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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論 

1.1 研究背景 

1.1.1 創造政府檔案知識價值 

政府單位的各類知識、經驗等寶貴資訊皆記錄於過往的各類公文

書中，例如：政府行政命令、施政報告、法律文件、研究成果、史料、

行政程序、執政方式、危機與重大災難的處理方式等，如何將前人處

理的經驗與有價值的資料，透過儲存、分享、擷取、搜尋與歸納整理，

保存於政府機關中，以供研究、管理與參考運用，俾使政府過往蘊藏

著各類豐富的行政資訊、經驗及知識的檔案，成為政府行政最大的寶

庫。故如何將這些公文書做有效的文件管理，使其運作朝向快速、便

捷、公開，進而產生創新、智慧的價值，將有助於提升國家競爭力及

行政效能。在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大力推動電子化政府政策

下，各政府機關更是不餘遺力地配合推動，其中極具成效之一的就是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其具體成效除加速公文交換流程外，更使各機關

的公文書由紙本轉為電子檔案，我國自九十一年起檔案法正式實施，

各政府機關的所有檔案目錄都必需予以電子化，並彙整公布以提供民

眾查閱，故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的穩定成熟，輔以檔案法的施行，正是

墊定政府各項文件檔案創造政府知識價值的基石。 

在電子檔案的基礎上，我們嘗試思考如何再利用文件檔案及提高

其使用價值，讓檔案發揮更高的效用、價值與魅力，創造知識價值，

吸引官學界與民眾廣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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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知識管理時機成熟 

當政府機關的各項資訊系統發展成熟，而電子化政府方興未艾，

又匯集如此龐大的資訊之時，再逢知識經濟時代，快速資訊的流通，

正是提昇政府行政效率的好時機。如果資料僅只被動式地、單向性地

提供業務承辦人員查詢使用，資料只發揮到資訊的角色。而政府機關

許多的資料、文件、檔案，是可以加值運用，是可以有效發揮資料匯

集的功用，故當今實為發展知識管理的最佳時機。 

1.1.3 網路基礎之分散式作業環境 

隨著網際網路環境的蓬勃發展，一個全新的合作應用環境儼然產

生，網際網路提供以下幾點優勢： 

 以網路基礎的開放性標準與相關技術，可促成低成本互通性

的實現。 

 全面性、開放標準的低成本網路基礎，與提供分散式環境的

技術，促成服務的應用（如Web Services、CORBA及其他

分散式運作系統）。 

 網路導向運算環境的接受度與技術的成熟，促使互通性能達

成關鍵業務目標，如分散式協同工作。 

 網路技術（如 TCP/IP）、工具集（如 UML）、平台（如 J2EE）

及相關開發方法（如物件導向技術與服務）等的成熟，為鬆

散耦合與可互通的系統提供相關基礎建設環境。 

結合以上之諸多優勢，基於網際網路所發展之電子化分散作業環

境，成為今日資訊科技發展之主要基礎(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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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隨著政府大力推動「電子化政府」政策，身為政府知識基礎之檔

案管理，其多項電子化作業亦已步上軌道。然而目前檔案管理系統架

構設計皆僅著眼於現階段之作業協調，甚少以長期運作為核心考量，

而目前多以轉置、更新、封裝等方法，以解決管理系統因技術變遷、

儲存媒體失效引發之失真問題，此等作法因需定期進行並且費時費

力，致使其永續營運成本偏高。 

針對過往一系列的研究，我發現，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所面臨的資

訊技術「時間性」的變遷，其實與電子化協同合作所遭遇的「空間性」

技術異質性，於問題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希望克服不同資訊技術間

互相碰撞所產生之溝通理解問題。而隨著資訊技術的高汰換率與載存

媒體的生命週期相對縮短，此項問題所產生之影響亦發嚴重。幸而分

散式運算作業平台的研究與開發，為目前資訊技術領域研究之主流之

一，許多學者專家皆致力於此項工作，可參考前人經驗以作為借鏡。 

長期保存非僅限於電子檔案管理領域，任何以數位物件形式進行

儲存的資訊，尤以圖書館、博物館、科學研究機構等文物件的數位化

典藏，皆面臨此項威脅。而國際間由數位圖書館聯盟、科學研究中心

所發展之專案，對長期保存相關研究已行之有年，而其基於分散式作

業環境之概念，所發展出之「網格」技術架構與儲存資源網絡，以因

應長期保存之需，成果足堪借鏡。 

然而此等保存架構，多半僅達資源連結層次之協調溝通，可以協

調各儲存資源，正確流暢的傳輸交換分散於各點之儲存文件片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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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資訊、知識文件），然而對於上端應用系統的流程互通性仍未多

加著墨與發展。 

另一方面，近來電子化協同作業亦有類似之協同作業資訊架構發

展，其規劃即著眼於流程、資訊、功能的互通性，使分散式系統間能

達到作業流程之互通。 

若能妥善結合上述兩項技術架構的發展，文件檔案之保存管理不

只能達到儲存層次的長期保存與資源協調，亦能基於一互通性的知識

保存架構下，進行流程功能互通，以實現跨時空協同作業之構想。 

 

1.3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協同合作發展背景與已成熟之技術架構，知識文件之長

期保存與協同管理成為可能有解之難題。本研究擬接續上述研究軌

跡，結合國內外研究發展之互通性文件儲存技術架構，以及電子商務

研究領域之協同作業框架，試圖提出以知識為本的協同文件管理作業

模型與技術框架。並經由作業範例之分析規劃與驗證，以驗證其可行

性。 

本研究欲達成之主要目標如下： 

 研提以知識為本之文件管理作業流程； 

 研提以知識為本之文件管理協同作業模型及技術框架； 

 分析與驗證範例知識文件之保存管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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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 

知識文件涵蓋甚廣，其作業流程亦因文件類型不同而有細部差

異，需清楚規範研究對象與範圍才能發揮其應用價值，因此本研究將

對象限定於知識文件之一個子類型-我國公部門之電子檔案，研究範

圍即為電子檔案之協同管理，期望提出合適之協同文件管理作業流程

與作業模型，並於後續範例系統分析與驗證階段，針對我國公部門電

子檔案管理作業進行分析。 

 

1.5 名詞定義 

 檔案：廣義的檔案應包括由政府機關所產生的公務文書，以及由

私人所產生的私人文書。然而根據檔案法規範，檔案係指各機關

依照管理程序，而歸檔管理之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其附件。(檔案

法，民 91)也就是將來源限定於政府機關之公務文書，故本研究

亦遵循檔案法之定義，將檔案限定於公部門業務處理後所留存具

價值之事實紀錄。 

 電子檔案(Electronic Records)：指完成線上簽核之非機密電子文

件，且符合檔案法第二條第二款及檔案法施行細則第二條所界定

檔案者。 

 後設資料(Metadata)：一般而言 Metadata係指用以描述電子文

件及電子檔案有關資料背景、內容、關聯性及資料控制等相關資

訊，進而論之，Metadata有先驗與後驗之別，先驗之Metadata

在文件內容產生之時即已存在，此處於中文合適稱為詮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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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驗之 Metadata常在文件典藏應用時出現，且不全然與文件內

容有關，我國數位典藏計畫選擇了「後設資料」譯之，由於文件

典藏和管理係本研究之重心，因此採用「後設資料」為Metadata

之中文譯詞。 

 協同作業（Collaboration）：一般而言，協同作業指的是企業間

商務活動的協調合作行為，本研究將之進行更廣義擴充，無論是

否有商業行為出現，只要牽涉組織間業務活動之協調合作，皆屬

協同作業之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