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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民國 88 年至 98 年發表之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為研究主體，利

用內容分析法，一探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在碩士論文數量、研究主題、研究

方法、圖書館類型及關鍵詞之使用情形。研究發現：碩士論文總計發表 725 篇，平

均每年有 72.5 篇，可見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的產出呈現逐年增加的面貌。就各校

碩士論文產出情形而言，以臺大 156 篇最多；其次為淡江 150 篇；其餘依次為輔大

136 篇、政大 135 篇、臺師大 91 篇和中興 58 篇。 

 

近十年來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為：訪談調查法 230 篇(32%)、問卷調查法 196

篇(28.2%)、書目計量 63 篇(9.1%)，這三種研究方法的數量合計約佔 68%之多。2000

年後，台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問卷調查法和訪談調查法使用的

最為廣泛，跟過去研究結果比較，書目計量學的使用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就研究主題而言，以讀者服務最高 235 篇(32%)、其次是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124 篇(17%)、圖書資訊技術 91 篇(13%)、技術服務 88 篇(12%)、行政與管理 79 篇

(11%)、圖書與文獻 77 篇(1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24 篇(3%)，其他(學科類別)6

篇(1%)。 

 

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約 308 篇，佔全部論文的 42%；其中以大專院校圖書

館 133 篇(44%)最多、其次是公共圖書館 89 篇(29%)、專門圖書館 29 篇(10%)、中

小學圖書館 32 篇(9%)，最少的是國家圖書館 4 篇(1%) ；此外博物館有 12 篇(4%)，

檔案館為 8 篇(3%) 

 

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由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可查檢到關

鍵詞者共有 719 篇，統計後關鍵詞共有 2,999 個，其中最少的關鍵詞是一個，最多

的是 20 個，平均每篇約有 4.2 個。超過 36 次者的高頻詞彙，分別為公共圖書館(58

個)、大學圖書館(54 個)、資訊需求(42 個)和資訊尋求行為(41 個)。將關鍵詞以熱門

研究議題相近詞組做群組進行整理後，則發現以資訊行為相關的研究最多，共有

134 篇 ，其次是書目計量(57 篇) 、檔案(45 篇)、閱讀(21 篇)、資訊素養(19 篇)、

數位典藏(17 篇)、Web2.0(17 篇) 、數位學習(10 篇)和知識管理(9 篇)。可見圖書資

訊學論文之主題研究和圖書館事業近年來的發展遙相呼應。 

 

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一整合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析體系、二

鼓勵各校堅實各自專長後合作研究、三加強碩士論文研究品質、四強化碩士論文典

藏資料庫之建置、五鼓勵學術研究成果之開放取用。 

 

關鍵字：圖書資訊學研究、碩士論文、主題分析、圖書館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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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MLIS (Masters' in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theses in 

Taiwan from the years 1999 to 2009. It use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for 

MLIS theses in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types of libraries, keywords and their 

use.  

 

725 MLIS theses were published by 6 LI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lated 

institutes.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most papers (156 theses), 

followed by Tamkang University (150 theses),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36 thes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35 thes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1 

theses) and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58 theses).  

 

 Theses over the last decade mostly use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methods: interview 

surveys (230 theses), questionnaire (196 theses), on bibliometrics (63 theses). Most 

MLIS research methods used by Taiwan's LIS departments after the year 2000 focused 

on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 surveys. Compared with earlier studies, bibliometric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for the research topics: service to the readers is highest with 235 Thesis (33%), 

followed by library & information theory and basics with 124 theses (17%),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ica at 91 theses (13%), technical services at 88 theses (12%), 

administion management with 79 theses (11%), books and literature with 77 theses 

(11%), libraries & the profession with 25 theses (3%) and others 6 theses (1%).  

 

Research relating to libraries type totaled over 308, accounting for over 42% of 

research Thesis. Academic library possessed the most papers with 133 theses (44%), 

followed by public libraries with 89 theses (29%). Specialized libraries with 29 Thesis 

(10%), and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libraries with 32 (9%). The National Library 

had at least 4 (1%). Museums with 12 articles (4%) and archives with 8 articles (3%). 

 

There are 2,999 Keywords among 719 Taiwanese LIS Master's theses. Thesis with 

the least keywords contained a minimum of 1 keyword. On the other hand, Thesi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keywords contained over 20. Their average stands at about 4.2 

keywords each. Each high-frequency word appeared more than 36 times. These are: 

public libraries (58), university libraries (54), information needs (42) and information 

finding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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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keywords and popular research topics are grouped together and integra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focused on information behavior (totaling 134 

theses). This is followed by bibliometrics (57theses), archives(45 theses), reading(21 

theses) , information literacy(19 theses), digital archives(17 theses) , web 2.0(17 

theses) ,e-learning(10 theses)and knowledge management(9 theses). The popularity of 

these research topics echo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Integra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Subject Classification in LIS 

2. Encourage library schools to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using their 

individual strengths. 

3.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ses research. 

4. Strengthe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sters' thesis database. 

5. Encourage the open-access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Master’s Theses; Subject Analysis; 

Librar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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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學術文獻為傳播學科知識之媒體，研究學術文獻除可對過去研究成果作

一回顧整理，表現該學科過去發展的歷程，也提供學者未來發展的研究方向

和主題重點。博碩士論文為重要之學術文獻之一，其肩負著學術研究的傳

承、累積和創新任務。牛頓曾說：「如果說我比別人看得更遠，那是因為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利用學科相關之碩士論文進行分析探討該學科的發展

歷程，成為學術傳播中一個重要的根基，故唯有站在前人的基礎上才能夠將

圖書資訊學研究加以發揚光大，並有助於學科進步。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肇始於民國 43 年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由奧崗

(Marian Qrgan)女士開授一門一年六學分的「圖書館學課程」。民國 44 年臺灣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館組之成立，係正規大學部圖書資訊學教育之

始。其後陸續有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成立相關科系，臺灣大學於

民國 69 年成立碩士班，正式名為圖書館學研究所，並在民國 78 年成立臺灣

第一所博士班。(註1)至今圖書資訊學教育歷經許多的變化，從系所名稱的改

名、玄奘和世新大學科系的轉型、民國 98 年臺灣師範大學設立第二所圖書

資訊學博士班至民國 99 年政治大學通過成立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博士班，

圖書資訊學高等教育的培養進入了一個穩定且良好的成長，使得我國圖書資

訊教育和專業人才體系更加完整。 

 
根據《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圖書館年鑑》，目前臺灣開設圖書資訊學碩士

班學程的學校，有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中興大

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數位圖書館資訊組碩士在職專班等八校。(註2) 

 
  國外對於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的研究，最早是從 1959 年 Danton 調查

1930 年至 1959 年間 129 篇博碩士論文，瞭解美國圖書館學研究發展概況；

之後陸續還有其他學者針對研究方法的使用等面向進行研究。在大陸地區的

相關研究，最早有劉茲恆在 1993 年發表的「我國圖書館學情報學碩士論文

的分析與研究」，然而在大陸地區對於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的研究，除了是

研究學位論文外也擴及至期刊文獻，更有主題性、年度性的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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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從民國 48 年臺灣省立師範學院發表第一篇

論文，截至民國 98 年 7 月，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 50 年來共產生有 1255 篇

碩士論文，19 篇博士論文。針對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進行研究，可以從民國

70 年藍乾章在圖書館年鑑發表「七十年來的圖書館學」(註3)一文開始，依序

有學者在圖書館年鑑、學術期刊和學位論文中進行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的分

析與探討。 

 
圖書資訊學位論文的研究雖有許多相關研究，但缺乏系統性、連續性之

分析，無法看出整體發展趨勢；主題分析部份，雖有楊美華(註4)、陳淑芬(註
5)等學者進行研究，但僅至民國 95 年止，且所使用之分析架構不盡相同，無

法做比較。圖書館類型和研究方法的分析，僅有楊美華(註6)作過調查，但也

僅分析至民國 95 年；因此本文藉由探討民國 88 年至民國 98 年間所發表之

碩士學位論文，以瞭解圖書資訊學各系所碩士論文篇數的成長情形、論文主

題範圍、使用的研究方法、圖書館類型和研究發展趨勢；並藉由碩士論文的

主題分析，探討圖書資訊學熱門研究議題，以勾勒圖書資訊學未來研究方向。 

 
從 20 世紀末開始，圖書資訊學界受到了許多新思維與新技術的衝擊，

1990 年代中期知識管理的崛起、1999 年 Google 正式啟用等，邁入 21 世紀

後，2002 年起我國開始實施「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3 年起加入「數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 年將兩項計畫合併後所推行的「數位典藏與

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和 2004 年 web2.0 的概念引發了 Library 2.0 的時

代的來臨。 

 
知識管理在圖書資訊學中的重要性，可以從臺大圖書資訊學系開設「知

識管理學程」(註7)和淡江大學文學院開設「傳播與創意學程．文化知識管理

學程」(註8)，圖書資訊學系所老師參與課程的開班授課，更可以看出知識管

理於圖書資訊學中的重要性。另外臺大圖資系教授吳明德指出「知識管理就

是跟圖資系直接相關的顯學」，並表示，政府兩兆雙星計畫中的數位內容產

業，是圖資系畢業生未來的機會所在，除了協助圖書館的館藏資料數位化、

以及協助博物館推動數位典藏外，圖資系也可以從「數位學習」切入數位內

容產業。(註9) 

 
隨著我國數位典藏計畫的發展及教育部針對數位學習的推廣，從 91 年

度起政府為了推動資訊教育、縮減城鄉數位落差，推展數位教材的開發，教

育部在「教育及學術資訊管理與發展計畫」中，針對「網路學習發展計畫」、

「資訊融入教學計畫」、「建構數位化學習環境」和「創造偏鄉數位機會推動

計畫」進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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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結合數位學習後，也有許多學者進行相關計畫，例如：臺大

圖資所進行「數位圖書館與人機互動趨勢與應用整合型計畫」；政大楊美華

參與「大專校院通識課程圖書資訊應用數位教材開發及課程實施計畫」和陳

志銘也參加過許多數位學習計畫，如：教育部通識教育資源平台建構與永續

發展計畫等；臺師大吳美美進行「教育部數位學習交換分享計畫總計畫及子

計畫三(數位學習交換分享社群經營與品質管理)」等，無不看出圖書資訊學

界對於數位學習的重視，在各校也設有數位學習相關的研究室。 

  
圖書資訊學系所近年紛紛開設數位典藏相關學程，例如政治大學圖檔所

開設「臺灣人文數位典藏與應用學程」(註10)、中興大學圖資所開設「人文

數位典藏與加值應用學程」(註11)和「數位典藏學程」(註12)以及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資訊學所開設「數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專業學程」(註13)；可見圖

書資訊學界重視數位典藏之人才培育，除此之外，各系所老師更帶領著學生

從事相關計畫，如：臺灣大學所執行的「臺灣大學數位典藏學習資源網」、

政治大學所執行的「臺灣百年圖書館史數位圖書館先導計畫」等。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針對公共圖書館館舍進行改造的相關計畫，如

「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營運管理金點子計畫」、「公共圖書館強化計畫－公共圖

書館空間與營運改善計畫」(註14)；然而教育部接續文建會所進行之計畫，

在 98 年度推動「閱讀植根與空間改造：98-101 年圖書館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公共圖書館活力再造計畫」，99 年度推動公共圖書館閱讀推廣與館藏充實

實施計畫，採取優先改善實體的空間環境，進而強化內部服務，推廣閱讀活

動。(註15) 

 
在推動閱讀方面，為了提昇臺灣閱讀競爭力，文建會從 97 年起文建會

規劃了「好山好水．讀好書」、「好詩大家寫」、「大家來讀古典詩」等多項閱

讀推廣活動，99 年度推動「社區心靈陪伴計畫-閱讀暨文化重建網絡案」。除

此之外，教育部針對推廣閱讀自 97 年度即進行「閱讀教學策略開發與推廣」

委託研究計畫、98 年度推動「閱讀植根與空間改造：98-101 年圖書館創新

服務發展計畫─公共圖書館活力再造計畫」、99 年度推動「『悅讀 101』教育

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讀計畫」。(註16)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從 2009 年開始，舉辦了「圖書館事業發展--青年論

壇」，2009 討論的議題有「關於閱讀這件事」、「圖資的價值與專業認同」、「社

會服務與資訊落差」、「圖資領域的制度問題」、「技術新浪潮─傳統再感動」

和「圖資學科教育下一步」(註17)；2010 年的主題為「閱讀推廣與社會服務」

(註18)，從討論的議題可以發現目前圖書資訊學界對於自身領域和社會需求

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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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界為了因應社會之脈動，無論是技術服務還是讀者服務，都

產了許多新進展，例如：FRBR、RDA 和 Metadata 的新發展；電子資源的訂

閱、使用、管理和法律規範等討論；在建築設計上的綠建築；空間設計上的

資訊共享空間和利用 RFID 建置智慧型圖書館；將網際網路上的 Blog、
Facebook、Plurk 等 Social Network 概念應用於服務上；更有因讀者閱讀習慣

改變和行動閱讀概念，引導出閱讀載體的發揚；以及智慧財產權在圖書館的

使用規範和學術傳播與學術評鑑等相關議題。 

 
關鍵詞是表達文獻主題概念的自然語言詞彙，一個學術研究領域具有較

大時域，並將大量學術研究成果的關鍵詞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總體內

容特徵，研究內容之間的內在聯繫和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發展方向等。 

 
近十年圖書館事業的發展如此迅速，為了瞭解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論文

與社會發展接軌之情形，透過民國 88 年 8 月至民國 98 年 7 月止，發表之碩

士論文，所產生之關鍵字進行探討分析，希冀透過關鍵字的使用分析，歸納

我國近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的研究發展趨勢。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臺灣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發表之碩士論文為研究樣本，旨在瞭

解目前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的特性，包括：碩士論文數量成長、各學校

碩士論文數量分布、碩士論文年代分布、研究主題特性、圖書館類型及跨學

科性研究的情形。希冀瞭解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成長情形，分析

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主題的分布，探討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

文有關各類型圖書館的研究情形，析論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方法

之使用情形，歸納十年來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關鍵字的使用與研究發展

趨勢之關連，呈現近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的研究成果，以期提供圖書

資訊學未來研究之參考。 

 
本研究具體研究問題為： 

一、 近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成長及各校分布情形為何？ 
二、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方法之使用情形如何？ 
三、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主要的研究議題為何？ 
四、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有關各類型圖書館的研究情形如何？ 
五、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關鍵字之使用情形是否與熱門議題呈現相關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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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圖書館年鑑中「圖書資訊學教育」一文所記

載之學校為主，從中挑選六所臺灣授予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者，本研究以臺

灣大學圖書資訊學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所、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館學所六校為樣本進行調查。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是以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

位論文為主，雖然文化大學和佛光大學，曾經設置過相關系所，但目前已經

停止招生，故不包括在本研究範圍內。 

 
(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圖書資訊組之設立經歷過多次組織變

更，本研究範圍設定在其民國 91 年成立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後所發表之碩士

學位論文。 

 
(三)、世新大學因其碩士班在 91 學年度起將研究重心轉移至資訊傳播學

科，主題分類時因涉及範圍擴展至其他學科不易區分，故不包括在本研究範

圍內。 

 
(四)、國立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雖設有資訊組及數位圖書

資訊組，設置單位較為特殊，加上研究範圍以明顯著重於資訊在圖書館的應

用和數位圖書館，主題分類時易偏袒於某大類，故不包括在本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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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陳淑芬，「四十年來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主題之析論」（碩士論文，輔

仁大學，民 93 年）。 

註2 王梅玲，「圖書資訊學教育」，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圖書館年鑑(台北市：國家圖

書館，民 97 年) ，219。 

註3 藍乾章。「七十年來的圖書館學」。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台北市：國立中央圖

書館編，民 70 年。 

註4 楊美華、陳冠穎，「臺灣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力及學術成果探析」，圖書與資訊

學刊 61 (民 96 年)：3-23。 

註5 同註 1。 

註6 同註 4。 

註7 臺大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a 知識管理學程」，

http://www.lis.ntu.edu.tw/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category&
sectionid=12&id=41&Itemid=62，檢索日期：2010/7/14。 

註8 淡江大學文學院，「傳播與創意學程．文化知識管理學程」，

http://gogo.tku.edu.tw/web/sub08.htm，檢索日期：2010/7/14。 

註9 吳佳音，「新鮮人求職專刊——科系出路篇 16 大學門職涯路徑總蒐獵 15」，
http://www.scu.edu.tw/career/information/720429f.htm，檢索日期：2010/7/14。 

註10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台灣人文數位典藏與應用學程」，

http://thdl.lias.nccu.edu.tw/，檢索日期：2010/7/14。 

註11 中興大學，「人文數位典藏與加值應用學程」，

http://www.pda.nchu.edu.tw/drupal6/?q=node/1，檢索日期：2010/7/14。 

註12 中興大學，「數位典藏學程」，http://www.pda.nchu.edu.tw/DOS/profile.html，
檢索日期：2010/7/14。 

註1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數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學分學

程」，http://www.glis.ntnu.edu.tw/blog/index.php?blogId=4，檢索日期：2010/7/14。 

註14 中華民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http://www.cca.gov.tw/main.do?method=find&checkIn=1，檢索日期：2010/7/2。 

註15 中華民國教育部，「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Ministry of Education」，
http://www.edu.tw/，檢索日期：2010/7/2。 

註16 中華民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http://www.cca.gov.tw/main.do?method=find&checkIn=1，檢索日期：2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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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事業發展—2009 青年論壇」，

http://youthlib.lac.org.tw/，檢索日期：2010/7/2。 

註18 臺灣圖資論壇 LIS ShareLand，「圖書館事業發展—2010 青年論壇」，

http://taiwanlis.ning.com/forum/topics/tu-shu-guan-shi-ye-fa-zhan-2，檢索日期：

2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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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五節進行討論，第一節學位論文相關研究，包含有圖書資訊

學和其他學科學位論文之相關研究文獻、第二節圖書資訊學研究分類體系

與研究主題系、第三節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之使用調查、第四節圖書資訊

學文獻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和第五節圖書資訊學關鍵詞有關之研究。 

 

第一節 學位論文相關研究 

學科領域的自我分析是深入瞭解一學科領域之重要方法，藉由學科領

域的分析，可使研究者瞭解該領域的研究特性，觀察過去至今的演進，並

進一步判斷研究的主題及可研究的方法與技術，以預測該領域未來發展方

向。 

一、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研究之相關文獻 

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的分析研究，首先是 Danton 為瞭解自第一篇博碩

士論文發表後三十年來的美國圖書館學研究發展概況，乃對1930年至1959
年間完成的 129 篇博碩士論文進行分析，分析其研究主題、作者所屬的學

校、課程目標、作者目前的工作職位，並評估這些博士論文對於圖書館學

專業領域的貢獻。(註1) 

 
Schlachter 及 Thomison 二人合作編輯的兩本「圖書館學學位論文提要

書目」Library Science Dissertation, 1925-1972: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及

Library Science Dissertation, 1973-1981: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第一集

收錄了 1925 年至 1972 年間發表的圖書館學籍相關領域的學位論文提要書

目 660 篇(註2)，第二集收錄了 1970 年至 1981 年間發表的圖書館學籍相關

領域的學位論文提要書目 1,000 篇，(註3)並就 1925 年至 1972 年的研究與

1973 年至 1981 年的研究，分別以年代、獲得學位的學校、使用的研究方

法及作者的性別等進行分析。(註4) 

 
有許多學者的研究專注於分析學位論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例如

Shaughnessy 分析 1972 至 1976 年 139 篇圖書館學學位論文中所使用的研

究方法，發現有 81%的論文傾向以實際、應用、解決問題為目的，僅有 26%
的論文可歸類為基礎的研究；其中幾乎有五分之一的論文是使用歷史研究

法，該作者發現仍有很多研究是偏重於調查法及歷史法。(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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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tzinger 分析 1977 至 1978 年共 76 篇圖書館學博士論文使用之研究

方法，研究結果發現大約有 42%是描述型的調查方法，這些調查方法大多

涉及問卷或訪談調查，而有 17%的研究則使用歷史法。(註6) 

 
1982 年 Stroud 針對 1976 至 1981 年間，89 篇有關學校圖書館的學位

論文使用的研究方法進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這 89 篇博士論文來自於

41 個學校，但有 43%的論文集中於六所學校中，作者有 75%是女性，大多

數為獲得博士學位者；在研究方法部分發現，調查法是最常被使用的研究

方法之一，而統計方法及電腦的使用較以往普遍。(註7) 

 
劉茲恆於 1993 年對大陸圖書館學情報學碩士論文進行分析；作者根

據北京大學和武漢大學 1981 年至 1990 年圖書館學情報學碩士研究生的

275 篇論文進行內容分析和引用分析(註8)。 

 
李咏洲在 1995 年對大陸高校研究生學位論文進行引文統計的分析；

作者對圖書館學情報學、物理、化學、法學、外國與文學等六個學科的碩

士論文進行抽樣，每個學科選取 15 篇，共 90 篇進行分析。(註9) 

 
1994 年 Blake 分析 1974-1989 年間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博士論文所使

用的研究方法，將 15 年間的研究分成三個年代區段 1975 至 1979 年、1980
至 1984 年及 1985 至 1989 年，研究發現調查法與歷史法依然是主要的研

究方法，在這三個時期中，大約有 60%的圖書館學博士論文是使用此兩種

研究方法來研究；另外實驗法與模式法在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博士論文中

的使用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註10) 

 
1996 年華薇娜擷取美國《國際學位論文摘要 A 輯：人文科學與社會

科學》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簡稱 DAI．A.)第 50 卷到 54 卷中 1990 至 1993 年美國圖書館學

博士論文共 236 篇，進行統計分析圖書館學博士論文的概況、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圖書館類型等特性，研究結果發現在研究方法上以調查法為居

多；自研究內容的總體情形來看，應用研究的比例遠大於理論研究；圖書

館類型則是以學術圖書館的比例為最。(註11) 

 
Abdoulaye 調查圖書資訊學在馬來西亞國際伊斯蘭大學(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IIUM) 過去九年裡所發表之學位論文的研究趨

勢，並分析 1994 至 2000 年間 20 位學生的論文，發現資訊技術是最熱門

的研究領域，其它領域包括資訊需求，圖書館管理，圖書館的使用和出版。

但無學生探索的領域有圖書館史，編目和分類，索引和摘要等。(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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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耀在 1997 年完成「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及其引用文獻

之研究」碩士論文。該研究主要的目的是針對臺灣地區從民國 59 至 84 年

12 月止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研究所發表之碩士論文，進行論文及其引用文

獻特的分析；以期能瞭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作者、主題、研究方

法及引用文獻的特性研究中對 190 篇碩士論文，進行論文特性及引用文獻

分析。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結論：在碩士論文特性分析部分，臺灣

地區碩士論文數量呈穩定成長的趨勢；碩士論文以女性作者佔大多數，男

女作者比例約為一比二；「圖書館行政與管理」、「讀者服務與參考服務」、

「目錄學與版本學」是碩士論文主要的研究主題；大專院校及學術圖書館

是最常探討的圖書館類型；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歷史研究法是碩士

論文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等。（註13） 

 
楊美華曾在 1999 年進行國科會計畫研究「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

之特性及發展」，其利用文獻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和書目計量法分析臺灣

地區圖書學專書、博碩士論文、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以及圖書館學專業

期刊所刊載的研究文獻，臺灣地區博碩士論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國內外

相關研究類似，皆是以調查法、歷史法為主。（註14） 

 
楊美華在「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門博碩士論文暨專題研究計畫」一文

裡針對 1970 年至 2002 年為止，臺灣地區圖書館學研究所所產出 595 篇論

文，進行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執行機構、經費來源等分析，研究結果發

現：(1)研究主題以讀者服務 201 篇、圖書館行政與管理 119 篇、圖書館自

動化與網路 66 篇、技術服務 64 篇，而圖書資訊學教育最少，僅 37 篇；(2)
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仍以大專院校及學術圖書館為主，其次為公共圖書

館；(3)研究方法的使用是以調查法為最，佔有 55%(其中問卷調查法 39%、

訪談法 14%、觀察法 2%)；其次為歷史研究法，約佔 12%。（註15） 

 
陳淑芬針對民國 48年至 91年，四十餘年來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共 544

篇，就研究主題發展情況及趨勢進行研究主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數量

上以臺大圖資所 202 篇最多；以學年度來看，90 學年度最多有 67 篇；在

主題的部分共分成五大類，又以圖書資訊學綜論類為最多，其核心主題有

資訊檢索、資訊尋求行為、書目計量學三主題。（註16） 

 
賴麗香曾對我國圖書資訊學進行中博碩士論文進行主題分類，範圍從

民國 91 年至民國 94 年通過計畫書口試論文共 142 篇，利用論文主題關鍵

詞作為分類機制，根據文獻保證原則，初步分為 15 類，分類後發現圖書

資訊學總論的研究議題較為分散，共計有六篇；書目計量學，共計有四篇；

館員教育與其他問題研究，共計有 12 篇；圖書館營運管理與其他，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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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九篇；出版與版權，共計有四篇；檔案管理，共計有八篇；推廣與行銷，

共計有 12 篇；績效評估與其他，共計有 12 篇；知識管理與資訊組織，共

計有 11 篇；資訊技術及應用，共計有 17 篇；資訊科技之影響，共計有八

篇；讀者服務，共計有五篇；使用者研究及使用研究，共計有 14 篇；資

訊素養，共計有六篇；資訊行為，共計有 18 篇；在該研究的結論中提到

應對主題分析訂定嚴謹的類目。（註17） 

 
歐陽崇榮等人利用期刊及博碩士論文進行分析，探討臺灣圖書資訊學

之研究，利用維基平臺收錄之圖書資訊學期刊 20 種共 1746 篇文章，以及

九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共 311 篇博碩士論文。然後，根據美國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Associ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的「圖書

資訊學研究領域分類表」（LIS Research Areas Classification Scheme）之分

類體系進行研究，與各校進行比較發現，近 5 年來台大圖資所博士班的研

究著重在「圖書資訊發展／原理」、「資訊組織」及「資訊系統與檢索」；

台大圖資所碩士班則著重在「使用者群服務」及「圖書館與資訊供應者類

型」；政大圖檔所圖資組的研究在「圖書館與資訊供應者類型」較多，及

「圖書資訊發展／原理」較少之外，其他方面都很平均；政大圖檔所檔案

組則著重在「館藏發展」及「圖書館與資訊供應者類型」；師大的研究著

重在「資訊組織」及「使用者群服務」；中興的研究著重在「使用者群服

務」及「管理與行政」；輔大、淡江、世新、玄奘四校的研究皆著重在「使

用者群服務」、「資訊組織」及「資訊系統與檢索」；佛光則著重在「使用

者群服務」部分。（註18） 

 
此外，資料顯示出最重視第一類「圖書資訊發展／原理」研究的學校

為台大圖資所博士班及淡江；最重視第二類「圖書資訊發展／原理」研究

的學校為佛光、台大圖資所碩士班及政大圖檔所圖資組；最重視第三類「館

藏發展」研究的學校為政大圖檔所檔案組及中興；最重視第四類「使用者

群服務」研究的學校為佛光、輔大及中興；最重視第五類「資訊組織」研

究的學校為師大及台大圖資所博士班；最重視第六類「資訊系統與檢索」

研究的學校為台大圖資所博士班及淡江；最重視第七類「圖書館與資訊供

應者類型」研究的學校為政大圖資所圖資組及政大圖資所檔案組；最重視

第八類「管理與行政」研究的學校為中興及台大圖資所碩士班。（註19） 

 
陳永嫻以中山大學 2000至 2004 年圖書館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撰寫的 43

份學位論文進行統計，運用文獻計量學方法對所引用之文獻數量、類型、

年代分布等項進行統計分析，探討研究生利用文獻的規律，提出加強圖書

館資訊資源建設的建議。(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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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愛東曾對 98 篇圖書情報學博碩士學位論文和引文的網絡資料庫計

量分析，對 1999 至 2003 年圖書情報學博碩士論文研究主題的分布、研究

主題、平均篇均引文量、引文文獻類型構成狀況進行計分析。並對 68,555
篇博碩士學位論文引用，圖書情報學專業期刊的情況進行統計分析，試圖

從專業期刊被利用的角度對圖書情報學期刊質量和學術價值進行測量和

評價。(註21) 

 
楊美華、陳冠穎針對我國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力及學術成果進行探

析，透過分析民國 59 年至 95 年間圖書資訊學相關之研究人力和學術成

果，分別就學位論文、研究計畫，以及期刊文獻和專書等文獻做探討。研

究結果發現，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以問卷調查法為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其

次為訪談法，第三為歷史研究法；針對各類型圖書館所做的研究，其中以

大專圖書館為最多，公共圖書館居次。(註22） 

 
馮瑾曾透過對資料庫的檢索，調查分析 1991 至 2006 年圖書館學碩士

學位論文的數量、研究方向的變化趨勢，以及四個授予圖書館學碩士學位

的大學教學研究特色，研究結果：(1)在數量上發現碩士學位論文從 1998
年起開始擴大碩士的招生後，2000 年後招生數量的增加，也決定了學位論

文數量的迅速擴大；(2)分別就圖書館理論與事業、圖書館管理、資訊資源

開發與管理、資訊服務四個面向進行每年研究數量的分析同時瞭解其中變

化；(3)出版編輯學是北京大學的特色研究；而武漢大學研究方向集中於資

訊檢索與組織、資訊服務、文獻目錄學、知識產權以及資訊資源管理與開

發個案研究；四川大學的研究方向則集中於資訊服務、資訊資源管理與開

發以及資訊組織與檢索；中山大學的重點研究方向包括圖書館理論事業、

資訊服務以及資訊資源管理開發和理論研究。(註23) 

 
2008 年李長玲、翟雪梅利用《CNKI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資料

庫》中收錄的 2002 至 2006 年圖書館學和情報學專業碩士學位論文，對高

頻關鍵詞進行共詞聚類分析，研究各高頻關鍵詞之間的內在關系，發現圖

書館學研究重點為：(1)詮釋資料在數位圖書館中的應用；(2)網路環境下圖

書館事業的發展及圖書館資訊服務、知識管理和資訊資源的開發、利用、

建設等問題；(3)本體在知識組織中的應用；(4)高校圖書館的知識服務；(5)
網路資訊資源的知識產權問題；(6)資訊組織理論下的搜索引擎技術，並在

最後比較分析了圖書館學和情報學碩士學位論文的研究重點。(註24)。 

 
2009 年張立運用統計學方法，以多個中國學位論文資料庫作為統計來

源，對 2000-2008 年間大陸圖書館專業博碩士論文進行統計分析，揭示中

國圖書館學專業的學科建設、學位授權單位分布、博碩士導師分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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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圖書館學專業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重點。(註25)。 

 
民國 98 年，林巧敏蒐集臺灣地區民國 60 至 97 年資訊組織學位論文

113 篇，分析文獻的數量成長、主題分布、第一作者特性、期刊分布與著

作機構分布等特性，研究發現：資訊組織位論文數量大致符合逐年成長；

學位論文以探討知識組織為多數；資訊組織學位論文授與學校以臺灣大學

最多，且各校研究主題重點各有特長。(註26） 

 
以下針對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1-2： 

 
表 2-1-2 臺灣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相關研究一覽表 

時間 研究題名 研究者  時間範圍 分析項目 

1959 Doctoral Study in Libraria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J. P. Danton 1930-1959 研究主題 

作者所屬的學校 

課程目標 

作者工作職位 

1974 The Library Science Doctorat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ssertation and Recipients 

G.A. 

Schlachter 

and Dennis 

Thomison 

1925-1972 學校 

使用的研究方法 

作者的性別 

1976 Library Research in the 70’s: 

Problems and Present 

Thomas W. 

Shaughnessy

1972-1976 研究方法 

1981 第一次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 

（七十年來的圖書館學） 

藍乾章 35 至 67 年 1.篇數 

2.主題 

1982 Research Methodology Used in 

School Library Dissertations  

Janrel. G. 

