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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的回顧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助理編輯 ◎ 王明玲

本文以《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5年》（註1）一書所收錄的951種書目資料為評析

對象，這些參考工具書的特點有二：一、皆為民國94年（2005年）臺灣地區所出版；二、內容

特質限定於特定的編排方式、部分閱讀、提供資訊、易於檢索等。根據ISBN申請統計，民國94

年共申請44,787種（註2），這應與臺灣全年之出版量相近，而民國94年所出版之參考工具書只

佔951種，也就是說參考工具書之出版比例，只佔全年出版量的2.1％，數量非常稀少，但是其所

提供之資訊，對於學術研究、工商發展、政府決策、民眾生活等方面，有重要的貢獻，以下就

從類型、學科（圖書分類法）、出版地與出版社等三方面，做一評析。

一、參考書類型統計

《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5年》一書將參考工具書區分為14種類型，其統計如下：

索引 4 名錄 59

傳記 4 手冊 64

各種目錄 10 地理 68

年表／大事記 13 年鑑 86

百科全書 16 法規 150

圖鑑 33 統計 203

書目 37 字典／辭典 204

共計　951

從統計表中可以得知數量最多者為字典／辭典204種，統計203種，法規150種，最少的為索

引4種，傳記4種。

（一）字典／辭典

字典／辭典204種之中，中文字辭典佔70種，外語／雙語字辭典佔68種，專科字辭典佔66

種，3種類型相當平均，但是中文字辭典之中，國小學童所適用的字典佔大多數，光是以《國

語辭典》為書名就有9種。另外，隨著兩岸交流之增加，繁簡體對照字典也有增加之趨勢，2005

年出版了《最新實用簡體字手冊》、《最新簡繁體速查字典》、《兩岸三地隨身查簡繁體速詢

手冊》、《繁簡通常用字簡明速查字典》等。近年來隨著母語教學之盛行，閩南語、客家語、

原住民語的字辭典也迭有出版，2005年出版了《河洛語字詞典》、《國語臺語綜合字典》、

《常用臺語字源》、《華語揣臺語》、《臺英辭典》、《臺語中文對照通俗字典》、《臺語音

外來語辭典》、《臺灣大埔音客語詞典》、《標注國語注音符號四縣客音字典》。此外《教育

部成語典》首次以線上版與光碟版同時發行，收錄28,508條，可用英文與自然語言觀念分類法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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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國人可在網路上免費檢索資料，是很實用的網路參考資源。

外語／雙語字辭典68種之中，如以語言來看，以日漢、英漢佔大多數，如以適用對象來

看，適用於國小國中學生的字辭典佔多數，這與升學用書與全民英檢之發展有相當關聯。2005

年首度出現《梵漢大辭典》，以《梵和大辭典》與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兩書為基礎，按

照英文字母順序重新排序，較便於使用，為國內的佛學研究提供基礎工具。

專科字辭典66種之中，社會科學類與應用科學類佔6成以上，主題分布於醫護、營養學、

中醫、餐飲、船舶、化妝品、管理學、廣告、教育、經濟、國際貿易、政治、法律、軍事等學

科，在參考諮詢工作上，專科字辭典可提供研究型參考問題最基礎之入門資料。

（二）統計與法規

統計與法規共計353種，佔2005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951種之37％，而這些統計尚不包括地

方政府年度統計，所以事實上比例應會更高，統計與法規大都為政府之出版品，反應出政府在

提供參考資源上的重要地位。2005年首度出版的統計有：經濟部統計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租

賃﹑專業及技術服務業動態統計年報‧民國93年》、行政院主計處《性別統計專刊年報‧民國

93年》、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婦女勞動統計‧民國93年》、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

局《中華民國海洋巡防統計年報‧民國93年》、內政部戶政司《臺閩地區姓氏統計》。

（三）索引與傳記

2005年的索引與傳記各出版4種，數量最少，計有：《素問通檢》、《靈樞通檢》、《中

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二》、《《隨園詩話》中清代人物索引》，皆是單書的內容索引，

