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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提要 
 

澳洲於 1983 年訂頒檔案法(Archives Act 1983)，並正式成立國家檔案館，逐

步推展國家檔案及各聯邦機關檔案之管理，迄今已有完善之檔案管理與應用制

度，以及科技化與專業化的典藏設施。本次藉由考察澳洲國家檔案之檔案管理、

應用、人才培育之策略內涵，以及其先進典藏設施與電子檔案管理制度，以作

為我國檔案管理完善發展之借鏡。 

本次考察澳洲國家檔案館、國家影音檔案館及澳洲戰爭紀念館等 3 機關，

考查結論摘述如次：(一)重視國家檔案，由聯邦二級機關掌理；(二)重視檔案管

理人員專業知能；(三)政府機關長、中、短程計畫體制完備；(四)訂頒澳洲國際

標準的檔案管理作業；(五)澳洲檔案清理制度完備有脈絡可循；(六)國家影音檔

案館徵集政策明確有特色；(七)檔案應用服務活潑多元，重視檔案教育推廣； 

(八)檔案典藏設施完善，設計規劃重視環保；(九)不斷研發電子檔案保存軟體，

確保數位檔案典藏。 

    主要建議說明如次：(一)提升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地位；(二)強化檔案管理人

員專業知能；(三)加強多元化與非紙質媒體檔案之徵集；(四)檔案清理授權機制

明列國家檔案移轉項目；(五)明訂國家檔案鑑選目標、重點及衡量指標；(六)強

化數位檔案典藏，規劃建置適足容量的數位檔案館；(七)設置符合管理及應用需

求的閱覽空間；(八)充分運用館藏規劃檔案展覽；(九)推廣檔案應用於學校教育；

(十) 彈性規劃典藏空間；(十一)國家檔案館規劃設計應重視環境永續，並兼顧檔

案保存與員工健康等建議，提供我國檔案管理業務推動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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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考察緣起 

    自民國 90 年 11 月 23 日專責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以

下簡稱本局)正式成立，於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檔案法施行以來，本局

即積極健全檔案管理制度，徵集典藏重要國家檔案，統籌開發檔案管

理資訊系統，便捷檔案管理與開放應用，提升民眾對檔案的瞭解與應

用意識。考量先進國家在檔案管理之組織、法制與設施，具有多年相

關經驗與歷史，故汲取國外專業經驗與做法，誠屬必要。 

    澳大利亞(以下簡稱澳洲)於 1982 年訂頒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1983 年訂頒檔案法(Archives Act 1983)後，成

立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迄今，逐步推展

國家檔案及各聯邦機關檔案之管理，已有完善之檔案管理與應用制度，

並有專業化的典藏設施，以及運用科技來提升檔案管理效能。2010

年，澳洲修正檔案法，將一般檔案之開放應用年限，由原定 30 年縮

短為 20 年，加速便捷民眾應用檔案。本次期藉由考察澳洲國家檔案

之檔案管理、應用、人才培育等作業，以及先進典藏設施與電子檔案

管理制度，以作為我國檔案管理更精進發展之借鏡。 

 

貳、考察目的 

一、瞭解澳洲檔案專業人才培育做法。 

二、瞭解澳洲檔案應用之多元服務及推廣方式。 

三、瞭解澳洲檔案清理、鑑定與徵集之制度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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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瞭解澳洲檔案館建築規劃原則等管理方式。 

五、瞭解澳洲電子檔案管理制度與長期保存策略。 

 

參、參訪機關 

ㄧ、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簡稱 NAA)。 

二、國家影音檔案館(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簡稱 NFSA)。 

三、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簡稱 A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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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澳洲國家檔案館 

壹、機關簡介 

澳大利亞(以下簡稱澳洲)是一個聯邦國家，其聯邦政體為責任內

閣制。憲法規定，全國議會由澳洲人民定期選舉產生。聯邦議會是全

國立法機構，並分為眾議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和參議院

(Senate)，而總理(Prime Minister)通常是眾議院裡佔大多數席位的政黨

或政黨聯盟的議會領袖，亦是政府首腦。澳洲是君主立憲制國家，英

國女王(以下簡稱女王)的地位由憲法確立，但不在澳洲政府裡擔任日

常職務，由女王依據總理的提名而任命總督(Governor-General)，是女

王在澳洲的代表。政府的主要決策機構由部長(Ministers)們組成，稱

為內閣(Cabinet)，部長由總督依據總理的提名任命。 

1944年澳洲國家圖書館成立檔案部門，任命第1個檔案官員，協

助管理戰爭史料，可說是澳洲檔案管理單位的開端，1961年檔案部門

獲得獨立，改名為聯邦檔案辦公室(Commonwealth Archives Office)，

隸屬於總理部(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澳洲於1983年公布檔案

法，於1984年成立澳洲檔案館(Australian Archives)，負責掌理聯邦檔

案，至1988年將澳洲檔案館更名為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並於坎培拉(Canberra)設立總館，目前隸屬於總理內閣

部(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為聯邦二級行政機

關，直接由總理管轄，主要掌管聯邦政府的檔案。 

澳洲國家檔案館設置館長與執行長(Executive Officer)各1人，掌

理應用訊息 (Access and Communication) 、綜合服務 (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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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政府資訊管理(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國家

協調(National Coordination)及營運保管(Operations and Preservation)等

5個部門(詳圖1澳洲國家檔案館組織圖示意圖) ，該館(含7個分館)總

計有465位員工，其中坎培拉總館有333位員工(詳表1澳洲國家檔案館

員工人數分配表)。 

國家檔案館主要扮演二個角色，一是保存澳洲政府最有價值的檔

案，並鼓勵大眾使用，另一是促進澳洲政府機關健全檔案管理，以確

保澳洲文化遺產，保障民眾權益，提供決策資訊與肩負政府檔案蒐整

的責任。該館典藏的檔案包羅萬象，包含紙本檔案、錄音檔案、影音

檔案、繪圖檔案、電子檔案、微縮檔案及攝影檔案等型態，檔案典藏

總長度為378,370公尺(詳表2、3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典藏數量)，其中

以紙本檔案為大宗，目前最被大眾應用的檔案主題包含澳洲憲法及聯

邦政府、內閣制、移民、觀光旅遊、安全及情報紀錄等相關檔案。 

澳洲於 1982年制頒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並於2010年依據該法與其他法律之競合，提出資訊自由法之

改革修正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mendment (Reform) Act 2010)。

國家檔案館依據資訊自由法於2010年的修正作業，配合調整檔案法檔

案開放年限(open access period)，在一般檔案(records)部分，由原檔案

產生日期屆滿30年可以公開應用，縮短成20年，在內閣會議文件

(Cabinet notebooks)部分，則由原開放年限50年縮短成30年，加速政府

檔案之公開，保障民眾應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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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整合
服務單位

 

圖 1 澳洲國家檔案館組織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Our organisa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 (28 July 

2011)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index.aspx> (17 Oct. 2011).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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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澳洲國家檔案館員工人數分配表(30 June 2011) 

辦公室 員工人數 
坎 培 拉 333 
雪 梨 59 
墨 爾 本 38 
伯 斯 11 
布里斯本 10 
哈 柏 6 
阿德雷得 4 
達 威 4 

合計 465 

資料來源：“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AA Annual Reports (2010-2011), p.43 <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accountability/annual- reports.aspx> (17 

Oct. 2011). 
 

表2  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典藏數量－依典藏格式(單位：公尺) 

典藏格式 2010-11年典藏檔案架長度 
錄音檔案 2,014 
影音檔案 28,585 
固定卷盒 19,109 
繪圖檔案 26,754 
電子檔案 187 
微縮檔案 939 
紙本資料或文件 296,270 
攝影檔案 4,358 
其他格式 229 

資料來源：“Preservation of records,” NAA Annual Reports (2010-2011), p.22 <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accountability/annual-reports.aspx 
> (17 Oct. 2011).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accountability/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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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典藏數量－依分館區分(單位：公尺) 

辦公室 2010-11年典藏檔案架長度 
坎 培 拉 110,548 
雪 梨 161,262 
墨 爾 本 52,267 
布里斯本 24,802 
伯 斯 19,697 
阿德雷得 3,730 
哈 柏 3,484 
達 威 2,580 

合計 378,370 

資料來源：“Preservation of records,” NAA Annual Reports (2010-2011), p.22 <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accountability/annual-reports.aspx 

> (17 Oct. 2011). 

 

貳、發展策略 

一、策略與計畫體系 

澳洲國家檔案館對民眾宣導的口號是”Your Story, our history”，強

調任何澳洲的國家檔案是每個人的故事，集合起來就是大家共同的歷

史。謹依據該館 2009-2012 年策略計畫(Corporate Plan 2009-2012)，說

明計畫運作的體系與核心業務職責。 

(一)計畫運作體系 

澳洲國家檔案館的計畫體系層次分明、計畫明確，執行預算年度

為前一年 7 月至隔一年 6 月底止，計畫體系執行也配合預算年度運

作，機關先有 20 年的長程願景規劃(2032 Outlook Statement)，依循著

現行綜合預算說明(Portfolio Budget Statement)的成果(outcomes)與方

案 (Programs)，研訂上述的 3 年策略計畫，再依據策略計畫訂定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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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Branch / State Office Workplans)與單位計畫 (Section 

Workplans)，計畫體系與優先順位之關聯性詳圖 2。 
 

公務預算說明
(Portfolio Budget Statement) 

成果與方案
(Outcomes and Programs)

策略計畫2009-2012
(Corporate Plan 2009-2012)

分館工作計畫
(Branch / State Office 

Workplans)

單位計畫
(Section Workplans)

個人工作表現協定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greements)

2032年願景規劃
2032 Outlook Statement

 

圖 2 澳洲國家檔案館計畫體系圖 

資料來源： 
1.”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Planning Cycle 2011-1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Version 1.0(23 May 2011). 
2.“Corporate Plan 2009–1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 (Sep. 2009)  

<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accountability/corporate-plan.aspx> 

(17 Oct. 2011). 



9 
 

(二)業務核心職責與因應策略 

1、職責 1：協助澳洲政府機關符合檔案管理的職責 

策略：NAA 制定標準、政策、手冊、指引等，提供政府機關

遵循，並提供具體成品與應用服務讓機關有良好資訊可

參據。 

2、職責 2：決定政府機關檔案的保存年限 

策略：NAA 協助政府機關界定其重要核心職能，以滿足機關

需求與保障民眾的權益。 

3、職責 3：界定聯邦檔案中具有國家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 

策略：NAA 與政府機關協商界定具有國家永久保存價值之檔

案，並確保機關妥善保管之。 

4、職責 4：徵集國家領導人的檔案 

策略：NAA 提供國家領導人選擇存放個人檔案的典藏機會，

以充實領導人的政府檔案。 

5、職責 5：移轉有價值的政府機關檔案 

策略：NAA 為確保最佳使用典藏空間，將徵集與管理政府機

關有價值的檔案。 

6、職責 6：使各機關可以運用其業務職能之檔案 

策略：依據檔案法，NAA 可以促進各機關運用其管有之檔案，

如在檔案閱覽室。 

7、職責 7：提供館藏檔案之目錄與指引 

策略：NAA 提供館藏檔案之目錄與指引，並明列與描述檔案

特徵，以便利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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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職責 8：鑑定與保存具高風險惡化的檔案 

策略：NAA 提供妥善的環境典藏檔案，並聘請保存專家修復

破損檔案。 

9、職責 9：依據檔案法，提供檔案應用服務 

策略：NAA 促進檔案開放應用，透過檔案閱覽室、教育計畫、

展覽、促銷活動與網路等方式推廣。 

10、職責 10：提升民眾瞭解與欣賞國家檔案資源 

策略：NAA 編製出版品、舉辦檔案展與活動、宣傳館藏等，

以強化民眾對館藏的瞭解與應用。 

(三)發展策略的優先順序 

澳洲國家檔案館的 2009-2012 年策略計畫，執行年度分別為

2009-10 年、2010-11 年與 2011-12 年，謹就未來的 2011-12 年的發展

策略優先順序說明如次： 

1、發展策略 1：提供館藏合適的典藏空間 

NAA 現行的典藏空間已屆飽和，已於 2000 年開始研提典

藏空間建築規劃，計畫需求已初步通過，將依據核准的預算，

調整原定計畫內容，預計 2012 年完成新典藏空間之完整建築

規劃設計，並開始規劃未來人員及設備之安排與配置。 

2、發展策略 2：因應數位化環境 

(1)依據核准的預算，面對移轉的政府機關檔案有愈來愈多電子檔

案，NAA 期許可以依需求標準來擴充電子檔案保存的能量。 

(2)面對過時老舊的影音檔案，NAA 追求複製影音檔案，避免保

存媒體格式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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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策略 3：適時檢視立法 

NAA 依據資訊自由法於 2010 年的修正作業，配合縮短檔

案法檔案開放期間，並賡續配合修改相關政策法令，適時展

現執行成果。 

4、發展策略 4：提升職員價值與發展 

(1)NAA 預計於 2012 年 3 月執行第 3 年的檔案管理員工調查。 

(2)賡續執行工作人力計畫，透過目標學習與提供員工發展機會，

以提升員工的才能。 

5、發展策略 5：增加組織效能 

(1)NAA 執行的各項計畫內容，應符合核心職能中高優先順序的

發展計畫。 

(2)賡續運用科技開發新方法，強化推廣館藏應用的效益。 

二、檔案管理人員專業資格 

    澳洲政府遴聘檔案管理人員時，會考量其專業資格與經歷是否能

勝任檔案管理工作，並透過各項衡量標準，評估員工如何以最有效率

與負責的態度，來執行檔案管理作業。以下謹就檔案管理人員的角

色、知識、技能與經歷、正式方案、能力標準、與專業組織的會員關

係、繼續教育等 6 大項，介紹 NAA 對檔案管理人員的資格認定。 

(一)檔案管理人員的角色(Role of the records manager) 

檔案管理人員過去大多以紙本檔案為主要管理範圍；在科技技術

的影響下，現在檔案管理人員的角色也愈來愈寬廣。檔案是組織的共

同記憶，所以如何管理好檔案是組織的重要職責。檔案管理人員應具

備規劃的能力，積極涉入規劃檔案管理制度，例如：設立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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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文書檔案之編製作業，並隨時監控其達成度。現行檔案管理人員

為完成組織所賦予的各項任務，已擺脫過往角色，必須具備各項多元

的科技技能。 

(二)知識、技能與經歷(Knowledge, skills and experience) 

    檔案管理人員必需全盤瞭解澳洲檔案管理標準 ISO 15489 -2002 

(Australian Standard for Records Management AS ISO 15489– 2002)。依

據該標準，任何形式的檔案，都將於過程中完全地被掌握進入檔案管

理系統，並被妥適的保存與維護。為達成該標準的使命，檔案管理人

員需特別具備以下能力： 

1、記錄能力：瞭解立法政權所管有聯邦檔案的產生、維持與應用等

過程運作之聲音(sound)紀錄。 

2、分析能力：檔案管理人員應具備分析機關業務運作產生的功能，

與建立檔案管理策略等能力；檔案管理策略係指在檔案的產生、

控制、維持、應用與使用等作業中，必須確保檔案的完整性、正

確性與可信賴性。 

3、知識能力：遵循澳洲國家檔案館所建立的標準與程序，執行檔案

鑑定與清理等相關作業之能力，並具備界定與提供適度檔案保存

需要的能力。 

(三)正式方案 (Formal programs) 

    有關檔案管理的正式訓練或研究計畫，在許多州都有辦理，分別

說明如次： 

1、透過大學的正式教育，發展檔案管理專業技能，並提供未來工作

環境所需的分析和應用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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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 TAFE 網路之專業技術課程，提供機關檔案與國家檔案於工

作上所需技能的訓練，檔案管理人員於上網學習後，將由新南威

爾斯州提供 TAFE 訓練證書。 

3、澳洲檔案管理協會(Record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

出版的 Informaa 季刊(Informaa Quarterly)，已經有明列一整年的

訓練課程；新南威爾斯州的檔案管理網頁，也登載澳洲正式訓練

計畫的明細，如：雪梨檔案中心 2011 年訓練課程(詳表 4)，共計

辦理 34 場次訓練課程，訓練課程區分為 6 種，包含保存年限與

清理授權機制課程 15 場次、檔案管理基礎課程 8 場次、簡介數

位檔案管理課程 6 場次、重大災害管理課程 3 場次及檔案移轉課

程 2 場次。 

表 4  2011 年雪梨檔案中心訓練課程 

序次 時間 課程名稱 

1 14 February 發展功能性的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Developing a Functional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2 15-16 February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3 3-4 March 重大災害管理( De Dramatising Disasters (State Library of NSW)) 

4 8 March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5 9 March 州政府檔案移轉作業(Transferring State Record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6 15 March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7 16-17 March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8 18 March 推動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9 22 March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de-dramatising-disaster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transferring-state-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a-retention-and-disposal-authority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a-retention-and-disposal-authority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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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時間 課程名稱 

10 29 March 簡介數位檔案管理(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An Introduction) 

11 5-6 April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12 7 April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13 9 May 簡介數位檔案管理(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An Introduction ) 

14 26 May 公共健康檔案之保存年限與清理(Retention and Disposal of Public 
Health Sector Records) 

15 24 June 簡介數位檔案管理(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An Introduction) 

16 19-20 July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17 21 July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18 26 July 簡介數位檔案管理(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An Introduction) 

19 17 August 州政府檔案移轉作業(Transferring State Record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20 18 August 簡介數位檔案管理(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An Introduction) 