Stroud 

1976-1981 研究方法 

1988 第二次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 

（圖書館學研究） 

鄭恆雄 68 至 76 年 1.篇數 

2.主題 

1994 Methodology in A Library 

Science Inquiry-Past and Present 

Laurel 

Grogzinger 

1974-1989 研究方法 

1996 1990-1993 年美國圖書館學博士

論文定量分析 

華薇娜 1990-1993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 

圖書館類型 

1997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

及其引用文獻之研究 

陳旭耀  59 至 84 年 1.篇數 

2.主題 

3.引用分析 

4.性別 

5.圖書館類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時間 研究題名 研究者  時間範圍 分析項目 

6.研究方法 

1999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

性及發展 

楊美華 59 至 86 年

64 至 86 年

44 至 86 年

1.篇數 

2.主題 

3.圖書館類型 

5.研究方法 

1999 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曾堃賢等 76 至 87 年 1.篇數 

2.主題 

2000 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八十九年 

（圖書資訊學研究） 

曾堃賢等 87 至 88 年 1.篇數 

2.主題 

2001 中華民國九十年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吳英美等 89 年 1.篇數 

2.主題 

2002 Research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Kaba Abdo 

ulaye  

1994-2000 主題 

2002 中華民國圖九十一年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吳英美等 90 年 1.篇數 

2.主題 

2003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吳英美等 91 年 1.篇數 

2.主題 

2004 四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

研究主題之析論 

陳淑芬 49 至 91 年 1.主題 

2.指導教授 

3.數量 

200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門博碩士

論文暨專題研究計畫探析 

楊美華 59 至 91 年 1.篇數 

2.主題 

3.圖書館類型 

2005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引用

現象之研究：2003 至 2005 年 

張瑜倫 92 至 94 年 引用分析 

2005 我國圖書資訊學進行中博碩士

論文主題分類 

賴麗香 91 至 94 年 主題 

2006 從期刊及博碩士論文分析探討

臺灣圖書資訊學之研究 

歐陽崇榮 90 至 95 年

90 至 94 年

主題 

2006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楊美華等 92 至 94 年 1.篇數 

2.主題 

3.類別趨勢 

2006 以 Ontology 和 FRBR 技術分析

博碩士論文探討圖書資訊學之

學科發展與知識關連 

陳立原  72 至 93 

學年度 

1.篇數 

2.電子檔數量 

3.教師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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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研究題名 研究者  時間範圍 分析項目 

4,關鍵詞分析 

5.引文分析 

2007 臺灣圖書資訊學門研究能力及

學術成果探析 

楊美華 

陳冠穎 

59 至 95 年 1.研究人力 

2.篇數 

3.主題 

4.圖書館類型 

5.研究方法 

2007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楊美華 95 年 1.篇數 

2.主題 

3.圖書館類型 

4.主題分析 

2008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楊美華 96 年 1.篇數 

2.主題 

3.圖書館類型 

2009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圖書館年鑑 

(圖書資訊學研究) 

曾堃賢等 97 年 1.篇數 

2.主題 

2009 臺灣地區資訊組織文獻書目計

量分析 

林巧敏 60 至 97 年 1.數量成長 

2.主題分布 

3.作者特性 

4.期刊分布 

5.著作機構分布 

 

二、其他學科相關研究文獻 

其他學科對於學位論文的研究，根據蒐集國內文獻進行探討，以學科

進行分析後，發現教育學類、大眾傳播學類、商業及管理學類和經社及心

理學類數量較多，其他還包括有數學及電算機科學類、人文學類、醫藥衛

生學類、藝術學類、工程學類、家政學類、農林漁牧學類和運輸通訊學類。

以下就列舉幾個學科之相關研究，進行探討。 

 
教育學方面，李飛龍在民 96 年發表「2000-2006 年臺灣地區有關數位

學習碩士論文之內容分析」，針對 2000-2006 年臺灣地區各大學院校系所

發表之數位學習學位論文並提供電子全文下載者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自編

「2000 -2006 年臺灣地區數位學習相關碩士論文之內容分析登錄表」作為

研究工具，檢定信度與內容效度，藉內容分析法進行分析，應用次數與百

分比之統計方法，探討學位論文之學術領域、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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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者所屬區域、統計方法等之現況發展與

成長情形，以瞭解其特徵與差異性。(註27) 

 
大眾傳播學方面，余詠南在民 96 年發表「傳播學門碩士論文相關指

導教師與研究主題之網絡分析研究」，透過內容分析與網絡分析法探討世

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論文相關教師間及其所屬系所與研究主題關鍵

詞之網絡關係，希望瞭解相關教師間及系所間之隱性學術合作及學術傳播

網絡，找出系所碩士生之研究特色，並藉此建立主題相關知識專家群，最

後比較系所碩士生研究與課程規劃之差異，做為課程規劃之參考。(註28) 

 

商學方面，民國 90 年郭嘉欣發表「我國電子商務研究現況與趨勢－

碩博士論文之分析」，採用內容分析法，針對國內 81-89 學年度間有關電

子商務研究之 1,427 篇碩博士論文進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近二年研

究數量大幅增加，尤其以資訊類和商管類學域投入研究最多，而專門投入

電子商務研究的指導教授只佔電子商務研究的少數。(2)雖然研究議題相當

廣泛，但超過半數的論文以應用類研究為主，其次為技術類、支援實行類。

各類研究主題在各時段所佔比例皆有上升的趨勢，只有應用類有下降的趨

勢。(3)與國外研究情形相比呈現些微差異，國內比國外更重視應用類主

題，而在技術類研究比例上略顯不足。(4)在研究方法上，最常採用系統展

示研究方法，其次為問卷調查、個案研究，且此三種研究方法有逐漸趨於

均等的情勢。(5)在研究產業別上，以針對超過 4 個研究產業別為多數，其

次為零售業、資訊電子業、金融業與一般製造業。(註29) 

 
體育學方面，官易祺在民 94 年發表「我國適應體育博碩士論文內容

分析之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進行資料統整與分析，探討適應體育博、

碩士論文研究數量、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出處與研究結果，資料分

布範圍從 1983 年至 2006 年 3 月止，共蒐集到 87 冊適應體育博、碩士論

文，研究結果發現：(1)四冊為博士論文，83 冊為碩士論文，多集中於近五

年內著作完成；(2)研究主題以方案效果數量最多，動作能力次之，休閒活

動再次之；(3)研究對象以其他顯著障礙數量最多，其次為以兩種以上對

象，再其次為以智能障礙為研究對象；(4)研究出處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數

量最多，其次為國立臺灣體育學院，系所出處以體育系所最多，特殊教育

系所次之；(5)研究結果在各研究主題皆有所貢獻。(註30) 

 
公共行政學方面，民 95 年吳穎年發表「臺灣公共行政研究領域與研

究方法之分析─以 1997 至 2006 年碩士論文為例」，使用內容分析法，就

1997 至 2006 年 17 間臺灣公共行政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論文為研究對象，

以普查的方式針對 1,380 篇碩士論文進行研究領域與研究方法之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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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方法更細分為資料蒐集方法、前測、抽樣方法、成功樣本與回收率、

研究對象與量化資料分析方法。研究發現，就研究領域而言，碩士論文的

研究主題公共管理為最高，佔 16.2%，最低為公共行政理論與概念，佔

2.0%。就研究方法而言，質化研究方法、量化研究方法與混合研究方法的

比重各佔 59.4%、11.7%與 28.9%。進一步交叉分析發現：(1)研究方法會影

響研究領域的選擇；(2)新興研究領域比重隨時間呈現上升趨勢；(3)研究方

法不會呈現質、量化整合的趨勢，依舊是以質化研究方法為主；(4)研究領

域受到研究生之寫作背景資料的影響；(5)研究方法受到不同系所、研究所

成立時間與畢業系所所在地區的影響；(6)研究領域與研究方法受到論文指

導教授最高學歷國籍的影響。(註31) 

 
藝術相關學門方面，民 97 年陳姮琳發表「臺灣 1987-2007 年音樂治療

相關研究之碩士論文內容分析」，分析臺灣近二十年(1987-2007 年)音樂治

療相關研究碩士學位論文，共計 79 篇。採內容分析法，達成以下研究目

的：(1)了解臺灣 1987 至 2007 年音樂治療碩士學位論文研究設計概況；(2)
探討臺灣 1987 至 2007 年音樂治療碩士學位論文實務研究概況。以一年為

一期定量分析；最後透過敘述統計分析，描述其現況與未來趨勢。(註32) 

 
從上述之文獻分析發現，學位論文的分析，無論是國內或國外皆有以

數量、主題、研究方法、圖書館類型和引文分析為主要項目，此外也有從

時間、性別、電子檔數量、教師相關性、關鍵詞分析、學校、指導教授、

課程目標、經費來源、使用的語言、與作者的相關研究，如：作者的性別、

作者所屬的學校、作者目前的工作職位等面，進行多元的探討，研究成果

及建議對後續的研究皆具有相當程度的指引。 

 
圖書館類型的分析上，臺灣的研究大多僅止於數量上統計，而大陸相

關研究則是各圖書館類型下的研究主題包含之面向，並提出需加強的研究

方向，就此看出學位論文的分析面向是相當廣泛，同時可以交叉分析得出

值得參考的結果。 

 
另外有關研究方法的探討，從文獻中發現大陸地區較不重視研究方法

的使用調查，反觀國外和我國在對於學位論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討論較

多，也反映出在學術研究嚴謹度的要求。然而在主題的分析，大陸地區比

國外和我國更加重視學位論文主題分析。 

 
進行學位論文調查研究，大多採用內容分析法，有些是學科型的調

查，有些則是主題型的調查，分析的方式不一，一般主要探討學術領域、

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者所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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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等之現況發展與成長情形，另外較特別的是，探討學科內相關教

師間及其所屬系所與研究主題關鍵詞之網絡關係，這些均值得加以深入探

究。 

 

第二節 圖書資訊學研究分類體系與研究主題 

研究者進行主題分析研究時，對於主題類目的擬定大致可分為兩種方

式：一是針對所研究的學科範圍，訂定一個包含整個圖書資訊學領域的完

整類表；另一則是事先檢視已蒐集文獻之內容，根據在文獻中出現的主題

擬定主題類目；在主題分類表的架構部分，多數研究是以大類－中類－小

類-細目階層式呈現圖書資訊學的主題類目，至於共通類別的部分可能會以

複分表的方式來表示；另外有平行式的面向分類(註33)。從上述探討圖書

資訊學研究中，有許多學者皆於其文獻中提出圖書資訊學分類之架構，以

下就依年代分別探討之： 

 
Martyvonne M. Nour 曾在 1985 年對 1980 年出版的 41 種重要圖書館學

的核心期刊中的研究性文章進行量化的研究的主題，分析的項目包含研究

主題、研究方法、參考文獻的數量、主題與研究方法的分析等項目。研究

發現，有超過 20%的著作探討圖書館行政這個主題，是所有研究主題比例

最高者；在其文獻中將圖書館學研究主題分為：(1)圖書館行政、(2)讀者服

務、(3)技術服務、(4)資料研究、(5)自動化、(6)圖書館史、(7)資訊科技理

論、(8)圖書及出版相關研究、(9)其他。（註34） 

 
Kalervo Jarvelin 和 Pertti Vakkari 在《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發表“Content analysis of research articl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研究中針對 1985 年 37 種圖書資訊學領域核心期刊中的 833 篇文

獻，分析文獻內容主題、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等面向，以瞭解圖書資訊研

究之發展。（註35） 

 
文獻主題分析部分，Kalervo Järvelin 利用內容分析法分析 1965-1985

年間圖書資訊學的研究領域，並制訂分類表，共分成 11 個主要研究領域，

主題分類體系參見表 2-2-7。（註36）後續的研究者多採用此分類表做相關

的研究，如：Launrel A.Clyde 便使用該分類法分析 1991 至 2000 年間澳洲

學校圖書館員專業的發展。（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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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65-1985: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分類表 

大類  小類  

圖書資訊學專業   
圖書館史   
出版   
圖書資訊學教育   
研究法   
圖書資訊分析   
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研究  流通與館際合作研究，館藏研究，資訊與參

考服務研究，使用者教育，圖書館建築與設

備，管理，自動化，圖書館與資訊服務  

資訊儲存與檢索  編目，分類與索引，資訊檢索，書目資料庫

與書目，其他資料庫  

資訊搜尋  資訊傳遞，資訊傳遞與資訊來源研究，圖書

館與資訊服務利用，資訊搜尋行為，資訊利

用研究，資訊管理  

科技與專業傳播  學術出版，引用模式與架構，學術傳播  

其他  
整理自：Launrel A. Clyde, “Research in School Librarianship 1991-2000: Australia in An International 

Setting,”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53:2(2003), 

http://alianet.alia.org.au/publishing/alj/53.2/full.text/clyde.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8, 2009) 

 
民國 81 年施孟雅取材自民國 70 至 79 年間，臺灣地區 14 種圖書館學

專業期刊中，1,342 篇期刊文獻，以暸解圖書館學文獻的數量成長、作者

分布、研究性質、研究方法、研究主題、使用語文等特性，並在研究主題

分析時提出 12 大類的主題架構（詳見表 2-2-2）。（註38） 

 
表 2-2-2 「從專業期刊文獻分析我國臺灣地區的圖書館學研究」分類表 

大類 小類 

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通論，圖書館與文化建設，圖書館與資訊社會，圖

書館史，中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人物，國外圖書

館、學會，圖書館週，圖書館發展趨勢，圖書館哲

學、目的、功能，國際關係  

圖書館行政與管理  通論，人事，規章，組織，經費，建築，業務統計，

評鑑，決策、規劃、管理方法  

技術服務  通論，徵集，分類，編目（CIP、權威控制、ISBN、

標題），典藏（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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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類 小類 

讀者服務  通論，閱覽，流通，推廣，參考服務，參考資料，

利用指導，特殊讀者服務，讀者分析（使用研究、

資訊需求），新知服務（SDI）  

館際合作  通論，合作採訪，合作編目，合作典藏，館際互借，

互惠閱覽，合作人員訓練，館際合作組織  

特殊資料處理及利用  期刊，視聽資料，特藏資料，報紙、剪輯資料、小

冊子，檔案管理，政府出版品，其他  

資訊科學與圖書館自動化  資訊科學理論，圖書館自動化通論，圖書館自動化

系統，資訊系統與資訊網，資訊媒體與技術，機讀

目錄（MARC），資訊儲存與檢索，資料庫，中文資

料處理，資料轉換  

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教育  國內外圖書館教育，圖書館學系（所）課程，繼續

教育，圖書館利用教育  

各類型圖書館  國家圖書館（呈繳制度），大學圖書館，專門圖書館

與資訊中心，公共圖書館，學校圖書館，兒童圖書

館，文化中心，鄉鎮圖書館 

目錄學與版本學  

出版事業  

圖書館法規與標準  圖書館法、標準，著作權法、專利法，自動化標準 

整理自：施孟雅，「從專業期刊文獻分析我國臺灣地區的圖書館學研究」（碩士論文，臺灣大學，

民 81 年）。 

 
Koufogianakis 等人利用內容分析法將圖書資訊學研究領域大致分成

「館藏」、「教育」、「資訊取用與檢索」、「管理」、「專業議題」、

「參考服務」等六大類，並探討此六大類在各種圖書資訊學期刊內的分佈

及引用情形。（註39） 

 
民國 83 年鄭麗敏利用臺灣地區七種圖書館學及資訊科學期刊，從民

國 63 至 82 年，共蒐集到 1,079 篇期刊文獻，藉以瞭解國內有關圖書館學

與資訊科學研究的特質及其學術性，同時探討著者及期刊自我引用的情

況，其使用的分類類目共有 24 類（詳見表 2-2-3）。（註40） 

 
表 2-2-3 「近二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期刊論文引用參考文

獻特性分析」分類表 

1. 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2. 教育  3. 歷史、政治、地理  

4. 各種主題  5. 一般語言及文學  6. 醫學  

7. 人文學、文化  8. 雜文、傳記、遊記  9. 工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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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然科學  11. 目錄學、版本學  12. 電腦科學  

13. 新聞學  14. 管理、行政學  15. 印刷及出版  

16. 傳播學、語言學  17. 哲學  18. 社會學  

19. 法律、規章  20. 社會科學  21. 商學、經濟  

22. 心理學  23. 數學、統計學  24. 主題無法確認  

整理自：鄭麗敏，「近二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期刊論文引用參考文獻特性分析」

（碩士論文，淡江大學，民 83 年）。 

 
Meho 和 Spurgin 曾在 2005 年分析圖書資訊學研究人員和學校研究研

究領域為何，時間範圍為 1982 至 2002 年間 2,625 篇期刊論文，調查學校

包含 18 間 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所認可的圖書資訊學學校，

並將研究領域分成「人機互動」、「資訊檢索」、「資訊尋求行為」、「社

會資訊學」、「資訊組織」、「學術傳播」、「資訊管理」、「檔案」、

「數位圖書館」、「資訊系統」、「協作」、「學校媒體中心和兒童文學」、

「自然語言處理」、「特殊群眾」、「書目計量學」、「電腦中介傳播」、

「公共圖書館」、「管理」、「資訊政策」、「電信」等 20 大類。（註41） 

 
民國86年陳旭耀完成「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及其引用文獻之

研究」。該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臺灣地區從民國59 年至84 年12 月止圖書

資訊學相關科系研究所發表之碩士論文，進行論文及其引用文獻特的分

析，其使用的分類類目共11類(詳見表2-2-4)（註42）。 

 
表 2-2-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及其引用文獻之研究」分類表 

類 子目 

通論 

圖書館史 

圖書館與文化建設 

圖書館相關組織 

國外圖書館 

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 

圖書館學研究 

通論 

組織（含溝通、陞遷、關係） 

人力資源管理 

法令規章 

財務 

建築（含空間規劃、設備、裝飾等） 

圖書館行政與管理 

業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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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子目 

評鑑與館藏發展 

決策、規劃、管理方法 

通論 

徵集 

分類 

編目 

技術服務 

典藏（含清點、消毒、保存等） 

通論 

閱覽 

流通 

推廣（含行銷） 

參考服務 

參考資料 

利用指導 

特殊讀者服務 

讀者分析（含行為、態度、意見、資訊需求等）

讀者服務與參考服務 

專題選粹服務（SDI） 

通論 

合作採訪 

合作編目 

合作典藏 

館際互借 

館際合作 

互惠閱覽 

期刊 

視聽資料 

報紙、剪輯、小冊子 

特藏資料 

特殊資料處理 

其他 

資訊科學理論 

圖書館自動化通論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OPAC） 

資訊系統與資訊網 

資料媒體與技術 

機讀目錄 

資訊儲存與檢索 

資訊科學與圖書館自動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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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子目 

中文資訊處理 

通論 

國內外圖書館教育 

圖書館學系（所）課程 

繼續教育 

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 

圖書館利用指導 

目錄學與版本學  
出版物 

書商、代理商 

出版事業 

書目控制 

圖書館法 

著作權法 

圖書館標準 

圖書館法規與標準 

其他 

整理自：陳曜旭，「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及其引用文獻之研究」（碩士論文，輔仁大學，

民 86 年）。 

 
楊美華於民國 88 年發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及發展」，其利用文獻分析法、內容

分析法和書目計量法分析臺灣地區圖書館學專書、博碩士論文、專題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以及圖書館學專業期刊所刊載的研究文獻，透過該文章的分

析發現臺灣地區所發表的文章，大多是少數菁英完成；臺灣地區博碩士論

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國內外相關研究類似，而其中探討研究主題時，採

用的主類目則有八大項（詳見表 2-2-5）。（註43） 

 
表 2-2-5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及發展」分類表 

類 子目 

圖書館史 

圖書館哲學 

圖書館相關組織 

圖書資訊學通論 

圖書館人物 

通論 

建築、設備 

經費、財務 

組織 

圖書館行政與管理 

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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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子目 

圖書館法規與標準 

圖書館評鑑(包含業務統計) 

通論 

閱覽、流通 

參考資源 

參考服務 

資訊尋求行為 

利用教育 

推廣服務 

讀者服務 

館際合作 

通論 

徵集(採訪) 

分類 

編目 

典藏(包況維護、保存與淘汰) 

期刊 

技術服務 

特殊資料類型 

資訊儲存與檢索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資訊技術 

資料庫 

圖書館自動化及網路 

電子出版品 

研究方法 圖書資訊學教育 

課程 

目錄學與版本學 目錄學與版本學 

整理自：楊美華，「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及發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民

88 年，NSC 88-2413-H-004-012 (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民國 90 年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

體系之研究」一文提到，圖書資訊學的學者專家針對其特定的目標，擬定

或使用不同的主題分類體系，因此各有其使用時機、範圍，或其擬定的時

間與環境。隨著時間的變遷與環境更替，在進行研究發展趨勢的分析或研

究典範分析時，必須在既有基礎下，擬定新的分類體系。在此研究中根據

現有分類體系為基礎，建立一主題類表(詳見表 2-2-6)、四個複分表及一個

形式複分表，作為分析圖書資訊學研究主題的分類體系。（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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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系之研究」分類表 

1. 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類號  標目  說明  

1.1  通論   

1.2  圖書館與社會   

1.3  圖書館哲學、目的、功能   

1.4  圖書館發展趨勢  含以前、現在到未來的發展  

1.5  圖書館史   

1.6  圖書資訊專業學會   

1.7  人物  經考證、研究的學術性文獻  

1.8  國際關係   

1.9  法規與標準  含著作權、呈繳制度、查檢  

1.10  館際合作與組織  含資源共享議題  

1.99  其他   

2. 行政與管理  

類號  標目  說明  

2.1  通論   

2.2  人員與人事  含行政倫理、圖書館內部人力資源等

議題的探討  

2.3  規章   

2.4  組織  不限於內部組織  

2.5  經費   

2.6  建築   

2.7  業務統計  含各類統計  

2.8  評鑑  含圖書館內部的評鑑、評估  

2.9  決策與規劃  含委外、管理政策  

2.10  合作人員訓練   

2.11  對外關係  含公共關係議題  

2.99  其他   

3. 技術服務  

類號  標目  說明  

3.1  通論   

3.2  採訪  作業流程  

3.3  主題分析  含分類、標題、索引典  

3.4  資訊組織  含編目、metadata  

3.5  權威控制  含廣義、狹義  

3.6  館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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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典藏   

3.8  合作採訪   

3.9  合作編目   

3.10  合作典藏   

3.11  合作館藏發展   

3.99  其他   

4. 讀者服務  

類號  標目  說明  

4.1  通論   

4.2  閱覽  含館內使用議題  

4.3  流通  如政策  

4.4  推廣[行銷]   

4.5  參考服務   

4.6  參考資源   

4.7  利用指導與利用教育   

4.8  特殊讀者服務   

4.9  讀者研究  含使用研究、資訊需求  

4.10  新知服務   

4.11  互惠閱覽   

4.12  館際互借   

4.13  資料利用   

4.14  個人化服務   

4.99   

5. 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類號  標目  說明  

5.1  圖書館學理論   

5.2  資訊科學理論   

5.3  文獻計量學  含書目計量學  

5.4  資訊政策   

5.5  資訊倫理  含同儕審核  

5.6  資訊傳播  含資訊超載  

5.7  資訊素養  含終生學習、資訊利用  

5.8  圖書資訊學教育  含正式學程繼續教育  

5.9  研究方法   

5.10  圖書館專業  含專業倫理、工作上繼續教育、圖書

館員的角色、形象  

5.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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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書資訊技術  

類號  標目  說明  

6.1  自動化系統  自動化作業  

6.2 資料庫與資訊系統  

6.3  資訊媒體與技術  SGML、Markup  

6.4  資訊儲存與檢索  含資源共享所涉及的系統議題探討 

6.5  中文資料處理   

6.6  資料轉換  如資料格式、資料庫  

6.7  網際網路   

6.8  數位圖書館   

6.9  網頁設計   

6.99  其他   

7. 圖書與文獻  

類號  標目  說明  

7.1  通論   

7.2  出版與書業  含電子出版  

7.3  目錄學  古籍圖書分類  

7.4  版本學  古籍版本  

7.5  檔案學   

7.6  各種目錄  公家藏書目錄  

7.7  私家藏書  含印記、藏書樓、藏書票  

7.99  其他   

8. 其他（學科類別）  

類號  標目  說明  

8.1  人文學   

8.2  社會科學   

8.3  自然科學   

8.4  生物科學   

8.5  工程技術   

8.99  其他   

整理自：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系之研究」，圖書資訊學刊 

16 期(民 90 年)：187-207。 

 

林頌堅利用國內圖書資訊學相關期刊中高頻出現的詞語進行研究領

域分析，探討研究人員的研究對象與範圍，利用核心期刊論文中出現的詞

語作為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從近六年國內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論文所抽

取出來的詞語可以推論目前國內圖書資訊學的研究主題以圖書館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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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營與資訊資源的管理等實務性問題為主，在資訊資源方面，圖書資

訊學的研究主題則是文獻資源，並且電子形式的多媒體資訊資源及相關的

檢索表徵則是這個研究領域愈來愈重要的主題。（註45） 

 
民國 93 年楊美華在「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門博碩士論文暨專題研究

計畫」中，對於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執行機構、經費來源等進行探析。

其圖書資訊學博碩士論文研究之主題方面：以讀者服務、圖書館行政與管

理、圖書館自動化與網路居多。（註46） 

 
民國 93 年，陳淑芬針對民國 48 年至 91 年，四十餘年來圖書資訊學

學位論文共 544 篇，就研究主題上發展情況及趨勢進行研究主題分析。經

由論文收集、主題分析、主題詞給定、匯集主題詞、歸納主題詞、分屬類

別的程序，完整呈現四十餘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整體研究成果。研究

發現如下： 
(1) 總數 544 篇之論文歸入圖書資訊學綜論、圖書資訊服務、檔案學、

博物館學及其他五大類，以圖書資訊服務類 358 篇最多，近九成

五的論文是以研究圖書資訊學綜論、圖書資訊服務為主。圖書資

訊學綜論類之核心主題有資訊檢索、資訊尋求行為、書目計量學

三主題。 

 
(2) 圖書資訊服務類之核心主題有圖書資訊服務機構之行政管理下的

組織設置、人事管理主題，技術服務下之館藏發展、館藏整理主

題，讀者服務下之參考服務、使用者研究主題，及圖書資訊資源、

圖書資訊服務網路化等主題。（註47） 

 
民國 94 年王梅玲對教師研究專長調查以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Associ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的「圖書資訊學

研究領域分類表」（LIS Research Areas Classification Scheme）為依據，分

成八大類，分別為：(1)圖書資訊學發展/原理、(2)圖書資訊學教育、(3)館
藏發展、(4)使用者群服務、(5)資訊組織、(6)資訊系統與檢索、(7)圖書館

與資訊供應者類型、(8)管理與行政。（註48） 

 
民國 95 年歐陽崇榮等人利用期刊及博碩士論文進行分析，探討臺灣

圖書資訊學之研究，也根據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所制訂的「圖書資訊

學研究領域分類表」為依據分類體系進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圖書資訊

類期刊最多是第一類圖書資訊學發展/原理，次多是第五類資訊組織；圖書

資訊學類論文最多是第四類使用者群服務，次多是第六類資訊系統與檢

索。（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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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6 年徐韻婷探討臺灣與中國大陸兩地 1997 年至 2006 年間圖書

資訊學研究之特性與發展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臺灣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

「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基礎」，次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中國大

陸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次要的是「圖書資訊學理論與

基礎」。在研究小類主題方面，臺灣與中國大陸同樣關注的為「資訊組織」、

「資訊儲存與檢索」以及「網際網路」等三個研究主題。整體而言，臺灣

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注重資訊與技術層面，中國大陸則較為著重圖書資訊學

研究的理論與基礎。（註50） 

 
以下就圖書資訊學主題分析相關研究文獻進行整理列表 2-2-7，以供參

考。 
表 2-2-7 圖書資訊學主題分析相關研究文獻 

年代 研究題名 研究者 文獻類型 時間範圍 

1959 Doctoral Study in Libraria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J. P. Danton 博士論文 1930-1959 

1985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Core 

Library Journals of 1980 

Martyvonne 

M. Nour 

期刊論文 1980 

1987 Library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Douglas w. 

Cooper 

期刊論文 1985 

1988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1984 

Journal Literature 

Feehan et 

al. 

期刊論文 1984 

1988 Subject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75-1984 

Stephen E. 

Atkins 

期刊論文 1975-7984 

1990 Content Analysis of Research 

Articl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Kalervo 

Jarvelin and 

Pertt 

Vakkari 

期刊論文 1985 

1991 An Analysi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Robert 

Grover. et 

al. 

期刊論文 1981-1985 

1991 Analyzing the Library Periodical 

Literature: Content and Authorship 

Lois Buttlar 期刊論文 1991 

1991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1975: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 

Sisko 

Kumpulaine

n 

期刊論文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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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研究題名 研究者 文獻類型 時間範圍 

1991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Demark 1965-1989: A 

Content Analysis of R&D 

Publications 

Leif 

Kajberg 

研究報告 1965-1989 

1992 從專業期刊文獻分析我國臺灣地

區的圖書館學研究 

施孟雅 期刊文獻 70 至 79 年

1992 我國圖書館學教師研究趨勢及資

訊需求之調查研究 

李德竹 教師著作 69 至 79 年

1993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65-1985: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

Kalervo 

Jarvelin and 

Pertt 

Vakkari 

期刊論文 1965-1985 

1994 近 20 年臺灣地區圖書館學與資訊

科學期刊論文引用參考文獻特性

分析 

鄭麗敏 期刊文獻  62 至 82 年

1996 A Content Analysi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erial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Denmark 

Leif 

Kajberg 

期刊論文 1957-1986 

1997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及

其引用文獻之研究 

陳旭耀 碩士論文 59 至 84 年

1999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

及發展 

楊美華 學位論文 

研究計畫 

專書 

59 至 86 年

64 至 86 年

44 至 86 年

1999 『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二十五年

來的主題分佈 

吳美美 期刊論文 64 至 88 年

2001 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

系之研究 

羅思嘉 

陳光華 

林純如 

期刊文獻  

2002 基於高頻詞語的圖書資訊學研究

領域分析之初步探討 

林頌堅 期刊文獻 85 至 90 年

2002 Research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Abdoulaye, 

Kaba 

學位論文 1994-2000 

2004 台灣地區圖書資訊學門博碩士論

文暨專題研究計畫探析 

楊美華 學位論文 

研究計畫 

59 至 91 年

59 至 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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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研究題名 研究者 文獻類型 時間範圍 

2004 四十年來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

文研究主題之析論 

陳淑芬 學位論文 48 至 91 年

2005 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專長調

查報告 

王梅玲 期刊文獻  

2006 1995 至 2004 年圖書資訊學門研究

計畫成果書目計量分析 

黃慕萱 

賴麗香 

研究計畫 84 至 93 年

2006 從期刊及博碩士論文分析探討臺

灣圖書資訊學之研究 

歐陽崇榮等 期刊文獻 

學位論文 

90 至 95 學

年度 

2006 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核心

期刊之主題分析研究－以

1997-2006 年為例 

徐韻婷 期刊文獻 

 

86 至 95 年

2007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South Africa: an analysis 

of journal research output from 

1993-2006 

Ocholla, 

Dennis N. 

and 

Ocholla, 

Lyudmilla. 

期刊論文 1993-2006 

2008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reas: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 in LISA 

Gonzlez-Al

caide, 

Gregorio; et 

al. 

LISA 2004-2005 

2009 LIS Research in Pakistan: An 

Analysis of Pakist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1998-2007 

Naseer, M. 

