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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出版法廢除後 , 隨即而來的兩岸三通開放 , 許多臺灣出版人紛紛前往大陸探 試

市場水溫 , 然而眾所寄望的大華文出版環境並未出現 , 出版業界人士從積極的樂觀到對服 貿

的悲觀 , 其中的落差 , 足以應證數年來臺灣出版經營環境的丕變與擔憂 , 筆者從五個面向 來

綜述近十年來影響臺灣出版產業的內在動因和助力。

一、2000 年以來臺灣出版家數、出版總量以及出版品種類之變化

根據《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統計自 2000-2011 年申請書號的出版總量為 305,804 種 , 是 

1990 年代 (151,553 種 ) 出版量的 2 倍 , 更是 1980 年代 (100,812 種 ) 出版量的 3 倍。出版家數 從 

2000 年的 7,093 家 , 到 2011 年的 14,016 家 , 家數成長 2 倍。( 見圖 1) 而出版品類別中第一 名

語文 / 文學類 , 有 88,046 種 ( 占 28.8%), 第二名應用科學類 , 有 58,345 種 ( 占 19.1%), 第三名社

會科學類 51,206 種 ( 占 16.7%)。( 見表 1, 圖 2) 出版家數和出版品種的劇增下 , 反觀 臺灣的出

版產業市場份額卻沒有因此而逐年增加 , 繁體版出版市場產值一直停頓在  400-600 億元新臺

幣區間 , 若以經濟學健全產業人口數規模應落在 6,000-8,000 萬人口數來看 , 臺灣 僅有 2,100 

萬人口數而如此的出版家數和出版品品種增長速度看來 , 出版業的微利經營始終 未建立此一

產業健康發展結構和出版專業人才也一直在流出而無法吸納一流人才投入 ; 另外 有關翻譯外

文書的比重占新書幾成 ? 或是購買簡體版權出版品又占多少比重 ? 許多重要的相 關研究調查

數據都沒有 , 對於每年的出版年鑑報告 , 真得還有很多的產業研究應補強 , 而以 出版品種類

的語文 / 文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等三大類占比最大的情況看來 , 選題上並未 真正多元化

發展 , 而有選題過度重疊集中化 , 臺灣出版產業可說停滯成長已有數年之久。

綜述臺灣出版業的內在動因與助力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雷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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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00-2011 年出版社家數和出版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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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產業研究不外乎最重要的出版品分