21 24-25 August 重大災害管理(De Dramatising Disaster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22 13 September 公共健康檔案之保存年限與清理(Retention and Disposal of Public 
Health Sector Records) 

23 14-15 
September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24 16 September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25 18 October 發展功能性的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Developing a Functional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26 19-20 October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27 21 October 推動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28 10-11 
November 

重大災害管理(De Dramatising Disasters (State Library of NSW) ) 

29 15 November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managing%20digital%20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managing%20digital%20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tention-and-disposal-of-public-health-sector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tention-and-disposal-of-public-health-sector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managing%20digital%20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managing%20digital%20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transferring-state-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managing%20digital%20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de-dramatising-disaster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tention-and-disposal-of-public-health-sector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tention-and-disposal-of-public-health-sector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developing-a-functional-retention-and-disposal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developing-a-functional-retention-and-disposal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a-retention-and-disposal-authority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a-retention-and-disposal-authority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de-dramatising-disaster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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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時間 課程名稱 

Record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30 16-17 

November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31 21 November 推動地方政府檔案保存年限與清理授權機制 (Implementing a 
Retention and Disposal Author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32 22-23 
November 

檔案管理基礎課程(Records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33 24 November 簡介數位檔案管理(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An Introduction) 

34 30 November 公共健康檔案之保存年限與清理(Retention and Disposal of Public 
Health Sector Records(Western Sydney Records Centre)) 

資料來源：” Sydney Records Centre Training calendar 2011,“ State Records Authority of 

New South Wales Websit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 

training-calendar/ training-calendar> (1 May 2010) 

(四)能力標準(Competency standards) 

    所謂檔案管理的能力標準，主要是指於組織中從事多元的檔案管

理作業，所應具備的技能與知識，目前是透過商業服務訓練公司

(Business Services Training Package)所發展與界定。這些標準應與澳洲

檔案管理標準 ISO 15489 – 2002 一致，並且可以協助員工去建立工作

標準能力、召募員工計畫與設計員工各項訓練。澳洲檔案管理事業，

透過界定員工所應具備的技能與知識，藉此提升員工學習的內在動

力。 

(五)與專業組織的會員關係(Membership of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有些澳洲的檔案管理人員有可能是澳洲檔案人協會(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 Inc)和澳洲檔案與資訊專業管理組織(Record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Australasia)之會員。這些組織依

據檔案管理人員資格與經歷，設立多元的會員層級，並透過定期出版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implementing-retention-disposal-authority-local-government-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cords-management-fundamentals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managing%20digital%20records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tention-and-disposal-of-public-health-sector
http://www.records.nsw.gov.au/recordkeeping/training-calendar/course-outlines/retention-and-disposal-of-public-health-sector
http://www.records.nsw.gov.au/contact-us/addresses-opening-hours/western-sydney-records-centre
http://www.archivists.org.au/
http://www.archivists.org.au/
http://www.rmaa.com.au/
http://www.rma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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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刊物、籌辦年度會議、訓練與相關活動，來提升會員的檔案管理

專業能力。因此，成為相關檔案管理協會之會員，亦是衡量檔案管理

人員的專業標準之一，其代表著檔案管理人員對檔案管理事業的認同

度與專業度。  

(六)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 

    由於科技技術的衝擊與影響，檔案管理的領域正處於轉變的過渡

時期。檔案管理人員必須不斷的改變，積極學習知識與技能，更要有

長期投入檔案管理事業的熱情與允諾。前面所提及之各項課程與標

準，檔案管理人員應該要透過多元的教育機構，持續不斷學習工作上

所需的專業知能。 

 

參、檔案鑑定與清理 

一、澳洲檔案清理制度主要含括「檔案之清理授權」、「鑑定」、「屆期

清理之判定」與「採取實際清理行動」 

        因應檔案數位化時代的來臨，澳洲國家檔案館將「檔案」(record)

界定為「機關或個人所產生與保存有關其職權、業務處理及相關活動

的事證」，可以紙本、照片、錄影帶、微縮片或電子檔案等型式加以

儲存，例如：電子郵件、信函、傳真、試算表、會議紀錄、資料庫、

政策、簡報、地圖、照片、樣本、物件、研究資料、「黑莓機智慧型

手機」(Blackberry)、簡訊(SMS messages)與業務系統內之資訊，期能

透過檔案之妥適產生與保管，以創造有效能與負責任的政府；所產

生、寄送與接收的資訊是否被認定為檔案，端視以其產生的背景及內

容是否符合業務運作需要作為研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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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檔案」(electronic record)指電子文件(electronic document)

經確認為政府檔案者。前揭「電子文件」指電子型式的文件，除文字

檔，亦含括電子郵件、圖形、影像、超文件標示語言(HTML) 、可擴

充標示語言(XML)文件、多媒體文件及其他型式的辦公文件，因之，

紙本檔案、電子檔案與其他格式的檔案，均須依法定程序與相關清理

授權進行保存、移轉與銷毀。 

二、檔案清理策略規劃 

    澳洲檔案清理採取策略管理的途徑，保存年限係透過各類檔案價

值之鑑定過程加以決定。國家檔案館要求各聯邦機關依前揭手冊規定

的策略分析程序與方法，評估檔案保存需求並訂定保存年限，據以研

提檔案清理建議案。另，國家檔案館訂定為期 3 年(2009-1012 年)的

策略計畫，指出未來 3 年施政目標與優先發展策略。其中有關檔案清

理策略之發展策略如次： 

(一)決定各機關檔案之保存年限：協同政府各機關配合業務需要與民

眾權益，妥適確認及保存其核心業務(core business)之檔案。 

(二)確認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重要國家檔案：與政府各機關共同確認

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重要(enduring national significance)國家檔

案，並妥善保存。 

(三)徵集國家領導人的檔案：徵集國家領導人的個人檔案(personal 

records) ，妥予保存。 

(四)移轉國家檔案：規劃由政府各機關移轉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重要

國家檔案，予以有效典藏。 

鑑於數位格式(digital format)之檔案移轉數量日增，國家檔案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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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適足容量的數位檔案館(digital archive)，以提供各界便捷的原生

數位檔案(born digital records) 應用服務；將陳舊及具高風險的影音檔

案予以數位化，並協同相關檔案文物之徵集機關共同尋求數位資訊管

理、保存與應用之有效解決方案。 

三、透過不同清理授權，規範保存年限標準 

澳洲檔案清理採取策略管理的途徑，保存年限係透過各類檔案價

值之鑑定過程加以決定。國家檔案館要求各聯邦機關依「檔案保存系

統設計及執行手冊」(DIRKS Manual)規定的策略分析程序與方法，評

估檔案保存需求並訂定保存年限，據以研提檔案清理建議案。 

依檔案法第 24 條規定，協商各機關配合檔案價值鑑定結果，訂

頒以機關組織職能分類為基礎的「檔案清理授權」(functions-based 

disposal authorities)法定文件，核定各機關各「清理類別」檔案應遵循

的最低保存年限標準及屆期應採取的清理行動，作為各機關與國家檔

案館進行現有及未來檔案清理之依據；除規範定期檔案之銷毀授權，

亦指定各類檔案中應列為移轉的「國家檔案」的項目。檔案清理授權

或核准可採特定的保存年限標準，或以特定事件之發生作為清理的先

決條件。2010-2011 年，該館核頒 29 類檔案清理授權，其中 24 類屬

個別機關之檔案清理授權，其餘 5 類則為一般共通性檔案之清理授

權。 

澳洲各聯邦機關檔案之清理授權區分以下兩類： 

(一)一般共通性檔案之清理授權(General Disposal Authorities) 

其前身為「一般共通性檔案之清理區分表」(General Disposal 

Schedule，簡稱 GDS)，屬多數機關日常共通性的內部行政檔案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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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授權(General Records Authorities，簡稱 GDA)，反應此類性質檔案

的存毀與移轉需求，規範「一般行政」、「會計」、「情報」、「國家意外

災害毀損的檔案」、「地區辦公室檔案」、「經複製、轉製或轉置之原生

檔案(source records)」及「檔案經移轉至接受政府委託執行公權力機

構(廠商)」等檔案之分類號、類項、檔案描述、保存年限、清理及典

藏方式；1985 至 2011 年間已陸續訂頒約 30 類清理授權。其中保存

年限包含永久及定期保存，同時優先指定國家檔案。該授權允許各機

關依所頒之檔案類別及保存年限標準，進行有計畫的檔案銷毀或移轉

清理。 

較具特色者，為意外災害毀損檔案及已完成複製之原生檔案之清

理授權，其中後者指檔案已完成複製、轉製(convert)或轉置，複製品

已能有效保存與提供利用，於原生檔案無需保存時之清理授權規範。

「已複製至其他媒體的短期性檔案」之清理，依該館第 22 號「一般

共通性檔案之清理授權」規定，法定保存年限為 30 年以下的檔案，

經複製至其他媒體或格式者，其原始檔案准予銷毀。 

以國家檔案館於 2000 年 3 月訂頒的「行政檔案之清理授權」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Disposal Authority，簡稱 AFDA)為例，屬所

有機關共通性行政檔案的清理授權，包含人事、財政管理、社區關係、

資訊管理、財產管理、策略管理、與其他機關之業務互動及採購等類

一般行政檔案等 18 類，係參照新威爾斯省所提供的「關鍵三 A 共通

性業務分類系統」(Keyword AAA)加以制定，並取代前述部分 GDS；

於 2010 年配合法令與檔管需求進行檢討修訂，編訂新的「行政檔案

之清理授權」快捷版(AFDA Express)，以便利各機關應用。以「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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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類檔案為例，屬機關財政資源相關的檔案，包含政策、會計、

財產取得、財政諮詢、契約、資產登記、業務報告、預算編製、原始

憑證、現金支付、稽核等項及其細目，各級類、項、目均進行其檔案

範圍與特性描述，以其中「預算編製」項「提報上級機關審核之預算

案」目為例，其清理行動之規定為「於完成編製後 7 年內，進行銷毀」。

行政檔案之清理授權除規範定期性檔案之清理標準，亦指定各類檔案

中應列為「國家檔案」之項目；以「社區關係」類檔案為例，指定其

中涉及「部會首長重要演講」、「機關舉辦的重大節慶專案 」及「重

要典禮」等檔案項目，作為國家檔案。 

(二)個別機關之檔案清理授權(Records Disposal Authorities，簡稱 RDs) 

適用於單一機關檔案之特別清理授權，又稱「核心業務檔案之清

理授權」(Core Business Records Disposal Authorities)，係依前揭「檔

案保存系統設計及執行手冊」規定的程序，由個別機關針對全部或部

分特有的核心職能業務(core business)、相關檔案保存需要及國家檔案

館所頒作業導引加以評析與研擬，並由國家檔案館提供必要的諮詢服

務，案於提經該館核准與發佈後，賦予該機關清理檔案之合法權限；

各類業務及相關活動項目組成同一「清理類別」及分類號，每一「清

理類別」均有對應的「檔案描述」與「清理行動」(disposal action)。

國家檔案館自 2000 年 7 月開始推行此類清理授權機制；此一清理授

權現已改稱 Records Authorities(簡稱 RA)，內容包括分類號、檔案描

述與清理行動，清理行動除確認機關定期檔案之銷毀，同時指定國家

檔案。清理授權草擬與審查階段，檔案產生機關與國家檔案館進行密

集協商，正式頒行之前，亦需取得檔案產生機關首長之同意。自 2007



21 
 

年迄今，已訂頒約 80 個 Records Authorities。 

四、檔案鑑定制度 

(一)強調需要評估 

依據澳洲第 4390 號國家標準(AS4390-1996)釋義，「檔案鑑定」

(records appraisal)係配合業務需要、組織權責及社區之期望，評估業

務活動，並決定應蒐集、持續保存之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disposal)

行動之過程，其中屆期清理包含檔案之移轉、銷毀、毀損、變更

(alteration)、重新立案、檔案相關背景資訊及軟硬體設備被破壞或與

檔案內容彼此分離等所有改變檔案現況之行動，其中檔案移轉與變更

復含括典藏品實體(custody)及所有權(ownership)之移轉或改變。因

之，檔案鑑定係檔案多元需要的確認過程，鑑定過程應進行有系統及

有計畫的研究、分析、評估與諮商，以有效引導檔案保存年限之決策

及相關清理行動。 

檔案保存需要的評估依據檔案利用需要，賦與各類檔案不同的保

存年限，應考量機關業務需要、法律或財務等責任稽憑要求、一般大

眾的需要、社區對於歷史及其他研究之長期期望，因此對於相關利害

關係人之利益或興趣應加以檢視。前揭「業務需要」指維持機關業務

持續、有效運作與生存發展所需檔案，包含政策、重要行政命令、程

序導引及保障機關之財務或法定權益等相關檔案。一般性會議資料僅

列短期保存，財物檔案屬中程保存年限列 7 年，涉及退休金權益之檔

案則保存長達 75 年。 

(二)整合生命週期與持續管理理念，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檔案鑑定與

保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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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檔案管理主要依據檔案法、資訊自由法、個人隱私法、相關

政策與行政命令辦理。為有效引導各機關檔案保存作業，國家檔案館

業依據第 4390-1996 號國家標準「檔案管理篇」，制定完整的檔案保

存政策、作業方針與標準；嗣因應政府檔案管理電子化及公務委外日

增的需要，該國配合國際標準組織於 2001 年 10 月間推展之 ISO15489

標準，於 2002 年 3 月進一步訂頒澳洲第 AS ISO15489-2002 號新國際

標準，取代原頒 4390-1966 號國家標準，整合檔案生命週期與持續管

理之理念，成為「永久電子化」(e-permanence)新檔案保存標準，並

配合修訂「檔案保存系統設計及執行手冊」，作為各類媒體檔案管理

政策指導及技術執行之依據。 

澳洲之檔案鑑定制度業已歷經四、五十年之實作與發展，並採行

該國 AS4390-1996 號國家標準及第 AS ISO15489-2002 號國際標準，

作為共通的鑑定模式，各類媒體型式之檔案鑑定均須遵循其法定規

範。檔案鑑定由國家檔案館「政府資訊管理部門」 (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掌理，並協同相關部門聯合審查。鑑定係檔

案需要的確認過程，決定何種檔案應予產生、蒐集及其保存年限，並

決定檔案屆滿法定保存年限，究應採取保存、銷毀或移轉國家檔案

館，屬於檔案保存作業之一部分；檔案鑑定結果經完成決策後，即納

入相關「檔案清理授權」。 

此外，並輔導各機關建立完整的檔案管理系統，以供查詢及配合

法定保存年限，進行必要的轉置；國家檔案館亦設有國家檔案電子保

存系統(the Archives’ electronic recordkeeping system)，以保存由各機關

移轉的國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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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各聯邦機關於鑑定過程進行檔案保存成本估算及相關技術

問題分析之前，應首先評估檔案的價值與需要；各機關之檔案鑑定計

畫依前揭手冊規定，應包含檔案保存需要評析及「檔案清理授權」建

議案之訂定過程， 並決定何時應用「正常行政實務慣例」(Normal 

Administrative Practice)規定，配合機關政策及作業程序，不經核准，

逕予例行銷毀。檔案保存需要之評析重點包含：  

1、調查、研析組織角色及檔案保存環境背景。 

2、確認組織職能、業務、工作流程及相關檔案保存責任，並訂定

「以職能為導向的分類表」(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scheme)，

作為檔案清理的管控工具。 

3、評估檔案使用利害關係人對於使用不同業務職能檔案之利益。 

4、確認檔案保存需要，並運用風險評估，決定檔案之存毀與保存

年限。 

(三)由內容鑑定邁向職能鑑定途徑 

早期採行內容鑑定途徑，甚多清理授權之訂定係以檔案內容價

值與格式之衡量為重點；惟檔案內容若無法與其產生背景資訊整合，

將喪失其事證價值，因此重視檔案產生的組織及業務環境。 

1990 年以來，改採職能鑑定途徑，結合組織職能(functions)及業

務分類系統，進行檔案鑑定與清理，以確保檔案之完整性(integrity)、

真實性(authenticity)、可信性(reliability)、可用性(useability)或可及性。

各機關普遍採行 DIRKS style「以職能及業務活動」為基礎的評估途

徑(function/activity based approach)，「由上而下」(top-down)以機關組

織職能為導向之業務分類系統，作為檔案鑑定及相關保存、清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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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與管制工具，進行檔案生命週期管理，以減少不當的清理；檔

案鑑定作業並以反映「組織功能類別」及相關業務項目的「清理類

別」，作為鑑定分析的基本單元。 

2007 年發展現行的「核心職能途徑」(core business approach)，

以引導各機關「核心業務檔案之清理授權」之研擬。機關檔案鑑定分

析之重點為「機關核心或特殊職能之法定與管理需求」、「各類核心職

能相關的業務活動與制度」與「利害關係人、機關與國家檔案館之利

益(interests)」。 

    有關宏觀鑑定之推動方面，進行各機關法定職能、業務活動及蒐

尋系統之調查分析，整合性質相近之檔案清理授權，並以全政府與全

民的宏觀觀點，評析檔案存毀所涉及的利益、風險與成本。今後檔案

清理授權之訂定將朝更簡便而有效的「諮詢途徑」 (consultative 

approach)發展，透過諮商與研討過程加以完成，並強化核心職能及相

關檔案群組分析與國家檔案之選擇。 

(四)檔案鑑定強化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確認應予保存的檔案 

應用系統化的風險管理技術，評析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所需處理

成本及其後果之嚴重程度或風險等級。瞭解檔案未加以妥適保存或不

當銷毀致影響政府利害關係人或民眾之利益時，例如：機關未能及時

提出業務執行責任或法定權益相關事證稽憑時，所導致的財務損失、

偏離決策、影響業務運作、耽誤行政時效或民眾異議等風險，以決定

應予保存的檔案及其保存年限。 

(五)採成本效益概念，並重視內、外在利害關係人參與 

檔案鑑定及相關清理決策需檢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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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儲存、維護成本及效益。為集思廣益，政府機關之鑑定人員、專

