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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為了推行發展國際統一的圖書編號制度，開創圖書出版品標準化、

統一化、資訊化與國際化的新格局，民國 77 年 7 月行政院正式核備國立中央

圖書館（即國家圖書館前身）為臺灣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ISBN）權責單位，民國 78 年正式實施新書編配 ISBN 制度，

本館也自此成為該國際組織的一員，目前全世界有超過 200 個國家及地區的

圖書出版使用 ISBN 做為識別碼，加入國際 ISBN 組織的會員機構則有 150 餘

個。ISBN 總部為維繫會員間之運作與交流，每年於世界不同地區舉辦年會，

臺灣身會員機構之一員，出版事業發達，每年出版圖書近 4 萬種，希望能藉

此次參與年會機會，加強與總部及各會員機構之交流，並對於國際圖書出版

現況及趨勢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以參考規劃為臺灣出版者及出版事業提供更

多服務。 

本次出國除參加 2019 年國際 ISBN 總部年會，與 ISBN 總部人員及各國

ISBN 中心人員交流汲取經驗外，並參訪智利國家圖書館，智利國圖對智利作

家作品及國內外有關智利之作品積極收藏，重視重視本國文化之保存，令人

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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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是因應圖書

出版、管理需要，並便於國際間出版品的交流與統計所發展的一套國際統一的

編號制度，1967 年英國圖書業界首先創立這套編號系統，從英語國家先行試

用。1972年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

稱 ISO) 正式將國際標準書號訂定為國際標準，並在柏林國家圖書館成立國際

標準書號總部 ( International ISBN Agency，簡稱 IIA )，審核管理各地區的申請

案件、分配群體識別號及協助各地標準書號制度的建立；2005年 ISBN總部改

組為非營利性的國際組織，並於 2006 年 4 月遷移至英國倫敦，由電子資料

交換國際組織（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to Europe，簡稱 EDItEUR）

接任；2018年 3月國際 ISBN總部獨立出 EDItEUR，成為獨立運作組織。 

我國為了推行發展國際統一的圖書編號制度，開創圖書出版品標準化、

統一化、資訊化與國際化的新格局，民國 77 年 7 月行政院正式核備國立中央

圖書館（即國家圖書館前身）為臺灣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ISBN）權責單位，民國 78 年正式實施新書編配 ISBN 制度，

本館也自此成為該國際組織的一員，由國際標準書號總部分配"957"(民國 89

年新增"986")三位碼，代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圖書出版品的群體識別號。民

國 79 年 2 月「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正式成立，積極實施 ISBN 編號與出版品

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作業制度。國 88 年 1 月教育部核

定發布「全國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辦法」。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

國家圖書館館務會議修訂通過「 全國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作業

要點」。民國 100 年更因應電子書的發展，正式推動電子書國際標準書號申請

核發作業。 

目前全世界有超過 200 個國家及地區的圖書出版使用 ISBN 做為識別

碼，加入國際 ISBN 組織的會員機構則有 150 餘個1，會員機構依總部規範進

行地區範圍內之出版機構識別碼編配，以及受理圖書之 ISBN 編號作業，並

                                                      
1資料來源：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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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務依總部所計算之費率繳交年費，並定期將編配出版者識別號之相關資

料匯報總部。ISBN 總部為維繫會員間之運作與交流，每年於世界不同地區舉

辦年會，向與會會員報告會務情形，並安排各地 ISBN 機構報告其最新發展

情形。 

臺灣身會員機構之一員，出版事業發達，每年出版圖書近 4 萬種，希望

能藉此次參與年會機會，加強與總部及各會員機構之交流，並對於國際圖書

出版現況及趨勢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以參考規劃為臺灣出版者及出版事業提

供更多服務。 

 

貳、過程 

本次出國時間共計 7 天，行程如下： 

 

時間 預訂行程 地點 

9/28(六) 台北出發  

9/29(日) 抵達聖地牙哥 
智利 

聖地牙哥 

9/30(一)～10/1(二) 參加 2019 年國際 ISBN 年會 
智利 

聖地牙哥 

10/2(三) 啓程回臺  

10/3(四) 搭機、轉機  

10/4(五) 抵達臺北  

 

