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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rve 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 teachers, and 
learners by providing materials, resources,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to meet their research,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lated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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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資料洪流
◦ 衛星、感測網──新的研究設備每分每秒皆帶來大量的資料；政
府統計、調查資料、文字與影像等的研究規模也開始超過以往的
資料量。大規模的資料處理已經不再是人手或是單一電腦能夠輕
鬆扛起。

跨界與跨國合作研究
◦ 單一研究者、研究機構或單一領域所能達成的研究成果有限，跨
界合作或跨國合作引領的新研究方向將成為未來新契機。

◦ 這些全球合作的科學家或研究人員多來自不同的學科背景，通常
他們在線上搜尋電子資料或檔案之時，常常會在不同的工具、資
料和傳輸規定（protocol）之間感到困惑，因此有必要建立一種
介面（interface）來解決此一問題，透過這些介面在不同的資料
庫或資訊資源之間進行轉譯，而該介面被稱為「middleware」，
它能協調技術規格的多樣性，進而保持資料追蹤的連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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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館應該思考：

◦ 現今的研究人員需要甚麼樣的資源與服務？

◦ 去瞭解研究人員如何做研究？

◦ 他們的知識創造過程為何？

◦ 他們需要什麼支援？

6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Data sets have been generated that contain great 
detail about water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atmosphere and the heavens, the 
mysteries of plants and the human body, and the 
most elemental, physical particles, currently the 
focus of nanotechnology.
Today, data set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in 
individual researchers’ computers, university 
centers and labs, and national and/or disciplinary 
digital repos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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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and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have recognized the role librarians can play 
in data management. Fo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read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 
US National Science Board. Long‐Lived Digital Data Collections 
Enabl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eptember 2005.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To Stand the Test of Time: Long‐
term Stewardship of Digital Data Se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rom the ARL Workshop on 
New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Data Universe. September 26‐27, 2006, Arlington,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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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密集的科學研究

◦ 高科技與高速運算為根基，網格運算的技術引領過去單機
或單一實驗室難以達到的分析方式。

2.大量資料累積

◦ 研究資料保存的概念，使過去單一研究或計劃結束即消失
的研究過程可以保存並二度使用保存，並且引領資料密集
導向的研究。

3.跨領域／跨機構合作

◦ 新的系統平台可建立虛擬實驗室跨越時空界線，資料統一
典藏與處理使不同領域可互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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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ience 較早提出，使用者眾，通常比較著重於自
然科學與科技領域的應用，易忽略人文社會科學等
領域。

e‐Research 含括了e‐Science的概念，並擴大領域範
圍。

其他相關詞彙：

Cyberinfrastructure
Cyberenvironments
Cloud Computing
Grid Computing
VRE: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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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e‐Research需要研究資料本身、資料處理技
術，以及資料處理設備：

◦ 研究資料提供者：一般個人研究者、學術研究機構、其他
研究單位，或可能的資料提供者。

◦ 資料處理專業人員：進行資源的典藏、組織、使用、政策
與規範制定等。

◦ 資訊科技專業人員：提供與開發實體基礎建設所需要之基
礎網路與所有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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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所執行之單位與規模，大致可分為三個層級，將
於後以案例詳述。

一. 國家層級：由國家主導的大型研究計劃與機構，跨機
構合作的特質明顯。

二. 機構層級：通常由大學內的研究中心主導，服務對象
以校內成員為主。

三. 圖書館層級：圖書館主導，以數據資料典藏、組織，
與輔助研究提供諮詢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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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級
機構層級

圖書館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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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在過去十年的突飛猛進發展，各國政府在
思考「研究活動的支援」之時，其對未來願景的勾
畫，已經遠遠超過了一般圖書館對資訊服務的想
像，它們另外也規畫了研究人員之間的溝通系統的
建置。

例如：英國政府的「e‐Science Programme」，它
規劃了一種大規模的研究活動，研究活動將成為一
種在由網路所連結分散在全球的合作事業，它需要
一通路去連結到大型資料庫的叢集、非常大規模的
運算資源，能去支援個別的研究人員，而格網
（Grid）就是用來實現這些願景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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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主導的大型研究計劃與機構

