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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因為學術雜誌漲價，造成日本的大學停止購買學術雜誌現

象。因為無法維持重要資訊來源的學術雜誌，2008年4月10日綜合

科學技術會議上，日本學術會議會長金澤一郎向日本首相福田提出陳

情，大學等獨立行政法人不斷發出沉痛之聲。 

山口大學圖書館在 2007 年底停止與斯普林格雜誌出版社訂購契

約。雖然大學只是刪減日幣壹仟數百萬円的經費，卻因為導致無法購

讀約1,300冊的電子雜誌現象，而必須由研究者個人自費購讀。 

不分理系、文系，閱讀學術雜誌都是了解過去研究成果及獲得最

新研究動向的第一步。大學如果無法閱讀學術雜誌，勢必影響研究基

礎。山口大學丸本卓哉校長表示，想買學術雜誌卻無法購買，這種情

況將會影響及研究根本。 

其他大學也是相同情形，採取共同便宜價格聯合一次購買複數雜

誌，或者在網頁免費登錄學校獨自收集的論文等對策。但是，在研究

費、論文數量逐漸增加的同時，大學圖書館的經費預算卻是呈現删減

傾向。雜誌價格每年以5至8％的幅度持續漲價，大學各種因應努力

也是有其限度。  

雜誌漲價的主要原因，就是紙媒體與電子媒體同時發行，而造成

出版社製作成本的提高。隨着研究領域的擴大，雜誌的種類也增加，

目前有2,000家以上的出版社發行2萬種以上的雜誌。購買雜誌費用

日益膨脹，2004 年度日本各大學購買外國雜誌費用高達到日幣 334

億円。 

國立大學圖書館協會2008年4月發表聲明指出，在財政困難情

況之下，各種因應努力己達到限度。利用學術雜誌的環境即將面臨崩

潰毀壞等局面。國立大學協會在2008年2月向日本文部科學省（教

育科學部）建言，指出這不是單一所大學的問題，希望以國家整體進



行檢討。 

2008 年 5 月，在東京大學所召開大學與出版社雙方同時出席的

學術雜誌研討會中，要求國家增列預算的意見接二連三，然而解決這

個問題恐怕不是那麽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