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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數位時代的來臨，數位出版已發展成為出版界關注

議題。本會為政府出版品管理之專責機關，負責規劃及推動各機關出版品之管

理、行銷流通及政府出版等資訊服務。近年為因應資訊科技環境快速發展，本

會積極規劃從紙本出版邁向數位出版形式，更於 91 年成立政府出版品網路書

店，提供紙本銷售並推動 POD 及電子書服務，期擴大政府出版品流通範圍，撙

節政府資源及經費之投入。 

    日本為數位出版、數位閱讀發展領先世界之國家，該國在資訊基本建設的

健全，手機市場的成熟，已達到型塑數位閱讀習慣，並帶動數位出版的發展及

熱潮。藉由本次參訪日本民間出版業者推動數位出版及網路銷售發展情形，期

能暸解日本經驗，作為國內規劃出版品電子化發展方向之參考；而拜會日本公

立圖書館，觀摩推動數位閱讀之作法，則可供本會作為規劃政府出版品寄存圖

書館相關線上資訊服務與建置網路資訊平台之參考，並建構符合國內外環境之

數位出版模式。另為有效利用有限出版資源，此行也了解日本出版業者推動

POD 之技術與行銷策略，作為未來推動國內政府出版品 POD 模式之參考。 

    綜合本次訪問，出版品之數位出版推動，本會宜統籌規劃中央共同管道，

加強機關著作權管理的觀念，健全數位技術平台的功能。 

基此，本會應成立單一窗口，協助輔導機關授權實務輔導與宣導，分階段協調

相關機關，試辦政府出版品數位化，並且透過既有之 OPEN 政府出版資料回應

網及政府出版品國家書店網路書店流通，使普遍之公眾使用者均能透過單一平

台，迅速獲及政府出版品等相關資訊，並透過與圖書館之合作，擴及流通之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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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目的 

因應數位時代來臨，數位出版已發展成為出版界關注議題之一，臺灣的數

位出版發展，與美國、日本甚至於大陸的發展速度，皆相距甚遠。尤其日本之

國情、人口規模及密度與我國較為相近，該國不論政府或民間均積極推動數位

出版、數位閱讀及 POD，且因其手機市場的成熟，民眾利用手機簡訊溝通的情

況普遍，進而造就手機閱讀之優勢及熱潮。又如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千代田區

立千代田圖書館自 2007 年 11 月 26 日開始，領先日本其他公共圖書館，提供名

為「千代田 Web 圖書館」的新服務，讀者在家直接連結網際網路，即可免費借

閱電子書，未來不排除再開放利用手機借閱電子書的服務。觀諸臺灣出版市場

如何就上網人口普及、資訊基本建設等發展條件，在數位出版起步較晚且軟硬

體科技發展和營運模式、電子版權管理亦在初步階段的前提下，政府與民間企

業組織實應借鏡國外實務經驗，以建構符合國內環境之數位出版及數位閱讀發

展模式，而日本相關實施經驗及執行成效確可提供我國規劃推動之參考。 

為有效利用有限出版資源，解決過多紙本書籍庫存經費與空間之壓力，POD

已成為全球出版產業發展趨勢，更能呼應環境生態維護及政府節能政策，俾使

出版資源合理配置及符合市場導向之經營模式。 

本會自 91 年即成立政府出版品網路書店，提供紙本銷售並推動 POD 及電

子書服務，以符成本效益考量，撙節政府資源及經費之投入，期解決絕版書籍

無法因應市場需求賡續提供之窘況及突破地域限制，以擴大政府出版品流通及

應用範圍。 

綜上，本會為政府出版品管理之專責機關，負責規劃及推動各機關出版品

之管理、行銷流通及政府出版等資訊服務。為因應資訊科技環境快速發展，政

府出版品應積極規劃從紙本出版邁向數位行動、多媒體等多元出版形式。為使

出版品管理制度更加前瞻完善並具體落實，擬借鏡日本作法，檢討改進現有管

理流程及規劃政府數位出版、數位閱讀及 POD 等相關業務，瞭解其總體發展策

略、核心業務之擴展情形，俾供國內推展相關業務之參考。本次考察擬達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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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目的： 

（一）瞭解日本出版業者推動數位出版及網路銷售發展情形，以期藉由各國經

驗瞭解與掌握最新資訊運用發展趨勢，作為國內規劃政府出版品電子化

發展方向之參考。 

（二）瞭解日本公立圖書館推動數位閱讀之作法、法令規定、實際借閱情形及

面臨問題，作為國內規劃相關線上資訊服務與建置網路資訊平台之參考。 

（三）瞭解日本出版業者推動 POD 之行銷策略、技術支援與設備、市場銷售及

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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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行程 
 

日期 星期 考察機構 受訪人員 備註 

8 月 25 日 
（第 1 天） 

一 臺北—日本東京 
 

 路程（下午抵達）及準備

資料。 
8 月 26 日 
（第 2 天） 

二 1.日本國立國會圖書館

 
 
 
 
 
 
 
 
 
 
 
 
 
 
 
 
 
 