析，雖然目前圖書種類以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

以賴永祥所編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為主，然而

書店的圖書分類則是以讀者為中心，反而較容

易讓讀者查找到以及符合出版品的分析研究，

如「誠品書店」大致上分 10 類；「金石堂」

區分為 21類；「博客來書店」的圖書分類 17類；

「讀冊生活」的圖書分類有 20 大類。（見表 2）

隨著網路環境變化快速，作品創作的多

樣性、和類型書的愈來愈小眾，其實圖書該如

何分類，也變為一種很專門的學問。由表 2 觀

察，其實可以瞭解到金石堂、誠品、博客來和

讀冊生活等網上書店所上架的書種不外乎應用

科學類、社會科學類、語文類，這也應驗近年

來臺灣出版品分類較為暢銷的亦是此三大類為

主軸。

圖 2：2000-2012 年臺灣地區出版品種類分佈情況

表 1：2000-2012 年出版品類別統計

年度 總類 哲學 宗教 自然
科學

電腦 應用
科學

社科 史地 /
傳記

語文 /
文學

兒童
文學

美術

2000 238 1,166 1,274 682 1,605 3,626 3,020 1,168 5,796 260 1,333

2001 242 1,405 1,359 678 1,791 4,014 3,455 1,398 6,718 302 1,481

2002 269 1,385 1,287 789 1,688 4,269 3,999 1,402 8,006 276 1,589

2003 281 1,264 1,510 748 1,215 4,567 3,804 1,315 7,660 202 1,680

2004 321 1,447 1,470 763 1,285 4,589 3,902 1,476 7,385 247 1,748

2005 346 1,441 1,739 880 1,250 5,178 4,653 1,633 8,072 382 2,096

2006 671 1,635 1,700 769 1,165 5,046 4,581 1,459 7,801 449 2,055

2007 260 1,557 1,533 753 1,082 5,239 4,588 1,512 7,105 355 1,971

2008 284 1,362 1,574 767 1,117 4,992 4,732 1,492 6,815 348 2,182

2009 285 1,398 1,580 722 1,001 4,798 4,675 1,520 6,762 318 2,262

2010 378 1,590 1,663 693 920 5,006 4,514 1,519 7,105 433 2,488

2011 576 1,492 1,762 739 845 5,320 4,681 1,665 7,285 498 2,531

2012 453 1,585 1,958 750 874 5,327 4,601 1,723 7,332 493 2,736

合計 4,604 16,156 17,776 9,733 12,442 58,345 51,206 18,114 88,046 4,563 24,819

百分比 1.5% 5.3% 5.8% 3.2% 4.1% 19.1% 16.7% 6% 28.8% 1.5% 8%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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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圖書館的圖書分類與四個主要通路的圖書分類一覽表

中國圖書分類法 金石堂 誠品 博客來 讀冊生活

0. 總類

1. 哲學類

2. 宗教類 宗教命理 宗教命理 哲學宗教

3. 自然科學類 自然科普 自然科普 科學

4. 應用科學類 生活風格
電腦資訊
學習進修
親子童書
醫療保健
飲食料理
旅遊

健康／生活
親子（圖畫書／
知識／兒童文字／
青少年文學）

生活風格
電腦資訊
醫療保健
親子教養

生活風格
醫學保健
旅遊
少兒親子

5. 社會科學類 社會科學
科學人文
財經企管
心靈勵志
教養

人文／科學類
財經／商業類
心理勵志

社會科學
商業理財
心理勵志

社會科學
商業
心理勵志

6-7. 史地類 人文歷史 人文史地 歷史地理
傳記

8. 語文類 文學
輕小說
羅曼史
童書

文學／翻譯類
華文創作類
休閒／趣味類
外文（文字／圖像）

      語文學習
      文學小說
      輕小說
童書／青少年文學

華文文學
世界文學
類型文學
輕小說
語言

9. 美術類 藝術設計 藝術類 藝術設計 藝術
建築設計

漫畫 漫畫
數位閱讀

漫畫
電子書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是，從歷年臺灣的各產業別的平均薪資結構觀察，可清晰看出，

近年來出版業的興衰（見表 3）。在 2002 年開始由盛轉弱的跡象，而此年度正是臺灣正式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著作權保護法確立，長期仰賴外文書的出版社須支付版稅給國

外出版社而營運成本增加的情況下以降低員工的薪資來調節成本，出版業的競爭力核心在於

人才，一旦確立攤提版稅成本後，不惜降低編輯或其它員工的薪酬以因應未來的財務運作，

經營者不以培育作者和原創的長遠市場佈局規劃，卻選擇以短線操作的購買外版書從事翻

譯，選擇國外已成功的圖書銷售為購買版權做出版經營的重心，迫使在臺灣的編輯人員從來

沒有被重視而是一種出版代工，經營者不願意把賺來的資本再去培養人才，縱使 1980 年代

臺灣曾出現出版的黃金時代很快的變成以撿便宜和低成本的出版為主軸，追求出書快速但缺

乏原創作品，甚至連一些基礎學科的本土出版品的量都非常地少。

綜述臺灣出版業的內在動因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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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地區依產業別平均薪資概況（1990-2011）（新臺幣）

