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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提要 

法國國家檔案館成立於 1790 年，位於巴黎，負責典藏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前

之歷史檔案及法蘭西共和國中央機關之檔案，並致力於國家檔案資產之典藏、加

值與服務，及朝電子化及現代化管理與開放之方向發展。為拓展檔案服務，該館

於 2004 年展開新館之規劃設計，並於 2013 年興建完成。另省級檔案館方面，法

國里昂羅納省檔案館於 2013 年完成，並於 2014 年 9 月正式開館。此外，法國早

於 1821 年即成立享譽歐陸之國立文獻學院，係為培育檔案館員、圖書館員、博

物館員、古物維護與考古等領域人才之高等教育學院，對於檔案文物保存維護等

專業人才之養成教育，傲視國際。藉此次出國考察，除瞭解法國之檔案管理發展

策略、檔案徵集、保存維護與應用展示，以及專業人才之培育等運作現況外，並

透過參訪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及羅納省檔案館新館，汲取經驗，作為我國擘劃國

家檔案館興建藍圖之參考。 

本次考察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

案館、國立文獻學院及國家圖書館密特朗新館等 6 個機關(構)參訪行程，主要結

論如次：一、建構完整檔案體系；二、循序建置各級檔案館；三、培育檔案專業

人才；四、具備完善技術設備及專業人力；五、便捷檔案開放應用；六、形塑檔

案街廓社區意象。 

本次法國檔案管理發展考察，其檔案館興建經驗、專業人才培育及檔案管理

實務，可作為未來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主要建議說明如次：一、興建國家檔案

館；二、建立檔案管理分級制度；三、培育檔案專業人才；四、便捷檔案應用服

務；五、爭取檔案管理維運資源；六、徵集檔案文物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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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 考察緣起 

我國自民國 91 年施行檔案法，歷經十餘年努力，擘劃建立機關檔案管理制

度，妥適保存國家檔案，提供檔案開放應用，惟值檔案事業發展日益成熟之際，

仍面臨先進國家知識體系三大支柱之一「國家檔案館」尚付之闕如，如何強化檔

案相關建設及創造檔案多元價值，發揮檔案教育文化功能，逐步融入民眾日常生

活等實務作業，實有借鏡先進國家相關案例，並汲取其經驗與做法之必要。 

法國國家檔案館成立於 1790 年，位於巴黎，負責典藏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前

之歷史檔案及法蘭西共和國中央機關之檔案，並致力於國家檔案資產之典藏、加

值與服務，及朝電子化及現代化管理與開放之方向發展。為拓展檔案服務，該館

於 2004 年展開新館之規劃設計，並於 2013 年興建完成。另省級檔案館方面，法

國里昂羅納省檔案館於 2013 年完成，並於 2014 年 9 月正式開館。此外，法國早

於 1821 年即成立享譽歐陸之國立文獻學院，係為培育檔案館員、圖書館員、博

物館員、古物維護與考古等領域人才之高等教育學院，對於檔案文物保存維護等

專業人才之養成教育，傲視國際。 

藉此次出國考察，除瞭解該國之檔案管理發展策略、檔案徵集、保存維護與

應用展示，以及專業人才之培育等運作現況外，並希透過參訪法國國家檔案館新

館及羅納省檔案館新館，作為我國擘劃國家檔案館興建藍圖之參考。 

貳、 考察目的 

一、 瞭解檔案管理策略及對於檔案管理專業人才之培育。 

二、 瞭解檔案徵集策略、鑑定標準及清理機制。 

三、 瞭解檔案館規劃設計。 

四、 瞭解檔案展覽策展、布展、行銷推廣之做法。 

五、 瞭解檔案典藏策略及保存技術發展。 

六、 瞭解國家檔案開放應用原則及個人隱私等機敏資訊處理機制。 

七、 瞭解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發展與策略。 

八、 瞭解檔案館營運財源及有無營收機制。 

參、 參訪機關 

一、 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皮埃菲)(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Pierrefitte-sur-Seine) 

http://www.archives-nationales.culture.gouv.fr/fr/web/guest/site-de-pierrefitte-sur-seine
http://www.archives-nationales.culture.gouv.fr/fr/web/guest/site-de-pierrefitte-sur-s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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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檔案中心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三、 法國羅納省檔案館(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四、 法國里昂市立檔案館(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五、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六、 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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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國國家檔案體系概述 

壹、 法國簡介 

法國位於西歐，本土面積約 551,500

平方公里（包括海外省分共為 643,801 平

方公里），西臨大西洋、英吉利海峽與北

海，南臨地中海，海岸線長達 3,427 公里，

領海廣闊，東南部地勢較高，境內主要山

脈有阿爾卑斯山脈、庇里牛斯山脈、朱羅

山脈、阿爾登山脈、中央山脈及孚日山脈

等，西北部地勢低緩，主要為平原及丘陵，

佔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二，國土呈六邊形。

氣候方面，南部屬地中海氣候，冬季溼暖，

夏季乾熱，西北部則為溫帶海洋性氣候，

年溫差小、日照少、溼潤多雨，而東北部

屬大陸性氣候，夏季溼熱，冬季乾冷。官

方語言為法語，總人口數約為 6,500 多萬

人，首都為巴黎。 

法國於西元 1958 年 10 月 4 日制定第

五共和國憲法，實行半總統制，國家由普

選產生之總統，及其委任之總理與相關內

閣共同執政。法國劃分 18 個行政區，法

國行政區劃第 1 級為大區（région），其中法國本土 13 個大區、5 個海外大區以

及科西嘉島的科西嘉地方行政區。大區之下為省（département），省之下為區

（arrondissement），區之下為縣（canton(或翻譯為選區)），縣之下再分為市鎮

（commune）。法國共有 100 個省(本土 96 個)，329 個區，3,879 個縣和 36,568

個市鎮。 

法國是近代檔案事業之先驅，亦為檔案工作歷史悠久之歐洲國家之一，國際

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簡稱 ICA)總部即設立於法國巴黎，

百年來更以時尚藝術文化重鎮立足世界，在文化產業發展上，國家挹注大量資源

維護保存各項珍貴且重要之傳統歷史建築及文物，同時發展科技推動國家各項公

共建設，並能使傳統與時尚自然融合，互不衝突。其相關政策制定之思維及運作

模式，實值深入探究及借鏡。 

  

圖 2- 1 法國地圖 
(來源：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Upload/Sit
es/MapUrlLink/b4be26e2-0e09-487d
-b67e-ea508de3f73d.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AD%E6%B5%B7%E6%B0%A3%E5%80%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8%A6%E6%B5%B7%E6%B4%8B%E6%80%A7%E6%B0%94%E5%80%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7%B8%BD%E7%B5%B1%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E7%B8%BD%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E7%B8%BD%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9%96%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9%96%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C%BA_(%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8%A5%BF%E5%98%89%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81_(%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A_(%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A_(%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3_(%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9%95%87_(%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9%95%87_(%E6%B3%95%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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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國檔案機構體系 

法國檔案管理體系發展源遠流長，12 世紀以前法國皇家檔案並無固定之典

藏場所，係配合國王所在地點而遷徙保存，至 1194 年法國國王與英軍作戰失利，

所帶檔案亦成英國國王之戰利品。殷鑑於此，法國於巴黎皇宮內設置專門保存皇

室檔案之固定場所。而後，法國各地發展出各種形式之檔案館，如封建莊園私人

檔案館、教會檔案館、城市檔案館、大學檔案館，各依目的典藏相關檔案。17

世紀後，原屬法國國王之各種辦事機構，逐漸發展成為政府機關，亦因應檔案管

理之需而陸續成立主題檔案館，包括 1659 年設立海軍部檔案館、1671 年設立外

交部檔案館、1674 年設立移民地部檔案館、1701 年設立陸軍部檔案館等，惟當

時國家未訂立相關檔案管理法令規章，致相關主題檔案館均各行其是，缺乏一致

性之管理作業方式。 

法國大革命後，產生全新之政府體制，為統籌管理政府機關產生之檔案，於

1790 年正式成立國家檔案館，職司保存歷史檔案及國民大會檔案，同時統籌管

理中央政府機關檔案，並負監督指導各級地方政府檔案管理之責。歷經數次組織

變革，於 1884 頒布命令設立檔案局隸屬於教育部，掌理全國檔案業務，成為檔

案管理之最高行政機關，而國家檔案館則隸屬該局管轄，專責收集及典藏國家檔

案，不再負責機關檔案管理督導業務。1897 年檔案局整併至內政部檔案部門，

改隸內政部。1959 年文化部成立後，檔案局改隸文化部，肩負執行全國公共檔

案政策及推動相關建設，並指導中央及地方各級檔案館之檔案管理業務。1983

年法國地方自治法施行後，各級地方政府可自行權衡需求設立檔案管理單位，惟

相關檔案管理作業仍須依循中央制定之規定辦理。 

法國檔案機構之組織體系，以下就各機構特色重點說明： 

一、 公共檔案機構：可分為由法國文化部檔案局管轄之檔案機關及由中央部會

自行管理之主題檔案館等兩大類。屬於法國文化部檔案局管轄部分，係為

國家檔案館、大區檔案館、省檔案館，以及市鎮檔案館，四層之組織架構，

負責執行檔案徵集、典藏、應用之政策，並接受中央及地方各級檔案管理

機關之督導。屬中央部會自管之主題檔案館，主要有外交檔案館及國防檔

案館。 

二、 非公共檔案機構：指不受國家檔案管理部門管轄之檔案機構，相關機構為

各自保存所管重要證書、契約、證明文書、發展歷程紀錄及研究論文等資

料之需而成立之檔案館，包括大學或研究機構檔案館、教會檔案館、私人

企業或家族檔案館等，其收藏內容範圍廣泛而豐富，亦為後代留存許多重

要而珍貴之歷史紀錄。 

三、 檔案教育機構：法國檔案人員培育及訓練之機構可區分為兩種形式，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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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所設公私立學校開設之正規檔案人才培育課程，例如法國國立文

獻學院，另一為公私立檔案館或檔案專業組織所舉辦之訓練或進修課程，

例如法國檔案工作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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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國國家檔案館 

壹、 機關介紹 

法國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隸屬該國文化部，受該部檔案局管轄。

法國採集中式檔案管理體制，由文化部檔案局綜理全國檔案管理事務，負責法國

公共檔案法令制定及公共檔案設施建設，並督導各級檔案館。國家檔案館負有保

存法國重要歷史檔案、歷屆國民議會資料，及中央部會檔案文件之責，並提供檔

案閱覽應用及展示之服務。法國檔案館成立自 1790 年，至今已有 220 多年之歷

史，檔案典藏數量龐大，國家檔案館舊址歷史檔案中心，以及楓丹白露分館之檔

案庫房均不敷使用，爰於 1999 年由法國文化部提出新館興建計畫，期紓解檔案

典藏空間不足之壓力。於2004年新館基地選定於皮埃菲市(Pierrefitte-sur-Seine)，

鄰近法國第八大學，自 2005 年起，歷經 3 年規劃設計，3 年興建施工，及 17 個

月搬遷作業，於 2013 年 2 月 11 日正式啟用。 

國家檔案館現以位於皮埃菲之新館為主，另設巴黎分館位於巴黎瑪黑區原歷

史檔案中心，以及楓丹白露分館即原現代檔案中心。館藏部分，新館負責典藏法

國大革命後之中央政府檔案，巴黎分館保存法國君主時期及法國大革命前皇家及

政府部門檔案、私人檔案及其他原稿等，楓丹白露分館除收藏部分中央政府行政

資料外，主要保存地圖、照片、微縮及影音檔案等特殊媒體檔案。其中楓丹白露

分館因館舍老舊，刻正閉館暫停對外服務，進行重新整修工程，故本次未獲安排

進行該分館參訪行程，據館方表示，因該分館位置偏遠，且地勢低窪有淹水之虞，

不利檔案保存，目前規劃將該分館檔案文件全數搬遷至新館後，朝結束營運，再

作其他適當處置。 

貳、 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 

一、 館舍介紹 

(一) 館址區位 

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是目前歐洲最大規模之檔案館建築，館址位於皮埃菲市，

距離巴黎市中心約 30 分鐘車程，鄰近巴黎捷運 (métro de Paris)13 號線

Saint-Denis-Université 出口約 200 公尺，於該捷運站出口即有明顯清楚標示指引

前往新館之方向，步行約 3 至 5 分鐘即可抵達新館入口，交通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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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捷運出口處，指引國家檔案館新館之路標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2 前往新館路上之標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 進入新館館區路上之標示 

(來源：自行拍攝) 

該館建立在聖坦尼斯(Saint-Denis)心臟位置，選址考量除區位自然環境及周

圍基礎設施外，建築設計亦考量與區域融合特性、節能及對外服務便利性等條件，

展現國家檔案館拓展大巴黎地區第 3 個國家級檔案服務據點之雄心壯志。 

(二) 興建歷程 

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係於 2001 年由法國總統席哈克定案興建，並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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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宣布選址皮埃菲市，並公開甄選建築團隊，總計共有 96 組團隊參與初選，嗣

經 15 人評選團(皮埃菲市當地市府官員、文化部官員及相關學者專家等人員組成)，

評選出 5 組團隊，依循館方所提規劃方向，提出具體規劃設計方案，於 2005 年

評定由義大利籍建築師 Massimiliano Fuksas 得標，經規劃設計完成後，館方於

2008 年辦理施工廠商招標作業，期間經 3 次招標，前兩次均因投標廠商標價無

法進入底價而流標，嗣經館方與建築團隊討論調整(含刪減)工程施作項目，於

2009 年重新招標後，第 3 次由 Bouygues 營造公司得標，於 2012 年竣工，館方

於同年 5 月開始進行檔案及相關設備搬遷作業，於 2013 年 2 月 11 日正式啟用，

總計有近 300 名各領域之專業工作人員進駐。 

(三) 建築特色 

1. 整體空間 

新館建築體由前棟之地上 6 層(地下 1 層)附屬建築，以及後棟之地上 11 層

主體建築所組成，前棟 1 樓設有接待大廳、展覽廳、國際會議廳，2 樓以上為行

政辦公室及各類技術工作室等空間，前棟外牆以玻璃帷幕牆為主，使相關空間均

能明亮通透。後棟 1 樓設有檔案閱覽中心及大型圖庫 4 間，2 樓至 11 樓共有 220

間檔案庫房，地下室設置機械設備為主，後棟外牆採鋼筋混凝土壁體，惟閱覽空

間之外牆部分另以鏤空處理，使視覺上能有室內、外空間開闊穿透之感。前棟與

後棟連接方式，係依前棟各業務空間作業需要，於該樓層分別設置空橋連通至後

棟對應樓層。 

 
圖 3- 4 國家檔案館新館外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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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新館建築外觀造型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6 新館前棟與後棟連接空橋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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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新館大廳整體景觀 

(來源：自行拍攝) 

前棟與後棟建築間之周圍，以淺水池環繞並搭配建築立面菱形玻璃帷幕牆，

池面反射天空與新館建築倒影，呈現空間及時間無限延伸感，也反映出新館承接

過去歷史並銜接未來無限發展之意象。建築內部以白、紅、黑三個顏色為主色調，

三種顏色除靈活運用於標示識別系統及家具外，空間部分白色用於牆壁、天花，

紅色用於點綴裝飾及部分天花，黑色用於地板，使整體空間具有簡潔且一致性之

現代感。 

  
圖 3- 8 新館棟距間之水池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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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新館接待空間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10 新館字體風格一致之標示系統 

(來源：自行拍攝) 

