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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數位典藏計畫範疇與內涵

– 導論
– 內容發展
– 技術與標準研發
– 平台發展
– 應用推廣
– 國際合作

• 數位典藏計畫管理
– 計畫規畫與管理
– 計畫審查與管考
– 如何撰寫計畫書
– 績效指標

• 數位典藏計畫的重要議題
– 智財權與公開取用(創用CC)
– 永續經營
– 數位保存
–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數位典藏計畫範疇與內涵



導論

• 國際：數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NSF, US, 1994~2003)

• 台灣：
• 數位博物館計畫(1998~2001)，
•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期2002~2006，第二期

2007~)，
• 數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 (國科會)
• 重要特色：

– 國家型計畫：以國家力量來統合進行國內跨部會，重要文物典藏
的「數位化工程」

– 人文與科技並重：「以內容來引導技術」，建立了跨學門的資料
庫



導論

• 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 (八個)
–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
– 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
– 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
–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 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
–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導論

• 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構成條件
– 有長期明確目標，創新技術，對產業發展或國
家社會福祉有重大貢獻者

– 具跨部會署及跨領域之特性，需政府引導投入
並予長期性支持者

– 具國際性、前瞻性、其影響與衝擊既深且廣，
並需上、中、下游及產、官、學、研資源之良
好分工與整合者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一期主要目標

• 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
藏

• 以國家數位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
濟的發展
– 人文與社會

• 人文與科技融合
• 資訊科技輔佐文化的進程
• 精緻文化普及化，以此陶冶社會的體質

– 產業與經濟
• 建立公共資訊制度的雛型
• 促進有價資訊市場的健全發展
• 鼓勵產業加值，進行推動在產業（如：文化產業、加值產業、
內容產業、軟體產業）、教育、學術研究及民生、育樂的利用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一期組織與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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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國立歷史博物館

國史館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國家圖書館

協調、支援與訓練機制

※內容發展：16個主題小組

※技術規範：6個工作群

※4個服務小組

※人員培訓

註：「辦公室維運
分項」自94年起，
更名為「維運管理
分項」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二期規劃的重要參考原則

• 第二期的規劃應與第一期的特點不同
– 著重於創新面，而非僅是單純的延續數位化工
作

– 延續性的部份，則回歸到各單位(機構計畫)業
務項下執行，並納入各單位的預算規劃

• 跨單位、部會的合作規劃

• 產業、教育、研究等以知識導向的應用規
劃

• 典藏品的分享與流通機制的規劃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二期主要目標

• 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

• 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教
育、研究與社會發展

• 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建立國際合
作網路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二期組織架構圖



數位典藏的重要發展內涵

典藏內容發展 技術與標準研發

應用推廣

核心平台發展

國際合作

政策、目標
策略、方法

關鍵績效指標



典藏內容發展

• 9大典藏機構參與（圖書館．博物館．檔
案館．標本館）

– 國立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國立故宮博物
院、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圖書
館，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國立歷史博物
館、及臺灣省諮議會



典藏內容發展

• 100個公開徵選主題計畫
– 音樂（樂譜，李泰祥，奇美博物館）
– 戲劇舞蹈（現代戲劇，雲門舞集）
– 美術（李石樵，李澤藩，張大千）
– 宗教（馬階博士．佛經）
– 文學（葉榮鍾全集）
– 運動（臺灣棒球）
– 歷史（遼金元拓片．日據台南洲戰爭災害檔案）
– 建築（大型歷史建築．鹿港龍山寺大木作）
– 科學，科技與工藝（物理史．鎖具．農耕具）
– 動物與植物（甲殼．魚．蝦．蟹．蜥蝪．蛇．台北植物園）
– 醫療（針灸）
– 武藝（太極武術）



典藏內容發展

• 16個主題小組

– 動物、植物、地質、人類學、考古、新聞、檔案、
器物、書畫、地圖與遙測影像、金石拓片、善本古
籍、漢籍全文、語言、影音、建築



典藏內容發展

• 超過290萬筆的典藏文物
之數位產出
– 每筆資料，皆包含數位化檔

案暨metadata(亦即後設資
料，為數位藏品的背景資訊)



