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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提要 

歐盟（EU）成立以來一直關注於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並投注

大量經費與人力，所資助的各項計畫中以Planets（Preservation and 

Long-term Access through Networked Services）計畫最具盛名。其下設

立有6大核心基礎計畫（framework program)，廣泛而深入地針對各項電

子檔案轉置模擬相關技術及長期保存機制進行研究，成就實屬非凡。 

瑞士聯邦檔案館為Planet計畫之核心成員國之一，一向對電子檔案

的發展及參與不遺餘力，其成果亦有目共睹。為加強全球對電子檔案

技術發展的推廣及交流，瑞士聯邦檔案館於2010年4月28日至30日以國

際檔案理事會歐洲分會之名，主辦歐洲第8屆數位典藏研討會，召集全

球檔案同道共同探討電子檔案典藏議題。 

當前電子檔案主要研究議題為檔案人員應強化哪些核心職能、數

位典藏保存範圍以及採取何種技術才能達到長期保存之目的等。藉由

此次研討會出席代表的廣泛參與，進一步瞭解歐盟各國檔案管理機關

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管理制度、法規規範、保存鑑定、多媒體檔案管

理及國家檔案典藏管理與應用等方面之作為，而這對於本局正在執行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規劃及發展而言，應具有實質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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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計畫緣起  

近年來，歐盟投注大量經費於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其Planets

（Preservation and Long-term Access through Networked Services）計畫

與美國主導的電子檔案發展相關計畫各有擅長之處，並早已成為檔

案界同道相當注目的焦點。 Planets旗下有 6大核心基礎計畫

（framework program），成員包含歐洲主要的檔案典藏單位及學術

研究機構： 

• 大英圖書館（The British Library） 

• 荷蘭國家圖書館（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 奧地利國家圖書館（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 丹麥皇家圖書館（The Royal Library of Denmark）  

• 丹麥國家圖書館（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Denmark）  

• 荷蘭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 英國、英格蘭及威爾斯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England, Wal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瑞士聯邦檔案館（Swiss Federal Archives） 

• 德國科隆大學（University of Colo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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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福來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 英國格拉斯哥大學（HATII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 維也納科技大學（Vien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奧地利技術研究院（The Austr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荷蘭 IBM公司（IBM Netherlands）  

• 徵軟研究中心（Microsoft Research Limited） 

• 特莎拉資訊科技公司（Tessella Plc） 

瑞士聯邦檔案館為主要參與研究單位，故國際檔案理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簡稱ICA）特於2010年4月28日至30

日，委託其歐洲分會及瑞士聯邦檔案館主辦歐洲第8屆數位典藏研討

會（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ing），並訂於瑞士日內

瓦舉行。該會議廣邀各國菁英，共同分享相關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

術及經驗，將瑞士聯邦檔案館、前述Planets計畫成員及其他歐盟會員

國之電子檔案典藏技術研發成果，進行整合性展示，藉此互相交流

與分享。 

由於歐盟各國經濟開發程度較亞洲為早，故應用電腦的時間也

較早，不論政府及民間的電子化資料來源也更多，電子檔案保存問

題及困難也較亞洲各國更早發生。因此，因應電子檔案管理而產生

相應技術及實務操作經驗，自然相對地較亞洲各國成熟。透過本次

研討會，得以在短時間內內，將許多歐盟各會員國對電子檔案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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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管理制度、法規規範、保存鑑定、多媒體檔案管理及應用等經

驗進行通盤性的深入觀察與瞭解，對於本局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規劃

及發展而言助益良多，並具有事半功倍之成效。 

貳、與會目的  

本次會議地點位於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Centre Geneva，簡稱CICG）所舉辦的歐洲第8屆數位典藏研討會，大

會主要有以下幾點目的： 

1. 瞭解現階段歐盟會員國，及各國旗下之相關檔案典藏及學術研

究團體機所發展之各類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管理制度、典藏範圍

及應用技術，並探討技術發展困難及阻礙所在，以及其因應處

理之經驗。 

2. 瞭解歐盟各會員國相關之電子檔案轉置模擬實驗環境及設備

規模，以及其投資發展經驗。 

3. 瞭解歐盟各會員國所採行之保存鑑定、應用、移轉、清理、清

查及國際交流合作等實務作為與方式，以及如何推廣並教育檔

案管理人員如何從事電子檔案管理等高技術性之工作。 

4. 藉此尋求導入適用於我國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規劃及發展方

案。 

 



 

 7

第二章 ECA 2010大會 
 

壹、籌備經過及宗旨 

第8屆數位典藏歐洲研討會於2010年4月28至30日在瑞士CICG召

開，而本次大會中心議題在強調數位元素及數位典藏機能，未來可能

取代傳統檔案館作為典藏機構的理念，共同開創出新檔案紀元。因此，

將近700餘位來自世界各地的檔案菁英，因為相同的理念齊集一堂，盛

況空前。本次第8屆數位典藏歐洲研討會的前身，係源於早年的歐洲檔

案典藏研討會，因為數位時代的來臨，檔案界體認不得不進行對檔案

管理本質的改變，才能因應新世代的保存需求及期望，因此藉此邀集

國際檔案理事會ICA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中的一群年輕

檔案人，共同籌組本會，並決定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召開，才有今

日的盛會出現。 

該研討會旨在定義現今及未來檔案專業人士所面臨的挑戰，係由

國際檔案理事會歐洲分會（European Regional Branch，簡稱EURBICA）

及檔案專業學會（the Section o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簡稱SPA）

協同瑞士聯邦檔案館共同主辦。同時，由國際檔案理事會旗下之科學

委員會議決議以數位典藏（digital archiving）作為第8屆大會之主題，

期能將檔案館未來在典藏功能有所創新，而不再僅以作為一個典藏機

構為核心業務。因此，大會議程以現今數位典藏的機會與挑戰為主軸，

加以組織規劃，積極引入年青一代的檔案學者，參與規劃大會討論的

所有議題。最後，議決由瑞士聯邦檔案館進行所有前置作業，並於2008

年9月4至5日於瑞士首都伯恩，亦即國家檔案館所在地，集合9個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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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共同會商大會細節。 

大會首要倡導之觀念是藉由年輕一代檔案學者的新思考觀點，來

貢獻其對數位時代檔案管理創意理念，並發揮其專業潛能，因這些在

數位時代成長的新生代，對於數位技術於檔案專業衝擊，應有更明確

之認知，而經過兩天的密集交換意見及腦力激盪之後，奠定了本次大

會的基礎。 

貳、專題演講概要 

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大議題，貫穿整個數位典藏研討會。而四大議題

分項，分別由所屬領域的專家，以專題講演（keynote speech）方式加以

提點，再行開展相關子題的研討及工作成果報告，實有畫龍點睛之效，

以下即就四大議題的演說概要說明如後： 

（一）議題1 

議題1主要係針對現代檔案事業範疇進行剖析，並以數位化時代檔

案管理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力究竟要包含哪些範圍、如何訓練及教育加

以探討。主講者Eric Ketelaar為荷蘭阿姆斯特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以

2005年擴大後的歐盟檔案發展為基礎，綜整出21世紀檔案工作者所面臨

的挑戰。因為數位化的發展，過去傳統檔案應用明顯受到實體地點，時

間和媒體等限制，產生革命性變化，衍生出新的發展模式。 

惟受到現代化資訊和通信技術衝擊下，社會期待的檔案應用模式，

隨著技術及工具發展進步，不斷變化及提升，然而這些環境的挑戰，迫

使得檔案工作者，在從事檔案管理事業過程中所需具備的工作能力，必

須重新定義，否則無法回應使用者及社會的期待，包含如何使用數位化

時代的產品及工具等。因此，未來對於新一代檔案人員培訓方案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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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何反應在數位時代的需要，就顯得更形重要。演講中充分強調技

術對管理技術及服務模式的衝擊，值得檔案人員加以重視。 

（二）議題2 

議題2則以一個律師的角度對各機構中所執行的檔案管理策略，探

討其電子檔案維護、徵集及資訊儲存所涉及的法律意涵。大會請到任職

於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的Jason R. Baron主講，其點出越來越多電子及

數位化資源出現，由於各類型資訊以電子型式公開傳播，使得各個檔案

管理機構，現行相關法令規範無法落實現實的需要，至少在短期內電子

化檔案蒐集、保存及取用作業，都必須對相關法律予以適度回應，才能

維持檔案原始的保存意涵。然而，目前各國都尚處在研擬階段，没有充

分的因應及管理制度，足見電子檔案管理問題的複雜度。另外，許許多

多新形式的電子化儲存資訊，在因應法律要求時，也遇到相當多的難

題，例如無法確認真實性，難以作為法律上的唯一證據等。律師和檔案

專家們對目前電子檔案管理的共識目標，一致認為未來電子檔案管理技

術發展勢必兼顧保存和存取重要，如果電子文件與檔案對於法律責任的

實際需求無法滿足，則恐使電子檔案的效力及地位，難與和時代趨勢並

駕其驅。 

至於英國國家檔案館執行長Oliver Morley則提出，因為數位化技術

發展造成保存檔案內容的質變，使得檔案管理模式必須有所調整，不僅

是歐洲各國也是世界各國當前必須探討之重要議題。其概述目前英國國

家檔案館所採取的因應方案，並從英國觀點探討哪些類型電子檔案是檔

案館必須加以保存的重要資訊，以及因為保存電子化檔案後，其所可能

連帶影響的管理行為、文化和技能模式變革等，進行深入淺出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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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題3 