館舍出入口分為一般民眾使用之接待大廳、員工使用之出入口及檔案卸載出

入口等 3 個位置，除符合消防安全法規外，主要係依功能區分，以確保人員管制

及檔案作業之安全。 

2. 動線管制 

館舍動線管制可分為一般民眾、館務人員及檔案等三部分，一般民眾由接待

大廳入口經保全人員檢查攜帶物品安全後進入，得於 1 樓公共開放空間包括展覽

廳、閱覽中心、公共休憩區及寄物櫃區等空間活動，另國際會議廳及檔案利用指

導室則個案依需求開放。館務人員由員工專用入口進入行政辦公空間，該入口設

有鑰匙櫃，內部放置各相關辦公室或工作室之鑰匙，員工需持個人身分識別磁卡

開啟該鑰匙櫃拿取後，再各自前往辦公室或工作室開鎖後進入辦公，下班時需依

序放回鑰匙後方能離開。檔案動線部分，各機關移轉進館之檔案，須由後棟一樓

檔案卸載專用入口進入，卸載區設有卸貨平台，以利檔案卸下，檔案入館後先置

於檔案暫存區，經點收無虞之檔案則透過專用通道運往檔案庫房，倘發現檔案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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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菌蟲害之情形，則暫置於隔離房。惟館內未設置除蟲菌設施，係由館方另委託

專業除蟲菌廠商處理之。已入庫保管之檔案，則視館務調案需要，由檔案管理人

員至架上提卷後，再透過庫區至前棟或後棟之專用通道，運送至技術工作或檔案

閱覽等指定地點，還卷時，亦同。各庫區包括庫房、檔案專用電梯及專用通道均

設有門禁及磁卡管制設備。 

  
圖 3- 11 新館一般民眾入口區(須經安全檢查)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12 新館入口大廳一景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13 新館員工入口(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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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4 新館辦公室鑰匙櫃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15 新館檔案卸載區外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16 新館檔案卸載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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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物基本資訊 

土地面積     ：43,960 平方公尺 

建築占地面積 ：13,500 平方公尺 

道路面積     ：10,500 平方公尺 

水池面積     ：4,000 平方公尺 

綠地面積     ：16,000 平方公尺 

保留地       ：5,335 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10,8136 平方公尺 

建物尺寸(後棟) 

  長度       ：162.8 公尺 

  高度       ：38.58 公尺 

建築尺寸(前棟) 

  長度       ：165 公尺 

  高度       ：21.31 公尺 

閱覽空間     ：325 個座位 

教育服務     ：140 名學生 

展示空間     ：400 平方公尺 

國際會議廳   ：289 座位，附有口譯室 

庫房數量及面積：220 間，44,000 平方公尺 

尚未使用之庫房：54 間 

表 1 國家檔案館新館空間面積基本資料表 

二、 檔案典藏空間 

(一) 庫區配置 

新館後棟除 1 樓部分空間作為檔案閱覽中心使用外，其餘空間悉數規劃為檔

案庫房，1 樓設有大尺寸圖庫 4 間，2 樓設檔案庫房 12 間，3 樓至 10 樓為標準

庫區型式每層設庫房 24 間，11 樓設庫房 16 間，合計 380 公里檔案長度之典藏

量，庫區平面配置方式為於該樓層中間設一長條走道(兼做為前室)，走道兩側分

別配置檔案庫房。新館興建過程因施工預算不足，經館方與建築師討論後，庫區

北側部分區域內部僅施作基礎工程，預留約 100 公里供未來使用。 

每間庫房皆依法國所訂標準為單一面積 200 平方公尺，走道與庫房間設有緩

衝空間，並使用具 2 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隔間牆使用空心磚具有 4 小時之防

火時效，除設置偵煙探測器外，全區使用高壓水霧式自動消防系統；庫房溫溼度

控制依季節調整，夏季時溫度 24℃，相對溼度 57%，冬季溫度 16℃，相對溼度

35%，庫房設有門禁管制及監視設備，另依法國法令規定，有 5 名消防人員常駐

館內，確保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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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架除一般裝訂或盒裝檔案所使用之型式外，另有大尺寸檔案圖櫃(架)，

提供大圖檔案攤平、盒裝或筒裝存放。檔案架外部封板面採用金屬沖孔板，以利

架上檔案保存環境透氣通風。 

 
圖 3- 17 新館庫區平面配置圖 

 (庫區左方灰底區域尚未裝修)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18 新館庫房入口緩衝空間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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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 新館檔案架封板(金屬沖孔板)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20 新館大圖收存抽屜及圖筒存放櫃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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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1 新館大尺寸檔案保存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二) 檔案保管 

館方於檔案搬遷前置作業時，即於各檔案卷盒外部貼上條碼，儲存檔號及架

位資訊，除方便於搬運過程清點作業外，亦有助後續檔案上架及清查工作，檔案

架各層擱板上，亦貼有對應之條碼，以利檔案架位管理。有關檔案自動化運輸設

備，館方考量檔案新舊型式不一，且尺寸規格差異大，故未規劃使用自動運輸系

統。 

 
圖 3- 22 新館檔案盒與檔案架條碼標籤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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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技術空間 

檔案技術空間可分為檔案數位複製工作室、檔案整理及容具製作室、檔案修

護室。技術空間配置及設備完善且專業，館內技術人員處理之檔案，均屬珍貴及

特殊館藏部分，如為一般檔案則委託外部專業廠商處理。檔案數位化工作由 2

名具攝影背景之技術人員辦理，主要負責大尺寸檔案數位翻拍(含後製)、照片數

位翻拍及大圖數位掃描等作業，該空間(部分挑高)設有大尺寸檔案數位翻拍攝影

設備、書本式及大圖掃描機(具 4 條 CCD，運用光影變化可使掃描影像具立體效

果)、照片翻拍攝影設備，另館方於頂樓適當位置架設攝影機，定時定位連續紀

錄及蒐集大巴黎地景變化資料，並剪輯成影片紀錄，提供展覽或應用於虛擬實境

之用(Accéder à la visite virtuelle 網站：

http://www.archives-nationales.culture.gouv.fr/visites-virtuelles/panoramique-plain

e-commune/index.html)。 

 
圖 3- 23 新館大圖數位翻拍工作室 

(面積約 60 平方公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24 新館照片翻拍工作室 

(面積約 24 平方公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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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5 書本式及大圖掃描工作室(面積約 25 平方公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26 新館檔案掃描機 

(來源：自行拍攝) 

檔案整理及容具製作工作由 2 名館員負責，該空間設置大型檔案容具製作設

備(含工作站)及檔案整理工具，特殊規格容具製作方式係透過工作站軟體，擇選

容具樣板圖(或可自行設計圖樣)輸入後，將無酸紙板置於容具製作機台上後，機

器自動裁切製作卷盒(亦含紙盒刻字功能)，完成後由人工組合，即完成符合檔案

尺寸之容具。如為大量製作標準化之容具，則委託外部廠商處理 

  
圖 3- 27 新館容具製作機台及容具完成圖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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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有 10 名檔案修護師(新館 5 名、巴黎分館 4 名、楓丹白露分館 1 名)，

負責檔案破損修護、水損檔案處理、書皮燙金修護、檔案裝幀裝訂、海報修護等

工作。 

 
圖 3- 28 新館檔案修護室一景 

(面積約 350 平方公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29 新館檔案修護室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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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0 新館修護用紙架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1 新館真空抽氣桌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2 新館抽氣櫃 

(來源：自行拍攝) 



 

22 

 
圖 3- 33 新館洗畫槽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4 新館海報修護作業及書皮燙金紋路烙印工作區 

(來源：自行拍攝) 

四、 應用服務 

機關檔案移轉前，館方會派員至機關商討確認檔案內容，以區分檔案開放年

限，原則分為全面開放、限制開放二大類，以利進館後檔案管理及應用無虞。 

檔案應用申請人未限制本國或外國人士，申請應用時可事先使用網路線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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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數量限制為 8 盒)，或直接至現場申請(數量限制為 5 盒)，入口配置警衛，使

用者憑卡進入閱覽空間，並依規定先行寄物，僅攜入允許攜帶之物品，如手機、

電腦、紙張、鉛筆等。 

應用一般檔案(全面開放者)現場即可調案提供使用，約需等待 30-40 分鐘，

每次領卷以一盒為原則，使用者除可閱覽、抄錄外，可自行免費拍攝檔案影像；

如屬未屆開放年限、限制應用之檔案，則須敘明理由另行提出申請，館方需較長

之審核時間，但一般而言不會拒絕提供，須指定座位區並僅提供閱覽、抄錄，不

提供複製，使用者也不得自行拍攝。限制應用之檔案座位設於櫃檯前方區域(原

則為前三排)，以利館員監控使用情形，檔案閱覽中心服務櫃檯館員座位區背後，

設有一面格狀插卡式木製牆面，放置全區閱覽座位標示牌及檔案領卷單，並以紅、

白顏色區別，紅色代表限制應用檔案，白色代表一般檔案，當日如有申請限制應

用之檔案者，則會於標示牌上註記，提醒館員注意。 

檔案閱覽中心除設有相關桌椅燈具等設備提供申請者使用外，桌面皆有編號，

桌面下方二桌交接處各搭配類似桌邊袖櫃之檔案推車，方便民眾至櫃檯調取、放

置及移動檔案。另設有視聽障礙專用之檔案閱覽室、小型研討室、研究小間等空

間，方便不同需求之申請者使用。現場也提供多層式高架梯凳，供民眾從高處拍

攝大尺寸檔案。 

閱覽中心入口內、外側設有多台電腦查詢檢索區，由於多數使用者會直接入

內檢索及查閱檔案，致外側使用率不高，館方正評估取消外側檢索區域，以擴大

內部應用空間。 

閱覽中心櫃檯後方設有極具規模之檔案應用準備作業及暫存空間，架櫃明確

標示及分類放置待應用檔案，同樣以紅、白色標示區分及放置限制應用檔案或一

般檔案。準備室設有專用通道及電梯，直接銜接檔案庫區及服務櫃檯，以方便檔

案運送作業。 

對於推廣民眾應用檔案部分，館方目前約有 40 多門檔案利用指導課程(包括

工作坊) ，提供 5 歲至大學生等不同年齡層及需求者使用，另有製作短片放置於

網路上，供有興趣之民眾或學生瀏覽學習。 

檔案展覽部分，考量空間規模及人潮，主要展覽仰賴位於巴黎市中心的歷史

檔案中心，新館館內展覽廳面積約400平方公尺，設於前棟一樓鄰近入口大廳處，

館方每年安排 3-4 場特展，目前展出歐洲足球盃相關檔案及文物(包括不同時代

使用之足球樣式、球衣、海報、球場模型等)，檔案原件及複製品皆有，並搭配

影音多媒體設備展出方式，吸引民眾進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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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5 新館閱覽證申請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6 新館前棟寄物櫃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7 新館檔案閱覽中心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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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8 新館外側檔案檢索區(玻璃後方)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39 新館檔案閱覽服務櫃檯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40 新館閱覽桌面編號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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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1 新館民眾使用之檔案推車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42 新館視聽障礙閱覽室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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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3 新館翻拍大尺寸的高架梯凳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44 新館全區閱覽座位標示牌(紅白區分)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45 新館檔案應用準備工作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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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6 新館檔案應用準備及暫存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47 新館展示廳入口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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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8 新館檔案展之歐洲足球盃檔案文物展介紹面板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49 新館檔案展之藝術品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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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0 新館檔案展之背板搭配展櫃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51 新館檔案展之展件展櫃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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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2 新館檔案展之球衣及球鞋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53 新館檔案展之足球賽歷史影音檔案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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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4 新館檔案展之海報及文物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55 新館檔案展之獎盃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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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6 新館檔案展之足球型式演進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57 新館檔案展之足球場模型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五、 附屬服務 

新館設置國際會議廳共有 289 個座位(含 7 個無障礙座位)，並設有同步口譯

室，提供舉辦國際研討會議及相關典禮使用。另館方表示新館亦設有教室、工作

室及工作坊等空間，可供教育推廣及教學活動使用(本次參訪未及參觀)。公共區

域設置休憩飲食區，提供來訪民眾簡易飲食及休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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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8 新館國際會議廳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59 新館之飲食及內、外休憩區(輕食販賣部)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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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法國歷史檔案中心 

一、 館舍介紹 

歷史檔案中心為法國國家檔案館原址，座落於巴黎瑪黑區(Marais)，占地約

3 公頃，檔案典藏長度約 80 公里。法國國家檔案館成立時，設置於館區內之「蘇

比茲宮」，原屬於蘇比茲家族所有，法國大革命後於 1808 年由國家出資向該家族

購買，惟該房舍環境條件不利檔案典藏且存放空間不足，館方爰陸續購買周邊土

地及房舍，逐步拓建國家檔案館園區。1920 年第 1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鄰近館

區之皇家印製廠搬遷至他地，該廠舍移撥檔案館使用。館方於 1950 年收購附近

土地並興建現代化建築，做為行政辦公場所之用，又於 1988 年興建完成「國家

檔案館接待與研究中心」 (le Centre a’Accueil et de Recherch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CARAN)(以下稱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及研究中心)，提供民眾申請閱覽

檔案及進行相關研究使用，並同時於各棟獨立建築地下打通，建置通道串聯各棟

建築，以利檔案安全運輸，減低檔案遭運離館舍之機會。 

 
圖 3- 60 歷史檔案中心外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61 歷史檔案中心館區模型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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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歷史檔案中心因設置年代已非常久遠，該館區周圍其中一條道路即命名

為「檔案大道」(Rue des Archives)，街道上不少商店亦以「Archives」做為店名，

有別於巴黎其他地方，該區充滿著獨特的檔案氣息，也成為國家檔案館型塑該地

區文化之案例。 

 

  
圖 3- 62「Archives」為店名之商店 

(來源：自行拍攝) 

二、 典藏特色 

為配合國家檔案館新館搬遷時程，館方表示近 10 年主要工作係進行相關檔

案整理及裝箱作業，歷史檔案中心目前主要保存法國皇室、大革命前中央政府、

國民議會等機關，包括憲法、行政與立法檔案、國璽、錢幣鑄模等重要歷史檔案

及文物。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典藏場所，係依時代演進陸續建置而成。1830 年至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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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建造之庫房，其特色係採雙層牆、內部無冷暖氣空調設施、設有採光窗，以

及使用木製檔案架櫃。雙層牆主要目的係為阻絕外氣進入，防止庫房內部溫溼度

變化過大，影響檔案保存；而無空調設施之設置，主要因該年代暖氣來源為炭火，

為避免庫房環境過於乾燥及消防安全考量，故當時檔案管理人員堅持不設置暖氣

系統；另 19 世紀時尚無照明系統，為避免人員於庫房內使用火把、蠟燭等照明

工具不慎釀災，降低災害發生機會，故庫房設置採光窗戶，提供自然光源以利檔

案檢調及整理作業之需，20 世紀已裝設現代化照明設施，近年來館方業注意到

自然光源可能損害檔案之議題，並加強進行相關防護措施。而木製檔案架櫃部分，

據館方人員表示木質架櫃對於該庫房之環境溫溼度控制，具有顯著之效，該館曾

於庫房部分區域換置金屬架櫃，惟庫房牆面即出現明顯潮溼，環境溼度大幅提高，

故又換回木製架櫃，至今該庫房雖仍無空調設施，惟相關檔案保存狀況均無不良

之情形發生。消防安全部分，庫區設有偵煙探測器及手提滅火器，搭配消防人員

24 小時駐館待命，可隨時處理緊急事件。館方另於 1950 年興建 10 層樓之檔案

庫房，為提升檔案存放量，每層樓高度約 2 公尺，均設有空調設備，並設置特製

之旋轉式檔案架，但使用上面臨多數檔案尺寸大小不一，檔案上架及排架不易之

困難，本區多數檔案已搬遷至新館，館方現正規劃重新整修。 

  
圖 3- 63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庫房實景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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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4 歷史檔案中心之廣播設備及水霧式手提滅火設備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65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庫房內運輸電梯 

(來源：自行拍攝) 

