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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瑞典國家檔案管理部門於 1618 年設立，在各項法制推動及建置，以及各省

檔案館整併下，發展成為一個完整且涵蓋全國之國家檔案館體系，並健全國家檔

案及各級政府機關檔案管理，加上有效徵集私人檔案，迄今已有完善之檔案管理

與應用制度、豐富多元館藏資源，及科技化、專業化的典藏設施與環境。本次藉

由考察瑞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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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發展之參考。 

本次考察瑞典國家檔案館(含Marieberg與Arninge兩館)、軍事檔案館、媒體

轉製中心、漢諾桑區域檔案館(含北方檔案中心 ACN)及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等 5

機關 7 個參訪單位，主要結論如次：一、國家檔案組織體系分工清楚，業務查核

機制落實督導；二、策略計畫提升效能，參與國際組織整合資源運用；三、國家

檔案及私人檔案兼備，豐富館藏資源；四、檔案分類統一易行，管理效益明顯；

五、建立檔案清理制度，具體明確可行；六、重視保存維護，積極推動檔案數位

化；七、研發電子檔案資訊系統，確保數位典藏；八、重視檔案應用服務，展示

行銷採務實策略。 

主要建議說明如次：一、建立檔案管理分級制度；二、爭取員額經費合理配

置；三、強化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四、加強徵集各類媒體檔案；五、檢討檔

案清理授權機制；六、建構妥適保存環境及研發維護議題；七、重視檔案數位工

作流程；八、增進檔案應用服務；推動機關檔案管理業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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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考察緣起 

自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檔案法施行以來，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

即積極推動健全國家檔案管理制度，並落實檔案開放應用。鑒於我國檔案管理之

組織、法制與設施仍未盡完善，亟須參考先進國家作法，以為借鏡；復以本局即

將於 104 年進駐新莊副都心中央合署辦公大樓，並設置國家檔案中心，故汲取歐

美先進國家經驗，誠屬必要。 

瑞典檔案館發展於 17 世紀，當時在國王辦公廳轄下管理，曾歷經 1697 年大

火，致大部分檔案遭燒毀。迄至 19 世紀，因累積大量歷史檔案，該國先後訂頒「檔

案法(有者譯為檔案總條例)」、「國家檔案館條例」及「地方檔案館條例」等，成立

國家檔案館及地區性檔案館，以保存豐碩檔案史料，並設置一座享有盛名之媒體

轉製中心，逐漸建構一個具備完善及現代化檔案管理制度之組織體系。本次期藉

由考察瑞典檔案管理應用現況與發展，以瞭解該國檔案管理、應用之策略內涵、

未來發展方向及人力培育制度，並參訪其先進典藏設施，以利我國檔案管理工作

參考。 

貳、考察目的 

一、 瞭解瑞典檔案管理組織體制及發展策略。 

二、 瞭解瑞典檔案專業人才培育做法。 

三、 瞭解瑞典檔案清理機制設計。 

四、 瞭解特殊媒體檔案之整理及描述方式。 

五、 瞭解國家檔案(含私人文書)徵集策略及實務做法。 

六、 瞭解檔案館舍規劃設計。 

七、 瞭解檔案保存修護技術。 

八、 瞭解檔案開放應用與加值研究做法。 

九、 瞭解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做法。 

參、參訪機關 

一、 瑞典國家檔案館(Riksarkivet in Marieberg and Arninge) 

二、 軍事檔案館(Krigsarkivet) 

三、 媒體轉製中心(Mediakonverteringscentrum) 

四、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Landsarkivet i Härnösand) 

五、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Stockholm Stadsark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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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瑞典國家檔案館體系概述 

壹、瑞典簡介 

瑞典為北歐最大國家，位於斯堪的納

維亞半島的東部，其東面瀕臨波羅的海

和波的尼亞灣，有漫長的海岸線，西面為

斯堪的納維亞山脈，也是和挪威的分界

線；該國地形呈狹長狀，南北長 1,574公

里，東西最寬僅 500 公里，地勢自西北

向東南傾斜，大部分地區氣候屬溫帶型，

官方語言為瑞典語，英語則為瑞典人最普

遍使用的第二語言，總人口約為 9 百多萬，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20 人，首都為斯

德哥爾摩市。 

該國是君主立憲制國家，現任瑞典國

王為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僅履行代表

性或禮儀性職責，不干預議會和政府工作。

瑞典係實行三權分立之政治制度，即立法、

行政與司法權分別由議會、內閣和法院掌

握；行政體系部分，則分成「全國行政」、

「區域行政」和「地方行政」三個層級，

於 1997年和 1998年進行 2次省份合併，

目前共劃分為 21 個省(län)和 290 個市

(kommun)，省長由國王任命，省議會則

由選民選舉產生，瑞典之省和地方縣市相

對獨立，並無直接隸屬關係。 

現今的瑞典，於 1995 年加入歐盟組

織，在社會經濟發展上，不僅是北歐實施

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之一，強調社會平等，

並創造高度的經濟發展外，對於資訊之開放及透明程度亦非常高，且在社會大眾

使用公共紀錄之權利前提下，檔案管理事業發展與演進達 400 年之久，值得探究

學習，以做為業務推動之借鏡。 

 
圖 2-1 瑞典地圖 

(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wiki/%E7%91%9E%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Ruidian-ditu-zh-tw.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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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瑞典國家檔案館體系概述 

瑞典國家檔案館之設置，起源於 17世紀，最早為國王辦公廳下設之國家登記

處，保管國王的重要文件；當時首相意識到檔案在政治戰爭中的重要性，命令建

立一個新機構負責政府文書之保管，國家檔案館因此而誕生，為瑞典最古老的公

共機構之一。 

1899 年至 1935 年間，各地省市檔案館陸續成立，於 2010 年與國家檔案館整

併成為一個新的國家檔案管理組織體系，涵蓋國家檔案館、10 個區域性檔案館，

及各地方檔案館，如各市(kommun)可能亦設有檔案館。國家檔案館隸屬文化部，

該館雖有指揮督導各區域檔案館之責，惟主要仍透過協調與合作模式運行，而各

地方設立的檔案館，則屬地方政府管轄，屬地方自治範疇。全國 21 省，依據人口

數、機關數區劃為 10 個區域檔案館，其中哥德堡 (Landsarkivet i Göteborg)、漢諾

桑  (Landsarkivet i Härnösand) 、隆德  (Landsarkivet i Lund) 、烏普薩拉 

(Landsarkivet i Uppsala) 、瓦斯特納  (Landsarkivet i Vadstena) 、維斯比 

(Landsarkivet i Visby)、厄斯特納 (Landsarkivet i Ö stersund)等 7 個區域檔案館為直

接隸屬國家檔案館，其餘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Stockholms Stadsarkiv)、馬爾默市

檔案館(Malmö Stadsarkiv)、韋姆蘭省檔案館(Värmlandsarkiv)3 個省市檔案館則兼

具區域檔案館及地方檔案館之性質與功能。區域檔案館分布圖，詳見圖 2-2。 

另，國家檔案館原僅保管已裁撤機關之檔案，於 1903年以後，開始接收中央

政府各機關檔案，即直接管理中央政府各機關產生之公共紀錄，並授權區域檔案

館負責管理該區域所轄地方政府機關產生之紀錄，以及省市檔案館負責保管該省

或該市之文書或紀錄。其發展沿革，整理摘述如下： 

一、 1618 年國家檔案部門成立。 

二、 1805 年軍事檔案部門成立，於 1995 併入國家檔案館體系。 

三、 1899 年設立瓦斯特納省檔案館(Landsarkivet i Vadstena)，為瑞典第 1 個省檔

案館。 

四、 1903 年隆德(Lund)檔案館及烏普薩拉(Uppsala)檔案館成立。 

五、 1905 年維斯比(Visby)檔案館開始運作。 

六、 1911 年哥德堡省檔案管理範圍擴大至哥德堡市(Göteborg)。 

七、 1928 年厄斯特納(Ö stersund)檔案館開始運作。  

八、 1935 年漢諾桑(Härnösand)檔案館開始運作。 

九、 2010 年原國家檔案館及各省檔案館整合為一個新國家檔案館體系 

在國家檔案館體系內，包含綜合性國家檔案館(Riksarkivet)，分為 Marieberg

與 Arninge 兩館，前者主要負責行政事務及檔案服務，後者主要為典藏維護功能；

1 個專門檔案館，即軍事檔案館(Krigsarkivet)；另設有瑞典檔案資訊中心(Svensk 

Arkivinformation，簡稱 SVAR)及媒體轉製中心 (Mediekonverteringscentrum，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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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MKC)。國家檔案館及各區域檔案館合計工作人員約 600 人。 

SVAR為一提供檔案服務的研究中心，源於 1982年，由Umeå University建立，

原本設立之初最主要任務為處理瑞典教區各類文件微縮品之整編及經銷等工作，

於 1984年由國家檔案館接管後，發展成為提供原始文件查詢、影像掃描及索引資

料庫訂閱、微縮品訂購等服務之據點，也是國家檔案館對外服務及研究中心。而

MKC 則於 1991 年成立，係為當地炸藥工廠轉型成為歐洲最大數位化機構，負責

檔案數位化，承攬各政府機關檔案數位化工作。瑞典國家檔案館體系暨組織架構

圖，詳圖 2-3。 

 

圖 2-2 瑞典區域檔案館分布圖 

(來源：參訪機關提供之簡報檔，增加 Malmö stadsarkiv 位置標示)  

Malmö stadsarkiv 

標示 者為非隸屬國家檔案館，
兼具地方及區域檔案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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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藍色為內部部門  紫色為隸屬部門之單位  黃色為幕僚單位  綠色為對外服務館舍 
紅色為區域檔案館 橘色為非隸屬國家檔案館，兼具地方及區域檔案館角色，故以虛線表示  

圖 2-3 瑞典國家檔案館體系暨組織架構圖 

(來源：瑞典國家檔案館網頁 http://www.riksarkivet.se/default.aspx?id=26449&refid=1179) 

公共事務部門 (Divisionen för 
offentlig informationshantering) 

發展及電子化政府處、調查

處…等 

業務部門 
(Divisionen för verksamhetsstod) 

瑞典檔案資訊中心 SVAR 
(Svensk arkivinformation) 

媒體轉置中心 
(Mediekonverteringscentrum) 

保存維護處、資訊技術處…

等 

區域檔案館部門 

(Regional division) 

 哥德堡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Göteborg)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Härnösand)   

隆德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Lund) 

烏普薩拉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Uppsala) 

瓦斯特納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Vadstena) 

維斯比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Visby) 

厄斯特納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Östersund)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 
(Stockholms Stadsarkiv)  

馬爾默市檔案館 
(Malmö Stadsarkiv)  

韋姆蘭省檔案館 
(Värmlandsarkiv) 

行政部門 
(Administrativa divisioen) 

財務處、人事處、法務處、

事務管理處、服務處…等 

國家檔案館部門 

(Nationell division) 

瑞典傳記辭典處、紋章管理

處、監督管理處…等 

國家檔案館─Marieberg 館 
(Riksarkivet in Marieberg) 

國家檔案館─Arninge 館 
(Riksarkivet in Arninge) 

 軍事檔案館 
(Krigsarkivet) 

國家檔案館(Riksarkivets) 

數位化協調秘書 Digsam 
(Samordningssekretariatet fö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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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瑞典國家檔案館 (Riksarkivet in Marieberg and Arninge) 

壹、機關簡介 

一、 組織分工及任務 

瑞典國家檔案館(Riksarkive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簡稱 NA)為

該國中央級的綜合性檔案館，係局館合一性質，兼負行政管理制度規劃及國家檔

案典藏之責，主要任務為督導管理中

央政府各機關文書檔案管理及應用工

作，進行國家檔案檔案鑑選工作，以

及各州之州旗、紋(徽)章之典藏管理，

並分配各州經費管理私人檔案。 

國家檔案館現址位於斯德哥爾摩

市，分別於 Marieberg 及 Arninge 設

二館。Marieberg 館(圖 3-1)位於市中

心，工作人員約 150 人，為該館行政

總部，並提供閱覽服務及部分典藏功

能； Arninge 館(圖 3-2)則位於該市

北邊，工作人員約 30 人，其中正式

編制館員 25 人，主要為典藏庫房；

設有軍事檔案館，為專門、特定主題

之檔案館；另市區西南方 Tumba，設

有 一 博 物 館 服 務 部 門 (Svensk 

museitjänst, Swedish museum services, 

簡稱 SMT)，提供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

之博物館及其他文化機構特殊儲存設

施或服務。整體上，該檔案館館藏豐

富多元，重視庫房建置，自動化管理

程度高。除此之外，國家檔案館於瑞

典北方設立 SVAR 及 MKC 兩中心，

提供研究及媒體轉製服務。 

該館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進行組織重整，重新整合與協調各檔案管理事項及

作業流程，除負責檔案管理法規與政策之制定，持續進行中央政府各機關檔案管

理業務查核，促其符合各項檔案管理作業規定外，並對於地方政府各機關檔案管

理亦扮演著業務諮詢的角色。 

 

圖 3-1 瑞典國家檔案館(Marieberg) 

 
圖 3-2 瑞典國家檔案館(Arn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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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館在組織重整前，設有管理部門負責各區域檔案館業務協調，及其

他依業務分工相關部門，包括督導單位、個人檔案單位、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檔

案保存單位、研究單位、瑞典傳記辭典單位、軍事檔案管理單位、資訊技術單位

及其他行政單位；組織調整後，主要分成國家檔案館部門、區域檔案館部門、公

共事務部門、業務部門及行政部門等 5大部門。國家檔案館部門，負責Marieberg、

Arninge2 處國家檔案館、軍事檔案館協調管理事宜，另負責瑞典傳記辭典編寫、

紋章徵集管理及監督管理等；區域檔案館部門，則負責各區域檔案館督導、協調

事宜；公共事務部門，負責與政府其他部門相關協調、調查等事項，如配合電子

化政府相關推動策略等；業務部門，管轄 MKC 及 SVAR 兩中心，以及負責檔案整

理、保存維護、資訊技術等；行政部門，則掌理人事、財務、法制、行政管理等

輔助性業務，組織架構圖請參見圖 2-3。 

 

二、 檔案管理範圍及工作重點 

國家檔案館館藏部分，  1840 至 1974 年間中央政府各機關檔案存放在

Marieberg，至 1974 年以後檔案，則存放在 Arninge；此外，軍事檔案館則專責典

藏軍事相關檔案，另亦管有私人檔案。其館藏情形概述如下： 

(一) 館藏量 

Marieberg、Arninge 兩館及軍事檔案館之檔案，總長度約計 300 公里。包括

18 世紀時期之羊皮紙檔案、其他紙質、微縮或電子媒體型式等檔案，以及 10

萬張地圖(1697-1993)；另，亦保存 1917 年以後之傳記資料，並按姓氏英文字

母順序整理。 

(二) 檔案類型 

1. 除一般檔案外，尚有大量照片、地圖、微縮捲片及電子型式檔案。 

2. 早期皇室、貴族、地主之家族紋章。 

(三) 檔案來源 

1. 公共檔案：源自於瑞典議會、中央機關等產生之檔案，涵蓋會(統)計及稅務

文件、筆記手稿、地圖，以及顯示各個世紀瑞典社會發展情形的照片。 

2. 私人檔案：則包括個人、政黨、公司，以及其他早期如 17 及 18 世紀擁有

較大資產者、貴族、政治人物、莊園主人、古典民俗運動者及對學(協)會

重要貢獻的人物等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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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策略及法制 