跨領域合作與跨機構分工特質明顯

較有能力統籌設立統一標準

案例介紹

◦ 英國e‐Science核心計劃 (RCUK)
◦ 美國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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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e‐Science Programme
英國研究理事會Research Councils UK 主導

◦ RCUK由七個研究理事會組合而成：藝術與人文、生物科技
與生物科學、工程與物理科學、經濟與社會、醫學、自然環
境、科學與科技促進。RCUK每年的經費約為28億英鎊(約為
台幣1330億)

目標：發展e‐Science關鍵的科技基礎建設。

◦ 此計劃於2001年開始執行，由RCUK中的工程與物理科學研
究理事會 (EPSRC) 代表各單位執行核心計畫。

◦ EPSRC主要負責共通中介軟體 (middleware) 開發，以讓異質
資源共通。 （核心計劃）

◦ 各領域之委員會各別資助其領域內e‐Science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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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約2001‐2003)
1. 以地區性e‐Science中心為基礎，進行國家e‐Science 

Grid先導計畫

2. 促進共通網格中介軟體開發

3. 跨領域研究合作網格計劃

4. 建立e‐Science先導計劃的支援架構

5. 支援參與國際性與外展性活動

6. 支援e‐Science網絡連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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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約2004‐2006)
1. 與地區性e‐Science中心網絡連結的國家e‐Science中心

2. 支援英國相關社群以建立網格運作中心(GOC) 
3. 開放式的中介軟體基礎建設機構(OMII) 
4. 數位資源管理中心 (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 
5. e‐Science的新典範

6. 國家級與國際級的外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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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約2007‐)
◦ 基於前面六年打下的基礎，第三期補助的計劃分為三

組：

1. 地區性e‐Science中心的平台建構：持續發展新技術並應
用於學界與業界。

2. 網絡建立：使e‐Science研究者的經驗與案例能散佈交
流，不至於在單一計劃結束後流失。

3. TeraGrid 2007：使英美各領域科學家能應用e‐Science技
術／資源／服務以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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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性e‐Science中心

◦ 引入企業界參與Grid/e‐Science計劃

◦ 負責推廣並執行區域性的外展計劃

國家e‐Science中心（NeSC）
◦ 主要由愛丁堡大學及格拉斯哥大學
各相關單位合作，支援並協調地區
性e‐Science中心的工作。

◦ 建立e‐Science學會（e‐Science 
Institute, e‐SI），舉辦大量會議、
研討會等學術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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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資源管理中心 DCC (Digital Curation Centre) 
◦ 2004年成立，為一獨立的諮詢機構。

◦ 由JISC成立，與高等教育機構及e‐Science二期計劃合作。

組織成員
◦ DCC的成員分散在英國學術社群之中，愛丁堡大學及格拉斯哥大學

為主要的參與者。

工作內容
1) 協助研究

2) 散佈標準、工具及實作方面的資訊

3) 宣傳資料長期保存管理

4) 提供工具、軟體及服務

5) 宣導相關政策

6) 開發資源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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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支援醫學以外的科學研究與教育。醫學部份由國家衛生
研究院 (NIH)負責。

◦ NSF於2002年提出研究報告草稿：”Blue Ribbon Panel on 
Cyberinfrastructure”，由此正式開始發展e‐Research/ 
Cyberinfrastructure的研究。

NSF:
「Cyberinfrastructure是國家層級、整合性的系

統，包含硬體、軟體、資料資源與服務…
藉以成立新的科學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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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Cyberinfrastructure (OCI)
◦ 2005年由NSF建立。OCI旨在發展並提供能支援21世紀科
學研究及教育的CI資源、工具，與服務。

超級電腦、高速與高容量系統、套裝軟體、環境設計、視覺
化互動系統、大規模資料典藏庫、數位化科學資料管理系
統、橫跨異質系統的服務等等。

◦ 聯合內外部成員建立Cyberinfrastructure諮詢委員會，針
對長程規劃議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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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會ACCI (Advisory Committee on 
Cyberinfrastructure) 
◦ ACCI成員為來自學術界、政府與企業界的各領域專業人
士，由六個專門小組構成，分別負責並擔任不同角色：

