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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Digital 

Libraries，簡稱 ICADL)始於 1998 年，由亞太地區不同國家輪流主辦，近年來已成為

全球數位圖書館相關研究論文的重要發表園地。2013 年 ICADL 會議則在印度第五

大城班加羅爾（Bangalore, India）舉行，由 University of Mysore 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主辦。本人此次代表國家圖書館出席 2013 年的會議，除

聆聽相關論文發表、了解印度與其他亞太地區各國數位圖書館建置計畫的相關狀況

之外，亦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建立關係。本出國報告內容包括 ICADL 此一國

際會議之簡介、本人此次之行程安排與工作內容，附錄整理了 ICADL2013 的會議宣

傳文件、大會手冊、會場新聞稿，以及 2014 年在泰國清邁召開的會議宣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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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2013 年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報告 

 

 

一、目的 

  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Digital Libraries，

簡稱 ICADL)始於 1998 年，由亞太地區不同國家輪流主辦，近年來已成為全球數位圖

書館相關研究論文的重要發表園地。2012 年 ICADL 會議由我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

辦，2013 年 ICADL 會議則在印度第五大城班加羅爾（Bangalore, India）舉行，由 University 

of Mysore 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主辦。本人此次代表國家圖

書館出席 2013 年的會議，除聆聽相關論文發表、了解印度與其他亞太地區各國數位

圖書館建置計畫的相關狀況之外，亦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建立關係。 

 

二、過程 

 
1. 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簡介 

  ICADL 是數位圖書館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學術論壇會議，提供給學術研究者、教育

學者與實務從業人員一個分享經驗的場合。從 1998 年開始，ICADL 每年由亞太國家

輪流負責主辦，是各國數位圖書館重要的國際會議之一。下表為 ICADL 歷年會議主

題： 

 

年代 地點 主題 

1998 香港 East meets West 

1999 
臺灣 

臺北 

-- 

2000 
南韓 

漢城 

Challenging to Knowledge Exploring for New Millennium 

2001 
印度 

班加羅爾 

Digital Libraries: Dynamic Landscapes for Knowledge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Management 

2002 新加坡 Digital Libraries: People, Knowledge & Technology 

2003 
馬來西亞

吉隆坡 

Digital Librarie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Global Access" 

2004 
中國 

上海  

Service and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and Localization/ 

Technology 

2005 
泰國 

曼谷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and Sharing Experiences. 

2006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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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地點 主題 

京都  

2007 
越南 

河內 

Asian Digital libraries: Looking Back 10 Years and Forging 

New Frontiers 

2008 
印尼 

峇里島 

-- 

2010 
澳洲 

黃金海岸 

The Role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a Time of Global Change   

2011 中國北京 
Digital Libraries: For Cul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Future Creation 

2012 
臺灣 

臺北 

The Outreach of Digital Libraries: a Globalized Resource 

Network 

2013 
印度 

班加羅爾 

Social Media and Community Networks 

2014 
泰國 

清邁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Librar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s 

 

2. 行程安排與工作內容： 

日期 行程 

12 月 08 日（日） 由我國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發，經新加坡轉機，再前往印度班加

羅爾國際機場。到達會議指定旅館 Le Meridien 時，已接近子夜。 

12 月 0９日（一） 9:00    

        

9:30~16:00  

   

16:30~18:10 

 

    

 

18:40~20:20 

 

 

 

20:30~   

報到，領取名牌與會議資料 

 

參加 Tutorial 3: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參加大會開幕典禮，大會宣布此次有來自 16 個國

家的講者，以及 300 多位與會者出席今年 ICADL

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題目為 “Computational 

education: the next frontier for digital library?”  by 

Dr. R. Agrawal (Microsoft Technical Fellow, USA) 

 

歡迎晚宴 

 

http://icadl2007.vista.gov.v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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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二） 9:30~11:30 

 

 

 

12:40~14:20 

 

 

 

 

 

 

 

 

 

 

 

 

14:30~17:30 

 

 

 

19:00~ 

 

專 題 演 講 (keynote speech) ， 題 目 為 ”From 

crowd-sourcing to concept mining” by Dr. I.H. 

