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簡介 
 

謝清俊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計畫辦公室主任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學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民國 91 年 8 月 20 日 

壹、規劃的藍圖 

自從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來，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深邃。以往，資訊科技對工作的影響是局部的，

自從網際網路普及以後，改變了社會上各種溝通的行為和成效，也改變了基本的知識表達、呈現及處

理的方式，進而改變了學習與研究的態度及方法。如今，對社會的影響已是全面的，且程度正急遽昇

高之中。無論在生活、工作、學習、休閒娛樂各方面，已經逐漸改變了人們做事的基本態度、觀念及

方法。資訊科技已經揭開了社會文化全面變遷的序幕，這是大家都感受到的事實。 

資訊科技對產業與經濟的影響，則是另一端。自從 1977 年資訊經濟的理論與架構由美國商業

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提出以來，資訊業的就業人口在先進國家早已超過了所有就業人口的

50%（美國的在 1998 年已超過 60%）。『「知識」將成為產業最重要的資源』的理論，早在 1960

年代即已提出，至 1970 年代已經廣為人知。以資訊科技改善組織的一切溝通與一切知識處理的做法，

早已成為一切產業、商業發展必要的看家本事。至此，資訊經濟或「知識經濟」的理論亦隨之蔚為顯

學，而電子商務的風潮席捲全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實在是建築在知識及文化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知

識那來的經濟發展呢？文化即知識的累積與傳承（此所指的知識不限於科學知識）。以此觀之，資訊

科技對產業與經濟的影響是全面的，既深遠且無所不至。 

我國的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世界人類共同的無價寶藏。若能將之數位化廣為流傳應用，

其在文化與經濟兩方面的價值是無可限量的。對文化而言，這是精緻文化的普及化、教育的普遍化和

終身化、讓文化精髓人人共享，更是創造新文明與新社區文化的絕佳契機。對社會而言，是提升國民

素質、改善社會體質的基礎施政。從產業與經濟的層面來看：在基礎上，新文明將提供嶄新的環境；

在應用上，數位化的精緻文物檔案資料，正是軟體產業、加值產業、內容產業、文化產業等的極佳原

料及動力，這未嘗不是我們發展上述這些產業的大好機會。這些產業的產出，不僅可以提昇我們所有

產業的生產力、競爭力，並且可用於外交、國防、學術研究、教育、民生等方面。 

有關本計畫之結構及應用，請參見：圖一，本計畫結構示意圖；圖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內部運作示意圖；圖三，本計畫產出與各部會及產業界的關係；圖四，數位典藏之應用與影響示意

圖。 

貳、計畫規劃 

本計畫承襲以往『數位博物館』、『國家典藏數位化』和『國際數位圖書館』三個計畫的經驗、

以國內主要的典藏機構之典藏為對象，作有系統的數位化。數位化之產出將彙集為『臺灣數位典藏』

資料庫，以提供為各種應用與加值之素材。目前參與的機構有國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故宮博

物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等九個機構，往後將視需要而增減參與機構的數目。對參與機構而言，數位化其典藏固然

是重要的，然而培養參與機構處理數位典藏的能力，也是本計畫執行的重點。是故本計畫規劃有相當

份量的人才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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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發展：十二個主題小組，包括： 

● 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學●檔案 

● 書畫器物●地圖與遙測影像 

● 金石拓片●善本古籍●考古●新聞 

技術規範：六個主題小組，包括： 

● 數位典藏系統參考平台●多語言處理 

● 命名系統與分散式檢索 

● 數位物件與檔案格式●數位典藏服務 

● 多媒體數位化參考程序 

語言座標、時空座標及 metadata 等 

三個服務小組 

人員培訓 

 

機 構 計 畫 協 調 、 支 援 與 訓 練 機 制 

內 容 開 發 1 

內 容 開 發 2 

… 

… 

技 術 研 發 1 

技 術 研 發 2 

… 

… 

數位典藏應用 1 

數位典藏應用 2 

… 

… 

公 開 徵 求 之 計 畫 

圖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部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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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計畫產出與各部會及產業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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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數位典藏』資料庫主要分為三個等級的數位化產品，即：典藏級、電子商務級、以