資料來源：主計處網站

類別
年

印刷及資訊儲
存媒體複製業

營造業 住宿及餐飲業 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

金融及保險業 醫療保健
服務業

1990 24,830 24,719 15,448 36,866 39,061 29,158

1991 28,229 28,193 17,049 41,579 41,031 32,366

1992 31,181 30,825 18,209 44,518 46,380 35,670

1993 33,896 33,638 18,950 48,781 50,035 37,176

1994 34,867 34,379 20,373 52,229 56,462 39,633

1995 37,300 35,278 22,316 54,649 54,658 41,623

1996 38,647 35,817 22,198 55,873 56,886 44,797

1997 40,183 37,029 23,528 58,831 60,597 47,378

1998 40,495 37,886 24,039 61,421 59,546 48,920

1999 41,553 38,070 25,117 61,260 60,332 51,020

2000 42,094 38,897 26,060 62,759 60,872 53,397

2001 41,689 37,746 25,973 62,100 62,657 54,484

2002 38,022 36,844 25,687 59,239 65,703 53,841

2003 35,698 37,214 24,951 60,292 64,645 55,702

2004 36,833 37,916 24,813 59,417 66,671 55,341

2005 37,715 38,450 25,121 61,381 65,113 55,603

2006 36,716 39,168 24,960 61,134 69,054 55,429

2007 36,368 40,327 25,500 63,756 75,732 56,603

2008 35,489 40,792 26,747 63,888 71,319 58,122

2009 33,782 40,930 27,171 62,013 67,513 57,844

2010 35,302 41,674 27,829 64,425 73,663 57,887

2011 36,353 42,800 29,761 66,588 75,988 59,887

二、出版類媒體的發展

1970 年代，正如楊澤主編的《70 年代理想繼續燃燒》書中所言臺灣的出版家數不斷成

長，許多年輕人投入出版業，到了 1979 年已註冊的出版社 1,858 家，這時候需要一份介紹出

版品的書訊或書評以供讀者來選擇每年將近一萬的出版量的圖書市場。這段時期首先成立的

是《出版界月刊》（1965- ？）金陵創辦，主要報導出版新聞及刊登圖書廣告，發行量已達

一萬左右，早期算是書訊的主要來源，但 1970年代初即停刊。《出版家雜誌》（1973-1977），

1973 年 3 月出刊試刊號，同年 5 月正式創刊，初為 48 開半月刊，其宗旨為報導出版界消息出

版情報、宣導讀書風氣。發行人為林昆雄，創辦人林賢儒、王國華、王希平、蔡錦堂、陳慧

英、李明威、王廣平等，當時是海洋學院學生，由這一群熱情的學生回應發起深入報導書訊。

之後還有《愛書人雜誌》（1975-1983）。

論述



15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3 年 5月號第 185 期

這份為出版協會所創辦《出版之友》（1976-1990），此刊之後更名《出版人》（1991-

2002），主要內容有資訊的動態，設計與印刷知識介紹、出版界的相關活動報導及出版趨勢

探討等。由於是出版協會編印的刊物，所以主要以出版社的功能來設計，以便將訊息傳遞給

中盤、書店、甚至讀者，並宣導一個出版人應有的基本觀念及理念。

另一份亦是由出版相關團體的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所辦的《出版界》雜誌（1981—

