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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檔案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簡稱 ICA) 成立於西元 1948 年，為一個中立、

非政府組織的全球性檔案專業學會，其透過國際間的合作，

制訂規範標準，鼓勵檔案知識和專業技術的跨國界對話、交

流及傳播，促進檔案學發展，致力於世界檔案遺產的管理、

保存與維護。此次本局派員參與 ICA年度會議，一方面經由

參與海報展，分享本局近年來建置檔案目錄資源共享相關平

台的成果，另方面汲取各國在檔案文創產業與檔案數位資訊

技術整合的理念及實務經驗， 以為我國檔案管理之借鏡。 

本次與會相關心得及建議如次：一、形塑檔案遺產之文

化價值及重要性；二、檔案管理人員角色之再定位；三、結

合檔案應用與文化創意產業並推動跨域合作交流；四、善用

社交媒體推廣檔案應用；五、提升機關檔案目錄品質與重新

省思檔案立案編目規範；六、重視使用者需求研究及強調使

用者參與；七、持續與國際檔案機構之交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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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緣起 

國際檔案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簡稱 ICA) 成立於西元 1948 年，為一全球性的檔案專業學

會，其設立宗旨在透過國際間的合作，促進檔案學發展，致

力於世界檔案遺產的管理、保存與維護，並鼓勵檔案之研究

與利用，同時進行相關之國際性交流活動，建立檔案工作者

與檔案政策制定者、產生者及使用者間的對話管道。  

國際檔案理事會是一個中立的、非政府組織，其經費來

自會員，通過各類會員的活動維持組織的運轉。 60多年來，

國際檔案理事會聯合了全球的檔案機構和檔案工作者，倡導

有效的檔案管理和記錄遺產的實體保護，制訂規範標準，鼓

勵檔案知識和專業技術的跨國界對話、交流及傳播。國際檔

案理事會 4類會員分述如下： 

1. A類會員 

中央檔案管理部門或國家級檔案機構，以及聯邦制

（或類似）國家各成員國的同等機構。 

2.B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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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在業務上關注文件與檔案的管理和保護或檔案培

訓和教育的個人或法人團體組成的協會。 

(2)由在業務上關注文件與檔案的管理和保護或檔案

培訓和教育的個人和法人團體組成的國際協會。 

3.C類會員 

負責文件與檔案管理和保護或從事檔案培訓和教育

的機構或公司。 

4.D類會員 

過去或現在從事文件與檔案管理和保護工作或

檔案培訓和教育工作的個人，個人會員可被授予榮譽

會員或優秀會員。 

國際檔案理事會提供多元方式供志趣相同者參與各項

議題的研討，相關的專業性活動包括至少每年舉辦一次主要

的專業活動，每 4年中有 3年舉辦演講活動、小組討論、研

習會或研討會，以及每 4年召開一次國際檔案大會。其中國

際檔案大會是國際檔案理事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也是國際檔

案界最高層次及最大規模的專業學術會議，探討和推廣檔案

領域的新技術、新媒體和新措施，培訓檔案專業人才。另一

備受矚目的活動，即是國際檔案理事會每年舉辦一次的年度



5 

 

會議，該年會有 3個核心事項，分別是管理會議、開放各界

參與的專業活動及國際檔案人員論壇 (The National 

Archivists Forum)。年度會議是國際檔案理事會相當新的

創始活動，以取代原本的圓桌會議，參與對象除會員外，亦

開放國際間非屬會員之個人、政府機關、學校、機構以個人

或團體名義報名參加，建立一個國際間檔案管理從業人員，

包括學界、業界以及實務工作者得以進行意見交流及新知分

享的國際專業性合作平台。 

 

第二節  與會目的 

為增進國際交流與合作，本局除每年派員出國考察，瞭

解國外檔案管理制度，以資借鏡及精益求精外，近年來亦努

力參與國際會議，俾獲取國際間檔案管理工作發展趨勢與解

決問題之方法。本次出席國際檔案理事會第 2 屆年會，以瞭

解運用創新技術進行檔案文化創意加值之新知與趨勢，作為

我國檔案加值推廣實務發展之參據。 

本次行程除參與上開會議議程活動，並就本局業務進行

海報展示及解說外，另安排參訪阿拉貢王朝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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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o de la Corona de Aragón)，期瞭解西班牙檔案管

理體系與策略、歷史檔案蒐集、典藏、管理與開放應用等制

度設計與運作現況，以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完善發展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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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4國際檔案理事會年會 

第一節  2014年國際檔案理事會年會簡介 

本年度國際檔案理事會(ICA)年會在西班牙赫羅納市

(Girona)舉辦，並與第 9 屆歐洲檔案研討會 (the 9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Archives)及第 13屆影像及研究會

議(the 13th Image and Research Seminar)共同舉行，主

題為「檔案與文化創意產業 (Archive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其主要議題包含以下三個面向： 

（一） 檔案內容的面向：探討藉由對檔案妥適的整理、描

述、數位化及傳播推廣，彰顯檔案的價值並促進檔

案應用。 

（二） 文化產業的面向：探討新興文化產業創新運用數位

內容並加以傳播的可行作法，以及如何藉由公私部

門的合作，促進文創產業的創造力。 

（三） 使用者的面向：探討民眾的興趣及對文化的消費習

慣，藉此發掘未來文創產業可能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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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羅納市位於西班牙東北部，為具有加泰羅尼亞特色的

