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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國際交換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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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中的書刊交換工作，表面上是一種

簡單的以「物」易「物」的行為，藉著

以物易物達到各勻所需、各勻所求的目的。

事實上書刊交換的意義包括下列三部分：以

工作的範圍來看，書刊交換工作是館際合作

的實質項目之一；以工作活動的範圍來看，

書刊交換工作是圖書館增加蒐藏資源的一種

手段或方法；以工作活動的本質來看，書刊

交換工作是一種具體的友誼行為，也更是一

種互蒙其利的知識行為。

在既繁瑣而又吃重的工作中，如何按照程

序將每個環環相扣的細節逐一加以規劃並細

心的去執行，實屬不易。本書著者顧潔光以

其任職國立臺灣博物館擔任相關研究工作，

掌管出版品國際交換之業務，將累積多年實

務之經驗，並結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編纂成

書。為近幾年來研究有關國際交換傑出作品

之一。

本書內容依作者於 8 8 年初所進行之調查研

究分析為主，前三章包括緒論、文獻分析、

國立臺灣博物館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個案三

部分，主要在介紹出版品國際交換之現況，

後三章分別為研究設計與實施、結果分析與

問題探討、結論與建議等，主要以調查研究

為主並作詳盡之分析與建議。各章詳細內容

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為問題陳述，介紹出版品

國際交換在未來圖書館經營中的重要。次為

研究目的：作者舉出三個主要目的：一是瞭

解國內圖書館界現階段從事國際交換的資源

與範疇，二為瞭解國際間蒐集我出版品之情

況與動機，第三方面則在介紹國立臺灣博物

館出版品國際交換之現況。

其次研究範圍與限制：主要陳述調查對

象，國內不包括國家圖書館，因該館設有國

際交換處，專責國際交換業務。國外則以國

立臺灣博物館從事互換索贈之對象。研究限

制則說明該研究範圍在交換方式上僅限於不

透過交換中心而以兩單位所進行之交換為

主，亦即雙邊交換為主。所涉及交換物品僅

包括單位本身所出版的出版品不包括複本交

換。交換資料之形式則以圖書、目錄、專

輯、索引、摘要、連續性刊物、學報、論

文、會報、專刊及議事錄等。行政法規及非

學術論文則不包括在內。研究方法：說明本

文之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輔以訪問法，俟完成

調查訪問後再進行統計分析。名詞定義：則

對政府出版品、國際出版品交換、贈送等本

文所常使用名詞作明確之定義。

第二章：文獻分析：出版品國際交換之意

涵與價值：說明出版品國際交換之定義，並

分別以出版品本身、交換活動本質、範圍與

交換之目標的觀點分析其涵義。出版品國際

交換之目的：作者舉出建立合作關係、拉近

彼此距離、相互取得資源、增進溝通管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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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文化交流等。其他相關文獻：陳述國內

外在近幾年的相關著作概況，徵引相當詳

盡。

第三章：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出版品國際交

換工作為個案探討其沿革、交換活動背景、

用於交換出版品之來源（包括大多為該館研

究人員有關本土人文科學與自然生態保育等

系列發表的成果為主，其次為定期或不定期

之報告及專書）、相關的法令規定（國立臺灣

博物館出版品國際交換作業要點）、並以圖表

對作業成效及現況做分析說明。

第四章研究設計：說明問卷設計的各個選

項內容以及實施問卷調查的方法與時程。

第五章研究結果與問題討論：分別就國內

外各館有從事該項業務者，出版品交換之語

文別、資料類型、學科範圍、機構類型、從

事該項業務所遭遇之困難做比較分析，並就

各國之政策以及與我國進行該項業務之沿

革、機構類型、數量、圖書期刊之比例等作

統計。最後並就國內外之圖書館類型或所取

得資料之語文別、資料類型、交換所佔館藏

比例等作比較，分析國內外之異同，頗為客

觀實際。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是作者對今後進行出

版品國際交換之業務應興應革之建議包括：

首為健全內部：建立出版品國際交換健全之

制度；其次為促進各館間之雙向交流，透過

互換以取得讀者所需之資料，三為提昇研究

風氣，出版各館之刊物並將學術園地公開，

以充實出版品之內涵最後為培養人才，培養

館員具國際觀並熟悉該項業務之專門人才。

建議部分，作者則舉出一為改變評鑑方式：

不止注重量的評鑑更應注重質的評量，確實

迎合世界潮流掌握滿足讀者資訊需求。二為

建立地球村觀念，例如建立 E D I 電子文件交

換之標準。其他建議包括建立各項出版品目

錄，以及造就語言人才培養英文能力、並提

出改變傳統以一館為威權之觀念及廣泛運用

科技於國際交換業務等。均為現今圖書館所

應積極面對的業務趨勢。

書後附參考文獻，舉出學術研究問卷表、

國立臺灣博物館與國外從事交換刊物之機構

名單等均為從事出版品國際交換極為珍貴之

參考材料。

該書之範圍，雖僅限於出版品之國際交

換，並不含括國內交換及各館複本交換之業

務，但其所蒐集資料及呈現之流程極為詳

盡，堪為此方面研究之範例，尤其是作者累

積多年之業務經驗，蒐集相關的照片及文件

書函表格，並將統計圖表以彩色統計圖表顯

示，可說是圖文並茂，足可使讀者印象深

刻、一目了然，本書除可作為從事國際交換

業務之指引外，並可作為相關學術研究之參

考。

出版品國際交換之業務，誠如作者所體會

出來的，必須先要體認館務需求，方能妥善

規劃交換計畫，按交換計畫再決定交換資料

類型，依據所需交換的資料類型再來選擇交

換對象與目標。其程序可謂環環相扣，其成

效不僅可獲致彌足珍貴之資料提供讀者使

用，並可透過交換過程，從寄送與回覆的信

件中獲得友誼，以增進各館間之合作關係。

雖然在該研究報告中顯示國內仍有許多圖

書館不知道有該項業務，並均反應人力不

足。然以出版品之交換正如著者所述是為

「物超所值，勞而不費」之業務，為期該業務

在圖書館整體運作上能有更進一步之助益，

期望著者能以本次之研究經驗與心得，進一

步擴及國內外之對象，對整體之交換合作業

務作更為廣泛之研究以饗國內外圖書館同

道，則極為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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