館方表示，19 世紀規劃設計該棟檔案庫房時，該室內空間係以可提供民眾

參觀為考量，故庫房內部包括檔案架櫃、走道配設、人員動線、檔案排架方式等，

均經縝密思考規劃，營造館藏區壯闊足以保存國家珍貴歷史價值檔案文物之震撼

感，歷經 200 年後，國家檔案經過不同朝代歷史堆疊之下，該庫房在視覺感官上，

讓 21 世紀參觀者猶如走入歷史迴廊，穿越時空，也能感受法國漫長悠久之歷史，

以及能繼續帶領人民前進未來之希望。但檔案庫房屬於限制參觀區域，需有特殊

需求或特別活動，方對外提供參觀，館方展覽部門目前初步構想於庫房入口區位，

運用一些空的檔案卷夾、盒，陳列於檔案架上，並適當將該區與庫房內部進行區

隔，開放民眾參觀，惟該構想典藏部門仍有安全疑慮，尚未取得共識，該方案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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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協調。 

   
圖 3- 66 歷史檔案中心之大廳通往庫房入口及庫房一景 

(來源：自行拍攝) 

三、 檔案展示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展示區，可分為常設展、特展及建築文物展等三部分。

國家檔案館成立後，自 1867 年至今持續進行檔案展覽活動，提供民眾參觀。常

設展空間位於 1 樓，於 1988 年之前原為檔案閱覽中心使用，至接待與研究中心

竣工後，方改設為常設展區，無設置空調系統。館方人員表示，該館自 19 世紀

即有檔案展示活動，並多以原件展示為主，因檔案原件長期暴露於一般溫溼度環

境中，造成檔案原件之損害，殷鑑於此，現在所展示之檔案文件多為複製品，如

遇特殊情況需展出原件時，則採取適當縮短展期，加速更換展件頻率之方式處理，

或裝設具有微環境控制功能之展櫃，供原件放置保存展出。常設展內容，主要以

館藏重要檔案文物為主題，館方會持續挑選館藏重要文物，並製作其仿真複製品，

以利未來檔案展覽工作。常設展示空間原即設有外窗，館方考量該區景觀及通透

性，故未予封閉或特殊處理，但設有窗簾，特殊需要時可遮光使用。 

特展區位於 2 樓，周圍無設外窗，並有空調設施，溫溼度環境較佳，故展品

多為檔案原件，館方每年舉辦 3 至 4 場特展活動。此次特展主題為「旅行」，介

紹 19 世紀及 20 世紀，因考察、公務處理或其他種種原因之旅行，展出旅行事前

規劃、旅途中蒐集及所見所聞之資料，以及旅行結束後之心得感想。 

因歷史檔案中心所在地點為巴黎重要歷史古蹟，館方特別運用蘇比茲宮原有

建築形式及壁體畫作，並就內部房舍進行整修仿製 19 世紀場景，以呈現當時富

麗堂皇之樣貌。另亦運用各個時代檔案管理人員所使用之辦公家具、檔案作業設

備、檔案架櫃，以及檔案保存卷盒容具等檔案相關用具，塑造實境展出，提供民



 

40 

眾參觀及體會檔案人員作業之情形。 

 
圖 3- 67 歷史檔案中心大廳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68 歷史檔案中心常設展-檔案卷軸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69 歷史檔案中心常設展-技術文件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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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0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保存裝具演進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71 歷史檔案中心之蘇比茲宮原貌複製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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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2 歷史檔案中心之特展區一景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73 歷史檔案中心之特展區展示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74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文物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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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5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容具及巴黎古地圖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76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人員辦公桌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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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7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搬運架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78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盒及調檔梯之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四、 應用服務 

歷史檔案中心於 1988 年興建完成其接待與研究中心，接待大廳位於 1 樓，

並設簡易展覽區及休憩空間，檔案閱覽中心設於 2 樓可容納約 200 多人，配置影

印機、微縮影閱讀機、翻拍架等設備，設有小型研討室提供團體使用，申請者可

利用電腦至目錄資訊系統查詢，館方亦仍放置舊式紙本閱覽目錄及工具書，提供

民眾查閱使用，亦有展示之效。館方人員表示，該中心於 1990 年代，申請閱覽

者人數非常多，甚至有需排隊等待入場之情形，惟因數位資訊時代來臨，部分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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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開放線上查閱，近年來訪人數有下降之趨勢，目前每日應用閱覽人數約 40 至

50 名。閱覽中心櫃檯後方設有檔案暫存及準備作業空間，檔案整理完成後放入

專用推車，由專用電梯運往地下檔案運送專用通道，地下室通道區並配有檔案運

輸車，該運輸車後方可將專用推車直接掛上後，搬運至檔案庫房。 

館方人員表示，從 1970 年代開始，國家檔案館會派駐人員至各部會工作，

協助檔案管理作業，並就該部會檔案進行初步分類，以瞭解機敏檔案之情形，依

法國相關法令規定，一般機關檔案至少須至 25 年以後才開放使用，不同類別之

檔案，開放年限各有不同；機關檔案未移轉之前，各機關須先將檔案目錄匯至檔

案目錄資訊系統，該系統由中央統一管理，而相關檔案目錄資訊未獲國家檔案館

核定之前，均不會對外進行公布。 

館區蘇比茲宮 1 樓設有檔案利用指導室，由該館教育部門接待不同年齡層(5

歲兒童至大學生)之學校團體。針對各年齡層之學生，館方會邀請具歷史專科背

景之老師設計課程，目前約有 40 多類工作坊，提供各級學校老師擇其需要參與，

館方會指派專業人員帶領相關課程活動。 

 
圖 3- 79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大廳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0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展覽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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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1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休憩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2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訪賓置物櫃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3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閱覽中心入口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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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4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閱覽中心一景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5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目錄查詢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6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暫存及準備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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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7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運輸專用電梯及推車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8 歷史檔案中心之接待與研究中心平面圖 

(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89 歷史檔案中心之檔案利用指導室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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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國羅納省檔案館 

壹、 機關介紹 

法國自 1790 年成立國家檔案館後，由中央政府統籌管理全國檔案業務，並

保管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檔案， 1796 年始由國家檔案館於各省行政區設置辦事處，

為法國省級檔案館之雛形，法國目前共有 95 座省級檔案館。羅納省檔案館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負責接收、整理及保存維護羅納省重要地方

發展檔案，並提供民眾檔案應用服務。館方於 1907 年至 1912 年計 5 年期間，利

用一座古老修道院進行翻修後，存放檔案。至 1980 年，該庫房已趨飽和，則另

覓一處廠房，翻修成為檔案館，並提供 23 公里之檔案長度存放量。但隨時代變

遷，該館仍面臨原有檔案典藏及服務空間嚴重不足之困境，爰於 2005 年 4 月 15

日核定羅納省檔案館新館興建案，地點位於里昂市 Part-Dieu 區，鄰近車站及商

業區，於 2014 年 9 月正式啟用，建設總經費為 4,600 萬歐元。新館興建過程將

近 10 年之中，檔案館人員亦同時辦理辦公廳舍及檔案整理與搬遷等規劃及執行

等相關作業，約有 60 名工作人員進駐辦公，營運經費皆來自政府，無營收壓力。 

法國羅納省檔案館典藏檔案最早為 861 年，現保存羅納省檔案、地圖、平面

圖、古籍與歷史悠久之圖書館期刊，以及私人文書等檔案。 

貳、 館舍介紹 

一、 館址區位 

羅納省檔案館館址位於里昂市 Part-Dieu 區，距離里昂 Part-Dieu 車站(高鐵、

火車、地鐵共站)出口約 600 公尺，步行約 10 至 15 分鐘即可抵達該館，館舍門

口前方亦設有輕軌捷運及公車停靠站，交通十分便捷。 

新館座落於進入里昂市的城市大道及高鐵鐵道之間，位於里昂市新興區域，

對比於市區舊城區，試圖將民眾目光由構築里昂市中心之古老建築群，循著道路

及鐵路延伸至 Part-Dieu 區，聚焦至這座新的檔案館建築上，創造出城市新生命

之象徵力量。 

二、 興建歷程 

羅納省檔案館係於 2006 年 3 月辦理新館興建之國際建築設計競賽，計有 72

個團隊參與，2008年由Bruno Dumetier建築師、Gautier+Conquet公司與 Séquences

公司所組成之團隊獲勝，旋即進行相關規劃設計，2011 年春季開工，2013 年底

竣工，並於 2014 年 9 月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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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特色 

(一) 外觀設計 

羅納省檔案館以檔案盒為概念，外觀由四個建築單元連結組成，其中三個單

元體為混凝土建築之大型立方體，三個單元體之間另以一個鋼構建築做為銜接及

造型使用。檔案館為除展現典藏檔案安全維護功能之效果外，亦有文化展示之意

涵。外部視覺由對街公園延伸，檔案館呈現 3 座巍峨金色卷盒之樣貌，顏色以金

色與黑色為主，建築由下而上分別是底層使用黑色花崗岩，建築主體中間部分採

用金色鋁銅合金鈑為外牆，建築上方冠部運用帷幕牆形成輕盈通透之視覺效果。 

 
圖 4- 1 羅納省檔案館整體外觀 

(來源：羅納省檔案館網站<http://archives.rhone.fr/?id=venir>) 

 
圖 4- 2 羅納省檔案館外觀近照 

(來源：自行拍攝) 

(二) 整體空間 

新館建築體為地上 9 層及地下 1 層之建物，1 樓(部分位置挑高)為對外服務

之接待大廳、展覽廳、會議廳與閱覽中心，以及檔案接收空間，2 樓為檔案利用

指導室及團體研討室，3 樓至 7 樓為檔案庫房區域，8 樓為辦公區域、技術工作

室、員工交誼廳及空調機房，9 樓為館長室及宿舍空間。新館之閱覽中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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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指導室及團體研討室等空間，均設有大面窗戶，並搭配外部垂直可調式遮陽

板，得適當採光及使空間極具通透感。檔案庫房區域，共有 51 間檔案庫房，並

於適當位置配置檔案整理室及實習工作室。本大樓高樓層為行政辦公區域，以玻

璃帷幕牆搭配外部垂直可調式遮陽板，適當位置設有陽台及小型空中庭園，使得

整體辦公環境明亮開闊，並有極佳之景觀視野。為利運送人員、檔案及相關物料，

大樓設有 2 部客梯及 4 部貨梯，提供運輸使用。 

 
圖 4- 3 羅納省檔案館建築剖面圖(大廳位置) 

(來源：館方提供) 

 
圖 4- 4 羅納省檔案館建築剖面圖(閱覽中心位置) 

 (來源：館方提供) 

 
圖 4- 5 羅納省檔案館 1 樓平面圖 

(來源：館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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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庫房層平面圖 

(來源：館方提供) 

 
圖 4- 7 羅納省檔案館 8 樓平面圖 

(來源：館方提供) 

 
圖 4- 8 羅納省檔案館外部垂直可調式遮陽板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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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線設計 

館舍安全管制動線係主要依空間功能，以垂直樓層進行區隔管制，可分為一

般民眾、館務人員及檔案等三部分。一般民眾及館務人員均由館舍入口進入，一

般民眾得於 1 樓公共開放空間包括展覽廳、閱覽中心及公共休憩區等空間活動，

另會議廳、檔案利用指導室及團體研討室等空間，則個案依需求開放。館務人員

由員工電梯，使用識別證啟動電梯，進入辦公區域。檔案動線部分，館方於大樓

規劃設計時，已就檔案入館、入庫及檢調應用之電梯及相關作業樓層及區位配置，

進行完整區隔並設置門禁管制系統，使檔案於館內運送移動時，均能限制於指定

路線區域範圍。機關移轉進館之檔案，檔案運送車輛須由大樓側邊之專用入口入

館，車輛可停放於室內專用卸載區，以利檔案卸載作業。檔案入館後先置於檔案

點收暫存區，經確認無誤之檔案，則使用檔案專用電梯運往檔案庫房，檔案如發

現有菌蟲害之情形，則暫置於隔離室。大樓內無相關除蟲菌之設施，故由館方另

委託專業廠商進行除蟲菌處理作業。已入庫保管之檔案，則視館務調案需要，由

檔案管理人員至架上提卷後，再透過庫區之檔案專用電梯，運送至指定地點，還

卷時，亦同。各區域包括庫房、檔案專用電梯及出入口均設有門禁及磁卡管制設

備。 

  
圖 4- 9 羅納省檔案館入口及接待大廳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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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運送車輛出入口(內外側)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11 羅納省檔案館館舍動線示意圖 

(來源：館方提供) 

四、 建築物基本資訊 

土地面積 36,000 平方公尺 

 土地為政府公有，國家檔案局以 1 歐元象徵收取 

公共接待處 1,335  平方公尺 



 

55 

 接待大廳+展覽空間   245 平方公尺 

 教育中心+團體接待   136 平方公尺 

 閱覽中心+目錄查詢區   740 平方公尺 

 會議廳+置物櫃   182 平方公尺 

行政空間 1,515 平方公尺 

 辦公室   1,029 平方公尺 

 公共空間(討論、休息)   486 平方公尺 

檔案作業空間 1,314 平方公尺 

 接收區   90 平方公尺 

 銷毀區   50 平方公尺 

 隔離區   30 平方公尺 

 整理區   392 平方公尺 

 實習培訓區   108 平方公尺 

 數位化/微縮   100 平方公尺 

 備品存放區   200 平方公尺 

 養護區(維修、保養)   125 平方公尺 

庫房區 9,787 平方公尺 

宿舍區 270 平方公尺 

  館長室   145 平方公尺 

  檔案管理員室   85 平方公尺 

  客房   29 平方公尺 

總使用面積 14,221 平方公尺 

樓地板總面積 22,354 平方公尺 

表 2 羅納省檔案館空間面積基本資料表 

參、 檔案典藏與維護 

一、 檔案庫區 

新館檔案庫區設於大樓中段樓層位置，庫區空間配置以每層設置庫房 9間(每

間面積 200 平方公尺)，並設置檔案整理室及 2 間實習工作室為原則，另預留多

媒體檔案庫房 1 間，因目前尚無多媒體檔案，該庫房僅保留空間，尚未進行內裝

及設置檔案架櫃等多媒體保存設施，庫區共有 51 間庫房。館方表示，新館檔案

典藏量規劃之初，係以可容納 30 年之檔案移轉量進行設計，新館完成後總計可

提供 71 公里檔案長度，目前已存放約 35 公里之檔案長度，另有 7 公里檔案長度，

保存於外部典藏場所，館藏量累計達 42 公里。 

檔案庫房溫溼度控制依季節調整，夏季時溫度 24℃，相對溼度 60%，冬季

溫度 16℃，相對溼度 40%。為利溫溼度環境控制，外牆採雙層設計，第 1 層為

鋁銅合金金屬鈑，第 2 層為 70 公分混凝土牆，利用兩道牆間之中空夾層，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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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溫溼度功能外，並可輸送空調系統所產生之空氣至庫房，藉此減少庫房牆壁

與樓板穿孔配設空調管線，該空調設備亦採用節能技術，其換氣系統能有效減少

新鮮空氣再加熱之過程，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安全維護部分，庫房設有門禁管

制及監視設備。消防設施部分設有偵煙探測器，搭配手提式滅火器，雖無全區自

動滅火系統，惟因有消防人員常駐館內，得隨時處理緊急狀況。因應庫房主要使

用 6 層密集式檔案架，其樓地板設計載重為每平方公尺 1,300 公斤。 

各庫房無論是否使用密集式檔案架，均已預埋軌道以供日後使用。檔案架除

一般裝訂或盒裝檔案所使用之型式外，並設大尺寸檔案架，提供大型檔案平放。

檔案架外部封板面採用金屬沖孔板，以利架上檔案保存環境透氣通風，並於適當

位置設置收納式平台，提供臨時放置檔案及相關作業之用。 

  
圖 4- 12 羅納省檔案館庫區走道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13 羅納省檔案館庫房及檔案架附收納式平台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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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羅納省檔案館庫房預留軌道及檔案架外部封板金屬沖孔面板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15 羅納省檔案館庫房手提滅火器、聯絡電話及防火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16 羅納省檔案館兩道牆間之中空夾層及走道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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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羅納省檔案館多媒體檔案庫房 