校園連結：校園內部與裡外的網絡連結橋樑

資料與視覺化：處理並發展使資料價值極大化

挑戰與虛擬組織：了解並溝通不同社群的需求

高速運算：網格與雲端運算等技術

教育：建構足以培育相關人材的環境

軟體：軟體開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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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Science & 
Engineering (CF21)
NSF正在策劃發展的大型整合性計劃，期望能對CI
發展做長期策略性規劃，包括:
◦ 高速運算系統與服務、網絡建構、跨平台資料系統與探
勘、使用者服務等。

◦ 將CI架構與校園連結，並提供廣泛的服務如網格、雲端運
算等，與校園既有的服務做連結。

◦ 提升國家與國際間的CI合作、設備，與開發。

◦ 針對電腦運算相關科學的人才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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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
服務項目：

◦ 高速計算、學研網路（TWAREN）、資料儲存、校園無線
漫遊、軟體與資料庫、化學與生物資料庫、教育訓練、溝
通合作平台。

研發合作領域：

◦ 能源光電、醫療計算、科學視算、分散式計算、叢集與平
行計算、水資源計算、高解析顯示與串流、及自由軟體實
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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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大學內的研究中心主導，並與計算機中心與圖
書館合作，服務對象以校內成員為主。
◦ 計算機中心：提供硬體設備、平台架設等軟硬體相關設備資
源，以及技術人員。

◦ 圖書館：負責資料保存與組織，整合進館藏研究資源提供研
究者應用，以及諮詢服務。

◦ 校內籌備e‐Research或e‐Science中心負責相關事務。繼而發
展至校際間合作。

案例介紹
◦ 澳洲墨爾本大學 – eResearch
◦ 日本東京大學 ‐ SSJDA
◦ 美國耶魯大學 ‐ O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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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search
◦ 成員分別來自Library、Research Computing Services, 
eScholarship Research Centre等。

主要活動：

◦ 教育訓練與推廣：每學期舉辦相關講座

◦ 共享環境：系統平台Sakai@Melbourne, EVO
◦ 研究資料管理：建立資料管理政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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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與推廣：

◦ 每學期舉辦一系列的相關講座，使研究者能對使用資訊
系統促進研究的方式更為熟悉。

目前主要對象以研究生為主，令研究生能熟悉所需之技
能、方法、工具與相關議題，以有效率地參與eResearch環
境。

◦ 內容包含研究資料管理、著作權與出版、線上合作工
具、電子出版、線上調查法等。

◦ 未來亦可能有cyberinfrastructure相關議題，如網絡設
備、視覺化、軟體系統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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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環境：
◦ Sakai@Melbourne為一個開源共享的合作平台，提供校
內研究者統一的平台以建立能促進合作研究的環境。

目前僅提供研究生以上成員使用，包括與墨爾本有合作計
劃的其他機構成員，大學生無法建立。使用者可以邀請校
內或校外沒有權限者加入。

功能包含wiki、e‐portfolio、blog、課程網功能等。

◦ 虛擬組織平台EVO (Enabling Virtual Organization)以分
散式架構建立，著重於線上會議系統的服務。
客戶端可於Windows, Linux 與 MacOS三個作業系統上使
用。

主要提供給大型強子對撞器（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或其他高能物理學相關之計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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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的LHC計劃使用EVO進行線上會議的統計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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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料管理：

◦ eResearch建立了一套校內研究資料管理政策，新版政
策正在修訂中。

◦ 相關文件與資源搜集：收集與資料管理的相關資源、參
考資料、範本文件，與實際範例以供研究單位參考應
用。

資料管理計劃DMP (Data Management Plan) 範本：參考前
述校內研究資料管理政策，修改澳洲國家型計劃所建立的
文件以建立之校內資料管理計劃。此範本可供不同單位使
用。

