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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遠道而來的宋怡明教授、小池聖一教授 

各位學術界的先進、各位女士、先生、朋友們 

大家早 

  

首先，竭誠歡迎大家前來出席國史館此次的「國史館檔案與歷史研究」研討會。 

    國史館於 1957年在台灣復館，到今年正好一個甲子六十周年。在這六十年間，

國史館陸續從各政府機關移轉而來不少檔案，如今累計已有 98個全宗，估計達

4700萬頁。這是我們國家的珍貴資產。 

    檔案，可以做為政府行政的參考，也是提供法律認證的材料，當然也會是學

術研究的對象。因此歐美先進國家都有相當長久，而且相對完備的檔案管理制

度。我國也在 2002年開始施行『檔案法』，邁入了檔案管理的新階段。但不可

諱言，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我們還在起步階段，很多制度、作業規範都有待陸

續建立起來。 

    本人自去年 5月 20日就任以來，致力於準據我國『檔案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檔案管理的相關法令，建

立國史館的檔案管理制度。這段期間，我們用了半年的時間，將本館典藏，受到

各界重視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也就是俗稱的『大溪檔案』，共 26萬件逐一

檢視，將其中的機密檔案 16萬件，送請原機關審酌解密，並在檢視、處理檔案

中的個人資料之後，將檔案內容上網，提供無國界的公開。目前，除了『大溪檔

案』之外，『國民政府檔案』及總統文物中的部分公務類照片，也已經上網提供

使用。為了讓大家可以整體地瞭解本館的收藏全貌，我們也出版一本『國史館現

藏重要檔案史料文物概述』(這應該已經放入這次開會的資料袋中，請大家指

教)。同時，我們也逐「件」地改善大溪檔案之目錄的內容描述，並出版書本式

目錄。將檔案目錄做到「件」的層次，有助於使用者更精準的檢索到需要的檔案，

因此我們將陸續地將『國民政府檔案』也做到「件」的層次，接下來並將逐件改

善蔣經國總統檔案目錄的內容描述。我們也在今年一月起推出新版的檔案文物檢

索系統，提供使用者簡易友善的使用介面，透過這個新系統大家也可以瞭解我們

對於每一個檔案全宗的整理進度。 

    以上的各種興革，都是為了一方面符合本國法令的規範以及國際上檔案管理

的普遍原則，一方面也在具體地落實政府資料開放的政策。 



    本次研討會，我們邀請國外學者來跟我們談外國檔案管理與歷史研究的經

驗。我們也邀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來主持一個「檔案應用之回顧與前瞻」的座

談會。我國的檔案管理行政雖然比起歐美先進各國，起步較晚，但充分借助新科

技的幫忙，或許我們可以迎頭趕上，甚至後來居上。當然，今年正值本館在台復

館 60週年，因此我們也安排了前輩同仁回來敘舊，傳承經驗。至於，國內各位

學者專家則從各自的專門領域，為我們提供檔案與學術研究的經驗與課題。相信

這是一次兼具回顧經驗與前瞻未來的研討會。 

    最後還要再次感謝總統的蒞臨指導，各位國內外學者先進的撥冗參與。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