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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承．學術領航：臺灣有你真好
國圖首次辦理送存績優單位贈獎典禮

曾堃賢 ◎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主任

國家圖書館依「圖書館法」規定為全國出版品的法定送存機關，具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的

功能，由於各界對圖書資料送存制度的支持，國圖方得落實典藏國家文獻職責，創館八十年以

來，首次於 3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假國家圖書館演講廳舉行「文化傳承．學術領航：臺

灣有你真好 ~~ 國圖感恩茶會」。

茶會活動除頒贈民國 101 年各界出版圖書、視聽資料、電子書，以及 100 學年度各大學校

院授予博碩士學位之紙本論文送存，及其電子全文，授權給國圖使用之績優單位。同時，首次

公布我國 100 學年度各校院研究生熱門研究主題、最具影響力的學位論文，以及 101 年臺灣各

界出版新書之現況與趨勢報告。此次活動約近 160 家出版社及 60 所大學校院親臨盛會。

感恩茶會首先由臺藝大國樂系同學以悠揚的琴樂聲中揭開序幕，會中除頒獎博碩士論文送

存績優大學校院及送存績優出版社，並安排「品味閱讀，書香國圖」表演演目外，還有來自波

蘭到本館漢學中心研究的海外學人—辜安娜小姐之南管（直入花園）表演、國圖同仁以自編之

歌聲舞影分別有太極拳社同仁的「太極扇舞好運到」、知識服務組同仁的「歡然取水」、館藏發

展暨書目管理組的「圖書館不思議」，以及隱喻鼓勵圖書資料送存由圖書館事業發展組陳麗君主

任和國際合作組林能山博士合唱的「愛情限時批」、唐申蓉助理編輯的「讀你」，讓出版好書閱

讀愈有勁，一再「讀你」這些表演深

深感動在場來賓及與會代表，也充分

表現國圖深深感恩之意。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在致歡迎

詞特別指出，本館建置的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民眾每天檢索次

數達 100 萬次，每月高達 3 千萬人次

以上，也期盼各界的支持共同提升我

國學術研究、產業技術與服務品質，

以及全民閱讀軟實力。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月麗副司長

．  曾淑賢館長致歡迎詞，感謝各界送存圖書資料，文化得以傳

承。（照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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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表示：最近閱讀《第三種選擇》期勉出版社出版好書，大家在排除壓力、追尋幸福之外，

可以走進圖書館享受閱讀作為第三種選選擇。活動貴賓圖書出版事業協會陳恩泉理事長表示；

估算近年來圖書出版產值從 700 億滑落只剩下 200 億左右，協會一直想尋找臺灣具有產業價值

的業界，從今天國圖的感恩茶會手冊，所提出 520 餘家接受贈獎出版社名單，正是一個非常具

有科學化的數據，供協會、業界參考，非常感謝國圖這場茶會。圖書發行協進會楊克齊理事

長，以今日茶會主題「文化傳承．學術領航」，特別有感當年時報出版社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曾

以文化得以傳承由出版來承擔，今日出版業有圖書館真好！

在大學校院學位論文受獎代表致詞—臺北科技大學林啟瑞副校長期待本次盛會主題「文化

傳承．學術領航」之外，更要「科技整合」讓生活更美好，厚植學術研究續航力，而國圖所建

置的博碩士論文系統，讓學生查找資

料非常便利，可以完成更優質的學位

論文，對於提升學術研究幫助許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是 100 學年度被引

用最多、最具影響力大學之一，陳昭

珍館長表示：非正式的估算每位碩士

班學生每年政府約需補助 20 萬元，博

士生達 40 萬元以上；若以臺灣師大圖

書館為例，每年每個學生發 8,000 元

新臺幣於圖書資料、電子資料庫的費

用，因此特別呼籲電子全文授權國家

圖書館公開使用。

出席感恩茶會的出版界致詞代表，分別有代表圖書出版界的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宋

政坤總經理、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紀淑玲資深編輯；電子書出版社的大臺灣旅遊網蔡孟哲董

事長、視聽資料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黃清山總經理 4 位出版人，紛紛感謝國圖為出版界所提

供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申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傳佈新書資訊服務的肯定，讓圖書館

可以選購優質好書、社會大眾得有機會找到適合個人閱讀的書。與會致詞代表一致表示配合送

存制度、歡喜送書到國圖，讓文化得以傳承。

在本館知識服務組王宏德助理編輯的 100 學年度臺灣學位論文研究趨勢分析報告：發現

101 年民眾最關心的前五大學位論文研究概念，分別為行銷、滿意度、教育、觀光、服務品質；

在 100 學年度臺灣研究生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依序為服務品質、滿意度、層級分析法、購買意

