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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SBN/CIP書目為基礎，

建置全方位的新書資訊服務平台
為推行符合國際標準的圖書編號制度，開創臺灣圖書出版品標準化、統一化與國際化的

新格局，國家圖書館（前稱國立中央圖書館）於 1989 年 7 月經行政院正式核定為臺灣國際標

準書號（ISBN）之權責單位。翌年2月，正式成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自此即開始積極實

施ISBN給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作業制度。由於ISBN/CIP作業採

行自動化管理流程，不僅改變書目網路的服務方式，更奠定我國圖書出版品自動化管理的基

礎。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迄今，已邁入第 19 個年頭，這十數年來，ISBN申請筆數亦逐年遞增，

僅以年度申請ISBN筆數而言，從 1990 年的一萬七千餘筆成長至 2007 年的四萬五千餘筆，即可

看出成長之多。

雖然多數讀者知道新書出版時申請ISBN及CIP，可以帶來書目推廣、資源共享的好處，也

都願意主動申請，配合申請規定。但是ISBN國際總部，以及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除了執行ISBN/

CIP作業外還做些什麼，或許仍有些人不甚了解。為此，本期通論特別邀請本館國際標準書號

中心萬琳玲組員撰寫〈近三年來（2005-2007）臺灣國際標準書號推展近況暨ISBN國際總部年會

重要議題報導〉，述介臺灣在推廣國際標準書號的成果，例如配合總部推動 13 碼ISBN新制、

ISBN國家標準（CNS）之修訂定、全國新書資訊服務平台之規劃建置研究；並彙整近三年來

ISBN國際總部重要議題，評析其發展，期使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的編碼業務能與國際總部共

同成長。簡秀娟助理編輯撰述〈從知識型組織的整合管理策略探討ISBN/CIP作業模式〉乙文，

則鑒於ISBN/CIP申請件數逐年倍增，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亦積極思考創新服務的可能性，因此利

用豐田式精實管理（JIT）與優劣強弱機危分析法（SWOT）分析檢視目前ISBN/CIP作業程序，

以做為未來打造數位化到優化的「全國新書資訊服務平台」的基礎。

綜觀去年國際書市，最熱門的新聞莫過於J.K.羅琳甫結束的《哈利波特》系列，本期出版觀

察，由蔡明燁博士〈平凡與不平凡之間─J.K.羅琳〉，剖析這位人生曾跌到谷底的母親，如何發

揮韌性重拾筆桿，不但治癒了自己的心靈，也為許許多多的讀者打開一扇想像的門扉。本期仍

要感謝本館採訪組、新書介紹專欄選書小組和多位撰稿同人，為本刊擔任選介撰述當季好書工

作。本期收錄各類學科圖書 60 種，其中兒童讀物 5 種，仍請臺北市立圖書館同道惠予協助，並

附上本月新書介紹分類統計與書名筆畫索引，以利讀者查檢。感謝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同人負責

本刊新書書目資料、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的校對，以提供最迅速、最完整的出版資訊。感謝大

眾對本刊的支持與關心，祝福大家，平安康泰！（曾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