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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由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負責規畫與建置。

典藏資料庫建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將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歷年研究人員所蒐集

台灣原住民各類型之相關研究資源數位化，期能達到資料的保存、交流分享與應

用加值，俾能提供研究人員、教育人員以及社會大眾在研究、教學以及相關資訊

交流方面的便利使用，並希望藉此能促進族群間的相互了解與尊重以及不同文化

間的交流。 

在本論文中，首先說明台灣原住民資料的意義，並說明關於台灣原住民資料

的思考，然後說明台灣原住民後設資料建置過程以及建置流程，最後總結現階段

的經驗與限制以及未來工作的要點。前述的描述與說明主要是為了從一個批判與

反省的觀點思考在正在形成的資訊社會中，資料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以及從資料到知識的建構歷程對形塑未來人類思考模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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