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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東京本館開館時間 

1.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上午 9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2.星期六為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星期日、例假日、年末年初及資料

整理休館日（每月第 3 個星期三）為休館日。 

（二）設立目的與機能 

日本國立國會圖書館（日文漢字：国立国会図書館；英文譯名：National Diet 

Library）為日本國內唯一的國立圖書館。日本「國會法」第 130 條明定「為便

於議員展開調查研究，另定法律，於國會設置國會圖書館」，另依據此條文規定，

於昭和 22 年（西元 1947 年）制定「國立國會圖書館法」，並於次年（昭和 23

年，西元 1948 年）正式設置。今年（平成 20 年，西元 2008 年）適逢該館開館

60 周年紀年，館方舉辦了一系列活動。 

「國立國會圖書館法」序言中明確指出：「國立國會圖書館秉持『真理使人

自由』的信念，背負憲法承諾的日本民主化與世界和平為使命而設立。」，即闡

述圖書館透過公平的機會提供各類資料來保障國民「知的權利」，奠定成為健全

的民主社會的基礎；另於第 2 條明定設置目的為「蒐集圖書及其他圖書館資料，

讓國會議員能遂行其職務，對行政及司法各部門及日本國民，依此法律所規定，

提供圖書館服務。」。 

國立國會圖書館對日本國內發行之出版品，依法定圖書呈繳制度（日文稱

為納本制度）廣泛蒐集，係日本國內出版品的唯一法定呈繳圖書館，其所收繳



的出版品被視為文化財作永久保存，以資料庫或其他形式建置成全國圖書目

錄，並將所有資料提供予國會（國會議員、國會關係人員、行政及司法各部門

（政府各省廳及最高裁判所）及國民（一般利用者、公立及其他圖書館、地方

議會等）參考運用。 

（三）組織架構 

國立國會圖書館因隸屬國會（立法機關），需受衆議院、參議院議長及兩院

所設議院營運委員會的具體監督。該館館長人選係由兩院議長及議院營運委員

會協議提出並經國會同意。該館營運所必要訂定的法規及預算，均由議院營運

委員會審査通過。 

國立國會圖書館係由東京本館（總務部、調査及立法考査局、收集書誌部、

資料提供部、主題情報部）、關西館、國際兒童圖書館、支部東洋文庫，以及行

政與司法各部門的 26 個支部圖書館共同組成。前開支部圖書館包括會計檢查院

圖書館、人事院圖書館、内閣法制局圖書館、内閣府圖書館、日本學術會議圖

書館、宮內廳圖書館、公正取引委員會圖書館、警察廳圖書館、金融廳圖書館、

總務省圖書館、總務省統計圖書館、法務圖書館、外務省圖書館、財務省圖書

館、文部科學省圖書館、厚生勞動省圖書館、農林水産省圖書館（設有農林水

産政策研究所分館、農林水産技術會議事務局筑波事務所分館）、林野廳圖書

館、經濟産業省圖書館、特許廳圖書館、國土交通省圖書館（設有國土技術政

策綜合研究所分館、國土地理院分館、北海道開發局分館）、氣象廳圖書館、海

上保安廳圖書館（設有海洋情報部分館）、環境省圖書館、防衛省圖書館及最高

裁判所圖書館。 

行政與司法各部門的支部圖書館係提供政府各行政機關府省、最高裁判所

及所屬機關等相關人員所需的圖書館服務，以及辦理中央館與支部圖書館相互

間文獻傳遞及職員的共同培訓等業務，並作為政府出版品寄存窗口。這種支部

圖書館制度是世界上國立圖書館的獨特案例。另外，支部東洋文庫是由專門研

究亞洲的圖書館兼研究所的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捐助成立的。國立國會圖書館細



部組織架構詳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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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國立國會圖書館組織架構圖 

 

