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交流） 

 

 

 

 

 

臺灣省諮議會 2016 年海峽兩岸檔案
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報告 

 

 

 

 

 

 

服務機關：臺灣省諮議會 

姓名職稱：團長陳成家代理諮議長 

          團員李冠儀科長 

          團員劉政杰專員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廈門市 

出國期間：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臺灣省諮議會 2016 年海峽兩岸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

交流報告 

摘要 

臺灣省諮議會承襲臺灣省參議會、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及臺灣省議會的文化資

產，並完成檔案、公報、議事錄及問政錄影帶數位化以及檢索系統建置。為促進

臺灣省諮議會數位典藏成果加值運用，推展我國實施地方自治經驗，於民國 100

年開始參加海峽兩岸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活動。 

廈門大學是大陸重點建設的大學，在對臺交流方面，學校具有得天獨厚的地

理條件和難以替代的人文優勢，已成為研究臺灣的重鎮和兩岸學術交流的重要高

校。其圖書館擁有為數眾多的資料庫，是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中主要

的成員館之一，也是大陸福建省文獻信息服務中心，更是是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

心重要機構。累積了豐富的數位化經驗，與本會史料總庫與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

可互相觀摩學習，經聯繫本會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參訪廈門大學圖書館以進

行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 

本次交流活動期間為 105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囿限經費，本次學術交流時

間相當緊湊，但與會人員熱烈討論，交換彼此數位化典藏工作經驗，分享推動成

果及心得。宣揚臺灣地方自治成果，是本次行程重點之一，透過本次學術交流，

充分讓與會者體現台灣民主價值，並獲得好評，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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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會於民國 87 年 12 月 21 日改制，承襲臺灣省參議會、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及

臺灣省議會的文化資產。為妥善保存珍貴的省議會檔案史料，本會於民國 93 年至

98 年期間，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作，加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數位典

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並於計畫結束後再籌措經費，完成自臺灣省參議

會以來 52 年餘期間之檔案、公報、議事錄及問政錄影帶數位化。民國 97 年開始與

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合作開發檢索系統，以提供更便利、更完善的檢索

平台，促進檔案史料加值運用，推展我國實施地方自治經驗。民國 100 年成立臺灣

省議會會史館，使得臺灣省及地方自治發展歷程以常設展方式供各界參觀。103 年

4 月獲行政院函示成立地方自治議政史料數位研究發展中心，統籌並協助地方自治

議政機關推動議事檔案數位化。 

議事檔案除了紙本的公報及議事錄外，尚有議員問政錄影、錄音，種類具有多

樣性；而數位化成果的應用及推展，資料庫及檢索系統的開發，具有相當重要影響。

為提供使用者便捷服務，提升本會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基礎環境、後端管理效能及

資料安全，將於明(2017)年推動「臺灣省諮議會議政數位史料整合及資訊服務提昇

計畫」整合本會多年來整理的檔案(1,325,917 影幅)、公報(198,000 影幅)、議事錄

(308,000 影幅)、照片(40,291 影幅)、錄音帶(1721 片 DVD)、錄影帶(4,868 片 DVD)及

小傳前傳(564 位)等數位化資料於同一個檢索平臺，開發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系統，

提高資料檢索的效率，促使各界廣泛運用本會檔案，進行各領域甚至跨領域的臺灣

研究。故本年度檔案數位化學術交流活動除著重檔案數位化典藏之學術交流外，也

著重在數位化工作的多樣性及資料庫、系統開發經驗交流。 

廈門大學是大陸重點建設的大學，在對臺交流方面，學校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

條件和難以替代的人文優勢，已成為研究臺灣的重鎮和兩岸學術交流的重要高校。

其圖書館擁有為數眾多的資料庫，是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中主要的成員館之

一，也是福建省文獻信息服務中心，更是是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重要機構。累積

了豐富的數位化經驗，與本會史料總庫與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可互相觀摩學習，經

聯繫本會於 105年 11月 2日參訪廈門大學圖書館以進行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 



 2 

貳、目的 

為增進本會地方自治史料檔案之相關研究及兩岸文化學術交流，參加兩岸檔案

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或其他有助於兩岸在文化上及民主進程之良性發展相關活動，

發揮檔案加值應用多元價值並展示我國地方自治經驗。 

參、過程 

一、11 月 1 日（星期二） 

啟程。 

二、11 月 2 日（星期三） 

105 年海峽兩岸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地點：廈門大學圖書館） 

 