典藏內容發展

• 數位素材

• 資料庫

• 網站
– 主題館

– 虛擬展示

– 數位博物館 阿美族套袖
台灣本土植物資料庫

(標本．文獻．影像．分佈資料庫)

書畫典藏資料庫
昆蟲數位博物館
蟲蟲總動員

鳥DJ
大自然的魔幻演奏家



典藏內容發展

• 數位化工作之參考標準及工作準則

– 數位化工作流程指南．影片

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sub3.php
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c.php?class_format=16&format_type=數位化工作流程叢書
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c.php?class_format=18&format_type=數位化工作流程指南



典藏內容發展
第二期（2007~ ）

• 拓展臺灣數位典藏分項（第一分項）

• 主要目標

– 建置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的數位
內容

• 策略（數位內容．參與者．數位典藏領域知識等
的深廣度發展）

– 以深化加值為導向，推動跨機構之合作

– 擴大數位典藏參與對象，提供方便的參與管道

– 推廣數位化標準與經驗共享，降低數位典藏之建置成
本



典藏內容發展
第二期（2007~ ）

• 十四大典藏機構參與
中央研究院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台灣大學
國立歷史博物館
國史館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國家圖書館
台灣省諮議會(2004加入)
國家電影資料館（2007加入）
國家檔案管理局（2007加入）
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加入）
客家委員會（2007加入）
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預計加入）



數位島嶼



技術與標準研發

• 核心技術研發
– 資料庫技術

• 數位典藏資料庫系統開發，時空座標技術與系統

– 語言處理技術
• 形：缺字處理，文字辨認
• 音：語音檢索
• 義：中文斷詞，跨語言檢索

– 多媒體處理技術
• 三維虛擬實境展示技術，影音數位典藏技術與系統

– 數位版權管理技術
• 數位版權管理技術，與內涵相關的數位浮水印（content-

dependent watermark）
• 數位典藏標準研發

– 後設資料（metadata）標準
– 數位化標準作業流程（SOPs）
– 數位典藏技術規範



技術與標準研發
第二期（2007~ ）

• 技術研發分項計畫（第四分項）

• 主要目標：整合技術平台，發展先進數位典藏技術

• 策略
1. 研發先進數位典藏資訊技術

‧包括：多媒體網路搜尋，智慧型檢索、語言處理、視訊強化與影音內
容瞭解、多模式使用者介面、多媒體內容保護等技術等。期能在未來
多媒體典藏的時代取得先機，引領臺灣數位典藏技術的發展。

2. 發展技術整合之平台與整合性工具

3. 配合未來無線網路與多媒體發展趨勢進行研發
‧包括：發展新平台（如手機）觀覽技術；個人化典藏工具的需求（例
如視訊部落格、Web 2.0技術架構），提供影音技術之基礎工具開放
源碼；發展大眾化影音典藏平台，讓數位典藏技術可以落實到社會大
眾。

4. 提供技術支援，累積服務能量

5. 奠定公共數位典藏系統技術基礎



技術與標準研發

• 技術研發分項計畫的主要工作項目

– 負責本國家型計畫核心技術研發

– 提供各內容典藏計畫資訊技術相關諮詢及支援
各項服務需求

– 協助計畫辦公室推動相關領域的國際合作研究

– 協助各參與計畫的資訊人力技術的養成

– 配合國科會辦理『公開徵選計畫說明會』、協
助審查相關事宜，提供入選計畫間的交流管
道、及計畫進度管考等相關事宜



技術與標準研發

• 技術研發分項計畫的主要工作項目
– 研究及服務方向包括：智慧財產權管理、全球資源發掘、交互操

作、後設資料、多語言資訊檢索與擷取、通訊網路、多媒體技
術、資訊安全認證和整合服務等；藉由國際合作方式，積極推動
相關技術研究，以提升數位典藏相關資訊服務的整體環境。

– 目前共支援50 餘個主題計畫，支援內容包括：分析後設資料、引
進國際標準、開發資料庫、分析與開發整合系統及後續維護、典
藏系統伺服器管理等工作。同時進行多項核心技術開發，包含後
設資料分析、典藏系統與資料庫技術、語言處理技術、多媒體處
理技術、數位版權保護技術等。