城市，其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古蹟。現今城市的人口約

為 9萬人，為伊比利亞半島的東北部和歐洲其他國家間重要

的傳遞及戰略地點，本次會議場地在該市的赫羅納會議中心

舉辦。本次會議期間為 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7 日，

國際檔案理事會、國際檔案理事會歐洲分部(EURBICA)、赫

羅納市影像研究中心(CRDI)及加泰隆尼亞檔案人協會(AAC) 

同時舉辦相關研討會及工作會議。本次主要係參與 10 月 13

日至 10月 15日舉行之國際檔案理事會的年度會議，會議進

行方式包含研討會(Parallel sessions)、工作小組會議

(Workshops)及海報展(Poster Rounds)，同時在 9個會議廳

進行。 

 

 

 

             

                  西班牙赫羅納市 



9 

 

 

 

赫羅納國際會議中心 

(資料來源 http://www.gironacongressos.org/eng/pc.girona.php) 

 

本次會議計有 90個國家，922人與會，學生 37人，專

題演講主講人 6位，主(與)談人總計 255人，提交之報告有

136篇，展示海報 9個，本局亦獲選為本屆展示海報之一，

會場使用語言為 5種。 

 



10 

 

有關本屆年會之相關統計資料及亞洲地區國家參與情

形如下 : 

INFORMATION ABOUT ICA 2014 

Category  number 

 General data Registration  922 

  nationalities  90 

  students  37 

  Days Conference  3 

  Days of activities related  5 

Scientific content     

  Keynote Speaker  6 

  Total speakers  255 

  areas treated  9 

  Correspondence received  248 

  Accepted papers  136 

  communications  135 

  posters presented  9 

  Communications - 

nationalities  

37 

  Pages generated text  1,600 * 

  Languages of communication  5 

Activities related     

  ICA sectoral meetings  26 

  workshops  12 

  Registered workshops  364 

  Exhibitions  9 

  conferences  4 

  Projections film series  5 

  Publications  4 

Organització i gestió     

  organizing institutions  5 

  • Institutions co workers  3 

  sponsor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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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fic Committee: 

Member  

25 

  Scientific Committee: • 

co-workers  

3 

  Local Committee: Member  13 

  Session Chairs  39 

  interpreters  22 

  Interpreters - Language  4 

  Artists - venues  3 

  Total rooms  12 

  Headphones unreturned  16 

Staff     

  Municipal Archives - CRDI  15 

  volunteers  6 

  Conference Centre    

  hostess    

  Sound technicians and 

support  

  

  waiters    

Web & Social network     

  languages  6 

  Total users  20,398 

  Total page views  151,835 

  # ICAGirona2014 - Tweets  2,000 * 

  # ICAGirona2014 - 

contributors  

300 * 

  # ICAGirona2014 - Tweets / h  22 

  # ICAGirona2014 - audience 22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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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 2014 – Asian Visitors 

Total = 109 

Country 
Number visitors 

by country 

Saudi Arabia 10 

Armenia 1 

Bangladesh 1 

Georgia 1 

Índia 3 

Indonesia 1 

Iran 3 

Israel 2 

Japan 5 

Kuwait 1 

Lebanon 3 

Malaysia 3 

Oman 7 

Pakistan 1 

South Korea 19 

Singapur 5 

Siria 2 

Sri Lanka 1 

Thailand 3 

Taiwan 2 

Turkey 6 

U.A.E. 7 

Vietnam 1 

P.R. Chin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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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 研討會現場 

第二節  研討會 

本次年會的研討會(Parallel sessions)49 場、工作小

組會議(Workshops)12場、海報展9場及相關工作會議32場，

總計有 102場次。其中研討會各場次除了該議題發表人外，

均安排主持人介紹各發表人簡歷、與談以及掌控議程進行，

另發表結束後，各場次均保留 30分鐘研討時間，讓發表人

與台下聽眾進行意見交流。本次年會規劃之研討會議內容重

點區分為 9大主題：1.文創產業及檔案開發策略，2.行動與

倡議，3.檔案入口網，4.資訊應用，5.雲端數位資料保存及

其真實性，6.開放資料計畫，7.數位保存及保管的商業模式，

8.攝影術 175週年，9.國際檔案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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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論主題 

序號 主題 篇數 

1.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strategies of collaboration with 

archives 

文創產業及檔案開發策略 

13 

2.  Actions and initiatives 

行動與倡議 

19 

3.  Archives and web portal 

檔案入口網 

22 

4.  Access to information 

資訊應用 

14 

5.  Digital repositories and 

authenticity preservation in the 

Cloud 

雲端數位資料保存及其真實性 

14 

6.  Open Data projects 

開放資料計畫 

5 

7.  Business models for digital 

presevation and custody 

數位保存及保管的商業模式 

6 

8.  175th Anniversary of Photography 

攝影術 175週年 

31 

9.  The work of ICA 

國際檔案理事會 

5 

 總計 129 
 

(以上資料係整理自 ICA 年會手冊，未包含部分民間檔案企業 workshop 資料) 



15 

 

