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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於1960年代後半為了使圖書流通管道暢通，並力求出版品管理合理化，出版流通公

 司開始使用電腦，運用電腦管理首要條件必須配合一套有系統的書籍編號，於是，採用實施於

 日本國內之業界標準「書籍號碼」。日本出版界於1976年舉辦國際出版聯合(IPA)京都大會時

 才開始接觸ISBN號碼。之後，業界不斷的研究、討論並取得共識，於1980年日本書籍出版協

 會、日本雜誌協會、日本出版流通協會、日本書店商業組合聯合會、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日本圖

 書館協會等6個組織，併同學者專家一起組成「日本圖書號碼管理委員會」，決定自198^年1

 月起加入國際標準書號總部，於是ISBN取代了原來使用的書籍號碼，出版品開始加註lSBN號

 碼，並且以「ISBN」為基礎，再加上「誼者對象」、「發行形態」以及「內容」等三個分類號，

 此外，還標示圖書本身的本體價格(不含稅)，進而發展出「日本圖書號碼」流通於市面。該

 委員會於1991年更名為「日本圖書號碼管理中心(^apan ISBN Agenc^)」，該中心之權責除了與

 ISBN總部訂定契約外，有下列幾項^(^)宣導及管理、訂定並發佈日本國內出版者申請ISBN

 頤口及手冊。(2)出版者識別號之管理。(3) lSBN申請之窗口及執行號碼編配作業等。

 國際標準書號(^ntermat^ona^ Standard Book Nu^nber7簡稱lSBN)除了可做為圖書唯一的識別

 在龐大數量的出版品中依ISBN號碼快速的辨識該出版品，確認每份出版品屬於那個國

 家、那個出版者及出版品的題名等等相關資訊，國際標準書號是個有系統且可提供簡易、快速

 檢索出版品的基準。．一-．-‥…．^     l「

 原國際書號一組為10碼，為因應國際間圖書出^1SBN978-4-949999-08-3i^

 版量大幅增長及與商品條碼結合，ISBN總部宣佈自"．．．--．-‥^．，．^-^;--．;-…;．'I

I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全面貿施13碼新制;每紐國呻品糾^沁吱睪痢喊^^檢上蒜^
 際標準書號是由13位數碼組成，分為前置號、群體一一^-^T．"群體誠月叮號ll
 識別號、出版者識別號、書名識別號及檢查號五個單""-""'涵磊哉^^號^

 元。其組成結構如右圖示例說明:．ISBN號石馬結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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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為符合圖書館販賣通路之需要，圖書上除了標示ISBN外，再加上C開頭的4鵬分類

 號，此分類號決定該出版品在店面上所展示的位置，類號後標示該出版品之本體價格(不含稅

 之價市卻馬)，如:分類記號: C2^^^，價格碼:芋1143E o

 日本圖書年出版量約6、7萬冊，近年來圖書與電子書更有增無減，依日本總務省統計局

 2012年最新出版統計日本紙本圖書2009年出版量為80,776冊(78,501種);除了紙本圖書之出

 版外，根據《日本出版年鑑》顯示2003年電子書出版約18,000件，2005年約50,000件，2009

 年更高達597,718件(26,474種)，如此大量出版品需要一套有效之編碼及流通管理資料庫。

 由於日本圖書資料通路與ISBN緊密結合，出版品若沒有申請ISBN無法在日本國內販售，

 雖然如此，對於可申請ISBN的出版品仍有其發行型態的限制，依日本圖書號碼管理中心管理

 委員會所製定的手冊規定，ISBN給號的適用對象如下:

 ．印刷裝訂之書籍(雜誌、新聞及定期性出版之刊物等適用ISSN，不在申請之列)。

 ．漫畫或書籍如雜誌般長期流通於市面?(含訂購、出貨及退貨流程)符合以上條件者必須甲

^f lSBN o

 點字出版品。

 微縮出版品。

 電子書或直接將書籍數位化且公開發行之出版品。

 以錄音帶或CD形式公開發行之有聲圖書。

 地圖(-般單張印刷品不可申請ISBN，地圖例外)。

 出版品內容以書籍為主要構成要素，結合文字、圖像等複合式媒體出版品(指以書籍為主體，

 同時發行與書籍內容相關的CD ^ DVD等多媒體製品者)。

 不適用ISBN的出版品，例如:

