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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期許、新秩序：《臺灣博物》2020-2023的轉向與新象
Sustainability, Prospects and New Order: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New Scopes of 
“Taiwan Natural Science” from 2020 to 2023

《臺灣博物》季刊創刊迄今已屆四十年，在歷經時代風潮與刊物形制的變化下，維
持博物館知識傳播與教育推廣不變的初衷。尤其近年來社會趨勢、傳播生態迅速
變動的影響，也讓刊物思索如何適性調整的面向，本文以2020年至2023年為範疇，
聚焦《臺灣博物》回應當代議題的轉向與新象。

前言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以「臺灣現代知識的啟蒙地」作為推展意旨，呼應此關鍵角色，《臺灣博物》

季刊（以下簡稱本季刊）於 1982年首期發刊以「增進人們對所處環境的瞭解與認識」、「讓大家認識博物館的重要
性……而能充分的加以利用」、「引發青年朋友們從事科學研究的興趣」，以及「介紹本國的事物為主，培養大家愛
護自身生存環境」等四項宗旨為已任。自創刊迄今，40年來出刊總數已達 160期，其發展不僅有助於專業人士分享
研究成果，更有來自不同領域的作者投件，促進跨學科的合作；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傳播生態的迅速變
化對本季刊造成新的影響，做為博物館與大眾之間的中介角色，在顧及刊物發行初衷、與博物館連結性、知識傳
播強化量能的並行思維中，如何轉向與如何形塑新象成了重要命題。為讓讀者進一步瞭解本季刊這幾年的相關變
化與思考，特別聚焦在2020年至2023年變化較大的四年期間，刊物因當代社會演變而相應變化的面向做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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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永續的新思維： 集中數位發行與知識推展價值實踐
做為知識推展的重要基地①，本季刊發行的兩大特色，其一為對外徵稿而成為知識與新訊的交流平臺，其二則

是著重知識推展的廣度，除授權國家圖書館、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等期刊資料庫收錄及上架數位電子檔外，亦將
紙本期刊寄贈圖書館及學校等教育單位。然紙本期刊因印製成本、流通管理或收納空間的先天劣勢，在數位潮流時
代備受挑戰，經查《雄獅美術》、《幼獅文藝》這兩本出刊歷史至少50年以上的藝文期刊皆在2023年響起熄燈號，「雄
獅圖書」的創辦人更坦言面對閱讀世代革命②的紙本困境；國家兩廳院於1992年發行首期的《PAR表演藝術雜誌》，
也宣布將在2024年3月後不再發行紙本，全面改為數位閱覽，並強調「數位化是為了讓更多人可以閱讀」③。

本文聚焦2020年至2023年《臺灣博物》季
刊因應當代社會變化的轉向與新象
（圖像為此期間出刊期別的封面設計與當
期專題，其中第159期可見朝向數位發行
上架電子書商務平臺之推展）

① 《臺灣博物》季刊自第 129期（2016年）起於封面刊名套用「臺灣現代知識的啟蒙地」副標，更進一步呼應了此知識推展平臺的定位。
② 50年「雄獅圖書」走入歷史！創辦人：面對閱讀世代革命 無能對應（2023年8月4日）。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266/7347546
③ PAR表演藝術雜誌紙本2024年停刊 數位化延續生命（2023年 11月6日）。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31106033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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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刊自第 159期起全面數位發行，除能促進知
識推展並讓內容保存得以綿延發展，同時也呼應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在出版品製作與發行過程能預防、減少廢棄物
與化學物的產生，以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本季刊過去
亦不乏提倡環境教育議題與因應氣候變遷相關作為之
專題企劃，如第 150期專題「大地的變奏曲⸺譜寫人
與自然的新關係」刊載了〈從關心到行動⸺如何聰明
地與水共存〉，即聚焦與民生不可分割的水環境，以
數位科技及融於生活中的智慧行動，應對或防範氣候
急遽變化下的抗旱與淹水，提升人們對環境災害的警
覺意識。為檢視數位發行的永續效益，本季刊試算紙
本印製的碳足跡④，主要就紙張、印製、印刷廠供貨
運輸此三大項目進行估算⑤，每期產製紙本季刊的碳
排放（CO2eKg）為602.24公斤。即全面採數位發行後，
本季刊每年粗估可減少碳排放量至少為 2,409公斤（約
2.4公噸），相當於免除了200棵樹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
量⑥，為善待地球盡一份心力。