家學者及相關利益關係人或檔案使用者均共同參與鑑定過程，以期有

效確認受政府業務影響所及的利害關係人、檔案保存需要重點及其使

用檔案之利益。  

(六)啟動再鑑定機制，進行既有國家館藏檢討 

    為減省不必要的國家檔案補行編目、保存、整卷及開放應用等負

擔，國家檔案館自 2000 年以後，已不復自各機關移轉定期性檔案。

惟鑑於國家檔案館於 2000 年以前，曾移轉各機關之定期性檔案及未

經屆期判定為「保存為國家檔案」(Retained as National Archives，簡

稱 RNA)者，該館爰運用鑑定目標、相關基準及各類清理授權標準，

專案檢討(review)既有國家館藏，檢討作業含括文件系列、「同等級的

檔案清理群」(consignment)以及案件等單元。 

五、國家檔案鑑選目標與衡量指標 

    2010 年修訂檔案法，強化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由原定檔案產

生後 30 年開放應用縮短為 20 年，內閣檔案之開放年限則由 50 年縮

短為 30 年。 

(一)國家檔案鑑選目標與策略性重點 

   1983 年的澳洲檔案法賦予該國國家檔案館設立法源、核准各

機關檔案清理授權及保存國家檔案之權責。當檔案不再工作原有業

務需要使用時，應採「利他」觀念，有計畫地加以保存，以利後人

能分享過去累積的知識與經驗。國家檔案除移轉至該館位於首都坎

培拉之國家檔案庫房，亦配合各機關之分佈，分由不同區域辦公室

辦理國家檔案之移轉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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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家檔案鑑定制度設計包括鑑選目標、國家檔案類別及價值

基準之選定與應用。為引導國家檔案之鑑選與保存，該國於 2003 年

頒布的國家檔案鑑選五大目標及相關策略性重點如次： 

1、保存政府重要業務決策及執行事證 

凡涉及重要政策與業務程式分析或執行說明、立法案件、

高階政策變更、國際條約、協定、契約、機關策略管理等相

關檔案屬之。鑑選作業應衡量檔案對於澳洲政府機關管理、

全體國民及世界事務之重要性(significance)，其考量因素包括

檔案對於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人民生活方式、政府支

出、國防及國家安全等方面的影響範圍、對象、程度及國際

反應等。  

2、保存組織、權責及職能運作事證  

有關政府機關組織設立、調整及相關事權運作的法源、裁

定或相關授權等檔案屬之。 

3、確保澳洲人民未來福祉與環境相關檔案 

保存中央政府因應長期發展需要，從事社會融合、安

全、醫療衛生、環境管理等規劃與保障民眾權益所需檔案資

訊，例如人民土地權屬、國籍、毒性污染源監控、疾病管制

或環境觀測資料；此類資訊具唯一性(unique)及不可替代性。 

4、保存對於瞭解「澳洲國家發展與人民現狀」、「政府重要業務

執行與影響」及「政府與人民互動」，具特殊例證價值的檔案 

指涉及重大公共建設進度、爭訟、政策執行之影響地區、

對象與成果、人民生活方式或民調等檔案；至凸顯政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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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執行特色的經常與例外性個案檔案(case records)亦屬

之。足見個案檔案的鑑定亦逐漸受到關注。  

5、保存對澳洲歷史、社會、文化、人民、科學、技術方面之認

知及研究具高度重要性，且影響社會與國民整體利益的檔案 

此類檔案為社會價值導向，常涉及澳洲社會、文化或歷

史發展重要的人、事、地、物或現象，與前述目標屬政府職

權導向有別，歷史性建築等檔案屬之；族譜資料與若干大眾

關切、使用率或評價較高的個案案卷或照片檔案等，亦在鑑

選之列。 

(二) 檔案鑑選目標與衡量指標 

   國家檔案徵集與鑑選成果需納入年度施政成果報告，其衡量

指標包括：「每年移轉國家檔案之長度」、「每年鑑選符合國家檔

案之長度」、「納入國家檔案查詢系統之國家檔案年增案件」與

「國家檔案館藏以案件描述之比例」。 

六、判定檔案所適用的法定「清理類別」或等級 

澳洲之檔案清理(disposal)包括檔案的移轉、銷毀、毀損、變更、

重新立案、檔案相關背景資訊及軟硬體設備被破壞或與檔案內容彼此

分離等，其中檔案移轉復含括典藏品(custody)及所有權(ownership)之

移轉；由於部分特定職能、主題或事件之檔案群組具特殊價值或爭議

性，國家檔案館於必要時，得進行「凍結清理」(disposal freeze)，暫

時終止其所有清理行動，包含已經核准的銷毀行動，例如：越戰與核

能試爆或法律爭訟的檔案，以保障相關個人或政府的權益。依該國

1983 年訂頒的檔案法第 24 條規定，國家檔案館掌理聯邦機關檔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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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業及保存年限之審核；各機關檔案未經該館授權、事前核准、法

律規定或基於正常的行政實務需要，不得擅自清理；否則，應接受檔

案法及相關法律的處罰。 

檔案屆期清理之判定(Sentence)，係應用「一般共通性檔案之清理

授權」、「個別機關之檔案清理授權(RA)」與「正常行政實務慣例

(NAP)」，以決定屆期應採取適用的保存、銷毀或移轉行動，以確保相

關的檔案清理行為符合清理授權法令及管理規範，提高各機關檔案典

藏與查詢效率。 

檔案清理授權經核准後，產生機關應考量清理目的、可用資源、

屆期檔案之範圍與數量，研擬檔案屆期清理之判定方案(sentence 

program)；於檔案屆滿法定保存年限，進行清查並透過 Sentence，依

鑑定審核結果及相關清理政策，核對國家檔案館所核頒的相關清理授

權，確認及判定個別檔案所適用的法定「清理類別」或等級，檢視其

是否符合相關清理條件及持續使用需要，決定檔案確切的法定保存年

限及屆期應採取的移轉、銷毀等適法之清理行動(disposal action)，並

整編「同等級的檔案清理群」，據以執行相關保存或清理行動，並對於

案卷之「清理類別」及日期進行必要的註記；Sentence 過程可透過電

子系統自動產出或依其分類系統與案名檢出。 

檔案屆清理年限時，產生機關須進行清查，並依鑑定審核結果及

相關清理政策，核對國家檔案館所核頒的相關清理授權，確認及判定

檔案所適用的法定「清理類別」或等級，檢視其是否符合相關清理條

件，據以執行相關保存或清理行動，並對於案卷之「清理類別」及日

期進行必要的註記；經依前揭程序確認及選定檔案所適用的法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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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類別」後，並應將擬移轉或銷毀的各類檔案中，就文件系列、清理

行動、清理時間及儲存需求均相同的檔案分類整編歸入「同等級的檔

案清理群」，並配合編製相關檔案銷毀通知書、移轉目錄及裝箱作業，

以利進行後續的清理作業。 

檔案屆期清理之判定作業效率，受到其歸類、主題編目作業良窳

與所含案卷內容之繁簡影響至巨，國家檔案館並於 2011 年訂有「檔案

屆期清理之判定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s)，以為作業導引。判定作

業步驟如次： 

(一)瞭解檔案產生的組織及其職能背景 

    蒐整機關組織職能、結構、變遷歷史、組織調整決策、年度業務

報告、檔案立案方式、清理授權與相關法律，以瞭解檔案產生的組織

業務職能背景。 

(二)研讀檔案，瞭解其產生係緣自何種職能及業務活動之運作 

有效區隔核心職能與一般行政性的檔案，俾判定其適用的檔案清

理授權。 

(三)確認適用的「清理類別」 

    確認 GDA 或 RA 中所適用的「清理類別」(disposal classes)；「清

理類別」指出該類檔案之描述與應採的清理行動。 

(四)決定適當的清理行動 

    依據所選定的清理類別，決定應採取的清理行動，包括區隔國家

檔案與機關定期保存檔案，並考量定期保存檔案是否仍具參考使用價

值，以決定其暫予保存或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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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認及執行清理行動 

    決定檔案銷毀的時間或擬移轉的國家檔案，於檔案之封面註記，

於完成清理行動後，並應更新檔案目錄系統。 

(六)設定檢視日期 

    對於擬於未來進行銷毀的檔案，設定檢視日期，以利於進行銷毀

作業之前，檢討確認原有評估結果之妥適性。 

七、國家檔案之移轉 

澳洲政府檔案之移轉含括國家檔案之移轉與機關間檔案之移轉；

機關組織與職權變更，亦需辦理機關間之檔案移轉。各機關具永久保

存價值(enduring value)的檔案經依法定程序鑑定為國家檔案者，於屆

滿 25 年時，應移轉國家檔案館；該館並期望前揭檔案於不需供原機關

立即的業務使用時，能移轉該館，以利有效保存及開放應用。各機關

擬移轉之國家檔案需經前揭檔案屆期之判定過程，經確認屬「保存為

國家檔案」(RNA)者，國家檔案館方接受其移轉作業。 

歷年國家檔案之徵集仍以紙本檔案居多，視聽檔案、圖形、微縮、

照片與電子檔案等次之，電子檔案之移轉數量僅居少數；除政府檔

案，亦移轉私人檔案。近年來，澳洲國家檔案館並積極推動數位檔案

資訊管理，鼓勵各機關以數位格式進行檔案移轉；2011 年，已由該

國選舉委員會移轉電子格式之選舉名冊等檔案至該館。 

當機關組織調整，部分功能事權移轉其他機關時，移轉機關亦應

擬具移轉目錄，併同相關檔案及清理授權，進行檔案之實質移轉。 

八、檔案銷毀 

聯邦機關檔案符合下列條件者，方得依核准的方法進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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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律規定：除檔案法，亦需遵守其他法律有關特定檔案之保存

年限與銷毀規定。 

(二)依據國家檔案館事前核准或其核准的程序或實務，亦即依國家檔

案館核准之清理授權，經檔案產生機關確認應予銷毀者；通常係

經鑑定確定屆期不符國家檔案條件或不再具業務使用價值者。 

(三)對於複製品、其他較不重要或短期使用檔案，若予銷毀，無喪失

有價值資訊之餘時，可逕依國家檔案館有關「正常行政實務慣例」

(NAP)規定，雖未列入法定清理授權，可配合機關所訂頒的政策

(NAP policy)及作業程序導引(agency guideline)所揭示的檔案種類

與範圍，逕予例行銷毀，此制為檔案清理授權之輔助措施，與之

併行不悖；此類檔案包含紙質類及電子檔案，通常未能作為業務

處理事證或成為機關檔案之一部分；未涉及政府業務處理內容之

短期性電子郵件如會議通知，即為實例。 

各機關未依規定或經核准逕行銷毀者，檔案法及犯罪防治法等法

律均有罰則規定。檔案屆滿保存年限，經機關依合適的清理權限，確

認及判定檔案所適用的法定「清理類別」或等級，奉核准後，應依安

全防護手冊規定進行實質銷毀，惟應保存銷毀檔案之目錄，以供責任

稽憑；當案卷或案件內之檔案適用不同保存年限時，可進行必要的篩

分，以利後續清理作業；惟應個案審慎考量所餘資訊對於相關事件之

描述是否仍具意義。機關經裁撤而無承繼機關或民營化者，其移轉國

家檔案館之檔案中屬定期性檔案者，由該館屆期依法銷毀，惟應取得

原移轉機關之同意。 

各機關檔案已依相關清理授權銷毀者，除自行保存已銷毀檔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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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應於完成銷毀作業 30 日內作成已銷毀檔案紀錄，敘明銷毀的

檔案類型、數量、使用的清理授權、銷毀日期及方法等，以 PDF 檔

通報國家檔案館備查，並對於所適用的法定「清理類別」之選定進行

明確的說明。 

 

肆、檔案應用服務 

ㄧ、檔案應用申請 

    爲促進政府資訊之公開，澳洲政府於 1982 年訂頒資訊自由法，

1983 年訂頒檔案法，澳洲民眾要應用澳洲政府所產生的政府資訊，

主要是適用上述二法之規定提出申請，說明如下： 

(一)資訊自由法 

    如果要申請應用未達開放年限的檔案，應依據資訊自由法之規定

辦理，民眾可據已申請應用與其個人相關的資訊，亦可依據資訊自由

法要求更改政府文書有關不完整、不正確、過時的或令人誤解的個人

資訊。依據資訊自由法可申請除情報機關外大部分聯邦政府機關的檔

案，提出申請後，機關須於 30 天內回覆決定，假如被拒絕應用，可

以提出申訴。 

(二)檔案法 

    如果要應用達開放年限的檔案，則應依據檔案法之規定辦理，應

用者應向國家檔案館提出申請，但法院、某些國會檔案、某些總督檔

案(如與王室的互動)，及一些國家典藏機構，如澳洲戰爭紀念館、國

家圖書館等則不適用檔案法。除了檔案法第 33 條的應用限制(exempt)

之除外規定外，檔案達開放年限均可提供應用。國家檔案館在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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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須依據檔案法檢視是否可開放，必要時會徵詢機關的意見，大部

分的檔案應用申請，國家檔案館會在 1 個月內決定，某些檔案也許會

花 90 天或更長的時間進行應用檢視其是否含有應用限制之資訊，如

需進行較長時間的應用檢視，國家檔案館通常會先通知應用者，如拒

絕應用，申請者可提出申訴。 

    依據澳洲國會 2010 年 5 月對檔案法的修正案，聯邦政府檔案開

放應用年限從 30 年減為 20 年，內閣會議文件從 50 年減為 30 年，戶

口普查紀錄仍維持 99 年不變。開放期間的改變從 2011 年 1 月 1 日開

始施行，且有 10 年的緩衝期，聯邦政府檔案開放年限逐年減少 2 年，

內閣會議文件則減少 3 年(如表 5)。 

 

表 5 澳洲政府檔案開放年限表 

聯邦政府檔案產生年代

(Year Commonwealth 
record created) 

內閣會議文件產生年代

(Year Cabinet notebook 
created) 

開放應用日期 
(Open access 
period begins) 

1980 或 1981 1960, 1961 或 1962 2011 年 1 月 1 日 

1982 或 1983 1963, 1964 或 1965 2012 年 1 月 1 日 

1984 或 1985 1966, 1967 或 1968 2013 年 1 月 1 日 

1986 或 1987 1969, 1970 或 1971 2014 年 1 月 1 日 

1988 或 1989 1972, 1973 或 1974 2015 年 1 月 1 日 

1990 或 1991 1975, 1976 或 1977 2016 年 1 月 1 日 

1992 或 1993 1978, 1979 或 1980 2017 年 1 月 1 日 

1994 或 1995 1981, 1982 或 1983 201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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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檔案產生年代

(Year Commonwealth 
record created) 

內閣會議文件產生年代

(Year Cabinet notebook 
created) 

開放應用日期 
(Open access 
period begins) 

1996 或 1997 1984, 1985 或 1986 2019 年 1 月 1 日 

1998 或 1999 1987, 1988 或 1989 2020 年 1 月 1 日 

2000 1990 2021 年 1 月 1 日 
資料來源：“Access to records under the Archives Act – Fact sheet 1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 ＜http://www.naa.gov.au/collection/ 
fact-sheets/fs10.aspx＞ (30 Nov. 2011). 

