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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位授予法」修正通過之我見

王宏德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助理編輯

為端正學術倫理風氣，因應數位時代資訊數位

化整理、存放載體改變、傳輸與儲存等趨勢，及利

於學術成果的傳承分享，歷經24年的努力，終於在

民國107年11月9日，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第8次會

議三讀通過我國「學位授予法修正案」，並於107

年11月28日由總統令華總一義字第10700129041號

公布。對於此次修正通過的學位授予法條文，筆者

由下列四大面向說明其時代意義：

一、資料型態

對照102年6月11日所公布的舊法條文，僅在第

6條中提及「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研

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然而，在本次所通過的修正條文第

7條與第9條中，分別針對碩士與博士學位提出「藝

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博士班，其學

生碩、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

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校

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以作品、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

替碩、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簡言

之，此次修法的重大變革之一，便是可以作品取代

過往之紙本學位論文，除了擴大實務應用與多元價

值之外，同時也宣告我國的學位論文資料型態正式

邁進影音多媒體新紀元。

二、送存典藏

學位授予法自民國24年4月22日由國民政府制

定公布以來，歷經43年6月4日、48年4月1日、61年

5月27日、66年2月3日、72年5月6日等5次修法，均

未於法條（含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內指定我國學

位論文的法定送存機關（構）。早年教育部將各校

繳交之論文移交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中心

（以下簡稱政大社資中心），撥專款補助整理，該

中心也曾是收藏國內論文最齊全的單位，截至民國

83年4月2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2235 號令修正

後，始首次於法條內明訂國立中央圖書館（本館的

前身）為我國學位論文之法定送存單位，此後，多

數大學僅將學位論文送交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

圖），而不再寄送政大社資中心。對照舊法，對於

學位論文的送存與典藏，僅於第8條規範「博、碩

士論文應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

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保存之」。然而在本次所通

過的修正條文第16條當中，則擴大學位論文強制送

存國圖典藏的法源「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

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

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

圖書館保存之」。簡言之，此次修法的重大變革之

一，便是明確規範紙本學位論文與電子學位論文必

須強制同步送存國圖之法源，同時也正式宣告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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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之典藏全面邁進電子媒體的新紀元。