Muhammad

期刊論文 199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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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研究所列之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主題類表進行比較如下表

2-2-8： 

 
表 2-2-8 臺灣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主題類表一欄表 

施孟雅(81 年) 陳旭耀(86 年) 楊美華(88 年) 羅思嘉(90 年) 王梅玲(94 年)

1.圖書館學與

圖書館事業 

1.圖書館與圖

書館事業 

1.圖書館學通

論 

1.圖書館與圖

書館事業 

1.圖書資訊學

發展／原理 

2.圖書館法規

與標準 

11.圖書館法規

與標準 

   

3.各類型圖書

館 

   2.圖書館與資

訊供應者類型 

4.出版事業 10.出版事業    

5.圖書館行政

與管理 

2. 圖書館行政

與管理 

2.圖書館行政

與管理 

2.行政與管理 3.行政與管理 

6.技術服務 3.技術服務 3.技術服務 3.技術服務 4.館藏發展 

    5.資訊組織 

7.讀者服務與

參考服務 

4. 讀者服務與

參考服務 

4.讀者服務 4.讀者服務 6.使用者群服

務 

8.館際合作 5.館際合作    

9.資訊科學與

圖書館自動化 

7.資訊科學與

圖書館自動化 

5.圖書館自動

化與網路 

5.圖書資訊技

術 

7.資訊系統與

檢索 

10.圖書館學與

資訊科學教育 

8. 圖書館學與

資訊科學教育 

6.圖書館學教

育 

6.圖書資訊理

論與基礎 

8.圖書資訊學

教育 

11.目錄學與版

本學 

9. 目錄學與版

本學 

7.目錄學與版

本學 

7.圖書與文獻  

12.特殊資料處

理及利用 

6.特殊資料處

理及利用 

8.其他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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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了瞭解圖書資訊學之主要研究主題，本研究將國內外研究情形

整理如表 2-2-9： 

 
表 2-2-9 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之重要研究主題比較表 

年代 相關研究 時間範圍 資料類型 主要研究主題 

1985 Nour 1980 期刊文獻 1.圖書館管理 

1987 Cooper 1985 期刊文獻 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2.技術服務 

3.圖書館資源 

1988 Atkins 1975-1984 期刊文獻 1.圖書館管理 

2.資訊檢索 

3.資料庫 

1990 Jarvelin＆ 

Vakkari 

1985 期刊文獻 1.資訊的儲存與檢索 

2.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服務

1991 Kumpulainen 1975 期刊文獻 1.圖書館與資訊服務 

2.資訊儲存與檢索 

1991 Kajberg 1957-1986 期刊文獻 1.特殊地區及國家 

2.資料與館藏 

3.建築與設備 

4.行政與管理 

1992 施孟雅 1981-1990 期刊文獻 1.資訊科學與圖書館自動化

2.讀者服務 

3.各類型圖書館 

1992 李德竹 1980-1990 教師著作 1.資訊科學與圖書館自動化

2.各類型圖書館 

3.特殊資料處理 

1993 Jarvelin＆ 

Vakkari 

1965-1985 期刊文獻 1.資訊的儲存與檢索 

2.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服務

1993 林巧敏 1954-1993 期刊文獻 1.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

資訊科學與圖書館自動化 

2.讀者服務 

3.目錄學與版本學 

1993 劉茲恆 1981-1990 碩士論文 1.圖書館學情報學基礎理論

2.目錄學 

3.分類與編目 

1996 華薇娜 1990-1993 博士論文 1.資訊需求和讀者分析輔導

2.資訊檢索 

1997 陳旭耀 1954-1993 碩士論文 1. 圖書館行政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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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相關研究 時間範圍 資料類型 主要研究主題 

2.讀者服務與參考服務、 

目錄學與版本學 

3.資訊科學與圖書館自動化

1970-1997 學位論文 

1975-1997 研究計畫 

1999 楊美華 

1955-1997 專書 

1.圖書資訊學通論 

2.技術服務 

3.讀者服務 

2002 林頌堅 1996-2001 期刊文獻 1.圖書館在服務與經營 

2.資訊資源的管理與實務性

2004 陳淑芬 1959-2002 學位論文 1.資訊檢索 

2.資訊尋求行為 

3.書目計量 

2004 楊美華 1970-2002 學位論文 

研究計畫 

1.讀者服務 

2.圖書館行政與管理 

3.圖書館自動化與網路 

4.技術服務 

2006 黃慕萱 1995-2004 研究計畫 1.資訊行為 

2.資訊檢索與技術 

3.行政與管理 

4.資訊組織 

期刊文獻 1.圖書資訊學發展/理論 

2.資訊組織 

2006 歐陽崇榮 90 至 95 學

年度 

學位論文 1.使用者群服務 

2.資訊系統與檢索 

2006 徐韻婷 1997-2006 期刊文獻 1.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基礎 

2.圖書資訊技術 

 

第三節 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之使用調查 

所謂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為圖書資訊學研究中所運用之倫理、原則和

方法。圖書館學發展至今仍不算十分成熟的學科，因學科中特有的研究方

法比較少，其研究方法大多來自其他學科，歸納來說，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採行的研究方法約有下列幾種：實驗法、調查法、歷史法、作業研究、個

案研究、書目計量學、內容分析法、疊慧法 (Delphi Method)、評估研究和

比較研究。(註51) 

 
大陸方面，最早可以探究到 1984 年喬好勤發表的「試論圖書館學研

究方法中的方法論問題」；1993 年，劉茲恆針對北京大學和武漢大學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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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至 1990 年圖書館學情報學碩士研究生的 275 篇論文進行分析，發現研

究方法以理論分析法（54.18%）最多，操作實驗法（14.18%）和歷史法

(14.18%)次之。(註52) 

 
2004 年任全娥曾以喬好勤所發表文章的統計模式，對 2000 至 2001 年

的《圖書館雜誌》、《中國圖書館學報》所發表的專業論文進行逐篇閱覽、

抽樣調查與分析，分析發現經歷了 20 年仍是分析歸納法所佔比例為第一，

第二是觀察實驗法。(註53) 

 
Peritz在“The Method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Some Results From a 

Biliometric Survey”針對 1935 至 1975 年間圖書館學的 39 本核心期刊，進

行研究方法的調查，發現以調查研究法數量最多，其次是歷史研究法，最

少是內容分析法。(註54)而 Nour 進一步在 1985 年仿照 Peritz 的研究，針

對 1980 年出版的 41 本圖書館學核心期刊進行研究方法的調查，研究結果

顯示，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則是以調查法及理論分析法最常用。(註55) 

 
Feehan、Gragg II、Havener 及 Kester 等四位學者分析 1984 年圖書館

學與資訊科學的期刊文獻所使用之研究方法進行調查，發現最常使用的研

究方法為歷史法、調查法和觀察法，而 15%的文章使用一種以上的研究方

法(註56)。芬蘭 Sisko Kumpulainen 調查 1975 年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的期

刊論文中發現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為口語論證法和調查法。(註57) 

 
除了透過期刊進行研究方法使用的分析外，另有針對學位論文所使用

的方法進行探討的文獻，如 Shaughnessy 分析 1972 至 1976 年 139 篇圖書

館學學位論文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發現有 81%的論文傾向以實際、應

用、解決問題為目的，僅有 26%的論文可歸類為基礎研究。有五分之一的

論文是使用歷史研究法(註58)。Grotzinger 分析 1977 至 1978 年 76 篇圖書

館學博士論文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發現大約有 42%是描述型的調查

方法，這些調查方法一般都涉及問卷或訪談調查，而有 17%的研究室使用

歷史法。(註59) 

 
1982 年 Stroud 針對 1976 至 1981 年間 89 篇有關學校圖書館的學位論

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形進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調查法是最常被使用的

研究方法。(註60)1994 年 Blake 分析 1974 至 1989 年間圖書館學與資訊科

學博士論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了要釐清時代改變對數量和使用的影

響，將 15 年間的研究分成三個年代區段，研究發現調查法與歷史法依然

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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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年施孟雅的學位論文以臺灣地區十四種圖書館學期刊文獻，進行

書目計量學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 36.3%的文獻採用調查法；其次為歷史

法(26.8%)，而各研究方法的文章篇數並沒有逐年增加或減少的趨勢(註
62)。1997 年陳旭燿針對臺灣地區的碩士論文進行引用文獻分析，發現最

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和歷史研究法。(註63) 

 
1996 年王梅玲以美國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在 1975 至 1994 年 20 年

間的 80 篇論文為研究對象，並分成 1975-84 及 1985-1994 這兩個階段進行

比較，探討研究主題、研究方法、作者特性等項目，統計結果發現，在研

究方法的部份，1975-84 年間吳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不詳者最多，1985-1994
年間則以調查法使用最多。(註64) 

 
2006 年余玟靜研究大學圖書館館員對於發表期刊文章認知與態度，發

現大學圖書館館員在學術性期刊發表的文章性質以「研究性文章」居多，

研究方法以「調查法」為主，綜合性期刊則以「館務公告」及「介紹性文

章」較多，較常發表的期刊文章主題為「資訊科技」與「讀者服務」。(註

65) 
2007 年楊美華和陳冠穎針對「臺灣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力及學術成果

探析」中針對 59 年到 94 年的博碩士論文進行研究方法的分析，發現最常

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訪談法、文獻分析法和歷史研究法。(註66) 

 
臺灣地區博碩士論文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以調查法、訪談法、文獻

分析法和歷史研究法居多，然而綜合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的相關調

查發現，從過去的論文對於研究方法使用的調查發現，在 80 年代時期最

常使用的是調查法和歷史研究法，到了 90 年代除了沿襲過去外，增加了

使用問卷調查、文獻分析法和操作實驗法，由表 2-3-1 窺出端倪： 

 
表 2-3-1 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之使用 

年代 相關研究 時間範圍 資料類型 主要研究方法 

1976 Shaughnessy 1972-1976 學位論文 歷史研究法 

1980-1981 Peritz 1935-1975 期刊文獻 調查法 

歷史研究法 

1981 Grotzinger 1977-1978 博士論文 調查法 

歷史研究法 

1982 Stroud 1976-1981 學位論文 調查法 

1987 Feehan et al. 1984 期刊文獻 歷史研究法 

調查法 

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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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相關研究 時間範圍 資料類型 主要研究方法 

1991 Kumpulainen 1975 期刊文獻 口語論證法 

調查法 

1992 施孟雅 1981-1990 期刊文獻 調查法 

歷史研究法 

1993 劉茲恆 1981-1990 學位論文 理論分析法 

操作實驗法 

歷史法 

1994 Blake 1974-1989 博士論文 調查法 

歷史研究法 

1996 王梅玲 1975-1994 期刊文獻 調查法 

1997 程煥文 1979-1994 期刊文獻 歷史研究法 

1997 陳旭燿 1970-1995 學位論文 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歷史研究法 

1999 楊美華 1970-1997 學位論文 調查法 

文獻分析法 

歷史研究法 

2004 任全娥 2000-2001 期刊文獻 分析歸納法 

觀察實驗法 

2006 余玟靜 2000-2004 期刊文獻 調查法 

2007 楊美華 

陳冠穎 

1970-2005 學位論文 調查法 

訪談法 

文獻分析法 

歷史研究法 

 

第四節 圖書資訊學文獻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 

Peritz在“The Method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Some Results From a 
Biliometric Survey”針對 1935 至 1975 年間圖書館學的 39 本核心期刊，進

行圖書館類型的調查，發現以大學圖書館及專門圖書館最常被研究，而公

共圖書館最少。(註67) 

 
芬蘭 Sisko Kumpulainen 調查 1975 年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的期刊論文

中學術及專門圖書館是最常被探討的圖書館類型。(註68)Feehan、Gragg 
II、Havener 及 Kester 等四位學者分析 1984 年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的期刊

文獻進行圖書館類型的調查，以學術圖書館最多，佔了約四分之一

(22.8%)，研究主題與圖書館類型都沒有相關的文章有 21.9% ，非圖書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9

的機構及多個圖書館類型的數量各有 17.1% (註69)。 

 
丹麥學者 Kajberg 於 1991 年分析丹麥 1965 至 1989 年圖書館學與資訊

科學研究報告的文獻，此文獻蒐集 429 篇研究性的文獻，研究結果發現，

公共圖書館是最常被探討的圖書館類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報告是討論此

類圖書館。(註70) 

 
之後 Kajberg 又於 1996 年分析 1957 至 1986 年發表在丹麥的圖書館學

資訊科學期刊文獻，分成三個年代區段，比較三十年間圖書館學與資訊科

學的改變，圖書館類型的研究，以公共圖書館的研究數量是最多(54.1%)，
佔了全部研究性文章的一半，其次是學術與研究圖書館(6.4%)。(註71) 

 
1996 年華薇娜擷取美國《國際學位論文摘要 A 輯：人文科學與社會

科學》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簡稱 DAI．A.)第 50 卷到 54 卷中 1990 至 1993 年美國圖書館學

博士論文共 236 篇，進行統計分析圖書館學博士論文圖書館類型，研究結

果發現，以學術圖書館(38%) 最多，其中又以大學圖書館(19.7%)的比例最

大；其次是中小學圖書館 (18.3%)、公共圖書館(16.2%)、外國圖書館

(16.2%)。(註72) 

 
1997 年，陳旭耀完成「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及其引用文獻之

研究」碩士論文，發現大專院校及學術圖書館是最常探討的圖書館類型。

（註73）2004 年，楊美華在「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門博碩士論文暨專題研

究計畫」，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仍以大專院校及學術圖書館為主，其次

為公共圖書館。（註74） 

 
2007 年，楊美華、陳冠穎針對我國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力及學術成果

進行探析，透過分析民國 59 年至 95 年間圖書資訊學相關之研究人力和學

術成果，發現在針對類型圖書館所做的研究，其中以大專圖書館為最多，

公共圖書館居次。(註75） 

 
將國內外對於圖書館類型之研究整理如表 2-4-1： 

 
表 2-4-1 國內外相關研究中研究主題論及圖書館類型比較表 

年代 相關研究 時間範圍 資料類型 主要圖書館類型 

1980-1981 Peritz 1935-1975 期刊文獻 大學圖書館 

專門圖書館 

1991 Kumpulainen 1975 期刊文獻 學術及專門圖書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0

1987 Feehan 1984 期刊文獻 學術圖書館 

1991 Kajberg 1965-1989 研究報告 公共圖書館 

1996 Kajberg 1957-1986 期刊文獻 公共圖書館 

1996 華薇娜 1990-1993 博士論文 學術圖書館 

1997 陳旭耀 1970-1995 碩士論文 大專院校圖書館 

學術圖書館 

2004 楊美華 1970-2002 碩士論文 大專院校圖書館 

學術圖書館 

2007 楊美華 1970-2005 碩士論文 大專圖書館 

公共圖書館 

 

第五節 圖書資訊學關鍵詞之相關研究 

關鍵詞是表達文獻主題概念的自然語言詞彙，一個學術研究領域較大

時域內大量學術研究成果的關鍵詞的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總體內容

特徵，研究內容之間的內在聯繫和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發展方向等。 

 
在文獻回顧過程中，發現台灣圖書資訊學對於文章中關鍵詞的使用調

查較少，有林頌堅在 2002 年所發表之「基於高頻詞語的圖書資訊學研究

領域分析之初步探討」、2006 年陳立原發表「以 Ontology 和 FRBR 技術

分析博碩士論文探討圖書資訊學之學科發展與知識關連」、2006 年徐韻婷

發表之「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之主題分析研究－以

1997-2006 年為例」及 2009 年蔡佩玲發表之「近年來海峽兩岸有關電子資

源與圖書館服務研究成果分析-以期刊論文為例」。 

 
林頌堅利用國內圖書資訊學相關期刊中高頻出現的詞語進行研究領

域分析，探討研究人員的研究對象與範圍。利用核心期刊論文中出現的詞

語作為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在初步研究中，從近六年國內圖書資訊學核

心期刊論文所抽取出來的詞語可以推論目前國內圖書資訊學的研究主題

以圖書館在服務、經營與資訊資源的管理等實務性問題為主。（註76） 

 
徐韻婷探討臺灣與中國大陸兩地 1997 年至 2006 年間圖書資訊學研究

之特性與發展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在關鍵詞研究部分，研究結果顯示，

臺灣與中國大陸都有發展與提升的需要，唯臺灣的關鍵詞定義較為嚴謹，

中國大陸則顯得較為活潑而彈性。（註77） 

 
陳立原發表「以 Ontology 和 FRBR 技術分析博碩士論文探討圖書資訊

學之學科發展與知識關連」中發現每篇圖書資訊學博碩士論文平均有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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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關鍵詞，每個關鍵詞則有 1.58 篇博碩士論文使用，關鍵詞只被一篇博碩

士論文使用之數量佔全部 79.96%，顯示關鍵詞重覆被使用機會很低，博碩

士論文在研究主題上各有其專精。圖書資訊學博碩士論文使用次數最多前

三個關鍵詞與其他關鍵詞使用次數有明顯差異，顯示這三個關鍵詞「大學

圖書館」、「公共圖書館」、「圖書館」為圖書資訊學博碩士論文之研究

主題核心。（註78） 

 
蔡佩玲針對近年來海峽兩岸有關電子資源與圖書館服務研究成果分

析-以期刊論文為例，針對關鍵詞的使用進行調查，發現大陸期刊關鍵詞多

集中於三至四個，但臺灣期刊所給的數量則較為分散，有三個、八個等現

象，最多至 16 個，作者推論是由於作者自行給定，無故統一的控制詞彙

所造成；並在結論中提出以關鍵詞分析趨勢是否妥適、關鍵詞分類架構之

建立是否周延、關鍵詞歸類困難和關鍵詞歸類之主觀性等問題。（註79） 

 
大陸地區對於期刊論文關鍵詞的使用，有相當大量的討論，如 1998

年雷曉慶和劉曉雁運用關鍵詞分析原理，對 1994 至 1996 年《圖書情報工

作》論文關鍵詞的特征進行分析，著重探討關鍵詞的概念及其分布(註80）；
2005 年卲勝春運用文獻計量學方法，統計 2001 至 2003 年《圖書情報工作》

論文關鍵詞及分類號，並對其數量、內容、標引質量等進行研究分析。（註

81） 

 
2006 年賈玉英對《圖書館建設》2003 至 2004 年刊載論文的關鍵詞、

分類號進行統計、分析和研究。結果表明，該刊關鍵詞和分類號的標引質

量較高，同時指出了存在的問題，為進一步提高該刊的標引質量提供了參

考依據。（註82） 

 
2007 年化柏林針對圖書情報學核心期刊論文關鍵詞計量進行分析，從

中文科技期刊資料庫(重慶維普)選取了 1989 年到 2005 年的 17 種圖書情報

學核心期刊(2004 版)的所有論文，利用 VBA 對文獻的關鍵詞進行統計分

析，主要從數量分佈、詞長規律、增長趨勢以及關鍵詞與文章的數量關系

進行了分析，並按功能對關鍵詞進行了分類。（註83）（註84）； 

 
2008 年馬世傑運用文獻計量學詞頻分析方法，對《圖書館工作與研究》

1991-2006 年刊載論文的關鍵詞進行統計、歸納和分析，揭示了該刊近年

來圖書館學研究的重點及其發展變化規律。（註85）； 

 
2009 年昌建納以 VIP 和 CNKI 為數據源，運用關鍵詞統計方法分析我

國圖書情報界關於資料庫建設研究論文的主題內容和研究特徵。結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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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集中於各類型資料庫的建設實踐方面，注重資料來源、質量控制

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研究，網絡資料庫、知識產權是近期研究的熱點和

難點。總體研究特徵，微觀層面的經驗總結性探索居多，宏觀層面理論指

導性研究偏少，資料庫建設研究內容隨時代發展變化而變化。（註86） 

 
2010 年宮玉雯和王魯燕運用文獻計量學研究方法中的詞頻分析法和

共詞分析法對 2005 至 2008 年圖書情報學關於 Web2.0 論文所使用的高頻

關鍵詞進行分析，並利用 SPSS 軟體加以統計，最後根據結果總結出這四

年國內圖書情報學關於 Web2.0 的研究重點。（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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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之數量、研究主題、圖書館類型

及關鍵詞使用等情形，以書目計量學為主要研究方法，利用全國博碩士論

文網蒐集台灣六所大學所產出的碩士論文，透過整理臺灣圖書資訊學學位

論文資訊，以瞭解其全貌，再透過資料收集，分析論文主題、探討台灣地

區圖書資訊學研究領域的內涵及成果。僅就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和研究程序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透過蒐集研究主題相關資料，經由分析與研究獲得所需

資料的方法。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國內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現況，提出圖

書資訊學研究領域有那些內涵及成果，進而瞭解圖書資訊學研究之全貌。

因此收集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研究相關文獻，包含博碩士論文、期刊文獻、

研究報告等學術文獻。 

二、內容分析法 

Kerlinger 把內容分析定義為，一種系統、客觀、定量的研究分析方法，

目的在測量傳播中某些可測量的變數(註1)。內容分析的研究重點，是在一

個或多個時間點上，針對傳播內容的特性，透過量化的數據描述與解釋，

來檢視媒介的傳播內容，從其中發掘各種的可能性。 

三、書目計量學 

以書目計量學進行研究之緣由，乃是因為其利用數學、統計學和邏輯

學的理論和方法，對各類型文獻的本質和結構，作數量、品質和應用上的

研究與分析（註2）書目計量學是一種具體且量化的研究方法，主要在於

確認某些特定現象中出版品的議題及用途，對已知且多元的資料，作特性

和內容分析（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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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本研究研擬架構如圖 3-4-1 所示，首先由文獻探討獲

得圖書資訊學學位論文研究之理論架構，進而分析各系所碩士論文資訊情

況，收集本研究所需論文資料後進行分析與整理，最後做出研究結論。 

 

 

 

圖 3-4-1 研究架構圖 

 

 

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論文十年間之變化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之文獻探討 

 
學位論文的相關研究 

圖書資訊學研究主題分類體系 
圖書資訊學使用之研究方法 

圖書資訊學文獻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 
圖書資訊學關鍵字之相關研究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內容分析 

研究主題 

圖書館類型 

研究方法 

關鍵字 

各系所碩士論文資訊 

數量 

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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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如下，依碩士班設置時間先後順序作ㄧ說明（詳如表

3-3-1）： 

 
表 3-1-1 台灣圖書資訊學系所一覽表 

學校 系所名稱 成立年代 備註 

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980 年 

碩士在職專班從

92 學年度開始招

生至 98 學年度停

招。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1991 年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994 年  

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996 年 

圖書資訊學數位

碩士在職專班從

98 學年度開始招

生。 

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999 年  

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2002 年 

民國四十四年成

立社會教育學系

圖書資訊學組。 
民國九十一年成

立圖書資訊學之

獨立研究所。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資料蒐集工具、資料處理工具及分類表進行介紹，在

資料收集工具分別為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華藝電子學位論文、各系所

網頁所刊載之碩士論文清單及各校之機構典藏；資料處理工具則為 Excel 
試算表與本研究所採用之分類表，個別詳述如下。 

 

一、資料蒐集工具 

研究資料收集以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與華藝電子學位論文為主，輔

以各系所網頁所刊載之碩士論文清單及各校之機構典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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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註4) 
針對臺大、淡江、輔大、政大、中興和臺師大共六所學校，在全國博

碩士論文資訊網中之收錄情形進行調查後，發現 87-97 學年度內各校，共

有 713 篇論文，其中臺大圖資所 151 篇、淡江資圖所 149 篇、輔大圖資所

132 篇、政大圖檔所 134 篇、中興圖資所 58 篇、臺師大圖資所 89 篇(不含

臺師大社教所圖資組所發表之文章)，如下表 3-3-1 所示。 

 

表 3-3-1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各校收入年限與數量統計一覽表 

       學校 
學年度 

臺大 淡大 輔大 政大 中興 師大 小計 

97 17 8 12 17 6 25 85 

96 18 9 12 15 7 33 94 

95 12 12 13 10 8 17 72 

94 21 12 9 14 9 6 71 

93 13 16 18 17 3 4 71 

92 12 21 8 16 8 4 69 

91 9 10 16 15 4 - 54 

90 13 11 18 13 13 - 68 

89 13 16 8 8 - - 45 

88 12 11 8 5 - - 36 

87 11 23 10 4 - - 48 

總計 151 149 132 134 58 89 713 

. 
針對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中電子全文(包含影像全文)數進行調查

後，發現 88-98 學年度內各校，共有 211 篇論文，如下表 3-3-2 所示。 

 
表 3-3-2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各校電子全文數量統計一覽表 

       學校 
學年度 

臺大 淡大 輔大 政大 中興 師大 小計 

88-98 45 46 42 31 17 30 211 

 
(二) 、華藝電子學位論文(註5) 
針對臺大、淡江、輔大、政大、中興和臺師大共六所學校，在華藝的

CETD 中之收錄情形進行調查後，發現僅收入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

大學、中興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所產出的碩士論文，共有 304 篇論文，其

中臺大圖資所 109 篇、淡江資圖所 59 篇、政大圖檔所 40 篇、中興圖資所

28 篇、臺師大圖資所 68 篇，如下表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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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CETD 各校收入年限與數量統計一覽表 

校名 系所名稱 篇數 收入年限 

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09 2004-2010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館學系碩士班 59 2005-2010 

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40 2006-2009 

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28 2006-2010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56 2004-2008 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 12 2005-2008 

總數  304  

 
華藝的 CETD 共收錄有 304 篇，電子全文共 156 篇，比例約佔了 50%。

但以各校進行分析後發現，政治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在此資料庫中規定需

到學校圖書館內才能夠下載電子全文；僅有臺灣大學、淡江大學和中興大

學有提供線上電子全文下載。（詳如表 3-3-4） 

 
表 3-3-4 CETD 碩士論文數量統計表 

學校 電子全文查詢館藏無記錄小計

臺灣大學 88 21 0 109

淡江大學 48 1 4 53

政治大學 0 40 0 40

中興大學 20 8 0 28

臺灣師範大學 0 56 0 56

總計 156 126 4 286

 
(三) 、各系所網頁 
針對臺大、淡江、輔大、政大、中興和臺師大共六所學校，各系所網

頁中中之收錄情形進行調查後，將其依收錄範圍和筆數整理，如下表 3-3-5
所示。 

表 3-3-5 各系所網頁碩士論文資訊一覽表 

學校 收錄範圍 筆數 

臺灣大學(註6) 71-99 年 307 

淡江大學 無 0 
輔仁大學(註7) 84-97 學年度畢業 164 

政治大學(註8) 86-97 學年度入學 136 

中興大學(註9) 88-95 學年度入學 58 

臺灣師範大學(註10) 93 年 6 月-98 年 6 月畢業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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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校自行建置之論文系統 
針對臺大、淡江、輔大、政大、中興和臺師大共六所學校，各校自行

建置之論文系統之收錄情形進行調查後，將其依收錄範圍和筆數整理，如

下表 3-3-6 所示。 

 
表 3-3-6 各校自行建置之論文系統之論文資訊一覽表 

學校 收錄範圍 筆數 

國立臺灣大學學士論文檢索網-圖館系(註11)  1 
輔仁大學博碩士論文系統(飛資得) (註12) 84-97 學年度 164 

國立政治大學博碩士論文全文影像系統(註13) 86-97 學年度 134 

臺灣師範大學博碩士論文系統(飛資得) (註14) 92-98 學年度 70 

 
(五) 、各校之機構典藏 
針對臺大、淡江、輔大、政大、中興和臺師大共六所學校，各校的機

構典藏系統中博碩士論文之收錄情形進行調查後，將其依收錄範圍和筆數

整理，如下表 3-3-7 所示。 

 
表 3-3-7 各校之機構典藏之論文資訊一覽表 

學校 收錄範圍 電子全文數/總數 

臺灣大學(註15) 1985-2009 98/115 
淡江大學(註16) 1997-2009 54/54 
輔仁大學(註17) 無 0/0 
政治大學(註18) 2001-2008 52/95 
中興大學(註19)  2006-2008 4/4 
臺灣師範大學(註20) 2003-2009 109/109 

 

二、資料處理工具 

本研究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華藝電子學位論文、各系所網頁及

各校之機構典藏等平台中彙整台灣該六所大學碩士論文研究產出之相關

書目資料檔案後，以 Excel 試算表軟體作為主要資料處理工具，Excel 具
有下列功能： 

（一）資料匯入：將資料庫轉出的原始書目記錄檔案匯入 Excel 中。 
（二）資料處理：開始工作表之建立、編輯、資料運算等工作。 
（三）資料維護：確認匯入資料是否正確，根據不同欄位，如作者、

機構、篇名等欄位進行確認，以刪除重複的資料，並對正確的資料進行維

護與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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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分析：將正確資料以不同的欄位作為分析變數，進行資料

排序、篩選、彙總與分析等簡易作業。 
（五）繪圖：依不同欄位資料需求繪製統計圖表。 

 

三、分類表 

就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註21)在民 90 年「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

題分類體系之研究」一文提到，隨著時間的變遷與環境更替，在進行研究

發展趨勢的分析或研究典範分析時，必須在既有基礎下，擬定新的分類體

系。因此類表有小類並具有擴張性，故本研究中根據其所建立之現有分類

體系為基礎進行修改，詳如表 3-3-8 所示： 

 

表 3-3-8 本研究所採用之分類表 

1. 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類號 標目 說明 

1.1 通論  

1.2 圖書館與社會  

1.3 圖書館哲學、目的、功能  

1.4 圖書館發展趨勢 含以前、現在到未來的發展 

1.5 圖書館史  

1.6 圖書資訊專業學會  

1.7 人物 經考證、研究的學術性文獻 

1.8 國際關係  

1.9 法規與標準 含著作權、呈繳制度、查檢 

1.10 館際合作與組織 含資源共享議題 

1.99 其他  
2. 行政與管理 

類號 標目 說明 

2.1 通論  

2.2 人員與人事 
含行政倫理、圖書館內部人力資源

等議題的探討 

2.3 規章  

2.4 組織 不限於內部組織 

2.5 經費  

2.6 建築 [含空間設計] 

2.7 業務統計 含各類統計 

2.8 評鑑 含圖書館內部的評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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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決策與規劃 含委外、管理政策 

2.10 合作人員訓練 [含義工、廠商、工讀生] 

2.11 對外關係 含公共關係議題 

2.99 其他  
3. 技術服務 

類號 標目 說明 

3.1 通論  

3.2 採訪 作業流程 

3.3 主題分析 含分類、標題、索引典 

3.4 資訊組織 含編目、metadata 

3.5 權威控制 含廣義、狹義 

3.6 館藏發展  

3.7 典藏 [含機構典藏、數位典藏] 

3.8 合作採訪  

3.9 合作編目  

3.10 合作典藏  

3.11 合作館藏發展  

3.99 其他  
4. 讀者服務 

類號 標目 說明 

4.1 通論  

4.2 閱覽 含館內使用議題 

4.3 流通 如政策 

4.4 推廣[行銷] [含閱讀活動] 

4.5 參考服務  

4.6 參考資源  

4.7 利用指導與利用教育  

4.8 特殊讀者服務  

4.9 讀者研究 含使用研究、資訊需求 

4.10 新知服務  

4.11 互惠閱覽  

4.12 館際互借  

4.13 資料利用  

4.14 個人化服務  

4.15 [支援教學] [含數位學習] 

4.16 [書目療法]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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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類號 標目 說明 

5.1 圖書館學理論  

5.2 資訊科學理論  

5.3 文獻計量學 含書目計量學 

5.4 資訊政策  

5.5 資訊倫理 含同儕審核 

5.6 資訊傳播 含資訊超載 

5.7 資訊素養 含終生學習、資訊利用 

5.8 圖書資訊學教育 含正式學程繼續教育 

5.9 研究方法  

5.10 圖書館專業 
含專業倫理、工作上繼續教育、圖

書館員的角色、形象 

5.99 其他  
6. 圖書資訊技術 

類號 標目 說明 

6.1 自動化系統 自動化作業 

6.2 資料庫與資訊系統  

6.3 資訊媒體與技術 SGML、Markup 

6.4 資訊儲存與檢索 
含資源共享所涉及的系統議題探

討(openURL) 

6.5 中文資料處理  

6.6 資料轉換 如資料格式、資料庫 

6.7 網際網路  

6.8 數位圖書館 [含數位博物館] 

6.9 網頁設計  

6.10 [系統使用評估]  

6.99 其他  
7. 圖書與文獻 

類號 標目 說明 

7.1 通論  

7.2 出版與書業 含電子出版 

7.3 目錄學 古籍圖書分類 

7.4 版本學 古籍版本 

7.5 檔案學  

7.6 各種目錄 公家藏書目錄 

7.7 私家藏書 含印記、藏書樓、藏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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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博物館學]  

7.99 其他  
8. 其他（學科類別） 

類號 標目 說明 

8.1 人文學  

8.2 社會科學 [含教育、傳播] 

8.3 自然科學  

8.4 生物科學  

8.5 工程技術  

8.99 其他  

 

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節針對研究實施的過程及步驟說明如下(詳圖 3-5-1)。 

一、確立研究主題與選定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之發展為研究方向，目的在呈

現台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在學術生產力概況及各系所學術生產力特

性、碩士論文研究過程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和圖書館類型的分

佈。 

二、蒐集相關文獻資料 

確定主題後開始進行蒐集、閱讀、歸納及整理與研究主題相關之中外

文獻，從不同的理論與實證研究文獻中瞭解此一主題有關的研究方向、方

法與結果，作為本研究的借鏡與參考，隨之撰寫論文計畫書。 

三、檢索原始書目資料 

針對各校學位論文資訊進行盤點及調查，再利用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

文資訊網及各校系所網站，蒐集本研究所需碩士論文的書目資料。 

 
（一）決定檢索詞彙並制定檢索策略 
檢索詞彙的決定依據各校的校名及系所名稱，進行查檢，利用在資料

庫中的欄位學校和系所名稱加以設限，並限定學年度和碩士論文，以取得

研究時間範圍內的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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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分析之資料欄位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台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學術生產力概況，並以

學校和系所為計算單位，因此作者、系所、學校為生產力分析要項，進一

步瞭解碩士論文特性，因此針對書目資料的主題、圖書館類型、年代、作

者、研究方法等欄位進行分析。 

四、資料建立與處理 

將前項所收集到的書目資料經過整理、查核、過濾剔除不是研究範圍

內的書目資料之後，共得到本學科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研究所碩士論文資

料 725 筆。 

 
（一）建立書目資料庫 
將書目資料下載後即建立一小型書目檔，可避免費時耗力的多次檢

索，並減少出錯機會。而資料下載依照資料庫提供的格式，以完整著錄格

式建立書目資料庫，包含主題、作者、篇名、出版年、學年度、圖書館類

型、研究方法等欄位。 

 
（二）資料的處理 
書目計量學處理的資料，大多包含文字及數字等不同數據，這些龐雜

的原始數據必須藉助電腦的排序、分析、歸類與計算功能，才能達到事倍

功半的效果。 

 
（三）資料的人工查證與比對 
書目資料經過處理後，必須經過人工查證與比對，例如：學校或系所

的更名、縮寫等辨識問題，均須由人工查證與比對，才能順利進行。 

五、分類表的訂定 

採用羅思嘉所訂定之分類表，並予以增修。 

六、進行資料分析與統計 

利用 Excel 將處理過後的資料進行分析，依研究問題進行相關統計分

析，再依據統計結果繪製相關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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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撰寫論文 

最後將上述各種研究結果，撰寫為完整之論文。將統計分析的結果，

加以解釋說明，並與國內外相關研究進行比較分析，依解釋結果撰寫本研

究的研究報告。 

 

 

圖 3-5-1 研究步驟流程圖 

研究開始 

擬定研究主題與方向 

蒐集並研讀相關文獻 

確定研究目的、範圍與建立研究架構 

界定研究問題 

論文資料分析與整理 

撰寫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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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Wimmer, Roger D. And Joseph R. Dominik；李天任、藍莘等譯，大眾媒體研

究－導論 (臺北市：亞太，民 86 年) ：218。 

註2 何光國，文獻計量學導論（台北市：三民，民 83 年），頁 8。 

註3 Jean-Pierre V. M. Hérubel, “Historical bibliometrics: its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disciplines,＂ Library and Culture 34:4: 
(1999):380-389. 

