議程、研究論壇、海報展示、研

討會議及參訪活動分述。 

壹、 議程 

SAA於 2022年首次採實體與線上混合方式舉辦年度大會，本年再次採用

混合方式並與全美各州檔案人員委員會（The Council of State Archivists, CoSA）

辦理聯合年會，會場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華盛頓希爾頓飯店，會議自本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起至 7 月 29 日星期六止，計涵蓋 43 項討論議題，研討重點包

括檔案開放應用（File open application）、電子檔案管理（Electronic file 

management）、特殊檔案管理（Special file management）、檔案館管理

（Archives management）、合作關係（partnership）、檔管人員工作（File 

management staff work）等議題。 

 

圖 2-1 年度大會會場—華盛頓希爾頓飯店實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2 SAA於報到處旁設置的文宣展示攤位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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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SAA 年度大會採用 Whova APP 線上活動軟體，具備了個人議程、

活動公告、即時投票、名片管理、一對一聊天等功能，提供與會者即時掌握

會議議程、會議資料、會議直播內容，也協助主辦單位與參與者保持良好互

動與聯繫。會議結束後，付費註冊之與會人員仍可自此軟體觀看線上場次影

片，並下載部分講者提供之簡報檔案。此外，本次採行混合方式，亦提升整

體與會體驗。 

 
 

圖 2-3 Whova APP線上活動軟體操作畫面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本次年度大會大致可分為論壇、海報展示、研討會議、出版品及業界展

示與當地典藏機構參訪活動等五種類型。年度大會議程謹彙整如表 1至表 4所

示，重點內容另於本章依序介紹。 

 

表 1、7月 26日議程（會前日） 

時間 細項 

08:30-

09:00 
報

到 

        

09:00-

10:00 

庫

房

導

覽

及

開

放 

獲頒證書

的檔案人

員董事會

議 

檔案

空間

論壇 
10:00-

12:30 

SAA

理事

會議 CoSA 

工作

會議 
12:30-

13:00 

 

13:00-

15:00 

Preservica 

用戶團體 

SAA 商

業檔案

管理部

門座談 

15:00-

16:00 

 國家檔案館

開放日 

16:00-

17:00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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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月 27日議程（第一日） 

時間 細項 

08:30-

09:00 
CoSA

商務

會議 

   

09:00-

09:45 

報

到 

提高她們的聲量：女軍人紀念館口述歷史傳統媒

體內容與後設資料之案例研究 

09:45- 

10:45 
新會員茶敘 

11:00-

12:15 
 全體會議 1：SAA主席致詞 

12:30-

13:00 
同儕線上交流 

13:00-

14:15 

101她不難相處，她很悲傷：檔案互動中的情商 

102 消除汙名：開放心理健康記錄似公眾查閱 

103 人權媒體紀實：存檔維護 

104 維基資料和檔案：鏈結開放資料專案報告 

105 透過（數位）內容調解減少傷害 

13:00-

16:00 

[參與

式會

議]  

106

檔案

與特

殊文

物安

全之

喆問 

14:30-

15:30 

201減低收費以增加近用：四研究案例 

202運用典藏訴說完整特區故事暨促進社區參與 

203文檔管理之政策 

204智慧財產法制及訴訟問題 

205文本資料：COVID追蹤計畫檔案 

15:45-

17:00 

301檔管人員組織：檔案館與圖書館的勞工運動 

302尋找共同點：藉由使用者研究反思近用現況 

303建立共同點：以社區參與重新想像原住民檔

案計畫 

304我們不好：對於檔管人員面臨痛苦與暴力之

回應 

305組織成長與改變的多元性：檔案裡的觀點 

 

17:00- 

18:00 
17:00-19:00展覽開幕及攤商展示會 

17:30-18:00 海報交流 

（17:30-18:30 對話沙龍） 18:00-

19:00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2-4 僅限付費註冊者憑識別證進場的展覽入口處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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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月 28日議程（第二日）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時間 細項 

09:00- 

09:45 

報 

到 

 

09:30-10:45 攤商展示會 

10:00-10:30 海報交流 
09:30-

18:30 

展覽開

幕及攤

商展示 

 

 

 

 

 

13:00-

16:00 

[參與式

會議] 

406 檔案

工作者

之倡議 

 

 

 

 

 

 

 

 

 

 

 

 

 

17:30-

18:30  

對話沙

龍 

09:45-

10:45  

11:00-

12:00 
全體會議 2：專題講座 

12:00-

13:00 
12:30-13:00同儕線上交流 

13:00-

14:15 

401 後疫情時代環境下對近用的檔案徵集倫理問題 

402 [政府部門] 發掘與近用原住民文檔材料之通知 

403時空俱全：探索成功檔案計畫對場域與夥伴關係影

響 

404講述多元文化真相的檔案溯源資料 

405創造可展示檔案與特殊文物的展覽：方法與挑戰 

14:30-

15:45 

501  [政府部門] 檔案近用視角的演變：CoSA在數位平

臺整合文化競爭力 

502 服務全民的檔案描述：建立最佳合作方案 

503 合作紀錄科羅拉多州土地與水文歷史文檔之實例 

504 邁向檔案共享：檔案貢獻快閃演講精選：權力、真

相與虛構 

505 在新世界中探索新機構：管理日常變化 

16:00-

17:00 

601保存鴉片工業之公共衛生相關文檔 

602建立工具箱：提供給檔管人員的瀏覽器延伸應用與

捷徑 

603處所維護：自行保存之檔案 

604檔案館中的新興聲音 

605為電子郵件洪流做好準備：來自緬因州的郵件 

17:00- 

17:30 
17:15-17:45 海報交流 

17:30- 

18:00 

 

18:00-

18:30 

 

19:00-

21:15 

 19:00-21:00 密西根大學、馬里蘭大學、西蒙斯大學三校

資訊及圖書管理系所校友接待會 

20:00-21:15 電影中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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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月 29日議程（第三日） 

時間 細項 

09:00-

09:30 

報 

到 

 

09:30- 

10:45 
SAA商務會議 

11:00-

12:15 

 戶口普查 II 混合論壇 

 多元化論壇 

 SAA基金會贊助款論壇 

 記錄的更迭：建立合作模式的聲覺生態檔案 

12:30-

13:00 
同儕線上交流 

13:00-

14:00 

[參與式會議]  

706 徵集工作

與不斷變化的

危害：重新構

想文化館舍的

緊急應變計畫 

701 解放檔案館：「別射擊波特蘭」與俄勒岡大學圖書館與檔

案館之合作 

702 [政府部門]利用新科技近用文檔 

703利用小額預算展現你的工作：使用免費協作平臺 Airtable 

收集特定參考之統計數據 

704 如何針對文檔協助合作：成功夥伴關係指南 

705 國際檔案理事會做為全球共通平臺：聯結與機會 

14:30-

15:45 

801 [政府部門] 建構說實話和資料共享的基礎設施：美國印第

安寄宿學校記錄彙編 

802 快車道上的生活：視頻遊戲檔案升級！ 

803 檔案人員啟動！美國大學校園與機構之自由檔案工作策略 

804 檔案環境與氣候變遷：重新定義環境標準的最佳實踐 

805 我們準備好談論它了嗎？檔案積壓的管理策略 

15:45-

16:00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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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本局會議人員於展覽入口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6 展覽攤商展示實景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7 對話沙龍現場實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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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論壇  

本次研究論壇採虛擬會議進行，舉辦時間為本年 7月 12日與 7月 19日當

地時間下午 1點至 4點 30分，計有「用戶體驗與推廣（User Experience & 

Outreach）」、「內部檢視：檔案的實現與實踐（Looking Within: Archival 

Practice and Praxis）」、「數種模式和學科的研究更新（Research Updates 

from Multiple Modalities and Disciplines）」、「道德管理、維護和可持續性

（Ethical Stewardship, Maintenance, and Sustainability）」、「與道德管理、維

護和永續性相關的證明文件（Documentation as it relates to Ethical Stewardship, 

Maintenance, and Sustainability）」及「檔案心態與理論：影響和結果

（Archival Mindsets & Theory: Impact and Results）」6個場次，共計 29篇論

文發表。論文主題範圍廣泛，除一般性重視的檔案保管與應用之外，還有檔

案從業人員、館務運作或其他非典型檔案素材等多元化議題進行分享。該等

論文題目及內容摘要分述如下： 

一、 場次 1：用戶體驗與推廣 

(一) 修訂檔案發現：以用戶為中心的協作（Reivisioning Archival Discovery: 

User-Centered Collaboration） 

以哈佛大學超過 30個聯合圖書與檔案的聯合查詢系統為例，經 2017年

至 2021年收集使用者問題後，透過跨館藏的改善方式，形成模型以使用者為

中心，利用資訊科技、技術性服務、開放原始碼及公眾服務四大面向達到系

統有效改善。 

(二) 檔案處理決策和程序對用戶體驗的影響：國會圖書館的 Bronislava 

Nijinska 館藏 （Impact of Archival Processing Decisions and Procedures on 

User Experien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Bronislava Nijinska Collection） 

檔案透過目錄與描述是檔案申請人最為初步能應用檔案外在條件，告訴

使用需求者館藏有哪些材料，但檔案人員對於他們為館藏提供的處理程序和

工具最終如何被使用者利用或理解，卻無法得知，主講者以國會圖書館館藏

中，布羅尼斯拉瓦·尼金斯卡系列（Bronislava Nijinska Collection）為例，透過

檢查此館藏使用的處理決策和執行，強調此類決策和執行對於使用的價值和

效用的潛在影響。達成提升使用人接收檔案人員生成的訊息的準確度、解決

使用者對檔案描述性的理解差距，進而改善使用者對檔案的可用性。 

(三) 以原住民觀點為中心的圖書館館藏：文化謙遜的合作方法（Centering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in Library Collection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Humility） 

由內華達大學里諾分校的原住民學生所提出，經過他們混合研究方法，

發現學校圖書館和檔案館對於原住民館藏的問題，並藉由研究過程中發現歷

史創傷、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及和白人對參與性項目的影響程度等，造成館

藏有偏頗、目錄有負面用詞等情形。提出未來應繼續建立對原住民社區的信

任，透過與原住民關係辦公室密切合作，並嘗試與校園內可能與收藏有利害

關係的教職員工組成焦點小組。這項研究也強調了文化謙遜對於圖書館和檔

案館專業人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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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跳出框架思考：線上「開箱」特別收藏活動 （Think Outside the Box: 

“Unboxing” Special Collections Materials Online） 

以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圖書館特藏研究中心直播活動（稱為「開箱」）

的幕後花絮，擴大館藏的公眾範圍、傳播有關應用檔案的訊息、與校園合作

夥伴合作以及加強學習服務。 在本次簡報中，以數據顯示現在的觀眾喜愛影

片的傳播方式而非文章，並加以討論員工的扮演角色和職責，以及如何與合

作夥伴合作舉辦 YouTube Live 檔案館藏「開箱」活動。鼓勵類似機構「跳出

框架」思考如何向更廣泛的受眾推廣他們的館藏。 

 

圖 2-8 與學習空間與服務之員工合作串流直播作業現場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研究論壇 

 

二、 場次 2：內部檢視－檔案的實務與實踐 

(一) 檔案中的情緒（Emotions in the Archives） 

該研究以具潛在創傷性的記錄，15名檔案人員直接接觸，藉由持續 4個

月的日記紀錄進行研究，這些事件和經歷引發了檔案工作中產生的各種情緒

反應。分析出 5種檔案工作中影響情緒反應的因素，包括：原存在個人的情

緒狀態和性格特徵；工作場所與同事及他人的情感交流；工作的情緒需求

（包括情緒工作和情緒勞動）；團隊和領導者因小組任務和領導者行為而產

生的互動；以及組織政策、氣候、資源和需求。此外，檔案組織需要營造尊

重和欣賞工作者的文化，承認工作中的人際挑戰，才能為面臨挑戰的檔案工

作者提供支持。 

(二) 社區檔案和文化創傷過程（Community Archives and the Cultural Trauma 

Process） 

提出社區檔案館的目的，並非「歸檔」，應在發展檔案的保存、應用、

環境永續等標準作業程序之餘，更加著重提出新敘事以實現社會政治變革的

工具，建議研究人員需接觸人文及社會科學中發展的理論，講者關注文化創

傷理論，提出當社會群體發現災難性事件造成巨大破壞性，以至於從根本上

改變了該群體的身份時，就會產生此效應。當倖存者、活動家和藝術家開始

傳播個人證詞並創造挑戰主流敘事的替代解釋、打造新的身份並爭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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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會產生此效應。並以文化創傷過程不同階段形成社區檔案館的３個例

子為實證。 

(三) 加州大學手稿及檔案：跨庫房的館藏、待辦事項和處理實踐的基準測試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nchmarking 

Collections, Backlogs, and Processing Practices across Repositories） 

從加州大學 2012年出版的《加州大學圖書館高效檔案處理指南》研究對

於應用積壓、檔管政策及日常實踐形成的影響，進而瞭解過去 10年來，哪些

要素在加州大學檔案館藏管理中被成功採用，進而提出跨館藏的適用準則，

比如運用系統協助檔案管理效能可大為提升，為處理人力不足，館方繼續徵

集超乎合理典藏的範圍而未取得之間平衡，以及硬體設施雖正逐漸強化，但

針對關鍵的需求管理仍有不足等待強化問題。 

(四) 電子郵件作為記錄？！在小型文理學院建立機構支持的創意工作流程 

（Email as a Record?!: A Creative Workflow to Buil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t 

a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以一所小型文理學院，因為不受公立教育大學規範檔案管理的制度，基

於高等教育機構尋求記錄、保存和開放其多樣化的機構歷史。儘管電子郵件

並不完全是檔案，但它作為日常溝通的重要工具仍具有其保存的價值，講者

展示一個工具包和工作流程，包含成立紀錄管理委員會、紀錄政策、資料管

理政策、一般保存年限表、個人行程表等，分享收集和保存電子郵件的低門

檻方法。最後提出應舉辦更多的校園數位管理與歸檔的培訓及郵件歸檔前的

PDF規範等建議。 

(五) 以用戶為中心的會議，推動檔案專業的未來  （ User Centered 

Conferencing for the Future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透過將用戶的需求集中在協作開發過程中來簡化

技術參與，講者強調了多樣化檔案工作者的需求，以藉由虛擬會議的形式擴

大應用範圍，將為檔案行業帶來的許多好處，包含平衡區域和國家組織的專

業話語權、想方設法調查學生和不穩定就業工人的聲音，並將其納入會議設

計中，並提早在職業生涯早期與就業不足的檔案工作者參與討論，以加強對

其服務。 

(六) 檔案的新潮流：國家和地區檔案會議演講主題的內容分析 （Archives is 

the New Pink: A Content Analysis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Archives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Topics） 