– 完成約10 項技術移轉，包括數位影音資料庫管理系統與影音分鏡
偵測技術、中文斷詞系統、缺字處理技術。

– 發表中英文論文150餘篇
– 定期舉辦數位典藏技術研討會，及辦理2002 數位典藏技術國際研

討會 (ICDAT2002)、2004 數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
(ICDAT2004)，及4 場成果展及多場說明會，以推廣本計畫成果。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資料庫技術

• 數位典藏技術發展組 http://daal.iis.sinica.edu.tw/

• 主要任務：
– 依據內容發展計畫的需求，發展出

• 典藏資料庫建置開發

• 多媒體檔案管理平台

• 聯合目錄建置技術

• 全文檢索應用及等各項核心技術

– 提供各典藏單位基礎資訊工具、技術諮詢與系統分析
等服務，並整合其他技術團隊既有成果

– 建置符合收集、校對、後製、典藏、傳播、呈現、系
統安全以及使用者服務等各項基礎功能之數位典藏系
統。



支援計畫一覽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語言處理技術

• SoVideo中文影音新聞檢索系統
– 龐大的錄影、錄音資料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已 記錄
人類各種活動，這些同時具歷史與科學價值的資產的
數位化目前仍待開發及利用

– 本技術針對廣播、電視新聞開發語音辨識、語音資料
處理、索引及檢索技術，已累積相當經驗，除發表系
列學術論文外，並建構完成SoVideo 中文影音新聞檢
索系統，使用者可以輸入關鍵詞來搜尋相關影音新
聞。

– 相關網址：http://sovideo.iis.sinica.edu.tw/SLG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語言處理技術

• 漢字構形資料（缺字）
– 中文古籍數位化需要先處理現有電腦無法表達的大量古文字，這

些字稱作中文缺字，而中文缺字問題在本計畫是透過漢字構形資
料庫有效解決的。

– 漢字構形資料庫目前收錄了大約六萬個楷體字，並且包含小篆、
金文、甲骨文、楚系文字等古文字。這個資料庫除了銜接古今文
字外，最重要的是記錄了每個字的字形結構。由於每個字形的結
構皆不相同，用來表達字形結構的構字式正好可用來當作字形的
識別碼。

– 目前本計畫已完成可在Microsoft Office套裝軟體中使用的構字式
處理機制，同時構字式也可應用在網頁處理，此外可識別構字式
並檢索中文缺字的搜尋引擎也成功發展出。

– 相關網址：http://www.sinica.edu.tw/~cdp/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語言處理技術
• 包含未知詞偵測功能的中文斷詞系統

– 傳統的中文斷詞系統碰到最大的瓶頸就是未知詞(辭典中沒有的詞)
的擷取，而某些類型未知詞的詞構非常複雜，也不一定具有強烈
的統計特性。因此未知詞的擷取問題一直是中文語言處理上一個
重要且困難的研究課題。

– 本中文斷詞系統提供了一個解決方案，可以自動抽取新詞建立領
域用詞或線上即時斷詞功能。此一系統包含一個約拾萬詞的詞彙
庫及附加詞類、詞頻、詞類頻率、雙連詞類頻率等資料。斷詞依
據為此一詞彙庫及定量詞、重疊詞等構詞規律及線上辨識的新
詞，並解決斷詞歧義問題。

– 除了基本詞彙庫外，使用者可依需要附加領域專屬詞庫。斷詞系
統採用之詞典俱可擴充性，使用者可依據不同領域文件，補充以
領域詞典做為斷詞之用。此系統為各項自然語言處理問題之基礎
建設，例如搜尋引擎、文章分類、自動摘要、語音合成，機器翻
譯等，其重要性顯著易見。

– 相關網址：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
所詞庫小組）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語言處理技術
• 手寫文字辨識與多媒體視訊、文件辨識與管理系統

– 中文手寫文字的辨識向來是學界研究焦點之一，其應用層面廣泛，涵蓋
日常生活文書至古籍文件的處理。本團隊利用原型分類（prototype 
classification）與支持向量機器（support vector machines）的混和方法
去訓練電腦，讓電腦能夠自動辨識手寫文字；在古書辨識上已能達到百
分九十四的辨識率，成果豐碩。此外也針對多媒體資料的辨識與管理開
發多套成熟且實用的系統：