註4 國家圖書館，「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html，檢索日期：2010/8/3。 

註5 華藝，「電子學位論文」，http://www.cetd.com.tw/ec/，檢索日期：2010/8/3。 

註6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清單」，

http://web.lis.ntu.edu.tw/main/academic.php?Cat=2&item=270&Cat=2，檢索日

期：2009/10/23。 

註7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歷屆碩士論文全一覽」，

http://web.lins.fju.edu.tw/uploads/file/big5/gra/gra_thesis/papers_new.htm，檢索

日期：2009/10/23。 

註8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http://www.lias.nccu.edu.tw/index2.htm，檢索日期：2009/10/7。 

註9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論文」，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student/student_02_01.asp，檢索日期：

2009/10/7。 

註10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歷年論文」，

http://www.glis.ntnu.edu.tw/webpage/student_paper.htm，檢索日期：

2009/10/13。 

註11 臺灣大學圖書館特藏組，「國立臺灣大學學士論文檢索網」，

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檢索日期：2009/10/23。 

註12 輔仁大學圖書館，「輔仁大學博碩士論文系統」，

http://140.136.209.5/cdrfb3/index.html，檢索日期：2009/10/23。 

註13 政治大學，「國立政治大學博碩士論文全文影像系統」，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cdrfb3/gsweb.cgi?o=dallcdr，檢索日期：

2009/10/7。 

註14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臺灣師範大學博碩士論文系統」，

http://140.122.127.247/gs/ntnu/etd.htm，檢索日期：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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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 臺灣大學圖書館，「臺灣大學機構典藏」，

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55958，檢索日期：2010/8/19。 

註16 淡江大學圖書館，「淡江機構典藏」，

http://tkuir.lib.tku.edu.tw:8080/dspace/handle/987654321/756?page=0，檢索日

期：2010/8/19。 

註17 輔仁大學圖書館，「輔仁大學學術研究成果全文典藏檢索系統」，

http://140.136.128.216:8888/ir/，檢索日期：2010/8/19。 

註18 政治大學圖書館，「政大機構典藏」，

http://nccui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2214?page=0，檢索日期：

2010/8/19。 

註19 中興大學圖書館，「興大機構典藏」，

http://nchuir.lib.nchu.edu.tw/handle/309270000/96，檢索日期：2010/8/19。 

註20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機構典藏」，

http://ir.lib.ntnu.edu.tw/handle/309250000Q/7?page=0，檢索日期：2010/8/19。 

註21 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系之研究」，

圖書資訊學刊 16 期(民 90 年) ：18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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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特性分析 

第一節 總數量與各校生產力分析 

本研究統計臺大、淡江、輔大、政大、中興和臺師大共六所學校，從

民國 88 年 8 月至 98 年 7 月止，所發表的碩士論文 725 篇（參閱附錄一），

其中臺大圖資所 156 篇、淡江資圖所 150 篇、輔大圖資所 136 篇、政大圖

檔所 135 篇、中興圖資所 58 篇、臺師大圖資所 91 篇(不含臺師大社教所圖

資組所發表之文章)。(如表 4-1-1)。 

 
碩士論文產出的數量，以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最多，佔有 20

％；其次為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佔有 18％。此外臺大每年平均發

表 14 篇、淡大每年平均發表 13 篇、輔大每年平均發表 12 篇、政大每年

平均發表 12 篇、中興每年平均發表七篇、臺師大每年平均發表 15 篇；而

平均每年發表篇數最多的是臺師大。(如表 4-1-1)。 

 
表 4-1-1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統計表 

出版年 臺大 淡大 輔大 政大 中興 臺師大 小計 

2009 16 8 8 17 6 20 75

2008 19 9 14 14 7 35 98

2007 14 12 10 12 7 19 74

2006 22 12 14 12 8 9 77

2005 13 16 15 16 5 4 69

2004 13 21 15 17 8 4 78

2003 8 10 15 12 4 - 49

2002 14 11 17 17 13 - 72

2001 14 16 8 8 - - 46

2000 12 11 10 5 - - 38

1999 11 24 10 4 - - 49

總計 156 150 136 134 58 91 725

資料來源：本研究者整理全國博碩士論文網與各系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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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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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分析 

測量一個學科領域的成長與發展情形的方法，可以透過對研究方法使

用的類型及層次來進行評鑑。根據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的檢索，發現 87
至 97 學年度共發表 714 篇論文(臺灣大學 151 篇、淡江大學 149 個、輔仁

大學 132 篇、國立政治大學 135 篇、國立中興大學 58 篇和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89 篇）。依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進行調查，使用三種研究方法(161
篇)、使用兩種研究方法(246 篇)及使用一種研究方法(318 篇)，其中有 18
篇無法從篇名、摘要、摘要和目次進行判斷，根據 696 篇之論文進行分析。

本研究發現使用兩種以上研究方法的碩士論文佔了全部論文的一半以

上，顯示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常利用多種研究方法進行深入探討。 

 
為瞭解研究方法利用的情形，將研究方法進行群組，發現以訪談法最

多，共有 230 篇(33%)，其中包括深度訪談法、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焦

點團體訪談法及其他訪談法；其次為問卷調查法，計有 196 篇(28.2%)，包

含疊慧法、網路問卷調查法和電子郵件問卷調查法；採用書目計量則有 63
篇(9.1%)，含引用文獻分析、專利計量學、資訊計量學、文獻老化、網路

計量學和科學計量學；內容分析法共有 39 篇(5.6%)，包含網站內容分析；

觀察法（含參與式觀察法、實驗觀察法和觀察行為法）33 篇(4.7%)；內容

分析法（含網站內容分析）39 篇(5.6%)。（詳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研究方法類型分佈表 

研究方法 類型 數量 百分比

訪談調查法 230 33.0%

訪談法 121

深度訪談法(深入訪談、深入訪談法、

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半結構性訪談

法、結構式深度訪談法)  

92

焦點團體訪談法 8

 

其他訪談法(個人訪談調查法、個別訪

談法、個案訪談、電子郵件訪談、電話

訪談和觀察訪談法) 

9

問卷調查法  196 28.2%

問卷調查 181

網路問卷調查法 8

電子郵件問卷調查法 1

 

疊慧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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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類型 數量 百分比

書目計量  63 9.1%

書目計量學 49

引用文獻分析(引用文獻、引文分析) 6

專利計量學 3

資訊計量學 2

網路計量學 1

科學計量學方法 1

 

文獻老化 1

內容分析法  39 5.6%

內容分析法 35 
網站內容分析 4

觀察法 33 4.7%

觀察法 23

參與式觀察法(參與觀察法) 6

實驗觀察法 3

 

觀察行為法 1

系統實作法  23 3.3%

系統實作法 18

實作法-系統開發 2

系統開發法 1

系統實證 1

 

實作法 1

比較研究法  20 2.9%

比較研究法 19 
比較圖書館學 1

實驗研究法  20 2.9%

實驗研究法 16

準實驗法 2

準實驗研究法 1

兩階段實驗法 1

試驗法 1

個案研究法  19 2.7%

個案研究 18

多重個案研究法 1

文獻分析法 (文獻探討) 16 2.3%

實證研究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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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類型 數量 百分比

歷史研究法  7 1.0%

紮根理論  3 0.4%

系統分析  3 0.4%

啟發式評估法  2 0.3%

其他 (層級分析法、ANOVA、美國圖書館服務品

質調查工具 LibQUAL +TM 量表、實地調查

法、網站取用記錄、卡片分類法、多元尺度

法、多要素評鑑法、條件評估法、群集分析、

路徑搜尋網路分析和簡易多屬性決策分析

法。) 

13 1.9%

總計  69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者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圖 4-2-1 研究方法類型分佈圖 

 
 
本節除了將研究方法分別統計其數量外，表 4-2-3 進一步探討碩士論

文研究方法與年代的關係，各研究方法於各年代的數量分布及成長情形，

發現碩士論文研究中，每年的最多人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問卷調查法，再者

是訪談調查法，尤其是書目計量學有逐年增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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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研究方法與碩士論文出版年代交叉分析表 

出版年 

研究方法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小計

訪談調查法 7 9 16 19 13 22 28 26 27 37 26 230

問卷調查法 15 11 13 27 18 20 19 22 12 23 16 196

書目計量學 7 1 4 6 3 6 5 5 9 12 5 63

內容分析法 0 2 3 3 5 6 1 4 4 6 5 39

觀察調查法 4 1 3 0 2 2 0 6 6 4 5 33

系統實作法 5 3 2 0 1 3 0 1 2 2 4 23

實驗研究法 0 1 0 5 1 3 2 0 2 3 3 20

比較研究法 1 2 0 5 0 1 5 3 2 0 1 20

個案研究法 0 0 1 4 1 4 2 2 0 2 3 19

文獻分析法 3 3 0 1 1 5 1 0 1 0 1 16

實證研究 1 0 0 0 0 2 1 2 2 1 0 9

歷史研究法 2 1 2 0 0 0 0 1 1 0 0 7

紮根理論 0 1 0 0 0 0 1 0 0 1 0 3

系統分析 0 1 0 0 0 0 0 0 1 1 0 3

啟發式評估法 0 0 0 0 0 0 0 1 0 0 1 2

其他 2 0 0 0 0 1 2 2 2 1 3 13

總計 47 36 44 70 45 75 67 75 71 93 73 696

資料來源：本研究者整理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圖 4-2-2 研究方法與碩士論文出版年代交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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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獻探討的結果進行比較，發現過去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

1980 年代大多使用歷史研究法，調查法和觀察法為居多，1990 年代開始，

除歷史研究法，調查法和觀察法外，文獻分析法也在研究中被廣為使用，

但本研究發現，在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中以問卷調查法和訪談調查法使用

的最廣泛，已經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還有、書目計量學、實驗

研究法和內容分析法的使用情形也逐年增加。 

 

第三節 研究主題分析 

將蒐集到的碩士論文資料依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所設計之分類依

據，將主題歸納為八大類，由表 4-3-1 可發現，以第四大類讀者服務類的

篇數最多，佔 32％；其次為第五大類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類，佔 17％；

接著是圖書資訊技術、技術服務、行政與管理和圖書與文獻皆；最少的是

第一大類為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和第八大類其他。(詳如圖 4-3-1) 

 
表 4-3-1 碩士論文類別篇數統計表 

出版年

大類 

篇數 百分比

4.讀者服務 235 32%

5.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124 17%

6.圖書資訊技術 91 13%

3.技術服務 88 12%

2.行政與管理 79 11%

7.圖書與文獻 77 11%

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25 3%

8.其他(學科類別) 6 1%

總計 7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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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碩士論文類別篇數統計圖 

 
本研究為瞭解碩士論文研究主題是否因各系所發展目標而有所不

同，將碩士論文大類研究主題與各校進一步用交叉分析來探討。從表 4-3-2
的分析可看出，臺大圖資所、輔大圖資所、中興圖資所和臺師大圖資所的

研究領域以讀者服務類為主、淡江資圖所則是以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類為

主、政大圖檔所則是以圖書與文獻類為主。(詳如圖 4-3-2) 

 
 

表 4-3-2 主題類別與各校交叉分析表 

出版年 

大類 
臺大 淡江 輔仁 政大 中興 臺師大 小計 

4.讀者服務 65 30 63 22 23 32 235 

5.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30 43 12 22 8 9 124 

6.圖書資訊技術 21 18 19 15 6 12 91 

3.技術服務 14 23 16 13 7 15 88 

2.行政與管理 15 14 12 11 12 15 79 

7.圖書與文獻 6 15 9 44 2 1 77 

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4 6 5 7 0 3 25 

8.其他(學科類別) 1 1 0 0 0 4 6 

總計 156 150 136 134 58 91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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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主題類別與各校交叉分析圖 

 
本研究為瞭解碩士論文研究主題是否隨著年代而有所不同，將碩士論

文大類研究主題與出版年代進一步以交叉分析來探討。從表 4-3-3 的分析

可以看出，以第四大類讀者服務的數量最多，從民國 88 年至今有逐漸成

長的趨勢，可以看出圖書館對於使用者調查及資訊尋求行為的研究相當重

視，再者是第五大類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的研究和第三大類技術服務，在

研究數量上也有增加的趨勢，除了在服務上也開始重視利用先進的技術來

輔助，其他大類則是維持一定之比例。(詳如圖 4-3-3) 

 
表 4-3-3 主題類別與碩士論文出版年代交叉分析表 

出版年 

大類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小計

4.讀者服務 21 13 15 18 14 20 25 28 24 35 22 235

5.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8 4 6 20 6 14 12 9 14 20 11 124

6.圖書資訊技術 7 6 4 8 5 15 5 10 7 10 14 91

3.技術服務 4 2 7 7 6 7 8 6 14 15 12 88

2.行政與管理 4 3 5 8 10 3 11 9 9 7 10 79

7.圖書與文獻 5 5 6 9 5 13 7 10 4 8 5 77

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0 4 3 2 2 5 1 4 1 3 0 25

8.其他(學科類別) 0 1 0 0 0 2 0 1 1 0 1 6

總計 49 38 46 72 48 79 69 77 74 98 75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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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主題類別與碩士論文出版年代交叉分析圖 

 
再進一步探討碩士論文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的關係，由表 4-3-4 中可

見到各研究方法與各研究主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類型，發現第一大類以訪

談調查法為最；第二大類也是以問卷調查法為最，其次為訪談調查法；第

三大類則是以訪談調查法為最、其次為問卷調查法、系統實作法；第四大

類則是以訪談調查法為最、問卷調查法、觀察調查法次之；第五大類則是

以書目計量學為最，接著是問卷調查法、訪談調查法；第六大類則是以問

卷調查法和訪談調查法為最，其次為內容分析法；第七大類則是以訪談調

查法為最；第八大類則沒有特別突出的研究方法。 

 
表 4-3-4 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交叉分析表 

類別 

研究方法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小計

訪談調查法 10 27 33 92 18 17 32 1 230

問卷調查法 6 32 15 80 30 24 9 0 196

書目計量學 1 0 3 4 54 1 0 0 63

內容分析法 1 6 6 9 5 8 4 0 39

觀察調查法 0 5 0 17 2 6 2 1 33

系統實作法 0 0 10 5 2 5 1 0 23

實驗研究法 0 0 5 3 3 7 1 1 20

比較研究法 1 0 4 0 3 6 5 1 20

個案研究法 2 2 2 1 2 3 6 1 19

文獻分析法 2 0 0 10 1 2 1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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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研究方法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小計

實證研究 0 1 2 1 1 2 2 0 9

歷史研究法 2 0 1 0 0 0 4 0 7

紮根理論 0 0 0 3 0 0 0 0 3

系統分析 0 0 0 0 0 2 1 0 3

啟發式評估法 0 0 0 0 0 2 0 0 2

其它研究法 0 3 4 1 2 2 1 0 13

總計 25 76 85 226 123 87 69 5 696

備註：一：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二：行政與管理、三：技術服務、四：讀者服務、五：圖書資

訊理論與基礎、六：圖書資訊技術、七：圖書與文獻和八：其他(學科類別)。 

 

 

圖 4-3-4 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交叉分析圖 

 
本研究透過各小類的數量進行統計，發現讀者研究為最多，有 134 篇，

其次是文獻計量學 57 篇、檔案學 45 篇，接著有館藏發展 22 篇，資訊組

織、支援教學皆為 21 篇；網頁設計 20 篇；資訊素養 19 篇；推廣[行銷] 18
篇；人員與人事、圖書資訊學教育、圖書館專業與資訊儲存與檢索皆為 17
篇；建築 16 篇；評鑑、參考服務和主題分析皆為 15 篇；系統使用評估 14
篇；行政與管理通論、典藏和利用指導與利用教育均有 13 篇(詳如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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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小類數量統計一覽表 

類號 標目 篇數

4.9  讀者研究  134

5.3  文獻計量學  57

7.5  檔案學  45

3.6 館藏發展  22

3.4 資訊組織  21

4.15 [支援教學] 21

6.9  網頁設計  20

5.7  資訊素養  19

4.4  推廣[行銷]  18

2.2 人員與人事  17

5.8  圖書資訊學教育  17

5.10  圖書館專業  17

6.4  資訊儲存與檢索  17

2.6 建築  16

2.8 評鑑  15

3.3 主題分析  15

4.5  參考服務  15

6.10 系統使用評估 14

2.1 行政與管理通論  13

3.7 典藏  13

4.7  利用指導與利用教育  13

6.2 資料庫與資訊系統 12

6.7  網際網路  12

7.2  出版與書業  12

3.2 採訪  10

7.3  目錄學  10

7.8 [博物館學] 8

4.1 讀者服務通論  7

4.2 閱覽  7

6.8  數位圖書館  7

4.13  資料利用  6

5.6  資訊傳播  6

1.3  圖書館哲學、目的、功能 5

1.9 法規與標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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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號 標目 篇數

1.10  館際合作與組織  5

2.9 決策與規劃  5

2.10 合作人員訓練  5

6.1  自動化系統  5

2.4 行政與管理組織 4

4.12  館際互借  4

8.2  社會科學  4

1.2 圖書館與社會 3

1.4  圖書館發展趨勢  3

2.11 對外關係  3

3.5 權威控制  3

3.9 合作編目 3

4.6  參考資源  3

4.16 [書目療法] 3

5.1  圖書館學理論  3

6.3  資訊媒體與技術  3

1.5  圖書館史  2

1.6  圖書資訊專業學會  2

4.8  特殊讀者服務  2

4.14  個人化服務  2

5.4  資訊政策  2

5.9 研究方法  2

7.4  版本學  2

2.7 業務統計  1

3.1 技術服務通論  1

5.5 資訊倫理  1

6.6  資料轉換  1

8.1  人文學  1

8.3  自然科學  1

總計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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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圖書館類型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各類型圖書館在碩士論文中研究的情形，將研究主題中

的圖書館類型獨立出分別統計分析，藉以清楚的明白其數量的分佈情形。

本節針對碩士論文主題中談論到圖書館類型的部分加以分析探討，其次分

析研究主題與圖書館類型的關係。以下將圖書館類型分為國家圖書館、公

共圖書館、大專校院圖書館、中小學圖書館和專門圖書館。 

 
本研究發現碩士論文主題中探討到圖書館類型者共有 308 篇，其中臺

大 73 篇(24%)、淡江 42 篇(14%)、輔大 55 篇(18%)、政大 59 篇(19%)、中

興 46 篇(15%)和臺師大 33 篇(11%)。(詳如表 4-4-1) 

 
調查各校以圖書館類型進行研究之碩士論文佔其總數量的比例後，發

現中興佔 79％最多，依序為臺大 47％、政大 44％、輔大 40％、臺師大 36
％和淡江 28％，從所佔比例可以發現，針對圖書館類型進行研究較多的為

中興，其次是臺大、政大。 

 
 
各校對於將大專院校圖書館和公共圖書館作為圖書館類型中研究對

象的選擇，均為一致；針對大專院校圖書館進行研究最多的是臺大，其次

是中興、淡江；調查公共圖書館和專門圖書館的相關研究，則是以臺大為

最，其次為輔大、政大；在中小學圖書館的相關研究，最多的是輔仁，其

次為淡江和中興；博物館和檔案館則是以政大為最多。(詳如表 4-4-1) 

 
表 4-4-1 各校圖書館類型數量分佈表 

學校 

類型 
臺大 淡大 輔大 政大 中興 師大 小計 

大專校 33 20 18 17 29 15 132 
公共圖 23 12 18 17 9 10 89 
專門 12 4 10 7 0 1 34 
中小學 2 6 8 2 6 5 29 
博物館 2 0 1 6 2 1 12 
檔案館 0 0 0 8 0 0 8 
國家 1 0 0 2 0 1 4 
總計 73 42 55 59 46 33 308 

資料來源：本研究者整理全國博碩士論文網、CETD、各系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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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圖書館類型與年代進行交叉分析後，發現國家圖書館四篇

(佔 1%)、大專院校圖書館 133 篇(佔 44%)、公共圖書館 89 篇(佔 29%)、中

小學圖書館 32 篇(佔 9%)、專門圖書館 29 篇(佔 10%)、博物館 12 篇(佔 4%)
和檔案館八篇(佔 3%)。從圖書館類型的比例發現，整個圖書館類型的發展

以大專院校圖書館和公共圖書館為主。(詳如表 4-4-2) 

 
表 4-4-2 圖書館類型數量分佈表 

年代 

類型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小計

大專校院 7 4 9 14 9 18 16 16 8 16 15 132
公共 5 5 7 7 8 8 10 9 8 11 11 89
專門 2 4 6 4 3 3 1 6 3 1 1 34
中小學 1 1 2 2 1 3 5 2 4 6 2 29
博物館 0 1 1 3 1 1 1 1 1 0 2 12
檔案館 0 0 1 2 2 2 0 1 0 0 0 8
國家 0 1 0 0 0 1 0 1 1 0 0 4
總計 15 16 26 32 24 36 33 36 25 34 31 308
資料來源：本研究者整理全國博碩士論文網、CETD、各系所網頁。 

本研究根據出版年和圖書館類型交叉分析後，發現大專校院圖書館和

公共圖書館的研究呈現穩定且固定的研究數量，但中小學圖書館卻有逐年

增加的情形，從系所的發展推論，應該是各校開始注重中小學圖書館事業

的發展，也有越多中小學教師選擇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為進修單位，所以在

研究的數量也開始增加；但專門圖書館的研究就呈現衰微。(詳如圖 4-4-3) 

 

 
圖 4-4-1 圖書館類型年度數量分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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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主題和圖書館類型交叉分析後，如表 4-2-3 和圖 4-2-3
所示，發現以圖書館類型作為研究本體的以「讀者服務」最多，再者是圖

書館的「行政與管理」，最少則為「圖書與文獻類」。從類別數量可看出大

專校院圖書館的研究較為全面性，在各項類目中均有從事研究，而其他的

圖書館類型皆明顯集中於「讀者服務」和「行政與管理」。 

 
表 4-4-3 圖書館類型與研究主題交叉分析表 

類型 

主題大類 
國家 大專 公共 中小學 專門 小計

4.讀者服務 0 38 46 14 10 108
2.行政與管理 0 33 24 4 7 68
6.圖書資訊技術 2 21 5 1 3 32
3.技術服務 1 21 2 1 4 29
5.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0 11 6 6 5 28
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1 7 5 3 3 19
7.圖書與文獻 0 1 1 0 2 4
8.其他(學科類別) 0 0 0 0 0 0
總計 4 132 89 29 34 288

資料來源：本研究者整理全國博碩士論文網、CETD、各系所網頁。 

 

 
圖 4-4-2 圖書館類型與研究主題交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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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根據研究方法和圖書館類型交叉分析後，共得 282 篇，發

現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問卷調查法和訪談調查法為最，無論是大專圖書館、

公共圖書館、專門圖書館和中小學圖書館，情形皆為相同。（如表 4-4-4） 

 
表 4-4-4 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交叉分析表 

     圖書館類型 
研究方法 

國家 大專 公共 中小學 專門 小計 

問卷調查法 1 57 36 10 17 121 

訪談調查法 0 43 35 8 7 93 

觀察調查法 0 3 5 6 2 16 

內容分析法 0 6 4 0 3 13 

文獻分析法 0 3 2 2 2 9 

其他 0 5 3 0 0 8 

個案研究法 0 2 2 2 0 6 

書目計量學 0 5 0 0 0 5 

實證研究 0 2 1 0 0 3 

系統實作法 0 2 0 0 0 2 

比較研究法 1 0 1 0 0 2 

歷史研究法 1 0 0 0 1 2 

實驗研究法 0 1 0 0 0 1 

啟發式評估法 1 0 0 0 0 1 

紮根理論 0 0 0 0 0 0 

系統分析 0 0 0 0 0 0 

總計 4 129 89 28 32 282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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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碩士論文關鍵詞分析 

關鍵詞是表達文獻主題概念的自然語言詞彙．將一個學術研究領域

中，大量學術術研究成果的關鍵詞集合，可以瞭解研究成果的總體內容特

性，研究內容之間的內在關連和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發展方向等。 

 
本研究從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進行樣本數量調查，發現 87 至 97 學

年度共發表 714 篇論文（臺灣大學 151 篇、淡江大學 149 個、輔仁大學 132
篇、國立政治大學 135 篇、國立中興大學 58 篇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89 篇）。 

 
為力求中文關鍵詞之完整，另就各校機構典藏中之碩士論文資訊關鍵

詞進行補充，最後共有 719 篇論文，可以查檢到之關鍵詞共有 2,999 個，

其中最少的關鍵詞是一個，最多的是 20 個，平均每篇約 4.2 個。(詳如表

5-1-1) 
 

表 5-1-1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關鍵詞之使用 

關鍵詞數量論文篇數數量比例

20 1 0%

18 1 0%

12 1 0%

11 2 0%

10 2 0%

9 5 1%

8 30 4%

7 35 5%

6 77 11%

5 153 21%

4 193 27%

3 156 22%

2 53 7%

1 10 1%
總計 719 100%

 
經過刪除和篩選重複詞彙後得 1,913 個關鍵詞詞進行分析，僅列出關

鍵詞累計數量超過 10 者，如表 5-1-2 所示，最多的為公共圖書館 58 個，

其次是大學圖書館 54 個，接著是資訊需求 42 個與資訊尋求行為 41 個，

其將依序為資訊素養(21 個)、使用者研究(21 個)、資訊行為(18 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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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個)、數位學習(15 個)、圖書館利用教育(15 個)等。 

根據 1973 年 Donohue 提出的高低頻詞彙公式：  計

算，得出 T 的值，大於 T 值者為高頻詞彙。根據此公式，並將篇數代入 I1
進行運算發現，出現次數超過 36 次者為這十年來的高頻詞彙有四個，分

別是公共圖書館、大學圖書館、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表 5-1-2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關鍵詞統計分析 

編號 關鍵詞 數量 編號 關鍵詞 數量 

1.  公共圖書館 58 12. 電子期刊 14 

2.  大學圖書館 54 13. 書目計量學 12 

3.  資訊需求 42 14. 使用研究 12 

4.  資訊尋求行為 41 15. 知識管理     11 

5.  資訊素養 21 16. 引用文獻分析 11 

6.  使用者研究 21 17. 小學圖書館 10 

7.  資訊行為 18 18. 布萊德福定律 10 

8.  檔案 15 19. 鄉鎮圖書館   10 

9.  數位學習 15 20. 資訊檢索 10 

10.  圖書館利用教育 15 21. 學校圖書館 10 

11.  數位典藏 14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如果將關鍵詞以熱門研究議題相近詞組做群組進行整理後，則發現以

資訊行為相關的研究最多，有 180 個，共有 134 篇，其次是書目計量 57 篇

(169 個) 、檔案 45 篇(118 個)、數位學習 10 篇(61 個)、閱讀 21 篇(59 個)、
數位典藏 17篇(54個)、資訊素養 19篇(47個)、知識管理 9 篇(46個)和Web2.0 
17 篇(35 個)。(詳如表 5-1-3) 

 
表 5-1-3 熱門主題分析 

編號 關鍵詞 數量 編號 關鍵詞 數量 

1.  資訊行為 180 2. 書目計量 169 

3.  檔案 118 4. 數位學習 61 

5.  閱讀 59 6. 數位典藏 54 

7.  資訊素養 47 8. 知識管理 46 

9.  Web2.0 35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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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分述如下： 

一、資訊行為 

圖書資訊學的核心研究為讀者研究，調查讀者的資訊行為或者是對系

統進行評估，都少不了對使用者進行研究，經計算後共得碩士論文 134 篇，

資訊行為主題相關的詞彙共有 180 個，最多的是資訊行為 102 個，其次依

序為使用研究 33 個、資訊使用七個、網路資訊尋求行為四個等；數量僅

有一個的有 14 個，通常為針對特殊使用行為，如下表 5-1-4 所示。 

 
資訊行為中所最常使用的關鍵詞包含有：資訊需求、資訊尋求行為、

資訊需求行為；使用研究包含有使用者研究；資訊使用包含有：資訊利用、

資訊近用；網路資訊尋求行為包含有網路資訊行為。 

 
表 5-1-4 資訊行為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資訊行為 102 (資訊需求、資訊尋求行為、資訊需求行為 )

2.  使用研究 33 (使用者研究) 

3.  資訊使用            7 (資訊利用、資訊近用 ) 

4.  網路資訊尋求行為    4 (網路資訊行為) 