及公共資訊級。典藏級是最精密的數位化產品，暫不主動對外公開。公共資訊級是完全免費的，

供中小學生和一般社會大眾利用。電子商務級的是提供給加值業者的素材，將以電子商務的形式

公開販賣。 

為使本計畫產出的『臺灣數位典藏』資料庫具國際水準和相容性，本計畫將有系統地培育

國際相關標準與數位化技術的人才，並將推動國際上的合作工作。此外，本計畫還規劃有公開徵

選的部份，供有興趣參與的機關或學者申請參加。此公開徵選的部份，將於每年十月初於國科會

公告徵選辦法。 

由於本計畫涉及人文、社會、科技、生物、自然環境等等領域，需要各式各樣的專業合作，

是故在執行原則上，本計畫所重視與鼓勵的是： 

(一) 跨領域，尤其是跨人文社會與科技的合作 

(二) 各分項計畫、各機構計畫及各主題計畫間之溝通與協調 

(三) 標準的設立與資訊的通透無阻 

(四) 工具與規格的共享 

(五) 持續發展機制的建立與系統維護的執行 

(六) 社會效益的評估，包括資料訴求對象與呈現方式設計、使用親和度等。 

只有建立了整體發展機制，才能持續的發展、才能讓大眾參與；只有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

才能證明本計畫執行的成功。因此，以上六點，是本計畫各種自我評鑑的一般原則與要項。 

參、計畫目標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主要目標是： 

一、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 

二、以國家數位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 

在產業與經濟方面，除了建立公共資訊制度的雛型，並促進有價資訊市場的健全發展以外，

積極鼓勵產業加值、利用各項數位典藏、促進各項相關生產與管理技術（例如知識管理技術、多

媒體網路技術、本地常用語文以及語言相關技術等）之研發，進而推動在商業、產業（特別是文

化產業、加值產業、內容產業、軟體產業）、教育、學術研究，以及民生、育樂方面的利用。在

人文與社會方面，創造臺灣文化新優勢，啟開人文與科技融合的新局面，兼以資訊科技輔佐文化

之進程。再者，使精緻文化普及化，以此陶冶社會之體質。發展多元的社會文化與社區文化，並

促成社會大眾普及使用資訊服務掌握資訊與知識之能力。 

肆、計畫執行的要項 

本計畫執行時，應由計畫辦公室設法解決一些共同的事務，其中有必需克服的和必需建立

的事項，包括：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時空和語言的共同座標的建立 

➢走入國際與多語情境的建立 

➢資訊共享和全民公共資訊系統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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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規範與標準的建立 

➢文物相關的知識在電腦中的表達的建立 
統一的後設描述語言（Meta-Language）  
內容、背景和相關資訊的表達與結構呈現與介面 

➢參與人員溝通、了解、合作 

 

 

 

 

 

 

 

 

 

 

 

 

 

伍、本計畫對社會的影響 

本計畫對社會的影響至為深遠，舉其鉅大者如下： 

傳統文化的保存和發揚，以及新文化的肇興 

精緻文化的普及國民素質的提昇 

提昇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活動空間 

各級教育和各種教育的提昇與革新 

各個學門研究環境的改善 

產業的提昇與促進經濟貿易的發展 

生態和環境的關懷與生活素質的提昇 

科學知識和醫學知識的普及與民眾素養的提昇 

促進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目前，計畫進行雖然順利，然而『行百里半九十』，若期計畫能竟全功，還是有賴全體參

與人員繼續不斷的努力。  

 

各各式式數數位位檔檔案案  

（（DDiiggiittaall  FFiilleess））  

文化事業 

各類加值應用 

內容產業 

軟體產業等 

政府機構 
人民 

原原始始檔檔案案  

（（OOrriiggiinnaall  

HHoollddiinnggss））  

教育與學習 

研究與發展 

 創造力、生產力、競爭力 

公共資訊系統、資訊分享 

以及生活品質的提昇 

 

民間產業 

圖四：數位典藏之應用與影響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