– 1.「現代印刷及傳真文件辨識、檢索與管理系統」
(http://ocrlnx03.iis.sinica.edu.tw/adms/html/) 

• 結合了影像處理、排版分析、文字辨識、文字資訊檢索的技術為一套可提供
辨識繁簡中文和英文印刷及傳真文件的自動化系統。

– 2. 「多媒體視訊辨識與檢索系統」(http://140.109.19.195/adms/) 
• 主要特色為透過影像處理、文字辨識的技術，將Video中的文字與影像抽離

且辨識，再利用文字資訊檢索的技術提供影片檢索的功能。

– 3. 「古籍文件辨識、檢索與管理系統」(http://140.109.19.195/adms/html/)
• 結合了影像處理、排版分析、文字辨識、文字資訊檢索的技術為一套可提供

辨識古籍文件的自動化系統。

– 4. 「照相手機之文字辨識與翻譯系統」
• 將OCR的技術結合影像擷取設備與字典，來減少手動輸入查詢的不便與費

時。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語言處理技術
• 語言座標

– 由最基本的文字編碼開始，以典藏內容的概念單位(詞)為重心，建
立跨語言典藏流通的基本架構。

– 本計畫欲建立的基本座標及資料庫，包括智慧型編碼通用系統、
以臺灣境內語言為主的語言分類及識別系統及個別典藏的通用及
領域詞彙庫，並以語言為本的知識基本架構(linguistic ontology)，
建立中文典藏知識內容標記表達基準、多語知識表達與交換基
礎，以及臺灣地區各種語言的語言典藏資料規格及標準。

– 本計畫目前提供與推廣的基礎工具包括：
• 自動斷詞、自動詞類標記系統：

– 擷取文本中的新詞，猜測詞性並搭配收集新詞的簡單機制，提供使用者
參考分詞後的結果。

• 漢字缺字之智慧型編碼系統：
– 以登錄漢字的字形結構(即構字式)為機制，將漢字缺字編碼，同時也可當

作漢字的交換碼。

• 中英雙向對譯資料庫及詞網：
– 以詞意為節點、以語意關係相互連繫所形成的網絡，每一個節點均為可

表達相同詞義的詞彙庫。

– 相關網址：http://linganchor.sinica.edu.tw/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多媒體處理技術

• 影像型虛擬實境展示技術
– 三維虛擬實境(3D/VR)的研究與應用在近年來受到了廣
泛的重視。在技術研究的層面上，透過三維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 技術與虛擬實境領域的結合，使得虛
擬環境 (virtual environment) 不僅可由電腦繪圖
(computer graphics) 的方式來加以呈現，更可以透過
所謂“基於影像的描繪”技術 (image-based rendering) 
來讓使用者有更加逼真的感受。

– 本團隊已經成功地研發可以將環物影片，以符合幾何
一致性的方式，逼真自然地合成於環場影像中的方法
與技術。並進一步手持立體圖樣的方式，讓觀覽者以
更生動的方式觀賞數位典藏精品。

– 相關網址：
http://imp.iis.sinica.edu.tw/digitarchive/index.html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多媒體處理技術

• 影音數位典藏技術與電子影音系統
– 隨著各種電影、電視、電子影像等傳播媒體的影音資料大量地被數位

化，如何保存這些影像與聲音文化資產，使其能被加值使用，是發展影
音數位典藏技術的主要目的。

– 影音數位典藏( http://www.sinica.edu.tw/~video/ )的建立包含了：影片取
得、數位擷取、影音內容處理、資料庫建置、加值使用等數位化處理流
程。本項技術發展了影音資料格式轉換、分鏡偵測、精華影片與畫面粹
取、metadata資料管理、全文檢索、語音檢索、串流影音、非線性線上
剪輯等技術，成為一個完整的影音數位典藏環境。

– 幾項重要技術包括：
• 影音資料格式轉換技術：可進行不同格式﹙MPEG1, Mpeg1, RM, WMV﹚與

不同品質﹙frame size, bit rate﹚之video轉換。

• 分鏡偵測與粹取技術：可進行影片鏡頭﹙shot﹚劇烈變換的時間點偵測，並根
據其結果自動粹取片精華片段與單張畫面，可提供使用者快速瀏覽整個影片
的內容。

• 語音檢索技術：可將影片中的聲音進行自動辨識，讓內容提供者無需輸入影
片的metadata文字描，即可檢索到影片的內容。

• 非線性線上剪輯：可讓一般使用者於線上瀏覽影片時，自行設定該影片中所
喜好片段，系統將此訊記錄後，可讓使用者未來再觀看同一影片時，可只欣
賞所設定片段，此技術亦可應用於線上販售影片部份片段之處理。