一、 策略 

近年除進行國家檔案組織重整工作外，持續提升使用者查檢及取得檔案之服

務效能，並積極參與投入國際事務，茲簡述如下： 

(一) 進行組織重整，協助機關檔案管理事項推動 

自 2011年起，國家檔案館從組織面向、業務發展及各項作業流程進行檢討，

期建立一個具現代化的組織體系，包括檢視並強化國家檔案應持有之共同願景、

組織文化及價值，劃定各項業務發展推動方向，檢討及整合各項作業流程等，所

提出新組織結構經過複審會議後，除人事命令發布外，該館內部組織將有嶄新的

發展及不同的架構與分工。至未來工作仍是針對檔案管理進行控管、計劃、監督

與評估，以促成機關檔案管理各事項推動。 

(二) 重視公共政策制定 

國家檔案館各部門活動策劃，將強調重視性別多樣性和兒童的觀點，並投入

文化發展和創意產業提升的工作行列。另，參與與文化資產相關之 3 年計畫(即

OLA/NCK)，以進行知識創造和傳播任務。 

(三) 透過清晰和結構化資訊加速檔案取得及利用，並強化媒體互動 

資訊及人力部門將共同進行持續性發展方案的推動及溝通領導的訓練；且隨

著外界對國家檔案的認識，將強化媒體聯繫工作，並開辦與媒體相關培訓課程。

此外，持續加強檔案資訊檢索系統功能或建置相關計畫，提供各界更便捷之檔案

資訊服務。 

(四) 積極參與國際檔案管理事務 

國家檔案館參與 DLM 論壇、BNA / EAG 各項計畫，以及加入 ICA、NSA、

E-DOC、北歐檔案管理學院等工作小組。至該館員工亦積極投入歐盟委員會專家

小組活動，進行有關歐洲數位化和數位保存的協調工作。 

目前，國家檔案館資訊部門等參與歐盟相關計畫，包括(1)Europeana1.0、

(2)APEnet、(3)APEX、(4)文化遺產、(5)其他符合歐盟委員會補助資金的計畫項目，

以及參與其他國際性計畫－中世紀北歐文檔案整理工作(MENOTA)；另，軍事檔

案館與西班牙當地文化機關合作進行數位地圖計畫－數位化製圖圖書館。 

(五) 研究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及方式 

國家檔案館持續開發建置電子檔案移轉及保管系統(RADAR)，並研發原生性

電子檔案、數位照片、影音及其他多媒體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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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快速進行檔案複製儲存工作 

除由 MKC 持續大量進行檔案影像掃描作業外，亦與瑞典皇家圖書館合作推

動早期報紙數位化(DigiDaily)計畫。  

二、 各項法制 

瑞典國家檔案館制定檔案法 (Arkivlagen, archive law)、檔案法施行細則

(Arkivförordningen, archive ordinance)與檔案管理通用性規範及專屬性規範 

(Riksarkivets föreskrifter och allmänna råd, RA-FS and RA-MS, National Archives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做為政府機關檔案管理應遵循之法規及最高指導原則。

檔案管理通用性規範，多為各機關皆適用；而專屬性規範，則僅適用某類性質相

同之機關，或僅供某一機關專用，如針對單一機關訂定專屬之保存年限規定等。

而上述各項法規之意旨，最早可溯源於 1766 年新聞自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中，賦予社會大眾存取公共紀錄之權利。 

(一) 檔案法 

1. 適用對象：適用於政府部門及其有關機構之檔案管理。 

2. 對於國家檔案及市政檔案管理特別規定 

(1) 當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裁撤，且業務停止運作，而非移撥至他機關時，

應於 3 個月內分別將檔案交予國家檔案館或市檔案館，除非另有法令

規定或該市市議會等提出其他處置決定。 

(2) 區域檔案館可接收並管理私人團體等文書檔案。 

3. 過渡性條款(transitional provisions)：市政機關檔案目錄(archival lists)，最遲

應於 1995 年完成。 

4. 政府機關及私人文書檔案送達國家檔案館，以及私人文書檔案提供時，均

有規定移轉或移交前置準備作業。 

(二) 檔案管理通用性及專屬性規範 (RA-FS 和 RA-MS) 

政府機關文書檔案，從產生形成、記錄整理、鑑選、保存修復、提供應用

及遞送等，均需依循 RA-FS 及 RA-MA 規範。 

1. RA-FS 規範 (於 1991 年頒布，1997:4 及 2008:4 修訂) 

主要做為國家檔案範疇內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公共紀錄及私人機構保存紀錄

管理之通用性規範及指導方針，另有少部分規範則適用於特殊個別機關，

其適用範圍不受限於檔案之媒體形式。此外，也針對特定媒體及其技術(如

微縮捲片等)以及一般性文件保存期限與清理處置訂定補充性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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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MS 規範 

係國家檔案館針對特定機關檔案保存期限及清理處置、其他檔案管理事項

例外情形，或政府機關裁撤、業務調整時，檔案移交等事項訂定之專屬規

範或實施方案，有別於上述通用性檔案管理規範。目前列入該規範者，皆

依據實務需求為考量，故每年仍持續研修。例如在 2011 年有關保存期限及

清理處置等規範文件，高達 74 種。 

參、檔案整理、鑑定及清理 

一、 檔案整理 

(一) 檔案分類 

1. 早期訂有統一之檔案分類方式 

1903 年時，瑞典國家檔案館檔案人員埃米爾‧希爾德布蘭德 (Emil 

Hildebrand)提出檔案分類法，其分類方式係綜合文件類型、文件產生方式、

主題等而成，做為當時中央機關部門進行檔案分類整理之參據，且中央及

地方各級機關亦沿用至今；其他北歐國家如芬蘭、丹麥等也採用。惟歷經

新事物或事件不斷發生，及檔案類型趨於多元化情形，致原於分類法中所

列文件形式或媒體類型，如微捲、有聲紀錄等，已不敷使用。目前各機關

使用之檔案分類法最新版本，列入瑞典檔案法(1991 年)，大致上，其分類架

構可分成下列 12 大類，以英文字母 A 至 L、Z 為類別，分別為會議(協議)、

日誌、收受他機關文件、文件主題(documents by topic)會計、統計、圖紙

和地圖、照片、其他文件...等；每一大類得以數字再予細分，如 A1 表示年

會會議紀錄；A2 表示董事會會議紀錄。 

2. 現今修正檔案分類法以業務處理或推動過程為架構 

新修正檔案分類法，係規範各機關應依據瑞典國家檔案館所訂分類整理之

原則及要項，自行制定檔案分類整理說明文件(Arkivredovisning)，目前仍

在試辦階段，相關做法尚未具體明確。乃因原檔案分類法形成之初，僅適

用於當時政府部門，致部分分類並無法符應現行機關所產生之檔案內容及

形式，故國家檔案館於 2009年 1月 1日訂頒之新檔案分類方法，納入RA-FS 

2008:4 規範，並決定各中央機關檔案分類從原先之文件類型、產生方式等

歸類整理，朝向以過程處理為導向的分類架構，即各機關應就組織狀況及

依據上開規範分類方法自訂符合機關文書檔案分類整理文件。 

以瑞典博奕管理局為例(Lotterinspektionen, Swedish Gambling Authority)，

該局於 2010 年 4 月制定檔案分類整理文件，從該文件可窺知其檔案分類架

構，仍採簡單劃分為原則，將業務區劃為政策規範、核心營運、監督執行

http://sv.wikipedia.org/wiki/Emil_Hilde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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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支援性事務等等面向，相較於我國各機關檔案分類表之類目詳細及

架構多層次，明顯地簡易許多。其包含： 

(1) 管有檔案機關背景描述：機關沿革與現今發展、業務法規、人力、檔

案銷毀、隱私限制規定及目前使用檔案分類架構相關文件制定情形。 

(2) 檔案分類架構主要分成下列大類，分類標記採阿拉伯數字。 

(3) 活動代碼：除運用上開分類結構外，也使用活動代碼劃分業務，如娛

樂遊戲、彩券檢查、餐廳賭場、國家彩券等。 

(4) 過程描述：針對分類表上各個編號(即分類號)所對應之業務活動、檔案

排序方式及保存期限與清理處置，逐一明定。 

(5) 檔案分類總表：即將所有分類號及其對應之資訊，彙集而成之分類目

錄總表，涵蓋項目有編號(即分類號)、業務活動、排序方式及保存期限

與清理處置，如表列之瑞典博奕管理局檔案分類總表範例。 

 

 

1.經營及管理業務 
1.1 政府各項指令和指示 
1.2 制定各類活動之指引 
1.3 召開會議 
1.4 與員工互動 
1.5 監督與執行 

2.支援性活動 
2.1 人員管理 
2.2 薪酬和福利 
2.3 財務管理 

3.規範 
  3.1 制定法規、政策 
 ． 
 ． 
 ． 
4.監測和控制 
  4.1 監督及管制計畫與執行 
 ． 
 ． 
 ． 
5.資訊 
  5.1 資訊相關會議、編製統計數據 
 ． 
 ． 
 ．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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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瑞典博奕管理局檔案分類總表 

編號(分類標記) 業務活動 排序方式 保存期限 

1.4-1 協議 登記時間 保存 

2.2-13 社會保險之病假資訊 發生時間 2 個月 

(二) 檔案描述 

瑞典檔案描述之標準，除採用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外，尚有針對檔案產生

者及其該案卷背景過程描述格式(EAC-CP)等，以進行多層級著錄及多媒體資訊管

理；惟其他視聽及各類特殊媒體等描述標準仍在發展中，為促進各類檔案描述標

準或格式更具一致性，已於今年及明年推行電子檔案詮釋相關子計畫(Subproject 

for Meta E-archiving)。 

二、 檔案鑑定、清理及保存期限區分  

(一) 檔案鑑定 

瑞典國家檔案館於 1997 年研提檔案鑑定政策(Appraisal Policy)，為國家檔案

館及各機關辦理檔案保存價值評估時之作業指引及原則。該政策主要探討檔案存

毀時考量之理由，並針對學術研究需要提列鑑選標準；其標準包含唯一性、持續

性、被分析採用可能性、資料累積性或取得性、個人或事件辨識性等檔案內容質

化及量化面向外，對於該文件與人、事、地關連及其對事件影響程度等情，亦列

入重要評估標準。 

(二) 檔案徵集方式 

1. 機關檔案移轉：中央各級機關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管理之期限，現由移

轉機關及國家檔案館雙方商定，惟地方機關需將 100 年以前檔案移至地方

檔案館，且每 10 年 1 次。 

2. 私人檔案取得：早期透過没收或查抄等方式，現在則以捐贈、存放或僅寄

存為主，且可透過國家檔案資料庫進行查檢應用。  

(三) 機關檔案移轉採協議方式進行 

1. 移轉程序 

國家檔案館接收各政府機關檔案，其間運送過程由雙方就整體條件、成本、

合約等情形協調，且通常移轉檔案之機關與接收檔案之檔案館會進行事前

協議，步驟如下： 

(1) 欲移轉檔案是否符合國家檔案館管理之條件。 

(2) 當條件符合後，移轉機關提出檔案移轉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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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檔案館審查機關所提的檔案移轉請求。 

(4) 國家檔案館實地赴機關訪視，以辨識欲移轉之文件紀錄是否符合規定

及進行傳送；另，電子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前，各機關應利用

「RALF」工具，進行基本資料檢核或辨識工作。 

(5) 實體檔案移轉前，簽訂協議，敘明條件及費用。 

2. 移轉費用 

各機關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保管之檔案，其費用主要分為一次性移轉處理費

(handling charge)及保管費。如檔案本身狀況差、未依規定移轉符合規定之

檔案需國家檔案館額外整理，或在應用上有限制規定或條件者，則需支付

額外的費用。另，國家檔案館亦訂定檔案運送費用相關標準及規定。 

(四) 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 

1. 國家檔案館制定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文件 

瑞典國家檔案館依據檔案法施行細則(Archives Ordinance)規定，於 1991年

起陸續制定檔案保存期限及清理處置文件，除多以機關幕僚性或支援性業

務活動為主外，亦規範機關共通或共同性質之業務，並納入瑞典檔案管理

通用性規範內予以明定(RA-FS, 1991:6, 2001:1, 2004:1)，計有下列 7 種類別，

每一種類別均明定其適用範圍、條件或例外情況等。 

(1) 各機關較不重要或一般性文件，如過時之技術文件等，此類文件通常

在完成或到期後，即可由機關銷毀處理。  

(2) 採購過程相關檔案。 

(3) 會計檔案。 

(4) 薪資及人事管理相關檔案。 

(5) 大學研究相關檔案。 

(6) 歐盟與政府部門合作相關檔案。 

(7) 各類申請相關檔案。 

上開文件及規定適用於各級政府機關，惟排除民意機關或國會、國外代表

機關、國防部及教區市政有關機關等。 

2. 國家檔案館訂定專屬特定機關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規定 

基於各機關除依規定可自行銷毀文件外，得向國家檔案館提出該機關業務

文件銷毀之申請，必要時，國家檔案館會就機關申請範圍，制定專屬特定

機關某項業務文件之檔案銷毀規定，其明列適用之機關、文件類別與媒體

型式、檔案產生時間等資訊，並納入RA-MS規定。如國家檔案館訂定稅務

文件銷毀規定(RA-MS 2007:74)，其適用於稅務局 2004 年以後之一般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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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或記事文件，含紙質檔案或錄音紀錄等，並條列該範圍內各類型文件

之保存期限及清理處置。 

目前，國家檔案館因應各機關特定文件範圍之銷毀規定制定部分，亦會邀

集學者專家參與研商討論，所投入人力約 3 至 4 位，以確保文件銷毀處置

之妥適性。 

3. 國家檔案館依法授權機關自行處理，少數檔案經由討論決定 

按檔案法相關規定，機關管有定期保存的檔案，於屆滿期限後，得自行決

定並辦理銷毀；惟對於檔案銷毀有疑義或無法確認檔案可否銷毀者，可向

國家檔案館提出銷毀核准之申請後，由該館召開會議研商，以決定存毀處

置，通常 1年辦理 4-6次，約計 150個個案進行討論，負責該項工作人力約

2 至 3 位。 

4. 機關制定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文件並依循辦理 

各機關依據檔案法、RA-FS及 RA-MS所定之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相關規範，