 雜誌、新聞、定期刊物等，這些刊物屬於期刊類型，適用於申請ISSN^

 內容為宣傳、宣導、廣告等只有短期效益之小W子及印刷品。

 記事本、日記、月曆。

 樂譜。

 沒有封面及本文的單張印刷複製藝術品、海報及卡片類。

 音樂CD、電影DVD o

 個人的文件(履歷書、個人資料等)、原稿。

 電子佈告欄、網頁、部落格、電于郵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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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次申請ISBN之程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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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本申請ISBN流程圖。

 (二)提出申請後之確認事項及作業時間:

 提出申請ISBN後，必須先確認申請書上所有項目是否正確，是否有繳費收據影本等，並

 致電該出版社的號碼管理人員，確認甲話之出版品及所填內容無誤後始正式受理，作業時間從

 受理日起15個X作天(不含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及管理中心所訂定的夏季休業及年末年初

 等);由J叭完成ISBN編配後，透過宅急便逕送登記證明至申請單位。由於該中心一律依照既

 定程序處理，沒有所謂的「急件」，因此，出版社必須掌握送件時間。

 (三)費用

 各國成為國際標準書號總部會員必須繳交年費，日本所需繳交年費為18,000歐元(約日幣

 250萬圓)，由於日本圖書號碼管理中心為財團法人，無法自行負擔所有年費，因此，申請ISBN

 荃．鹵'嶄-．善"渣'-罰，肖荊";．35



 之出版社必須一起分攤費用，費用以5年為單位繳交，再依出版數量計算如下表1 :

 表1 :日本申請ISBN費用計算(20^2年2月23日臺銀匯率，^日圓二0．3307新台幣)
 ;一-"^一"'^^^^…一"-^^""""^@@"-"^"一""…"，一^^^^"^一^""，"二""'…""^^一…，-

 ii出版者(依ISBN位數碼分類)費用

 ̂i2位敗號碼之出版者84,^00日囤^含稅^，約新台幣27 .779元

 i: 3位數號碼之出版者42,000日固^合稅^，約新台幣^3,889元

 ̂  4位數號碼之出版者2^ l000日圜^含稅^，約新台幣6，945元

 ．5位數號碼之出版者^0,500日圓^合稅^，約新台幣3．472元

 ̂ 6位數號碼之出版者4．200日囤^含稅^，約新台幣，，389元

 H^位數號碼之出版者2．^^0日圓^含稅^，約新台幣695元

 出版社所申請之出版者識別號及書名識別號若使用完畢，必須與管理中心確認後再行中

 請，出版品發行後必須送存至國立國會圖書館。另外，出版之圖書若不流通於市面上不須申請

 書籍JAN (Japanese曲ti^^e Number)號碼，若書籍將同時流通於市面上可在申請ISBN時，同時

 向財團法人流通系統開發中心申請，申請之程序及費用另計。

 電于書之發展已成為全球趨勢，電子書於日本國內更是蓬勃發展，因此，對於電子書之

 ISBN號碼編配非常積極，2004年ISBN年會上決定「對於網路上的內容(電子書等)給予

 ISBN的基準[指引]」，日本圖書號碼管理中心管理委員會整合該指引及該中心於2005年5月

 所公佈的「網路上的內容(電于書等)給-^ ISBN的基準」為基礎，於20^1年7月公開發表

 「電于圖書申請ISBN之應用，。2010年1^月國際標準書號總部公佈「針對電于書及其"應用口

 給予ISBN的準則指引」，此舉不但解決電子書ISBN編配之窘境，同時也使電子書可順利於市

 面上銷售。

 對於網路上的數位內容(電子書等)相關說明如下:

 1．所謂的電子書指無法讓使用者自行編集書籍之內容，且禁止改編或更新之出版品，此類數位

 出版品可給予^SBN號碼。網路上的電子雜誌則不在申請之列。

 2．將已出版之書籍出版品以電于書的形態發行，可給予與原始書籍不同且全新之ISBN。亦可依

 電子書檔案之不同給予不同之lSBN o

 3．電于書之ISBN號碼原則上應以肉眼可辦試之大小置於書名頁或封面上。

 由以上說明可見，凡符合該出版品為流傳於網路上的數位內容，擁有特定題名且符合各種

 ISBN申請條件者也可申請ISBN。(若不在下列條件者則參照原ISBN申請相關規定勺

 (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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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國際標準ISBN申請之適用範圍。

 非國際性指定可申請rSBN者，如下列各項:

 長期更新之線上資料庫等，且更新之資料可被檢索者。

 促進販售品或廣告。

 電子佈告欄。

 電于郵件或其他電于通訊。

 檢索引擎。

 私人文書(個人履歷或自我介紹等資料)