本研究透過對 2018 年至 2021 年美國檔案人協會、新英格蘭檔案管理員

協會、新英格蘭檔案管理員協會組織的國家和地區會議（含大西洋地區檔案

會議、中西部檔案會議、西南檔案協會、西北檔案工作者）上的會議論文、

演示文稿和小組進行內容分析（Krippendorff ，2013），進而瞭解該領域的

發展趨勢。這項研究不僅將為該領域的主題、優先事項和挑戰隨時間的變化

和連續性提供更廣泛的見解，從而表明該領域共同認為最重要的主題是什麼，

而且透過跨越大流行，並探討這一全球事件如何影響了該領域的焦點。此外，

對專業場所的內容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數據點，可與研究生教學大綱並列，以

確定專業和教育觀點之間的主題一致性程度。 



11 
 

三、 場次 3：數種模式和學科的研究更新 

(一) 促進檔案館的變革性偶遇（ Promoting Transformative Encounters in 

Archives） 

變革性資訊偶遇（TIE）是資訊偶遇（也稱為機緣巧合）的一個子現象，

是指與訊息的意外相遇變得具有變革性。 自從講者在 2023 年在《文獻資料

工作雜誌》發表《促進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的變革性偶遇》文章，定義 TIE 源

自變革性教育理論對訊息遭遇的現有理解的應用之後，透過與不同經歷的人

進行 14 次採訪，講述他們利用訊息進行變革的經歷。而檔案館諮詢人員因為

工作的關係，在與前來應用或研究人員進行資訊交換中，而具有促進變革性

體驗的潛力。 

(二) 讓您的視聽無障礙：字幕試點項目的結果（Making Your AV Accessible: 

Results of a Pilot Captioning Project） 

講者是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報告 2023 年他們完成轉譯與描

述計畫的成果。該計畫在更大範圍內為數位化和原生數位視聽內容添加字幕

以便開放關鍵為前提，內容可以按照麻省理工學院的可用性標准在線上提供

應用。 工作人員在選擇聲音與影像樣本後，提交給 3個不同的字幕服務軟

體，並對結果進行比較，未來規劃可提出首選推薦的供應商，並形成審查政

策，以及提供臨時方式的應用權限。 

(三) 建立國家查找輔助網路系統計畫的最終用戶調查結果（End-User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Building a National Finding Aid Network 

Project） 

本項研究重點關注在線上搜尋檔案廣大用戶的需求和行為，該領域以往

多聚焦在研究人員對查找輔助工具的理解，或是界面查找輔助工具線上介面

的相互影響，考量檔案的使用者包含學者、系譜學家、業餘研究人員、學生

和一系列使用檔案進行專業和創造性的研究人員，以及圖書館員和檔案人

員，且不同類型的研究人員有顯著不同的需求，研究中運用區域檔案整合型

網站的用戶進行彈跳式調查和半結構化訪談，該研究為國家查找輔助網路系

統計畫提供有用的見解，可以為其他檔案研究計畫提供可用的資訊，並提出

新問題，為檔案使用者的其他研究人員提供新的探究路徑。 

(四) 「重新鑑定現代科技記錄」研究進展：科學家暢談「做科學」

（Research Update on “Reappraising Appraising the Record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Speak about “Doing Science”） 

研究團隊介紹在重新審視 1985年發行的《評估科學技術記錄：指南》

以獲得的初步進展，該指南是記錄現代科學的基礎文本，經研究評估各項科

學的演變，包含大數據的出現和演變、開放科學運動、數據管理、公民科學

及社交媒體上等科學交流——為能反映 21世紀的科學，進而與負責記錄人

類這一重要方面的策展人和檔案人員更相關努力，而著眼於更新指南，過去

一年已完善研究的差距分析，並與學校機構的科學家、工程師和醫療專業人

員進行結構化訪談，發現在技術紀錄方式仍經常是報告或簡報，且因其技術

的機密性仍以紙質筆記方式，與社交媒體及數位時代等趨勢缺乏普遍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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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規劃即將結束人員的訪談，將進行趨勢分析及研究結果，預計在 2024

年將總結結果及推薦新的紀錄類型。 

四、 場次 4：道德管理、維護和可持續性 

(一) 都柏林核心的 DCMIType“PhysicalObject”及其在開放檔案語言界中的使

用（Dublin Core's DCMIType ‘PhysicalObject’ and its use across the Open 

Language Archives Community） 

都柏林核心 DCMIType 詞彙術語的語義可能會令人困惑。本項研究調查 

DCMIType 詞彙表「PhysicalObject」中一個特定術語的語義和使用，調查的

記錄可透過開放語言檔案界獲取。 研究結果與調查「PhysicalObject」使用的

其他文獻一致——索引器/編目器中存在大量混淆。 這項研究超越了對當前

使用情況的分析，透過使用 Dublin Core、OAI-PMH 和 OLAC 應用程序配置

文件，為數據提供者記錄中的詞彙術語提出了語義上有效的範例。 

(二) 檔案人員在學術機構社會、補償性和修復式正義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Archivist in Social, Reparativ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at Academic 

Institutions） 

2020 年代初是美國各地發生巨大變化的幾年，除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因

應美國社會發生警察暴行與反黑人暴力等件事，這些社會環境的變化，檔案

事業機構也開始接受轉變，將「黑人的命也是命」作為策略優先事項，而非

邊緣或激進觀點事項，透過從事正義計畫的學術檔案人員進行訪談，以及來

自一個中央學術機構案例研究的參與者觀察和訪談數據。目的是在檔案理論

與實務上，在此變動的時刻，提供一次直覺式查檢，說明正義概念如何在實

務得以實施（或不實施）。 

(三) 奴隸時代的查尋輔助與目錄記錄的修復性描述：以非裔美國人家族史的

系譜學家中心為例（Reparative Description of Slavery Era Finding Aids and 

Catalog Records: Centering Genealogists Who Research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History） 

為有效改進館藏查尋輔助工具和目錄記錄，藉由採訪 10 位專注於非裔美

國人家族史的系譜學家研究經驗。歷史上，在尋找輔助工具和目錄記錄時對

這些材料的描述，優先考慮藏品中白人家庭的生活和觀點，此外，這種描述

通常是針對學術受眾而建立，且將蓄奴當作一種制度來研究，就個體（被奴

役者）的角度卻很少得到承認。研究成果除了修復排他性語言和更正查詢輔

助工具和目錄記錄，尋找輔助語言和補救措施，還考慮外展、研究人員經驗、

數位化優先事項、資料庫建置、跨領域的聯繫建置集合、目錄導航和內容警

告等。 

(四) 一步一步：減少我們的碳足跡（One Step at a Time: Shrinking Our Carbon 

Footprint） 

洛克菲勒檔案中心 （RAC） 最近委託進行一項碳足跡研究，以更好地

了解該中心能源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情形。經過委託專門從事環境的公司，

定義測量的溫室氣體排放範圍，包含直接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購買電力產

生的排放、其他間接排放。儘管報告的一些結論是預期的 - 例如，大約一半

的 RAC 能源使用來自設施冷暖設備，但也有出乎意料的結果，例如儘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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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 2020 年員工通勤排放量減少，但我們的總體碳足跡並未顯著下降，最

引人注目的是內部 IT基礎設施占我們能源消耗的 35%。最後，館方正在考慮

進行其他類似的研究，並與其他檔案館和檔案人員合作，共同了解檔案館

（中心）的影響，並找到對環境影響最小化的方法。 

(五) 運用數據解救檔案和天氣計畫使用人工智慧進行高影響天氣事件的研究

（DRAW-Data Rescue Archives and Weather Project Research on High 

Impact Weather Events using AI） 

這是一項魁北克天氣研究計畫，利用過去和現在的機器學習和社會敘事，

來探索隨時間的變化天氣事件的脆弱性和恢復力，該團隊擁有氣象學、公眾

認知和技術應用以及人工智慧方面的專業，已明確地發現天氣事件造成破壞

性的關鍵因素，並不是普遍認知的極端氣候，而是取決於社會反應。從過去

到現在，藉由結合天氣記錄和社會評論（從報紙文章到推文）來確定該事件

的氣象強度及其影響的程度，未來就能考慮到當前的社會和氣候變化，預測

哪種類型的天氣事件可能會變得更具影響力。 

五、 場次 5：與道德管理、維護和永續性相關的證明文件 

(一) 記錄德克薩斯 A&M 大學校園的酷兒表演 Documenting Student-led 

Performances on the Texas A&M University Campus: Part 1-Queer 

Performance 

這是一項徵求反饋意見的新研究，重點記錄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校園內的

酷兒（註 1）表現； 這項研究是一項大計畫的序曲，藉由檢查學生主導的表

現，例如變裝表演比賽是這項定性研究的重點，目的在透過深入訪談和現有

資料分析，來記錄這些年度事件和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 

(二) 追求檔案責任：將 Paradata 定位為人工智慧過程性的證明文件（或說明

書）In the Pursuit of Archival Accountability: Positioning Paradata as AI 

Processual Documentation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工具開始習慣於理解和記錄人類代理的活動，而不

是傳統上人工智慧代理產生不透明的過程。為了應對採用人工智慧技術時透

明度和責任性的不確定性，InterPARES Trust AI 研究小組發起這項研究，以

了解如何使用 Paradata 來描述使用此類工具建立訊息對象時出現的獨特證明

文件。就本研究而言，paradata 被定義為「有關用於創造和處理資訊資源的

程序和工具的訊息，以及有關執行這些程序的人員的訊息」。 並透過在創造

過程中引入一個不熟悉的非人類代理人來探討責任制、透明度和公正性帶來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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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AI 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研究論壇 

 

(三) 從檔案到數據：建置研究資料庫來記錄 WCTU 的黑人女性 （From 

Archives to Data: Creating a Research Database to Document the Black 

Women of the WCTU） 

該計畫旨在建立線上研究資料庫，以記錄黑人婦女在婦女基督教禁酒聯

盟（WCTU） 中的重要參與部份。該計畫非常重要且及時，填補了美國黑人

婦女激進主義歷史上的空白。透過添加大量新的重要訊息，以擴大對社交網

絡、交叉性和當地婦女在當地作用的研究，因此檔案人員在其中擔任研究工

具提供者的角色，而不是團隊自己參與講故事和分析，透過將檔案轉化為數

據，可以突出以前匿名者的生活並將其納作更大的歷史。計畫目標是建立可

搜索、免費利用的資料庫，讓更多的使研究人員，包含各領域的學者、各個

年齡學生、當地歷史/系譜學家等。 

(四) 網路檔案進行文件管理 （Web Archives as Records Management） 

確保具有保存價值的文件進入檔案館是任何檔案人員的首要任務。制定

文件的保存計畫固然很好，但有時負責執行該計畫的員工會因其他工作而負

擔過重。 以主講人之組織為例，許多部門記錄的最終版本都會發佈在網絡上，

透過自動網路爬蟲取得網頁資訊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從而減輕工作量。主

講者將分享在執行Archive-It專案時，使用的詮釋資料及建置特定種子，取得

嵌入在網頁上的特定記錄類型，達到描述過去及現在的文件版本，增加研究

人員的觸及等。 

(五) 這是誰寫的？ 混合開箱 （Who Penned This? Unboxing Hybrids） 

在檔案館保存的層次結構中，手稿與美術藏品的混合保存，手稿往往是

被優先考慮的，因為檔案是「過去的見證，為過去的行動和當前的決定提供

了證據、解釋和理由。」雖然其重要性相當，但「伴侶」美術收藏品往往未

得到充分利用、被低估和保護不足。檔案機構內的藝術策展人必須共同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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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混合方法來克服隱性和系統性偏見，透過機構人員採取混合型拆箱小組，

共同開發最佳執行方式，來涵蓋館藏的各廣度和範圍，開箱或拆包討論需在

各個層面上採用「混合」或跨學科方法，包括處理收購、編目和安排館藏、

管理和館藏管理。 

 

圖 2-10 案例研究樣本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研究論壇 

 

六、 場次 6：檔案心態與理論－影響和結果 

(一) 庫房人員對於可信數位儲存庫審核和認證（TDRC）價值的態度 

（Repository Staff Attitudes about the Value of Trustworthy Digital 

Repository Certification） 

可信數位儲存庫（TDR）認證是文化遺產領域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鑑

於 TDR認證持續進行，價值一向都是其重要的問題。目前最為活躍的

CoreTrustSeal （CTS） 認證體系，最新的研究提出評估該認證價值的指標

（例如，Donaldson & Russell，2021）。在講者過往的研究發現，在可信數

位儲存庫審核和認證（TRAC）流程中，標準開發者和審計員，以及認證儲

存庫的人員對於獲得認證的儲存庫，在長期數位保存是否值得信賴，存在不

一致的意見。本次分享 2021年 CoreTrustSeal認證儲存庫調查的初步結果，

經由調查 171個具認證儲存庫的單位，以開放式的問題，目前正在對調查結

果進行定性分析，初步出現共同的議題包含，向利益相關者傳達可信度、責

任制、流程改進，以及與其他（未經認證）存儲庫的區別。 

(二) 國會圖書館群眾外包轉譯的影響 （The impact of crowdsourced 

transcriptions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過去 5年來，志願者透過「By the People」計畫轉譯超過 63萬頁的國會

圖書館館藏，當這些轉錄的文字記錄回到國會圖書館的網站，志願者對於學

術及研究產生影響，主講者匯集志願者調查數據、網絡分析工具的研究、研

究人員訪談等，其中對於志願者的影響包含目標感、滿足感或成就感，同時

獲得歷史新知識、新技能或能力，另外產生強烈的幸福感。 

CASE STUDIES EXAMPLES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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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工作者聯合組織 2022 年調查摘要 （Archival Workers Collective 

2022 Survey Summary） 

檔案工作者聯合組織（AWC）前次的調查揭示了自 2020 年 3 月開始的與

大流行相關的工作場關閉．造成勞工直接問題，以及對該行業的影響。為了

記錄至今工作人員的經歷，利用 Google 表單收集 2021 年起至 2022 年春季間

的經歷，最終揭示了這時期是一個動蕩的時期。反映此時期全國勞動力趨勢

的主題，包括倦怠、通貨膨脹和大辭職。隨著國際衛生組織結束 COVID-19公

共衛生緊急聲明，也討論未來檔案工作者的考慮因素及該行業出現的勞工新

議題。 

(四) 部落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協會（ATALM）成員和檔案調查報告 

（ATALM Members and Archives Survey Report） 

該計畫以探索國家人類學檔案（屬自然史博物館、史密森尼學會）的發

現、使用和應用為目的。這項全國調查收到了 129 份回復，包括來自美國和

加拿大地區約 50個部落的團體成員，調查主題的範圍包括該群體背景下檔案

素材的使用、使用者尋找的檔案類型，以及改進研究、取得和使用的建議，

並對檔案研究的障礙進行調查。初步調查結果表明，許多使用者關心機構與

團體關係的建立、費用和線上付費機制、旅行限制和數位應用。此外，許多

用戶表達對於口述歷史和講故事、語言保存和物質文化的研究感到興趣。 

(五) 企業檔案研究：檔案理論、侷限和詮釋資料建置 （A Study of Corporate 

Archives: Archival Theory, Deadlines, and Metadata Creation） 

在快節奏的企業環境中作為數位檔案人員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但透過

利用反複試驗、協作思考和測試解決方案，獲得保持理智，並在虛擬環境中

維持檔案理論活力的方法。透過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及閃電般的速度，將

已完成計畫經過編輯數據和圖像化後提高效率，激發出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

方案來完成工作。本年重點關注有效、高效和協作的工作流程，以展示這項

技能。 

 
圖 2-11 企業檔案研究目標概述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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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海報展示  

 

