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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法對圖書資料蒐集與保存的時代意義 
 
  歷經70年的我國出版法於88年1月12日經立法院院會通過廢止。該法在我國被媒體與社運人士視為箝制言論思想與出版
自由之惡法。出版法對於言論自由之限制實已違反時代的潮流, 無怪乎該法的廢止得到無異議通過。然而，原有出版法中
涵蓋有將出版品送備至國家圖書館的規定將受到影響。原有出版法第十四條規定「新聞紙及雜誌之發行人，應於每次發行
時分送行政院新聞局、地方主管官署及內政部、國立中央圖書館各一份」，以及第二十二條「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於發行
時，應由發行人分別寄送行政院新聞局及國立中央圖書館各一份」。 
  對圖書館界而言，由於原有出版法規範出版社將出版品送備至國家圖書館（原國立中央圖書館），因而該館得以為我
國保存當代重要的文化資產。原有出版法對圖書館界而言深具時代意義。國家圖書館歷年來根據此條文收到國內各出版社
所出版的圖書、報紙與雜誌，例如：臺灣商務印書館在民國七十年代所出版的景印四庫全書,當時市值一百多萬新臺幣，即
是依據此條文, 送一套予國家圖書館。如此一來,為該書局保存一套出版的記錄，國家圖書館也有義務將收到的圖書編製國
家書目，提供各界使用。經常有出版社已找不到原有出版的圖書、雜誌，反而到國家圖書館找到當時依出版法送備該館的
原書。出版法對國家圖書館而言，由於規範國內出版社將圖書、報紙、雜誌等出版品寄送該館，也因而為我國保存當代一
份完整的文化記錄。 
出版法廢止對圖書資料蒐集與保存的衝擊 
 
  出版法廢止後對於原有第十四條與二十二條並未有落日條款，如此一來對於國內各出版社將圖書、雜誌、新聞紙等出
版品送備國家圖書館將產生無法可據的「空窗期」， 亦即在新的替代法令出現之前，將產生某些出版社不再送書刊至國家
圖書館的情況。如此一來，身兼我國保存重要文化資產的國家圖書館將無法完整蒐集國內所出版的各種書刊出版品。國家
圖書館如果無法完整取得國內的各種出版品，對於其他圖書館則無法提供完整的書目訊息，也將使得民眾無法在國家圖書
館借閱到所需的書刊，其影響可謂深遠。 
各國對出版品送備國家圖書館的做法 
 
  出版品在出版後送備國家圖書館的規定，並非是我國獨有，法國係世界上最早實施出版品呈繳國家圖書館的國家。其
他國家大都仿效法國的做法，分述如下: 
(一) 法國 
  世界上有關出版品送繳制度最早始於法國，於1537年由法國國王法蘭西一世所頒佈的「曼皮爾敕令」
(The Montpellier Ordinance)。依據此法令，在法國境內每一位印刷者與出版者都要交一冊新出版圖書給皇家圖書館(註1)。由
於法國的此項出版品送繳至該國皇家圖書館(以後演變為國家圖書館) 的規定, 影響到日後其他國家的仿效, 大都訂有法令要
求各出版社所出版的新書需送至國家圖書館。 
(二) 英國 
  以英國而言，在 1911 年的版權法已規定該國出版社必須將出版的圖書送大英圖書館一份。1972 年修定該法，出版社
必須送5份出版品分別給大英圖書館、國立蘇格蘭圖書館、國立威爾斯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與劍橋大學圖書館。如此
在英國地區的出版品分別保存於三個地區的國立圖書館與兩所大學圖書館，全英國的民眾可至各地圖書館閱覽到所需的圖
書, 十分方便。1988 年版權法修訂為「版權、設計及專利法案」，規定任何出版品必須於一個月內送至上述的圖書館，將
圖書定義為:「圖書、小冊子、單張的樂譜、地圖、計畫、表等」。再版圖書資料如有增添或修改才需呈繳(註2)。 
(三) 美國 
  美國於 1897 年的著作權法修正案設立著作權局(Copyright Office)，隸屬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相當於美國的國家圖書
館), 該館成為美國地區的呈繳制度的執行單位(註3)。 該館在收到圖書的同時，也具有著作權登記的功能，美國的制度係將
出版品送繳與著作權登記兩者合而為一，由同一個單位執行。此種制度的優點對於出版界而言較有送繳的意願；對國家圖
書館而言，也可藉此收到國內出版的各種出版品。 
出版法廢止的因應之道 
 