5.  使用者行為          3   

6.  消費者健康資訊      3   

7.  使用行為            2   

8.  使用需求 2   

9.  資訊尋求            2   

10.  圖書館使用          2   

11.  網路使用者研究      2  

12.  影像資訊尋求        2   

13.  ELIS 模式           1 日常生活資訊尋求模式 

14.  日常生活資訊行為    1   

15.  非工作相關資訊行為 1   

16.  音樂資訊行為        1   

17.  消費者行為          1   

18.  資訊行為模式 1   

19.  資訊行為模型 1   

20.  資訊取得            1   

21.  資訊取得途徑        1   

22.  資訊尋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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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23.  資訊焦慮            1   

24.  資訊蒐集            1   

25.  圖書館使用行為 1   

26.  網路使用行為        1   

27.  網路使用者行為      1   

28.  網路搜尋行為        1   

 總計 180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二、書目計量 

隨著學術評鑑和館藏發展被重視後，書目計量學相關的詞彙，也被大

量的使用在關鍵詞之中，經過統計後發現書目計量主題相關的詞彙共有

169 個，得 57 篇碩士論文，如下表 5-1-4 所示： 

 
在書目計量此類中，最常被使用的關鍵詞是引用文獻(包含有：引用文

獻分析、引用文獻分析法)，其次依序為書目計量學(包含有：書目計量)、
布萊德福定律。(詳如表 5-1-5) 

 
表 5-1-5 書目計量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引用文獻           18 (引用文獻分析、引用文獻分析法) 

2.  書目計量學 16 (書目計量) 

3.  布萊德福定律 10   

4.  洛卡定律 9 (洛特卡定律) 

5.  80/20 定律 6 (80/20 法則) 

6.  普萊斯平方根定律 6 (普萊斯定律 ) 

7.  同時法             5 (同時法自我引用率、同時法研究) 

8.  引用分析           4 (引用文分析) 

9.  布萊德福-齊夫定律 4 (齊夫定律) 

10.  被引用次數         4   

11.  期刊引用報告       4   

12.  歷時法  4 (歷時法自我引用率、歷時法研究) 

13.  引文分析           3   

14.  引用半衰期 3   

15.  文獻成長           3   

16.  文獻老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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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7.  共被引             3 (共被引分析) 

18.  即時引用指數       3   

19.  資訊計量學         3 (資訊計量) 

20.  影響係數           3   

21.  H 指數   2   

22.  引用年齡中數       2   

23.  文獻計量學         2 (文獻計量) 

24.  刊載文章篇數       2   

25.  生產力             2   

26.  作者生產力  2   

27.  被引用文獻         2   

28.  被引用半衰期 2   

29.  網路計量學 2   

30.  影響因素 2   

31.  A 指數             1   

32.  g 指數              1   

33.  THCI Core  1 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 

34.  二次引用           1   

35.  引用文獻行為       1   

36.  引用文獻錯誤       1   

37.  引用錯誤           1   

38.  文獻分布           1   

39.  文獻成長模式 1   

40.  半衰期 1   

41.  共引文分析         1   

42.  共字分析           1   

43.  共詞分析           1   

44.  名祖式引用         1   

45.  自我引用           1   

46.  科學引文索引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47.  科學引用文獻索引   1   

48.  科學計量學         1   

49.  負載係數           1   

50.  書目核對法         1   

51.  書目耦合           1   

52.  高被引文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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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53.  常被引用文章       1   

54.  被引用次數分析     1   

55.  期刊生產量         1   

56.  期刊自我引用       1   

57.  期刊被引用次數     1   

58.  剽竊引用文獻       1   

59.  電子計量           1   

60.  網頁連結引用分析   1   

61.  網路引用 1   

62.  網路引用文獻       1   

63.  網路引用文獻可得率 1   

64.  網路影響係數       1   

65.  雙被引             1   

 總計 169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三、檔案 

從政治大學設立了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後，檔案相關的研究開始

蓬勃發展，在關鍵詞中也能看到大量與檔案學相關的用語，統計後發現檔

案主題相關的詞彙共有 118 個，計有 45 篇碩士論文，此類中，最常被使用

的關鍵詞是檔案，其次依序為檔案館、檔案管理等；數量僅有一個的有 67
個，可以看出檔案學目前正在發展中。(詳如表 5-1-6) 

 
表 5-1-6 檔案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檔案 15   

2.  檔案館                    7   

3.  檔案管理 4   

4.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 3   

5.  歷史檔案                  3   

6.  編排                      3   

7.  電子檔案                  3   

8.  描述  3   

9.  國家檔案                  3   

10.  檔案編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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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1.  檔案典藏單位              2   

12.  校史檔案                  2   

13.  OAIS                     1  

14.  鑑定                      1   

15.  總統檔案                  1   

16.  總統個人文件              1   

17.  總統文物                  1   

18.  檔案鑑定                  1   

19.  檔案檢索系統              1   

20.  檔案應用 1   

21.  檔案學碩士教育            1   

22.  檔案徵集政策              1   

23.  檔案徵集                  1   

24.  檔案與手稿機讀編目格式    1   

25.  檔案碩士教育              1   

26.  檔案開放                 1   

27.  檔案策展                  1   

28.  檔案描述標準              1   

29.  檔案描述規則              1   

30.  檔案描述                  1   

31.  檔案移轉                  1   

32.  檔案教育                  1   

33.  檔案推廣                  1   

34.  檔案專業教育              1   

35.  檔案參考服務              1   

36.  檔案素養評估指標 1   

37.  檔案素養                  1   

38.  檔案展覽                  1   

39.  檔案展                    1   

40.  檔案法                    1   

41.  檔案典藏機構              1   

42.  檔案行銷 1   

43.  檔案行政體制 1   

44.  縣(市)立檔案館            1   

45.  歷史檔案館                1   

46.  數位檔案應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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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47.  銀行檔案                  1   

48.  綜合檔案館                1   

49.  照片檔案                  1   

50.  照片                      1   

51.  開放檔案詮釋資料擷取協定  1   

52.  族譜 1   

53.  國家檔案館                1   

54.  納西手稿                  1   

55.  校史室                    1   

56.  校史                      1   

57.  家族檔案                  1   

58.  家族史  1   

59.  個人檔案                  1   

60.  軍事檔案館                1   

61.  政府檔案                  1   

62.  契據文書                  1   

63.  契約                      1   

64.  城建檔案                  1   

65.  非政府檔案                1   

66.  多層次描述                1   

67.  全集層次描述             1   

68.  全集描述                  1   

69.  企業檔案                  1   

70.  古地契                    1   

71.  主題檔案館                1   

72.  比較檔案學                1   

73.  手稿                      1   

74.  公共建設檔案              1   

75.  工程檔案                  1   

76.  大學檔案館                1   

77.  大學祕書室                1   

78.  大學校史館                1   

79.  MAD3                    1   

80.  ISAD(G)                  1   

 總計 118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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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數位典藏 

數位典藏在國家有計劃的推動下，圖書館作為最重要的典藏單位，除

了實際加入計畫進行研究外，更有推廣的責任，經過統計後發現數位典藏

主題相關之碩士論文 17 篇，關鍵詞共有 77 個，如下表 5-1-7 所示： 

  
表 5-1-7 數位典藏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數位典藏 15 (數位化典藏) 

2.  數位圖書館 9   

3.  數位保存                           5   

4.  數位物件識別碼 3 (數位物件辨識碼) 

5.  長期保存                           3   

6.  數位新聞 2   

7.  數位博物館                         2   

8.  保存策略                           2   

9.  OCR 文件                          1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學文字辨

識 

10.  轉置成本                           1   

11.  轉置                               1   

12.  織品服飾數位博物館                 1   

13.  蝴蝶生態面面觀                     1   

14.  線上展覽                           1   

15.  模擬策略                           1   

16.  數位靜態影像  1   

17.  數位資源識別系統                   1   

18.  數位媒體  1   

19.  數位保存計畫                       1   

20.  數位典藏融入教學                   1   

21.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1   

22.  數位典藏支援數位學習  1   

23.  數位化資料                         1   

24.  數位化技術                         1   

25.  數位化工作流程                     1   

26.  數位內容產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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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27.  數位內容                           1   

28.  赫序                               1   

29.  資源合集管理                       1   

30.  解譯系統                          1   

31.  開放式典藏資訊系統(OAIS)參考模式   1   

32.  淡水河溯源數位博物館 1   

33.  唯一識別碼                         1   

34.  特徵擷取   1   

35.  特徵擴展 1   

36.  保存格式                           1   

37.  保存政策                           1   

38.  長久保存                           1   

39.  永久典藏                           1   

40.  台灣棒球維基館                     1   

41.  內容加值                           1   

42.  一致性資源命名                     1   

43.  OAI-PMH                          1   

44.  OAI                               1   

  77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五、閱讀 

與閱讀相關之碩士論文有 21 篇，所產生之相關詞彙計有 61 個，如下

表 5-1-8 所示，從文建會開始推行閱讀活動到教育部接手閱讀活動的推廣，

雖有許多活動計畫的產生，但卻較少討論計畫的成效，而是著重於閱讀行

為這個面向。 

 
表 5-1-8 閱讀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1.  閱讀行為 8

2.  閱讀態度           3

3.  閱讀指導服務  3

4.  課外閱讀           3

5.  兒童閱讀 3

6.  親子共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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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7.  閱讀興趣 2

8.  閱讀經驗           2

9.  閱讀習慣           2

10.  閱讀動機           2

11.  說故事             2

12.  網路閱讀           2

13.  繪本閱讀           1

14.  嬰幼兒閱讀活動     1

15.  閱讀需求           1

16.  閱讀理解           1

17.  閱讀推廣活動       1

18.  閱讀推廣           1

19.  閱讀情境           1

20.  閱讀能力           1

21.  閱讀特質           1

22.  閱讀風氣           1

23.  閱讀研究           1

24.  閱讀活動           1

25.  閱讀指導           1

26.  閱讀               1

27.  數位閱讀           1

28.  臺北市深耕閱讀計畫 1

29.  網路閱讀行為       1

30.  電子資料閱讀 1

31.  電子式閱讀 1

32.  專業閱讀           1

33.  國中生閱讀         1

34.  紙本式閱讀         1

35.  家庭閱讀環境      1

36.  兒童閱讀活動       1

37.  幼兒閱讀行為       1

38.  父母伴讀           1

39.  Bookstart 運動       1

 總計 61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1

六、數位學習 

教育部大力推行數位學習，圖書館學界也將應用數位學習指導讀者，

圖資系所的老師加入研究的行列，讓數位學習在圖書資訊學中的研究數量

不斷上升，經統計後數位學習主題相關之碩士論文有 10 篇，共產生 57 個

關鍵詞，如下表 5-1-9 所示：  

 
表 5-1-9 數位學習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數位學習 16 (e-learning) 

2.  網路教學                          6   

3.  網路學習                          3   

4.  線上學習 2   

5.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2   

6.  互動學習                          2   

7.  美國地球數位圖書館的地球系統教育  1 Digital Library for Earth 

System，簡稱 DLESE 

8.  美國國會圖書館的學習網            1 American Memory Learning 

Page 

9.  非同步網路教學                    1   

10.  數位學習課程                      1   

11.  數位學習認證規範                  1   

12.  數位學習管理系統                  1   

13.  數位學習物件                      1   

14.  數位學習服務                      1   

15.  數位學習系統                      1   

16.  數位教材製作                      1   

17.  數位教材                          1   

18.  數位互動學習教室                  1   

19.  遠距學習                          1   

20.  遠距教學系統                      1   

21.  遠距教學                          1   

22.  遠距教育                          1   

23.  網路學習環境                      1   

24.  網路教學資源                      1   

25.  網路教學設計                     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2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26.  網路教學系統                      1   

27.  科技輔助教學                      1   

28.  科技化學習                        1   

29.  行動學習                          1   

30.  多媒體教材                        1   

31.  Moodle                            1   

32.  Blackboard 數位學習系統 1   

 總計 57  

七、知識管理 

1990 年代中期知識管理的崛起至今，知識管理被視為圖書資訊學得顯

學，與知識管理主題相關之碩士論文共有 9 篇，所產生之關鍵詞共有 49
個，如下表 5-1-10 所示： 

 
表 5-1-10 知識管理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知識管理     11   

2.  知識分享  5   

3.  知識本體     4   

4.  知識表徵  3   

5.  語意網       2 (語義網)

6.  隱性知識     2   

7.  知識組織     2   

8.  知識自由     2   

9.  顧客知識管理 1   

10.  顧客知識     1   

11.  隱性知識分享 1   

12.  隱性主題發掘 1   

13.  知識擴散     1   

14.  知識管理員   1   

15.  知識管理系統 1   

16.  知識結構     1   

17.  知識組織架構 1   

18.  知識倉儲     1   

19.  知識流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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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20.  知識流       1   

21.  知識保存     1   

22.  知識來源     1   

23.  技術知識     1   

24.  本體論       1   

25.  本體知識     1   

26.  文字探勘     1   

 總計 49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八、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主題相關的詞彙共有 49 個，如下表 5-1-11 所示：  

 
表 5-1-11 資訊素養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資訊素養 21   

2.  媒體素養         4   

3.  網路素養 3   

4.  Big6             2 (六大資訊技能 ) 

5.  電腦態度 2   

6.  電腦素養         2   

7.  資訊素養教育 2   

8.  資訊素養能力  2   

9.  傳統素養         2   

10.  醫師資訊素養     1   

11.  圖書館素養       1   

12.  資訊能力         1   

13.  資訊素養融入課程 1   

14.  資訊素養標準  1   

15.  資訊素養技能     1   

16.  資訊倫理         1   

17.  科技素養         1   

18.  技學素養         1   

 總計 49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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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Web2.0 

從 2004 年 Web2.0 的概念被提出至今，共發表 17 篇碩士論文，與主

題相關之詞彙共有 35 個，web2.0 涵蓋的面向極廣，有 google、wiki、blogs，
如下表 5-1-12 所示： 

 
表 5-1-12  Web2.0 主題相關關鍵詞數量統計 

編號 中文關鍵詞 數量 備註 

1.  wiki                5 (wiki 協作系統 ) 

2.  Google              5 (Google API、Google Print、Google 

Scholar、Google 圖書搜尋) 

3.  部落格   6 (Blog ) 

4.  Web2.0              2   

5.  維基軟體            1   

6.  維基系統 1   

7.  維基百科            1   

8.  維基引擎           1   

9.  維基                1   

10.  網路影音分享平台    1   

11.  網路 2.0             1   

12.  社會網絡分析        1   

13.  社會性軟體          1   

14.  社會性書籤網站      1   

15.  Podcast  1   

16.  知識部落格          1   

 總計 32  

 
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的關鍵詞，使用情形相當分散，有許多關鍵詞僅

有為數一至兩個，證明了圖書資訊學研究目前仍在發展中，還有許多面向

值得大家進行討論及思考。 

 
另外是有關於學習和教育相關的詞彙增加，由於數位學習研究的增

加，相對應帶來了許多相關詞彙；隨著利用教育、資訊素養課程、圖書資

訊學碩士教育和圖書館從業人員繼續教育部份探討的增多，與教育相關的

詞彙也隨著增加；除此之外，專門圖書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醫學圖書館，

所以在醫學相關詞彙的部份也出現了不少；學科的出現則是伴隨著書目計

量的研究，針對特定學科之發展情形調查時，所有的附加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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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關鍵詞的使用上有部份詞彙，屬於不佳、不理想或是語意不

清，以下就幾個詞彙進行討論：第一種情形，關鍵詞太長且包含兩種概念，

如：「力與運動」、「內容與設計」、「興建-營運-移轉」、「館員與教師合作」；

第二種情形，關鍵詞不佳、不理想者，如：「分析」、「方式」、「功能」、「角

色」、「任務」等；第三種情形，語意不清者，如「資訊視野」等。 

 

第六節 綜合討論 

一、碩士論文資料建檔正確性問題 

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國內可供查詢圖書資訊學門博碩士論文書目之

資源(含資料庫及系所網頁等)呈現下列問題，以致於使用者無法一次查全

學位論文相關資料。 
(一)資料不全 
對於研究生上網填寫論文書目資料缺乏強制性，因此，有資料缺乏的

現象。 

 
(二)資料重複 
有些資料庫或系所網頁錯將同一筆書目重複建檔。例如，本研究處理

書目資料時發現有同一位作者以兩個姓名重覆採計的情形。 

 
(三)資料錯誤 
部份資料庫在建檔時，論文名稱輸入有誤，或是將碩士論文誤植為博

士論文。 

 
(四)系所名稱之權威控制 
唯有做好系所的權威控制才能幫助使用者有效查全所有資料，例如臺

大圖書資訊學系於民國 69 年成立圖書館學碩士班，民國 78 年成立圖書

館學博士班，民國 87 年正式更名為圖書資訊學系，在缺乏權威控制的情

況下，以不同的關鍵詞查詢，會呈現不同的筆數，換言之，任一系所名稱

關鍵詞皆無法查得所有臺大圖書資訊學系的博碩士論文。 

 
(五)圖書資訊學門碩士論文年代界定標準不一 
對於出版年或畢業年之採用方法各校不一，有些學校以學年度(8 月至

7 月)，有些學校以日曆年度(1 月至 12 月)採計，容易造成統計上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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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資訊學門碩士論文對於研究方法之認知薄弱 

(一)部分碩士論文對於研究方法的使用不甚嚴謹 
在 725 篇的碩士學位論文當中，可以發現有些論文的研究方法不甚嚴

謹，如有碩士論文將一般性的文獻探討做為其研究方法；且有一些不常見

的研究方法出現，如：資料庫檢索、測驗法、抽樣法、多變數分析法、交

易記錄分析法、查詢過程記錄分析法、架構分析法等。 

 
(二)部分碩士論文未於摘要中標示研究方法 
在 725 篇的碩士學位論文當中，有 11 篇碩士論文無法辨識其採用的

研究方法。有鑑於研究方法在學位論文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在摘要

中應描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且在關鍵詞的選擇上也應呈現所使用之研究

方法。 

 
(三)研究方法名稱界定意見紛歧 
在研究方法名稱的採用上，甚為不一致，缺乏權威控制，例如疊慧法

有人稱為德懷術、德爾斐法；焦點團體法也有人稱之為焦點團體研究法、

焦點團體訪談法等等；而如「訪談法」一詞，也有人稱之為訪問法，有些

稱電話訪問法，有些稱深度訪談法；又如調查法可包括問卷調查法、訪談

法、網路調查法等等，而在訪談法中，又分為深度訪談法、焦點團體法等，

此外，書目計量學也可包括書目核對法、引文分析法等，造成統計上的困

難。 

 

三、圖書資訊碩士論文對於研究主題之分析缺乏共識 

國內外圖書資訊學領域學者依研究需求之不同，分別訂定不同的分類

架構，在分析之面向與詳細程度上有所出入。然而，為求各研究資料的彙

整、分析比較與再加值，學會或相關系所應對圖書資訊學各議題之分類歸

屬有一定的共識。 

 

四、圖書館類型之研究宜更為均衡 

本研究發現，圖書資訊學領域在圖書館類型的研究上，集中於大學圖

書館及公共圖書館，其他類型之圖書館在研究的數量上稍嫌不足，似應重

視其他圖書館類型的發展，以期望能夠全面發展我國圖書館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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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資訊碩士論文對於關鍵詞之採用尚有進步空間 

一般關鍵詞的使用大多集中在三至五個，但是本研究發現圖書資訊學

碩士論文關鍵詞之使用，有極大落差之情形，最少為一個，最多高達 20
個關鍵詞。 

 

  關鍵詞的使用上有部份詞彙，屬於不佳、不理想或是語意不清，以下

就幾個詞彙進行討論：第一種情形，關鍵詞太長且包含兩種概念，如：「力

與運動」、「內容與設計」、「興建-營運-移轉」、「館員與教師合作」；第二種

情形，關鍵詞不佳、不理想者，如：「分析」、「方式」、「功能」、「角色」、

「任務」等；第三種情形，語意不清者，如「資訊視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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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近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的研究成果，僅就十年

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成長情形、研究主題的分布、各類型圖書館的

研究情形、研究方法之使用情形、關鍵詞的使用說明如下。 

 

第一節結論 

一、十年來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數量成長之情形 

民國 88 年 8 月截至 98 年 7 月止，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總計

發表 725 篇；從 88 年的 49 篇到 98 年的 75 篇，碩士論文的產出呈現逐年

增加的面貌。 

 
就各校碩士論文產出情形而言，以臺大圖資所 156 篇最多；其次為淡

江資圖所 150 篇；其餘依次為輔大圖資所 136 篇、政大圖檔所 135 篇、臺

師大圖資所 91 篇和中興圖資所 58 篇。 

 

二、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分析 

近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為：訪談

調查法 230 篇(32%)、問卷調查法 196 篇(27%)、書目計量學 63 篇(9%)，
這三種研究方法的數量合計約佔 68%之多。其他依序包括：內容分析法

(5.6%)、觀察調查法(4.7%)、系統實作法(3.3%)、實驗研究法(2.9%)、比較

研究法(2.9%)、個案研究法(2.7%)、文獻分析法(2.3%)、其它研究法(1.9%)
實證研究法(1.3%)、歷史研究法(1%)、紮根理論(0.4%)、系統分析(0.4%)
和啟發式評估法(0.3%)。 

 
1980 年代圖書資訊學研究大多使用歷史研究法，調查法和觀察法為居

多，1990 年代開始，除歷史研究法，調查法和觀察法外，文獻分析法也在

研究中被廣為使用，本研究發現 2000 年後，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中以問

卷調查法和訪談調查法使用的最為廣泛。跟過去研究結果比較發現，書目

計量學、系統實作法的使用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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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主題分析 

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主體，以讀者服務最高 235
篇(32%)、其次是圖書資訊理論與基礎 124 篇(17%)、圖書資訊技術 91 篇

(13%)、技術服務 88 篇(12%)、行政與管理 79 篇(11%)、圖書與文獻 77 篇

(11%)、圖書館與圖書館事業 25 篇(3%)，其他 6 篇(1%)。 

 
以各校研究領域之情形而言，臺大圖資所、輔大圖資所、中興圖資所

和臺師大圖資所皆是以讀者服務類為主、淡江資圖所則是以圖書資訊理論

與基礎類為主、政大圖檔所則是以圖書與文獻類為主。 

 

四、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圖書館類型分析 

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有關圖書館類型之研究約 308
篇，佔全部論文的 42%；其中以大專院校圖書館 133 篇(44%)最多、其次

是公共圖書館 89 篇(29%)、專門圖書館 29 篇(10%)、中小學圖書館 32 篇

(9%)，最少是國家圖書館四篇(1%)。 

 
就圖書館類型之研究而言，有關大專院校圖書館之研究以臺大為最

多，共 33 篇，其次是中興 29 篇、淡江 20 篇；就公共圖書館而言，最多

是臺大 23 篇，其次是輔仁 18 篇、政大 17 篇；就專門圖書館來說，最多

是臺大 12 篇，其次是輔仁 10 篇、政大 7 篇；中小學圖書館部分，最多的

是輔仁 8 篇，其次為淡江 6 篇和中興 6 篇；博物館和檔案館則是以政大為

最多。 

 
出版年和圖書館類型交叉分析後，發現大專校院圖書館和公共圖書館

的研究呈現穩定且固定的研究數量，但中小學圖書館卻有逐年增加的情

形；但專門圖書館的研究就呈現衰微。 

 
研究主題和圖書館類型交叉分析後，發現以圖書館類型作為研究本體

的以「讀者服務」最多，再者是「行政與管理」，最少則為「圖書與文獻類」。

從類別數量可看出大專校院圖書館的研究較為全面性，在各項類目中均有

相關研究，而其他的圖書館類型皆明顯集中於「讀者服務」和「行政與管

理」。 

 
研究方法和圖書館類型交叉分析後，無論是大專圖書館、公共圖書

館、專門圖書館和中小學圖書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均以問卷調查法、文

獻分析法和訪談調查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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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關鍵詞之分析 

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可查檢到關鍵詞者共有 719
篇，統計後關鍵詞共有 2,999 個，其中最少的關鍵詞是一個，最多的是 20
個，平均每篇約 4.2 個。超過 36 次以上的高頻詞彙有四個，分別為公共圖

書館(58 個)、大學圖書館(54 個)、資訊需求(42 個)和資訊尋求行為(41 個)。 

 
將關鍵詞以熱門研究議題相近詞組做群組進行整理後，則發現以資訊

行為相關的研究最多，共有 180 個 ，其次是書目計量(169 個) 、檔案(118
個)、數位學習(61 個)、閱讀(59 個)、數位典藏(54 個)、資訊素養(47 個)、
知識管理(46 個)和 Web2.0(35 個)。在數位學習的蓬勃發展，學習相關的詞

彙已有增加；隨著我國數位典藏計畫的發展及教育部針對數位學習的積極

推廣下，數位典藏及數位學習相關詞彙也伴隨著產生；因為教育部接續文

建會所推動之閱讀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閱讀相關詞彙也有增加之趨勢；

而資訊素養、圖書館從業人員繼續教育一直是圖書資訊學關心的課題，因

此，與教育相關的詞彙也持續增加，可見圖書資訊學的研究有扣緊時代的

脈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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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藉由對十年來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之回顧，了解此

學科領域學位論文研究之主題內涵，在研究過程中有些許發現及心得，整

理如下，謹供參考。 

 

一、整合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析體系 

從歷來的相關研究中，不難發現，隨著研究材料的不同，可能是期刊

文獻、研究計畫或是學位論文等；加上時間範圍的差異，因此，無法有一

個緊隨學科演進適用的主題分類體系供研究者歸類、分析；不同分類體系

下之主題分析，難以作更深入之比較分析。 

 
圖書館年鑑針對圖書資訊學研究調查以來，共有曾堃賢、楊美華等人

執筆，但其所使用之分類架構卻不相同，曾堃賢圖書資訊學研究採取五大

分類體系，楊美華則採取八大分類體系，其他學者如王梅玲採用美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學會所制訂的「圖書資訊學研究領域分類表」，隨著不同的分

類體系，所展現出來的結果形成差異，使得後續研究者無法進行比較。 

 
雖有學者針對圖書資訊學主題分析的方法進行探討，但仍無共識，顯

示圖書資訊學領域實有必要透過專家學者意見累積成果，建立完整詳盡圖

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析體系持續更新。 

 

二、鼓勵各校堅實各自專長後合作研究 

由各校圖書資訊學所歷年研究成果來看，已有一定程度的專精區隔，

各校可以在此基礎上，明確各校培育目標，建立各校特色，採分工合作方

式，以開放互選課程、教師跨校指導等方式，引領學生做更深入的探討及

研究。 

 

三、加強碩士論文研究品質 

研究過程中發現各校對於學術論文之規範不甚統一，不夠嚴謹，殊為

可惜，尤其是有關「關鍵詞」之提供，常不能切題，以致於影響檢索品質，

且在論文摘要之書寫中常無法完整呈現論文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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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碩士論文典藏資料庫之建置 

碩士論文資料之收集相當的辛苦，各校來源皆不同，主要的來源有國

家圖書館所建置的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華藝CETD、各系所網頁以及

各校學位論文典藏系統和機構典藏。 

 
隨著系統建置的早晚，每個系統收錄情形不一，深深的影響到資料的

完整，故各系所應重視自身典藏情形，並加強論文在各系統間之時效性、

正確性與完整性，力求圓滿。 

 

五、鼓勵學術研究成果之開放取用 

本研究在收集資料時，發現國圖可以下載之電子全文為211篇，在華

藝是286篇，僅有三成的碩士論文有提供電子檔，其餘是未提供電子檔，

或是不開放。圖書資訊研究人員應致力於推廣及分享學術研究成果，以促

進學術交流。在碩士論文之傳播中，除了於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中授權

全文取用外，也應鼓勵發表成期刊論文，方可與更多同道與從業人員分享

研究成果。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於個人時間、能力，僅能做初探性研究，對於相關議題之進

一步研究有以下之建議： 

 

一、擴及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其他特性的分析 

本研究僅就碩士論文之資訊調查、研究主題分析、研究方法研究和研

究對象，應可擴及論文作者研究、研究動機研究、引用文研究、指導教授

與研究主題之網絡分析等，或其研究結果追蹤、作者繼續研究力追蹤、碩

士生修業人數與畢業人數之比較等。然而關鍵詞研究應進階分析與圖書館

類型、出版年和各校之間的關係，更能夠與圖書館學界之發展進行比較。 

 

二、將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結果與其他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做比較 

圖書資訊學文獻類型繁多，如期刊論文、會議論文、研究計畫、學位

論文等，從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示，一般研究者都會針對某一類型文獻、

某一時期文獻做研究，其研究結果應可做相關之比較，以成一全面性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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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利用系統剖析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之使用語詞 

利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詞庫小組所研發之「中文斷詞系統」，網

址：http://140.112.40.4/Webusers/ftlin/PCount/index.asp，透過自動抽取新詞

建立領域用詞、線上即時分詞功能、新詞辨識能力並附加詞類標記的選擇

性功能，來剖析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所使用詞彙之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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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工作 1998 年第 5 期(1998)：頁 19-20。 

60. 劉茲恆。「我國圖書館學情報學碩士論文的分析與研究」。大學圖書館學報 

3(1993)：頁 52-55。 

61. 歐陽崇榮等。「從期刊及博碩士論文分析探討臺灣圖書資訊學之研究」。教

育資料與圖書館學 43 卷 4 期(2006)：頁 389-411。 

62. 蔡佩玲。「近年來海峽兩岸有關電子資源與圖書館服務研究成果分析-以期

刊論文為例」，國家圖書館館刊 九十八年第二期 (2009.12)：頁 59-84。 

63. 鄭恆雄。「近三年來圖書館學術研究述評」。中國圖書館學會會報 35 期

（1983）：頁 372-373 

64. 鄭恆雄。「圖書館學研究」。第二次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臺北市：國立中

央圖書館編，民 77 年。 

65. 鄭麗敏。「近二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期刊論文引用參考文

獻特性分析」。碩士論文。淡江大學，民國 83 年。 

66. 賴麗香。「我國圖書資訊學進行中博碩士論文主題分類」。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訊 24(2005)：頁 37-46。 

67. 藍乾章。「七十年來的圖書館學」。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台北市：國立中

央圖書館編，民 70 年。 

68. 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系之研究」。

圖書資訊學刊 16 期(2001)：頁 18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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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近十年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一覽表 

一、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 臺北地區兒童圖書館〈室〉選書政策之調查研究 孫筱娟 1999

2. 國立藝術學院教師資訊行為之研究 林玲君 1999

3.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校區研究生資訊取得之研究 
林娟娟

(林愉珊) 
1999

4. 「台大電子圖書館與博物館--臺灣平埔族探源雛形系統」之評估研究 張嘉彬 1999

5. 美國政府資訊指引服務之研究 陳瑩芳 1999

6. 淡新檔案行政篇索引典建構之研究 黃邦欣 1999

7. 公共圖書館讀書會實施現況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繁運豐 1999

8. 從資訊差距因素探討網路資訊時代公共圖書館之任務與角色 顏淑芬 1999

9. 台大文學院與工學院研究生蕃薯藤使用及資訊尋求行為調查研究 王秀卿 2000

10. 公共圖書館績效評估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王珮玲 2000

11. 美加地區學術圖書館文獻傳遞服務之研究 何慧玲 2000

12. 從兩德統一探討德國國家圖書館之發展 張素禎 2000

13. 大學圖書館人力資源管理系統之探討 齊元愷 2000

14. 博士論文研究歷程中情境與資訊行為之探索: 以植物分類學為例       李郁雅 2000

15.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館發展之研究（1977-2000） 林淑婷 2000