 
三、開放利用

對照舊法條文，並未直接於學位授予法中賦

予國圖於館內提供紙本論文或電子學位論文供眾

公開閱覽之法源，長期以來，均是引用著作權法

第15條「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

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

著作」。然而，在本次所通過的修正條文第16條當

中，則擴大學位論文於國圖館內依法公開之的法源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

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

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

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

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

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此外，對

於所謂「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

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

供」的法條解讀，究竟機密的範圍如何界定？各大

學是否可藉此不提供紙本或電子學位論文給國圖？

對此，教育部於107年12月5日以臺高教（二）字第

1070210758號文，通函全國大學校院並做出說明，

旨揭「學位授予法修正後，學位論文應以公開為

原則，以利學術流通及分享，但涉及國家機密、申

請專利或法律另有規定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認定

後，得不予公開或於一定期間內不公開，爰各校應

就特殊情形訂有認定審議機制」。換言之，全國各

大學的紙本與電子學位論文皆須依法送存，並於國

圖館內依法公開；此外，對於「機密」的界定也明

文限縮在「國家機密」的範疇，而研究生的學位論

文若有涉及「國家機密」等特殊情形需主張公開發

表權者，各校必須訂定認定或審議機制，方可同意

該論文不公開接受公眾監督。同時，本次修法條文

第16條但書亦明文規範「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

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易言之，學

位授予法賦予國圖於館內依法公開、供眾閱覽之權

力，而不致因此影響著作權人之相關權益。因此，

此次修法的重大變革之一，便是明確規範紙本學位

論文與電子學位論文於國圖館內依法公開之法源，

同時也正式宣告我國邁向全民監督、共同打擊抄襲

與違反學術倫理的新紀元。

四、未來影響

近年來，國圖致力於蒐集國內學位論文書目及

電子全文，並鼓勵研究生授權開放電子全文，以為

民興利的服務理念，推動我國學位論文資訊共建共

享，使政府資源取之於民也用之於民。面對國內學

位論文涉嫌抄襲、造假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日漸

增加，筆者認為此次學位授予法修法通過，對於未

來將產生下列五項影響：

（一） 電子學位論文將繼電子書之後，成為另類之

熱門出版、閱讀與典藏形式，未來亦將衝擊

圖書館既有之館藏發展與閱覽服務政策。

（二） 學位論文依法公開之法源正式確立，並將不

公開或延後公開之並行要件限縮為經各大學

認定、審議通過，符合國家機密、申請專利

或法律另有規定等特殊情形者。對於過往動

輒以「寫得不好」、「公司機密」、「業

務機密」、「準備申請專利」、「準備投

稿」、「個人隱私」、「不想公開」 等理

由拒絕公開者，未來均不得再隨意藉故拒絕

公開接受全民監督。

（三） 藉由學位論文透明、自由、公開的傳播機

制，結合輿論與全民共同發揮監督與保護力

對於「學位授予法」修正通過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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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進而也可藉此保障作者的權益，遏止論

文抄襲與代寫歪風，讓心存僥倖者無所遁

形。

（四） 影音多媒體型態之學位論文、展演作品、技

術或實務報告將成為另類熱門焦點，擴大傳

統學位論文以學術研究為導向之範疇，而成

為民眾學術與職場生涯不可或缺的另類知識

寶庫。

（五） 藉由此次修法與法律所授予之職權，國圖對

內可協助各大學發展兼具長期保存與異地備

援管理機制之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將研究

能量向下扎根，提升國內學術研究風氣及品

質，對外則透過公部門網站展現公平、公

正、公開的超然公信力平臺，協助各大學與

研究生將學術研究成果向全球發聲，進而在

國際學術領域取得更高的曝光率、被引用

率、知名度與學術影響力。

綜上所論，未來國圖除了持續溝通與宣導，推

廣學位論文永久典藏與共建共享的理念之外，亦期

盼能結合各大學圖書館的力量，完整蒐集國內學位

論文書目資料及電子檔案，並鼓勵研究生授權上網

公開，共同為提升臺灣之國際學術能見度及影響力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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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江湖」原出於《莊子•大宗師》「相濡以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詞語的背後隱含了一段富

有人生哲思的寓言，引人參透。如今「江湖」已成

為華語世界武俠文學馳騁的不二場域。多少英雄俠

義、兒女情仇，蕩氣迴腸的故事傳說，都在江湖裡

滋生蔓衍。回望歷史，舉凡《史記》、傳奇話本、

章回故事甚至當代武俠小說，扣人心弦的情節裡都

有「江湖」的蹤影，不僅深深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華

人，更豐富展現了中國武俠文化的源遠流長。為

此，本館107年秋季續與國際知名半導體廠商—科

林研發（Lam Research）合作辦理閱讀推廣系列講

座，以「細說江湖—談武論俠話古今」為主題，自

107年8月4日至10月13日，利用週六的午後時光，

規劃辦理6場專題講座，禮聘6位國內知名的武俠學

術高手，帶領雅好武俠文學的讀者大眾，進入江

湖，從武俠文學的濫觴溯源一路到近現代武俠名家

作品介紹，一起徜徉刀光劍影的武俠文學世界。

二、各場次講座內容

（一） 8月4日，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

授、學生學習發展中心主任、世界華文文學

研究中心主任、王雲五基金會副董事長林明

昌教授主講：「以武犯禁的文化美學」，揭

開秋季系列講座的序幕。

曾淑賢館長為秋季講座揭幕 (107年8月4日)

自小習武，尤其精擅簡易太極拳，曾在海內

外傳授武術，長年鑽研武術文化的林教授先引《韓

非子》之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為大家

解題。進而回顧自身習武的過程，導出「武術」、

「武俠」概念的異同。林教授認為「武術」應該植

基於人類運動體能的改善；而「武俠」則蛻變自人

們的想像與渴望！因此「武俠」小說有了大幅發展

的空間，在歷史的進程中蔓衍繁殖、生生不息。演

講中，林教授更獨闢蹊徑，以《春秋公羊傳》的兩

則記事「趙盾弒晉靈公」及「南宮長萬弒宋閔公」

107年秋季閱讀講座
「細說江湖—談武論俠話古今」

孫秀玲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助理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