至今仍在發行），主要對出版界的經營問題，設定討論主題；配合著作權法、出版法的論述，

為業者發聲。專業性及業界橋樑是主要特色。在專業性方面，是以業者立場反映問題，提出

解決問題的建議，創造有利的經營環境；在業界橋樑方面，是以公會立場促進業者間之相互

瞭解，開闢較權威的專欄，內容則力求公正、詳實。

《精湛》（1986-1997），發行人林訓民，編輯顧問是周浩正，發行所是臺灣英文雜誌社，

這份季刊在第四期（1987 年 10 月 20 日）時林訓民發表一篇社論名為〈賺錢又受人尊重的行

業〉說明出版業此時是個明星行業，錢潮、人潮全都聚焦在「出版」這個行業。也就是臺灣

宣佈解嚴之際，一片看好出版的聲浪中。這份季刊主要是依讀者的需要出發，透過不同的主

題，以生活化的方式，呈現文化出版的各種觀念及影響，以拓展讀者對出版界的視野。

《書香月刊》由臺灣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主辦，提供每月的新書資訊、國內外出版

界動態、出版家介紹；並配合出版趨勢分析、新書評論、法律專欄、讀者園地等內容，由於

是官方辦的，從讀者需求，以及輔導出版社的立場，出版的報導內容可讀性很高，但可惜很

短命不到幾年就停刊。

《出版流通》月刊由農學社主辦，是其為下游書店提供書刊銷售資訊的雜誌。是臺灣唯

一以發行為主並兼及出版的雜誌，以出版社和書店為主要讀者對象，但也發行沒幾年就停刊

了。

《出版情報》由金石堂創辦，內容以讀者需求為主，每期印製約 4 萬份，免費贈送書

店會員，主要內容刊登金石堂門市的暢銷書排行榜外，美國及日本的書籍排行榜也會略作介

紹，並且每年初會有年度特刊，總結臺灣上年度的出版狀況，並提供金石堂書店全年的年度

暢銷書排行榜等，對臺灣出版市場具有重要參考價值。2007 年底已改電子版。

《文訊》雜誌以提供藝文資訊為主，重點在臺灣現當代文化，兼及出版資訊，早期是國

民黨文工會出資辦刊，是臺灣有影響力的藝文雜誌，現今仍正常出刊，目前不屬於黨刊，此

份雜誌保留較完善的出版有關的資訊。

《誠品好讀》（2000-2008）自創刊號就受讀者好評，其走的是菁英路線，為知識份子

選書做書評及介紹歐美日的新書資訊，因為菁英路線銷售狀況不好，2008 年停刊，而其中

2003-2005年連續三年策劃《誠品報告》頗受市場好評但成本過高又停辦，2006年又策劃《誠

品閱讀力》採訪出版人及總編輯做推薦書單很有特色，2009 年又試辦《誠品學》，也是銷

售狀況不好即停刊。誠品辦刊似乎總是叫好卻不叫座，屢屢創刊又停刊，走菁英閱讀風的路

綜述臺灣出版業的內在動因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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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失敗的原因，筆者認為出自臺灣閱讀市場與圖書銷售市場是兩回事，真正會拿錢買書的人：

1. 是學生群族；2. 是出版圈內的編輯和作者；3. 追求話題的暢銷書讀者群；4. 業餘的專家。

通常所謂的菁英或者稱知識份子，他們所閱讀的通常是專業期刊而非圖書，反而這群族並不

購買圖書。

三、書評與書市的消長

歷程上述的一些書訊的出現，書訊多了，便漸漸有書評的需求。書籍選評是出版工作的

延續，它不僅對讀者（消費者或者閱讀人）有其極大的影響，也是消費者購買圖書與閱讀的

指南，也對產制者出版業這端有所影響，被視為是一項宣傳促銷工具，凡在報紙、書刊、廣

播、電視、網路、實體書店所發表的書評或選書，皆能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伍傑曾提出：

