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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之研究 

A Study on Evaluation Models of Electronic Journals 

 Network Service 

摘  要 
關鍵詞：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期刊評鑑、網路服務評鑑 

        

中文摘要 

電子期刊拜電腦科技與網際網路之賜，愈來愈受到使用者喜愛。電

子期刊管理由於藉由網路與電腦科技處理與傳遞，圖書館提供新的電子

期刊取用服務，俾便使用者可以完整取用電子期刊。電子期刊有了新模

式，亟待從網路服務觀探討。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

評鑑模式，主要探求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服務包括哪些要件？誰在使用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這些新服務對使用者與研究機構帶來什麼影響？以

及如何評鑑其使用成效與品質。本計畫希望從探索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內

涵，而發展電子期刊評鑑方法與技術，包括評鑑架構、測量標準與評量

程序。本計畫期待提供學術圖書館利用本研究評鑑模式，進行電子期刊

網路服務評鑑的資料蒐集、分析、統計，實施評鑑作業，以利圖書館管

理與服務。 

本計劃研究目的包括：(1)研究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

服務形式。(2)探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使用者與績效評鑑為主的評鑑方

法、測量標準、與評鑑工具。(3)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

以作為圖書館實施電子期刊評鑑的根據。(4)探討台灣學術圖書館進行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現況。(5)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之實施以及

進行測試。本計畫以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主，由於受限於人力

與資源，本研究以電子期刊資料庫為研究對象，而非單種電子期刊。以商

業性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與我國學術圖書館為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法，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

模式，並成功應用在學術圖書館評鑑測試。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我國學

術圖書館使用者經常使用下列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如圖書館公用目錄、電

子期刊網頁清單、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服務等。使用者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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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服務並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各種豐富的資源，包括：全文期刊論文、

索引、摘要、目次、引用文獻連結等。本研究利用文獻探討、焦點團體訪

談法、與問卷調查證實了電子期刊的評鑑應以網路服務與使用者導向為原

則。並驗證 Bertot 與 McClure 網路要素模式確實應用在電子期刊評鑑，本

研究獲得電子期刊資源、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管理三大網路要素。 

基於上述三大網路要素概念，本研究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

式。電子期刊網路要素包括：電子期刊資源、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管理。

評鑑標的為電子期刊資料庫，而評鑑範圍以圖書館為主。電子期刊資源係

指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的資源，包括全文期刊論文、索引、摘要、目次、

書目資料、引文連結等。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括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

館目錄、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與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提供：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

務、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功能。 

本研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測量準則採用電子計量法與使用者服

務品質兩種。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係藉由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

調查獲得計量要件，包括：成本、資源、使用量、使用績效四構面、23 項

指標。依使用者對資料庫滿意度評鑑，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

鑑準則包括資料庫實用性、資料品質、資料庫介面三構面、21 個指標。 

本研究進行模式應用測試並分二部份進行。首先，依據前述電子期刊

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模式測試，以 X 大學圖書館為實施對象，從該館挑

選統計資料較為齊全的 10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進行測試。依據本研究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模式與指標，蒐集 X 大學圖書館 10 種電子期刊資

料庫之 2006 年相關統計與數據。 

其次進行第二部分應用測試，以 X 大學圖書館所採購之電子期刊資料

庫為對象，邀請該校教師與研究生在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後進行評鑑。依

據建構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模式與指標進行問卷調

查，蒐集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評鑑資料。最後將 X 大學圖書館 7 種電

子期刊資料庫網路服務評鑑資料分析整理測試結果，分從計量評鑑，使用

者滿意度評鑑，與總體評鑑三方面將評鑑結果排名列表，以為電子期刊網

路服務評鑑總結成果。從模式建構與應用測試，本研究提出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評鑑方法、測量標準與評鑑應用程序，最後並提出總結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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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Electronic Journals, Network Services, Evaluation of Electronic 
Journals, Evaluation of Network Services 

 

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make progress, there are 
many e-journals provided by academic libraries. Scholars, faculties and 
students are very much like e-journals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to access 
full-text articles of e-journals from web. The new model of e-journals has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As e-journals are delivered through computer and 
network, it is worthy of being studied with new model based on network 
services components.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on network services components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s. 

The project mainly studies on network services components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s. It has five goals as follows: (a) to study 
network services and network components of e-journals (b) to study the 
evaluation of e-journals based on network services centered, covering 
evaluation methods, measurement criteria and evaluation tools. (c) to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evaluation of e-journals based on network services centered, 
and to assist libraries to plan and implement e-journals evaluation. (d) to 
achieve to library managers and superiors to understand e-journals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and to allocate adequate budgets and resources on e-journals 
collection and services. (e) to testify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s 
network services an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process for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t Taiwan academic libraries in 2007.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s network services with 
method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model is 
based on network components and evaluation measures. The network 
components cover e-journals resources,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meanwhile, the two evaluation measures are e-metrics and service quality. 

The researcher constructs a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s network 
services which are composed of e-journal e-metrics and users’ service quality. 
The e-journals e-metrics evaluation part includes cost, resources, usage, and 
performance four facets with 23 indicators. The e-journals user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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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part includes e-journals databases usability, database quality, 
and database interface three facets with 21 indicators.  

After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 network services, the 
researcher chose an university library to implement the model.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was developed, the researcher used 10 e-journals databases to testify 
the e-metrics model and conducted a 28 users’ surveys to testify users’ service 
quality. In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e-journals network services was 
conducted, and testified in the study, finally the researcher mad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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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電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s)拜電腦科技與網際網路之賜，自 1990 年

代初期的二、三十種如今大規模出版，帶給出版社、代理商與資料庫供應

商無限商機。一般將其定義為凡是透過電腦與網路取用而意欲連續不斷發

行的電子資源；同義詞有 Online Journals、Electronic Serials、Electronic 
Periodicals、Zines、e-zines、Webzines；包括遠端取用與直接取用電子期刊。

電子期刊愈來愈受到使用者喜愛，Peter Boyce 等人研究電子期刊使用與閱

讀行為，發現科學家大量閱讀紙本期刊、電子期刊、預印本網站、全文資

料庫，並且期刊閱讀使用行為逐年改變，(註1)顯見電子期刊傳播力正逐年

增加。 

電子期刊必須透過電腦與網路傳遞，與紙本期刊大不相同，受到網路

影響而出現下列特質：(1)提供使用者網路取用。(2)網路提供全文期刊論

文，而呈現 PDF 或 HTML、SGML、XML 多種格式。(3)提供多媒體物件、

資料檔與其他輔助資料。(4)匯集出版品。(5)具備可檢索性，電子期刊資料

庫提供瀏覽、查詢、網路引擎等功能查詢。(6)具連結性，包括從外部資料

庫期刊間，論文間連結，如從資料庫連向外部論文、電子期刊內部連結、

從論文到論文連結、從論文與引文連向其他資訊、與其他電子資源連結、

從論文連向資料庫。(7)提供互動性與客製化服務。(8)電子期刊有不穩定與

部分內容無法取用問題。(9)電子期刊出版社不保障過期期刊數位典藏，所

以有長期取用與數位典藏問題 (註2)。 

電子期刊出版生態改變了；紙本期刊時代包括：作者、出版社、圖書

館、讀者，而電子期刊世界包括：期刊代理商、期刊出版社、出版品建置

典藏/再出版服務、匯集資料庫代理商、電子期刊管理系統公司(如 EBSCO 
Electronic Journal Services、TDNet、Serials Solutions)、連結處理服務公司

(Link Resolver Services)、整合檢索服務公司、索引摘要服務公司、書目供

應中心等。 

圖書館為了使用者提供新的電子期刊取用服務，包括網頁期刊清單、

圖書館目錄、線上課程傳遞系統、俾便使用者完整取用電子期刊。圖書館

建立與維護電子期刊傳遞系統，包括圖書館目錄與電子期刊網站系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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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圖書館提供客製化、有目標、與遠端的電子期刊服務，包括：(1)
吸引資訊使用與促進行銷：提供吸引人的網頁設計。(2)進行圖書館電子期

刊利用教育研習會、工作坊。(3)提供技術協助困難查找的使用者：館員服

務、線上服務(同步/非同步)、Q&A 解答、網路教學。(4)對圖書館來館使

用者提供現場服務。(註3) 

這些電子期刊管理與服務新模式引發問題：(1)電子期刊採購的是使用

權，不再是擁有與典藏權。(2)電子期刊管理包括多層級：從資料庫到期刊

刊名到卷期到論文。(3)如何從紙本期刊典範移轉至電子期刊；從以期刊刊

名移轉至論文服務基礎。(4)網路系統會不會使圖書館與出版社中介者消

失？會出現什麼樣的新中介者？ 

Lynch Clifford 談到：「網路對於期刊的連續性質帶來了新意義」。(註4)
電子期刊大量引進學術圖書館並發生巨大的衝擊，美國 Drexel University 
Library 重視電子期刊，在 2002 年開始減訂紙本期刊從 1,700 種減為 370
種，而大量增訂電子期刊至 8,600 種。(註5)該校研究發現圖書館對於電子

期刊與紙本期刊的管理方式大不相同，從資訊基礎建設、行政管理、技術

服務、閱覽服務、教學指定參考、文件傳遞服務、資訊服務等各項服務，

均發生改變。電子期刊帶給了圖書館全新作業方式，必須納入電腦與網路

資訊基礎建設及資訊系統新元素，重新探討期刊管理與服務新模式 (註6)。 

期刊傳統評鑑常以館藏發展為主，但電子期刊評鑑有不同考量，除了

考慮讀者要求、期刊本身價值評估、圖書館處理方式外；尚牽涉期刊內容、

期刊價格、期刊使用、資訊基礎建設。目前已有若干電子期刊評鑑研究，

但構想分歧，有從電子期刊代理商選擇；有從期刊評鑑基準；有從使用導

向評鑑；有從館藏導向評鑑；有從經濟計量評鑑，尚缺乏一套有系統的電

子期刊評鑑架構。電子期刊管理與服務成本很高，圖書館在決定購買時通

常需要考量其成本效益，以便有限資源能得到最有效的運用，所以電子期

刊評估十分重要，卻遲遲未能發展出適當的評估方法，傳統的評估方法又

無法適用。 

1992 年網際網路興起之後，圖書館提供許多的網路服務與資源，並且

投資許多電子資料的經費。如今圖書館已形成豐富的網路環境並提供多元

網路服務與資源。在研究網路服務與資源首先要了解其定義與內涵，目前

看法尚未一致，但大致同意網路服務包括：數位參考、館際合作、線上教

育，網路資源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資料庫與線上教育等 (註7)。 

網路服務與資源使用與評鑑成為新討論議題，在評鑑網路服務與資源

時，首先要認識網路環境不同於從前。網路服務與資源評鑑範圍涵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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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服務與網路資源的取用、使用、可及性。(2)發展非 Internet 與 Internet
取用服務與資源。(3)網路服務與資源的管理。(4)網路服務與資源的品質的

評鑑。(5)資源分配與提供網路服務與資源。(6)決定如何有效益與有效率提

供傳統與網路服務與資源 (註8)。 

Bertot 與 McClure 研究網路服務與資源評鑑，提出網路要素模式

(Network Component Model)，係由不同的網路服務與資源構面作為評估指

標，對資訊服務與資源提供架構描述。此模式提供了網路評估要件與網路

要素兩種構面觀念，交互評估服務品質與效能。網路要件(Network 
Component)包括技術基礎建設(Technical Infrastructure)、資訊內容

(Information Content)、資訊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s)、支援(Support)與管

理(Management)。 

Charles R. McClure 在〈1996 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Internet：Progress and Issues：Final Report〉報告中，建議良好網路服務品

質包括若干要件：(1)技術基礎建設：包括電腦軟體、硬體、設備、通訊線

與網路技術建設。(2)資訊內容：網路提供資訊資源。(3)資訊服務：提供服

務幫助使用者完成其活動需要。(4)支援：協助與支援服務，幫助使用者利

用網路達到最佳使用。(5)管理：人力資源、行政管理、規劃與網路經費管

理。(註9)網路評估準則(Network Evaluation Criteria)包括資料範圍

(Extensiveness)、效率性(Efficiency)、有效性(Effectiveness)、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影響力(Impact)、實用性(Usefulness)和採納性(Adoption) 
(註10)。 

網路資源與服務的分析與評估的構面基於成本、輸出有不同方法，包

括：使用者滿意度；績效指標(效率與效益)；成果與影響。評鑑方法常有

下列四類：輸出評鑑(Output Assessment)、績效評鑑(Performance 
Assessment)、服務品質評鑑(Service Quality Assessment)、成果評鑑

(Outcomes Assessment)、以及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註11)。 

傳統期刊管理評鑑多以期刊館藏發展、期刊價格、期刊使用量來考

量，但電子期刊評鑑則無法像傳統考量單一期刊採購、館藏發展或從單一

期刊使用量來評鑑期刊使用率。Gorman 與 Miller 主張面對新環境的館藏

發展需要新的評鑑方法，並要考慮電子環境的四項影響：遠端檢索的需

求、匯集電子資源(Aggregated Resources)、館藏數位化、與電子資源的支

出。未來研發的電子期刊評鑑架構必須考量網路環境，因此可以應用電子

資源評鑑與電子計量方法 (註12)。 

電子期刊常透過匯集資料庫代理商購買成套的電子期刊資料庫。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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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須透過電腦與網路傳遞，所以除了期刊內容、經費成本、尚要考慮網

路要件，如技術架構、資訊服務、廠商支援與管理。電子期刊評鑑多採用

績效評鑑或成就評量，在選取評鑑標準，常考慮資料範圍、效率性、有效

性、使用性等，利用網路收集使用資料作為資料蒐集、分析與報告基礎。 

美國研究圖書館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RL)從
2000 年 5 月至 2001 年 12 月進行電子資源電子計量計畫(E-Metrics 
Project)，但未針對電子期刊單獨評鑑。如今電子期刊受到使用者與學者專

家喜愛，是圖書館網路服務中重要資源，圖書館也花費許多經費與人員在

電子期刊採購、管理與服務，所以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是值得探討。 

電子期刊與紙本期刊不同，紙本期刊時代是以單一期刊為中心，電子

期刊以期刊資料庫來考量，而且與網路服務息息相關。電子期刊形成管理

與服務的新典範，引發若干爭議的課題：如電子期刊與紙本期刊有何不

同？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內涵為何？圖書館如何進行電子期刊評

鑑？這些將是本研究的焦點。本計畫在於研究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

評鑑，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內涵與重要元素；為了要發揮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的功能，並進一步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包括評鑑原理、

構面、評鑑方法、測量標準、資料蒐集與分析統計。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鑑模式，主要探求：「圖

書館提供電子期刊服務包括哪些要件？誰在使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

什麼目的？這些新服務對使用者與研究機構帶來什麼影響？以及如何評

鑑其使用成效與品質。」本計畫希望從探索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內涵，而發

展電子期刊評鑑方法與技術，包括評鑑架構、測量標準、評量程序。本計

畫期待可提供未來利用本研究評鑑模式以個案研究與評鑑方法，針對二、

三個案學術圖書館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資料蒐集、分析、統計，

實施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基礎的評鑑作業，並推薦圖書館大量應用。 

本計劃研究目的如次： 

1. 研究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服務形式。 

2. 探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使用者與績效評鑑為主的評鑑方法、

測量標準、與評鑑工具。 

3. 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以作為圖書館實施電

子期刊評鑑的根據。 

4. 探討台灣學術圖書館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現況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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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之實施以及進行測試。 

由於受到時間與物力限制，本計畫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1. 以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主，是以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

為研究對象，而非單種電子期刊。 

2. 以商業性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為範圍。 

3. 以我國學術圖書館為研究範圍。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鑑模式，主要研究目的包

括：(1)研究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功能與內涵。(2)探討以網路服務為

中心，績效評鑑導向的電子期刊評鑑方法、評量基準、測量資料與工具。

(3)探討建置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與實施程序。 

電子期刊的評鑑十分重要，但需要跳脫傳統思維，而轉向網路服務與

資源評鑑。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有其原理與程序，常採用績效評鑑。在

評鑑之前應考量五項前提：(1)評鑑之建構：要評鑑什麼？電子期刊網路服

務範圍為何？所指為何？包含哪些要件、部分與程序；(2)評鑑之背景：評

鑑目標、架構、觀點或層次的選擇、評鑑層級；(3)針對選定目標能反映相

關之績效準則：績效表現的參數、要評鑑的面向或特質；(4)能反映出與績

效紀錄相關準則所用的測量；(5)評鑑的方法：測量工具、資料取樣、資料

蒐集的程序、資料如何分析等。 

本計畫主要採用研究方法包括如下：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 

利用圖書館目錄、相關資料庫、電子期刊、網路資源進行文獻檢索，

找尋有關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網路服務與資源評鑑等相關圖書、期刊論

文、研究報告，進行研讀與評述。以建立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理論，作為

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發展的參考。 

(二)焦點團體座談法 

本計畫採用焦點團體法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電子期刊評鑑模式

研究。由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涉及許多單位，包括圖書館、使用者、電子

期刊出版者、期刊資料庫廠商。所以將依同質性安排座談參與者為原則，

共舉行四場焦點團體座談，在第一部份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研究將有三場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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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團體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包括技術基礎建設(含電子期刊管理系

統)、電子期刊、服務、管理、支援等五構面，邀請三個焦點團體進行討論：

一場邀請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管理與服務人員；一場邀請大學教授從使用

者角度討論；一場邀請電子期刊的代理商與廠商討論(包括電子期刊資料庫

廠商、電子期刊訂購代理商、圖書館自動化廠商、電子期刊管理系統廠商、

匯集資料庫代理商、索引摘要服務公司等)。 

本計畫將以研究主持人所服務的大學圖書館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

評鑑研究實驗室，針對該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與網路服務為觀

察對象，並以主持人同校教師使用電子期刊行為作為觀察目標，必要時輔

以個別訪談，以深化焦點團體研究的內涵與程度。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將對學術圖書館實施問卷調查，以瞭解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

況與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看法。將針對台灣 CONCERT 參與 200 餘所學術圖

書館進行問卷調查。民國 88 年，為協助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順利引進國

外最新資訊，共享數位圖書館資源，並獲得更佳之產品及服務，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特邀集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

聯盟」(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

CONCERT)。目前引進 28 個資料庫系統、 95 個資料庫及 1 種軟體。全

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研究單位及非營利機構均可參加，民國 94 年 6 月底

截止，共有約 204 會員。(註13) 

本計畫根據文獻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結果設計調查問卷，經過前測修

正後，寄發 204 所圖書館調查其對電子期刊評鑑方法、評鑑基準、測量資

料、資料蒐集方法與各校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看法與建議。 

二、進行步驟 

1. 進行資訊檢索以彙集相關文獻。 

2. 閱讀文獻，作成評述，並研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訪談大

綱」。 

3. 邀請學術圖書館、大學教師與研究生進行焦點團體座談會，討論電

子期刊網路服務內涵與要件。 

4. 撰寫焦點團體座談報告。 

5. 編訂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進行前測，以及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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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6. 寄發問卷給 CONCERT 學術圖書館，進行調查與催缺問卷。 

7. 回收問卷，進行統計與分析。 

8. 歸納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與實施方法。 

9. 以一所大學圖書館為測試對象，依據上述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評鑑

模式實施評鑑測試，並提出書面報告與可行性分析。 

10. 撰寫計畫研究報告，提出結論與建議。 

第四節、名詞解釋 

1. 電子期刊 

電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s)一般將其定義為凡是透過電腦與網路取

用而意欲連續不斷發行的電子資源；同義詞有 Online Journals、Electronic 
Serials、Electronic Periodicals、Zines、e-zines、Webzines；包括遠端取用與

直接取用電子期刊。 

2. 網路服務 

現代圖書館演進成為複合圖書館(Hybrid Library)，須兼顧實體圖書館

與電子圖書館的經營。電子圖書館(Electronic Library)係由於大量引入電子

資源，而發展網路服務與資源。網路服務(Network Services)又稱電子化服

務(Electronic Services)，根據《圖書館統計標準與電子圖書館服務使用評量》,
其涵蓋線上公用目錄，圖書館網站，電子化館藏，電子文獻傳遞，電子化

參考服務，電子化服務的使用者訓練，透過圖書館提供的網際網路連線等 
(註14)。 

3.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係圖書館在網路上所供的電子期刊服務，包括：(1)
取用服務，如網頁期刊清單、圖書館目錄、線上課程傳遞系統、俾便使用

者完整取用電子期刊。(2)電子期刊傳遞系統，包括圖書館目錄與電子期刊

網站系統。(3)吸引資訊使用與促進行銷：提供吸引人的網頁設計。(4)圖書

館電子期刊利用教育研習會與工作坊。(5)提供技術協助查找的困難使用

者：館員服務、線上服務(同步/非同步)、Q&A 解答、網路教學。(6)對到

館的使用者提供現場服務。(7)其他如個人化服務、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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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數位學習等 (註15)。 

4. 網路服務評鑑 

Bertot 與 McClure 研究網路服務與資源評鑑，提出網路要素模式

(Network Component Model)，係由不同的網路服務與資源構面作為評估指

標，對資訊服務與資源提供架構描述。此模式提供了網路評估要件與網路

要素兩種構面的分析，交互地評估服務品質與效能。網路要素(Network 
Component)包括技術架構(Technical Infrastructure)、資訊內容(Information 
Content)、資訊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s)、支援(Support)與管理

(Management)。網路評估準則(Network Evaluation criteria)包括範圍

(Extensiveness)、效率性(Efficiency)、有效性(Effectiveness)、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影響力(Impact)、實用性(Usefulness)和採納性(Adoption)。
每兩要件一組，分別產生不同的網路統計量(Network Statistic)與績效指標

(Performance Measure) (註16)。 

5. 數位圖書館評鑑 

Saracevic 提出數位圖書館評鑑觀念，主張數位服務與系統需要藉由績

效表現與功能來評量，評鑑的績效常包括：效益、效率、或成本效益。數

位圖書館的評鑑是一項複雜的工程，在評鑑前需要精細的規劃與策略，一

般首要考量五項前提：(1)評鑑之建構：如要評鑑什麼？數位圖書館所指為

何？包含哪些要件、有什麼組件與程序；(2)評鑑之背景：如評鑑目標、架

構、觀點或層次的選擇、評鑑層級；(3)針對選定目標能反映相關之績效準

則(含績效表現的參數、要評鑑的面向或特質)；(4)能反映出與績效紀錄相

關準則所用的測量：如使用次數、成本等；(5)評鑑的方法：如測量工具、

資料取樣、資料蒐集程序、資料如何分析等 (註17)。 

6. 績效評鑑 

績效評鑑(Performance Evaluation)有長遠歷史，其是結合個別圖書館服

務與資源測量統計(如服務人口、流通量)、與效益(如每一服務人口的流通

冊數)的結合。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在網路服務是結合計量

metrics 與電子計量 e-metrics。績效指標是測量圖書館網路服務與資源的數

量與效率的可測量指標。Betot, McClure 建議從輸入組成來產生績效指標，

即(1)從圖書館網路服務與資源不同輸出找出可收集圖書館統計資訊(2)產
生百分比以便分析 (註18)。 

7. 電子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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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lure(2004)首先定義電子計量(E-metrics)：係描述電子化服務、計

畫或資源的使用量、次數、類型或其他之指標。」這種是用來測量網路服

務與電子資源使用情形的計量法。1998 年以來，許多電子計量(E-metrics)
研發用來測量圖書館網路服務與資源的使用率，一般電子計量測量包括 4
個領域：(1)代理商資料領域：如商業服務簽入、商業服務檢索、商業服務

全文單元、商業服務描述記錄、拒絕簽入。(2)網路服務資料領域：如虛擬

參考諮詢、互動式使用者資訊科技教學、使用點的資訊科技教學。(3)網路

資源資料領域：如虛擬造訪。(4)經費資料領域：如電子取用費用、電子資

料費用 (註19)。 

註釋 

                                                 
註1 Peter Boyce, King, D. W., Montgomery, C., & Tenopir, C., “How 

Electronic Journals are Changing Patterns of Use,” Serials Librarian 
46:1/2 (2004):121-130. 