– 相關網址：http://ec-video.iis.sinica.edu.tw/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數位版權管理

數位版權保護技術

• 數位版權管理技術
– 讓國家典藏數位物件可以自由流通，使公眾能享受數位化後帶來

的便利，而同時又能兼顧著作權人之權利，防止數位內容的非法
複製與侵權使用，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 數位版權管理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 技術，內整合
數位浮水印、加解密技術、權限描述語言…等數位智財權保護相
關技術，提供了一個資訊流通的開放環境，讓數位內容的使用權
及擁有權之間取得平衡，也讓數位典藏的產出在使用上能發揮最
大效益。

– 相關網址： http://daal.iis.sinica.edu.tw/DRM/
• 與內涵相關的數位浮水印(content-dependent watermark)

– 本計劃提出可做為多媒體資料的保護、識別與追蹤的技術，尤其
能大大提昇浮水印系統的強健性。

– 相關網址1：http://webmuseum.cis.nctu.edu.tw/
– 相關網址2：http://www.sinica.edu.tw/~ip/Technology_c/Iis/05A-

910711_c.htm



技術與標準研發
核心團隊－後設資料（Metadata）

• 後設資料工作組（Metadata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 Team，
MAAT）
– 本團隊主要目標是：支援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項下各計畫，進行後

設資料的規劃與分析。

– 後設資料是一組結構化與標準化的背景資料，包括資料結構、資料內容
與控制詞彙三個層次，藉由描述資源的內涵與特徵，使典藏品在數位化
的環境，達到資源探索的最佳效能，有效率而精確地被檢索、呈現、再
利用、管理、控制與執行相關功能，並順利與不同層次的文化遺產典藏
社群互通與共享資源，達成永久保存之目的。

– 目前本計畫已支援八十多個不同資料類型、學科、社群與功能的典藏計
畫，包括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與標本館；學科屬性包括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範圍；資料媒材涵蓋照片、聲音、影片、拓片、
書畫、器物、公文等類型。

•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 提供各典藏計畫規劃、分析與實施後設資料的專業諮詢

– 支援研究發展各主題小組的核心後設資料元素

– 提供後設資料標準應用規範

– 進行國際後設資料標準中文化研譯作業

• 相關網址：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



核心平台發展

• 公共展示系統
– Digital 101 (經典意像 珍藏台灣) 

http://digital101.ndap.org.tw/
•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
ain.jsp

•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總成果網站

http://www.ndap.org.tw/



核心平台發展
第二期（2007~ ）

• 網路核心平台分項計畫（第五分項）

• 主要目標：

– 追求自動化的營運管理及最佳化的典藏資料保存、檢
索與呈現

• 策略：

– 提供共通性核心服務

– 整合數位典藏資訊檢索平台

– 促使典藏成果展示多元化、大眾化、精緻化及國際化

– 達成典藏成果永續保存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http://catalog.iis.sinica.edu.tw/
• 是數位典藏內容的大櫥窗與總清單