議題3主要是就數位典藏過程之管理與商業模式之納入等課題進行

探討。法國國家檔案館主任Anne Burnel提出，基於經濟和技術的考量，

電子文件如何針對其業務模式及處理流程加以重組，並觀察環境不斷變

化，在文件生命週期中上游時期將其納入歸檔範圍，是相當重要的議

題，同時，導致必須重新思考「檔案」的定義，並重新評估何為檔案生

成概念，這些都將成為檔案管理人員的重大挑戰。 

另外Steve Bailey則提出在數位典藏作業上，資訊產生和儲存的主要

趨勢，並且如何將之進行管理。此外，他表示數位世界存在所謂的權力

結構，而檔案管理人員對於資訊專業將有更迫切的需求。 

（四）議題4 

議題4主要就使用者如何應用數位典藏系統等相關議題進行討論，

包含系統設計、系統評估及長期保存作業應考量到未來取用等議題。主

講者為德國學者Angelika Menne-Haritz與Felix Akeret，其就數位時代的

所產生的檔案紀錄，如何能長期保存以供後人取用進行探討。他們認為

應將現今檔案館之館藏進行不同方式的組合，以提供不同層次的檔案服

務。例如，針對研究者、教師、學生及一般民眾等不同對象，應提供不

同層次的服務。 

又如目前搜尋引擎充滿太多垃圾，使用者搜尋相關資訊時，往往檢

索出許多不相關資訊，導致使用者還需花費更多時間及精力進行篩選。

因此，如何提供一個好的檔案檢索工具（finding aids），確實提供使用

者想要的資訊，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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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議題 

本次會議所著眼探討的中心議題包含：Archival profile、What to 

keep、E-Archiving及Online access等四大項。每一議題都有來自不同機

構的研究者發表文章或專題報告，並和與會者直接進行經驗交流分享。

由於在研討會期間，同一時段四大議題各有不同文章平行發表，因此僅

能擇一參與，以下就參與場次內容及重點擇摘其大要加以說明。 

一、議題1—Archival profil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the digital  

age 

由於電子檔案問世，其保存及呈現方式對傳統檔案真實性的判斷出

現了重大變化；而傳統檔案學理對檔案內容具備的判斷的方式及工具，

對於電子檔案而言，似乎已無法使得上力。因此，世界各國紛紛提出不

同的方案、工具及手段來解決這方面問題，以使目前的檔案管理人員在

處理電子檔案時，仍然可以發揮所長。然而，檔案管理人員對電子檔案

的技術及體系的認知，究竟要到何種程度才能夠滿足檔案工作需求，涉

及檔案管理人員核心職能必須有所改變，而這也成為檔案界普遍性的疑

問。 

例如，對於數位視訊檔案如何判定其真實性，就是檔案管理人員目

前所經常面臨的困擾之一。永久性視訊檔案The PermanentVisual Archive

（PEVIAR）計畫，就以類比視訊保存做為比較基礎，提出視訊資料判

斷準則，而如何確保類比式檔案真實性，不外乎以下幾個重點： 

1. 保存良好的儲存環境。 

2. 嚴格限制檢調應用。 

3. 如有必要，可透過不同方式來驗證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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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實性重要關鍵因素在於實體長久存在（permanency and  

materiality） 

但是上述第3及第4點真實性的關鍵因素，對於電子檔案可能就會遭

遇到問題。首先，有些電子式資料會受限於載體，所以，主觀被決定或

操控呈現方式，其真實性的判斷因而遭到質疑；而電子類型歸檔作業，

無法避免必要的操控，例如轉置作業對不同格式及軟硬體的限制就相當

的嚴格。 

另外，傳統檔案可用碳14（radiocarbon-date）來判定文件保存年限，

然而，電子檔案反而無從判定。而這也說明電子檔案現階段難以由外力

證實實體長久存在的證據。Durantis指出，現代檔案管理人員面對電子

檔案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信任的紀錄保管者及監督者，而在數位時代的

新難題是這些數位物件，很難識別「檔案紀錄」之所在，以及如何判定

電子檔案的真實性。因此數位檔案法理學（Digital diplomatics）及數位

鑑識學（Digital forensics）恐將成為檔案管理人員不可不知的學問。 

數位檔案法理學是將檔案視為合於法律程序結果的紀錄，研究數位

檔案本質（nature）、起源（genesis）、特質（formal characteristic）、

組成結構（structure）以及傳遞方法（transmission）的學問。至於數位

鑑識學則是以科學方法推演經證實的數位證據，包含其內容的驗證、識

別、分析、解釋及呈現等。這些是原本傳統檔案保存的價值，而如何使

電子檔案也能具備同樣功效，成為現代檔案管理人員相當重要的課題，

也是數位時代檔案管理人員之核心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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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數位檔案的真實性鑑定方法，以雜湊值計算（hashing）為

主要的方式。所以，所保存的電子文件，毎一件均會個別計算出特定的

文件雜湊值，也就是任兩個不同文件的雜湊值，必有所不同，以此驗證

電子文件的真實性，如圖1所示：  

圖1 數位檔案的真實性鑑定方法 

然而，這種計算方法，並非萬無一失。如果某電子文件相應的雜湊

值被變更，將無從檢驗原始文件的真實性。同時，電子文件資料越多，

雜湊值安全程度仍有學理上的限制，若欲以有限長度的雜湊值表示無限

長度之文件，仍有爭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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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數位檔案真實性—雜湊值問題圖示 

以數位簽章保存電子檔案的真實性，仍然是目前較佳的解決方案。

由於雜湊值及數位簽章的應用，成為電子檔案真實性判定的主要方式，

因此，檔案管理人員必須對這些方法有所了解，成為現代檔案管理人員

重要的核心職能一環。 

此外，電子檔案大量產生，難以用肉眼判讀，因此電子檔案的鑑定

處理、保存、檢調應用，必須依賴軟體工具輔助，而適當的軟體操作也

成為對新時代檔案管理人員職能的要求。其中，數位檔案管理系統（網

址http://e-records.chrisprom.com）是針對小型檔案館所發展的一套模

板，用來協助檔案管理人員完成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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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小型檔案館之數位檔案管理系統   

由於，軟體的選購或開發成為現代檔案管理人員的必要職能。所以

軟體評估標準（software evaluation criteria）相關知識也被視為檔案管理

人員所需的必備知識。故此，有關軟體工程上的基本要件以及關鍵名詞

之定義，如系統功能性及可靠度（functionality/reliability）、易用性

（usability）、擴充性（scalability）、文件完整性（documentation）、

操作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詮釋資料支援程度(metadata support) 、

使用者彈性及客製化（flexibility/customizability)、使用授權、技術支援、

持久性及使用者群的建立，也成為現代檔案管理人員面對電子檔案管理

的新興技能。 

二、議題2—What to keep: how to mirr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數位時代所產生的新型紀錄是否成為檔案館可以永久保存範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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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保存才能符合檔案保存概念，成為另一項檔案管理的難題，以下

分別就常見的網頁保存、業務資料庫管理系統、辦公室文件及影音資料

等進行探討，而不同的檔案類型，實務上亦有不同的技術需求。另外，

轉置、模擬及系統保存等保存技術之運用，各國因實際需要的不同，亦

有深入的案例進行說明。 

目前存在越來越多的電子文件類型，包含電子文件檔案管理系統

（ERM）、機關內網（Intranet）、網頁資料、部落格（Blog）、維基系

統（Wiki）、社群網路工具及電子郵件等，究竟對檔案館而言哪些具備

保存的必要，在本次研討會中亦有諸多討論。Jean-Daniel Zeller針對一

個機關內網中包含的各項應用資訊整理如表1，而這些都有可能成為檔

案館所要保存的對象。 

表 1 機關內網各項資訊應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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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受到通訊環境變化的影響，各級政府間電子郵件的往來，

早已普遍應用。所以，歐洲各國對電子郵件歸檔都有共識，認為電子郵

件已經取代紙本信件，而目前最重要的議題，是如何將電子郵件視為正

式檔案進行徵集、描述、評鑑及保存處理。其他如部落格、維基系統及

新興社群網路工具如（Twitter、Facebook或Plurk）等，各國存在不同的

意見。因為這些類型資訊，往往存在時間極短，所以大體上，除非內容

特別重要，不然應該不會成為檔案館必要的收集對象。至於一些機關內

部網路有關作業流程簽核及作業管理系統，如電子表單或行事曆等，一

般則被視為較具有歸檔之價值。 

有關電子檔案歸檔原則不外以下3點： 

1. 僅具暫時性價值的資訊及文件，不必優先歸檔。如即時通訊、部

落格、視訊會議、論壇及行事曆等。 

2. 僅存在機關內網的資訊具有歸檔價者，如名錄、維基系統及組織

架構圖等，應予歸檔。 

3. 存在機關內網其他資訊系統所產生的資訊，如e-mail軟體、工作

流程、CMS、知識管理工具（tool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及

專案管理工具( tools of projects management)等就有歸檔的必要。 

由上可知，對機關內部的EMS，也就是所謂電子文件管理系統而

言，一般認為有保存的必要。但目前各機關使用的EMS系統差距甚大，

因此，針對EMS系統進行鑑定也成為保存電子檔案相當重要的議題。 

相對於我國政府機關的檔案管理系統，在性質上較為接近歐洲的

EMS，因此以下介紹丹麥國家檔案館對EMS系統鑑定的目標及方法，或

許可以作為我國的政府機關，保存是類電子檔案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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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管理系統鑑定的主因其一為保存，另一個原因則是為了清

