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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荷蘭國家檔案館體系包括位於海牙的國家檔案館，其他各省的省級檔案館。

國家檔案館隸屬於教育、文化和科學部(Ministerie van Onderwijs, Cultuur en 

Wetenschappen)，職司典藏荷蘭中央政府、南荷蘭省及前荷蘭屬地(郡)等相關檔

案。各省政府檔案分別保存在 11 個省級檔案館內，各市政府產生的檔案分別保

存在各城市的市檔案館，省市各檔案館亦保存過去幾世紀以來當地政府部門檔案

及服務官員之檔案。 

本次藉由考察荷蘭檔案管理應用現況與未來發展，瞭解該國之檔案管理制度

發展、徵集、保存維護、開放應用及展示之做法，作為我國後續發展國家檔案典

藏及服務建置與營運之參考。 

本次考察計有荷蘭國家檔案館、北荷蘭省檔案館、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海

牙市檔案館、荷蘭皇家圖書館、阿姆斯特丹博物館等 6 個參訪機關，主要結論如

次：一、檔案庫房環境妥適安全；二、檔案文物保存修護專業；三、檔案展覽風

起雲湧；四、互動技術增進展覽亮點；五、應用服務環境安靜舒適；六、檔案教

育向下扎根；七、致力檔案資訊化；八、有關臺灣之歷史檔案豐富；九、檔案館

多元化經營；十、檔案文創初始萌芽；十一、網站與文宣國際化不足。 

本次荷蘭管理考察，其檔案教育、檔案徵集及應用服務及展覽等實務可作為

未來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主要建議說明如次：一、檔案數位化比例宜加速提升；

二、國家檔案資訊網新增申請檔案掃描功能；三、鼓勵私人檔案捐贈；四、建立

檔案教育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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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 考察緣起 

我國自 91 年 1 月 1 日檔案法施行以來，積極推動健全國家檔案管理制度，

並妥善保存國家檔案，落實檔案開放應用。惟鑑於國家檔案媒體類型及內容樣態

日趨多元，且我國尚缺知識體系三大支柱之一「國家檔案館」，有關檔案館之館

舍設計建置、檔案館營運機制以及檔案整理、保存、應用等實務作業，仍亟須參

考先進國家做法，以為借鏡。 

荷蘭之檔案館體系計有國家檔案館、省級檔案館(State Archives)及市級檔案

館等三層級。其中國家檔案館位於南荷蘭省首都海牙，其他省級檔案館位於各省

之省會，部分省級檔案館與當地市級檔案館結合。國家檔案館保存中央政府、南

荷蘭省及前荷蘭屬地(郡)等相關檔案，其餘各檔案館則保存過去幾世紀以來當地

政府部門檔案及服務官員之檔案。本次期藉由考察荷蘭檔案管理應用現況與未來

發展，瞭解該國之檔案專業人才培育、管理制度發展、徵集、保存維護、開放應

用及展示之做法，並希望藉由參訪荷蘭國家檔案館等，作為我國後續發展國家檔

案典藏及服務建置與營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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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選標準及清理機制。 

三、 瞭解檔案館舍規劃設計。 

四、 瞭解檔案典藏策略及保存技術發展。 

五、 瞭解檔案展覽有關策展、布展、行銷推廣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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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ef,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二、 北荷蘭省檔案館(Noord-Hollands Archief) 

三、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Stadsarchief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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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牙市檔案館(Haags Gemeentearchief) 

五、 荷蘭皇家圖書館(Royal Library, The Netherlands) 

六、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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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荷蘭國家檔案館體系概述 

荷蘭國家檔案館體系包括位於海牙的國家檔案館，其他各省的省級檔案館，

省級檔案館位於各省的省會。依 1995 年頒布的荷蘭檔案法規定，各級政府的檔

案在產生 20 年之後都應該要移轉給國家檔案館或各地方檔案館。國家檔案館總

館隸屬於教育、文化和科學部(Ministerie van Onderwijs, Cultuur en 

Wetenschappen)，以檔案的館藏而言，荷蘭中央政府檔案都保存在海牙國家檔案

館。各省政府檔案分別保存在 11 個省級檔案館內，各市政府產生的檔案分別保

存在各城市的城市檔案館。 

在 1998 至 2005 年間，省級檔案館陸續與其他的文化機構合併，通稱為區域

歷史中心（RHC），如表 1 所示。區域歷史中心（RHC）是文化歷史機構的總稱，

最初是作為其他文化機構與省級檔案館合併而出現的代稱，雖然通稱為區域歷史

中心，但實際名稱往往差異很大。此後，部分地區檔案館、圖書館或博物館等之

間的合併也以區域歷史中心稱之。在一般情況下，區域歷史中心是由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機構合併而成，如圖書館、博物館或文件中心。而區域歷史中心成立目的，

係為綜整各式歷史資源的取得及管理，以促進對於歷史的研究。 

 
表 1：荷蘭各區域歷史中心 

省級檔案館設置省份 合併年度 區域歷史中心名稱 

格羅寧根(Groningen) 2001 Groningen Archives 

弗里斯蘭(Friesland) 2002 Tresoar 

德倫特(Drenthe) 2005 Drenthe Archive 

上艾瑟爾(Overijssel) 2000 Historical Center Overijssel 

https://nl.wikipedia.org/wiki/Tresoar
https://nl.wikipedia.org/wiki/Drents_Archief
https://nl.wikipedia.org/wiki/Historisch_Centrum_Overij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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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萊福蘭(Flevoland) 2004 New Land Heritage Center 

海爾德蘭省(Gelderland) 2002 Gelders Archive 

烏得勒支(Utrecht) 1998 The Utrecht Archives 

北荷蘭省(North Holland) 2006 North Holland Archives 

新西蘭(Zealand) 2000 Zeeland Archives 

北布拉班特(North Brabant) 2005 
Braban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Center 

林堡(Limburg) 2006 Regional Historic Center Limburg 

  

https://nl.wikipedia.org/wiki/Nieuw_Land_Erfgoedcentrum
https://nl.wikipedia.org/wiki/Gelders_Archief
https://nl.wikipedia.org/wiki/Het_Utrechts_Archief
https://nl.wikipedia.org/wiki/Noord-Hollands_Archief
https://nl.wikipedia.org/wiki/Zeeuws_Archief
https://nl.wikipedia.org/wiki/Brabants_Historisch_Informatie_Centrum
https://nl.wikipedia.org/wiki/Brabants_Historisch_Informatie_Centrum
https://nl.wikipedia.org/wiki/Regionaal_Historisch_Centrum_Li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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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荷蘭國家檔案館 

壹、 簡介 

一、 成立歷史 

荷蘭國家檔案部門成立於 1802 年，當時的荷蘭是在法國的占領之下。1802

年 6 月，荷蘭文史學者亨德里克·範·維恩(Hendrik van Wijn)被任命為巴塔維亞共

和國的檔案管理員，這在當時是一個新創立的職位。這個日期也被認為是荷蘭公

共檔案館的開端。1814 年，荷蘭恢復獨立之後，國王威廉 1 世命令 1794 年以前

的所有國家檔案都集中在荷蘭議會的所在地海牙。 

1854 年，國家檔案部門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由於檔案數量的不斷積累，在

1881 年分別成立了三個部門，分別處理國家檔案、殖民地檔案及省級檔案。1902

年，這些國家檔案移至海牙，並於 1924 年進行組織重組，第 1，2 部門分別處理

1795 年前後的中央政府檔案，第 3 部門則處理南荷蘭省的檔案，直到 1913 年成

立國家檔案館，1980 年，國家檔案館搬遷位於海牙中央車站旁的現址。 
 

圖 3-1：荷蘭國家檔案館 

 