制定 1 份屬於機關本身檔案銷毀之內部文件，做為各類檔案清理行動之依

據。以瑞典博奕管理局為例，該局制定博奕檢查業務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

文件，先就博奕業務過程或類別區分為營運管理、採購、場所設備安全、

統計及其他在處理過程中收受文件或自動產生文件等 7 個大項，再次依各

文件屬性或性質及其在一定條件或情況下訂定所應賦予之保存期限或清理

處置等，進而彙整成為表單式文件，如表 3-2 瑞典博奕管理局例示。 

表 3-2 瑞典博奕管理局保存期限及清理處置文件─採購文件部分 

文件屬性或性質 條件 保存期限 

投標文件 屬未通過或未進入標案者 2 年 

文件複製品中之影本或副本 無 當不再需要使用 

5. 檔案保存期限區分 

依表3-2列範例所列之保存期限，可窺知各文件保存時間之級距較具彈性，

分述如下： 

(1) 定期保存部分 

瑞典檔案保存年限並未區分固定等級，例如可定為 1 個月、1 年又 42

天、2 年或 10 年，或者達到特定條件或完成某些工作事項，甚至是非

常短暫之數日等，其逾保存期限或成就銷毀條件時，即可銷毀。 

(2) 永久保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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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3-1 檔案分類總表或清單範例所列保存期限為「保存(preserved)」

者，即表示永久保存，未來將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保存管理。 

(五) 機關定期檔案移至國家檔案館保管 

  各機關對於管有定期保存檔案，經過國家檔案館同意並簽訂協議後，可移送

至國家檔案館保管及進行後續檔案管理相關工作，其中，當涵蓋定期檔案於屆期

後銷毀，故所需費用則視個案情形而定。 

肆、檔案典藏 

國家檔案館保存典藏中央政府各

機關檔案，從其組織沿革發現，該館

曾歷經 1802 年、1807 年及 1967 年 3

次祝融肆虐，檔案遭受嚴重毀損。19

世紀 2 次大火，致使當時土地及人口登

記檔案多已燒毀；1967 年大火，僅有

三分之一之檔案倖免於難。嗣於 1968

年遷建於 Marieberg 現址，並在 1995

年擴增至現今之 Arninge 館，因此目前

國家檔案主要就存放於 Marieberg 及

Arninge 二館。Marieberg 館建築最大

特色之一，即將庫房建構及設置於地

下層，係當時考慮減少受戰爭波及、當

地具有堅硬岩石之地質特性，以及瑞典

擁有享譽世界的地下建築工法；庫房

皆為密閉式，設置空調及監測自動化

設備。   

一、 檔案館建築部分 

(一) Marieberg 館 

1. 該館為地上 4 層，地下 6 層之 10

個樓層之建築物，地下 6 層深入

地底 15 公尺之花崗岩，全部規劃

為庫房，示意圖請參見圖 3-3。 

2. 每層庫房呈放射狀，自五角形中

心大廳可通達各方向庫房 (圖

3-4)。 

 

圖 3-4 瑞典國家檔案館(Marieberg)

庫房平面圖 

 

圖 3-3 地下庫房示意圖 

(來源：The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2006,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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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其檔案材料性質不同，分別存放於各個專屬庫房；其溫度控制於

18°C-19°C，相對溼度控制於 30%-40% 。 

4. 基於地理位置、氣候因素及瑞典本身擁有較豐富能源條件下，硬體環境設

施上節能措施部分，較不成問題；惟在庫房空間上，未來仍將面臨逐漸飽

和壓力，勢必需尋覓並解決檔案保存所需空間。. 

(二) Arninge 館 

1. 該館共 3 棟 2 層樓建築物，為瑞典國家檔案館另一知識中心，其位址原為

廢棄工廠，在租金便宜之考量下，做為國家檔案館二館。 

2. 典藏檔案類型，涵蓋領事館移入(出)紀錄及大張地圖等。 

3. 因已面臨館藏空間不足之問題，故計畫再擴建 1 棟。 

二、 檔案保管 

(一) 量身訂做檔案卷盒尺寸  

檔案保存卷盒，僅規範材質，並無規定卷盒固定之制式尺寸；同時，針對館

內各式型態或類型檔案存放及管理需要，特自國外引進製作保存盒專用機器

及電腦軟體，可依檔案實體大小量身訂製所需尺寸之保管卷盒。 

(二) 檔案裝訂要求未有明確規範 

檔案卷盒內之檔案仍見有一頁一頁情形，即各案件以散頁置放，並未強制規範

必須予以裝訂。 

(三) 檔案單面列印規範 

對於目前印表機使用之油墨熔點較低，若採雙面列印容易造成紙張沾黏，將造

成紙質類檔案長期保存之負面影響，國際間仍存不同見解；因此即使瑞典環保

機關為了節能減紙，推動雙面列印，但國家檔案館已明文規定各機關檔案不得

採雙面列印，至其他公務過程產生之文件仍可採雙面列印。因此，各機關於文

件產生時，即需決定何類文件將來辦結後必須歸檔成為檔案。 

三、 檔案館設置位置條件 

依檔案保管相關規定，檔案館設置地點不宜鄰近機場、港口、湖泊等。 

四、 保存研究工作 

國家檔案館期許成為檔案保存維護之知識中心，提供各界相關諮詢服務。該

館典藏維護部門人員表示，”預防”是檔案保存維護的最高指導原則。該館除有實驗

室自行研發相關技術(如新的影音輸出格式)外，亦與國家檔案館與瑞典保存維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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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建立合作關係，該中心曾為國家機構，現已轉型為私人公司，對於檔案保

存維護研究之歷史長達 100年，為確保達到檔案妥適留存、延長保存壽命之目的，

該中心持續進行相關重要實驗，研發各種檔案保存、維護及修復方法，期發揮保

存最大效益。 

伍、資訊管理 

瑞典國家檔案館自 1970年代開始接收電子形式紀錄，現今來源已擴及自各個

不同系統，及大量紙本檔案轉成影像檔案，其保存管理工作亦相形重要。因應電

子檔案移轉傳送、保存及管理，該館開發建置電子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並以國際

標準為基礎及依據歷年處理電子檔案實戰經驗，在隨著技術演進下，持續發展。

同時，該館主導電子化政府計畫，促進各政府部門資訊交換能暢行無阻。 

一、 電子檔案移轉及轉置 

(一) 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之電子型式檔案，並無統一格式，嗣移轉至國家檔案館後，

由該館轉成統一的格式；目前擬推動機關使用統一標準格式，刻正辦理相關

訓練，預計 2012-2013 年推動各機關電子檔案使用同一系統相同格式。 

(二) 1970 年以後原生性電子檔案格式轉置部分，由國家檔案館負責後續處理。 

(三) 國家檔案館接收機關電子檔案部分，已訂定查檢工具─RALF，並開始試辦中，

為尚未全面推動線上移轉作業，可望於未來規劃推動，但仍無確定的時間表。 

二、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情形及其格式與標準 

(一) 目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情形 

國家檔案館目前管有來自於各機關移轉之電子檔案以及該館典藏視聽檔案及

其他各式電子形式檔案之長期保存情形，截至 2012 年 4 月底止，總數量計達

2,300 TB 儲存在磁帶及 140 TB 在舊型 HSM 系統內： 

1. 機關原生性電子檔案：3 TB。 

2. 視聽檔案及其他多媒體：約 100 TB。 

3. 數位卷夾(one AIP-Archive Information Package per volume)：計 320,000

卷。 

4. 以 TIFF 格式影像檔: 1,400 TB。 

5. 影像檔: 121 MB。 

6. 展覽用格式檔案: 18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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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網路出版之影像：63 MB。 

(二) 檔案格式 

檔案格式有文字檔 (ISO 8859-1,Unicode)、HTML、XML、PDF、JPEG、TIFF

等。 其中，PDF 格式保存文件，JPEG2000 及 TIFF 格式保存圖像文件，並採

用 HSM 電子文件儲存及管理自動化系統，以每 10 年自動複製原始文件，以保

證檔案載體可長久讀取。 

(三) 對於數位檔案之詮釋資料標準，計下列 8 種： 

1. 詮釋資料編碼及傳輸標準(METS)。 

2. 保存詮釋資料(PREMIS)，是數據字典詮釋資料，用以支援各項數位紀錄並

確保其長期保存及使用的國際標準。 

3. 影像詮釋資料(MIX)，做為影像檔案描述格式。  

4.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2002 年版)，做為檔案描述資訊交換格式。 

5. 檔案材料及產生者編碼格式(EAC-CPF, 2010 年版)，做為檔案描述資訊交換

格式。 

6. 檔案資料描述標記語言(ADDML, 2009 年版)，用以描述資料庫輸出之文字

檔格式。 

7. 網頁儲存格式(Web Archives, WARC)及視聽檔案詮釋資料格式(AudioMD, 

VideoMD)，此 2 項標準尚在研究試驗階段。 

三、 電子檔案移轉及保管資訊系統(RADAR) 

RADAR 為國家檔案館管理不同類型電子檔案的處理平台，其提供與解決數

位檔案移轉控制及保存問題。該系統由不同模組組成，雖然多項功能已在啟用，

但部分功能仍在研發階段。 

(一) RADAR 模組及規格，包括： 

1. 源自於開放檔案資訊系統(OAIS)之封包模組(ISP、AIP)； 

2. 使用通用的詮釋資料標準，如 METS 和 PREMIS； 

3. 在不同類型的系統上，使用特定的詮釋資料標準，如 ADDML； 

4. 採用自行研發的傳輸控制和轉換系統(KRAM)； 

5. 提供機關移轉電子檔案至國家檔案館前先進行自我檢測移轉工具並產生

正確 SIP(R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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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放資源儲存系統(ESSArch)； 

7. 與檔案資訊系統整合的 ARKIS； 

8. 不同類型的系統或文件類型數位鍵。 

(二) 電子檔案長期儲存系統(ESSArch) 

ESSArch 由國家檔案館與民間公司合作開發，屬開放資源儲存系統或模組，建

構在開放性標準及方式上，以解決數位資訊長期保存問題，其具成本效益外，

可確保檔案可信度、不可改變與可及性，且得單獨儲存，並與現有檔案資訊

系統整合的優勢，鄰近之挪威亦採用該系統。 

四、 瑞典電子化政府計畫(eARD) 

該計畫由瑞典國家檔案館主導，並與各機關及省市議會、政府等合作制定一

個屬於政府部門電子檔案之共同規格。未來各機關移轉電子檔案到國家檔案館更

容易執行，且將加速提供各政府部門間利用不同方式進行系統資訊交換。該計畫

之優勢，在於採行國家檔案館已使用系統封包(SIP)所定規格，其工作略述如下 : 

(一) 首要工作在於制定資訊交換格式之共同規格，其規格將採用目前瑞典所使用

國際標準，如詮釋資料之 EAD、EAC-CPF、PREMIS、METS 及其他電子文件

管理資訊系統標準(MoReq) 等。 

(二) 第二階段工作進行測試後，將建置成為一個國家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且提供

網路服務。 

各機關可依上開規格為基礎，發展符合個別需求之應用程式，但共同應用程

式應由機關共同研訂或由合約承商制定提供。 

五、 國家檔案資料庫(NAD) 

NAD 屬於國家型資料庫及資訊檢索系統，可在網際網路提供查檢利用，其紀

錄來自個人、企業及政府機構等，也是國家檔案館體系内各檔案館資訊檢索之重

要工具，故可利用資料庫查檢存放於瑞典各地及國家檔案館檔案、SVAR 研究中心

數位化檔案(如教區檔案)及數位資料(如人口統計)、瑞典傳記辭典、中世紀文件等

資訊，不僅整合國家檔案資訊資源，也達到共享之目的。 

陸、檔案應用服務及研究工作 

國家檔案館除機密檔案及少數檔案保存狀況不佳不予提供應用外，其餘檔案

均需對外提供民眾查檢利用。該館設有專人管理之圖書館，供做使用者查閱利用

檔案之空間場所外，另有成立 SVAR 研究中心，提供檔案應用、教育等各項服務，

並進行研究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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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檔案開放應用 

(一) 國家檔案館本館部分 

1. 目錄查詢方面： 

所有國家檔案(含機密檔案)均可在國家檔案資料庫(NAD)中免費查閱，惟其

借調閱覽服務部分有所限制。 

2. 檔案閱覽及拍攝方面： 

(1) 開放時間： 

館別 Marieberg 館 Arninge 館 

參考諮詢台 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 

閱覽室 週一至週三 08:15-18:45 

週四至週五 08:15-16:15 

週六    09:00-13:30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皆於

16:00 休館，且週六亦休館 

週一    09:00-19:00 

週二至週五 09:00-16:00 

週六    09:00-13:30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皆於

16:00 休館，且週六亦休館 

影印服務 週一至週五 10:00-12:00 

13:00-15:00 

--- 

(2) 使用者均事先提出申請，每次調閱檔案數量以 5 卷為原則。 

(3) 圖書館內設有多個研究小間，方便學者進行較長時間之檔案利用，如 1

至 3 個月。 

(4) 使用者進入圖書館內應

予登記後，始可查閱實

體檔案內容，且提供足

以個人使用之書桌並架

設拍攝器材，方便使用

者進行翻拍等。 

(5) 主要服務對象為研究人

員，每年有近 17,000 位

研究人員至館借閱檔案，

依 1995年統計共 40,000

卷。 

3. 應用申請及准駁方面： 

(1) 民眾或機關(構)得向國家檔案館申請檔案應用，或提出有關檔案管理各

 
圖 3-5 閱覽室及研究小間 

(來源：The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2006,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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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業務諮詢，其中約 90%係透過電子郵件提出，故該館平時投入相當

人力處理各類諮詢信函或申請案件；除申請個人或家族相關隱私資訊外，

得匿名提出申請，且本國人及外國人皆可。 

(2) 國家檔案館管有之檔案： 

A. 屬可公開部分，均可對外提供應用；惟除於保密法(Secret Act)中有

明定軍事、國家安全或醫療紀錄等文件應列為機密文件，若無特殊情

形，規定 70 年後，始得公開；外交檔案，規定屆滿 40 年始得公開；

商業機密，規定 20 年始得公開；財務資料，規定屆滿 10 年可對外公

開。另，涉及個人隱私需限制公開外，皆應依規定提供對外應用。檔

案公開時間，以文件產生日期起算。 

B. 涉及個人隱私的檔案，原則上屆滿 70 年後可對外開放應用。特殊情

形，若經徵得家屬同意者，則可允許個案提供，不受原定可公開年限

之限制。 

C. 基於學術研究需要，對於限制應用的檔案申請，如醫療紀錄等，該

館得衡酌提供檔案。 

D. 保密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擁有特殊調閱權限者，如警察等，得視情形

不受保密年限之限。 

E. 使用者對於檔案申請應用准駁不服或對駁回引用法規、理由有疑義者，

可向國家檔案館表示異議，或於 3 星期內向法院(即一級、二級及最

高法院)提出訴願；但目前為止，法院判決結果多與國家檔案館審核

結果一致。  

(3) 在國家檔案館管有私人檔案： 

私人檔案之公開與否，不似公共檔案可依規定對外提供查閱，而是透

過協議及取得原檔案提供者同意後，始得為之。 

4. 收費方面：該館訂定國家檔案複製文件之價目表。 

(二) SVAR 研究中心 

利用網際網路取得檔案，採年費、半年費或按日計算費用，但至該中心使用

者均予提供免費閱覽服務。 

二、 檔案行銷 

(一) 國家檔案館教育訓練，包括演講、大學及協會團體參訪及工作圈等。 

(二) 國家檔案資料庫更新時，將於網頁上刊出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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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VAR 適時利用微縮或數位媒體，製作及傳送相關檔案訊息，以促進檔案研