此外，為深化傳播力量，順應時代數位趨勢與博
物館數位轉型，本季刊也致力於知識流通的永續性與
近用，拓展刊物知識資源公共化，在博物館數位轉
型、善盡地球環境永續責任，以及結合群眾數位生活
與閱讀行為等面向思索並持續實踐。因而於2023年9月
之後停止紙本印製，轉型為集中數位發行並持續開拓
數位閱讀服務。

順應趨勢的新定位： 擴大議題討論與文章徵集範疇
檢視過去本季刊專題多以臺博館當期的展覽為規

劃方向，主要收錄展示相關之典藏、研究推廣等文
章，然而自第 146期（2020年6月出版）起，本季刊有感
於刊物定位應提高層次並去除本位的侷限性，進而從
擴大主題內涵開始調整：當代社會、博物館關注的多
元議題都成為每一期的主題概念，回應本季刊推廣文
化、自然、博物館知識宗旨的同時，希望能讓讀者感

《臺灣博物》季刊不時推出與環境議題密切關聯之專題企劃（自左至右分別為出刊期數第150期「大地的變奏曲⸺譜寫人與自然的新關係」、155期
「水際線⸺進退之間」、158期「行動進行式，永續未來式」）



2023 TAIWAN NATURAL SCIENCE　VOL.42 (4)

Special Reports    

73

受本季刊的新思維與新高度。以第 148期為例，為呼應
博物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蛻變的動態發展過程，以
「變•動⸺未來，博物館不缺席」為主題徵稿，透過
不同國情、社會氛圍與政經條件下的博物館多樣發展
經驗彙編，帶領讀者更廣博地認識當代博物館面對的
挑戰與可能性。

關於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對當代博物館定義的討論，如
2019年提出博物館「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
「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蒐藏、保存、研究、詮
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瞭解」，2022年則通過目
前最新定義的版本，強調博物館是「向公眾開放，具有
近用和包容的特質，促進多樣性及永續發展」，均反映
出對於「公共性」及與「社會脈絡」連結之重視。本季刊

作為傳遞知識、與大眾溝通連結之刊物，亦在這樣的
脈絡中逐步更加回應公共性。如各期專題企劃過去主
要由編輯部邀請具主題相關經驗之專業人士撰寫，但
為擴大徵集範疇，針對專題內涵有更多元、更深入的
討論，近來調整為廣徵大眾觀點，透過大眾自由投稿
納入專題企劃之收錄，打破學術領域的壁壘，實現知
識的多元性與廣泛傳播。調整徵集模式迄今，經編輯
部觀察，專題內容涵蓋面向日趨多元，且可能出現更
豐富且深刻的議題觀點。以第 146期「博物館的社會責
任」專題徵稿為例，專題各篇章分別自公共社會議題倡
議、視障友善平權推廣、非典型教育推廣、展覽詮釋
變化、當代典藏責任、地方參與及文化風俗等議題回
應主題⸺「博物館的社會責任」，亦反映當代博物館
社會角色的多樣化。

專題企劃自第146期調整擴大稿件收錄範疇，增加對一般大眾徵稿；為使徵稿資訊觸及多元受眾，提早製作徵集宣傳圖於臺博館社群平臺發布

④ 碳足跡：產品或服務在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總和，以CO2e當量表示；本應就產製、銷售、發行、運輸、管理等步驟進行總
和計算，然此處部分環節於評估階段較難取得量化數值，故僅就最耗費物料及能源的生產項目進行估算。