本次年度大會現場海報展示活動分為專業海報（Professional Poster）及研

究生海報（Graduate Student Poster）。本局研究人員以「臺灣檔案數位轉型治

理之發展—以機關檔案管理至移轉全程線上化機制為例」為題獲大會主辦單

位選入研究生海報展示，以下就內容說明： 

一、 專業海報展示 

本年年度大會執行委員會鼓勵檔案機關參與專業海報展示活動，以分享

及交流實務經驗。此形式不僅能讓與會者依自己的行程安排觀看海報時間，

更有機會與海報生成機關之專業人士在指定時段於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飯店

一對一交流，且所有海報內容亦於虛擬平臺上展示。專業海報內容摘錄如表

5： 

表 5、專業海報 19件重點摘錄 

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P01 

關於誰被遺漏：學術

型檔案機構中有關社

會、修復及重建正義

工作之理論與實務間

的落差調查 

It's about Who's Been 

Missing': 

Investigating Gap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Reparativ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Work in Academic 

Archives 

Caitlin 

Christian-

Lamb/路易

斯安那州立

大學助理教

授/馬里蘭

大學博士候

選人 

本海報探討有關本人檔案正義理論與實務

落差的論文研究專題《關於誰被遺漏：學

術型檔案機構中有關社會、修復及重建正

義工作之理論與實務間的調查》，藉由一

間大學檔案中心的第一手案例研究，以及

其他檔案機構人員之訪談記錄，探索正義

相關實務。本海報提供深度文本內容，剖

析檔案正義之現況。 

P02 

文化資產機構之口述

歷史範疇檢視 

Scoping Review of 

Oral History i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作者未提

供） 

口述歷史一直以來皆被視為記錄參與特殊

歷史事件或時期之個人回憶與故事。然

而，隨著圖書館與檔案館典藏的文化資產

已被廣泛認可，圖書館與檔案館的口述歷

史仍有極大的開拓空間，惟該等機構如何

參與保存口述歷史呢？為了回答此問題，

作者實施範疇檢視計畫，試圖建立單一框

架，結合口述歷史檔案研究與具關鍵性的

主題，讓未來的深度研究得以應用，呈現

以口述歷史的典藏發展為核心的個別案例

研究成果。 

P03 

全新的球賽：徵集大

量文物建構棒球典藏 

A Whole New 

Ballgame: Intaking a 

Erin Purdy/

聖路易華盛

頓大學特別

典藏中心

2022 年年終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自一位專

門蒐集重要球員週邊紀念品的藏家那裡徵

集大量與運動及文化相關的文檔、視覺材

料與物品。對檔管人員而言，接收如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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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Large Collection and 

Building a Baseball 

Repository 

Levey 專案

檔管人員 

量的藏品帶來許多出乎意料的挑戰。本海

報探討運動相關文物之專案控管，諸如鑑

價、管理、保存與描述等。此專業需要整

合捐贈者、鑑價者、圖書館員工和外部機

關，才能成就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棒球文物

系列典藏。本專案將幫助其他檔管人員發

展大型專案，並依照運作軌跡達成目標。 

P04 

傳統黑人學院與大學

之檔案近用：整合

HBCU檔案與文件之

近用 

Accessibility to 

HBCU Archives: 

Mapp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Archives and Archival 

Resources in HBCUs 

Brady 

Lund/ 北德

州大學助

理教授 

傳統黑人大學（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s）創建與持有的

文檔乃了解非裔美籍人士歷史及美國高等

教育歷史的重要文件。然而，研究顯示

HBCU 檔案資源不足，為瞭解此議題，本

研究檢視 HBCU 檔案資源之近用程度，

結果顯示學校規模與地理位置皆可能影響

HBCS 範圍內的高等學府文檔資源之可視

性與可近用性。 

P05 

史丹佛大學圖書館的

檔案開源計畫 

ArcLight at Stanford 

Libraries 

Dinah 

Handel/史

丹佛大學

服務經理 

根據所需的管理系統發現並使用搜尋工

具、數位物件關聯功能與互操作性，對於

檔案使用者及員工相當重要。史丹佛大學

圖書館的一項專案嚴格檢驗工作流程與資

訊 系 統 ， 從 而推出 檔 案 開 源 平 臺

ArcLight。專案團隊之目標與成果、過程

與經驗，不同階段的發現與分析資料皆於

海報中重點呈現，亦將分享相關心得與未

來展望。 

P06 

氣候正義之合作：治

癒者專案之數位監管

倫理  

Collaboration for 

Climate Justice: 

Ethical Digital 

Stewardship for The 

Healers Project 

Kate 

Thornhill/

奧勒岡大

學數位獎

學金圖書

館員 

治癒者專案由安德魯·威廉·梅隆基金會贊

助成立，宗旨為抵制白人定居者心態，訂

立道德倫理之監管準則，數位化非裔印第

安人、非裔後代，以及印第安人相關文

檔，輔以傳統的生態知識及氣候正義實踐

治癒目標。數位策展人將分享本專案文物

與網站如何處理、持有及控物，以作為協

同研究、資料典藏、保存與分享之整備。 

P07 

維持日常之社區、聯

結、保存活動：洪堡

理工州立大學生態永

續檔案  

Community, 

Connections, and 

Conservation to 

Maintain the 

Commons: The 

Carly 

Marino /美

國洪堡理

工州立大

學圖書館 

若欲了解環境及我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需要在地視角從不同層面調查全球影響

力，美國洪堡理工州立大學圖書館生態永

續檔案讓研究者瞭解社區工作如何為國家

政策中地景改變施力，進而促使不同領域

的學者應用檔案，以開啟美國生態永續對

話。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4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4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7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72/
https://healers.uoregon.edu/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94/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94/
https://www.humboldt.edu/
https://www.humboldt.edu/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5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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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rchive 

at Cal Poly Humboldt 

P08 

第 6區與其他地區之

相反調查：以空間調

研檔案裡的社會正義

Counter-Surveying 

District Six and 

Beyond: A Spatial 

Approach to Archival 

Social Justice 

Siddique 

Motala/南

非開普敦

大學博

士、David 

A. 

Wallace/美

國密西根

大學資訊

學院 

作者辨別並嘗試實施全新方法「相反調查 

（Counter Surveying）」，記錄 1948 至

1994 年南非種族隔離期間第六區（南非

開普敦）的歷史，相反調查結合了地球空

間資訊科學（調查與配對）與檔案社會正

義，從土地與記憶獲得啟發，此方法亦可

適用於其他全球各地的強制隔離活動，包

含美國各大城市。 

P09 

數位保存推廣及教育

網絡：更新計畫 

（Digital Preservation 

Outrea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A 

Program Update） 

Natalie 

Baur/美國

普拉特藝術

學院、 

Anthony 

Cocciolo/ 

普拉特藝術

學院 

數位保存推廣及教育網絡（DPOE-N）計

畫自國會圖書館移至 2018 年紐約大學動

態影像檔案與保存計畫中實施。本計畫

2020 年榮獲安德魯·威廉·梅隆基金會慷慨

解囊，贊助為期 2年的預算，爾後又獲其

他基金挹注 2022至 2024 年經費。本海報

將描述計畫目標、評估成功層面、細數深

化數位保存教育資源的挑戰；同時亦將加

速DPOE-N辦理之工作坊與會的學者、檔

管人員和參與人員之共學網絡。海報亦將

討論波多黎各的實體訓練計畫，並向與會

人員推廣基金資助及教育機會，同時徵詢

回饋意見作為未來規劃參考。 

P10 

記載噴射推進實驗室

之大事：釘選以求勝 

Documenting JPL 

Memorabilia: Pin It to 

Win It 

n/a（作者

未提供） 

美國太空總署（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

（JPL） 擁有成果豐碩的文化歷史，藉由

增加相關紀念典藏文檔與物件，諸如支援

JPL任務與 NASA社群的各類團體為慶祝

重大里程碑而製作之徽章、鈕釦、布料、

貼紙、獎牌、裝飾物及藝術品等，觸及層

面更廣的觀眾群。此海報探討當前缺少數

位化及智能化展示之文物著錄以及設計、

創造及製作保存後設資料相關事務。 

https://atozbuilding.in/2020/04/counter-survey-and-levelling.html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19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19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19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19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19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21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21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27210/


20 
 

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P11 

探索（英美法系國

家）之對抗制如何影

響軍校學生取得檔案 

Exploring How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mpacts Cadets’ 

Access to Archives 

Jeff Kozak/

維吉尼亞

軍校圖書

館員、 

Jane 

Bartley/維

吉尼亞軍

校圖書館

員 

維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VMI） 與其他軍事院校皆屬美國高等教

育特別的一環，因為軍校嚴格執行全年無

休的軍事生活，強調服從與紀律，軍校學

員並無太多休息時間，更遑論熟悉並近用

軍校檔案。為促進軍校學員參與應用，

VMI 檔案人員與教職員工合作開發課

程，幫助學員探索軍校生活的歷史片段。 

P12 

修復描述學術型檔案

之延伸評估 

Extensible 

Assessment for 

Reparative 

Description in 

Academic Archives 

Quin DeLa 

Rosa/耶魯

大學圖書

館檔管人

員 

影響力很重要，此前提促使修復性描述持

續向前邁進。以程式為導向的評估可協助

檔管人員了解修復工作的潛在價值，確保

產生顯著影響，進而促進檔案描述實務。

本海報及相關文檔乃自個人碩士論文節

錄，探索雙層的概念架構落實在延伸評估

原則與文化評量後，如何支持學術機構完

成目標。 

研究亮點為個人之修復描述學術型檔案之

延伸評估模型，此為一受相同模組啟發而

製成的評估工具。 

P13 

從私藏至公開：促進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大

事紀文件之近用 

From the Closet to the 

Commons: 

Broadening Access to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s Memorabilia 

Collection 

Camila 

Aguirre/前

美國國家自

然史博物館

紀念品專案

檔管人員 

美國國家自然史博物館研究圖書館擴增其

紀念品典藏並開放近用，內容涵蓋研究、

教育、展示相關文件。本海報報告了專案

現況以及描述文件之步驟，並提及開放社

會大眾近用之規劃，深入探討機關如何將

利害關係人與社會大眾納入告知可用素材

的行列。 

P14 

歷史中心：減少 1對

1 即時文獻申請之阻

礙 

History Hub in 

Action: Reducing the 

Burden of 1:1 

Reference Requests in 

Real Time 

Darren 

Cole, Kelly 

Osborn, 

Rachael 

Salyer,Jaso

n 

Atkinson/

美國國家

檔案館二

館檔管人

員 

見證歷史中心如何減少自 Archives.gov 網

站而來的 1 對 1 參考諮詢，自 2022 年年

初開始，歷史中心全新的自動展示即時配

對內容的軟體部件，回復使用者提出之問

題。本海報以圖示方式展示軟體部件如何

減少超過 30%的請求，即使在公布 1950

年人口普查資料申請案到達高峰之際。此

功能讓檔管人員得以專注在更複雜的申請

案中，並且更能及時提供使用者所需資

訊。 

P15 

檔案空間與

Preservica如何展示

資訊治理模型？ 

Jennifer 

Follen/羅

德島大學 

本海報使用內容配對與資訊構圖探討

Archives Space和 Preservica 兩家公司如何

以更為親民的方式符合客戶需求，並運用

不同案例加以說明。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778/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16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16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5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5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5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5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7/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7/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14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14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14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8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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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How do Archives 

Space and Preservica 

Demonstrate th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Model? 

海報內容自系統面及檔案人員如何隨著科

技演進持續遵循專業操守與檔案標準介紹

近期進展，希能激盪出統整符合檔案政策

文件與管理方法的策略，以及與各大學相

關人士在資訊治理架構下與大學檔案中心

與圖書館展開對話的適切方式，同時尋覓

與時俱進的科技系統應用方案。本海報檢

視檔案與文件管理，以及數位資產管理之

間的共通點與可整合處，切合今年主題。 

P16 

德州口述歷史資料庫

之介紹 

Introducing the Texas 

Oral History Locator 

Database （TOLD） 

Steven 

Sielaff /貝

勒大學口

述歷史中

心資深編

輯與藏品

經理 

德州口述歷史協會  （The Texa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TOHA） 以及貝勒大

學口述歷史機構，於 2022 合作推出全新

的線上資料庫供研究人員參酌。安哥口述

歷史資料庫  （The Texas Oral History 

Locator Database, TOLD） 運用德州境內

的典藏人員提供的問卷資料回饋，盡可能

辨識出口述歷史典藏文物。使用者在成果

資料庫中可輕易地搜尋到口述歷史清單，

並可直接連結至相關網站查詢更多相關資

訊。 

P17 

領袖之路：回顧促進

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

美籍圖書館員之國家

論壇：來自亞裔和太

平洋島從業者的觀點 

Path to Leadership: 

Reflecting on the 

National Forum on 

Advancing 

Asian/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Librarianship: 

Perspectives from 

AAPI Archival 

Workers 

Ray Pun/

加州埃爾

德教育學

院圖書館

員、Shelly 

Black/北卡

羅萊納州

立大學數

位檔案人

員、Kelli 

Yakabu /約

翰甘乃迪

總統圖書

館及博物

館人員 

此線上海報展示亞太地區美籍檔案人員

（AAPI）參與領導力計畫，以及如何擴

展機會、思考為專業及個人成長而建立社

群的價值與重要性。本計畫受美國博物館

與圖書館服務局（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資助，並承蒙華

裔美籍圖書館協會（CALA）與亞洲太平

洋美籍圖書館員協會（APALA）支持，

串聯超過 100 間的 AAPI 圖書館與檔案工

作人員分享與學習融入式領導的學習模

式，同時促成社群網路與合作機會之養

成。 

P18 

職涯中罹患疾病與身

心障礙症對於圖書館

與檔案館特殊典藏之

影響 The Impact of 

Illness and Disability 

on Careers in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作者未提

供） 
（作者未提供） 

https://aws.amazon.com/tw/partners/success/preservica/
https://aws.amazon.com/tw/partners/success/preservica/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29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29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8/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20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20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96/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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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P19 

第一年--丹佛公立圖

書館檔案人員學徒制 

Year One-An 

Archives 

Apprenticeship at The 

Denver Public Library 

Abby 

Hoverstock

/丹佛公立

圖書館館

員、Su 

Sheehan/丹

佛公立圖

書館檔案

學徒、

Myranda 

Valdez/丹

佛公立圖

書館檔案

學徒 

2022年丹佛公立圖書館（DPL）獲得一筆

國家人文獎助金，用以施行檔案人員學徒

制計畫，此筆預算挹注「彌平落差：檔案

弱勢族群學士後學徒」計畫，補助 2名全

職學徒 2 年時間學習檔案技巧及最佳實

務。此計畫乃為介紹大學畢業生檔案職涯

所設，且不限定需為圖書館領域或其他領

域之碩士專業先備知識。透過降低進入門

檻，學徒制賦予來自多元背景之人們擁有

全職的實作經驗，在領有薪水的前提下，

獲得最完整的保障與利益。 

海報中呈現兩位學徒 Su Sheehan 與 

Myranda Valdez，以及帶領他們的檔案人

員 Abby Hoverstock 相關工作內容。召募

學徒重點、計畫影響層面，以及學徒未來

職涯規劃皆有詳加介紹。此外，對於傳授

新進檔案員工的最佳協同合作方案，還有

在公立圖書館檔案部門成功實施學徒計畫

的訣竅，亦在海報中臚列。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2-12 專業海報 P03—全新的球賽：徵集大量文物建構棒球典藏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698/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698/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37/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37/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43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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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專業海報 P14—歷史中心：減少 1對 1 即時文獻申請之阻礙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2-14 專業海報 P19—丹佛公立圖書館檔案人員學徒制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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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生海報展示 