註2 Donnelyn Cartis, “Chapter 1. Understanding Electronic Journals,” 
E-Journals: A How-to-do it Manual for Building, Managing, and 
Supporting Electronic Journal Collections(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ing, 2005), p.1-58. 

註3 Donnelyn Cartis, “Chapter 8. Supporting Users & Foster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Journals,” E-Journals: A How-to-do it Manual for Building, 
Managing, and Supporting Electronic Journal Collections(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ing, 2005), p.307-352.  

註4 Regina Romano Reynolds, “Seriality and the Web,” Managing Electronic 
Serial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1), p.1-13. 

註5 同上註，頁 127。 

註6 Carol Hansen Montgomery,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on Electronic 
Journal Collection of Library Costs,” D-Lib Magazine 6:10(October 2000), 
<http://www.dlib.org/dlib/October/00/Montgomery/10montgomery.html>, 
(Retrieved June 30, 2003). 

註7 John Carlo Bertot, “Chapter 2. Selecting Evaluation Approaches for a 
Network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Library Networked 
Services and Resources(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2004). 

註8 同上註。 

註9 Charles R. McClure, “The 1996 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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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Progress and Issues: Final Report,” 
<http://www.ii.fsu.edu/~cmcclure/nspl96/NSPL96_toc.html>(Retrieval 
Dec. 16, 2005). 

註10 John Carlo Bertot, “Measuring Service Quality in the Networked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and Considerations,” Library Trends 
49:4(Spring 2001):760-775. 

註11 John Carlo Bertot and Denise M. Davis, “Chapter 1. Network Service 
and Resource Evaluation Planning,”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Library 
Networked Services and Resources(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2004),1-21. 

註12 Gorman, G. E. and Ruth H. Miller, “Collection Evaluation: New 
Measures for A New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25(2001):68. 

註13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

<http://www.stic.gov.tw/fdb/index.html>(檢索日期：民國 94 年 12 月

20 日)。 

註14 林呈潢，圖書館統計標準與電子圖書館服務使用評量(台北市：國家

圖書館，民國 94)，頁 43-44。 

註15 同註 1。 

註16 同註 10。 

註17 Tefko Saracevic, “Digital Library Evaluation: Toward an Evolution of 
Concept,” Library Trends 49:2(Fall 2000): 350-369. 

註18 John Carlo Bertot and Denise M. Davis, “Chapter 4  E-metric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vailability and Use,”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Library Networked Services and Resources(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2004),1-21. 

註19 Charles R. McClure,” Key Issues, Them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Evaluating Networked Services,”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Library 
Networked Services and Resources ( 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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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鑑模式，主要探求：「圖書館提供電

子期刊服務包括哪些要件？誰在使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什麼目的？這些新服務對

使用者與研究機構帶來什麼影響？以及如何評鑑其使用成效與品質。」本計畫希望從

探索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內涵，而發展電子期刊評鑑方法與技術，包括評鑑架構、測量

標準、評量程序。本計畫期待可提供未來利用本研究評鑑模式以個案研究與評鑑方法，

針對學術圖書館個案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資料蒐集、分析、統計，實施電子

期刊以網路服務基礎的評鑑作業，並推薦圖書館大量應用。 

本計劃研究目的如次： 

1. 研究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服務形式。 

2. 探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使用者與績效評鑑為主的評鑑方法、測量標準、

與評鑑工具。 

3. 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以作為圖書館實施電子期刊評鑑

的根據。 

4. 探討台灣學術圖書館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現況與困難。 

5. 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之實施以及進行測試。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焦點是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對其評鑑，研究對象是電子期刊資料庫。首

先從文獻探討獲得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包括：電子期刊資料庫、電子期刊系統查

詢、其他網路服務。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方法擬採用電子計量評鑑與使用調查評鑑

多元評鑑。 

本研究進行焦點團體訪談法與問卷調查二種研究方法，焦點團體訪談是用來瞭解

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獲取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評鑑方法共識，以及電子計量法評鑑使用調查評鑑及其指標。問卷調查是對參加

CONCERT 大學圖書館進行問卷調查以獲得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看法，電子計

量評鑑方法及其測量指標，問卷調查評鑑方法及其測量指標。最後以政治大學圖書館

為個案研究，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與指標應用在該館的評鑑與資料分析。研

究架構請參考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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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文獻探討 

理 
論 
架 
構 

數位資源與數位圖書館評鑑 

電子期刊評鑑 

電子期刊出版與使用 

焦點團體訪談 
1.電子期刊館藏現況 4.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 
2.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 5.電子計量評鑑 
3.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 6.使用者調查評鑑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 
1. 電子期刊資料庫 
2. 電子期刊系統查詢 
3. 其他網路服務 

問卷調查 
1.基本資料 4.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看

法 
2.電子期刊資料庫現況 5.電子計量評鑑及其指標 
3.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 6.使用者調查評鑑及其指標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 
1. 評鑑架構、評鑑背景、評鑑績

效準則、評鑑測量、 
2. 評鑑方法 
(1) 電子計量評鑑 
(2) 使用調查評鑑 

歸納電子期刊評鑑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與個案測試 
1.個案背景分析  
2.電子期刊計量評鑑  
3.電子期刊使用者評鑑 
4.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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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電子期刊的評鑑十分重要，但需要跳脫傳統思維，而轉向網路服務與資源評鑑。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有其原理與程序，常採用績效評鑑。在評鑑之前應考量五項前

提：(1)評鑑之建構：要評鑑什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範圍為何？所指為何？包含哪些

要件、部分與程序；(2)評鑑之背景：評鑑目標、架構、觀點或層次的選擇、評鑑層級；

(3)針對選定目標能反映相關之績效準則：績效表現的參數、要評鑑的面向或特質；(4)
能反映出與績效紀錄相關準則所用的測量；(5)評鑑的方法：測量工具、資料取樣、資

料蒐集的程序、資料如何分析等。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焦點團體法與問卷調查法三種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

為主，以焦點團體法為輔，用來協助確定調查問卷的形成。 

由於受到時間與物力限制，本計畫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1. 以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主，是以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為研究對

象，而非單種電子期刊。 

2. 以商業性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為範圍。 

3. 以我國學術圖書館為研究範圍。 

本計畫主要採用文獻探討、焦點團體法、問卷調查法，說明如次。 

一、文獻探討法 

利用圖書館目錄、相關資料庫、電子期刊、網路資源進行文獻檢索，找尋有關電

子期刊出版與使用、數位資源與數位圖書館評鑑、電子期刊評鑑等相關圖書、期刊論

文、研究報告，進行研讀與評述。以建立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理論，作為電子期刊評

鑑模式發展的參考。 

二、焦點團體法 

本計畫採用焦點團體法發展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電子期刊評鑑模式構想。由

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涉及許多單位，包括圖書館、使用者、電子期刊出版者、期刊資

料庫廠商。所以利用焦點團體座談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量指標，包括技術

基礎建設(含電子期刊管理系統)、電子期刊、服務、管理、支援等網路要件構面，希

望建構適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鑑指標。 

焦點團體法目的是蒐集大學圖書館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看法，並做為建

構調查問卷工具，參與訪談人數為 30 人，本研究共邀請三個焦點團體進行討論：一場

邀請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管理與服務人員；一場邀請大學老師從使用者角度討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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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邀請圖書資訊學研究生從使用者角度討論。焦點團體法目的包括：(1)研究圖書館提

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服務形式。(2)探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為中心的評鑑方

法、測量標準、與評鑑工具。(3)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以作為圖

書館實施電子期刊評鑑的根據。(4)提供圖書館上級主管與決策者瞭解電子期刊服務的

意涵與重要，以及支援經費資源的參考。 

本計畫將以研究主持人所服務的大學圖書館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研究實驗

室，針對該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與網路服務為觀察對象，並以主持人同校

教師使用電子期刊行為作為觀察目標，由於邀請老師參與焦點團體訪談受限於寒假期

間，不易安排，故改以深度訪談，以深化焦點團體研究的內涵與程度。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針對學術圖書館實施問卷調查，以瞭解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與電子期

刊評鑑模式看法。針對台灣 CONCERT 參與學術圖書館進行問卷調查。民國 88 年，

為協助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順利引進國外最新資訊，共享數位圖書館資源，並獲得更

佳之產品及服務，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特邀集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全國學術電

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

CONCERT)。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研究單位及非營利機構均可參加，2007 年約有 205
會員。(註1) 

本計畫根據文獻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結果設計調查問卷，經過前測修正後，寄發

學術圖書館調查其對電子期刊評鑑方法、評鑑基準、測量資料、資料蒐集方法與各校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與看法。 

四、進行步驟 

1. 進行資訊檢索以彙集相關文獻。 

2. 閱讀文獻，作成評述，並研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訪談大綱」。 

3. 邀請學術圖書館、大學教師與研究生進行焦點團體座談會，討論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內涵與要件。 

4. 撰寫焦點團體座談報告。 

5. 編訂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進行前測，以及修正完成問卷。 

6. 寄發問卷給 CONCERT 學術圖書館，進行調查與催缺問卷。 

7. 回收問卷，進行統計與分析。 

8. 歸納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 

9. 以一所大學圖書館為測試模式個案，依據上述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評鑑模式



 39

實施評鑑，並提出書面報告與可行性分析。 

10. 撰寫計畫研究報告，提出結論與建議。 

第三節、研究設計 

一、焦點團體法設計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獲得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理論，與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由

於電子期刊評鑑涉及評鑑架構、評鑑背景、評鑑績效準則、評鑑測量、評鑑方法等多

要項。而評鑑方法有許多。因此，本研究參考文獻理論與國外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研

擬我國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草案，藉由焦點團體法邀請大學圖書館員

與使用者討論修訂。本研究舉行二場焦點團體訪談會議，探討的主題為：「電子期刊

網路服務有那些？如何評鑑？」。 

焦點團體訪談係根據文獻探討而設計，討論議題包括：(1）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

網路服務現況；(2)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包括範圍，是否涉及技術基礎建設、電子期刊

資料庫、服務、管理、支援等網路五構面；(3)圖書館是否作過電子期刊評鑑？如何評

鑑？(4)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有那些要項與指標？(5)圖書館是否使用電子期刊資料

庫使用統計？使用過那些資料庫或廠商提供的統計？圖書館是否自行統計？(6)利用

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含資源、使用統計、成本、績效)的可行；(7)對
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8)對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與其評鑑的要項與指

標看法。 

焦點團體訪談會議並針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要項與指標」草案討論，整

理訪談紀錄後，據以修訂與設計調查問卷。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進行調查使用之工具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參見附錄

七，係經文獻研讀與參考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及研究需要編製而成。期透過問卷調查，

以歸納我國學術圖書館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看法，以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

鑑模式。 

問卷初稿擬定之後，即以 3 位大學圖書館專業館員為測試對象，實施問卷前測，

以瞭解問卷內容用語是否明確、問題是否合理、內容主題是否完整，以及填答問卷所

需的時間；並根據測試者的意見修改問卷內容。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公立大學圖書館、

私立大學圖書館、公立獨立學院圖書館、私立獨立學院圖書館等。 

問卷設計分五部份，參見附錄七、「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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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下列五部分： 

(一) 第一部份為基本資料，用以瞭解答卷圖書館之創立年代、圖書館人員、館藏、書

刊經費、電子資料庫種數、電子資料庫經費等資料。 

(二) 第二部份就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調查，包括：圖書館何時引進電子期刊、電子

期刊資料庫種數、購買電子期刊資料庫的經費、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項目、電子期

刊資料庫介面功能、使用那些廠商提供資料庫使用統計等。 

(三) 第三部份，每題就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調查圖書館看法，包括：是否做過

電子期刊評鑑、是否同意電子期刊評鑑、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考量要項。 

(四) 第四部份，每題就電子期刊計量評鑑指標調查圖書館看法，包括：電子期刊資源、

電子期刊使用、電子期刊成本、電子期刊使用績效四大項分別列出 25 項指標請各

圖書館勾選同意項目。 

(五) 第五部份，每題就是否需要作使用者滿意度調查詢問圖書館的意見，包括下列 3
大類與指標：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滿意度類與 9 指標、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

質滿意度類與 6 指標、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滿意度與 7 指標。 

第四節、研究對象與實施 

本研究以我國學術圖書館為研究對象，一般常認為學術圖書館包括大學圖書館、

學院圖書館、專科學校圖書館、和學術研究機構圖書館。由於同時涵蓋大學校院圖書

館與學術研究機構圖書館，範圍龐大，資料分歧，為考慮大學圖書館對電子期刊需求

較多，本研究範圍以公私立大學圖書館、公私立獨立學院圖書館為主，不含公私立專

科學校圖書館、軍警學校圖書館、和學術研究機構圖書館。 

焦點團體法的目的是蒐集大學圖書館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看法，並做為

建構調查問卷工具，參與訪談人數為 18 人，分為二次會議，每場會議約 6-9 人，邀請

學術圖書館館員、研究生參加。主持者為本研究計畫主持人，邀請學術圖書館館員、

研究生參加討論。安排焦點團體訪談場地：基於交通便利之考量，分別選擇交通樞紐

位置做為場地，儘量安排場景以舒適易於交談為原則，會中備有茶點，營造良好氣氛。

並事先以電話與信函邀約，焦點團體訪談邀請函與「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討論題綱」如

附錄二。 

焦點團體訪談進行二場，分別於 96 年 01 月 10 日於政治大學百年樓四樓 407 室，

以及 96 年 1 月 16 日於國家圖書館學會辦公室舉行。第一場有 9 位政大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研究生參加，第二場有 9 位大學圖書館負責電子期刊業務的館員參加。鑑

於困難在寒假實施教師焦點團體訪談，而改以深度訪談蒐集教師對電子期刊網路評鑑

的看法。邀請函與訪談大綱參見附錄三、四，共邀請政治大學 5 位教師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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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對學術圖書館實施問卷調查，以瞭解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與電子期

刊評鑑模式看法。針對台灣 CONCERT 參與學術圖書館進行問卷調查。該聯盟 2006
年引進 34 個資料庫系統、101 個資料庫，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研究單位及非營利機

構，共有約 205 會員參加，含 167 個學校單位與 38 個非營利性研究機構。(註2) 

本研究調查從 CONCERT 會員名單挑選公私立大學圖書館為主要調查對象，專科

學校不在問卷調查對象，共選出 102 所公私立大學圖書館，名單見附錄八。各圖書館

的電話與地址取得參考國家圖書館「圖書館名錄」網站資訊。(註3)本研究於 96 年 3
月間先進行問卷前測，以 3 所大學圖書館為前測實施對象，經修正後，編訂「電子期

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如附錄七。問卷實施對象為 CONCERT 參與之大學圖

書館共 102 館，如附錄八。96 年 3 月 15 日第一次寄發問卷；並在 96 年 4 月 10 日、4
月 24 日、5 月 10 日進行三次催缺，一共回收 81 份問卷，有效問卷 81 份，回收率 79%。 

 
表 3-1  問卷寄發對象統計表 

 寄發問卷圖書館數 回收問卷圖書館數 回收率 

公立大學圖書館 47 38 81%
私立大學圖書館 55 43 78%
合計 102 81 79%

 

註釋 

                                                 
註1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http://www.stic.gov.tw/fdb/index.html>(檢索

日期：民國 96 年 2 月 20 日)。 

註2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 2006 年年報(台北：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料中心，2007 年)， 頁 8, 27。 

註3 「臺閩地區圖書館暨資料單位名錄」，<http://wwwsrch.ncl.edu.tw/libdir/>(檢索日

期：民國 96 年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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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焦點團體訪談的研討 

第一節、 焦點團體研究方法(註 1)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是一種質性研究多應用在教育、心理、傳播、

行銷與廣告，其可以彌補量化研究的不足。本研究第一階段首先利用焦點

團體法蒐集資料，試探圖書館員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的看法，並

建構本國適合的「電子期刊與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工具。本節主要

說明焦點團體法的研究方法、實施程序、以及研討結果與資料分析。 

焦點團體法，或稱焦點團體訪談、團體深度訪談(group depth 
interviews)、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s)，是社會科學中最廣為使用的質

化研究工具之一。貝克(Trombetta Beck)定義其為：「由經由選擇出來人士，

針對目前情境有關的主題，彼此進行非正式討論」。目的在於塑造一種坦

誠的、自然的會談，以更深入探討研究的主題，同時也是設計問卷調查一

個很好的起點。 

焦點團體法的目的是瞭解參與者的真正觀點，而非說服受訪者，其尚

有下列多元具體定義：是一種由探討標的個人集合而成的團體，這群人就

經過選擇的主題，應研究者的要求提出他們的觀點。由 6-12 人組成的小團

體，具有同質性。訓練有素的主持人帶來準備就緒的問題，以及深入探究

的階段，以引發參與者的反應。對於選擇的參與者引發其經探討而獲得知

覺、感受、態度與想法。焦點團體不會製造大量的資訊，以投射到較大的

母群體。  

焦點團體法常是探索性研究的第一個步驟，配合後續研究，俾使研究

發現精確化以及進一步的獲得解釋。焦點團體法是一種「團體」訪問的質

性研究方法，與一對一式的深入訪談法最大的差異便是--焦點團體法多了

團體成員的「互動」和討論。此法特色是能夠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

觀察到大量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研究者可以從此對話和互動取得資料和

「洞識」，對於「探索性」研究而言，是一項有利的方法(註 2)。 

焦點團體法在行銷、企業管理、教育、心理學、圖書資訊學研究上多

有應用。焦點團體是一群有共同興趣的互動個體，透過中介者訪談，從團

體中獲取比一般人際關係層次之更深入資訊。訪談一般以 10 到 12 人，在

一個半到二個小時間持續進行對話，由訪談者對主題解釋刺激與效應之間

關係的承諾，產生預期或非預期的效用，乃至於對資料的佐證。這些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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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資訊可做為問卷調查的參考，並可實施多次以降低專業人員的意見差

異性。 

焦點團體訪談過程要記錄，由於資料量大並且需要加以謄錄、組織、

減縮，敘述的資料要加以摘要。一般資料分析步驟為：(1)確定大的觀念，

(2)將資料單位化，(3)把單位歸類，(4)商研歸類的類別，(5)確定論題和使

用理論。資料的分析可以作(1)質化結語式(summary)直接分析及(2)按系統

登錄(coding)後進行內容分析。內容分析部分可直接引用受訪者之言詞。分

析的策略是先詳細檢視一、二個團體的轉錄資料，然後據此發展出假設和

分類架構。然後再從冗長的轉錄資料中根據分類架構分類後，以選取合適

的引用句來表達內容。 

本研究焦點是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對其評鑑，研究對象是西文電子

期刊資料庫。首先從文獻探討獲得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包括：電子期

刊資料庫、電子期刊系統查詢、其他網路服務。其次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

務評鑑，包括評鑑架構、評鑑背景、評鑑績效準則、評鑑測量與評鑑方法，

評鑑方法擬採用電子計量評鑑與使用者滿意調查。 

本研究擬先進行焦點團體訪談法以瞭解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現況，獲取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方法共識，並