 

二、檔案目錄檢索系統 

(一)RecordSearch 

    RecordSearch 是檢索澳洲國家檔案館館藏目錄的主要工具，可協

助使用者迅速及有效率的檢索該館館藏，該資料庫大約收錄 6 萬個系

列文件、9 千個檔案產生者和寄存者(包括機關、個人和組織)的詳細

資料、800 萬個檔案項目(案卷、地圖、海報)及 120 萬個數位影像，

目前描述的資料大約館藏項目的 20％，若要進ㄧ步尋找檔案，可請

參考諮詢人員協助，或是檢索項目清單或是運用其他檢索工具。 

    其提供的檢索方式有簡易搜尋及進階搜尋 2 種，簡易搜尋主要以

關鍵字及資料日期進行搜尋，進階搜尋則是在聯邦政府檔案系列系統

(Commonwealth Record Series(CRS)System)架構下提供組織、機關、

系列、項目或所有層級之搜尋(如圖 3)，其具有以下的特色： 

1、搜尋檔案並預約在閱覽室使用。 

2、檢視所選取檔案的數位影像。 

3、搜尋館藏、檔案產生者和寄存者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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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所搜尋的檔案出現太多，可進階進行較精確的搜尋。 

5、可登錄為會員，並取得讀者證號碼、登入的姓名和密碼。 

6、可將搜尋結果輸出。 

7、提出應用申請。 

8、預約複製檔案並付費。 

使用者亦可依個人需求訂製和儲存搜尋結果的呈現方式，所儲存

的搜尋結果並可於 1 週內再使用，及檢視前 6 個月內的搜尋條件。 

 

 

圖 3  RecordSearch 進階搜尋畫面 

資料來源：“RecordSearch,”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 ＜
http://recordsearch.naa.gov.au/SearchNRetrieve/Interface/SearchScreens/AdvSearch
Main.aspx＞(30 Nov.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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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ameSearch 

    如果要更有效率檢索澳洲國家檔案館有關個人的館藏檔案，可以

使用 NameSearch(圖 4)進行搜尋，包括國防檔案、移民檔案等，可用

家族姓名搜尋，或以家族結合個人的相關資訊進行搜尋，使用者可輸

入家族姓名後，再選擇檔案類型後進行搜尋，至其搜尋結果，則是從

RecordSearch 中檢索而來。 

 

 

圖 4  NameSearch 檢索畫面 

資料來源：“NameSearch,”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
http://recordsearch.naa.gov.au/NameSearch/Interface/NameSearchForm.aspx＞(30 
Nov. 2011). 

http://www.naa.gov.au/collection/recordsear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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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hotoSearch 

    PhotoSearch(如圖 5)是檢索澳洲國家檔案館館藏照片的檢索工

具，目前該資料庫收錄有 16 萬張照片影像供線上瀏覽。其檢索方式

可採簡易查詢及瀏覽查詢兩種。簡易查詢可以照片相關的關鍵字、片

語、系列號碼、影像號碼及條碼號等來查詢，亦可同時以照片日期來

查詢。瀏覽查詢則是以主題來瀏覽圖片的查詢結果，約可瀏覽 5 萬 5

千張從 1860 年到 1996 年澳洲國家及城市人民生活的照片，主題類別

包含人民、動物與植物、運動、科學、工業、交通、國防、藝術、商

業、建築及政治等。 

    PhotoSearch 檢索結果則顯示照片的相關資訊，包括題名、日期、

主要主題、次要主題、影像號、條碼、典藏地、其他系列相關案件及

系列編號等，使用者並可直接在線上瀏覽影像。 

 
圖 5  PhotoSearch 檢索畫面 

資料來源：“PhotoSearch,”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
http://recordsearch.naa.gov.au/scripts/PhotoSearchSearch.asp＞(30 Nov.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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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閱覽室 

    澳洲國家檔案館爲提供民眾便利的檔案應用服務，在澳洲境內 8

個城市設有閱覽室。在坎培拉總館的檔案閱覽室分成 3 個部分，說明

如下： 

(一)置物櫃(Lockers) 

    ㄧ進入閱覽空間，讀者需先將其個人物品放入置物櫃，在這個空

間有置物櫃使用說明，並提醒讀者當日一定要把個人物品帶走，及於

閱覽室內那些用品禁止或可以攜入。 

(二)參考諮詢區(Orientation Room) 

    經過置物櫃區後，會先進入參考諮詢區，此區域設有參考諮詢櫃

檯，館方人員在此協助使用者及提供諮詢服務；此區域並提供概要說

明書(Fact sheets)及相關文宣資料供使用者取閱，另爲便利使用者檢索

應用檔案，此區域提供 4 部電腦，可瀏覽澳洲國家檔案館的網站、線

上資料庫、指南及概要說明書與一些數位影像，並有一部自助印表機

(self service print)，使用者可列印檔案影像，但需先行於此區域之付

費櫃檯先行付費。 

    概要說明書是澳洲國家檔案館為協助使用者暸解館藏資訊、服務

設施的使用指引，其是以簡要資訊介紹館藏主題檔案、相關檔案應用

與服務說明，提供使用者館藏入門資訊與初步使用指引，其可在此區

域免費取閱，亦可在網站上以主題或編號方式直接瀏覽，或以說明書

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搜尋，目前澳洲國家檔案館已出版 263 種概要說

明書，包含 family history、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digenous 

Australia、defence and war service records、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family-history/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migration/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indigenous/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indigenous/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defence/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security/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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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known people、other subjects、National Archives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等分類主題，每一分類下再呈現其次分類與相關聯的概要說

明書，並會不定時更新說明書之內容。 

(三)閱覽室(Reading Room) 

    在閱覽空間的最內層為檔案閱覽區，使用者可在此閱覽檔案原

件。此空間與參考諮詢區以透明玻璃作區隔，需經館方同意方得進

入，館方並提供檔案翻拍架供使用者拍攝檔案，但須遵守使用相機的

規定。另，此區域亦設有研究小間供研究者使用。 

    澳洲國家檔案館定有閱覽室使用規則(Reading room rules)，在進

入閱覽室前，應將背包等個人物品置於置物櫃，如有經館方許可攜入

閱覽室之物品，在離開時應接受檢查。進入閱覽室應出示讀者證

(reader card)及完成登記，如無讀者證，館方於確認身分後發給臨時

證。閱覽室設有錄影監視系統，館方並在概要說明書上告知使用者，

以尊重使用者權益。在閱覽室應注意事項如下： 

1、不可以攜帶食物和飲料(包括水)進入閱覽入。 

2、不可以使用原子筆或墨水，館方可提供鉛筆。 

3、不可以把檔案攜出閱覽室。 

4、不可以在檔案上做註記或註解。 

5、不可以改變檔案的原來順序。 

    閱覽室應注意禮儀如下： 

1、應在指定區域使用或翻拍檔案。 

2、不可大聲喧嘩或避免與他人不必要的對話。 

3、不可干擾其他使用者。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people/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other-subjects/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archives/index.aspx
http://www.naa.gov.au/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s/on-archive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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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 PC 網際網路僅提供檔案研究相關的網站。 

5、不可進入僅限職員使用的區域。 

6、清楚緊急逃生出口。 

    接觸檔案應注意事項如下： 

1、確保手是乾淨的且未沾有化妝品。 

2、不可舔溼手指翻閱檔案。 

3、如果無法看清裝訂線旁的資訊，不可用力翻閱檔案，應請閱

覽室的工作人員協助。 

4、不可將檔案墊在底下抄寫。 

5、不可把檔案打開推疊在一起。 

6、如果要標示檔案，應使用乾淨的紙，不可使用便利貼或鉛筆。 

7、不可在檔案上註記。 

8、不可將檔案拆卷。 

9、假如發現檔案有頗損的情況，請告知閱覽室的工作人員。 

    使用相機的規定： 

1、不可使用三腳架或閃光燈。 

2、不可妨礙其他研究者。 

3、不可損害檔案。 

4、不可在指定區外翻拍檔案。 

5、翻拍檔案應以研究為目的。 

6、重製或出版應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 

    澳洲國家檔案館為瞭解使用者對閱覽室所提供服務的滿意程

度，會請其填寫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對館方員工的服務知能、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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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對增進認識澳洲歷史的幫助、及改善服務的建議等，如果希望

得到館方的回應亦可留下聯絡資訊，館方並設有專門信箱回收問卷，

問卷詳細內容如圖 6。 

  

圖 6  澳洲國家檔案館問卷(樣式係採雙面以硬式紙張印製) 

資料來源：“Reference Service Survey,”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5 Oc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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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展示空間 

    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展示空間(Gallery)有兩個主要空間，ㄧ為常

設展(permanent)，主要展示澳洲國家檔案館的館藏「國家記憶(Memory 

of a Nation)」，在此空間內，亦以照片牆的方式，將多張人物照片組

合，展示照片檔案(Faces of Australia)，並歡迎參觀者對照片內容的故

事(Tell us your story)加以陳述提供館方參考；其亦利用資訊科技以觸

控式螢幕(Touch and See)互動展示館方館藏，展示方式多元活潑，此

展示手法亦已於澳洲國家檔案館網站呈現(如圖 7)。另，在此空間內，

有一小隔間為 Federation Gallery，展示與澳洲誕生相關之憲政檔案。 

 

圖 7  澳洲國家檔案館網站介紹其觸控式螢幕互動展示 
 
資料來源：“Memory of a Nation – interactive displa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Website,＜http://vimeo.com/27843833＞(30 Nov.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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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國家檔案館另ㄧ展示空間為定期展，除館方自行使用外，亦

可提供其他機關借展。 

    爲推廣檔案應用於學校教育，澳洲國家檔案館特別針對 3 至 7 年

級及 8 至 14 年級的學生各設計 1 款學習手冊，以活潑有趣的方式指

引學生參觀展覽，完成任務者可向館方領取獎品。 

    澳洲國家檔案館亦開放 5 至 12 年級的學生團體參訪(educator-led 

program)，主要係就該館的常設展「國家記憶」進行導覽解說，參訪

活動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可採預約方

式每次 1 小時，參訪人數以 45 人為洽當，最多不超過 60 人，在館方

就整體展覽內容做基本介紹後，會以 15 人為一組由該館教育團隊成

員(a member of the education team)進行導引解說，每一位學生收取 2.5

元澳幣，隨行的老師則免費。 

 

伍、檔案典藏 

      澳洲國家檔案館在坎培拉總館的檔案典藏空間與其應用空間

係位於不同的區域，其典藏空間除作為實體及電子檔案的儲存空間

外，亦作為檔案修護及數位化作業的場所。 

一、檔案保存原則 

    依據 2011年 6月澳洲國家檔案館訂定的「Standard for the Physical 

Storage of Commonwealth Records of enduring value」，具永久保存價值

檔案的保存需遵守以下 9 個原則： 

(一)庫房位置(Location)：檔案典藏設施及位置應避免已知的危險，並

且便利使用者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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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設計和建造(Facilit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典藏設施的設計

和建造，需能保護和保存檔案。 

(三)環境控制(Environmental control)：檔案應保存於適合其形式和保

存期限之環境條件。 

(四)檔案架和容具(Shelving and packaging)：選用適於保存的檔案架及

容具保護檔案，以防止檔案受損及逐漸劣化。 

(五)檔案可及性(Accessibility)：確保檔案可以輕易的識別、查詢及檢

索。 

(六)處理(Handling)：在檢索、接觸和使用檔案時，應避免檔案受損及

逐漸劣化。 

(七)隱私及安全(Privacy and Security)：檔案保管需確保其隱私及安全。 

(八)防災保護(Protection from disaster)：應建立和維持災害應變計畫，

以將風險降低至最低程度。 

(九)監控和維護(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典藏設施必須持續的監

控、管理和維護，以確保檔案的安全。 

二、檔案保存環境 

    依據 2011年 6月澳洲國家檔案館訂定的「Standard for the Physical 

Storage of Commonwealth Records of enduring value」的附錄 A，澳洲

具永久價值檔案的保存溫、溼度建議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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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永久保存價值檔案溫度及相對溼度建議表 

媒體類型 溫度 相對溼度 

紙質檔案： 

˙檔案 

˙卡片 

˙電腦輸出 

˙地圖 

˙工程圖 

˙圖表 

˙海報 

17℃－23℃ 

˙每天誤差不超過3℃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30％－50％ 

˙每天誤差不超過10％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混合和敏感物質 

˙裝訂書籍 

˙羊皮文件 

17℃－23℃ 

˙每天誤差不超過3℃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40％－50％ 

˙每天誤差不超過5％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黑白相片 

其他媒體 

˙模型 

˙物品 

˙混合媒體 

攝影媒體 

˙底片 

˙電影片 

˙彩色輸出物質 

˙具歷史性相片 

˙X光片 

˙微縮片 

˙玻璃片 

3℃－5℃ 

˙每天誤差不超過1℃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在進出冷凍庫時，應回

溫 

35％－45％ 

˙每天誤差不超過5％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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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類型 溫度 相對溼度 

˙幻燈片 

˙需隔離的攝影

媒體 

光碟媒體 

˙光碟片 

˙LD 光碟片 

唱片 

磁性媒體 

˙電腦磁帶及磁

片 

˙錄影帶 

˙錄音帶 

˙MO 光碟片 

7℃－9℃ 

˙每天誤差不超過1℃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在進出冷凍庫時，應回

溫 

35％－45％ 

˙每天誤差不超過5％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在進出冷凍庫時，應回

溫 

保存用原版影片 

˙底片 

˙電影片 

-20℃－ -10℃ 

˙每天誤差不超過3℃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在進出冷凍庫時，應回

溫 

30％－50％ 

˙每天誤差不超過5％ 

˙這個區間不能調整 

˙需要持續控制 

˙在進出冷凍庫時，應回

溫 
資料來源：“Recommende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levels for storage of 
Commonwealth records of enduring value,” Standard for the Physical Storage of 
Commonwealth Records of enduring value, p.21-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Oct. 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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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檔案館檔案保存設施設計原則 

    澳洲國家檔案館在坎培拉總館，除其檔案應用空間外，尚有兩個

典藏場所。目前澳洲國家檔案館正在計畫興建新的典藏場所，興建完

成後，原有兩個典藏場所的檔案將集中於新的典藏場所，該計畫於

2009 年至 2014 年有 5 年規劃期，並預定於 2015 年開始興建，2016

年 6 月完工，計畫名稱為「National Archives Preservation Facility」，

已完成初稿，依據其附件「 Functional Design Brief – Design 

Principles」，其設計原則概述如下： 

(一)願景(Vision and Image) 

    國家檔案館保存設施(National Archives Preservation Facility)的設

計必須符合成本效益，且能爲典藏目的提供及維持最好的環境，包括： 

1、建物需和景觀及環境互補。 

2、可以控制溫度、溼度、照度和空氣品質。 

3、可以提供員工安全和效率的工作環境。 

4、檔案典藏區域需能有效防止偷竊、火災、洪水、昆蟲、害蟲

和其他危險。 

5、辦公空間和典藏空間配置須具備彈性，以符應未來政策及操

作上的改變。 

6、必須對環境責任及節約能源是最佳的。 

7、對於經費要作最有效率的運用。 

8、創新的建築和服務。 

(二)節約能源(Energy Conservation) 

    透過能源的有效運用，以符合聯邦政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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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為符合政策的測量指標包括： 

1、建築物應儘量使用自然風及陽光以控制溫度和光線。 

2、辦公空間應儘量採用自然採光。 

3、空調系統應儘量以節約能源的方式設計。 

4、建築物可採東西座向。 

5、使用絕緣及耐風雨的建材。 

6、應使用建物本身的結構來遮陽。 

7、應有其他能源替選方案，如太陽能等。 

8、使用高效率的加熱及冷卻系統。 

9、使用高性能的 single glazing systems。 

10、使用有效能的照明控制系統。 

11、使用有效能的機器設備。 

12、對設施提供彈性超作性能，以控制能源使用。 

(三)能維持生態發展(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設計者應依據下列優先順序考量生態發展，並在預算範圍內整合

設計： 

1、第一優先順序(High Priority) 

(1)使用低 VOC 的材料，並將含 PVC 的材料減到最小。 

(2)僅可能減少使用監視設備。 

(3)有效用水的設備。 

(4)收集雨水以供廁所沖洗使用。 

(5)對建築廢材回收再利用。 

(6)設計強力水力系統，以減少使用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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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控制策略降低機器設備的運作。 

(8)提供腳踏車使用者的設施。 

2、第二優先順序(Medium Priority) 

(1)建築時應減少產生有害廢棄物。 

(2)使用可再生的建材。 

(3)必須使用經認證為人造林的木材。 

(4)辦公室的設備和傢俱需可以回收再製。 

(5)使用可具體減少能源使用的材料。 

(四)創新的設計(Innovative Design) 

    依據規劃者所提出相關環境及要求，設計者應提出創新解決方案

以滿足其要求，並能達到維持生態發展的結果。 

(五)經費的價值(Value for Money) 

    國家檔案館保存設施的設計，應能體現經費的價值，且能通過公

眾的監督。無論是建築材質、每一樓層區域、建築技術、室內溫度控

制技術及最後的裝修，在設計上要提供好的經濟效能，以符合功能需

求、工作流程及工作環境。 

(六)生命週期的成本考量(Life cycle Costs) 

    設計者應考量評估相關成本，並提供不同的設計，包括，建築結

構、建築配備、機器設備、通道、外部的設備材質和外觀。 

(七)各式接近通道的維運(Access for Maintenance) 

    設計應能提供外部及內部窗戶的清洗、清洗遮陽傘篷、建築物外

觀的清洗、內部及外部照明的維修、屋頂的維修及清洗、進入屋頂設

備必須經由專利的屋頂通道及安全系統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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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性設計(Safety in Design) 

    設計者必須證明其設計已考量安全需求。所謂安性設計，係指在

設計過程中，整合危險識別與風險評估，經由設計以排除或降低風險

造成的傷害。 

    安全性設計的指導方針包括「Relevant sections of the ACT Work 

Safety Bill 2008」及「Safety in Design guidelines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Consulting Engineers」。 

(九)遵行標準(Compliance to Standards) 

國家檔案館保存設施的設計，必須依照 2009 年的澳洲建築法規

(Building Code of Australia)及相關的澳洲標準與法規。 

(十)職場健康和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設施的設計和建造所提供使用者的工作環境，必須依照職場健康

和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簡稱 OH＆S)指導方針，包括

「OH＆S(Commonwealth Emplyment)Act 1991」及「State or Territory 

OH＆S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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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檔案資訊管理 

NAA 移轉政府機關的檔案數量愈來愈多，其中電子檔案的比例

也愈來愈多，這些電子檔案最主要是確保未來依舊能夠使用，因為電

腦硬體設備快速的更新，操作系統與應用軟體隨時汰換，而且電子檔

案儲存媒體的使用期限也愈來愈短，環伺科技變遷的多元與快速，電

子檔案如何長期保存已是各國檔案管理重要發展課題之一，而 NAA

為因應電子檔案的快速發展，也發展一套電子檔案保存方法論，並提

供相關軟體，以確保重要電子檔案之安全。 

一、電子檔案保存步驟 

NAA 主要是使用電子保存軟體，將原有電子檔案格式轉換成保

存檔案的格式，轉換過程有 4 個步驟，說明如下： 

(一)清楚(Manifest)：將要被保存的電子檔案明細與格式，明列於清單

上。 

(二)檢測(Quarantine)：電子檔案必須先確定有無病毒，以及原有檔案

的完整性。 

(三)保存(Perservation)：電子檔案被轉換成保存檔案的格式。 

(四)典藏(Storage)：檔案以被數位化後的電子檔案典藏。 

二、電子檔案保存軟體 

NAA 發展了一系列電子保存軟體，此軟體可以獲取所有電子檔

案的所有重要元素，允許電子檔案可以在任何時間被檢索應用，並確

保電子檔案的完整性。這些軟體由 NAA 開發，已取得公開授權，並

建置在所有文件的開放標準上，適用於各式各樣的應用軟體，也涵蓋

文件應有的所有規格，並不受民間商業軟體轉換的影響，並完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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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政府機關下載運用。由於被轉換後的電子檔案，因其融合所有