本次計有 22 件研究生海報展示，與專業海報展示同場安排 3 場各半小時

的時間讓海報作者與現場與會人士互動，增進彼此的認識與交流。本局研究

人員以「臺灣檔案數位轉型治理之發展」為題入選，介紹我國機關檔案移轉

為國家檔案全程線上化作業流程，與各國專業檔管人員分享及交流臺灣的檔

案數位轉型治理經驗。相關海報內容摘錄如表 6： 

表 6、研究生海報 22件重點摘錄 

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G01 

檔案混亂與失序

的詳盡層次：

Kanter 政治廣告

的故事 

Archival Chaos 

and the 

Exhaustive 

Layers of Order: 

The story of 

Kanter's Political 

Ads 

JA Pryse/卡

爾艾伯特檔

案中心 

卡爾艾伯特檔案中心徵集了全美數量最多的

政治廣告典藏，擁有超過 12.5 萬的個別廣

告，內容涵蓋 1912 年至 2020 年間政治標

語、總統選與、地區學校選擇、社會政策公

投等議題。1985年至 2012年的廣告成長率為

400%，故伴隨而來的尚有讀取檔案的公平性

等不可避免的混亂情形。2022 年起在獲得經

費挹注後，研發辨別政治相關內容，如：廣

告圖像、音訊、文字之自動化系統刻不容

緩；該系統亦肩負打造全新使用介面，幫助

研究人員詢問並檢視典藏資料庫之影片。其

職責為蒐集並派送可被理解的語料庫文件，

包含數位檔案與完整的後設資料，使專案協

作者得以迅速有效益解讀儲存於多處地點且

格式迥異的文檔、內外部硬碟資料、外部伺

服器、雲端資料庫，以及其他地區網絡內

容。此海報展示目標為分享研究方法、程式

運算流程、以及管理海量資料並產生高效且

精準結果的實務經驗。 

G02 

十字路上的故

事：具顯著性與

代表性且經驗豐

富，徵集口述歷

史的非裔檔管人

員與記憶保存者 

Stories at the 

Intersection: A 

Phenomenologica

l and 

Intersec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Black 

Archivists and 

Memory Workers 

Rebekah 

McFarland/多

明尼克大學博

士候選人，芝

加哥大學助理

教授及特殊典

藏檔管人員 

許多文化高看主流歷史蘊藏的大量口述實

例，然而作者的檔案管理經驗在在顯示檔案

領域中，口述故事與歷史不若紙本文檔受到

尊崇。錄音設備所費不貲，且格式轉置亦

然。隨著科技演進，檔案近用程度與可得性

亦較往年提高。儘管在數位近用方面仍有巨

大落差，但對於檔管人員與記憶保存者而

言，搜尋、記錄、儲存社區的口述歷史已非

難事。檔案人員與記憶保存者投入相當之心

力，同時討論調整方案來強調社區存在的價

值。至今，出版資料日益增加，本著這項工

作的精神，且意識到檔案標準提供的並非中

性視角，而是建立在白人、父權制、順性

別、異性戀、非殘疾人和殖民價值觀的基礎

上，作者試圖利用這一現象的交叉研究來調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9/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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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Who Collect Oral 

Histories 
查非裔檔案人員和記憶保存者，如何透過收

集口述歷史來闡述敘事空間，他們在過程中

的經歷為何，又檔案課程在其經歷中發揮何

種作用，皆為探討範疇。 

G03 

改善數位典藏近

用性：小型或無

經驗的組織設計

的執行計畫 

Improving Digital 

Archive 

Accessibility: An 

Action Plan for 

Smaller or Less 

Experienced 

Institutions 

Camryn Duff 

/聖約翰大學

研究生 

當文檔持續擴增數位空間，確保數位資訊可

以完全提供任何人近用顯得非常重要。然而

許多小型或無經驗的機構常常會不確定改善

近用業務從何著手。本海報設計了行動方

案，試圖從觀眾角度出發，呈現最值得留意

的相關領域，包括討論網路內容無障礙指南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標準與線上近用常見阻礙，諸如無障礙設施

與經驗不足的技術應用等。透過完整檢視此

等資訊，本行動方案/海報將提供有效的數位

近用工作基礎，讓每個人的個別專案皆能一

體適用。 

儘管這些資訊可能不足以處理每一種情況與

環境，但仍能作為檢視當今數位檔案近用標

準之工具。更甚者，本研究亦提供尋求分析

自身數位檔案狀況的人員可能解決方案或判

斷重點作為參考依據。 

G04 

地方歷史典藏文

物之社區參與及

詮譯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presentation in 

Local History 

Collections 

Amy 

Thomson/ 中

田納西州立

大學 

檔案人員近年來日益關心教育推廣、包容

性、多元性及社區參與。人們熱愛分享資

訊，特別是快速分享視覺化資訊，亦帶動歷

史之創造與研究等議題。有些檔管人員已實

施社區攝影徵集計畫一段時日。檔管人員在

完成掃描照片或複製並儲存數位檔案，即可

歸還原件予捐贈者。 

美國田納西州默弗里斯伯勒的 Rutherford 郡檔

案中心， 實施了這樣的計畫並且蒐集全家福

照片、公開場合的抗議活動等攝影作品，使

用跨領域的多元方案，本研究意圖深度剖析

照片如何及為何產生，並觀察廣泛的藏品政

策如何影響社區的檔案展示成果。 

本海報指出收集、保存和描述照片過程中面

對的實際挑戰，以及在研究、公共項目和社

區合作方面為廣大社區帶來的利益。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5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5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399/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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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G05 

藉協同合作讓學

生參與有意義的

職涯探險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Engaging 

Students in 

Meaningful 

Career 

Exploration 

Katrina 

Williams/美

國聖荷西州

立大學、Erin 

Robinson/ 

Sherman 

Grinberg 電

影圖書館媒

體助理檔管

人員、Mia 

Lewis 

聖荷西州立大學的 SAA 學生分會整合了社交

媒體、時事通訊、調查和互動會員活動，以

鼓勵研究檔案的研究生進行職業探索，多方

面的團隊通力合作，以擴大會員範圍，活動

的重點為透過調查評估團體需求，並透過互

動活動（例如問答、社交時間、團隊合作活

動和共享文件）發展集體知識，調查和問答

環節幫助領導人彙整並反思群體利益和價值

觀。共享文檔對於收集知識和積累個人經驗

非常有效，其結果是對檔案空間和職涯有了

更廣闊的視野，並對個人興趣和技能產生深

入了解。 

G06 

微軟 Word 365

的自動轉譯文稿 

Automatic 

Transcription 

with Word 365 

Erika Alfieri/

河流故事館 

學習使用您可能已經使用的近用技術自動轉

錄口述歷史，透過 Word 365 完成分配演講者

姓名、插入自動時間戳、校對文字記錄和錄

製音頻的過程。 

G07 

 當工作停止時：

愛荷華州歷史協

會之勞工文檔典

藏及關於罷工之

描述 

When the work 

stops: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Iowa's Labor 

Collection and its 

depiction of 

strikes 

Emma 

Barton-

Norris/愛荷華

大學 

什麼事物會在視覺上讓罷工成為罷工？照片

如何描繪愛荷華州勞工運動？身為檔管人員

的勞動與過去工人勞動差異為何？作為愛荷

華州歷史學會的專案檔管人員，自去年以

來，作者一直在處理勞工典藏品中的罷工照

片，內容包含愛荷華人如何團結實現抗議運

動的共同目標。從 1930 年代的聯合洗衣店到 

1980 年代的玉米加工商，愛荷華州的勞工歷

史充滿工人選擇停止工作的例子。 這張海報

展示 1948 年愛荷華州滑鐵盧地區美國聯合包

裝廠工人罷工照片的數位複製檔，對照片的

出處和歷史背景進行了考察，還展示了州立

歷史學會長期收藏的愛荷華州勞工典藏文物

的歷史，並簡要討論了我自己從事檔案工作

的不確定因素。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51709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51709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18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18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839/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839/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7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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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G08 

權利後設資料及

數位典藏之使用 

Rights Metadata 

and Usability of 

Digital Archival 

Collections 

Trevor R. 

Stratton/ 伊利

諾大學資訊

科學學院 

本海報概述了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圖書館徵

集和編目服務部門 （ACS） 成員對該校數位

檔案館藏進行的後設資料審計。此次審計突

顯該大學數位圖書館項目的權利後設資料存

在的差異，如文檔材料的可取得性尚未釐

清。透過審查數位化和原生數位檔案典藏的

權利後設資料，ACS 能夠辨別缺乏分層描述

權利後設資料的典藏，並與檔管人員合作將

相關資訊增補至數化典藏資料庫中。 

這次審計結果強化了一個事實：即不同層級

的描述與數位典藏之對應未明。衡酌此點，

本海報旨在提高人們對強大後設資料需求之

認識，促進數位內容之近用與探索，例如，

缺乏權利後設資料會導致圖書館數位檔案館

藏的版權狀態不明，因而導致使用者查詢及

近用時困難重重，為解決此問題，ACS 已利

用此次審計結果力促機構內部強化進階描述

資料。本海報展示此次審計中的具體數據，

以提高人們對描述資料不足產生的類似問

題，以及其在整個檔案館和整個資訊專業領

域造成業務執行障礙的認識。 

G09 

戰爭對文化資產

機構之影響：以

第二次世界大戰

為例 

War’s Effects o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Focusing on Case 

Studies from 

World War II 

Sarah Spira/美

國長島大學 

本海報乃關於戰爭對文化資產機構之影響，

特別以第二次世界大學的案例為主，並追蹤

文化資產機構的回應，俾利觀者知曉逐年發

展與緣由；更甚者，觀者可以看到這些機關

如何學習幫助他們處理當今的挑戰與衝突地

區議題，諸如烏克蘭戰爭等。在履行保存與

珍惜社會上的文化與歷史材料使命，並使他

們為人周知之際，我們必須讓人們了解戰爭

帶給文化資產機構的真實影響與風險，特別

留意波蘭克拉科夫（Cracow）猶太社區圖書

館與檔案館。 

在此前提下介紹相關案例，首先是 Oneg 

Shabbat 華沙猶太歷史文獻館，這是由一群檔

管人員組成的團體，目標為在華沙少數民族

居住區成立檔案館；第二個團體是「紀念碑

先生」，他們的目標是從斷壁殘垣間搶救文

化藝術品；第三個案例是美國防禦前線的圖

書館，其中一項重點為保存烏克蘭的文化資

產。知道這些保存文化資產的故事和策略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356/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356/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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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以助益保存文化典藏，同時增益每個

人心目中對於藝術品的感激。 

G10 

理查尼克森的鼻

子 145幅漫畫草

稿：貝爾納·西曼

漫畫文檔之處置 

145 Drawings of 

Richard Nixon’s 

Nose: Processing 

the Bernard 

Seaman Cartoon 

Collection 

Rosemarie 

Fettig/馬里蘭

大學檔案助

理 

本海報以圖解方式呈現處理貝爾納·西曼漫畫

文稿的工作流程。馬里蘭大學特殊典藏暨大

學檔案中心持有超過 4300 件的手繪原稿、版

畫與政治漫畫草稿。漫畫於 1930至 1980年代

末期之間登載於工會報刊，諸如 AFL-CIO 新

聞，以及 ILGWU 正義報等，內容涵蓋勞工運

動在內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美國一般政治

（包含總統諷刺畫）。 

本專案執行期間，作者面臨了是否能在有限

的時間與人力下，提供視覺化材料給研究人

員近用的挑戰，作者透過分開處理智慧財產

和實體環境加以應對，在智財方面，作者在

協尋與重製每幅漫畫全文時儘可能提供研究

人員相關資訊；實體環境部分，則根據物件

尺寸安排儲存工作之優先順序與空間安全。 

若資訊在協尋工具公開後，亦將線上提供完

整可搜索的漫畫清單，使研究人員能夠識別

特定項目，而無需篩選全部 30 箱資料，從而

輕鬆使用此獨特的系列典藏。 

G11 

臺灣檔案數位轉

型治理之發展—

以機關檔案管理

至移轉全程線上

化機制為例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

Governance in 

Taiwan—an 

Example of 

Managing and 

Transferring 

Government 

Agency Records 

in a Complete 

Online 

Mechanism 

李亞祝 / 我國

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

理局研究

員，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研

究所博士候

選人 

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簡稱檔案

局）為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便捷檔案資

訊開放應用，自 2001 年成立迄今逐步推動數

位轉型治理，並於 2022 年建構機關檔案管理

至移轉為國家檔案全程線上化作業，利用

如.NET 軟體框架等技術，整合國家檔案資訊

系統（Archives Access service，簡稱 A+，網

址：https://aa.archives.gov.tw）之移轉目錄匯

入、線上審查結果下載及查詢等功能。此

外，該更新機制亦透過排程自動傳送註記為

已移轉之國家檔案目錄資訊，同步自機關檔

案 目 錄 查 詢 網 （ Navigating Electronic 

Agencies’ Records，簡稱 NEAR，網址：

https://near.archives.gov.tw）下架已完成點交

接收之相關目錄。此項變革不僅大幅增益全

國超過 3千個機關作業效能，同時確保終端使

用者查找目錄之正確性與即時性。本海報期

以檔案局透過資訊串流、同步更新，以及優

化國家檔案之查詢及應用等作業流程，與各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47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47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471/
https://aa.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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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專業檔管人員分享及交流臺灣的檔案數位

轉型治理經驗。 

G12 

廣泛啟動：重新

思考機關檔案之

近用 Expansive 

Activation: 

Rethinking 

Access at 

Institutional 

Archives 

Aviv Rau / 

Hogg 心理健

康基金會碩

士級研究助

理 

本海報主題包含作者在 2022至 2023學年度於

美國德州奧斯汀 Hogg 心理健康基金會擔任碩

士級研究助理期間負責之研究成果。研究主

題為「德州協同青少年研究」，這是該基金

會自 1954年起主導，由 16間大學與家庭經濟

系所，以及德州教育局協辦之德州青少年社

會學研究。 

之前相關研究僅著重於單一面向，且限縮於

財務或物流之範疇。是以，本研究今年透過

多元方式如 1.處理全德州相關機構持有文檔

與二手資料 ；2.數位化與主題相關文件；3.舉

辦專業工作坊促進各機構對檔案之獨立批判

能力；4.建立部落格與線上廣播專區，增進社

會大眾對於檔案意識，從而擴大「德州協同

青少年研究」之觸及層面。此方式對於增進

現有文檔中的組織與歷史價值尚待商榷，惟

透過本研究，希能有效吸引世人目光，讓具

批評性的架構及組織的自我反饋能夠賦予陳

年文檔新意成為眾人可吸收知識。 

G13 

接近親密與私

人：班傑明·伯恩

斯個人文檔之處

置 

Up Close and 

Personal: 

Processing the 

Benjamin J. 