兩岸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首先由廈門大學圖書館蕭館長洪德教授歡迎本

團至該館進行檔案數位化學術交流，並期許透過雙方交流，瞭解雙方檔案數位化的

經驗和成果，可以相互學習，並建立雙方交流互動管道。本團團長陳成家代理諮議

本團團員與廈門大學圖書館參與交流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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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代表團員感謝廈門大學圖書館熱誠地歡迎本會參加本次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

流活動，期待本次交流活動除分享彼此檔案數位化的經驗外，也能在簡報、交流與

參訪的過程中，有豐富的收穫。在一一介紹雙方與會人員後，進入本次檔案數位化

典藏學術交流活動。 

本次海峽兩岸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主題如下: 

主題 發表人 

臺灣地方自治史料數位典藏 
臺灣省諮議會 

李冠儀科長 

特藏保存保護與服務推廣 
廈門大學圖書館 

劉心舜主任 

首先由本會李冠儀科長介紹臺灣省議會的發展及史料數位典藏，說明臺灣省參

議會、臺灣臨時省議會、臺灣省議會至臺灣省諮議會之時代背景及沿革，簡介本會

保存臺灣省議會各時期檔案、公報、議事錄、議員問政錄音錄影及老照片，為了達

到長久保存，檢索取得的目的，本會於 2004 年開始加入數位典藏國家型計劃，展

開檔案數位化的工作。接著介紹本會數位化的成果與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功能，說

明該系統設計時便以使用者為導向，建構便利清晰的系統檢索與瀏覽形式，並引入”

後分類”概念，加強詮釋資料的應用，建立完善的影像瀏覽環境。 

之後分享推動數位典藏及建置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之經驗，並說明這批珍貴的

史料，不僅是臺灣半個世紀以來民主化歷程的縮影，更完整記錄當代人民生活的原

貌，所以本會有義務也有責任來保存這重要的文化資產，留給後世子孫作為歷史的

見證。最後以圖文並茂的資料，分享本會辦理檔案史料巡迴展覽、設置臺灣省議會

會史館、編纂史料彙編、口述歷史、會史、議員小傳及前傳、歷屆議長副議長略傳、

七十周年專刊等，呈現本會近年來推廣數位典藏加值運用的成果。並以本會多年來

推動議政史料數位化的經驗和成果為基礎、統籌與各縣市議會共同推動「臺灣地方

議會議事錄數位化暨檢索系統建置計畫」，協助各縣市議會妥善保存珍貴的地方議

事史料。為進一步提升史料總庫使用率，我們主動走進校園，以面對面方式，向相

關系所師生介紹本會數位典藏內容，說明史料總庫之操作及應用，讓與會的師生能

對史料總庫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進而善加利用史料檔案資源，激發出更多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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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我們數位典藏加值運用之成果。 

 

 

廈門大學圖書館則由特藏部劉心舜主任介紹該圖書館建於 1921 年，文獻收藏

涉及各學科領域，由以東南亞研究和臺灣研究資料方面具有特色優勢。館內擁有大

量的古籍線裝書、光碟、錄音(影)帶、微縮片等資源，是大陸重點古籍保護單位。

特藏部成立於 2008 年，主要業務是負責該校保有的古籍、特藏、廈大文庫保存與

數位化工作，內容涵蓋古籍、民國書刊、閩臺研究文獻、東南亞研究文獻、簡報資

料、校史資料、手稿、照片等特色藏品。這些特藏來自於建館初期由華僑黃奕柱先

生捐助採購，或由福建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廈門私立海將學術資料館基合併機

構移交而來，部分來自個人捐贈，再加上圖書館徵集區域研究文獻、廈門大學相關

文獻及校友資料等。 

由於類別繁多數量龐大，原則上以珍貴的、破損嚴重的、特有的藏品優先處

理，以數位典藏方式，實現特藏品長期保存與服務推廣之目的。在流程方面依序

為編碼-製作清單-裝檔案盒-掃描-審核-標引-建資料庫，並積極爭取各方合作，參

與相關計畫建設。在數位典藏服務與推廣上，係以玉堂廈大文庫為平台，包括網

本會李冠儀科長介紹數位典藏內容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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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實體展廳，重點發掘數位化資料庫與廈門大學相關資訊，旨在做好校園文化

傳承，並不定期辦理展覽宣傳數位典藏成果，館員也參與文獻出版等工作，多管

道推廣數位化成果。 

 

  

    雙方意見交流內容整理如下： 

1. 廈門大學圖書館館長蕭德洪表示臺灣省諮議會不像是一般檔案館機構，請

問臺灣省諮議會主要職能是甚麼? 