進一步取得電子計量評鑑與使用者調查評鑑及其指標。歸納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結果後，據以修訂與設計調查問卷。 

第二節、焦點團體法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法做為建構調查問卷工具，參與訪談人數為 18
人，分為二次會議，每場會議 9 人，邀請學術圖書館館員、研究生參加討

論，實行步驟如次。 

1. 確定目的：本研究首先蒐集資料進行文獻分析探討，研究目的

包括：(1)研究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服務形式。

(2)探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為中心的評鑑方法、測量標準、與評

鑑工具。(3)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以作為圖

書館實施電子期刊評鑑的根據。(4)提供圖書館上級主管與決策者

瞭解電子期刊服務的意涵與重要，以及支援經費資源的參考。 

2. 參與者的選擇與招募：主持者為本研究計畫主持人，邀請學術

圖書館館員、研究生參加討論。 

3. 安排焦點團體訪談場地：基於交通便利之考量，分別選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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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紐位置做為場地，儘量安排場景以舒適易於交談為原則，會中

備有茶點，營造良好氣氛。並事先以電話與信函邀約，焦點團體

訪談邀請函參見附錄一。 

4. 發展訪談指引：依據前述焦點團體訪談方法，而編製「焦點團

體訪談會議討論題綱」如附錄二。 

5. 進行焦點團體訪談：分別於 96 年 01 月 10 日於政治大學百年樓

四樓 407 室，96 年 1 月 16 日於國家圖書館學會辦公室舉行二場

焦點團體訪談。 

6. 鑑於困難在寒假實施教師焦點團體訪談，而改以深度訪談蒐集

教師對電子期刊網路評鑑的看法。邀請函與訪談大綱參見附錄

三、四。 

7. 分析資料：將二場焦點團體訪談作成記錄，如附錄五、六。分

析資料的方式係從資料記錄中發現數個大觀念，整理所有關鍵性

觀念，以及分辨強或弱、重要或較不重要的論題。將資料單位化

並加以歸類，並商討各類別的內涵與支持論點。回歸大觀念，看

這些觀念是否得到衍生類別的支持，是否需要精修或重新敘述成

為確定的論題與可運用的理論。 

一、焦點團體訪談會前準備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獲得學術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理論，但多基於

歐美環境背景，與我國學術圖書館需求與本土運作仍有實質的差異。本研

究擬藉由調查全國學術圖書館意見以建置我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

式。在發送調查問卷之前，為編製符合國情的學術圖書館合理問卷，先以

焦點團體法邀集學術圖書館館員、大學教授、研究生，由焦點團體探討形

成問卷工具。 

有關焦點團體場地選擇安排上，以交通便利與有助於團體會談氣氛的

場地為原則，經過各方考量，會場選擇政治大學百年樓四樓 407 圖書資訊

與檔案學研究所討論室與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辦公室。同時，並招募訪談

者，邀請對象包括學術圖書館館員、研究生，並考量公私立大學圖書館、

圖書館組別、地域等均衡性。 

有關邀請程序，事先以電話聯繫。電話確認，參與者同時被告知以輕

鬆態度面對，無需做事前準備工作。二場會議共邀請 18 位人選，基本上

有些同質性，屬於圖書館人員中學經歷豐富、善於表達意見者，這些特質

有助於焦點團體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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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由本研究計劃主持人擔任，在這兩三週也不斷演練焦點團體技

巧，以便在對談中做適切引導、探測問題。主持人與研究助理，分別就討

論清單、問題內容、焦點團體法施行要點商討與準備。並準備與印製訪談

議題單，討論問題以漏斗型態由大至小設計，首先廣泛探討學術圖書館的

功能與角色，其次，深入到專業人員的工作範圍與能力。 

二、焦點團體訪談會議實施 

二場焦點團體訪談分別於 96 年 1 月 10 日在政治大學百年樓四樓 407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討論室與 1 月 16 日在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辦公

室舉行。訪談會場備有簡單茶點、討論問題單、與文具，研究助理同時負

責會場布置、錄音與記錄工作。 

(一)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  

第一場會議於 96 年 01 月 10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15 分舉行，主

要邀請圖書資訊學研究生，出席 9 人，出席名單如表 4-1。由主席開場介

紹研究動機、研究目地、與成員背景之後，展開訪談，因參與者同質性高，

討論十分熱烈。訪談者常依其背景相關性，或技術服務者與讀者服務工作

常以現有學經歷背景來思考問題，團體討論互動融洽而順利進行，全程共

進行 1 小時 45 分鐘。 

表 4-1  第一場焦點團體成員基本資料 

編號 姓名  單位 
1 黃景彤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 
2 楊志津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 
3 吳瑩月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圖書室館員 
4 徐韻婷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漢珍公司人員 
5 王亦勤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 
6 陳臻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台灣藝術大學圖書館館員 
7 何子頎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 
8 黃嘉鈴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二 
9 蔡佳縈  政治大學圖檔所研究生碩一 

 

(二)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  

第二場會議於 96 年 01 月 16 日下午 12 時 30 分至 2 時 10 分中華民國

圖書館學會辦公室舉行，主要邀請學術圖書館負責電子期刊工作的館員，

出席 9 人。學會辦公室為一小型會議室，為拉近對談距離，將桌椅調整成

較小長方形的座次，使成員能環繞桌邊、面對面交談。在問題單、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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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點擺設完成後，成員依序來到。 

在主持人宣佈研究動機、目的、對談原則與成員介紹後，隨著討論問

題依序展開，因參與者同質性高，討論十分熱烈。對問題思考也漸漸深入，

對談過程中有滾雪球效益，對一些即時話題深入探討。在主持人適時引導

與切入議題，整體過程進行順利，全程共計進行了 1 小時 40 分鐘。 

表 4-2  第二場焦點團體成員基本資料 

編號 姓名 單位 編號 姓名 單位 

1 張慈玲 台灣大學圖書館館長室 6 譚修雯 政治大學圖書館參考組

2 張素娟 台灣大學圖書館期刊組 7 李亞蘭 政治大學圖書館期刊組

3 童敏惠 
台灣大學圖書館推廣服

務組 8.  石秋霞 淡江大學圖書館參考組

4 許嫚婷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期

刊組 9. 鍾雪珍 國家圖書館參考組 

5 黃邦欣 政治大學圖書館參考組    

第三節、焦點團體訪談結果之分析 

有關 2 場焦點團體訪談會議記錄請參見附錄五與附錄六。以下從基本

資料，對各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與網路服務現況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

鑑看法，分別說明分析於后。 

一、訪談者基本資料 

本研究的兩場焦點團體參與訪談者分別各 9 人，共計有 18 人，其基本

資料說明如表 4-3。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者皆為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研究生，其中三位為在職生，分別任職於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圖書室、台灣藝術大學圖書館與漢珍資訊公司。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者為

學術圖書館館員，9 位圖書館從業人員中，8 位服務於大學圖書館，1 位服

務於國家圖書館。性別分佈女生 16 位，男生 2 位；層級分佈，2 位主任，

7 位館員，9 位研究生，單位分布圖書館期刊組 3 位，參考組 5 位，館長

室 1 位，圖書資訊研究所 9 位。 

表 4-3 焦點團體訪談者資料統計 

焦點團體訪談者資料統計                                     

N=18 

項目 第一場 第二場 合計 

1.性別    

女 7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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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2 0 2 

2.層級    

主任 0 2 2 

館員 0 7 7 

研究生 9 0 9 

3.單位    

期刊組 0 3 3 

參考組 0 5 5 

館長室 0 1 1 

圖書資訊研究所 9 0 9 

二、訪談會議資料分析 

兩場焦點團體訪談探討的主題包括如次： 

1. 請各位談談自己在圖書館電子期刊負責的業務情形？或談談自

己在圖書館使用電子期刊的情形？ 

2. 請敘述 貴館電子期刊館藏發展現況？以及發展歷史？ 

3. 請談談貴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 

4. 請問您認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包括那些範圍？ 

5. 您認為貴館提供的這些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那些最好？為什

麼？ 

6. 貴館是否作過電子期刊評鑑？如何評鑑？ 

7. 您認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有那些要項與指標？ 

8. 貴館是否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統計？使用過那些資料庫或

廠商提供的統計？圖書館是否自行統計？ 

9. 您認為利用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含資源, 使用

統計, 成本, 績效)可行嗎？(請參考本資料的參之二)。 

10. 您同意 COUNTER、CNS1315 標準的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如

何？ 

11. 您贊成用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嗎？請談談您認為其

評鑑的要項與指標為何？(請參考本資料的參之三)。 

12. 您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是否有其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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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訪談討論的議題從大至小依循著會場準備的訪談議題單進

行。首先廣泛探討學術圖書館電子期刊的服務，其次，深入至電子期刊網

路服務的評鑑的探討，現場訪談議題資料如附錄三。由於訪談時間有限不

宜超過三個小時，在詢問訪談者評鑑要項時無法針對每一項要點詳細討

論，故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要項與指標列一清單，由訪談者利用會後

時間勾選認可的要項，在會後彙整摘要與分析時作為本研究問卷設計的根

據參考。 

(一)在圖書館電子期刊負責的業務情形或使用電子期刊的情形 

問題：請各位談談自己在圖書館電子期刊負責的業務情形？或談談自己在  
   圖書館使用電子期刊的情形？ 

有關圖書館電子期刊負責的業務情形或使用電子期刊情形的討論，由

於訪談者身分的不同而有所區別，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者為研究生，其針

對使用電子期刊的情形做討論，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者為學術圖書館館員

則針對在圖書館電子期刊負責的業務情形做說明與討論。 
第一場會議，訪談者表示使用電子期刊多是為了做報告、寫論文。所

提及常使用的資料庫包含 EBSCOhost、Proquest、SDOL、Springer LINK、

CSA-LISA、library literature 與 Wilson 全文資料庫等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

部分訪談者也表示會使用政大圖書館館藏目錄OPAC透過刊名的鍵入來查

找所需的電子期刊。 
第二場會議，訪談者在說明其在圖書館電子期刊負責的業務包括：電

子期刊採購、資訊服務、讀者服務、電子期刊管理與統計分析，可以發現

現今在圖書館的業務中，電子期刊的相關業務不但是跨部門的，且範圍相

當廣泛。 
第二場會議中，國家圖書館館員鍾雪珍即表示在電子期刊服務方面主

要負責下游的讀者服務，包括資訊利用課程與讀者服務。黃邦欣、譚修雯

與李亞蘭三位政大圖書館館員因所屬組別不同，負責的業務亦有所差異，

黃邦欣與譚修雯同屬於政大圖書館參考組，主要負責資訊利用的部份包括

資料庫的講習，以及解決使用者使用資料庫的相關問題，發問方式包括打

電話、現場問以及少部分 email 與 bbs。譚修雯除了讀者服務外，還負責資

料庫的管理包括電子期刊的管理與統計分析。李亞蘭屬於政大圖書館期刊

組，其主要負責內容的維護、資料建置以及飛資得整合系統與 onecate 的

相關業務。 
童敏惠與張素娟兩位台大圖書館館員，前者主要負責讀者服務，解決

讀者使用資料庫的相關問題以及參考服務。後者負責電子期刊的採購，包

含連線、開通、測試，以及固定下載資料庫的使用統計，與期刊系統的維



 49

護。淡江大學圖書館館員石秋霞在電子期刊業務負責利用教育、推廣，電

子期刊的採購、訂購與統計屬於數位資訊組。師大圖書館館員許嫚婷則是

負責電子期刊的採購以及電子資料庫的維護與書目資料的維護，與每月跑

資料庫的統計資料以及編輯線上電子資料庫的消息報導(電子報)，與電子

期刊的講習。 

(二)圖書館電子期刊館藏發展現況與發展歷史 

問題：請敘述 貴館電子期刊館藏發展現況？以及發展歷史？ 
1.圖書館何時引進電子期刊？目前有多少種？有那些電子期刊資料庫？ 
2.圖書館電子期刊採訪來源有那些？資料庫來源有那些？ 

透過第二場會議，各大學圖書館館員的說明，圖書館最早在 1995 年

引進電子期刊的服務，之後相關電子期刊網路服務陸續引進。起初，圖書

館多是購買零星的電子期刊，之後，電子期刊的發展日益成熟，圖書館購

買的電子期刊數量也逐年增加，電子期刊可分為單一的 title 期刊與電子期

刊資料庫，電子期刊資料庫又可分為期刊出版商自行建置的資料庫如

SDOL 與電子期刊；匯集商所研發的資料庫如 EBSCOHost 等。隨著科技

的進步，電子期刊的服務與功能也越來越多元、強大，對於電子期刊的網

路服務各學術圖書館也都持續在發展與推廣。 
電子期刊與電子期刊資料庫的總數各圖書館不一，各館約有 20 種至

60、70 餘種的電子期刊資料庫，電子期刊總數約 1,500 至 4,000 餘種不等。 

(三)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 

問題：請談談貴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 
(1)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 

(2)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3)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

務、其他？ 

(4)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5)其他 

本研究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範圍定義包括為(1)電子期刊網頁清

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2)電子資源整合系統；(3)電子期刊系統介

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4) 線上學習

課程系統；(5)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功能(6)其他。 
兩場會議訪談者大多報告目前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包含電

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

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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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各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發展現況不一，就電子資源整

合系統而言，有圖書館開始使用此系統，如政大圖書館引進 MUSE 電子資

源整合系統；與國家圖書館引進了西文資料庫整合查詢系統(URICA)。但也

有圖書館還在研擬規劃當中，如台大圖書館與淡江大學圖書館。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方面，受訪館員有提到部份

資料庫有此一功能，但若以圖書館本身所提供的服務而言，目前各大學圖

書館並未提供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的服務。 

(四)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包括範圍看法 

問題：請問您認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包括那些範圍？ 

本研究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範圍定義包括為(1)電子期刊網頁清

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2)電子資源整合系統；(3)電子期刊系統介

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4) 線上學習

課程系統；(5)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功能(6)其他。 
訪談者皆認同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含：(1)電子期刊網頁清單、

(2)圖書館目錄、(3)資料庫網頁；(4)電子資源整合系統；(5)電子期刊系統

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與(6) 線上

學習課程系統、(7)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第一場焦點團體中，政大圖檔所研究生吳瑩月建議希望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未來應包括跨資料庫的新知選粹服務，以及擴大跨資料庫整合使用權

限。第二場焦點團體中，鍾雪珍館員建議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加上

電子期刊聯合目錄功能，如整合區域性的電子期刊聯合目錄並加強其準確

性與完整性。 
表 4-4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範圍成員意見表 

 第一場

(9 人) 
第二場

(9 人) 
合計

(18 人) 
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館目錄、資料

庫網站 
9 9 18 

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9 9 18 
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

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

其他 

9 9 18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 4 9 13 
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8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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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圖書館提供優質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 

問題：您認為貴館提供的這些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那些最好？為什麼？ 

第一次焦點團體，主持人是直接詢問研究生自身使用的觀感，政大圖

檔所研究生認為 Wilson Library literature、Proquest、EBSCOhost、Springer 
LINK、SDOL 等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較好，原因包括擁有全文功能、資料

範圍大、功能強大等優點。 
研究生楊志津表示以學科角度來看，平時最常用的資料庫為 Wilson 

Library literature 全文資料庫。其優點為可直接連到全文。查找論文則以

Proquest 為主。研究生黃嘉鈴表示最常使用的電子期刊資料庫為

EBSCOhost，資料範圍大、多且豐富。Springer LINK 則是因為論文需要，

有論文所需要的主題。研究生王亦勤認為 SDOL 期刊資料庫功能強大，容

易使用。 
第二場焦點團體中，訪談者為大學圖書館館員，是以圖書館電子期刊

資料庫使用統計的觀點來看。若以使用統計作依據，發現西文電子期刊資

料庫中，EBSCOhost、SDOL、Proquest、IEL 等電子期刊資料庫的使用較

高，受歡迎的因素可能包含資料蒐集範圍大、全文的供應與使用介面的好

用性以及資料庫服務不斷更新等，此外，訪談者也提出電子期刊資料庫使

用次數的多寡與大學本身學科性質有所關聯。 
以政大圖書館而言，以 EBSCOhost、JSTOR、SDOL、Proquest 等資料

庫使用率較高，EBSCOhost 與 Proquest 資料蒐集範圍大、豐富，服務也不

斷更新。以台大圖書館而言，依使用量來看，SDOL、 EBSCOhost、Nature
與 IEL 等資料庫名列前矛，受歡迎的原因須依學科來看，台大因為理工科

系較多所以理工相關的資料庫使用較多。師大圖書館依資料庫的統計量來

看，依序為 EBSCOhost、SDOL、IEL 與 Proquest educational journals 等資

料庫。此外圖書館也發現理學院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的使用率較高，而

educational journals 使用量高則是和師大本身的教育性質有關。淡江大學圖

書館主要是以 IEEE、SDOL、Wiely、EBSCOhost、Proquest 等資料庫使用

較多，主要原因應包含全文的供應與使用介面的好用性。  

(六)圖書館是否作過電子期刊評鑑 

問題：貴館是否作過電子期刊評鑑？如何評鑑？ 

針對圖書館是否做過電子期刊評鑑，兩場會議都認為圖書館並未做過

確實的電子期刊評鑑。以政大圖書館而言，第一場會議成員中，研究生楊

志津認為圖書館有資料庫使用統計的人氣排行，依資料庫使用次數排序高

低，也可以作為電子期刊資料庫評鑑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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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者們表示台大、政大沒有做過全面性的電子期

刊評鑑，但有做過一些基本的評鑑與比較。淡江因經費有限會做相關的評

鑑，師大近年來則一直有在做資料庫的績效統計。 
台大圖書館館員張素娟、童敏惠表示台大圖書館有做過一些評鑑，包

括資料庫的價格、範圍、平台與重要性評比，但沒有做過全面性的評鑑。 
政大圖書館館員譚修雯表示政大圖書館曾經有段時間，在採購時會有

小組評估，評鑑要項包括價格、範圍、介面等，但資料庫買進來後則未做

後續的追蹤評鑑。 
淡江圖書館館員石秋霞解釋，淡江圖書館因為館經費有限，所以要經

常作評鑑，此外，圖書館空間有限，所以也會對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做評

估。 
師大圖書館館員許嫚婷表示，師大圖書館長期以來皆會對資料庫的經

濟效益做比較，將資料庫按績效排序呈報上級做評估。 

(七)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要項與指標看法 

問題：您認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有那些要項與指標？ 
第一次焦點團體訪談者提出的指標包含使用者調查、使用者使用統

計、使用率、成本、電子期刊不重複等要項。 
第二次焦點團體總括訪談者所提及的要項包括：資料庫的連線穩定

度、全文 embargo 的期限、主題的代表性與權威性、各功能說明標示是否

清楚、期刊收錄範圍的上限時間點(新穎性與回溯性) 。 
兩場會議訪談者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要項與指標看法摘錄統

計參見第五節。 

(八)圖書館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統計現況 

問題：貴館是否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統計？使用過那些資料庫或廠商

提供的統計？圖書館是否自行統計？ 

兩場會議的訪談者都表示圖書館目前都有使用與要求資料庫廠商提

供資料庫使用統計。在第一次焦點團體中，研究生吳瑩月與陳臻分別任職

於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圖書室與台灣藝術大學圖書館，兩位皆表示中研

院資科所圖書室、台北市立圖書館都曾要求廠商提供使用統計。 
第二次焦點團體訪談者表示師大、政大、台大圖書館都有使用資料庫

或廠商提供的統計。此外，政大與台大還會利用圖書館的自行統計以彌補

廠商統計的不足。然現今資料庫廠商所提供的統計資料標準不一，使圖書

館在判讀資料方面仍有其困難。 
師大圖書館館員許嫚婷表示師大圖書館大部分的資料庫統計來自廠

商，包括 EBSCOhost、SDOL、SpringerLink、JSTOR、IEL 等資料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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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未做自行的統計。 
政大圖書館館員譚修雯表示政大圖書館自 1998 年開始使用資料庫廠

商統計，現今也持續在使用，此外，圖書館本身亦使用 TTSLINK 來記錄

使用統計以彌補廠商統計的不足。 
台大圖書館館員童敏惠表示台大圖書館都有在使用廠商所提供的統

計，2004 年以後，廠商提供的統計越來越完整，圖書館本身也會使用飛資

得的系統來記錄圖書館的統計以彌補廠商統計的不足。 

(九)對於利用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 

問題：您認為利用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含資源、使用統計、成

本、績效)可行嗎？。 

兩場會議訪談者對於利用電子計量方式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均表認

同，但也提出建議事項，第一場訪談者提到利用電子計量方式評鑑需考量

計量方式是否標準一致、防止廠商資料作假以及資料如何判讀、解釋等問

題。第二場會議中，台大圖書館館員張慈玲提出使用電子計量時有關成本

的考量，評鑑時必須能確實掌握圖書館購買資料庫的實際成本數據才有助

於電子計量的評鑑，此外，利用電子計量的評鑑結果可以作為與廠商協調

的參考，但使用電子計量無法了解使用者的使用行為與本身的意見。國家

圖書館館員鍾雪珍表示曾有廠商派人到圖書館點選資料庫，以增加資料庫

的使用量，因此統計的數據可以做為電子期刊評鑑的參考，但需要考量廠

商提供統計數據的可信度。政大圖書館館員譚修雯則進一步補充，利用電

子計量進行電子期刊評鑑可以考慮，但電子期刊資料庫的評鑑應考慮多元

面向。 
在電子期刊電子計量評鑑要項與評鑑指標中，總計在電子期刊電子計

量評鑑要項與評鑑指標中，分為電子期刊資源、電子期刊使用、電子期刊

成本、電子期刊績效共四大項與 28 項指標，訪談者對於以上要項與指標

多表認同，每項指標同意與可行人數都超過半數以上。 

 (十)對於 COUNTER、CNS1315 標準的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 

問題：您同意 COUNTER、CNS1315 標準的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如何？ 