(來源：自行拍攝) 

二、 檔案整理保存 

館方表示，檔案移轉前會請相關機關進行檔案整理，並製作移轉檔案之檔號、

案名、年代等基本資料，並匯入系統中。檔案經移轉入館後，館方僅需製作該筆

檔案對應之登錄號碼，製作標示該號碼之識別標籤，黏貼於檔案容具上方，未另

進行該檔案內容編排描述作業。 

檔案管理人員定期檢視檔案保存情形，如發現檔案卷盒有破損之狀況，則將

檔案移至整理室，進行容具換裝作業；另如經判斷有重複或內容未具歷史價值之

檔案，館方將循程序辦理銷毀作業。 

  
圖 4- 18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整理方式介紹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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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 羅納省檔案館待銷毀檔案暫存室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20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整理室外部及內部遮光設備 

(來源：自行拍攝) 

三、 檔案修護 

檔案技術空間可分為檔案修護室及檔案數位化作業室，均位於 8 樓。檔案修

護室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設置檔案修護桌、洗畫槽、工作檯，及修護工具等設

備。館內有 2 名檔案修護師，負責檔案破損修護、檔案裝訂、大尺寸檔案修護等

工作。大尺寸檔案修護完成後，放置於保存檔案專用之透明塑膠袋封裝後保存。

本次參訪館方未及安排參觀檔案數位化作業情形。 

  
圖 4- 21 羅納省檔案館修護室 1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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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 羅納省檔案館修護室 2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23 羅納省檔案館大尺寸檔案保存方式 

(來源：自行拍攝) 

肆、 檔案應用服務 

一、 檔案應用 

檔案閱覽中心設置於 1 樓，民眾須憑感應卡進入閱覽區。入口處前方設有置

物櫃，提供寄存個人物品，另館方於置物櫃內預先放置透明提袋 1 個，民眾可將

允許攜入之物品如手機、電腦、紙張、鉛筆等置入提袋內後，再進入閱覽中心。 

閱覽中心面積為 600 平方公尺，可容納約 150 人，除有一般閱覽桌(配有電

腦)外，亦設有大尺寸檔案閱覽桌、微縮影閱讀機、翻拍架等設備，並提供視障

者專用座位 2 個，申請者可利用電腦至目錄資訊系統查詢相關資料。閱覽中心提

供楔形海綿支撐墊，方便檔案應用者翻閱厚度較厚之精裝檔案時，可放置於檔案

下方支撐，同時保護檔案避免受損，亦可防止翻閱噪音。 

目前已運用網路提供免費線上閱覽檔案；館藏檔案中約有 45%屬於全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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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其他 55%為限制應用，但目錄仍會開放查詢，當有應用需求時，羅納省檔

案館會徵詢國家檔案館或局之意見。館員使用之資訊系統可清楚呈現所有閱覽中、

調案中、待調檔案等完整資訊。 

閱覽中心櫃檯後方設有檔案應用準備作業及檔案暫存空間，該空間直接與檔

案庫房專用電梯連結，便於檔案運送。 

  
圖 4- 24 羅納省檔案館閱覽中心入口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25 羅納省檔案館置物櫃及內附置物袋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26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閱覽中心 

(來源：自行拍攝) 



 

62 

  
圖 4- 27 羅納省檔案館大圖閱覽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28 羅納省檔案館特殊媒體檔案閱覽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29 羅納省檔案館閱覽中心楔形海綿支撐墊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30 閱覽中心服務櫃檯後方連接準備作業及檔案暫存空間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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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1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應用準備作業及檔案暫存空間 

(來源：自行拍攝) 

二、 展覽 

檔案展覽部分，展區位於檔案館接待大廳側邊之開放空間，規模不大，目前

展出消防安全相關檔案及文物，搭配面板文字說明及展示各時期消防人員穿著面

罩及衣物之樣式，供民眾參觀。館方每年規劃 4 次特展，每次展出約 3 個月，2

次由館方策展，2 次提供外界到館辦理展覽。館方表示刻正規劃展出館藏珍貴檔

案，包括中古世紀羊皮紙檔案、封建時期檔案(附蜜蠟封印)及相關建築圖說等資

料，目前由館務人員進行相關整理、修護及數位化工作。 

 
圖 4- 32 羅納省檔案館消防安全檔案展覽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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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3 羅納省檔案館介紹規劃展覽封印蜜蠟檔案整理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34 羅納省檔案館規劃展覽介紹羊皮紙檔案整理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35 羅納省檔案館規劃展覽檔案整理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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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6 羅納省檔案館規劃展覽書圖類檔案整理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伍、 附屬空間 

省檔案館設置會議廳(面積為 140 平方公尺，120 個座位)，提供舉辦研討會

議及相關典禮使用。另設有檔案利用指導室(面積為 82 平方公尺，30 個座位)，

可供教育推廣及教學活動使用。接待大廳公共區域，設置沙發座椅及飲水設施，

提供來訪民眾休憩使用；空調機房設於8樓，設有空調系統及化學除溼機等設備，

運用風管將空氣透過雙牆夾層空間，輸送至各樓層，館方人員表示，空調系統引

入 10%外氣，其他 90%由系統進行溫、溼度控制處理後，將空氣引至各庫房空間。 

另館長極為自豪新館在興建時即規劃設置員工交誼廳，其空間明亮寬敞，備

有冰箱、微波爐、電磁爐、咖啡機、飲水機等新穎完善設施，並設有陽台，是員

工用餐、交流、休息之絕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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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7 羅納省檔案館會議廳 

(來源：羅納省檔案館網站 http://archives.rhone.fr/?id=8) 

 
圖 4- 38 羅納省檔案館接待大廳公共區域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39 羅納省檔案館檔案利用指導室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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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0 羅納省檔案館員工交誼廳(8 樓) 

 (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41 羅納省檔案館空調機房(8 樓)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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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國里昂市立檔案館 

壹、 機關介紹 

法國里昂市立檔案館(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屬於法國檔案館組織架構

第四層之市鎮檔案館。里昂市立館可溯源自 17 世紀，1651 年市政廳興建完成後，

將檔案典藏於該廳內一處拱型庫房。法國大革命後，1852 年新政府調整組織架

構，市級單位併入省級單位，原里昂市立檔案館即失去原有之獨立性，惟 1890

年後市立檔案館又重新恢復為獨立單位，相關檔案存放於市政廳閣樓空間。1934

年，館方將 1789 年以前之檔案移出市政廳，遷至典藏環境較佳之 Saint-Jean 教

堂，直至 1974 年再將市政廳大部分之檔案搬遷至 Saint-Jean 教堂，其餘檔案暫

存於里昂市立圖書館，里昂市檔案仍處於分散保存之情況。1998 年 1 月 19 日由

市議會定案運用既有 1905 年所設里昂市郵政中心之歷史建築，翻修做為里昂市

立檔案館，以利檔案集中保管，並期能保存里昂遺產及傳播文化資產，提供市民

更佳之服務。2001 年完成第一階段歷史建築之翻修工程，續於 2005 年完成第二

階段入口大廳及側邊房舍新建工程，建設總經費為 1,700 萬歐元。該館組織設有

行政單位、檔案分類整理單位、閱覽單位、展覽單位、維運單位及攝影單位等 6

個部門，計有約 40 名工作人員。 

里昂市立檔案館之二項主要任務，其一為接待大眾，提供檔案應用服務，其

二為廣泛蒐集里昂城市檔案，妥適整理及典藏。該館以保存里昂城市記憶為使命，

除典藏市政檔案等公共紀錄外，亦廣泛蒐集私人、家庭、企業、建築師、藝術家、

攝影師等檔案，以豐富充實里昂之歷史資料來源。目前保存自 13 世紀後期檔案，

檔案典藏長度約 17 公里，典藏 10 萬餘張照片、1 萬 2 千餘張明信片、4 萬餘張

海報、10 萬餘幅地圖和平面圖、建築模型等資料。 

貳、 館舍介紹 

一、 館舍區位 

里昂市立檔案館館址位於里昂市第 1 區，距離 Lyon-Perrache 車站(高鐵、火

車共站)出口約 100 公尺，步行約 1 至 2 分鐘即可抵達，極具交通便利性。館方

表示，館址恰位於里昂市隆河及索恩河之匯流點，具發生水災之風險，惟考量地

點鄰近車站，十分有利於檔案行銷及應用推廣工作，增加檔案館之能見度，故經

評估後仍將館址選定於現今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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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里昂市立檔案館鄰近車站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該館位於里昂市新舊城區之交匯點，象徵這座城市過去與現在之歷史由檔案

館予以連結，這處保有超過 8 個世紀里昂記憶的地方，將引領里昂市邁向更好的

未來。 

二、 翻修過程 

里昂市立檔案館於 1999 年開始著手進行第 1 階段原郵政中心之翻修工程，

歷經 2 年之規劃設計及施工作業，2001 年 6 月進行搬遷及進駐工作，並於 2001

年 10 月正式啟用，該建築維持 20 世紀初之立面外觀，保留原來中庭之型式並改

裝成為展覽空間，2 樓空間做為檔案閱覽中心，地下室為檔案庫房使用。館方於

2003 年續進行第 2 階段整修工程，本階段除新建房舍外，另將部分舊建築牆面

拆除，以鋼構玻璃帷幕之方式，新設現代化大廳入口，並於 2005 年 5 月 18 日正

式啟用。 

三、 建築特色 

(一) 建築外觀 

里昂市立檔案館經第1階段翻修歷史建築及第2階段增設現代化門廳及新建

工程，整體呈現以入口大廳之現代玻璃帷幕建築意象，銜接具歷史風華之老建築

樣貌，以呼應檔案館期能運用現代化檔案管理方式及相關設備，妥適保存里昂歷

史文化資產之企圖心。 



 

70 

 
圖 5- 2 里昂市立檔案館模型圖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3 里昂市立檔案館外觀 

(來源：自行拍攝) 

(二) 整體空間 

檔案館歷史建築部分為地上 2 層(1 樓部分隔為夾層)及地下層，新建建築高

度與相鄰之歷史建築一致，為地上 5 層及地下層之建物。歷史建築部分，館方盡

量保持建物原貌，並依檔案管理及作業需求適當規劃，1 樓以對外服務空間及檔

案接收作業為主，並分設不同出入口，以利管制工作；1 樓對外服務部分設有接

待大廳、展覽廳、會議室、檔案利用指導室，另設有檔案接收區，1 樓部分區域

隔成夾層，夾層做為行政辦公室，2 樓為閱覽中心及檔案修護室；新建建築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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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要作為檔案庫房使用。 

 
圖 5- 4 里昂市立檔案館建築正面剖面圖 

(來源：里昂市立檔案館網站< 

http://www.archives-lyon.fr/static/archives/contenu/flash/visite.html >) 

 
圖 5- 5 里昂市立檔案館建築側面剖面圖 

(來源：里昂市立檔案館網站< 

http://www.archives-lyon.fr/static/archives/contenu/flash/visite.html >) 

(三) 管制方式 

檔案館安全管制方式，係以對外服務空間、館務行政空間及檔案運輸與存放

空間，進行不同方式之門禁管制。一般民眾由進入大廳後，得自由參觀展廳，另

經申請辦證後，可進入檔案閱覽中心。對外服務以外之空間，均設門禁及磁卡管

制系統，館務人員須使用識別證，進入相關行政管制區域。機關移轉之檔案，檔

案運送車輛另由專用入口行駛入館，並停放於專用卸載區，將檔案搬運至檔案點

收暫存室後，經館方檢視無虞之檔案，使用檔案專用通道及電梯，運至檔案庫房

存放；館內無設置除蟲菌設施，如發現檔案有除蟲菌之需，先將受損檔案存放於

隔離室後，再另委託專業廠商處理；已入庫保管之檔案，調還卷作業均透由專用

電梯及動線，將檔案運送至指定地點，檔案運輸動線所經過之各區域，其出入口

均設有門禁及磁卡管制設備，以維護檔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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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里昂市立檔案館民眾及人員入口大廳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7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運輸車輛入口位置 

(來源：里昂市立檔案館網站

<http://www.archives-lyon.fr/archives/sections/fr/entete/service_des_archives1334
/lequipe_des_archive2404>) 

 
圖 5- 8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卸載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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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物基本資訊 

 庫房空間(提供 21 公里檔案長度)   2,470 平方公尺 

 公眾服務空間   1,480 平方公尺 

 辦公空間   660 平方公尺 

 檔案接收及整理作業區   950 平方公尺 

 技術空間   1,230 平方公尺 

 宿舍空間   300 平方公尺 

樓地板總面積 8,240 平方公尺 

表 3 里昂市立檔案館空間面積基本資料表 

參、 檔案保存維護 

一、 檔案庫區 

檔案庫區位於新建建築及地下室，館方表示該區雖為洪泛區域，惟近 15 年

來未曾發生水災之情形，地下室並採取防水之措施，館舍亦有消防人員及檔案管

理人員常駐待命，可隨時處理緊急狀況。 

檔案庫區總典藏容量約有 21 公里之檔案長度，現已典藏約 14 公里。庫區具

空調設施，以利進行溫溼度環境控制。庫房內設有密集式檔案架存放一般型式之

檔案，該館蒐集許多里昂重要工程建設之模型及相關建築圖說資料，故設有放置

大型文物及建築模型使用之固定式檔案架。另館內亦存有古代里昂檔案資料，除

尺寸巨大之外，其裝訂方式屬里昂獨有，非常具特色。 

 
圖 5- 9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庫房入口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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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 里昂市立檔案館大圖保存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11 里昂市立檔案館模型保存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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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2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保存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二、 檔案保存 

館方表示為充實館藏，妥適保存里昂城市之記憶，里昂市立檔案館廣泛蒐集

具歷史價值之城市檔案，包括大型公共建設模型、工程圖說，並接受私人公司或

個人檔案之捐贈，館內設有整理私人公司或個人檔案之專屬空間，以利檔案揀選

工作之進行。檔案多數維持原使用之檔案容具，如發現檔案封皮或容具有嚴重損

壞之情形，會先以無酸紙或檔案專用塑膠袋包裝保存；如發現檔案有重複或內容

未具歷史價值之情形，館方則將循程序辦理銷毀作業。 

  
圖 5- 13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特殊裝訂形式介紹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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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4 里昂市立檔案館私人公司及個人檔案揀選及整理區域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15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整理及容具換裝區域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16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人員工作服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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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修護 

檔案修護工作主要包括檔案裝訂、檔案修裱及檔案裝幀等項目。館方表示，

因待修護檔案數量龐大，修護人員優先進行將展覽檔案之修護，每日修護之量能

係視該批檔案損壞情形而定，館方未規定檔案修護人員每日需修護之數量。修護

室設置修護桌、洗畫槽、重壓機、電動裁紙刀、晾架、抽排氣機等修護相關設備。 

  
圖 5- 17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修護室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18 里昂市立檔案館大型裁刀及修護相關設備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19 里昂市立檔案館壓平機及檔案修護作業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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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 里昂市立檔案館修護室歷史照片介紹及待修檔案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肆、 檔案應用服務 