Burns Papers 

Andrew 

Wilhelme/ 美

國韋恩州立

大學學生 

作者身為韋恩州立大學 2022至 2023年冬季雷

諾雷文獎獲獎人，個人有幸在大學檔管人員

Taylor Henning 的帶領下，處置身兼記者與韋

恩州立大學教授的班傑明·伯恩斯先生個人文

檔。雖然預期會學到課堂提過的檔案應用理

論與概念，但卻沒預料到會與伯恩斯先生在

整理及描述其文檔時產生親近的情誼。伯恩

斯先生的文檔雖然數量不多，卻仍完整呈現

其生命歷程之起落。 

伯恩斯的熱情與性格在其保存的新聞報導、

藝術品、詩集、散文、草稿中體現。掃描相

關紀錄加以數位化的過程，感受到他的幽默

感與個人志趣，以及他和所愛的親友之間的

關係。本海報提供個人處理伯恩斯文檔的過

程，包含不僅突顯其性格亦令作者在學習成

為檔案人員之際印象深刻的實例。最後，海

報內容亦提及檔管人員在處理個人文檔時扮

演的特殊角色。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6/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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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4 

萊蒙特數位專案

計畫：如何以有

限資源創造數位

化基礎建設 

The Lemont 

Digitization 

Project: How to 

Create a 

Digitization 

Infrastructure 

with Limited 

Resource 

Ayah 

Elkossei/美國

芝加哥歷史

博物館攝影

及掃描助理 

此海報討論如何在有限的預算與設備資源

下，設計萊蒙特公立圖書館 （LPL）有關微

縮片影像典藏數位化計畫之歷程。萊蒙特是

芝加哥西南地區的小鎮，該圖書館和萊蒙特

歷史學會皆有不同的檔案媒材，但是皆未有

數位檔案。數位化微縮片項目乃受到一位在

地贊助者請求將 1959 年萊蒙特報紙檔案而啟

發，爾後當局決定將 1840至 2011年間不同類

型的萊蒙特報紙全部數位化。為達此目標，

檔管人員 Audra Adomenas 與另一位檔案實習

人員 Katie Deters 和作者，必須在有限的預算

與設備下，訂立數位化計畫。 

他們多方搜尋價位合理的膠捲掃描器，最後

找到柯達的 Slide and Scan 機器，並設置人工

掃描時暫放膠捲的保存設備。掃描後儲存的

檔案將以 JPGs 或 PDFs 格式上傳至網路檔案

（Internet Archive）。全部過程雖皆人工作

業，但在掃描內容時極為有效，允許贊助者

與研究人員近用，且積極保存萊蒙特的歷史

片段。此專案目前仍在執行中，掃描檔案將

用於來年 5月開幕的展覽中。 

G15 

從蓋特威到黃

石：介接國家公

園與社區文檔之

徵集 

Gateway to 

Yellowstone: 

Bridging National 

Park Collecting 

Communities 

Chad Kamen/

美國路易威

爾大學特殊

文物徵集圖

書館員

/Burroughs 文

物典藏策展

人、 

Laura 

Petersen/密西

根大學資訊

學院 

黃石國家公園與蒙大拿州立大學的相關人

員，共享從業人員及使用者在 2019年與 2022

年的「蒐集黃石對話」的多元展覽導引。他

們找到發表人並啟動了蓋特威至黃石計畫，

意在點出分散蒐集美國第一座國家公園文檔

的近用問題。 

本海報呈現未來近用的可行建議，進而發掘

可代表黃石國家公園週邊生態的文檔工具，

作者將分享處理研究人員、利用關係人及展

件後獲得之成果與挑戰。 

作者的處置方式包含問卷及焦點團體兩個部

份，焦點團體對象為來自幾個具代表性的核

心典藏機關。作者亦展開一項與黃石典藏相

關也與其他國家公園之系列研究。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44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244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57/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0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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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6 

從未聽到寂靜如

此喧囂：法國如

何選擇性地使阿

爾及利亞戰爭檔

案靜默，進而支

持其政治抱負並

強化國家認同 

Never Heard 

Silence Quite 

This Loud: How 

France Has 

Selectively 

Silenced Algerian 

War Archives to 

Support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Reinforce 

National Identity 

Maia S. 

Hirschler/

（作者未提

供單位資

訊） 

2021 年間法國總統馬克宏宣布法國政府將提

前 15 年公開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機密檔案，以

促進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關係，在數十年來

要求返還文件予阿爾及利亞的聲浪下，此項

公告看來似乎表達對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

1962）之敬意，對於受到各種折磨而「被消

失」的異議份子而言，更是意義非凡。阿爾

及利亞戰爭佔據法國歷史具爭議的一頁，卻

遭歷史課本掩蓋大部分的事實，僅在 1999 年

後出現「戰爭」字眼。透過提前開放檔案的

作法，馬克宏似乎對於法國政府承諾治癒世

代創傷與改善與阿爾及利亞的關係做出實質

動作。解密阿爾及利亞檔案已然成為目前身

處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移民的熱門討論話題，

更是 2022 年總統大選期間右派和左派候選人

皆在意的政治議題。 

正當開放該批檔案表現得像是靜靜地籠罩著

戰爭歷史，此論文將探究法國和該國政治人

員們如何選擇性地藉由靜默的檔案，享受某

些闡釋特權，並持續使其他檔案靜默無聲。 

G17 

讓最多的研究生

實習 Making the 

Most of Graduate 

Student 

Internships 

Erika Alfieri 

/River Stories 

學習搜尋與應用實習內容最佳實務，獲得如

何尋找與教育目標相符的實習機會之訣竅，

以及在實習結束後，維持與實習同事及機構

員工的專業聯結指引。 

G18 

典藏辛巴威國家

檔案館的解放戰

爭歷史文檔 

Archiving 

Documenta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Zimbabwe 

Heather 

Ndlovu/ 國立

科技大學講

師 

1964 至 1979年間的辛巴威解放戰爭（WoL）

涉及包含自在地黑人族群佔領沃土，以及武

裝暴力的種族歧視。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 

（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 

和辛巴威人民行動黨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ZAPU）乃參與 WoL的主要組

織。ZANU 武裝團體以辛巴威非裔國家解放

軍  （ 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ZANLA） 聞名；ZAPU 方則稱為辛巴

威人民革命軍（  was called the 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ZPRA） 。雙方

保存具有價值的 WoL 文檔的領導人以及辛巴

威 國 家 檔 案 館  （ National Archives of 

Zimbabwe ,NAZ）館方人員皆意圖主導文檔作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8/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28/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7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3775/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03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65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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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然而鑑於辛巴威 WoL 檔案散落各地且尚

未完整徵集，故仍懸而未決。 

ZPRA 檔案被非洲民族聯盟 （PF） 政府沒

收，據稱在 1982 年獨立後不久就被銷毀。羅

得西亞政府的其他檔案記錄被送回倫敦，部

分則被送往南非。本研究旨在檢視辛巴威檔

案立法之精神，並確定 NAZ 在解放戰爭期間

隨即展開徵集  ZPRA 和  ZANLA 之相關檔

案 。在此同時，刻正進行博士研究將採用以

歷史案例為對象的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哈拉

雷 NAZ 總部、ZPRA 信託基金和 ZANLA 的

退伍軍人，訪談對象與文檔檢視將採隨機抽

樣方式為之。 

G19 

成為市民新聞中

樞的檔案： 徵

集、近用與增益

地方歷史之全新

參與式模型 

Archives as Civic 

Journalism Hubs: 

New Participatory 

Models for 

Collecting, 

Accessing, and 

Enriching Local 

History 

Meral Agish/ 

美國紐約皇

后區公立圖

書館皇后區

記憶專業社

群統籌人員 

在不斷發展的公民新聞領域中，全新的非營

利模式被認為是主流商業模式的替代方案。 

圖書館和學校等公共機構通常被視為專案的

關鍵合作者。透過關注公眾利益，甚至在公

共圖書館舉辦的聽證活動與其他公立專案，

這些新媒體公司展示其所倡導的全新新聞報

導方式。 然而，傳統新聞業受批評之處可能

仍然存在，即對特定主題或社區的短暫關注

或興趣、記者和地方人士之間的壓榨關係，

以及當數位連結失效時遺落的故事檔案等。

本專案期透過與當地機構合作，促使檔案館

保存多元形式的在地歷史和公民記憶，哪怕

非屬檔案館徵集的優先選項，但是當地記者

和居民深感其趣的內容亦然。 

G20 

後設資料與搜尋

工具：確保合意

的建構 Metadata 

and Finding Aids: 

Mutually Assured 

Construction 

Saija D 

Wilson/北卡

羅萊那大學

教堂山分校

威爾遜特殊

典藏圖書館 

數位化工作對檔案機構的重要程度不可同日

而語，後設資料亦成為數位化檔案館藏的關

鍵基礎，並透過協尋工具補充內容。 本海報

將探討後設資料的應用，以及查找輔助工具

如何合意建構的過程。藉由納入當前關於後

設資料應用和尋求援助補救的學術研究，並

討論利用卡羅萊那大學教堂山分校威爾遜圖

書館南方歷史收藏中的卡梅倫家族文檔和菲

利普·亨利·皮茨文檔實務經驗。 這項研究表

明，後設資料應用受益於查找輔助工具中現

有的概念類別，同時增強了館藏查詢功能，

透過應用後設資料術語的知識使用協尋工

具，讓文檔資訊受限時以後設資料輔助。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0/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1/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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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作者/單位 內容概要 

G21 

從維多利亞時代

到當代：藉建築

平面圖同步尚普

蘭大學獨一無二

的校園景觀 

From Victorian to 

Contemporary: 

Chronicling the 

Evolution of 

Champlain 

College’s Unique 

Campus through 

Architectural 

Plans 

Kathleen E. 

Messier/（作

者未提供單位

資訊） 

尚普蘭大學自 1878 年成立以來，透過對校務

管理人員、校友、前董事會成員、伯靈頓當

地居民和所有其他相關人員保存下來的藏品

持續進行調查，讓歷史得以詳實記錄。海報

年表展示尚普蘭大學從維多利亞時代到 20 世

紀中葉校區從無到有的演變。尚普蘭大學檔

案館與植物系所的合作，從 40 多棟建築記

錄，包括超過 25 座歷史住宅與穀倉，完整介

紹 1950年代末至今發展而成的校園。 此計畫

乃研究生實習之一環，由尚普蘭學院特藏主

任監督，從文檔著錄、規劃規程、安排和描

述資料層級，並建立符合規範的查找輔助工

具。另外，部分圖稿亦需妥善保存與維護，

包括壓平卷狀平面圖，以及為超大平面圖建

立適當尺寸外殼等。 這些建築平面圖具有極

大研究價值，不僅可以更完整描述伯靈頓的

社區歷史，同時亦可保存大學悠長校史。 

G22 

看到疾病：醫療

用環景監獄裡檔

案與會面集錦 

Seeing Sickness: 

Archival and 

Embodied 

Encounters with 

the Medical 

Panopticon 

Alexandra 

Pucciarelli/美

國羅格斯大學

資通訊學系 

本海報呈現關於「尋找令人害怕的疾病檔

案」初步研究結果，利用民族誌三個層面：

傳記、轉化中的機構、檔案來建構家族史。

透過資料整理與爬梳，賦予檔案內容全新意

義，讓看似平庸的文檔變得可讀易懂。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2-15 研究生海報 G12—廣泛啟動：重新思考機關檔案之近用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2/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3/
https://whova.com/embedded/speaker/NFdCWcgMulEQMwx9Xmlwgf4rdPHHEcJf8mkv5hKzZJ8%3D/3181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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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研究生海報 G04—地方歷史典藏文物之社區參與及詮譯 

資料來源：SAA 年度大會 

三、 本局參展之海報 

(一)海報內容 

本次年度大會，本局同仁除至現場與其他機關檔管人員交流外，更有參

與專業海報展示活動，本局以「臺灣檔案數位轉型治理之發展—以機關檔案

管理至移轉全程線上化機制為例」為題，分享本局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

便捷檔案資訊開放應用之實務經驗。 

本局自成立迄今逐步推動數位轉型治理，並於 2022年建構機關檔案管理

至移轉為國家檔案全程線上化作業，以及透過排程自動傳送註記為已移轉之

國家檔案目錄資訊，並同步自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 ）下架已完成點

交接收之相關目錄。 

此項變革不僅大幅增益全國超過 3 千個機關作業效能，同時確保終端使

用者查找目錄之正確性與即時性。透過資訊串流、同步更新，以及優化國家

檔案之查詢及應用等作業流程，與各國專業檔管人員分享及交流臺灣的檔案

數位轉型治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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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本局參展之海報英文版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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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本局參展之海報中文版 

資料來源：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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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進行方式 

海報交流展示配合展覽時間於現場 7月 27日當日下午 4點前完成海報張

貼與陳列，並於同日下午 5點開幕後至 7月 28日下午 6點閉幕前，計有 3次

各半小時的現場交流時間，讓各國檔案人員與海報展示人員現場交流，並於

活動結束前半小時完成撤展作業。本局於行前依大會規定自行印製長 112 公

分，寬 63 公分之 A0 尺寸海報，另並準備本局頭戴粉紅兔造型帽且手持金元

寶的吉祥物阿凱將裝飾，增加吸睛亮點與話題。 

(三)海報交流情形 

本局研究員李亞祝為主要發表人，全程以英文介紹海報內容與重點，讓

到訪者瞭解臺灣檔案數位轉型治理之發展概況；朱怡玲及朱育萱兩位科長則

協助簡單介紹、引導及攝影等工作。本局會議人員在兩天之內與美國加州理

工學院圖書館的數位檔案管理人員 Richard Thai 、威斯康辛州 Milwaukee 市

文件中心官員 Brad Houston、加州多明尼克大學負責參考諮詢的圖書館員

Louis Knecht 等計約 20 餘位檔案人員交流。惟因海報展示數量眾多，旁邊亦

有各廠商展示攤位，故到訪人員停留時間平均為 3 分鐘，對話內容多屬發表

人的單方面介紹，在有限期間內，除以本局數位化概況與臺北 101 高度相較

外，亦發送 A3 尺寸之等比例海報傳單與本局檔案半年刊英文徵稿啟事，廣

邀大學及文化館舍之檔案人員共襄盛舉以英文著作投稿。 

海報展示期間，偶遇具有印度血統的加拿大籍歷史系所研究生，本局人

員與其分享數年前印度籍人士至本局申請該國民族英雄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1945 年在台北飛行場起飛後不幸罹難的相關文件申請歷程，使其聽聞

後大感其趣，當下表示今後將關注鮑斯的相關記載文獻；另，亦有與會者在

看到臺北 101 建築照片後，前來表達因為自己是臺灣女婿，熱愛臺灣食物；

亦有公子即將前來臺灣做交換學生的德國媽媽前來致意問候，交流之後方知

其為在大學圖書資訊相關系所任教的教授。整體而言，海報展示的現場氣氛

熱絡，搭配檔案相關產品的展示會，以及主辦單位提供的輕食與飲料，整體

氛圍為愜意中略帶嚴肅。因入場參觀者僅限有付費註冊者，故參觀人士雖未

到川流不息的程度，但兩日下來粗估亦有近千人次參與。 

  

 

圖 2-19 專業海報與研究生海報展示現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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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本局研究員李亞祝（左 1）向與會者說明海報內容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21 本局研究員李亞祝（右 1）及科長朱育萱（左 2）與到訪者互動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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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討會議  