COUNTER(Counting Online Usage of Networked Electronic Resources)
計畫標準，對象為圖書館、出版商及中介商。2006 年 1 月公佈第二版電子

資源使用統計指引實務規範，包括：期刊與資料庫實務規範(Code of 
Practice for Journals and Databases)，與圖書與參考工作實務(Code of 
Practice for Books and Reference Works)。包括 1 號期刊報告(每月與每種期

刊成功下載全文論文要求次數)；2 號期刊報告(每月與每一期刊的被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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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1 號資料庫報告(每月與資料庫總查詢數與連線數)；2 號資料庫報告(每
月與資料庫被拒次數)；3 號資料庫報告(每月與服務總查詢數與連線數)。
COUNTER 計畫建立一組織架構與持續推行實務規範發展的技術/營運模

式，圖書館在簽訂電子期刊合約時可要求代理商配合此標準提供使用統

計，包括上述使用報告，以及 COUNTER—Compliant Usage Report，交由

COUNTER 審計人員查核。 
CNS1315 標準之電子圖書館服務的使用統計：線上公用目錄可從圖書

館自動化系統獲得，除連線還應計算檢索數量及記錄下載數量。電子化館

藏統計資料可從圖書館本身的伺服器或從代理商/供應商獲得。電子服務使

用統計基本資訊包括：連線數量、文獻下載數量、記錄下載數量、虛擬到

館的數量；以及連線時間、連線被拒數量、檢索數量、網際網路連線數量

等相關資訊。 
對於 COUNTER、CNS1315 標準的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兩場會議

訪談者均表認同，也都期待兩項標準的實施，能有助於圖書館資料庫使用

統計資料的搜集與分析。第二場會議，師大圖書館館員許嫚婷建議，在

CNS1315 標準中應加上資料庫的 article 的總數。 

(十一)對於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看法 

問題：您贊成用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嗎？請談談您認為其評鑑

的要項與指標為何？ 

兩場會議訪談者均同意利用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但是評

鑑要項、指標與相關名詞需要做進一步的解釋。兩場訪談均認為單使用量

化統計進行電子期刊資料庫評鑑並無法了解使用者的觀點與想法，因此除

了使用量化統計之外，也必須藉由使用者調查來了解使用者使用電子期刊

資料庫的想法與產生的效益。 
政大圖書館館員黃邦欣認為利用使用者調查可以彌補電子計量評鑑

的不足，但深入的使用者調查不易，只能獲得較表面的東西。國家圖書館

館員鍾雪珍表示本研究的使用者評鑑指摽，現在廠商提供都有一定的水

準，使用者調查應該要進一步了解使用者的需求與使用困難。台大圖書館

館員張素娟則建議在使用者評鑑方面可加上資料庫的使用成本，做為讀者

自我滿意的調查。 
訪談者對於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看法，可分為電子期刊資

料庫實用性、資料品質滿意度與使用介面滿意度等三大項與 22 項指標，

訪談者對於以上要項與指標多表認同，每項指標同意與可行人數都超過半

數以上。 

 (十二)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其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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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您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是否有其他看法？ 

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其他看法，在第一場會議中，訪談者提到對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需要考量質量資料的取得方式與資料判讀，不同

的情境脈絡也會影響報告的呈現方式。第二場會議訪談者則認為有關問卷

指標的設計，應要分類，以方便使用者填答，並提供一些舉例以幫助使用

者填答。 

第四節、教師深度訪談研討結果 

鑑於在寒假實施焦點團體訪談困難，而改以深度訪談來獲得教師對電

子期刊網路評鑑的看法。 

一、 訪談者背景資料 

本研究於 96 年 1 月下旬分別訪談四位教師，為政大新聞系 A 副教授、

政大師資培育中心 B 副教授、政大圖檔所 C 副教授與政大廣告系 D 副教

授。其基本資料說明如下表。 

表 4-5 訪談教師背景表 
姓名 A B  C D 

所屬院系 政大傳播學院

新聞系 

政大師資培育

中心 

政大文學院圖檔

所 

政大傳播學院

廣告系 

學歷 美國印地安那

教育工學博士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教育心理

博士 

台灣科技大學電

子工程系計算機

工程組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新

聞學博士 

經歷 曾任 3年公

職、政大任教 

中原大學、政

治大學任教 

花蓮教育大學與

政治大學任教 

世新大學、政

治大學任教 

教學年資 在政大服務逾

14 年 

在政大服務逾

4年 

在花蓮教育大學

任教 3年半，政

大半年 

教學年資 8

年，在政大服

務逾 4年半 

研究主題 認知在傳播上

的應用、視覺

傳播、電腦輔

助採訪報導 

認知心理學、

教學心理學、

學習障礙研

究、學生學習

動機 

數位學習、web 

intelligence、

資料探勘 

 

公共關係、傳

播研究方法、

政治傳播 

教學科目 數位出版概

論、視覺傳

播、傳播法

規、資訊企劃

與整合等。 

教育心理學、

特殊教育導

論、商科教材

教法 

資料探勘、高等

資料庫、智慧型

代理人、網際網

路計算與運用。 

 

公共關係、傳

播理論、政治

傳播、統計 

二、訪談會議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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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見附錄四 

四場訪談探討的問題主題包括如次： 

1. 是否經常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2. 使用圖書館電子期刊原因 

3. 使用圖書館電子期刊與電子期刊資料庫情形 

4. 圖書館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 

5. 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包括範圍看法 

6. 對圖書館提供優質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 

7. 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贊成或反對 

8. 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要項與指標看法 

9. 對於利用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 

10. 對於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看法 

11. 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其他看法 

深度訪談討論的議題從大至小依循著會場準備的訪談議題單進行。首先詢

問訪談者基本背景資料與使用電子期刊的情形，其次，深入至電子期刊網

路服務的評鑑的探討，現場訪談議題資料如附錄。由於訪談時間有限，在

詢問訪談者評鑑要項時無法針對每一項要點詳細討論，故將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評鑑要項與指標列一清單，由訪談者利用會後時間勾選認可的要項，

在會後彙整摘要與分析時作為本研究問卷設計的根據參考。請參見附錄七

~十訪談紀錄 

(一) 是否經常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訪談之四位教師分屬不同學科領域，A 老師屬於教育科技領域、B 老

師為教育背景、C 老師為資訊背景，D 老師則來自傳播領域。 
A 老師表示經常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主要是透過圖書

館網站服務。約兩年前(2004)開始使用電子期刊。較少使用政大圖書館以

外的資源。 
B 老師表示經常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但使用時間不固

定。主要是透過政大圖書館網站服務。約 2000 年之前便開始使用電子期

刊，並且沒有使用政大圖書館以外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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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老師也表示經常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且每週都會使

用。主要是透過圖書館網站服務，最早約在 2001 年開始使用電子期刊，

除了使用政大圖書館的電子期刊外，也會使用過師大圖書館與中研院電算

中心的電子期刊。 
D 老師也表示經常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且幾乎每天都會

使用。主要都是透過政大圖書館網站服務。並於 1996 年時在美國唸博士

班便開始使用電子期刊。 
四位教師都表示經常使用電子期刊，且多是透過圖書館網站服務，開

始使用電子期刊的時間從 1996 年至 2004 年不等，在政大任教的過程中，

都是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四位老師中僅有 C 老師會使用政

大以外其他來源的電子期刊，表示曾使用過師大圖書館與中研院電算中心

的電子期刊。其餘老師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方面都是使用政大圖書館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 

(二)使用圖書館電子期刊原因 

A 老師表示使用原因主要用於研究與教學，其中又以研究為主。喜愛

電子期刊服務所提供的 pdf 全文，原因包含 pdf 檔方便資料蒐集與管理；

使用遠距教學時，可利用 pdf 檔上傳至平台。 

B 老師亦表示使用原因主要是方便資料的搜集，且主要用於研究、演

講與教學。 

C 老師表示使用電子期刊的目的主要用於研究、教學與演講。 

D 老師表示會選擇使用電子期刊的最主要原因是方便，因為傳播學院

圖書館在山上，而研究室在山下，為節省時間與方便性的考量，因此使用

電子期刊較方便。使用主要目的為用於研究與教學。 

使用電子期刊的目的，多為研究、教學、演講。歸納四位教師使用電

子期刊以研究為主，其次依序為教學與演講。多數老師亦都表示會使用電

子期刊的原因主要在於便利性，電子期刊可以透過網際網路直接在辦公室

電腦上取得而不用親自跑到圖書館，對於教師而言，是電子期刊的一大優

點。 

(三) 使用圖書館電子期刊與電子期刊資料庫情形 

訪談者使用的電子期刊多以其本身學科領域為主，如 B 老師常使用心

理類電子期刊，C 老師經常使用數位學習與資訊工程領域的電子期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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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老師多閱讀傳播相關期刊。教師會依其學科領域的不同使用不同的電子

期刊資料庫。 
訪談者所提及的電子期刊資料庫中，最常被提及的電子期刊資料庫為

EBSCOhost與ProQuest-ABIInform。其它資料庫還包括 JSTOR、ACM digital 
library、IEEE-Xplore、SDOL、SpringerLink、SAGE-communication study；
依學科背景的不同，訪談者使用的資料庫也不盡相同。 

在中西文電子期刊的使用方面，訪談者皆表示以使用西文電子期刊為

主，甚少使用中文的電子期刊。 
電子期刊的使用方式，可約略分為定期瀏覽特定期刊、進行特定主題

的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或針對特定的期刊卷期進行查找。A 老師表示其電

子期刊的使用方式較少利用瀏覽，多是針對特定的期刊卷期進行查找；B
老師也多是針對特定的期刊卷期進行查找；C 老師與 D 老師的電子期刊使

用方式則包含定期瀏覽特定期刊或進行特定主題的電子期刊資料庫檢

索。所以老師使用電子期刊依其研究主題，多是瀏覽與查詢特定主題期刊

與資料庫為主。 
電子期刊使用功能可約略分為瀏覽、檢索、取用全文、列印下載，四

位訪談者皆表示都會透過瀏覽、檢索、取用全文、列印下載等功能來取用

電子期刊資料庫。 

(四)圖書館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 

在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方面，電子期刊的取

用，可由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不同管道進入，訪

談者的取用管道也不盡相同。A 老師表示最常使用圖書館目錄與資料庫網

頁。沒有使用過電子期刊網頁清單。B 老師表示最常使用電子期刊網頁清

單與圖書館目錄。C 老師最常使用電子期刊網頁清單與資料庫網頁，沒有

使用過圖書館目錄查找電子期刊。D 老師最常使用圖書館目錄與資料庫網

頁，不喜歡使用電子期刊網頁清單。 
就電子資源整合系統方面，針對政大近期推出一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政大 muse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即，可透過單一介面檢索各類型資料。

四位教師中僅有 A 老師、C 老師知道此系統，B 老師與 D 老師則表示未使

用過 muse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而真正有在使用政大 muse 電子資源整

合查詢系統的只有 C 老師。 
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可約略分為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

個人化服務、其他。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等基本功能四位訪

談者均表示都會使用，惟個人化服務方面僅有 D 老師有使用圖書館所提供

的 SDI 服務。其他功能如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所有

訪談者皆表示未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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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包括範圍看法 

本研究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範圍定義包含為(1)電子期刊網頁清

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2)電子資源整合系統；(3)電子期刊系統介

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4) 線上學習

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功能(5)其他。 
A 老師認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該與個人知識管理系統結合，提供線

上個人參考書目管理系統功能。電子期刊個人服務應該更進一步再做蒐集

(data mining、ontology)。 
B 老師表示所謂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其期刊種類要涵蓋使用者需求；同

時電子期刊資料庫的更新速度應與紙本期刊同步。 
C 老師認為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電子資源

整合系統、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都是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基本功能。但

也應包括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並建議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應與 citation report 做連結，此外，書目格式的匯出也很重要。 
對於本研究所定義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範圍四位老師均表認同，並建

議資料庫的速度可以再快一點。 
以上顯示，四位訪談者皆認同目前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含(1)

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2)電子資源整合系統；(3)
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

務與(4)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針對電子期刊網路服

務，四位老師也提出相關的建議，包括建議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該與個人知

識管理系統結合；期刊種類要涵蓋使用者需求；電子期刊資料庫的更新速

度應與紙本期刊同步；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應與 citation report 做連結等。 

表 4-6 教師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意見表 
 教師訪談

(2 人)  
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館目錄、資料庫

網站 
2 

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2 
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

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其他 
2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 2 
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2 

 

(六)對圖書館提供優質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 

對圖書館提供優質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A 老師所考量的要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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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內容的完整性、獲取的速度、檔案的品質與清晰度等。以資料的廣度

而言，A 老師對 EBSCOhost 資料庫的評價較高，而 JSTOR 則具有完整性。 
B 老師表示由於都是使用政大電子期刊整合系統較多，所以無法比較

電子期刊資料庫的優劣，印象中大多數使用的資料多來自 EBSCOhost 與
ProQuest。 

C 老師認為較好的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有 IEEE-Xplore、SDOL 與 Scite 
seer。C 老師解釋 IEEE-Xplore 好的原因是因為其有收錄完整的會議論文，

資料新穎、速度快。SDOL 則是所收錄的期刊品質好，都是重要的期刊。

Scite seer 具有充裕的情境連結，有助於資料的查找。 
D 老師認為較好的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有 ProQuest-ABIInform 與

SAGE。ProQuest-ABIInform 好的原因是速度快、介面清爽好用，使用方便；

但仍有其缺點，如資料太多，容易查到不相關的資料。SAGE 因為是傳播

學科專門的資料庫因此所查找的主題與資料較精確。 
訪談中，訪談者認為不錯的資料庫最常被提及的為 EBSCOhost 與

ProQuest，其他還包括 JSTOR、IEEE-Xplore、SDOL、Scite seer 與 SAGE
等資料庫。EBSCOhost 與 ProQuest 的優點為資料範圍廣，JSTOR 具有完

整性；IEEE-Xplore 有收錄完整的會議論文，資料新穎、速度快；SDOL
所收錄的期刊品質好，都是重要的期刊。Scite seer 具有充裕的情境連結，

有助於資料的查找。大型的資料庫所涵蓋的學科較多，因此較常被提及，

其他訪談者認為優質的資料庫多與其本身學科性質相關，因此四位訪談者

所提及的資料庫皆有所不同，然在訪談過程中發現，電腦資訊相關學科的

電子期刊資料庫的發展較其他學科來的進步。 

(七)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贊成或反對 

訪談者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均表示贊成。所提及評鑑應注意的

考量要點包括內容的完整性、檔案的品質與清晰度、主題是否是領導的(該
領域核心期刊)、資料使用量、資料的品質、資料收錄年代(回溯性) 與資

料庫連線速度等。訪談者也都表示現今圖書館擁有充裕的經費購買電子期

刊，但未來仍會面臨經費縮減的狀況，因此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進行評

鑑的確有其必要性。 

(八)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要項與指標看法 

歸納訪談者考量的評鑑要項包括：資料範圍、內容的完整性、檔案的

品質與清晰度、主題是否是領導的(該領域核心期刊)、資料使用量、資料

的品質、資料收錄年代(回溯性)、電子期刊的出版應與紙本期刊同步與資

料庫連線速度。訪談者也贊成這些考量可作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指

標。 



 61

(九)對於利用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 

訪談者對於利用電子計量方式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均表贊同，認為

此一方法有助於了解各電子期刊資料庫的使用情形，訪談者也表示若僅使

用量化資料的評鑑可能有欠公允，建議再加上使用者的調查，以進一步了

解使用者對於電子期刊資料庫的觀感與評價。 

(十)對於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看法 

訪談者均贊成採用使用者調查來進行電子期刊評鑑，並認為此方法有

助於彌補量化資料之不足。 

(十一)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其他看法 

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其他建議，有教師建議評鑑要及早做，亦

有教師認為應加強資料庫利用教育的推廣，就評鑑的方法而言，有教師建

議認為對於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可以採用因素分析，透過對因素權重的

調整來進行評鑑。並建議不同領域的電子期刊評鑑應該要分開來比較。 
 

第五節、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草案 

為建構本研究調查問卷，將以此兩場焦點團體與教師訪談所勾選的電

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要項與指標彙整摘要與分析後作為本研究問卷設

計的根據參考。經由將兩場焦點團體與教師訪談所得的資料歸納整理後發

現，訪談者多認同本研究所定義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範圍，也同意應對圖

書館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進行評鑑，且評鑑方法應採用電子計量評鑑與使

用調查評鑑兩者並行。 

一、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括範圍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範圍此一問項合計有 20 人回答，若同意人數超過訪

談者總數的一半(即 10 人)，則將其納入問卷之選項。(1)電子期刊網頁清

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2)電子資源整合系統；(3)電子期刊系統介

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4) 線上學習

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選項同意人數均過半，因此全部納入問

卷中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範圍的選項。 

表 4-7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統計表 

 第一場

(9 人) 
第二場

(9 人) 
教師訪談

(2 人)  
合計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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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網頁清單、圖書館目錄、資料庫

網站 
9 9 2 20 

電子資源整合系統 9 9 2 20 
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

詢, 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其他

9 9 2 20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 4 9 2 15 
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8 7 2 17 

二、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 

對利用電子計量來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看法此一問項合計有 18 人回

答，若同意人數超過訪談者總數的一半(即 9 人)，則將其納入問卷之選項。

資料分析後，以下評鑑要項與評鑑指標均將列入問卷之中。 

表 4-8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統計表 

同意 可行 

評鑑要項 評鑑指標 第一

場(9
人) 

第二

場(9
人) 

合計

(18
人) 

第一

場(9
人) 

第二

場(9
人) 

合計

(18
人) 

 
電子期刊計量評鑑要項包括電子期刊資

源、電子期刊使用、電子期刊成本、績效
      

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 4 8 12 8 8 16 
R2 電子期刊 article 數量 5 5 10 9 2 11 
R3 電子期刊收錄範圍(年/月) 6 7 13 9 7 16 
R4 提供索引摘要 7 7 14 8 6 14 

電子期刊

資源 
 

R5 提供目次 7 7 14 8 6 14 
U1 電子期刊連線 Session(login)次數 6 9 15 8 6 14 
U1-1 首頁(Homepage) 7 4 11 7 1 8 
U1-2 目次(Table of Content) 6 7 13 8 3 11 
U1-2-1 當年度刊期(Current) 6 9 15 8 6 14 
U1-3 摘要(Abstracts) 6 8 14 8 4 12 
U2 電子期刊 Search(query)次數 6 9 15 9 8 17 
U3 電子期刊下載(download)格式 HTML、

PDF 6 9 15 9 7 16 

U4 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 6 7 13 9 6 15 
U5 電子期刊虛擬造訪次數(OPAC、Web) 8 6 14 6 5 11 
U6 電子期刊連線時間 9 7 16 6 5 11 
U7 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 8 8 16 7 6 13 
U8 電子期刊參考諮詢次數 8 5 13 4 5 9 

電子期刊

使用 

U9 電子期刊利用指導參與人次 8 4 12 6 6 12 
C1 電子期刊成本 6 7 13 7 6 13 電子期刊

成本 C2 對書目中心、網路與聯盟支出 6 6 12 6 3 9 



 63

同意 可行 

評鑑要項 評鑑指標 第一

場(9
人) 

第二

場(9
人) 

合計

(18
人) 

第一

場(9
人) 

第二

場(9
人) 

合計

(18
人) 

 
電子期刊計量評鑑要項包括電子期刊資

源、電子期刊使用、電子期刊成本、績效
      

P1 電子期刊 title 數佔現期期刊百分比 7 9 16 8 7 15 
P2 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 6 6 12 9 4 13 
P3 連線被拒次數佔連線次數百分比 6 9 15 9 8 17 
P4 平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 6 6 12 7 6 13 
P5 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 6 7 13 7 7 14 
P6 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 7 7 14 8 7 15 
P7 虛擬造訪次數佔全部圖書館虛擬造訪百

分比 6 4 10 6 2 8 

電子期刊

績效 
 

P8 平均每種電子期刊成本 7 8 15 5 9 14 

三、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評鑑 

對於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與資料品質滿意度指標此一部分合計有

22 人回答，分別為兩場焦點團體 18 人與教師訪談 4 人，若人數超過訪談

者總數的一半(即 11 人)，則將其納入問卷之選項，然以教師的勾選為主要

參考依據，因此若教師的同意人數未達一半，則將此選項指標予以剔除。 

資料分析後，除我對電子期刊線上閱讀看法與我對電子期刊資料錯誤

率看法因未達教師半數同意，不列入問卷，其餘選項將列入電子期刊資料

庫實用性與資料品質滿意度指標問卷之中。 

表 4-9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評鑑表 

 第一場

(9 人) 
第二場

(9 人) 
教師訪

談(4 人)  
合計

(22人)
1.我對於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看法 8 5 3 16 
2.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看法 9 9 4 22 
3.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數量看法 7 8 4 19 
4.我對電子期刊圖表品質看法 6 8 4 18 
5.我對於電子期刊瀏覽好用看法 9 8 3 20 
6.我對於電子期刊檢索好用看法 9 8 4 21 
7.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看法 9 9 3 21 
8.我對電子期刊線上閱讀看法 5 7 0 12 
9.我對電子期刊全文下載看法 9 9 3 21 
10.我對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看法 8 7 2 17 
11.我對電子期刊資料錯誤率看法 4 7 1 12 
12.我對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看法 7 8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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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看法 7 8 3 18 
14.我對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目的相關看法 6 6 3 15 