理。就保存而言，不外乎檢驗所存的電子檔案對公民及丹麥社會作為公

共事務的事證，是否還存在實質重要性。就清理而言，就是檢視整個行

政管理作業是否有冗餘的資訊存在。以現階段而言，丹麥所採取的鑑定

方式並不是針對系統內單一的文件進行鑑定，而是檢視由電子檔案管理

系統提交的資訊封包（Submission information packages，簡稱SIPs）來

判斷。目前為止，有超過50個電子檔案管理系統依照SIPs格式移轉到丹

麥國家檔案館。 

電子檔案管理系統鑑定計畫的背景起因於成本考量，以丹麥國家檔

案館而言，鑑定就是為了減少公共行政的成本。其以資訊傳遞封包進行

分析後發現，很多系統內保存的文件不具實質內容，而是有一些資料重

複，且很多電子檔案並没有按照紙本清理的方法進行處理，因此電子檔

案管理系統應該具備自動清理機制，才是較佳之系統。依該館所存在的

電子檔案格式進行檢視，doc檔仍然是最大宗，tiff檔第二，第三則是純

文字檔txt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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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丹麥國家檔案館現存電子檔案格式分佈圖 

丹麥國家檔案館透過和各機關訪談以了解電子檔案管理鑑定的需

求，包含電子檔案的使用範圍、如何確保文件品質及管理，以及在電子

檔案管理系統鑑定作業上，各機關的定位等。大多數機關認為檔案管理

系統由歸檔管理變成一個知識庫為基礎的資訊系統，以及當資料庫管理

系統改變的時候，有必要進行電子檔案管理系統的鑑定，包含針對某些

檔案格式規格，以及是否清理部分文件，都在鑑定的範圍內，而鑑定時

係以該系統中所有文件為對象。 

至於網頁的歸檔問題，在本次會議中也有相當廣泛的討論，因有些

檔案管理人員認為在資訊社會中網頁是最直接反映社會現況的資訊來

源，而相關數據也指出，自2006到2011年，5年內的網頁資訊量成長了

10倍，這意味著未來網頁典藏的成本將會越來越高。目前有不少機構正

在進行網頁典藏的工作，如The Internet Archive 從1996年開始每2個月

蒐集一次全世界的網頁；奧地利和瑞典國家圖書館比照印刷本的蒐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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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定期蒐集全國的網頁；英國國家檔案館蒐集中央部會網站的資訊，

而大英圖書館則選擇性蒐集私人或非政府機關之網站。網站的收集，除

了資料量巨大外，也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必須考量，例如網站伺服主機

是否分散、網站軟體的基礎結構、內容是否動態、是否內嵌影像物件、

是否為串流檔案、超連結的結構如何、詮釋資料是否使用原本的方式或

者需要外加等，都會影響作業方法及難度。 

總而言之，電子檔案保存的共通性問題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項： 

1. 檔案館希望保存原始資料還是經過整理鑑定後的檔案紀錄？ 

2. 應用系統是否也屬於檔案的一環？ 

3. 電子檔案的完整性及真實性（integrity or authenticity）尚未落實

時是否也需要保存？ 

4. 電子檔案保存的工具應用問題。 

目前各國的基本共識為無論要保存什麼樣的內容，鑑定作業是不可

或缺之作業程序。由於電子檔案的作業及生成環境，涉及到較為複雜之

技術，因此傳統紙本鑑定作業方式，應用於電子環境可能會有所改變。

瑞士在1998年於聯邦歸檔辦法中（The Federal Archiving Law）提出共同

作業模式的鑑定方式，係由檔案產生者先行判斷，再由檔案專家進行鑑

定作業（如圖5）。該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各種面向的檔案價值都會被考

量，一改過去只有檔案管理人員進行判斷的模式，尤其許多新興形態的

電子檔案，檔案管理人員不具備使用的能力，而在這樣的條件下，顯然

無法針對內容進行進一步判斷，因此合作鑑定的方式，使得檔案管理人

員在鑑定過程中，仍保有內容鑑定的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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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共同作業鑑定方式 

另就電子檔案的蒐集範圍而言，普遍認為重點在電子文件的重要

性，而不在保存之形式，因此凡經鑑定具有保存價值的電子檔案都應被

妥善保存。然而，電子檔案是否應該保存生成的原樣，成為技術上被討

論的重點。 

挪威國家檔案館針對檔案管理系統建立新保存作業模式，提出所謂

的諾亞方舟標準（Norwegian Norah 5 Standard），共區分為5個版本，分

述如下： 

（一） 版本Version 1–3 (1984-1994)—登錄系統標準(A registry systems 

standard) 

諾亞標準version 1-3 (1984-1994)建立兩階段標準功能需求，其中包

含移轉格式的設計，惟目前尚未經挪威國家檔案館核可，仍以各機關內

部使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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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版本Version 4 (1999)—電子檔案標準及電子文件歸檔標準（An 

ERM standard including electronic archiving of documents） 

諾亞標準version 4 (1999)明訂電子檔案管理系統規格細節，計95個

表格885個欄位，其電子檔案移轉標準以XML格式轉出40–60資料表，其

中每一個資料表都有專屬使用的 DTD定義。該格式是便於符合諾亞標

準version 4應用軟體的資料交換標準，相當於我國檔案管理資訊化作業

要點的附件格式。 
 

 

圖6 諾亞標準version 4資料轉置及移轉流程 

（三） 版本Version 5 (2008)—電子檔案標準邏輯結構 

諾亞標準version 5 (2008)明訂電子檔案標準邏輯結構，而其中屬必

備需求者並不多，大部分皆為可選擇的功能，且容許以不同的工具進行

整 合 應 用 ， 有 興 趣 的 讀 者 可 參 照 下 列 網 址 進 行 下 載 ：

http://www.arkivverket.no/arkivverket/Offentlig-forvaltning/Noark/Noar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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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version。諾亞標準version 5的資料模式（data model）是相當清

楚的電子檔案保存結構，任何機關都可以針對其需要，在各自系統中建

立不同檔案全宗（archive fond），其中檔案下可細分不同時期（通常以

每5年為一個範圍）後，集結為全宗。之後，使用者可自由給予案號及

其下的案卷號。如果案內文件有不同版本、編打方式或格式，均可加以

註記。進行移轉時，每一份文件都必須以一個電腦檔（bit stream）作為

移轉單位，以挪威國家檔案館而言，其對純文字檔採UTF-8或ISO 8859

為標準，而對影像檔則以TIFF v. 6為標準。此外，XML及PDF/A 也是

可接受的標準。 

 

 

 

 

 

 

 

 

 

 

 

 

 

圖7 諾亞標準version 5電子檔案標準邏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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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亞標準version 5所訂的移轉格式（transfer format）是以XML 來

對應表格化資料，而關連式資料庫管理系統的關係都會被轉成XML 階

層關係，來取代外部連結鍵值（explicit links foreign keys），使得保存

結構可以更為簡單。這種方法對電子檔案移轉及交換最大的差異及改變

在於，讀取儲存的電子檔案是以XML工具和格式檔（style sheet）讀入

資料進到XML資料庫，再用XML queries 查詢工具匯入電子檔案資料。

這種方式實質簡化保存電子資料的限制，而在本標準中規範成8種歸檔

單位的詮釋資料（metadata）及物件（objects）。如此使得電子檔案歸

檔的資訊不會受到技術結構太多限制，可使系統著重於歸檔資料的邏輯

結構。 

數位保存可確保資訊社會所產出的文件紀錄原樣呈現，重點在強調

無損轉置（lossless）原則，所有的轉換及修改均在檔案中記錄，以便在

未來可以還原。瑞士提出檔案歸檔原則為不儲存原始資料載體，而是將

資料內容和資訊之間的關係分別貯存，而如何在改變載體的環境下，仍

維持所有訊息的原貌，各國均有不同的解釋及處理模式。以瑞士聯邦檔

案館所設計的整體電子檔案典藏架構為例，其係依據OAIS參考模型

（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及檔案資訊系統ISO標準進行建

置，亦即依OAIS作為通用參考模型框架，在此框架下設計典藏環境、封

裝內容及組成元素，而所有典藏之電子檔案均按照OAIS模型，依下列三

類型封包存檔： 

1. SIP（Submission information package）：提交入庫資訊封包 

2. AIP（Archival information package）：存儲資訊封包  

3. DIP（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package）：傳遞資訊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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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電子檔案資料提交、儲存和傳遞過程，資料及其詮釋資料都必