本次年度大會研討會議同時段有不同議題同時舉行，舉行方式由主持人

引言說明討論之議題，再由議題發表人介紹說明相關內容，最後與臺下參與

者進行提問或意見交流。本次計有 43 場次之議題，內容涵蓋面向多元，大致

可歸納為檔案開放應用、電子檔案管理、特殊檔案管理、檔案館管理、合作

關係、檔管人員工作等議題，以下分別依前開研討主題，將會議內容擇要說

明： 

一、 檔案開放應用 

檔案開放應用相關的議題，包括心理健康檔案之開放、鏈結開放資料、

減低收費以增加近用之研究案例分享、智慧財產權、檔案使用者近用現況研

究、檔案展覽等。相關議題場次如表 7： 

表 7、「檔案開放應用」場次概述 

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102 

【實體】 

[政府部門] 開放心理

健康檔案之近用 

Removing the Stigma: 

Opening Mental Health 

Records for Public 

Access 

全美各地的檔管機關皆典藏與心理健康相關之文

件紀錄，但是各州州法規範的隱私與保密程度不

一，因而影響大眾近用權益。此場次將探索 4 個

不同的州立檔管機關如何提供社會大眾與心理健

康相關之文檔，以及其所面臨問題與待解決事

項。與會者以分組形式腦力激盪，討論不同的檔

管機構如何詮釋心理健康相關文檔典藏，提升該

等文件近用程度。 

104 

【實體】 

維基資料與檔案：鏈

結開放資料專案報告 

Wikidata and the 

Archives: Reports on 

Linked Open Data 

Projects 

維基百科資料是全球合作共創的多語知識基地，

任何的專案、組織或個人皆可自由使用。維基資

料拓展了檔案素材之近用與聯結，但也產生相關

的檔管問題。此場次將介紹維基資料中關於鏈結

開放資料之模型，強化檔管人員在組織的維基資

料時的目標與作業進程，包含問答時間以及討論

平臺上的承諾與陷阱。 

201 

【混合】 

[政府部門] 減低收費

以增加近用：四研究

案例 Increasing Access 

by Decreasing Fees: 

Four Case Studies 

檔案館和博物館紛紛重新檢視鬆綁資訊與文化資

源，並以降價方式促進文物近用之政策。本場次

展示四個機關應用免費或降價之實務案例，同時

亦將探討關於服務、會員、授權與行政費用之調

整方針，由發表人分享相關的執行方法、資料與

成果。 

204 

【實體】 

智慧財產法制及訴訟

問題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islation 

and Litigation Update 

檔案機構與檔管人員面臨日新月異的智慧財產權

法制與訴訟之樣態，改變的速度讓眾人無法維持

現狀。本場次講者皆為公認的智慧財產權專家，

他們將以合理使用、著作權法制，以及檔案及著

作權議題相關的國際觀入題，探討持續變化的智

財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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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302 

【實體】 

尋找共同點：藉由使

用者研究反思近用現

況 Searching for the 

Commons: Reflecting 

on Access Realities 

Surfaced through User 

Research 

檔案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由檔管人員在符合道德

規範、系統體制與作業流程的前提下持續增補。

近來的檔案使用者研究反應出使用者發現與近用

文檔材料之歷程、影響使用者運用檔案之因素，

以及檔案開放與公平近用之複雜程度。講者討論

開放近用之成功案例、面臨挑戰與實現檔案共享

之可能途徑。 

405 

【線上】 

創造可展示檔案與特

殊文物的展覽：方法

與挑戰 Creating 

Exhibits that Showcase 

Archival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Approaches and 

Challenges 

本場次關注在策展之挑戰、趨勢與經驗，擅用檔

案材料展示之實務，亦討論展覽如何將檔案帶入

社會大眾面前，挑戰傳統檔案與文檔研究作為與

主要來源接觸的唯一接入點，從多元機構角度探

討展覽創作和策略。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2-22 場次 104維基資料與檔案：鏈結開放資料專案報告 

資料來源：SAA 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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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檔案管理 

電子檔案管理相關場次，包括媒體文檔典藏、數位與類比文檔傷害降低

之發展、數位檔案近用實務、網頁內容抓取工具介紹、電子郵件管理保存等。

相關場次概述如表 8： 

表 8、「電子檔案管理」場次概述 

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103 

【實體】 

人民媒體文檔：典藏活

動事件 

People's Media Record: 

Archiving Activism 

人民媒體紀錄（PMR）是一種全新的小型數位檔

案，專門紀錄費城地區社會活動。此場次將從兩

方面提供概念性介紹：PMR員工將檢視該等檔

案如何挑戰傳統的檔案典藏方式，以符應社區需

求並達成社會正義目標；藉由 PMR員工之指

導，瞭解保存社群媒體、影片內容與後設資料之

整備作業，以及它們如何攫取至 PMR的嶄新數

位資產管理系統（DAMS）。 

105 

【線上】 

藉由（數位）內容調解

降低傷害 Reducing Harm 

with （Digital） Content 

Mediation 

在處理近用文檔的倫理道德及管理問題時，檔管

人員與圖書館人員皆開始發展降低數位與類比文

檔可能產生傷害、議題敏感或冒犯之內容與描

述。本場次由來自不同機構的專家討論其發展與

應用的內容與調解政策。 

501 

【混合】 

[政府部門] 檔案近用視

角的演變：CoSA在數位

平臺整合文化競爭力 

Evolution of Archival 

Perspective on Access: 

CoSA's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Competency in 

Digital Platforms 

文化能力意識的建設和應用需要長期的組織承

諾。本場次會議主持人分享成功培訓文化能力之

經驗與挑戰，及在 IMLS贊助的大型專案下，州

立及區域文檔資訊之數位檔案近用實務。與會人

員透過分組討論研議所習得之內容與策略，並於

全體與會者面前發表。 

602 

【實體】 

建立工具箱：提供給檔

管人員的瀏覽器延伸應

用與捷徑 Building the 

Toolbox: Browser 

Extensions and Shortcuts 

for Archivists 

隨著內容越來越多以網頁格式發布，網頁歸檔、

文件處理及詮釋資料等抓取技能和工具變得至關

重要。然而，並非每個檔管人員都熟悉處理這項

工作的概念和專業工具。本場次提供了幾個免費

工具的實際操作方式，主要為瀏覽器的外掛延

伸，以及整合運用時如何有效處理以提升產能。 

605 

【線上】 

為電子郵件洪流做好準

備：來自緬因州的郵件 

PREPARE-ing for the 

Email Deluge: Dispatches 

from the State of Maine 

檔案人員協會與緬因州立檔案館描述了州和地區

政府中電子郵件共享治理的巨大問題，本場次從

歷史觀點入題，輔以問卷調查結果說明，並考量

管理、保存與評鑑方法進行分析。由發表人分享

專案與實務上得到的見解，並與現場觀眾集思廣

益組織及安排電子郵件之新想法。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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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檔案管理 

特殊檔案管理相關的場次，包括情報機構之檔案與特殊文物安全、

COVID 追蹤計畫檔案、運用社區參與實務重新構想原住民檔案計畫、鴉片工

業之公共衛生相關文檔保存等。相關場次概述如表 9： 

表 9、「特殊檔案管理」場次概述 

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106 

【實體】 

檔案與特殊文物安全之喆

問 

Whose Commons?: 

Interrogating Security 

Practices in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檔案與特殊文件的安全防護如何形塑「文

檔共用」機制？是否有具有排他性的實務

經驗，以及如何認定文檔成為共享資源？

本場次透過探索曾因文檔受到傷害的個人

或社群如何因為政策改變而重新回到人生

正軌。 

205 

【線上】 

文本資料：COVID追蹤計

畫檔案 

Data in Context: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Archive 

COVID追蹤計畫是公民參與之大型科技專

案，蒐集並出版以美國各州為單位的

COVID-19 資料。本場次探討加州大學與

舊金山大約如何保存、執行並提供原生數

位紀錄，同時作為檔案典藏與公共健康資

料集。 

303 

【線上】 

[政府部門]建立共同點：運

用社區參與實務重新構想

原住民檔案計畫 

Building Commons: Using 

Community-engaged 

Practices to Reimagine 

Indigenous Archival Projects 

原民與非原民的管理人員保存及分享原住

民社群的重要文物，但他們的方法各有不

同，特別是有關文化層面的特定主題與近

用。本場次展示建立專業人員、機關與社

群開放資源的社區參與實務。簡報過後，

與會人士詢問相關問題並分享他們在建立

夥伴關係所遭遇到的陷阱及有效改善之策

略。 

601 

【混合】 

保存鴉片工業之公共衛生

相關文檔 

Preserving Documents for 

Public Health with the 

Opioid Industry Documents 

Archive （OIDA） 

在透明制度下鴉片工業文檔（OIDA）為

維護受到鴉片影響的個人、社群、研究

者、記者、決策者及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以數位檔案形式公開相關訴訟文件。本場

次探討檔案工作如何改善文件近用程度並

達成促進公共健康之目標，亦描述促成

OIDA的眾多合作。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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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由分別來自羅伊·福克斯·李奇登斯坦基金會檔案中心  (Roy 

Lichtenstein Foundation Archive) 的 Allison Chomet、耶魯大學醫學史圖書館

(Yale Medical Historical Library)的 Keith Isham，以及密蘇里堪薩斯市立大學

(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的 Lindy Smith 3位專家學者聯合主持，讓

學員以隨機分組討論方式為之，並參考特殊文物廢除團體（The Abolition in 

Special Collections, AbSC）的價值聲明編修之問題清單，進行兩階段分組討論。

第一階段討論所屬機構的特殊文物安全政策與潛在問題，例如政策如何影響

員工，如何確保受過迫害的文物捐贈者或創作者享有公平的近用權利，相關

法規命令在圖書館和博物館施行狀況。第二階段則討論員工與使用者在意何

種事情，是否能夠有什麼改變，並討論可行的解決方案。最後每組派遣代表

上臺分享對策。 

本局研究員李亞祝與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檔案人員

Julieta Garcia、國際貨幣基金會資深檔案人員 Marc Levitt等來自各國的與會人

員討論組織中的特殊文物及所面臨的問題，並由 Garcia 小組負責於共用的

Google 文件同步繕打重點，分組結論摘錄如下：特殊文物不會對外公開展示，

但可在特殊情況允許少數人員，如受難者家屬，可申請近用，其他研究人員

則需付費才能進行相關應用，若特殊文物之性質為文件，則可與不同機構共

享之。與會的李員亦分享本局依政治檔案條例規定，提供政治檔案當事人申

請本人所涉案件相關政治檔案，則同一檔案免收一次費用之措施，與各國檔

案人員進行實務交流。 

 

 
圖 2-23 參與式會議—場次 106主持人開場簡介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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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參與式會議圓桌討論實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2-25本局研究員李亞祝（左 1）與同組人員交流實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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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檔案館管理 

檔案館管理相關的議題，包括文檔管理政策、後疫情時代環境下近用檔

案的徵集倫理、檔案溯源、處所維護、檔案館新興概念實踐等。相關場次概

述如表 10： 

表 10、「檔案館管理」場次概述 

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203 

【實體】 

檔案管理之政策 

The Politics of 

Records 

Management 

檔案管理在建構組織資訊共用性上扮演重要角色，檔

案實務近年來受到高度關注並受到嚴密監督，是以文

檔管理亦不再限於常態作業，本場次中將有不同機構

的從業人員分享他們對於文檔管理的真知灼見。 

401 

【混合】 

後疫情時代環境

下對近用的檔案

徵集倫理問題 

Ethical 

Accessioning for 

Access in a Post-

Pandemic 

Environment 

檔案徵集是文檔材料之基礎，COVID-19卻破壞了此

規則，讓我們重新想像，如果我們檢視相關文件不是

看第一步而是只有一步呢？一步到位的徵集模式雖可

成功卻也充滿風險。本場次闡明什麼是為了近用的徵

集，而什麼卻不是。我們將展示徵集對實體與智能方

面產生的破壞程度，如何從理論與實務中取得平衡，

以及徵集如何成為減少回溯作業的工具。 

404 

【實體】 

講述多元文化真相

的檔案溯源資料 

Extensible 

Provenance 

Resources for 

Telling 

Multicultural 

Communal Truths 

檔案溯源研究旨在更全面地講述所收集材料的起源和

所有權軌跡，跨越時間與空間，從檔案生成至現代的

二手使用。五位講者重點介紹新發展的可擴展起源研

究方法，並反映來自切羅基原住民、美國巧克陶族印

第安人與新進檔管人員和學者觀點的相關性，本場次

展示多層級方法，傳達成功溯源之相關資訊。 

603 

【實體】 

處所維護：自行保

存之檔案  

Sites of Care: 

Archives as Self-

Preservation 

本場次展示我們如何檢視口述歷史專案，作為將自我

帶入工作的方法。我們將檔案館舍視為維護處所，主

要對象為我們自身、我們的社區、以及其他缺少面對

自身身份認同與經驗的檔管人員。我們將自身經驗視

為專業過勞的解藥，當作是振興我們對於專業的愛，

以及療癒的方法。 

604 

【實體】 

檔案館中的新興聲

音 

Emerging Voices in 

Archives 

檔案館的未來依賴創新的理論和實踐方法。本場次重

點介紹專業人士在處理檔案和館藏時探索的新方法。 

 索菲·彭尼曼（Sophie Penniman）：多樣化的秩

序：為檔案中的神經多元化觀點騰出空間 

 羅賓·沃森（Robin Watson）：走出檔案，將當地

檔案資源帶入課堂 

 邁克爾·大衛·羅伯遜（Michael David 

Robertson）：在檔案教學中邁向更有效的遊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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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作關係 

本主題涉及合作關係之建立與持續，包括介紹特區檔案館典藏合作講述

完整故事、機關間共同發掘與近用原住民文檔、與地方合作開發教學程序、

建立全民合作的檔案描述方案、合作成就開源檔案、邁向檔案共享等場次，

相關場次概述如表 11： 

表 11、「合作關係」場次概述 

編號/形

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202 

【實

體】 

[政府部門] 運用典

藏訴說完整特區故

事暨促進社區參與  

Leveraging 

Collections to tell 

the Complete DC 

History and Engage 

Community 

華盛頓特區不只是聯邦政府所在機關，亦是擁

有超過 70萬居民的多元社群，包括非裔美國

人、拉丁美洲裔移民，女性、LGBTQIA 群

體，以及其他族群。華盛頓特區政府附屬檔案

對於講述這些故事至關重要。 本次會議將討論

每個檔案館保存記錄、建立共同利益及合作講

述華盛頓特區完整故事的多種方式。 

402 

【實

體】 

[政府部門] 發掘與

近用原住民文檔材

料之通知 

Indigenize SNAC: 

Informing Discovery 

and Access of 

Indigenous 

Materials 

本場次將介紹「本土化 SNAC 專案」、

「Carlisle 印第安學校數位資源中心」與「原住

民描述著錄團體」三個試圖藉由不同機關的文

化資產聯結原住民社群之專案。來自不同社群

與機構的發表人將分享有關原住民差異的夥伴

關係，以及近用文化資產材料之經驗。 

403 

【線

上】 

時空俱全：探索成

功檔案計畫對場域

與夥伴關係影響 

There's a Time and 

Plac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lace and 

Partnership on 

Successful Archival 

Programs 

在過去三年內，有一個小型學術檔案機構成功

開發了一系列基於遊戲的教學程序，在近期的

迭代中，檔案機構與地方的植物園合作，探索

豐富的自然與文化歷史。更重要的是，該等資

訊直接提供給實地參訪者。本場次檢視在檔案

館舍外的場所提供專案內容產生的影響，並探

討以特定場所為導向的專案如何有效幫助參與

人員在學習環境中成功汲取新知。 

502 

【實

體】 

服務全民的檔案描

述：建立最佳合作

方案  

Reparative 

Description for All: 

