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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臺灣電子書市場發展與閱讀現況

祝本堯 ◎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副秘書長              

2007 年 Kindle 問世，2010 年 iPad 誕生，人類數百年來習慣的「閱讀」型式開始改變，迅

速進入無限可能的新境地，電子書跨越空間的侷限、印刷的限制，讓思想和知識能以各種豐富

多彩的方式出版，滿足了創作者的夢想，也帶給讀者更多元、更多美好的閱讀體驗。

臺灣擁有豐富的文化底藴及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一直以來都引領著華文創作世界的脈

動，其中數位出版是內容與技術的交集，而臺灣又以擁有科技人才為後盾，在數位出版產業價

值鏈中從內容創作到硬體生產皆擁有發展優勢，已逐漸開拓出別具臺灣特色的電子書產業。近

年來，隨著國際間數位出版發展漸趨成熟，國內電子書的發展也風起雲湧，成為政府及產業共

同投注目光的熱門焦點。雖說目前臺灣電子書相關營收在出版產業營收當中佔比仍然不足與國

際相提並論，但，從最開始的嘗試與探索至今，臺灣數位出版發展已漸漸走入穩健中求成長的

時期，現階段的發展現況以及未來趨勢走向觀察值得產業界共同關注。

  臺灣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現況

臺灣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現況可分幾個面向探討：作者、出版社及電子書籍銷售平臺；引用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所做之 2012 台灣數位出版市場現況報告中，關於臺灣數位出版產業價值鏈之

描述，得知臺灣數位出版產業價值鏈較接近日本的市場型態，作者將作品交給出版社，出版社

則找尋合作電子書製作商或是直接與電子書店合作，最後再透過 PC、手機、平板電腦的載體傳

遞到讀者身上（請見下圖）。在環環相扣的價值轉換中，有延續傳統紙本出版價值鏈的部分，亦

有因應數位出版而生的新創產業，正在共同形塑臺灣數位出版產業的運作模式。

‧　臺灣數位出版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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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授權態度開放有助於市場活絡

無論載具如何變革，出版的核心價值依然在於優質內容，電子書的時代亦同，唯有優質數

位內容被源源不斷地產出，才能使整體數位出版市場活絡，營造出健全的市場環境與營收；從

創作者角度來看，相較於國外自助出版的風氣鼎盛並以行之有年，目前國內作者仍然習慣於授

權出版社製作出版的方式，傾向將電子版權交由出版社處理。

根據 2012 台灣數位出版市場現況報告顯示，目前國內作者對於數位授權態度普遍來說趨

於開放也並不排斥，許多作者認為電子書是必然趨勢以及加值宣傳方式，尤以原有習慣使用網

路部落格的作者來說，他們更期待電子書的發展帶給讀者全新的體驗和選擇；至於對較不熟悉

網路工具的作者來說，對於數位出版的疑慮存在於目前並無可見的市場規模，就算出版了電子

書，也沒有太多可預期的版稅收入，但對照台灣數位出版聯盟於 2012 年進行的三季 2012 年台

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讀者普遍反饋意見認為目前市面上出版的電子書籍太少，讀者擁有載具

卻苦無內容可買，因此，在推動數位出版的道路上，作者授權態度可說是決定數位出版市場熱

度之源頭，在調查的過程中欣見作者對數位授權日漸開放，對數位閱讀亦多所期待，在可見的

未來，這股正面的力量應可呼應市場對內容豐富性的殷殷期待。

  出版社投入保守，人才版權問題待解

作者將作品交給出版社後，不代表作品就能順利地出版電子書，由於數位出版的知識與技

術門檻與傳統編輯不同，對於多數中小型出版社而言，投入數位出版的成本過高；從目前出版

社投入情形來看，參考 2012 台灣數位出版市場現況報告，隨機抽樣訪談 152 家出版社中有 37%

的出版社已投入數位出版，數據顯示，出版社對於數位出版及電子書並不感到陌生，但礙於翻

譯書版權取得困難以及缺乏相關人才等因素而暫時抱持觀望態度。然而，根據日前最新出爐的

中華電信 Hami 書城營運數據報告，與 Hami 書城合作的出版社由 2009 年的 20 家增加到 250

家，顯示在過去三年間，出版社的投入意願正在逐漸增高，希望未來在解決暢銷書版權取得及

技術人力不足問題後，能有更多出版社投入活絡數位出版市場。

  電子書平臺積極期待更好發展

談到電子書籍銷售平臺，相較於作者及出版社，電子書銷售平臺原先不存在傳統出版中，

是因應電子書而生之新興產業，因此成為目前數位出版產業最熱門之環節，目前市場上就可分

成幾種平臺商類型：由國內電信商成立的電子書店、獨立電子書製作商成立的電子書店、由硬

體業者成立的電子書店以及由出版社或通路商成立的電子書店，不同背景的電子書店所關注的

重點以及面臨的困難也都不盡相同。總的來說，根據 2012 台灣數位出版市場現況報告，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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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九成電子書銷售平臺表示業績及會員數均持續成長，且願意為數位內容付費比率也逐年