（四）職員數 

截至平成 20 年（西元 2008 年）4 月，國立國會圖書館總員額為 908 人，

一般職員係以公開考試方式招募進用。自平成 17 年起（西元 2005 年）預計 5

年內精簡員額 5%。 

（五）歷史沿革 

國立國會圖書館的舊有圖書主要來自於明治 23 年（西元 1890 年）設立的

舊帝國議會所屬的眾議院圖書館與貴族院圖書館，以及於明治 5 年（西元 1872

年）設立屬於文部省的帝國圖書館（創立時稱為書籍館）所典藏的書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憲法將國會定位為唯一的立法機關，設置眾議院



與參議院，前開兩院議長向聯合國軍隊最高司令官總司令部（GHQ/SCAP）要

求派遣圖書館專家，昭和 22 年（西元 1947 年）美國圖書館使節來日提供建議

與協助，爰於同年及次年分別制定國會法及國立國會圖書館法，該館係以美國

國會圖書館為範本，將圖書館定位為議會圖書館的同時，亦確立其國立圖書館

（國立中央圖書館）的地位，並訂定法定圖書呈繳制度（日文稱為納本制度）。

昭和 23 年（西元 1948 年）2 月 25 日國立國會圖書館正式成立，首任館長為日

本憲法制定時任國務大臣的憲法學者金森徳次郎。首任副館長為曾任尾道市立

圖書館長的美學家中井正一。同年 6 月 5 日，該館在原赤坂行宮（現迎賓館）

的臨時館址正式開館。 

    根據「國立國會圖書館建築委員會法」，該館的正式館舍選址於國會議事堂

北側的原德國大使館館址（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並於昭和 36 年（西元 1961