⑤ 採用一級活動數據，且暫不計每期寄送銷售點、寄贈全國公共圖書館與大專院校等運輸所產生之碳排放。又，Coe係數取用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節能減碳資訊平台（https://saturn.sipa.gov.tw/SPAEPI/carbon1.do?&fmeLv1Id=5cf6ff61-1f23-4f47-8f58-
59b227637629&fmeLv2Id=72ff7cc3-72be-409b-beb3-4265c1fb2ded）以及行政院環境部環境資料開放平臺（https://data.moenv.gov.tw/dataset/detail/
CFP_P_02）相似項目之Coe係數。

⑥ 以紀念林為例，每年每棵樹約可吸收 12公斤的二氧化碳。參考自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http://www.eqpf.org/sf/3-1.htm

https://data.moenv.gov.tw/dataset/detail/CFP_P_02
https://data.moenv.gov.tw/dataset/detail/CFP_P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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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群眾的新傳播： 閱讀模式的趨勢與轉變
受當代數位科技發展影響，知識傳播途徑、資訊

取得管道及閱讀行為模式已隨之改變。參閱國家圖書
館《111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110年臺灣
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顯示，近2年紙本書籍與電
子書籍出版數量相較，出現「紙消電長」趨勢⑦；過去
以紙本圖書出版為主流型式，現今也出現電子書出版
逐漸成長的現況⑧。又依據國立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
館統計系統」2020至2022年全國「全年圖書資訊借閱冊
數」統計資料，「電子書借閱冊數」分別為407萬冊、818

萬冊、933萬冊，呈現近年群眾於公共圖書館電子書借
閱冊數逐漸成長趨勢⑨。

數位出版品、電子書籍的推行已行之有年，縱然
就圖書出版類型而言，目前實體圖書出版數量仍占多
數，但電子書的發展確實不容小覷。數位媒體與載具
推陳出新，資訊以更多元形式和管道傳遞，尤其在人
手一機的生活模式中，資訊隨時有、資訊帶著走，
當知識不再受限於實體圖書為載體，群眾的圖書消
費及閱讀習慣也產生轉變。尤其在 2020年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之下，無實體、無接觸式的
需求，也讓數位化出版的發展備受關注。

檢視本季刊過去於數位推行的發展，可分四方面
簡述：（一）2011年與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合作，依據本季刊取得作者著作授權利用情形，授
權部分卷期（第 109期至 120期）之文章予該系統，進行
數位化典藏、提供公眾瀏覽及下載利用；（二）自第 113

期（2012年3月出版）起，增加數位化資源推展，將各篇
文章以PDF格式發布於臺博館官方網站⑩；（三）2015年
起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線上圖書館」合作，採非
專屬授權方式，依取得作者著作授權利用情形，將第
113期之後的出刊文章，收錄其資料庫；（四）2021年響
應國家圖書館提升期刊雜誌文獻資料開放線上利用、
知識資源共享，本季刊擴大自第 149期（2021年 3月出
版）之後的出刊期數，採非專屬授權方式，依取得作者
著作授權利用情形，將文章全文影像納入其系統，透
過網際網路提供公眾檢索、瀏覽及利用，以期加乘知
識傳播與及影響力，發揮公共資源價值。

依據 2023年 11月臺博館官網紀錄估算，本季刊自
第 113期至 158期，每期平均累計點擊次數至少達2,240

次⑪；又以本季刊授權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線上圖
書館」之文章被下載次數來看，2019年至2022年分別為
1,892次、2,270次、3,426次、3,616次，據此推估本季
刊數位形式的受眾範圍較實體受眾廣，且數位資料使
用群眾漸增。

⑦ 國家圖書館（2023）。111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頁2）。https://isbn.ncl.edu.tw/NEW_ISBNNet/main_ProcessLevel3.php?Ptarget=253
⑧ 國家圖書館（2022）。110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頁41）。https://isbn.ncl.edu.tw/NEW_ISBNNet/main_ProcessLevel3.php?Ptarget=253
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動態圖表分析－年度圖書館重要資訊https://publibstat.nlpi.edu.tw/Frontend/Dynamic/ImportantInfomation#tw

