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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第二屆監事召集人選出 

本會第二屆監事召集人由陳瑞霖當選。（Reke 編） 

（二）感謝維基愛古蹟志工的貢獻 

2013 維基愛古蹟臺灣區賽事已於去年年底結束，為感謝工作同仁之辛勞，本會特頒發

每位志工感謝狀乙只與特刊乙本，於元月份陸續以掛號寄出。（Ch.Andrew 編） 

（三）本會與 MozTW社群合辦聯合尾牙 

本會與 MozTW（Mozilla 臺灣社群）於 1 月 24 日於寧夏夜市帝一火鍋舉行尾牙，席開

七桌。MozTW 的尾牙去年即在該場地進行，據兩年皆有參與成員表示，今年由於人數增

加、加上維基協會合辦，人數倍增。與會者在開席前即發下豪語，明年希望參與人數能再次

翻倍，展現台灣開放社群的成長！（Reke 編）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英國Wikimania 2014旅費補助開放申請 

2014 維基媒體國際年會（Wikimania 2014）將於 2014 年 8 月在英國倫敦舉辦，現已開

放申請旅費補助，期限自 1 月 8 日至 2 月 17 日止，有意申請者請盡速至年會官方網站填寫

申請書。 

此次申請評選標準將視申請者對以下三要件的符合程度，擇優錄取：一、屬於維基媒體

或其附屬組織之專案活動（50%）；二、屬於其他自由知識或軟體計畫活動（20%）；三、

對維基年會或維基媒體運動的興趣（30%）。（上官良治編） 

旅費補助說明：https://wikimania2014.wikimedia.org/wiki/Scholarships 

旅費補助申請書：https://scholarships.wikimedia.org/apply 

Wikimania 2014 官方網站：

https://wikimania2014.wikimedia.org/wiki/Main_Page 

（二）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公布年度報告 

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自 2003 年由 Jimmy Wales 設立以來，今年已邁入第十個年頭。

2013 的基金會年報主題為「分享學習，十年有成」（Ten years of sharing and learning），有

PDF 以及 wiki 兩種方便閱讀的版本格式。今年基金會的年報形式十分簡潔，共有兩頁大張

海報，正面為 2012 至 2013 年度的捐款收入支出與志工編輯成果、以及 21 位維基媒體計畫

參與者的心聲，背面則是基金會執行長 Sue Gardner 的年度總結、更詳細的收入支出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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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使用分配、以及捐款芳名錄。（上官良治編） 

相關資訊：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21/wikimedia-foundation-annual-report/ 

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年度報告： 

（PDF 版）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e/Wmf_AR12_v11_SHIP

_2pp_hyper_14jan14.pdf 

（wiki 頁，歡迎參與中文翻譯）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Foundation/Annual_Report/2012-

2013/Fron 

 

（三）維基媒體德國分會公布年度計畫書草案 

德國維基媒體協會（WMDE）於去年 11 月公布 2014 年度計劃書草案，將今年德國分會

的計畫項目、業務職掌、以及財務報表做了初步的規劃。（上官良治編） 

德國維基媒體協會年度計劃書草案： 

（英文）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eutschland/2014_annual_plan/en 

（歡迎參與中文翻譯）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eutschland/2014_annual_plan/zh 

（四）維基媒體的新社群商標政策公布 

維基媒體的新社群商標政策 1 月 19 日公布，本次新政策是專門為社群志工量身打造，

其特色為： 

‧ 列舉更多無需授權即可使用商標的新用途 

‧ 針對「合理使用」的情況做出更清楚的解釋 

‧ 簡化授權流程 

‧ 直白的語言 

‧ 人性化的排版 

‧ 增加更多有用的 FAQ 

本政策將提交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理事會討論，如順利通過，將取代自 2009 年以來採

用的舊商標政策。兩個版本的差異請參見下表。（Reke 編） 

相關資訊：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19/announcing-wikimedias-new-

community-centered-trademark-policy/ 

（五）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員工因有償宣傳編輯而遭解僱 

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社群方案評估協調員 Sarah Stierch 涉及接受金錢，在英語維基百科