 

四、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滿意度指標 

對於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與資料品質滿意度指標此一部分合計有

22 人回答，分別為兩場焦點團體 18 人與教師訪談 4 人，若人數超過訪談

者總數的一半(即 11 人)，則將其納入問卷之選項，然以教師的勾選為主要

參考依據，因此若教師的同意人數未達一半，則將此選項指標予以剔除。 

資料分析後，以下選項均將列入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與資料品質滿

意度指標問卷之中。 

表 4-10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滿意度指標統計表 

 第一場

(9 人) 
第二場

(9 人) 
教師訪

談(4 人)  
合計

(22人)
1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看法 7 8 4 19 
2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檢索的

看法 
9 7 4 20 

3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螢幕呈現的看法 8 5 2 15 
4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查詢結果呈現的看法 9 9 4 22 
5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具備情境導向連結

(context- sensing Linking)功能看法 
7 9 4 20 

6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線上學習指

南看法 
7 8 4 19 

7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顯示速度看法 8 7 2 17 
8 我對電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看法 8 8 3 19 

 
 

註釋 

註 1Vaughn, Sharon 等著，王文科等譯，焦點團體訪談：教育與心理學適用 
(台北市：五南民 88)，頁 1-38，127-134。 

註 2 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理論、方法及本土女研究實例(台北：巨流，

民國 85 年)，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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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問卷資料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旨在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在上一節藉由焦點團體

以獲得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鑑元素資料，並據以編製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本章進行問卷調查，針對台灣地

區學術圖書館，為利於實施對台灣地區「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 in Taiwan,簡稱 CONCERT)成員進行

調查，獲得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的共識，據以建構研究

模式與應用測試。 

本研究於民國 96 年 3 月間先進行問卷前測，以 3 所大學圖書館為前測

實施對象，經修正後，編訂「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如附

錄七。問卷包括五部分：(1)基本資料；(2)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3)電

子期刊網路服務模式；(4)電子期刊計量評鑑指標；(5)使用者滿意度調查。 

問卷實施對象依據 CONCERT 參加之大學圖書館 CONCERT 名錄，挑

選符合條件共 102 所，如附錄八。於 96 年 3 月 15 日第一次寄發問卷；96

年 4 月 10 日、96 年 4 月 24 日、96 年 5 月 10 日進行三次催缺，一共回收

81 份問卷，回收率 79%。 

以下針對基本資料、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模

式、電子期刊計量評鑑指標、使用者滿意度調查五部分分別陳述於后。 

第一節、基本資料分析 

CONCERT 共有約 205 會員，含 167 個學校單位與 38 個非營利性研究

機構。本計畫以台灣地區 CONCERT 大學圖書館成員為研究對象，不包括

專科學校，挑選出 102 所公私立大學圖書館，參見附錄八。並於 96 年 4
月間對 102 所公私立大學圖書館，發出 102 份問卷，回收 81 份問卷，有

效問卷 81 份，回收率 79%，分析答卷圖書館基本資料以瞭解其特性，參

見表 5-1，分析如次。 

1. 創立年代 

全體回覆之圖書館館數為 81 所，答卷圖書館的創立年代最早為民國

一年，最晚為民國 90 年。大多數圖書館創立於民國 50 年代總計有 25 所

圖書館，佔總樣本 30.9%，其次為 40 年代有 13 所圖書館創立，佔總樣本

16.0%，民國 80 年代與民國 70 年代有分別有 11 與 10 所圖書館創立，佔

13.5%與 12.3%，民國 60 年代則有 9 所圖書館創立，佔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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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私立學校別 

全體回覆之圖書館館數為 81 所，公立大學圖書館有 38 所，佔總樣本

46.9%，私立大學圖書館有 43 所，佔 53.1%。 

3. 圖書館人員 

81 所答卷圖書館中之人員數在 11-20 人的最多，有 36 館，佔 44.4%；

其次為 10 人以下的圖書館有 24 所，佔 29.6%，再者，為 21-100 人的圖書

館有 20 所，佔 24.7%，100 人以上的圖書館僅 1 所，佔 1.2%。填答人員總

數以 8 至 20 人之間為最多數。 

4. 負責電子期刊業務單位 

圖書館負責電子期刊相關業務有許多單位，本題為複選題。由參考服

務/推廣組負責電子期刊業務的最多有 41 所，佔 50.6%；其次依序為期刊

組 25 所，佔 30.9%；閱覽/典閱/讀者服務組 20 所，佔 34.7%；資訊組有

16 所，佔 19.8%；編目/採訪/採編組有 15 所，佔 18.5%；與其他 9 組，佔

11.1%。可見目前電子期刊服務是跨組共同推廣，而以參考組為主要負責

單位。 

圖書館負責電子期刊的業務單位，上述以外單位有：國立高雄大學圖

書館由行政組負責訂購；明志科技大學由諮詢推廣組負責電子期刊資料庫

之相關事務；但電子版期刊由圖書管理組負責；實踐大學的電子期刊業務

由採編組負責；台北醫學大學、澎湖科大、逢甲大學由技術服務組負責電

子期刊相關業務；台南藝術大學由技術服務組、數位服務組負責，淡江大

學則由數位資訊組與非書資料組負責。由此可見，有些圖書館已開始為電

子期刊專設數位資訊組來處理，而採編有合一為技術服務之傾向。 

電子期刊負責相關業務之圖書館組別各圖書館不盡相同，由以上資料

調查發現，多數圖書館的電子期刊業務由參考服務/推廣組負責為最多。 

5. 圖書館館藏 

圖書館館藏在 11-20 萬之間的 19 所圖書館，佔總樣本數 23.5%；21-35
萬有 37 所圖書館，佔 45.7%；36-50 萬有 8 所圖書館，佔 9.9%；51 萬以

上有 17 所圖書館，佔 21.0%。回覆的圖書館其館藏冊數在 21-35 萬之間為

最多，其次為 11-20 萬，此與答卷圖書館中有多所科技大學有關。 

6. 電子期刊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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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電子期刊總數在 1 萬以下的 20 所圖書館，佔總樣本數 24.7%；

1-1.5 萬有 10 所圖書館，佔 12.3%；1.5 萬-2 萬有 16 所圖書館，佔 19.8%；

2 萬以上有 35 所圖書館，佔 43.2%。樣本數中的圖書館電子期刊總數在 2
萬以上者最多，佔 43.2%，足見電子期刊在圖書館的服務與館藏中日趨重

要。  

7. 電子資料庫總計 

圖書館電子資料庫總數在 50 種以下有 32 所圖書館，佔總樣本數

39.5%；50-100 種有 25 所圖書館，佔 30.9%；51-100 種有 22 所圖書館，

佔 27.2%；300 種以上有 2 所圖書館，佔 2.5%。樣本數中的圖書館電子資

料庫總數在 50 種以下者最多，其次依序為 51-100 種、101-300 種與 300
種以上，顯示各大學圖書館提供電子資料庫數量有明顯的差距。 

8. 圖書館書刊經費 

答卷圖書館的書刊經費平均數為 33,754,843 元，圖書館書刊經費中位

數為 22,600,000 元，最少書刊經費為 2,070,000 元，最多書刊經費為

178,000,000 元。 

9. 電子資料庫經費 

本項有 1 所圖書館未填答，答卷圖書館的書刊經費平均為 11,357,444
元，中位數為 9,506,881 元，最少電子資料庫經費為 1,450,000 元，最多電

子資料庫經費為 38,400,000 元。可見各館電子資料庫經費相差懸殊。而將

圖書館書刊經費與電子資料庫經費兩相比較，可發現電子資料庫經費佔圖

書館的書刊經費的比例約 1/3 明顯加重提升。 

                     表 5-1  基本資料表                 N＝81 

變項名稱 組    別 館數 百分比% 

民國 1-10 年 1 1.2 

民國 11-20 年 6 7.4 

民國 21-30 年 0 0.0 

民國 31-40 年 6 7.4 

民國 41-50 年 13 16.0 

民國 51-60 年 25 30.9

民國 61-70 年 9 11.1 

民國 71-80 年 10 12.3 

圖書館創立年代 

民國 81-90 年 1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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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大學 38 46.9公私立學校別 

私立大學 43 53.1

10 人以下 24 29.6

11-20 人 36 44.4

21-100 人 20 24.7

圖書館人員總館數 

100 人以上 1 1.2

編目/採訪/採編組 15 18.5

期刊組 25 30.9

參考服務/推廣組 41 50.6

閱覽/典閱/讀者服務

組 

20 24.7

資訊組 16 19.8

負責電子期刊單位(複選) 

其他 9 11.1

11-20 萬 19 23.5

21-35 萬 37 45.7

36-50 萬 8 9.9

圖書館館藏冊數 

51 萬以上 17 21.0

50 種以下 32 39.5

51-100 種 25 30.9

101-300 種 22 27.2

電子資料庫數 

300 種以上 2 2.5

               表 5-2  書刊與電子資料庫經費統計表       N＝81 

 平均數 中位數 最小值 最大值 未答數 

書刊經費 33,754,843 22,600,000 2,070,000 178,000,000 0 

電子資料

庫經費 

11,357,444 9,506,881 1,450,000 38,400,000 1(1.2%) 

     

第二節、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現況之分析 

電子期刊根據文獻，大約自民國 85 年(1996 年)開始出版，由於其需要

藉由網路與電腦提供，所以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供使用者檢索

取用。本節主要探討目前台灣的大學圖書館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現況，

以及分析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特性。以下分電子期刊館藏與經費，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項，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功能，以及電子期刊使用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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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要項分析陳述。  

一、電子期刊引進的時間 

81 所圖書館中有 8 館未填答，答卷圖書館其引進電子期刊的時間不

一，參見表 5-2。圖書館引進電子期刊的時間最早在 1994 年引進，以 1999
年至 2002 年為一高峰，總計有 44 所，超過 50%的圖書館在此期間引進電

子期刊。再以 1996 年與 2000 年以後作為觀察點，1996 年前引進有 4 館，

其餘均在 1996 年以後引進；2000 年以後引進有 41 館，佔 51%，顯示台灣

的大學圖書館在 1996 年開始陸續引進電子期刊，大多數是在 2000 年以後

引進，1999 年至 2002 年更是引進的高峰時間。 

   表 5-3  電子期刊引進的時間表  N＝81 

時間 館數 百分比% 

1994 1 1.2 

1995 3 3.7 

1996 3 3.7 

1997 7 8.6 

1998 7 8.6 

1999 11 13.6 

2000 9 11.1 

2001 15 18.5 

2002 9 11.1 

2003 5 6.2 

2004 3 3.7 

未填答 8 9.8 

總計 81 100.0 

 

二、電子期刊資料庫種數 

1.電子期刊總數 

圖書館電子期刊總數在 1 萬以下有 20 所圖書館，佔總樣本數 24.7%；

1 萬至 1.5 萬有 10 館，佔 12.3%；1.5 萬至 2 萬有 16 館，佔 7.4%；2 萬以

上有 35 所圖書館，佔 43.2%，樣本數中的圖書館電子期刊總數在 2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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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多，1 萬以下次之，顯見圖書館的電子期刊總數有所差距，但整體而

言，多在 1.5 萬種以上，佔 63%。 

   表 5-4  各館電子期刊總數統計表   N＝81 

電子期刊數 館數 百分比%

1 萬以下 20 24.7

1-1.5 萬 10 12.3

1.5 萬-2 萬 16 19.8

2 萬以上 35 43.2

總計 81 100

 
2.電子期刊資料庫種數總計 

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總數在 20 種以下有 51 所圖書館，佔總樣本數

63.0%；21-40 種有 24 所圖書館，佔 29.6%；41 種以上有 6 所圖書館，佔

7.4%。樣本數中的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總數在 20 種以下者最多，超過

50%。 

 

   表 5-5 各館電子期刊資料庫總數統計表 N＝81 

電子期刊資料庫種數總計 館數 百分比%

20 種以下 51 63.0 

21-40 種 24 29.6 

41 種以上 6 7.4

總計 81 100

 
3.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 

本項有 12 所圖書館未填答，答卷圖書館的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平均

為7,932,828元，中位數為6,342,314元，最少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為260,070
元，最多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為 55,320,000 元。可見各館電子期刊資料庫

經費相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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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  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表       N＝81 

 平均數 中位數 最小值 最大值 未答數 

電子期刊資

料庫經費 

7,932,828 6,342,314 260,070 55,320,000 12(14.8%)

三、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本研究將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定義係電子期刊透過網路服務提供使

用者查詢與取用，包含下列網路服務：(1)電子期刊網頁清單、(2)圖書館目

錄、(3)資料庫網頁、(4)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與(5)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等功能，81 館均回覆，將問卷回答整理如表 5-6，本題項為複選題。具有

電子期刊網頁清單服務的圖書館有 58 所，佔總樣本數 71.6%；圖書館目錄

有 33 所圖書館，佔 40.7%；資料庫網頁有 69 所圖書館，佔 85.2%；電子

期刊資料庫系統介面有 56 所圖書館，佔 69.1%；電子資源整合查詢有 47
所圖書館，佔 58.0%。顯示圖書館提供多元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以資料庫

網頁方式提供最多，其次為電子期刊網頁清單、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

與電子資源整合查詢，以圖書館目錄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最少。 

   表 5-7  電子期刊的網路服務統計表  N＝81 

電子期刊的網路服務 館數 百分比% 

電子期刊網頁清單    58 71.6 

圖書館目錄     33 40.7 

資料庫網頁  69 85.2 

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   56 69.1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47 58.0 

其他 0 0 

 

四、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功能 

本研究調查各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依功能包括：瀏覽、簡

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電子教師指

定參考書，本題為複選題，81 館均回答如表 5-7。全體答卷圖書館其電子

期刊資料庫介面具瀏覽功能的有 79 所，佔總樣本數 97.5%；簡易查詢有

80 所，佔 98.8%；進階查詢有 63 所，佔 77.8%；下載功能有 65 所佔 80.2%；

個人化服務有 50 所、佔 61.7%；線上學習課程系統有 21 所，佔 25.9%；

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有 5 所，佔 6.2%。其他有 1 所，為逢甲大學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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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館表示提供參考文獻查詢。綜上所述，電子期刊資料庫的介面以瀏覽、

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等功能最為普遍，線上學習課程系

統與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功能已經出現，並有圖書館提供。有下列 5 所圖

書館提出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功能：成功大學圖書館、大同大學圖書館、

台北科技大學圖書館、彰化師大圖書館與世新大學圖書館。 

 表 5-8 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功能統計表 N＝81 

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 館數 百分比% 

瀏覽  79 97.5 

簡易查詢  80 98.8 

進階查詢        63 77.8 

下載        65 80.2 

個人化服務  50 61.7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  21 25.9 

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5 6.2 

其他 1 1.2 

五、電子期刊使用統計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重視績效評鑑與管理，故收集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

十分重要，本問卷調查各館有關電子期刊使用統計情況。全體答卷館數 81
所圖書館中有 76 所圖書館表示有使用資料庫廠商提供的統計資料，佔全

體答卷數 93.8%。有 5 館表示未使用資料庫廠商提供的統計資料，佔全體

答卷數 6.2%，參見表 5-8。 

各館使用資料庫統計提供的資料庫廠商，依資料庫名稱分布如次：

SDOS/SDOL 有 67 館使用該資料庫統計，佔總樣本數 82.7%；EBSCOhost
有 63 所，佔 77.8%；ProQuest 有 61 所，佔 75.3%；WILEY 有 41 所，佔 50.6%；
SpringerLink有 40所，佔 49.4%；JSTOR有 30所，佔 37.0%；Blackwell-Synergy 
有 15 所，佔 18.5%，參見表 5-9。 

除了以上廠商提供的資料庫外，還有 25 所大學圖書館表示使用其他

資料庫廠商提供之統計，例如：Oxford Journals Online 、 Wilson Web、
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Emerald Fulltext、 Nature Journals Online、
SAGE Full Text Collection、Science Online、IEEE Xplore、中文工程學刊、

中國期刊網與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等資料庫，參見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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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是否使用資料庫廠商提供之統計表 N＝81 

回答 館數 百分比% 

是 
76 93.8 

否 
5 6.2 

總計 
81 100.0 

  

表 5-10  資料庫廠商提供電子期刊使用統計表 N＝81 

資料庫廠商 館數 百分比% 

SDOS/SDOL 67 82.7 

EBSCOhost 63 77.8 

ProQuest 61 75.3 

WILEY 41 50.6 

SpringerLink 40 49.4 

JSTOR 30 37.0 

其他 25 30.9 

Blackwell-Synergy 15 18.5 

SwetsWise 13 16.0 

 

表 5-11  其他資料庫廠商提供電子期刊使用統計表 

資料庫廠商 館數 

Oxford Journals Online  6 

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6 

中國期刊網 6 

Wilson Web  5 

Nature Journals Online 5 

Science Online 5 

Emerald Fulltext 4 

SAGE Full Text Collection  2 

中文工程學刊 2 

IEEE Xplore 1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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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依據上節焦點團體與訪談法歸納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與

要件。本節即針對大學圖書館發送問卷以獲得大學圖書館對於電子期刊評

鑑的看法以及評鑑的考量要件。 

一、圖書館對於電子期刊評鑑的看法 

全體 81 所答卷圖書館，有 10 館表示曾做過電子期刊評鑑，佔總樣本

數 12.3%，71 所表示未做過電子期刊評鑑，佔總樣本數 87.7%。77 所圖書

館贊同圖書館需要做電子期刊評鑑，佔總樣本數 95.1%，4 所圖書館不同

意圖書館需要做電子期刊評鑑。顯示大多數圖書館雖未做過電子期刊評鑑

但多贊成圖書館進行電子期刊評鑑。這支持本研究發展建構重要可行電子

期刊評鑑模式的想法。 

          表 5-12  電子期刊評鑑看法表       N＝81 

變項名稱 回答 館數 百分比% 

是 
10 12.3 電子期刊評鑑實施 

否 
71 87.7 

是 
77 95.1 同意需做電子期刊評鑑 

否 
4 4.9 

 

二、電子期刊評鑑要件 

本研究以上節焦點團體研究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的考量要項成本、使

用量、使用績效、使用者滿意度進行問卷調查，此題為複選題，70 所圖書

館同意使用量視為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的考量要項，佔總樣本數的 78.8%；

其次依序為使用者滿意度 66 館，佔 82.5%；使用績效 65 館，佔 81.3%；

成本 63 館，佔 78.8%；參見表 5-12。以上四種考量要向均超過七成以上的

圖書館表示贊同。在其他考量要項：國立花蓮教育大學圖書館建議要考量

研究的需求度；中國醫藥大學表示要考量提供全文年代、加值功能與獨特

的檢索方式(例如 EBSCOhost 視覺檢索)；實踐大學表示要考量介面的親和

性，所以本研究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主要構面為成本、使用量、

使用績效與使用者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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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3  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的考量要項表 N＝81 

考量要項 館數 百分比% 

成本  
63 78.8 

使用量  
70 87.5 

使用績效  
65 81.3 

使用者滿意度  
66 82.5 

其他 4 5.0 

 

三、電子期刊計量評鑑指標之分析 

依據上述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要件，本節進行評鑑指標建構研究，

全體 81 所答卷圖書館，76 所圖書館同意利用電子計量進行電子期刊評鑑，

佔總樣本數 93.8%，參見表 5-13。顯示 9 成以上答卷圖書館同意電子計量

進行電子期刊評鑑是可行的。 

本研究初步建構的電子期刊計量評鑑要素與指標共分為電子期刊資

源、電子期刊使用、電子期刊成本與電子期刊使用績效四大類型，列成複

選題，81 館回答如表 5-14。多數指標均超過 50%的答卷圖書館同意，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U2 電子期刊查詢(search,query)次數、C1 電子期刊成

本等三項指標均獲得 76 所圖書館同意，其贊成百分比為 93.8%。僅 2 指標

未超過 50%，U9 電子期刊利用指導參與人次 37 館，45.7%；P6 虛擬造訪次

數 36 館，44.4%，未超過 50%的百分比，本研究將不列入評鑑指標。 

表 5-14  利用電子計量進行電子期刊評鑑的看法表 N＝81 

回答 館數 百分比% 

同意 
76 93.8 

不同意 
5 6.2 

 

       表 5-15  電子期刊計量評鑑指標統計表       N＝81 

要素 指標 館數 百分比% 

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 76 93.8 

R2 電子期刊 article 數量 
60 74.1 

R3 電子期刊收錄範圍(年/月) 
77 95.1 

電子期刊資源 

 

R4 提供索引摘要 
68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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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提供目次 
66 81.5 

U1 電子期刊連線 Session(login)次數
70 86.4 

U1-2 目次(Table of Content) 45 55.6 

U1-3 摘要(Abstracts) 46 56.8 

U2 電子期刊查詢(search,query)次數 76 93.8 

U3 電子期刊下載(download)格式

/HTML、PDF 

72 88.9 

U4 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 62 76.5 

U5 電子期刊虛擬造訪次數(OPAC、Web) 48 59.3 

U6 電子期刊連線時間 43 53.1 

U7 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 57 70.4 

U8 電子期刊參考諮詢次數 46 56.8 

電子期刊使用 

U9 電子期刊利用指導參與人次 37 45.7 

C1 電子期刊成本 76 93.8 電子期刊成本 

C2 對書目中心、網路與聯盟支出 51 63.0 

P1 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 67 82.7 

P2 連線被拒次數佔連線次數百分比 59 72.8 

P3 平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 67 82.7 

P4 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 67 82.7 

P5 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 63 77.8 

P6 虛擬造訪次數)佔全部圖書館虛擬造

訪百分比 

36 44.4 

電子期刊使用績效 

 