謹就本次年會所歸納之九大研討主題，將各主題會議內

容擇要說明如下： 

一、 主題 1：文創產業及檔案開發策略 

有關本項主題主要在分享檔案館與文創產業合作

時，雙方擬定合作策略、目標、使用工具，以及對檔案

管理策略之影響評估等之成功經驗。例如 Ancestry公

司協助德國 Mannheim市立檔案館檔案數位化工作，由

於經驗純熟，陸續有其他檔案館、圖書館甚至一般公司

尋求 Mannheim市檔案館提供數位化服務，該市檔案館

後來成立檔案及數位服務公司，所獲得盈餘得用以支援

檔案館業務，為政府機關成功引進商業營運之案例。 

另外荷蘭檔案館將檔案與藝術作品，運用數位科技，

建置主題網頁，以生動多元化方式呈現典藏內容。英國

國家檔案館從事檔案電子儲存工作已逾 30年，該館典

藏部門自 2001年開始進行檔案數位化，並與出版業、

微縮公司、集資機構、檔案專業人士等合作，依不同使

用者如：家族史、社會學、政治、軍事及歷史等不同領

域之企業或研究者的需求，提供檔案建置相關主題網頁

如 World War One、Looted Art web portal；英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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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到 2015年另推動 Archiving the Arts 計畫，

針對該國 2012年舉辦奧運及殘障奧運之檔案，進行保

存及研究，以達到教育及激勵未來世代之目的。韓國國

家檔案館介紹該國與學校及資訊公司合作，開發教學資

源網以提供教學使用。以上為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

分享。 

而在本項主題中有一尚待各國形成共識的議題為

檔案或圖書中的智慧財產權爭議，與會學者專家呼籲已

開發國家應在相關著作權法，放寬開發中國家跨境使用

檔案及圖書之權利，孤兒著作 (即該著作的著作權人不

明或無從可考之情形) 的問題亦有待解決。 

 

二、 主題 2：行動與倡議 

近年來因數位科技的進步，讓現代檔案管理人員不

僅是檔案的保管者，更成為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並

要求檔案管理工作應肩負教育及研究功能，因此各國陸

續推動相關計畫並分享其成果，如荷蘭 Sittard市檔案

館、奧地利 Dornbirn市檔案館及瑞典 Stockholm市檔

案館等推動相關專案計畫，結合檔案、建築及攝影等專

業人員，運用檔案及數位科技，重新詮釋城市風貌。 



17 

 

在 2011到 2013年，英國最大通訊公司(BT)將典藏

165年歷史且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具有文

化遺產價值的公司檔案，經由 Coventry 大學、英國國

家檔案館及 BT 公司等產官學三方合作，開發線上互動

及數位研究資源分享。 

另外，歐盟推動 Pre-Commercial Procurement 

project(簡稱 PREFORMA)，主要為典藏機構、學術研究

者及資訊開發廠商，共同合作以解決檔案典藏機構移轉

自其他機構所產生之電子文件或其他儲存媒體檔案，因

使用不同格式標準而引發之長期保存問題。 

 

三、 主題 3：檔案入口網 

為提供使用者更便捷取得檔案資訊的管道，歐洲地

區從 2009 至 2012 年進行歐洲檔案入口網(Archives 

Portal Europe network, 簡稱 APEnet)計畫，續於 2012

至 2015 年拓展提升該計畫，希望更多檔案機構能加入

成為檔案內容的提供者，提供更多可檢索的檔案描述資

訊。目前已有 32個國家加入歐洲檔案入口網(Archives 

Portal Europe network of excellence, 簡稱 APEx)

計 畫 ， 歐 洲 檔 案 入 口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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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chivesportaleurope.net/) 提供使用

者多語言的查詢介面，透過單一查詢網站，即可一次取

得歐洲不同國家及檔案機構的檔案文獻資訊。由於不同

國家且不同的檔案機構，要在同一個平台呈現共同的檔

案描述資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標準」的採用雖可

解決部分問題，但是仍有不少系統相容性及資料交換轉

換等技術性與內容相關的問題需協調解決。 

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及視聽館藏部門等，針對

歐洲大量的文化遺產廣泛地進行數位化作業，但這些跨

文化、多語文的資料，必須能以有意義的方式呈現，才

能充分發揮其價值。為了避免重複投入成本，讓來自歐

洲不同文化的異質詮釋資料之建立能有共同的標準，以

提供完整的資訊，並充分揭露資訊，掀起歐洲各館間的

技術專業人員合作發展「歐盟資料模式 (Europeana 

Data Model，簡稱 EDM) 」，EDM是詮釋資料蒐集、連結

及更充實的架構，以利不同的詮釋資料得以轉換，使物

件的描述能在語意網絡格式中方便取用。 

高品質的檔案目錄資訊是促進檔案使用的重要工

具，隨著愈來愈多檔案文獻機構利用網路技術建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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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入口網或檔案整合查詢平台，但是也有學者批判

Web環境下的檔案查詢檢索工具，以及應重新省思關於

傳統檔案查詢檢索工具的創立及訊息提供的問題，思索

ICA國際標準的原始精神，整合 ICA國際標準，開發更

高品質的線上檔案資訊的呈現方式。 

檔案描述的單元與架構、使用檔案術語、檢索結果

及檔案目錄資訊階層式的呈現方式等，皆影響檔案使用

者對檔案資訊的查詢與利用。有多位與會學者專家分享

並提出改善檔案描述的相關建議，例如利用層面分類方

法，分析出檔案涉及的人物、時間、地點、主題關鍵詞

等，或利用自動化工具建立檔案描述單元與分類間的新

連結，或利用群眾參與檔案描述工作。也有學者認為，

目前的檔案編排與描述規範忽略了原生性與數位化檔

案之特性，此二類檔案的描述應以案件為單元，才能促

進其查詢與使用。換言之，數位時代檔案編排與描述的

新典範，必須重視個別的案件以及使用者的經驗。重視

檔案使用者研究及使用者需求，提供使用者參與檔案編

排與描述的工具，分析使用者檔案檢索行為等，應更可

促進檔案的開放查詢利用及檔案資訊內容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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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題 4：資訊應用 

