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掌握學習與研究的最佳工具 

2010年臺灣出版優質參考工具書
參考工具書─不但是求學者重要的案頭工具書，提供正確的資訊與指引，更是圖書

館知識導航服務賴以建立的基石，圖書館員更須靠它提供讀者完善而滿意的資訊服務。基於

此，國家圖書館參考組與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自2001年起舉辦「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年度

評選活動，邀請各類型圖書館館員、各領域學科專家、出版業界及文字工作者，針對前一年

度臺灣出版之參考工具書，評選出「重要」且「最具代表性」優質參考工具書書目。評選會

議結束後，約請參考組同仁和學者專家撰寫年度參考工具書選介、書評，分別於《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參考組出版）、本館「知識支援參考服務．中

文工具書選介」（http://ref.ncl.edu.tw/）刊載，從2001年啟動以來從未間斷，在國內圖書館界實

屬創舉。

 2010年臺灣出版之參考工具書書目計收錄560種，經評選較「重要」且具「代表性」之參

考工具書計52種，分別由41家出版單位出版，其中屬政府單位者21家，計出版26種，其餘20

家（含19個一般出版單位與1家個人出版）；也出版了26種，各佔50％。又針對2000年與2010

年兩階段的出版情形，發現幾個值得觀察探討的現象，包括：1.申請ISBN新書總種數與出版

參考工具書的種數兩相比較顯示：臺灣紙本形式參考工具書之成長，呈現「滑落」狀態；

2.入選「重要」且「具代表性」之優質參考工具書的筆數與百分比例，也降低了4.48％；3.由

出版優質參考工具書之出版機構屬性來看，民間與政府單位在參與編輯與出版的比例逐漸拉

近，或以合作方式出版。（頁11）

整體觀之，印刷形式之參考工具書受到電腦網路、通訊科技與搜尋引擎日新月異和快速

傳播的影響，逐漸被電子形式之參考資源所取代，甚至被研究者所遺忘；另一方面又因需要

投入較多的經費與人力編輯，無法吸引出版社長期投入，多仰賴政府機關補助出版等諸多因

素，致使參考工具書的出版量逐年減少。

特別一提：本期由王宏德助理編輯與林安琪編輯共同撰寫之〈雲端最新書目服務之應用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文內介紹國家圖書館建置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該系統自2010年6月上線以來，即標榜「自由的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除已開發

書目計量與引文分析功能，加強學術研究支援、決策支援、知識加值與知識管理等服務外，

亦配合各階段學術研究提供所需之分析資料，朝向學位論文虛擬專家系統的目標發展，並

藉由永久典藏與非專屬授權機制，挹注教育資源，進而協助各大學校院推動國際學術傳播，

向全球展現臺灣高等教育學術研究之成果。本（2011）年並以「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為主題，代表本館參加太平洋鄰里協會（PNC）大會所舉辦之海報競

賽，榮獲圖書海報競賽第一名殊榮，為我國圖書館資訊服務更上一層樓，並獲得國際同道之

肯定。寒冬將至，敬祝大家，平安康泰，溫暖滿滿。（曾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