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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創刊至 200 期新書評介
之統計分析

2015年夏季，第 13號颱風－蘇迪勒，在父親節前夕全面襲臺。看到電子媒體於 8月 5日發

布這則〈這些年來的 11個「八八颱風」帶來這些災情！〉訊息，不禁讓人想到所謂的「八八颱

風」，是一個「重創型」的颱風嗎？令人不安。在這個氛圍與心情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悄悄地邁入第 200期。翻閱 2007年 4號月號，筆者也曾為文〈共享喜「閱」，再創新猷──《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100期回顧與分析〉，針對《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創刊宗旨與發行概況、編

輯特色、100期編輯成果（含欄目、新書介紹、新書書目等專欄）和統計分析與本刊讀者分享。

同時期盼在既有的基礎上，能夠呈現一份臺灣最新穎、最完整、多元管道，且每「月」都在成

長的有機體。（注 1）  

本文擬再以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下簡稱書號中心）成立，為我國各界提供新書國際

標準書號（ISBN）申辦與新書資訊服務項目、《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下簡稱《新書月刊》）

之創刊和編印發行成果、200期以來刊載新書評介的統計分析及結語，與本刊讀者分享，深入

了解《新書月刊》自創刊 16年又 8個月來，刊載於「書評」及「讀書人語」兩個欄目新書評介

文章的統計分析。

* 書號中心的成立與以 ISBN 為基礎的新書資訊服務

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自 1989年 7月起，即為我國新出版圖書實施 ISBN編碼作業；翌年 2

月書號中心正式成立，同步推廣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CIP）之編製工作，26年來在 ISBN暨

CIP作業系統內已累積高達 28,489家以上的出版單位、868,328多種新書予以編配 ISBN、CIP

資料累積達 510,206種之多。（注2）書號中心同時建置「全國新書資訊網」（以下簡稱新書資訊網，

網址：http://isbn.ncl.edu.tw）提供新書書目、出版機構名錄檢索下載等多元化服務項目。

此外，本館為落實電子書法定送存職掌及其出版書目資訊的有效控制，與配合行政院於

2009年 8月 31日核定跨部會「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之推動，開始積極籌劃國內

電子書 ISBN編碼與送存制度之機制建立與執行，於 2010年起規劃建置「數位出版品平臺系統

（EPS）」（http://ebook.ncl.edu.tw）並於 2011年 8月 23日正式啟動。（注 3）本平臺系統的建

置，係提供我國電子書 ISBN申辦、送存典藏、分類編目、授權閱覽、書訊傳播等一貫作業之「全

方位」平臺。該平臺系統於 2012年 11月 29日起更名為「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至此，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曾堃賢
知識服務組助理編輯│曾彩娥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助理編輯│歐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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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類新書（含電子書）於出版前申辦 ISBN作業與服務平臺，於國圖書號中心完整建立，提

供公眾服務。

書號中心長久以來，即以「申辦 ISBN」為基礎的新書書目資訊，依建置與創刊年代，分別

提供下列五項新書資訊服務。

一、建置「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isbn.ncl.edu.tw，1998 年 7 月）-

提供書號中心導覽、線上申請（申請進度查詢）、ISBN新書書目與出版機構網查詢、《新

書月刊》全文電子版、得獎好書與書目下載等多元化服務項目。

二、編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999 年 1 月創刊）

為報導臺灣最新穎、最完整的新書出版訊息與評介兼具的書訊型雜誌，包括論述、書評、

讀書人語、童書賞析、閱讀選粹、專題選目、國際出版觀察、出版大事紀等欄目。

三、啟動「每日預告書訊服務」（2009 年 1 月推出）

係依據讀者所挑選之閱讀主題（或分類號），每天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定時預告前一天書

號中心剛建檔完成的新書訊息，以為業界掌握出版先機，讀者、圖書館界閱讀選購新書的參考

依據。

四、規劃「主題隨選（SOD）百科書目服務」（2010 年 4 月推出）

以前項「每日預告書訊服務」為基礎，延伸蒐錄刻正上市、已到館入藏的臺灣出版新書、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學位論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之期刊文獻，以及電子書刊

送存閱覽服務系統（EPS）之電子書等 5個書目資料庫的書目資料。讀者可藉由此項服務平臺之

百科主題瀏覽、訂閱服務機制，系統將主動且持續地將上述不同類型之書目資訊，送到不同資

訊需求層次的使用者。

五、建立「臺灣出版新書預告書訊（資料集）」

2014年 12月起，配合推動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政策，開放每月由各界向本館書號

中心（http://isbn.ncl.edu.tw）申請 ISBN之新書書目資料，提供包括書名、作者、出版單位、

預計出版年月等書目資訊，檔案格式為「XML」。（注 4）

*《新書月刊》創刊與編印發行成果

《新書月刊》創刊於 1999年 1月，誠如前述：為報導臺灣最新穎、最完整的新書出版訊息

與評介兼具的書訊型雜誌。事實上，書號中心於 1990年 2月正式成立後，從該年 3月起即編印《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通訊》（月刊）至 1996年 8 月止，總計編印發行 78期，其