 

 

 



6 
 

二、 基本資訊 

(一) 館藏資訊 

荷蘭國家檔案館的職責為保管中央政府的檔案，現今荷蘭國家檔案館典藏了

荷蘭近千年歷史的檔案，包括 125 公里以上的檔案，1,400 萬張照片、30 萬張地

圖，這些檔案來自於中央政府、和南荷蘭地區及省級行政機關，以及私人單位。 

在中央政府的檔案中，可以找到政府所有決策的紀錄，像是戰爭、法治的過

程、經濟、農業、工業與貿易、衛生保健、海外的航行發展及領土的發現等，南

荷蘭省檔案則大多是南荷蘭省區域或省級機關、省內的國家機關等所產生的檔案，

而私人檔案的部分，則大多是與政府有關的檔案，其來源來自於在政治上或歷史

上發揮重要作用的個人或機構，例如十七世紀荷蘭的政治家約翰．德．維特（Johan 

de Witt）的檔案。另一種則是來自於與政府無直接關係，而是與荷蘭社會演變有

關的檔案，如荷蘭皇家足球協會(KNVB)檔案。 

 

圖 3-2：荷蘭國家檔案館館藏 

(二) 任務與使命 

荷蘭國家檔案館的主要使命，係基於其典藏政府機關的有關館藏，向公眾提

供相關的歷史資訊，主要任務包括：資訊的創新，資訊自由的維護與取用、持續

關注與國家有關的重要檔案，且實體與數位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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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館舍介紹 

1. 資訊中心 

國家檔案館的資訊中心是初步介紹館藏的地方，其現代化的設計亦是進行研

究的絕佳地點，該中心提供電腦，可在此檢索線上資料庫，索引及國家檔案館的

許多專題研究指南。在資訊中心無法使用檔案原件，檔案原件只能在研究室中使

用，若為初次拜訪國家檔案館的使用者，則必須在諮詢台申請通行證，該中心的

服務皆為免費。開放時間為週 2 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週 3 至週 5 上午 10 時至

下午 5 時。 

  

 
圖 3-3：荷蘭國家檔案館資訊中心 

2. 閱覽室 

國家檔案館的閱覽室是免費開放使用的，但若要進入閱覽室前，則需

要有通行證，或是憑身分證明申請臨時通行證。使用者可在資訊中心線上

查詢檔案，並且線上調閱檔案原件，後續則於閱覽室中使用，原則上申請

檔案原件不限其數量，若檔案內容涉及個人隱私部分會直接抽出不提供，

若一次申請大量的檔案，則會分批提供，在不違反閱覽規則的前提下也允

許翻拍檔案，而若是要在家中線上申請檔案影像掃描，則需要額外的費用，

起始費率為 16.75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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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 

3. 檔案庫房 

荷蘭國家檔案館檔案庫房約有 15 間，其中地圖、照片、膠卷各占 1 間

庫房空間，由於並非新建築，因此，直到近 5 年間才裝設了密集式檔案櫃，

各庫房皆設置有消防滅火裝置。 
 

 
圖 3-5：庫房消防滅火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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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檔案運送設施 

 
圖 3-7：檔案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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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檔案庫房密集式檔案櫃 

貳、 檔案徵集與保存 

荷蘭國家檔案館的檔案來自荷蘭中央政府、南荷蘭省的地區／省行政機關，

其中包括 11 個部會，109 個政府機構，這些機關現存有超過 300 公里的實體檔

案。而根據 1995 年所修訂的檔案法，這些檔案在屆滿 20 年的保存年限後，符合

以下條件的檔案將移轉到國家檔案館典藏，包括： 

(一) 保存年限 20 年以上。 

(二) 實體保存狀況良好。 

(三) 良好的檔案編目。 

(四) 容易取用。 

而這些檔案需要經過鑑定的程序進行評估，其中大約會有 10%會移轉到國家

檔案館。而該鑑定係依據下列標準： 

(一) 政策發展 

(二) 政策評估 

(三) 會計政策 

(四) 政府組織 

(五) 政策執行大綱 

(六) 特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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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到國家檔案館的檔案，原則上都是公開的，但也有少數例外，係依據下

列理由而有限制，需經各部會與其他組織的討論： 

(一) 隱私 

(二) 保護國家或友邦的利益 

(三) 防止對文件或任何第三方提及的個人或法律實體的任何不合理的偏好或

偏見 

參、 2016 年閱覽服務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 2016 年共有 12,328 使用人次，114,297 件檔案申請，

其中有 3,536 件為受限制取用的檔案，而在網站部分，共有 1,200,000 瀏覽人次 。 

肆、 電子庫房（e-depot） 

由於數位化資訊、格式、技術等日新月異，為了確保這些數位資訊得以長期

保存並提供使用，荷蘭國家檔案館建立了專為儲存數位化檔案的電子倉庫

（e-depot），並於 2017 年開始進行大量的數位掃描工作。 

電子庫房主要用於儲存國家檔案，因此，除了國家檔案館的電子檔案之外，

亦提供省級檔案館為主的區域歷史中心使用，除了上述機關之外，亦開放其他政

府機關使用。 

伍、 檔案展覽 

荷蘭國家檔案館於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正進行荷蘭東印度公司展覽，

該展覽係由館方自行策展，數位展覽部分則委外進行，本展覽之展示品皆為原件，

相當珍貴。參觀展覽須收費，成人 5 歐元，學生及 65 歲以上人士 3 歐元，12～

18 歲人士 3 歐元、12 歲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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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荷蘭東印度公司展之展品-1 

 
圖 3-10：荷蘭東印度公司展之展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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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荷蘭東印度公司展之展品-3 

 
圖 3-12：荷蘭東印度公司展之展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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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荷蘭東印度公司展之展品-5 

 
圖 3-14：荷蘭東印度公司展之展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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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荷蘭省檔案館 

壹、 簡介 

一、 機關簡介 

北荷蘭省檔案館是北荷蘭省(North Holland)、肯內默蘭(kennemerland)與哈倫

(Harrlem)的區域歷史中心，其成立於 2005 年，係肯內默蘭檔案館與北荷蘭省檔

案館合併而來，在北荷蘭省檔案館中，可以找到與整個省有關的歷史，北荷蘭省

檔案館位於 Jansstraat，而在距離不遠的 Kleine Houtweg 有另一處分館。在北荷

蘭省檔案館閱覽室的自助服務櫃中，可以找到家庭研究資源，像是居民登記、出

生及死亡登記等檔案，議會資料等則是保存於庫房中。而像是視聽資料、科技檔

案、1811 年以前的公證檔案索引等則放在位於 Kleine Houtweg 的庫房。在

Jansstraat 本館共有 6 個庫房，因空間因素其庫房設於地下室，未曾遭遇水災，

設有防水閘門及抽水設施，存放一般檔案的溫溼度環境為溫度 18 度，相對溼度

57 度。 

 
圖 4-1：北荷蘭省檔案館入口 



16 
 

 
圖 4-2：北荷蘭省檔案館庫房 

 
圖 4-3：北荷蘭省檔案館閱覽室平面圖(Jansstraat 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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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北荷蘭省檔案館閱覽室平面圖(Kleine Houtweg 分館) 

