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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加值再出發

談國內學位論文數位化與知識 
加值服務之現況與展望

王宏德、林安琪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 前　言

圖書館的軟實力在於資源典藏，與更進一步的知識支援服務。國家圖書館具學術圖書館

性質，負有支援學術研究工作之職責，惟在目前資訊多產及多元的時代，要提供研究者所需資

訊，除了必須了解研究者總別需求之外，亦必須以個別化整合性服務，取代過往被動及分散之

一般性服務，並即時提供知識新訊，增進資訊價值及促進知識傳播。為此，國家圖書館新一代

的學位論文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亦將於6月10日正式啟用，為國人提供

更優質與多元的數位化服務。

近年來，學位論文的數位化典藏與利用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逐漸成為國際間的熱門課

題，國外最早由民間公司收集、典藏、販賣博碩士論文資訊，但也因此造成論文使用率低落，

自1996年以來，美國的NDLTD（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計畫在美國教育部

的經費支援下，正式在維吉尼亞技術學院展開序幕，並藉由地區性的論文數位化計畫邁向國際

論文資源整合的終極目標，除了推動數位化論文與研究報告的典藏、服務之外，更致力於推廣e

世代的數位化理念，教導大學生藉由新興的資訊科技突破傳統紙本論文的限制，追求更完善的

論文呈現空間。（注1）

就國內而言，目前學位論文的數位化典藏與資訊服務工作主要可分成三大類：

（一）各校自建系統

（二）校外商業化提供的主題系統

（三）國家級完整版系統，以利全國保存及知識支援

而其中又以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接受教育部補助所推動的國家級完整版系統最具

規模與成效。教育部依據國外發展經驗指派國圖發展、建置博碩士論文資訊環境，提供全國民

眾單一免費博碩士論文資訊服務，而國圖學位論文數位化典藏與資訊服務之宗旨即在於落實Open 

Access自由、平等、開放的精神，推動我國學位論文資訊共建共享，以政府資源取之於民，用之

於民的服務理念，推動學術資源自由、照顧資訊弱勢族群，實現學術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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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80年起，國圖辛苦耕耘博碩士論文資料服務，至今已創下輝煌成果，但因目前各大