文件的開放性格式，已將使其使用期限盡可能地延長。NAA 主要開

發了 4 組軟體，包含 Xena、Manifest Maker、Digital Perservation 

Recorder、Checksum Checker 等，分述如次。 

(一)Xena < xena.sourceforge.net > 

Xena(Xml Electronic Normalising for Archives)軟體協助將檔案轉

換成電子保存檔案格式，適用於辦公室文件、電子信件、照片及影音

檔等，可以被運用在檢視與輸出電子檔案，其操作模式有 3 步驟，說

明如下： 

1、Xena 軟體先決定檔案要進行電子檔案的格式。 

2、基於上述格式，先確認檔案是否以符合電子檔案保存格式，若未

符合即進行轉換，以符合格式者，即可進行保存。 

3、Xena 軟體以其格式保存電子檔案，並包含其保存數據(metadata)。 

(二)Manifest Maker < manifestmaker.sourceforge.net > 

Manifest Maker 軟體主要在提供各政府機關要移轉電子檔案至

NAA 時，可以透過該軟體產生移交清單送交 NAA，且該軟體可以驗

證電子檔案經過轉換後，是否仍維持電子檔案的完整性。 

(三)Digital Perservation Recorder < dpr.sourceforge.net > 

Digital Perservation Recorder(簡稱 DPR)主要在管理電子檔案轉

換的過程，該軟體的特色說明如次： 

1、依循工作流程的步驟，指引電子檔案從檢測、保存、典藏等

各項作業。 

2、使用 Xena 軟體轉換電子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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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藏每個原始電子檔案及轉換後的電子檔案格式。 

4、將電子檔案的保存格式提供應用。 

5、偵查電子檔案的移轉作業。 

6、可以提供電子檔案相關報告給使用者、移轉者與典藏者。 

 (四)Checksum Checker < checksumchecker.sourceforge.net > 

Checksum Checker 軟體主要在偵測 NAA 電子檔案是否有遺失或

損毀，並透過與上述 DPR 資料庫的電子檔案比對，該軟體若有偵測

到不符合之處，將會通知相關人員修正處理。 

NAA 在電子檔案管理上，未來仍會面臨科技、標準與作業程序

等更新危機，將持續不斷的開發或更新相關軟體，才足以因應電子檔

案成長的數量、格式的多元性與檔案的大小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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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影音檔案館及澳洲戰爭紀念館 

壹、國家影音檔案館 

一、機關簡介 

    澳洲最早於 1935 年成立國家歷史影片與演講檔案圖書館(the 

National Historical Film and Speaking Record Library)，隸屬於聯邦國家

圖書館(the Commonwealth National Library)的一部分，1970 年代後澳

洲電影產業復興開始備受重視，該館於 1984 年在坎培拉設立總館，

並於 2000 年更名為澳洲影音館(Screen Sound Australia)，隨即於 2003

年與澳洲影片委員會(the Australia Film Commission)合併。直到 2008

年澳洲頒行國家影音檔案法(the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Act 

2008，簡稱 NFSA Act)，始正式立法授權成立國家影音檔案館。 

國家影音檔案館目前隸屬於總理內閣部，為法人團體 (body 

corporate)，直接由總理管轄，主要掌管聯邦政府以外的影音檔案，聯

邦政府的影音檔案則由澳洲國家檔案館所掌理。NFSA 設置館長

(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一人，負責執行推動業務，掌理館藏發展與

應用部門(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Outreach Division)與綜合館藏

服務部門(Corporate and Collection Services Division)，其組織架構詳圖

8 國家影音檔案館組織架構示意圖。NFSA 同時設置董事會(The 

Board)，董事會委員介於 3 至 7 位之間，協助監督 NFSA 的營運績效，

並應事前為 NFSA 提出 3 年期的策略計畫(corporate plan)，經由總理

許可後，交由館長據以執行。國家影音檔案館總館設立於坎培拉，另

於雪梨與墨爾本設立辦公室，目前服務員工計有 235 人(詳表 7)，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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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約有 1,700,000 件，館藏包含影片檔案、錄音檔案、文件與手工品

等等，其中已有超過 700,000 件提供線上數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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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協調單位

法制服務單位

館  藏  發  展  與  應  用  部  門 綜  合  與  館  藏  服  務  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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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國家影音檔案館組織架構示意圖 

資 料 來 源 :“Our Management Structure,” NFSA Annual Report (2010-2011) 
<http://www.nfsa.gov.au/about/corporate/annual-reports/> (17 Oct. 2011). 
 
 

表7 國家影音檔案館員工人數分配表(5 OCT. 2011) 

辦公室地點 員工人數 

坎培拉 
194 

(Acton總館178人，Mitchell庫房16人) 
雪  梨 31 
墨爾本 10 

合計 235 

資料來源：“NFSA An Overview,” the material of NFSA presentation (6 Oc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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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A 的組織指導原則，係將澳洲影音檔案與各種媒體所蘊含的

多元文化遺產推向世界第一，並以此領導所有員工朝此方向邁進。組

織主要職掌有下列 5 點： 

(一)針對國內動態影片、影音檔案及與影音相關之手工品之徵集、維

持、發展與管理等作業。 

(二)保存與維護各式影音檔案的展現成效，以確保國家利益與未來世

代子孫的利益。 

(三)依據管理原則，促使澳洲國家影音之館藏，提供國內與國際上最

寬廣的應用服務。 

(四)透過各種多元方案呈現影音館藏，如展示、學術研究、演奏等方

案，藉此呈現澳洲的歷史、藝術、科技與文化，並扮演創造者與

應用間的媒和與橋樑。 

(五)提升國家影音館藏的應用意識，以及發展創造的無限可能性。 

有關國家影音檔案的館藏來源有四，分述如次： 

(一)捐贈方式：以免費方式取得影音檔案。 

(二)直接徵集：從外部資源購買影音檔案。 

(三)存放方式：影音檔案保有者授權寄放，或其他非法定需求寄放之

影音檔案。 

(四)內部產生：透過保存維護與應用過程產生影音檔案。 

    依循上述機關職掌，國家影音檔案館在策定發展策略時，優先發

展項目如下： 

(一)全方位賡續徵集館藏，包含過去遺產與當代影音檔案的物品、元

件、載體與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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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保所有影音館的工作達到高水準的管理標準。 

(三)強化館內所有員工的理智與文化能量。 

(四)發展國內與國際的應用服務管道。 

(五)運用最佳化的科技基礎，提供檔案保存維護與應用。 

(六)與相關機關建立聯盟、合作夥伴、網路、合作研究等關係。 

二、發展策略 

依據國家影音檔案館 2010-2013 年度策略計畫，說明該館之使命、

成果、方案、策略目標及策略。 

(一)使命：藉由影音檔案的徵集與保存，激發民眾的好奇心與創造

力，並對於澳洲影音檔案及其新興媒體所蘊含的多元文化意義，

能有更知性面的認識與瞭解。 

(二)成果：藉由開發、保存、維護和推廣全國影音檔案蒐集，以及提

供具有歷史和文化意義的影音資料，增進民眾瞭解和欣賞澳洲的

影音歷史。 

(三)方案(Program)：開發、維護與展覽，並提供所有澳洲民眾應用澳

洲國家影音檔案以及其他珍藏資料。 

(四)策略目標與發展策略 

1、策略目標 1：全國性領導(National Leadership) 

(1)籌辦並參與大型活動，以推廣保存、典藏國家影音檔案。 

(2)制定國家影音檔案相關政策。 

(3)確保國家影音檔案館管理層面完備妥善。 

(4)鼓勵各項國家影音檔案館作業流程的創新、創造與分析。 

(5)策略性投資於資訊、溝通、數位媒體保存與應用技術等相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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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設備。 

(6)以最佳方式於所有領域實行《環境保護及生物多樣性保存法》

的相關規定。 

(7)以最高專業標準及依據《環境保護及生物多樣性保存法》管理

聯邦遺產。 

2、策略目標 2：館藏與知識(Collections and Knowledge) 

(1)檢視與更新國家影音檔案之徵集政策。 

(2)依據徵集政策，推動國家影音檔案之徵集作業。 

(3)更新發展國家影音檔案館館藏之保存策略。 

(4)執行保存維護計畫，確保長期保存館藏。 

(5)執行典藏計畫，確保長期永續性地典藏影音檔案。 

(6)實施確保典藏品永續性之保存計畫。 

(7)尋求合作夥伴，共同促進新知、鼓勵創新、刺激求知，並吸引

資金投入於相關知識以及新興領域之館藏徵集。 

3、策略目標 3：激發經驗與學習(Inspiring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1)提升館藏資訊的數量、品質與可親近性，並提供應用者瞭解館

藏。 

(2)持續開發館藏，使其成為教育、研究與娛樂的資源。 

(3)在地方、全國與國際之重要研究領域，建立專業知識及能力。 

(4)提供更多溝通管道，讓使用者可以應用館藏與汲取其中知識。 

(5)藉由創新的線上體驗及趣味課程，吸引大眾增加對澳洲影音檔

案發展的認識。 

(6)與當地的團體合作，共同推動相關活動計畫，以提升本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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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合共同利益團體，共同開發各項方案，強化館藏應用，並提

升國家影音檔案館知識基礎與專業。 

(8)透過顧客分析研究，更加瞭解澳洲國家影音檔案之使用民眾，

並進行相關改善作業。 

4、策略目標 4：聯結策略聯盟關係(Connections and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1)瞭解利益關係人之需求，並採取滿足其需求之作業。 

(2)確保國家影音檔案館執行的策略，能反應其利益關係人之多元

印象。 

(3)確保國家影音檔案館領導團隊，定期關注利益關係人之管理。 

(4)建立結盟、網路以及合作夥伴關係，以增加國際性的創新專案。 

(5)致力於增加預算外收入，以支持澳洲國家影音檔案館策略目標

的實行。 

(6)與其他國家典藏機構共同合作，並透過分享服務以達到更高的

營運效率。 

(7)以國家影音檔案館的價值和行為準則與他人相處。 

5、策略目標 5：創新人才，創意國家影音檔案館(Innovative People 

and a Creative NFSA) 

(1)吸引、培養及保留具有文化創新、追求卓越能力的人才。 

(2)保持高標準的流程管理系統，尤以財務管理及館內治理層面為

重。 

(3)增加國家影音檔案館非政府資金來源。 

(4)設計實施有效率的業務系統、架構與流程，以支持創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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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追求卓越。 

(5)鼓勵以合作與整合的作業方式，強化國家影音檔案館各項業務

執行。 

(6)投資於設備改善工程，以減少環境的影響，並進一步成為環境

保護責任的領導者。 

(7)策略性的管理建築大樓，建立有效的安全系統，提升一般安全

意識。 

(8)發展一個有彈性、能適應變化、變動靈活的組織。 

三、徵集政策 

國家影音檔案館屬文化機構屬性，無法定徵集權，故館藏主要源

自民間機構與個人。該館其依據組織職掌與 2008 年訂頒的國家影音

檔案法，研擬館藏徵集政策(Acquisitions Policy)，並據以訂定館藏發

展策略(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優先鑑選原則、推動方案與

年度徵集之優先順位(如圖 9)；該館係以「文化及歷史檔案」、「在視

聽技術或發展創新方面有價值的檔案」與「能反映澳洲視聽媒體角

色、特性與現況之檔案」作為徵集目標，並訂定中程與年度關鍵執行

指標(key performance measures)，據以評估，以保存澳洲多元的視聽

媒體的歷史、技術與文化資產；徵集標的包括：電影(含家庭電影)、

音訊檔、收音機廣播、電視節目(含電視劇)、留聲機、電報、線上展

示媒體、網站資訊、相關文件及未出版的作品等不同格式的視聽檔案。 

澳洲歷年已徵集為數不少的原住民館藏(indigenous collection )。

為進一步結合不同種族與社區的力量，進行多元視聽文化館藏之充

實，該館於 2011 年訂頒綜合性的「多元文化與文化差異文物之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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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of multicultural and cultural diverse material)政策」。1890 年

迄今，視聽檔案之館藏已高達 160 萬件；該館並訂有學者研究獎學金

與學生實習制度，並舉辦研討會，鼓勵學術界與表演藝術家與科技人

士進行館藏資訊之研發。 

由於視聽產業漸邁入數位生產與儲存，類比檔案之提供者亦與日

俱增；另鑑於數位發展為電影的保存帶來嚴竣的挑戰，國家影音檔案

館於 2010 年電影節協同電影製作者發起搶救活動，以搶救該國遺失

或殘缺的影片；數位電視與數位收音機掘起之檔案，亦在徵集之列。 

 

 

整體徵集目標與
中程關鍵執行指標

館藏發展策略與
優先鑑選原則

年度推動方案、執行指標
與徵集之優先順位

 

圖 9  國家影音檔案館徵集策略體系 

資料來源：“NFSA_Collection_Development_Strategy,” the National Film & Sound 

Archive Website, < http://nfsa.gov.au/site_media/uploads/file/2011/09/13/NFSA 

_Collection_Development__Webready.pdf> (17 Oct. 2011). 
 

 

http://nfsa.gov.au/site_media/uploads/file/2011/09/13/NFSA%20_Collection
http://nfsa.gov.au/site_media/uploads/file/2011/09/13/NFSA%20_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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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館藏主要來源如次： 

(一)捐贈：其著作權通常仍有法定所有權人管有，並尊重個人隱私。 

(二)委託代管：委託代為保存與典藏，所有權仍屬原持有人；惟對於

委託代管之典藏所進行之保存與儲存服務，該館仍酌收費用。 

(三)價購。 

(四)依法典藏。 

(五)內部產生或委託製作：透過內部檔案保存、應用過程或以契約約

定產生所需館藏，如進行口述歷史及其抄本製作。 

(六)遺產之贈與：源自於藝術家、製作者及蒐藏者等所贈與之遺產。 

四、館藏發展策略 

館藏發展策略為執行徵集政策之指引，優先徵集具有持續性、重

要文化價值及澳州在視聽媒體方面具獨特成就的視聽檔案。為有效管

理與應用館藏，亦定期檢討其分類系統，進行目錄編製與更新，並研

議目錄之限制(restricted)與開放(open)應用作法，訂定保存策略與風險

管理計畫(Risk Management Plan)，更新檔案保存設備、加強環境控制

與推展數位保存(digital preservation)，並設置永久展示空間。 

館藏發展策略重點如次： 

(一)綜合蒐集影片與檔案產業資訊。  

(二)進行廣播事業之代表性文物蒐集。 

(三)提供研究及相關背景文件。 

(四)提供藝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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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案鑑定 

(一)鑑定範圍與重點 

凡具有澳洲特色之當代與歷史性檔案均在徵集之列，以有效呈

現澳洲電影業、音訊及新視聽媒體的演進，保存視聽歷史文化遺產並

提供教育、研究與欣賞應用。 

視聽檔案之鑑選重視國內外重大事件之保存，重要名人錄亦在

鑑選之列，並配合風險管理與重大變遷史實之保存，徵收產業因時代

變遷無法保存之檔案格式。除鑑選國內重要視聽製品，亦徵集國際上

與澳洲人經驗相關或具有重要影響、「唯一性」、「高風險」的影片與

音訊檔等產品；必要時，得以複製品加以保存，以保存高質的國際視

聽文化，提供應用、研究與參考使用。 

下列視聽製品優先鑑選納入澳洲國家資產： 

1、澳洲人於國內外製造的產品。 

2、在澳洲創作的產品。 

3、能反映澳洲人之主要貢獻者。 

4、對於澳洲有重大的文化影響者：視訊檔與影片等新型的數位檔

案，對於澳洲視聽文化與產業有重要關聯者，亦併予鑑選，數

位文化遺產將列入未來檔案之保存重點。數位檔案亦適用上述

鑑選原則，經徵集後，依數位檔案儲存標準，納入該國既有的

儲存網路結構。 

(二)鑑選途徑 

視聽檔案之鑑選過程，運用不同資源、評估工具與技術，包括： 

1、館藏相關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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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檔案之重要性。 