P7 平均每種電子期刊成本 65 80.2 

第四節、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評鑑模式之分析 

利用電子計量進行電子期刊評鑑逐漸受到大學同意，但是計量無法獲

得使用者看法。前節問卷結果顯示有 66 館，82.5%贊成要將使用者滿意度

列入評鑑要件。本節即探討如何作使用者意見調查。全體 81 所答卷圖書

館，72 所圖書館同意利用使用者滿意度調查進行電子期刊評鑑，佔總樣本

數 88.9%，參見表 5-15。顯示 8 成以上答卷圖書館同意利用使用者滿意度

調查進行電子期刊評鑑。 

本研究初步建構的使用者滿意度評鑑要素與指標分為電子期刊資料庫

實用性滿意度、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滿意度、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

面滿意度三大類型，參見表 5-16。結果全部 21 項指標均超過 70%的答卷

圖書館同意，其中以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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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兩項指標獲得最多 78 所圖書館的同意，其百分比為 96.3%。顯見答卷圖

書館對於建構的使用者滿意度指標多表贊同。 

表 5-16  使用者滿意度調查進行電子期刊評鑑意見表 N＝81 

回答 館數 百分比% 

同意 
72 88.9 

不同意 
9 11.1 

 

     表 5-17  電子期刊使用者滿意度評鑑指標之分析表   N＝81 

要素 指標 館數 百分比%

(1)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 71 87.7

(2)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資料數量 75 92.6

(3)電子期刊瀏覽好用 69 85.2

(4)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 71 87.7

(5)電子期刊線上閱讀 67 82.7

(6)電子期刊全文下載 78 96.3

(7)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 72 88.9

(8)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 67 82.7

電子期刊資料庫實

用性滿意度 

(9)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者目的相關 58 71.6

(10)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 78 96.3

(11)電子期刊圖表品質 68 84.0

(12)電子期刊檢索好用 78 96.3

(13)電子期刊資料正確率 70 86.4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

料品質滿意度 

(14)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 76 93.8

(15)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 78 96.3

(16)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

檢索 

73 90.1

(17)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結果呈現 74 91.4

(18)電子期刊資料庫連結功能 74 91.4

(19)電子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學習

指南 

69 85.2

(20)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 78 96.3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

用介面滿意度 

(21)電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 71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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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小結 

本研究以上一節焦點團體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與評鑑模式問卷」，

針對台灣 CONCERT 大學圖書館成員進行問卷調查，探討大學圖書館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現況，發現台灣地區大學圖書館在 1996 年開始引進電子期

刊，2000 年普遍引進，1999 年-2002 年是高峰引進期。電子期刊數量多在

2 萬以上有 43.2%圖書館，顯示電子期刊受到歡迎。 

各圖書館均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括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網頁

清單、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電子資源整合檢索、圖書館目錄。而電

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包括；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並且有 76 所圖書館，93.8%
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廠商提供使用統計，尤其有 50%使用 SDOS/SDOL、
EBSCOhost、ProQuest、WILEY、SpringerLink 5 資料庫廠商。 

各圖書館同意電子期刊需要評鑑，但卻只有 10 館 12.3%做過，足見電

子期刊評鑑有實施困難。本研究藉由本次研究獲得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

模式要件，包括：成本、資源、使用量、使用績效、使用者滿意度五大構

面。電子期刊評鑑包括量化的計量評鑑與質化的使用者滿意度調查二部

分。前者利用資源、成本、使用量、使用績效建置計量評鑑，並以本章第

四節所獲四構面 23 指標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模式，如下表。 

 

表 5-18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模式表 

構面 指標 

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 

R2 電子期刊 article 數量 

R3 電子期刊收錄範圍(年/月) 

R4 提供索引摘要 

電子期刊資源 

 

R5 提供目次 

U1 電子期刊連線 Session(login)次數 

U1-2 目次(Table of Content) 

U1-3 摘要(Abstracts) 

U2 電子期刊查詢(search,query)次數 

U3 電子期刊下載(download)格式/HTML、PDF 

U4 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 

U5 電子期刊虛擬造訪次數(OPAC、Web) 

U6 電子期刊連線時間 

電子期刊使用 

U7 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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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 電子期刊參考諮詢次數 

C1 電子期刊成本 電子期刊成本 

C2 對書目中心、網路與聯盟支出 

P1 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 

P2 連線被拒次數佔連線次數百分比 

P3 平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 

P4 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 

P5 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 

電子期刊使用績效

 

P7 平均每種電子期刊成本 

第二部分是質化使用者對電子期刊滿意度評鑑模式，將針對使用者的

資料庫使用進行滿意度問卷評鑑，包括三構面：資料庫使用性、資料品質、

資料庫介面、共 21 個指標，列於下表。 
 

表 5-19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模式表 

構面 指標 

(1)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 

(2)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資料數量 

(3)電子期刊瀏覽好用 

(4)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 

(5)電子期刊線上閱讀 

(6)電子期刊全文下載 

(7)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 

(8)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 

電子期刊資料庫實

用性滿意度 

(9)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者目的相關 

(10)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 

(11)電子期刊圖表品質 

(12)電子期刊檢索好用 

(13)電子期刊資料正確率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

料品質滿意度 

(14)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 

(15)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 

(16)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檢索 

(17)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結果呈現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

用介面滿意度 

(18)電子期刊資料庫連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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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電子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學習指南 

(20)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 

(21)電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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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應用測試

(發表版) 

第一節、評鑑模式建構 

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服務不同於傳統印刷期刊，實體期刊服務均在圖

書館內整理與供應。而電子期刊是透過網路與電腦以資料庫形式傳遞給使

用者，其不同於印刷資料，圖書館要建構網站，提供使用者進行查詢網頁，

進行資料查詢、瀏覽全文與下載全文等行為。所以電子期刊需要提供網路

服務給使用者查詢與使用。從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使用者使用許多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如圖書館公用目錄、電子期刊網頁清單、資料庫網頁、電

子期刊資料庫介面服務等。使用者藉由網路服務並使用電子期刊各種豐富

的資源，包括：全文期刊論文、索引、摘要、目次、引用文獻超連結等。

由於上述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得電子期刊的評鑑更加複雜，不同於傳統

印刷期刊只要考慮期刊本身的主題、內容、價格、品質即可。 

本研究利用文獻探討、焦點團體訪談法、與問卷調查證實了電子期刊

的評鑑應以網路服務與使用者導向為原則。本研究驗證 Bertot 與 McClure
網路要素模式，而另外以電子期刊評鑑為焦點，提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

鑑模式如圖 6-1。電子期刊網路要素包括：電子期刊資源、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與管理。評鑑標的為電子期刊資料庫，而評鑑範圍以圖書館為主。

電子期刊資源主要是指資料庫涵蓋的資源，包括全文期刊論文、索引、摘

要、目次、書目資料、引文連結等。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括電子期刊網頁

清單、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電子資源整

合查詢。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提供：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

個人化服務、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功能。 

本研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採用電子計量與使用者服務品質兩種

測量準則。參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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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圖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藉由焦點團體與問卷調查後獲得成

本、資源、使用、使用績效四構面與 23 項指標，列如下表。 
 
 

電子期刊資源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評鑑模式 

電子計量 
資源 
成本 
使用 
績效評鑑 

使用者服務品質 
網路服務範圍 
資料庫實用性 
資料庫品質 
資料庫介面 
整體滿意度 

評鑑成果應用在圖

書館管理 

網路要素

網路評鑑準則 

應用標的：電子期刊資料庫 
應用範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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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及指標表 

電子期刊資源 電子期刊使用 

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 

R2 電子期刊 article 數量 

R3 電子期刊收錄範圍(年/月) 

R4 提供索引摘要 

R5 提供目次 

U1 電子期刊連線 Session(login)次數 

U1-2 目次(Table of Content) 

U1-3 摘要(Abstracts) 

U2 電子期刊查詢(search,query)次數 

U3 電子期刊下載(download)格式/HTML、

PDF 

U4 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 

U5 電子期刊虛擬造訪次數(OPAC、Web) 

U6 電子期刊連線時間 

U7 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 

U8 電子期刊參考諮詢次數 

電子期刊成本 電子期刊使用績效 

C1 電子期刊成本 

C2 對書目中心、網路與聯盟支出 

P1 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 

P2 連線被拒次數佔連線次數百分比 

P3 平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 

P4 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 

P5 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 

P7 平均每種電子期刊成本 

 

 

依使用者對資料庫滿意度評鑑，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

準則包括資料庫使用性、資料品質、資料庫介面三構面，21 個指標，列於

下表。 
 

表 6-2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及指標表 
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滿意度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滿意度 

10. 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 

11. 電子期刊圖表品質 

12. 電子期刊檢索好用 

13. 電子期刊資料正確率 

14. 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 

1. 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 

2. 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資料數量 

3. 電子期刊瀏覽好用 

4. 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 

5. 電子期刊線上閱讀 

6. 電子期刊全文下載 

7. 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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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 

9. 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者目的相關 

15. 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 

16. 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檢索 

17. 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結果呈現 

18. 電子期刊資料庫連結功能 

19. 電子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學習指南 

20. 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 

21. 電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 

 

第二節、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應用測試 

一、測試個案基本資料 

本研究依據前節建構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模式進行應

用，以 X 大學圖書館為測試對象。首先於民國 96 年 5 月 30 日與該館參考

館員 T 小姐訪談以了解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現況。透過訪談得知政治大學

圖書館目前有 40 多種的電子期刊資料庫，其中以下列 10 種資料庫的統計

資料較為齊全：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Elsevier Science Direct、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Wiley Interscience、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Emerald、
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為利於研究實

施，本研究以此 10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 2006 年資料進行評鑑應用。其中 8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遵循 COUNTER 標準：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Wiley Interscience、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Emerald。COUNTER 的《期刊與資料庫實務規範》(Code of Practice for 
Journals and Databases)將統計報表分為期刊報告與資料庫報告兩大類，並

且區分為詳盡度不同的兩個層級，第一層級的報表為期刊跟資料庫的基

本報告，共有五種報表： 

1 號期刊報告(JR1)：每月與每種期刊成功要求取用的全文論文次數 

2 號期刊報告(JR2)：每月與每一期刊的受拒次數 

1 號資料庫報告(DB1)：每月每個資料庫的連線數與檢索量 

2 號資料庫報告(DB2)：每月每個資料庫的拒入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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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資料庫報告(DB3)：每月每個服務的連線數與檢索量 

上述 8種電子期刊資料庫廠商提供不同之COUNTER標準報表類型的

統計表如表 6-3。 

表 6-3 電子期刊資料庫統計報表採用 COUNTER 標準一覽表 

電子期刊資料庫 DR JR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1.2.3 1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1 

Elsevier ScienceDirect  3 1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1.2.3 1 

Wiley Interscience  取用受拒 1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3 1.3 

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1 

Emerald 1.3 1.4 

資料來源：96 年 5 月間 X 大學圖書館提供 

X 大學圖書館前述 10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說明如下。 

1.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aph 

本資料庫係綜合學科性質，收錄 1975 年至今的 8,000 多種期刊索引

摘要資料；約 4,200 多種全文期刊，其中同儕評鑑 Peer-reviewed 佔 3,500
多種以上，為全球最大的綜合性學科全文資料庫之一。主題範疇涵蓋多元

化之學術研究領域，包括社會科學、教育、法律、醫學、語言學、人文、

工程技術、工商經濟、資訊科技、通訊傳播、生物科學、教育、公共管理、

社會科學、歷史學、電腦、科學、傳播學、法律、軍事、文化、健康衛生

醫療、宗教與神學、生物科學、藝術、視覺傳達、表演藝術、心理學、哲

學、婦女研究、各國文學等包羅萬象之範疇。資料年代範圍：1975 年至今。

電子期刊數量：4,200 種期刊，累計論文篇數廠商未提供。電子期刊年訂

費新台幣 493,393 元。 

2.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eqType=301&UserId=IPAuto&Passwd=IPA
uto&JSEnabled=1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為綜合性學科期刊全文資料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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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1971 年至今的 3,400 餘種期刊索引摘要資料，其中 3,000 餘種全文期

刊 (1987- )。主題藝術、音樂、戲劇、商學、兒童、一般娛樂、保健、人

文、國際、法律、軍事、多文化、心理學、科學、社會學、婦女研究。資

料年代範圍：1987 年至今。電子期刊種數：2,868 種，累計論文篇數

10,000,000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303,626 元。 

3.Elsevier Science Direct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 Driect 為 Elsevier 公司所建置，於 1997 年推出，提供該公司

出版的電子期刊，於 2002 年及 2004 年先後加入參考工具書與叢書，可

線上查詢、瀏覽、列印、及下載所需論文，並有新到期刊通報、檢索通報

與引用通報等功能。各地因應需要所設置之平台稱為 Science Direct On 
Site，簡稱 SDOS，Elsevier 建置之 Science Direct 為 Science Direct Online 
(SDOL)，以資區別。SDOL 為 SDOS 直接連結美國主機的服務，除可使用

原在 SDOS 中所收錄的期刊外，亦可直接利用 My Profile 及 Alert 等個人

化服務。資料年代範圍：1995 年至今。資料數量：1,800 種期刊，累計論

文篇數 7,657,400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5,323,541 元。 

4.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ttp://vnweb.hwwilsonweb.com/hww/jumpstart.jhtml 

WilsonWeb 為美國 The H.W. Wilson 公司製作之網際網路資訊系

統，提供多類期刊、傳記及目錄等索引摘要、全文資料庫。 2005 年科資

中心以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的方式引進其中之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提供 11 個資料庫 1,700 餘種期刊之索摘及全文。主題涵蓋商業、

人文、一般科學、教育、社會科學、藝術、應用科學、圖書資訊科學。資

料年代範圍：1994 年至今。資料數量：2,100 種期刊，累計論文篇數 1,706,458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為全國使用權，X 大學圖書館不用付費，但為利計算

以新台幣 1 元計之。 

5.Wiley Interscience http://www3.interscience.wiley.com 

Wiley InterScience 為 John Wiley & Sons 出版社的出版品線上查詢系

統，包括期刊、參考工具書、電子書、主題資料庫及實驗室手冊等。書目

部份均可免費查詢，全文部份必須圖書館有訂購者方可使用。X 大學圖書

館訂購電子期刊部份。主題涵蓋商學、化學、電腦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

教育、工程、法律、生命科學、數學與統計、醫學、物理與天文、材料科

學、心理學、社會科學等領域。資料年代範圍：1996 年至今。電子期刊種

數：306 種期刊，累計論文篇數 1,645,014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1,271,4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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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http://www.blackwell-synergy.com/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提供

Blackwell 出版之電子期刊。X 大學圖書館訂購人文社會 350 餘種全文期

刊。主題涵蓋心理學、文學、語言、歷史、考古、哲學、地理、藝術、社

會、政治、經濟、法律及教育等。資料年代範圍：1997 年至今。電子期刊

種數：357 種，累計論文篇數 12,528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321,899
元。 

7.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http://www.jstor.org/ 

JSTOR 是以建立完整的重要學術期刊文獻檔案、節省圖書館保存期刊

館藏所耗損之人力、金錢並彌補傳統保存紙本式期刊所無法做到之完整性

為目標所成立之組織，專門收錄過期學術期刊之全文資料庫。JSTOR 收錄

年代各刊不同，電子期刊種數 244 種，累計論文篇數 1,505,545 篇。電子

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147,870 元。X 大學圖書館現提供 Arts & Sciences I、II 
Collection 兩部分： 

(1)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收錄非裔美人研究、人類學、亞洲學、

經濟學、生態學、數學、哲學、政治學、教育學、財政、歷史、文學、人

口統計學、社會學、統計學等 15 種人文社會學科領域之 117 種學術性

期刊之全文資料。   

(2)Arts & Sciences II Collection 為 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之延伸

版本，加強人文社會相關學科之內容，除了 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所
涵括之歷史、經濟、亞洲學等主題之外，尚收錄古典文學、考古學、非洲、

拉丁美洲和中東研究、斯拉夫學等主題共 124 種期刊之全文。 

8. Emerald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Emerald 收錄 160 餘種由該公司所出版之期刊，約有 42,000 篇的期

刊全文及部分索引摘要書目。主題包含 22 大類，主要為管理學、經濟學、

會計、行銷學、人力資源管理、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電子與電機工

程等。資料年代範圍：索引摘要 ( 1989 年~ )；全文期刊 (1994 年 ~目前)，
111 種電子期刊，累計論文篇數 45,913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81,256
元。 

9.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Airiti 收錄台灣、中國大陸、香港及其他全球各地中文出版的期刊電子

全文，台灣期刊以學術期刊、指標期刊(國科會獎助、TSSCI 等)為主要收

錄範圍；大陸期刊以指標期刊(EI, SCI-E, SSCI,CSSCI, MEDLINE, 中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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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指引等指標料庫收錄者)為收錄標準。主題涵括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

科學、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等五大學科。資料年代範圍：1991 年至

今。2,670 種電子期刊，累計論文篇數 525,485 篇。電子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98,000 元。 

10.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提供大陸地區全文電子期刊，X 大學圖書館訂購

文史哲、政治、經濟、法律、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等專輯。並收錄各學科

領域的期刊文獻的書目資料。資料類型：為期刊文獻。資料年代範圍：1994
年至今。資料數量：3,770 種電子期刊，累計論文篇數 1,244,414 篇。電子

期刊年訂費新台幣 445,746 元。 

上述 10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可以大分為人文社會、理工與綜合三種類

型，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與 Emerald
等資料庫屬於人文社會類。理工類型之資料庫包括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與 Wiley Interscience。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與中國期刊全文資

料庫偏向綜合型資料庫。 

二、電子期刊資料庫測試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模式涵蓋資源、成本、使用

量、使用績效等四構面與 23 項指標，依據這些評鑑指標蒐集 X 大學圖書

館 10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 2006 年的資料作為評鑑數據，見表 6-4。 

成本指標部分，以 ScienceDirect 的新台幣 NT5,323,541 元最貴，其次

為 Wiley Interscience 的新台幣 NT1,271,482 元，其他依序為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NT493,393)、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NT 
445,746)、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NT 
321,899)、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NT 303,626)、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NT 147,870)、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NT 
98,000)、Emerald(NT 81,526)，最便宜的是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的1元。10種資料庫依資料庫成本排序如表6-12，前三名為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Emerald、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最貴是 SDOL
資料庫。 

有關資源指標部分，由於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缺乏 2006
年之資料，因此以 2007 的期刊數 2,100 種代之。以整體資料庫來看，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所提供之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最多 4,200 種，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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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期刊網的 3,770 種，提供之期刊數超過千種的還包括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的 2,868 種、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的
2,670 種、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的 2,100 種與 ScienceDirect 的
1,800 種，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與

Wiley Interscience 分別為 349 與 306 種，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為 244 種，而 Emerald 的期刊數最少為 159 種。 

提供全文之文章數，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資料庫未提供

全文文章數資料，此對其資料庫評分受到影響。此外，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未提供全文文章數量，僅提供期刊

issue數，因此全文論文數是以期刊期數乘以每期論文數平均載文量(8篇)

推值得之。取得之資料當中，以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的

10,000,000 篇最多，ScienceDirect 則以 7,657,400 篇居次，依序為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有 1,706,458 篇，Wiley Interscience 有 1,645,014
篇，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分別有

1,505,545 與 1,244,414 篇以上 6 種資料庫的全文文章數均超過百萬篇，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更高達千萬篇。其他依序為 Airiti 中文

電子期刊服務(CEPS)、Emerald 與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後者所提供之全文數最少為 12,528 篇。 

10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都有提供所引摘要與目次，電子期刊收錄範圍以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可回溯至 1975 年最久遠，其餘資料庫收

錄範圍多在 90 年代之後，然而各資料庫中的電子期刊收錄年限皆不盡相

同。總體而言，資源排名依據期刊刊名數、期刊論文篇數、與電子期刊年

代範圍三指標，將資料劃成名次，資源排名依序前三名為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最後一名是 Emerald，請參見表 6-12。 

使用指標部分，連線次數以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94,081
次最多，其次為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29,429 次與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26,529 次，其他資料庫連線數則都未超過一萬次，其有又以 Wiley 
Interscience 4,454 次最少。 

電子期刊查詢次數，以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523,506 次最多，其次為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166,691次，與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66,795 次，最少是 Emerald 的 1,817 次。 

電子期刊下載次數，大部分電子期刊資料庫都有提供 PDF 與 HTML
格式，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僅提供 PDF 格式，中國期刊全文

資料庫則提供CAJ與 PDF格式，各資料庫的下載次數以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最多 194,983 次，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166,191 居次，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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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下載次數均超過十萬，Emerald 下載次數最少，僅 5,343 次。 

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以 Wiley Interscience 130 次最多，其次為

Emerald 71 次，其他資料庫則無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 

使用排名依據電子期刊連線次數、電子期刊查詢次數、電子期刊下載

次數 3 指標計算排名，最後獲得前 3 名為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JSTOR，最後一名是 Emerald。參見表 6-12。 