年）完成首期工程，開始收藏圖書，開館時館藏圖書有 205 萬冊，主要包括從

貴族院與眾議院兩院附屬圖書館繼承的圖書、赤坂的臨時國會圖書館藏書約

100 萬冊，及以戰前帝國圖書館館藏為主體的上野圖書館藏書約 100 萬冊。昭

和 43 年（西元 1968 年）本館工程竣工落成，包括地上 6 層、地下 1 層的辦公

大樓與地上 17 層的書庫大樓。 

    嗣後 1970 年代，隨著藏書迅速擴展與讀者需求增加，本館設施已不足使

用，故於昭和 61 年（西元 1986 年），在本館北側增建新館（地上 4 層、地下 8

層），並對外開放，館藏容量達 1,200 萬冊。平成 12 年（西元 2000 年）5 月分

部上野圖書館改建工程完成後，改制為國際兒童圖書館，負責國立國會圖書館

藏書中的兒童書（主要以 18 歲以下讀者為對象的圖書館資料），並部分開館營

運，於平成 14 年（西元 2002 年）5 月全面開館，為日本最早的國立兒童圖書

館。同年 10 月設立關西分館，主要收藏有關科學技術、亞洲語言類、國內博士

論文等資料，並利用先進的網路資訊通信技術，為讀者提供虛擬化服務。 

    近年來，該館除致力於發展電子圖書館外，也推動一系列組織結構變革，

包括平成 17 年（西元 2005 年）於「國立國會圖書館法」中取消圖書館長所享



有的國務大臣待遇，平成 18 年（西元 2006 年）自由民主黨行政改革總部提出

「圖書館的獨立行政法人化方案」，以及平成 19 年（西元 2007 年）首次任命與

國會無關的長尾真（原京都大學総長﹝校長﹞、日本圖書館協會會長）為館長。

長尾館長的任命，打破了日本國會圖書館 40 多年來（除第 1 任館長外）由参議

院事務總長或眾議院事務總長轉任的傳統。 
（六）服務空間配置：如圖 1-2。 

圖 1-2  國立國會圖書館空間配置圖 
（七）出版品呈繳制度（納本制度）及館藏內容 

    依據「國立國會圖書館法」規定，日本國內全部的政府機關、團體個人都

有義務將其出版物存繳至國立國會圖書館。作為存繳對象的出版物，包括圖書、



冊子、定期出版物（雜誌、報紙、年鑒）、樂譜、地圖、縮微膠卷資料、盲文資

料，以及包括音樂 CD 與遊戲軟體等以 CD-ROM、DVD 等形式透過載體出版

的電子出版物（平成 12 年﹝西元 2000 年﹞將電子出版品列為呈繳標的）等。

關於存繳的份數，對於政府機關要求存繳 2 份至 30 份不等，民間出版物僅要求

存繳 1 份，且可要求印製出版時所需的基本費用，原則上多為定價的一半。呈

繳出版品以外的資料蒐集手段，包括捐贈、採購、出版物的國際交換等。採購

主要用於古書、百科全書、辭典、年鑑等使用頻率高的參考工具書，以及被認

為對學術研究有價值的外國資料等。國際交換的對象主要是各國國立圖書館，

且以提供依呈繳制度蒐集到多份政府機關出版物為主。 

    於平成 19 年度（西元 2007 年度）館藏總數約有 3,364 萬件（未含立法資

料、執務參考資料、圖書館協力用資料等第二種資料），包括圖書（約 883 萬冊）、

期刊、非書資料等，詳細館藏資料統計如表 1-1。另該年度政府出版品呈繳（納

本）數為 115,696 項，如加上國際交換用資料，則約有 265,403 項。華文出版品

主要置於關西館，圖書約 24 萬冊、雜誌約 4,000 種，新聞報紙約 400 種，其中

15 萬冊圖書係上海新華書店所保管的 20 世紀 30 年代至 90 年代的書籍，其餘

約 8 萬餘冊圖書以人文科學類（歷史、地理、古典文學等）占半數以上。所藏

的臺灣圖書出版品多以購買或國際交換等方式取得。 
 

表 1-1 國立國會圖書館平成 19 年度（西元 2007 年度）館藏資料統    

      計表 
類別 數量 

和漢書（冊） 6,386,825 
西文書（冊） 2,446,582 圖

書 
小計 8,833,407 
雜誌（冊） 8,097,514 
新聞（項） 3,751,248 期

刊 
小計 11,848,762 
微縮資料（冊） 8,620,668 
映像資料（項） 215,266 
錄音資料（項） 598,900 

第 
 
 
 
 
一 
 
 
 
 
種 

非 
 
 
 機械可讀資料（項） 66,341 



類別 數量 
地圖資料（項） 502,838 
樂譜資料（項） 12,843 
卡式資料（張） 31,264 
靜止畫像資料（張） 121,365 
博士論文（人次） 472,447 
公報類（項） 276,509 
新聞剪報資料（張） 2,009,226 
點字與大活字資料（冊） 27,322 
其他類（項） 2,827 

書 
 
 
 
資 
 
 
 
料 

小計 12,957,816 

 
 
 
 
資 
 
 
 
 
料 

合計 33,639,985 
立法資料（項） 604,928 
國會分館用資料（項） 200,698 
開架閱覽用資料（項） 261,368 
出借用資料（項） 8,429 
執務參考資料（項） 40,514 
國際交換用資料（項） 1,729,162 
圖書館協力用資料（項） 1,260,056 

第 
 
二 
 
種 
 
資 
 
料 合計 4,105,155 

 
（八）經費來源 

    平成 20 年度（西元 2008 年度）經常性經費約 201 億 6,300 萬日圓，其中

資料蒐集費約 25 億 2,800 萬日圓；另設施費約 18 億 0,161 萬日圓，總經費 219

億 6,514 萬日圓，相關細項經費詳如表 1-2 及表 1-3。 

表 1-2 國立國會圖書館平成 20 年度（西元 2008 年度）經常性經費 

      項目表 

       單位：千日圓 

經       費       項       目 金     額

人事費 9,349,255 

國立國會圖書館共通經費 260,446 

國會服務經費 362,286 

資料費（包括圖書館資料購入費 969,000 千日圓、納入出版物代償金 2,528,240 



390,240 千日圓、科學技術關係資料費 1,108,000 千日圓及立法資料

購入費 61,000 千日圓） 

資訊系統經費 3,895,881 

東京本館業務經費 2,037,918 

國際兒童圖書館業務經費 470,309 

關西館業務經費 1,259,192 

合         計 20,163,527

 