2019 年國際 ISBN 年會於 108 年 9 月 30 日(一)至 10 月 1 日(二)，於智利

聖地牙哥皇冠廣場飯店（Crowne Plaza Hotel）舉辦，第二天會後（10 月 1 

日）下午大會安排參觀智利國家圖書館。以下就年會及智利國家圖書館參訪

情形摘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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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國際 ISBN 年會 

本館民國 78 年加入 ISBN 國際組織以來，先後於 84 年、85 年、88 年、89

年、90 年、99 年及 102 年，計 7 次派員出席國際 ISBN 年會，每年年會活動由

ISBN 總部安排不同會員國主辦，2019 年會由智利舉辦。 

智利位於南美洲，1945 年加入聯合國，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官方語言

為西班牙語，首都位於聖地牙哥，人口數約 19,000 萬，面積 756,096 平方公里

（宣稱有擁有南極領土 1,250,000 平方公里），官方貨幣為智利披索 (Peso) ，

匯率約 1 USD = $ 723.37S pesos chilenos)。 

本次年會由智利 ISBN 中心—－智利圖書商會 Cámara Chilena del Libro 主

辦，智利圖書商會成立於 1950 年，是一結合智利的出版社、發行商、書籍銷

售商等所組成的非營利性組織，在 1986 年成為智利的 ISBN 官方機構。為期 2

天的年會活動於上午 9:30 在商會會長 Eduardo Castillo García 及 ISBN 總部新

任主席 Beat Barblan 先生致歡迎詞後展開，會議議程安排如下： 

 

 第一天（9 月 30 日） 

1. 國際ISBN總部最新狀況報告 (ISBN總部執行長 Stella Griffiths)。 

2. 國際ISBN總部年度報告：包括行政會務及財務報告等。 

3. 拉丁美洲的ISBN概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推廣區域中心

CERLALC , Mr. José Diego González)。 

4. 智利出版趨勢 (智利經濟文化基金會 FCE, Mr. Rafael López 

Giral) 。 

5. 英國及愛爾蘭ISBN中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Mr. Eleanor Pigg） 

6. 各地ISBN中心報告：烏干達、瓜地馬拉、加勒比共同體

CARICOM、宏都拉斯、玻利維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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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組討論 

8. 晚宴 

第二天（10 月 1 日） 

1. ISBN 發展現況報告（國際ISBN總部營運經理 Mr. Nick Woods) 

2. 區域組織的發展： 

(1)拉丁美洲CERLAL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推廣區域中心 

Ms. María Isabel Deaza Pérez) 

(2)北歐Nordic-Baltic（愛沙尼亞ISBN中心 Ms. Mai Valtna) 

(3)巴爾幹半島Balkan (斯洛維尼亞ISBN中心 Ms. Alenka Kanič) 

3.  2020主辦挪威國家圖書館介紹（挪威ISBN中心Ms. Eva Kathrine Holst) 

 

 

2 天的年會有來自 36 個地區 59 位代表參加，就各地 ISBN 及出版發展進

行交流，以下就「2019 年國際 ISBN 總部年會」之會議內容及重點摘要如下： 

 

(一)國際 ISBN 總部最新狀況及 ISBN 發展  

ISBN 總部 2 位報告人 Stella Griffiths 及 Nick Woods 報告內容綜合摘要如

下： 

1.理事改選 

2019年5月時，總部以電子郵件通知所有會員，3位理事任期即將到期，

包括理事主席Ronald Schild (德國)、Beat Barblan（美國）、Jon Windus（英

國及愛爾蘭），為將進行改選，邀請所有會員提名候選人。7月至8月間

確認提名人選由各國進行投票，選出新任理事及改選理事會，新任主席

由美國Beat Barblan擔任，副主席為歐盟Carol Riccalton、財務主管為Jon 

Windus（英國及愛爾蘭），其他理事成員包括義大利、瑞典、西班牙、

法國代表以及來自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國際商品編碼 協會

(GS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推廣區域中心 CERLALC) 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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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書店協會 (Intl/European Booksellers Assn) 等圖書業界代表。 