一、 檔案應用 

里昂市立檔案館 1 樓設有置物櫃及休憩等候空間，提供檔案應用申請者放置

個人物品及休息飲食使用。檔案閱覽中心設於 2 樓可容納約 70 多人，配置檔案

閱覽桌椅、大尺寸檔案閱覽區、影印機、微縮影閱讀機、翻拍架等設備，並設有

小型研討室提供團體使用。檔案應用申請者可於目錄檢索區，利用電腦目錄資訊

系統查詢，現場申請即可應用，每人每日最多可調閱 10 盒檔案，館方亦將每日

定時調檔時間公布於服務櫃檯後方背板，提供民眾參考。有關個人資料檔案之管

理及調閱方式，館方以由里昂市政府移轉之死亡證明書(生與死均在里昂之市民，

內含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父母、婚姻狀況、死亡日期等資訊)為例，說明

該類檔案 2008 年以前原規定於 100 年後予以開放應用，之後更改為 75 年後即全

部開放。館方表示，2001 年啟用館舍時，到館使用檔案之民眾非常踴躍，近年

因政府將戶政資料開放至網路查詢，故進館閱覽檔案人數驟減，館方現正考量重

新規劃調整檔案閱覽中心面積規模，以發展其他用途之可行性。 

  
圖 5- 21 里昂市立檔案館置物櫃及休憩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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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2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閱覽中心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23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閱覽中心櫃檯及調檔時間表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24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閱覽準備及檔案暫存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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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5 里昂市立檔案館個人檔案資料介紹及小型研討室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26 里昂市立檔案館翻拍架及微縮影閱讀設備 

(自行來源) 

二、 檔案展覽 

里昂市立檔案館之展示區，分為帷幕大廳展區及中庭展廳等兩個區域。帷幕

大廳展區因無設置空調設施，溫溼度控制不易，故以面板及檔案複製品展示為原

則。館方每年規劃 2 至 5 場之展覽，目前帷幕大廳展區展出里昂漫畫家眼中看檔

案館之主題，由館方付費邀請 2 位里昂市著名之漫畫家，帶領其參觀檔案館設施

及檔案作業流程後，由 2 位漫畫家詮釋對於檔案館及檔案管理作業之印象、想法

及概念，分依個人所觀察之角度及風格繪製展出。中庭展廳(面積約 300 平方公

尺)展示里昂地區具特色之建築檔案，除以看板介紹外，並以投影方式展出。館

方表示每年約有 7 千至 8 千之參觀人次，另配合 9 月中旬法國國家文物節，會配

合舉辦相關展覽及活動，以吸引民眾入館參觀。檔案展覽部分，館方亦於適當空

間，例如大廳入口處，展示 1 片曾經使用之檔案庫房門片，以及廊道旁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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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市古街道地圖，以不同之型式，提供參觀者欣賞一些具里昂歷史意義之館

藏。 

  
圖 5- 27 里昂市立檔案館帷幕大廳展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28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館意象漫畫展 1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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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9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館意象漫畫展 2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30 里昂市立檔案館里昂建築檔案展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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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1 里昂市立檔案館里昂建築檔案展投影介紹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32 里昂市立檔案館古門片及古地圖展示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三、 檔案利用指導 

里昂市立檔案館 1 樓設有檔案利用指導室，館方每年會配合各級學校開學時

間，廣發檔案館年度展覽資訊及相關活動訊息，各級學校之老師如有興趣，會主

動與館方聯繫，館方將配合指派相關人員帶領參訪及指導學生如何使用檔案之活

動，利用指導室內亦設有繪畫工具，提供小學生於參訪結束後，可繪製對於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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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留下之感覺及心得。館方表示，來訪學生以小學中高年級與中學生居多，檔

案館每年約接待 3000 名學生。另館方表示，平均每月會舉辦 2 次演講活動，地

點位於館內大型研討室，提供有興趣之民眾參與。 

  
圖 5- 33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利用指導室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34 里昂市立檔案館檔案利用指導室繪圖工作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35 里昂市立檔案館大型研討室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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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 

壹、 機構介紹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 (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創立於 1821 年，由當時法國國王路易

十八頒布命令正式成立，是世界上最早為培育

檔案管理專業人才而設之高等教育機構，原設

於巴黎國家檔案館內，1830 年曾改隸皇家圖

書館，於 1846 年學院改組後，成為專門研究

歷史學科學院，並於 1897 年再改隸法國國家

檔案局管轄，遷校於巴黎索邦大學校區。法國

國立文獻學院現隸屬於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

部管理，於2014年10月遷至黎塞留街之現址，

主要任務為培養檔案館與、圖書館與博物館所

需之人才，並與綜合大學及相關國際學院發展

合作關係，其課程內容包括古文書學、古文字

學、考古學、目錄學、檔案學、經濟史、地理

學及外語等。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目前共有 150 名學生，15 名專任教師，25 名部門主管，6

名負責學務及教育事務之工作人員，以及學院圖書館部分有 25 名人員，屬於小

型之專業高等教育機構。 

貳、 人才訓練機制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承襲 19 世紀設立之宗旨，為使國家重要歷史典章文獻得

由專業人員進行整理及解讀文字內容，以妥適保存流傳後世，因此以國家之力，

設立專門培育最頂尖人才之教育機構，以每年招收 20 名公費生，學位完成後並

獲頒「archiviste paléographe」(檔案與古文字學家)文憑，為法國國家典章文獻典

藏機構包括國家各級檔案館、圖書館與博物館等，培養主管階級人才。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最與眾不同之處即為公費生部分，其申請入學程序，係由

申請人通過法國高中會考後，先進入「 classes préparatoires」(高等學校預備班)，

課程以法國歷史及拉丁文，為期 2 至 3 年準備後，再參加入學考試，考試內容涵

蓋法國中古世紀與現代歷史，以及語文(包括拉丁文)等範圍。法國學生錄取後，

即具準公務員身分，除免學費外，由國家支薪，並被賦予自入學起需服 10 年公

職之義務，而外國學生部分就僅限於文憑取得部分，不具準公務員身分。學位課

程時間，共計為 3 年 9 個月，課程安排重點如下： 

圖 6- 1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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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年：提供通識教育及基礎課程，學生可依興趣擇選研究論文之方向，研

究主題大致可分下列三項： 

(一) 美術館與博物館考古學。 

(二) 圖書館書籍文獻歷史及典藏保存歷史。 

(三) 檔案館學及古代與現代檔案學。 

二、第二年：選修專業科目，以及國內實習課程。學院負責與全法國各檔案館及

圖書館機構聯繫並調查實習生名額，提供學生填報實習地點志願選項，經整

合後，安排學生進行 4 至 5 個月實習。實習過程，學生接受實習機關之指導，

可由實務作業中，瞭解工作環境及探索工作意涵，以啟發後續學習及進行研

究之靈感及想法。 

三、第三年：除選修專業科目外，開始進行主題研究及論文撰寫。 

四、第四年：除須完成主題研究及論文撰寫外，由學院安排國外實習課程。學院

目前在國際間具合作關係之機構已有 20 多個，多數位於歐洲地區，另外包

括美國、澳洲、伊索比亞、埃及等地亦有合作機構，學院每年會擇選適合機

構，安排學生國外實習活動，藉此接觸不同文化，學習新的管理方式，開拓

視野。 

公費生獲得文憑後，需準備國家考試，並完成通過考試，再進行 18 個月之

實務訓練，受訓合格後，如進入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或歷史文物紀念館等機

構，即可擔任主管職位，其他可從事之工作，包括大學院校教職或研究人員、國

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文化資產與人文社會科學等部門之資訊技術管理

者。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因應時

代潮流，除傳統檔案與古文字

學家之學位課程外，亦分別於

2005 年起開設碩士學位課程

(共有 3 個系所，包括數位科技

應用歷史所(digital technologies 

applied to history)、中世紀研究

所 medieval studies)、影音設計

概念所(audiovisual conception)，

以及於 2011 年開設博士學位

課程(以機關歷史、檔案歷史、

藝術史等研究為主)，除鼓勵公

費生攻讀外，亦歡迎對於檔案

文獻研究有興趣之國內外一般

 
圖 6- 2 國立文獻學院介紹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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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學生申請入學。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部分，文獻學院亦與國外相關大學院校相

關系所交換學生，學生多以歐洲法語及拉丁語語系地區為主，其中以義大利學生

最多。受限於語言與文化背景，目前尚無亞洲地區之合作機構。另外，文獻學院

亦針對一般民眾，開設檔案文獻整理保存及相關歷史介紹課程，邀請檔案館、圖

書館、美術館及博物館等具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員授課，提供有興趣之學生及民眾

參與。 

本次參訪結束後，文獻學院國際關係負責人即以電子郵件通知，歡迎我國推

薦學生前往申請進修，並告知該學院已於官方網站上登載本局參訪該學院之訊息，

並附網頁連結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ecole-accueille-directrice-generale-archiv

es-nationales-taiwan)，展現該學院對我國的友善及高效率之行政作業能力。 

 
圖 6- 3 國立文獻學院官網刊載本局參訪之訊息 

(來源：國立文獻學院網站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ecole-accueille-directrice-generale-archive
s-nationales-taiwan>) 

參、 專業教學設施 

一、 外觀及接待大廳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舊址位於巴黎索邦大學校區，惟因教學及行政空間不敷使

用，爰於 2014 年 10 月遷至現址，學院建築外觀有別於過去之歷史風貌，呈現現

代新穎之感。院內大廳設置簡潔大方之接待櫃檯，並放置與學院歷史有關之文物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ecole-accueille-directrice-generale-archives-nationales-taiwan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ecole-accueille-directrice-generale-archives-nationales-taiwan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ecole-accueille-directrice-generale-archives-nationales-taiwan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ecole-accueille-directrice-generale-archives-nationales-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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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雕像，搭配挑高空間及公共裝置藝術品，以古今交融之設計方式，向到訪者展

現學院培育檔案文獻管理人才之工作，既能承襲傳統文化並隨時代發展與時俱進

之精神。 

  
圖 6- 4 國立文獻學院外觀及接待櫃檯 

(來源：官方網站< 

http://www.enc-sorbonne.fr/fr/actualite/histoire-du-65-rue-de-richelieu >及自行拍

攝) 

  
圖 6- 5 國立文獻學院接待大廳文物展示及裝置藝術品 

(來源：自行拍攝) 

二、 大型研討室及教學空間 

為舉辦文獻典章學術研討會及辦理演講活動，設置大型研討室約80個座位，

提供申請使用。另針對一般性通識科目，設置大型教室，提供跨年級及跨班別之

課程需求使用。學院所擇選之教學設備及課桌椅等家具，多為可移動調整之型式，

以因應課程個別不同之需求，隨時可配合搬動為合適之座位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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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 國立文獻學院大型研討室 

(來源：自行拍攝) 

  
圖 6- 7 國立文獻學院通識科目教室 

(來源：自行拍攝) 

三、 專業科目教學空間 

針對專業科目教學需求，設置教學空間，並製作相關教具，提供教學課程使

用。文獻學院人員以古法文課程為例，法國中世紀典章文獻檔案常以非常長之羊

皮紙或紙張書寫記錄，並以卷軸方式收藏，故教室設置長桌提供將該類型文件展

開攤放，以利老師指導學生進行解讀內文時使用。 

教具部分，學院特別將古代重要之古法文(或拉丁文)手稿復刻製成金屬拓印

版，裝置於教室內其中一處牆面，除裝飾用途外，亦提供學生隨時可拓印後，進

行解讀，增加學習之機會。另製作中古世紀至近代，各個時期各種文書檔案之仿

真複製品，放置於教室櫥櫃中，提供教師於課堂上，隨時可配合課程進度及難易

不同程度，擇取需要之文書檔案案例，針對古文書用語及法律文件所附著蜜蠟封

印等各式各樣型式文書之判讀及辨識，以實體資料提供學生進行閱讀及解讀資訊

內容，增進學生面對不同型式典章文獻書籍之解讀與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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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8 國立文獻學院古文手稿製成銘文型式展示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6- 9 國立文獻學院介紹專業科目教學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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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 國立文獻學院專業科目教室 

(來源：自行拍攝) 

四、 文物展示空間 

為呈現法國國立文獻學院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底蘊，學院充分利用各個公共空

間包括接待大廳、公共走道及教學場所等處，設置展示櫃或適當之牆面，放置所

收藏之重要文物、藝術品及出版品等，展現法國各時期屬於學院之光榮時刻。 

  
圖 6- 11 國立文獻學院歷屆校長照片及文物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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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2 國立文獻學院展示來自臺灣的藝術品 

(來源：自行拍攝) 

  
圖 6- 13 國立文獻學院文物及出版品展示 

(來源：自行拍攝) 

五、 辦公空間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為校內行政人員及教師，設有專屬辦公室，多以一人一室

為主，提供行政及相關研究工作使用。 

  
圖 6- 14 國立文獻學院校長室 

(來源：自行拍攝) 

六、 其他空間 

學生體育活動及休憩場所，係使用頂樓閣樓空間，設有交談桌椅及置物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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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設大片落地窗及陽台，提供學生休息交流及紓解壓力使用。 

  

  
圖 6- 15 國立文獻學院體育活動及休息空間 

來源：自行拍攝) 

七、 圖書館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圖書館典藏豐富之中古世紀文獻典籍，為檔案文獻研究工

作者查閱資料重要之場所，更提供學生論文撰寫及研究所需之資料。該圖書館館

址現仍設於學院舊址巴黎索邦大學校區內。 

  
圖 6- 16 國立文獻學院圖書館 

(來源：法國國立文獻學院網站

<http://www.enc-sorbonne.fr/fr/rubrique-ecole/ecole-nationale-chartes>及

<http://www.enc-sorbonne.fr/fr/bienvenue-bibliotheque-ecole-nationale-cha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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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國國家圖書館 

壹、 機關介紹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隸屬法國文化部，位居世界

最重要圖書館地位之一，其源自 1368 年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為典藏私人藏書，於

巴黎羅浮宮設置皇家圖書館。於 1537 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頒布命令要求

全國各地之出版品，均需繳送 1 本至皇家圖書館，此舉為世界法定寄存之先例，

嗣於 1720 年，由法國國王路易六世正式成立國家圖書館，並承接原王室藏書。

歷經 200 多年後，法國國家圖書館累積豐富可觀之館藏，為拓展服務據點及典藏

空間，由前法國總統密特朗決定興建一座世界最大且最具現代化規模之圖書館，

施工期間遭逢法國經濟低迷，及面對數位資訊時代來臨，鉅額投資建置實體圖書

設施必要與否之挑戰，過程中屢遭輿論嚴厲批評與指責，惟密特朗總統仍堅持不

懈，終於1996年12月落成啟用，為紀念密特朗總統為該工程所付出熱情及心血，

特命名該館為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 

本次參訪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其館藏重點為圖書、期刊、影音資料，以

及數位資料。主要功能以保存知識產物，開放大眾使用，並提供民眾閱讀、獲取

資訊、研究、資訊交流與分享，以及舉辦活動之場所。館藏來源，除法定寄存外，

另透過購買、贈與，並定期與外國大型圖書館交換文獻資料等方式，以擴增館藏

各類領域之書籍資料。館內目前約有 2400 名員工，每年預算約 22,000 萬歐元。 

貳、 設施空間特色 

一、 區位及外觀 

密特朗館坐落於巴黎第 13 區，距離捷運 6 號線(Quai de la gare)及 RER C 線

(Bibliothèque François-Mitterrand)出口，步行約 5 至 10 分鐘即可抵達。 

  
圖 7- 1 密特朗館外觀 1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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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 密特朗館外觀 2 

(來源：自行拍攝) 

密特朗館占地面積約 7.5 公頃，總樓地板面積為 36 萬平方公尺，遠觀猶如 4

本打開的書本矗立於塞納河左岸，建築主體由四棟 L 型玻璃帷幕建築物組成，並

以迴廊走道進行串接。館方表示，該館自開館啟用以來，因建築量體龐大故一直

面臨耗能之問題，20 年來不斷改善採行節能措施，主要以調整空調系統為主，

截至目前成功節省約 25%之電能。 

 
圖 7- 3 密特朗館猶如 4 本打開書本之外觀 

(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 

http://www.bnf.fr/fr/la_bnf/sites/a.site_francois-mitterrand.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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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4 密特朗館模型 

(來源：自行拍攝) 