學校院逐漸重視博碩士論文價值，視博碩士論文資料為學校資產，民間業者汲汲於博碩士論文

商業價值，與學校合作開發博碩士論文系統，並積極與各校簽約合作，使得國圖得以免費開放

提供全民利用的學位論文電子全文逐年減少。依國外發展經驗及民97年林巧敏、陳立原之「論

文可得性與被引用關連性分析」之研究顯示，免費提供論文全文能有效增加博碩士論文使用率

（如民97年林巧敏、陳立原文章中比較收費與不收費論文之被引用次數，顯示不收費論文有較

高之被引用率）。（注2）有鑑於此，除了全體研究人員與全國莘莘學子取用國家重要學術研究

資源之權益深受影響外，亦迫使各校院必須逐年編列預算以支付高額之商業授權資料庫供校內

師生使用；對各校院而言，除了將可能降低各校學位論文在學術研究領域的曝光率與影響力，

並將對學校圖書館館務經營構成長期之經費負擔，長此以往，亦有擴大國內各校院學術資源分

配不均，以及導致鄉差距與數位落差惡化之隱憂，同時，對原本社經地位即已較居弱勢之部分

學生與民眾而言，亦將再度淪為日漸被社會邊緣化的資訊弱勢族群，此一現況與未來發展實有

賴社會各界共同予以重視與關注。

✿ 博碩士論文數位化的效益

一、超越傳統紙本論文的範疇，拓展多樣化的內容格式呈現空間：

諸如圖、文、影像、網路超鏈結（hyperlink）、SGML、XML與各類多媒體標準等，皆可藉

由傳統束縛的解脫而取得更為寬廣的表現空間。

二、更為彈性與便利的文件取得管道，造福更多的資料需求者：

相較於傳統論文的遞送與處理程序曠日廢時，配合彈性化的線上檢索與論文檔案網路公開

傳輸機制，圖書館可協助資料需求者跳脫紙本論文因數量稀少而取得不易的夢魘，提供更為便

利的數位化學位論文服務。

三、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上網檢索所需的論文資訊：

提供快速地書目、摘要檢索以及全文下載利用尤其是學位論文數位化所無可取代的宏大效益。

四、金錢與空間的經濟效益：

相較於紙本或微片論文，數位化論文可為圖書館節省更多的館藏空間、流通、館際互借，

以及資料處理的成本。

五、有效提升論文資訊應用的便利性：

除了便利閱讀、擴充相關之內容外，更有助於兼具多媒體性質之論文展現其原始的風貌與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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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位論文書目資源共建共享，簡化圖書館編目處理之程序與成本。

七、提升學生對於電子科技在資訊檢索與出版等方面教育應用：

讓學生除了扮演資訊的使用者之外，同時，也有能力成為數位資訊的創造者。

八、切合未來發展的大勢所趨：

就出版者而言，資料數位化已是大勢所趨，就圖書館而言，數位資源的應用與保存亦將成

為新世紀圖書資訊服務最重要的資產與挑戰。（注3）

✿ 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數位化服務共建共享的理念與應用

一、從書目到全文─以先導計畫之發展推動全國性的整體運作，而非躁進式之全面

改革：

回溯國內博碩士論文相關資料整理工作的投入，國家圖書館早在民國59年起即著手編印

「中華民國博士碩士論文目錄」，自民國83年以來，國家圖書館正式接受教育部高教司之委

託，執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於86年9月推出WWW模式之「全國博碩士論文摘

要查詢系統測試版」，提供Internet上之使用者免費使用。民國87年又在教育部的經費支援之下，

以「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查詢系統測試版」為基礎，加上國家圖書館精心規畫之論文摘要線上

功能，順利開發完成全新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檢索、建檔系統，87年9月推出正式版之「全國

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其後，更於同年12月於國家圖書館舉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

上建檔系統啟用典禮」，使國內之博碩士論文網路資訊服務正式邁向另一新的里程碑。（注4）

基於87學年度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檔計畫的成功經驗，在衡諸全球大勢所趨與國內校院

研究生的資訊素養之後，始於民國88年7月進行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上網之可行性評估，除了繼

續推動博碩士論文摘要的回溯建檔之外，亦規畫於88學年度起正式推動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上

網事宜。其後，並於民國89年2月正式完成相關程式介面的開發工作，於原有之「全國博碩士論

文摘要線上建檔系統」當中，新增電子全文上傳與電子全文授權書線上印製之功能，進一步地

整合既有之「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線上資料庫共建共享服務。（注5）

為了進一步提昇服務效能，國家圖書館除了在民國93年推出第二代博碩士論文服務系統之

外，有鑑於近年來國內免費開放利用之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逐年下降，以及為配合各階段

學術研究之需求，國家圖書館基於歷年來推動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服務所累積之成果與經驗

進行檢討與改進，研擬深化知識服務之施政目標，積極規劃、設計與建置加值型學術研究支

援功能，於民國98年12月起開發新一代的學位論文服務平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未來將繼續以此免費、公開的學術資源平臺，加強與國內各大學校院合作，推動我國學

位論文資訊共建共享與學術傳播自由，並藉由此一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支援平臺，做為提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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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風氣與向全球展現我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基礎建設之一。

環顧由民國83年發展至今的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數位化服務共建共享計畫，國圖採用漸進

式的作法進行作業轉換，由早期的書目、摘要離線建檔，批次比對轉檔，到書目、摘要、目

次、參考文獻等資訊線上建檔，乃至目前的論文電子全文線上授權提交與網上免費公開傳輸

等，所秉持的理念與作法均以全國性的考量為出發點，期能以穩健、漸進的腳步持續推動此一

博碩士論文數位化計畫根植校園的紮根工作。

二、由上而下，垂直整合，平行互動：

為了推動全國博碩士論文學術支援與線上應用，除了委託國家圖書館承辦相關業務之外，

民國90年1月19日教育部亦曾以臺（90）高二字第90009165號書函，通函全國各校院教務處與圖書

館，配合國圖所建置之集中式博碩士論文線上建檔系統，協助各系所研究生辦理上網建檔與全

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事宜，並依相關作業流程辦理離校手續，透過此一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支援