（檢索日期：2023年 11月28日）
⑩ 國立臺灣博物館網站－出版文創－出版品－期刊－臺灣博物季刊。https://www.ntm.gov.tw/publicationlist_214.html
⑪　 《臺灣博物》季刊自第 113期起於臺博館官網提供各篇全文數位檔案，故此處以 113期之後出刊期數作統計點擊次數（檢索日期：2023年 11月 15日）。

2019年至2022年《臺灣博物》
季刊單篇文章於華藝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資料庫被下載次
數（資料來源：華藝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經本文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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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上 館 《臺灣博物》季刊文章下 數 文章下 數（ 格式）



2023 TAIWAN NATURAL SCIENCE　VOL.42 (4)

Special Reports    

75

《臺灣博物》季刊轉製流動式EPUB電子書，不僅使內容能依不同載具而作相應呈現，也賦予使用者能依自身閱讀習慣或喜好而調整樣式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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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季刊而言，在評估環境資源永續，使用者檢索、閱讀與收存習慣趨向數位化，且數位檔案保存相對容
易，使用年限較不受限制，更便利公眾觸及與公開取用（Open Access）等因素後，2023年第 159期起同時採行電子
書EPUB及PDF格式雙軌發行，並與資料庫平臺、電子書城合作，藉此確保取得管道的便利性⑫，也能夠觸及更多
不同的閱眾。在維持既有數位PDF格式之外，增加EPUB發行格式，係期望提供使用數位閱讀器或行動裝置者更為
友善的選擇。未來亦將持續拓展與其他資料庫平臺合作，擴大本季刊知識推廣效益。

直觀設計的新視野： 美術設計與服務多元
有別於過往較常使用臺博館既有的展覽元素（如展覽主視覺、展場照片）作為本季刊封面、扉頁、內頁設計素

材，自第 145期（2020年 3月出版）起，調整為以當期專題為主題，由美術編輯重新設計、繪製相應的視覺呈現；另
亦將當期收錄之專題文章標題納入封面，以期在封面設計及刊物整體閱讀上，更具有當期專題所欲傳遞的概念。

除了美術設計的調整及刊物品牌視覺的強化，為提供讀者更舒適的閱讀體驗，本季刊在這四年間持續透過內
頁圖文版面空間及配色優化（包含段落文字間距調整、圖片色彩校正、圖表優化等），以及嘗試以更多元方式排
版設計，增加刊物易讀性、趣味性及美感，期能成為一本具豐富知識並能舒適閱覽的科普刊物。因應全面數位轉
型，在排版設計更強調易讀與直觀；也可讓讀者體驗電子書文字轉語音的功能，亦是服務多元族群以回應當代文
化平權概念。

綜上，本季刊在2020年至2023年的思考轉向與實踐新象，體現了做為一本博物館季刊對於知識推廣的堅持和
對於社會變革的適性調整。在數位時代的挑戰中，本季刊以永續發展的新思維、擴大議題討論的新定位、關注群
眾的新傳播，以及直觀設計的新視野，為讀者提供更為豐富、多元的知識體驗，期許在新的學海秩序中繼續發揮
其重要的角色，回應當代社會的變動是我們唯一的不變！

⑫ 如與電子書城合作下，不受限時間空間限制，讀者得以隨時自行選擇購買或租借。
⑬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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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期封面及內頁美術編輯設計以「臺北市街全圖1919」⑬臺北舊城區地圖、現今道路街區、騰雲號為元素繪製，呈現鐵路發展歷程蘊含臺灣現代
化脈絡

電子書的語音朗讀功能對使用者來說，多了一種閱讀形式的可能，也能服務不同需求的族群（擷圖自Readmoo讀墨電子書平臺《臺灣博物》季刊第
159期試閱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