Witten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Waikato) 

 

與上屆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陳雪華

教授一起參加 ICADL 的 Steering Committee 會議。 

陳教授對委員會報告 2012 年臺灣主辦的成果；之

後由 2014 年主辦單位泰國清邁大學代表報告籌辦

狀況；委員推選 ICADL 社群出席 JCDL（Joint 

Conference of Digital Library）代表。後會，本人代

表我國國家圖書館，發言邀請委員們若有機會到臺

灣交流，歡迎到國家圖書館參觀我館數位資源的建

置成果，將國家圖書館英文簡介圖冊贈送給今年和

明年 ICADL 會議主辦單位負責人，並致贈出席委

委員由本館珍善本特藏圖像開發的文創品（名片

匣、磁鐵書籤、花鳥杯）。 

 

大會進行各場次研究論文報告，本人參加了＂

Social Architecture for Digital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Policy “場次，聆聽入選論文的報告 

 

印度音樂文化表演，晚宴 

12 月 11 日（三） 9:30~10:15 

 

 

 

 

 

10:20~11:3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題目為”Health big data 

analytic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and patient 

empowerment” by Dr. Hsin-Chun Chen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題目為”Digital library: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of Singa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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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3:15 

 

 

 

14:45~15:15 

 

 

15:15~16:00 

 

 

 

16:30~17:00 

 

17:00~18:00 

experience” by Ms. Ngian Lek Choh (Deputy Chief 

Executive, National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大會進行各場次研究論文報告，本人參加了＂

Digital Library Applications and Systems”場次，聆聽

入選論文的報告 

 

參加 Asian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場次，聆聽入選

論文的報告 

 

參加 Indian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場次，由印度

當地的研究機關與學術圖書館報告展現其數位圖

書館建置成果 

 

入選學術海報展 

 

最佳論文頒獎、閉幕典禮 

12 月 12 日（四） 回程的班機於晚上 11:00 起飛，白天自費與其他與會者前往野生

動物園與植物園參訪。 

12 月 13 日（五） 新加坡國際機場轉機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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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片與圖說 

 

 

 

 

 

 

 

 

 

圖 1：2013 年 ICADL 開幕典禮 圖 2：與會中 

 

 

 

 

 

 

 

 

 

圖 3：臺大陳雪華教授於 Steering committee

報告 2012 年 ICADL 在臺灣舉辦之成果 

圖 4：致贈國家圖書館英文簡介及文創紀

念品給 2014 年主辦單位 

 

 

 

 

 

 

 

 

 

圖 5：此次會議出席的三位臺灣代表 圖 6：2013 年 ICADL 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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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過去幾十年來，數位圖書館已然成為圖書館界熱烈討論的議題，世界各地的圖書館

也密切關注著其相關脈動。在數位圖書館的發展歷程中，JCDL、TPDL 與 ICADL 這三

個重要的國際會議除了相當具有指標性外，亦帶動了全球數位圖書館及相關技術的討論

與研究。隨著許多國際性與全國性的數位圖書館計畫相繼展開，關於數位內容的新技術

也陸續問世，並對於知識的保存與管理造成深遠影響。ICADL 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相

關國家專屬的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至今已是第十五屆，十多年來，與會者所關心的議

題已從數位圖書館的技術層面，慢慢開始關注起數位圖書館的人文與社會層面：2013

年的大會主題為 social media 和 Community networks，而 2014 年則更加關注 digital 

humanities 的相關議題，顯現出一個研究領域的成熟而跨學科的特性。 

   

  此次會議有 87 份的投稿，經過審查，有 15 篇 full paper、6 篇 short papers、10 幅

學術海報獲選到為期三天的大會中報告，之後也會由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正式的會議論

文集，會議水平可說是相當不錯。此次，臺灣只有一篇 short papers 的發表，題目為

Migrating Researcher from Local to Global: Using ORCID to Develop the TLIS VIVO with 

CLISA and Scopus (作者 Joyce Chao-Chen Chen, Mike W. Ko and Vincent Tsung-Yeh Lee)，

相較於先前幾屆的表現略為遜色。筆者認為可能由於會議地點離臺灣較遠、相對交通費

會偏高，影響到國內學者與研究生的投稿意願。 

   