究。  

(四) 每年檔案日(即 11 月第 2 個周六)安排邀請社會大眾與會，或參加各式演講。 

(五) 檔案館大廳設有小型展示，以及每月設定主題文件(Document of the Month)

刊載於網頁上 。 

三、 研究出版 

(一) 該館研究人員持續進行早期檔案之整理及出版，如針對館藏中世紀檔案，因

檔案內容係使用拉丁文撰寫，歷年來持續進行翻譯及出版工作。 

(二) 該館館員經常參與國際檔案事務活動，且在國際檔案理事會之大學檔案館處、

影像技術委員會等專門機構，均有瑞典國家檔案館成員代表參與。 

(三) 每月擇選主題，適時刊登或出版相關訊息。 

柒、督導管理 

一、 對中央各級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輔導與查核 

依國家檔案館體系之組織架構，國家檔案館(Marieberg)肩負督導管理中央各

級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之責，其管轄約 400 個中央各級機關，分由 5 人負責輔導及

業務查核，每年辦理相關訓練，約計訓練 100 人次，至於業務查核其方式、做法

及查核範圍說明如下： 

(一) 方式 

國家檔案館制定機關檔案管理業務檢查表(詳見附錄 3-1)，採預告或非預告方

式辦理。 

(二) 做法及過程 

每年約排定 60 個機關，進行現場實地檔案管理業務查核作業。業務查核過程

中，由國家檔案館提出查核報告，經查核的機關需於 6 個月內完成改善，惟國

家檔案館通常給予機關 1 年時間；在檢討改善期間，該館與機關開會商議，並

適時給予機關一些可行建議，俟機關確實改善後，國家檔案館再行複檢，以確

保各機關檔案管理作業符合規定。 

(三) 查核範圍 

依該館所訂之業務檢查表，大致可分為 7 個部分及其項目： 

1. 各機關對於檔案管理責任及組織功能明確且確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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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機關是否依規定管理公共紀錄？有無實際負責人及其管理決策？確認管

有檔案特性及負責電子檔案保存、檔案描述等部門？預估組織業務有無調

整情形，以因應檔案移送至國家檔案館等作業。 

2. 各機關對於檔案管理政策性文件建立情形 

如檔案管理工作說明書、指派及文件管理計畫訂定；文件整理指引工具；

電子郵件及信函處理做法；倉儲管理文件建立等。 

3. 各機關檔案形成及管理前置作業情形 

如有無文件登記做法？檔案銷毀事前作業及由誰負責執行等。 

4. 各機關電子形式文件管理情形 

如電子文件資訊安全機制、備援復原與保存計畫、策略建立及其執行情形；

格式或標準採用(包含傳送至國家檔案館)、電子文件轉製時間與頻率、載體

資訊及資料庫結構性文件；電子簽章文件、電子郵件、數位照片、地圖、

繪製圖等掃描影像及網頁等電子文件是否符合技術規格；確保電子檔案之

讀取及保存；系統及處理流程評估進行；電子文件移轉至其他特殊媒體保

存等。 

5. 各機關檔案銷毀符合規定 

如是否掌握國家檔案館所定銷毀規定及其他個人資料處理法規或商業特定

文件銷毀規定？執行銷毀是否符合規定等。 

6. 各機關檔案整理描述作業情形 

如是否提供檔案檢索工具、具備詳細文件資訊及妥適處理個人隱私部分？

是否建立案卷層級描述且更新目錄資訊?現行檔案分類是否合用，且備妥各

分類號及其相關對應描述之文件？分類架構或檔案描述文件如未完成，對

於檔案內容及類型等資訊是否登錄?各媒體類型檔案是否均已進行描述等。 

7. 各機關檔案保管場所建置情形 

如人員進出庫房管制；庫房配置妥適性、庫房位置外圍避開高危險地區及

在建物內遠離變電箱、下水道衛生系統及車庫；庫房窗戶設計適當性、恆

溫恆濕、書架高於地板 15 公分；大廳通往庫房門口妥適關閉；屋內照明採

螢光燈具等。惟機關在過去 5 年曾取得認可者，得僅就場地變動狀況相關

項目進行查核。 

二、 對於區域檔案館部分 

國家檔案館指揮督導 7 個區域檔案館及 3 個兼具國家檔案館性質之省市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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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但彼此間主要以協調及合作關係與模式在運行，促使各區域轄內之機關檔案

館檔案管理業務運作符合規定。至上開區域檔案館及市檔案館對於所轄地方機關

檔案管理業務督導，仍依循國家檔案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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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軍事檔案館 (Krigsarkivet) 

壹、機關簡介 

一、 組織及人力 

軍事檔案館 (Krigsarkivet, The Military Archives of the Swedish National 

Arvhives)設立於 1947 年，位於斯德

哥爾摩市市區內，其沿革可溯自 19

世紀初期，1805 年時軍事調查總部

檔案部門(Field Measurement of the 

Corps Archives)被視為當時王室軍事

檔案(King’s War Archives)保管處所，

當時僅為軍隊保存之軍事地圖

(drawings and maps)、活動紀錄及皇

家地圖；1873 年，該總部併入一般

軍官軍史單位，後成為集中典藏陸、

海、空各軍事機關及各地區早期軍事

檔案之處所，同時，也負責督導國防

部所屬機關及各省境內所有軍事機構

檔案管理事項。 

該館組織部門除館長外，設有機關檔案徵集及督導、保管修護等單位及圖書

館，現有人力約 26 位，多為專業館員，修習 1-2 年檔案學課程為基本之任用條件。 

二、 檔案館藏 

該館總共有 2 棟建築，其中 1 棟主要為典藏之用，其管有最早檔案約為 16 世

紀，截至目前檔案總長度約計 75 公里，地圖及手繪圖約 100 萬張，照片約 70 萬

張，藏書約 24 萬冊，包括世界各國軍事人員、圖表、設備及建築等，地區則涵蓋

瑞典、歐洲及其他地區，檔案形式以紙質類為主。館藏圖書年代最早的是 1524 年

義大利文撰寫的士兵手冊(第 11 刷)；另，最值得介紹的便是軍事歷史地圖(含總圖

及分區圖)，其主要來源為國防部所屬機關及其他與軍事相關學(協)會、團體等，

約可區分下列 5 種類型： 

(一) 大量手繪軍事要塞地圖：包括 16 至 19 世紀初期之人工繪製地圖，計 35,000

件。 

(二) 軍事學校重要檔案及軍隊等捐贈文書。 

 
圖 4-1 軍事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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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軍事機關(構)檔案：其管有最早年代約為 1815 年以前，少部分則自 1927

年開始。 

(四) 戰場或戰爭檔案。 

(五) 傳記資料或私人檔案：其中私人檔案約區分為人物及家族檔、資產檔案、企

業及協會檔案。 

貳、檔案徵集與清理 

一、 機關檔案移轉部分 

負責國防部所屬機關(構)及各省境內軍事有關機關(含總部、軍隊、艦隊、機

隊、學校及所屬事業機構等)檔案徵集工作，其做法與國家檔案館相同，也是透過

協議機制，通常於檔案屆滿 20 年後，將各機關應納入國家檔案管理的檔案移轉至

軍事檔案館永久典藏保存。 

二、 機關定期檔案移入管理部分 

國防部所屬機關(構)及各省境內軍事有關機關管有定期檔案，得透過協議方

式移送軍事檔案館保存管理，甚至包含屆期後檔案銷毀作業。但仍有下列例外或

限制： 

(一) 檔案保存期限在 10 年以下者，軍事檔案館原則上不予接收。 

(二) 檔案仍列有機密等級者，軍事檔案館基於後續解密及個案申請應用准駁判定

之考量，原則上暫不接收。 

三、 機關裁撤移轉 

軍事機關(構)裁撤並停止業務運作時，其管有檔案應依檔案法規定應於 3 個月

內移交至軍事檔案館，惟實務作業上通常會延長為 6 個月至 1 年，始得順利完成。 

四、 個人檔案徵集部分 

主要對象為與國防部有關個人、協會等團體，採協議方式進行。 

參、檔案應用服務 

一、 檔案開放應用 

(一) 開放時間及閱覽情形： 

閱覽室提供 32 個座位，開放時間 9-4 月，週一至週五，09:00-16:30，週六

09:00-16:00；5-8 月，週一至週五，09:00-16:00，週六 09:00-16:00，7 月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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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館。目前每天約 15-20 人親臨該館使用檔案，每人每天可調閱 5 卷檔案。 

(二) 檔案開放年限： 

依據保密法規定，大多數軍事資料保密年限為 40 年，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軍

事檔案大多已可公開，但部分甚至超過 150 年也無法對外公開，且軍事機關

或單位往往希望延長開放應用年限，因此多仍保有與機關協商之機制，部分

類型之開放應用年限如下： 

1. 軍官人員醫療紀錄，檔案屆滿 70 年後開放應用。  

2. 情報資料原則上須屆滿 70 年後開放應用，惟有特殊狀況仍得與軍方情報單

位協商後延長。 

3. 尚在使用之槍械彈藥庫，其公開後可能面臨立即危險，故不公開。 

4. 商業機密(國防部下設有事業機構)，保密 20 年。 

(三) 目錄查檢： 

1. 該館提供使用之查詢系統與國家檔案館相同，閱覽室提供國家檔案資料庫

及部分案卷清單查檢；地圖資料得透過地名登記文件進行查詢；此外，已

數位化地圖多可經由網路上查閱利用。 

2. 族譜學者使用軍事檔案，進行早期軍官研究，主要以微縮複製品形式提供。

另，圖書館典藏將近 200,000 冊有關家族史資料及保管當時戰利品的影像，

並可利用國家圖書館目錄查詢系統(LIBRIS)查檢相關資訊。  

3. 機密檔案目錄亦提供查檢，並標記解密時間，供使用者參考。 

(四) 檔案外借展覽： 

由於軍事檔案館典藏許多珍貴地圖、照片等檔案，經常為外界展示所需，而

且可借用檔案原件，因此訂有詳細的借用規定及要求，例如借用者需敘明展

覽名稱、展覽單位、展覽期間、借用期間、溫溼度控制要求(溫度需低於 20°C，
溼度 40%±10%)、照度要求(最高 50lux)、包裝運送方式、保全要求、保險費

計算等，合約範例詳附錄 3-2。 

二、 檔案推廣  

(一) 受理各式團體的參訪進行導覽，每年訪客約 5,000 人次。 

(二) 擇選不同主題，在館內局部空間進行小型櫥窗或面板展示，每月換展 1 次，

同時於該館首頁展出。 

(三) 自 2011 年 11 月起，設立該館 Facebook，每周 2-3 次提供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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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版發行部分，通常大約每 2 年出版 1 種專書。 

肆、檔案整理與典藏 

軍事檔案館保管單位主要致力於館藏內地圖及繪圖保存典藏工作，通常採取

延長現有保存狀態及相關預防措施等方式。前者係透過典藏保存條件的改善，及

加強使用者正確使用檔案方式；後者則進行檔案修護及減少霉菌發生。其照片多

以事件編案描述，1969 年以後開始從 1919 年徵兵之兵籍卡開始數位化，由於早期

手繪圖使用之墨水含鐵質，致使侵蝕紙張造成破損，因此也投注人力進行修復。 

伍、督導管理 

依循國家檔案館做法，對於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檔案管理業務進行督導管

理，對於軍事機構檔案管理規範，有部分專用之條款，管轄機關(構)約計 75 個，

督導管理之業務包括業務查核、檔案管理有關教育訓練及諮詢建議等。其中，業

務查核部分，約 2、3 人負責，平均每個機關約 3 至 4 年查核 1 次，惟受限於現有

人力及工作量，於執行上也有一定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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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媒體轉製中心 (Mediakonverteringscentrum) 

壹、機關簡介 

一、 組織與人力 

媒體轉製中心(Mediakonverteringscentrum, Media Conversion Center, 簡稱

MKC，圖 5-1)，為瑞典國家檔案館

部門之一，負責檔案數位化工作，

提供以顧客導向為主的服務，以最

合適價格、適當時間及採用最新技

術，將各個政府機關或其他活動產

生原始文件轉換成數位文件，可稱

得上一座文件掃描大型工廠，也是

目前歐洲進行文化及史料數位化作

業之最大機構。 

MKC 於 1991 年成立，位於瑞

典北邊西諾爾蘭省 Fränsta 鎮，地

處偏遠，全鎮人口僅 200 人。該中

心之成立，係源於當地炸藥工廠裁撤，相關產業遷移至巴西等國家，政府為輔導

當地員工轉型就業，故設置相關設備並留用炸藥工廠技術人員，這些留用人員後

來成為奠定MKC之基石。該中心主要分成行政、財務、生產及資訊技術等 4個部

門，組織圖詳圖 5-2，編制人員共計 56 人，平均年齡為 49 歲，男女比例各半，其

中負責數位化工作之人力，計 41 人。生產部下 2 掃描小組，分為 06:00-15:00 及

15:00-11:45 兩班制，以使機器設備發揮最大邊際效益；另為減少例行作業造成工

作疲乏，生產部下 4 小組，亦經常進行工作輪替。 

二、 經費 

MKC 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政府預算編列、機關檔案複製費用收入及參與歐盟

專案計畫所分配之款項等。就 2012 年年度經費編列情形，約計 3,690 萬瑞典克朗

(以匯率 1:4.46 計，相當新台幣 1 億 7,122 萬元)，其中政府預算占 1,196 萬瑞典克

朗、機關檔案複製費用收入 1,184 萬瑞典克朗、歐盟計畫資助 1,310 萬瑞典克朗，

從經費來源分析，歐盟計畫經費最高，略可窺知 MKC 在歐洲地區重要性。  

 

 
圖 5-1 媒體轉製中心 M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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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媒體轉製中心組織圖 

三、 與歐盟關係 

在歐盟內，每個會員國需提撥相關比例經費予歐盟，且各個會員國提出相關

專案計畫經歐盟決定後，進行經費分配。目前 MKC 向歐盟申請報紙數位化專案，

且得到經費贊助。 

貳、業務範圍 

MKC 主要負責影像掃描數位化工作，至國家檔案電子檔案轉置部分，原則上

由國家檔案館自行規劃辦理；未來除 MKC 年度經費大幅調升以利執行外，俟國

家檔案館組織改造完成後，將可能重新調整檔案數位化業務或分工情形。目前

MKC 處理檔案類型、服務對象及任務分述如下： 

一、 檔案類型 

(一) 針對早期羊皮紙檔案、歷史書籍、地圖、繪圖，以及縮微捲(膠)片和其感光材

料，如玻璃板之底片和照片，不論檔案尺寸大小或甚有脆化現象者，均會進

行掃描並轉成數位影像。 

(二) 影音檔案數位化部分，因標準缺乏，故該中心並未有相關業務；目前僅有國

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館進行影音檔案數位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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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對象 