• 利用OAI-PMH及XML技術，建置數位典
藏聯合目錄

• 完成分類架構制訂，以內容主題、時
間、地理及典藏計畫等方式瀏覽。

• 提供全文檢索與布林運算查詢及後設資
料進階搜尋。

• 目前資料筆數為2,975,619筆
（2007.2.24）









依關鍵字瀏覽





依地理空間查詢



以時間瀏覽







都柏林核心集
Dublin Core



數位101-公共展示系統
http://digital101.ndap.org.tw/

• 數位藝廊（典藏圖片瀏覽與搜尋）
– 海洋天地．生態寫真．台灣人文．中華寶庫

• 藏品目錄
– 器物主題 ．書畫主題．動物主題．礦物主題．
近代史．臺灣棒球

• 專題特展（虛擬博物館）
– 西拉雅夜祭
– 另樣心思看善本古籍
– 台灣特有植物
– 精金良墨-以傳拓藝術展現青銅器形制之美

• 典藏說明（典藏系統選介）
• 教學中心（教學與學習資源）
• 商務授權



數位藝廊

數位藝廊共收錄了22項計畫提供的1,700張圖像。搭配多媒體中心進行瀏覽。



數位藝廊



















進入聯合目錄系統～



進入



藏品目錄

內容熱門
關鍵字查詢



依照朝代時間
整理成果

聯合目錄小組建置藏品目錄，提供全文檢索、時空瀏覽及關鍵字瀏覽功能。

藏品目錄

內容熱門
關鍵字查詢



專題特展









典藏說明

典藏計畫







應用推廣

• 應用
– 四個面向的應用，包括－教育、學術、產業及
人文社會

– 產業應用，本計畫可視為典藏單位與業界之間
的橋樑，媒合二者的需求，促成加值授權的合
作契機

– 教育應用，本主畫負責數位典藏人員培訓，包
括舉辦專業培訓課程、出版數位典藏叢書、中
小學教師數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研習班、教案
設計比賽等



‧ 五大商業產出模式：

• I. 文化加值產品與文化創意產業

• II. 數位技術軟體及服務

•III. 數位內容產業相關素材庫

•IV. 產品附加內容服務

• V. 整合性產品

◎數位典藏與廠商的合作項目中，36家為文化加值產品與文化創意產

業，106家為數位技術軟體及服務，31家是數位內容產業相關素材

庫，16家為產品附加內容服務，24家為整合性產品（部分廠商不只

屬於某一類，而是跨多類）。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商業產出



• 將數位典藏的數位物件經過加值後變成一
般大眾可以使用的產品

• 成果範例
– 將清宮服飾圖製作為衣服型態的自黏貼及名畫

印製的萬用卡（得意典藏）。

– 將郎世寧的《百蝶圖》運用於Nokia 手機及
Swatch手錶，或選名畫自行配框後高畫質輸出
「數位真跡複製畫」等（藝奇藝術）。

– 結合景點、 生活、生態資料庫、GPS全球衛星
定位等設計之PaPaGo電子地圖導航軟體（研
勤科技）。

得意典藏以清代皇后
常服袍 做成自黏貼
(上)

artkey百蝶圖
製作之床套組 Swatch手錶

內的藝術圖案
(右)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文化加值產品與文化創意產業 (I)



• 將一般物件進行數位化、數位物件管理及數位物件產品

化之技術與服務

• 國內企業產品範例

– 電子書發行/版權管理平台（永豐餘紙業、優碩資訊）

– SmartWeaver跨平台整合檢索系統（飛資得資訊）

– 數位典藏系統－xDCM（凌網科技）

– 無線射頻 RFID 辨識系統（慶和圖書館企業）

– 3D立體展示公共資訊站（愛迪斯科技）

– 複合式使用檢索介面技術（新視科技）

3D立體展示公共資訊站
(台大資工系與愛迪斯
科技合作開發)

PDA展品資訊導覽
系統 (師大資工所)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數位技術軟體及服務 (II)



•將數位典藏素材切割及加值，提供休 閒娛樂產
業、數位學習產業及文化加 值產業產品設計之靈
感來源

•成果範例

–『故宮e學園』（故宮博物院）

–『台灣古蹟學習知識庫』（智慧藏學

習科技）

–『敦煌傳奇』（昱泉國際）

–『3D-VR的歷史再現系列』（躍獅影

像）

–『中研院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互動多

媒體』（愛迪斯科技）

故宮網路e學園

台灣古蹟知識庫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數位內容產業相關素材庫 (III)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產品附加內容服務（IV）

• 在媒體通路及應用平台型態的數位產品中(如：
網路、數位電視、MP3、PDA)，植入數位典藏
加值的內容(D2D-digital to digital)。目前市場主
流如：數位電視、中華電信MOD、各電視公司
隨選頻道、So-net TV 隨選服務、i-Pod 結合i-
Tune 網路音樂商店的服務、PDA 結合電子書、
手機鈴聲、桌布下載服務等，突顯了行動內容及
數位影音服務的需求。