3、提供公益、欣賞與節目播出等展示應用之潛力。 

4、瞭解當前之視聽產業與生產活動。 

5、確認具有高價值館藏之提供者。 

6、諮詢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專家，並與國內外之徵集機構、視聽

製作者、蒐集者及專業團體合作。 

7、持續評估該館因應新進館藏之管理能力。 

8、瞭解國內與國際生產部門與學術界視聽專業之發展。 

(三)鑑定基準 

於徵集相關館藏之前，配合組織任務，事先評估產品或案件之文

化重要性(cultural significance)、藝術價值、歷史價值、社會影響性、

科技價值、來源(provenance)，即反映特定檔案或文物之來源、管有

歷史與背景)、唯一性(unique)、稀有性、代表性、對於既有館藏之強

化(考量與現有館藏之關係，以期透過徵集，縮小館藏差距與增進其

多元化)、原始品質(intrinsic quality)、檔案保存所需實體與財務資源，

詳加調查、記錄檔案來源及著作權、文化所有權或其他相關權屬，以

評估其保管與日後應用之適法性，並考量保存格式、載具、媒體、檔

案狀況、館際合作分工與協商日後檔案之應用方式，避免重疊。 

除檔案內容，相關背景資訊、原始文件與藝品等具互補價值之

文物，併予徵集，以提高檔案之完整性與利用品質，供文化傳統之研

究使用。具有歷史價值之電影及聽訊專業設備，納入鑑選，其設備製

作年份、格式與過程相關文件，併予保存；另以年度特色影片等為例，

除影片內容，相關聲帶集、行銷資料、海報、製作書、劇本、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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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服飾、設備、網站文件及或評論資訊一併納入移轉。檔案鑑定

結果與徵集建議，應提經該館徵集委員會與國家影音檔案委員會審核

通過。 

六、檔案應用服務與典藏 

    國家影音檔案館的館藏超過 160 萬件(items)，包括 334,000 件視

聽檔案(audio recordings)，442,000 件動態影像( moving image works)

及 870,000 件具文化價值的文件和文物(associated documents and 

artefact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其典藏內容大要如下： 

(一)影片(film)：典藏範圍涵括 100 年以上的澳洲電影和電影製作。 

(二)聲音(sound)：涵括音樂、廣播、自然和產業錄音、演講等。 

(三)電視(television)：從 1956 年到現在的澳洲電視影片。 

(四)原住民(indigenous collections)：澳洲原住民創意、產業和文化的

紀錄。 

(五)文件和文物(Documents and artefacts)：照片、海報、劇本、服裝、

古老的設備、玻璃幻燈片和底片。 

(六)口述歷史(Oral history)：與視聽檔案歷史有關的口述歷史資料。 

    國家影音檔案館在澳洲境內 8 個城市設有應用中心，提供相關設

施供民眾應用視聽檔案，有些應用中心係與所在地圖書館相結合，使

用者可依據澳洲資訊自由法向館方提出申請。其所典藏的影音檔案，

不全然都擁有著作權，使用前應先確認其著作權，如果得到館方的許

可或著作權擁有者的同意，並可借出、複製或提供遠距應用。 

    爲便捷民眾檢索其所典藏的影音檔案，建置有線上查詢系統

(SEARCH THE COLLECTION)，可查詢超過 80 萬件檔案，已完成數

http://nfsa.gov.au/collection/documents-artefacts
http://nfsa.gov.au/collection/oral-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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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並提供線上預覽及複製的服務，每月約有 5,800 人次造訪該系

統。其搜尋方式分為簡易搜尋、進階搜尋及主題瀏覽。 

(一)簡易搜尋(Easy Search)：主要係以關鍵字方式進行搜尋，並可依

媒體類型包括 ARTEFACT、DOCUMENTATION 、FILM、

MULTIMEDIA、PAPER、PHOTOGRAPH、RADIO、RECORDED 

SOUND、TELEVISION 限縮查詢範圍。 

(二)進階搜尋(Advanced Search)：可用關鍵字加入主題(Title)、姓名

(Name)、號碼 (Number)搜尋，並可以角色 (Role)、媒體型式

(Format)、分類(Class)、類目(Category)及年代(Year)區間進行搜

尋，並同簡易搜尋，可限縮查詢範圍。其搜尋畫面如圖 10。 

 

圖 10  SEARCH THE COLLECTION 進階搜尋畫面 

資料來源：“SEARCH THE COLLECTION,” the NFSA Website, ＜
http://colsearch.nfsa.gov.au/nfsa/search/search.w3p;adv=yes;query=;resCou
nt=＞(30 Nov.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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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瀏覽(Browse A-Z)：可以 A-Z 字母開頭或 0-9 開頭，以主題

方式瀏覽。 

    國家影音檔案館爲提供電影愛好者體驗來自澳洲及世界各地最

好的影片，在其館內設置有 250個座位的Arc電影院(Arc cinema)，2007

年 8 月在坎培拉總館正式開幕，依據館方統計，在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共有 22,000 人次造訪該電影院，平均每場觀看電影的人次

為 55 人，門票收入 145,000 元澳幣，並有 8,000 元澳幣的捐款。 

    國家影音檔案館 Arc 電影院的門票費用平常為成人 11 元澳幣，

優惠 9 元澳幣，一次購買 10 張只需 80 元澳幣，星期四日場則只需 5

元澳幣。其為行銷 Arc 電影院的影片，每兩個月會印製影片播放日程

表(Calendar)供民眾索取或於網站上瀏覽下載，並會對新進館的影片

製作宣導摺頁或明信片，其中就有以臺北捷運為主題的明信片及宣導

摺頁，如圖 11、12。 

 

圖 11  以臺北捷運為主題的 Arc 電影院明信片 

資料來源：“Arc 電影院明信片,” the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s (6 Oct. 
2011). 

http://nfsa.gov.au/arc/


68 
 

 

圖 12  以臺北捷運為主題的 Arc 電影院宣導摺頁 

資料來源：“Arc 電影院宣導摺頁,” the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s (6 Oc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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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州國家影音檔案館設有圖書館，蒐集專門研究視聽檔案的書

籍、期刊、剪報和電影、電視、電台相關電子資源。開放時間為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有專人提供諮詢。圖書館並對外

招募志工，協助期刊索引編製及剪報等工作，志工每周至少應工作 3

小時，並應持續至少 6 個月，館方並會對志工進行必要的訓練，以使

志工能具備出色的口頭與書面溝通技巧、使用 Microsoft Office 的相

關知識、熟悉網際網路使用的相關知識及準確性與系統性(accurate 

and organized )。 

    國家影音檔案館教育工作團隊，針對澳洲學校課程，依不同年級

的學生，推出學校參訪教育方案，以經過挑選的檔案、動態影像及聲

音，協助學生探索澳洲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歷史的發展。 

    學校參訪方案分為白天及晚上兩種，適用對象涵括幼稚園至 12

年級，白天方案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每次 90

分鐘，方案內容主要為探索展覽館，學生可經由活動的安排，及展覽

館的多元展示方式，調查研究澳洲的故事。晚上方案，最新的 2012

年方案為星期二至星期四下午 5 時至 7 時。至少每 20 位學生要有 1

位老師隨行陪同。至其費用，白天每一位學生為 5.5 元澳幣，晚上為

6.5 元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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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澳洲戰爭紀念館 

 

一、機關簡介 

    澳洲戰爭紀念館的館藏徵集，源於 1917 年查理先生(Charles Bean)

和約瀚先生(John Treloar)蒐集第 1 次世界大戰的日記與遺骸的物品，

紀念館最早於 1941 年開始營運。澳洲於 1980 年頒行澳洲戰爭紀念法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Act 1980)後，正式於坎培拉成立澳洲戰爭紀

念館。該館的設立宗旨，紀念所有在戰爭裡犧牲生命的澳洲人；主要

任務在協助澳洲人記憶、闡述與瞭解戰爭的經驗，以及對社會的衝擊

與影響。該館的價值觀，係在成為卓越的國家級紀念館，激發有紀念

性的民族記憶，舉辦讓多數民眾參與及出色的展覽、事件與活動等等。 

澳洲戰爭紀念館直接隸屬於議會(the Council)，是以法人團體成

立，其業務推廣主要由退撫軍人部(the Minister for Veterans Affairs) 規

劃負責，由議會負責執行與控制。該館設立館長 1 人，分別成立「綜

合服務部門」、「公共計畫部門」及「國家館藏部門」推動執行業務(其

組織圖詳圖 13)，主要在讓澳洲人記憶、闡述與瞭解澳洲戰爭的經驗，

透過維持與發展國家紀念、徵集與展覽歷史文物、紀念儀式與研究

等，來持續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其重要館藏包含藝術品、照片、影片、

錄音檔、研究中心、軍事徽章與科技技術、其他捐贈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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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澳洲戰爭紀念館組織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Corporate Structur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Business Plan 

(2011-2012) < http://www.awm.gov.au/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20Plan%202011 

-2012%20- %20Final.pdf> (17 Oct. 2011). 
 

二、發展策略 

依據澳洲戰爭紀念館 2011-2014 年度策略計畫(Corporate Plan)，所

提及的優先發展策略有 5 項，並據以推動年度各項活動，摘述如次： 

(一)紀念館站在領導人的立場，預為規劃佳勒波理戰役(Gallipoli War)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First World War)的百年紀念儀式。 

(二)賡續提供多元的博物館服務經驗給多面向的訪賓，並確保有高品

質的展覽、訪賓服務、紀念儀式與活動、良好維持的展示館與庭

園。 

http://www.awm.gov.au/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20Plan%202011%20-2012%20-
http://www.awm.gov.au/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20Plan%202011%20-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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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紀念館的基金以最大極限籌募各種可能財源，包括贊助者和發展

方案。 

(四)吸引、維持、投資與栽培高品質的員工。 

(五)與利害關係人、利益團體維持正向建設性關係。 

三、檔案應用服務 

    澳洲戰爭紀念館爲便利民眾檢索及應用館藏，建置有查詢(search)

系統，並分為簡易搜尋、進階搜尋及網站搜尋(Site search)，在簡易搜

尋 畫 面 並 提 供 連 結 至 澳 洲 國 家 檔 案 館 的 線 上 查 詢 系 統

RecordSearch。另其亦設置研究中心提供參考諮詢、複製、閱覽設施

及研究小間等服務。 

    澳洲戰爭紀念館為協助學生瞭解澳洲參與戰爭的經驗及戰爭對

社會的影響，推出學校參訪教育方案(Education programs)，每年約有

超過 12 萬的學生參訪該館，學生可在探索區(Discovery Zone)親自動

手學習及互動討論，其教育方案並與學校課程之歷史、英文、視覺藝

術、科學和工藝相結合。館方所推出的教育方案，參訪人數以 60 人

為原則，會有專人進行導覽，並分成以 15 人為一小組，需有成人陪

同，每次為 1 小時，每位學生收費 6.05 澳幣，有些方案為 45 分鐘，

每位學生收費 4.4 澳幣，陪同之成人免費。如由老師親自帶領學生參

觀並導覽，則為免費，且無參訪時間限制。此外，如參訪探索區，每

位學生則需收費 2.2 澳幣。 

    澳洲戰爭紀念館另亦推出博物館之友方案 (Friend of  the 

Memorial Program)，加入後的主要權益(Primary Benefits)有： 

(一)免費訂閱 Wartime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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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贈 Friend newsletter 季刊。 

(三)自動訂閱 e-Momerial。 

(四)可獲邀參加在館方所舉辦的巡迴展或特殊活動。 

    會員種類區分為 4 種，Rosemary(個人或兩人)、 Poppy(個人或兩

人)、家庭會員(Family Friend)及俱樂部/組織會員(Club/Organisation)，

其中家庭會員最多只能有兩位成人及一位 16 歲以下的小孩，每一種

類的會員須繳交的費用亦不同，Rosemary 會員，個人 55 元澳幣，兩

人 77 元澳幣；Poppy 會員，個人 80 元澳幣，兩人 99 元澳幣；家庭

會員 110 元澳幣；俱樂部/組織會員 120 元澳幣。其享有的權益亦不

同，詳如表 8。 

 

表 8  戰爭紀念館之友會員權益一覽表 
            會員類型 

權益項目 

Rosemary 

(個人或兩人) 

Poppy 

(個人或兩人) 

家庭 

(Family Friend) 

俱樂部/組織

(Club/Organisation) 

主要權益 ˇ ˇ ˇ ˇ 

會員卡及衣領別針 ˇ ˇ ˇ  

戰爭紀念館商品折扣 ˇ ˇ ˇ  

免費或優費參加館方活動 ˇ ˇ ˇ  

預約折扣 ˇ ˇ ˇ  

館方咖啡廳折扣  ˇ ˇ  

保 留 ANZAC DAY 及

Remembrance Day 典禮座位 

 ˇ ˇ ˇ 

參觀導覽  ˇ ˇ ˇ 

年度感謝證明    ˇ 

參訪時寄物服務    ˇ 

備註：家庭會員最多只能有兩位成人及一位 16 歲以下的小孩。 
 
資料來源：“Friend of  the Memorial Program,”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簡介摺頁
(4 Oc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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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此次澳洲出國考察，囿於考察經費有限，僅能安排 3 天，原規劃

僅正式參訪澳洲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影音檔案館 2 個機關，幸賴我國駐

澳大利亞代表處鼎力協助及安排，使本次考察增列澳洲戰爭紀念館的

參訪行程，讓原已充實的行程更添豐富色彩，惟因參訪時間有限，且

為私自參訪行程，未與館方有正式拜訪過程，報告內容僅就參訪活動

之資料蒐整作簡單概述。 

本次參訪澳洲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影音檔案館之活動過程，均由各

館館長親自接待與簡報，相關部門同仁傾囊相授輪流講解，我國考察

團備受澳方歡迎與款待，在此特別感謝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及駐雪

梨辦事處同仁盡心盡力協助規劃相關事務，使考察任務非常順遂的完

成，並與澳方檔案管理相關機關進行了圓滿的交流活動。歷經本次考

察經驗得知，澳洲檔案管理已行之有年，在檔案管理與應用層面上，

皆有我國值得效法借鏡之處，謹說明如次。 

一、重視國家檔案，由聯邦二級機關掌理 

澳洲是一個很有歷史背景的國家，早期曾受過英國殖民統治，政

治體制亦與英國相仿，屬於聯邦政體的責任內閣制，歷經政黨輪替

後，相關聯邦組織也隨即更動，澳洲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影音檔案館皆

隸屬於總理內閣部，由總理直接管理，係屬於聯邦二級機關，顯見澳

洲政府對檔案管理的重視與積極度。澳洲國家檔案館僅針對聯邦政府

的檔案作管理，其管理範疇並不推及各州，業務推廣強調民眾的故

事，也是國家歷史的一環(Your Story, Our History)，與我國所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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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有所出入。 

二、重視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 

澳洲國家檔案館對檔案管理人員的角色有明確的期許，並以澳洲

檔案管理標準 ISO 15489–2002，作為檔案管理人員能力檢核的規範，

鼓勵他們參加各式在職進修的訓練計畫，並以參加專業組織(如協會)

的活動經歷，進而提升檔案管理專業能力。另，國家影音檔案館與澳

洲戰爭紀念館的發展策略中，均提到創新組織人才，培育高品質的員

工，顯見對員工能力提升的重視，強調吸引優秀員工加入組織，讓員

工在其位可以獲得肯定與收穫，提供員工在職進修或參加訓練計畫，

以積極培育優秀的創新人才為組織的重要目標之一。 

三、政府機關長、中、短程計畫體制完備 

本次考察於資料蒐整時發現，澳洲政府機關依據資訊自由法應於

其全球資訊網頁公開機關資訊，包括機關計畫、中程策略計畫、年度

計畫與機關年報等，以便利各界瀏覽運用。因此，本次考察的 3 個機

關均有完備的計畫體系，如圖 2 澳洲國家檔案館計畫層次圖，短、中、

長程計畫層次清晰明確，亦包含機關願景、任務、發展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等內容，非常有系統規劃，並於會計年度(前一年 7 月至下

一年 6 月)結束後提出年報，具體呈現計畫執行成果與機關成效。由

此可知，澳洲的政府資訊相當落實，且其計畫體系之運行非常完備。 

四、訂頒澳洲國際標準的檔案管理作業 

澳洲檔案管理主要依據檔案法、資訊自由法、個人隱私法、相關

政策與行政命令辦理，並整合檔案生命週期與持續管理之理念，於

2002 年 3 月進一步訂頒澳洲第 AS ISO15489-2002 號國際標準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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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保存系統設計及執行手冊」，作為各類媒體檔案管理政策指導及技

術執行之依據。 

五、澳洲檔案清理制度完備有脈絡可循 

(一)澳洲檔案清理制度主要含括「檔案之清理授權」、「鑑定」、「屆期

清理之判定」與「採取實際清理行動」；國家檔案館協調各機關

訂頒以機關組織職能分類為基礎的「檔案清理授權」法定文件，

核定各機關各「清理類別」檔案應遵循的最低保存年限標準及屆

期應採取的清理行動。 

(二)檔案之清理授權制度包括「一般共通性檔案之清理授權(GDA)」

與個別機關之檔案清理授權；另訂有  「正常行政實務慣例

(NAP)」規定，作為檔案清理授權之輔助措施，對於複製品、其

他較不重要或短期使用檔案，若予銷毀，無喪失有價值資訊之餘

時，可逕依國家檔案館有關「正常行政實務慣例」規定，逕予例

行銷毀。 

(三)檔案清理之策略規劃重點含括：決定各機關檔案之保存年限、確

認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重要國家檔案、徵集國家領導人的檔案與

移轉國家檔案。 

(四)檔案鑑定方面，整合生命週期與持續管理理念，建立符合國際標

準的檔案鑑定與保存制度，強調需要評估、風險評估、成本效益

概念及內、外在利害關係人參與，並由早期的內容鑑定邁向職能

鑑定途徑，對於既有國家館藏進行必要的專案檢討；今後檔案清

理授權之訂定將朝更簡便而有效的「諮詢途徑」發展，透過諮商

與研討過程加以完成，並強化核心職能及相關檔案群組分析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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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檔案之選擇。 