表 1-3  國立國會圖書館平成 20 年度（西元 2008 年度）設施費項目 

       表 

經       費       項       目 金     額 

新館改修工事費（第 1 期） 961,926 

新館改修工事費（第 2 期） 156,298 

東京本館書庫入退室管理設備設置工事費 246,618 

東京本館照明器具改修工事費 47,370 

東京本館防火設施改修工事費 161,664 

關西館敷地調査及建築調査費 11,498 

關西館用地取得費 112,366 

關西館廳舎整備費 103,875 

合         計 1,801,615 

 
（九）與其他公共圖書館之業務關係與合作模式 

1.圖書館間相互借閱系統（ILL）：約有 3,500 所圖書館加入此制度，包括



各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或各類資料室（僅限於已被許可加入館際

借閱制度的機構）等，每年透過系統借出 16,677 項圖書資料。 

2.圖書館受理文獻傳遞之案件數：6,332 件。 

3.與其他圖書館間的協力事業：主要是以出版品的寄贈、館長懇談會、各

種研修活動等方式推動。 

4.綜合目錄網絡（Network）事業：目前約有 1,000 所圖書館參加，書誌

總數約 3,400 萬件。 

5.參考文獻協同資料庫事業：目前約有 460 所圖書館參加，登錄資料數約

25,000 件。 

二、電子圖書館推動情形 
（一）推動理念及歷程 

進入 1990 年代，隨著資訊科技之蓬勃發展，網際網路的普及使資訊流通

更行快速，國立國會圖書館開始探索充實以網際網路為載體的電子圖書館服

務。該館於平成 9 年（西元 1997 年）4 月電子圖書館推進委員會，邀請學者專

家及圖書館相關人員，召開電子圖書館推進會議。平成 10 年（西元 1998 年）

擬訂「國立國會圖書館電子圖書館構想」，並於平成 11 年（西元 1999 年）於總

務部企劃課增置電子圖書館推進室，負責電子圖書館計畫擬訂及館內業務整合

工作。平成 14 年（西元 2002 年）全世界的讀者均可透過網際網路至該館藏書

檢索系統—NDL-OPAC 檢索查詢到絕大部分的館藏圖書、雜誌、文章等資料，

資料庫大致建置完備。 

但該館並未以此自滿，深覺以往蒐藏的珍貴資料與畫像如能提供更多國內

外人士使用，將能厚植推展日本歷史文化，加上現今資訊量以倍數的速度擴增，

且諸多網際網路上的資訊亦具參考價值，該館亦於平成 14 年（西元 2002 年）

擬訂「電子圖書館提供服務基本計畫」，以關西館開館為推動指標，大幅展開電

子圖書館的建置計畫，亦訂定建置方針及推動項目的優先順位，嗣後於平成 16

年（西元 2004 年）2 月另訂「電子圖書館中期計畫 2004」，其內容簡述如下： 



1.期程：自 2004 年起實施 5 年度。 

2.目的： 

（1）使數位化知識留傳後世； 

（2）使知識能更適切地提供； 

（3）使知識能更快適地活用。 

圖 1-3  電子圖書館推動理念—知識社會基盤的構築 
（二）內容概述 

國會圖書館電子圖書館內容架構大致區分為以下 7 類： 

1.資料檢索： 

（1）藏書與雜誌檢索：該館 NDL-OPAC 系統。 

（2）亞洲語言 OPAC 

（3）綜合目錄：包括綜合目錄網絡系統、全國新聞綜合目錄資料庫、點

字圖書與錄音圖書全國綜合目錄、兒童書綜合目錄。 

（4）書誌：包括日本全國書誌、日本關係歐文圖書目錄、近現代日本政

治關係人物文獻目錄。 



（5）數位公文檔案入口網站（PORTA）：日本的電子資訊資源及資訊提

供提供一個可供瀏覽運用的綜合網站窗口。資料庫內容包括該館所

典藏的數位資料、國立公文書館（國立檔案館）及青空文庫等協力