 

作為一個區域歷史中心，北荷蘭省檔案館管有包括政府、北荷蘭省以及私人

機構內與北荷蘭省有關的檔案，其數量約 30.5 公里，另外還管有照片、幻燈片、

明信片、地圖等約 50 萬張(幅)，此外，其圖書館內藏有超過 65,000 冊圖書。相

關的藏品可以在檔案館內的閱覽室免費諮詢及申請，或是透過網站

(https://noord-hollandsarchief.nl/bronnen/archieven)取用。 

 

二、 館藏簡介 

北荷蘭省檔案館內的檔案大致可區分為政府檔案、私人檔案及科學檔案： 

(一) 政府檔案：北荷蘭省檔案館為北荷蘭省的區域歷史中心，因此其有關政府

檔案的館藏，除了省級機關檔案，如土地登記處、法院、監獄外，尚有省

級服務機構，如省級醫院、省級公共工程部門等。另外，北荷蘭省亦兼有

市檔案館的角色，因此，如阿爾茲梅爾市(Aalsmeer)、貝弗維克市

(Beverwijk)、哈倫市(Haarlem)等城市檔案亦置於該檔案館。 

(二) 私人檔案：私人檔案有許多類型，如宗教檔案、公司檔案、協會及基金會

檔案、家庭及個人檔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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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檔案：北荷蘭省檔案館亦管有科學機構及著名的科學家的檔案，如諾

貝爾獎物理學獎得主彼得·塞曼(Pieter Zeeman，1865-1943)、亨德里克·勞

侖茲(Hendrik Lorentz，1853-1928)的個人檔案。 

 

 
圖 4-5：北荷蘭省檔案館館藏-1 

 

圖 4-6：北荷蘭省檔案館館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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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命與願景 

北荷蘭省檔案館認為歷史是極其重要的，其希望成為北荷蘭省的記憶，因而

北荷蘭省檔案館具有雙重使命： 

(一) 作為政府機構的夥伴：保持檔案可持續存取及其可靠性 

(二) 向大眾開放：成為北荷蘭省的歷史資訊中心。 

貳、 閱覽服務 

北荷蘭省檔案館在 Janskerk 與 Kleine Houtweg 的閱覽室置有多台電腦，使用

者可以線上檢索資料庫(https://noord-hollandsarchief.nl/bronnen/archieven)，大多數

的檔案及館藏是可以公開使用的，但若涉及隱私等限制條件，則將無法提供。申

請檔案原件則需要填寫申請表格，讀者必須在閱覽室訂有使用規則，讀者必須遵

循相關的規定： 

(一) 檔案原件只能在指定的桌面使用。 

(二) 最多只能在桌子上放置一本書或檔案原件。 

(三) 只能使用乾淨、乾燥的手來翻閱檔案 

(四) 將檔案儘可能的平放在桌上 

(五) 請勿改變檔案編排的原始順序 

(六) 因為涉及到版權、開放性等問題，拍攝檔案原件應由閱覽室的檔案

人員進行 

(七) 檔案、圖像及書籍只能由檔案人員進行複製 

 
圖 4-7：北荷蘭省檔案館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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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荷蘭省檔案館的館藏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進行掃描，提出掃描需求及掃描

是免費的，而在實際掃描前，檔案人員會評估該檔案的開放應用狀態，如果該檔

案屬於未開放（如版權限制、涉及隱私）狀態，則申請人將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參、 檔案教育 

北荷蘭省檔案館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生開發了不同的檔案教育專題： 

(一) 小學 

1. 在檔案中發現名字：在檔案中，有許多與姓和名有關的文件，該專題將

直接至庫房中介紹與姓名有關的歷史檔案，讓學生完成有關於姓名的類

型和與姓名的所具有的意義的學習，並且在課程最後，與學生討論所看

到、學習到的內容。 

2. 拯救未來：該專題介紹他們將如何為未來的人們保存檔案，學生們將參

觀檔案庫房，接著，從檔案的印刷材料、媒體等，根據自己的想法討論

哪些該被儲存或銷毀。 

3. 族譜：該專題將介紹與族譜有關的歷史檔案，接著帶領學生介紹過去著

名的家族的族譜，課程最後，將與學生討論所看到、學習到的內容。 

(二) 中學 

1. 第二次世界大戰討論會：該專題先將學生進行分組，並且針對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檔案進行研究，接著每組簡要介紹相關檔案的內容，針對他們

介紹的主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最後給予表現最好的學生一個小獎勵。 

2. 檔案中的自畫像：在本主題中，學生們比較現在與早期畫中人的臉部表

情，以及相關的環境。另外，也討論諸如構圖、相機的快門速度等概念。 

(三) 高中 

在本主題中，學生們研究從 18 世紀到現代有哪些流行趨勢？過去的時

尚元素是否反映在現代的服裝？藉由檔案內容過往的穿著，學習以不同

的角度來看待現今的時尚，並且以繪畫、照片以及檔案原件為基礎，瞭

解十八世紀的服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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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 

壹、 簡介 
一、 機關簡介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為全世界最大的市檔案館，隸屬於阿姆斯特丹市政府，

其主要檔案來源為阿姆斯特丹政府機關，包括了阿姆斯特丹有關的私人機構、公

司、家庭、個人等。除此之外，鄰近城市如 Ouder-Amstel 、Amstelveen 也將該

城市的歷史檔案存放於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原座落於 Nieuwer 的前市政廳，2007 年始搬遷至位於

市中心 De Bazel 紀念建築中。該建築前身為銀行，故阿姆斯特丹檔案館中仍可

看見許多銀行留下的設備。檔案館目前共有 10 名檔案修護人員進行檔案修護，

另有約 465 名志工，協助展覽、數位化等工作。 
 
 

 
圖 5-1：阿姆斯特丹檔案館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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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檔案庫房入口 

 
圖 5-3：館舍舊有設備 

二、 館藏資料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典藏有超過 50 公里的檔案，100TB 的數位檔案，其館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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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括地圖、歷史地型圖、印刷品、影音檔案以及照片等。 

(一) 政府和個人檔案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約有一半的館藏來自政府，像是市長、市議會、市議員