近年來 Open Government、Open Data 等概念興起，

其目的在於分享政府資訊及相關資源，進而得以開發利

用。因此相關資訊的管理、應用及法令限制等議題就顯

得相形重要。美國國家檔案館館長在 2012年 8月發布一

項新的指示，要求美國聯邦政府機關在 2019年前將檔案

移轉至國家檔案館時，須以數位或電子形式為之。此亦

包含以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及雲端科技所產生之檔案，

目的在提高文件保管能力、降低管理成本，並有利於民

眾應用及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之建立。 

世界銀行(Word Bank)理事會在 2010年通過資訊公

開政策(Policy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簡稱 AI 

Policy)，採取 3種策略 :①文件管理、②資訊分類及控

制、③AI Policy。其中檔案部分應予妥善分類，並須依

據 ICA的 Access to Memory的編目規定從事電子目錄建

檔，作為後續提供彈性及客製化的檢索服務平台，方便

提供檢索及應用。目前世界銀行已建置 Bank Project and 

Operation Portal，提供有關經濟發展及降低貧困等議

題供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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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目前無不致力於檔案數位化工作，惟在實

務經驗上尚有部分問題待克服，例如紐西蘭在 2012年提

出政府數位檔案計畫，經過實證後認為電子檔案之編目

方式，在檔案移轉過程中，檔案產生機關以案件層級所

著錄之資料轉入檔案管理系統時，引發詮釋資料對應之

有效性問題，其次檔案本身亦面臨轉置問題，因此該國

認為須提出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讓檔案產生者、使用

者及保管者三者間均得以遵循。 

 

五、 主題 5：雲端數位資料保存及其真實性 

隨著高速網路與行動通訊的普及，雲端儲存服務已

融入常日生活中，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遠端透過行動裝

置存取資料。而將資料儲存在雲端系統中意味著使用者

透過雲端儲存服務存放與管理其擁有的資料時，必須信

任雲端儲存服務提供者的系統不會被惡意攻擊，不會被

竊取系統所儲存的資料，也不會在沒有獲得資料擁有者

授權的情形下，向第三人提供其儲存資料。因此，有不

少與會學者專家分享有關雲端保存與雲端技術運用的

相關案例，或分享本身的研究成果與經驗，並提出一些

值得深思的問題，例如：國際性組織將檔案儲存在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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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檔案管理如何運用雲端儲存技術、如何建立可

信賴的儲存機制、如何確保雲端儲存系統中的資料隱私

及安全性問題、如何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問題、如何妥善

儲存在雲端的資料，且能有效傳輸、索引、檢索與提供

使用等等，皆是日益受重視且值得探討的課題。 

與會發表的學者提出，目前原生性數位檔案的主要

問題就是缺乏標準，以及與其他數位典藏單位間之交流，

因此，制定一套數位檔案原始系統轉出功能及資料轉出、

保存與檢索的格式等標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為發展

此項標準化作業，歐盟於 2014年 2月 1日至 2017年 1

月 31日將進行 E-ARK(European Archival Records and 

Knowledge Preservation)計畫，主要目的即在於建立

不同系統間相容性的標準。 

另外，美國圖書館學會圓桌會議新成員檔案委員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rchives)為管理及

保存數位紀錄，於 2013 年也開始推動數位典藏先導計

畫。 

 

英國國會檔案館的檔案人員也分享國會檔案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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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三方雲端儲存服務的經驗，除了提出雲端儲存的可

信度、真實性及安全性等議題外，亦指出數位典藏是技

術及人為因素的結合，以他們的經驗而言，人為因素是

一樣重要的議題，不可輕忽。 

資料庫保存格式問題方面，資料庫儲存套裝工具

(Database Preservation Toolkit)使關聯性資料庫的

資料結構與資料內容得以保存格式保存，俾未來可以提

供使用。與會學者專家也提出關聯性資料庫的數位保存

建議，包括關聯性資料庫儲存格式特性的分析及定義、

發展可以進行格式轉置(migration)的系統，以確保資

料格式保存及未來的內外部使用需要。 

隨著數位檔案的大量成長，在各機關經費人力有限

的情形下，跨機關間或機關與產業間的合作推動數位檔

案的長期保存，亦是另一個發展趨勢。例如：丹麥國家

檔案館的原生性數位檔案成長量迅速，為了確保數位館

藏檔案的長期保存，丹麥即結合在文化部下的 3 個主要

文化產業機構，跨域合作發展稱之為”Bitrepository”

的數位保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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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題 6：開放資料計畫 

開放資料(Open Data)是將政府部門運作所持續產

生的大量資料，在保障個資的前提下，期使資訊的取得

更透明，增進公共資訊的使用與再利用，並藉由容易取

得正確的資訊進而提升行政效能，以期達到全民參與、

透明化政府的效益。有的學者專家認為開放資料是一種

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可以開放給社會公眾，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出版使用，不論是要拿來出版或是做其他的

運用都不加以限制。 

為善用民間無限之創意，整合運用政府開放資料，

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用，各國政府皆努力策動資料

開放民眾與企業運用，提供便捷且集中式取得資料之服

務，以免費為原則、收費為例外，推動大量資料能自動

化且有系統的開放與交換，以達政府資料開放之目標。

例如巴西政府推動的開放資料計畫(Open Data Project，

簡稱 ODP)、瑞士聯邦檔案館即建置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簡稱 OGP)導航入口網。 

在此種新的管理環境下，如何確保檔案紀錄保存維

護的可靠性，檔案管理人員該扮演何種角色，需具備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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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知識與技能，亦是與會學者專家們關注的課題。另一

