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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國立故宮博物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1月 16日(星期一)14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本院行政大樓大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徐處長孝德代(黃副院長永泰請假) 

肆、與會者：詳如簽到表 

伍、記錄：教育展資處羅定紘 

陸、議程： 

一、 本院資料開放之業務狀況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柒、討論事項：  

討論一：書畫處若有需求，可擴大開放，一件文物不拘於 3張影像，
擬請討論。 

一、 除顯示開放多少「張」，亦可以使用「件」數來輔佐資料。 

二、 建議以「質」為目標，非以「量」為目標。 

三、 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來看，開放越多越好，但仍頇以故宮本身
的開放政策、人力、態度為主；若是採取較為開放之態度，
就不應被 KPI限制。 

四、 可建立一機制，讓民間來提案或提出希望故宮優先開放哪些
圖檔。吸納民間的意見不失為一做法，但故宮仍擁有最終決
定權。 

五、 現階段，故宮的政策似維持在「有限度的開放」，未來有可
能會逐步開放或全面開放；屆時可尋求外力(資金、人力)
來協助或合作，推動開放。但開放的廣度仍取決於故宮本身
的政策。 

六、 應針對資料進行盤點及分級分類。列出審查標準，以評鑑資
料之開放優先順序；其中民間陳情是其中一個指標(非必要)。
就討論一議題(開放限制於 3張)來說，故宮亦可考慮建立一
開放標準：若符合該標準，就不受限於僅開放 3張；相反地，
若不符合該標準，就以開放 3張為限。 

七、 民眾發表意見是「陳情」，但故宮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該陳
情。若故宮認為該資料開放，會涉及不正常、不正當的使用，
抑是主控權將來不會回歸故宮，根據上述考量，皆可以成為
審件流程之要素，而非全面性接受陳情。 

決議： 

一、 以故宮的開放政策做為未來開放方向之依據，請業務承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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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召開院內「開放政策會議」討論並釐清方向，必要時可邀
請諮詢小組院外委員列席，提供建議。 

二、 下次會議業務報告應加入相關數據(如瀏覽人數等)。 

 

討論二：分級、分階段導入 CC0，建議可先從文物 Metadata 採用
CC0，下階段為 72dpi開放圖檔，擬請討論。 

一、 不建議使用 CC0，因為要讓使用民眾了解是台北故宮的藏品
及相對之 Metadata。惟使用 CC0 或 CC BY 仍頇回歸故宮本
身之政策導向。 

二、 承上述，一旦開放，即無法主張權利。就算是使用 CC BY，
也很難追究是否有符合授權條款(CC BY)使用，故頇謹慎思
考。 

三、 國外的 CC0，會有道德宣言，可參考。 

四、 Metadata(離線資料)除了開放出去，頇要求導回故宮的
Metadata(線上資料，與院內典藏系統同步)，以確保
Metadata的正確性。 

五、 Metadata 皆為研究人員的心血，建議要加以考量，適度地
開放 metadata 即可。結構性的資料(文物的基本資料)可使
用 CC0，若是文章類型的資料(文物的研究、描述)不甚適
合。 

六、 可於 Metadata加入「機關來源」欄位及資訊。 

七、 鼓勵研究人員發表文章及出書。 

決議：最基本、簡單的 Metadata(不含文物描述)可先導入 CC0，待
院內召開「開放政策會議」後，視本院之開放政策，滾動修
正。 

捌、臨時動議 

 Open Data 可以跟故宮本身的品牌經營串聯，使整體效益達到相
乘之效果；並且可透過「使用者分析」了解使用者端的相關以及需求
目的為何，以作為故宮內部討論之依據。 

玖、散會（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