的檔案，以及相關的機關，如消防隊、港務局等機關的檔案。此外，尚有與阿姆

斯特丹有關的國家政府檔案，包括 1524 至 1811 年的的司法檔案，教堂公證、婚

姻等的登記簿冊檔案，約 5 公里。另一半的館藏來自於私人機構、家庭或個人捐

贈的檔案，私人檔案為城市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包括貿易和商業、社會與文化、

教育、信仰、家庭生活等類型。 

(二) 歷史地型圖 

包括各種描繪城市歷史的文件，像是照片、圖紙、地圖、施工圖紙、海報、

圖片、明信片等，簡而言之，是城市歷史的總集，亦有對街道、水路、建築物的

紀錄，以及城市日常生活的肖像或形象的紀錄。 

(三) 視聽資料 

自 50 年代開始，阿姆斯特丹檔案館即開始蒐藏有錄音紀錄、音樂、影像等

檔案，該城市的部分服務部門也會產出重要的視聽資料，像是城市公共工程部門

等。 

貳、 檔案清理 

在檔案銷毀部分，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針對該市 1850 至 1995 年及 2005 至

2016 年市政檔案各訂有定期保存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若非該區分表內所列的

檔案，則應該要永久保存。而檔案銷毀需要經過審核程序，檔案銷毀目錄則永久

保存。 

而保存年限 20 年以上的檔案，應該要移轉到市檔案館，若是要提前移轉，

則檔案必須是保存情況良好、次序完整且可取用的狀態。 

參、 檔案數位化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自 2001 年開始檔案數位化，經過 15 年的努力，目前約

有 1,800 萬頁的數量，並且以每年 100 萬頁的數量成長。其數位化的目的是為達

成遠端服務，而為了這個目的，阿姆斯特丹檔案館進行數位掃描的標的有極大部

分來自於研究者或使用者所提出的需求，因此，該館每週都會有超過 15,000 頁

以上的掃描影像，並且上線提供使用，而檔案經數位化提供使用後，即不再提供

實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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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檔案庫房-1 

 
圖 5-5：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檔案庫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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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檔案應用服務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的檔案，除了涉及隱私、國家利益或不當利益等部分外，

原則上皆為公開使用，若是已經過數位化的檔案，則一律使用線上瀏覽，若是未

經數位化的檔案，則需申請檔案原件使用。2017 年開始線上申請數位化掃描已

無需費用。 

 
圖 5-6：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閱覽空間 

 

伍、 檔案展覽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的檔案展覽係由檔案館自行策展，並無公共參與，若民

眾有任何建議，則可透過公共平台，如 FACEBOOK、留言版、電子信箱等提供

建議，檔案館會徵詢各領域專家評估所提意見是否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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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展覽-1 

 
圖 5-8：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展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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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牙市檔案館 

壹、 簡介 

一、 機關簡介 

海牙市檔案館位於海牙市政廳，是海牙市的歷史檔案、視覺媒體、多媒體資

訊的文件資訊中心。海牙市政廳係由美國建築師 Richard Meier 於 1986 年設計，

於 1995 年完成，位於海牙市中心，其中包括了議會廳，公共圖書館，咖啡館，

海牙市檔案館、展覽空間等。海牙市檔案館與海牙圖書館同隸屬於海牙市的公共

事務部，海牙市檔案館的負責人為城市檔案管理者，而其檔案管理團隊包括 1

位城市檔案管理者，兩位管理員，兩位管理員中，一位負責館藏，一位負責對外

服務。 

海牙市檔案館的公共服務政策是，無論是出於什麼目的，每一位拜訪者都可

以免費查閱檔案，包括市政館藏與非市政館藏。海牙市檔案館除了市政檔案外，

尚包括下列項目： 

(一) 報紙雜誌圖書館。 

(二) 與海牙市、市民有關的照片、地圖、印刷品 

(三) 來自海牙基金會與協會的私人檔案 

(四) 影像與音訊檔案 

二、 館舍簡介 

(一) 閱覽室 

海牙市檔案館與萊德斯亨丹－福爾堡(Leidschendam-Voorburg)、以及荷蘭音

樂學院(collection of the Netherlands Music Institute)在海牙市政廳的 1 樓設有聯合

閱覽室。閱覽室的一部分作為諮詢數位館藏及微縮片之用，其他則作為館藏原件

的閱覽之用。調閱館藏需要有效的身分證件或護照，將由專業的館員協助到館的

讀者進行研究。其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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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海牙市檔案館閱覽室 

(二) 辦公室 

海牙市檔案館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位於市政廳 6 樓，各員工並沒有固定的工作

座位。 

(三) 修復及掃描部門 

修復部門位於市政廳 9 樓，其中有多種設備可作檔案修復，像是自動切割機

等。該部門也同時進行數位化工作，依照使用者的需求，由志工進行數位化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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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掃描設備-1 

 
圖 6-3：掃描設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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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檔案修復工作區-1 

 
圖 6-5：檔案修復工作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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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業訓練 

海牙市檔案館也開立了課程以訓練專業的檔案人員，包括學士及碩士課程。

海牙市檔案館中也有完成歷史或藝術史的工作人員。館內的工作人員大多都參與

過專業的訓練課程，如修復計畫、博物館學等，這些課程大部分都是在大學開設，

而檔案館內的助理也會參與相關的訓練課程。檔案館工作人員也可以向館方提出

他們想要參與訓練或培訓的課程，或參加相關的研討會等。 

參、 檔案徵集、鑑定與處置 

海牙市檔案館中除了海牙市政府所產生的文件外，較為特別的是，還蒐藏了

海牙市有關城市景觀變化相關的文件，除此之外，還包括了與海牙有關的協會、

公司、個人等相關的檔案。 

海牙市檔案館有專屬的年度預算，也接受許多來自各方的捐款，而該館並不

購買檔案。前述有關城市風貌改變的檔案，係來自於該館不斷的掌控著城市的變

化，如建築物的拆除、道路的縮減、新建築的建立等，在這些城市外觀改變前，

海牙市檔案館即會委託攝影師前往紀錄變化前後的樣子。 

檔案的檢查員也負有讓檔案在正確時間銷毀的責任。在荷蘭的檔案法中也有

相關的規範。 

肆、 檔案編排與描述 

因為館藏的多元化，海牙市檔案館也使用不同的描述系統。該館使用

Mais-Flexis 這個系統來作描述，並且在 www.archieven.nl這個網站中查詢檢索檔

案。在圖像資料部分，海牙市檔案館使用 Memorix Maior 這套軟體作描述，並且

在 www.haagsebeeldbank.nl這個網站中作檢索。該館也持續的進行數位化作業，

並應用了 metamorfoze 這套標準，而這套標準也廣泛的應用於其他的檔案館。 

伍、 檔案應用 

海牙市檔案館也開設相關檔案課程，並且在每年的海牙歷史紀念日辦理演講，

另外也協助編製出版品，提供相關的檔案給報紙、雜誌或電視媒體使用，籌劃與

海牙有關的各種展覽，並且利用本身的資源與城市的外在合作夥伴進行合作。 

海牙市檔案館有兩個展覽空間，一個在 Spui 車站中展示海報，另一個在市

政廳中庭的燈箱，進行相關的歷史展覽。 

2013 年，海牙市檔案館根據要求開始了數位化作業，使用者可以在家中提

出他們需要的檔案，海牙市檔案館再依據其需求進行掃描，提供相關連結給使用

http://www.archieven.nl/
http://www.haagsebeeldbank.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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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下載。2017 年 7 月 1 日之後，使用者則可以在 www.haagsebeeldbank.nl網站下