平臺，將我國博碩士論文的一手資訊以電腦網路免費且快速便捷地傳播給全體的使用者。

三、整合性的電子文件上網機制與質量並重的線上控管作業：

目前，國內各校院均可透過整合性的線上建檔，與線上授權管理機制，讓研究生在單一之

建檔介面中，完成論文書目、摘要建檔、電子全文上傳，以及授權書印製等工作，除簡化相關

作業流程外，更可加快資料傳遞、處理與上網之時效，提供研究生電子全文上網授權以及授權

人保障之管理機制。此外，除了書目及摘要資料之品管由各系所行政人員負責之外，國圖與各

校院圖書館則分別扮演全國性與自校學位論文書目控制、電子全文資料處理、授權控管，以及

服務平臺維運管理之角色。

四、與各校院合作徵集學位論文全文電子檔授權利用：

當使用者利用國圖所建置之全國博碩士論文數位服務平臺查詢所需論文資料，若無已獲免

費公開授權之全文可供下載時，往往需要另行透過上述各校所自行建置之論文服務系統，取得

已獲公開授權全文資料，若仍無法獲得免費公開授權之相關論文時，則便需透過商業收費系統

或圖書館館際合作機制付費取得所需之資料。因此，國圖未來除了希望藉由擴大辦理學位論文

免費公開授權宣傳活動，提供各校研究生自由選擇非專屬性授權對象之基本權利外，亦可藉由

各類型宣傳活動深化校園共識，使學位論文公開授權與利用之觀念能在校園發酵、紮根，使公

開授權與利用成為利人又利己（助人助己）的普世價值。

五、建置國家級之全國博碩士論文總書目庫：

有鑑於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的世界潮流，國圖與國立中山大學於民國90年曾合作發展

「分散式學位論文共建共享計劃」，並提供國內各校院免費使用開放原始碼之eThesys（eThe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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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Theses Harvestable and Extensible System）分散式學位論文建檔系統。透過各校分工蒐集論文

除了可縮短處理時效，提高論文品質之外，各校亦可定期將自校所蒐集之數位化論文資料依作

者授權範圍上傳至圖圖，並開放線上查詢與免費下載利用，兼顧分散蒐集與集中查詢的共建共

享效益，多年以來，亦陸續成為許多校院發展自校機構典藏計畫的重要基石。此外，中山大學

黃三益教授的研究團隊目前亦成功開發出eThesys 的OAI模組，透過OAI 2.0的學位論文交換標準與

應用，完成了「OAI博碩士論文聯邦查詢系統」的實作，除了蒐集全球利用OAI介面所提供的博

碩士論文書目資料，並提供超連結至原始資料來源學校下載免費的論文全文及相關書目資料。

（注6）

基於過去的合作經驗與現階段的發展應用，我們深信，藉由各校院圖書館協助即時提供

各校最新之博碩士論文建檔資訊，除了可協助國圖完整匯集我國學位論文篇目，建置國家級的

學位論文總書目庫，做為呈現國內學位論文研究成果總彙集之外，亦可實現國圖及各校主要書

目系統之博碩士論文書目互通與資料共建共享。未來藉由優質化學位論文書目資訊，以及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資訊陸續開放提供學術研究參考，將有助於提升全媒體型態之學位論文資訊服

務，並逐步擴大各校院學位論文在全球學術領域之曝光率與影響力。

六、人機協作共創知識服務：

一個理想的圖書館數位服務系統，應該可以結合專家服務系統或參考諮詢系統，當讀者嘗

試連續檢索數個詞彙，而仍然無法查獲資料時，系統可自動連結至圖書館的知識庫、網路資源

或整合查詢系統，將該詞彙的相關資訊，透過人機互動介面主動提供給讀者參考，最後再附上

線上即時參考服務的指引，引導讀者進一步尋求專業人員協助。透過此類人機協作服務方式，

將更能滿足讀者的需求，並以專業化、人性化、數位化、即時化的服務，展現圖書館知識管理

與內容服務的優勢。有鑑於此，國圖所發展的新一代學位論文服務平臺─「臺灣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除了將以國圖博碩士論文資料庫為基礎，陸續規劃、建置引文資料分析、書