條目編寫宣傳內容，日前遭到基金會解僱。 

基金會在去年曾針對 Wiki-PR 公關公司提供付費建立、維護或美化維基百科條目服務一

事，發出勒令停止函，並清除大批該公司擁有的分身帳號。未料在 1 月 5 日部落格

「Forgotten Bits」發布文章，引用 Sarah Stierch 在 oDesk.com 的個人頁面，裡頭宣稱只要支

付 300 美金，即提供個人維基百科頁面編修的服務。數日後，基金會發出公告解僱 Sarah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21/wikimedia-foundation-annual-report/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e/Wmf_AR12_v11_SHIP_2pp_hyper_14jan14.pdf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e/Wmf_AR12_v11_SHIP_2pp_hyper_14jan14.pdf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eutschland/2014_annual_plan/en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eutschland/2014_annual_plan/zh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19/announcing-wikimedias-new-community-centered-trademark-policy/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19/announcing-wikimedias-new-community-centered-trademark-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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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erch。 

是否容許「付費編輯」目前在社群中具有爭議。德國與瑞典都容許某些形式的付費編

輯，只要它們不違反維基的原則；不過，英語維基對付費編輯則有較嚴格的利益迴避規範。

基金會解僱的決定因此受到質疑，為何是跟隨英語維基而非其他語言版本的原則進行；此

外，付費編輯與一般正常編輯的界線並不明確，公司員工能否編輯自家公司的相關條目，目

前也頗有爭議。（Reke 編） 

相關資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1-

08/News_and_notes 

（六）維基媒體烏克蘭分會反對新版權法與電信法修正案 

維基媒體烏克蘭分會（WMUK）針對烏克蘭智慧財產局近期提出的多項法案表示深感

不安，認為其中包括一些嚴重的缺陷，可能會阻礙基於開放參與及不特定訪客自由編輯內容

之原則的網路社群。 

此組法案的危險之處在於，網路服務供應商（ISP）及域名註冊商，有義務在某些情況

下未經法院命令就封鎖網路存取。如果 ISP 收到有網站涉嫌違反版權的申訴，應將申訴轉交

給網站所有人。假如網站所有人未能於兩日內回應，ISP 應依申訴者的檢舉而強制封鎖網

站。此外，網站的資訊正確性在申訴流程進行中而尚未釐清的情況下，即使申訴人的檢舉可

能有誤，仍可強制封鎖網站。 

由於維基媒體網站一直以來都是開放給任何人前來編寫，法案的通過將造成維基編輯者

的壓力，需要隨時移除這些可能因此觸法的內容。（Ch.Andrew 編） 

維基媒體烏克蘭分會聲明：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16/wikimedia-ukraine-opposes-new-

copyright-laws/ 

（七）維基媒體德國分會要求與 FDC之間能有建設性的對話 

針對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資金分配提撥委員會」（FDC，中文暫譯）在各大維基團體

的募款核發流程的爭論，維基媒體最大的分會組織，維基媒體德國分會（WMDE）撰寫了

長篇的評論。 

在基金會的全球經費補助的核發機構中，FDC 是最主要的審核單位。FDC 完全由志工

組成，並且由基金會人員協助支援。在 FDC 負責的業務中，「年度計畫補助」（APG，中

文暫譯）是基金會對維基社群補助金額最大的一種補助案，補助總額可達近千萬美元，每年

核撥兩次。 

FDC 建議基金會此回補助給德國分會的金額是 1,296,000 歐元，而該分會原預算規模為

1,800,000 歐元，與原先預期的金額少了四分之一。FDC 認為此次德國分會之預算案，有許

多非核心業務的人事費用，比例應該著重於軟體開發人員而非予行政聯絡人員。但德國分會

認為這次預算與決算的大幅落差，將造成未來組織申請年度計畫補助時產生浮報預算、消化

預算等狀況，同時核心業務之定義也不明確，使得申請組織無所適從。（上官良治與

Ch.Andrew 編） 

相關資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1-

15/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1-08/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1-08/News_and_notes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16/wikimedia-ukraine-opposes-new-copyright-laws/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16/wikimedia-ukraine-opposes-new-copyright-law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1-15/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1-15/News_and_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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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維基媒體網站是否要採用 MP4？ 