二、 空間配置 

四棟大樓分別以法律、科學、歷史、文學為主題區分，每棟樓高 22 層，低

樓層為行政辦公室，高樓層為書庫，四棟樓透由大廳、閱覽室、展覽廳、餐廳、

書店等對外服務空間所組成之迴廊串接，迴廊圍閉之戶外中庭則種植花草樹木，

形成一處綠意盎然之景觀區域，提供室內採光，戶外並設休息座椅，提供民眾休

憩觀賞使用。 

  
圖 7- 5 密特朗館迴廊及中庭景觀 

(來源：自行拍攝) 

三、 自動運輸圖書系統 

密特朗館考量館區面積廣大，書庫分設於 4 棟建築上部樓層，人工調閱藏書

工作繁重，故設有極為壯觀、往來輸送頻繁的圖書自動化運輸系統，將書本由書

庫運至服務櫃檯，提供全區輸送圖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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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6 密特朗館自動運輸圖書系統 

(來源：自行拍攝) 

參、 服務行銷特色 

一、 行銷特色 

法國國家圖書館歷來以百科全書之概念，廣泛收集公私部門圖書文獻，館藏

資料不僅年代久遠，範圍更遍及國內外，典藏品非常多元且豐富。相關館藏書籍

僅限於館內閱讀及複印，不提供外借。除實體書籍服務外，另建置 Gallica 數位

圖書館 (http://gallica.bnf.fr/)，提供超過 250 萬筆之文獻資料檢索之遠距服務。

目前正與法國出版協會合作，將 20 世紀出版之書籍進行數位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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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7 Gallica 數位圖書館 

 (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http://gallica.bnf.fr/>) 

因應資訊科技時代，館方亦積極整理館藏、編目及資訊化，尋求與其他國家

合作之契機，期將豐富之館藏書籍及文獻資料藉由國際合作夥伴關係，向外增加

能見度，吸引國外廠商購置授權加值出版發行。館方表示，館藏數位化標的主要

以法定寄存並具版權之書籍為主，絕版書數位資料亦於 Gallica 數位圖書館提供

查閱，但商業用途則需購置後方能使用。 

二、 展覽服務 

密特朗館入口大廳，設置開放式展區以面板介紹法國國家圖書館發展歷史及

館藏特色與內容。常設展廳(Hall des Globes)部分，長期展出 2 個直徑約 4 公尺之

地球儀，由 17 世紀威尼斯著名之天文學家 Vincenzo Coronelli 所製作，後由外交

大臣致贈法王路易十四收藏，該區並運用 3D 數位技術，搭配展示天文及星球等

模型、面板及影音資料，提供互動體驗等豐富有趣的展出手法。館方於迴廊面對

中庭區域之玻璃帷幕旁，設有館內植物及生態面板資料介紹區，並配置耳機，提

供有興趣之民眾駐足聆聽。 

  
圖 7- 8 密特朗館面板展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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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9 密特朗館常設展廳 1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0 密特朗館常設展廳 2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1 密特朗館常設展廳 3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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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2 密特朗館常設展廳 4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3 密特朗館迴廊面對中庭區域之生態介紹區 

(來源：自行拍攝) 

三、 閱覽服務 

一般閱覽區以字母順序 A-J 區別，分別為視聽室、報紙媒體室、科學技術室、

法律經濟及政治室、書目研究及圖書館學室、藝術室、外國文學室、法國文學室、

兒童文學室、哲學歷史與人文室等，共有 1,600 個座位；另設有研究專用閱覽區

以 K-Z 類別之閱覽室，共設有 2,000 個座位，僅提供研究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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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4 密特朗館閱覽室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5 密特朗館閱覽室外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6 密特朗館大尺寸文獻閱覽室及書目查詢網站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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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7 密特朗館特藏區外部及內部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8 密特朗館閱覽區服務櫃檯圖書暫存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19 密特朗館閱覽區服務櫃檯後方之運輸圖書系統情形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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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費服務 

密特朗館與一般公共圖書館不同之處，該館採使用者付費服務機制，一般民

眾入館須辦理入館證，單日費用為 3.5 歐元，年度費用為 38 歐元(學生 20 歐元)，

研究使用之閱覽證，分依使用日數 3 日、15 日、以及全年不限次數之不同，分

別收取 8 歐元、45 歐元、60 歐元等費用(學生另有優待)，為利圖書借閱管理，

閱覽室座位採固定座位，讀者需先至櫃檯預訂座位，方能進入閱覽室借書使用。

單獨參觀展覽亦須購票入場，費用 9 歐元(學生 7 歐元)，惟持有閱覽證者，則可

憑卡感應入場參觀。館方另提供館內設施參觀導覽服務，每人每次 3 歐元。 

就有關密特朗館採使用者付費服務之方式，是否影響民眾入館意願部分，館

方表示，近年入館人數確有逐年減少之趨勢，惟經分析主要因素為數位科技及網

路資訊發達，認與付費服務政策較無太大之關聯性。 

目前圖書館約有 5%的預算是由營收所得支應。 

  
圖 7- 20 密特朗館收費標準表 

(來源：自行拍攝) 

五、 其他服務 

國家圖書館研究區域門禁管制嚴格，於 1 樓設有寄物櫃檯，提供透明塑膠提

盒，作為民眾放置個人物品使用；閱覽區外部設有輕食餐區，提供飲食服務，並

有自動販賣機供應飲料；另設有書店及紀念品展售店，販賣書籍、明信片及禮品

等商品；館內亦設有金融提款機，提供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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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1 密特朗館寄物櫃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22 密特朗館辦證區及提款機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23 密特朗館書店及紀念品販賣區 

(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24 密特朗館餐飲區 

(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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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服務時間 

周一 14 :00-20 :00 僅開放研究者 

周二至周六 9 :00-20 :00，周日 13 :00-19 :00 開放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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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壹、 結論 

法國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成果斐然，普獲國際公認及盛讚。本次考察行程

規劃，係針對法國公共檔案機構包括國家級及地方層級檔案館，以及國際間頗負

盛名之檔案教育機構與首創收費機制之國家級公共圖書館，經洽請駐法國代表處

協助聯繫，總計安排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

市立檔案館、國立文獻學院及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等 6 個機關(構)參訪行程，實

地瞭解該國檔案管理實務概況、汲取館舍興建經驗及對外服務行銷策略，經由考

察之收穫，增進面對問題之應變能力，並啟發業務創新及變革之想法。 

本次考察期程，適逢 ICA 於首爾舉辦四年一度之盛會，法國國家檔案館(包

括新館及歷史檔案中心)原表達多數館務人員為準備相關事宜，而無法派員導覽

解說，經駐法國代表處悉心聯繫，洽請曾接觸之館內建築師首肯介紹新館硬體設

施，並請其聯絡歷史檔案中心同意派員協助導覽事宜，使本次參訪得以順利進行，

考察過程獲得參訪機關(構)首長、部門主管及相關人員熱誠接待，詳細介紹各項

設施及機關(構)發展現況。囿於參訪時間限制，檔案館部門接待人員多以介紹館

舍設施建置及興建過程經驗分享為主，對於法國檔案法令及相關制度部分，僅簡

要說明，未及充分解說，是參訪較為可惜之處；另參訪機關所提供之書面資料，

均以法文為主，本報告僅就參訪過程現場詢答筆記、傳譯資料，並使用翻譯軟體

簡易查詢書面資料內容，盡力彙整記錄考察所見所聞之資訊。 

本次參訪行程，特別感謝駐法國代表處張代表鼎力支持，以及外館工作同仁

們盡心盡力協助聯繫及陪同參訪等相關事務，使本次考察收穫豐碩，並順利圓滿

達成任務。法國檔案管理發展過程及各方面經驗，多有值得參考之處，分項說明

如下： 

一、 建構完整檔案體系 

法國檔案管理事業發展歷史已具相當時間，自君主時期乃至法國大革命後，

政府部門重視文物保存之想法及態度具一致性，為後代子孫留存珍貴文化資產盡

最大努力，並落實於政府政策執行及資源挹注之實際作為，在官方帶動下使檔案

管理事業得以蓬勃發展，建構自中央與地方各層級，甚至到民間機構之多元類型

檔案館，以及專業人員培育機構之完整體系。 

二、 循序建置各級檔案館 

法國國家檔案館成立至今已 200 多年，累積大量珍貴重要之歷史檔案文物，

亦面臨典藏空間不足及環境條件未臻完善之問題。國家檔案館採取循序購置周圍

土地，籌建典藏空間，逐步調整館舍空間，進行有效運用，發揮最大效能。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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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內部各個空間之動線，依檔案管理作業流程，經縝密全盤思考及規劃，使

館舍完成人員進駐後，實務作業運行上得以流暢順遂，增加作業效率；另外，國

家檔案館於適當時機另行擇選適當地區，設置分館，除分散檔案典藏容量壓力外，

亦增加民眾申請應用檔案之據點，提升檔案服務。 

三、 培育檔案專業人才 

為使法國國家文化資產獲得有效之保存維護，法國政府針對國家檔案及文獻

部分，設置國立文獻學院，每年提供 20 名公費生，以公費及準公職之方式，吸

引對於檔案文獻有興趣之年輕學子，投入從事相關學習及研究工作，經過嚴謹紮

實訓練過程後，通過國家考試得進入國家檔案館等相關機關，直接擔任主管要職

並發揮所長。另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機構，專門培育檔案修護及保存人才，進行

檔案修護及整理維護之實務工作。 

四、 具備完善技術設備及專業人力 

法國國家檔案館及各級檔案機構，技術部門均設有專業空間及配備技術設備，

並有具公職身分之專門技術人員包括檔案文物修護師、檔案容具製作人員、攝影

師，以及數位複製作業人員，負責執行館藏珍貴或特殊性之檔案整理、修護、拍

攝、複製及數位化工作，隨時可因應檔案作業之需求，提供即時性之各項技術支

援。 

五、 便捷檔案開放應用 

法國檔案移轉作業，於檔案移轉前，國家檔案館及各級檔案館均會指派人員

至機關討論，並針對不同開放年限檔案進行類別區分，俾利進館後之管理與開放

作業。檔案應用管理，從檔案目錄、調檔準備到閱覽作業，皆以紅、白顏色予以

區別，民眾申請應用一般檔案(白色標示)，可現場申請，並由館方在很短時間內

調案提供使用，如申請限制應用檔案(紅色標示)者，則需由館方審核通過後提供

閱覽、抄錄，惟不得複製使用。國家檔案館及各級檔案館均有檔案利用指導課程，

並依不同年齡層之學員，分別設計不同之活動，推廣行銷檔案應用服務之功能。 

六、 形塑檔案街廓社區意象 

國家檔案館歷史檔案中心位於巴黎市中心，除館舍所在街道命名為檔案街外，

附近不少商店亦取名為「檔案」，無形中散發著檔案文化資產之氣息，形成該區

域一大特色。法國國家檔案館及各級檔案館，選址多數以交通便捷為第一優先考

量，以國家檔案館新館為例，從捷運站出口至館區內部，皆設有一致性之指標系

統，樹立檔案識別形象之視覺意象設計，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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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議 

我國檔案管理事業相較其他國家雖起步較晚，但亦因此可參考先進國家之經

驗，去蕪存菁，以建置檔案管理之各項法規及標準作業流程，本局自 90 年成立

以來，不斷精益求精，以健全機關檔案管理制度，徵集典藏國家檔案，促進民眾

應用為使命，並以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便捷檔案資訊開放應用為發展願景，

惟面臨社會大眾對於檔案開放之殷切期盼並需依法兼顧個人隱私保護等議題，以

及政府近年來財政困難，相關經費與人力資源無法全然到位等問題，如何於有限

資源，進行最適分配，精進檔案作業效能，為後代妥適保存國家重要記憶，以回

應民眾之需求，是本局需持續努力之課題。本次法國檔案管理發展考察，其檔案

館體系分布與新館興建經驗、專業人才培育及檔案管理實務，可做為未來推動相

關業務之參考。相關建議如下： 

一、 興建國家檔案館 

國家檔案館具傳承國家發展智慧結晶與流傳後世重要記憶之象徵意義，世界

先進國家多有專屬之國家檔案館，並成為民主國家資訊開放透明的重要指標。是

以，興建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永續典藏國家檔案，提供完善之檔案應用服務，

以回應民眾開放政府資訊之期待，乃為本局重要任務。國家檔案館之興建工作，

檔案人員之專業參與亦為關鍵，需於設計階段提出具體可行之需求，與建築師充

分溝通納入館舍空間規劃內容，俾確保檔案館興建完成後，內部空間功能及動線

均是符合實際作業所需。未來檔案管理體系發展成熟後，宜續就檔案價值及特色，

效仿法國等先進國家檔案館體系，建置主題性檔案館或區域性檔案館，拓展服務

據點，以提供民眾瞭解及體驗政府機關施政成果及重要紀錄之場所。 

二、 建立檔案管理分級制度 

法國檔案管理制度採集中式管理體制，由文化部檔案局負責中央及地方檔案

政策制定及法規訂定，各級檔案館應遵循政策方向及執行相關檔案法令，檔案管

理分級方面，中央政府各級機關檔案管理由國家檔案館督導，地方政府各級機關

檔案管理則由各級地方檔案館負責督導，各司其職。我國現行檔案管理制度，尚

乏分級運作機制，本局兼具局館職掌，且尚乏國家檔案館建設，管轄範圍涵括中

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有限人力及經費資源下，落實督導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實為一大挑戰，未來應可朝檔案管理分級做法，由本局統籌規劃制定政策，授權

中央及地方政府分級督導管理所屬各級機關之方式，甚至評估設置各級地方檔案

館之可行性，以精進檔案管理之成效。 

三、 培育檔案專業人才 

為利檔案管理事業永續發展，除建置完善檔案硬體設施外，需同時培育檔案

專業人員，建議可採法國專業人才培訓方式，以檔案管理與專業技術平行發展之

雙軌模式進行，除洽詢相關大專院校系所合作規劃課程外，由檔案管理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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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以瞭解實務作業情形，並搭配國家考試增加相關技術類科，

提供相關人員從事公職之機會。歐洲國家多可透過參加歐盟之合作計畫，運用資

源整合，進行互惠交流，藉以提升人員專業能力，我國目前受限國際情勢，政府

機關參與國際活動，仍受相當限制，故除多方尋求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管道外，

國內相關文化資產典藏機構，亦可透由資源整合，洽談合作方式，整合資源，進

行專業人員相互交流，或可形成另一種拓展視野，增加人員專業知能之模式。 

四、 便捷檔案應用服務 

法國各級檔案館之檔案在進館前，檔案館於程序上均會派員進駐移轉機關，

協助檔案整理及分類工作，明確區分檔案開放年限，機敏檔案亦明訂限制應用年

限，掌握檔案相關資訊，確保檔案入館後，館方僅需進行簡易整理及黏貼識別標

籤等基礎工作後，即可開放提供民眾使用，館方無須再全面進行逐案逐頁檔案內

容之檢視及審查工作；各級檔案館如發現檔案內容有重複或不具保存價值者，經

鑑定確認後，即循程序辦理銷毀作業。法國檔案館之館藏數量龐大，囿於經費及

人力，數位化比率僅約 5%，提供民眾應用之檔案，多以檔案原件為主，申請人

入館使用檔案時，可自備數位相機、手機、筆記型電腦等設備進行複製；但對限

制應用檔案則僅提供閱覽抄錄，並嚴格執行禁止複製。法國檔案館檔案開放應用

經驗，可供我國相關作業參採。 

五、 爭取檔案管理維運資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臻檔案管理工作長足發展，適當爭取合理之經