載免費的照片資料。 

陸、 檔案庫房與運作 

海牙市檔案館的庫房位於市政廳地下 1 樓，依館藏的類型分別有專屬的庫房，

像是紙本庫房、照片庫房、大型檔案庫房等。近幾年，也包括了大型模型檔案，

放置於大尺寸檔案庫房，該庫房也放置了海報、印刷品、地圖等。每個庫房都有

嚴格的溫溼度控制。 
 
 

 
圖 6-6：溫溼度控制設備 

http://www.haagsebeeldbank.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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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檔案庫房 

 
圖 6-8：契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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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荷蘭皇家圖書館 

壹、 簡介 

一、 基本簡介 

荷蘭皇家圖書館(Koninklijke Bibliotheek, KB)成立於 1798 年，是荷蘭的國家

圖書館，目前的館名是 1806 年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所命名。

荷蘭皇家圖書館自 1993 年之後成為獨立機關，由教育．文化和科學部提供資金，

預算為 9,100 萬歐元。 

荷蘭皇家圖書館的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能獲得荷蘭過去和現在的知識與文化，

並成為科學資訊提供的知識中心，為研究，學習和文化體驗提供服務。希望透過

文字力量推動，進一步增強荷蘭人民的知識發展和創造力，也為此尋求與公共圖

書館，文化遺產及學術界夥伴的合作。因此，其將「實現國家數位化圖書館」與

「加強國家和國際合作」列為 2015-2018 年之重點發展目標；希望在發展目標的

導引下，同時進一步協調公共圖書館有關荷蘭歷史，語言和文化研究等數位化資

訊的保存，以成為學術資訊的研究中心與國際圖書館。另外，該館在國際推廣方

面亦不遺餘力，目前參與了約 30 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活動。 

二、 館藏簡介 

荷蘭皇家圖書館並無寄存制度，現有 700 萬件印刷品，約為 115 公里的圖書

資料，包括書籍、期刊、報紙等，2016 年，增加圖書 40,950 冊，期刊 39,350 冊，

期刊 1817 冊，共計有 260 萬篇數位化文章及 2,500 本電子書被下載使用，另有

特藏包括中世紀及現代的手稿、善本書、線裝書等，其館藏來源有極大部分為出

版商無償提供。 

三、 建築 

荷蘭皇家圖書館係於 1982 年移至現今位於海牙中央車站旁的大樓，該大樓

是由荷蘭著名的建築師 Arie Hagoort 所指導設計。大樓總面積達 8 萬平方公尺，

其中圖書館佔 3.7 萬平方公尺，另外，該大樓尚有文學博物館、兒童讀物博物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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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荷蘭皇家圖書館外觀-1 

 
圖 7-2：荷蘭皇家圖書館外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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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荷蘭皇家圖書館入口處 

 
圖 7-4：入口外展示空間 

 

貳、 服務 

一、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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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皇家圖書館使用者分為一般會員以及付費會員，付費會員所需負擔的金

額為每年 15 歐元，與一般會員的差別在於可以使用該館所有的數位館藏。 

二、 研究員駐場計畫 

荷蘭皇家圖書館於 2014 年建立了「研究員駐場計畫」，邀請年輕的人文科學

研究人員與荷蘭皇家圖書館之數據專家密切合作，以 6 個月為期，運用龐大數據

資料進行自己的研究，也可以尋求荷蘭皇家圖書館數據專家之協助，參與研究員

駐場計畫對研究者和荷蘭國家圖書館雙方均有益處，透過圖書館收集之資訊，改

善對人文科學研究人員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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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 

壹、 簡介 

一、 基本簡介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是一座介紹阿姆斯特丹歷史的博物館，成立於 1926 年，

館藏總計超過8萬件物品，其中有一半是由市保存的，另一半則來自捐贈及遺產，

自 1975 年以來一直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一棟原為孤兒院的建築，原名阿姆斯特丹

歷史博物館，2011 年改名為阿姆斯特丹博物館。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係直接隸屬於市政府，年度經費約為 200 萬歐元，另外尚

有彩券的收益的挹注，其挹注金額為博物館年度經費的百分之十。 

圖 8-1：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入口 

二、 使命和願景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致力於將阿姆斯特丹的歷史帶入生活，並提供洞察城市的

身分; 博物館挑戰居民及遊客深化與城市的關係 

三、 參觀規則 

(一) 博物館內禁止吸煙、飲食 

(二) 背包及雨傘應留在儲物櫃中，不可攜入手提箱或行李 

(三) 不允許帶寵物入內，導盲犬除外 

(四) 展品禁止觸摸 

(五) 允許照片及錄影，不可使用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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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將手機轉為靜音模式 

(七) 遵守員工的指示 

(八) 保留門票，直到參觀結束 

貳、 展覽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的展覽接受民眾的參與，亦即民眾可提供意見參與展覽的

規劃，館方會依照民眾的意見進行評估。另外該館在 2010 年時亦即開放民眾參

與展品 metadata 的共筆寫作。該館目前有多項常設展，其中名為阿姆斯特丹 DNA

的展覽，提供 10 國語言的導覽機解說阿姆斯特丹的歷史。 

圖 8-2：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展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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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文物修復工作室 

圖 8-4：可提供 10 國語言導覽的導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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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樓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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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壹、 結論 

  本次赴荷蘭考察，囿於考察經費及時間的限制，加上荷蘭各檔案館分散不同

省分之地域限制，行程規劃係擇選國家檔案館、省級檔案館、市級檔案館，以及

具有同屬知識服務體系的圖書館及博物館為主，總計安排荷蘭國家檔案館、北荷

蘭省檔案館、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海牙市檔案館、荷蘭皇家圖書館以及阿姆斯

特丹博物館等 6 個機關，整體而言參訪內容豐富，獲益良多。 

 荷蘭之官方語言為荷蘭語，英語雖然為該國之第二語言，惟各檔案館之相關

簡介或出版品仍多為荷蘭語版本，鮮有英文版本，網頁資料之英文網頁內容亦較

為簡略，僅能以荷蘭語版本透過網路翻譯軟體略作瞭解及綜整，另輔以現場之交

流與筆記摘錄重點，因此本報告係就參訪過程所交流之重點、簡報資料，以及拜

訪機關之網站資訊等彙整呈現，以求完整。 

  參訪過程中，各館相關部門主管或接待人員均熱忱接待並盡力解說及釋疑，

謹致謝忱。此外，本次考察得以充分進行檔案管理業務交流，並順利圓滿完成任

務，亦需特別感謝我國駐荷蘭代表處大力支持與協助行程之聯繫與安排，原行程

規劃，博物館部分原擬拜訪荷蘭國家博物館，惟該館因業務繁忙及人力因素無法

接待本次行程，導致需要另外洽詢拜訪其他機關，駐荷蘭代表處亦協助於極短時

間內另洽定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接受參訪，使本次考察行程得以順利圓滿。 

本次考察荷蘭在檔案管理與應用業務方面，皆有我國值得參考借鏡之處相關

心得歸納綜整如下： 

一、 檔案庫房環境妥適安全 

檔案庫房是保存珍貴檔案的重要基礎設施，綜觀本次考察所得，不論是隸屬

中央層級的荷蘭國家檔案館、區域性的北荷蘭省檔案館、或是城市級的阿姆斯特

丹市檔案館，多設置具備妥適典藏檔案的庫房環境，舉凡溫度與溼度之控制或消

防滅火系統等，提供典藏檔案安全無虞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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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檔案館庫房-1 荷蘭國家檔案館庫房-2 

