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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與微縮季刊的回顧與前瞻

曹爾忠
立法委員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第十屆名譽理事長

檔案與微縮季刊發行人

一、前言
今年欣逢中華民國建國100年，檔案與微縮季刊迄今亦已整整發行超過100期，最

近一期的第100與101期合刊（2011年春、夏季號），則係為紀念本會創會理事長杜老
陵公博士仙逝十週年特別出版之紀念專集，別具意義。今（2011）年7月下旬，兩岸檔
案與微縮學術交流，亦堂堂邁入第20週年，又將回到兩岸初次相聚的北京辦理檔案與
微縮學術研討會，意義不凡，我忝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第10屆名譽理事長
兼檔案與微縮季刊發行人，曾擔任學會第6屆後期與第9屆理事長，自1994年起即參與
兩岸學術交流，並於2007年、2009年率臺灣代表團赴福州參加第16屆及赴北京參加第
18屆海峽兩岸檔案與微縮學術研討會，欣見兩岸關係日益改善，學會能在篳路藍縷的
艱困環境中一路走過，帶領起兩岸檔案管理與學術界交流之先聲，乃以檔案與微縮季

刊的回顧與前瞻為題，發抒心聲，除為紀錄本學會暨檔案與微縮季刊社篳路藍縷一路

走來之艱辛歷程，表彰於檔案暨微縮資訊事業辛苦建立之成果外，更期盼各界共襄盛

舉，支持本學會及檔案與微縮季刊繼續成長與茁壯，再創新局，期盼海闊天空，重現

檔案資訊微縮管理新風範。

二、學會與檔案與微縮季刊發展歷程
現代社會是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無論機關、企業、或團體、個人，皆已感受到

「資料爆炸」的威脅，並深深的覺得只有將龐雜的資訊文書檔案導向現代科技管理，

始能應付未來的時代需要。於是，本學會創會理事長杜陵教授與鄒幼臣先生及王珮儀

小姐經過長期籌備後，乃於民國67年（1978）11月24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
影學會」，負起實際推動之責任。由於「資料縮影」在當時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

爰於學會初創時期，即共識到要先把宣傳作好，使社會大眾能認識它、接受它，才能

談到開展會務。因此，在衡量財力、人力有限之條件下，仍勉力編印「縮影研究」專

刊，自1979年9月出版第1期起，迄至1986年3月，陸續出版18期，初期為每年一刊，嗣
改為半年刊，並自1983年3月起即定期改為每季出刊，均贈送國內外有關人士及單位參
閱，以推廣觀念形成共識。

民國73年（1984）起，本學會為積極參與國際資訊微縮活動，爰配合國際縮影學
會更名為國際資訊管理學會（IMC），同時也為1985年預訂於台北舉辦之「亞太地區
資訊與縮影管理會議」之緣由，將「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更名為「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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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縮影管理學會」，雖然會章和組織型態仍和以往一樣，惟於國際事務處理上則較

具發展空間。「縮影研究」專刊亦自1986年7月起，配合更名為「資訊縮影管理」季刊
，至1991年12月止，前後出刊達27期。

民國82年（1993），本學會為了便於推動海峽兩岸檔案與微縮學術交流，期能借
鑑同文同種之大陸經驗以促進我方檔案與微縮事業之成長，再度將學會名稱由「中華

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更名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資訊縮影管理

」季刊亦自第28期（82年春季號）起再度更名為「檔案與微縮」季刊，迄今已定期出
刊到101期（2011年春、夏季合刊），第100與101期合刊則特別為紀念本會創會理事長
杜老陵公博士仙逝十週年之紀念專集，別具意義。

綜上所述，檔案與微縮季刊乃具有以下之特色：

（一）依據學會各歷程之發展，由「縮影研究」專刊至「資訊縮影管理」季刊，迄今

之「檔案與微縮」季刊，均能配合學會之設立宗旨，達到知識紮根，以廣宣傳

之目標。

（二）本季刊雖屬學術性刊物，經費與人員均顯匱乏，惟迄今定期出刊未曾間斷。

（三）刊物甚早即取得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第10292號），並獲國
家圖書館…等列入典藏。

（四）每期出版量達2000冊以上，如逢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活動舉辦時，則另
加印1000冊，均以贈閱方式提供本會會員及檔案及微縮相關機關學校與各地圖
書館利用。

三、前瞻與期望
（一）提供電子文件上網查閱：基於環保、傳播效率、寄送程序繁複瑣碎及經費不足

的考量，本季刊日後勢將減少紙本刊物之印製，並將出版物全文電子檔提供於

網際網路供各界查詢利用，本會網址為http://www.chinafile.org.tw，請各界多加
利用。

（二）加強時事性之檔案新聞報導與評析，以提升讀者興趣及意見回饋，拓展檔案與

微縮知識傳輸與向下紮根之效果。

（三）加強有關檔案相關法規與作業規範增訂修刪方面之報導，並提供重點導讀，避

免理論與實務脫節，以提高實用效果。

（四）為增加兩岸檔案與資訊微縮界交流，將闢專欄邀請海峽對岸專家學者提供精闢

文章，以資借鑑。

（五）適時提供每年公務人員國家考試檔案管理類科相關訊息，並協助搜集考古題，

以饗有此需要之讀者。

（六）努力籌措經費，加強審稿專家學者陣容，強化編排效果，俾使本季刊成為具指

標效果之民間學術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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