且只有《《隨園詩話》中清代人物索引》一書為國人之著作，其餘為大陸出版。臺灣每年都有

傳記類圖書出版，但是能夠編排得有檢索功能的參考書很少，《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

料彙編‧第28輯》收錄行狀、傳略、年表等，體例尚未一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輯錄

（一）》、《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二）》、《臺灣名人錄‧2006》3書比較是個人履歷式

的資料組合，多年前傳記文學所出版的《民國人物小傳》，無論在內容或編排，都是比較理想

的傳記參考資料，近來已成絕響。

二、學科（圖書分類法）統計

哲學類 2 自然科學類 55

各國史地類 13 中國史地類 67

宗教類 14 語文類 148

美術類 19 應用科學類 224

總類 50 社會科學類 359

共計　951

（一）數量最多的類號：社會科學類359種、應用科學類224種、語文類148種

數量最多的社會科學類之中，以經濟、財政、政治、法律為大宗，而統計與法規大都也集

中於這幾個類別；數量次多的應用科學類之中，以醫學、農業、工程、商業為大宗，商業類之



中，以名錄類型為主。

（二）數量次多的類號：總類50種、自然科學類55種、中國史地類67種

總類之中，有六成以上屬於書目類型，其中有關臺灣研究的書目，有可喜的發展，例如：

《臺灣貝類文獻導讀‧I - II》、《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

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4年度》。自然科學類之中，有

三成六屬於圖鑑類型，而本土作品亦較多，例如：《臺灣水生植物地圖》、《臺灣原住民飲食

植物圖鑑》、《臺灣原生景觀植物圖鑑‧3, 木本植物》、《臺灣入侵及外來種圖鑑》、《臺灣

貝類圖鑑》、《蝴蝶100》、《臺灣淡水魚類原色圖鑑‧第1卷, 鯉形目》、《雁鴨 ： 臺灣雁鴨

彩繪圖鑑》。中國史地類之中，有九成以上屬於地圖集，其餘一成之中，有屬於年表／大事記

的《認識臺灣 ： 回味1895-2000》一書，既可閱讀又可查檢，寓史料於趣味之中，值得嘉許。

（三）數量最少的類號：哲學類2種、各國史地類13種、宗教類14種、美術類19種。

數量最少的哲學類，只有《日本的王充《論衡》研究論著目錄編年提要》與《簡明心理學

辭典》2種；數量次少的各國史地類13種，包括年表、傳記與古物等，其中以《東亞歷史年表》

收錄中、日、韓、琉球、越南5國年表，參考價值高，編者鄧洪波為中國大陸人士。宗教類14種

之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原文編號新約字典彙編》、《神學詞語彙編》、《當代神學辭典》3

種西方宗教工具書。美術類19種之中，《世界建築經典圖鑑》與《世界名畫圖典》2書，為視覺

系統式的參考書。

三、出版地與出版社統計

（一）出版地統計

不詳 1 屏東 5

金門 1 桃園 6

臺東 1 南投 9

澎湖 1 新竹 16

宜蘭 2 高雄 23

彰化 2 臺中 41

花蓮 3 臺南 51

苗栗 3 臺北縣 92

基隆 3 臺北市 688

嘉義 3 共計　951

以出版地之統計觀之，排名前兩名為：臺北市688種最多，臺北縣92種次之，兩者相加，大

臺北地區之參考工具書出版者，佔所有出版者的82％，這統計與《中華民國圖書出版產業研究

報告‧2005》（註3）第四章第4—1頁記載：「出版業者⋯⋯高達八成五之圖書出版社位於北部

地區，其中83.1％位於大臺北地區⋯⋯」之統計相當接近。

（二）出版社統計（只統計出版10種以上之出版社）

2005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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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 10 政府機構