16.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室服務品質改善之研究 邱雅暖 2000

17. 金山中學高中部普通班學生資訊需求之研究 林詠茹 2000

18. 台灣地區大學校院醫學圖書館網路資源服務之研究 陳三義 2001

19. 國小高年級學生資訊需求之研究-以國語實小和北新國小為例         陳嘉儀 2001

20.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類之研究 楊曉雲 2001

21. 閱讀研究 ：臺大 BBS Books 版愛書人休閒閱讀之探討 劉應琳 2001

22. 公共圖書館讀者與非讀者特質之分析-台北市民生社區抽樣調查* 曾淑賢 2001

23.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館青少年服務現況與發展之探討 王嘉鈴 2001

24. 資訊時代研究機構圖書館員之研究 呂昭儀 2001

25. 網際網路時代大學圖書館與圖書代理商關係及影響因素之探討 阮紹薇 2001

26. 圖書館讀者尋路行為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為例 侯曉玲 2001

27. 大學圖書館隨選視訊系統評估準則之研究 張瀚文 2001

28. 
我國大學圖書館自動化與網路化後資訊服務品質提升及相關問題之研

究 
莊佩樺 2001

29. 
影響係數、被引用次數與期刊重要性和作者影響力關係之探討--以數學

學科為例 
劉京玫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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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30. 符號在圖書館的應用 魏彩玲 2001

31.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資訊技術課程之研究                      史久莉 2002

32. 資訊中心提供企業資訊服務之研究 陳虹君 2002

33. 台北市國民中學圖書室提供漫畫書之研究 楊珮芬 2002

34. 虛擬社群網站之使用者評估--以台北市鄰里社區聯網（TaipeiLink)為例 方瑞華 2002

35. 國立大學圖書館專業館員性別角色與地位之研究                    王健如 2002

36. 大專院校圖書館網站經營管理之研究 呂淑惠 2002

37. 我國企業圖書館館員核心能力之研究                              林鳳儀 2002

38. 從知識管理角度探討電子商務組織資訊行為之模式 洪曉珊 2002

39. 我國資訊電子業公司專利引用網路與技術分類關係之研究 蔣禮芸  2002

40. 從自助旅遊者資訊行為探討旅遊網站內容之規劃 蘇慧捷 2002

41. 電子期刊使用研究—以國立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及文學院為例 吳雅慧 2002

42. 大學資訊素養教育之研究                                       魏令芳  2002

43. 中國圖書館學會暑期研習班實施之研究                           顏祺    2002

44. 國小高年級學生網路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翁婉真 2003

45. 大學圖書館網站個人化服務之使用者需求研究 施毓琦 2003

46. 圖書館網路公共關係之研究 張曉萱 2003

47. 圖書館品牌經營策略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莊馥瑄 2003

48. 綜合高中教師對學生資訊素養能力培養之調查研究 陳秋慧 2003

49. 我國大學圖書館數位參考服務發展之研究 蔡碧芳 2003

50. 我國國小教師網路資訊行為之研究 簡瓊雯 2003

51. 知識管理系統之應用評估 潘榕森 2004

52. 
國立台灣大學學生使用線上百科全書之資訊尋求行為－以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為例                                     
王怡人 2004

53. 臺北市立圖書館人員教育訓練之研究 王冠智 2004

54.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相關技術之專利計量研究 林螢瑄 2004

55. 資訊時代編目館員在職教育之研究 洪翠錨 2004

56. 我國公共圖書館設立學童家庭作業指導中心可行性之探討 郭佳霖 2004

57. 大學圖書館問題讀者之研究 陳韋涵 2004

58. 數位典藏產業人才培育需求及學習地圖之規劃 陳香君 2004

59. 
區域性大學圖書館聯盟期刊館藏重疊與館藏支援程度之研究：以文山區

大學圖書館聯盟為例 
陳靜宜 2004

60. 臺灣地區原住民圖書館服務之研究 曾詩穎 2004

61. 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採購問題探討 游孟儒 2004

62. 分子生物與遺傳學之文獻計量分析 黃裕惠 2004

63. 臺灣與日本圖書資訊學研究之比較  林欣怡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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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64. 澎湖地區民眾資訊需求與圖書資訊服務之分析與評估 徐佩君 2005

65. 
臺灣圖書資訊學跨學科交流之分析：以「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資料庫」

為例 
梁瓊方 2005

66. 網路書店書目資訊使用研究 陳微麗 2005

67. 文化紀錄片工作者之資訊行為研究 楊婷雅 2005

68. 大學圖書館使用者空間需求之研究 潘淑惠 2005

69. 我國軍事圖書館績效評估之研究 謝鳳珠 2005

70. 數位資訊資源長久保存策略之規劃－以臺灣大學典藏數位化計畫為例 洪維屏 2005

71. 我國公共圖書館施行兒童書目療法服務之研究 盧宜辰 2005

72. 大學圖書館館藏安全之探討-以圖書安全系統使用評估為例 周澍來 2005

73. 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與經驗之研究 蔡慧美 2005

74. 技專校院圖書館網站使用者資訊需求與使用研究 許美惠  2005

75. 公立大學行政法人化對公立大學圖書館人事管理的影響 江明駿 2005

76. 
應用專利與非專利文獻建構競爭情報分析模式—以人工腎臟技術發展

為例 
卞獨敏  2006

77. 
研究人員科技查新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台灣大學生物科學領域研究人員

為例 
方美雪  2006

78. 美國公共圖書館施行讀者諮詢顧問服務之研究 王佳琍  2006

79. 專案知識管理之個案研究 朱瀅潔  2006

80. 研發機構工程師資訊行為及其在資訊服務應用之探討 李婷媛  2006

81. 臺北地區公共圖書館問題讀者處遇之研究 林祥昌  2006

82. 
網路時代醫學圖書館館際合作的探討-以「榮民醫院醫學資源數位化合

作網」為例 
胡豫湘  2006

83. 技專校院圖書館電子資源推廣利用之研究:以崑山科技大學為例 張芳菁  2006

84. 我國公共圖書館讀者諮詢顧問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小說之成人讀者為例 張淑華  2006

85. 
實證醫學教育與文獻搜尋焦慮、圖書館焦慮、統計焦慮、寫作焦慮之關

聯性探討 
張慧瑾  2006

86. 
引用文獻錯誤、名祖式引用及剽竊引用文獻研究：以圖書館行銷期刊論

文為例 
張瓊文  2006

87. 我國國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站使用之研究—以學習加油站為例 陳世娟  2006

88. 臺北市地方自治條例立法資訊計量研究 陳呈生  2006

89. 醫療產業導入 e-learning 模式之探討 陳秀真  2006

90. 電機及資訊領域教師研究歷程中之電子期刊使用研究 黃文琪  2006

91. 網路書評與購書意願之關聯性研究 潘莉娟  2006

92. 大學圖書館館員對圖書館參與數位學習所需專業職能看法之研究 鄭淑真  2006

93. 中國古籍修復之技術知識保存的個案研究 鐘玉如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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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94. 從老年人獲取資訊與通訊科技（ICT）技能的歷程探討數位落差 林怡璇 2006

95. 提前退休教師日常生活資訊行為模式之探究 許禎芸 2006

96. 部落客之資訊蒐集與分享行為之研究 戈立秀 2007

97. 生物辨識技術專利資訊分析 王靜音 2007

98. 我國電機電子領域期刊文章合著之研究 林利真 2007

99. Open Access 期刊對我國大學醫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管理的影響 陳素娟 2007

100. 臺北縣市公共圖書館東南亞籍女性配偶之移民讀者服務研究 陳孟萱 2007

101. 小學閱讀氛圍建構之研究—以臺北市立木柵國民小學低年級班級為例 黃淨如 2007

102. 公共圖書館之顧客知識管理研究－以臺北縣立圖書館為例 陳慧文 2007

103. 臺北縣議會影音數位整合儲存管理系統使用者評估之研究 陳素雲 2007

104. 單身女性日常生活資訊行為模式 劉雅芳 2007

105. 臺北市銘傳國小學童圖書館使用動機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賴坤玉 2007

106. 美國公共圖書館生涯資訊服務之研究 王莒茵 2007

107. 虛擬博物館使用者之學習經驗研究 許凱琳 2007

108. 我國大學圖書館支援數位學習之研究 游孝慈  2007

109. 深度休閒中的資訊活動：以業餘街舞者為例  蔡尚勳 2007

110. 國會助理立法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田倩惠  2008

111. 數位典藏融入小學教學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國小教師為例 劉永蕙 2008

112. 圖書資訊學知識來源與知識擴散學科之研究 何蕙菩 2008

113. 我國大學圖書館參考館員工作內容、專業能力及繼續教育之研究 林雅惠  2008

114. 從個人資訊管理探討學位論文相關電子資料之管理行為 柯寓芝 2008

115. 
大學教師對與圖書館員合作推動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之需求與態度：以逢

甲大學為例 
查天佑   2008

116. 四庫分纂稿、閣書提要和《總目》提要之內容比較分析—以集部為例 段又瑄 2008

117. 從繪本閱讀族群解析看公共圖書館繪本閱讀推廣 徐景岳 2008

118. 公共圖書館網路行銷策略之研究－以臺北縣立圖書館為例 莊靜芬 2008

119. 臺灣地區停經婦女消費者健康資訊網站需求探討 陳雅琪 2008

120. 電腦科學領域高被引文章與一般文章之書目計量比較分析 黃玫溱 2008

121. 臺大出版中心營運策略之探討 廖敬華  2008

122. 資訊可獲性對圖書資訊學博碩士論文引用文獻影響之研究 蔡天怡 2008

123. H-index 應用於大學學術評估之探討：以臺灣地區大學為例 紀佩姍  2008

124. 臺灣地區電子書定價模式之探討 林維萱 2008

125. 參與式管理在大專圖書館管理之研究* 張郁蔚 2008

126. 我國上市公司資訊揭露管道與資訊透明度之關係研究* 游敏  2008

127. 中文資訊檢索測試集設計與製作之研究 江玉婷 2009

128. 我國大學圖書館網站品質評估之研究 翁慧娟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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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檢索背景與檢索問題對檢索技巧及檢索結果之影響研究 陳明君 2009

130. 臺北市兒童圖書館與兒童書店合作之可行性研究與合作模式之建構 李嫣紅 2009

131. 中文查詢問句擴展之研究 莊雅蓁 2009

132. 終端使用者與系統互動前後檢索問題、檢索概念與檢索詞彙變化之研究 黃怡如 2009

133. 
大學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可用性之研究－以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網站

為例                                                          
藍素華 2009

134. 我國大學圖書館 WebPAC 畫面設計之研究 林秋薰 2009

135. 數位物件辨識碼系統於中文資源之應用 葉冠志 2009

136. 數位圖書館互通性模式之研究－以 OAI-PMH 互通性架構為例 張懷文 2009

137. 大學圖書館網站好用性評估：以臺灣大學圖書館網站為例 蔡維君  2009

138. 國內企業網站網站地圖之研究 賴郁霓  2009

139. 中文資訊檢索之詞彙資源效益 林孚嘉 2009

140. 銀行網站互動性功能設計：以國內銀行網站為多重個案研究 唐麗如 2009

141. 臺灣圖書資訊學學術期刊評鑑之比較研究 吳恬安  2009

142. 臺灣原住民族知識組織架構之建構方法研究─以阿美族物質文化為例 朱雅琦  2009

143. 從政治大學教師選書行為探討圖書館選書服務 沈怡  2009

144. 從使用者音樂聆賞歷程探討線上音樂分類架構 洪元元  2009

145. 
大學圖書館發展性書目療法服務需求之研究 ─以國立臺灣大學大學部

學生為例 
洪新柔 2009

146. 從意義建構取向探討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之視障服務 張博雅  2009

147. 基督教神職人員的工作角色、任務與資訊行為之研究 莊秀禎  2009

148. 奇幻小說迷閱讀行為研究 陳宜琦 2009

149. 技職校院圖書館支援教學之研究 陳娟玫  2009

150. 
公共圖書館發展性兒童書目療法服務需求之研究— 以臺北縣市國小高

年級學童為例 
程書珍  2009

151. 張乃熊藏書研究 黃庭霈  2009

152. 我國 1998 至 2007 年數位學習期刊論文及其引用文獻分析之研究 廖婉如 2009

153. 我國技職體系大學院校圖書館空間規劃設計之研究 蔡玉珍  2009

154. 從原型理論探討使用者的類別認知－以高中生網站分類歷程為例      毛宣蓉  2009

155. Amazon.com 圖書資料檢索結果中所呈現之書目連結關係探討         粘芸蓁  2009

156. 
大眾標記法應用於考古文物描述之研究：以國小五年級學生標記十三行

博物館文物為例* 
張慈育  20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二、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  電腦科學文獻老化研究--兼論同時法與歷時法之特質                王淑儀 1999

2.  淡江大學圖書館理學院西文期刊評鑑之研究 吳秀如 1999

3.  半導體文獻雙被引現象分析 吳嘉雯 1999

4.  
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電子期刊建置之研究與實作：以淡江「教育資料

與圖書館學」季刊為例                                         
李偉寧 1999

5.  專門圖書館使用者與使用研究--以行政院一級財經部會圖書館(室)為例 李淑霞 1999

6.  主題檢索與引文檢索之結果比較 杜惠英 1999

7.  半導體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周秀貞 1999

8.  國民中學教師使用普通教室基本教學媒體情形之研究* 林清章 1999

9.  老子道德經版本的比較--以郭店楚墓竹簡為研探中心 姜元媛 1999

10.  大學生學業成長網路學習社群之建構與實施 唐宣蔚 1999

11.  期刊生產力與引用關係：以半導體文獻為例                        馬曉馨 1999

12.  國民小學圖書教師知能培育之研究 陳美蓉 1999

13.  專科學校圖書館館員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滿意度相關因素之研究 陶惠芬 1999

14.  情境教學合作學習下同儕互動歷程之俗民誌研究 游正旭 1999

15.  
會議文獻作者生產力與其延續出版品之研究:以國防科技學術研討會為

例                                                           
黃秀琴 1999

16.  圖書館火災防制之研究--以大臺北地區公共圖書館為例              黃國正 1999

17.  
國小兒童網路學習社群之設計與發展研究－以淡水紅樹林的自然生態

為例 
楊昭儀 1999

18.  淡江大學教師教育專業成長之需求評估研究 葉蕙蘭 1999

19.  高中圖書館實施使用者利用教育之探討                            蕭曉娟 1999

20.  研究生資訊蒐尋行為：以淡江大學研究生為例                      賴寶棗 1999

21.  國民小學電腦科教師教學信念、教師期望與教學行為之俗民誌研究    鍾佑民 1999

22.  大學生的閱讀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 嚴媚玲 1999

23.  
大學圖書館非書資料服務讀者滿意調查研究－以淡大、台大、清大、

交大為例                                                     趙文心    1999

24.  私立大學碩士論文引用文獻特性,及其所屬圖書館支援情況之探討     林龍德    1999

25.  公共圖書館讀者對於社區資訊服務之需求研究--以台北市北投區為例  王慧恆 2000

26.  
從引用文分析探討台灣地區傳播學研究特質:以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

究所博碩士論文為例 
李亞蘭 2000

27.  國小資訊科技教育課程套裝教材之開發研究 林君英 2000

28.  新竹市立文化中心圖書館使用者資訊需求研究 林婉琪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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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29.  
國小學童圖書館利用教育教學實施成效之研究：以「參考工具書查檢

為例」                                                       
林義娥 2000

30.  我國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內容分析之研究 林靜芬 2000

31.  主日學課程的教材設計與製作-以國小六年級為例                   湯智翔 2000

32.  大學圖書館利用教育實施成效之研究: 以靜宜大學管理學院為例      廖緩宙 2000

33.  兩岸公共圖書館事業之比較研究                                 劉郁敏 2000

34.  
以《心經》為基礎建置般若經索引典之探討                        

鄭美玲(釋

自衍)     
2000

35.  大學網路英文寫作活動教師指引 王鵬順 2001

36.  
從使用者觀點探討圖書館績效評估－以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圖書館使用

者為例                                                       
江淑芬 2001

37.  台灣地區專門圖書館專業技能需求之研究 李佩瑜 2001

38.  資訊尋求行為研究：以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學生為例                  李逸文 2001

39.  臺灣地區圖書出版之研究主題分析---以出版界季刊為例              李福蓉 2001

40.  中文圖書編目委外機制之研究 林靜利 2001

41.  檢索晤談:中介者問句研究 姜杏蓉 2001

42.  
從線上目錄主題檢索詞彙來探討主題編目工作－以私立東吳大學圖書

館為例                                                       
張素卿 2001

43.  使用者付費運用在公共圖書館之研究 張慧玉 2001

44.  
網路資源之引用分析:以國內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期刊及八十九年國科

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為例                                
陳秀慧 2001

45.  Dublin Core 與機讀編目格式關係之探討                           陳敏芬 2001

46.  
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館人員對公共出借權之認知與意見調查研

究                                                           
曾玲莉 2001

47.  期刊文獻作者生產力與引用關係 : 以臺灣地區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為例 黃惠美 2001

48.  聯合報系新聞採訪記者新聞網站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劉玉玫 2001

49.  國內外學術圖書館聯盟資源共享之研究 龔惠如 2001

50.  台灣地區生命科學生產力之國際指標研究 尤慧敏 2002

51.  公共圖書館推行說故事活動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林怡心 2002

52.  病患健康資訊需求與尋求行為之研究                              邱培源 2002

53.  作者與期刊自我引用：兼論同時法與歷時法之比較                  夏尚俐 2002

54.  網路使用者閱讀行為之研究：以紙本式及電子式小說文本為例 陳冠華 2002

55.  
從「符號互動論」觀點探討台灣傳播媒體的現代圖書館形象─中央通訊

社新聞資料庫內容分析研究（1991-2001） 
陳瑞文 2002

56.  台灣中部地區專科學校改制後圖書館轉型之研究  陳麗莉 2002

57.  台灣地區圖書館數位化資料保存政策之研究  盧美延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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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資訊科學與圖書館期刊之電子化同儕評閱研究  鍾勝仲 2002

59.  國中學生網路課程學習研究－以【九年一貫課程】為基礎            龔裕民 2002

60.  1999-2001 年海峽兩岸圖書館學核心期刊論文主題及引文之分析研究 吳冠儀 2003

61.  圖書館新聞研究-以聯合知識庫為例  林燕飛 2003

62.  OPAC 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洪世芳 2003

63.  口述歷史應用在圖書館之研究  許世瑩 2003

64.  
圖書館地震災變管理之研究-以九二一地震中部受災地區之大學圖書館

為例  
張志明 2003

65.  會員制在圖書館之應用研究  游馨億 2003

66.  隨機對照試驗醫學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楊彥緒 2003

67.  以 XML 與 CMARC 為基礎之編目模組與 WebOPAC/WAPOPAC 設計 楊翔淳 2003

68.  大學圖書館的複印授權與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研究  蔡雅雯 2003

69.  我國大學圖書館編目工作現況與發展之調查研究  鄧慧穎 2003

70.  電子檔案封裝保存策略之研究 吳宣儒 2004

71.  
表演藝術圖書館角色功能之研究：以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

館為例 
吳美清 2004

72.  學術傳播體系變遷中之大學出版社研究  林串良 2004

73.  美國圖書館協會在美國社會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與作為 林美君 2004

74.  電子出版品法定送存制度之探討 花湘琪 2004

75.  新聞專卷的數位化與加值應用─以台灣棒球報紙新聞數位典藏為例 孫正宜 2004

76.  我國縣級以上公共圖書館網站及使用者需求之研究 高鵬 2004

77.  按需印刷商務出版營運模式之研究—中國生產力中心能力雜誌為實證 陳怡如 2004

78.  科技期刊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陳憶玲 2004

79.  圖書館事業自我專業評估研究－以桃竹苗地區大學院校圖書館員為例 曾莉玲 2004

80.  國立空中大學教科書數位化出版可行性研究 黃信捷 2004

81.  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專業閱讀之研究 劉毓欣 2004

82.  台灣地區數位出版品一致性命名原則之研究 歐陽慧 2004

83.  圖書館 BOT 相關模式應用研究:政府閒置空間再利用之案例 蔡佳容 2004

84.  臺灣地區生命科學國際會議文獻生產力與延續出版之研究 鄭琚媛 2004

85.  模糊分類應用於圖書館資訊選粹服務系統之研究 蕭勝文 2004

86.  資訊科學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之文獻分布與主題變化現象 賴淑靜 2004

87.  學校圖書館員專業資格認定之研究--臺北縣市高中圖書館員之觀點 蘇佩芬 2004

88.  
學術論文被引用次數之分析研究：以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及 Scopus 為例 
石秋霞 2005

89.  從教師觀點探討國內圖書資訊相關學系之資訊科技課程設計 吳凡      2005

90.  大學圖書館服務接觸品質之研究 阮士容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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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社會科學期刊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周怡君 2005

92.  資訊素養結合資訊科技融入小學教學之研究 林依潔 2005

93.  數位時代小學圖書館利用教育之研究 -以臺北市立天母國小為例 林怡伶 2005

94.  電子期刊組織整理與使用之研究-以中央研究院為例 洪昭蘭 2005

95.  小學圖書館(室)自動化系統功能需求之研究：以台北市為例          胡貴美 2005

96.  資源合集層次詮釋資料之比較研究 張怡婷 2005

97.  爭議性書刊處理之調查研究：以大台北地區公共圖書館為例 陳淑貞 2005

98.  數位媒體對大學出版社營運影響之探討 劉盈吟 2005

99.  高教學歷視障者網路資訊行為之研究 劉嘉馨 2005

100.  探析我國圖書資訊學期刊引用學位論文之研究 劉瑞珍 2005

101.  台灣地區政府加值資訊營運模式之研究 鄭茗襄 2005

102.  大學機構典藏政策之研究 羅靜純 2005

103.  兒童圖書館閱覽座椅使用現況之研究－從人因觀點切入 伍崇毓 2006

104.  圖書分級落實於國內公共圖書館實務工作之調查研究 吳理莉 2006

105.  政府機關電子文件模擬保存策略之研究 吳齊航 2006

106.  「知識管理」之共詞分析研究 周淑珍 2006

107.  台灣圖書資訊學期刊作者對 Open Access 看法之研究 莊正德 2006

108.  從期刊文獻的引用分析學科領域的內涵與影響：以資訊科學為例 林秀惠 2006

109.  臺灣地區出版品法定送存制度實施與作業探討－以 ISBN 圖書為例 閔國棋 2006

110.  美國與澳大利亞學校圖書館學會之比較研究 楊莉芃 2006

111.  合集對圖書館期刊採購的影響 葉譓歆 2006

112.  臺灣地區大學校院婦女與性別研究室(中心)特藏發展之研究 鄭維莉 2006

113.  辦公室文件格式標準之研究-以 ODF 和 OOX 為例 薛志峰 2006

114.  圖書館法頒定前後台北市小學圖書館人力資源變化之研究            王仁薇    2007

115.  圖書資訊學與相關學科之期刊自我引用研究                        古育詩 2007

116.  使用 FRBR 模式評量 NBINet 書目紀錄品質之研究                  余怜縈 2007

117.  國內大學生網路消費者健康資訊之使用研究－以淡江大學為例        林千鈺 2007

118.  我國公共圖書館遊民讀者服務之研究—以臺北市萬華區為例          洪惠慈    2007

119.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引用現象之研究：二○○三至二○○五年       張瑜倫 2007

120.  中美編目規則研訂機制之研究                                    陳君屏 2007

121.  
歐洲國家兒童閱讀活動之探討：以芬蘭、愛爾蘭、英國、瑞典及奧地

利為例                                                       
陳精芬 2007

122.  圖書資訊學期刊引用文獻分析研究：以 JASIST 為例               黃琇薇  2007

123.  資訊素養融入學科協同教學計畫-以清雲科技大學為例               劉美慧  2007

124.  數位保存模擬策略與詮釋資料之關係研究 吳朝裕 2008

125.  台灣棒球文物數位化流程與數位典藏系統之規劃設計 李婉羽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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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台灣棒球維基館網站之計量分析 林瑜嫻 2008

127.  大學圖書館電子書組織整理方式之研究 黃彩媚 2008

128.  隨機對照試驗醫學文獻共被引現象分析 劉瓊芳 2008

129.  學術論文引文格式對於學術資料庫電子文獻規範之探討 蔡孟倫 2008

130.  圖書館辦公室文件轉置成本之研究 關中 2008

131.  兒童線上公用目錄發展與使用之研究                              張玉芳 2009

132.  
Web 介面之線上公用目錄使用研究：以政治大學和清華大學圖書館為

例                                                           
李芳菁 2009

133.  公共圖書館網路版線上公用目錄使用研究                          陳惠瑜 2009

134.  
《中國期刊網》和《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的比較研究：以收錄圖

書館學期刊為例 
吳小芬 2009

135.  國內線上聯合目錄已知作品檢索之研究 徐怡華 2009

136.  動態連結於圖書館整合系統之探討--以開放式定址法(OpenURL)為例 張關評 2009

137.  
網路搜尋引擎對取閱學術資訊之影響： 

以 Google Scholar 為例                                          
陳凱誌 2009

138.  以網頁區塊閱讀行為探討圖書館首頁資訊組織研究 楊易嬋 2009

139.  Wiki 系統評估與社群經營之研究－以維基百科為例                 游忠諺 2009

140.  臺灣地區會議文獻管理系統建置需求之研究                        蔣欣樺 2009

141.  Wiki 資訊架構之可用性評估：以台灣棒球維基館為例 官欣瑩 2009

142.  資訊檢索結合文字探勘之應用－以中醫婦科專題文獻資料庫為例 童瓊慧 2009

143.  西文資訊科學期刊文獻之引用分析研究：以 JASIS(T)為例           方碧玲 2009

144.  大學圖書館部落格之群組研究                                    王荻      2009

145.  藉由專家社群之推動以建立中醫常見病症知識庫                    林莉穎 2009

146.  
基於 OAIS 模式之開放式數位典藏系統設計： 

以台灣棒球歷史新聞為例                                       
康珮熏 2009

147.  
運用 COUNTER 計畫進行電子資源使用統計報表之加值運用：以淡江

大學為例                                                     
陳永祥 2009

148.  從使用者角度探討中文 wiki 網站成功因素之研究                   陳俊佑 2009

149.  Wiki 協作系統之可用性研究：以台灣棒球維基館為例               陳瑩潔 2009

150.  Wiki 擴充模組之開發與應用：以台灣棒球維基館為例              詹凱博 2009

 

三、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  石牌醫學園區護理人員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葉慶玲 1999

2.  我國政府檔案分類之回顧與前瞻 胡英麟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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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社政治新聞工作者資訊尋求行為之探討--以政治記者與政治版編輯

為例                                                         
陳怡佩 1999

4.  網路虛擬實境在圖書館利用教育之建置與應用研究                 陳智泓 1999

5.  論目前臺灣公立圖書館館員之任用                                楊敕貝 1999

6.  正史源流考 李伯華 1999

7.  從行銷理念探討輔仁大學人文科學圖書館參考資訊服務              李惠卿 1999

8.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生使用參考資源研究 藍孝蘋 1999

9.  Z39.50 客戶端軟體評鑑研究 黃華明 2000

10.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館使用者資訊素養問題研究 王貴珠 2000

11.  光碟資料庫介面使用研究 許鈺珮 2000

12.  <<全唐詩>>考述                                               范純菁 2000

13.  全球資訊網使用者瀏覽行為分析 劉純芳 2000

14.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權威控制功能之探討 黃媜嫆 2000

15.  
館際互借服務與使用者滿意度之研究：以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暨附設

醫院圖書館為例 
應家琪 2000

16.  臺灣佛教女性出家眾資訊尋求行為之探討 林雯雯 2000

17.  醫學資訊資源發展研究* 謝美玲 2000

18.  《道藏》研析 朱寅伶 2001

19.  台灣總督府圖書館館藏政策之研究 郭冠麟 2001

20.  健保資訊資源的使用研究－以健保局行政人員和健保研究人員為例 雷若瑾 2001

21.  裕隆汽車公司圖書館之利用研究 蕭淑萍 2001

22.  臺灣地區佛教圖書館發展之研究 黃德賓 2001

23.  以個案觀察小學圖書館利用教育與教育改革的因應                  熊惠娟 2001

24.  
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對電子資源需求及尋求行為研究--以台北市立圖書

館為例 
吳敏萱 

2001

25.  輔仁大學進修部學生圖書館使用之研究 林盈潔 2001

26.  《藝文類聚》研究 陳信利 2002

27.  工程顧問公司圖書館館藏發展之研究 陳冠吟 2002

28.  公共圖書館館員繼續教育需求之研究 林淑君 2002

29.  我國綜合證券商研究人員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劉瑄儀 2002

30.  非同步教學課程學生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蘇雅屏 2002

31.  問題導向學習與醫學生資訊素養之探討 盧秀婷 2002

32.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圖書館館藏使用研究                            張賢淑 2002

33.  國防大學中正理工學院研究生使用圖書館參考服務之研究 鄭馨 2002

34.  資訊素養在高中國文科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陳敬衡 2002

35.  綠建築觀念在圖書館之應用 葉仲超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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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36.  網路資源使用之資訊超載現象—以輔仁大學管理學院研究生為例 許文綺 2002

37.  輔仁大學文學院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 謝宜芳 2002

38.  輔仁大學學生視聽資料需求個案探討 梁靜如 2002

39.  大學生視聽資料之使用研究 羅淑姐 2002

40.  文件自動分類及其成效評估之研究 林政緯 2002

41.  大學圖書館專題選粹服務之現況與使用者調查研究 呂寓蘭 2003

42.  小學自然學科資源式教學個案 黃幸雯 2003

43.  地質資料顧客服務模式建立之研究 郭麗秋 2003

44.  我國公共圖書館參與社區總體營造理念研究 周惠蓮 2003

45.  我國學位論文數位化共建共享之研究 陳淑燕 2003

46.  鄉鎮圖書館從業人員對知識自由之態度研究 陳致榮 2003

47.  圖資系畢業生在企業知識管理上扮演的角色 陳利敏 2003

48.  網路化圖書館利用學習系統互動性需求分析 劉鼎昱 2003

49.  網路時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資訊之探討 陳相如 2003

50.  輔仁大學餐旅管理學系學生之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李惠萍 2003

51.  影像內容檢索系統之使用研究 吳靜宜 2003

52.  醫學院暨生命科學院研究生生物醫學電子期刊之使用研究 游立新 2003

53.  圖書館自動化成效指標研究* 陳世雄 2003

54.  土木工程及地球科學研究生政府資訊之使用研究 龔婉婷 2004

55.  
小學生使用公共圖書館漫畫館藏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中崙分

館」為例 
林慧菁 2004

56.  
公共圖書館讀者使用動機之性別差異分析─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為

例 
蔡幸珮 2004

57.  由認知、情感與實體層面探討大學生之全球資訊網搜尋行為 王秋閔 2004

58.  美國學校圖書館媒體中心支援教學之研究 周倩如 2004

59.  問題取向的大學圖書館連續性資源管理研究 林清玉 2004

60.  數位學習管理系統評鑑指標之研究 簡晟峰 2004

61.  四十年來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研究主題之析論 陳淑芬 2004

62.  由支援教學功能探討高中圖書館協助法治教育推展之道 鄭宏宣 2004

63.  數位學習環境下學生特質與電腦態度分析 楊俊彬 2004

64.  我國私立大學文獻傳遞服務實證調查傳遞時間之研究 謝家平 2004

65.  電子時代大學圖書館經營中著作權合理使用之研究 余昕翰    2004

66.  大學圖書館線上電子書服務使用之需求研究 李瑞國 2005

67.  大學生紙本式與電子式課外閱讀研究 黃國良 2005

68.  
大學生對圖書館利用教育實施態度之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文學院大

學部學生為例                                                 
方寶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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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公共圖書館學齡前兒童及家長服務之調查研究 蘇盈甄 2005

70.  公共圖書館讀者服務館員工作倦怠之研究 —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莊俊凱 2005

71.  文件自我擴展於自動分類之應用 莊大衛 2005

72.  音樂內容檢索系統之使用者研究 余慧薔 2005

73.  國中生課外閱讀之研究 林婉君 2005

74.  國際貿易人員資訊行為之研究 游茜雯 2005

75.  從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議題探討台北縣國民中學教師之資訊尋求行為 魏宇萱 2005