本會代理諮議長陳成家回應表示，本會係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暨「地方制度法」第 5 條規定設置，屬憲政層級行政院派

出機關，諮議員由行政院長提名，總統任命，一屆任期三年，目前有 19 位

諮議員，每年召開定期大會，雖然沒有監督地方政府權限，但有諮詢蒐集

民意，各諮議員在地方瞭解並反映民情，以民眾最關切之議題做為議事討

論主軸，形成對國家未來發展建言，經大會通過後送請行政院參採。並召

開政策議題座談會，邀請中央主管部會與地方政府、民間團體進行意見交

廈門大學圖書館劉心舜主任介紹廈門大學數位化工作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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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建議，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府際間溝通與民意反映平臺。另外一塊是

做關於議政史料之保存、整理、典藏及展示等業務，包含蒐集整編議政史

料充實數位內容及設施、推廣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的應用、舉辦議政檔案

史料展覽扎根民主教育、辦理文史編撰研究及檔案數位典藏學術交流等。 

2. 本會代理諮議長陳成家表示本會的史料是來自過去議會沿革過程一路保存

下來的相關檔案，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擁有的是第一手資料，來源很單

純。而就簡報內容看，貴館資料來源多元，如何辦別其真偽?例如古畫就會

出現模仿之作，如果有人引用貴館資料，導致研究判讀錯誤，後來才發現

該資料有問題怎麼辦?貴館在揭示資料前是否應先辦明其真實性。 

廈門大學圖書館特藏項目主管邵洪婷回應表示因為這些資料都是整批而不

是零散地的，且有政府的官章在裡面，應該是當時流傳下來的。 

廈門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劉心舜表示或許貴會的職責使然，會專注於檔

案資料的真偽問題，檔案本身有它的唯一性與權威性，作為圖書館只是提

供更多素材給研究者研究，我們會把章節、版權頁及藏書章呈現出來，至

於版本的真偽問題就留待研究者去追究。圖書館的資料只是幫助研究者了

解當時的情況，就剪報資料來說，就很可能與官方觀點不同，而有很多種

說法。作為一個文獻收藏機構，我們會把原件呈現出來，現在引用出現問

題的多半是引用別人文章中所引用的東西，而沒有去查證。 

廈門大學圖書館技術主管陳曉亮表示，該館取得相關圖書或檔案資源，首

先必須清查整理、建檔數位化，然後再去摸索淵源，如何取得?如何產生?如

果現在不去整理揭示它，研究者也無從得知它的存在，雖然我們自身的學

識無法判斷，但將這資料開放出來，就能借用專家的學識來跟我們一起判

斷真偽，所以首先還是要公開揭示開放出來。 

3. 本會史料科科長表示這些資源都完成數位化工作了嗎?有統一的編碼方式?

是各自建置資料庫嗎? 

廈門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劉心舜表示特藏資料都已經完成數位化，但資

料庫尚在建構中。由於特藏資源種類眾多，不像貴會資料性質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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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會是有整體規劃，依據計畫有先後次序分別委託執行，建構起完善資料

庫。特藏部除了數位化工作外，主要是讀者服務，我們必須先滿足學者研

究需要，提供資料為優先，在工作項目上被迫多管齊下，也沒有專案經費

可以委託，都靠自己摸索。唯一編碼是數位化的核心，不同類別的資料有

統一的編碼方式，可以去區別各自不同。與你們的差異處應該是貴會史料

種類雖不同，但各類別間互相關聯，因此你們才有進行資料庫的整合構想。

而我們的資源種類龐雜來源多元，各項目之間沒有很大關聯，我們的策略

是先把資料整理出來，揭示資料後再做整合。資料庫資料不若史料總庫大，

目前只提供館方查詢用，並未上網公開查詢。 

4. 廈門大學圖書館技術主管陳曉亮表示：典藏資源數位化後，數位資源保存

工作成為典藏機構重點工作，本館檔案資料以 600dpi 全彩掃描後，分成 3

個等級保存。一是 tiff 格式數位檔案，以硬碟保存，其次是轉成 600dpi 的

jpeg 格式數位檔，作為後續轉換格式的基礎，儲存於不對外開放的伺服器

上，第三是線上(web)供瀏覽用的 jpeg 版本(解析度較低的版本)，存放於對

外公開的伺服器上。另外，3 種等級的數位檔案再有 1 份硬碟的備份。不知

諮議會在妥善保存數位資源的做法為何? 