貓頭鷹 10 民間出版社

寶島少兒 12 民間出版社

行政院衛生署 14 政府機構

新學林 15 民間出版社

財政部 18 政府機構

交通部 20 政府機構

大輿 20 民間出版社

內政部 21 政府機構

世一 22 民間出版社

戶外生活 25 民間出版社

教育部 31 政府機構

行政院農委會 33 政府機構

五南 34 民間出版社

臺北市政府 53 政府機構

經濟部 58 政府機構

以出版社之統計觀之，出版10種以上的出版社有16家，其中政府機構有9家，民間出版社有

7家，政府機構中以經濟部58種與臺北市政府53種最多，民間出版社以五南34種與戶外生活25種

最多。

（一）出版量最多的政府機構：經濟部、臺北市政府

經濟部所出版的參考工具書類型，分布在年鑑、名錄、統計等，年鑑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產

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自95年1月1日起更名為「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所出版的13種

產業年鑑為大宗，例如：《平面顯示器年鑑‧2005》、《通訊工業年鑑‧2005》、《電子零組

件工業年鑑‧2005》等。名錄中有《臺灣生技產業新興生技公司名錄‧2005》、《中華民國臺

閩地區各行業工廠名錄‧至民國93年12月底》等。統計中以《主要國家經濟統計指標‧民國93

年》、《中華民國經濟統計年報‧民國92年》最為重要。

臺北市政府的53種參考工具書類型，以統計最多，綜合性統計有《臺北市統計年報‧民國

94年》與《臺北市統計摘要‧民國94年》，而專門性統計幾乎包括臺北市政府各局處，其中包

括12種《區務統計要覽》。手冊類型亦為特點，其中以《臺北市政府公文製作參考手冊》最為

實用。94年更有首次出版的《臺北市年鑑‧2004》。

（二）出版量最多的民間出版社：五南、戶外生活

五南所出版的34種參考書，以字辭典與法規為主，字辭典計有：《小學生國語辭典》、

《小學生常用字典》、《小學生的成語辭典》、《簡明日華辭典》、《文言文字典》、《電化

學科技辭典》、《公共政策辭典》等，在專科字典方面，每年都有一定的出版量，值得重視；

而法規佔四成七，屬於每年例行性修訂的參考書，包括：《必備六法》、《最新簡明六法》、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新編基本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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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生活所出版的25種參考書，以地圖集為主，包括：《北、中、南、東臺灣旅遊通地

圖王》、《旅店全集 ： 南臺灣+東臺灣》、《桃竹苗全覽百科地圖》、《臺灣逍遙遊地圖王》

等，資料詳實，雖然店銷通路較不廣泛，但仍為讀者所信賴。

四、結論

回顧2005年臺灣所出版之參考工具書，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一）民國94年所出版之參考工具書只佔全年出版量的2.1％。

（二）書目、年鑑、名錄、統計、法規、圖鑑等類型，為國人自製原創者多，而在索引、

專科字辭典、百科全書等類型，多為自國外引進之著作，顯示基礎知識之整理與累積，尚未邁

入成熟階段。

（三）小學生專用字辭典，往往內容相同，但是申請不同ISBN，換上不同封面，以不同開

本印刷，版次冠上修訂版，重複不斷出版，讓購書者很容易混淆。

（四）專科字辭典自製者少，大都翻譯自美國、日本與中國大陸之出版品，而共同之缺

點，則是缺少參考工具書之規範，例如：收錄範圍與版本來源語焉不詳、凡例編製不夠嚴謹、

較少考慮臺灣讀者之檢索習慣。這其中最好之典範，當屬中華徵信所所出版之《國際貿易金融

大辭典》，書前有體例說明，書後有中英名辭對照索引，各辭目間的參照也做得非常詳盡，發

揮充份之指引功能。

（五）政府機構成為參考工具書之主要出版者，但對於統計之編製，需加強區分「資料

年」與「出版年」的不同。

註釋

註1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編輯，《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5年》， 臺北市： 國家圖書館，民94。

註2　全國新書資訊網 書目資料庫 各年度書目資料筆數統計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註3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產業研究報告‧2005》http：//info.gio.gov.tw/public/Attachment/61231136395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