目計量、知識管理與資料探勘等系統服務，提供研究者各階段學術研究所需之分析資料外，亦

將依據專家系統之理念，規劃新一代學位論文知識加值服務的願景。

七、規劃、建置學位論文雲端服務：

透過分群之網站功能設計，國圖將可提供各校專屬「虛擬博碩士論文系統」網頁，以及電

子全文轉檔、典藏及授權管理等雲端系統服務。其中，依據國內之博碩士論文數位化現況，分

群合作模式將包括：核心大學（採用國圖所建置之國家級完整版系統者）、協力大學（採用各

校自建系統者）、合作大學（校外商業化提供的主題系統者）三大類。並以此功能做為未來國

圖與各大學校院間加強連繫與合作的新夥伴關係。除了強化國圖與各校學位論文資料的上傳與

轉入，提升雙方學位論文資料之完整性與品質之外，亦可藉由分群模式與雲端服務，協助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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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加值再出發─談國內學位論文數位化與知識加值服務之現況與展望

發展專屬之博碩士論文資訊服務，擴大國圖與各校學位論文資源之共建共享合作。（圖一）

而整體的學位論文雲端服務效益可分成下列三項：

（一）網路社群功能服務

國圖可與各校院合作設計、規劃和建置臺灣虛擬研究社群。

（二）知識服務網路化與學術資源國際化

國圖將於6月10日正式啟用的新一代學位論文服務平臺，將可藉由其他系統介接查

詢之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功能，與國際化、網路化之推展，擴大各校

院學位論文資料在國際社會之透通性與曝光率。

（三）合作互惠資源共享

就國圖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的服務理念而言，各項成果皆直接或間接來自所

有參與線上建檔計畫的產、官、學界，藉由各校院所提供的學位論文建檔資訊，包括

書目、摘要、參考文獻，乃至論文全文電子檔等，透過網際網路或傳統郵遞方式，即

時提供國家級的學位論文服務平臺轉置、保存，並免費開放全民於網際網路作學術研

究參考使用，除了可提高各校院學位論文於國際學術領域之能見度與影響力之外，亦

可造福全體研究人員與全國莘莘學子，最大的受益者則為全體之國民。

✿ 攜手邁向NDLTD之路

國圖基於學位授予法，為國內唯一之博碩士論文法定寄存圖書館，負有蒐集、典藏與閱覽

我國全媒體型態博碩士論文之職責。易言之，基於此一全國博碩士論文法定寄存圖書館的法律

圖一：新一代學位論文知識加值服務之共建共享合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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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９ 終 身 學 習 行 動 年

定位，歷年來接受教育部之委託，執行整理、製作博碩士論文書目、索摘、紙本原件的典藏及

公開使用，乃至於對國內博碩士論文數位化、全文服務網路化工作之推動，以及論文全文電子

檔案等數位館藏之徵集與典藏，實為國家圖書館基於保存國家文物典籍，延續國家文化發展責

無旁貸的歷史使命。為此，期盼國圖在未來能夠結合全國各大學校院圖書館，共同為國內博碩

士論文之數位化而努力，攜手邁向NDLTD（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之路。

✿ 結　論

知識的力量不在於文字、圖像或音訊的本質，而在於其所能創造的效益與影響力。透過教

育部全國博碩士論文相關專案計畫的逐年推展，國圖和諸多圖書資訊界的先進們共同為國人開

創國內博碩士論文數位化服務的新紀元，除了可有效縮短資訊應用的城鄉差距之外，進而更敞

開了國際學術交流的大門。或許小樹苗總有長成大樹的一天，可以預見是，基於Open Access自

由、平等、開放的精神，博碩士論文的數位化服務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也是一條引領國內

學術自由傳播通往未來與希望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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