除國家檔案館和土地管理相關機關為 MKC 主要服務對象外，也承攬其他省

市機關和博物館各種材質檔案數位化工作，但不含私人機關。 

三、 收費方式 

依據顧客需求，視檔案形式、狀況，評估可採行掃描方式等因素後議定價格，

依品質需求及掃描速度每頁收費 1.37 瑞典克朗、3 瑞典克朗、8 瑞典克朗不等。 

四、 進行中及已完成之重要工作 

(一) 教區登記文件數位化(1895-1991 年，人口登記部分)，自 1996 年開始，預計掃

描 1 億 1,400 萬頁，以省行政區域劃分，依序進行，目前約已完成 1 億頁。 

(二) 瑞典土地行政局(Lantmäteriupdraget)檔案掃描作業，自 1997 年起，預計分 10

年完成 8 千萬張地圖數位化。 

(三) 市測繪單位(Municipal Surveying Authorities)業務檔案掃描，目前與厄斯特納

市(Ö stersund)進行合作案。 

(四) 為瑞典國家文化資產委員會(The Swedis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瑞典皇家

學院(The Folke Bernadotte Academy)進行數位化工作。 

(五) 對於諾貝爾基金會(The Nobel Foundation)管有之部分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

(Alfred Nobel)檔案，進行數位化工作。 

(六) 與國外機構簽訂檔案掃描儲存合作案，以及其他博物館、圖書館及學院等檔

案數位化工作。 

(七) 參與歐盟 EURF、Digidaily 計畫，故目前正協助瑞典國家圖書館及地區政府報

紙數位化工作。 

五、 其他服務與協助 

(一) MKC 提供數位化技術移轉或諮詢服務，特別是在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格魯

吉亞等國家。 

(二) 針對無法支付檔案複製儲存費用之機關，MKC 協助機關提出償還計畫或尋求

貸款方案等，以取得資金。 

參、檔案複製儲存作業方式 

一、 檔案複製儲存標準 

MKC 檔案複製儲存之標準，採取多種規格，其中 TIFF 格式仍為國際採用標



 

32 

準規格，基本解析度標準(basic guideline)為 254dpi 或 400dpi，其中圖書數位化多

採用 254dpi；至各機關(構)送至 MKC 複製檔案之規格，完全取決於顧客需求，其

格式也可能為 PDF、JPEG、JPEG 2000 或 dejavou(瑞典國內某廠商專用格式)等，

均視雙方簽訂契約，提供客製化服務。  

經完成掃描之複製品送交顧客外，其檔案原件部分則由 MKC 依據契約內容

進行後續處理，如送至區域檔案館保存典藏或進行銷毀等。 

二、 複製儲存辦理情形 

(一) 成效 

1. 1991 年開始進行教區文件微縮作業，並自 1996 年起更新數位技術，迄今已

完成大量檔案數位化，其數量高達 2 億頁，包括 1895 至 1991 年國家檔案、

國立土地測量調查中心(National Land Survey)管有 17 世紀以前文件檔案及

地圖，以及其他市立檔案館、省立行政委員會檔案( County Administrative 

Board Archives)、私人檔案如 Raoul Wallenberg、Alfred Nobel 等。 

2. 該中心數位化產能，每天最高可達 10 萬頁影像檔，其成品主要透過網路(部

分透過網路專線，如瑞典國家圖書館)或存於硬式磁碟等方式傳送。 

(二) 採取全面解決方案(The Complete Solutions) 

為有效提升使用者應用及取得檔案，且符合顧客需求，MKC於2009年提出一

套措施，稱為全面解決方案(The Complete Solutions)，不僅進行檔案複製儲存

工作，同時亦提供訓練等服務，包括： 

1. 進行文件材料識別和結構化； 

2. 掃描和數位攝影； 

3. 機敏性文件提供安全運送服務； 

4. 掃描文件前修復； 

5. 圖像處理及針對報紙進行文字辨識處理； 

6. 建立檢索系統及資料庫解決方案索引資料； 

7. 儲存格式和媒體改變轉置； 

8. 進行大型尺寸文件或檔案彩色管理； 

9. 對各機關影像掃描單位進行個別化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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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業流程及控管 

1. 顧客分類及文件登錄，並進行索引及建立檢索詞彙。 

2. 文件掃描過程中，工作人員對數位影像執行初步檢查，其影像須與原件大

小及顏色相同；傳輸前，數位影像先儲存於暫時資料庫系統，再進行第 2

次檢查；至最後成品透過網路或其他媒介將影像傳遞至顧客端之系統。 

3. 全程流程監控： 

在工作流程監督管控，包括過程控制、詮釋資料檢查、使用工具規劃、監

測及統計分析、追蹤處理記錄等，且整個過程中各項紀錄，不僅做為內部

控管之用外，亦可協助顧客瞭解掃描作業情形。 

4. 計畫進度管制： 

MKC 採用年度計畫提列下一年度所需設備及各項成本，並按季、月及週等

周期，嚴密列管追蹤進度，以確保如期依約完成產品及各項服務。前項計

畫管制規劃時考量因素，包括緩衝狀況、數位檔案交貨時間、設備存取、

權限、可用硬碟空間、存檔空間、傳遞時間及機器維修或故障處理等。 

 

 

 

 

 

 

 

圖 5-3 媒體轉製中心作業流程圖 

肆、資訊設備 

MKC 提供檔案掃描客製化服務，且檔案類型涵蓋紙本形式檔案、早期羊皮紙、

微縮及照片等，故投入在掃描相關機具或設備成本，實為可觀，其設備類型如

下： 

一、 圖書掃描機 ：Zeutchel OS10000 及 14000。 

二、 數位相機：S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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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頁掃描機 

(一) 旋轉式 l - 柯達 I830 和 I1860 

(二) 線型號- BancTec Intelliscan XDS 

四、 寬格式繪圖掃描機 ：Contex、OCE、媒體掃描。 

五、 其他掃描機和照相機 

(一) A0 SMA6650 

(二) 感光材質式：Hasselblad FlextightX5、Flatbed XL1000。 

(三) 縮微膠卷及縮微膠片掃描機：Nextscan Flex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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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 (Landsarkivet i Härnösand) 

壹、機關簡介 

一、 組織及人力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Landsarkivet i Härnösand, Regional Archive in Härnösand，

圖 6-1)為瑞典國家檔案館體系中 7

個直接隸屬國家檔案館的區域檔案

館之一，也是其中管轄行政區域面

積最大者，涵蓋耶夫勒堡省

(Gävleborgs län) 、 西 諾爾蘭 省

(Västernorrlands län) 、西博滕省

(Västerbottens län) 及 北 博 滕 省

(Norrbottens län)4 個省分，漢諾桑

為西諾爾蘭省首府。該館管轄政府

機關(構)約計 100 個，其於 1935 年

成立於 Inrättades，1983 年遷至現

址，現址係由軍事醫院改建而成，

1994 年於前院擴建 3 層地下庫房，2010 年利用 3 座北邊廢棄的軍用房舍成立漢諾

桑北方檔案中心 (Arkivcentrum Nord Härnösand, Archives Center of North, 

Härnösand；簡稱 ACN，圖 6-2)，提供檔案典藏及閱覽服務，成為北方重要檔案研

究中心之一。至 2010 年併入國家檔案體系。 

該區域檔案館組織，主要區分

為督導及典藏維護、研究服務、行

政及資訊技術等 3 部門，全館人力

共計 65 人，人力編組及運作採任

務導向及專案分工方式進行，極具

彈性，期發揮整體工作效能；該館

非常重視檔案應用服務，約有 30

人負責回復民眾應用檔案之需求。

另，目前配合國家檔案館組織再造，

刻正進行改組中，目前組織架構詳

圖 6-3。另，ACN 人力係由區域檔

案組織合作聯盟分擔組成，總約計

20 人，其中 11 人由漢諾桑區域檔案館支援，其餘由聯盟成員分擔 1-3 人不等。 

 

圖 6-1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 

(來源：漢諾桑區域檔案館簡報檔) 

 
圖 6-2 漢諾桑北方檔案中心 

(來源：漢諾桑區域檔案館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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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組織圖 

二、 年度預算 

該區域檔案館每年經費預算約為 4,000 萬瑞典克朗，相當於新台幣 1 億 8 千萬

元，人事費約佔 50%，即 2,000 萬瑞典克朗，館舍租金約 1,100 萬瑞典克朗；其中，

來自政府財政部分約 2,900 萬瑞典克朗，其餘經費則來自於機關委託時所支付之費

用，以及少數為提供民營公司專業性諮詢服務時，所收取之費用。  

三、 館藏概況 

該區域檔案館現有典藏量約 100 公里，目前已面臨典藏空間不足之困境，故

有籌建新館之議。該館典藏特色為瑞典各省之土地檔案，就如同其他區域檔案館

可能也有各自特色館藏，如郵政或鐵道檔案等，這些典藏特色並非由國家檔案館

指定，而是取決於區域檔案館擁有空間及轄內行政資源等因素自然逐漸形成。以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典藏特色為例，因中央政府之地政業務行政主管機關設於該區

域，故有地利之便。其整體典藏內容如下： 

(一) 17 至 20 世紀司法相關紀錄。 

(二) 1933 至 2008 年間瑞典所有土地登記相關紀錄、自 1932 年起至今之動產登記

手稿及 1875 年起至今之土地登記書籍。 

(三) 教區檔案、普查資料。 

(四) 統計、稅務(僅漢諾桑地區)、地產及財務等相關紀錄。 

(五) 地方政府檔案： 

1. 檔案多為 17 世紀至 1990 年間土地業務檔案及稅務表單。 

2. 軍事檔案(如點召名冊 muster rolls)。 

3. 其他檔案，如地方警察局、區域醫療站等。 

(六) 私人檔案，在該區域檔案館所轄行政區域之個人、企業、學會或協會等，如

區域檔案館
館長 

督導及 
典藏維護部 

研究服務部 
行政及 

資訊技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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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公司之發明文件。 

四、 與區域其他檔案組織關係 

由於 ACN 為瑞典北方很重要的檔案研究據點，因此與鄰近區域其他檔案相關

組織建立合作關係。除漢諾桑區域檔案館外，2003 年漢諾桑市檔案館(Härnösand 

kommunarkiv, Härnösand City Archives)、西諾爾蘭省檔案學會(Föreningsarkivet i 

Västernorrland, Society Archives in Västernorrland)，2004 年諾爾蘭企業檔案機構

(Näringslivsarkiv i Norrland, Enterprise Archive in Norrland)，2005 年西諾爾蘭省

檔案館(Landstingsarkivet Västernorrland)及 2008 年瑞典商業登記處(Bolagsverket, 

Swedish Companies Registration Office)等皆陸續加入合作聯盟，各合作館間業務相

互交流，並共享典藏設備及空間等資源；另，該區域檔案館與轄內漢諾桑市檔案

館並無上下隸屬層級，而是協同合作的關係。 

貳、2012 年重要計畫 

一、 因應國家檔案館體系組織重整再造，區域檔案館功能及角色配合調整，將賦

予工作之新思維及新面貌。 

二、 與部分中央政府部門進行有關電子檔案先導計畫(e-filing and e-diary)。 

三、 持續規劃並推動永久保存檔案數位化作業。 

四、 進行 ACN 檔案中心擴建規劃，並分析各項硬體設備需求，以解決未來即將

面臨空間不足問題。 

參、檔案徵集及管理 

區域檔案館辦理檔案移轉等作業，均與國家檔案館做法相同。 

一、 政府機關(構)檔案移轉 

(一) 檔案移轉程序及做法 

在 1991 年以前各機關管有永久檔案之文件時間已逾 100 年者，應依規定辦理

檔案移轉；1992 年(含)以後，則改採由移轉及接管之機關雙方協議及契約簽

訂方式，經區域檔案館同意後，各機關得將管有檔案移至區域檔案館保存管

理，機關辦理實體移轉前，須於 1 個月前告知。 

(二) 檔案移轉費用 

移轉檔案之機關除需先支付運送及其他額外應支付項目等一次性作業費用

(handling fee)外，後續尚需支付區域檔案館保管檔案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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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費用約占該機關支付費用之 10%。 

二、 政府機關(構)檔案委託管理 

各政府機關(構)對於管有定期檔案，亦得透過協議及契約簽訂方式，將其檔案

委託由區域檔案館代為管理，其服務項目可包括檔案整理、屆期後檔案銷毀至應

用服務等；費用計價則視區域檔案館提供服務項目而定。 

三、 私人檔案取得及管理 

(一) 私人檔案之取得，亦透過協議及契約簽訂而來，其中，公司檔案涉及營業機

密者，多不願意捐贈，通常直至公司結束時，始提供給區域檔案館；有些家

族檔案具珍貴史料價值，區域檔案館甚至可能編列預算進行收購，但實務上，

囿於經費有限，目前以購買方式取得之情形極為少數。 

(二) 私人檔案之管理，除經由上述捐贈或收購等多種途徑方式交由區域檔案館管

理外，有者公司自行保管，或交由該省、市等行政區域內類似基金會性質的

商業檔案管理機構進行保存管理，並提供非限制使用檔案之查檢應用服務。

上開商業檔案管理機構非屬於國家檔案館，頗具規模約有 65 至 70 位從業人

員，且在每個區域檔案館皆有相同情形。 

肆、檔案典藏 

一、 檔案館藏部分 

該區域檔案館現有典藏檔案總長度，約計 100 公里；在區域檔案館本館部分

約 40 公里，存放在 ACN 部分約 60 公里，ACN 每個工作人員大約須負責 4 公里檔

案之管理及維護。典藏最早的檔案是1380年代的羊皮紙信函，最新的檔案則為2008

年 5 月的土地登記錄。另，私人檔案典藏量約 4 公里。 

二、 館舍建築部分 

(一)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 

該區域檔案館早期之館舍，

原為一棟軍用建築物，其對

外有大片窗戶之設計，實影

響檔案保存工作，故 1994 年

於建造地下 3 層檔案庫房(圖

6-4)，具備恆溫恆濕的典藏環

境，但仍需面臨融雪及下雨

時排水問題之處理解決。考

量未來 2至 3年檔案儲存空間

 

圖 6-4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擴建地下庫房 

(來源：漢諾桑區域檔案館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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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飽和，將尋覓新的典藏處所，如同哥德堡市檔案館已擴建新館，解決典

藏空間不足的問題。檔案典藏環境溫度控制於 18°C±2°C，溼度控制於 45%。 

(二) ACN 檔案中心 

該中心目前有 3 棟建築物，因其原為軍用房舍，每棟建築皆為挑高很高之 1 層

樓建築，因此其庫房書架規劃設計與一般庫房不同，內架設 2 層樓之檔案架櫃，

即整座檔案架高度約為一般樓層高度之 2 倍，中間架設網狀鋼架，供管理人員

上樓取檔案，充分發揮瑞典堅固花崗岩之地質特色。ACN 典藏大量地圖資料，

計約 60 萬件，為其重要之館藏特色。 

三、 檔案數位化 

在經費有限及檔案數量多情形下，紙本檔案進行數位化之順序，係以檔案外

觀形體較大不便調閱及使用率高者為優先；另，影音檔案複製儲存，主要由瑞典

國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館負責，其中國家檔案館與瑞典電台有合作轉置影音檔案

之計畫。 

伍、資訊管理  

該區域檔案館除具備檔案修復及掃描機具設備外，同時，也運用國家檔案館

開發建置之國家檔案資料庫等提供檔案查檢及利用服務。 

陸、檔案應用服務 

一、 檔案使用情形 

區域檔案館本館每日約有 5-30 人到館使用檔案；至政府機關或個人業務諮詢

次數，平均每日約有 150-200 件。ACN 到館使用人數，每年約 400 人，大多數使

用者，皆透過網路或其他方式遞送檔案電子檔。 

二、 檔案開放應用 

(一) 區域檔案館本館開放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四 09:00-16:00，週五 09:00-12:00，9