76.  輔仁大學圖書館服務品質研究：LIBQUAL+(TM) 之運用實證        蔡佳霖 2005

77.  小學圖書館(室)在九年一貫課程中角色之探討 潘盈達 2005

78.  中美圖書分類法研訂機制與應用系統之比較研究 葉威伶  2005

79.  � �需求取向之高中圖書館讀者服務規劃 以生命教育相關資訊為例    曾筱雯 2005

80.  以 Big6 資訊素養教學融入國小社會領域之個案研究                 魏怡君    2005

81.  個人化知識表徵瀏覽模型 謝順宏 2006

82.  臺北縣地方文史工作室角色及營運之探討 陳靜誼 2006

83.  醫學系學生 MEDLINE 醫學資料庫之使用研究 吳妮晏 2006

84.  大學圖書館館員對圖書館行銷策略態度之研究 劉怡君 2006

85.  中國古典目錄體制「提要」之研究 范芝熏 2006

86.  公共衛生領域研究生使用政府統計資訊之研究 陳雪芳 2006

87.  以引用文獻分析探討醫學院教師資訊需求與館藏支援程度 曹婷婷 2006

88.  以自由/開放原始碼軟體（FLOSS）探討圖書館桌面電腦的使用滿意度 游龍山 2006

89.  台灣 OCLC 會員館參與 WorldCat 建置之研究 曾宇薇 2006

90.  參考館員使用新聞資源之研究 張惠萍 2006

91.  線上參考服務館員人際溝通技巧之研究 陳韻如 2006

92.  從圖書資訊學課程探討醫學圖書館員之正規教育 陳若彤 2007

93.  概念性類別標題詞自動擷取的評估 陳秀涵 2007

94.  公共圖書館讀者旅遊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分析 翁聖詒 2007

95.  
台灣地區圖書館中文書目資源共享實施現況與問題之探討--以全國圖

書書目資訊網為例 
賴香君 2007

96.  明清譯書書目之研究 郭建佑 2007

97.  圖書資訊利用學習活動與國小學生主題探索之研究 黄文樺 2007

98.  台北市年長者之健康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高持平 2007

99.  從使用者觀點探討公共圖書館休閒角色之研究-以新店市立圖書館為例 湯于賢 2007

100.  數位典藏庫中資料分群產生之研究-以數位學習詮釋資料為例 任炳魁 2007

101.  讀者使用科技設備之空間與人因探討-以醫學大學圖書館為例* 田國慶 2007

102.  臺北市立圖書館志工之教育訓練需求研究                          林凱雯    2008

103.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 詹惠媛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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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大學生圖書館焦慮情形與電腦態度之關係－以輔仁大學大學部學生為

例 
何怡臻 2008

105.  以 ARCS 動機模式分析大學生圖書館利用教育之學習動機 陳麗純 2008

106.  台灣一人圖書館員工作特性之研究 鄭淑美 2008

107.  台灣鄉鎮市區圖書館行銷現況與館員行銷態度調查 劉莉萱 2008

108.  
基於自動分類為基礎的圖書題名特徵擷取之研究-以輔助圖書分類系統

為例 
黃嘉宏 2008

109.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學生之資訊行為研究 翁怡華 2008

110.  學生參與圖書館服務學習之動機與觀感 沈佳敏 2008

111.  職業婦女的學習需求與公共圖書館使用之研究 沈春燕 2008

112.  從英語教師的資訊需求探討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之研究 陳巧樺 2008

113.  視障音樂工作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陳   穆 2008

114.  天主教神職人員的工作角色與資訊尋求行為：以天主教輔仁大學為例* 曾綉雅 2008

115.  SGML、XML、RDF 文件交換標準之比較與資料模式設計 陳嵩榮 2009

116.  網際網路上電子新聞追蹤系統的建立與評估 張政義 2009

117.  圖書館兒童網站內容研究 蔡燕如 2009

118.  中文 OCR 文件檢索測試集之製作與應用 蔡孟竹 2009

119.  公共圖書館網站介面評估--以台灣地區縣(市)級以上圖書館為例       邰婉貞 2009

120.  
多媒體線上百科全書介面設計對使用狀況之影響—以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Online 為例 
黃詩涵 2009

121.  圖書館兒童網頁之規劃與施行 劉昫如 2009

122.  兒童使用台北市立圖書館兒童版網站之研究 林芳志 2009

123.  查詢擴展之詞彙篩選應用於主題檢索之研究 蔡育欽 2009

124.  中文互動式檢索輔助功能之效益評估-以關聯提示詞為例 葉佳昀 2009

125.  台灣與美國地區醫學校院圖書館網站內容與設計分析之研究 楊翔雯 2009

126.  數位博物館使用行為分析－以輔仁大學織品服飾數位博物館為例  謝東倫 2009

127.  提升主題檢索成效機制之研究 蔡鎮陽 2009

128.  專利文獻、資料庫及軟體之創新指標研究 張景華 2009

129.  台灣地區哲學領域學者資訊行為之研究  簡莉婷 2009

130.  金門地區公共圖書館空間與環境需求探討                          施彥綸    2009

131.  虛擬社群之生涯資訊需求研究  陳廷歡  2009

132.  臺北市立圖書館服務品質調查研究 田代如    2009

133.  臺灣地區兒童圖書館員專業知能需求研究 張鳴燕    2009

134.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學生使用數位化藝術資源之研究 陳亮吟 2009

135.  大學圖書館 Blog 建置研究 游曉芬 2009

136.  輔仁大學圖書館數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分析—以管理學院學生為例 鄭曉菁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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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  知識管理在電子圖書館應用之研究 馮國卿 1999

2.  台灣地區大學院校圖書館教授指定參考書服務之調查研究 黃超蘭 1999

3.  台灣地區 IC 設計業公司圖書館（資料單位）經營之研究             楊舒萍 1999

4.  中文分類主題一體化之研究：以教育學類為例                     何世文    1999

5.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 (EAD) 在中文檔案應用之研究                 賴麗雯 2000

6.  國立故宮博物院國際借展之個案研究 孫鴻鈴 2000

7.  
國中美術教師對美術館教師研習活動需求之研究─以台北縣市地區為

例 
顧啟賢 2000

8.  我國大學電子公文系統架構及其內容之研究 陳政益 2000

9.  台灣地區博物館附設圖書館經營研究 陳穎儀 2000

10.  檔案資訊描述標準 MARC AMC 與 EAD 之比較與格式對映研究 王麗蕉 2001

11.  圖書書目著錄加值分析之研究 鄧英蘭 2001

12.  博物館館藏管理系統之研究：以鴻禧美術館為例 吳紹群 2001

13.  我國社會科學學術期刊論文引用灰色文獻之研究 蔡佳玲 2001

14.  台灣地區鄉鎮圖書館行政體制之研究 張惠真 2001

15.  台灣地區建置縣(市)立檔案館可行性之研究 洪一梅 2001

16.  台北巿高中圖書館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之研究                  黃瑞秋    2001

17.  台北市公立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之研究 陳明來 2001

18.  電子資源共享圖書館聯盟策略規劃之研究 黃久華 2002

19.  醫學基因工程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許裴軒(許

文華) 
2002

20.  醫師對圖書館線上參考服務需求之探討--以長庚紀念醫院圖書館為例  蔡寶卿 2002

21.  檔案學碩士教育之比較研究：以五國九校為例                      葉淑慧 2002

22.  檔案描述規則之比較研究：以 ISAD(G)、APPM 及 MAD3 為例 傅明儀 2002

23.  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工作滿意度之研究 邱美靜 2002

24.  博物館智能障礙導覽研究─以台北市立美術館為例 王婉如 2002

25.  英美圖書館專業人員認可與檢定之比較研究                        黃美蓮 2002

26.  我國歷史檔案館館藏發展政策訂定之研究 劉佳琳 2002

27.  我國專門圖書館館員工作焦慮之研究 林妙樺 2002

28.  我國大學檔案館設置可行性之研究 黃亭穎 2002

29.  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工作輪調之研究                              徐淑琳 2002

30.  中美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館制度之比較研究 蘇美如 2002

31.  中文電子資源合作編目規範之研究 曾秋香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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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32.  檔案館使用者之資訊行為研究：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為例 陳碧珠 2003

33.  臺灣醫院院史館管理體制之研究 朱玉芬 2003

34.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跨系統整合模式研究 賴忠勤 2003

35.  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 蔡青芳 2003

36.  從數位落差探討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網際網路服務 陳澤榮 2003

37.  知識倉儲的知識結構之研究-以某行政部門為例 盧美惠 2003

38.  我國博碩士論文數位典藏策略之研究 陳奕達 2003

39.  行憲以來我國歷任總統文物管理之研究 竇薇薇 2003

40.  台灣高科技產業圖書館員參與知識管理團隊之研究 劉欣蓓 2003

41.  以博物館行銷觀點探討博物館形象建立 張瑜倩 2003

42.  公共圖書館讀者使用之城鄉差異現象研究─以台北縣為例 袁鴻祥 2003

43.  我國政府機關電子文件鑑定制度之研究 黃國斌 2004

44.  藝術數位圖書館推廣利用之研究-以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圖書館為例 曾聖峰 2004

45.  醫學圖書館個人化資訊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台北榮民總醫院圖書館為例 徐嘉僑 2004

46.  檔案在高中台灣史教學運用之研究 張凱迪 2004

47.  
數位時代大學媒體服務之研究—從圖書館與教學資源中心角色與關係

探討 
邱昭閔 2004

48.  臺灣鄉鎮圖書館營運模式之研究：以宜蘭縣為例 黃文玉 2004

49.  網路式指導在我國大學圖書館利用教育的應用研究 方立果 2004

50.  傳播學門大學生資訊素養能力的研究 柯雲娥 2004

51.  
博物館數位典藏專業人員訓練實施成效之研究─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

館為例 
蕭雯純 2004

52.  國家圖書館遠距教學系統學員滿意度之研究 曾彩娥 2004

53.  我國歷史檔案館藏檢索系統在 Web 環境中建置之研究 張淑惠 2004

54.  我國個人文件典藏管理之研究：以公部門為例 林嘉玫 2004

55.  我國大學校史館(室)之功能與行政隸屬之研究 錢中媛 2004

56.  公共圖書館與博物館志工管理比較研究 何秀娟 2004

57.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數位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建置之研究 王文英 2004

58.  大學圖書館數位學習物件交換網路服務                            魏汝余 2004

59.  讀者對臺南市立圖書館行銷之滿意度研究---以兒童服務為例 張琳雅 2005

60.  檔案控制層次在歷史檔案編排之應用 葉美珠 2005

61.  歷史檔案策展研究—理論、概述與實例 蔡宜娟 2005

62.  數位學習者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以政大遠距教學網為例 徐嘉琳 2005

63.  臺灣地區典藏古地契資源研究 劉純芬 2005

64.  網路行銷應用在大學圖書館電子資訊服務之研究 黃慧娟 2005

65.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研究:以苗栗縣三灣鄉立圖書館為例 林美玉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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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66.  能力本位教育應用在圖書館員網路繼續教育課程設計 丁嘉仁 2005

67.  英美圖書館學會館員繼續專業教育之比較研究 張玉靖 2005

68.  城市建設檔案管理體系建置之研究 陳慧娉 2005

69.  
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之檔案管理研究：以台鹽公司、台電公司、

台灣菸酒公司、中船公司為例 
陳珈宏 2005

70.  台灣地區公共圖書館危機管理之研究：以人為誘發型危機為例 劉家寶 2005

71.  台北縣立鶯歌陶瓷博物館導覽員專業訓練研究  施佩瑩 2005

72.  大學圖書館知識管理模式之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圖書館為例        劉俊宏 2005

73.  台灣地區鄉鎮圖書館閱讀推廣活動之研究 饒梅芳 2005

74.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與碩士生就業與教育供需之研究 柯君儀 2006

75.  臺灣地區銀行產業檔案管理體系之研究-以國內兩家民營銀行為例 蘇倉楠 2006

76.  電子期刊的資訊組織與取用之研究                                趙慶芬 2006

77.  電子期刊 E-Metrics 評鑑模式應用於大學圖書館之研究 張慈玲 2006

78.  鄉鎮圖書館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 林書廷 2006

79.  從主題檔案館功能探討我國軍事檔案館設置之必要性 熊蒂生 2006

80.  國家檔案鑑定與移轉機制之比較研究 詹幼華 2006

81.  國立成功大學圖書館建築用後評估之研究 朱家榮 2006

82.  青少年收容人圖書資訊利用與圖書會參與之研究 張齊家 2006

83.  大學圖書館應用社會性軟體之研究 王盈文 2006

84.  美國、英國、澳洲國家檔案館檔案網路開放應用之比較研究          葉俊宏    2006

85.  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 黃淑惠 2007

86.  
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之主題分析研究－以 1997-2006

年為例 
徐韻婷 2007

87.  電子預印本開放取用對學術傳播之影響：以物理學門為例 吳瑩月 2007

88.  資訊檢索文獻老化現象之研究-兼論同時法與歷時法之特質 許雅婷 2007

89.  美國與澳洲國家圖書館數位保存計畫之比較研究 楊志津 2007

90.  我國檔案法立法過程之研究 廖彩惠 2007

91.  我國國家檔案徵集政策之研究 凌寶華 2007

92.  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研究：以 12 所大學為例 王亦勤 2007

93.  西文社會科學「期刊自我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張美琪 2007

94.  台北市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之研究 陳冠穎 2007

95.  日治時代臺灣文獻資料及其分類體系之研究 黃景彤 2007

96.  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比較研究 陳薇竹 2007

97.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研究 曾湘雯 2008

98.  從電子期刊使用探討圖書館期刊館藏發展--以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為例 陳巧倫 2008

99.  從著作權法探討學術圖書館參與 Google Book Search 計畫之研究 陳泓翔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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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00.  參考服務在國內檔案典藏單位應用之研究 陳憶華 2008

101.  我國檔案典藏單位危機管理之研究 王昉晧 2008

102.  社區資源應用於鄉鎮圖書館之研究 洪聖傑 2008

103.  台灣家族檔案公部門蒐藏及管理之研究 劉美伶 2008

104.  台灣地區檔案素養評估指標之研究 高君琳 2008

105.  台灣地區學術文獻被引用情形之研究：探討 12 所大學學術影響力 吳孟瑾 2008

106.  台灣地區的世界文學翻譯作品：書目計量分析 董蕙茹 2008

107.  台灣、香港、大陸地區之學術合作研究─以工程類為例 郭政遠 2008

108.  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研究 許修嬋 2008

109.  「輸送現象」之文獻特性分析 林怡甄 2008

110.  我國大學圖書館網站網頁連結引用之研究 方靜如 2009

111.  
多次檢索相關判斷變化之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碩士班研究生

為例 
張育芬 2009

112.  中美圖書館數位典藏管理與著作權法之比較研究 謝英彥 2009

113.  數位圖書館學習網站之研究 李明珊 2009

114.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之探討 林純如 2009

115.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網站使用研究 林惠玲 2009

116.  公共圖書館中文版兒童網站評鑑之研究 蔡承穎 2009

117.  
數位典藏資源支援專題式學習模式研究：以臺灣百年圖書館史數位圖

書館為例 
陳佳琪 2009

118.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發展使用者導向之圖書館館藏評鑑系統            陳廣宗    2009

119.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建構之研究 蔡佳縈    2009

120.  
資訊科學先驅的共被引研究：以美國資訊科學學會最佳貢獻獎得主為

例 
黃瑞期    2009

121.  農漁會家政推廣人員使用圖書館資源之研究                        柯文仁    2009

122.  從使用者探討線上公用目錄設計原則之研究：以臺北科技大學為例    陳臻 2009

123.  從圖書館價值探討我國圖書館員基本專業能力 劉濟慈    2009

124.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之比較研究 徐雅力    2009

125.  國民小學校史檔案之管理與運用－以臺北市百年小學為例 賀語宸    2009

126.  海峽兩岸中文電子期刊系統之比較研究 徐嘉晧    2009

127.  個人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以國內兩大典藏機構為例 廖淑媚    2009

128.  我國檔案推廣策略之研究 鄧蓮華    2009

129.  我國縣市圖書館數位參考服務之研究                              毛明雯    2009

130.  西文資訊科學重要期刊引用文獻之研究 許如玉    2009

131.  台灣作家數位典藏調查研究 李貞慧    2009

132.  Web 2.0 概念與技術在我國檔案典藏單位應用之研究 林國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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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大學圖書館電子資源管理系統現況調查之研究                      何子頎    2009

134.  「Science」與「Nature」之科學計量分析 姜祈傑    2009

 

五、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  公共圖書館讀者資訊素養之研究—以台南市公共圖書館為例 沈美如 2002

2.  兒童圖書館員、父母與幼稚園教師對幼兒閱讀行為的影響之調查研究  周均育 2002

3.  農學院師生使用實體圖書館與圖書館網站服務比較研究 周欣鶯 2002

4.  公共圖書館運用義工資源之研究 --- 以台中地區圖書館為例 林育瑩 2002

5.  技專校院圖書館個人化資訊服務之研究-以台中技術學院圖書館為例   林明宏 2002

6.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師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探討                侯海珠 2002

7.  國立大學圖書館成員對學習型組織知覺之調查研究                  張瑤華 2002

8.  資訊素養教學之研究-以 Big6 融入國小五年級國語科為例            游婉琳 2002

9.  中美政府出版品管理制度之比較研究 趙麗卿 2002

10.  電子期刊對大學圖書館組織結構及分工之影響  劉玟怡 2002

11.  
博物館館藏管理系統功能與館員使用需求之探討--以國立臺灣美術館

為例                                                         
賴岳貞 2002

12.  網路系統對圖書館文獻傳遞服務之影響評估  鍾雪珍 2002

13.  大學圖書館工讀生之運用與管理 王雅怡 2003

14.  圖書館聯盟採購電子資源授權之評估要素 李銘純 2003

15.  公共圖書館網路使用規範                                       陳蓉蓉 2003

16.  台中縣市大學教師使用指定參考書服務之研究 蔡季軒 2003

17.  政府採購法對國立大學圖書館圖書資料採購之影響 王惠華 2004

18.  
圖書館西文電子書的使用動機與行為研究--以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生使

用 netLibrary 電子書為例 
何淑津 2004

19.  
技專院校教師對圖書館利用教育實施態度之研究--以國立高雄海洋技

術學院為例 
花瑞蓮 2004

20.  企業主管資訊取得行為研究 胡瑞芝 2004

21.  高職資訊素養教育課程之規劃 張玉燕 2004

22.  大學教師對電子期刊資料庫評價之探討 梁康馨 2004

23.  大專院校圖書館與電算中心組織合併後之內部整合管理研究          楊淑妙 2005

24.  大學圖書館訂定電子館藏發展政策之研究 戴筱蓁 2005

25.  
台中地區公共圖書館非圖書館學系畢業館員繼續教育與學習阻礙之研

究 
謝淑欣 2005

26.  私立大學圖書館館員薪酬制度知覺及工作績效自評結果之關聯性 胡真華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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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大學網路式圖書館利用教育之教學研究 郭碧真  2005

28.  大學圖書館館員對於發表期刊文章認知與態度之研究 余玟靜 2006

29.  從 LibQUAL+TM 探討我國大學圖書館服務品質評量 林鈺雯  2006

30.  高職學生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柯慧鈴  2006

31.  大專校院圖書館電子資源推廣服務實施探討 胡亦君 2006

32.  
公共圖書館即時數位參考服務之使用行為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為

例 
陳育佑 2006

33.  大學圖書館使用者產生圖書館焦慮之研究-以中興大學學生為例 黃于倩 2006

34.  大學圖書館工作人員工作空間之研究 潘儷文  2006

35.  小學圖書館資訊素養教育應用 Blog 之研究－以臺中縣南陽國小為例 黃嘉慧  2006

36.  電子期刊對大學圖書館紙本期刊刪訂影響之研究 王慧娟  2007

37.  大學圖書館網站多媒體特性與網站操作滿意度之關聯性研究 林佳葦  2007

38.  大學圖書館館長領導風格與其績效關聯性之研究 林時暖 2007

39.  國防科技人員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以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為例 林彩鳳  2007

40.  學位論文數位化授權意願之研究 張慧娟  2007

41.  碩士生對資訊素養之熟練度與態度之調查研究-以亞洲大學為例 廖淑真 2007

42.  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升遷制度之研究 劉淑慧  2007

43.  
小學圖書館以Moodle平台實施主題式數位閱讀之研究---以台中縣吉峰

國小為例 
呂佳勳 2008

44.  
國小高年級學童閱讀態度、家庭閱讀環境與公共圖書館利用之相關研

究－以高雄市為例 
林玉庭 2008

45.  大學圖書館數位參考諮詢服務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郁棠 2008

46.  
國小六年級生主觀覺知中資訊尋求行為之比較研究─以臺中市國小為

例 
張瓊書 2008

47.  臺灣地區圖書館編目業務承包商之編目服務研究 陳儀珊 2008

48.  國內大學教師利用 Open Access 期刊之探討：以物理類期刊為例 黃勵立 2008

49.  小學圖書館媒體專家的角色與實踐-以臺北市為例 蘇雅敏 2008

50.  
數位博物館網路學習環境設計之評估研究--以「蝴蝶生態面面觀」系統

為例                                                         
吳秉蓁 2009

51.  大學圖書館網站無障礙網頁設計之研究 李欣怡 2009

52.  大學圖書館網站使用者介面設計之評估研究 蕭佳祥 2009

53.  
公共圖書館與數位落差： 

臺中市、縣偏遠地區公共圖書館讀者電腦網路使用行為的探討        
周惠婷 2009

54.  圖書館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優使性之研究-以 SmartWeaver 為例 姜義臺 2009

55.  大學圖書館網誌服務評估-以淡江大學圖書館為例 梁鴻栩 2009

56.  從支援教學的角度探討大學教師對圖書館電子資源之資訊行為：以逢 陳新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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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大學為例 

57.  高雄市公共圖書館館員對兒童閱讀活動之認知與態度 曾筱嵐 2009

58.  
高中圖書館人員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備課歷程中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

行為之研究 
黃淑媛 2009

 

六、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1.  數位新聞內容加值應用之研究--以東森新聞台為例 翁千惠 2004

2.  
數位化技術對電視新聞從業人員工作內涵改變之探討－以東森新聞台

為例 
張榕容 2004

3.  OAIS 參考模式應用在國家檔案永久典藏機制之探討 詹雅蘭 2004

4.  
圖書館期刊館藏支援教師學術研究之探討：以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

與資源科學院為例                                             
李淑娟 2005

5.  
圖書館服務品質、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衡量與管理模式建立之研究--

以華夏技術學院圖書館為例 
陳麗娜 2005

6.  RDF 與 Topic Maps 之知識表徵比較研究 鍾季倫 2005

7.  
顧客關係管理模式應用於公共圖書館書香宅急便之可行性研究 - 以台

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何佩凌 2006

8.  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圖書館─以東石鄉鄉鎮圖書館為例                李佳融 2006

9.  高中教師利用分享數位教材之著作權問題研究 高暘萱 2006

10.  
親子閱讀英文電子童書之情境暨需求研究 - 以 Tumblebook 電子童書

為例 
陳乃瑋 2006

11.  大專校院圖書館館員專業成長相關閱讀研究 張智琪 2006

12.  國內大學專利現況研究 趙幸儀 2006

13.  線上音樂使用者之需求與行為研究 翁雯郁 2006

14.  國小圖書館空間規劃與使用之評估研究 王丹怡 2007

15.  垃圾郵件之傳播與使用行為調查研究 吳夢潔 2007

16.  
數位教材之教學呈現與個人學習風格對軟體操作教學學習成效之研究 

- 以 Producer 軟體操作教學為例 
李宗曄 2007

17.  大學教師對電子教科書使用現況之探討 林冠吟 2007

18.  利用手機進行「華語文學習」服務需求之研究 李珍瑩 2007

19.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者評估研究 陳思穎 2007

20.  網路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研究 陳慧珍 2007

21.  大學教師與學生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判斷研究 黃瀅芳 2007

22.  數位典藏商業授權應用之探討 趙娟兒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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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23.  圖書館多元文化服務研究 -- 以台北縣市印尼新娘資訊需求為例 劉馨雲 2007

24.  中文線上公用目錄系統 FRBR 功能設計之研究 蔡家齊 2007

25.  全集層次詮釋資料之應用研究:以 EAD 為例 蕭伯瑜    2007

26.  社會性書籤網站使用者之標記動機及標籤選擇因素之研究 張淇龍 2007

27.  客家語拼音存取技術之研究 許義淵 2007

28.  圖書館經濟價值之探討--以台北市立圖書館為例 陳佩君 2007

29.  大學圖書館 NetLibrary 電子書之使用效益分析 趙素貞 2007

30.  農業研究人員專業知識交流與分享之研究 蔡芝穎 2007

31.  圖書資訊學教育中資訊倫理課程之探討                            王沂柔 2008

32.  漫畫迷閱讀特質之研究 吳思慧 2008

33.  電腦與數位 3C 專業虛擬社群知識分享之影響因素研究 李銘薰 2008

34.  中國大陸圖書代理商經營現況及發展之研究 林龍志 2008

35.  電腦輔助分析軟體運用於質性研究訪談稿內容分析之探討 谷佳臻 2008

36.  台北市公立高級中學社會領域學科教師資訊需求及資訊行為之研究  徐厚鈴    2008

37.  數位學習 Podcast 推播機制之探討—以華語文學習為例 張漢翔 2008

38.  書後索引編製行為研究 陳啟亮 2008

39.  
軟體研發人員之隱性知識分享研究-以通信網路業系統廠之 PDA 軟體

工程師為例 

彭慧萱(彭

惠萱) 
2008

40.  科技輔助教學對不同學習風格之國中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之影響 覃德田 2008

41.  
大學身心障礙生對數位學習系統使用之研究—以臺師大 Blackboard 數

位學習系統為例                                               
楊戴寧 2008

42.  網路影音分享平台之使用行為調查研究 楊佩樺 2008

43.  以平衡計分卡探討大學圖書館管理決策需求 蔡珮雯 2008

44.  高中生使用 Blog 行為之研究－以宜蘭高商為例                     鄭勝雄 2008

45.  台北市高中圖書館館員數位資源知能探討 吳滋敏 2008

46.  
應用 Topic Map 及 Google Search API 建構個人化九年一貫教學資源之

研究                                                         
侯偉富 2008

47.  臺北市立圖書館智慧圖書館讀者使用行為之研究 郭斌達 2008

48.  權威記錄中外國人名翻譯問題及其對檢索之研究 陳怡雯 2008

49.  台北縣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數位落差影響因素之研究 陳素梅 2008

50.  
公立高中校長對學校圖書館功能知覺之研究－以六位曾任公立高中圖

書館主任之現任公立高中校長為例 
陳雅靜 2008

51.  美國大學圖書館徵才需求分析之研究 陳瓊后 2008

52.  大學圖書館員對電子期刊採購決策認知因素之研究                  黃奕真 2008

53.  醫學圖書館員參與推動實證醫學之工作知識流研究 黃贏瑩 2008

54.  公共圖書館限制級出版品館藏政策及管理制度之研究 廖美宏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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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我國高中職圖書館主任參與合作組織之行為意向研究 簡珮珊 2008

56.  應用激勵─保健理論探討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工作滿意之研究        丁素宜    2008

57.  
一位中學理化教師數位教材製作知識分享之研究-----標竿教師之個案

研究 
王瑞貞  2008

58.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圖書館支援地方文化發展之研究 林戊己 2008

59.  
會議與期刊文獻對預測主題趨勢之比較研究－以「資訊檢索」領域為

例 
許育聞 2008

60.  
近代中國教會史知識本體建構方法之研究： 以二十世紀初 The Chinese 

Recorder 為例 
楊淑嬪    2008

61.  從社區特性探討綠島鄉民之資訊需求及鄉立圖書館服務模式* 林曉鈴 2008

62.  
從異質系統的資訊組織模式探討數位圖書館整合檢索之效能－以華文

知識入口網站為例 
何佳欣 2009

63.  數位版權描述語言─ODRL、XrML、MPEG-21 REL 之比較研究       陳映后 2009

64.  以卡片分類法分析大學圖書館網站：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為例 丁依玲 2009

65.  亞洲「國家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好用性之比較研究 陳弘寬 2009

66.  ERIC 資料庫之服務品質研究 楊春暉 2009

67.  圖書資訊人員之網路資源檢索技巧研究 鄭小祺 2009

68.  可專利性檢索之檢索技巧研究- 以「專利工程師」為例              吳宜榛 2009

69.  高中英語科教學網站之理想要素研究 黃瑜焯 2009

70.  高中國文科 Web2.0 漢詩教學資源系統建置之研究 翁靖穎 2009

71.  大學圖書館網站使用性評估之探討                                劉至逢    2009

72.  
知識部落格使用者信任傾向與對部落客意見領袖特質之研究─以國內

圖資部落格為例 
王俊堯 2009

73.  國小高年級學童之網路資訊相關判斷研究 王盈智    2009

74.  美術館數位典藏詮釋資料欄位之專業使用者需求研究 王蓓瑜 2009

75.  網路資訊尋獲與再尋獲之檢索歷程研究 江信昱 2009

76.  圖書館異質資源整合檢索系統之使用者介面評估研究 吳樹華    2009

77.  大學圖書館資源利用及服務品質之研究---以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為例  林育云    2009

78.  國小學童對學校圖書館空間需求之研究─以台北市國語實小為例 黃琳媜    2009

79.  人文學研究者對專業網路社群認知之研究 葉佩瑛 2009

80.  從學習者觀點探討數位學習認證規範實施成效之研究 蔣佳諭 2009

81.  都會區銀髮族對公共圖書館空間需求之研究-以台北市為例 賴郁秀    2009

82.  流行音樂類型電台節目主持人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謝明昕    2009

83.  以資料探勘技術分析學習評量資料-以國中力與運動概念為例 王富民 2009

84.  資料庫廠商教育訓練人員之核心職能研究 江宜芳 2009

85.  公共圖書館推行嬰幼兒閱讀之研究－以台中縣沙鹿鎮立深波圖書館－ 翁秀如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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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Bookstart 運動為例 

86.  東吳大學圖書館館藏支援法律系研究生學術研究之探討              張孝萱 2009

87.  屏東縣弱勢族群國中生之數位落差研究 陳晉文 2009

88.  自動化主題分析於圖書資訊領域之應用 湯秋蓉 2009

89.  國內大學校院圖書館採購電子書決策因素之研究 黃俐璇 2009

90.  台灣公共圖書館運用新聞媒體關係之研究 劉鳳秋 2009

91.  社區母語保存之調查研究--以東勢大埔腔客語為例* 黃文貞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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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圖書資訊學熱門議題之分析 

一、資訊行為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大學生學業成長網路學習社群之建構與實施 唐宣蔚 1999 淡江 

2.  淡江大學教師教育專業成長之需求評估研究 葉蕙蘭 1999 淡江 

3.  報社政治新聞工作者資訊尋求行為之探討--以政治記者與政治版

編輯為例                                                 

陳怡佩 1999 輔仁 

4.  石牌醫學園區護理人員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葉慶玲 1999 輔仁 

5.  研究生資訊蒐尋行為：以淡江大學研究生為例                 賴寶棗 1999 淡江 

6.  大學生的閱讀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 嚴媚玲 1999 淡江 

7.  國民小學電腦科教師教學信念、教師期望與教學行為之俗民誌研

究                                                       

鍾佑民 1999 淡江 

8.  國立藝術學院教師資訊行為之研究 林玲君 1999 臺大 

9.  專門圖書館使用者與使用研究--以行政院一級財經部會圖書館

(室)為例                                                  

李淑霞 1999 淡江 

10.  大學圖書館非書資料服務讀者滿意調查研究－以淡大、台大、清

大、交大為例                                             

趙文心  1999 淡江 

11.  公共圖書館讀者對於社區資訊服務之需求研究--以台北市北投區

為例                                                     

王慧恆 2000 淡江 

12.  光碟資料庫介面使用研究 許鈺珮 2000 輔仁 

13.  臺灣佛教女性出家眾資訊尋求行為之探討 林雯雯 2000 輔仁 

14.  新竹市立文化中心圖書館使用者資訊需求研究 林婉琪 2000 淡江 

15.  金山中學高中部普通班學生資訊需求之研究 林詠茹 2000 臺大 

16.  博士論文研究歷程中情境與資訊行為之探索: 以植物分類學為例 李郁雅 2000 臺大 

17.  台大文學院與工學院研究生蕃薯藤使用及資訊尋求行為調查研究 王秀卿 2000 臺大 

18.  全球資訊網使用者瀏覽行為分析 劉純芳 2000 輔仁 

19.  閱讀研究 ：臺大 BBS Books 版愛書人休閒閱讀之探討 劉應琳 2001 臺大 

20.  輔仁大學進修部學生圖書館使用之研究 林盈潔 2001 輔仁 

21.  健保資訊資源的使用研究－以健保局行政人員和健保研究人員為

例 

雷若瑾 2001 輔仁 

22.  資訊尋求行為研究：以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學生為例             李逸文 2001 淡江 