機關的數位資料，提供單一且簡便的檢索與利用服務。 

（6）統計資料文獻檢索 

（7）資料庫導引服務系統 Dnavi（註：係 Database Navigation Service 之

簡稱） 

（8）電子雜誌書目檢索列表 

（9）雜誌記事索引紀錄一覽 

2.電子圖書館的藏書 

（1）貴重書畫像資料庫：該館所藏重要文化財、彩色資料等畫像資料，

例如具曆史價值的文件資料與錦繪等，約有 949 種主題及 49,000

張圖像，供公開檢索閱覽。 

（2）近代電子圖書館：該館所典藏的明治及大正期間發行的圖書及畫像

資料庫。收錄的資料中除兒童圖書及歐文圖書著作權保護期限屆滿

外，其餘圖書皆須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及文化廳長官的裁定。去年

7 月 3 日起於網站提供西元 1912-1926 年大正時代的圖書刊物免費

閱覽服務，總數約有 1 萬 5,000 冊，如連同明治時代書籍約有 14

萬 3,000 冊。前開上線的 1 萬 5,000 冊書籍約為該館館藏所有大正

時代書籍的 17%，閱覽時檔案將以 CSV 檔形式呈現或允許民眾下

載使用。此外，以往電子書籍中的圖片均以黑、白兩色呈現，由於

無法清楚表達景象與意念，近期已開始變更為灰階格式圖檔，將目

前現有電子化圖書中的圖片以黑白濃淡的處理方式呈現。 

（3）網際網路資訊儲存資料庫（WARP）：將網際網路上公開的學術雜誌、

政府機關網頁等多種多樣的電子資訊內容，經網站管理者之許可



後，將此類資料視為文化資產予以蒐集與保存，儲存於該館資訊設

備中，並透過網際網路對外公開。本資料庫之建置，係因納本制度

審議會於平成 16 年（西元 2004 年）召開「有關網路電子出版物的

收集問答會」，建議對網際網路資訊予以制度化的蒐集、保存及提

供利用，該館爰依據此建議，開始探討依一定的搜尋規則自動篩選

日本國內網站內容的來源，首先明確地選擇具有公共性質的 go.jp、

ac.jp、ed.jp 等網域名稱的網站資料。 

3.日本國會資料庫：包括國會會議錄、帝國議會會議錄、日本法令索引、

議會官廳資料室、近現代日本政治關係人物文獻目錄、文獻索引、調

查資訊、外國的立法資訊及相關調查資料。 

4.主題查詢索引 

5.展示：包括從史料看日本近代史（開國到和談時代 100 年間的發展軌

跡）、江戶時代博物誌所描繪的動植物、早期歐洲印刷術、近代日本人

的肖像、藏書印的世界、日本國憲法的誕生、日本大事紀、數位貴重

書展、日本國家簡介及其他常設展示內容。 

6.諮詢服務站 

7.圖書館員相關資訊網站：包括與圖書館間的文獻協同資料庫及新書通報

入口網（Current Awareness Portal）等。 
（三）服務量能統計 

國立國會圖書館（含東京本館、關西館及國際兒童圖書館）不論在圖書館

服務（例如個人或機關方面之登錄利用者、閱覽、複印等）、依賴調查（例如分

析、調查或文獻等）及參觀見學（例如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個人參觀訪問等）

等方面，自平成 17 年度（西元 2005 年度）至 19 年度（西元 2007 年度）大致

呈現穩定發展趨勢，各項服務量統計數據詳如表 1-4。 

     再者，於本次考察時，該館就「電子圖書館服務實施後對於該館服務量（規

模）是否有顯著提升，例如平均每年使用人數、文件傳遞數量或收益金額等」



問題，答復如下： 

1.推動電子圖書館後，經統計來館人數與利用人數，僅有微小增加傾向，

初步評估推動電子圖書館對於服務量（規模）似無顯著影響。 

2.透過 OPAC 系統遠距複印的利用人數擴增。 

3.圖書館的複印交換屬非營利業務，圖書館收益並無因推動電子圖書館而