月份週二可能會延長開放至 20:00；ACN 對外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09:00-12:00，每人每天借閱檔案數量約 1 書車，15 卷。 

(二) 區域檔案館管有之檔案多數可對外公開應用，惟涉個人隱私、軍事機密等，

約於文件產生後 70 年始得開放。民眾申請應用時，通常由第 1 線工作人員進

行基本項目判定，如涉檔案內容較複雜者，審核時間較長。 

(三) ACN 規劃檔案研究及應用場所，其閱覽室之每張桌子均準備檔案使用輔具，

不僅保護檔案，並兼顧使用者查閱檔案內容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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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檔案使用者對於應用之准駁不服者，有權提起訴願，最終決定由法院判決。 

三、 研究出版 

專門研究人員進行檔案研編，並定期出版相關刊物。 

四、 檔案教育訓練及合作 

(一) 與圖書館、博物館及大學合作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與該區域內圖書館、博物館及大學等進行合作，如針對檔案、

圖書或博物管理從業人員開設相關論壇研討，開辦共同教育課程，或就資訊

技術處理經驗相互交流等活動。其中，檔案展示部分，區域檔案館依據管有

檔案規劃特定主題，於館內展示櫥窗進行介紹外，偶爾結合博物館相關文物共

同舉辦檔案文物展覽活動。 

(二) 檔管系所學生實習 

區域檔案館與該漢諾桑大學之中、北、南等 3 個校區檔案資訊管理相關系所

約定，每年約有 50 至 100 位碩、博士生至館進行檔案管理各項工作實習，為

期 1 週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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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 (Stockholm Stadsarkiv) 

壹、機關簡介 

一、 組織、人力及預算 

斯 德 哥 爾 摩 市 檔 案 館

(Stockholm Stadsarkiv／Landsarkiv 

för Stockholms län, Stockholm City 

Archive)不僅為地方性檔案管理機

關，同時，也兼具國家檔案館之區

域檔案館性質，負責該市及該省檔

案管理工作。該市人口約為 80 多萬

人，47 個行政機關。就體制上，一

般市政檔案館並不隸屬於國家檔案

館，故國家檔案館對於市政檔案館

並無督導之責任。 

該館位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為地上 3 層及地下 7 層的建築物，為行政辦公、

典藏維護及提供應用之處所，2004 年曾重新裝修；另於自由港(Frihamnen)港口附

近地區，設置 3 層樓之專用庫房，主要典藏保存罕用檔案。 

該檔案館組織主要設有人力及財務部、發展中心、顧客服務部、後勤作業部

等 4 大部門，成員計 72 人，年度預算約 6,500 萬瑞典克朗。其中，人力及財務部

負責人力、財務及行政資源之管理；發展中心負責整體政策規劃與推動、資訊策

略及檔案管理法規訂定等；顧客服務部，則負責顧客服務各事項，下設 5 組，負

責閱覽服務、問題諮詢、檔案利用教育指導、檔案應用申請和審查、團體學校參

訪與展示、網站資訊更新等，以及督導地方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並提供訓練與建議；

處理及生產部門，負責各類媒體檔案接收、保管、維護、數位化及出版等，組織

架構詳圖 7-2。另，設有委員會督導業務執行、決議重要政策及制定法令規章，委

員任期4年，該委員會下設14個專責小組負責不同屬性之地方機關檔案管理業務，

如醫療、社會福利等。 

二、 任務及願景 

(一) 任務： 

1. 提供顧客服務。 

2. 提供良好的檔案管理。 

 
圖 7-1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 

(來源：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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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督市政機構和政府機構的檔案管理及系統化保存。 

4. 確保全部檔案和紀錄可被查詢使用。 

(二) 願景： 

2030 年成為世界級的市立檔案館。 

 
圖 7-2 斯德哥摩爾市檔案館組織圖 

三、 館藏範圍 

斯德哥摩爾市檔案館依法接收該市及該省公共紀錄，此外，亦蒐藏私人檔案。

目前市檔案館館藏最早檔案為 1358 年，總長度約計 70 公里，預估每年移入保管

檔案長度約計 15 至 20 公尺，其機關類型： 

(一) 地方政府檔案，來自於市政府、市議會檔案及斯德哥爾摩省內地方政府。 

(二) 私人檔案，來自於個人、學會、基金會、私立學校(如學生成績)、破產公司等。 

四、 檔案管理規定 

依地方自治精神，檔案管理規定係由該市檔案館自行制定後，經市議會審議

市檔案館館長 
City Archivist 

人力及財務部        

Staff & economy issues 

發展中心 
Development Center 

顧客服務部 
Surroundings and Costumer Service  

督導組 

Supervision Unit 

閱覽室及網站管理組 

Reading Room & Web Unit 

顧客服務組  A、B、C 

Customer Unit A, B, C 

後勤作業部 

Logistics and Production  

徵集保存組 

Receive & Preserve Unit 

整編出版組 

Process & Publish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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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頒布；但實際上，其法規規範內容均依循國家檔案館所訂定之檔案法、檔案

法施行細則及一般通用性規範等規定，但形式上仍需經市議會通過後成為該市施

行之法規，然後協調各地方機關配合執行。 

貳、對地方政府機關檔案管理督導 

市檔案館對於該市所轄 47 個地方機關，雖負有檔案管理督導查核之責，但非

經常性辦理實地查核，較著重其業務諮詢及建議之角色。在實務運作上，該市檔

案館通常指導地方機關自行檢視檔案管理辦理成效後，由各地方機關向市檔案館

提報自評報告或說明，藉以確保機關檔案管理各事項符合相關規定。 

參、檔案徵集及清理 

一、 各機關檔案移轉或交由市檔案館保存管理 

(一) 各機關檔案移轉或移至市檔案館保存管理，主要以簽訂契約方式進行。 

(二) 檔案移轉或送達前置準備 

1. 為確保檔案完整，檔案經過整理且放置於檔案盒或已固定避免散落，並於

卷盒外清楚地案卷標示，同時，相關電子紀錄併同實體檔案交予市檔案館。 

2. 市檔案館通常親赴移轉或提供檔案之機關進行實地瞭解，以掌握作業細節

是否符合規定。 

3. 檔案移轉時，機關需備妥提供紙本式檔案目錄，且儘可能提供 EAD 格式之

電子目錄。 

(三) 原生性電子檔案(born digital) 

以往紙本檔案多會於機關存放一段時間後再移交給市檔案館，如紙本地圖以

前是每 3 年移送 1 次；而近年來政府推動電子檔案，機關電子檔案通常較紙

本檔案提前移送，甚至只要確定結案就會移送，因此這些電子檔案保存年限

屆滿後之銷毀作業就由市檔案館執行。 

二、 私人檔案移至市檔案館保存管理 

私人檔案亦以簽訂契約方式，移至市檔案館管理。如斯德哥爾摩市內私立學

校之學生畢業成績送至該市檔案館，原則排定每年 10 至 11 月間辦理，且須事先

確認未來檔案掃描儲存以 PDF 格式為主，該校需支付市檔案館相關作業費用，包

括移轉之一次性處理費 8,000 瑞典克朗，以及每年保存、調閱檔案費用約 2,500 瑞

典克朗。 



 

44 

三、 政府機關檔案銷毀 

(一) 各政府機關檔案銷毀，仍依據檔案法及其他相關規定或經該市檔案館決定辦

理。 

(二) 市屬機關得向市檔案館提出檔案銷毀申請之決定，但省屬各政府機關之檔案

銷毀事項，則向國家檔案館連繫商討後決定。 

(三) 有關檔案銷毀各項決策性之文件，均已進行掃描，方便查閱使用。   

肆、檔案典藏 

該市檔案館有 2 處館舍，為利提供相關服務，有專車每週 2 次往返於市檔案

館與自由港庫房，民眾調閱及應用檔案均一律在市檔案館閱覽室使用。  

一、 檔案典藏環境 

該市檔案館典藏環境，遵循國家檔案館所訂庫房設施相關基準規定，具備恆

温恆濕、杜絕水患、防火及進出安全控管等條件，通常室內温度維持在 18°C -20°C，
以及穩定之溼度。至檔案修護作業，現階段仍為嘗試階段，多僅進行些微破損檔

案處理。 

二、 檔案數位化 

囿於經費所限，該館爭取多元資源、採行各種合作模式進行數位化工作。 

(一) 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經費補助： 

預計成該市 1713 至 1978 年建築圖(含平面圖、立面圖，手繪圖、印製圖等)

之數位化工作，目前已完成 1713 年至 1873 年建築圖數位化，仍持續進行中。 

(二) 與商業公司合作： 

部分有銷售市場之特定檔案，與國內外商業公司進行合作進行數位化工作，

由市檔案館提供場地、檔案，廠商自行負擔人力、設備，俟數位化工作完成

後，該館可取得檔案複製品 1 份，藉以加速檔案數位化。目前進行中之合作

案為有關摩門教之檔案，預計 1-2 年完成。 

(三) 自行委外辦理： 

目前優先數位化之重點為人工繪製地圖部分，其他多數檔案影像掃描亦透過

招標委外辦理，不一定由媒體轉製中心(MKC)承攬，也會與其他民營公司簽約

辦理，以價格經濟實惠為考量，每年數位化經費約 400-500 萬瑞典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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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檔案資訊化 

該市檔案館目前十分積極推動檔案資訊化，自 2007 年起開始規劃推動之「斯

德哥爾摩數位檔案(e-archiv Stockholm)」計畫，該計畫以”as easy as possible for as 

many as possible”為目標，期便捷民眾檢索使用斯德哥爾摩數位檔案。該計畫自

2007 年進行先期研究，2008-2010 年執行，內容包括資訊設備更新、資訊系統建置

及檔案數位化等，總經費為 2,800 萬瑞典克朗，架構圖請參見圖 7-3。 

 

 

圖 7-3 斯德哥爾摩數位檔案(e-archiv Stockholm)計畫架構圖 

陸、檔案應用及教育推廣 

一、 檔案應用 

(一) 市檔案館開放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12 月 15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及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之週四延長開放至 20:00；週六每月開館 1 次，依

網站公告日期為準，時間為 10:00-15:00；週日休館。每年到館閱覽者約有26,000

人次。 

(二) 檔案對外應用服務，與國家檔案館做法一致，多數檔案可對外公開使用，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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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涉及機敏性者，則需事先經過市檔案館人員審核後始得提供，且依保密

法規定，各類檔案開放門檻不一，通常多為 70 年，其限制使用之紀錄或檔案

類型，包括教區檔案之登記文件、社會服務檔案中有關個人資訊、醫院之病

歷紀錄，警局或起訴之調查文件等。 

(三) 檔案使用者對於市檔案館應用申請之准駁不服者，有權提起訴願，最終決定

由法院判決。 

(四) 私人檔案應用上，雖可不受限於保密法，但有時實務上經常仍有開放限制情

形，仍多採取保密法原則進行提供；另，私人檔案內容，原則上不得於網路

散布。 

二、 檔案展覽 

不定期於大廳一隅辦理小規模之檔案展示。 

三、 研究出版 

(一) 發行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通訊(Stadsarkivet informerar, City Archives News)，

每季 1 期，為簡要訊息周知性質之刊物。 

(二) 定期針對管有檔案內容進行研究出版，並以紙本型式及多媒體型式出版，分

別置於閱覽室且提供線上瀏覽服務，方便查檢利用。同時，每年亦出版有關

檔案管理資訊並透過網際網路傳布應用。 

四、 建教合作 

與 Stockholm、Uppsala、Härnösand 等 3 地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含歷史及檔案

管理相關系所，學校每次推薦 2 至 3 位學生至館，擔任為期 2 至 3 個月不支

薪之全職實習生(intern)，實習內容包括檔案管理各項工作、櫃台值班及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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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此次赴瑞典出國考察，囿於考察經費、時間所限，加上瑞典幅員遼闊，各檔

案館、中心等地處於不同省分的地域之限，於有限的資源下，行程規劃已儘量全

面性地涵蓋瑞典國家檔案館體系國家、區域、地方三層級之檔案館，並兼顧綜合

性、專門性檔案館，以及在歐洲頗負盛名的媒體轉製中心，總計安排瑞典國家檔

案館(綜合性國家檔案，2 館舍)、軍事檔案館(專門性國家檔案館)、媒體轉製中心、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含北方檔案中心 ACN)及斯德哥爾摩市立檔案館(兼具區域檔案

館及地方檔案館)等 5 機關 7 個參訪行程，整體而言參訪內容十分豐富，收穫也頗

為豐碩。 

由於瑞典之官方語言為瑞典語，雖然英語是該國第二普及之語言，考察前資

料蒐集即非常不易，國內幾乎沒有相關文獻，大陸僅有少數幾篇介紹瑞典國家檔

案館之資料，但年代又有些久遠，瑞典檔案館之機關網頁也少有英文資料；考察

攜回之書面資料，大部分仍為瑞典文，故必仰賴當場詢問溝通的筆記，及透過網

路翻譯軟體翻譯相關查得或攜回之書面資料，實有很大限制，因此本報告僅就參

訪過程所瞭解情況、簡報資料及查檢所得文件，並於考察返國後，輔以 e-mail 詢

問確認相關解說內容，儘量彙整陳述，以力求呈現完整全貌。 

於各參訪行程之進行過程，各館相關部門首長或人員皆盛情款待，竭盡所能

詳細解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訪國家檔案館時，看到大門前廣場升旗台上飄

揚之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及瑞典國旗，接待簡報室的會議桌上也有兩國小

國旗的布置，顯見接待人員的用心及對我國考察團之歡迎，在此特別感謝我國駐

瑞典代表處代表的支持，及同仁盡心盡力協助聯繫相關事務，使本次考察得以充

份進行檔案管理業務交流，並順利圓滿完成任務。藉由本次考察經驗得知，瑞典

檔案管理發展歷經不少變革，在檔案管理與應用層面上，多有值得我國效法借鏡

之處，謹分項說明如下： 

一、 國家檔案組織體系分工清楚，業務查核制度落實督導 

(一) 檔案管理事業在瑞典實有相當歷史，國家檔案館從最早以中央內閣政府文書

保存單位、擴大發展並整合形成一個完整的國家檔案館體系。在該體系內國

家、區域及地方三級檔案館各司其職，國家檔案館基本上負責整體規劃檔案

管理之法制作業；以區域檔案館涵蓋全國廣大幅員，讓中央、地方重要檔案

皆有所歸屬；建構檔案管理分級督導體制，輔以協調合作模式，保有對地方

自治之尊重，並促使瑞典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檔案管理循序運作；同時，國家

檔案館在文化資產保存上也積極扮演重要功能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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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瑞典檔案管理制度，除明定法規、作業原則外，建立業務查核機制，即國家