 
2.千代田區立千代田圖

書館 

南部晴彦（玉澤徳一郎眾

議院議員秘書） 
田中久徳（總務部電子情

報企畫室室長） 
河島太朗（總務部支部圖

書館 協力課課長補佐） 
石井俊行（總務部支部圖

書館 協力課服務係長） 
寺倉憲一（調查及立法考

查局文教科學技術課課

長） 
大橋邦生（資料提供部電

子資料課課長補佐） 
兼松芳之（主題情報部參

考企畫課課長補佐） 
田中榮博（館長） 
押田小姐（導覽員） 

數位閱讀及數位圖書館

（例如近代數位圖書館

等）推動經驗。 
 
 
 
 
 
 
 
 
 
 
 
 
 
 
 
 
 
 
 
 
 
 
 
 
 
數位閱讀及 24 小時電子

書借閱之推動經驗。 
8 月 27 日 
（第 3 天） 

三 1.富士全錄股份有限公

司（富士ゼロックス

株式会社；Fuji Xerox 
Co., Ltd.）及其印刷

創 新 中 心

（ epicenter ：

Executive Print 
Innovation Center） 

2.Papyless 股份有限公

尾 山 伸 一 （ Marketing 
Promotion Group 
Manager） 
田村美也子（翻譯人員） 
吉田晶子（聯絡人） 
齋藤惠子（印刷機操作示

範） 
 
 

數位出版、POD 及印刷創

新相關營運經驗。 
 
 
 
 
 
 
 
數位出版及數位閱讀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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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株式会社パピレ

ス；  Papyless Co., 
Ltd.） 

天谷幹夫（代表取締役） 
松井康子（取締役副社

長） 
土田美樹（內容企畫部主

管） 

經驗。 

8 月 28 日 
（第 4 天） 

四 1. Publishing Link 股

份有限公司（株式

会社パブリッシン

グ リ ン ク ；

Publishing Link, 
Ltd.） 

2. Timebook Town 股

份有限公司（株式

会社タイムブック

タウン；Timebook 
Town, Ltd.） 

真鍋礼孝（取締役） 
 
三浦圭一（事業推進部部

長） 
 
 
真鍋礼孝（代表取締役社

長） 
水元章人（事業企畫部部

長） 
 

數位出版及數位閱讀營運

經驗。 
 
 
 
 
數位出版及數位閱讀營運

經驗。 

8 月 29 日 
（第 5 天） 

五 日本東京—臺北  整理資料及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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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大綱 
一、日本國立國會圖書館 

1.請提供貴館組織架構、人員、預算、館藏及中長程發展計畫等基本資料。 

2.政府出版品呈繳情形，例如呈繳數量、比例與來源，以及對此項制度之建議

為何？ 

 3.貴館在 26 個政府機關設立支館之目的、選擇設立之標準、貴館與該機關的關

係、支館預算來源為何？ 

4.支館的館藏範圍、服務對象、服務提供方式以及文獻傳遞（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方式為何？一般民眾可否就近便利取得各項服務？如可，能否說明

目前一般民眾對於貴館館藏的使用情形。 

5.貴館與其他公共圖書館之業務關係或合作模式。 

6.目前貴館建置有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貴重書画像データベース、イ

ンターネット情報選択的蓄積事業（WARP）及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ポータ

ル（PORTA）4 個電子圖書館，對於貴館之服務量（規模）是否有顯著提升？

請提供具體統計數據，例如平均每年使用人數、文件傳遞數量、收益金額等。 

7.電子圖書館資訊系統平台建置情形及軟硬體規劃方式（含數位版權機制，

DRM）。 

8.電子圖書館典藏資料數位化之政策、標準及運作方式。 

9.各電子圖書館之蒐集範圍、主題類型為何？是否包括政府出版品在內？如何

處理相關著作權問題？ 

10.電子圖書館之服務對象、服務項目與作法、文獻傳遞方式為何？是否開放外

國人使用，且如何收費？ 

11.電子圖書館之服務時間是否限定，而非 24 小時開放使用？如有限定，服務

中斷的原因為何？ 

12.推動電子圖書館於經費及人力等資源投入情形。 

13.推動電子圖書館所遭遇的困難、限制以及未來規劃建置的主題類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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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貴館目前典藏之華文出版品主要來源為何？以何種主題類型為大宗？是否

已滿足貴館需求？對於與臺灣等華文國家在國際合作交流上有何建議？ 

15.曾聽說欲將貴館獨立法人化之建議，能否簡要說明其背景及目前推動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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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千代田區立千代田圖書館 

