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典藏議題探討與經驗分享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團隊成員 局建德



一、機構典藏說明



機構典藏說明 何謂機構典藏

◎機構典藏是－

1.一個機構（大學）將本身的研究產出，如期刊及會議
論文、研究報告、投影片、教材等，以數位的方法保
存並建立網路平台，提供查詢與使用

2.機構典藏不是取代研究成果發表，而是增加一個研究
成果被使用的管道

3.機構典藏是以開放取用的方式，展現機構成果的數位
全文

4.機構典藏的核心精神是機構主體的覺醒，視機構為一
個整體，對外展示各項成果，提昇機構影響力



機構典藏說明 機構典藏典藏什麼

調查統計及
課程資料

期刊論文與
專題研究

其他形式之
學術著作

研究計畫報告

專利及技術報告

專書
（無版權問題之著作）

機構典藏

◎對教職員生而言-
典藏教職員生在校期間之學術著作。



機構典藏說明 機構典藏典藏什麼

剪報及新聞資訊

活動照片

其他單位文獻

特藏文獻資料

學術性活動會議論文
及演講錄影錄音資料

單位出版品

(含學報)

機構典藏

◎對各單位而言-
典藏單位資料及出版品。



機構典藏說明 為何需要機構典藏

◎臺灣機構之學術研究被引次數較少

1.研究成果的國際能見度不佳

2.研究成果的全文取得方法繁複

3.國際研究者不容易知道臺灣有人做過類似的研究

4.甚至臺灣學術研究者要使用本國的學術研究成果，
遠較使用英文學術資源還困難



機構典藏說明 為何需要機構典藏

◎開放取用（Open Access）的觀念興起

1.網路上的數位全文論文被引用機會大，開放取用可增加
50~250% 被引用機率

以computer science為例，offline paper cited times: 2.74
online paper cited times:  7.03，增加157%

2.學術期刊費用不斷高漲及出版商的壟斷，學界尋求解決
之道

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RL-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調查，1986~2002期間美國的研究圖書館期刊經費增加227%，但訂購
的期刊種數卻只增加9%，且購買圖書的種數則下降5%     



機構典藏說明 為何需要機構典藏

◎網路數位科技提供資訊的多元管道

1.網路及數位科技的進步，圖書館不再是取得資訊的唯一管道

2.數位出版越來越容易，因此需要完善的機制來保存數位資料

3.學術期刊費用不斷高漲，各大學對於出版商的不信任感加
劇，需要其他的途徑來散佈學術研究成果

：



機構典藏說明 機構典藏之效益

◎對個人及團隊而言：



機構典藏說明 機構典藏之效益

◎對機構及單位而言：



二、臺灣學術機構典藏計畫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計畫 什麼是TAIR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平台
(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AIR)

1.網址：http://tair.org.tw/

2.目標：

(1)採取「分散建置，集中呈現」運作機制

(2)協助臺灣各大專院校分別建置機構典藏系統，並
提供TAIR平台，完整呈現臺灣學術研究能量

3.功能：

(1)整合各校分別建置的機構典藏系統

(2)透過單一平台(TAIR)進行資料瀏覽與檢索

(3)連結至各校機構典藏檢視Metadata與下載全文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計畫 什麼是TAIR

◎ TAIR資料架構

TAIR

機構 機構 機構

社群 社群 社群 社群

類別

類別

類別

類別檔案

檔案

檔案

檔案

類別

檔案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計畫 什麼是TAIR

◎TAIR計畫參與現況

1.目前加入TAIR計畫的單位有113所。

2.所有學術資料量已有超過92萬筆資料，成果豐碩。

3.參與TAIR，並註冊國際機構典藏組織成果如下：

(1)OpenDOAR (http://www.opendoar.org/)共有41個單位加入

(2)ROAR(http://roar.eprints.org)共有56個單位加入

(3)參與RWWR共有13個單位加入

http://www.opendoar.org/)共有41


三、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中興機構典藏(NCHUIR)系統

1.採用由MIT所開發之DSpace 1.4版為基礎，中文化
並擴充功能

2.Community & Collection

(1)社群（Community）：以院、系所及老師為管理單位

(2)類別（Collection）：依資料類型由系所自行分類

3.Function 

(1)瀏覽（Browse） (2)搜尋（Search）

(3)語言切換（Language Switch）

(4)排行榜（Ranking）

(5)註冊（Sign on to NTUR）

(6)上傳資料（Submit）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系統簡介



◎中興機構典藏(NCHUIR)系統

1.http://nchuir.lib.nchu.edu.tw

2.主動蒐集校內著作共51,001筆，其中46,481篇為全
文數位檔案或全文網頁網址連結

3.目前系統內著作有26,800筆資料被google scholar
收錄，有29,600筆資料被google收錄，讀者可藉由
google或google scholar界面找到NCHUIR的資料

4.目前造訪人次(11/4)：629,645人次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系統簡介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成員簡介

NCHUIR



機構典藏

資料庫建置 授權與推廣

資料庫服務

授權作業

使用者推廣

建立合作模式

行政作業

系統安裝

資料徵集

數位化業務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業務簡介



機構典藏－可說是一個小型虛擬圖書館的建置。業務可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機構典藏