績效指標部分，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以 ScienceDirect 平
均每次連線下載 6.61 篇文章最多，其次為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的 5.65 篇，

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3.28 篇，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與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分別為 2.21 篇與 2.07 篇，其

他資料庫則多在一篇左右。連線被拒次數佔連線次數百分比 Wiley 
Interscience 與 Emerald 分別佔 3%與 1%。 

平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以 Wiley Interscience 台幣 211.53 元最

高，其次為 ScienceDirect 的台幣 104.42 元，其他資料庫成本平均每次全文

論文下載成本均低於台幣 20 元，其中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因
為為全國使用權因此成本最低，其次成本較低者則為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的台幣 1.56 元。 

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資料取得

不完整故先不列入計算。整體而言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以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25.69 元最高，

其次為 Emerald 的 1.78 元，其他資料庫則均低於 1 元，顯示其資料庫表現

較佳，其中並以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的 0 元最低。 

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因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的
資料取得不完整故先不列入計算。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以

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 1.404 次最高，

表現最佳。其他依序為 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0.541 次、中

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0.134 次與 Emerald 0.110 次，其他資料庫平均每篇全文

論文被下載次數均低於 0.1 以下。 

此外，10 電子期刊資料庫中平均每種電子期刊成本，以 Wiley 
Interscience 每種期刊成本台幣 4155.17 元最高，其次為 ScienceDirect 台幣

2957.52 元，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則是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之外成本最低者為台幣 36.70 元。其他資料庫的每種期刊成本

則在台幣 100 元至 900 元間不等。 

從資源與使用指標來看，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Pro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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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與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等資料庫都有較佳的

表現，然而從績效指標來看，由於其中包括成本的部份，因此可以發現

Wiley Interscience 的使用績效較差，所花費之成本最高；ScienceDirect 也
因為成本過高而有相似的情形，導致即使使用量多、資源豐富仍使績效的

表現不盡理想。整體而言，10 總之資料庫中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與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的績效則較佳，不僅使用次

數多且花費成本也較低。 

10 種資料庫使用績效排名係根據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平

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

下載次數、平均資料庫中每種電子期刊成本等指標計算，平等如表 6-12。
前三名是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最後 1 名是

Wiley Inter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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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4 X 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表 

  SDOL EBSCO  ProQuest  Wiley  Wilson  
Blackwell- 
Synergy  

JSTOR  Emerald 
中文電子期

刊 

中國期刊

全文資料

庫 

成本指標     

C1 電子期刊

成本 

USD 

162,007 

USD

15,015

USD9,240 USD

38,694

NT 1(全國使

用權) 

GRP4,900 USD4,500 GBP1,241(優

惠價)

NT98,000 USD13,565 

換算台幣成

本
i
  

NT5,323,541 NT493,393 NT 303,626 NT1,271,482 NT 1 NT 321,899 NT 147,870 NT 81,526 NT 98,000 NT 445,746 

C2 對書目中

心、網路與

聯盟支出 

0 0 0 0 0 0 0 0 0 0 

資源指標           

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 

1,800 4,200 2,868 306 2,100
ii
 357 244 111 2,670 3,770 

R2 電子期刊

article 數

量 

7,657,400   10,000,000 1,645,014 1,706,458 12,528
iii

(1566issues*

8)

 1,505,545 445,913 532,485 1,244,414 

R3 電子期刊

收錄範圍 

1995-2006 1975-2006 1987- 1996-2006 未提供 1997-2006 收錄年代各

刊不同 

1989-2006 1991-2006 1994-2006 

R4 提供索引

摘要 

Y Y Y Y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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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提供目次 Y Y Y Y Y Y Y Y Y Y 

使用指標           

U1 電子期刊

連線次數 

7,719 26,529 94,081 4,454 5,302 17,004 24,812 7,056 9,354 29,429 

U1-2 目次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U1-3 摘要 NA   31,840 NA  3,269 167,089 NA  NA  NA  NA  NA  

U2 電子期刊

查詢次數 

6,461 66,795 166,691 2,809 14,088 9,169 34,676 1,817 8,190 523,506 

U3 電子期刊

下載格式 

HTML/PDF HTML/PDF HTML/PDF HTML/PDF HTML/PDF HTML/PDF HTML/PDF HTML/PDF PDF  CAJ/PDF 

U4 電子期刊

紀錄下載次

數 

50,984 27,619 194,983 6,011 8,611 17,586 81,471 5,343 20,695 166,191 

U4-1 電子期

刊紀錄 HTML

下載次數 

39,250 9,281 119,469 34 4,160 1,138 54,339 1,235 NA NA 

U4-2 電子期

刊紀錄 PDF

下載次數 

11,734 18,338 75,514 5,977 4,451 16,448 27,027 4,108 NA NA 

U5 電子期刊

虛擬造訪次

數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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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 電子期刊

連線時間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U7 電子期刊

連線被拒次

數 

0 0 0 130 0 0 0 71 0 0 

U8 電子期刊

參考諮詢次

數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績效指標           

P1 每次連線

平均下載全

文論文篇數 

U4/U1 

6.61 1.04 2.07 1.35 1.62 1.03 3.28 0.76 2.21 5.65 

P2 連線被拒

次數佔連線

次數百分比 

U7/U1 

0 0 0 0.03 0 0 0 0.01 0 0 

P3 平均每次

全文論文下

載成本 

C1/U4 

104.42 17.86 1.56 211.53 0.00 18.30 1.82 15.26 4.7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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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平均每篇

期刊論文成

本 C1/R2 

0.70  0.03 0.77 0 25.69 0.10 1.78 0.18 0.36 

P5 平均每篇

全文論文被

下載次數 

U4/R2 

0.007    0.019 0.004 0.005 1.404 0.541 0.116 0.0389 0.134 

P7 平均每種

電子期刊成

本 C1/R1 

2957.52 117.47 105.87 4155.17 0.00 901.68 606.02 734.47 36.70 118.24 

 
 
                                                 
i 1 USD1=NT32.86；GBP1=NT65.6937 (以 96/06/24 匯率計算之) 
ii Wilson 以 2007 年數字當 2006 年使用 
iii Blackwell-Synergy 以卷期 1566 期，以每期 8 篇估算，得 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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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評鑑應用測試 

本研究評鑑模式第二部分以 X 大學圖書館所採購之電子期刊資料庫

為對象，進行大學教師與研究生對電子期刊系統使用之評估。本研究依

據前章所建構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為模式，包括：資料庫

實用性、資料品質、資料庫介面三構面，21 個指標進行測試。 

本研究設計「X 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評鑑問卷」(見
附錄九)發調查。問卷對象囿於時間與人力之限制，此次問卷採便利抽樣，

受訪對象為 X 大學 Y 圖書資訊學系所之師生，並從前節 10 資料庫選取

該所師生較常使用的 7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為評鑑目標，包括：

ScienceDirect；Emerald；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中文

電子期刊 CEPS 與中國期刊網。對 4 名受訪者，每人發送 7 資料庫評鑑

問卷，共發 28 份問卷，回收 28 份問卷，回收率為 100%。 

一、使用者背景分析 

本次問卷總計分別發放 28 份問卷，回收率為 100%，填答者均為 X
大學 Y 圖書資訊學系所的老師與學生。填答者中總計有 1 位教師與 3 位

碩二研究生，4 位填答者皆為女性。 

        

  表6-5 資料庫使用者基本資料表      N=28 
資料庫使用者基本資料 

身份別 問卷數 
教授 7 
碩士生二年級 21 
總和 28 

資料庫 問卷數 
ScienceDirect 4 
Emerald  4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4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4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4 

中文電子期刊 CEP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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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期刊網 4 
總和 28 

二、電子期刊資料庫的使用情形 

1.使用頻次 

根據回收問卷資料顯示，每週使用資料庫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1人(25%)，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2人(50%)，中國期

刊全文資料庫1人(25%)，有需要才使用ScienceDirect、 Emerald與Airiti 中
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皆為4人(100%)，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與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3人(75%)，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人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為2人(50%)，結果分析顯示，大部

分的填答者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都是有需要才使用的情形較多。 

表6-6 資料庫使用頻率統計表 
項目 SDOL EBSCOHost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

子期刊 
中國期

刊網 

每天 0 0 0 0 0 0 0 
每週 0 2(50%) 0 1(25%) 0 0 1(25%) 
每月 0 0 0 0 0 0 0 
經常 0 0 0 0 0 0 1(25%) 
有需要

才使用 
4(100%) 2(50%) 3(75%) 3(75%) 4(100%) 4(100%) 2(50%) 

只使用

過1-2
次 

0 0 1(25%) 0 0 0 0 

2.使用地點 

本題為複選題。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地點的統計結果列如表6-7。填答

者使用資料的地點多在研究室／辦公室／實驗室與家中（包括學校宿

舍），僅有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與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資料庫有填答者表示曾在圖書館使用。表示多數人多在學校與家中

使用，較少在圖書館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 

表6-7 資料庫使用地點統計表 
項目 SDOL EBSCOHost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

子期刊 
中國期

刊網 

圖書館 0 1(25%) 0 1(2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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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

／辦公

室／實

驗室 

3(75%) 3(75%) 1(25%) 3(75%) 2(50%) 3(75%) 3(75%) 

家中

（包括

學校宿

舍） 

1(25%) 2(50%) 3(75%) 2(50%) 3(75%) 3(75%) 2(50%) 

其他 0 0 0 0 0 0 0 

3.使用電子期刊資料庫的管道 

本題為複選題。根據問卷分析發現，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管道：電子

期刊網站清單、資料庫網站、圖書OPAC、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介面、電

子資源整合系統與索引摘要資料庫等管道都有使用者使用，其中又以資料

庫網站此一管道使用最為普遍。其次為電子期刊網站清單、圖書館目錄、

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介面。其中僅有在使用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資料庫時，有填答者標示未使用到電子資源整合系統與索引摘要資

料庫。 

表 6-8 資料庫使用管道統計表 
項目 SDOL EBSCOHost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

子期刊 
中國期

刊網 

電子期

刊網站

(頁)清單  

3(75%) 1(25%) 1(25%) 1(25%) 3(75%) 1(25%) 1(25%) 

資料庫

網站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圖書館

目錄

OPAC 

3(75%) 3(75%) 2(50%) 2(50%) 3(75%) 1(25%) 1(25%) 

電子期

刊資料

庫系統

介面 

2(50%) 2(50%) 1(25%) 1(25%) 1(25%) 1(25%) 1(25%) 

電子資

源整合

系統 

1(25%) 2(50%) 0 2(50%) 1(25%) 1(25%) 1(25%) 

索引摘 1(25%) 1(25%) 0 1(25%) 1(25%) 1(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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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料

庫   

其他 0 0 0 0 0 0 0 

 

4.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功能 

本題為複選題。電子期刊資料庫的功能包括瀏覽電子期刊清單、簡易

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全文論文、列印全文論文、線上使用指南與個人化

服務。問卷統計得知，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功能中較常使用的包括：瀏覽

電子期刊清單、簡易查詢、進階查詢、線上閱讀、下載全文論文、列印全

文論文都有使用等六項功能，其中又以進階查詢功能使用最為普遍。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功能中未使用的功能包括：線上使用指南與個人

化服務、線上學習課程系統、教師指定參考書，填答者均表示未使用過。

除上述的電子期刊資料庫使功能外，有填答者表示會使用視覺查詢此一功

能。 

表 6-9 資料庫使用功能統計表 
項目 SDOL EBSCOHost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

子期刊 
中國期

刊網 

瀏覽電

子期刊

清單 

2(50%) 2(50%) 2(50%) 1(25%) 2(50%) 2(50%) 1(25%) 

簡易查

詢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進階查

詢 
4(100%
) 

4(100%) 4(100%) 3(75%) 4(100%) 4(100%
) 

4(100%) 

線上閱

讀 
2(50%) 3(75%) 3(75%) 2(50%) 2(50%) 2(50%) 2(50%) 

下載全

文論文 
2(50%) 3(75%) 2(50%) 3(75%) 2(50%) 3(75%) 3(75%) 

列印全

文論文 
3(75%) 4(100%) 2(50%) 3(75%) 2(50%) 3(75%) 3(75%) 

線上使

用指南 
0 0 0 0 0 0 0 

個人化

服務 
0 0 0 0 0 0 0 

線上學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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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

系統 

教師指

定參考

書 

0 0 0 0 0 0 0 

其他 0 1(視覺查詢) 0 0 0 0 0 

三、使用者對電子期刊資料庫的滿意度 

本研究將使用者對電子期刊資料庫的滿意程度評比準則分為電子期

刊資料庫實用性、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與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等

三構面與21項指標。本研究在使用滿意度方面，採用李柯特態度評量表，

分為「非常不滿意」、「不滿意」、「不清楚」、「滿意」、「非常滿意」等五級，

計分方式則分別給予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的正向給分。 將21
指標依據使用者問卷設計，如表6-10、6-11。 

(一)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 

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部分，共計有9項指標，分別為：(1)電子期刊

資料庫網頁好用、(2)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資料數量、(3)電子期刊瀏覽好

用、(4)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5)電子期刊線上閱讀、(6)電子期刊全文

下載、(7)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8)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與(9)
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者目的相關。將使用者使用滿意度分數平均產生評鑑

分數，列出表6-10。資料庫實用性原平均分數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4.03分最高，其次為ScienceDirect 3.81分與中國期刊全文資

料庫 3.56分，最低為Emerald的 3.31分。 
(1)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 

在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方面，以ScienceDirect、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

庫等四個資料庫獲得 4.25最高分，其次為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4分，中文電子期刊CEPS 3.5分與Emerald 3分。 
(2)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資料數量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獲得最高分 4分，ScienceDirect  
3.5分次之，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與Emerald均獲得 3.25分，最低分則為中文電子期刊CEPS的2分。 
(3)電子期刊瀏覽好用 

該項指標以ScienceDirect獲得4分為最高分，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皆為3.5分，其他資料庫則均為3.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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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與ScienceDirect均以4.25分最

高，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最低為3.5分。 
(5)電子期刊線上閱讀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與ScienceDirect均以4.25分最

高，最低分則為Emerald的3分。 
(6)電子期刊全文下載 

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4.25分最高，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3分最低。 
(7)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 

該項指標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4.25分最高，其他資

料庫則均低於4分以下，其中又以Emerald 2.75分與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2.5分最低。 
(8)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 

該項指標各資料庫均低於4分，最高分為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3.5分，最低分為2.75分別為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中國期刊

全文資料庫與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9)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者目的相關 

最高分為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4.25分，最低為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的3.25分。 

(二)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共計有5項指標，包括：(10)電子期刊資料庫

內容品質、(11)電子期刊圖表品質、(12)電子期刊檢索好用、(13)電子期刊

資料正確率與(14)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資料庫資料品質分數平均以

ScienceDirect 3.9分最高，其次為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與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均為3.8分，最低分為中國期刊全文資

料庫 3.1分，整體而言在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方面，資料庫之間的差

異不大，均保持在3分到4分之間。 
(10)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 

該項指標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4.25分最高，

ScienceDirect  4分次之，最低分則為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為2.75分。 
(11)電子期刊圖表品質 

該項指標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4分最高，

ScienceDirect、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與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並列3.75分次之，最低分則為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為2.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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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電子期刊檢索好用 
該項指標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與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同為4分最高，最低分3分為Emerald。 
(13)電子期刊資料正確率 

ScienceDirect、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與中文電子期刊服

務 (CEPS) 並列4分，其他依序為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與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3.75分；Emerald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

庫 3.25分。 
(14)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 

該項指標以ScienceDirect與Emerald 4分最高，最低為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3分。 

(三)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 

在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部分，總計有7項指標，分別為(15)電子

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16)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檢索、(17)

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結果呈現、(18)電子期刊資料庫連結功能、(19)電子

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學習指南、(20)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與(21)電

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資料庫使用介面平均分數，以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與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同樣為3.75分最

高，其次為ScienceDirect的3.71分，最低分為Emerald 3.29分。 
(15)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 

該項指標以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與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同為4分最高，最低分為

Emerald 3分。 
(16)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檢索 

該項指標最高分為4.25分，分別為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與ScienceDirect，Airiti中文電子期

刊服務 (CEPS)獲得3.5分最低分。 
(17)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結果呈現 

該項指標以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與中與ScienceDirect同為

4.25分最高，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以4分次之，其他資料庫

皆為最低分3.75分。 
(18)電子期刊資料庫連結功能 

該項指標各資料庫均低於4分以下，最高分為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3.75分，最低分為3分，分別是Airiti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與中國

期刊全文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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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電子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學習指南 
該項指標以ScienceDirect 4.25分最高，最低分為3分，分別為Emerald、

Airiti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20)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 

該項指標各資料庫均低於4分以下，最高分為3.5分包括，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與ScienceDirect，最低則為Emerald的2.75分。 
(21)電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 

該項指標各資料庫均低於4分以下，最高分僅3.25分分別為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與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最低則為

ScienceDirect與Airiti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的2.75分。 
 

表 6-10 電子期刊資料庫的使用者滿意度統計表 
項目 SDOL EBSCO 

Host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子

期刊 
中國期

刊網 

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 

(1)資料庫網

頁好用 

4.25 4.25 4 4.25 3 3.5 4.25

(2)資料庫涵

蓋資料數量 

3.50 4 3.25 3.25 3.25 2 3

(3)瀏覽好用 4 3.5 3.25 3.25 3.25 3.5 3.25
(4)資料呈現

方式 

4.25 4.25 4 3.5 4 4 3.5

(5)電子期刊

線上閱讀 

4.25 4.25 4 3.5 3 3.75 3.75

(6)全文下載 3.75 4.25 3 4 3.5 3.5 3.75
(7)全文傳遞

速度 

3.5 4.25 3.25 2.5 2.75 3.25 3.5

(8)資料庫與

書目軟體結

合 

3.25 3.5 2.75 3 3.25 2.75 2.75

(9)資料與使

用者目的相

關 

3.5 4 3.25 4 3.75 4 4.25

小計 3.81 4.03 3.42 3.47 3.31 3.36 3.56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 

(10)資料庫

內容品質 

4 4.25 3.5 3.5 3.25 3.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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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圖表品

質 

3.75 4 3.75 3.5 3.5 3.75 2.25

(12)檢索好

用 

3.75 4 4 3.75 3 3.25 3.5

(13)資料正

確率 

4 3.75 4 3.75 3.25 4 3.25

(14)資料新

穎性 

4 3 3.75 3.75 4 3.25 3.75

小計 3.9 3.8 3.8 3.65 3.4 3.55 3.1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 

(15)資料庫

介面具親和

力 

3.5 4 3.75 4 3 4 3.75

(16)資料庫

區分簡易與

進階檢索 

4.25 4.25 4 4.25 4 3.5 4

(17)資料庫

查詢結果呈

現 

4.25 4 3.75 4.25 3.75 3.75 3.75

(18)資料庫

連結功能 

3.5 3.25 3.5 3.75 3.5 3 3

(19)資料庫

指示說明與

學習指南 

4.25 4 4 3.5 3 3 3

(20)資料庫

反應速度 

3.5 3.5 3 3.25 2.75 3.25 3.5

(21)資料庫

個人化服務 

2.75 3.25 3 3.25 3 2.75 3

小計 3.71 3.75 3.57 3.75 3.29 3.32 3.43 
平均 3.81 3.86 3.60 3.62 3.33 3.41 3.36 
名次 2 1 4 3 7 5 6

將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資料品質、資料庫介面三部分21指標，總

平均獲得7資料庫評比分數，第一名為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3.86分；其次ScienceDirect 3.81分；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3.62分；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3.60分；Airiti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3.41分；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3.36分；Emerald 3.33分。參見表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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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有要求填答者對於電子期刊資料庫滿意度作一總體評

分，參考表6-11。由表顯示，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獲得90.25最
高分，其次依序為ScienceDirect、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中國期

刊網、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Emerald與中文電子期刊CEPS。
與前述分數前3名相同，後4名略有差異。 

表6-11 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者總體滿意分數表 
項目 SDOL EBSCO 

Host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子

期刊 
中國期

刊網 

總分 86.25 90.25 83 85.25 81 80 83.25
名次 2 1 5 3 6 7 4

第四節、綜合討論 

最後將X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測試結果，針對7資料

庫的資料，分從計量評鑑，使用者滿意度評鑑，與總體評鑑三方面依評鑑

名次列如表6-12。經過應用測試證明本模式確實可應用在電子期刊網路服

務的評鑑。計量評鑑模式提供圖書館利用本館統計與要求資料庫廠商提供

網路使用紀錄可便利評鑑。但圖書館要注意，必須在採購時即要要求資料

庫廠商提供完整的訂購成本、資料庫資源等資訊。本次測試應用第一困難

在於時資料庫廠商未主動提供電子期刊種數、全文論文篇數等關鍵資訊回

溯要求，十分困難。其次困難的是要求資料庫廠商提供電子期刊使用統計

資料，研究測試的十種資料庫己是依其平日提供統計資訊表現良好與有依

據COUNTER標準提供統計報表，特別選出，但仍有許多使用統計無法提

供，如電子期刊連線Session(login)次數、目次、摘要、電子期刊查詢次數、

電子期刊下載格式、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電子期刊虛擬造訪次數、電

子期刊連線時間、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電子期刊參考諮詢次數等，並

且形式不一, 缺乏統一計算與呈現標準。 
表6-12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測試資料表 