須完整保存。其中用來說明資料內容的詮釋資料，對強化訊息內容的效

用很大，由於可使所保存的電子資料，即使不存在原始軟硬體環境，仍

可藉由詮釋資料，還原電子檔案生成環境內容及功能，因此數位典藏系

統，可確保典藏內容無誤、永久並符合成本經濟性。 

歐洲對電子檔案的定義，大致認為是可用數位形式交換的資訊內

容，因此電子檔案存在於各種形式，從簡單文字到較為複雜的圖片、錄

音及資料庫等皆然，又可包含原生形電子檔案及數位化生成的電子檔

案。瑞士聯邦檔案館對上述這兩類電子檔案均加以徵集，而無論是哪一

類電子檔案都必須符合瑞士聯邦檔案館格式規範，以方便進行後續檔案

移轉及存檔，簡單說明如下。 

多數檔案館所採行的電子檔案格式標準，不論其目的是出版、保存

或瀏覽，都必須是聯邦檔案館所認可的格式，才進一步加以處理，而以

長期保存為目的者稱為歸檔格式（archivable file formats）。在電子檔案

徵集過程中會先進行格式檢查作業，以確保提交及存檔過程內容的正確

性，如果發現送交機關電子檔案格式不符合館方標準，可退回原機關修

正，並適時檢討提交及歸檔格式是否有修改之必要。若當前某一個特定

格式已過時，則瑞士聯邦檔案館會指定合適的替代格式，同時在保存過

程改變存檔紀錄，將已存儲在資料庫中舊格式全數轉為新格式。再以電

子檔案典藏格式為例，非結構性純文字 text 以 UTF-8、UTF-16、

ISO-8859-1、ISO8859-15 及 US-ASCII 為內碼者為收錄範疇；辦公室文

書則以 PDF/A及其對應支援列印用 Adobe公司 PDF 1.4版為標準；至

於影像係以 tiff貯存為 raster graphics，亦稱為像素圖。雖然 tiff 格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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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擴充彈性的格式，亦較適合長期保存，然其主要限制在於黑白影像

可以壓縮，彩色影像則不可；聲音資料以 wave 檔作為主要數位聲音的

容具檔，具有高品質音檔之特性。 

歐盟電子檔案保存計畫 Planet，由瑞士所發展的典藏關連式資料庫

軟 體 稱 為  SIARD （ Software independent archiving of relational 

databases），該工具是瑞士為了長期保存關連式資料庫所開發的工具，它

可將關連式資料庫的資料轉成 SIARD 格式。上述格式是由瑞士聯邦檔

案館自行開發，並屬於歐盟 Planets 研究計畫數位保存平台的產物。目

前在瑞士聯邦檔案館所保存的資料庫均已轉成 SIARD 格式，而該格式

相關規格完全公開，有興趣的讀者可上網自行參閱。  

三、議題3—E-Archiving: reorganization of processes and business models 

在進行數位典藏作業時，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經費且耗時，而如何讓

該作業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大的效果，許多人建議應將數位典藏過程進

行檢視，並應將商業經營模式納入其中，而以下即就各國代表所發表的

文章擇摘其重點如後。 

（一）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保存電子檔案之概念架構（NARA’s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preserving electronic records）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NARA的David R. Kepley所發表，最主要是介紹

NARA正在進行的電子檔案管理計畫（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Project，以下簡稱ERA）。ERA的發展願景包含以下幾項： 

1. 成為電子檔案管理創新的領導者。 

2. 與聯邦政府充分合作，發展電子檔案創新管理的政策及規範。 

3. 持續發展保存各種政府機關的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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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出具有全國性的電子檔案管理系統。 

5. 開發管理NARA本身的電子檔案管理系統。 

6. 確保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地點均能使用之前保存的檔案。 

7. 組織成員能隨時在檔案的不同生命週期中使用電子檔案。 

8.  隨時提供使用者服務的需求並獲得顧客的意見回饋。  

NARA係採用OAIS作為ERA計畫的參考架構，對ERA計畫而言，

OAIS提供了實體（entities）、功能（functions）、資料流程（data flow）

及行政活動（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的一個高階架構，主要在明瞭任

何要長期保存資訊之系統所應具備的功能與單元，因此它是一個參考模

式而非實作指南。此外，NARA探討了真實性（authenticity）、取用性

（access）、轉置（transformations）、持續性格式（sustainable formats）

及重要特質（significant properties）等關鍵課題，並在ERA計畫內執行

這些概念。 

就真實性而言，ERA的目的是要維持及產生電子檔案的真實版本，

以滿足其研究社群的需求，其實際做法包含數位檔案必須確保沒有毀

損、metadata資料必須能夠抓取且能夠與正確的數位檔案連結、衍生資

產（derived assets）必須反映原始資產的重要特質及NARA必須記錄ERA

的保存過程等。就取用性而言，NARA必須透過數位檔案格式且盡其所

能，提供民眾取用電子檔案館藏，而取用性的策略包含提供原始檔案、

提供觀看設備及轉置檔案等。就轉置而言，電子檔案轉置可能因為保存

或者參考的目的，而必須執行此項工作，其過程包含檔案管理人員分析

研究者的需求、檔案管理人員與檔案保存人員洽談、兩組人員協力發展

轉置策略並記錄他們的轉置計畫及ERA執行核定的策略等。就持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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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言，其主要是增加未來取用的可行性，這些持續性的格式包含

PDF-A、XML、ASCII、HTML、TIFF及JPEG等。就重要特質而言，係

指數位物件必須隨時間被保存的特質，以確保其可持續取用、使用及產

生意義，而這些特質包含內容、外觀、結構及行為等，以下即為NARA

的保存系統雛形架構圖。 

 

圖 8 NARA保存系統雛形架構 

（二）在商業過程管理與電子檔案間產生協力作用（Creating a synergy 

between BPM and electronic archives）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日內瓦Architect & BPM公司的Alexander 

Samarin所發表，最主要是在說明他如何將現代化科技及商業化技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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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商業過程管理、企業架構及服務導向架構等），應用於電子檔案的管

理過程。 

在該篇論文中，他闡述了以下幾項議題： 

1. 如何建構一個較易於瞭解的商業過程管理，以及其應用於機構策

略上的潛力。 

2. 積極地思考當建構以商業過程管理為主的系統時，如何將檔案需

求納入。 

3. 現代化檔案可視為是一個商業過程管理的系統，也是許多企業服

務的其中一個要項。 

（三）數位保存的風險事業管理（The risky business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models to digital file format obsolesence）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英國國家檔案館的Ross Spencer所發表，最主要

是介紹科學化的風險管理方式如何應用於解決數位檔案格式過時

（format obsolescence）的問題。 

長久以來，數位檔案格式過時問題一直對於數位保存是個威脅，只

要人們持續使用這些檔案，就有可能產生資訊遺失的風險，因此針對該

議題謀求解決，在資訊時代愈發顯得相當必要及重要。有鑑於此，英國

國家檔案館遂與歐盟Planets Projects小組合作，將國際化的標準風險管

理模式用於解決數位檔案格式過時的問題，如此提供一個客觀及科學化

的方式，瞭解格式過時的風險及其所可能產生的資訊遺失。 

（四）建立信任：保存加拿大的數位國家記憶（Building trust: preserving 

Canada’s E-Memory）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加拿大圖書暨檔案館的Zahra Pourjafar-Ziaei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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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Campbell所共同發表，主要介紹該館如何保存加拿大數位國家記

憶，身為加拿大國家記憶的保存者，該館有義務與使命保存並提供民眾

取用珍貴的文化資產及重要國家檔案。 

鑑於加拿大圖書暨檔案館具有大量及快速成長的數位館藏、內容產

生者的持續期待、使用者期待更大量與快速的資訊取用、以及對於合作

與分享的需求等因素，該館近幾個月以來，積極辦理TDR（Trusted Digital 

Repository，如圖9）計畫，負責處理電子檔案真實性、完整性、可及性

等相關議題，且針對電子檔案的生命週期採取整合性的方式，並發展完

整的政策、標準、工作流程及應用最新資訊技術。此外，與聯邦政府機

關（構）及其他層級的政府、大學及私人部門建立合作網路，使其保存

加拿大數位記憶的使命得以有效達成。 

圖9 加拿大圖書暨檔案館TDR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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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數位保存計畫經驗分享（Lessons learned in preservation planning）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奧地利維也納科技大學的Hannes Kulovits及