方面，學者也呼籲檔案管理人員在開放資料的管理及主

動開放上，雖具有必備之專業能力來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必須更主動積極參與初始工作，否則其他機構或人員

可能隨時會取而代之。 

 

 

七、 主題 7：數位保存及保管的商業模式 

Digital Preservation Capability Maturity 

Modal(簡稱 DPCMM)在 2007 年推出，提供 15 項數位保

存元件，採用 ISO14721及 ISO16363國際標準，7年來

被美國及加拿大等不同機構採用。該系統能協助機構評

估其現有保存技術及差距，並協助建立提升數位保存能

力之優先順序及表現指標。 

愛 沙 尼 亞 國 家 檔 案 館 (NAE) 開 發 Universal 

Archiving Module(簡稱 UAM)，以處理移轉數位檔案及

相關詮釋資料之問題，同時對其他在檔案移轉時常見之

詮釋資料遺失、或將以 Excel電子表格紀錄檔案數量及

描述資料有效移轉等等問題，提供多功能解決策略。 



26 

 

德國國家檔案館在 2008年建立數位檔案保存系統，

其運用 Prelngst-toolset 之技術，從資料庫中產生

submission information package(SIP)，同時運用軟

體 套 件 產 生 及 管 理 archival information 

package(AIP)。雖然目前對於這些不同格式得以長期保

存及使用，但並非意味著其保存政策可以確保每份文件

及文件轉置到如 PDF/A 及 TIFF 等新技術時的安全性及

完整性。 

 

八、 主題 8：攝影術 175週年 

網路社會時代下，隨著行動通訊的普及與社交媒體

的運用，以及利用行動電話當相機，使圖像檔案的產生、

編輯、加標語(tag)及分享等活動，隨時都在進行。採

用圖像分享與社交網站平台是數位圖像管理、取得與保

存的新工具、新方法，惟必須考量儲存在社交網站中數

位圖像的合法所有權與版權問題，尤其是在提倡分享的

平台。與會學者專家也針對數位圖像紀錄產生及紀錄內

容保存本質的改變、社會期望以社交網站為圖像分享與

提供取用之儲存站，以及數位圖像典藏的長期保存問題

等進行探討，並強調如果無法清楚瞭解數位圖像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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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網站中是如何產生、管理與儲存，檔案管理人員要

瞭解社交媒體網站中使用者建立之內容是否合法，並以

檔案產生者判斷其是否為具長期保存價值的珍貴數位

資訊，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此外，也有與會學者專家分享有關照片、視聽媒體

檔案的產生、保存與應用等相關經驗。 

 

九、主題 9：國際檔案理事會。 

國際檔案理事會和 IRMT(Inter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Trust)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援下，於

2014 年安排了兩項關於數位記錄管理與保存的訓練課

程，以提升數位記錄管理與保存的能力。 

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2 年針對珍貴檔案與文獻資

料所進行的保存計畫，以促進全世界對於文獻遺產重要

性 的 瞭 解 。 PERSIST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ransglobally)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存世

界記憶計畫之一。2013 年，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國際檔案理事會、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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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及有興趣參與者之合作，希

望在推動資訊電腦工業界、政府部門以及文化遺產單位

的合作下，能解決數位資訊長期保存與取用問題。此次

會議係針對 PERSIST 的成果進行分享，包括探討不同

數位保存技術策略的優缺點；可採行之商業模式；重新

評估資訊電腦工業界、政府部門與文化遺產界的角色；

資訊社會與民主權等，期使推動此計畫未來的進一步發

展。 

 

第三節  海報展 

本屆海報展計有 9則海報，入選者包含檔案人員及學術

機構研究者，本局亦獲入選，相關主題如下 : 

編號 主題 作者 

1.  
Archivists to the Rescue: Building 

Support 

Communities for Artifact 

Preservation(EN) 

 

Kim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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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ositori de la Filmoteca de 

Catalunya: el 

resultat d’unifi car diferents 

tipologies de fons gràfi cs I 

documentals(CAT) 

Anna Fors, Noemí 

Maya, 

Miquel À ngel Pintanel  

3.  
Building-up Polish Bibliography of 

Archival Science(EN) 

Anna Sobczak  

4.  
Preservació digital: un nou enfoc des 

de la intel·ligència 

computacional(CAT) 

José Antonio Olvera 

Cañizares 

 

5.  
El archivo digital: un ejemplo de 

con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La situación de los 

archivos de las 

universidades españolas(ES) 

Pepita Raventós, Eva 

Roca  

6.  
El Cercador d’Imatges de l’Arxiu 

Comarcal de la 

Garrotxa (CAT) 

Anna Bonfi ll, Quim 

Roca 

7.  
Vic Invisible, una propuesta de 

visualización de 

imágenes históricas(ES) 

Antoni Bover, Miquel 

Bigas, David Sánhez  

8.  
The integrated searching services of 

government records & archives 

information in Taiwan (EN) 

Hsiao Chin Tu , Hsiu 

Fen Lien 

9.  
Digital archive to foster and 

enhancing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EN) 

Anna Santi 

囿於語言之限制，以下謹就英文版海報部分，擇摘相關

重點： 

(一) 編號1：作者利用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

以畫報或漫畫封面等影像之呈現方式，使社會大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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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檔案管理人員肩負之責任不同於圖書館，而是類似