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多媒體團隊正在徵求有關支援 MP4 影片格式提案的意見諮詢，

這種數位影片標準在世界各地均很普遍，而維基媒體網站目前未採納。 

支援 MP4 格式可讓使用者更容易瀏覽及貢獻影片，可繼續支援現有的開源格式 WebM

與 Ogg Theora。目前的開放影片格式在沒有安裝附加軟體的情況下，無法在眾多的手機裝置

及網路瀏覽器上直接觀看。影片貢獻者也受限於多數手機及錄影機所錄下的影片只有 MP4

格式的現實問題。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轉檔軟體比較缺乏而且不好用。 

然而 MP4 是專利限制格式（Patent-Encumbered Format），使用這樣的專有格式會悖離

維基目前的作法，也就是在維基媒體網站上只提供支援開放格式。並且這需付一小筆 MP4

授權費用。（Ch.Andrew 編） 

歡迎前往討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Requests_for_comment/MP4_

Video 

徵求修正意見書：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1/23/rfc-should-we-support-mp4-video-on-

our-sites/ 

（九）美教授出版專書探討維基媒體識讀教育 

來自西東大學的 William James Hoffer 與紐澤西理工學院（NJIT）的 Davida Scharf 兩位

學者所共同撰寫的大學教育書籍《教導大學生研究的成功策略》（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Undergraduate Research，中文暫譯）。此書試著扭轉學術界對維基百科的污名化。 

歷史系副教授 Hoffer 認為「對教師來說，認識維基百科的威力（並警覺其負面影響），

會比當個鑽地鴕鳥，來得好處多更多。」他指出畢竟學生無論如何都會使用維基百科。

Hoffer 鼓勵大學教師們可以把維基百科視做第三級文獻，去檢查頁面裡參考來源的有效性。

教授也說，目標是讓學生「把維基百科當成一切的起點，而非終點。」（上官良治編） 

由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 Marta Deyrup 與 Beth Bloom

撰寫的書評，詳見：

http://reviews.libraryjournal.com/2013/11/reference/wiki-literacy/ 

（十）瑞士港台三地教授合編維基與學校教育專書 

瑞士港台三地教授合編維基與學校教育專書《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於 2013

年 11 月出版，《維基之道》是德文原著的翻譯本，由瑞士伯恩師範大學講師 Michele 

Notari、瑞士 Univers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Schwyz（PHSZ）的 Beat Döbeli Honegger、香港

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朱啟華、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教授共同編譯。中

譯本另外收錄了兩個新的章節，分別談及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學校運用維基支援學習的情況。 

本書各個章節都是作者們對維基應用在教學與學習過程的個人見解。前段章節講解維基

的概念及其學習原理，之後展示不同學校級別的具體應用例子，最後以啟動維基項目方面的

提示及建議作為終結。（上官良治編） 

專書全文： 

（中文）http://web.hku.hk/~samchu/docs/Notari-2013-維基之道-協同與創

造性學習.pdf 

（德文）http://wikiway.ch/ 

http://web.hku.hk/~samchu/docs/Notari-2013-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pdf
http://web.hku.hk/~samchu/docs/Notari-2013-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pdf
http://wikiwa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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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瑞士港台三地教授合編維基與學校教育專書 

瑞士港台三地教授合編維基與學校教育專書《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於 2013

年 11 月出版，《維基之道》是德文原著的翻譯本，由瑞士伯恩師範大學講師 Michele 

Notari、瑞士 Univers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Schwyz（PHSZ）的 Beat Döbeli Honegger、香港