檔案館對於中央各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負有督導查核的責任，而區域檔案館及

軍事檔案館則進行所轄機關(構)檔案管理業務查核，採預告或不預告方式進行，

各機關經查核後，應於期限內改善並進行複檢等。國家檔案館訂定查核表，

範圍及項目涵蓋該機關檔案管理各項政策性或操作性文件建立，決策人員配

置，以及分類編目、檔案保管、清理及電子檔案管理各項作業等，相當詳盡

徹底，確保中央及地方各層級機關檔案管理業務符合規定，並利後續檔案移

轉作業之配合執行等。此項業務查核工作，在國家檔案館部分相當落實執行，

區域檔案館部分，若囿於人力，無法完整實地查核者，也會請各機關自我查

核後報送自評報告。 

二、 策略計畫提升效能，參與國際組織整合資源運用 

(一) 瑞典國家檔案館每年訂定年度工作計畫及執行報告，包含機關願景、任務、

發展策略、目標、績效指標等內容，並於年度結束後提出年報，具體呈現計

畫執行成果。由此窺知，瑞典政府計畫體系之運作落實且完備。 

(二) 國家檔案館及各區域檔案館之檔案管理人員，除定期參與研習會，接受各式

訓練外，加強其專業知識領域及工作交流，更是積極參與跨國之相關論壇或

小組活動，掌握檔案管理新趨勢之發展與國際動態，有助於現代化檔案管理

制度之經驗交流與精進。 

(三) 參與歐盟組織內或與其他國家合作計畫，以推動核心業務(如檔案數位化工作

等)，不僅可增加國際上之能見度，發揮本身的優勢，也能爭取相關經費之挹

注。 

三、 國家檔案及私人檔案兼備，豐富館藏資源 

在瑞典不僅各機關設有檔案館或檔案管理單位，甚至在各省也有類似財團法

人性質檔案管理組織，為民間企業及公司提供檔案整理、保管及應用服務，可見

瑞典對檔案管理重視程度。此外，瑞典各級檔案館均徵集及保存私人檔案，確保

政府重要公共紀錄及私人珍貴文書得以妥適留存與開放應用；且檔案館之專業業

充分獲得民眾信賴，亦不乏有主動捐贈者。  

四、 檔案分類統一易行，管理效益明顯 

瑞典檔案分類整理上，從早期使用統一之檔案分類法，至目前瑞典國家檔案

館制定推動之檔案分類架構，其歸類整理已從簡單文件性質調整為以業務職能活

動區分，且各機關應據以制定檔案分類整理文件，涵蓋組織過去及現今發展脈絡、

主要業務法規、業務或文件形成過程描述及分類目錄總表等，雖類目層級不多，

卻相當詳實及完整，可清楚歸類整理，俾利後續檔案保管及清理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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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檔案清理制度，具體明確可行 

(一) 瑞典檔案銷毀及保存年限判定均訂有規範及法定文件據以執行，除在國家檔

案館已訂定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文件，以及每年持續訂定專屬特

定機關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規定外，各機關依據以上開規範訂定機關本身檔

案保存期限及銷毀文件，進行保存期限判定並於屆期後執行銷毀。 

(二) 國家檔案館除依法授權機關自行決定檔案銷毀外，對於無法判定可否銷毀之

檔案，已建立處理作業模式，即納入外部意見及召開會議研商，並配合定期

檔案管理業務查核機制之運作，不僅確保各機關檔案銷毀符合法規，亦發揮

檔案清理效益及避免檔案遭受誤毀情事發生。 

六、 重視保存維護，積極推動檔案數位化 

(一) 瑞典檔案館對檔案保存及維護極為重視，除明確規範各類媒體類型檔案保存

之溫、溼度及訂有災害應變措施外，在存放之架櫃及上架、提取作業時所需

機具，均兼顧檔案大小及外觀之特殊性與作業之便利性，以妥適保存檔案；

尤其，管有各式及早期地圖資料，在典藏設施規劃設計及保護措施，更甚完

備與周延。不論國家檔案館、區域檔案館、專門檔案館等均有檔案修護室或

空間，進行各類檔案修復及維護工作。 

(二) 對於檔案保存原則雖大致相同，但因兩國地理位置與環境氣候條件差異頗大，

保存檔案較棘手之問題可能有所不同。例如，我國氣候炎熱潮濕，檔案容易

有菌蟲害，但瑞典氣候寒冷乾燥，除偶有發霉情形，幾乎沒有蟲害；但因天

氣過於酷寒，檔案保存最適溫度的維持，就成為該國檔案館的挑戰。另，對

於保存維護研究之投入也不遺餘力，對未來可能產生影響檔案保存之因素，

如雙面列印對檔案保存之影像，及早投入研究後提出因應方式，並透過法規

落實執行，以減少未來保存檔案可能面臨之問題。 

(三) 瑞典檔案數位化在歐洲國家中享有盛名，除投入檔案影像掃描技術研究、設

置各類型掃描機具設備及提供諮詢與技術服務外，建立嚴格流程控管，透過

計畫管制，以處理不同媒體或規格之檔案影像掃描，不僅有助於檔案資訊服

務提升，更是大力推動行史料數位化工作，成效卓著。  

七、 研發電子檔案資訊系統，確保數位典藏 

(一) 瑞典國家檔案館所典藏數位檔案數量，相當可觀，且因應資訊技術不斷變遷，

數位檔案格式趨於多元，並為解決不同類型電子檔案之處理，及確保電子檔

案移轉控制與長期保存，該館已明定電子檔案管理相關規定及其檔案格式與

詮釋資料標準外，持續研發電子檔案保存管理資訊系統，並採用開放檔案資

訊系統環境，期在功能與技術不斷提升，使提供民眾便捷及快速的檔案資訊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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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檔案館藉由電子檔案資訊管理所建置之環境，主導電子化政府之推動，

促使政府文書在不同系統內便利快速地交換及取得，且俾利後續檔案移轉至

國家檔案館管理。 

八、 重視檔案應用服務，展示行銷採務實策略 

(一) 注重檔案訊息公布及傳遞，除建構全國性檔案資料庫，提供檔案館及其他企

業、個人管有檔案或文件等資訊檢索服務，亦以不同媒體出版相關檔案目錄

等資訊，便捷資訊檢索。對於檔案使用服務提供，各館皆投注大量人力，回

復檔案使用者相關諮詢及申請案，包括使用需求確認、檔案內容審核、查證

或當事人授權等。 

(二) 基於 1766 年的新聞自由法，政府資訊公開觀念啟蒙甚早，對於國家檔案是儘

量開放之理念，一般檔案之應用，皆可匿名申請。至應用准駁主要依據保密

法之相關規定，相當明確，惟檔案館仍需依據個案判定進行行政裁量；若產

生疑義，多透過法院訴願程序解決。從早期文獻窺知，瑞典國家檔案原 100

年後全面開放應用，然目前各機關皆可付費委託國家檔案館或區域檔案館代

為整理、保管檔案，或提供檔案應用，基於公開精神，皆儘量提供應用。且

推動電子化政府後，原生電子形式檔案有提前移轉的趨勢，甚或部分機關於

結案後即移轉國家檔案館，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界線已日趨逐模糊。 

(三) 該國各層級檔案館於行銷推廣方面，除配合教育辦理學生參訪活動外，多僅

利用館內有限的空間，進行小規模展示，或於網站、Facebook 進行檔案簡介

等，主要運用網際網路定期地進行主題介紹外，僅在現有館舍空間，辦理檔

案常設展或小型檔案展示。此外，著重檔案研編出版工作。 

貳、建議 

本局成立至今，已邁向第 11 個年頭，歷經檔案管理實務與法規磨合及修正，

業逐步建置檔案管理各項法規及建立作業標準流程，以健全機關檔案管理機制，

蒐整保存國家檔案並提供社會大眾運用；惟面臨歷史悠久之機關及其管有之各類

文書，以及民眾對資訊開放訴求與數位檔案快速增長等等，如何在現有組織定位、

有限資源下，有效徵集、整理國家檔案及對外開放應用，且能兼顧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檔案管理維運與發展，仍是本局未來持續努力的課題。本次瑞典檔案館考察

之行，其國家檔案館組織運作、法規制度及務實管理，實可做為本局未來推動檔

案管理業務之參考，茲整理並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 建立檔案管理分級制度 

瑞典檔案管理制度，在國家檔案體系指揮運作及行政體制架構下，採中央及

地方分級管理，即中央各政府機關檔案管理由國家檔案館督導，地方各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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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由各區域檔案館督導，中央保有充分主導權，並尊重地方自治精神，層級

節制，各司其職，發揮檔案管理成效。而本局為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服務對

象及範圍，涵蓋中央五院與地方各層級機關，在人力、財力及空間等各項資源較

為匱乏，均衡地方特性需要，以及現行上級機關對所屬檔案管理之督導功能發揮

有限下，對於國家檔案管理及各機關檔案管理業務提升及符合法規，實是一項挑

戰，故未來能否朝向分級管理，如設立區域檔案館或地方檔案館，應可列入本局

研究評估之重點。 

二、 爭取員額經費合理配置 

瑞典雖然幅員廣大，全國人口數 900 餘萬人，而國家檔案館體系(含直接隸屬

國家檔案館之區域檔案館)人力資源總數為 600 人，單以總館(Marieberg)而言，人

員額 150 人，管轄 400 個中央機關；而我國人口數 2,300 萬人，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管轄 3,000 個以上之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僅有編制員額 112 人，在業務之推動上

面臨嚴重瓶頸。另，瑞典向各移轉機關收取各項檔案處理費用，也是基於各機關

原本即有公開公共紀錄之責，機關付費由國家檔案館代為統一處理，可謂是取資

源整合運用之優點，因此當館藏量越來越龐大時，國家檔案館無須單方面承受日

益成長之壓力，萬一機關於保管期間有所疏漏，國家檔案館就可以增收費用，額

外聘請人力加強補足。雖然依我國國情，向機關收取處理、保管費用之議，恐窒

礙難行，但為利檔案事業之長期發展，爭取合理之員額及經費合理配置，當刻不

容緩。另，瑞典檔案館對人力與經費運用之配置，明顯著重檔案應用服務、整理

與保存，最核心的理念還是為了滿足民眾使用檔案之權利，因此本局將來搬遷至

新莊國家檔案中心後，勢必面對人力、經費更嚴峻之挑戰，瑞典策略思考之相關

經驗，足以做為參考。 

三、 強化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 

檔案管理人力資源向是推動檔案管理事業的關鍵因素之一，如何在工作提升

專業及創新，並與國際檔案管理發展接軌，實為重要課題。瑞典多所大學設有檔

案管理系所，培育基本專業人力，並且透過不支薪之長期實習制度(intern)，輔以

檔案專業學會師徒制之推行，檔案人員專業知能之傳承更顯紮實；另，檔案館不

僅適時規劃研習課程及舉辦各項訓練外，更是積極投入區域組織或計畫、學會活

動等，以及提供檔案數位作業諮詢與訓練等，值得本局學習，且未來宜設法加強

英語語言訓練，並向外拓展與區域或國際有關檔案管理組織之互動，達到人才培

育及業務交流之目的。 

四、 加強徵集各類媒體檔案 

瑞典國家檔案館及區域檔案館等，典藏早期紙本、大量地圖及其他各類媒體

類型檔案，樣態多元且內容豐富，雖本局訂定國家檔案徵集策略及計畫，但各年

度移轉徵集之檔案仍多為紙本公文書，至對於各機關管有早期地圖或工程圖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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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文件或其他特殊媒體類型檔案，應及早因應採取行動，俾納入管理。 

五、 檢討檔案清理授權機制 

瑞典檔案銷毀授權機制，除於法明確規範外，主要建立在共通性檔案保存期

限與銷毀規定，以及持續制定之專屬特定機關檔案保存期限及銷毀法定文件，且

未列入上開範圍者，機關無法判定可否銷毀時，則向國家檔案館等提出討論決定；

反觀，本局提出檔案清理改進策略中除將持續研訂業務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外，

也於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編訂內容增列清理處置，期建立事前審核機制，且前者

由本局訂定，後者由本局審核，是否有疊床架屋之虞，值得探究；又，檔案法若

未配合修正增列授權銷毀相關規定，則上述配套做法，勢將事倍功半。是有關檔

案銷毀授權機制部分，於法制作業上實有努力突破之需要，且宜參考瑞典國家檔

案館做法，適時檢討檔案清理改進之配套措施，期減緩人力集中審核業務情形。 

六、 建構妥適保存環境及研發維護議題 

瑞典檔案館因應不同媒體類型檔案需要，建置合適之保存典藏設施與環境，

不僅符合作業需要且顧及人體工學，以達有效管理。而本局現有典藏以紙本公文

書為大宗，未來隨著多元典藏政策及數位檔案數量增加，在檔案保管相關專業知

能與經驗之充實與精進，特殊機具或設備之規劃與設計，可評估參採國內外檔案

館之做法，同時，對於典藏空間配置及作業方法宜有彈性，期在有限資源下，發

揮最大效益。對於各種媒體之保存維護議題，宜及早研究並為因應，以減少未來

須付出更多之保存維護代價。 

七、 重視檔案數位工作流程控管 

瑞典政府推動檔案數位化工作，在品質及成果輸出，均有亮眼成績，尤其從

文件分類登錄至掃描製成產出，採計畫列管及嚴格控管，且從掃描成品可確實掌

握該案卷影像檔之開始到結束及其中空白頁等，故在品管上達到一定要求，可做

為本局國家檔案影像掃描作業流程控管之參考，有助於後續國家檔案開放應用服

務效能之提升。 

八、 增進檔案應用服務 

檔案管理之核心目的貴於使用，因此提供快速便捷之檔案應用服務，是長久

以來必須持續努力的目標。瑞典基於 1766 年的新聞自由法，很早就有政府資訊公

開的觀念，因此對於國家檔案開放應用的理念，體現於其不限制任何使用者，皆

可匿名申請。也就是說，除非涉及個人隱私之檔案，人人皆有使用權，即使保密

法規定必須延長開放年限之檔案，也多訂有最長限制應用的年限。另，為達快速

回應使用者申請，各館大多投注 50%以上人力在處理審核及回復作業；且無論檔

案資訊或提供檔案之服務，透過電子檔案遞送的比例都佔大多數，因此對於應用

需求之檔案快速數位化，也有其運作機制。當然提供便捷查詢之資訊系統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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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瑞典全國機關使用同一套檔案分類系統、國家檔案館及區域檔案館皆用國