博物館，及具有保存檔案實體之重責，且能運用現代

科技在虛擬世界提供相關資料供使用。 

(二) 編號 3：波蘭 Szczecin大學圖書館預計在 2015年

推動一個為期 12個月的專案計畫，以建置檔案的參

考書目。其目標為擴大收藏圖書及期刊等出版品之數

量，將電子出版品複製本以數位方式保存，最後鼓勵

檔案管理人員及出版商將相關詮釋資料輸入及更新，

建構出版品之公開資料庫以提供應用。 

(三) 編號 8：就我國建置整合型線上檔案資源查詢系統

包含國家檔案查詢網(A+)、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

(NEAR)及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ACROSS)的經驗與

成效進行分享。本局除了提供查詢國家檔案目錄的資

訊網外，也建置匯集政府各機關檔案目錄的系統，以

及含跨資料庫查詢功能的整合查詢（meta-search）

平台。透過這些系統的服務，以分散式即時整合查詢

(distributed real-time integrated search)方式，

提供跨資料庫的檔案資訊查詢機制，並運用 We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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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互動服務，提供民眾更簡便、快速搜尋政府資

訊資源的途徑，有效促進政府資訊的公開與利用。 

(四) 編號 9：介紹義大利國家檔案館系統所建置的公共

及民間建築檔案專題網頁，運用數位科技將 MAXXI, 

NAI, RIBA,MoMA, CCA 等相關建築機構之檔案進行連

結並提供應用，以推廣相關知識，提升建築遺產之文

化水準。 

 

 
主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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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 

 

 
主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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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4 

 

 

主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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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6 

 

 
主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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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8 

 

 
主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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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與會照片 

 

研討會場發表情形 

 

研討會場發表情形 

 

研討會場發表情形 

 

研討會場發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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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場發表情形 

 

研討會場發表情形 

 

研討會場 

 

本局人員於研討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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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場 

 

研討會場 

 
 

研討會場 

 
 

研討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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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場 

 

 

研討會場 

 
 

研討會場 
 

 
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場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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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人員與冰島檔案館館長於 

展示海報前合影 
 

 
本局人員ICA服務人員合影 

 

海報展示區 

 

海報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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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展示之海報 

 
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本局展示之海報 

 

 
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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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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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本局人員向與會人員介紹 
展示海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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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拉貢王朝國家檔案館 

一、訪視時間 

103年 10月 16日 10時至 13時 

 

二、檔案館接待人員 

1、Mr. Alberto Torra / Deputy Director 

2、Ms. Maria Luz Rodriguez / archivisit 

 

三、訪視紀要 

西班牙教育文化及體育部主要業務為規劃、指揮監督和

執行相關教育、文化和體育等領域之政策。其下分設教育部、

文化部及體育部各司其職，文化部所屬「美術、文化遺產、

檔案暨圖書司」下設國家檔案局主管全國檔案管理事務。其

職能為中央政府機關檔案之管理，各自治區檔案業務的管理

與合作，西班牙國家檔案館館際事務之協調，提升檔案遺產

之保存及促進國際合作推廣，檔案管理事項之規劃、諮詢及

技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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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檔案管理組織體系架構圖 

(資料來源: 

http://www.mecd.gob.es/ministerio-mecd/en/organizacion/funciones-y-co

mpetencias.html，作者整理) 

西班牙的檔案館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國家檔案局管

理的國家檔案館，共有 12 個，這些檔案館的特點是歷史悠

久，館藏豐富，其中位於巴塞隆納的阿拉貢王朝檔案館即為

著名的國家檔案館之一。第二類為各自治區的檔案館，由各

自治區管理。第三類為公共或私人機構設立的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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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貢王朝檔案館位於巴塞隆納，該王朝存在的時間為

西元(以下同)13至 15世紀，該館之設立源起於 1318年該王

朝詹姆斯二世所建立之皇家檔案館。 1346 年，彼得國王任

命他的法律顧問作為皇家檔案館的館長。 1384 年，國王發

布命令確定了檔案館的職能。 1770 年後檔案館改設在宮廷

之外，並改名為阿拉貢王朝檔案館，19 至 20 世紀間其他機

構之歷史檔案移轉至該館典藏，館藏十分豐富。1994年該館

於舊館之外，興建另一新館，以現代科技及最新的保存技術

典藏歷史檔案，並為民眾提供應用服務，至舊館於 2006 年

改建，留供教育及推廣活動。2007年，阿拉貢王朝檔案館因

其在歐洲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被認定為歐洲遺產。 

 

 
 

(阿拉貢檔案館新館) (阿拉貢檔案館舊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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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2 西班牙國家檔案館年報) 

本次訪視係由該館副館長 Mr. Alberto Torra及負責檔

案典藏主管 Ms. Maria Luz Rodriguez 負責接待，該館人數

約 25 人，有 8 位具有 Archivist 之資格。本次獲安排參訪

新館，主要就應用及典藏空間、檔案提供應用及典藏情形加

以介紹。首先由於該館所典藏之檔案歷史久遠，為方便提供

民眾及研究者使用，該館近年來積極進行檔案數位化工作，

並訂有計畫以排定數位化優先順序，據館方表示目前數位化

檔案約 5 百萬頁，民眾可經由西班牙官方檔案查詢網頁

(http://pares.mcu.es/index.html)查詢所需檔案，並得直

接下載閱覽，無須收費。另外民眾亦可經由申請後進入該館

閱覽室應用檔案，每日得申請應用之檔案為 9 單位(unit，

註 :據館方人員表示，所謂「一個單位」有可能是 1 冊或 1

案件，依其編目情形而定)，申請後每次只提供 1單位應用，

使用完畢歸還後才繼續提供其他。由於該歷史檔案皆已失其

行政稽評價值且年代久遠，故尚無檔案須限制應用情形，皆

可全部提供民眾應用。至於如有私人機構欲使用其檔案，須

先向館方申請，經同意授權後提供高階影像供其使用，同時

加以收費。 

http://pares.mcu.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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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國家檔案館查詢網-簡易查詢畫面) 