◎數位資料徵集及分類

◎metadata鍵入規則編輯

◎metadata及全文審核上傳

◎檔案政策設定作業

(資料編目)

◎網頁建置維護

◎系統建置維護

◎系統新功能開發

◎多媒體與部落格技術結合

(系統資訊)

◎資料庫推廣及活動辦理

◎使用者諮詢與資料庫服務

◎使用教學檔案製作

(使用者服務)

◎數位化技術及規則訂定

◎數位化工作

◎資料全文量及使用統計

(資料數位化與統計)

◎出版社授權查詢與協調

◎作者授權工作

◎校內出版品徵集與統計

(出版品徵集及授權作業)

◎一般行政工作

◎公文、規則標準製作

◎人員管理及進度訂定

◎種子學校工作

(行政作業)

前期 前期
後期後期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業務簡介



97年3月

(1)本校圖書館成立機構典藏小組。

(2)暨南大學為當時之種子學校，協助本校建置機構典藏系統。

97年5月
機構典藏系統建立，並開始進行系統測試及業務規劃。

98年3月

3月18日第342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中興大學機構典藏徵集辦法」

及「國立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系統作業要點」

98年4月 (1)4月13日簽請校長同意辦理本校機構典藏相關業務。

(2)4月28日函請校內各單位指派1名人員參加機構典藏業務。

98年7月 (1)7月14日函請校內各單位機構典藏業務聯絡人參與「98年度中興
大學機構典藏說明會」。

(2)7月15日開始大量匯入書目資料及全文。

(3)7月23日，8月19日及9月23日舉辦「98年度中興大學機構典藏說
明會」。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業務簡介



98年8月
98年8月29日，Google Scholar抓取到本校機構典藏的資料。

99年2月
(1)本校網路大學排名Scholar指標進入全球第三名。
(2)臺灣大學圖書館邀請本館聯合舉辦「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

99年5月

5月4日下午於本校圖書館舉辦「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本校

亦提供機構典藏經驗給其他學校參考。

99年8月 (1)8月10日正式與臺大簽訂「種子學校授權同意書」，本館正式成
為「機構典藏種子學校」成員，並對東海大學進行輔導。

(2)8月24日函請校內各單位再次確認及更新機構典藏業務聯絡人資
料，並請聯絡人參與「99年度中興大學機構典藏單位聯絡人業務說
明會」。

99年9月 (1)9月1日，9月8日舉辦「中興大學機構典藏說明會」。

(2)9月8日邀請東海大學前來參訪本校機構典藏作業狀況。

(3)9月底開始從文學院部分進行作者授權工作。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 業務簡介



中興大學機構典藏資料量及全文量成長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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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布達佩斯開放取用宣言

◎布達佩斯開放取用宣言（the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1.主張學術研究成果應自由地放在網際網路的公共平台上，
提供使用者自由閱讀，下載，複製，印製，散佈，搜尋，
連結，或引用，並將著作權利歸還給作者本人

2.建議作者採用以下兩種策略，保有自己的著作權:

(1)投稿開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將學

術研究成果發表在開放取用期刊上，這些期刊不收取

訂閱或取用的費用。

(2)放一份數位檔案在作者所屬機構的資料庫內，作自我

典藏（Self-achiving），大眾可經由網際網路的公共

平台，分享作者的研究成果。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何謂自我典藏

◎自我典藏就是－

1.定義:
自我典藏就是讓學者於開放式的電子典藏平台上，
保存其論文著作。（House of Commons, 2004)

2.目的：

自我典藏的目的是在Internet上免費傳佈研究成果
（論文），並得以在急速變遷的電子環境中，確認
文獻的保存。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自我典藏條款

◎自我典藏條款(Self-archiving Clause ):

1.已出版的學術著作須根據出版契約的自我典藏條款，
取得備份該著作的權利，圖書館依此條款，獲得作
者授權典藏著作

2.如果契約中未載明此條款，可與出版商協商。

3.進行機構典藏前，請務必確認，作者與出版商所簽
署的著作權轉換協議的內容，是否載明容許機構典
藏一份資料。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自我典藏條款

◎如何得知自我典藏條款:

1.各個出版商對於自我典藏都有不同的規範

2.圖書館經由 SHERPA/ROMEO 資料庫或出版商的網站，
查證對期刊論文的自我典藏規定， 作者簽署的著作
權轉換同意書，多包括自我典藏條款。

3.不過，多數出版商僅同意典藏論文最後的草稿版本
(post-print or pre-print)，非出版的檔案
(publishment)。



◎著作財產權之釐清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法第四十一條－

「著作財產權人投稿於新聞紙、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
作者，除另有約定外，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
次之權利，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 」