• 在媒體通路及應用平台型態的數位產品中，提供
數位典藏加值的內容產品(D2D) 做為消費者購買
的誘因。

來源：項潔，陳雪華，陳昭珍，郭筑盈(2005) 。數位典藏產業商業模式之探討。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5，63-74。



• 將數位典藏之數位物件以整合的形式
提供研究、教育、及大眾使用

• 成果範例
– 藝術/美術資料庫 (華藝) 
– 歷史照片資料庫 (華藝/中央通訊社)
– 自然科學/昆蟲 (科博館/遠流智慧

藏) 
– 電影(視)影音 (台視/國家電影資料

館)
– 報紙全文影像、台灣人物誌 (漢珍)
– 檔案資料庫 (中研院、國史館、台

大)
– 電子書 (超星數字圖書館)
– 網路資源服務 (族譜資訊網)

歷史照片
資料庫

老照片－台灣影像誌—
台灣結婚進行曲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整合性產品 (V)



合唱大師蘇森墉的音樂人生(圖書附光碟)15
布料資料庫、流行設計意象庫14
中國近代史之中原大戰13
「蔣中正國史特藏文物」DVD互動多媒體光碟12
「台灣傳統表演藝術－布袋戲、傀儡戲、歌仔戲」
光碟

11
「浩然藝文數位博物館」光碟10
「台灣古蹟學習知識庫」光碟09
「消失的民國三十八年」DVD影碟08
卑南遺址與卑南文化4D虛擬動畫－永遠的家07
藍染節系列服飾06
台灣原住民學習知識庫05
「認識大馬璘史前文化」多媒體光碟04
「發現台灣植物」套書 (6冊)03
「貝類、人文、資料庫」互動光碟02
台灣族譜資訊服務知識平台01

產品名稱No.

藍字標注者已在
市面上販售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加值商品清單 2



科級特徵圖鑑28

「台灣貝類目錄」套書21

線上多媒體中華百科全書27
3D立體展示公共資訊站26

配合史博館「無線南海學園」開發PDA之展品資訊導
覽系統

25
「豐田美玉」影片24
「漫畫數位典藏之加值應用」光碟23
「生活中的植物」光碟22

「貝-有殼的世界」套書20
陽明山國家公園及北海岸國家風景區Web-GIS試用版19
虛擬魚類繁衍實驗室及行動商城18
視障用數位有聲書平台17
老照片動態虛擬有聲書16

產品名稱No.

藍字標注者已在市面上販售

數位文化資產的產業建構
與應用: 加值商品清單 1



應用加值3

說書人

偶YA!遊樂場 偶戲台

Gift Shop

首頁

偶戲王 http://www.puppetking.com.tw

遊戲-寓教於樂

教育-典藏資料互動式說明
商業利用-轉化為商品



數位典藏第一屆商業應用大賽‐原住民公仔人偶

Ma Roles Female Roles

Digital Archives e-Park   http://www.daep.ba.ntu.edu.tw

不同族之男性造型 不同族之女性造型

應用加值2



學習加值—兒童數位博物館應用加值1 ：兒童數位博物館
http://www.nmns.edu.tw/nmns/08digimuse/product.htm

透過動物、植物、菌類、地質、民族等主題島嶼之地圖
探索情境及多人互動模式，讓學習過程有如探險之旅



應用推廣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第二分項）

主要目標：促進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
社會發展
策略
1. 妥善管理與加值應用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建立產學合作之橋樑
2. 強化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近用管道：擴大參與基礎，增加數位

典藏內容資源存取與流通方式，建立釋出分享機制，加速文化
累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享。

3. 促進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互通：分析數位典藏智財與授權議題
並建立規範機制，透過產業交流平台協助導入授權政策與規範
機制，進行國際經驗交流。

4. 拓展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針對教育、學術研究、產
業及社會文化等層面，培育其使用數位典藏素材之能力，創造
應用價值，並協助改善數位落差之問題。

5. 健全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瞭解不同使用者族群對數
位典藏內容之需求，強化使用者投入創作與分享之誘因，經營
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化典藏內容