願、工作壓力，甚至如第 11 名的智慧型手機等與社會現況相當類似。

國圖以其建置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分析 100 學年度學位論文引用排行榜，

．  現場展示最熱門與最夯學位論文。（照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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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學被引用最多的前三名，分別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私

立大學被引用最多的前三名，分別是中國文化大學、淡江大學及輔仁大學。

在 100 學年度被各校學位論文引用最多的，分別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蔡培村博士、國立

嘉義大學王以仁博士，以及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吳宗立博士等 20 位指導教授歷年所指導的學位

論文，從統計分析當中也可發現，前任教育部長吳清基博士、現任教育部國教署署長吳清山博

士，以及知名的教育心理學專家吳靜吉博士等人，均列入全國前 20 名的熱門指導教授。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曾堃賢主任則以 101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統計分析為題，發現

在民國 101 年全國 5,085 家出版社，出版了 42,305 種新書；出版新書與人口數量相比，發現：

臺灣每 550 個人就擁有一本該年度出版的新書，僅次於英國的 421 人，新書擁有率傲視全球，

居亞洲之冠。

出版新書類別：以語言文學類最多（計 13,035 種，占 30.82％）、其次為藝術類、社會科

學類和應用科學類兩類各占 14％左右。國圖自民國 100 年起，每年發布「臺灣人閱讀品味」

相關報告，藉著媒體報導與披露，使社會得以了解全國臺灣民眾之閱讀偏好，全國圖書館界更

能掌握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需求，進行創新服務的規劃與提供，出版社更能據以出版符合臺灣

民眾閱讀口味的優良出版品。101 年臺灣民眾閱讀習慣調查結果，臺灣民眾偏好偏重於奇幻文

學，最有興趣的閱讀主題是語言文學類，此跟上述出版統計新書類別：以語言 / 文學類最多，

不謀而合。

更有趣現象：國圖統計發現 101 年出版純屬「樂齡」族閱讀的書最少，僅 34 種而已，而根

據內政部在 101 年底人口結構分析，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 260 萬 152 人占 11.15％，與適合樂齡

．  送存績優單位上臺接受表揚。（照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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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新書比例，非常不協調。在邁入高齡化社會及中壯族提前退休潮的今日，出版樂齡族群

閱讀的新書是出版社未來的重要課題。

上述的統計、熱門主題和趨勢分析資訊，都是透過各大學校院送存國圖的學位論文及其全

文電子檔，與來自出版業界，以一筆一筆申請新書之 ISBN 暨 CIP 的書目資訊累計而成。國圖

也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及設計符合

訂戶（讀者）閱讀之興趣（主題），即時將前一日最新出版資訊，以「每日預告書訊」等服務機

制，主動郵遞至讀者手中。

拜科技進步所賜，電子書的崛起，使得傳統印刷出版生態有了變化，但是與書相戀，永不

凋萎，如美芳菲，千古不墜。學位論文，不僅是各大學校院學術研究的基石，更是支援產業技

術發展，提升服務品質的最佳研究資訊。誠如王宏德助理編輯趨勢報告結論所說：

對於研究生或授予學位之學校而言，學位論文的公開發表是學術研究能力的證明，而著作

被引用的情形，也被視為相關研究人員學術能力的證明。因此，無論國內外的學術研究者莫不

追求學術研究成果的公開傳播。101 年臺灣各大學校院在博碩士論文被點閱排行，或是電子全文

被下載排行方面雖各有千秋，但可預期的是，排行名次表現較為亮麗的學校，在未來 101 學年

度臺灣學位論文的研究趨勢方面，或許將更具有潛在的學術影響力，值得推薦各界參考。

藉此機會，國圖感謝出版界與大學校院將智慧的結晶提供國圖永久典藏並授權大眾利用，

為文化傳承、學術領航增加續航力。更期待透過獎勵送存、授權電子全文的感恩茶會盛宴，鼓

勵優質出版，引導民眾接觸多元的主題圖書，建立廣泛的閱讀和競爭力的培養，深化知識內

涵。  

．  曾淑賢館長帶領全體表演及工作人員，上臺感謝各界的支持與鼓勵並向全國出版界、大學校院致敬。（照片提供：

國家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