亦即在非專屬授權的情況下：

1.出版社如未與作者另外約定，則僅被授與刊載或
公開
播送一次之權利，故無法限制作者將權利讓與或

授權
給他人。

2.作者不需經出版社同意可將全文授權機構典藏系
統。



◎著作財產權之釐清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移轉 專屬授權 非專屬授權

作者 ▲■ ▲■ ▲■●

母機構 ▲■ ▲■ ▲■

出版社 ▲■● ▲■● 需作者授權

▲：自我典藏權利 ■：全文索引權利 ●：全文存取權利

由上表可知－

理論上，無論作者與出版社間屬於何種著作權關係，
作者與母機構都應可主張自我典藏權利 （Self-
archiving right）及全文索引權利（Full-text 
indexing right）。



◎著作財產權之釐清

機構典藏作業潛在的危機: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二款明定：

「明知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而散布而陳列或持有
或意圖營利而交付者」將視同違反著作權或製版權。

且著作權法第三條十一款規定：

「散布：指不問有償無償，將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
交易或流通」，使 「合理使用」的抗辯理由失效。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

◎機構典藏與著作財產權之關連

1.機構典藏的法理基礎來自回歸著作權予作者的自我典藏概
念，由作者授權所屬機構統籌辦理典藏事宜。

2.機構典藏的數位資料須先取得著作權，且獲得作者或出版
社授權保存和散佈該資料。

3.著作權仍屬作者的學術著作，圖書館取得作者授權後，即
可典藏，並提供全文索引（Full Text Indexing），讓讀
者取用該作品。

4.倘若作者已讓渡其著作權給出版商，只能訴求自我典藏的
法理保障，由圖書館提供全文索引，讓讀者連結到出版商
的資料庫，付費下載。



五、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授權文件訂定－

授權書內包含授權書、清單，兩者均須簽署，清單上的資料，
才算完成授權工作。

◎授權工作流程確定及授權作業說明文件製作。

◎上行下效:可請長官優先簽署授權。

◎較配合的作者可優先處理授權問題。

◎廣力宣傳。

(1)校內說明會。

(2)館長信件－邀請作者提供授權。

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作者授權作業建議



◎機構典藏單位聯絡人機制之建立。

1.行政單位－一級單位、學術單位－二級單位。

2.目的：(1)協助徵集作者書目資料、(2)協助取得授權和紙本全文

(3)協助與作者溝通、(4)回報單位出版品及活動訊息

3.注意事項：

(1)建立單位聯絡人公告及聯絡機制。

(2)建立出版品、活動訊息回報機制。

(3)每年固定進行聯絡人說明會(新進人員強制參加)

(4)相關文件及範例須先製作－授權工作要點及流程、執行公文

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作者及出版社授權作業建議



◎建立校內出版品授權機構典藏之政策－

案例:政大機構典藏－http:nccur.lib.nccu.edu.tw

◎建立校內出版品統一版作者授權書－

(1)案例:臺灣大學出版品中心、國家圖書館

(2)分成非專屬授權書、專屬授權書、授權轉讓書三種

◎建立校內出版品統一版出版社授權書及授權注意要點－

(1)避免單位不慎專屬授權或授權轉讓，誤入授權陷阱

(2)避免單位一直被資料庫廠商騷擾。

◎建立校內出版品授權校外出版社之通報機制

◎統一和校外出版社洽談授權政策，以利作者授權工作

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出版社授權作業建議



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授權取得方式建議

◎未出版及未發表之作品的授權取得:

(一)通知校內作者（教職員生）於作品完成後，至出版
發表前這段時間填寫機構典藏授權書簽署授權。

(二)校內各單位出版品接受校外作者投稿時，請作者同
時簽署機構典藏授權書，完成授權事宜。

(三)聘用新進教師時，請新進老師簽署機構典藏授權同
意書，說明入校後之著作均會授權學校進行機構典
藏用，也同時明訂文獻著作權為老師所有。

註:運用(三)時，校內人事法規須同時修正



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授權取得方式建議

◎已出版及已發表之作品的授權取得:

(一)圖書館整理著作清單，連同授權書請作者簽署授權。

(二)若作品為共同著作，則須請所有共同作者簽署授權。

(三)依照Sherpa/ROMEO及各出版社網站上之「出版社授權機構典藏
政策」，請作者提供出版社允許公開之版本。

(四)著作權法第11條規定受僱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著作，原則上依
契約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未約定時，著作人格權屬受僱人
所享有，著作財產權屬僱用人所享有。故若本校受僱人員於職
務進行間所完成之著作，該著作可直接上網公開。



機構典藏授權作業 授權取得方式建議

◎和其他單位合作取得授權:

(一)請系所和校友中心協助聯絡，向校友徵集著作資料。

(二)可配合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碩博士論文、國科會計畫及期刊資
源回朔授權活動，大量徵集各類型全文資料

(三)如果共同作者中其中一人擁有其他人之聯絡方式，則請該作者
留下其他作者聯絡方式，或請其中一位作者協助向其他作者取
得授權。

(四)請校內研發及教學單位訂定規則，若日後教師需要申請研究或
教學補助，必須提供研究及教學著作授權給與學校

(五)針對校內借閱場地所舉辦之活動，可由校內場地負責單位請活
動主辦單位填寫授權書授權各項活動資料

(六)可請人事或教學單位將授權全文項目明訂於教職員評鑑規則中
(可配合教師研究競爭利系統)



六、結語



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