國際合作

• 推動國際合作網絡分項計畫（第三分項）

• 主要目標：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建立國際合作網路

• 策略：

– 著重各典藏機構間及跨部會之橫向整合

– 掌握臺灣數位典藏技術及內容優勢

– 參與主題式跨機構、跨領域之國際合作

– 具體規劃參與經營重點國際組織，例如MCN Taiwan



數位典藏計畫管理

• 計畫規畫與管理

• 計畫審查與管考

• 如何撰寫計畫書

• 績效指標



撰寫計畫書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一. 基本資料

二. 申請補助經費

三. 主要研究人力

四. 研究人力費

五.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
用

六. 研究設備費

七. 國外或大陸地區差旅
費

八.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旅
費

九. 貴重儀器使用中心之使
用額度

十. 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
重點說明

十一.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十二.研究計畫內容

十三.近三年內執行之研究計
畫



數位典藏計畫的重要議題

• 永續經營

• 智財權與公開取用(創用CC)
• 數位保存

•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創用CC（Creative
Commons）簡介

改編自：

林懿萱(2006)簡介Creative Commons
與創用CC計畫。在數位教學資源創作與
應用研討會，95年6月23日。



Creative Commons (CC)簡史

• 在美國「公共領域中心」(Center for the Public 
Domain)的大力支持下，於 2001 年創建。

• CC目前設於史丹福法學院(Stanford Law School)，
同時與史丹福法學院「網路與社會研究中心」
(Stanford Law School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共享空間、人員與想法。



傳統著作權的問題

• 著作權隱含的預設值

– 依據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於完成時，便自動享
有一系列著作權保護，不待創作人主張，亦不
需任何著作權標識。

–然而，當創作者允許他人對其作品進行某些利
用時，這個新規定卻沒告訴創作人該如何向他
人表示。



Creative Commons因應的作法

‧-在面對著作權制度與日俱增而對創作產生
限 制的預設規定之下，建立一層合理、具
彈性的著作權機制。

-即提供創作人一套標準化的著作權授權條
款，幫助創作人預告全世界，他們允許他人
在特定條件下利用其著作。

-保留所有權利 (all rights reserved ) ©
vs 保留部分權利(some rights reserved)。



• Creative Commons利用以下四種授權要素，搭配出六
種不同的創用CC授權條款。

– 姓名標示

– 禁止改作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創用CC授權條款2.0版，將「姓名標示」列為各種授權條款必須包含的預
設選值。

‧授權條款不能同時包含「相同方式分享」及「禁止改作」此二選項，因為
「相同方式分享」僅適用於衍生著作。

CC授權四種要素



各種授權要素說明(一)

姓名標示 (Attribution)

創作人允許他人對其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及衍生著
作進行重製、散布、展示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前

提是對方必須保留創作人的姓名標示。



各種授權要素說明(二)

非商業性 (Non-Commercial)

創作人允許他人對其著作及衍生著作進行重製、散
布、展示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僅限於非商業性目
的。



各種授權要素說明(三)

禁止改作 (No Derivative Works)

創作人允許他人原封不動地對其著作進行重製、散
布、展示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不得產生衍生著作。



各種授權要素說明(四)

相同方式分享 (Share Alike)

只有當他人將衍生著作採用與創作人的原著作相同之
授權條款時，創作人才允許他人散布其衍生著作。



創用CC授權條款2.0版各種要素
組合與說明

創用CC授權條款名稱
授權要素條
件設定

姓名標示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關於創用CC計畫

• CC於2003年推出iCommons計畫。

‧中研院資訊所因進行自由軟體相關計畫，而接觸
到CC，並在2003年11月成為CC在台灣的iCommons計
畫(創用CC計畫)的合作機構。

‧目前全球已有澳大利亞、奧地利、巴西、加拿
大、中國大陸、法國、德國、愛爾蘭、以色列、義
大利、日本、荷蘭、西班牙、瑞典、台灣及英國等
四十個國家加入響應此項計畫。（最後瀏覽日期2006/5/30）



創用CC計畫目前成果

‧中研院資訊所已完成台灣本地化的授權條款2.0版
翻譯 及公開討論，創用CC並已於2004年9月4日正式
發表。
‧創用CC授權條款2.5版及取樣授權條款也已完成並
釋出供大眾利用。
‧創用CC計畫並搭配教育部電算中心、智慧財產局
及文建會等機構進行各種推廣活動，以增進公眾對
創用CC授權模式的瞭解，並進而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