出版工作的範圍應包括編、印、發、讀、評五個環節的論點，因此圖書評論與選書制度是出

版流程中很重要的一環。

書評的定義：簡單的說就是對書籍進行評論，分析、探討書籍的內容—思想性、科學性、

藝術性乃至書籍的形式，從而對書籍進行價值判斷，包括對書籍正面的價值判斷與負面的價

值判斷。書評有三個基本特徵：1. 評論性。2. 通報性，報導近期出版的新書。3. 新聞性，書

評的物件必須是近期出版的作品，而且發表在報刊等大眾傳播媒體上。以上對圖書內容有分

析、論證，並對書籍全面的介紹及評價，即為書評。

較具有書評雛型的算是 1980年代兩份專業讀書雜誌：1972年由洪建全基金會創辦的《書

評書目》，維持出刊了一百期，終因虧損而於 1982 年 9 月停刊。爾後再由學生書局接辦。另

傳記文學出資創辦的《新書月刊》（1983-1985），更只有兩年 24 期的壽命。1987 年臺灣報禁

解嚴，平面媒體增張，使得文化課題有了專屬的媒體版面，自然逐漸發現出專業的新聞輕重

判斷。出版，便有了專屬的出版新聞記者《中國時報》（開卷）、《聯合報》（讀書人）、

《民生報》（讀書週刊）、《中央日報》（中央閱讀）、《自立早報》（讀書生活），以及

一些電視節目如作者羅智成、張大春策劃的「當代書房」、「談笑有聲」、「縱橫書海」，

賴國洲主持的「人與書的對話」等節目，目前皆已停版、停播。

孟樊（2004）〈日趨專家化的臺灣書評—兼論臺灣書評的演變〉闡述臺灣書評歷史的演

變約略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 1970 年以前，當時的文藝雜誌也刊登書評文章，但主要的發表管道報紙

副刊。當時由高信疆和瘂弦主持的二大報副刊掀起鄉土文學之戰，有了議論，學者專者開始

做書評以辯各方觀點。

第二階段：在 1970 年代初至 1980 年初期，分水嶺主要是 1972 年書評書目的創刊，這是

臺灣第一本專門性的書評刊物，由於它的出現，使書評進入了系統化發表的階段，書評寫

作、書評理論，以及各類批評的觀念開始較為具體的成形，甚至影響 1983 年文訊與新書月刊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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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刊（這兩份刊物所開闢的書評專欄對書市影響占相當重要的份量）。相形之下，此一時