費及員額，為成功之關鍵。法國國家財政目前亦陷困境，惟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維

護工作，仍以國家之力投入相當預算及人力資源，維持國家相關重要檔案文物典

藏機構之正常維運。反觀本局現有編制員額 111 人，需負責推動全國 3 千多個機

關之文書及檔案管理作業，並需處理國家檔案整理、保存、修護、複製、開放應

用及全國性資訊系統維運工作，人員工作負荷沉重，又面臨政府零基預算制度，

對於推動相關業務，極具挑戰。或可參考法國檔案館作法，責成各機關完備機關

檔案管理之基礎工作，輔以館方人員進駐指導，降低移轉檔案入館後之整理工作，

並減省館方後續投入館藏所需經費及人力。另法國國家圖書館使用者付費機制，

目前法國檔案館機構尚無採取類似做法，主要考量仍在於採取收費措施，可能會

影響來訪或檔案使用者之人數，甚至恐造成遭擴大解釋限制民眾檔案應用權力之

誤解，故使用者付費及使用者權利，兩者間如何平衡兼顧，仍需評估及思量。 

六、 徵集檔案文物多元化 

法國國家檔案館及各級檔案館，館藏內容除多有中古時期皇室檔案文獻外，

不乏建築工程圖說、模型、宮廷畫作、早期辦公家具，甚至包括古代使用之檔案

容具、技術工具等文物，型態豐富多元。我國檔案徵集目前仍以紙本公文檔案為

主，雖有部分工程圖說、關防印信、影音媒體等，惟仍可強化系統性規劃擴大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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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範圍及檔案文物類型，整體考量館藏發展政策，以增加館藏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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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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三) 去程：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Taipei 機上 

8/24(四) 抵達戴高樂機場 Paris Paris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地址：Quai François Mauriac, 75013 Paris) 

8/25(五) 拜訪駐法國代表處 

資料蒐集 

Paris Paris 

8/26(六) 前往里昂車程，資料蒐集 Paris - Lyon Lyon 

8/27(日) 

8/28(一) 羅納省檔案館(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地址：34 Rue du Général Mouton-Duvernet, 69003 

Lyon) 

Lyon - Paris Paris 

里昂市立檔案館(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地址：1 place des Archives 69002 Lyon) 

前往巴黎車程 

8/29(二)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地址：65 Rue de Richelieu, 75002 Paris) 

Paris Paris 

8/30(三) 國家檔案館新館(皮埃爾菲特)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Pierrefitte-sur-Seine) (地址：59 Rue 

Guynemer, 93383 Pierrefitte-sur-Seine cedex) 

Paris Paris 

歷史檔案中心(L'hôtel de Soubise et le musée、le 

Centre a’Accueil et de Recherch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CARAN) 
 (地址：60, rue des Francs Bourgeois, 75003 Paris) 

9/1(四) 國家檔案館楓丹白露分館 (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Fontainebleau) (地址：2 rue des Archives, 

77300 Fontainebleau)(分館因整修工程，法方取消

行程)，資料整理 

Paris Paris 

9/2(五) 回程：由戴高樂機場出發 Paris 機上 

9/3(六)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Taipei  

 

  

http://www.archives-nationales.culture.gouv.fr/fr/web/guest/site-de-pierrefitte-sur-s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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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考察重點 

1 座談重點： 

1.1 組織體制及發展策略 

1.1.1 法國國家檔案館(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案館、法國

國家圖書館)之隸屬、組織架構、功能職掌、人力規模。國家檔案館與分

館如何分工？其與省級檔案館、市級檔案館之間有無隸屬或督導關係？ 

1.1.2 法國機關檔案管理(博物館文物修護、國家圖書管理)由何機關或組織負

責?國家檔案館(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案館、法國

國家圖書館)在檔案管理面向之角色為何?歷史檔案中心 (羅納省檔案館、

里昂市立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或國家檔案館的隸屬與分工關係為何？ 

1.1.3 法國國家檔案館(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案館、法國

國家圖書館)年度施政計畫及中長程發展策略重點。 

1.1.4 法國檔案管理有無全國性的評鑑或調查統計機制？ 

1.1.5 法國有關國家檔案及機關管理相關法令規章(包含檔案應用) 

1.1.6 因應資訊化、網路化趨勢，有無數位變革策略或資訊風險管理作法？ 

1.1.7 歷史檔案中心相關人力係由國家檔案局(館)派駐，或具有自行任用人員

之權責？任職於歷史檔案中心之工作人員，有無特定條件、訓練或認證？ 

1.1.8 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案館)工作人員有無特定條件、訓練或認證？ 

1.1.9 法國國家圖書館對數位化後之電子檔案有無長期保存策略或作法？ 

1.1.10 法國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檔案館或博物館有無合作關係？ 

1.2 專業人才培訓 

1.2.1 如何提升檔案管理(文物修護及研究)專業人才訓練的質與量，訓練機制

及方式為何？ 

1.2.2 如何透過與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等合作，提供相關的訓練服務？ 

1.2.3 是否有檔案(文物)管理人員專業認證的標準(包括檔案管理師、檔案(文物)

維護師與檔案(文物)鑑定師等)？其認證過程為何？有無檔案管理(文物

修護)證照制度？ 

1.2.4 有無建立檔案管理的核心職能或知識地圖？擔任國家檔案管理及開放工

作者有無必備條件或先修課程要求？ 

1.2.5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如何與國家檔案局(館)、其他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等

合作，提供相關的訓練服務？ 

1.2.6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學生進入檔案管理機關服務等學用合一的情形如何？ 

1.2.7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認為目前及未來檔案人員應具有之挑戰及職能為何？

如何強化相關能力？ 

1.3 檔案徵集及清理 

1.3.1 國家檔案徵集策略、審選原則及其操作方式為何？ 

1.3.2 國家檔案移轉政策及程序為何？移轉前是否要求機關先完成解降密、開

放應用限制審查註記、描述編目等工作？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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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電子檔案是否需要提前移轉等？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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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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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政權移轉時總統檔案移轉、移交程序有無不同？ 

1.3.6 有無徵集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如何徵集？是否有政府早期文書或檔案

不慎流落民間之情形？國家檔案館會如何處理此種案例？有強制徵收規

定嗎？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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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機關定期保存之檔案已屆保存年限且經審核確定無行政參考價值，可否

提供其他學術研究單位繼續保存使用？ 

1.3.9 目前國家檔案館新館(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案館)

典藏的館藏量為何？還有持續成長嗎？來源為何?有包括私人文書嗎？

是透過國家檔案局(館)徵集點收，還是由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

里昂市立檔案館)直接徵集？ 

1.4 檔案整理及保存維護 

1.4.1 法國國家檔案館(省級檔案館、市立檔案館)對於館藏各類型檔案之除蟲

滅菌及保管方式。 

1.4.2 法國國家檔案館(省級檔案館、市立檔案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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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檔案修護策略及標準作業流程。有無典藏技術實驗或研究之設施與人

力？ 

1.4.4 檔案複製儲存制度與標準作業流程。目前數位化比例為何？採用的規

格、格式為何？歷史檔案中心是自行執行還是透過國家檔案局(館)處

理？ 

1.5 應用服務 

1.5.1 有無研訂應用服務策略或方案？涵蓋那些應用服務方式？ 

1.5.2 運用線上服務提供檔案應用的推動方式與成果為何？ 

1.5.3 如何提供顧客檔案應用諮詢指導及導引資訊？ 

1.5.4 檔案加值應用做法為何？是否與民間企業結合加值運用國家檔案？有

無將檔案應用商品化？如何開發商品市場價值？ 

1.5.5 檔案應用如何與教育結合？例如是否將國家檔案編撰為學校教材運用

於社會教育？ 

1.5.6 如何規劃常設展與定期展？ 

1.5.7 有無召募志工，或結合民間團體，提供相關聯合服務？ 

1.5.8 為配合檔案應用推廣需求，有無進行國家檔案的研究？研究人力配置

情形如何？研究方式為何(自辦或委辦)？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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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涉及個人隱私或其他限制應用情形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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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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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間有何處理程序？例如：是否要

先完成描述、修護及數位化？檔案不宜提供之部分(如個人隱私)何時檢

視、如何處理？何時開放檔案目錄？是由國家檔案局(館)處置決定，還

是歷史檔案中心(羅納省檔案館、里昂市立檔案館) 需自行處理所典藏

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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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針對國家檔案的行銷推廣，有何具體創新做法？ 

1.5.12 是否有檔案週（月）？如有，在檔案週（月）時，都會舉辦哪些檔案

推廣活動？以及是否會配合特定節日，舉辦檔案推廣活動？ 

1.5.13 對於機關的檔案應用輔導，是否有具體做法？ 

1.5.14 檔案收費規定為何？有無依照對象、用途、營利與否、格式、解析度

等訂定不同費率？ 

1.5.15 外國人應用檔案之機制及使用情形。 

1.6 電子檔案管理 

1.6.1 有任何有關原生或再生電子檔案管理的策略或作法嗎？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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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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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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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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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是否訂定各類型儲存媒體之建議保存年限？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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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政府文書政策是由檔案主管機關或由其他機關負責？羅納省(里昂市)

文書政策是由省(市)檔案館或由其他機關負責？文書、檔案二者間有無

整合管理機制或規定？ 

1.6.9 對於電子郵件、業務文書或業務資料庫等公務紀錄有無管理規範？與

檔案管理之間的關係為何？ 

1.7 館舍建築及營運 

1.7.1 國家檔案館新館(羅納省檔案館新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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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或告知如何取得？ 

1.7.2 檔案典藏空間除恆溫恆溼設備外，其空氣淨化措施如何處理？ 

1.7.3 館舍消防滅火設備為何？是採用撒水系統或二氧化碳系統或其他系

統？  

1.7.4 館舍所採取的節能措施為何？ 

1.7.5 館舍營運之財源及有無營收機制。 

1.8 檔案人才學術專業培育 

1.8.1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之學制及學程規劃為何? 

1.8.2 檔案專業領域之相關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分別為何?是否有與政府機關

或民間機構進行建教合作之專業訓練或實習課程? 

1.8.3 是否有招收國際學生？申請入學方式為何？國際學生是否須具備相關

學科背景? 

1.8.4 畢業生專業領域之職場發展為何?跨領域之發展為何?如有進修更專業

領域之需求，進修管道及方式為何? 

1.8.5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是否有發展遠距教學之規劃? 

1.9 手稿(非器物性手稿)、珍本(原件)徵集、典藏及應用 

1.9.1 有無蒐藏手稿、珍本、檔案等原件？如有，其來源為何？典藏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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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上有無特殊要求？有修護、展示、加值等作法嗎？ 

1.9.2 對紙質類或影音類文物、文獻等原件之實驗、研究與修護成果及建議。 

1.9.3 是否有針對紙質類或影音類文物、文獻等辦理展示或研究加值之經

驗？ 

2 相關資料提供 

2.1 請提供機關之發展沿革、組織架構、功能職掌、人力配置等相關書面簡介

或影片介紹。 

2.2 請提供國家檔案館(羅納省檔案館)建築之規劃報告書、各樓層平面配置，

及興建過程之影音紀錄或簡報資料。 

2.3 請提供檔案管理(文物管理)相關之法令規章、作業手冊或指引。 

2.4 請提供機關年度施政計畫、中長程發展策略、年報等文件或出版品。 

2.5 請提供國家檔案徵集策略、中程計畫、鑑定審選原則（標準）及作業流程

相關文件。 

2.6 請提供檔案移轉作業流程相關文件（如：移轉請求單、檔案運送費用相關

規定）。 

2.7 請提供檔案銷毀作業流程相關文件（是否有核准銷毀程序及授權清理相關

規定及文件）。 

2.8 請提供檔案複製儲存策略、計畫、法規、標準等作業流程相關文件。 

2.9 請提供非紙質類(特殊媒體) 檔案之保存實驗室或相關保存修護方法與標

準。 

2.10 請提供檔案應用法規(含限制應用之法令依據、外國人得否申請之規定)、

檔案申請應用、閱覽、收費等相關規定及作業流程。如有指導民眾應用檔

案之影片，亦請提供參考。 

2.11 請提供檔案移轉後至開放民眾使用前之工作事項、作業流程等文件及相關

處理原則。 

2.12 請提供檔案應用收費標準(如有依申請人身分、檔案使用目的或者檔案複

製精細程度、非商業及商業授權而收取不同數額之情形，併請提供)。 

2.13 請提供檔案閱覽空間規劃及服務機制：服務空間配置資料(如：平面圖、

空間用途及大小)、各項服務之規定(包括辦證、出入館須知、檔案閱覽、

抄錄、複製與翻拍等規定)。 

2.14 請提供檔案展覽空間之規劃設計需求文件。 

2.15 請提供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制度、策略與技術相關手冊與規定。 

2.16 請提供學院系所簡介及招生方式之書面資料。 

2.17 請提供博物館文物修護申請流程及收費機制之書面資料。 

3 實地參訪場所安排 

3.1 閱覽中心及研究空間 

3.2 展覽空間 

3.3 檔案(圖書(手稿、珍本))保存修護中心 

3.4 不同媒體型式之檔案庫房(文獻或文物典藏庫房、圖書(手稿、珍本)典藏庫

房)及相關設施 

3.5 檔案複製儲存作業空間 

3.6 檔案編目整理作業空間 

3.7 檔案應用準備作業空間 

3.8 檔案移轉點收作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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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 

3.10 紀念品、文創品、書店等對外營業或其他收費空間 

3.11 教學設施與實驗室 

3.12 科學研究及修護中心相關設施及作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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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ude clé 
1 Point clé de la discussion : 
1.1 Structure organisationnelle et stratégie de développement 

1.1.1 L'adhésion, la structure organisationnelle, les fonctions, et l'échell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Quelle est la division de travail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et ses branches ? Y a-t-il une relation d’adhésion ou de 

surveillance entre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et celles provinciales et 

municipales ? 

1.1.2 Quelle organisation est responsable pour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des 

institutions françaises (restauration du patrimoine du musée, ges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 Quels sont les rôles dans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Quelle est 

la relation d’adhésion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u Rhône,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avec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ou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et leurs divisions de travail ? 

1.1.3 Les plans d'action annuels et le point clé de la stratégie de développement à 

moyen et long term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1.4 Y a-t-il un mécanisme d’évaluation nationale ou d'enquête nationale pour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de la France ? 

1.1.5 Lois et règlements connex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et de la gestion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y compris l’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1.1.6 En réponse à la technologie de l'information et la tendance d’internet, y 

a-t-il une stratégie de changement numérique ou une méthode de gestion de 

risque informatique ? 

1.1.7 Est-ce que les personnels connex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sont envoyé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du site) ou si elles ont le 

pouvoir propre de nomination ? Les personnels travaillé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ont-ils les conditions, les formations ou 

certificats spécifiques ? 

1.1.8 Les personnels travaillés aux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ont-ils les conditions, les formations ou 

certificats spécifiques ? 

1.1.9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t-elle une stratégie ou méthode de 

préservation à long terme des archives numériques après la numérisation ? 

1.1.10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t-elle une relation coopérative avec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ou le Musée ? 

1.2 Formation des professionnels 

1.2.1 Comment augmenter la qualité et la quantité de la formation des 

professionnels de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la restauration et la recherche du 

patrimoine), quels sont le mécanisme et le moyen ? 

1.2.2 Comment fournir les services de formation connexe à travers la coopération 

avec les institutions académiques ou civiles ? 

1.2.3 Y a-t-il une norme de qualification du personnel (y compris le gestionnaire 

des fichiers, le personnel de maintenance des archives (patrimoine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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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valuateur des archives (patrimoines)) de gestion des archives 

(patrimoines) ? Quel le processus de la certification de la qualification ? Y 

a-t-il un système de certificat de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restauration des 

patrimoines) ? 

1.2.4 Y a-t-il des fonctions de base ou une carte des connaissances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gestion des archives ? Y a-t-il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ou 

exigences pré-requises pour se servir dans la direction ou comme les 

travailleur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ouvertes ? 

1.2.5 Comment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se coopère avec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et d’autres institutions académiques et civiles  pour 

fournir les services de formation connexe ? 

1.2.6 Quel est l’effet d’apprentissage dans le travail après l’entrée dans le service 

des institutions de gestion des archives des étudiants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 

1.2.7 Selon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quels sont le défi et la fonction des 

personnels des archives actuels et futurs ? Comment renforcer les 

compétences connexes ? 