家檔案資料庫(NAD)提供查詢服務，以及妥善整理、描述檔案，對於提供完善的申

請應用服務，皆有頗大助益。 

九、 推動機關檔案管理業務查核 

瑞典國家檔案館依法督導及查核各機關檔案管理之責任，除業務諮詢外，透

過定期業務查核及追蹤改善，以確保機關檔案管理各事項符合規定，有助於提升

整體管理效能。本局身為檔案中央主管理機關，雖重視機關檔案管理評鑑及奬勵，

但僅能顧及少數機關，且機關主動參與意願似逐年下降，缺乏全面性、計畫性提

升整體機關檔案管理品質之策略性行動方案，至影響後續移轉成為國家檔案後，

各項檔案管理、應用之負荷，建議可參考瑞典國家檔案館檔案管理業務查核做法，

不僅可週期性全面掌握各機關對現行檔案管理規定執行之狀況，並能及時輔導改

善機關檔案管理失當情形，對機關檔案及國家檔案管理健全發展，較能發揮務實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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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所在地點 住宿地點 
8/25(六) 啟程(Taipei 經曼谷至 Stockholm 阿蘭達機場) Taipei 機上 

8/26(日) 
抵達 Stockholm 

Stockholm Härnösand 
去程(Stockholm 至 Härnösand) 

8/27(一) 

Regional Archives in Härnösand 
地址：Jonas Bures plats, Rosenbäcksallén, 
Härnösand Härnösand Torpshammar 

去程(Härnösand 至 Torpshammar ) 

8/28(二) 

MKC (Mediakonverteringscentrum - Media 
Conversion Center) 
地址：Industrigatan 10,840 12 Fränsta Fränsta Stockholm 

回程(Fränsta 至 Stockholm) 

8/29(三)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in Marieberg, 
Stockholm 

地址：Fyrverkarbacken 13, Stockholm 
Stockholm Stockholm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in Arninge, 
Stockholm 
地址：Mätslingan 17, Täby, Stockholm 

Stockholm Stockholm 

8/30(四) 

Stockholm City Archives 

地址：Kungsklippan 6, Stockholm 
Stockholm Stockholm 

Ｍilitary Archives(Krigsarkivet) 
地址：Banérgatan 64, Stockholm 

8/31(五) 
9/1(六) 

蒐集資料 Stockholm 機上 

返程(自 Stockholm經曼谷至 Taipei)抵達台灣桃園

國際機場（過國際換日線+1 日）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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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考察重點 

一、 組織體制及發展策略 

(一) 請說明瑞典國家檔案館之隸屬、組織架構、功能職掌。 

(二) 請說明瑞典機關檔案管理之權責機關為何？其與國家檔案館之關係為何？ 

(三) 請提供瑞典國家檔案館年度施政計畫、中長程發展策略、年報等文件或出

版品。 

(四) 請提供瑞典國家檔案館各項法令規章。 

二、 檔案專業人才培訓 

(一) 如何提升檔案管理人才訓練的質與量，訓練機制及方式為何？ 

(二) 如何透過與民間團體、學術機構等合作，提供相關的訓練服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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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檔案徵集及清理 

(一) 國家檔案徵集策略、審選原則及其操作方式為何？ 

(二) 國家檔案移轉政策及程序為何？ 

(三) 國家檔案移轉年限為何？是否因檔案媒體型式不同分別訂定移轉年限？ 

(四) 因應組織異動，機關管有之檔案如何承接？如屬裁撤機關之檔案，其處理

做法為何？ 

(五) 機關辦理屆期銷毀檔案之程序為何？核定銷毀的權責為何？是否有相關授

權清理機制？ 

(六) 機關屆保存年限且確定已無行政參考價值之檔案，是否提供其他學術研究

單位使用？ 

四、 檔案整理及保存維護 

(一) 瑞典國家檔案館及區域檔案館對於館藏各類型檔案之除蟲菌及保管方式。 

(二) 瑞典國家檔案館、區域檔案館及市檔案館對於各類型檔案(如地圖、照片)

之描述單元及詮釋資料項目如何規範？因檔案媒體類型不同，是否建置不

同資料庫？ 

(三) 檔案館建築相關問題： 

 1.請提供國家檔案館建築之規劃報告書、各樓層平面配置。規劃設計前，

是否有檔案館建築之設計規範可依循，若有請提供或如何取得？ 

 2.典藏空間除恆溫恆濕設備外，其空氣淨化措施如何為之？ 

 3.該館消防滅火設備為何？是採用撒水系統或二氧化碳系統或其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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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提供國家檔案館所採取的節能措施。 

(四) 檔案館之檔案修護策略及標準作業流程。 

(五) 檔案館之檔案複製儲存制度與標準作業流程。 

五、應用服務 

(一) 有無研訂應用服務策略或方案？涵蓋那些應用服務方式？ 

(二) 運用線上服務提供檔案應用的推動方式與成果為何？ 

(三) 如何提供顧客檔案應用諮詢指導及導引資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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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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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如何規劃常設展與定期展？ 

(七) 有無召募志工，或結合民間團體，提供相關聯合服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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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提供民眾檔案應用服務時，如何符合個人隱私或相關法律的限制？檔案應

用之提供方式為何？有無案例？實務上爭議問題與解決方向為何？ 

(十) 我國國民得否申請其政府資訊？其法令依據為何？ 

(十一) 國家檔案自徵集、整理到對外提供應用服務之程序為何？大約移轉後多久

才會對外提供申請應用？ 

六、電子檔案管理 

(一)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制度、策略與技術為何？請提供相關手冊與規定。 

(二) 電子檔案轉置時機、流程及相關做法為何？是否已訂定轉置品質驗證方式？

電子檔案線上移轉規劃或作法為何？ 

(三) 如何確認管有電子檔案之完整性與可及性？是否有定期查檢機制？ 

(四) 如何決定電子檔案的保存年限？是否已訂定電子檔案保存與應用格式？ 

(五) 是否訂定各類型儲存媒體之建議保存年限？ 

(六) 是否規劃或已實施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機制?如已實施，其開辦日

期、收費方式、驗證效期、程序、驗證範圍、受理對象、依據法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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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focus for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Sweden 

 Organization, Policy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1. Please introduce the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organization and departmental 

function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Riksarkivet). 

2. Please introduce the authorized agency of records management. What is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3. Please provide the annual business plans, mid-term or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nual results or other publications. 

4. Please provide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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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ow do you liaise with the associations, institutes, industries and education 

groups to provide the training services or cours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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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al Acquistion , Appraisal and Disposition 

1. Please provide th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selection principles, appraisal 

procedures of national archives. 

2.  Please introduce the transfer policy and procedures of national archives. 

3. How long the agency records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since the record have been created? Will the transferring d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record media type? 

4. How to deal with the records in reform or defunct government agencies? 

5.What’s the (legal) procedure or standard should agencies follow when 

destructing the official records reaching expiry date? Is there any 

authority-in-charge for the approval of records destruction and what’s the 

range of its approval? Can agencies destruct records under some kind of 

license without submitting to authority-in-charge in advance? 

6. Do agencies provide their records, which have been expired and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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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t value for substantial national or agency administration, to other 

institutions for academic or researching purposes? 

 Arrange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Archives 

1. Way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the regional state archives of Sweden 

deworming, sterilizing and preserving various types of archives. 

2. How do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regional state archives and the city 

archives of Sweden regulate archives description and metadata to various 

types of archives (maps, photos, etc.)?  Would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regional state archives and the city archives of Sweden build different 

databases according to the media types of archives? 

3. Questions about the archival building： 

 (1)Could you please provide me your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 , the setup(or 

plan) of each floor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Do you have “Archival 

building design criteria(or standard) ” for planning and designing archival 

building? If you have, could you provide us the design criteria(or standard)? 

Or where can we get it? 

  (2)In addition to the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requirements for the 

archival stacks must remain stable and constant, what is the air cleaning 

process in stack area.  

  (3)Which fire prote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do you use in stack area of 

archival building. Wet-Pipe fire suppression sprinklers, carbon dioxide fire 

extinguishing or other alternative fire extingusishing. Why? 

  (4)Please provide measures for energy saving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4. What is th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n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of 

records for National Archives? 

5. What is the duplicate storage strategies an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of 

records for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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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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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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recruit the volunteers, or liaise with other institutions/groups to 

provide the access services or oth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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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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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way to access archives? Is there any case study? How to slove the 

practical controversial issues about this, and what's your solutions and 

direction? 

10. Can Taiwanese people apply Swedish government information? What's the 

law and act about the application? 

11. What's the procedure of national archives from collecting, arrangement to 

application service? How long will it take from transferring national archives 

to public acces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1. What kinds of mechanisms,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are used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in Sweden? Please provide the 

related guideline and regulations. 

2. When is migration timing of electronic records? Please introduce the 

migration flows and related methods. 

3. Do you validate the quality of migrated and transferred of electronic 

records?  

4. If yes, what methods do you use? 

5. How to confirm the authenticity, completeness and accessibil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 in Sweden? Please introduce the check methods. 

6. How to decide the preservation periods of electronic records?  

7. Are there standards and codes for the file formats of electronic records in 

terms of preservation and application? 

8. Are there standards and codes for preservation period of storage media? 

9. Did you implement a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of Electronic Docu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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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10. If yes, w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he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for example，

start-up date、charge or not、fees、expiration date of certify、processes of 

certificati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system? Targets? What act/law does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depends on?…etc).  

11.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ertification on your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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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訪察簡報資料 

1. 瑞典國家檔案館(Merieberg) 

 整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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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Digital long-term preservation at the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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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al storge facilities; regulations design and planning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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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檔案分類法(瑞典文及英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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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查檢 Checklist(瑞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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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軍事檔案館 

 檔案借展合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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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檔案人員師徒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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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體轉製中心 

 A factory for digitizing cultural heritag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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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scale dig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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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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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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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會晤機關人員 

 
 

瑞典國家檔案館(Marieberg) 

 
周組長曉雯與 Mr. Thomas Lundgren、 

Ms. Yimei Ö fverstrom(鞠毅美)合影 

 

 

 

 

 
Mr. Martin Utvik 簡介國家檔案館體制 

 
由 Mr. Mats Hemström 及 

Ms. Yimei Ö fverstrom 導覽國家檔案館 

 
Mr. Mats Berggren 簡介電子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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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另由 Mr. Sebastian Grette 介紹國家檔案館典藏相關業務 
 

瑞典國家檔案館(Arninge) 

 

周組長曉雯、陳科長穆怡與 Ms. Elin 
Lindström、Mr. Roger Munck 合影 

 
Mr. Åke Norström 

說明國家檔案應用限制 

 
Ms. Elin Lindström 展示微縮片典藏情形 

 
Mr. Roger Munck 介紹地圖庫房 

 
示範操作自動製盒機 

 
 

 
p.s.另由 Mr. Jonas Palm 介紹保存維護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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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檔案館 

 
周組長曉雯、陳科長穆怡與館長 Ms. Ann 

Hörsell、Mr. Peter Nordström、Mr. Bo 
Lundström、Ms. 合影 

 
館長 Ms. Ann Hörsell 致贈禮物 

 
Mr. Peter Nordström(左)、Mr. Bo 

Lundström(中)、Ms.(右)展示特色館藏 

 
介紹珍貴檔案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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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轉製中心 

 
周組長曉雯與 Mr. Anders Udd 合影 

 

 
周組長曉雯與 Mr. Mikael Andersson、

Ms.Annelie Erikse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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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桑區域檔案館(含北方檔案中心 ACN) 

 
Mr. Kenneth Härnström 簡介該館 

 
致贈 Mr. Kenneth Härnström 紀念品 

 

致贈漢諾桑區域檔案館接待人員紀念品 

 
周組長曉雯、陳科長穆怡與 
北方檔案中心接待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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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 

 
周組長曉雯、陳科長穆怡與館長 Mr. 

Lennart Ploom、Ms. Elisabeth Klett 合影 

 
Ms. Elisabeth Klett 進行簡報 

 

 

 

 
 
 

我國駐瑞典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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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訪察照片 

1. 瑞典國家檔案館(Merieberg) 

 

國家檔案館(Merieberg)入口外觀 

 

國家檔案管人員簡報情形 

 

諮詢服務中心 

 

檔案資訊檢索區 

 

檔案閱覽室 

 

金氏世界紀錄書脊厚度最寬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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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厚門之後的檔案庫房 

 

於庫房展示珍貴檔案 

 

多媒體檔案存放架 
 

多媒體檔案存放容具 

 

檔案庫房 

 

多媒體檔案存放架 

 

影片存放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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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國家檔案館(Arninge) 

 

諮詢服務櫃台 

 

族譜目錄檢索區 

 

檔案櫃架─依檔案大小訂製卷夾 

 

 早期裝訂成書本式之檔案 

 

大尺寸地圖櫃 

 

小尺寸地圖盒 

 

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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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式及單張式地圖櫃 

 

巨型地圖典藏設備 

 

取用大型厚重檔案之輔助工具 

 

各種尺寸檔案盒製作機 

 

檔案庫房櫃架 

 

盒式檔案容具 

 

各種檔案存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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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軍事檔案館 

 

閱覽室紙本目錄區 

 

提供使用者翻拍設備(含相機及電腦) 

 

檔案庫房 

 

走廊一隅之檔案展示 

 

卷盒標示 

 

參觀地圖庫房及解說歷史戰役圖 

 

早期檔案保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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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裝照片 

 

以保存盒保管散頁照片 

 

降低檔案損壞，以保護墊托住 

 

館藏最早之圖書─義大利文士兵手冊 

 

參觀檔案修復作業 

 

修復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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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媒體轉製中心 MKC 

 

媒體轉製中心執行長說明業務概況 

 

檔案(大量裝訂報紙)運送設備 

 

掃描前置作業─資料登錄及索引建置 

 

裝訂報紙拆裝 

 

捲紙式掃描機─報紙掃描作業 

 

掃描作業電腦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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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尺寸翻拍式掃描機 

 

大尺寸翻拍式掃描機 

 

高速文件掃描機 

 

品質稽核 

 

檔案暫存區 

 

微縮片轉數位檔 

 

微縮捲片轉數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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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 

 

漢諾桑區域檔案館入口 

 

裝訂及修護室 

 

檔案閱覽室 

 

閱覽室微縮閱讀區 

 

入口接待處 

 

檔案庫房 

 

待處理諮詢信件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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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頁盒裝檔案 

 

早期手寫檔案 

 

展示該館典藏裝訂最厚的檔案 

 

書本式掃描機 

 

檔案文物展示 

 

照片展示 



 

157 

6. 北方檔案中心 ACN 

 

兩層樓高之檔案架 

 

地圖庫房 

 

地圖庫房 

 

照片屜櫃 

 

照片 

 

地圖庫房 

 

閱覽室內檔案展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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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櫃台 

 

出版品展示區 

 

閱覽室桌墊說明閱覽檔案注意事項 

 

閱覽室資料庫使用說明面板 

 

附梯檔案書車 

 

閱覽室翻拍架 

 

待銷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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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整體外觀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側面外觀 

 

檔案庫房 

 

地圖庫房 

 

地圖專用檔案書車 

 

檔案庫房 

 

斯德哥爾摩市檔案館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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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 

 

大圖翻拍攝影棚 

 

檔案展示 

 

檔案閱覽室 

 

檔案使用者休憩及出版品展售區 

 

斯德哥爾摩地圖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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