  

荷蘭國家檔案館庫房滅火設備-1 荷蘭國家檔案館庫房滅火設備-2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庫房-1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庫房-2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庫房溫溼度紀錄儀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庫房防蟲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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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檔案庫房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檔案庫房入口 

  

荷蘭皇家圖書館書庫區-1 荷蘭皇家圖書館書庫區-2 

二、 檔案文物保存修護專業 

檔案保存維護工作是為確保檔案長久保存俾利提供應用的必要任務，由於荷

蘭各檔案館均設立甚早，其保存之各類檔案多年代久遠，檔案文物之修護更為重

要，因此，考察發現多數檔案館均設置相關保存設備，例如大型檔案之捲筒保存、

適合檔案平放之大型圖櫃、或是珍貴檔案之直立式保存設備等，以致力於檔案保

存。 
  



45 
 

  
荷蘭國家檔案館保存捲筒 荷蘭國家檔案館大型圖櫃 

  

海牙市檔案館珍貴檔案吊掛保存-1 海牙市檔案館珍貴檔案吊掛保存-2 

  

北荷蘭省檔案館檔案庫區 北荷蘭省檔案館珍貴檔案溫溼度控制保存櫃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珍貴檔案保存區標示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珍貴檔案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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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文物檔案之修護，由於檔案館所典藏之物件不僅限於紙質檔案，甚或有

木雕或其他媒體物件，因而配合在修護方面設有不同之修護空間或設備。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修護設備-1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修護設備-2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文物修護室-1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文物修護室-2 

三、 檔案展覽風起雲湧 

檔案展覽是活化檔案及推廣檔案意識之重要方法，因此，參訪各檔案館均能

發現展覽活動是各檔案館的首要任務，依其檔案館設立宗旨並搭配典藏檔案特色，

精心策畫展出內容，期望藉以發揮檔案館的存在價值及社會文化教育功能。部分

檔案館除自辦展覽外，也提供相關展品之借展合作，例如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就

鼓勵其他文教機構共同合作，也因此訂有借展契約 (附錄 3：阿姆斯特丹市檔案

館借展契約) 

(一) 荷蘭國家檔案館之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1602-1799）的相關檔案為荷蘭國家檔案館的重點收藏，為了重現

這段歷史，荷蘭國家檔案館籌畫「The World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特展，藉以展現該館在檔案數位化的成果。「The World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特展雖不算是一個規模宏大的特展，但是展

場佈置卻別具巧思，在有限的空間裡建構出一艘船首形狀的展廳，搭配

深色布簾投影出大海廣闊的視覺效果。檔案館希望邀請觀眾踏上這艘象

徵著 VOC 商船的木質船廳，一起從荷蘭國家檔案館航向那對於荷蘭人

而言，曾是充滿未知的亞非世界。另外，該展的海報設計係以東印度公

司駐印尼總督 Jan Pieterszoon Coen （1587-1629） 的肖像，配合標語「No 

Business Without Battle」，企圖呈現荷蘭海外殖民歷史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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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特展海報 
船型展場動線規劃 

  

船首前端的藍海濤濤 展場場景-1 

  

展場場景-2 展場場景-3 

(二)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典藏該城市的發展軌跡，無論是檔案還是文物，都擁有豐

富的館藏可以述說這個城市的歷史，該館為了讓每個市民或世界各地友人能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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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這個歷史悠久的城市，策劃了能展現這個城市底蘊的「Amstermdam DNA」特

展，對這個城市的發展娓娓道來，結合檔案文字、影音紀錄、及具悠久歷史的文

物，希望重建這個城市的發展軌跡，使其人民以 Amstermdam 為榮。 

  

Amstermdam DNA 特展-1 Amstermdam DNA 特展-2 

  
Amstermdam DNA 特展-3 Amstermdam DNA 特展-4 

  
Amstermdam DNA 特展-5 Amstermdam DNA 特展-6 

(三)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針對這個城市樣貌的改變歷程規劃了城市風貌演進展

覽，以重建歷史現場的手法，塑造出不同年代的城市樣貌，除了精緻的展場置讓

人彷彿回到那個年代，再加上融合古今重疊的影像紀錄，更讓人有身歷其境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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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展場設計-1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展場設計-2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展場設計-3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展場設計-4 

 

(四)  北荷蘭省檔案館之展覽 

  

北荷蘭省檔案館展場設計-1 北荷蘭省檔案館展場設計-2 

四、 互動技術增進展覽亮點 

檔案展覽的手法是否能拉近與觀展者的距離，攸關展覽的成敗，也因此策展

過程中，除了展出內容應具吸引力外，展覽方式應以簡單、活潑、具趣味性，方

能有效吸引觀展者的參與並達到檔案展覽教育文化功能。在此行考察行程中，發

現諸多檔案館之展覽活動也具備前述要領策劃展覽，特別是互動技術的導入與運

用，充分吸引觀展者的目光，進而參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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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互動體驗-1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互動體驗-2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互動體驗-3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互動體驗-4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互動體驗-5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多語言導覽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互動設計-1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互動設計-2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融合古今設計-1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融合古今設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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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用服務環境安靜舒適 

檔案應用服務不僅提供閱覽檔案的空間，也利用這個空間建立與使用者的緊

密連結，使用者在這裡找尋所需資訊的線索，進而從線索連結到檔案，更從檔案

中滿足資訊需求，所以安靜舒適的檔案閱覽環境，在此行考察的檔案館或圖書館

中有了真實的親身體驗。然而使用者付費觀念在荷蘭甚為普及，使用檔案館多有

相關收費規定，且各館也都訂有該館之使用者運用檔案之規定。 

(附錄 4：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付費手冊) 

(附錄 5：阿姆斯特丹城市檔案館參觀者規則) 

(附錄 6：荷蘭皇家圖書館使用規定) 

(附錄 7：荷蘭皇家圖書館特別收藏閱覽室使用條件)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1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2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3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4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5 荷蘭國家檔案館閱覽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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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市檔案館閱覽室-1 海牙市檔案館閱覽室-2 

  

北荷蘭省檔案館閱覽室-1 北荷蘭省檔案館閱覽室-2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閱覽室-1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閱覽室-2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閱覽室-3 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閱覽室-4 

六、 檔案教育向下扎根 

檔案意識的推廣是檔案館的社會文化責任，檔案館除了應致力於促進全民認

識檔案，應用檔案，同時更肩負檔案教育向下扎根的重任。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

為了促進學生認識檔案，在館內設立教育特展室，利用檔案元素融入歷史教材，

並透過遊戲的方式，在教學過程中建立學生的正確檔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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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教育特展室-1 檔案教育特展室-2 

  

檔案教育特展室-3 檔案教育特展室-4 

 