2.總部遷址 

ISBN國際總部於2018年獨立出電子資料交換國際組織（EDItEUR），

今年8月遷出 EDItEUR 辦公室，新辦公室仍位於英國倫敦。 

3.ISBN區域工作會議 

包括北歐Nordic-Baltic Group、巴爾幹半島Balkan Group、伊比利亞美洲

Ibero-American Group、阿拉伯世界Arab World Group等區域，有各自組

織並在2019年召開工作會議。其他地區包括東南亞、印度地區、非洲

及大洋洲目前尚未成立類似組織，總部執行長 Stella Griffiths 於報告

時指出，非常期待以上區域也能有會員能協助組織及主辦工作會議，

有助於推動ISBN的發展。 

4.工作手冊修訂 

總部於2018年發布新版ISBN使用者手冊 ( Users' Manual)，並鼓勵各地

區協助翻譯為當地語文，至今共有8種語文，包括英文、法文、簡體

中文、芬蘭文、德文、波蘭文、馬爾他文及西班牙文，公布於總部網

站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content/isbn-users-manual。 

5. 強調出版者個人資料保護 

因應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於

2018年5月全面實施，全球ISBN中心上傳出版者資料需符合相關規

範，總部已於網站揭示相關內容，各地ISBN中心亦應配合辦理，包括

資料上傳公開需取得出版者同意、網站應揭示相關條款、申請書需配

合修訂增加說明及出版者意願之選項、請各ISBN中心加強與出版者溝

通等。 

6.各會員定期報告繳交及處理情形 

各地ISBN中心需依規定期程繳交年度報告，並上傳當地出版社資料，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content/isbn-users-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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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收到來自109個機構所上傳的資料，另目前有16地區的ISBN

中心並未建立自己的ISBN資料庫，直接使用總部系統；總計全球出版

者 (登記核發有前綴號的出版者) 總計2,213,127家。分布狀況如下： 

 

資料來源：2019 ISBN AGM 報告 

 

(二) 拉丁美洲的 ISBN 概況 

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推廣區域中心 (The Regional Center for Book 

Promo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RLALC) 代 表  José Diego 

González進行報告。CERLALC是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資助設立的跨政府

機構的組織，總部位於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報告統計了2013年到2018年拉

丁美洲各國的ISBN發展概況，2018年該地區的ISBN的編配量總計為181,401

筆；出版量最高的國家依次為巴西 (占45%)、墨西哥 (占16%) 、阿根廷 (占

14%) 及哥倫比亞 (占8%) 、智利及秘魯。報告中也透過數據分析了拉丁美洲

出版者類型，以及學術出版、政府出版和個人出版等狀況。其出版統計中數

位出版占了總出版量的28%，而個別出版者的年出版量最多集中於50~9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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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量僅超過100種者合計近45%，與臺灣以小型出版者為主大不相同。 

(三)智利的出版趨勢報告 

依智利ISBN中心所出版的2018統計報告，全年核發ISBN圖書的數量為

8,165種，較去年成長了1.86%，其中以文學類3,471種占了42.51%為最多，報告

中也統計分析了智利自2010年至2018年各類型出版品的消長，並比較不同地

區的圖書出版差別。2018年智利新申請的出版者有163家，統計數字呈現，自

2000年以來，每年新加入的出版者大都在一百多家左右，累計至2018年底，智

利共有出版者3,311家。出版圖書中有1,142種為電子書，占了出版品總量的

13.99%。 

(四)英國及愛爾蘭 ISBN 中心—Nielsen  

英 國 及 愛 爾 蘭 的 ISBN 官 方 機 構 為 尼 爾 森 圖 書 公 司  (Nielsen Book 

Services) ，該公司總部位於英國，為國際圖書業提供一系列包括出版、採購、

行銷、發行、書目服務及市場調查等服務，英國及愛爾蘭地區的ISBN分配，

也是該公司的服務項目之一。尼爾森公司前身為Joseph Whitaker，報告中介紹

公司從1858年成立以來的重大發展歷程，1967年英國正式成立ISBN中心，1988

年成立圖書銀行，1995年成立BookScan圖書資訊部門，2016年成立ISBN Store 

提供有關ISBN的線上服務。 

(五)各地ISBN中心報告 

1. 烏干達Uganda：該國ISBN業務由國家圖書館負責，國家圖書館根據

2003年實施的「國家圖書館法」而設立，隸屬於「性別、勞工及

社會發展部」。烏干達國圖同時也是該國法定送存機構，所有出版

品需送存3份，政府出版品為10份。2018年的ISBN申請量為583

種，報告中指出，實際的出版量高於此數據，因為許多出版品並未

申請ISBN，未來將加強ISBN及送存的宣傳。 

2.瓜地馬拉Guatemala：報告統計該國的ISBN註冊數量近年來逐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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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由2004的476種，至2018年增加至1,137種，平均年增長率為