Andreas Rauber所共同發表，主要介紹與數位保存規劃相關的議題，且

參考Planets計畫的保存規劃方式，進行部分個案研究，以評估該方式的

成效。 

由於數位資訊的快速成長、不同媒體型式的擴增、資訊科技的快速

演變、資訊遺失或毀損的問題、持續關注及維護的需求等因素，使得在

規劃數位保存，充滿了相當多的挑戰。一般而言，保存規劃係指一個有

作為的機構所採取之一連串保存作為，使得數位物件或紀錄能夠抵擋數

位環境下所面臨的風險。在訂定保存規劃時，需考量保存政策、法令規

定、組織及技術上的限制、使用者的需求以及保存的目的等因素，其規

劃內容大致包含定位、現狀、機構設置描述、館藏描述、保存需求、保

存策略、成本、重新評估的需求、角色及責任、保存行動規劃等。 

參考Planets計畫的保存規劃方式，兩位作者將該方式應用於互動式

的多媒體藝術、影音遊戲、資料庫保存、電子文件及數位影像（包含年

鑑、報紙及16世紀圖書）等媒體型式，並證實能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好

的保存效果。 

（六）數位保存過程：檔案決策及自動化（Digital preservation processes: 

archival judgement and automation）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英國Tessella公司數位檔案解決小組的高級主管

Robert Sharpe所發表。誠如作者所言，數位保存涉及到許多的步驟，這

些都需要檔案管理人員進行一些人為判斷，而數以萬計的檔案資料需要

被保存，亦意味著其必須進行自動化。因此，檔案管理人員需要評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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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型式在保存上的適切性。 

當然數位保存過程相當複雜且需要涉及轉置媒體，亦可藉由部分工

具來完成，例如歐盟Planet計畫所發展出之Plato系統，就是處理數位保

存相當實用的工具。藉由結合人為判斷與適用的自動化輔助，即可以建

立一套讓使用者順利取用資源的數位保存途徑，並且能夠保留檔案內容

主要的特質。 

（七）數位保存使用OAIS模式所需決定的成本因素（Determining cost 

factors in digital preservation using OAIS model）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挪威Oslo University College的Doreen Kerubo 

Mageto所發表，主要介紹於數位保存作業時，使用OAIS模式當作架構，

據以決定其成本因素。 

本研究最主要的議題是如何從OAIS功能模式中，確認其成本因素，

而研究目的包含以下幾點： 

1. 建立機關在確認數位保存成本因素的機制。 

2. 探究機關在數位檔案長期保存上的資源分配。 

3. OAIS功能模式如何協助機關決定數位保存之成本。 

OAIS是1999年由CCSDS（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Space Data 

Systems）所發展，2002年CCSDS版本的OAIS參考模式已變成是一個國

際標準，用於數位資訊的長期保存工作及提供系統間詮釋資料互通的架

構，讓不同類型的詮釋資料得以交換與再使用，而有關OAIS功能模式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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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Submission Information Pakage； AIP=Archival Information Package；

DIP=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Package；DI=Descriptive Information 

圖10 OAIS功能模式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式，並融合量化及質化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是挪威的資訊專家，包含EDOK、Verdiskarperne及LongRec project在內

的代表共計36位，並蒐集了16份線上問卷且進行了6次的深度訪談。研

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機構並沒有針對數位保存發展成本模式，只有少數

機構使用OAIS模式架構來決定數位保存的成本，而不同機構及國家間的

成本因素可能有所不同，惟該模式仍有助於預估數位保存之成本。此

外，在應用該模式時，亦應考量組織的性質、持續性、成熟度與科技進

展等因素。由於數位資訊的成長迅速，將來數位保存的成本只會越來越

高，因此在計算成本時，應以機關實際上的情況情形考量，並且應將使

用者的需求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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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芬蘭數位國家圖書館及其數位保存方式探討（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Finland and centralized digital preservation solution）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芬蘭國家檔案館的Markus Merenmies所發表，主

要介紹芬蘭數位圖家圖書館長期保存計畫。 

作者認為，芬蘭數位圖家圖書館的預期效益包含以下幾點： 

1. 改善數位資源的可取用性，並加強組織的合作並打破彼此間的藩

籬。 

2. 減少數位化、管理、資訊散佈及保存數位檔案的重複浪費。 

3. 改善互通性、管理性及數位化過程的效率性。 

4. 保存未來被列為文化資產素材的可行性。 

芬蘭數位圖家圖書館長期保存策略係使用OAIS架構，且使用共通的

metadata結構描述數位資源。該計畫不僅只是技術的架構，亦是機構的

實際發展藍圖，以資用於改善數位化過程與長期保存的效率。 

（九）溝通：文獻生命週期早期的保存之道（Bridging the gap: preserving 

docoment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lifecycle）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荷蘭Municipal Archives Rotterdam的資訊經理

Mies Langelaar所發表，最主要是介紹Rotterdam的Municipal Archives及

其管理當局所進行的一項數位保存計畫WABO。 

Municipal Archives Rotterdam之所以進行WABO計畫，主要是基於

以下幾項緣由，包含檔案館數位資源的擴增、對於數位資源的威脅與日

遽增、對於管理及保存數位資源的需求迫切、政府與資訊部門之間的聯

繫不夠及員工的作業程序未臻標準化等，因此他們需要在市政當局的各

分辦公室執行紀錄管理作業、提升檔案保存的意識、將資訊整合入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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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流程、同時考量持續性及時間因素等。基此，Municipal Archives 

Rotterdam有二項重要工作，包含Municipality of Rotterdam及私人檔案館

能夠接受與吸收數位資訊，以及安全保存市政當局的數位資訊，確保民

眾能夠簡便取用，而其職責包含發展TDR（Trusted digital repository）、

發展工具、發展保存政策及提供紀錄管理者建議與支持，以下即為

WABO計畫進行檔案作業的工作流程。 

-04-10 12圖11 WABO計畫架構圖 

在上述過程中，需要決定的事項包含在哪一個步驟資訊需要被保

存、界定正確的metadata模式、界定長期保存選擇的資訊物件、媒體型

式及標準、草擬移轉協議、草擬服務協議等，而此時需要進行的溝通包

含檔案館的專家需要參加新過程與新應用的設計、標準的選定與設置、

發展保存管理的策略與決定責任的歸屬等。 

（十）第一年的匈牙利數位典藏計畫（The advantage of latecomers. The 

first year of the Hungarian Electronic Archive project）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匈牙利國家檔案館的Zoltan Szatucsek所發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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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介紹匈牙利進行數位典藏計畫時的準備與規劃情形，以及略述第

一年之執行情形。 

匈牙利國家檔案館成立於13世紀，目前隸屬於文化及教育部，共有

270名職員、4棟建築物及72,000公尺的紀錄，其在2009年開始施行數位

典藏計畫，系統設計架構圖如下。 

圖12 匈牙利數位典藏計畫架構圖 

依照該系統設計架構進行相關作業後，可以解決許多艱鉅的挑

戰，包含技術過時的問題、混合文件（hybrid documents）的問題、多重

檔案的問題、轉置的問題等。匈牙利數位典藏計畫汲取許多先前的經

驗，並整合多項歐洲國家的計畫，使其在數位典藏上跨出相當大的一

步，而執行該計畫的寶貴經驗是數位典藏需要與各機關（構）之間的參

與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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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題4—Online access: solutions and implications  

建置數位典藏系統的目的，除了達成資訊公開外，最主要是希望便

捷使用者使用，發揮系統之功能，因此在建置系統時，應將使用者之需

求納入，而以下即就各國代表所發表的文章擇摘其重點如後。 

（一）如何使用線上地圖取用數位珍貴資源（How to access the digital 

heritage using an online map）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波蘭Institute of Geodesy的Albina Moscicka及

Research and Academic Computer Network的Marek Marzec所共同發表，

主要在介紹他們所進行的研究計畫A methodology for mapping movable 

heritage，而該計畫最重要的部分是使用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整合不同的數位檔案資源。 

一般而言，由時間及空間所組成的GIS可透過線上地圖方式，將現

今與歷史資訊的文化資產進行蒐集並呈現。本計畫希冀使用空間資訊簡

化民眾取用數位文化資產，並且讓網際網路使用者更樂於使用該系統，

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即是如何連結檔案資產及地理空間的方法。因此，

本計畫首要之務即是採用國際標準描述數位館藏，透過所使用的

metadata將檔案資產與地理空間的關係加以表示後，再發展線上互動式

地圖的雛形，使民眾可以輕易取用數位館藏，同時擴展了文化資產使用

的範疇。 

（二）從使用者角度探討檔案資源取用（Archival access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本 篇 論 文 由 任 職 於 荷 蘭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的 Julia 

Romijn-Wixley及Aron De Vries所發表，最主要關注的議題是使用者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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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user competences）對於取用檔案資源的影響。其中，能力指得是個

人在執行一項專屬工作所需的標準化需求，包含了知識、技能及行為能

力。 

兩位作者就取用檔案資源能力所需的能力進行初步探究，並測試了

二部分的能力，包含檔案智能（archival intelligence）及數位檢索技能

（digital searching skills），而檔案智能指得是對於檔案原則、實務及機

構的知識，以及能夠瞭解主要來源及其替代品（surrogate）間關係的能

力。至於數位檢索技能則是包含網路瀏覽、網路應用，以及界定相關檢

索詞彙及選擇檢索結果之能力。研究結果計有以下幾項發現： 

1. 檔案技能與經驗息息相關，因此必須提供使用者所需的檔案知

識，俾利其解讀相關資訊。 

2. 數位檢索技能與檢索行為息息相關，因此必須提供給使用者必要

的數位查找工具（digital finding aids），俾利其搜尋相關資源。 

3. 存在於使用者取用檔案資源的四個鴻溝，包含使用者及詮釋資料

（metadata）間、問題及詢問（query）間、習慣及檔案實務（archival 

practice）間及系統可用性（usability）之鴻溝，因此檔案管理人

員必須當一個引導者，且需建立一個能夠讓使用者取用所需技能

之系統。 

（三）新世代學者的線上檔案資源（Online archives for new-generation 

scholars: a case study on the Parallel Archive）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匈牙利Open Society Archives的Gabriella Ivacs所