七、 致力檔案資訊化 

資通訊技術的進步帶動了檔案事業的新發展，特別是數位化影像掃描技術不

僅提供檔案典藏的另一種選擇，同時也搭上網路讓檔案服務無遠弗屆，荷蘭諸多

檔案館也致力於檔案數位化的建置，希望藉由資通訊技術讓古老的檔案有了新生

命。部分檔案館也以便民服務與提升檔案近用原則，受理使用者之個案檔案數位

化申請(附錄 8：海牙市檔案館數位化申請手冊)。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數位化設備-1 海牙市檔案館檔案數位化設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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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臺灣之歷史檔案豐富 

由於臺灣曾經歷荷蘭統治，期間長達百年，荷蘭治臺時期主要是透過東

印度公司及宗教方式留下相關紀錄，而這些珍貴檔案在荷蘭的諸多檔案館中

都可以發現蹤跡，臺灣亦有多位學者及文史機關曾前往複製相關館藏，荷蘭

各檔案館亦表示歡迎本局前往複製相關藏品。 

  
荷蘭皇家圖書館關於臺灣之典藏-1 荷蘭皇家圖書館關於臺灣之典藏-2 

  
荷蘭皇家圖書館關於臺灣之典藏-3 荷蘭皇家圖書館關於臺灣之典藏-4 

  

北荷蘭省檔案館關於臺灣之典藏-1 北荷蘭省檔案館關於臺灣之典藏-2 

九、 檔案館多元化經營 

檔案館雖然是提供知識的場域，但為促進更多人接近檔案，檔案館的多元化

經營日漸普及，其中又以引進餐飲業最為風行，此一現象也普遍存在博物館與美

術館。由於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位於市中心繁華地帶，雖然位處巷弄之內，但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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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古香的建築氛圍下，檔案館門外的咖啡座總是門庭若市，當人們在古建築中品

嚐著現代的咖啡飲品，在煦煦暖陽的照映跟微風輕拂的當下，讓檔案館有了另一

種定位。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咖啡座入口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咖啡座 

十、 檔案文創初始萌芽 

文創產業是近年的新興方向，博物館利用館藏文物進行文創商品開發已行之

多年，而且有相當成效，舉凡國外之博物館、美術館皆有具創意之文創商品誕生，

國內之博物館亦然；然而檔案能否跟文創建立連結，進而透過文創商品推播檔案

意識，是一個有待開發的領域。此次考察行程發現，檔案館在文創開發方面的例

子不多，僅有荷蘭國家檔案館以檔案元素或形制為主體，開發一些文創商品並於

館內陳列販售，但由於商品選擇有限，其成效尚待觀察，也從而發現檔案文創產

業尚處於萌芽階段。 

  
荷蘭國家檔案館文創商品陳列-1 荷蘭國家檔案館文創商品陳列-2 

十一、 網站與文宣國際化不足  

阿姆斯特丹雖然號稱是一個國際化都市，街上行人來自世界各國，但此次造

訪各檔案館或圖書館之際發現，這些檔案館都建置官方網站以公布相關資訊，但

可惜的是這些網站只提供荷蘭文，唯獨荷蘭國家檔案館之官網提供部分英文資訊；

當實地拜訪時，館內提供之簡介資訊、展覽訊息或各式公告，也只有荷蘭文，此

一現象對國外參觀者而言是相當不便，也是此行最為訝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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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議 

  本次經由荷蘭各檔案館之考察參訪，瞭解荷蘭檔案管理及發展概況，以下茲

就荷蘭檔案管理與發展可作為本局參考之重點，提供建議如下： 

一、 檔案數位化比例宜加速提升 

本次參訪荷蘭各檔案館發現其在近 2 年啟動大規模的檔案數位化，除了可有

效提升檔案的使用率外，亦可減少檔案原件的損耗，實為現今檔案管理及應用發

展之趨勢。檔案可藉由數位化使民眾在任何地方皆可方便取用，使檔案應用不限

於單一場所。以掃描數量而言，本局受限於人力、經費等因素，105 年之國家檔

案掃描數量為 90 萬頁，比起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一年 100 萬頁的數量尚有一段

差距，建議本局可多方爭取經費，針對重要或民眾需求之檔案優先進行數位化，

以提升本局檔案之應用率。 

二、 國家檔案資訊網新增申請檔案掃描功能 

荷蘭各檔案館之館藏檢索系統設有線上申請檔案掃描的功能，民眾在家中檢

索檔案目錄，若所需檔案無線上影像，即可進行線上申請掃描，檔案館會優先掃

描民眾所需的檔案，並且在完成之後主動通知使用者於線上存取掃描檔。建議我

國可參考相關做法，評估現行經費及人力，於國家檔案資訊網新增該項功能讓使

用者可線上申請掃描需要的檔案，讓使用者可彈指之間即可取得所需的資料。 

三、 鼓勵私人檔案捐贈 

荷蘭之檔案館除管理政府機關檔案外，有極大部分館藏係來自私人檔案之捐

贈，類型包羅萬有。我國檔案管理事業因起步較晚，加上檔案法對於檔案之定義

較為狹隘，偏重於政府機關檔案，對於私人檔案較少徵集，因而典藏之國家檔案

仍偏重於政府機關檔案，雖然近年在本局的努力之下，已有私人文書捐贈之例，

如楊威孫先生於 103 年捐贈私人收藏之原始檔案文件，惟私人檔案捐贈仍屬少數，

建議本局可建立私人文書捐贈之模式及專門之諮詢管道，藉由模式之建立，使民

眾認知本局之職能，建立捐贈者之信賴感，以豐富不同面向之國家檔案主題。 

四、 建立檔案教育專題 

檔案教育應向下紮根，如北荷蘭省檔案館即針對各學齡層規劃有不同面向之

檔案教育專題，藉由使用檔案，進而瞭解檔案，應用檔案，為檔案教育建立相當

完善的模式。建議可參考該館相關作法，以檔案設計不同的互動體驗，讓檔案能

更普及於各年齡層之教育。目前本局已建立檔案支援教學網，以各種主題結合檔

案與教育，並且至學校宣導使用，惟尚難與學生藉由檔案進行實體互動，建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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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於國家檔案館建立檔案教育專題活動，藉由與學生之互動，落實檔案教育向

下紮根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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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荷蘭國家檔案館簡報資料(徵集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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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荷蘭國家檔案館簡報資料(e-de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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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借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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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付費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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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參觀者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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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荷蘭皇家圖書館使用規定 

Regulations for using the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Effective date: 1 January 2014 
These Regulations also apply to visitors to the Netherlands Music Institute. 
 
Article 1 - Functions  
The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KB) i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The KB 
makes its collections and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visitors for research, study and cultural 
purposes in the library itself and on the internet.  
 
Article 2 - Registration and access  
1. Persons using the facilities of the KB must register. A valid KB pass is required to 
enter the public areas of the KB. An access code and password are required to use 
digital services and for access to licensed files.  
2. A KB access code/password and/or pass is available to people from the age of 17 
on payment of the applicable fees and authentication using DigiD or on provision of a 
valid identity document and proof of address. Visitors to the library who are 17 or 
over and who only wish to use the public areas and/or freely available digital or 
physical publications may apply for a free KB reading room pass on provision of a 
valid identity document. Under strict conditions, the KB will grant limited access to 
staff of an institution with an institutional pass. An institutional pass must be 
requested from the Director General in writing.  
3. The KB pass and access code/password are strictly personal and may not be 
transferred to third parties.  
4. The KB pass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the KB, is valid for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issue and must be renewed annually for continued access to services. 
5 The KB must be notified immediately if a KB pass is lost, stolen or damaged. An 
administration fee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issue of a new pass. 6. Persons under the 
age specified in article 2.2 may write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to request access to the 
library or remote use of its services stating their reasons. 
 