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朱啟華、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昭珍教授共同編譯。中

譯本另外收錄了兩個新的章節，分別談及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學校運用維基支援學習的情況。 

本書各個章節都是作者們對維基應用在教學與學習過程的個人見解。前段章節講解維基

的概念及其學習原理，之後展示不同學校級別的具體應用例子，最後以啟動維基項目方面的

提示及建議作為終結。（上官良治編） 

專書全文： 

（中文）http://web.hku.hk/~samchu/docs/Notari-2013-維基之道-協同與創

造性學習.pdf 

（德文）http://wikiway.ch/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KaurJmeb管理權限已由站方收回 

本會會員許瑜真（KaurJmeb）由於在中文維基百科網站上處於不活躍狀態，管理權限已

於元月上旬由站方收回。感謝她長期不遺餘力的推動維基媒體運動，於任內為維基站務做出

諸多良好貢獻。 

凡是具有系統操作員權限的維基人，如果於近期六個月內未曾編輯過任何條目，離任通

知發出逾一個月依然無任何動靜，就會由元維基（Meta-Wiki）移除其管理權限。離任後的

基本權利與其他維基人相同，並且仍然有重新獲選的資格。（Ch.Andrew 編） 

權限變更資訊：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管理員的離任/提請取消不活動管

理員的權限/存檔#User:KaurJmeb 

相關方針說明：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RFDA 

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臺大維基實習課結束 

本會會員陳瑞霖擔任課程助教之「臺灣大學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實習課，102 年第 1

學期課程已於元月份結束。維基與該課程已進入第二學期的合作，課程教材全部以維基平台

方式呈現，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訓練學生編寫條目的能力，並擴充台大相關的條目。本期課程

以「台大校長」為主題，撰寫台大歷任校長的傳記。該校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後的 11

任校長，均在本學期中得到擴充。（Reke 和 Ch.Andrew 編） 

課程資訊：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臺灣教育專案/臺大

校園文化資產詮釋 2013 實習課 

（二）臺中社群舉辦社群尾牙 

維基臺中社群於 1 月 26 日舉辦社群尾牙，除臺中社群活躍成員共聚交換對維基社群未

http://web.hku.hk/~samchu/docs/Notari-2013-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pdf
http://web.hku.hk/~samchu/docs/Notari-2013-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pdf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臺灣教育專案/臺大校園文化資產詮釋2013實習課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臺灣教育專案/臺大校園文化資產詮釋2013實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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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展望外，本會三位伙伴亦特別南下，致贈三本 2013 維基愛古蹟@台灣攝影賽事特刊，

以供未來地方社群活動中運用。眾人共享海鮮火鍋與家常小炒，氣氛愉快。（Ch.Andrew、

Reke 編） 

（三）臺北定聚形式變更 

臺灣維基人臺北定期聚會「社群經營工作雙週聚」自元月份開始變更形式，時間移至每

週五晚上 7 點至 9 點，地點在「Thé6 6 號茶」（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 6 號 2 樓）。維

基臺北社群在與 MozTW（Mozilla 臺灣社群）討論之後，決議維基臺北定聚與 MozTW Lab 

@TP 共用活動時段，希望藉此促進彼此的良好溝通與社群合作關係。（Ch.Andrew 編） 

定期聚會頁面：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P 

（四）2月份台灣各地維基社群活動預告 

‧ 維基台北定聚 

 社群經營工作聚：每週五晚上 7 點至 9 點 

（二月份：2 月 7 日、2 月 14 日、2 月 21 日、2 月 28 日）。 

 假日寫作月聚：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2 點至 4 點（二月份：2 月 8 日）。 

‧ 維基協作聚（台中社群） 

不定期，請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CP 

（Ch.Andrew 編） 

詳細資訊：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P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CP 

如有需要刊登維基社群的臺灣相關活動，請來信至本會電子信箱 

info@wikimedia.tw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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