 排程、日記、部落格。

 2．非雜誌。

 網路雜誌等(定期刊行物)類不在lSBN申請對象之列。

 可從已發行之紙本雜誌題名或目次檢索內容、可供下載並可閱讀者歸於「雜誌」類。

 又、一題名中擁有一個或複數個內容，該內容定期更換(連載)者亦歸於「雜誌」類。

 )出版者應盡之義務

 ̂．標示ISBN

 原則±^SBN必須以可辨識大小標示袖題名頁或第一頁。

 記載方式除ISBN外，由出版者判斷是否需要標示分類及價格。

 另外，將已出版發行之印刷品以影像方式提供到網路上者，為避免混淆必須將原ISBN

 刪除。

 2．出版者必須盡到標明各項相關資料之義務，如:地址、電話、電子郵件等可讓讀者連絡

 得到的資訊。又、各項聯絡資料變更時必須即時更新，並且與圖書號碼管理中心聯絡。

 3．負責給予並管理書名識別號

 出版者被賦予管理書名識別號的責任及權限。

 電子書之主要活用範例如下:

 1．文件格式以不同形式表現，依國際共同商議結果，針對每個格式可考慮發出單獨ISBN-

 出版者必須掌握每個文件的格式分類，可確實管理每個出版品。

 2．該文件格式(如微軟的Word 98 ^ 2000 ^ XP ^ 2003 )可視為不同版本。必要時出版者必

 須盡到號碼給號之管理責任。

 3．已經發行的印刷形式出版品，原則上每一巷必須給一個ISBN號碼。但也可根據需要分

 割或合卷，如:原單行本出版5冊，出版文庫本時分割成8冊籍，反之亦可。

 4．刊登在雜誌上之文章或論文，若單獨給予題名也可申請ISBN，但不可直接使用雜誌名，

 全，國．．新。薯，資'、訊"月刊";．37



 若使用雜誌名則被視為期刊，不在^SBN的申請範圍內。

 以上為日本圖書國際標準書號之編配管理與運用現況，綜觀我國與日本對於ISBN之管

 理、給號標準大致相同，但是，由於國情與出版狀況有異，因此有些詐出入。目前，除了紙

 本圖書^^^^^編配外，國家圖書館亦已於20^1年11月4日發佈「國家圖書館電子書國際

 標準書號申請作業原則^ (http://ebook.nc^.edu.tw/ebookDepositNcI/modu^es/depos^tTuto「ia^Deta^^.

 js^^?id=2&appCode=C2)，對於電子書編訂ISBN的適用範圓、編訂原則、顯示與印製位置和電子

 書章節辨識碼之延伸應用等均予以相關規定。另外，為提供出版者申請時之便利性及減少出版

 者之負擔，我國之給號時間比日本快速許多，而lSBN國際總部之年費，目前由國家圖書館國

 際標準書號中心全額支付。對於出版品(合紙本、影音資料及電于書……等)送存至國立國會

 圖書館，此舉與我國出版品送存至國家圖書館相同，送存之出版品將做為國家重要文獻長期典

 藏，國家圖書館透過各自建資料庫及電子軸等發送各新出版訊息，提昇國內出版品之國、內外

 能見度。"．'"

 ̂．日本因書]一卜管理也少9 ? (^apa^l lSBN Agency )。上網日期: 20^^年8月8日，檢自: hlttp://^n斗^w.isbn-

ce^lter.jp/^ndex.htm^ o

 2^ISBN國際總部(Internat^ona^ ISBN Agenc^)   0上網日期: 20^^年8月^0日，檢自: h^^p://www.^sbn-

internat^ona^.org/?

 3．^日^總務省統計研修所編集(20^2)。第六十一回日本統計年鑑．平成24年。上網日期: 2012年2月2^

 日，檢自^ http://www.Stat.go.jp/data/^)enkan/index.^)t^n o

 4．^日^出版二二一只。出版年鑑2010。上網日期: 20^^年8月2^日，檢自^ h^tp://www.news.net/b^og/

arch^ves/20^0/05/2010 l.htm^ o

 5．曾塑賢(20^^)。電子書的國際編碼管理。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編，數住資源管理與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研討會論文集(頁1-^0)。臺北市:編者。

 5．[日]國立國會圖書館出版品寄存途徑。上網日期: 20^2年3月^日。檢自^ http://www.nd^.gojjP/Jp/aboutus/

depos^t_O^ftow.^]tmnl/ g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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