發表，主要介紹Parallel arhive（以下簡稱PA）之線上檔案資源。PA是

由Open Society Archives所發展，其測試版於2009年5月發表，主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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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研究及出版、進行跨領域合作，以及針對歷史紀錄的研究方法進行

探究。 

Open Society Archives發展PA係有感於學者的3項關鍵性需求，包含

缺乏有效原始檔案紀錄之線上管理工具、缺乏簡易且透通性取用檔案資

源之方式以及缺乏社群合作的工具等。有了PA，可使學者分享他們真正

感興趣以及確實在使用的數位副本。除了基本的研究工具（包含自動的

光學字元辨識、註解工具、個人化的資料夾系統及固定的引用URL等）

外，PA尚提供廣泛的社群網絡功能，包含標記功能、論壇功能及評論功

能等。 

（四）檔案在數位化及重複利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英國經驗為例（The 

role of archives in digitization and reuse—the  UK’s experience）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英國檔案館的Caroline Kimbell及Oliver Morley所

共同發表，主要在探討全球化的數位化計畫所帶來之省思，包含以下幾

點： 

1. 數位化的理由為何：是為了大眾取用資源、商業型態的轉變、增

加收入抑或更廣泛的經濟利益？ 

2. 數位化增加抑或減少了檔案的使用量？ 

3. 如何在服務社會大眾與立法、政策等層面進行調和？ 

兩位作者以英國檔案館的經驗為例，說明如何在文化資產的重複利

用及數位化中保持平衡，並且英國檔案館已經將數位化思維創新，不僅

增加了百萬以上的使用者，也使檔案資源變成是新的線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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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上取用有版權保護之檔案資源（he role of archives in digitization 

and reuse—the  UK’s experience）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波蘭檔案學會的Anna Krzeminska所發表，主要是

介紹波蘭如何提供民眾檢索具有版權保護之檔案資源。在波蘭所有的歷

史檔案皆有版權保護，這些資源包含照片、錄音資料、影片、私人文獻

（包含通訊、科學摘要及研討會論文等）及未經發表的碩士論文，而其

係透過捐贈、購買，以及來自大學及科學機構的論文、州立辦公室檔案

等多種來源途徑取得。 

在探討波蘭如何讓這些歷史檔案為民眾所取用時，由於其涉及到版

權問題，因此有必要先介紹二個重要的法令，包含檔案法及版權法，說

明如下： 

1. 檔案法：該法保障當檔案產生30年後，民眾可因科學、文化、科

技及經濟等目的，而無受限制地取用這些檔案資源的可能性。 

2. 版權法：該法規範圖書館或學校所產生的檔案，其館藏應該免費

地供民眾取用，不過取用的範圍僅限制在已經公開散佈的作品副

本。其中，公開散佈指得是在經由作者的同意下，以各種型式讓

作品能夠讓民眾取用。 

當徵集到許多珍貴的歷史檔案後，透過建立網站讓民眾取用是最便

捷的途徑及工具，因此波蘭政府致力於建立相關線上檔案資源，包含建

置波蘭國家數位檔案館（網址http://audiovis.nac.gov.pl），提供民眾免費

取用超過12萬張照片及1萬5千份錄音資料等歷史檔案，而Jagiellonnian 

University所進行的數位典藏計畫（網址http://www.archiwum.uj.edu.pl），

亦提供了許多博士、碩士及學士論文及部分照片資源供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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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歐洲家譜檔案數位化計畫的構想及執行（Digitization of 

genealogical projects in European archives—con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Ancestry.com公司的Nikolai Donitzky及Daniel 

H.Jones所共同發表，由於家族資料在歐洲是歷史相當悠久的珍貴資

源，為了讓民眾更便捷及快速的取用這些資料，該公司進行了相關的

數位化計畫。 

Ancestry公司成立於1983年，當初是一家家譜書商，到1997年正式

成立Ancestry.com公司。目前該公司共有40億筆資料及超過1,400萬筆家

譜樹狀圖及3,000萬筆照片資源等，並且協助英國國家檔案館及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進行數位化作業，而該公司所採取的數位化程序

詳如下圖： 

 

 

 

 

 

 

 

 

圖 13 Ancestry公司數位化程序圖 

作者認為，數位化不僅是長期典藏的第一步，對於廣大的市場而

言，它也能夠保存原件及減少檔案處理過程中之負擔，因此進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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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數位化研究，不僅是一個好的開始，也充滿了許多的商業契機。 

（七）「全域檢索」掌握電子檔案及圖書館資源（Global Search—one click 

to electronic archives and library resources online）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聯合國圖書館的 Sigrun Habermann-Box及

Blandine Blukacz-Louisfert所共同發表，主要是介紹該圖書館所發展的檢

索工具Global Search，而該工具之發展係為了提供民眾更好的取用線上

資源方式，使其可以同時檢索聯合國圖書館及檔案目錄，以及各式的電

子資源。 

Global search主要有以下幾項功能及特色，包含不同的檢索選擇、

廣泛的檢索結果清單、連結至全文及其他聯合國圖書館服務，同時它具

備快速檢索（quick search）的設計，讓民眾可以更便捷檢索所需資訊，

並進行更多的延伸查詢。該檢索工具是圖書館及檔案館服務的成功合作

案例，對於使用者具有相當大的助益。 

（八）政策及品質之互通性—數位檔案館及數位圖書館之組織策略

（Policy and quality interoperability: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for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libraries）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英國University of Glasgow的Peala Innocenti、

Giuseppina Vullo及Seamus Ross等三位學者共同發表，主要在倡議政策

與品質互通性的組織策略，並介紹歐盟所補助的DL.org計畫。 

DL.org計畫的主要任務是使數位圖書館設計者、發展者、使用者及

研究者，能夠針對互通性、可供仿效的做法及模擬基礎等層面，加強發

展下一代的數位圖書館，而該計畫總共包含內容工作小組、使用者工作

小組、功能性工作小組、政策工作小組、品質工作小組及架構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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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圖14）。 

 

 

 

 

 

 

 

 

 

圖14 DL.org計畫架構圖 

為了促使政策工作小組及品質工作小組能夠互通，二小組人員進行

了團體討論，其討論主題為「What is your experience with policy and 

quality interoperability in digital archives, digital libraries, digital 

repositories？」，並就儲存裝置選擇、使用者政策、鑑定政策、內容重

覆政策、標準議題、metadata評估及政策一致性等議題分享其經驗。經

由此討論方式，能夠使品質及政策的觀點在發展數位圖書館互通性上面

獲得共識，且對於發展下一代的數位圖書館也具有相當大的效益。 

（九）APEnet計畫簡介—建立歐洲檔案資源的匝道（The APEnet 

project—building a gateway to archives in Europe） 

本篇論文由德國Angelika Menne-Haritz、Luis Ensenat、Wim van 

Dongen、Lucile Grand及Peder Andren等多位學者共同發表，主要在介紹

APEnet計畫目前的執行進度。APEnet全稱為Archives Portal Europ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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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所贊助的計畫，並與Europeana

（網址http://www.europeana.eu/portal）該資訊整合查詢平台緊密合作，

企圖作為歐洲文獻及檔案的資訊匝道。從2009年始，其致力於提供歐盟

民眾、政府部門人員及公司共用的資訊匝道，使他們能夠找到跟自己相

關的檔案資源。 

APEnet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項： 

1. 蒐集歐洲現存的數位檔案內容，並使其能夠容易取用。 

2. 數位檔案資源不僅存在於公部門，也存在於許多私人部門，因此

APEnet希望建置資訊匝道，協助民眾取用存在於許多機構的檔案

資源。 

3. 發展網際網路資訊匝道，俾便提供存在於歐洲檔案館、圖書館及

博物館等機關之檔案資源描述。 

4. 發展相關資訊技術，俾便有效使民眾能夠輕鬆取用APEnet及

Europeana的相關資源。 

5. 鼓勵建置檔案貯藏庫，俾便存在於APEnet及Europeana系統的各

自典藏能夠充分描述，方便民眾取用相關資源。 

APEnet 目前共有六個工作小組，負責界定資訊匝道的邏輯模式、

界定資訊匝道的實體模式、研究與 Europeana系統間的互通性、發展內

容架構、新知通報及計畫管理等，所採行的標準包含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EAD）、Encoded Archival Context（EAC）、Encoded Archival 

Guide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EAG）及 Metadata Encoded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METS），而該計畫預期達到以下幾項結果： 

1. 建立一個能夠讓民眾取用歐洲文獻及檔案的資訊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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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參與機構發展相關資訊技術，以方便資訊交換或資訊描述等。 