1.3 Collecte et nettoyage des archives 

1.3.1 Quels sont les stratégies, le principe de l'évaluation et la sélection, ainsi que 

le mode de fonctionnement du collecte des archives ? 

1.3.2 Quelles sont les politiques et les procédures de transfert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 Avant le transfert, est-ce que les institutions sont exigées de 

faire les décryptions, ouvrir l’enregistrement d’examen de limitation 

d’application ou décrire les catalogages ? 

1.3.3 Quel est le terme du transfert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 Les termes de 

transfert sont-ils définis séparément dus aux types différents de média des 

archives ? Par exemples, l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sont-elles nécessaires à 

être transféré à l’avance ? 

1.3.4 En réponse au changement structurel, comment succéder les archives 

gérées par les institutions ? Pour les archives des institutions supprimées, 

quelles sont les pratiques de traitement ? 

1.3.5 Lors du transfert du pouvoir politique, est-elle différente la procédure du 

transfert des dossiers présidentiels ? 

1.3.6 Y a-t-il appel à la collecte des documents précieux privés ou d’un groupe? 

Comment collecter ? Y a-t-il le cas où les documents gouvernementaux 

précédents ou les fichiers entrés dans les folks accidentellement ? Comment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traitent ce genre de cas ? Y a-t-il des Ils ont des 

dispositions impératives de collecte ? 

1.3.7 Quelles sont les procédures de destruction de fichier des différentes 

promotions d’institutions ? Quels sont les droits et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la 

destruction des fichiers ? Y a-t-il un mécanisme connexe autorisé de 

nettoyage ? 

1.3.8 Les fichiers conservés par les institutions qui atteignent l'âge de la 

préservation et sont évalués d’aucun valeur de référence administrative 

après l’évaluation et l’examen, les autres établissements académiques, 

peut-ils continuer à les préserver et utiliser ? 

1.3.9 Actuellement quel est le volume de collection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Pierrefitte-sur-Seine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Fontainebleau,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 Il continue à augmenter ? Qu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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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t les sources ? Les sources comprennent les instruments privés ? Ils sont 

collectés par les agenc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ou directement par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Fontainebleau,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  

1.4 Organisation, stockage et maintenances des archives 

1.4.1 Le mode de stockage des insecticides et de la stérilisation des archives de 

différents types collectés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Archives provinciales et 

municipales)  

1.4.2 Comment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Archives provinciales et municipales) 

normalisent les programmes de description et d’interprétation des différents 

types d’archives (telles que les cartes, les photos), est-ce que les différentes 

bases de données sont établies ? 

1.4.3 Stratégie de restauration des archives et procédure de norme. Y a-t-il des 

installations ou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expérimentation ou de recherche 

de technique de collecte ? 

1.4.4 Système de copie et enregistrement des archives et procédure de norme. 

Actuellement quel est le rapport de numérisation ? Quels sont les 

spécifications et les modes utilisés ?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Fontainebleau) exécutent 

par eux-mêmes ou par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   

1.5 Services d’application 

1.5.1 Y a-t-il les stratégies ou plans d’application en recherche ? Il comprend 

quels types de services d’application ? 

1.5.2 Quels sont les modes de promotion ou les résultats d’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fournies par les services en ligne ?  

1.5.3 Comment fournir les consultations et les guides d’informations de 

l’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pour les clients ?  

1.5.4 Comment effectuer l’ajout de valeur aux archives ? Est-ce que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e coopèrent avec les entreprises privées pour l’ajout de valeur ? 

Est-ce que l’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est commercialisée ? Comment 

développer les valeurs du marché des produits ? 

1.5.5 L’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est combinée avec l’éducation ? Par exemple, 

est-ce que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ont rédigées comme le matériel 

d’enseignement des Ecoles pour se servir à l’éducation sociale ? 

1.5.6 Comment planifier l’exposition permanente et périodique ?  

1.5.7 Est-ce qu’il y a des travailleurs volontiers, ou est-ce que les organisations 

civiles sont en coopération pour fournir les services connexes ? 

1.5.8 En réponse à la demande de promotion de l’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y a-t-il 

les recherches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 Comment sont les ressources 

humaines ? Quel est le mode de recherche (organisation propre ou 

confiée) ?   

1.5.9 Lors de l’approvisionnement du service d’application civile, comment 

respecter les secrets privés ou les limitations législatives connexes ? S’il 

existe des cas où les secrets privés ou d’autres limitations sont impliqués, 

quel est le mode de traitement de l’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 Y a-t-il des 

cas spéciaux ? Quelles sont les questions réelles et comment résoudre le 

différend ? 

1.5.10 Quelle est la procédure de la course de la collecte, l’organisation, à 

l’approvisionnement du service d’application à l’extérieur des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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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es ? Il faut à peu près combien de temps après le transfert, 

l’application à l’extérieur peut être demandée ? Pendant ce temps, il y a 

quelle procédure de traitement ? Par exemple, est-ce qu’il faut effectuer 

d’abord la description, la restauration et la numérisation ? Quand examiner 

les parties des archives qui ne doivent pas être fournies (comme les secrets 

privés), comment le traiter ? Quand ouvrir les catalogages des archives au 

public ? Il est déterminé par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ou traité 

proprement par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historique de Pari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Fontainebleau,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Lyon) ? 

1.5.11 Concernant la promotion et le marketing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y a-t-il 

des nouvelles méthodes créatives ? 

1.5.12 Y a-t-il la semaine (le mois) des archives ? Si oui, durant la semaine (le 

mois) des archives,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de promotions des archives 

organisées en général ? Y a-t-il des activités de promotion des archives en 

fête spéciale ? 

1.5.13 Concernant l’assistance et le guide d’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des 

institutions, y a-t-il des pratiques spécifiées ? 

1.5.14 Quelles sont les dispositions du frais des archives ? Est-ce que les différents 

tarifs sont déterminés selon les différents objets, usages, revenus, modes, ou 

la résolution ? 

1.5.15 Mécanisme d’utilisation des archives des étrangers et statut d’utilisation  

1.6 Gestion des documents électroniques 

1.6.1 Y a-t-il des stratégies et des méthodes de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originales ou reproduites ? 

1.6.2 Quels sont le système, les stratégies et les technologies de conservation à 

long terme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 Veuillez fournir le manuel et les 

dispositions connexes.  

1.6.3 Quels sont l’occasion, le processus et les pratiques relatives du transfert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 Est-ce qu’il y a des modes d’évaluation de qualité 

du transfert qui sont élaborés ? Quels sont les planifications ou les 

méthodes du transfert en ligne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  

1.6.4 Comment vérifier l’intégrité et la disponibilité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gérées ? Est-ce qu’il existe le mécanisme d’examen régulier ? 

1.6.5 Comment déterminer le terme de conservation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 

Est-ce qu’il y a déjà des formats de conservation et 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qui sont élaborés ?   

1.6.6 Est-il nécessaire de déterminer le terme de conservation de tout type de 

média d’enregistrement ? 

1.6.7 Est-ce que le mécanisme de vérification du système informatique de la 

gestion des instruments officiels et des archives est déjà planifié ou 

effectué ? Si oui, quels sont la date d’ouverture, le mode de paiement, la 

durée d’expiration de vérification, la procédure, le domaine de vérification, 

les objets, les dispositions et les lois ? 

1.6.8 La politique des instruments officiels du gouvernement est sous 

responsabilité de l’institution principale des archives ou d’autres 

institutions ? La politique des instruments officiels du Rhône (Lyon) est à la 

charge des Archives provinciales ou d’autres institutions ? Y a-t-il un 

mécanisme de gestion ou des dispositions intégrés des instruments officiels 

et des arch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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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iste-il des dispositions de gestion des records officiels, tels que les 

courriers électroniques, les instruments d’affaires, ou la base de données 

des documents d’affaires ? 

1.7 Bâtiment et opération du site 

1.7.1 Le rapport de planification, le plan d’étage du bâtiment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Site de Pierrefitte-sur-Sein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Avant la planification de conception, y a-t-il les normes de 

conception des bâtiments des Archives à référencer, si oui, veuillez fournir 

les normes ou nous dire comment pouvons-nous l’obtenir ?   

1.7.2 En plus de l’équipement de la température et l'humidité constantes à 

l’espace de collection des archives, quelles sont les mesures du purificateur 

d'air ? 

1.7.3 Quels sont les équipements d’extinction du site ? Il est adopté le système de 

gicleurs ou le système de dioxyde de carbone ou d'autres systèmes ? 

1.7.4 Quelles sont les mesures d’économies d’énergie adoptées par le site ?   

1.7.5 L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de l’opération du site et s’il a le mécanisme de 

revenu.  

1.8 Educa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talents d’archivage 

1.8.1 Le système scolaire et les programmes de cours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sont comment ?  

1.8.2 Quels sont les cours de base connexes et des cours avancés dans le domaine 

d’archivage ? Existe-il des formations professionnelles ou l’apprentissage 

de la coopération des institutions du gouvernement et des institutions 

civiles ?  

1.8.3 Recrute-il des étudiants internationaux ? Quel est le mode de demande 

d’admission ? Les étudiants internationaux sont-ils exigés d’avoir un 

contexte pertinent des disciplines connexes ? 

1.8.4 Comment est la carrière des diplômés dans le domaine professionnel ? 

Comment est le développement transversal ? Si les étudiants ont besoin de 

suivre un cours avancé plus professionnel, quels sont les tuyaux de modes 

pour approfondir les études ?  

1.8.5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a-t-elle les planifications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 

1.9 Collecte, collection et application des manuscrits (manuscrits non objets), les 

éditions rares (pièces originales).  

1.9.1 S’il existe les pièces originales des manuscrits de collection, les éditions 

rares et les archives ? Si oui, quelle est la source ? Y a-t-il des exigences 

spéciales sur l’environnement de collection ? Y a-t-il des pratiques de 

restauration, exposition et ajout de valeur ?  

1.9.2 Résultats et conseils de l’expérimentation, la recherche et la restauration 

des pièces originales des patrimoines en papier ou vidéo et des 

documentations.  

1.9.3 Y a-t-il l’expérience d’exposition ou recherche d’ajout de valeur des 

patrimoines en papier ou vidéo et des documentations ?  

2 Approvisionnement des informations pertinentes 

2.1 Veuillez fournir une présentation écrite ou une vidéo pertinente du 

développement et évolution, la structure organisationnelle, la fonction, les 

ressources humaines des institutions. 

2.2 Veuillez fournir la vidéo ou les documents du rapport de planification du 

bâtiment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ône), e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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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étage ainsi que leurs cours de construction. 

2.3 Veuillez fournir les lois et dispositions, les manuels ou guides de travail sur la 

gestion des archives (gestion des patrimoines). 

2.4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ou les publications, tels que le plan de politique 

annuelle des institutions, la politique de développement à moyen et long terme, 

le rapport annuel.   

2.5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pertinents de la politique de la collect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le plan à moyen terme, le principe d’évaluation et examen 

(normes) et leurs processus de travail.        

2.6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pertinents du processus de travail du transfert 

des archives (ex : formulaire de demande de transfert, les dispositions relatives 

au frais de transportation du transfert). 

2.7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relatifs du processus de destruction des 

archives (s’il existe la procédure d’autorisation de destruction des archives, et 

les dispositions d’autorisation de nettoyage des archives et les documents).  

2.8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pertinents du processus de travail tels que la 

politique, le plan, les dispositions, les normes de conservation de la copie des 

archives.  

2.9 Veuillez fournir le laboratoire de conservation des archives non-papier (média 

spécial) ou la méthode de maintenance et les normes pertinents. 

2.10 Veuillez fournir les dispositions pertinentes et le processus de travail de la loi 

d’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y compris la base juridique des limitations, et les 

dispositions concernant l’application des étrangers), la demande d’application, 

la lecture, le paiement des archives. S’il existe une vidéo aidant le public à 

utiliser les archives, merci de le fournir comme référence aussi. 

2.11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concernant les éléments et le processus de 

travail après le transfert et avant l’utilisation et l’ouverture au public des 

archives, et les principes de traitement pertinents.    

2.12 Veuillez fournir les normes de tarifs des archives (veuillez les fournir s’il est 

en réponse à la différence de l’identification du demandeur, le but d’utilisation 

des archives, ou le degré d’affinement de copie des archives, l’autorisation 

commerciale ou non commerciale).     

2.13 Veuillez fournir le mécanisme de planification et service de l’espace de lecture 

des archives : les documents d’installations de l’espace de service (ex : plan, le 

but et la superficie de l'espace), les dispositions des différents services (y 

compris les dispositions des documents nécessaires, l’avis d’entrée, la lecture 

des archives, la copie écrite, la copie et la reproduction par photo). 

2.14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de la demande de planification et conception de 

l’espace d’exposition des archives.  

2.15 Veuillez fournir le manuel et les dispositions connexes du système, de la 

politique et de la technologie de conservation à long terme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 

2.16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écrits de présentation des départements et des 

instituts de l’Ecole, et leurs modes de recrutements. 

2.17 Veuillez fournir les documents écrits du processus de demande de restauration 

des patrimoines du musée et ses tarifs. 

3 Arrangements en milieu de visite de terrain 

3.1 Centre de lecture et d’espace de recherche  

3.2 Centre de lecture de l’espace d’exposition et d’espace de recherche 

3.3 Centre de préservation et restauration des archives (livres (manuscrits, é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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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es))  

3.4 Dépôt des archives de différents types de média (dépôt des manuscrits ou 

patrimoines, dépôt de livres (manuscrits, éditions rares) et les installations 

relatives.  

3.5 Espace de travail de copie et enregistrement des archives 

3.6 Espace de travail d’organisation des catalogages des archives 

3.7 Espace de travail de préparation d’application des archives 

3.8 Espace de travail de collecte d’agence de transfert des archives 

3.9 Laboratoire de la conservation à long terme des archives électroniques 

3.10 Autres espaces d'affaires à l'extérieur ou d'autres espaces de revenus, tels que 

les souvenirs, les produits culturels, les librairies, etc.  

3.11 Installations d’enseignement et laboratoire 

3.12 Installations relatives et espace de travail du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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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訪查簡報或相關資料 

一、 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 

新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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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國歷史檔案中心 

館舍及館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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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國羅納省檔案館 

館舍資料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四、 法國里昂市立檔案館 

館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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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 

2016-2017 年開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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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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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法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 

館舍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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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ca 數位圖書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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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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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會晤機關(構)人員 

一、 法國國家檔案館新館 

 

林局長秋燕(左 2)、許科長尹馨(右 2)與建築師 Mr. Jean-Luc Bichet(中)、館務人員

(左)，以及駐法國代表處葉秘書如惠(右)合影 

二、 法國歷史檔案中心 

 

林局長秋燕(右 2)、許科長尹馨(左)與檔案研究員 Ms. Sabine Meuleau(左 2)，以及

駐法國代表處葉秘書如惠(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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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國羅納省檔案館 

 

林局長秋燕(左)、許科長尹馨(右)與館長 Mr. Bruno Galland(中)合影 

四、 法國里昂市立檔案館 

 

林局長秋燕(左)、許科長尹馨(右)與館長 Mr. Louis Faivre d’Arcier(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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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國國立文獻學院 

 

林局長秋燕(左 3)、許科長尹馨 (左)與學院國際關係負責人 Ms. Amélie de 

Miribel(右 3)、學務長 Ms. Gabrielle de Lassus(左 2)，以及駐法國代表處葉秘書如

惠(右 2)與傳譯郭立貞小姐(右)合影 

六、 法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 

 

林局長秋燕(中)、許科長尹馨(左 2)與館長 Ms. Laurence ENGEL(右 2)、國際關係-

歐洲及北美負責人 Mr. Bruno Sagna(右)，以及駐法國代表處葉秘書如惠(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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