期的報紙副刊幾乎退出書評舞臺，書評文章很難在副刊版面上出現，序跋文章亦不在副刊刊

載。由於這兩個時期書評的對象主要為文學成品，所以書評援引的多為文學概念與理論，換

言之，所謂書評，就是文學批評。

第三階段：即是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報紙的讀書版躍而成為刊載書評的主角，這和

1988 年報禁解除後報紙紛紛增闢讀書或閱讀版面密切相關。新書月刊此時辦了二年即停刊，

但也發行 24 期，而文訊因報紙解禁報紙影響力大增，文訊讀者的吸引力已轉至報刊讀書版。

中國時報開卷版，此時進一步體制化，邀集書評家組成選書小組（小組成員每年換），講求

嚴格的選書程式，公開向所有出版社徵書。書評小組成員原先以文人作家為主，後來漸漸有

專家學者的加入，也因為書市的文學類書愈來愈多，而科普書籍大量成長，故非文學類的評

價、評論已非文人作家可以勝任。此時，文學書出版日趨沒落，致使傳統的文人書評變成英

雄無用武之地；而非文學類書的受到矚目，一方面促使書籍的出版日益分科化，一方面也將

學院人士引入書評界，於是出現以上所說的專家書評的現象。

 聯合報讀書人週刊，主編由蘇偉貞充任，故仍以人文類書評為主，其書評亦多為文人

作家執筆，如袁瓊瓊、駱以軍等為該刊撰稿。報紙專版的需稿量大，一些書評快手兼好手如：

南方朔、楊照、王浩威、莊裕安等。

書評是書籍（作者）與讀者之間溝通的管道，它更是依附其所評論的書籍而存在。在臺

灣因為速讀文化的扭曲，反而讀者不願也不耐去讀原書，只挑書評以求速讀，致使書評因書

而存在，而原書因書評而消失，書評反客為主的現象。

目前有關媒體的書評版面早已裁撤，反而相關的書訊、出版界新聞、出版產業報導皆已

被大陸強勢媒體占盡優勢，像與開卷版同一時期成立的大陸出版新聞網站的百道網和豆瓣讀

書網等，至今人氣和稿源都是面向全球的出版市場做報導。

四、連鎖書店推動新的閱讀世代

臺灣擁有成熟書刊發行管道和銷售網路密集是從 1980 年代金石堂連鎖書店開始的。果

子離在一場「這是閱讀最好的時代，也是最累的時代」中描述：「我們小時候在桃園，那時

候在桃園小鎮，沒什麼書店，大概比文具行大一些，若到裡面看書，不買書會被瞪白眼，會

被罵。後來到重慶南路書街，開了金石堂書店，非常不得了，金石堂做了一個革命，將書櫃

頂到天花板改成和人一般高，給人覺得書店親和力多了，最大的好處是隨便我們看書，後來

又加了大門的感測器，所以在店裡看書不在被店員跟著，在書店看書就很舒服。」這項書店

的革新，促使讀者走進書店，隨意翻書，書店的書櫃比較人性化的安排，社區的閱讀活動也

跟後推動。1983 年金石堂連鎖書店的成立，象徵著圖書市場的指針性，也代表著閱讀世代的

來臨。這個時候的出版特質是輕與薄，是大眾化和大量化。而金石堂也從 1985 年開始舉辦文

綜述臺灣出版業的內在動因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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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位典藏計畫培植新一代的數位閱讀社群

數位內容的商品是一種象徵性財貨，如果它的使用價值只是「具備超凡創意巧思與撼動

多元族群心靈之美學素質」的一部好作品，是絕對不夠的，因為在網路社會數位內容超級市

場裡，同時好的作品多得是；它也不能像早些年工業發展時代的媒體角色，「提供社會大眾，

在工商勞動餘暇，一段動感的休閒娛樂」，因為現今具備類似功能的選擇同樣也多得是。這

些都只針對了消費者的初級需求，卻沒有勾引消費者對產品做高附加的描繪，數位閱讀正處

在建立一種神話層次的價值體系。

圖書產品的資本累積是建立在一個極其簡單的交換體制上，出版產業集注人力資金創制

出高原創性的符號系統，這個機制有二個弔詭之處，一是，內容產業資本累積的首要，在於

消費者付出的定額，定額付出之後，閱讀或視聽感知體驗的好壞倒是次要，內容產品一旦經

學與非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導致閱讀的通俗化，而推行年度風雲出版人物和年度風雲作者人

物，以期製造更多的出版議題。

到了 1989 年，誠品書店以「閱讀堂」的概念，結合圖書館與書店的概念。誠品生活，

製造一致性主導文化走向。知名評論家楊照先生說：「若我們界定文化霸權的定義，有權決

定文化價值的人，那麼誠品早就是臺灣的文化霸權。誠品和傳統書店的不同是後者的理念是

把書堆起來便宜賣。」師大商圈知名的水準書店老闆曾大福說：「逛書店到誠品，買書到水

準。」而依誠品的公開財報顯示，誠品生活主要的營收並非來自圖書。政大科管李仁芳教授

說：「從統計數字上看，現在的毛利很小，所以大概要從製造經濟走向創意跟美學的加值，

從這個方向的轉型。」

而在 2000 年張天立創辦博客來網路書店對臺灣的出版業又經歷了一次的變革，在一場

張天立談理想的網路書店時，他這樣說：「我本身是學工程寫程式的，對於博客來網路書店

的形成，當初在寫創業計畫博客來時，只是為了補強實體書店的不足，一直等到 2000 年左

右，突然頓悟覺得網路書店將會取代實體書店，其真正關鍵性是消費者對時間的運用，絕大

部分的人很難有整天或每天或每週或每月跑書店一趟，我們都是利用零碎時間，更沒有時間

在書店裡慢慢看文學書。在有限機會的接觸點，我們會利用網站，網站天天接觸，天天瀏覽

完全是時間運用的問題。」

時報文化總經理莫昭平女士表示：「紙本書，我們家產品銷售是，博客來第一，誠品第

二，金石堂第三名。尤其博客來網路上的即時銷售排行榜。」莫昭平生動形容「現在做書，

很直接，書出去，一個禮拜，有時不用一個禮拜，就見生死。」現今書市週期和週報沒什麼

兩樣。從重慶南路書街關閉此一事件，可看出新一波的數位閱讀讀者正在形成，也徹底改變

了臺灣出版業的整個生態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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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體驗後，其「稀有性」（scarceness）基本上便已耗盡，是不能退換的。至於閱讀感知