◦ 針對校內資料管理可能出現的問題做整理並解答，如資
料擁有權、使用權，以及可能出現的道德議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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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omputing Services
◦ 支援校內研究者資訊與通訊科技（ICT）之需求，亦提供
諮詢顧問與教學訓練。其所提供之服務又分為四類：

Computing Services：目前系統架構於計算機叢集 (cluster)之
上，以提供使用者更快速的電腦運算能力為主。

Data Services：提供兩種服務，其一為大量資料存取節點
(~10TB) ，與兩個一般網格存取節點。

Visualization Services：主要提供
高階影像工作站與顯示設備，另外
也架設網路會議所需設備與環境。

Grid Services：需藉其他實體服務
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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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olarship Research Centre
◦ 延續過去計劃，以文化資訊學（cultural informatics）為
研究重心，著重於文化遺產相關之資料典藏、保存與研究
輔助。為獨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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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n eResearch Strategic Initiative (外部)
◦ 由維多利亞州政府資助，為一校際聯合研究組織，結合
Monash, Melbourne, La Trobe三所大學，與維多利亞主要
產業部合作建立。以推展及實踐e‐Research進而促進研究
合作與研究成果為目標。

◦ VeRSI目前的計劃分為六個領域：生命科學、生態科學、
遠端連結、資料儲存、人文科學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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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 Japan Data Archive（SSJDA）
◦ 社會科學院（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的社會研究與資料典
藏中心主導

鑑於日本缺少如歐美的資料典藏單位，使大型研究
調查資料一年年流失而設立。
◦ 負責搜集、保存，並提供學術界取用社會科學領域之量化
資料以供二次使用。

◦ 除資料搜集外，亦推動資料典藏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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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內容

◦ 收錄與日本社會相關研究資料。除了研究中心產出的計
劃資料外，亦會徵求學者自由提供。

◦ 資料取用須經實體郵件以光碟提供，每組資料集皆設有
使用手冊檔，大多不需額外費用。

申請資格

◦ 為提升學術研究，SSJDA盡可能免費提供資料，僅要求
申請者須附屬於學術機構下，私人企業或其他非學術機
構需已有提供資料予SSJDA典藏者才能申請。

◦ 所得出的研究成果需送兩份副本予SSJDA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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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計劃

◦ 目的：使研究資料長期且有計劃地累積。

◦ 由政府贊助，針對日本社會進行社會環境年度調查，計劃
從2007至2011，研究資料皆典藏於SSJDA中供研究者參考
與使用。

二度資料分析工作坊

◦ 目的：提升館內典藏資料的使用率

◦ 挑選符合年度主題的數筆資料集，在該年度工作坊中進行
分析，參與者須提出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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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Digital Assets and Infrastructure
◦ ODAI直接由教務處管轄，合作機構有博物館、出版中
心、資訊中心、圖書館、藝術中心、醫學工程與應用物理
等機構。

主要任務：規劃校內數位內容管理策略

◦ 發展大規模的數位資產管理系統

◦ 長期保存不同格式的數位內容

◦ 進行跨資源合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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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資產（Digital Assets）：
◦ 辨識並保護校內數位資源之使用，並支援教職員在教學
與研究上建立的數位資源。

數位基礎建設（Digital Infrastructure）：
◦ 規劃數位資源所需的軟硬體及資訊環境，包括資源組
織、保存、管理所需的工具，以期有效率地應用經費，
減少浪費。

執行規劃（Administration & Planning）：
◦ 規劃數位資產的創造、管理及持續取用服務，包含數個
合作計劃，如校內跨機構的資源合集調查、數位資產管
理系統的設立等，其中與研究資料相關性最高者為研究
資料任務小組 (Research Data Task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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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tor Shared Shelf
◦ 由Andrew W. Mellon基金會建立，Shared Shelf為ARTstor數位圖
書館中的一套以瀏覽器為操作介面的影像管理系統，令各機構可以
線上管理自己的數位影像，由哈佛與耶魯等多所大學合作。