1.請提供貴館組織架構、人員、預算、館藏及中長程發展計畫等基本資料。 

2.貴館館藏是否包括政府出版品？如有，包括哪些書目類型，何種較受廣泛利

用？ 

3.請簡要說明電子書數位化之政策、標準及運作方式。 

4.貴館為日本第 1 個提供 24 小時電子書借閱服務的圖書館，此項 Web 圖書館

計畫之推動理念、作法、規定、內容類型、服務對象為何？外國人可否取得

服務，如何收費？ 

5.請簡要說明 Web 圖書館計畫建置之資訊系統平台及軟硬體規劃內容（含數位

版權機制，DRM）為何？ 

6.請簡要說明 Web 圖書館計畫之經費及人力等資源投入情形。 

7.Web 圖書館計畫之試辦結果是否與預期相符，包括電子書借閱人次、借閱排

行等具體統計數據？對於貴館之服務量（規模）是否有顯著提升？所遭遇的

困難及限制為何？未來是否繼續推動其他服務計畫，例如規劃透過其他載體

（如手機、電子書閱讀器、PDA 等）提供電子書借閱服務？ 

8.電子書來源是否包括由民間出版業者採收費方式提供？一般計價方式、取得

權利之類型為何？ 

9.Web 圖書館計畫與民間出版業者之協力關係（partnership）為何？出版業者對

於此項計畫之看法為何？是否對電子書借閱服務與紙本銷售間的競合關係仍

有疑慮？ 

10.目前日本民眾對於數位閱讀之接受度為何？是否已然形成數位閱讀風潮或

習慣？電子書借閱服務之未來發展趨勢為何？ 



 

 10

三、富士全錄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印刷創新中心 

1.請簡要說明出版品 POD 之行銷策略。 

2.請簡要說明出版品 POD 所需技術支援、設備及其研發。 

3.請簡要說明出版品 POD 之編印等品質控管機制。 

4.請簡要說明出版品 POD 之市場銷售及發展情形，例如何種形式的出版品適合

採 POD 方式出版，又 POD 出版或傳統印刷出版方式對出版品銷售是否有明

顯差異？ 

5.出版業者對於 POD 出版方式之看法如何？ 

6.目前政府出版品是否採 POD 出版？政府機關對此作法之態度為何？ 

7.請簡要說明與多媒體產業（例如手機、電子紙產業）或圖書館之合作模式及

經驗。 

8.POD 機器與傳統印刷機器之操作差異、優缺點為何？POD 是否有可能取代傳

統印刷？ 

9.請簡要說明推動出版品 POD 所遭遇的困難及限制。 

10.請簡要說明 POD 未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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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pyless 股份有限公司 

1.請簡要說明電子書之銷售範圍、類型、數量、提供方式及銷售情形。 

2.電子書之內容格式（含圖片、表格、電子檔等）及標準為何？對於建立共同

格式有何看法？ 

3.電子書除原書掃瞄外，是否提供讀者查詢瀏覽、重點註記、心得登錄等更多

加值服務？不同的出版品類型，其數位化的格式或加值方式是否不同？ 

4.請簡要說明如何取得出版品著作權及其授權方式。 

5.請簡要說明資訊系統平台建置情形、軟硬體規劃方式（含數位版權機制，

DRM）及資通安全性。 

6.請簡要說明與多媒體產業（例如手機、電子紙產業、電子書閱讀載體）或圖

書館之合作模式及經驗。 

7.對於千代田區立千代田圖書館提供 24 小時電子書借閱服務有何意見？ 

8.對於電子書與紙本或其他形式銷售間的競合關係的看法？是否有具體統計數

據可供印證？ 

9.電子書銷售採會員制或單筆銷售方式，各有何優缺點？ 

10.電子書銷售之經費及人力等資源投入與過去紙本銷售是否有顯著差異？ 

11.請簡要說明電子書銷售所遭遇的困難及問題。 

12.目前日本民眾對於數位閱讀之接受度為何？是否已然形成數位閱讀風潮或

習慣？電子書銷售未來發展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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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ublishing Link 股份有限公司 

1.當初採出版業者聯盟方式設立之原因為何？業者間採何種合作模式？對於各

自原有銷售通路的營運績效是否有影響？ 

2.請簡要說明電子書之銷售範圍、類型、數量、提供方式及銷售情形。 

3.電子書之內容格式（含圖片、表格、電子檔等）及標準為何？對於建立共同

格式有何看法？ 

4.電子書除原書掃瞄外，是否提供讀者查詢瀏覽、重點註記、心得登錄等更多

加值服務？不同的出版品類型，其數位化的格式或加值方式是否不同？ 

5.如何取得出版品著作權？其授權方式為何？ 

6.資訊系統平台建置情形、軟硬體規劃方式（含數位版權機制，DRM）及資通

安全性。 

7.請簡要說明與多媒體產業（例如手機、電子紙產業、電子書閱讀載體）或圖

書館之合作模式及經驗。 

8.對於千代田區立千代田圖書館提供 24 小時電子書借閱服務有何意見？ 

9.對於電子書與紙本或其他形式銷售間的競合關係看法為何？是否有具體統計

數據可供印證？ 

10.電子書銷售採會員制或單筆銷售方式，各有何優缺點？ 

11.電子書銷售之經費及人力等資源投入與過去紙本銷售是否有顯著差異？ 

12.請簡要說明電子書銷售所遭遇的困難及問題。 

13.目前日本民眾對於數位閱讀之接受度為何？是否已然形成數位閱讀風潮或

習慣？電子書銷售未來發展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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