 

(西班牙國家檔案館查詢網-依檔案館分類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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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The Spanish Archives Portal (PARES)） 

 

(2011 年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數量及數位/微縮統計) 

 

Year Users Documents(original) 

2009 2,544 7,488 

2010 2,729 7,940 

2011 3,548 6,771 

2012 3,049 6,575 

2013 2,945 5,642 

(閱覽及研究室使用統計) 

 

至於典藏空間部分，目前該館設有12個獨立的小庫房，

由於巴塞隆納當地氣侯潮濕，所以庫房溫溼度的控制就顯得

相當重要。阿拉貢王朝檔案媒體包含紙質、羊毛氈類及其他

文物類檔案及電子影像檔案，依其內容分類包含: 皇家官方

檔案、阿拉貢議會檔案、皇家觀眾、皇家文物、加泰羅尼亞

地區政府檔案、宗教和軍事命令、公證記錄及其他檔案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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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由於上該檔案歷史久遠，該館除加速檔案數位化工作

外，其檔案修復實驗室亦透過相關技術搶救破損檔案，並透

過與學術機構合作研發修復技術。 

 

修復檔案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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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復

檔

案

工

作

示

範 

四、訪視照片 

 
(右起) 台貿中心吳主任雪鴻、涂副組長
曉晴、Mr. Alberto Torra、Ms. Maria Luz 

Rodriguez 及連科長秀芬 

 

接待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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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室 

 
閱覽室服務櫃台(一) 

示範查詢阿拉貢檔案館目錄 閱覽室服務櫃台(二) 

紙質類庫房 庫房溫濕度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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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式紙質類檔案架 紙質類檔案 

木製檔案盒 左圖內附檔案 

皮質檔案外觀 左圖內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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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圖檔庫房(二) 大型圖檔庫房(二) 

結婚證書 地圖 

地圖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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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泥 

阿拉伯文件卷軸 

檔案修復實驗室人員解說 檔案修復實驗室電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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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我國檔案法自民國 91年 1月 1日施行迄今，本局致力於

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檔案管理制度，因此無論在檔案描述標

準規範、檔案鑑定及清理制度、檔案移轉、檔案保管技術及

庫房設置、檔案應用及檔案資訊技術等方面，均適時因應調

整，期能配合世界最新趨勢，訂定可行之相關規範，供各機

關檔案管理人員遵循，以利未來與國際接軌，躋身先進國家

之列，並為國際檔案事業貢獻一己之力。本次經由出席 ICA

年會及考察西班牙阿拉貢國家檔案館，觀察目前各國檔案管

理最新發展趨勢及面臨之問題，謹提供相關心得與建議如

下： 

一、 形塑檔案遺產之文化價值及重要性 

我國在檔案法施行前，檔案在政府機關或民眾心目中或

許只是做為辦理案件查考或法律信證之用，而在檔案法施行

後，由於政府資訊公開，引發民眾踴躍申請應用檔案，再加

上政府機關日益重視檔案推廣，積極辦理相關展覽研究等活

動，檔案功能已逐漸展現。而在本次參與 ICA年會及參訪阿

拉貢檔案館的過程中，發現各國向來十分珍視檔案遺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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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競相透過創新加值檔案內容，展示其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

人文藝術，以顯示其對自身國力的認同及文化的驕傲，例如

部分國家標榜檔案專題網頁或檔案館本身的建築、收藏品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或是挾豐富的館藏以

支援其他政府機關施政或民間研究、開發使用等例即是。雖

然我國檔案事業起步較晚，相關國家檔案仍在持續徵集中，

期盼來日我國國家檔案能發展出具有特色、兼具知識經濟價

值的檔案遺產。 

二、 檔案管理人員角色之再定位 

本次會議報告中有許多學者專家提出一個共同的概念，

就是檔案管理人員不僅是檔案的保管者，更期許其成為歷史

文化遺產的守護者。因此檔案管理人員在面臨數位化時代的

來臨，必須思考在虛擬世界中活化檔案，展現檔案新的面貌，

讓網路世代的使用者樂意接近檔案，擴展檔案的生命。尤其

現代政府治理講究開放資料(Open Data)、巨量資料(Big 

Data)等趨勢，如何將傳統檔案管理技術與現今的數位管理

技術銜接，開發具可行的方案，讓檔案內容能轉化為有使用

價值的資訊，甚至因應日新月異的文件型態及儲存媒體或格

式如電子郵件、PDA/F、TIFF、雲端儲存等，成為這世代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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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人員新的挑戰。 

檔案管理人員在推動檔案加值應用與結合文化創意產

中該扮演何種角色，如何讓檔案管理人員不再只是保守、被

動的檔案庫房管理員或守門者，而能掌握資訊時代的契機，

更積極扮演檔案知識寶庫的知識管理者、知識創造者、知識

組織者、知識領航者、資訊提供者等重要角色，需要我們共

同繼續努力。 

三、 結合檔案應用與文化創意產業並推動跨域合作交流 

本次與會由來自各國學者專家分享的重點發現，不僅是

檔案應用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結合，各國檔案界、學術界與產

業界之互動交流亦密切頻繁，且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及

資訊界之間，在資訊交流、技術支援、問題解決等方面，都

能相互支援。尤其檔案加值應用範圍更擴及於民間企業檔案

或其他如社會救助、兒童照護、建築、城市空間、藝術等專

業領域，協助政府施政或行銷，甚而如德國地區檔案館能成

立公司創造利潤等成功商業模式等經驗，都讓我們領略無限

的創意，值得國內思考未來不論是在機關檔案或國家檔案的

開放應用策略上延伸的可能性。另外在檔案界普遍面臨經費

不足的情形下，如何強化彼此間的合作，運用新技術讓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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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產生的檔案資訊能以數位化方式長期保存，使檔案資訊