9%，人均出版量也從每10萬人3.72本，增加至6.14本。登記的出

版者總數為450家。 

3.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 (CARICOM)：加勒比海共同

體由15個正式成員國及5個非正式成員所組成，目前12會員實施

ISBN制度，並由其中4個地區的ISBN中心負責協助進行ISBN的分

配作業，分別為巴哈馬、貝里斯、牙買加、千里達及托巴哥。 

4. 宏都拉斯Honduras：1997年宏都拉斯國家圖書館正式成為該國ISBN

機構。2017及2018的ISBN申請量分別為536及389種，報告中指出

目前推動ISBN的面對的困難，包括該國網路非常不穏、年長者没有

電子郵件等。目前圖書送存為5份。 

5. 玻利維亞 Bolivia：玻利維亞於1998年開始實施圖書ISBN，由國際

ISBN總部授權玻利維亞的圖書商會負責辦理。報告中心就該國1998

年以來各年度的ISBN註冊量進行統計分析，2018年有1,578種，

2019年為1,143種。從2008年之後每年的圖書出版均超過1000種以

上，圖書分類採用杜威十進制分類系統，近3年來出版量最高的主題

主要為社會科學類、文學類及總類，並以印刷品為主，電子書數量

很少，2019年只有31種。 

 (五)區域組織發展 

1.拉丁美洲CERLALC：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推廣區域中心代表

Ms. María Isabel Deaza Pérez 報告，該組織自1980年代就𨳡始從事區域

內有關ISBN的各項推動。區域組織範圍內計有21個國家，組織中有17

個ISBN中心使用CERLALC所開發使用ISBN系統—SIRA，資料庫中總

計資料筆數近1,700,000筆。 

2.北歐Nordic-Baltic：由愛沙尼亞ISBN中心代表 Ms. Mai Valtna 報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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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組織由丹麥、愛莎尼亞、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挪威、波蘭

及瑞典所組成，自1993年以來，即輪流於各國舉辦工作會議，迄今已

有9次，本年度會議在於5月在愛莎尼亞首都Tallinn舉行。下次會議訂

於2021年於拉脫維亞首都Riga舉行。未來將每隔2年集會一次，進行經

驗交流及整合該區域在ISBN作業所面臨的議題。 

3.巴爾幹半島Balkan：由斯洛維尼亞ISBN中心代表 Ms. Alenka Kanič 報告，

組織內成員包括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保加利亞、克

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塞族共和國及斯洛維尼

亞9國，從2009年以來輪流於各國召開區域ISBN會議，2019年於斯洛維

尼亞盧比亞那會議，討論ISBN新合約對ISBN服務的衝擊。 

（六）2020主辦挪威國家圖書館介紹 

明年ISBN年會即將於2020年9月9日至10日於挪威奧斯陸舉行，由挪威國

家圖書館主辦，報告人Ms. Eva Kathrine Holst介紹挪威國家圖書館目前員工

500人，館藏主要針對一般社會大眾，它同時也是該國法定送存機關，依據

送存法，送存範圍涵蓋所有類型媒體的出版物。挪威國圖使命還包括數位保

存、版權管理、知識組織等，另外，也擔有國家書目、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圖書館事業發展等職責。 

 

二、智利國家圖書館 

10月1日上午結束ISBN年會議程後，大會安排參訪智利國家圖書館，智

利國圖位於聖地牙哥，由年會會場徒步前往圖書館約20分鐘路程。 

1813年智利脫離西班牙獨立，同年8月智利國家圖書館成立，可說是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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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當日參觀的館舍則是1925年搬遷現址，建築雄偉，