明顯增加。 

表 1-4  平成 17 年度至 19 年度（西元 2005 年至 2007 年）國立國會       

       圖書館服務量統計表 
類別 17 年度 18 年度 19 年度 

個人（人） 97,425 84,155 99,778 登 錄 利

用者等 圖書館等（機關） 4,901 5,377 5,841 
開館日（日）--東京本館 280 280 280 
來館者（人） 610,856 633,240 611,574 

閱覽（件） 1,462,391 1,525,637 1,541,351 
預約（件） 354 281 348 
索取（件） 6,367 7,716 7,112 

紙本 776,773 843,817 828,622 
微縮資料 13,409 16,187 16,434 

來館申辦（件） 

電子列印 12,976 13,599 18,241 
紙本 236,161 274,393 288,740 
微縮資料 1,224 1,624 1,525 

遠距申辦（件） 

電子列印 0 213 240 
紙本 1,012,934 1,118,210 1,117,362 
微縮資料 14,633 17,811 17,959 

圖 
書 
館 
服 
務 

複印 

小計（件） 

電子列印 12,976 13,812 18,481 
類別 17 年度 18 年度 19 年度 
 來館取得 554 496 524 
 

圖 書 館 間 出 借

（件） 郵寄取得 15,296 15,309 15,348 
 學校圖書館等童書出借（件） 210 173 283 
 

出 借

服務 

展示會出版資料出借（件） 47 36 43 
 公文回復 8,096 8,370 9,842 
 電話回復 44,045 39,082 37,309 
 口頭回復 527,031 547,280 596,857 
 

參 考

諮詢 

小計 579,172 594,732 644,008 
分析 0 0 0 
調查 422 493 426 

依 
賴 
調 文獻 8 9 7 



小計（件） 430 502 433 
（件） 632 384 372 個人 
（人） 2,130 1,213 1,208 
（件） 301 342 279 團體 
（人） 4,878 4,913 4,202 
（件） 89 69 63 圖書館關係者 
（人） 842 544 467 
（件） 40 19 22 

國內 

地方自治體與 
地方議會關係者 （人） 324 119 215 

（件） 127 118 119 海外 
（人） 619 693 496 
（件） 1,189 932 855 

參 
觀 
與 
見 
學 

小計 
（人） 8,793 7,482 6,588 

（註：資料統計含東京本館、關西館及國際兒童圖書館） 
（四）軟硬體配置及數位版權機制（DRM） 

1.有關數位版權機制（DRM）目前尚未有實施方針與作法。 

2.電子圖書館事業預計於平成 22 年（西元 2010 年）初全面實施，電子書

庫系統刻正開發中。 

3.目前數位內容的保存，係以美國的開放檔案資訊系統參考模式

（Reference Model for an 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OAIS）為準

據，詮釋資料（metadata）則參照美國國際圖書館電腦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及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LC）等單位所擬訂的 PREMIS、METS 及 MODS 標準建置。 