(五)澳洲政府建立檔案屆期清理之判定制度，厥為檔案清理制度之最

大特色；國家檔案館並訂有「檔案屆期清理之判定準則」，以導

引各機關進行檔案判定方案之研擬及相關判定作業程序；國家檔

案館於必要時，亦得進行「凍結清理」，暫時終止其所有清理行

動，包含已經核准的銷毀行動，以保障相關個人或政府的權益，

甚具特色。 

六、國家影音檔案館徵集政策明確有特色 

國家影音檔案館係以「文化及歷史檔案」、「在視聽技術或發展創

新方面有價值的檔案」與「能反映澳洲視聽媒體角色、特性與現況之

檔案」，作為徵集目標，並訂定徵集政策、館藏發展策略、中程與年

度關鍵執行指標，據以推動，以保存澳洲多元的視聽媒體的歷史、技

術與文化資產。館藏主要源自民間機構與個人，包括：捐贈、委託代

管、價購、依法典藏、內部產生或委託製作與遺產之贈與。 

七、檔案應用服務活潑多元，重視檔案教育推廣 

    澳洲政府為加速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檔案開放年限從 2011 年

開始，由 30 年減為 20 年，爲協助使用者迅速瞭解館藏資訊及服務設

施，編訂 263 種概要說明書，置於網站及閱覽室供民眾索取，且閱覽

室遍佈於澳洲各主要城市，除建置線上查詢目錄提供民眾不受區域限

制之應用服務外，民眾亦可就近至所在地的閱覽室應用檔案，可說是

相當便利。另在檔案展示亦相當多元，展示方式，除紙本檔案外，亦

充分利用資訊科技呈現展件內容，增加民眾的互動參與，或將館藏特

色以展示方式呈現，如國家檔案館的照片展示，另對於相似的展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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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造型及設計上亦求變化，如戰爭紀念館對各戰役的呈現方式

等，提供參觀者不同的視覺饗宴與參觀意願。 

    澳洲政府亦相當重視檔案教育推廣，除組成檔案教育團隊提出教

育方案，並充分運用館藏與學校課程連結，設計互動遊戲，提供老師

及學生瞭解澳洲國家歷史及社會發展很好的教學場地，將檔案運用意

識從小就植基於學生的腦海，有利於檔案的推廣，不過其比較特殊的

是採收費制度，有別於一般的推廣方式。 

八、檔案典藏設施完善，設計規劃重視環保 

    澳洲政府對於檔案的保存維護亦相當重視，除定有各種不同媒體

的保存維護策略及災害應變計畫，其針對各種媒體類型保存的溫、溼

度亦有明確的規範，以妥適保存檔案。尤其是國家影音檔案館，爲使

各種影音檔案妥適保存、修護及提供應用，其保存設施更是完善，並

設有實驗室，可針對各種影音媒體進行修護。 

    澳洲國家檔案館目前亦著手興建新的檔案保存維護設施，其前置

作業亦相當精細，並提出具環保意識並兼顧檔案保存與員工工作環境

及健康的設計原則，實為値得借鏡。 

九、不斷研發電子檔案保存軟體，確保數位典藏 

    因應數位時代的快速變遷，數位檔案格式日益多元，為確保電子

檔案長期保存的永續性，澳洲國家檔案館自行研發一系列電子保存軟

體及使用步驟，此軟體可以獲取所有電子檔案的所有重要元素，允許

電子檔案可以在任何時間被檢索應用，並確保電子檔案的完整性。這

些軟體均取得公開授權，完全免費提供各政府機關下載運用，涵蓋文

件應有規格，融入於相關操作軟體與文件的開放標準，適用各式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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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軟體，強調檔案保存不受軟體轉換的影響，延長檔案穩定性。 

 

貳、建議 

一、提升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地位 

澳洲國家檔案館係澳洲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直接隸屬總理內閣

部，為聯邦二級行政機關，其檔案管理以聯邦檔案為範疇，備受政府

重視；本局為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現行為中央三級機關，所轄檔

案管理事項，包含中央與地方各層級，中央部份更跨及五院之檔案管

理事項。由此觀之，本局現行組織位階確實偏低，但涉及業務之層級

與廣泛度，卻又比澳洲國家檔案館更廣與複雜。適逢行政院組織改造

之際，未來是否有機會將本局組織位階調整成中央二級機關，仍應是

本局努力爭取推動的方向。 

二、強化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 

檔案管理人員是檔案事業的根基，根基的穩定度、專業度與創新

度，深深影響整體檔案管理效能與運作。澳洲國家檔案館有系統、具

體的提出檔案管理人員應具備的資格與能力，很值得我國未來推動人

才培育時學習，如因應科技日新月異的變革，檔案管理人員除學習規

劃檔案管理制度外，應同時深入瞭解澳洲檔案管理標準 ISO 

15489–2002，在工作上不斷汲取新知，精益求精的參與在職訓練，以

提升個人的專業度；此外，其檔案管理人員熱心參與相關組織活動，

澳洲國家檔案館與相關組織的夥伴關係，亦提供我國未來相關業務推

動之參考。另，國家影音檔案館與澳洲戰爭紀念館對組織內人才的重

視與培育，亦是本局未來在規劃機關內部人才培育時，值得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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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多元化與非紙質媒體檔案之徵集 

澳洲政府將電子郵件、資料庫、樣本、「黑莓機智慧型手機」

(Blackberry)、簡訊(SMS messages)與業務系統內之資訊，列入檔案之

範圍，端視其產生的背景及內容是否符合業務運作需要作為研判依

據，此外，亦廣泛徵集視聽檔案、圖形、微縮、照片與電子檔案，我

國國家檔案之徵集，除邁向內容多元化之際，非紙質特殊媒體之徵集

似可與時俱進。此外，澳洲國家檔案館將「國家領導人個人檔案之徵

集與保存」列該館中程(2009-1012 年)策略計畫，頗值參採。 

四、檔案清理授權機制明列國家檔案移轉項目 

「檔案清理授權」除規範定期檔案之銷毀授權，亦指定各類檔案

中應列為移轉的「國家檔案」的項目，兼具國家檔案之把關功能。其

中「國家意外災害毀損的檔案」與「經複製、轉製或轉置之原生檔案」

亦列入「一般共通性檔案之清理授權」，亦有助於該類檔案之清理之

標準化與具體化。「正常行政實務慣例」之應用，亦促使各機關配合

政策及作業程序，不經核准，逕予例行銷毀。 

五、明訂國家檔案鑑選目標、重點及衡量指標 

國家檔案之徵集與鑑選除訂定具體的鑑選目標及相關策略性重

點，亦宜釐訂具體的關鍵衡量指標，作為推行與成效衡量之依據。另，

視聽檔案鑑選基準，可含括：檔案之文化重要性、藝術價值、歷史價

值、社會影響性、科技價值、來源、唯一性、稀有性、代表性、互補

價值、對於既有館藏之強化效能、原始品質與日後應用之適法性，避

免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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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數位典藏，規劃建置適足容量的數位檔案館 

    因應政府線上簽核之推動政策，未來數位格式之檔案移轉數量將

急遽增加，本局可以效法澳洲國家檔案館研發電子檔案保存軟體，並

免費提供使用的作為，積極規劃數位檔案保存作業系統、規格與作

法，並加強宣導至各機關運用；另，配合國家數位檔案之移轉需求日

增，本局勢須規劃建置適足容量的數位檔案館，以提供各界便捷的數

位檔案應用服務。 

七、設置符合管理及應用需求的閱覽空間 

     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閱覽室的設置，配合其管理及檔案應用需

求，依功能規劃 3 個空間，且有適當的區隔，不但能有效運用管理人

力，對於檔案使用者亦不會產生干擾。其亦訂有完善的閱覽室使用規

則、禮儀、相機使用規定等，在未來本局於新莊國家檔案中心或林口

國家檔案館規劃建置檔案閱覽中心時，可參考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閱

覽室的設置方式及相關使用規定，妥為規劃，以設置符合管理及應用

需求的閱覽空間。 

八、充分運用館藏規劃檔案展覽 

    此次參訪的 3 個機關，均具有相當的歷史，其館藏有超過 100 年

前的檔案，且類型相當豐富多元，是可提供展覽規劃的素材亦相當可

觀，展示方式活潑且結合資訊科技增加民眾參觀展覽的互動性。未來

本局於新莊國家檔案中心或林口國家檔案館均規劃有常設展，亦將從

目前典藏的國家檔案中精選各類主題展示，建議可依據所審選的檔案

內容結合資訊科技進行規劃並朝互動展示方式進行設計，以增加展覽

之活潑性及互動性，以吸引民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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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廣檔案應用於學校教育 

    檔案運用於學校課程教育，規劃推廣檔案教育方案，是此次參訪

3 個機關的共同特色，然其優勢在於館藏的豐富性。目前本局已針對

館藏國家檔案製作「探尋國家寶藏：曙光中的臺灣 1945 及臺灣民主

政治的開路先鋒」兩支影片，及檔案教案「史料分析與歷史教學－從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談起」、「從獎勵投資到促進產業升級－民國 50~70

年代臺灣經濟發展」，積極推廣檔案教育，未來在新莊國家檔案中心

常設展規劃完成後，建議可參考澳洲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教育方案，先

就高中及國中小學生依據常設展內容設計學習手冊，並融入尋找寶藏

的情境設計，規劃專人進行導覽，推廣鼓勵學校參訪，讓檔案教育向

下扎根。 

十、彈性規劃典藏空間 

    目前本局之館藏以紙質類檔案為主，並有少數影音類檔案，爲因

應將來徵集之國家檔案逐漸之多元化，建議未來在規劃檔案庫房時，

可參考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保存設施設計原則，在典藏空間的配置上

需具備彈性，以因應未來館藏多元化，彈性調整空間及設施的需求與

作業方式的改變。 

十一、國家檔案館規劃設計應重視環境永續，並兼顧檔案保存與員工

健康 

    澳州國家檔案館目前正規劃興建新的檔案保存設施，並經過細密

的規劃擬定設計原則，作為規劃設計的參考，提出明確的願景，環保

措施、生態發展、設計安全性與職場健康，可說是重視環境永續並兼

顧檔案保存與員工健康。本局正積極爭取於林口設置國家檔案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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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國家檔案館的規劃設計上，建議可參考前述設計原則，以符應政

府節能減炭政策，並能妥善保存檔案及注重員工健康與職場安全，規

劃興建在環境、檔案及員工三贏的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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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考察行程 
 
一、 整體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所在地點 住宿地點 

100.10.3 
(星期一) 

啟程(Taipei 經 Singapore 至 Sydney) 
飛機： 
1、台北(TPE)－新加坡(SIN)03OCT－1425－1850 新加

坡航空 SQ877(電腦代號：NJWVT4) 
2、新加坡(SIN)－雪梨(SYD)03OCT－2010－0655+1

新加坡航空 SQ221(電腦代號：NJWVT4) 

Taipei 
Singapore 

Singapore 
(機上) 
 

100.10.4 
(星期二) 

抵達(經 Sydney 至 Canberra) 
飛機：雪梨(SYD)－坎培拉(CBR)04OCT－0940－1030

澳洲航空 QF1471(電腦代號：6ROFEZ) 

Sydney 
Canberra 

Canberra 
The Marque 
Canberra 
102 Northbourne 
Avenue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地址：Treloar Crescent Campbell ACT 2612 
AUSTRALIA 

100.10.5 
(星期三)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地址：Queen Victoria Terrace Parkes ACT 2600 

PO Box 7425 Canberra Business Centre 
ACT 2610 

Canberra  Canberra 
The Marque 
Canberra 
102 Northbourne 
Avenue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100.10.6 
(星期四)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地址：McCoy Circuit, Acton ACT 2601 

GPO Box 2002, Canberra ACT 2601 

Canberra Canberra 
The Marque 
Canberra 
102 Northbourne 
Avenue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資料收集 

100.10.7 
(星期五)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地址：Queen Victoria Terrace Parkes ACT 2600 

PO Box 7425 Canberra Business Centre 
ACT 2610 

Canberra 
Sydney 

Sydney 
City Hotel  
193-195 Clarenc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返程(Canberra 至 Sydney) 
飛機：坎培拉(CBR)－雪梨(SYD)07OCT－1600－1650

澳洲航空 QF878(電腦代號：6ROFEZ)  
100.10.8 
(星期六) 
 

資料收集 Sydney Sydney 
(機上) 

返程(Sydney 至 Singapore) 
飛機：雪梨(SYD－新加坡(SIN)08OCT－1615－2140

新加坡航空 SQ222(電腦代號：NJWVT4)  
100.10.9 
(星期日) 

返程(經 Singapore 至 Taipei) 
飛機：新加坡(SIN)－台北(TPE)09OCT－0130－0615

新加坡航空 SQ880(電腦代號：NJWVT4) 

Singapor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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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洲國家檔案館考察行程 
 
 
 
 

 

INTERNATIONAL VISITS PROGRAM 

A VISIT FROM 

Deputy Director-General Mr Tsung-ming CHANG, 
Mr Chang-Shih HSU,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Services Division  

and 
Ms Tzu-Yu CHEN, Section Chief, Planning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Taiwan 
October 5 

PROGRAM AND BRIEFING 
 
 
For enquiries contact: 
Emma Buckley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Personal Records 
P: 02 6212 6203 
F: 02 6212 3931 
E: emma.buckley@na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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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PROGRAM 
 

 
 

 

 
 
 
 
 

Wednesday October 5 2011 
Time Action Location Contact 
9.00 Delegation greeted in Parkes foyer by Director, 

Strategic Relations (or Executive Officer Strategic 
Relations in her absence) 

Parkes foyer Helen Walker, Emma 
Buckley 

9.00 – 9.45am Meeting with Director-General for overview of 
organisation, guiding legislation and policy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DG’s office Dr. Stephen Ellis 

9.45am – 
10.30am 

Meeting with Director, Digital and Online Access – 
outreach activities and online programs to promote 
access 

Barton Room Zoe D’Arcy 

10.30am – 
10.50am 

Morning tea  Barton Room? Margot Holt 

10.50 – 11.30 Tour of gallery spaces Gallery 1 Rhonda King 

11.30 – 12.15 Meeting with GIM to discuss records appraisal, 
policy and agency training 

Bruce Room Margaret Chalker 

12.15 – 12.40 Taxi to Mitchell   

12.40 Greeted in Mitchell foyer Mitchell foyer TBC 

12.40 – 13.15 Lunch  Scott Room - 
booked 

Margot Holt 

1.15 – 2.15 Meeting with Director, National Preservation and 
Coordination to discuss overall collection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ransfers and disposal  

Scott Room - 
booked 

Julie Faulkner 

2.15 – 3.00 Tour of digital archive, discussion of digital 
archival management and preservation 

Scott Room (if 
required) 

Michael Carden 

3.00 – 3.20 Afternoon Tea Scott Room - 
booked 

Margot holt 

3.20 – 4.15 Tour of lab, discussion of national preservation 
plan, conservation 

Scott Room (if 
required) 

Ian Batterham 

4.15 – 5.00 Tour of repository spaces at Mitchell, discussion of 
custody arrangements (include drop in to NCS and 
overview from Wendy Griffiths) 

Scott Room (if 
required) 

Pam Carter, Wendy 
Griffiths 

5.00 Depart Mitchell by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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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Delegation includes three people from Taiwan's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 Mr Tsung-Ming Chang, the Deputy Director-General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Republic of China. Mr Chang’s professional interests ar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records appraisal 

• Mr Chang-Shih Hsu, the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from the Services Division. 

Mr Hsu’s area of interest is archives access and outreach, as well as disposition, 

appraisal and acquisition 

• Ms Tzu-Yu Chen, Section Chief, Planning Division. Ms Chen trains 

recordkeepers in her job and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training program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R186842011 contains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ROC with detailed questions that the delegates would like 

addressed during their visit.  

 

R647972011 (Brief from early correspondenc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visit is 

so the delegation can learn more about Australia's expertise in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The delegation is also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rchival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online access to archives. 

 

 

 

7 October 2011  

10.00am – 11.00pm  

 

Michael Boyle(Project Manager, National Archival Preservation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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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影音檔案館考察行程 
 
Visit to the NFSA by Taiwan’s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Delegation  

6 October 2011   10.00am – 12.00pm  

 

10.00am        Delegation arrives at Acton  

        Ms Ann Landrigan and Mr Mick Newnham to meet  

         

Move to Pre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PATS) section  

10.15am – 11.00am        Tour of PATS including answering questions on Archival 

Preservation and Custody.Mr Mick Newnham – Senior Researcher, Pre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1.  Provide the related laws, plans, handbooks, standards of public access, and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conservation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2. Do you have migr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Please provide the standard process 

of migration.  

3. How do you do convers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audiovisual archives? How 

do you verify the quality of digitised audiovisual archives once the conversion is 

completed?  

4. How do you do digital restoration for 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Do you have the lab 

for related research?  

5. What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related to audiovisual archival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do you provide for staff?  

 

Move to Large Meeting Room  

11.00am - 11.10am        Verbal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presentation including 

Organisation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Ms Ann Landrigan – Acti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1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the NFSA, its organisation, and departmental 

functions. What kind of the relationship is there between the NFSA and the NAA?  

2. Do you formulate overall strategy for long-term or mid-term development? We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programs, results and reports.  

3. What kinds of audiovisual archival training courses do you provide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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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am – 11.20am        Archives Access and Outreach 

Ms Amanda McCormack – Acting Manager Collection Access  

1. How do you provide the services for public access? Do you have to conform to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ersonal privacy or the restraint by related laws for public 

access?  

2. Do you engage in the value-added works for public access? Do you cooperate with 

any private businesses to create value-added products or provide the services?  

3. How do you use film and sound archives as teaching aid materials for schools or 

public?  