  由法國、英國與美國對於出版品送備至國家圖書館的規定，可知各國對於文化資產保存之重視。我國在出版法廢止之
後，有關出版品送備至國家圖書館的因應之道如下： 
(一) 以圖書館法替代 
  新聞局等單位為因應出版法廢止所產生的影響已召開會議討論，並擬議以圖書館法涵蓋原有出版法第十四條與二十二
條的功能。目前圖書館法正在行政院審議中，該法的制訂早自民國五十五年由中國圖書館學會提出立法的呼籲，但歷經三
十餘年仍未通過。行政院如能儘速通過該法草案並送至立法院審議，將有助於解決出版法廢止後出版品送備至國家圖書館
的問題。 
(二) 擴大送備範圍 
  如在圖書館法中規範出版品送備國家圖書館，應擴大其原有的送備範圍。原有出版法由於制定的時代背景，只有規定
紙本式出版品，如圖書、雜誌、報紙等。目前國內出版品已趨向於多元媒體，例如：錄音帶、錄影帶、CD、DVD、電腦光
碟等有聲出版品與電腦資料。為求完整保存當代所出版的各種媒體，筆者建議在圖書館法中應將上述各種媒體的出版品列
入。 
(三) 增加送備份數 
  國家圖書館兼具為國家保存文化資產與提供民眾使用雙重職責，原有出版品只送一份至國家圖書館實為不足。以英國
的法令規定，出版品需送五份至該國的指定圖書館。由於民眾的借閱將導致書刊破損的情況，因而筆者建議在圖書館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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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需送兩份至國家圖書館。其中一份專供永久保存；另一份提供借閱。 
(四) 在一定時間內送備 
  為使國家圖書館能夠在限期內取得國內出版的書刊，筆者建議可仿效英國的版權法，在圖書館法中規定出版品在出版
後儘速送至國家圖書館，至遲不得超過一個月。由於國家圖書館如果能夠儘快取得書刊，將可以在處理後，迅速提供給圖
書館界書目資訊與提供民眾借閱。 
合則兩利 - 出版界與國家圖書館通力合作 
 
  出版界是知識產生的上游，國家圖書館則是知識處理的下游，兩者關係十分密切。出版界產生知識後，將圖書優先送
至國家圖書館，將具有兩層意義：其一是出版品送備與登記的功能，例如： 國家圖書館設有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在圖書還
是初稿階段即予以出版品預行編目(CIP)，並給予每一本新書一個國際標準書號(ISBN)，且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中予以
刊載；其二是國家圖書館在完成分類、編目作業後，將圖書收錄在該館的國家書目資料庫中，可供民眾查檢, 並進而提供
借閱，間接也為出版界宣傳出版的訊息。可知出版界與國家圖書館兩者之間的關係密不可分。英美兩國出版界大都能配合
兩國的法令規定，將出版品送備至國家圖書館。 
  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後，冀望國內出版界能夠通力合作，出版新書、雜誌、報紙、視聽資料、
電腦軟體與資料庫能夠主動送至國家圖書館，再由國家圖書館完整報導我國的出版界新出版的各類訊息，並進而提供民眾
使用。對出版界與國家圖書館而言，應屬於雙贏的局面。 
 
【附註】 
註1：曾 賢 <我國出版品送繳制度之回顧與展望>《國家圖書館館刊》 
     2期(民87) 頁3。                             
註2：薛理桂《中英圖書館事業比較研究》臺北市: 文華(民84)頁39-40。 
註3：王梅玲、王錫璋 <美國書刊資料送繳制度之研究>《國家圖書館館刊》 
     2期(民87) 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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