本會專員劉政杰表示：本會數位資源保存為數位典藏工作後續重點工作之

一，本會典藏檔案資料在完成數位化後，以 3 種格式保存、提供運用，其

一是典藏格式，為 300dpi 全彩 tiff 檔格式，儲存於硬碟與 DVD 光碟各 1 份，

不對外開放使用。其二是 300dpi jpeg 檔格式(授權應用等級)儲存於硬碟與

DVD 光碟各 1 份。其三是 72dpi jpeg 檔格式(web 瀏覽等級)儲存於硬碟、

DVD 光碟及資料庫各 1 份，此資料庫對外開放檢索使用。又本會針對瀏覽

等級(72dpi jpeg 格式檔案)連同資料庫及檢索系統，複製 1 套存放於距本會

30 公里以上之合作機構裏，即建立所謂「異地備援」機制。如本會資料庫

運作遭受不可抗力因素而中斷時，可以透過備援機制，迅速恢復對讀者的

服務。另為確保本儲存於各種載體的數位資源可正常讀取，本會定期檢測

各儲存媒體，並定期更新儲存媒體，以確保數位資源得以正常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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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陳成家代理議長代表致贈本會紀念盤予廈門大學圖書館留念 

 

 

本團團長陳代理諮議長成家代表贈送「走過 70 見證民主-臺灣省議會 70 週年」一書

予廈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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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 月 3 日(星期四） 

返程。 

肆、心得與建議 

此次檔案數位典藏學術交流，本會完整豐富的議事檔案數位化典藏成果，深獲

好評；本會「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實用的功能和操作的便利，引起廈門大學參加

交流人員高度注意，認為可作為未來推動數位化參考。而本會之數位典藏經驗及各

項加值應用，也使該校館員留下深刻印象。 

茲將此次學術交流活動檢討及建議臚列如下： 

一、廈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研究實力雄厚，南洋研究、臺灣研究、高教研究、

經濟研究、會計研究等領域居大陸領先地位。其圖書館非常重視數位典藏工作，古

籍檔案典藏甚豐，各項數位化工作持續推展。此次交流得知，大陸方面雖歷經長期

文物保存的黑暗期，但既存的檔案史料在數量上仍極為龐大，屬性上亦是多元。廈

門地理位置靠近臺灣，因為戰亂的關係，部分檔案與地圖資料分屬兩岸個別保管，

將來若能藉由兩岸完善的數位典藏資料庫，可以協助研究者將兩岸過去所發生的事，

拼湊還原歷史的原貌。 

二、廈門大學圖書館設有信息技術專門部門，負責系統開發、維護及資源整合，

不需借力於廠商，因此在資訊服務方面顯得很有彈性。惟該館受制於經費、人力與

服務需求，個別項目完成數位典藏檢索資料庫，在時間的掌握上不若本會來得有效

率。本會雖然沒有配置專門資訊技術人員，但透過完整規畫行程妥適計畫後，再據

以發包執行，較易於時間內達成目標。 

三、廈門大學圖書館特藏史料內容多元，資料形式多樣，在數位化上除需眾多

資金、人力投入，更亟需汲取其他場館或學校數位化經驗，以因應未來可能遭遇的

各項難題。本會完成臺灣省議會各時期檔案史料數位化，建立完整的省級地方自治

資料庫，在數位化及資料庫建置管理等方面，均有豐富經驗，該館表示透過交流可

汲取我方數位典藏經驗，可加速該館特藏資料之數位化進程。 

四、透過交流，對於大陸高等學府檔案史料推展情形有初步的認識，該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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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的特藏品，有著相同架構下的統一編碼方式，可作為本會明年推動「臺灣省諮

議會議政數位史料整合及資訊服務提昇計畫」及未來推動相關史料蒐集及數位化之

參考；多方面進行交流，可提供雙方不同的觀點與方法，做為檔案保存、管理、數

位化與系統開發等相關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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