Building Best 

Practices Together 

儘管我們的專業已日益強化修復描述，仍有不

少正式社群、指引或資源對於未來給予指導。

本場次分享研究訪談之成果，揭露檔管人員面

對類似挑戰但缺乏交流論壇分享經驗或獲得回

饋之機制。與我們一起討論組織成熟度模型並

了解如何推進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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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形

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503 

【實

體】 

合作紀錄科羅拉多

州土地與水文歷史

文檔之實例  

Partnering to 

Document Land and 

Water History in 

Colorado 

科羅拉多州是水源之州，擁有由山脈、峽谷、

臺地和平原組成的獨特景觀。 其中大部分是由

水、雪和冰自然形成的，或者是人類移動或利

用水來種植農作物、牲畜或人類所形成的。 全

州各地的庫房典藏皆記錄著這片土地及水文的

歷史，透過與當地個人或組織共同為公共資源

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夥伴關係，成就開源檔

案。 

504 

【線

上】 

邁向檔案共享：檔

案貢獻者快閃演講

精選：權力、真相

與虛構 

Toward an Archival 

Commons: A 

Selection of 

Lightning Talks 

from Contributors to 

Archives: Power, 

Truth, and Fiction 

本場次探討檔案作為出發點而不是到達點、釋

放地、重新表達、創造力和賦權。發言者認

為，社群的驅動和數位化的實踐構成了新的檔

案共享空間，應該取代傳統的權威和意義架

構。 參與者是《檔案：權力、真相與虛構》的

貢獻者，該小組希望在傳統檔案空間內外的各

種用戶之間產生更深入的合作。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2-26 場次 502 服務全民的檔案描述：建立最佳合作方案會場實況 

資料來源：SAA 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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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本局與會人員李亞祝、朱育萱、朱怡玲（左 1至左 3）於會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六、 檔案人員工作 

本主題涉及檔管人員在與檔案互動過程之情商、改善經濟與工作條件之

方案、面對組織變革的創新協作方式、需求權利之關注、後疫情時代下的變

革應對等議題，相關場次概述如表 12： 

表 12、「檔管人員工作」場次概述 

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101 

【混合】 

[政府部門] 檔案互動之

情商  

She Wasn't Difficult, She 

Was Griev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Archival 

Interactions 

檔管人員通常分享如何管理文檔材料，但

是並未強調如何照顧同仁、研究人員、學

生、捐贈者及自己。講者討論檔案工作之

情商，包含同理心與業務關照，以及情商

如何影響我們的政策。來自全美各機關的

講者將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和與會者現場

討論交流。 

301 

【混合】 

檔管人員組織：檔案館

與圖書館的勞工運動  

Organizing Archivist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Labor Movement 

檔管人員正研擬改善經濟與工作條件之方

案，例如：如何針對契約協商？是否有統

一的工會管理標準？是否鼓勵檔管人員申

請工會證件？本場次中來自不同機構的講

者將分享其建立工會或長或短之經驗，內

容涵蓋談判桌上或工會委員會之檔案機構

與圖書館的成長、永續發展及工會運作之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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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形式 場次名稱 內容大綱 

304 

【實體】 

對於檔管人員面臨痛苦

與暴力之回應 

We Are Not Okay: 

Responding to Archival 

Violence and Archivist 

Pain 

過去幾年，關於檔管人員如何對用戶提供

具傷害性的文檔做了很多討論，但卻不常

討論這些文檔如何影響檔管人員。本場次

討論處理或接觸具有創傷、暴力或痛苦的

文檔材料，檔管人員如何從不同的專業角

度進行處理與如何緩解。 

305 

【線上】 

組織成長與變革動力

學：檔案裡的觀點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Growth and 

Change: A View from the 

Archives 

檔管人員不斷適應機構內部的變化和增

長，無論是實體典藏數量之增加、預算增

減或改組。講者討論組織變革如何激勵他

們克服挑戰，並在所在機構創造協作和創

新的方式來維持（或擾亂）。與會者可從

機構庫房變革產生的趣聞軼事中學習、發

現親和力或受到啟發。 

406 

【實體】 

檔案工作人員之倡議 

Advocating for Archival 

Workers 

本場次關注檔案工作者的需求：生活工

資、健康和安全保護以及組織和成立工會

的權利。 這場高度參與的會議由 AWC、

CAA 和工作互助工作組共同主持，為集

體集思廣益提供了空間，同時制定了切實

可行的行動項目來推進。 我們透過會議

議程的制定，提出一系列問題和主題供參

與者在分組討論。 

505 

【實體】 

在新世界中探索新機

構：管理日常變化 

Navigating a New 

Institution in a New 

World: Managing 

Change in the Everyday 

COVID-19大流行繼續改變日常生活，透

過小組討論與觀眾問答探討當今的專業人

士如何在新的機構中駕馭或在大流行驅動

的世界中推進他們的職業生涯？ 我們如

何在恪守承諾的同時，努力實現工作與生

活之間難以實現的平衡？ 未來會怎樣？

作為檔案專業人士在新世界中應對變革的

共同經歷，我們可以從我們的共同經歷中

得到什麼？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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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場次 305  組織成長與變革動力學：檔案裡的觀點 

資料來源：SAA 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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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典藏機構考察 

為發揮參與本次年度大會最大效益，另外規劃考察位於華盛頓特區與檔

案相關的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國家歷史博物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

二館與國家檔案研究中心等 5個機構，以下是各機關之考察紀要。 

壹、 美國國家檔案館一館 

一、 時間：2023年 7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至 12時 

二、 館方接待人員 

(一) Dr. Colleen Shogan /NARA 署長 

(二) John Hokenson / NARA國際組秘書處資深官員 

(三) Nick Coddington / NARA公眾教育計畫專員 

(四) Jen Johnson / NARA展覽資訊專員 

(五) Carol Lagundo / NARA數位計畫組組長 

三、 考察紀要 

依據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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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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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期間就檔案數位化策略與合作夥伴進行交流。NARA 為了擴大檔

案應用，到 2026 年，NARA 將數位化 5 億頁檔案，並將檔案目錄在線上提

供民眾應用。NARA歡迎大家參與共筆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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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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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族群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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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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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檔案數位化統計圖（至 2023年 5月 31日止）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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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聯邦機構文件以數位檔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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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美國 NARA數位化方法及個別佔比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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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A 目前已掃描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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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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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預計 2027完成 800萬份資料待數位化後製成線上目錄。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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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館方對於合作方所使用的設備有嚴格要求，須館方批准才可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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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本局人員與美國 NARA人員交流檔案數位化策略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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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本局人員拜會 NARA署長 Colleen Shogan（右 3）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此外，亦就國家檔案教育推廣與 NARA 進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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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州民眾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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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老師怎麼教，而

是讓主題與文件走進學校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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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與典藏研究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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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與高中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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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活動主要是引導學生閱讀、找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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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一、 時間：2023年 7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3時至 5時 

二、 館方接待人員： 

(一) Dr. Benjamin Filene /策展辦公室副主任 

(二) Patricia Williams / 檔案中心主任 

三、 考察紀要 

(一) 組識概況 

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成立

於 1846年，目前下轄：19座國家博物館、1座動物園、9所研究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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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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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年歷史的史密森尼學會，跨越

自然、歷史、文化及藝術等不同學域，打造出世界重量級的博物館聚

落，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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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華盛頓特區最具代表

性的景點之一，每年吸引全球 3000萬名觀眾前來博物館勝地參觀。 

本局參訪國家歷史博物館策展辦公室（Office of Curatorial Affairs）

下設之檔案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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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預算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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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提撥資金支付並享有

聯邦政府相同之薪資及福利。然而史密森尼學會的運作雖似聯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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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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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檔案人員（編制員額為 10位），皆為正職員工，偶有

約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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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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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學會整體發展策略計畫所制定的未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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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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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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開、最包

容、最與時並進、最永續發展的歷史博物館。這個理念進而塑造業務

執行策略及行銷方針。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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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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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幼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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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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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目前最先進的擴增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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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民眾不遠千里到館參觀。館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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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壽的展覽，

自 1914 年起展出歷任總統夫人的服裝。除了傳統的策展形式外，館方

亦透過期望展件擇選等不同方式，與時俱進地更新展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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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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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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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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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館方亦有

少數族群相關的藏品，如拉丁美洲裔、同性/雙性/跨性別者、平權運動

等。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大多透過捐贈取得，以經費購入者不多，

因經費大多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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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判斷是否接受捐贈文物。另外，

編列經費亦常用於運送文物，因美國地大物博，有些文物體積大，運

費相當可觀。館方派出審查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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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不會承諾是否納入館藏或展

示，若捐贈者無法接受，則館方就會婉拒捐贈。有時策展需要特定文

物展品，館方則會特地找到文物所有人，商量文物捐贈或借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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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象徵館藏重點（工業創新、廣告與音樂）的藏品代表 

資料來源：國家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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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且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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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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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檔案中心主任 Patricia Williams介紹檔案整理作業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8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之檔案應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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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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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依需求預約前往個別檔案中心調閱應用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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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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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以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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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描述以便搜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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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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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裔文化博物館

有多項共筆專案同時執行中，民眾在網頁上點選有興趣的專案，從下

拉選單中選擇可協助共筆之主題。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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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個小時就完成了，該

計畫共有 40位志工參與，能夠火速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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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未完成數位化者，檔案中心以提供

原件為主，惟提供與否仍由檔案中心人員決定。若原件狀況不佳，因

保存維護考量，則僅能提供複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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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學童則需有成人倍同，常

有學生為了美國國家歷史日競賽進館研究。若有複印拷貝文件需求，

則需另行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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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檔案存放在館外庫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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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調閱檔案中心資料者需註冊登記，而到館進行長期研究的民

眾，一年則僅需註冊一次。民眾需事先透過電子郵件申請調閱文件，

到了現場亦可追加文件數量，明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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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人員也會在表上簽名並註記檔案的歸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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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之檔案庫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0本局人員與國家歷史博物館接待人員於中心外合影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1 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調閱文件表 

資料來源：國家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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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國家歷史博物館檔案中心註冊登記表 

資料來源：國家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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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會圖書館 

一、 時間：2023年 7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10時至 11時 30分 

二、 館方接待人員 

(一) 邵東方（Dongfang Shao）博士 / 亞洲部主任 

(二) Yuwu Song / 中文索引專員 

(三) Alex Lorch / 手稿組文件處理科長 

三、 考察紀要 

(一) 組織概況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館藏有數以百萬計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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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了 3,194名員工；總

預算為 8.021億美元，其中包括 7.573億美元的撥款，及用於抵銷收

入的額外授權 4,480萬美元。 

(二) 主閱覽室與典藏空間運作現況 

抵達國會圖書館，首先參訪主閱覽室與儲藏空間。主閱覽室是圖

書館的核心。雖然被稱為國會圖書館，但美國國家圖書館是一個可以

使用的圖書館。除了歡迎人們參觀大樓、參觀展覽和參加活動外，還

歡迎世界上任何年滿 16 歲或以上的人註冊讀者卡以進行無限制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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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存儲區運來的。牆壁周圍的壁龕裡

擺滿了大約 80,000本書。這只是館藏中超過 5,100萬冊編目書籍的一

小部分。其他閱覽室分佈在國會山莊的不同大樓內，專注於特定的學

科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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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和照片部等等。 

每個工作日，這裡的工作人員都會接收和處理約 15,000件物品，

並增加超過 10,000件藏品。而且，作家、電影製片人、音樂家、系譜

學家和終身學習者每天也在這裡進行原創研究。 

國會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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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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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定的編目規則

將書目記錄於標準規格的卡片上，再依序排列並進行編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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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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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經過使用後並未比較便利，故現在還是

回復以往方式，由工作人員駕駛運書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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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本局人員參觀國會圖書館主閱覽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4國會山莊連通不同大樓的通道與圖書運送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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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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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印尼有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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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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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相關資料下載，都會先取得對方

的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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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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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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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早年有關臺灣的珍貴圖書，其中包含國民政府動員民眾，寫信到

美國表達對於其援助抗戰的感謝，展現雙邊情誼，並由國會圖書館集

結成冊之「中國人民對美國致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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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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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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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概況 

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有美國建國以來歷任總統的收藏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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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總統紀錄法》施行前的總統檔案；胡佛總統 1933年卸任之後的所

有文件皆納入總統圖書館典藏；另有少數國會議員手稿，他們的文件

除可存放於手稿部，亦可由母校或其他相關機構收藏。 

手稿部門的每一個館藏都在圖書館目錄中，與其他聯邦部門作法

相同；除了國會山莊，另外有 6個館外倉儲保存藏品，並透過條碼管

理。手稿部計有 60位員工；40人從事檔案整理工作，10位是歷史專

家，10位則在閱覽室工作。 

手稿部藏品乃由專家團隊負責徵集；雖然每年手稿部都有編列採

購預算，但是主要藏品都是透過捐贈方式取得，包含私人文書及政府

機關文件等。其中美國有色人種協會的文件佔最大宗，該協會成立於

1908年，迄今仍持續營運中。另外主要還有有名的作家詩人、諾貝爾

獎得主、大企業等。 

徵集之藏品皆會先置於處理工作區，若有受損者，則會交由維護

中心協助處理。手稿部門主要負責紙質類檔案，以及數位化檔案，數

位化的格式為 EAD格式；若有照片及地圖等，則交由其他相關部門

負責。完成初步的文件查檢之後，再由主管負責複檢，另外有資訊部

門人員協助資訊事宜。其中有部份會基於保存目的而進行複印，然後

當一切完成後，將會放置在文件箱中，他們會搬到儲藏室，這些盒子

上有條碼可以檢索追蹤文件。 

有關展覽規劃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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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檔案的管理員會寫下調查結果，然後交給主管審

查。另有編目團隊完成相關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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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手稿部很幸運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然而空間始終是一個問

題；因為不可能接受所有文件，故專家必須非常有洞察力；在徵集之

前就有明確的徵集標準，不納入館藏的文件，如稅務資料、財務資料

等，將會使用碎紙機等設備進行安全銷毀。 

 

圖 3-17 本局人員參觀手稿部檔案整理作業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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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9 前總統傑佛遜赴歐洲旅遊之美食手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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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家檔案館二館暨國家檔案研究中心 

一、 時間：2023年 7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1時 30分 

二、 館方接待人員 

(一) Theodore Hull / Director, Electronic Records Division 

(二) Laurence Brewer / Chief Records Officer for the US Government 

(三) Timothy Enas / Director, Textual Records Division, Research 

Services 

(四) Kelly Osborn / Community Manager Supervisor, Office of 

Innovation 

(五) Allison Olson / 保存組組長 

(六) Sarah Stauderman / 保存組副組長 

(七) Denise Herderson / 數位化組長 

三、 考察紀要 

(一) 組織概況 

NARA 二館距離華盛頓區約 16 公里，除增加國家檔案的典

藏空間之外，設計時有二項功能要求：具先進科技（state-of-the-

art）的檔案館建築、不同場所有不同的進出權限限制與服務功

能；採用先進技術建置檔案典藏空間，及各媒體類型檔案保存

技術實驗作業空間與設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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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期間與 NARA 二館人員進行電子檔案移轉策略之交流。