體驗的好壞，一項商品的生命週期平均約只有二、三個星期，消費者體後的「口碑」擴散影

響力，已不復以往。這便是為什麼，以現今好萊塢為例，他們在評估一部影片的發行佈局時，

70% 的考慮會根據觀眾對於該片故事（戲劇、喜劇、動作冒險、浪漫等）元素的預期張力，

其餘的 30% 是影片的內涵寓意會帶給觀眾什麼樣的心靈啟示。這同樣的操作也運用在暢銷

書的製作上。大多數出版人或企編都一致認同：現在書市週期只需二周便見生死。網路書店

的新書即時排行榜，以及點閱率加速書在市場上的能見度。

二是，「價值大於價格」的加法原理。數位內容產品的製作成本高風險大，但是每位消

費者付出的定額非常地少，而在市場裡同類競爭的產品卻非常多，因此這又需要產業結構鏈

裡的「行銷發行」環結，透過促銷、行銷、廣告、品牌等告示性與加值性的神話言說，創造

出一種社會集體性的價值（預期、渴望、奇觀等等），誘發出極大數量的消費者，然後再將

每一個消費者付出的定額加總起來，實現可觀的利潤。真正驅動消費者在眾多影音商品中做

出選擇的力量，是言說附加的價值，不是價格。在「後工業社會」的型態中，資本體系的運

作重心早已從「工業社會」的大量生產與製造，轉移到研發與行銷的現實。電影製片人王中

軍曾說：「現在拍一部電影不難，找觀眾難；資金不缺，缺市場。」對於出版而言，出一本

書很容易，但如何找到您的讀者卻變得相當地困難。

現在已是發行導向的機構，它們與敏銳度較強的創制群體做分工互補，並整合多樣創意

產業的類目，做社群性的擴張。目前數位科技的突變複雜化了產業結構鏈裡「圖書販賣」的

型態，多重化了圖書的通路視窗，延展了商品的使用與交換價值。這使得圖書產業的運作，

除了整合跨媒體與跨國平臺通路作為基本競爭條件之外，還必須如前所述，創制出具備超凡

創意巧思與撼動多元族群心靈之美學素質的內容，透過行銷發行環結的加值，一方面取得最

有效範疇的零售冊數，獲取即時的資本累積，另一方面要能經得起時間沉澱，轉化為「庫

藏」，非庫存概念，進行重複又重複的租借使用，保持經年性的資本累積。

若以圖書內容屬性來區分可以從圖 3 的圖書商品內容價值分析，有關學術、專業書以及

工具書，相較於其它類型的圖書，學術書這類的投資成本不僅較龐大，其製作的時間也較長，

自然風險較高，但由於「庫藏」（library）時效長，所帶來的價值效益也是較其它書類較高

的。這也就是資料庫產業相較於數位出版來講是比較可行的方案。如凌網、華藝、遠流、和

漢珍等公司都以新形態資料庫的方式來營運數位出版品，依關鍵詞來尋找數位閱讀的資料。

綜述臺灣出版業的內在動因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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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回顧臺灣出版業長久以來所提供的知識與文化豐沃土壤，體現文化的多元性，這是培植

和發展創意基地的好地方；然而，劣幣驅逐良幣效應，面對大陸的龐大市場，尤應評估繁體

中文的創作和出版情況，圖書不同於一般的商品，它承載著一個地區的獨特性和價值觀，隨

著文化基本法的釐訂，如何鼓勵原創產品、培育人才，以及正視出版產業研究，皆需更多人

才投入，重返出版繁華時代，再創閱讀美好的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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