一系列閱覽室充滿舊歐洲風格，分別典藏不同類別的圖書， 包括Gabriela 

Mistral Room，典藏有關智利的書籍；Medina Room以捐贈者命名，主要收藏

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殖民文學作品約38,000件；報紙及及縮影室典藏有超過

50,000卷片及25,000片微縮膠片，以及智利19世紀以來所有報紙，包括1812年

第一份印刷報紙《智利的極光》(La Aurora de Chile)，在閱覽室門口便展示了

用來印製該份報紙的印刷機，這也是智利的第一台印刷機。音樂檔案室收藏

從19世紀至今對智利音樂研究有關的作品及音樂家的作品。參考和書目閱覽

室於80年代設立，典藏字典、百科全書、地圖集、傳記等資料，現場有參考

諮詢人員提供服務。國圖入館讀者辦理閱覽證須年滿14歲，隨身包包也須寄

放於儲物櫃中，並要求讀者不在閱覽室內飲食。 

5月25至26日為智利的文化遺產日（Chile Cultural Heritage Day），參觀時

雖已10月，但隨處可見閱覽室及公共空間指標上，有文字標語呼籲提醒民

眾一起創造文化遺產。 

智利國圖的館藏核心基礎，來自19世紀獲得耶穌會圖書館的贈書，因此

有關神學的典籍，也成為它最重要館藏；另外，手稿及有關智利的文學作

品也是一大特色，館內收藏了智利作家的作品以及在國內外出版有關智利

的出版品，闢有專室典藏及提供閱覽，讀者可以在Gabriela Mistral Room借

閱。智利在1820建立了法定送存制度，目前所有出版品需送存5份至國家圖

書館典藏，依當日導覽人員解說，其中3份典藏於國家圖書館，另2份轉送

至公共圖書館供民眾借閱。 

  



11 
 

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本次年會在南美智利舉行，亞洲國家因旅途遙遠，參與人數較往年為

少，以拉丁美洲的 ISBN 機構為主力，總部執行長 Stella Griffiths 告之，本次

選擇南美智利，希望因地利之便，增加拉丁美洲及南非地區會員機構的參

與，部分會員機構會因旅程及經費而較少參加，ISBN 年會每年選擇不同地區

舉辦，也為讓各地會員均能有機會參加年會活動，進行推動國際 ISBN 的交

流，凝聚會員向心力。 

此次大會議程許多簡報以西班牙文進行，現場有同步翻譯，會員間利用

分組討論及茶敘時間交流，打破語言隔閡，建立情誼並對彼此國家及地區的

ISBN 現況發展，有更多認識： 

(一)圖書ISBN的發展在世界各地都已成為普遍的概念，全球出版者登記數量

已達2百多萬家，而各地ISBN機構的性質也有不同型態，有以政府職責

扮演ISBN中心者，如臺灣、挪威、宏都拉斯、烏干達等，有以非營利

組織擔任ISBN分配者，如本次主辧智利圖書商會、波利維亞等，或以商

業公司型態對ISBN進行銷售者，如法國、英國、美國等，視各國的經濟

及文化政策而不同，但對該國及地區的出版事業推動都扮演重要角色。 

(二)持續留意國際相關規範及標準的發展，國際總部於去年全面更新與各會

員之合約，主要為因應英國「公司法」修定及ISO中有關ISBN標準的修

訂，要求各會員重新簽署協會章程及合約內容，另，由於歐盟個人資料

保護法的全面實施，更一再提醒所有會員資料上傳需符合相關法規，國

圖也於108年配合進行系統功能調整，以符要求。未來應持續注意國際

各項發展，以能及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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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SBN書目正確性仍需依賴後續送存制度的配合，本次分組討論與英國、

法國、挪威等國同組，同感由於ISBN為預行編號，於圖書出版前即已

建立書目資料，圖書實際出版後常有書目資料修改情形，後續資料之更

正需與法定送存機關配合，各國法定送存機關多為國家圖書館，俟圖書

送存正式編目後，再進行書目修訂。 

 

二、建議 

(一)持續參與ISBN年會，加強與總部及國際交流 

本次與來自各國ISBN中心及總部人員互動良好，對於他國之ISBN及出

版趨勢得以有更多認識，學習他國作法以改善臺灣目前作業機制。未來年會

將於不同地區舉辦，若能持續參與，當能提升臺灣於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對

國際發展趨勢有更多掌握與認識。 

(二)推動ISBN區域型組織及辦理工作坊 

目前全球有150餘個國家及地區設立有ISBN中心，國際間ISBN作業及出

版發展各有差異。部ISBN分中心基於地緣關係，有組織性的互動、定期召開

工作坊，形成區域型組織交流平台，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CERLALC、

北歐歐Nordic-Baltic、巴爾幹半島Balkan ，對於促進ISBN發展、增加出版品

國際能見度頗有助益。在東南亞或華文地區尚無此組類織或活動，在臺灣面

對國際外交局勢日益艱困，政府積極提倡文化外交、爭取國際能見度之際，

不失為一個可思考的方冋。 

(三)研議改善ISBN作業流程與方法，提高行政效率 

臺灣目前ISBN作業由國圖圖際標準書號中心自新出版者登記及識別號編

配，到每本圖書ISBN號核編，均由本館人員逐筆審核建置，近年來已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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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上申請，惟工作人員仍需逐筆檢核申請資料與附件內容，檢核無誤後始

