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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有人會問，我國的檔案事業發展現況到底如何? 無庸置疑的，自從檔案法公布、國

家級的檔案管理局成立、各機關也按照檔案法施行細則開始執行，我們可以有把握的回答，

我國的檔案事業已經起步，並且逐漸成長茁壯，正邁入制度化運作中。然而，時代在變化、

技術在變化、環境在變化，檔案事業也必須隨著變化。如何體察這些變化，如何因應這些變

化，甚至於如何掌握未來的變化趨勢，唯有靠研究。這個責任就落在檔案學界的全體成員肩

上，而檔案與微縮季刊則提供一個良好的研究成果發表園地。 

 

 第 107期的精彩內容分成兩大部分: 學術論著與學術交流論文。在論著部分中，刊登了

三篇論文: 首先是許芳銘的「ISO檔案管理國際標準」，我國的檔案管理原則主要依循國際標

準再參酌國情而制定的，因此，了解本文內容對於研究檔案管理實有很大助益。其次是林宜

隆的「建構我國資通安全數位鑑識能量之研究」。在數位化檔案中，資通安全是一項很重要

的要求；若不幸發生資安事件，鑑識工作必須立刻展開，以修補漏洞或追究責任，因此如何

提升我國數位鑑識能量是個關鍵問題，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建議。最後是關於原住民文化記錄

的重要文獻: 由高清慈撰寫的「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展現」。少數民族的文化記錄是保存與

發展該民族的重要作法，也是國家的重要任務。本刊很願意提供篇幅，供研究者刊載他們的

的研究成果，讓更多人認是布農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今年五月在台北舉行的 2012 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主題為「檔案文獻的數位

化與應用」，包含檔案文獻數位化標準、檔案文獻數位化的安全保障、數位檔案文獻的應用、

數位時代微縮技術的生命力等四大子題，計邀請到大陸中國檔案學會多位專家學者與會並作

論文發表。在研討會上有多位中國學者發表了精彩的論文，本期特別在第二部分學術交流論

文中選登了四篇優秀論文，以饗讀者。第一篇是李勇的「基於數位化標準的專案實施管理規

範探討」，檔案數位化工作從規畫、掃描、儲存、到應用是一個專業化的流程，必須依照一

定的標準，進行專案管理，本文從實務工作角度出發，探討整個管理流程中的各項規範，並

提出了很好的建議與描述。第二篇是許桂清的「遼寧檔案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設與思考」。

資安是檔案利用的基礎，然而檔案安全存在許多內外威脅，作者以一個檔案管理高階主管的

角度，提出精闢的、有建設性的安全保障體系建議，頗具宏觀參考價值。第三篇是邢軍的「國

家圖書館數字資源長期保存現狀與研究」。中國國家圖書館數位資源已經累積超過 400TB，

為了保管並維護這個龐大的資源，中國已經制定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操作規範和流程，如《長

期保存數字資源交接流程》、《典藏數字資源長期保存歸檔檢查規範》、《長期保存數字資源保

存工作流程》、《長期保存數字資源定期檢查工作流程》等，其作法值得借鑑。第四篇是曹甯

與張陽的「數字縮微：理念創新與發展路向」。文獻微縮技術是傳統的文獻再生性保護的重

要手段，也是本刊的重要任務之一；惜近年來探討的人逐漸減少，主要原因是在數位技術和

網路技術的時代裡，傳統微縮技術受到巨大衝擊。在中國有學者提出 “數位微縮”的理念，

如何將微縮膠片(捲)數位化，再加以保存、管理與利用，該文有詳細之論述，數位微縮的發

展也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這一期的檔案管理與微縮季刊，學術論著與學術交流論文兩大部分的內容都有很高

的可讀性，希望有助於讀者的研究，也請大家將讀後心得回饋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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