ConservationSpace
◦ 資源典藏社群所需要的自由共享軟體應用設計與發展

Cross Collection Discovery
◦ 以增進校內資源的散佈與使用為目標，本計劃包括耶魯大學英國藝
術研究中心，藝術博物館、Peabody自然歷史博物館，以及資訊科
技服務中心，希望能以OAI‐PMH協定開發校內跨平台的metadata
交流架構，並開發工具使教職員生能了解並使用校內的豐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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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DAM)
◦ 與耶魯大學英國藝術研究中心，藝術博物館、Peabody自然歷史博物館
合作，第一期計劃互相分享關於定義DAM產出(defining outcomes)、
建立DAM需求，以及DAM商業化案例的經驗。

Digital Preservation Planning
◦ 判斷校內數位資源保存需求的優先權，並且計劃安全儲存、長期典藏
政策與服務的發展階段。

Mellon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Survey
◦ 由Andrew W. Mellon基金會贊助，目前第一期計劃為針對校內攝影資
料做全面性的清查，預計做為未來攝影資料典藏庫與相關政策制定的
前置作業。

Persistent Linking Services
◦ 利用Handle System建於圖書館原有系統上，採用網路服務(Web 
Services)架構，提供校內數位資產的永久連結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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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and Best Practices
◦ 針對數位內容的創造、傳播和管理建立政策概略以及最佳案例文件
檔，以使數位內容能有效率地二次使用。內容包括著作權劃分、數位
典藏政策、建立多媒體內容的指導、研究資料管理與metadata相關文
件等。

Research Data Task Force
◦ 研究資料任務小組，由資訊科技服務中心、圖書館，與ODAI合作。特
別針對未被包含在正式資源典藏機構中（如圖書館、博物館）的資源
進行調查。RDTF資源調查計劃針對校內34名教職員進行訪談，
以了解其對資料的處理，以及接收資訊科技與服務上的落差，
和資料處理政策對研究的支援度。

Kirtas Scanning Collaboration
◦ 與Kirtas公司合作，利用自動化書籍掃描器進行紙本資源
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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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 ODAI現階段主要在進行校內執行相關計畫的前導調查與
規劃，致力於瞭解大學校內的研究資源型態。

◦ ODAI並與各機構建立合作關係，徵集研究資源、制定合
作政策與方式。

Metadata Crosswalk：
◦ 針對主題相異的資源，ODAI已制定metadata的整合格式

48

http://odai.research.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metadata-crosswalk.pdf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1962年由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建立，為目前
國際間重要的學術研究資料庫。

典藏內容

◦ 經整理與審核後之大量政治科學、人口、社會、歷史、
老年病學、公衛等研究資料約五十萬筆。

◦ 擁有近700個組織為其成員，部份資料須有會員資格才
能取得。

Metadata標準：DDI XML、MARC21

49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主要活動與服務
◦ 資料典藏庫：包括資料檔、描述檔，與相關文件檔。

◦ 教育：開設暑期課程，教授社會科學量化研究方法

◦ 學術研究：贊助與數位資源管理、資料科學 (data science)
相關之研究。

聯盟成員可享服務
◦ 資料使用者可取用有限制之典藏資料、使用線上分析系統
SDA分析研究資料、得到技術支援與教學資源等。

◦ 研究者可得到專人管理與組織其研究資料的服務，並且追
蹤使用數量資訊，以及其他研究輔助資源的取得。

◦ 聯盟所屬成員參與ICPSR課程可獲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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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47年成立，為Connecticut大學一個資料典藏中
心。

服務內容：

◦ 包括CNN、New York Times、NSF、Wall Street Journal等
各機構所提供之調查資料，資料性質主要為商業化與媒體
上的民意調查資料。

與ICPSR的學術研究和政府資料取向不同

◦ 提供ASCII或SPSS格式下載，部份資料須附屬於其會員機
構之下才有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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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與服務