增高，顯見國內數位閱讀風氣正逐漸盛行；且目前平臺商認為只要有基本的電子書閱讀功能便

可滿足大部分的讀者，數位出版經過初期的嘗試後，平臺業者發現讀者所期待的仍然是回歸閱

讀基本面；然而，根據台灣數位出版聯盟所進行的三季 2012 年台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可發現

目前國內平臺已有分眾經營、市場區隔化之現象產生，不同平臺使用者反應出區隔性的消費習

慣，同時，由讀者的反饋中也發現大多數讀者期待平臺能進一步整合。無論如何，數位閱讀的

風氣仍然需要產業共同推動，唯有更多上中下游業者共同投入，才是活絡市場、擴大規模的唯

一途徑。

  數位閱讀行為調查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在 2012 年進行了三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是國內第一份跳脫硬體思維，

蒐集目前國內數位閱讀發展情形之讀者回饋，報告主旨即為希望提供數位出版相關業者未來決

策思考，然而，綜觀三季報告，可分為以下幾點分析：

1. 主要閱讀載具使用平板電腦

在三季 2012 年台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中可發現，雖然平板電腦的載具持有率並非最高，但

是在三季報告期間逐漸增加的趨勢，並且，雖然持有比率不是第一，但是在各項電子書籍如電

子書、電子雜誌、電子漫畫閱讀使用上皆以平板電腦為優先。參考中華電信 Hami 書城統計出下

載書籍使用的裝置，光是 iPad 就佔了 45%，顯示平板電腦對於數位閱讀風氣有相當程度的帶動

及推廣作用。

2. 電子書類別喜好文學小說，商業理財類電子雜誌穩定發展

從三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中可發現，目前最為國人喜愛且接受的電子書類別為文學小說，

中華電信 Hami 書城公佈的銷售報告中，暢銷排行榜第一名的即為翻譯文學小說飢餓遊戲，顯見

讀者之喜愛。電子雜誌部分，在第三季台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中，有 52.7% 的受測者認為因為

閱讀商業理財類的電子雜誌，而大幅減少紙本商業理財雜誌的閱讀時間，同時有 51.4% 的受測

者選擇「定期訂閱」作為最常取得商業理財類電子雜誌的方式，顯示商業理財電子雜誌已經有

固定閱讀族群，並穩健經營中。

3. 閱讀時間增加，購買行為養成

過去認為數位閱讀主要形成一種「碎片閱讀」的方式，讀者利用零碎的時間在移動載具上

閱讀，但其實綜觀三季 2012 年台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讀者每次閱讀電子書籍的時間均有一定

長度，超過 15 分鐘以上，顯示讀者已逐漸培養起數位閱讀習慣；另外，在消費模式方面，三季

報告中可發現讀者零元下載比例正逐漸降低，顯示讀者已建立為優質數位內容付費下載閱讀的

觀念。並且參考中華電信 Hami 書城公佈的報告顯示，有別於紙本書籍購買的限制，電子書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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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的時間多在睡前，顯示電子書籍打破空間的便利性已受到國內讀者的青睞。

4.「電子書籍愛好者」族群形成

由第三季台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中可發現已有一部分讀者因為閱讀電子書而大量減少紙本

書籍的閱讀時間及購買意願，可稱為「電子書籍愛好者」，他們每月閱讀的電子書籍數量、每

次閱讀時間、擁有平板比率及每月花在電子書籍上的金額明顯高於選擇因閱讀電子書籍而「沒

有影響」紙本書籍閱讀時間的「非電子書籍愛好者」。並且，在三季報告期間，「電子書籍愛好

者」增加了每次閱讀的時間，顯示「電子書籍愛好者」是確定已經「習慣使用」數位閱讀的族

群，是數位出版產業應多加重視並經營的目標族群。

5.「非常滿意」比率下降，讀者期待更多內容

綜合幾季報告，讀者反應對目前國內電子書「非常滿意」的比率略有下降，由讀者對電子

書的期待中分析讀者不滿意電子書的原因，台灣數位出版聯盟發現目前國內讀者對於數位出版

市場的期待有以下幾點：整合銷售平臺，目前平臺可說是百家爭鳴的狀況，讀者期待能簡化平

臺購買選擇；格式統一，各家平臺的格式差異造成讀者使用上的不便，讀者希望格式更加統一；

低廉訂價，普遍來說讀者認為目前電子書訂價過高，合理訂價也是吸引讀者選擇電子書的一大

要素；最後是更多元的內容選擇，目前市場上所能選擇的正版優質內容已不敷讀者需求，讀者

希望看到更多樣性的選擇，讓更多臺灣民眾接受並擁抱數位閱讀。

  結　語

綜觀臺灣數位出版市場現況以及閱讀行為喜好調查，從產業價值鏈業者到讀者，無論態度

是積極或觀望，都共同期待一個熱絡、成熟的數位出版市場，然而，要打造這樣的數位閱讀環

境，尚須數位出版產業價值鏈業者及讀者的共同努力。本土作者開放授權，出版社積極爭取翻

譯電子版權，多元類型的書籍進入電子書銷售平臺，讀者培養數位閱讀習慣、建立付費購買觀

念，數位出版之力量終將如小水流匯集，終究會凝聚能量，形成奔騰河流，讀者便能悠游在數

位出版的巨河中，使臺灣出版能量生生不息，持續帶領華文創作世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