從中了解 NARA 的檔案處理流程，從檔案轉移、與聯邦政府機

構合作評估文件、檔案處理、檔案描述，直到儲存至電子資料

庫，最後公開供民眾檢索。經鑑定具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機

關依據檔案整理規定，按照指定的時間將檔案移轉至NARA，機

關並在 ERA系統提出檔案移轉申請。 

(二) 檔案管理現況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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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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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檔案管理流程與支援系統 

資料來源：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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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因遠端工作的人員增

加，使透過網路轉移檔案的數量也大幅增加，因此，NARA 也接受安

全加密的電子檔案格式。Bulletin 2014-04 制定檔案移轉格式規範，提

供聯邦機構參照。NARA 接受原生數位原件及文字檔案的移轉。電子

檔案移轉流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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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軟體可為轉移的檔案轉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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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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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電子檔案移轉格式 

資料來源：NARA 

 

圖 3-22 文字檔案移轉格式範例（Textual Record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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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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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描述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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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有 1,600 系列。目前館中 766 系列的檔案已納入目錄並公開，達

40%以上。檔案公開的方式管道有 3，包含以數據資料庫供檢索、

NARA檔案目錄、FTP媒體。電子檔案管理最大部分為有結構的數據

資料，還有文字電子檔。 

2004年至今，NARA的 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 （簡稱 AAD）

檔案已達 2億 5千萬，NARA所屬的所有機構皆可檢索得到。以「臺

灣」為關鍵字搜尋所得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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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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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自嚴家淦總統恭祝卡特總統上任的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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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表示所有轉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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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檔案修復現況 

本局並與 NARA 二館就檔案保存修護進行交流。聯邦機關檔案

在移轉的時候，會裝在無酸的紙箱裡移轉；在檔案整理之後，再改

成卷宗；NARA 從聯邦文件中心移轉過來的檔案，箱子上有條碼，

做為聯邦文件中心管理檔案使用，而隨著檔案移轉到 NARA，相關

的詮釋資料也透過全國性的系統把資料帶過來了，95%的檔案在移轉

的時候就已經有目錄了。整理過的檔案，目錄才會上網公告。而移

轉檔案數位化的順序，要視檔案的熱門程度。 

在檔案保存修復工作室，現場介紹示範熱熔膠紙與可重複濕潤

的薄紙修復檔案。使用何種修復介質，需考量多種因素，包括紙的

狀況、墨水、有霉與否、破損處規模。熱熔膠紙對發霉的文件及建

築工程圖較有效，而用可重複濕潤的薄紙則較適合用於十九世紀的

文件普遍都會上膠，而可重複濕潤的薄紙較易操作，若有問題較易

修正。 

 

圖 3-23本局人員參訪 NARA二館文件保存實驗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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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熱熔膠紙修復材料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25 熱熔膠紙修復時使用的熨斗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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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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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翻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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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除蟲方式，主要以低溫除蟲，將檔案放置於負

20 攝氏度的低溫 3 天，移回室溫 1 天，再放回負 20 攝氏低溫 3

天。而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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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中心與檔案應用服務 

國家檔案研究中心位於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國家檔案館的

研究室僅接受預約開放，週一至週五，早上 9點 至下午 5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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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先至註冊

處註冊，並發給識別證，就可以進入研究中心開始進行研究。 

最大的研究室可同時容納 120 位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可調

閱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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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研究中心桌上設置的掃描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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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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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網路，研究人員也可以將掃描的檔案傳輸到網路上。其中鏡

頭在上面的掃描設備，是 NARA 特別採購的。於研究中心開放

的 8 個小時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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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免費的，而且沒有數量的限

制；且多數都是現場才提出調閱檔案申請，並不限定一定要事

先提出調閱檔案申請。 

一般研究人員調閱的文件，並沒有應用限制，依據資訊自

由法可調閱檔案；若是聯邦官員申請調閱的檔案，因為事涉敏

感，所以會事先檢視。並且依規定，聯邦機構於移轉前，若移

轉資訊內容步及敏感資訊，應事先提出。 

一般研究人員調閱的檔案均已由自由資訊檔案處負責涉及

個人資料等內容的檢視，經完成檢視的檔案才入庫，研究人員

可以直接調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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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般的學生、退

伍軍人、家族吏的研究專家，及專職從事研究的人員也都會來

這裡進行研究。目前館方致力於訪客的體驗與反饋，進而以改

善服務。 

 

 

圖 3-27本局人員參訪 NARA二館檔案研究室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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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本次出席 2023年美國檔案人員學會第 87屆年度大會，也是COVID-19疫

情後本局首次派員出席國際研討會議。在後疫情時代下，NARA 也公布 2022

至 2026 年施政方針，提出促進平權、顧客體驗及後疫情時代等策略規劃，強

調聯邦政府現代化檔案管理，推進檔案電子紀錄數位保存，以支持數位政府

轉型，透過數位化與線上服務來提升公眾獲取檔案紀錄之公平性。 

藉此次參與 SAA 國際性會議，瞭解美國檔案管理各界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探討的議題與未來發展方向，也透過海報展示與國際檔案界交流，將我國檔

案管理重要發展成果「臺灣檔案數位轉型治理之發展—以機關檔案管理至移

轉全程線上化機制為例」於國際會議場合展示，拓展未來合作互訪之可行性，

也藉此汲取國際檔案界寶貴的經驗，藉以強化我國檔案管理事業發展及未來

國家檔案館營運規劃。謹就此次與會及考察所得，對於本局及我國檔案管理

工作與未來檔案館營運發展建議如下： 

 

一、 運用檔案典藏促進社區參與 

本次不論是專業海報、研究生海報展示、研究論壇、研討會議，甚或參

與式會議上，與會者對於檔案典藏促進社區參與均有所探討與分享，檔案人

員近年在推廣上也日益關注教育推廣、包容性、多元性及社區參與。華盛頓

特區轄下檔案館對於該特區在地的多元族群保存相關紀錄，尋求共同利益共

同講述屬於華盛頓特區的完整故事；美國田納西州默弗里斯伯勒的拉塞福

（Rutherford）郡檔案中心亦實施社區攝影徵集計畫來蒐集在地住民的全家福

照片、公開場合的抗議活動等攝影作品，檔管人員在掃描完照片儲存成數位

檔案後即歸還原件予捐贈者，藉此帶動社區歷史之創造與研究；對於在地住

民社區的重要文物保存與管理，特別是關於文化層面的特定主題，可透過專

業人員、機關與社群來提供資源促進社區參與實務。 

本局掌理我國檔案管理制度，擘劃檔案主管機關業務，建議可從評鑑項

目著手，激勵我國各級中央、地方政府機關之執掌業務能結合在地化檔案的

徵集、保存與應用，促使在地居民能透過檔案紀錄更了解自己生活的土地與

當地歷史的軌跡，進而透過在地檔案典藏促進社區參與。 

 

二、 透過合作增進國家檔案數位化與目錄描述 

美國 NARA為了擴大檔案應用，到 2026 年預計將 5 億頁檔案數位化，並

將檔案目錄在線上提供民眾應用，並歡迎民眾參與共筆計畫。且規劃於 2024

年 6 月以後只接受數位格式的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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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立工作

小組，與弱勢族群合作，尋求文件描述改寫意見，將不同族群最有興趣的檔

案文件數位化。目前美國 NARA 數位化方式主要是與第三方機構合作（約佔

60%），同時也規劃民眾共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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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數位化已成趨勢，而檔案目錄與描述是檔案申請人初步參考應用檔

案的外在條件，是使用需求者搜索檔案材料的重要依據。本次研討會議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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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儘管檔管人員的修復描述專業已日益強化，仍須外部社群、指引或資源給

予指導。透過全民與檔管人員合作將相關資訊增補至數化典藏資料庫中，也

可藉此減少檔案人員與外部使用者對檔案描述性的理解差距，進而改善使用

者對檔案的可用性。 

反觀本局現行數位化及檔案目錄描述主要是採勞務採購專案處理，建議

可結合外部第三方機構或民眾感興趣的主題，規劃相關數位化及檔案目錄描

述之合作模式，以此增進國家檔案數位化進程，也藉由外部資源強化國家檔

案目錄描述，提升檔案申請人應用國家檔案時檢索之精準與便捷性。 

 

三、 強化檔案服務整合數位平臺 

經此次出國人員考察 NARA 二館與該館人員進行電子檔案移轉策略交

流，發現 NARA 的檔案處理流程，從檔案轉移、與聯邦政府機構合作評估文

件、檔案處理、檔案描述，直到儲存至電子資料庫，最後公開供民眾檢索，

並無單一平臺管理機制。自 1969 年起就管理、保存、處理、公開電子文件檔

案各個階段，開發管理國家檔案使用的系統眾多，致整個檔案生命週期的多

個系統之間並無介接。所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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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的 ERA 2.0 系統，全面統整檔案從排程到入庫

的流程。 

本局因應不同的業務需要，配合我國電子化政府推動歷程，亦陸續開發

建置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Online）、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及國家

檔案資訊系統，分別提供機關檔管人員辦理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上傳移轉國

家檔案目錄，亦供民眾查詢機關檔案目錄與應用申請及線上申請國家檔案之

檢調應用。建議可重新檢視檔案管理流程，整合機關與國家檔案管理底層資

料，保持原檔號結構，規劃新版的機關及國家檔案目錄欄位，使資料能共用

儲存及傳送架構，以解決資料重複存放及更新不同步等問題。因應外部環境

的變革，同時須考量現行用戶端使用行為需求，運用新興科技，優化使用者

操作介面，以簡化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流程及優化國家檔案檢索及共筆功能。 

 

四、 持續關注檔案開放與隱私保護議題 

本次在研討會議上，與會者對於檔案開放議題有諸多探討與分享。檔案

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由檔管人員在符合道德規範、系統體制與作業流程的前

提下持續增補。近來的檔案使用者研究顯示近用文檔材料之歷程、影響運用

檔案之因素，以及檔案開放與公平近用之複雜程度。許多當地的檔管機關

(構)，如史密森尼學會圖書館與檔案館、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維吉尼亞理工學院

暨州立大學圖書館（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Libraries）、印第安那大學檔案

館（Indiana University Libraries）等，皆運用維基百科相關資料庫拓展檔案素

材之近用與聯結，及探討運用上產生的檔管問題，透過分享鏈結開放資料之

模型，強化檔管人員在組織維基資料時的目標與作業進程。另外，全美各地

的檔管機關皆典藏了心理健康相關的文件紀錄，因各州規範的隱私與保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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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一，而影響大眾近用權益，透過對心理健康相關文檔的詮釋，可提升該

等文件近用程度。 

建議可就檔案申請使用者進一步設計相關問卷調查，研究分析外部客群

對於檔案開放應用之真實想法，以支援本局制定相關政策能切合外部顧客需

求。另維基百科資料是全球合作共創的多語知識基地，任何組織或個人皆可

自由使用，本局業管之國家檔案資料亦可參考此作法，運用維基百科平臺建

構鏈結開放資料，以提供外部多元查詢管道。另對於本局業管的政治檔案涉

及隱私保護議題，亦可透過相關文檔詮釋描述手法，來加強外部參考應用。 

 

 

圖 4-1 維基百科的內部連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圖 4-2 以「美國」與「檔案」為關鍵字生成的語意網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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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增進國際交流 

本次參與 SAA會議可感受到 SAA官方舉辦會議的用心且善用資訊科技，

透過 Whova APP 讓與會者於會前能即時掌握活動動態，會中亦可透過 APP 參

加線上虛擬會議及交流互動，並於會後取得實體會議簡報內容，同時直接填

寫問卷給予主辦單位回饋年度大會相關意見；此外，探討議題多元幾乎涵括

當前檔案人員關注之議題，從中汲取此專業領域可學習之處，作為我國檔案

管理政策發展與精進之參據。本次會議亦透過海報展示我國檔案數位轉型治

理之發展成果，分享便捷檔案資訊開放應用之實務經驗，獲得許多與會人員

的關注與好評，也透過現場的交流互動促進國際友誼。 

另外，考量本局出國經費有限，為增進出國效益，與會期間也規劃參訪

考察行程，從中瞭解檔案管理策略、管理實務、開放應用以及創新作為等現

況，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制度完善及國家檔案館營運發展之借鏡。本次參與

SAA 年度大會不僅有助於提升專業知識，更在實務運作上吸取許多寶貴經

驗，建議本局多鼓勵同仁參與此等國際研討會，除在工作上汲取新知外，也

為未來舉辦國際研討會上能參考運用其中巧思，藉此提升本局在國際的知名

度與能見度。 

 

圖 4-3 Whova APP的大會公告及會後回饋通知頁面 

資料來源：SAA年度大會 

 

註釋 

註 1：「酷兒」一詞乃對所有性取向為非異性戀，以及性別認同非二元性別或

非順性別的人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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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會議及考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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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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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藝術中心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7 

（四） 

 國會圖書館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第87屆年度大會（會場：華

盛頓希爾頓飯店）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 

7/28 

（五） 

 國家檔案館二館 

 國家檔案研究中心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第87屆年度大會（會場：華

盛頓希爾頓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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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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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SAA年度大會議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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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其他文化機構參訪摘錄 

一、白宮遊客中心 

        白宮遊客中心是一個近 1,600 平方英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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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解白宮建築與歷史的最佳管道，作為無法實地

參觀白宮內部訪客之替代體驗。展出包括富蘭克林·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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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宮遊客中心展覽內容，以歷任總統使用過之物件為主，滿足人們一探總

統在白宮日常生活的好奇心；除有平面、模型、實務等靜態展示外，亦搭配

影音內容，增加展覽的豐富及多元程度。 

 
圖 1  白宮遊客中心展示的白宮模型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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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鮮明白宮與美國意象的文創商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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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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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屠殺紀念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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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入口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展覽規劃雖然是依時序順序展示，然入口處卻是以嚴肅卻又真實的方

式，呈現了大屠殺最恐怖的場景之一，提醒著參訪者即將揭開的事實。 

 

 

圖 4  集中營的生活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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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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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大屠殺受害者群像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受害者經歷訴說影片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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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TECHOUSE 數位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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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設計工具、

獨特的建築空間和充滿熱情的專家團隊等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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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觀眾展示。重新定義藝術

體驗方式並為藝術的未來創建一個支持性生態系統的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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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成立以來開設 3 個永久辦公地點：華盛頓特區 （2017 年）、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2018 年）、紐約州紐約 （2019 年）；透過內部工作室

並與 40 多名藝術家合作，製作和創作了 30 多個突破性的多感官藝術展覽和 

10 個現場表演，吸引了超過 170 萬訪問者和 XR 應用程序用戶；甚至推出首

款可收藏的體驗式 NFT。 

 
圖 8 數位藝術中心入口指示牌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  數位藝術中心手環式門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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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永恆的蝴蝶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1  經過透明螢幕時出現附有配樂的畫面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2  數位藝術中心文創商品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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