4. How do you plan your program of the exhibitions? How do you hold exhibitions 

(e.g. permanent exhibitions,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5. What is the space requirement for public access of the NFSA such as the cinema 

and the multimedia showroom?  

 

11.20am – 11.30am        Archival Appraisal and Transfer 

Mr Matthew Davies – Senior Curator, Sound, Broadcast and New Media  

1. Do you have the authority to collect 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archives from the 

agencie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cquisition between the NFSA and the 

NAA?  

2. Please introduce the strategy of archival acquisition, an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election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3. Please introduce the value appraisal and the technical appraisal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4. How do you transfer 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from the agencies?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process and the methods of records disposition.  

11.30am – 11.45am        Questions  

11.45am – 12.00pm        Walk through Arc, Theatrette, south gallery exhibition 

space, Library, shop and cafe (Mr Matthew Davies)  

12.00 pm        Delegation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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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考察重點 
 
一、澳洲國家檔案館考察重點 

(一)綜合規劃 

1、 請說明澳洲國家檔案館的發展歷史，及目前組織架構與功能

職掌。 

2、 是否研訂中、長程發展策略？研訂過程、策略計畫或成效報

告為何？ 

3、 如何提升檔案管理人員訓練的質與量，訓練方式為何？除綜

合性訓練課程外，是否有單一主題的訓練課程或線上課程？ 

4、 如何透過與檔案學會、民間團體、學術機構等合作，提供相

關的訓練服務？ 

5、 是否有檔案管理人員專業認證的標準(包括檔案管理師、檔案

維護師與檔案鑑定師等)？其認證過程為何？有無檔案管理

證照制度？ 

6、 是否透過館際合作，提供檔案徵集、鑑定、分工典藏與聯合

目錄查詢等跨館服務。 

(二)應用服務 

1、 有無研訂應用服務策略或方案？涵蓋那些應用服務方式？ 

2、 運用線上服務提供檔案應用的推動方式與成果為何？ 

3、 如何提供顧客檔案應用諮詢指導及導引資訊？ 

4、 檔案加值應用做法為何？是否與民間企業結合加值運用國家

檔案？有無將檔案應用商品化？如何開發商品市場價值？ 

5、 檔案應用如何與教育結合？例如是否將國家檔案編撰為學校

教材運用於社會教育？ 

6、 如何規劃常設展與定期展？ 

7、 為推廣民眾應用檔案，如何進行行銷活動？ 

8、 是否提供非紙質類的特殊媒體檔案應用？其應用方式及空間

規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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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無召募志工，或結合民間團體，提供相關聯合服務。 

10、 為配合檔案應用推廣需求，有無進行國家檔案的研究?研究

方式為何? 

11、 如何提供檔案應用服務，以符合個人隱私或相關法律的限

制? 

(三)檔案清理與徵集 

1、 機關檔案銷毀決策過程中，機關如何運用檔案清理授權機制

確認及判定(sentencing)適用之清理授權類別，並將符合清理

條件之屆滿保存年限檔案進行銷毀？ 

2、 國家檔案館在核定機關清理授權後，是否需再審核已屆保存

期限檔案之銷毀目錄？確認及判定(sentence)檔案與執行檔

案銷毀之關係為何? 

3、 對於國家檔案之擇選與機關檔案之清理過程，國家檔案館或

機關採行何種檔案鑑定途徑(宏觀鑑定、職能鑑定與內容鑑

定)?如何執行宏觀鑑定與職能鑑定?請說明其執行方法與程

序。 

4、 請說明國家檔案鑑定、徵集之策略與做法、審選原則與優先

順序。 

5、 機關辦理檔案移轉時，除備妥授權相關表格及檔案清單外，

是否併同提供該批檔案銓釋資料(metadata)及影像檔等？ 

(四)檔案保存維護 

1、 請說明國家檔案館之空間規劃與功能設計，如何結合行政、

典藏與應用之多元服務。 

2、 請提供國家檔案館建築規劃概念、初步規劃計畫或相關標

準。 

3、 是否有非紙質類(特殊媒體)之檔案保存實驗室或相關保存修

護方法與標準？  

(五)電子檔案管理 

1、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制度、策略與技術為何？請提供相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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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規定。 

2、 電子檔案轉置時機、流程及相關做法為何？ 

3、 電子檔案鑑定技術為何？ 

4、 電子檔案如何做線上移轉？移轉流程為何？ 

5、 是否有數位博物館？請問如何管理運用？ 

 
二、我國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典藏現況 

項次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典藏長度(公尺) 

1 010 府院政策 23.21 
2 020 立法及監察 214.15 
3 030 司法及法務 539.91 
4 040 考銓及人事 1.01 
5 050 內政 182.49 
6 060 外交及僑務 424.29 
7 070 兩岸關係 0 
8 080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 889.64 
9 090 財政金融 646.54 

10 100 教育及體育 520.01 
11 110 經濟貿易 1780.91 
12 120 交通及公共工程 2124.62 
13 130 族群 0 
14 140 文化及傳媒 0 
15 150 衛生醫療 0.94 
16 160 環境資源 0 
17 170 海洋事務 0.03 
18 180 勞動及人力資源 0 
19 190 人文及科技發展 0.15 
20 200 農業 125.88 
21 210 選務 0 
22 500 地方事務 31.48 
23 600 政治 379.3 
24 700 民間團體 118.57 
25 800 個人 0 

 總計 8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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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影音檔案館考察重點 

(一)綜合規劃 

1、 請說明澳洲國家影音檔案館的發展歷史、組織架構與功能職

掌，以及與澳洲國家檔案館的關係。 

2、 是否研訂中、長程發展策略？研訂過程、計畫或成效報告為

何？ 

3、 是否提供各機關有關影音檔案之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二)應用服務 

1、 影音檔案提供應用服務方式為何？是否有開放應用的相關法

令限制？ 

2、 影音檔案加值應用做法為何？是否與民間企業合作開發相關

加值產品或提供相關服務？ 

3、 影音檔案應用如何與教育結合？ 

4、 如何做展覽規劃？如何辦理常設或互動式展覽？ 

5、 檔案應用之專屬空間或設施為何?是否有電影院、多媒體展示

室等空間？ 

(三)鑑定與移轉 

1、 是否對各機關之影音檔案有徵集權？和國家檔案館間之關係

為何？ 

2、 影音檔案徵集之策略與做法、審選原則與方法為何？ 

3、 影音檔案如何辦理價值鑑定與技術鑑定？ 

4、 影音檔案之移轉程序、銷毀程序與方法為何？ 

(四)保存維護 

1、 請提供影音檔案之相關法令規範、手冊、應用規格標準及保

存維護策略與方法等資料。 

2、 有無電子檔案轉置機制？請提供轉置之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3、 不同多媒體間如何轉製？請問使用何種品質驗證程序？ 

4、 請問影音檔案之修復作業為何？是否有實驗研究？ 

5、 是否提供內部員工有關影音檔案管理與保存維護等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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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檔案管理局國家影音檔案典藏現況 

 

類別/機關別 移轉時間 攝影類 
(公尺)  

錄影音帶類 
(公尺) 

電子媒體
類(公尺) 

合計 
(公尺)  備註  

國民大會 92.01~92.05 4 148  -- 152 -- 

美國國家檔案暨
文件署 94.09.02 0.1  --  -- 0.1 捐贈 

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塑膠工廠 

96.07.17 0.5 --  -- 0.5 -- 

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榮民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 

98.12.09  --  -- 0.01 0.01 捐贈 
(複製品) 

英國國家檔案局 98.12.09  --  -- 0.01 0.01 捐贈 
(複製品) 

榮民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98.12.15 85.6 3.2 0.4 89.2   

臺灣世界展望會 99.01.05 --   -- 0.63 0.63 捐贈 
(複製品) 

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總會 99.01.05  --  -- 0.25 0.25 捐贈 

(複製品) 

臺灣菸酒公司產
業工會聯合會 99.01.15 0.16  --  -- 0.16 捐贈 

臺灣國際造船股
份有限公司產業
工會 

99.07.28  --  -- 1.78 1.78 捐贈 

總計 
(格式) 

 
90.36 

( 照片、底
片 、 幻 燈
片 、 電 影
片、微縮片) 

 
151.2 

(VHS 、 Beta - 
Cam 、 U- 
matic、盤式錄音
帶、唱片、卡式
錄音帶) 

 
3.08 

(DVD) 

 
24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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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focus for the National Archives: 
Organization, Policy,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1. Please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its 

organization, and departmental functions. 
2. Do you formulate overall strategy for the long-term or mid-term 

development? We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programs, results and reports. 

3. How do you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cords-managers’ 
training? What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do you provide? Besides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urses, do you provide the single-topic 
training course or other online training courses? 

4. How do you liaise with the associations, institutes, industries 
and education groups to provide the training services or courses? 

5. Are there any standards of qualification for archivist, appraisal 
archivist, and conservational archivist?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process of certificate for records managers. 

6. Do you conduct the inter-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f archives 
acquisition, appraisal, the division of archives holdings, or catalogs 
retrieve services? 

 
Archives Access and Outreach 
1. Do you formulate any archives access strategies or programs?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kinds of the services, methods, and achievement 
for archives access. 

2. How do you provide the on-line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archives access?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related methods and achievement. 

3. How do you provide the reference services and guidance information 
for access to national archives? 

4. Do you engage in the value-added works of national archives for 
public access? Do you cooperate with any private businesses to create 
the value-added services of archives? Do you produce the products for 
the high-market value of archives? 

5. How do you use archives as teaching aid materials for schools or 
public?  

6. How do you hold the permanent or periodical exhibitions? We would 
like to know any programs of the exhibitions. 

7. What’s your marketing promotion strategy for archives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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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o you provide the public access of non-textual and special-media 
archives?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ways of services and space 
requirement. 

9. Do you recruit the volunteers, or liaise with other institutions/groups to 
provide the access services or other services? 

10. How do you promote the archival research to support the archives 
access? 

11. Conform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ersonal privacy or the 
restraint by other laws, how do you provide the content of archives for 
public access? 

 
Archival Disposition, Appraisal and Acquisition 
1.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records disposition, how do the 

agencies use records disposal authorities, or sentence their records to 
decide whether to keep, transfer or destroy records?  

2. After the approval of disposal authorities, do you have to approve the 
destruction catalogs of expired record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disposal action of destruction? 

3. What kinds of appraisal approaches, such as Macro appraisal, 
functional appraisal, and content appraisal, do you adopt for the 
selection of archives and the disposition of records? How do you 
conduct the Macro and functional appraisal?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ir methods and procedures. 

4. Please introduce the strategy of archival appraisal, and the decision of 
priority for archival acquisition. 

5. When agencies transfer records to National Archives, besides 
providing transfer authorization form and item listing necessarily, do 
they have to provide records metadata and the scanned image of the 
records? 

 
Archival Preservation and Custody 
1. Please introduce the design of the space requirement and functions for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Archives to provide various services for 
records administration,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2. Please provide the planning concept, preliminary plan or criteria/ 
standards for designing a building of National Archives. 

3. Do you have the conservation lab, or the methods and standards of 
conservation for non-textual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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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1. What are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systems,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of electronic records for National Archives? Please 
provide the concerning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etc. 

2. What are the right time, process and technologies of migration for 
electronic records? 

3. How do you conduct technical appraisal for electronic records? 
4. How do you transfer electronic records on line? We would like to know 

its process. 
5. Do you have any digital archives? How do you manage digit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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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stration, R.O.C. 

    

Item Classification ID Category Length (M) 

1 010 Government Policy 23.21 
2 020 Legislation and Control Affairs 214.15 
3 030 Judicial and Legal Affairs 539.91 

4 040 Recruitment, Qualification and 
Personnel Affairs 1.01 

5 050 Interior Affairs 182.49 

6 060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424.29 

7 070 cross-strait relations 0 

8 080 National Defense and Veterans 
Affairs 889.64 

9 090 Fiscal and Finance 646.54 
10 100 Education and Sports 520.01 
11 110 Economy and Trade 1780.91 
12 120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Works 2124.62 
13 130 Groups 0 
14 140 Culture and Media 0 
15 150 Health Care 0.94 
16 160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0 
17 170 Marine Services 0.03 
18 180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0 

19 190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0.15 

20 200 Agriculture 125.88 
21 210 Elections 0 
22 500 Local Affairs 31.48 
23 600 Political Affairs 379.3 
24 700 Civil Societies 118.57 
25 800 Individual 0 

 Total 8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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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focus for the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Organization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1. Please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its organization, and departmental functions. What kind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2. Do you formulate overall strategy for the long-term or mid-term 
development? We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programs, results and reports. 

3. What kinds of audiovisual archival training courses do you provide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Archives Access and Outreach 
1. How do you provide the services for public access? Do you have to 

conform to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ersonal privacy or the restraint 
by related laws for public access? 

2.  Do you engage in the value-added works for public access? Do you 
cooperate with any private businesses to create the value-added 
products or provide the services?  

3. How do you use film and sound archives as teaching aid materials for 
schools or public?  

4. How do you plan the program of the exhibitions？ How do you hold 
exhibitions (e.g. permanent exhibitions,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5.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space requirement for public access of the 
film and sound archives, such as the cinema and the multimedia 
showroom? 

 
Archival Appraisal and Transfer 
1. Do you have the authority to collect 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archives 

from the agencie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cquisi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2. Please introduce the strategy of archival acquisition, and the principles 
and the methods of the selection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3. Please introduce the value appraisal and the technical appraisal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4. How do you transfer 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form the agencies? W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process and the methods of records 
dis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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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al Preservation and Custody 
1. Please provide the related laws, plans, handbooks, the standards of 

public access, and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conservation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2. Do you have the migr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Please provide the 
standard process of the migration. 

3. How do you do the convers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How do you verify the quality of digitized 
audiovisual archives while the conversion completed? 

4. How do you do the digital restoration for 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Do 
you have the lab for related research? 

5. What kind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related to audiovisual 
archival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do you provide for sta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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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archives collection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stration, R.O.C. 

Organization Transfer 
Time 

Photographic 
Archives(m) 

Videotape- 
Tape(m) 

Electronic 
Media(m) 

Total 
Length(m) Notations 

National Assembly Jan.-May, 
2003 4 148 -- 152 --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USA) 

Sep. 2, 
2005 0.1 -- -- 0.1 Donation 

Retired 
Servicemen Plastic 
Works,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R.O.C 

Jul. 17, 
2007 0.5 -- -- 0.5 -- 

Veterans 
Pharmaceutical 
Co., Ltd. 

Dec. 9, 
2009 -- -- 0.01 0.01 Donation 

(Duplica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Dec. 9, 
2009 -- -- 0.01 0.01 Donation 

(Duplication) 
RSEA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Dec. 15, 
2009 85.6 3.2 0.4 89.2 -- 

World 
VisionTaiwan 

Jan. 5, 
2010 -- -- 0.63 0.63 Donation 

(Duplication)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 5, 
2010 -- -- 0.25 0.25 Donation 

(Duplication) 

Taiw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99.01.15 0.16 -- -- 0.16 Donation 

CSBC Corporation 
of Trade Union 99.07.28 -- -- 1.78 1.78 Donation 

Total Length(m) 
(Format) 

 
90.36 

(photograph 、
photographic 
film 、 reversal 
film 、 motion 
picture film 、
microfiche) 

 
151.2 

(VHS 、
BetaCam 、
U-matic、reel to 
reel tape、gramo- 
phone record、
compact 
cassette) 

 
3.08 

(DVD) 

 
24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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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考察資料 
 
一、澳洲國家檔案館考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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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影音檔案館考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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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考察照片 

一、澳洲國家檔案館考察照片 

  

NAA 外觀 NAA 旗幟標語 

  
NAA 館長 Dr. Stephen Ellis 親自簡

報 
NAA 館長與參訪團合影 

  

聯邦檔案展示區 國家檔案應用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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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應用區 Faces of 
Australia 照片牆 

國家檔案應用區學生參訪情形 

  

NAA 閱覽室 NAA 閱覽室民眾置物櫃 

  

NAA 出版品展示區 NAA 訪客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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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 Mitchell 典藏場所合影 NAA Mitchell 典藏場所外觀 

  

NAA Mitchell 典藏場所檔案架 NAA Mitchell 典藏場所大型圖架 

  

NAA Mitchell 典藏場所電腦機房 NAA Mitchell 典藏場所檔案修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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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影音檔案館考察照片 

  

NFSA 外觀 本局張副局長聰明致贈館長 Ms 

Ann Landrigan 紀念品 

  

NFSA 館長親自簡報 NFSA 講座與本局參訪團合影 

  

NFSA 靜態檔案服務 NFSA 唱片清潔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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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A 多媒體轉置檢測設備 1 NFSA 多媒體轉置檢測設備 2 

  

NFSA 多媒體檔案修復服務 NFSA 影音檔案修復室 

  

NFSA 服務櫃台 NFSA 館內中庭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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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A 展示館 NFSA 展示館展場 

 
 

NFSA 展示館兒童體驗區 NFSA 圖書館 

  

NFSA Arc 電影院  NFSA 紀念品專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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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戰爭紀念館考察照片 

  

AWM 外館 AWM 中庭 

  

AWM 外部展示砲台 AWM 戰士紀念名單牆 

  

AWM 服務櫃台 AWM 紀念品專賣區 

 



137 
 

 

  

AWM 戰士配備展示 AWM 戰用物品展示 

  

AWM 虛擬戰爭情境 1 AWM 虛擬戰爭情境 2 

  

AWM 戰用車展示 AWM 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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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會晤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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