Article 3 - Facilities and conduct  
1. Passholders may enter the public spaces and use the freely accessible digital and 
physical publications.  
2. A purchased KB pass allows use of all collections and facilities in the library itself 
and elsewhere by internet.  
3.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certain services may be imposed on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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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4. Visitors are not permitted to make photocopies of newspapers or certain categories 
of fragile publications.  
5. Visitors may use their own digital cameras in the KB to photograph material in the 
collection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the reading room staff on duty have given permission. Permission will be refused if 
the material is too fragile (as determined by the duty staff); 
 - no aids may be used to take the photograph (for example, to hold a book flat); - 
other users of the reading room must not be disturbed by the photography;  
- flash may not be used; - the photographs may only be for personal study and not 

for uses with a direct or indirect commercial purpose; 
 - the user i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complying with legal provisions on 

publication and replication.  
6. Use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the related reading room is governed by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Reading Room Regulations.  
7. The separate regulations that appear when a PC is started up govern the use of the 
PCs in the public areas of the KB. Improper use is not permitted. Improper use 
includes viewing or sending offensive images or text and breaking into computer 
systems.  
8. Visitors must not behave in a discourteous or disruptive way. Silence must be 
observed in the reading rooms.  
9. For the safety of the collections and equipment, coats, jackets and bags and items 
that could cause damage must be stored in the cloakroom.  
10. Equipment such as mobile phones, laptops, PDAs, etc. may be used in silent mode 
in designated areas. Calls may not be made or received in public areas except in 
designated areas.  
11. Smoking, eating and drinking is prohibited. Food and drink may not be brought in.  
12. Pets are not admitted. 
 
Article 4 - Loans and returns  
1. The Director General determines which categories of digital and physical 
publications may and may not be consulted or lent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publications that may be borrowed at one time. 
2. Borrowed publications must be returned by the due date. 
3. A borrowed publi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a voucher that states the return date. 
This voucher can be stamped as proof of return when the material is returned.  
4. Anyone who has not applied for renewal in good time and exceeds the loan period 
will be requested in writing, by telephone or electronically to return the borr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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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mmediately. If there is no response, a second reminder will be issued after two 
weeks. If that reminder is ignored, a fine will be levied for each publication returned 
late from fourteen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second reminder and borrowing rights 
will be suspended. Written notice of default will be issued if there has been no 
response to the reminder four weeks after the date of the second reminder and the 
borrower will be liable for all costs, including legal and out-of-court costs, incurred 
by the KB as a result of the late return, including the replacement value of the 
borrowed item, plus a fine. The borrower may also be barred permanently or 
temporarily from using the library.  
5. If publications are returned by post, they must be packed carefully and the correct 
postage must be paid.  
6. If proof of return is required for items returned by post, the borrower must enclose 
the voucher and a stamped self-addressed envelope with the borrowed publication. In 
that case, he/she will receive the stamped voucher by return.  
7. Visitors must treat borrowed publications with care. Publications must be protected 
from harm during transport and use outside the library. Notes and comments must not 
be made in books or magazines, nor may publications be damaged in any other way.  
8. The borrower may not give publications of the KB to third parties.  
9. Borrowed publications may not be taken outside the Netherland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10. Publications will not be lent for use outside the building to persons living outside 
the Netherlands or with no fixed address excep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11. A person who wishes to examine a publication not freely available for consultation 
must submit a request to this end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stating their reasons. 
 
Article 5 - Consultation of digital files  
1. Digital services requiring a purchased KB pass and/or access code/password may 
only be used for private use and/or study and not for business and/or commercial 
purposes.  
2. The user of a full text digital file may not perform any action which endangers the 
normal use of the file or damages its producer.  
3. Users are not permitted to consult digital files through the KB if the producer’s 
licence conditions do not permit this. 
4. The KB pass and access code/password are strictly personal and may not be 
transferred to third parties.  
5. Penalties are set out in article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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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 Theft and hacking  
1. Any attempt to leave the building with a publication owned by the KB and not 
available for lending is theft and may lead to a permanent ban from the library or a 
ban for a period set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This also applies to taking equipment or 
publications available for lending if the loan has not been recorded by the lending 
desk.  
2. A hack or attempted hack of computer systems will be reported immediately to the 
police and will result in exclusion from all KB services.  
 
Article 7 – Liability  
1. The KB is not liable for property that visitors leave in the KB or in publications of 
the KB.  
2. The KB accepts no liability for loss or theft of property left in the cloakroom or 
lockers.  
3. The holder in whose name a KB pass is issued will be liable for its misuse by third 
parties.  
4. Passwords or access codes issued by the KB for the use of software and files are 
strictly personal. The KB will not be liable for damage arising because visitors have 
used access codes carelessly or as a result of carelessness in logging in or out.  
5. Visitors may be held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introducing a computer virus to 
the KB’s systems.  
6. The perpetrator will be liable for the damage arising from a hack of the computer 
systems.  
7. The KB is not liable for damage arising from deficiencies in digital or printed 
information made available by the KB.  
8. Any person who damages the building or fixtures and fittings, loses or damages a 
publication of the KB or uses a computer system carelessly will be held liable for the 
related cost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may be excluded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from the library.  
 
Article 8 - Data protection  
1. The KB protect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its registered passholders pursuant to 
the rules and conditions in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Wet Bescherming 
Persoonsgegevens).  
2. The KB records personal data for the purposes of its lending records, provid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passholders on these products and 
services.  
3. The KB will ensure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used for purposes unrelated t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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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is not supplied to third parties unless the KB is legally required to 
provide identity and/or usage data by order of the police or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assist the prevention, detection and prosecution of a criminal offence. 
 
Article 9 – Enforcement  
1. Persons using the KB must obey these Regulations for using the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the organisational rules for good order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staff in 
general. The full text of these regulations is available on the KB website. A printed 
version of these regulations will be handed to anyone on request; all users of the 
library are assume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text.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se 
regulations and/or instructions of the staff may lead to temporary or permanent 
exclusion from certain facilities or access to the library.  
2. Complaints by visitors/users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in the 
KB Complaints Scheme (Klachtregeling KB) drawn up by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rticle 10 - Authority  
1. The Director General sets the library opening hours, fees and the opening hours of 
the catering facilities. He determines the period of exclusion from the library. 
 2. The Director General will decide in any case not provided for in these regulations.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use of the KB have been drawn up pursuant to the KB 
Governance Regulations (Bestuursreglement van de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dated 
15 October 2008 and operative from 7 May 2009. This English version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Dutch text and the Dutch text will prevail in the event of differences. J.S.M. 
Savenije Director General The Hague, 1 Janua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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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荷蘭皇家圖書館特別收藏閱覽室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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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海牙市檔案館數位化申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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