3. 鼓勵其他文化保存機構積極參與 APEnet或 Europeana計畫。 

有關 APEnet完整的架構詳如圖 15。 

 

 

 

 

 

 

 

 

 

 

 

 

 

 

 

 

 

圖15 APEnet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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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供豐富的檔案資源服務（Rich Internet resources:designing 

complex Web-based information archives） 

本篇論文由任職於加拿大 Yu Centrik 公司的 Jay Vidyarthi、

MarcioLeibovich 及 Pierre-Alexandre Lapointe 所共同發表，主要在介紹

該公司所基於使用者觀點所設計的數位檔案館。 

作者表示，一般使用者所期待的數位檔案館包含以下幾點特性： 

1. 以使用者所熟知的方式在資料庫中進行檢索。 

2. 使用者期待更精確及完整的檢索結果。 

3. 使用者期待更多豐富及具有結構性的資訊 

4. 使用者期待資料庫能夠經常更新，提供最新穎的資訊。 

基於使用者的期待，Yu Centrik公司針對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及 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兩機關的數位檔

案館網站重新設計，而其設計步驟大致包含蒐集系統需求、情境分析

（contextual analysis）、使用者研究、內容清單、資訊架構、網路航行原

則及網站策略、系統設計、使用性測試、反覆運算（design iteration）及

詳細描述/溝通等要項。其中，使用性測試階段相當重要，因其可蒐集使

用者的真正意見。經過與使用者訪談後，他們對於該公司所設計的數位

檔案館都相當滿意，並且覺得在取用資訊上更加簡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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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會周邊活動  
 

在本研討會的另一項重點是由廠商進行電子檔案保存相關技術實

績展示，以及電子檔案相關海報論文展。這些廠商不僅在研討會中發表

不同議題，同時也將實際的系統於展場呈現，讓來自世界各國的檔案同

業可以交換意見。此外，在報名研討會時，大會也精心安排了幾個參訪

行程，由與會者於線上報名時擇一參加，而以下即針對電子檔案保存技

術展示及檔案機關參訪等二部分擇摘重點如後。 

壹、電子檔案保存技術展示 

Tessella Safety Deposit Box（SDB）系統是以發展一個安全保險箱為

概念，進行數位典藏系統的規劃。Safety意指資訊儲存在這裡，無論未

來資訊科技如何改變，一定可以找得到；Deposit指這裡只存不寫，所以

不必擔心資訊被刪除；Box指的是與現有應用系統完全分離，也可以視

實際需要予以調整規模大小。這樣的想法，產生電子檔案庫房之概念，

同時，這種運作模式也和OAIS參考模式相匹配，在這個儲存盒內可完成

典藏資訊的攝集（ingest）、技術性詮釋資料擷取及病毒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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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Tessella Safety Deposit Box系統運作圖 

本系統將典藏管理所需的管理、控制、報表等集於一處，並和英國

國家檔案館Pronom格式資料庫相連結，使得操作流程和應用系統得以簡

化。基本上，它的理念是將典藏與現行業務區隔處理，以模組化概念朝

向知識管理為基礎的電子檔案典藏方案，而目前約有7個以上的歐洲檔

案館及圖書館採用SDB。此外，Tessella 公司並撰有數位資訊長期保存

白皮書，針對電子檔案管理難題，提供業界的看法，相當值得參考，包

含對資料庫管理系統、電子郵件、網頁資料或其他複合性檔案格式保存

問題，均有提供解決方案。 

德國廠商在國內接觸機會較少，但是在檔案長期保存領域，德國業

者的表現十分亮眼，包含電子資料的前置處理作業、自動化的資訊擷取

及轉換（transformation）等，均有許多合作的案例。此外，對於紙本文

件的數位化，德國廠商開發了全自動翻頁掃瞄的設備，如QISCAN 

Software Suite 結合全自動掃瞄機器人Robotic Book Scanner Pro，每小時

掃描可達2,5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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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全自動翻頁掃瞄設備 

至於半自動的RBS Pro TT SemiAutomat，則是為檔案所設計，每小

時可掃描達 1,200頁。 

 

 

 

 

 

 

 

 

 

圖17 半自動檔案掃瞄設備 

 



 

 50

TDI（Document Text Information）強調文字資料轉化成資訊及知識

的自動解決方案，結合政府機關文件歸檔及工作流程需要，自動產生擷

取之詮釋資料。Mnesys Portal則是提供整合電子檔案與文件於網頁的解

決方案，並以Web 2.0使用模式思考電子檔案的組織、收集、描述、保

存、檢調及管理。 

PDF 是另一項電子檔案保存大宗，而有關 PDF 的解決方案也有許

多種，其中 PDF-tools.com 提供以 PDF/A為主的解決方案，相當具有實

用價值。此外，Society of Swiss Archivists、Open Text、Ancestry、scope 

solutions ag、Swiss Informatics Society、Memoriav及 Oekopack AG等機

關團體，亦有派人至現場展示相關出版品及系統。 

貳、檔案機構參訪  

本次機構參訪係由與會者於線上報名時即選擇一個參訪地點，而

我們所選擇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

參訪時間是 99 年 4月 30日下午 2:00至 5：00。也就是研討會結束後，

進行最後的參訪行程，以下謹就當日的參訪重點說明如下： 

一、WHO簡介 

WHO是聯合國下屬的一個專門機構，其前身可以追溯到 1907 年成

立於巴黎的國際公共衛生局和 1920 年成立於日內瓦的國際聯盟衛生組

織。戰後，經聯合國經濟社會理事會決定，64 個國家代表於 1946 年 7

月在紐約舉行了一次國際衛生會議，簽署了《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

1948 年 4月 7日，該法得到 26個聯合國會員國批準後生效，世界衛生

組織宣告成立。每年的 4 月 7 日也就成為全球性的「世界衛生日」。同

年 6月 24日，WHO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屆世界衛生大會上正式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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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WHO 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獲得儘可能高水準的健康，而該組織

對健康之定義：「每一個人在其生理上、心理上和社會上的完全安寧美

好狀態，而不僅只是免於疾病和虛弱」。WHO的主要職能包括：促進流

行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與改進公共衛生、疾病醫療和有關事項的教

學與訓練；推動確定生物製品的國際標準。目前WHO共有 193個成員

國，而現任總幹事為陳馮富珍。 

二、參訪重點 

本次計有約 40位與會者參訪WHO，由檔案部門主管及相關人員，

針對其檔案服務進行相關介紹，並與與會者交換意見，達到交流分享的

目的。 

WHO檔案服務的目的是管理及保存WHO半現行文書（semi-active 

records）及歷史檔案，由文書科及檔案科負責服務，並由這二科共同管

理半現行文書。其中，文書紀錄包含通訊、契約、備忘錄、研究報告、

遊記及外交使節報告等，至於檔案紀錄長度大約有 3公里，具備行政、

法律、歷史及文化之價值，可以見證WHO的發展歷史及相關重要事蹟，

而以下即就參訪重點（WHO所提供之檔案服務）擇摘如下： 

（一）文書及檔案管理人員職責 

文書代表的是現在仍使用的文件，這些文件僅限WHO職員使用，

而文書管理人員的主要工作包含負責以下幾項業務： 

1. 發展管理文書紀錄的政策及程序。 

2. 建置電子檔案管理系統。 

3. 維持及確保文書管理工具的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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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訓練 WHO職員，幫助他們管理及分類文件。 

5. 針對集中式的文件進行分類及編排。 

6. 針對文件進行描述、索引及數位化。 

7. 協助WHO職員尋找相關資訊。 

8. 追尋WHO文件的演進。  

至於WHO的檔案管理人員則是組織記憶的守護者，主要職責包含

以下幾項： 

1. 確認及保存具有行政、法律、歷史及文化價值之檔案。 

2. 處理相關檔案以確保其能夠長期保存。 

3. 依舊保存年限區分表決定保存的時間表。 

4. 確保已經不再使用的檔案能夠順利移轉至WHO。 

5. 保存相關檔案，以確保其能夠在遵循WHO檔案服務政策下為民

眾取用。 

6. 確保屆期檔案能夠安全銷毀。 

7. 加強檔案的內部與外部研究。 

8. 為研究者提供參考服務。 

（二）檔案取用服務 

為了確保民眾取用檔案服務，WHO擬定了”Exernal Access to WHO 

Archives”政策，而其用意是促使資訊公開，使外界的人更瞭解WHO之

運作。一般而言，只要檔案產生超過 20 年以上就可以提供民眾取用，

但機密檔案及有損個人或公共利益之檔案則排除在取用的範圍。至於檔

案取用有以下幾項步驟： 

1. 外部研究者填寫檔案應用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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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文書及檔案部門主管依個案檢視是否提供應用。 