  大會安排的幾場專題演講，內容相當豐富精彩。其中 12 月 11 日上午美國亞歷桑納

大學管理與科技學院陳教授(Professor Hsin-Chun Chen)題為「巨量健資料分析：臨床決

策支持與病患賦權」（Health big data analytic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and patient 

empowerment）的演講，最讓筆者印象深刻。陳教授提到數位圖書館和資料／知識探勘

的相關技術與研究，已從統傳的學術研究，進展到可應用到各個實務領域；巨量資料的

分析，使得新興研究領域紛紛出現，投入其中的專家包括：data scientist，security 

informatics，big data analyst 等等，近年來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國家科學基

金會（NSF）也技下鉅款支持相關研究，包括 NSF Smart & Connected Health (SCH)計畫，

以及 NIH/NLM Health Data to Knowledge (BD2K)計畫。其中健康資料（health data）的

知識探勘很值得關注，例如累積了多年、眾多個案的電子病歷巨量資料，經由電腦程式

運算之後，可以估算出藥物／病患／副作用之關連模型，分析結果對於一般大眾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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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陳教授也鼓勵與會的資訊科學家們，可以把研究重心轉移到更專精、更入世的

領域，讓緣自於建置數位圖書館的資訊科技，可以在新的時代有新的生命。筆者在民國

102 年 10 月借調到國家圖書館服務之前，在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教十年（亦兼任

該醫學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與校內醫學資訊研究所的教師也有合作研究，對於醫學資

訊的加值與應用特別心有戚戚焉。也希冀我國國科會、國衛院、甚至是新成立的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能夠支持此方面的大型且持續性的研究計畫，讓學術研究成果可以為全民所

用。 

   

  12 月 11 日上午另一場專題演講，由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National Library 

Board）National Library, Archives & Collections 的副總裁嚴立初女士（Ms. Ngian Lek 

Choh）主講，題目為「數位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之經驗分享」（Digital library: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of Singapore’s experience)。我國圖書館界向來與新加坡圖書館

界關係友好、交流頻繁，嚴女士也多次來臺參加國家圖書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的相

關活動。她的演講中提到由於網際網路發達，人們有資訊需求要找資料時 Google 常是

首選，而忽略了圖書館為民眾建置或採購的優質且豐富的數位資源。新加報國家圖書館

管理局的策略就是將所有的資源放在 Google，讓民眾可以從 Google 為入口取用到圖書

館的資源，從此這些資源的使用率大大提昇；此外，由於新加坡建國時間較短，國土面

積也小，因此在數量不太多的情況之下，他們積極回溯數位掃瞄所有的報紙，並將國家

檔案與特藏與國家圖書館整合，統一管理。筆者在認為在 ICADL 這種技術導向的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邀請一位國家圖書館管理者來談他們的對圖書資源的推廣策略，是相當

有意義的安排。這樣可以讓與會的科技人與電腦專家了解「科技始於人性」，應用科技

開發適用的資訊系統為全民所用，才是資訊科技發展的最終目的。 

   

  最後，對於此次國際會議的主辦單位在規劃與執行大會的細節，筆者也有些觀察。

會議埸所選在印度班加羅爾 Le Meridien 星級旅館舉行，雖然因此會議環境與飲食有了

保障，卻也讓與會者失去可以就近參觀主辦單位的大學校園與其圖書館的機會，很是可

惜。若是臺灣的圖書資訊界將來有機會主辦類似的國際研討會，筆者會建議大會安排參

訪當地知名文教機構的機會，讓遠從海外來參加研討會的與會者，也有機會了解當地各

資訊傳播機構的經營特色。然而在此次會議舉辦過程中，仍有一些體貼與環保的細節值

得參考學習，茲列舉如下： 

1. 大會請飯店以玻璃杯在會場提供飲水，而不是使用罐裝水，具環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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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會只印製會議議程及講者介紹簡版手冊，所有的入選論文以 USB 提供電子檔，來

自國際的與會者可減輕行李重量。 

3. 大會工作人員現場拍的相片，當天晚上即時上傳至會議的 FB，供與會者依需要自行

下載。 

4. 大會工作小組隔天即印行發送前日會議報導，提供與會者與採訪記者前日資料的新

聞稿。 

 

 

四、附錄 

 

1. ICADL 2013 會議宣傳文件 

2. ICADL 2013 會議手冊 

3. ICADL 2013 會議中發送之新聞稿 WASSUP 

4. ICADL 2014 會議宣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