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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學的存在角色是在培育一批具有特定素養的菁英份子與工作者時，則大學出版社的出

現，就在於擁有自主的學術傳播角色，為這些人士提供出版服務，對於一些可能未具商業價值的

大學研究成果，予以保障發表的自由與機會，以免被商業性出版社的考量所犧牲。大學出版社之

存在，可為學術出版與學術尊嚴爭取合理的生存空間。筆者於92年12月29至30日參加淡江大學舉

辦之「2003年海峽兩岸大學出版社暨學術出版研討會」，其主旨在提倡大學教育應有三大支柱力

量，分別為優秀的師資、完善的圖書館設備服務，以及健全的大學出版社，由此可見大學出版社

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以下係針對研討會中有關「大學出版社」的議題加以介紹並與讀者分享。

大學出版社是大學、獨立學院等高等教育機構所成立之非營利部門，其任務在配合母機構教

學、研究工作之進行，出版學術性作品或與地域相結合之著作。主要顧客為學術界人士，並由教

員與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決定出版與否，目的在於讓優良學術知識能廣泛地為大眾所取得，使重

要之學術研究成果能普及社會。（註1）

臺灣地區大學出版社之現況
目前臺灣地區大學出版社面臨編制、人員、資金、法令及市場等問題，以致於發展效果不

彰，大學出版社似乎只是學校出版物的集中管理處。然而在歐美等國，大學出版社卻早已發展成

一專門機構，在出版上佔有重要地位，其所出版之學術作品，更是大學聲譽與學術推廣之延伸，

並具有影響社會、開啟思潮的教育功能，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亦是目前國內大學急需努力發展的

目標。

現今臺灣雖不如國外普遍設立大學出版社發行學術出版品，但隨著研究水準及文化水平的提

昇，以及透過國家圖書館自1989年起實施的國際標準書號制度（ISBN），和出版品預行編目作業

（CIP）兩項指標，來分析臺灣各大學院校圖書出版總「種」數、出版圖書「類別」，申請

ISBN/CIP資料之大學院校的屬性及其分布概況，可得知近幾年來臺灣大學院校所屬單位出版圖書

概況及其特色：（註2）

1. 各大學院校出版圖書有大幅成長之趨勢；

2. 出版量不因校區城鄉分布有所差異；

3. 建校歷史悠久之大學校院出版量遠超過新興技職體系之技術學院；

4. 出版品係以社會科學、應用科學、語言／文學，及美術、總類居多；

5. 大學出版社已成為學術資訊蒐集之主要管道：重視參考工具書與會議論文集等深具學術價

值的出版品；

6. 因學校文化不同，出版品之主題亦有所不同；

7. 各校出版單位不一，難以統籌規劃。

由前述分析，可看出國內大學出版社正逐漸興起及發展中，若能永續經營，將為學術界提供

優良的研究成果保存機制，以滿足研究人員特殊的資訊需求，進而提昇大學競爭力並邁向國際

化。

大學出版社之發展
網路時代的來臨，資訊來源廣泛且快速，因而造成學術出版環境變遷與圖書出版產業的劇烈

變化，國內大學出版社亦面臨重新定位的轉機。由於大學出版社的存在價值即在於多元化的經營

知識出版（註3），因此，有效運用校內教育人才之專業與豐富的教學資源，相信正是國內大學出

版社發展事業之優勢所在。

隨著電子出版在近年來的快速成長，充斥著繁雜不一的資源，擁有深厚學術資源之大學出版

370 93 3

特
載



社，更應明確發展出版方向，突顯自身的學術專長，為所出版之資訊提供品質與內容的保證，如

此不但能增進各校學術聲譽，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未來亦可與各大學的相關學科結合，擴展學

術領域研究，並為教育提供服務，朝著終身學習的方向發展。近年來，期刊價格不斷上漲，若能

聚集大學學術出版的資源，不但能降低成本，達到合作共享的效益，改變學術資訊市場，亦可充

分發揮教育、文化與學術傳播的意義及價值，將是大學出版社的發展目標，以及存在之重要價

值。

「藉著知識的傳播以增進知識」為大學最引以為傲的任務之一，其傳播對象不限於進大學求

學的學子，而應更廣泛、更長遠地傳播給一般社會大眾。大學出版社同時存在於兩個不同的世

界，一個是大學與高等教育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圖書出版業的世界。因此，大學出版社在一方面

屬於大學的一部分，目的在增進知識而非營利，其運作具有相當的自主權；但另一方面，在經營

管理上必須如同企業般的具有效率，甚至創造出利潤。

由於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造成學術出版環境變遷與圖書出版產業的劇烈變化，兩岸大學出

版社也都各自發展成長。然而相信藉由此次研討會的活動，將使臺灣與中國大陸之大學與其所屬

大學出版社，在學術發展與出版上能有更多的交流與合作，以了解彼此的出版情況及發展方向，

並對臺灣大學出版社的創設與發展有所助益。此外，亦希望能聚集大學學術出版社的力量，使臺

灣的大學出版社能夠發展出更適合科技發展的學術傳播及資訊出版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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