更透明化、公開化、便利化，便捷學術界研究之需，同時滿

足民眾知的權利，充分發揮檔案之價值。 

四、 善用社交媒體推廣檔案應用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以及使用者查詢與使用資訊行為

的改變，檔案管理或典藏單位在實體與虛擬世界，皆應善用

現代科技提供相關資訊服務，例如運用 Facebook、Twitter、

Line、Youtube 等社交媒體，以嶄新之呈現方式，使社會大

眾明瞭檔案之功能與價值、並應配合社交媒體使用者特性，

設計符合其使用習慣的檔案利用方式，推廣檔案應用服務，

進而提升民眾之檔案素養。 

五、 提升機關檔案目錄品質與重新省思檔案立案編目規範 

檔案目錄是查詢檔案資訊的基本工具，也是檔案與使用

者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可幫助使用者從浩瀚的檔案資源中

找到所需的檔案。檔案目錄品質的良窳，更是直接影響使用

者的查詢結果與檢索滿意度，甚至影響使用者的研究成就。

近年來，本局對各機關檔案立案編目方面之輔導重點，包括

檔案整理、編案方式、案名編訂、案卷層級著錄原則、案情

摘要及主題項著錄實例說明。雖然本局以各種管道輔導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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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立案編目作業，然而部分機關檔案未妥適分類及編案、

未依規定確實著錄各項資訊、案情摘要未能具體揭示案情或

未落實主題分析等，致檔案目錄訊息無法完全揭示案情，不

僅造成檔案清理時，判定檔案存毀及審選國家檔案作業之困

擾，亦影響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檔案目錄檢索效能與民眾查

檢及判斷所需之檔案資訊。賡續推動各機關做好檔案立案編

目作業，提升機關檔案目錄品質，方能讓檔案目錄充分發揮

其功效，提升檔案管理成效及促進檔案開放應用。 

目前的檔案立案編目規範確實忽略了原生性與數位化檔

案之特性，此次與會，有學者專家提出此二類檔案的描述應

以案件為單元，才能促進查詢與使用。惟我國機關檔案編目

規範與機關檔案目錄彙整公布作業，於民國 96 年方由案件

層級走向案卷層級，隨著數位化檔案資源的成長，未來是否

再回到以案件層級著錄及進行目錄彙整公布，有待進一步研

議。 

六、 重視使用者需求研究及強調使用者參與 

檔案服務功能與服務方式要創新，要滿足檔案使用者的

需求，檔案人員不能坐等服務，而必須追蹤瞭解檔案使用者

之需求，瞭解誰是檔案的使用者及檔案應用情形，例如：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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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檔案最常被使用、哪些檔案能吸引顧客，以及瞭解顧客背

景、應用檔案的需求動機、目的、期望與資訊尋求行為等特

性，俾針對不同群體之資訊使用特性與特殊需求，規劃檔案

徵集政策、設計資訊檢索系統，以及採取差異行銷或集中行

銷，提供真正符合所需之各項檔案加值及應用服務。 

在檔案資訊組織與整理方面，數位時代檔案編排與描述

的新典範，也必須重視檔案使用者研究及使用者需求，重視

個別的案件以及使用者的經驗，提供使用者參與檔案編排與

描述的工具，分析使用者檔案檢索行為等，以促進檔案的開

放查詢利用及檔案資訊內容之維護。 

七、 持續與國際檔案機構之交流與參與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指出，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經由

科技或社群網絡的鏈結，許多原有的藩籬已失其界限，一個

因網路而產生的全球競技場應運而生，吾人已無法置身事外。

同樣的，檔案管理的領域亦是如此，經由這次參與 ICA年會

的經驗，讓我們瞭解到近來國際間面臨檔案數位化所遭遇的

共同問題及檔案文創產業的新趨勢，據以檢視我國現有檔案

管理專業已具備及待提升之處，藉由汲取國外相關知識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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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反饋到國內檔案管理制度的提升。此外，我們亦觀察到，

相關國際組織或部分國家透過不同的計畫及資金的投入以

共同合作研究方式來整合相關議題，因此期望本局除持續參

與國際會議外，能推動加入相關國際組織，透過實際的參與，

促進文化及技術的分享交流，建立我國與各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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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出席 ICA 年會暨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10/10(五) 

10/11(六) 

啟程 

(Taipei-Hongkong-Zurich- Barcelona- Girona) 

10/12(日) ICA 2014 年會報到 

Palau de Congressos de Girona 

10/13(一) 
出席 ICA 2014 年會 

發表海報展 

10/14 (二) 
出席 ICA 2014 年會 

10/15 (三) 
出席 ICA 2014 年會 

10/16(四) 參訪巴塞隆納阿拉貢王朝國家檔案館(Archivo de la 

Corona de Aragón)  

10/17(五) 

10/18(六) 

蒐集資料 

返程 

(Barcelona-Zurich-Hongkong-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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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際檔案理事會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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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局參展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