◦ RoperExpress：線上即時下載所需檔案

◦ iPOLL DataBank：提供細至每個問卷題項之全文搜尋。

◦ 線上分析系統IDEAS

成員所享服務

◦ RoperExpress與iPOLL所有使用權

◦ 一般諮詢，如將資料轉換至統計軟體格式

◦ 為個別計劃所做之深度諮詢費用可享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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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調查研究資料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支援社會科學
領域方面的資料蒐集，將研究過程中使用的各種一手資料加以保
存，並供未來研究分析之用。

◦ 成立於1994，1996正式建置資料庫網頁

◦ 資料來源：早期之資料來源為學者熱心捐贈和中研院本身協辦之研究計
畫，目前已逐漸擴充至蒐集政府單位和其他學術機構之學術調查資料。

主要工作項目：

1) 蒐集可供分析之調查資料：範圍主要是學術調查研究資料、民意調查資
料、政府調查統計資料三大類

2)整理檢核調查資料

3)保管典藏調查資料

4)釋出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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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tar線上分析系統

◦ 可搜尋、瀏覽、分析SRDA所典藏的資料

◦ 目前提供的資料以使用率較高的大型學術調查及政府抽樣
調查為主。部份資料可公開使用，部份需註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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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網格計算團隊 Academia Sinica Grid Computing
網格：結合分散的電腦運算資源、儲存裝置以及其他各類型資訊系
統，構成虛擬的整合應用環境。

應用領域：
◦ 高能物理實驗：實驗所須之計算資源規模龐大，非單一機構所能
負擔；歐洲粒子物理研究中心CERN提出了LCG網格計劃，台灣成
為亞洲唯一的LCG一級中心。

◦ 禽流感藥物設計模擬：2006年ASGC推動台灣與歐盟EGEE計畫合
作，分析30萬個藥物小分子對8種病毒變異結構的反應。利用網格
技術，將原本使用一台電腦要137年才能完成的計算於四週內完
成。

◦ mpiBLAST‐G2：ASGC 針對生命科學研究在基因比對計算的數據
產出與處理問題規模能力的需求，選擇生物資訊計算常用的序列
比較軟體 BLAST ，並將它移植到網格計算環境上，滿足基因序列
比對所需要的大量計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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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TWGrid
◦ 希望在台灣締造新一代研究基礎架構
的先導環境，並促進國內產官學界合
作的新模式。

◦ 推廣活動：

國科會輔助於2004年開始，在學術界推
廣網格環境技術。每年舉辦各類教育訓
練及相關研討會。

目前已參與及預計參與的單位有：中央
研究院、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中央大
學、台中師範大學、宜蘭大學、文化大
學、東海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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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書館主導

◦ 以數據資料典藏、組織、利用為重心

◦ 提供學科館員與統計諮詢人員，協助學者搜尋、分析、利
用資料，以及研究過程中的問題。

◦ 可能與計算機中心合作

案例

◦ 多倫多大學 Data Library Services (DLS)
◦ 哥倫比亞大學 Electronic Data Service (EDS)
◦ 普林斯頓大學 Data and Statistical Service (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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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Library Services (DLS)
◦ 屬於地圖與資料圖書館 (the Map and Data Library) 的服務
之一，此館位於多倫多大學社會科學圖書館 (Robarts
Library) 的參考與研究部門之下。

◦ 地圖與資料圖書館主要提供三種館藏：數位資料、地理空
間資料，與實體地圖。其中數位資料即為DLS服務的主
體。

取用權限：

◦ 多倫多大學在學的學生與教
職員，或是與學校有合作的
其他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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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研究諮詢

取得資料檔案

針對教學提供特定的網頁或是資源

透過線上界面遠端取用資料

Metadata (code book)的提供

資料在不同軟硬體平台間的轉移

研究者個人的研究資料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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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料服務EDS (Electronic Data Services)
由校內之圖書館與資訊科技中心合作管理

◦ 位於哥倫比亞大學Lehman圖書館中

◦ 屬於數位社會科學中心的一個服務項目

典藏內容

◦ 數據資料 (DataGate)
社會人口、民意調查、
政治、健康、經濟等

◦ 地理空間資料
(Geo‐spati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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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