評鑑 

項目 
SDOL EBSCO ProQuest  Wiley  Wilson Blackwell JSTOR Emerald 

中文電

子期刊 

中國期

刊全文

資料庫 

一、計量評鑑 

1.成本 10 8 5 9 1 6 4 2 3 1 

2.資源 2 6 1 5 3 9 8 10 7 2 

3.使用 6 4 1 9 8 7 3 10 5 2 

4.績效 7 9 6 10 1 2 4 8 3 4 

小計 

名次 
6 8 1 10 1 7 4 9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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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滿意度 

1.資料

庫實用

性 

3.81 4.03 3.42  3.47   3.31 3.36 3.56 

2.資料

庫品質 
3.9 3.8 3.8  3.65   3.4 3.55 3.1 

3.資料

庫介面 
3.71 3.75 3.57  3.75   3.29 3.32 3.43 

總平均 3.81 3.86 3.60  3.62   3.33 3.41 3.36 

整體 

分數 
86.25 90.25 83  85.25   81 80 83.25 

計算 2 1 4.5  3   6.5 6 5 

小計 

名次 
2 1 4  3   7 6 5 

三、模式總排名 

計算 4 4.5 2.5  2   8 5.5 4 

模式 

名次 
3 5 2  1   7 6 3 

在計量評鑑部分，10資料庫名次為：第一名為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與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其次是中國期刊全文資

料庫、JSTOR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I ,II 、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ScienceDirect、Blackwell-Synergy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llection、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Emerald、Wiley Interscience。 

在使用者評鑑部份，依使用滿意度分數與整體分數化成名次，總平均

可得7資料庫排名，第一名為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其次

ScienceDirect；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與Emerald。 

若要追求綜合評鑑，將電子計量與使用評鑑二者等比例計算， 7資料

庫產生排名，第一名為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其次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ScienceDirect與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並列；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Airiti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Emerald。 

綜上所述本評鑑模式確實可產生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評比分數

與排名，並可提供圖書館參用。從表6-12看出電子計量評比是從圖書館觀

點產生，而使用者服務評鑑是從使用者觀點產出；兩者排名略有差距，綜

合後均可提供評鑑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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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滿意評鑑可提供使用者對於電子期刊資料庫實際使用與主題

脈胳情境，可讓圖書館在量化使用資料之外，也參考使用者的看法與使用

行為。發現七資料庫二者評鑑在名次上有些差異，應用時可分別採計與研

究。若要求整體評鑑，則將計量評鑑與使用者評鑑二者的名次平均，可獲

得總體評鑑名次，以為圖書館瞭解電子期刊資料庫從網路服務觀點獲得電

子期刊資料庫的名次，可作為未來經費分配，刪除資料庫，以及行政管理

的參考。 

表6-13 資料庫評比一覽表 

評鑑項目 SDOL EBSCO  ProQuest  Wilson  Emerald 
中文電子

期刊 

中國期刊全

文資料庫 

計量評鑑

名次 
6 8 1 1 9 5 3 

使用者評

鑑名次 
2 1 4 3 7 6 5 

總評鑑名

次 
3 5 2 1 7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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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發表版) 

第一節、結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要件與評鑑模式，主要探求：圖書

館提供電子期刊服務包括哪些要件？誰在使用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這些

新服務對使用者與研究機構帶來什麼影響？以及如何評鑑其使用成效與

品質。本計畫希望從探索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內涵，而發展電子期刊評鑑方

法與技術，包括評鑑架構、測量標準與評量程序。本計畫期待提供學術圖

書館利用本研究評鑑模式，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資料蒐集、分

析、統計，實施評鑑作業，以利圖書館管理與服務。 

本計劃研究目的包括：(1)研究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

服務形式。(2)探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使用者與績效評鑑為主的評鑑方

法、測量標準、與評鑑工具。(3)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

以作為圖書館實施電子期刊評鑑的根據。(4)探討台灣學術圖書館進行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現況。(5)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之實施以及

進行測試。本計畫以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主，由於受限於人力

與資源，五研究以電子期刊資料庫為研究對象，而非單種電子期刊。以商

業性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與我國學術圖書館為研究範圍。 

經過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法，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

鑑模式，並成功應用在學術圖書館評鑑測試。以下分從六項結論說明之。 

一、 台灣學術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形式與功能 

台灣的大學圖書館最早在 1994 年引進，1996 年陸續引進電子期刊，

大多數是在 2000 年以後引進，1999 年至 2002 年是引進的高峰時間。圖書

館電子期刊館藏總數多在 1.5 萬種以上；在 1 萬以下有 20 所圖書館，佔總

樣本數 24.7%；1 萬至 1.5 萬有 10 館，佔 12.3%；1.5 萬至 2 萬有 16 館，

佔 7.4%；2 萬以上有 35 所圖書館，佔 43.2%。  

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總數在 20 種以下有 51 所圖書館，佔總樣本數

63.0%；21-40 種有 24 所圖書館，佔 29.6%；41 種以上有 6 所圖書館，佔

7.4%。樣本數中的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總數在 20 種以下者最多，超過

50%。學術圖書館的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平均為 7,932,828 元，中位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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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314 元，最少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為 260,070 元，最多電子期刊資料庫

經費為 55,320,000 元。可見各館電子期刊資料庫經費相差甚大。 

焦點團體訪談的學術圖書館員認同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含：(1)
電子期刊網頁清單；(2)圖書館目錄；(3)資料庫網頁；(4)電子資源整合系

統；(5)電子期刊系統介面服務，如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

人化服務；(6)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7)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 

本研究界定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定義係電子期刊透過網路服務提供

使用者查詢與取用。依據問卷調查顯示目前台灣的大學圖書館主要提供下

列電子期刊網路服務：(1)電子期刊網頁清單、(2)圖書館目錄、(3)資料庫

網頁、(4)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與(5)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等功能。證明圖

書館提供多元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以資料庫網頁方式提供最多，其次為電

子期刊網頁清單、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與電子資源整合查詢，以圖書

館目錄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最少。 

本研究調查各圖書館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依功能包括：瀏覽、簡

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電子教師指

定參考書。全體答卷圖書館其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瀏覽功能的有 79 所

( 97.5%)；簡易查詢有 80 所(98.8%)；進階查詢有 63 所(77.8%)；下載功能

有 65(80.2%)；個人化服務有 50 所(61.7%)；線上學習課程系統有 21 所，

(25.9%)；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有 5 所(6.2%)。綜上所述，電子期刊資料庫

的介面以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務等功能最為普遍，

線上學習課程系統與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功能已經出現，並有圖書館提

供。有 5 所圖書館提出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功能。 

二、 學術圖書館對 COUNTER、CNS1315 標準的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 

目前電子期刊使用統計標準較受到重視有二項標準：

COUNTER(Counting Online Usage of Networked Electronic Resources)計畫

標準，對象為圖書館、出版商及中介商，以及 CNS1315 標準之電子圖書館

服務的使用統計。本研究在焦點團體訪談會討論對於 COUNTER、CNS1315
標準的電子資源統計規範看法，訪談者均表認同這二種標準，也都期待這

些標準確實實施，將有助於圖書館資料庫使用統計資料的蒐集與分析。師

大圖書館建議 CNS1315 標準中應增加要求資料庫的期刊論文(article)總篇

數資料。 

三、 台灣學術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現況與困難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重視績效評鑑與管理，故收集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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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本研究問卷調查各館有關電子期刊使用統計情況，76 所圖書館

(93.8%)表示有使用資料庫廠商提供的統計資料，有 5 館(6.2%)表示未使用

資料庫廠商提供的統計資料。足見圖書館想要瞭解與掌握電子期刊資料庫

的使用結果。 

本研究問卷調查學術圖書館是否作過電子期刊評鑑，僅 10 館(12.3%)
表示曾做過電子期刊評鑑，71 所(87.7%)未做過電子期刊評鑑。77 所圖書

館(95.1%)贊同圖書館需要做電子期刊評鑑。顯示大多數圖書館雖未做過電

子期刊評鑑但多贊成圖書館進行電子期刊評鑑。這支持本研究發展建構重

要可行電子期刊評鑑模式的想法。 

焦點團體訪談時圖書館員表示圖書館目前都有使用與要求資料庫廠

商提供資料庫使用統計。師大、政大、台大圖書館都有使用資料庫或廠商

提供的統計。此外，政大與台大還會利用圖書館的自行統計以彌補廠商統

計的不足。然現今資料庫廠商所提供的統計資料標準不一，使圖書館在判

讀資料方面仍有其困難。 
師大圖書館大部分的資料庫統計來自廠商，包括 EBSCOhost、SDOS、

SpringerLink、JSTOR、IEL 等資料庫。圖書館未做自行的統計。政大圖書

館自 1998 年開始使用資料庫廠商統計，現今也持續在使用廠商，此外，

圖書館本身亦使用 TTSLINK 來記錄使用統計以彌補廠商統計的不足。台

大圖書館都有在使用廠商所提供的統計，2004 年以後，廠商提供的統計越

來越完整，圖書館本身也會使用飛資得的系統來記錄圖書館的統計以彌補

廠商統計的不足。 

四、 本研究驗證網路要素應用在電子期刊的評鑑 

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服務不同於傳統印刷期刊，而電子期刊是透過網

路與電腦以資料庫形式傳遞給使用者，其不同於印刷資料，圖書館需要建

構網頁，提供使用者進行查詢網頁，進行資料查詢、瀏覽全文與下載全文

等行為。所以電子期刊需要供網路服務給使用者查詢與使用。從本研究問

卷調查顯示，使用者使用許多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如圖書館公用目錄、電

子期刊網頁清單、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服務等。使用者藉由

網路服務並使用電子期刊各種豐富的資源，包括：全文期刊論文、索引、

摘要、目次、引用文獻超連結等。本研究利用文獻探討、焦點團體訪談法、

與問卷調查證實了電子期刊的評鑑應以網路服務與使用者導向為原則。本

研究驗證 Bertot 與 McClure 網路要素模式可應用在電子期刊，涵蓋電子期

刊資源、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管理三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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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 

本研究以電子期刊評鑑為焦點，提出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如圖

7-1。電子期刊網路要素包括：電子期刊資源、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管理。

評鑑標的為電子期刊資料庫，而評鑑範圍以圖書館為主。電子期刊資源主

要是指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的資源，包括全文期刊論文、索引、摘要、目

次、書目資料、引文連結等。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包括電子期刊網頁清單、

圖書館目錄、資料庫網頁、電子期刊資料庫檢索介面、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提供：瀏覽、簡易查詢、進階查詢、下載、個人化服

務、線上學習課程系統、電子教師指定參考書等功能。本研究電子期刊網

路服務評鑑測量準則採用電子計量與使用者服務品質兩種。參見下圖。 

圖 7-1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圖 

 

電子期刊資源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 

評鑑模式 

電子計量 
資源 
成本 
使用 
績效評鑑 

使用者服務品

質 
網路服務範圍 
資料庫實用性 
資料庫品質 
資料庫介面 

評鑑結果應用在

圖書館管理 

網路要素

網路評鑑準

實施標的：電子期刊資料庫

實施範圍：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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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藉由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後獲

得計量要件，包括：成本、資源、使用量、使用績效四構面與 23 項指標，

列如下表。 
表 7-1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及指標表 

電子期刊資源 電子期刊使用 
R1 電子期刊 title 數量 

R2 電子期刊 article 數量 

R3 電子期刊收錄範圍(年/月) 

R4 提供索引摘要 

R5 提供目次 

U1 電子期刊連線 Session(login)次數 

U1-2 目次(Table of Content) 

U1-3 摘要(Abstracts) 

U2 電子期刊查詢(search,query)次數 

U3 電子期刊下載(download)格式/HTML、

PDF 

U4 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 

U5 電子期刊虛擬造訪次數(OPAC、Web) 

U6 電子期刊連線時間 

U7 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 

U8 電子期刊參考諮詢次數 

電子期刊成本 電子期刊使用績效 

C1 電子期刊成本 

C2 對書目中心、網路與聯盟支出 

P1 每次連線平均下載全文論文篇數 

P2 連線被拒次數佔連線次數百分比 

P3 平均每次全文論文下載成本 

P4 平均每篇期刊論文成本 

P5 平均每篇全文論文被下載次數 

P7 平均每種電子期刊成本 

 

依使用者對資料庫滿意度評鑑，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

準則包括資料庫實用性、資料品質、資料庫介面三構面，21 個指標，列於

下表。 
 

表 7-2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評鑑及指標表 
電子期刊資料庫實用性滿意度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品質滿意度 

1. 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好用 

2. 電子期刊資料庫涵蓋資料數量 

3. 電子期刊瀏覽好用 

4. 電子期刊資料呈現方式 

5. 電子期刊線上閱讀 

6. 電子期刊全文下載 

7. 電子期刊全文傳遞速度 

8. 電子期刊資料庫與書目軟體結合 

10. 電子期刊資料庫內容品質 

11. 電子期刊圖表品質 

12. 電子期刊檢索好用 

13. 電子期刊資料正確率 

14. 電子期刊資料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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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介面滿意度 9. 電子期刊資料與使用者目的相關 

15. 電子期刊資料庫介面具親和力 

16. 電子期刊資料庫區分簡易與進階檢索 

17. 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結果呈現 

18. 電子期刊資料庫連結功能 

19. 電子期刊資料庫指示說明與學習指南 

20. 電子期刊資料庫反應速度 

21. 電子期刊資料庫個人化服務 

六、 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應用與困難 

本研究依據前節建構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評鑑模式進行應

用，以 X 大學圖書館為測試對象，從該館目前有 40 多種的電子期刊資料

庫，選取統計資料較為齊全的 10 種資料庫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模式測

試。本研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計量評鑑模式包括資源、成本、使用量、使

用績效等四構面與 23 項指標，依據這些指標蒐集政大圖書館 10 種電子期

刊資料庫之 2006 年的評鑑數據。 

本研究評鑑模式第二部分以 X 大學圖書館所採購之電子期刊資料庫

為對象，進行大學教師與研究生使用電子期刊系統之評估。本研究依據前

章所建構的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模式，包括：資料庫實用

性、資料品質、資料庫介面三構面， 21 個指標進行測試。測試方法為問

卷調查，首先設計「X 大學圖書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評鑑問卷」，

調查對象囿於時間與人力之限制，本次調查採立意抽樣，受訪對象為政大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之師生，並從前節 10 資料庫選取該所師生較常

使用的 7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為評鑑目標，進行問卷調查，獲得電子期刊網

路服務使用者評鑑資料。 

最後將X大學圖書館7電子期刊資料庫網路服務評鑑測試結果，分從計

量評鑑，使用者滿意度評鑑，與總體評鑑三方面將評鑑排名列如表7-3。經

過測試證明本模式確實可應用在電子期刊評鑑。本計量評鑑模式提供圖書

館利用該館統計與資料庫廠商網路使用紀錄即可便利進行評鑑。但圖書館

務必注意在採購時必須要求資料庫廠商提供下列完整資訊，包括：訂購成

本、資料庫涵蓋的期刊種數與論文篇數等資源。本次應用測試遭遇的第一

問題在於資料庫廠商無法提供電子期刊種數、全文論文篇數等關鍵資訊，

要求這些回溯資料，分外困難。其次遭遇的問題是要求資料庫廠商提供電

子期刊使用統計資料，測試的10種資料庫原是平日提供統計資訊表現良好

並依據COUNTER標準，特別選出的廠商，但在進行評鑑時發現仍有許多

使用統計無法取得，例如：電子期刊連線Session(login)次數、目次、摘要、

電子期刊查詢次數、電子期刊下載格式、電子期刊紀錄下載次數、電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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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虛擬造訪次數、電子期刊連線時間、電子期刊連線被拒次數、電子期刊

參考諮詢次數等，並且資料庫廠商提供的報表內容與格式不一, 缺乏統一

標準。 

使用者滿意評鑑可提供更多使用者與電子期刊資料庫使用的豐富情

境與脈胳資訊，俾利圖書館在量化使用資料之外，也可進一步瞭解使用者

背景、資訊需求與使用行為。本研究發現7資料庫在計量評鑑與使用者評

鑑二方面排名略有差異，應用時可分別研究與採行。若要求整體評鑑，可

將計量評鑑與使用者評鑑二者排名相等比例處理，所獲得的總體評鑑排

名，可提供圖書館從網路服務觀點瞭解電子期刊資料庫表現的排名，作為

未來經費分配，刪訂資料庫，以及行政管理的參考。 

 

表 7-3 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測試資料表 

評鑑 
項目 

SDOL EBSCO ProQuest  Wiley  Wilson Blackwell JSTOR Emerald 

中文

電子

期刊 

中國期

刊全文

資料庫 

一、計量評鑑 
1.成本 10 8 5 9 1 6 4 2 3 1 
2.資源 2 6 1 5 3 9 8 10 7 2 
3.使用 6 4 1 9 8 7 3 10 5 2 
4.績效 7 9 6 10 1 2 4 8 3 4 
小計 
名次 6 8 1 10 1 7 4 9 5 3 

二、使用者滿意度 
1.資料

庫實用

性 
3.81 4.03 3.42  3.47   3.31 3.36 3.56 

2.資料

庫品質 3.9 3.8 3.8  3.65   3.4 3.55 3.1 

3.資料

庫介面 3.71 3.75 3.57  3.75   3.29 3.32 3.43 

總平均 3.81 3.86 3.60  3.62   3.33 3.41 3.36 
整體 
分數 86.25 90.25 83  85.25   81 80 83.25 

計算 2 1 4.5  3   6.5 6 5 
小計 
名次 2 1 4  3   7 6 5 

三、模式總排名 
計算 4 4.5 2.5  2   8 5.5 4 
名次 3 5 2  1   7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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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基於本研究上一節成果，本計畫提出下列建議。 

一、學術圖書館可參用本電子期刊網路服務模式定期進行評鑑 

學術圖書館有感於電子期刊資料庫購買經費愈來愈多，普遍認同電子

期刊評鑑工作重要。電子期刊評鑑應配合網路服務來進行，本研究模式經

應用測試證實，確可實施，涵蓋網路三要素：電子資源內容、網路服務、

管理，並採用電子計量與使用者服務品質兩種評鑑準則。本研究建議學術

圖書館可參考本評鑑模式，每年定期實施電子期刊評鑑，以為未來規劃發

展與經費分配之參考。 

二、建議我國學術圖書館應在電子資源採購聯盟成立類似 COUNTE

電子資源使用統計小組 

    本次研究顯示電子期刊使用統計十分重要，資料庫廠商有責任配合圖

書館需求定期提供。然而我國圖書館並未獲得電子期刊資料庫廠商提供符

合標準與一致的使用統計，造成電子期刊評鑑進行困難。建議我國學術圖

書館在電子資源採購聯盟中成立類似 COUNTER 電子資源使用統計小

組，積極研究電子期刊使用統計的內容與格式，以符合國際標準。 

三、建議我國學術圖書館要求電子期刊資料庫廠商提供資料庫資源數

據 

    電子期刊資料庫資料庫涵蓋資料豐富，包括全文期刊論文、目次、摘

要、索引、引文連結等，且年代範圍不一，皆與資料庫的價值或成本密切

相關。建議學術圖書館在採購時應要求廠商主動提供這些資源統計數字，

以為圖書館採購評鑑參考。 

四、建議從事電子期刊使用者研究以建構使用者導向電子期刊評鑑 

    計量評鑑電子期刊較容易進行，看似客觀，但無法掌握使用者對電子

期刊的行為與個別需求，仍不完善，建議未來從事各學門、各類使用者使

用電子期刊的研究，並應用在建構使用者導向的電子期刊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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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發展電子期刊單種與資料庫二元評鑑模式 

    本次研究主要以電子期刊資料庫為評鑑標的，未顧及到每一種期刊層

級的評鑑研究。故可以評鑑電子期刊資料庫，而無法獲知單種電子期刊評

鑑情形。每一電子期刊的價值與使用情形仍然是值得研究，需要從宏觀與

微觀兩層次來探討電子期刊單種與資料庫的評鑑，故建議未來持續研究電

子期刊單種與資料庫二元評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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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希望從探索電子期刊網路服務內涵，而發展電子期刊評鑑方

法與技術，包括評鑑架構、測量標準與評量程序。本計畫期待提供學術

圖書館利用本研究評鑑模式，進行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的資料蒐集、

分析、統計，實施評鑑作業，以利圖書館管理與服務。本計劃研究目的

包括：(1)研究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的要件與服務形式。(2)探

討電子期刊以網路服務、使用者與績效評鑑為主的評鑑方法、測量標準、

與評鑑工具。(3)建構網路服務為中心的電子期刊評鑑模式，以作為圖書

館實施電子期刊評鑑的根據。(4)探討台灣學術圖書館進行電子期刊網路

服務評鑑的現況。(5)探討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模式之實施以及進行測

試。本計畫以圖書館提供電子期刊網路服務為主，由於受限於人力與資

源，本研究以電子期刊資料庫為研究對象，而非單種電子期刊。以商業

性電子期刊資料庫系統與我國學術圖書館為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法，建構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

模式，並成功應用在學術圖書館評鑑測試。本研究並驗證Bertot與McClure

網路要素模式確實應用在電子期刊評鑑，本研究獲得電子期刊資源、電子

期刊網路服務、與管理三大網路要素。本研究電子期刊網路服務評鑑測量

準則採用電子計量法與使用者服務品質兩種。電子期刊網路服務電子計量

評鑑係藉由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獲得計量要件，包括：成本、資源、

使用量、使用績效四構面、23 項指標。依使用者對資料庫滿意度評鑑，電

子期刊網路服務使用者滿意度評鑑準則包括資料庫實用性、資料品質、資

料庫介面三構面、21 個指標。本研究已達到預期目標。未來將投稿到圖書

資訊學門的學術期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