予編配，此舉有助於書目品質之維護，惟耗費人力。 

參考美國、法國、英國等出版量較高之國家作法，ISBN中心負責編配識

別者號予出版社後，由出版社自行於其所屬識別號區段內，編配出版圖書之

ISBN號，`並負責建置書目資料上傳ISBN資料庫，大量減輕ISBN中心之人力

負擔，惟相對書目品質較難掌控。未來應思考精進ISBN作業流程，以在在書

目品質維護與行政效率之間，尋找最佳最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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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1.與會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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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List for the 2019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n Santiago, Chile 
30 September-1 October 2019 

Organisation Delegate Name Workshop 
Group 

International ISBN Agency Nick Woods - 

International ISBN Agency Stella Griffiths - 

International ISMN Agency Birgit Böcher - 

International ISMN Agency Dr. Bettina von Seyfried - 

International ISMN Agency Dr. Hartmut Walravens - 

Iran Niknam Hosseinipour Sisakht D 

Iran Roholah Soltani D 

Italy Giuseppe Fasanella B 

Malta Mark Camilleri D 

Moldova Renata Cozonac C 

Norway Eva Holst D 

Oman Mohammed Khamis Alsady B 

Oman Mussalam Masoud Khsoub B 

Paraguay Javier Nicolás Ortiz Olmedo A 

Peru Gino Santiago Ocrospoma Calderón A 

Slovenia Alenka Kanič B 

Spain Miguel Jiménez A 

Sweden Jamshid Farahani C 

Taiwan Hsiu-mei Cheng D 

Uganda Daniel Osinde B 

United Kingdom & Ireland Eleanor Pigg D 

United States Beat Barblan B 

United States John Purcell B 

Vietnam Trung Nguyen Dinh B 

Vietnam Vu Pham Tuan 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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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及參觀照片 

 

 

2019 國際 ISBN 年會與會者來 36 個地區 59 位代表 

 

 

 

 

 

2019 國際ISBN年會 報到處 年會會場—Crowne Plaza Hotel 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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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圖書商會會長Eduardo Castillo Garcia

於開幕式致詞 

ISBN總部執行長Stella Griffiths報告ISBN

總部近況 

  

CERLALC 代表Jose Diego Gonzalez報告

拉丁美洲的ISBN概況 

智利經濟文化基金會（FCE）代表 Rafael 

López Giral報告智利的出版趨勢 

  

英國ISBN中心代表Eleanor Pigg, 報告 各 地 區 ISBN 中 心 報 告 ： 烏 干 達 、

CARICOM、玻利維及宏都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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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ISBN總部理事主席Beat Barblan、

執 行 長 Stella Griffiths 、 營 運 經 理 Ncik 

Woods 

Day2-ISBN總部營運經理Ncik Woods報

告ISBN發展 

  

各區域組織代表報告：拉丁美洲(左)、北

歐(右上)、巴爾幹半島(右下) 

挪威ISBN中心 Ms Eva Kathrine Holst 介

紹2020年主辦-挪威國家圖書館 

  

理事主席Beat Barblan 主持閉幕式 大會頒獎感謝智利ISBN中心工作人員 



19 
 

  

參觀智利國家圖書館 智利國圖館長歡迎來賓 

  

智利漫畫人物Condorito為主角的展覽 參觀展覽 

 

 
大廳讀者使用電腦查詢區 精美館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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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置物櫃 智利國圖建築宏偉美觀 

 

 
Gabriela Mistral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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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國家圖書館書庫 

 
 

流通櫃檯 參考及書目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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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檔案室 報紙及微縮室 

 

展覽迴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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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na Room 以捐贈者命名 Medina Room典藏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殖民文

學作品 

 
 

智利的第一部印刷機 智利國家圖書館 

  

智利國家圖書館 智利國家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