◦ 相關軟硬體設施，如統計軟體或地圖比對軟體

◦ 協助軟體操作支援

◦ 協助研究生、教師搜尋與組織所需數據資料

◦ 舉辦工作坊與指導講座

成員

◦ 資料服務館員、應用系統分析人員、社會科學館員、GIS / 
Metadata館員、GIS / Map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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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d Statistical Service (DSS)
◦ 屬於普林斯頓大學Firestone Library中的社會資源參考
中心的服務項目之一。

組織成員包括：學科館員與統計諮詢師

收藏內容
◦ 由於DSS主要擔任資料入口網站的角色，
資料本身大多不儲存在館中，而是外連至
相關單位。

◦ 除部份開放性資料（如政府資源），其餘
資料通常需要有普林斯頓大學在學學生或
教職員身份才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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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e‐Research概念，提供整合型知識服務中心

◦ 整理校內有價或公開取用 (Open Access)資源

主要為圖書館已購買的各式電子資源，以及已組織的其他免
費資源；其他尚有校內各研究單位所擁有之學術資源等。

◦ 集中校內資源

與各資源提供單位與計算機中心合作，提供統一站式服務
（one stop shop）的知識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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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e‐Research概念擴大資訊服務面向

◦ 資料→資訊→知識

整合研究資源取得來源

◦ 提供單一管道取用資源、整合性知識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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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校內資源典藏單位之資源類型
◦ 圖書館

調查圖書館現有資源，例如：電子書、 電子期刊、資料庫、
機構典藏、紙本館藏等。

◦ 其他單位(系所、研究中心、實驗室等)
調查資源典藏方式與格式、儲存所需的軟硬體設備，以及使
用與分析資料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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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校內研究者之研究資料
◦ 結合原有之機構典藏，增加典藏範圍

如澳洲國立大學機構典藏系統Demetrius、蒙那許大學機構典
藏系統ARROW，皆在典藏範圍中加入data/dataset。

◦ 建立典藏政策，以使研究者典藏其研究資料予學校，不至
在研究結束後便消失

東京大學、多倫多大學、耶魯大學、普林斯頓大學、哥倫比
亞大學、蒙那許大學等許多學術機構皆公開徵求學者將研究
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資料長期典藏。在部份機構中，若要取得
他人的研究資料，學者必須先提供自己的研究資料以獲得進
入典藏庫的權限。

◦ 引導並推廣使教職員生了解e‐Research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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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並使用既有校外資源
◦ 公開取用資源－主要為政府資源，例如：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國土資訊系統、Data.org等。

◦ 非公開取用資源－與其他研究機構建立合作關係或建立付
費取用管道，提供學者外連取用，例如：ICPSR、Roper 
Center、OECD等。

組織歸納既有資源，建立資料入口網站角色

73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74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75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76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77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78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陳雪華館長 2010.05.13

組織歸納既有資源，建立資料入口網站角色

◦ 進行分類，使學者能瀏覽或搜尋得到所需資源

例如：普林斯頓大學的Data and Statistical Service (DSS)由其
總圖書館內的社會資源參考中心主持，即擔任資料入口網站
的角色，依主題和地域分類資料，讓使用者自由外連。並提
供學科館員和統計諮詢人員幫助使用者搜詢、分析、使用資
料。

◦ 建立metadata資料標準格式，納入館藏目錄

例如：耶魯大學的Metadata Cross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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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中或相關單位合作
◦ 建立資料典藏與分析利用之系統平台
◦ 成立知識服務中心統籌整體運作規劃

結合教師、研究人員、資料管理人員與資訊科技人員

例如：澳洲蒙那許大學e‐Research Centre、墨爾本大學eResearch皆
結合校內研究單位、資訊科技單位，與圖書館等專業人員而成立。

◦ 釐清權責所屬

成立跨校e‐Research中心
◦ 進行校際合作

澳洲VeRSI：由蒙那許、墨爾本，La Trobe三所大學，與維多立亞主
要產業部合作建立。

發展國家層級e‐Research中心
◦ 建議政府相關部會成立e‐Research中心 ，如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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