3. 當申請案核准通過後，文書及檔案部門人員需確認哪些紀錄已經

超過 20 年，可以直接從 WHO圖書館內取用，而哪些紀錄是尚

還不能取用者。 

4. 文書及檔案部門人員需事先跟申請者會談，以確認能夠提供最有

效率的服務。 

5. 外部研究者需對其所申請應用的檔案應該負責。 

6. 若對於申請應用的檔案仍有其他問題，外部研究者可被引導至與

文書及檔案部門的主管接觸。 

（三）參考諮詢服務 

WHO 提供館內案卷資料供研究者使用，而研究者在專屬參考室閱

覽這些檔案資料。除了檔案資料外，WHO 圖書館也經常與檔案部門合

作，以提供研究者更好的參考服務品質。此外，WHO 檔案部門也提供

研究者諮詢服務，若研究者對於案卷資料有所疑義，可於歷史參考室諮

詢相關問題，而諮詢的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時及下午 2

時至 4時。 

（四）重要館藏 

目前WHO提供給使用者取用的重要檔案，包含下列幾項： 

1. Archives of the 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 (OIHP): 

1907-1946 

2. Arch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 1943-1946 

3. Archiv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Section Files : 1933-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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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chives of the 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me: 1948-1986 

5. Archives of the Parasitology Collection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s Documentation Centre at WHO Headquarters : 1911-2003 

6. Centralized files: 1946 

7. Photographic Archives: 1951-1994 

8. Archiv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adquarters building: 1950 

9. WHO Media and Films Archives: 1953-1989 

10. "Project Files" Archives: 1945-1986 

 

 

 

 

 

 

 

 

 

 

 

 

 

 

 



 

 55

三、重要參訪照片 

 

WHO外觀 
WHO正門口 

與WHO檔案同仁研討座談 與WHO檔案同仁研討座談 

參訪者意見交流 WHO 樓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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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歐洲第8屆數位典藏研討會於瑞士日內瓦CICG隆重舉行，現場聚

集700多位來自世界各地的檔案同道，雖仍以歐洲國家與會者為大宗，

但也包含部分北美、亞洲，甚至非洲之參與者，使得該研討會儼然是

一個世界級的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大議題作為主軸，貫穿整個

數位典藏研討會，分述如下： 

（一） 數位時代檔案管理人員之專業能力探討 

電子檔案的保存及呈現方式，使得檔案管理人員在處理電子檔案

時遇到了諸多的挑戰，而這些挑戰使得檔案管理人員所需具備的工作

能力須重新定義，包含如何使用這些數位化時代的產品及工具等。因

此，未來檔案管理人員的核心職能如何調整，以反映檔案管理在數位

時代的需要，也就顯得相當重要。 

（二） 數位典藏保存內容 

數位時代所產生的新型紀錄是否成為保存範圍，以及如何保存才能

符合檔案保存的概念，在檔案管理模式上必須有所調整。此外，認為未

來技術發展勢必兼顧保存和存取重要電子文件與檔案實務需求，否則難

以跟上時代的趨勢。 

（三） 數位典藏過程再造 

基於經濟和技術的考量及環境的不斷變化，電子文件如何針對其業

務模式及處理流程加以重組，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此外，在進行數位典

藏作業時，需要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如何讓該作業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

大的效果，應將數位典藏過程進行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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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者線上取用檔案資源之探討 

建置數位典藏系統時，若欲發揮系統之功能，應將使用者之需求

納入，以便捷他們利用該系統。此外，檔案管理人員應將檔案館館藏

進行不同的組合，以提供不同層次的檔案服務，並提供一個好的檢索

工具，以確實提供使用者所想要的資訊。 

本次出席歐洲第8屆數位典藏國際研討會，充分符合了解歐洲各國

於電子檔案轉置模擬技術及長期保存管理機制現況之出訪目的。對於

電子檔案技術，國內檔案界囿於語言以及距離因素，多以美國作為學

習對象，並以美國標準為模仿的依歸。反觀歐洲在檔案學理的研究人

口遠超過美國，長期以來歐洲的研究成果，卻鮮少影響我國。本局自

籌備以來，每年均派員前往世界各先進國家全方面學習檔案管理實

務，經過10年來的努力，我國已儼然初具國家檔案管理的規模，然在

電子檔案的管理上，由於檔案定義及管理需求的差距，在綜合性參訪

時，多受限於時間及參訪地點，很難深入了解技術核心。 

對於號稱電腦產業強國的台灣而言，在普遍化及通用性的技術原

理上，我國已具備相當水準，惟獨尚無法直接與歐洲各國就技術面進

行直接切磋，而這次的研討會，不但出席之國家檔案館精銳盡出，台

灣不常接觸的歐洲廠商，在歐盟相關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計畫的支援

下，走出獨特的技術領域，十分令人驚豔。德國及荷蘭分別在轉置及

模擬技術均有相當完整的理論背景及實務基礎。至於北歐各國發展無

線通信的地位居世界之牛耳，在高度電子化的環境下，也發展了許多

深入家庭及個人的應用技術及內容。此行不僅大開眼界，也期許國內

應重新思考歐盟的興起對全球技術的影響，在檔案界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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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次會議以歐洲觀點出發，充分顯示出非英語系統國家在電

子檔案技術的思考邏輯及應用策略，與英美國家大異其趣，但其成就

卻絲毫不遜色。又如東歐諸國，包含俄羅斯及波羅的海三小國在電子

檔案的發展，均令人印象深刻。然而，我國檔案界一直受限於歐系語

言能力不足，僅能就英語資料加以吸收，未來我國應加強對德法語人

才培訓，才能更加深入了解歐洲思維體系之精髓。我們體認要加速技

術的發展，且為使我國電子檔案管理技術發展走出一條最適合的路

線，惟有站在先人的肩膀，才能減少錯誤，廣納百川才能出類拔萃。 

我國現階段電子檔案管理相關技術的發展，已經從草創摸索到了

應該更加精進，朝向深入落實的階段。因此，對於外國經驗吸取應該

由廣泛性概略參訪，轉向深入的技術研討。由於出國經費有限，所以

未來出國訪視活動，就電子檔案管理技術層面而言，應改以參與加國

外相關的學術性及實務性研討會為主流，機關參訪為輔，如此對本局

實務發展之影響及幫助會更加顯著。以此次研討會議題為例，如在單

一國家的參訪活動中，便無法做到針對各類技術成效直接實際評比，

而在此次會場中，透過研討會可集中各種技術於一處，便可經由不同

理念國家直接對核心觀點的批評，同時對相同技術在不同國家、不同

廠商的應用成果進行比較。 

以目前電子檔案保存主流格式PDF/A為例，美國廠商及歐洲廠商雖然源

自於相同的規格，但卻各自發展出不同的實作工具、管理策略及案例，

在相互較勁的環境下，更容易激起新的火花，而百家爭嗚的精彩程度，

在單一國家的參訪是看不到的情況。我國面臨全球化的浪潮，不可避

免在採用技術及工具上，也要朝全球化及國際化邁進，以降低發展成



 

 59

本。如過度強調本土化的規範，由歐洲經驗便可告訴我們很快就會遭

到市場淘汰，直接影響到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成效及成本，因此我國

如何在穩定中求成長，惟有和國際趨勢一致化，減少核心差異性，並

在內容中發展區域性特色，可能才是長久之計。 

由於歐洲國家人口條件及環境與我國較為接近，因此其電子檔案

管理發展策略，可能比美國或英國更值得我國學習。以瑞士為例，其

人口只有我國的三分之一，然他們在電子檔案管理技術發展的區域性

特色上，係以業務性資料庫管理系統為主體，而其他的各類技術，就

引用歐洲其他國家的發展成果，並以分工分流的方式，充分發揮了有

限人力，值得作為我們學習的典範，未來大中華地區應也可仿歐盟的

發展模式，以節省支出並加速技術發展。筆者以為本次研討會的參與

是個不可多得的機會及開端，未來希望局內有更多同仁及機會參與這

種形式的交流，才能最快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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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 出國行程表 

 

日期 行程內容 所在地點 住宿地點 

4/26-4/27

（一至

二） 

啟程（臺北經曼谷、阿姆斯特丹至

日內瓦） 

臺北 日內瓦 

4/28（三） 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ing 

地址：17 rue de Varembé 

CH 1211 Genève 20 

日內瓦 日內瓦 

4/29（四） 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ing 

地址：17 rue de Varembé 

CH 1211 Genève 20 

日內瓦 日內瓦 

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ing 

地址：17 rue de Varembé 

CH 1211 Genève 20 

4/30（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依研討會安排參訪） 

地址：Avenue Appia 20 

日內瓦 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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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 

5/1-5/2 

（六至

日） 

返程（日內瓦經阿姆斯特丹、曼谷

至臺北）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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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大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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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會議照片 

 

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外觀 研討會報到處 

研討會報到處台留影 研討會各會議室指示牌前留影 

研討會第 1會議室 研討會第 3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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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主要 logo 本屆大會主席 Andreas Kellerhals 

研討會會場留影 研討工作坊演講座談 

研討會參展廠商 研討會參展廠商與與會者討論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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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廠商展示相關系統 研討會第 2天晚宴 

晚宴時與馬來西牙及泰國代表合影 晚宴時與泰國及非洲吉布地代表合影 

晚宴時台上歌手賣力演出 晚宴前的雞尾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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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工作坊演講座談 演講者 Anne Burnel 

研討會工作坊座談實景 演討會結束完與日本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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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與會者名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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