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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台灣文獻館數位化檔案與附件，可發現檔案與附件具有以下三種關係： 

1. 將檔案與附件視為不同的後設資料系統：(如下圖) 

 

 

 

 

 

 

 

 

 

 

 

 

 

 

 

 

 

 

 

 

全宗 

副全宗 

系列 

副系列 

宗 

件 

附件分類層級二 

附件分類層級一 

檔案原始層級 

檔案後設資料系統 

「件」描述資訊： 
件名        內容資訊(人、機、地) 
件典藏號    附件資訊(號、名、類型)
裝訂冊      影像資訊 
內容描述    版本 
關鍵詞      入藏(來源、方式、時間)
擬案單位    版權 
公文字號    典藏位置 
時間        保存狀況 
語文        裱褙狀況 
使用限制    編目資訊 
備註 

「附件」描述資訊： 
件名            出版(者、地、時間、版次) 
附件典藏號      建造(者、地、時間、所有者)
裝訂冊          內容資訊(人、機、地) 
內容描述        語文 
附件大小        微縮片 
紙張材質        影像資訊 
筆法/印刷法      版本 
視角/投視法      入藏(來源、方式、時間) 
比例尺          典藏位置 
尺寸單位        保存狀況 
繪製空間        裱褙狀況 
地表高度        使用限制 
產生者(團、個)   編目資訊 
產生時間        備註 

附件後設資料系統 

附件分類層級四 

附件分類層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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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視檔案與附件為個別的後設資料系統，則兩個系統相互串聯時，需藉由檔案後設

資料系統中「件層次」所提供的附件資訊，與附件後設資料系統作串聯。 

然而從需求表單看來，附件除了本身的分類層級之外，還需承襲檔案原件的層

級；但要達到保留檔案原始層級的目的，只需將附件納入檔案後設資料系統中即

可，並沒有另外建置一個別的附件系統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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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附件視為檔案之下的另一個副全宗：(如下圖) 

  
 
 
 
 
 
 
 
 
 
 
 
 
 
 
 
 
 
 
 
 
 
 
 
 
 
 
 
 
 
 
 
 
 
 
 
 

民治二十九年

至大正四年 

庶務門 

人事類 

官規官制目 

系列 

副系列 

副全宗 

「件」描述資訊： 
件名        內容資訊(人、機、地
件典藏號    附件資訊(號、名、類
裝訂冊      影像資訊 
內容描述    版本 
關鍵詞      入藏(來源、方式、時
擬案單位    版權 
公文字號    典藏位置 
時間        保存狀況 
語文        裱褙狀況 
使用限制    編目資訊 
備註 

其他 

簿冊 

附件 

圖 表 文

建築 文書類 

大正五年至

大正十一年 

庶務門 

檔案 全宗 

 

送付簿 
宗 

件 
) 
型)

間)

學校單位 

「附件」描述資訊： 
件名            出版(者、地、時間、版次) 
附件典藏號      建造(者、地、時間、所有者)
裝訂冊          內容資訊(人、機、地) 
內容描述        語文 
附件大小        微縮片 
紙張材質        影像資訊 
筆法/印刷法      版本 
視角/投視法      入藏(來源、方式、時間) 
比例尺          典藏位置 
尺寸單位        保存狀況 
繪製空間        裱褙狀況 
地表高度        使用限制 
產生者(團、個)   編目資訊 
產生時間        備註 

幼稚園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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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將附件視為檔案之下的另一個副全宗(匯集所有的檔案附件成為另外一個單獨的
副全宗)，連結時，可利用 EAD的特性(關聯不同層次的描述資訊)，將件層次的
附件資訊，與附件副全宗或附件描述資訊做關聯。 
 
就專賣局檔案的部分來說，副全宗是以時間的概念來做區分，無法歸類到任一時

期者，則納入「其他」副全宗。今若將附件作為檔案的另一個副全宗，此做法是

否符合檔案層級區分的原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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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附件視為檔案件層級的下一層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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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描述資訊： 
件名            時間                          版權 
件典藏號        內容資訊(人、機、地)           典藏位置      
裝訂冊          語文                          保存狀況 
內容描述        附件資訊(號、名、類型)         裱褙狀況               
關鍵詞          影像資訊                      使用限制   
擬案單位        版本                          編目資訊 
公文字號        入藏(來源、方式、時間)         備註 
 

送付簿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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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描述資訊： 
附件名         尺寸單位                     微縮片 
附件編號       繪製空間                     影像資訊 
裝訂冊         地表高度                     版本 
內容描述       產生者(團、個)                入藏(來源、方式、時間) 
附件大小       產生時間                     典藏位置 
紙張材質       出版(者、地、時間、版次)      保存狀況 
筆法/印刷法     建造(者、地、時間、所有者)   裱褙狀況 
視角/投視法     內容資訊(人、機、地)         使用限制 
比例尺         語文                         備註 
                                            編目資訊 



說明： 
臺灣文獻館數位化檔案的「件」，指一件事情的往來公文，具有「集合」的概念，

集合之下，可對單件再做更進一步的描述，故可將附件視為「件」的下一個層級；

此外，以 EAD來說，附件資訊在件層次中不宜做太過細部的描述；如果要有詳
細的資訊，需將附件放到件層次的下一個層級，作為描述主體。 
 
 
 

二、綜合建議： 

由上述三種觀點看來，建議使用第三種做法。 

依此做法，附件可承襲檔案原件的層級。至於附件本身層級的部分，因附件分類

層級，主要是希望能達到促進檢索的功效，故則建議可用主題(Subject)的方式來
做描述，或是以主題詞表的觀念，將附件分類層級作為附件專屬的主題詞表，未

來其他檔案後設資料系統，也有附件需做描述時，均可共用此一主題詞表。 

此外，當附件作為件的下一層次時，則部分附件描述元素，若與件層次之描述元

素著錄內容相同者，則可適時的刪除，以避免重複著錄相同的資訊；例如：「裝

訂冊」、「入藏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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