4.國會圖書館相關圖書、期刊及資料檢索系統（包括 DC-NDL、PORTA

等）採用國際通用之都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進行資料分類與檢索。 

5.由前開電子圖書館內容概述中，不難發現國會圖書館各類資料庫、檢索

系統眾多，過於繁複，使用者不易明瞭運用，故為提升政府全體資訊

系統的效率，該館於今年（平成 20 年，西元 2008 年）3 月訂定「業務‧

系統最適化計畫」，將整合館內各項資訊系統，以節省相關經費開支。 

6.僅經由網路流通的電子內容、電子書籍及電子雜誌等，並無法定呈繳義



務，並非全面蒐集，且均經網站管理者及作者之許可。 
（五）著作權管理 

    日本的「著作權法」中，有關紙本及電子出版品的著作權保護規定並無不

同，但圖書館與著作權者簽訂之合意書所定權限不同，就全文瀏覽、部分瀏覽、

列印等功能個別設定是否提供權限。去年（平成 19 年，西元 2007 年）12 月文

部科學省的文化審議會組成「過去著作物等保護利用關係小委員會」，初步決議

對於不明著作者的圖書資料可由圖書館進行複製、數位化，但電子資料仍需保

護，不可供其他使用者直接複製電子檔案。另該館於費盡心力、人力與成本前

提下，仍無法確定著作權歸屬時，為使是類問題得以解決，該館建立著作權裁

定制度，即由文化廳長官進行裁定，並由該館就將進行數位化的著作權者不明

之出版品或資料，提撥補償金，於發現或確定著作權者時給予補償。截至目前

為止，該館尚未因著作權爭議問題，產生訴訟案件。 
（六）資源投入 

1.資料數位化經費：1 億 3,000 萬日圓（2008 年度）。 

2.數位化資訊系統建置經費：9 億 4,000 萬日圓（2008 年度）。 

3.電子圖書館相關業務人員：關西館電子圖書館課 23 人。 
（七）困難、限制及未來發展方向 

1.預算經費調降：因資料數位化、系統建置、大規模儲存空間及網站維護

等均需龐大的經費予以支援，惟隨著政府財政困難情形加劇，預算編

列有逐年調降的趨勢，因此，國會圖書館未來將積極整合各資訊系統，

以節省系統建置與維護開支。 

2.不明著作權者等的著作權問題：能否確認法定的著作權者，對於資料數

位化的進度具關鍵性的影響，去年（平成 19 年，西元 2007 年）光是

查明著作權者的工作，就花費 2 億至 3 億日圓，成本極高，目前文化

審議會刻正就此類問題予以檢討評估，試圖尋找更佳的解決方案。 

3.電子出版品的呈繳問題：平成 12 年（西元 2000 年）「國立國會圖書館

法」修正，將包括音樂 CD 與遊戲軟體等以 CD-ROM、DVD 等形式透



過載體出版的電子出版品列為呈繳標的，惟此定義在網際網路如此發

達的今日，就顯得不夠明確，使該館是類出版品的典藏無以完備，日

後對於電子出版品的呈繳制度尚須再予檢討，俾供政府出版機關與民

間出版業者據以辦理。 

4.民間數位出版事業與公共服務間的區隔與競合：政府於數位出版或閱讀

服務的角色定位似未明確，又社會各界政府對於數位出版產業的規範

與介入程度，仍有不同意見，國會圖書館坦承所提供的資料檢索或複

印服務，對於民間數位出版的銷售績效及發展規模，或多或少造成影

響。 

5.「電子圖書館中期計畫 2004」實施期程預計於明年（平成 21 年，西元

2009 年）年初屆滿，國會圖書館將針對計畫推動情形予以檢討評估，

再擬訂未來發展方向。 

 

 



圖 1-4  國立國會圖書館近景 
 
 
 



圖 1-5  國立考察團成員與國會圖書館人員合影（右起兼松課長補佐、石井服

務係長、河島課長補佐、大橋課長補佐、田中室長、寺倉課長、何處長、詹執

行編輯、潘副研究員、張科員、南部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