23.  聯合報系新聞採訪記者新聞網站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劉玉玫 2001 淡江 

24.  台北市公立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之研究 陳明來 2001 政大 

25.  國小高年級學生資訊需求之研究-以國語實小和北新國小為例    陳嘉儀 2001 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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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26.  公共圖書館使用者對電子資源需求及尋求行為研究--以台北市立

圖書館為例 

吳敏萱 2001 輔仁 

27.  公共圖書館讀者與非讀者特質之分析-台北市民生社區抽樣調查* 曾淑賢 2001 臺大 

28.  非同步教學課程學生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蘇雅屏 2002 輔仁 

29.  農學院師生使用實體圖書館與圖書館網站服務比較研究 周欣鶯 2002 中興 

30.  病患健康資訊需求與尋求行為之研究                         邱培源 2002 淡江 

31.  輔仁大學學生視聽資料需求個案探討 梁靜如 2002 輔仁 

32.  大學生視聽資料之使用研究 羅淑姐 2002 輔仁 

33.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師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探討           侯海珠 2002 中興 

34.  網路使用者閱讀行為之研究：以紙本式及電子式小說文本為例 陳冠華 2002 淡江 

35.  從知識管理角度探討電子商務組織資訊行為之模式 洪曉珊 2002 臺大 

36.  從自助旅遊者資訊行為探討旅遊網站內容之規劃 蘇慧捷 2002 臺大 

37.  兒童圖書館員、父母與幼稚園教師對幼兒閱讀行為的影響之調查

研究                                                     

周均育 2002 中興 

38.  我國綜合證券商研究人員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劉瑄儀 2002 輔仁 

39.  虛擬社群網站之使用者評估--以台北市鄰里社區聯網（TaipeiLink)

為例                                                     

方瑞華 2002 臺大 

40.  公共圖書館讀者使用之城鄉差異現象研究─以台北縣為例 袁鴻祥 2003 政大 

41.  輔仁大學餐旅管理學系學生之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李惠萍 2003 輔仁 

42.  醫學院暨生命科學院研究生生物醫學電子期刊之使用研究 游立新 2003 輔仁 

43.  國小高年級學生網路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翁婉真 2003 臺大 

44.  我國國小教師網路資訊行為之研究 簡瓊雯 2003 臺大 

45.  網路時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資訊之探討 陳相如 2003 輔仁 

46.  大學圖書館專題選粹服務之現況與使用者調查研究 呂寓蘭 2003 輔仁 

47.  影像內容檢索系統之使用研究 吳靜宜 2003 輔仁 

48.  大學圖書館網站個人化服務之使用者需求研究 施毓琦 2003 臺大 

49.  公共圖書館讀者使用動機之性別差異分析─以臺北市立圖書館總

館為例 

蔡幸珮 2004 輔仁 

50.  圖書館西文電子書的使用動機與行為研究--以國立中興大學研究

生使用 netLibrary 電子書為例 

何淑津 2004 中興 

51.  大學圖書館問題讀者之研究 陳韋涵 2004 臺大 

52.  大學教師對電子期刊資料庫評價之探討 梁康馨 2004 中興 

53.  土木工程及地球科學研究生政府資訊之使用研究 龔婉婷 2004 輔仁 

54.  企業主管資訊取得行為研究 胡瑞芝 2004 中興 

55.  我國縣級以上公共圖書館網站及使用者需求之研究 高鵬 2004 淡江 

56.  由認知、情感與實體層面探討大學生之全球資訊網搜尋行為 王秋閔 2004 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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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57.  國立台灣大學學生使用線上百科全書之資訊尋求行為－以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為例                                

王怡人 2004 臺大 

58.  技專校院圖書館網站使用者資訊需求與使用研究 許美惠  2005 臺大 

59.  文化紀錄片工作者之資訊行為研究 楊婷雅 2005 臺大 

60.  澎湖地區民眾資訊需求與圖書資訊服務之分析與評估 徐佩君 2005 臺大 

61.  大學圖書館線上電子書服務使用之需求研究 李瑞國 2005 輔仁 

62.  公共圖書館學齡前兒童及家長服務之調查研究 蘇盈甄 2005 輔仁 

63.  數位學習者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以政大遠距教學網為例 徐嘉琳 2005 政大 

64.  音樂內容檢索系統之使用者研究 余慧薔 2005 輔仁 

65.  從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議題探討台北縣國民中學教師之資訊尋求

行為 

魏宇萱 2005 輔仁 

66.  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與經驗之研究 蔡慧美 2005 臺大 

67.  高教學歷視障者網路資訊行為之研究 劉嘉馨 2005 淡江 

68.  網路書店書目資訊使用研究 陳微麗 2005 臺大 

69.  國際貿易人員資訊行為之研究 游茜雯 2005 輔仁 

70.  我國公共圖書館讀者諮詢顧問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小說之成人讀

者為例 

張淑華  2006 臺大 

71.  網路書評與購書意願之關聯性研究 潘莉娟  2006 臺大 

72.  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圖書館─以東石鄉鄉鎮圖書館為例           李佳融 2006 臺師大

73.  提前退休教師日常生活資訊行為模式之探究 許禎芸 2006 臺大 

74.  大學圖書館使用者產生圖書館焦慮之研究-以中興大學學生為例 黃于倩 2006 中興 

75.  高職學生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柯慧鈴  2006 中興 

76.  青少年收容人圖書資訊利用與圖書會參與之研究 張齊家 2006 政大 

77.  線上音樂使用者之需求與行為研究 翁雯郁 2006 臺師大

78.  醫學系學生 MEDLINE 醫學資料庫之使用研究 吳妮晏 2006 輔仁 

79.  研究人員科技查新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台灣大學生物科學領域研

究人員為例 

方美雪  2006 臺大 

80.  電機及資訊領域教師研究歷程中之電子期刊使用研究 黃文琪  2006 臺大 

81.  實證醫學教育與文獻搜尋焦慮、圖書館焦慮、統計焦慮、寫作焦

慮之關聯性探討 

張慧瑾  2006 臺大 

82.  親子閱讀英文電子童書之情境暨需求研究 - 以 Tumblebook 電子

童書為例 

陳乃瑋 2006 臺師大

83.  公共衛生領域研究生使用政府統計資訊之研究 陳雪芳 2006 輔仁 

84.  我國國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站使用之研究—以學習加油站為例 陳世娟  2006 臺大 

85.  以引用文獻分析探討醫學院教師資訊需求與館藏支援程度 曹婷婷 2006 輔仁 

86.  研發機構工程師資訊行為及其在資訊服務應用之探討 李婷媛  2006 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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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87.  社會性書籤網站使用者之標記動機及標籤選擇因素之研究 張淇龍 2007 臺師大

88.  單身女性日常生活資訊行為模式 劉雅芳 2007 臺大 

89.  臺北市銘傳國小學童圖書館使用動機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賴坤玉 2007 臺大 

90.  國內大學生網路消費者健康資訊之使用研究－以淡江大學為例   林千鈺 2007 淡江 

91.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者評估研究 陳思穎 2007 臺師大

92.  虛擬博物館使用者之學習經驗研究 許凱琳 2007 臺大 

93.  國防科技人員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以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

所為例 

林彩鳳  2007 中興 

94.  部落客之資訊蒐集與分享行為之研究 戈立秀 2007 臺大 

95.  深度休閒中的資訊活動：以業餘街舞者為例  蔡尚勳 2007 臺大 

96.  農業研究人員專業知識交流與分享之研究 蔡芝穎 2007 臺師大

97.  圖書館多元文化服務研究 -- 以台北縣市印尼新娘資訊需求為例 劉馨雲 2007 臺師大

98.  台北市年長者之健康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高持平 2007 輔仁 

99.  垃圾郵件之傳播與使用行為調查研究 吳夢潔 2007 臺師大

100.  公共圖書館讀者旅遊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分析 翁聖詒 2007 輔仁 

101.  軟體研發人員之隱性知識分享研究-以通信網路業系統廠之 PDA

軟體工程師為例 

彭 慧 萱

( 彭 惠

萱) 

2008 臺師大

102.  漫畫迷閱讀特質之研究 吳思慧 2008 臺師大

103.  國會助理立法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田倩惠  2008 臺大 

104.  從社區特性探討綠島鄉民之資訊需求及鄉立圖書館服務模式* 林曉鈴 2008 臺師大

105.  臺北市立圖書館智慧圖書館讀者使用行為之研究 郭斌達 2008 臺師大

106.  高中生使用 Blog 行為之研究－以宜蘭高商為例                鄭勝雄 2008 臺師大

107.  電腦與數位 3C 專業虛擬社群知識分享之影響因素研究 李銘薰 2008 臺師大

108.  台北市公立高級中學社會領域學科教師資訊需求及資訊行為之研

究  

徐厚鈴  2008 臺師大

109.  網路影音分享平台之使用行為調查研究 楊佩樺 2008 臺師大

110.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學生之資訊行為研究 翁怡華 2008 輔仁 

111.  職業婦女的學習需求與公共圖書館使用之研究 沈春燕 2008 輔仁 

112.  天主教神職人員的工作角色與資訊尋求行為：以天主教輔仁大學

為例* 

曾綉雅 2008 輔仁 

113.  國小六年級生主觀覺知中資訊尋求行為之比較研究─以臺中市國

小為例 

張瓊書 2008 中興 

114.  視障音樂工作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陳   穆 2008 輔仁 

115.  國小高年級學童閱讀態度、家庭閱讀環境與公共圖書館利用之相

關研究－以高雄市為例 

林玉庭 2008 中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1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16.  學生參與圖書館服務學習之動機與觀感 沈佳敏 2008 輔仁 

117.  大學生圖書館焦慮情形與電腦態度之關係－以輔仁大學大學部學

生為例 

何怡臻 2008 輔仁 

118.  臺灣地區停經婦女消費者健康資訊網站需求探討 陳雅琪 2008 臺大 

119.  從個人資訊管理探討學位論文相關電子資料之管理行為 柯寓芝 2008 臺大 

120.  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研究 許修嬋 2008 政大 

121.  虛擬社群之生涯資訊需求研究  陳廷歡  2009 輔仁 

122.  人文學研究者對專業網路社群認知之研究 葉佩瑛 2009 臺師大

123.  台灣地區哲學領域學者資訊行為之研究  簡莉婷 2009 輔仁 

124.  知識部落格使用者信任傾向與對部落客意見領袖特質之研究─以

國內圖資部落格為例 

王俊堯 2009 臺師大

125.  從支援教學的角度探討大學教師對圖書館電子資源之資訊行為：

以逢甲大學為例 

陳新蓉 2009 中興 

126.  農漁會家政推廣人員使用圖書館資源之研究                   柯文仁  2009 政大 

127.  國小高年級學童之網路資訊相關判斷研究 王盈智  2009 臺師大

128.  基督教神職人員的工作角色、任務與資訊行為之研究 莊秀禎  2009 臺大 

129.  流行音樂類型電台節目主持人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 謝明昕  2009 臺師大

130.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學生使用數位化藝術資源之研究 陳亮吟 2009 輔仁 

131.  從意義建構取向探討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之視障服務 張博雅  2009 臺大 

132.  奇幻小說迷閱讀行為研究 陳宜琦 2009 臺大 

133.  高中圖書館人員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備課歷程中的資訊需求與資訊

尋求行為之研究 

黃淑媛 2009 中興 

134.  從原型理論探討使用者的類別認知－以高中生網站分類歷程為例 毛宣蓉  2009 臺大 

 

二、書目計量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半導體文獻雙被引現象分析 吳嘉雯 1999 淡江 

2.  主題檢索與引文檢索之結果比較 杜惠英 1999 淡江 

3.  期刊生產力與引用關係：以半導體文獻為例                 馬曉馨 1999 淡江 

4.  會議文獻作者生產力與其延續出版品之研究:以國防科技學術

研討會為例                                            
黃秀琴 1999 淡江 

5.  半導體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周秀貞 1999 淡江 

6.  電腦科學文獻老化研究--兼論同時法與歷時法之特質          王淑儀 1999 淡江 

7.  從引用文分析探討台灣地區傳播學研究特質:以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研究所博碩士論文為例 
李亞蘭 2000 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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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8.  影響係數、被引用次數與期刊重要性和作者影響力關係之探討

--以數學學科為例 
劉京玫 2001 臺大 

9.  我國社會科學學術期刊論文引用灰色文獻之研究 蔡佳玲 2001 政大 

10.  網路資源之引用分析:以國內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期刊及八十

九年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為例                 
陳秀慧 2001 淡江 

11.  期刊文獻作者生產力與引用關係 : 以臺灣地區圖書館與資訊

科學為例                                              
黃惠美 2001 淡江 

12.  
醫學基因工程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許裴軒

(許文華) 
2002 政大 

13.  作者與期刊自我引用：兼論同時法與歷時法之比較           夏尚俐 2002 淡江 

14.  台灣地區生命科學生產力之國際指標研究 尤慧敏 2002 淡江 

15.  我國資訊電子業公司專利引用網路與技術分類關係之研究 蔣禮芸  2002 臺大 

16.  1999-2001 年海峽兩岸圖書館學核心期刊論文主題及引文之分

析研究  
吳冠儀 2003 淡江 

17.  隨機對照試驗醫學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楊彥緒 2003 淡江 

18.  OPAC 文獻之書目計量學研究  洪世芳 2003 淡江 

19.  臺灣地區生命科學國際會議文獻生產力與延續出版之研究 鄭琚媛 2004 淡江 

20.  科技期刊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陳憶玲 2004 淡江 

21.  資訊科學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之文獻分布與主題變化現象 賴淑靜 2004 淡江 

22.  分子生物與遺傳學之文獻計量分析 黃裕惠 2004 臺大 

23.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相關技術之專利計量研究 林螢瑄 2004 臺大 

24.  臺灣圖書資訊學跨學科交流之分析：以「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

資料庫」為例 
梁瓊方 2005 臺大 

25.  社會科學期刊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周怡君 2005 淡江 

26.  學術論文被引用次數之分析研究：以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及 Scopus 為例 
石秋霞 2005 淡江 

27.  探析我國圖書資訊學期刊引用學位論文之研究 劉瑞珍 2005 淡江 

28.  引用文獻錯誤、名祖式引用及剽竊引用文獻研究：以圖書館行

銷期刊論文為例 
張瓊文  2006 臺大 

29.  「知識管理」之共詞分析研究 周淑珍 2006 淡江 

30.  從期刊文獻的引用分析學科領域的內涵與影響：以資訊科學為

例 
林秀惠 2006 淡江 

31.  臺北市地方自治條例立法資訊計量研究 陳呈生  2006 臺大 

32.  生物辨識技術專利資訊分析 王靜音 2007 臺大 

33.  網路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研究 陳慧珍 2007 臺師大

34.  資訊檢索文獻老化現象之研究-兼論同時法與歷時法之特質 許雅婷 2007 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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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35.  西文社會科學「期刊自我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張美琪 2007 政大 

36.  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研究：以 12 所大學為例 王亦勤 2007 政大 

37.  圖書資訊學期刊引用文獻分析研究：以 JASIST 為例          黃琇薇  2007 淡江 

38.  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論文引用現象之研究：二○○三至二○○五年 張瑜倫 2007 淡江 

39.  圖書資訊學與相關學科之期刊自我引用研究                 古育詩 2007 淡江 

40.  我國電機電子領域期刊文章合著之研究 林利真 2007 臺大 

41.  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之主題分析研究－以

1997-2006 年為例 
徐韻婷 2007 政大 

42.  資訊可獲性對圖書資訊學博碩士論文引用文獻影響之研究 蔡天怡 2008 臺大 

43.  台灣地區的世界文學翻譯作品：書目計量分析 董蕙茹 2008 政大 

44.  台灣、香港、大陸地區之學術合作研究─以工程類為例 郭政遠 2008 政大 

45.  台灣地區學術文獻被引用情形之研究：探討 12 所大學學術影響

力 
吳孟瑾 2008 政大 

46.  「輸送現象」之文獻特性分析 林怡甄 2008 政大 

47.  學術論文引文格式對於學術資料庫電子文獻規範之探討 蔡孟倫 2008 淡江 

48.  隨機對照試驗醫學文獻共被引現象分析 劉瓊芳 2008 淡江 

49.  台灣棒球維基館網站之計量分析 林瑜嫻 2008 淡江 

50.  H-index 應用於大學學術評估之探討：以臺灣地區大學為例 紀佩姍  2008 臺大 

51.  電腦科學領域高被引文章與一般文章之書目計量比較分析 黃玫溱 2008 臺大 

52.  會議與期刊文獻對預測主題趨勢之比較研究－以「資訊檢索」

領域為例 
許育聞 2008 臺師大

53.  「Science」與「Nature」之科學計量分析 姜祈傑   2009 政大 

54.  西文資訊科學重要期刊引用文獻之研究 許如玉   2009 政大 

55.  西文資訊科學期刊文獻之引用分析研究：以 JASIS(T)為例     方碧玲 2009 淡江 

56.  我國 1998 至 2007 年數位學習期刊論文及其引用文獻分析之研

究 
廖婉如 2009 臺大 

57.  資訊科學先驅的共被引研究：以美國資訊科學學會最佳貢獻獎

得主為例 
黃瑞期   2009 政大 

 

三、檔案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淡新檔案行政篇索引典建構之研究 黃邦欣 1999 臺大 

2.  我國政府檔案分類之回顧與前瞻 胡英麟 1999 輔仁 

3.  我國大學電子公文系統架構及其內容之研究 陳政益 2000 政大 

4.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 (EAD) 在中文檔案應用之研究            賴麗雯 2000 政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4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5.  檔案資訊描述標準 MARC AMC 與 EAD 之比較與格式對映研究 王麗蕉 2001 政大 

6.  台灣地區建置縣(市)立檔案館可行性之研究 洪一梅 2001 政大 

7.  檔案描述規則之比較研究：以 ISAD(G)、APPM 及 MAD3 為例 傅明儀 2002 政大 

8.  檔案學碩士教育之比較研究：以五國九校為例                葉淑慧 2002 政大 

9.  我國大學檔案館設置可行性之研究 黃亭穎 2002 政大 

10.  我國歷史檔案館館藏發展政策訂定之研究 劉佳琳 2002 政大 

11.  臺灣醫院院史館管理體制之研究 朱玉芬 2003 政大 

12.  行憲以來我國歷任總統文物管理之研究 竇薇薇 2003 政大 

13.  檔案館使用者之資訊行為研究：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為例 陳碧珠 2003 政大 

14.  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 蔡青芳 2003 政大 

15.  電子檔案封裝保存策略之研究 吳宣儒 2004 淡江 

16.  我國大學校史館(室)之功能與行政隸屬之研究 錢中媛 2004 政大 

17.  我國歷史檔案館藏檢索系統在 Web 環境中建置之研究 張淑惠 2004 政大 

18.  我國個人文件典藏管理之研究：以公部門為例 林嘉玫 2004 政大 

19.  檔案在高中台灣史教學運用之研究 張凱迪 2004 政大 

20.  OAIS 參考模式應用在國家檔案永久典藏機制之探討 詹雅蘭 2004 臺師大

21.  我國政府機關電子文件鑑定制度之研究 黃國斌 2004 政大 

22.  城市建設檔案管理體系建置之研究 陳慧娉 2005 政大 

23.  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之檔案管理研究：以台鹽公司、台電公

司、台灣菸酒公司、中船公司為例 
陳珈宏 2005 政大 

24.  檔案控制層次在歷史檔案編排之應用 葉美珠 2005 政大 

25.  歷史檔案策展研究—理論、概述與實例 蔡宜娟 2005 政大 

26.  臺灣地區典藏古地契資源研究 劉純芬 2005 政大 

27.  美國、英國、澳洲國家檔案館檔案網路開放應用之比較研究    葉俊宏  2006 政大 

28.  國家檔案鑑定與移轉機制之比較研究 詹幼華 2006 政大 

29.  臺北縣地方文史工作室角色及營運之探討 陳靜誼 2006 輔仁 

30.  從主題檔案館功能探討我國軍事檔案館設置之必要性 熊蒂生 2006 政大 

31.  臺灣地區銀行產業檔案管理體系之研究-以國內兩家民營銀行為

例 
蘇倉楠 2006 政大 

32.  政府機關電子文件模擬保存策略之研究 吳齊航 2006 淡江 

33.  辦公室文件格式標準之研究-以 ODF 和 OOX 為例 薛志峰 2006 淡江 

34.  我國國家檔案徵集政策之研究 凌寶華 2007 政大 

35.  我國檔案法立法過程之研究 廖彩惠 2007 政大 

36.  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 黃淑惠 2007 政大 

37.  我國檔案典藏單位危機管理之研究 王昉晧 2008 政大 

38.  台灣家族檔案公部門蒐藏及管理之研究 劉美伶 2008 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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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39.  參考服務在國內檔案典藏單位應用之研究 陳憶華 2008 政大 

40.  台灣地區檔案素養評估指標之研究 高君琳 2008 政大 

41.  圖書館辦公室文件轉置成本之研究 關中 2008 淡江 

42.  國民小學校史檔案之管理與運用－以臺北市百年小學為例 賀語宸  2009 政大 

43.  個人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以國內兩大典藏機構為例 廖淑媚  2009 政大 

44.  Web 2.0 概念與技術在我國檔案典藏單位應用之研究 林國勳 2009 政大 

45.  我國檔案推廣策略之研究 鄧蓮華  2009 政大 

 

四、數位學習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數位典藏庫中資料分群產生之研究-以數位學習詮釋資料為例 任炳魁 2007 輔仁 

2. 數位學習環境下學生特質與電腦態度分析 楊俊彬 2004 輔仁 

3. 大學圖書館數位學習物件交換網路服務                    魏汝余 2004 政大 

4. 我國大學圖書館支援數位學習之研究 游孝慈   2007 臺大 

5. 大學身心障礙生對數位學習系統使用之研究—以臺師大

Blackboard 數位學習系統為例                             
楊戴寧 2008 臺師大

6. 數位學習 Podcast 推播機制之探討—以華語文學習為例 張漢翔 2008 臺師大

7. 從學習者觀點探討數位學習認證規範實施成效之研究 蔣佳諭 2009 臺師大

8. 大學圖書館館員對圖書館參與數位學習所需專業職能看法之

研究 
鄭淑真 2006 臺大 

9. 國家圖書館遠距教學系統學員滿意度之研究 曾彩娥 2004 政大 

10. 數位學習管理系統評鑑指標之研究 簡晟峰 2004 輔仁 

 

五、閱讀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小學閱讀氛圍建構之研究—以臺北市立木柵國民小學低年級

班級為例 
黃淨如 2007 臺大 

2. 大學生紙本式與電子式課外閱讀研究 黃國良 2005 輔仁 

3. 國中生課外閱讀之研究 林婉君 2005 輔仁 

4. 台灣地區鄉鎮圖書館閱讀推廣活動之研究 饒梅芳 2005 政大 

5. 歐洲國家兒童閱讀活動之探討：以芬蘭、愛爾蘭、英國、瑞典

及奧地利為例                                          
陳精芬 2007 淡江 

6. 小學圖書館以 Moodle 平台實施主題式數位閱讀之研究---以台

中縣吉峰國小為例 
呂佳勳 2008 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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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7. 從繪本閱讀族群解析看公共圖書館繪本閱讀推廣 徐景岳 2008 臺大 

8. 高雄市公共圖書館館員對兒童閱讀活動之認知與態度 曾筱嵐 2009 中興 

9. 公共圖書館推行嬰幼兒閱讀之研究－以台中縣沙鹿鎮立深波

圖書館－Bookstart 運動為例 
翁秀如 2009 臺師大

10. 大學生的閱讀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 嚴媚玲 1999 淡江 

11. 閱讀研究 ：臺大 BBS Books 版愛書人休閒閱讀之探討 劉應琳 2001 臺大 

12. 台北市公立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之研究 陳明來 2001 政大 

13. 兒童圖書館員、父母與幼稚園教師對幼兒閱讀行為的影響之調

查研究                                               
周均育 2002 中興 

14. 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與經驗之研究 蔡慧美 2005 臺大 

15. 我國公共圖書館讀者諮詢顧問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小說之成人

讀者為例 
張淑華  2006 臺大 

16. 親子閱讀英文電子童書之情境暨需求研究 - 以Tumblebook電

子童書為例 
陳乃瑋 2006 臺師大

17. 漫畫迷閱讀特質之研究 吳思慧 2008 臺師大

18. 國小高年級學童閱讀態度、家庭閱讀環境與公共圖書館利用之

相關研究－以高雄市為例 
林玉庭 2008 中興 

19. 奇幻小說迷閱讀行為研究 陳宜琦 2009 臺大 

20. 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專業閱讀之研究 劉毓欣 2004 淡江 

21. 臺北市兒童圖書館與兒童書店合作之可行性研究與合作模式

之建構 
李嫣紅 2009 臺大 

 

六、數位典藏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OAIS 參考模式應用在國家檔案永久典藏機制之探討 詹雅蘭 2004 臺師大

2.  中美圖書館數位典藏管理與著作權法之比較研究 謝英彥 2009 政大 

3.  台灣作家數位典藏調查研究 李貞慧  2009 政大 

4.  台灣棒球文物數位化流程與數位典藏系統之規劃設計 李婉羽 2008 淡江 

5.  我國博碩士論文數位典藏策略之研究 陳奕達 2003 政大 

6.  美術館數位典藏詮釋資料欄位之專業使用者需求研究 王蓓瑜 2009 臺師大

7.  高中國文科 Web2.0 漢詩教學資源系統建置之研究 翁靖穎 2009 臺師大

8.  基於 OAIS 模式之開放式數位典藏系統設計：以台灣棒球歷

史新聞為例                                           
康珮熏 2009 淡江 

9.  博物館數位典藏專業人員訓練實施成效之研究─以國立自然 蕭雯純 2004 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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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科學博物館為例 

10.  新聞專卷的數位化與加值應用─以台灣棒球報紙新聞數位典

藏為例 
孫正宜 2004 淡江 

11.  數位典藏庫中資料分群產生之研究-以數位學習詮釋資料為

例 
任炳魁 2007 輔仁 

12.  數位典藏商業授權應用之探討 趙娟兒 2007 臺師大

13.  數位典藏產業人才培育需求及學習地圖之規劃 陳香君 2004 臺大 

14.  數位典藏融入小學教學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國小教師為例 劉永蕙 2008 臺大 

15.  數位博物館使用行為分析－以輔仁大學織品服飾數位博物館

為例  
謝東倫 2009 輔仁 

16.  數位資訊資源長久保存策略之規劃－以臺灣大學典藏數位化

計畫為例 
洪維屏 2005 臺大 

17.  數位典藏資源支援專題式學習模式研究：以臺灣百年圖書館

史數位圖書館為例 
陳佳琪 2009 政大 

 

七、知識管理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台灣地區 IC 設計業公司圖書館（資料單位）經營之研究 楊舒萍 1999 政大 

2.  台灣高科技產業圖書館員參與知識管理團隊之研究 劉欣蓓 2003 政大 

3.  圖資系畢業生在企業知識管理上扮演的角色 陳利敏 2003 輔仁 

4.  大學圖書館知識管理模式之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圖書館為例 劉俊宏 2005 政大 

5.  專案知識管理之個案研究 朱瀅潔 2006 臺大 

6.  農業研究人員專業知識交流與分享之研究 蔡芝穎 2007 臺師大

7.  
軟體研發人員之隱性知識分享研究-以通信網路業系統廠之

PDA 軟體工程師為例 

彭慧萱

(彭惠萱) 
2008 臺師大

8.  知識管理在電子圖書館應用之研究 馮國卿 1999 政大 

9.  知識管理系統之應用評估 潘榕森 2004 臺大 

 

八、資訊素養 

編號 論文題目 出版年 作者 學校 

1.  國小資訊科技教育課程套裝教材之開發研究 2000 林君英 淡江 

2.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館使用者資訊素養問題研究 2000 王貴珠 輔仁 

3.  大學資訊素養教育之研究                                2002 魏令芳   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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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出版年 作者 學校 

4.  公共圖書館讀者資訊素養之研究—以台南市公共圖書館為例 2002 沈美如 中興 

5.  輔仁大學文學院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 2002 謝宜芳 輔仁 

6.  資訊素養教學之研究-以 Big6 融入國小五年級國語科為例    2002 游婉琳 中興 

7.  問題導向學習與醫學生資訊素養之探討 2002 盧秀婷 輔仁 

8.  資訊素養在高中國文科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2002 陳敬衡 輔仁 

9.  國中學生網路課程學習研究－以【九年一貫課程】為基礎    2002 龔裕民 淡江 

10.  綜合高中教師對學生資訊素養能力培養之調查研究 2003 陳秋慧 臺大 

11.  網路化圖書館利用學習系統互動性需求分析 2003 劉鼎昱 輔仁 

12.  高職資訊素養教育課程之規劃 2004 張玉燕 中興 

13.  傳播學門大學生資訊素養能力的研究 2004 柯雲娥 政大 

14.  以 Big6 資訊素養教學融入國小社會領域之個案研究         2005 魏怡君   輔仁 

15.  資訊素養結合資訊科技融入小學教學之研究 2005 林依潔 淡江 

16.  
小學圖書館資訊素養教育應用 Blog 之研究－以臺中縣南陽國

小為例 
2006 黃嘉慧  中興 

17.  
碩士生對資訊素養之熟練度與態度之調查研究-以亞洲大學為

例 
2007 廖淑真 中興 

18.  資訊素養融入學科協同教學計畫-以清雲科技大學為例       2007 劉美慧  淡江 

19.  
大學教師對與圖書館員合作推動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之需求與

態度：以逢甲大學為例 
2008 查天佑  臺大 

 

九、Web2.0 

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  大學圖書館應用社會性軟體之研究 王盈文 2006 政大 

2.  
小學圖書館資訊素養教育應用 Blog 之研究－以臺中縣南陽國

小為例 
黃嘉慧 2006 中興 

3.  社會性書籤網站使用者之標記動機及標籤選擇因素之研究 張淇龍 2007 臺師大

4.  部落客之資訊蒐集與分享行為之研究 戈立秀 2007 臺大 

5.  
從著作權法探討學術圖書館參與 Google Book Search 計畫之

研究 
陳泓翔 2008 政大 

6.  數位學習 Podcast 推播機制之探討—以華語文學習為例 張漢翔 2008 臺師大

7.  高中生使用 Blog 行為之研究－以宜蘭高商為例 鄭勝雄 2008 臺師大

8.  網路影音分享平台之使用行為調查研究 楊佩樺 2008 臺師大

9.  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研究 許修嬋 2008 政大 

10.  
知識部落格使用者信任傾向與對部落客意見領袖特質之研究

─以國內圖資部落格為例 
王俊堯 2009 臺師大

11.  高中國文科 Web2.0 漢詩教學資源系統建置之研究 翁靖穎 2009 臺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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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論文題目 作者 出版年 學校 

12.  Wiki 資訊架構之可用性評估：以台灣棒球維基館為例 官欣瑩 2009 淡江 

13.  Wiki 協作系統之可用性研究：以台灣棒球維基館為例 陳瑩潔 2009 淡江 

14.  Wiki 擴充模組之開發與應用：以台灣棒球維基館為例 詹凱博 2009 淡江 

15.  大學圖書館部落格之群組研究 王荻 2009 淡江 

16.  從使用者角度探討中文 wiki 網站成功因素之研究 陳俊佑 2009 淡江 

17.  大學圖書館 Blog 建置研究 游曉芬 2009 輔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