內容絕大部分以刊載各界（含一般出版社、政府機關與團體會社及個人）申請 ISBN和 CIP資

料的新書分類目錄。

《新書月刊》迄今已出版發行至第 200期，在其發刊辭裡，期待她有下列的特色：（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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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蒐集、編印臺灣地區完整之出版新書資訊；

二、刊載新書介紹與書評，藉以提升出版品質；

三、提供圖書出版與行銷之訊息，以促進圖書行銷、嘉惠讀者及提昇利用圖書資訊之素養；

四、提供圖書館及各界人士新書訊息，作為圖書採購之參考。

200期以來，《新書月刊》即以上述發刊宗旨基礎上，每月刊載我國各出版機構（含政府

機關、團體會社與個人），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暨 CIP的新書出版資訊以及當季出版新書的

簡介（每月約報導 84至 108則不等）；另先後策畫有通論、論述、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

國際出版觀察、出版紀事（出版〝代誌〞）、專訪、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古籍新讀與閱讀

選粹等欄目文章的發表，藉以提昇我國圖書出版之品質，進而提供圖書出版與行銷之訊息，以

作為各類型圖書館及社會各界人士選購圖書之依據。近年來更加強海內外辦理閱讀活動報導，

以作為我國策畫推動閱讀活動的標竿學習。

16年來《新書月刊》，每月編印 2,100至 2,500份間，分寄給國內圖書出版業者、圖書館界

（如各級公共圖書館、大學校院、高中職圖書館，以及部分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

學者專家、媒體與對閱讀有興趣的社會大眾為主。同時，也透過本館國際合作組、漢學研究中

心，分送至歐美日、中國大陸等學術研究機構與圖書資料單位。

為擴大《新書月刊》的讀者群與傳布，自創刊號起每期各欄目論述（新書書目除外）電子

全文，經作者同意授權下，全部建置於「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isbn.ncl.edu.tw）上提供

各界於線上閱讀。同時，透過本館電子報（http://enews.ncl.edu.tw）、臉書等，將最新一期的

內容摘錄，透過電子媒體與社群網站廣為宣導。此外，《新書月刊》各期文章、書評、讀書人語、

童書賞析等專文論述、評介，也被納入本館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readopac.

ncl.edu.tw）內供眾查檢，論文被引述也頗多，影響力頗大。

* 創刊至 200 期刊載新書評介的統計分析

《新書月刊》自創刊（1999年 1月）至 200期（2015年 8月）止，共計收錄有關出版、典籍、

閱讀等主題之論述文章計 2,716篇，平均每期約刊載 13篇文章。其中，屬於「新書評介及童書

賞析」的文章有 1,069篇，每期平均約刊載 5篇，約佔刊載文章總數 39%。

本文之統計分析，係以被《新書月刊》刊載收錄於「書評」及「讀書人語」兩個欄目內之

國內出版新書評介文章為主，計有 964篇。其餘列於「童書賞析」欄目內的童書、國外出版圖書、

評介 3本以上者，則不列入本文統計分析範圍內。

一、歷年刊載文章篇數及評介篇數統計分析

《新書月刊》自 1999年 1月創刊至 2015年 8月出刊 200期止，共刊登 2,716篇文章，其中

新書評介有 964篇佔刊載文章總數 36%，每年平均約刊載 160篇文章，其中新書評介約刊載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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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每年刊載文章數量及新書評介數量分布，詳見表 1。

表 1：歷年刊載文章篇數及評介篇數統計表

出版年 評介篇數 文章篇數 百分比 出版年 評介篇數 文章篇數 百分比
1999 37  79 47% 2008 69 164 42%
2000 49 142 35% 2009 63 180 35%
2001 48 124 39% 2010 75 208 36%
2002 43 148 29% 2011 65 202 32%
2003 56 184 30% 2012 72 187 39%
2004 57 193 30% 2013 42 134 31%
2005 64 199 32% 2014 57 146 39%
2006 73 167 44% 2015* 23 81 28%
2007 71 178 40% 總計 964 2716 36%

說明：*2015 年僅計算 1 至 8 月止

二、新書評介所屬出版社分析

國內申請 ISBN的出版機構，自書號中心成立以來累計高達 28,489家曾經申請過 ISBN。再

以 2012至 2014年統計平均每年有 5,096家出版機構申請 ISBN（注 6）。《新書月刊》刊載新書

評介之出版單位有 360家占出版機構總數之 7%，收錄 10本以上出版機構依序為時報文化、天

下遠見、遠流、九歌、聯經等 20家，詳見表 2。其中，僅有「國家圖書館」屬於政府單位。

表 2：新書評介所屬出版社前 20 名出版機構

排名 出版社 評介數量 排名 出版社 評介數量
1 時報文化 37 11 爾雅 15
2 天下遠見 31 12 文華圖書館管理 14
3 遠流 25 13 皇冠 14
4 九歌 24 14 麥田 14
5 聯經 24 15 文史哲 12
6 國家圖書館 19 16 秀威資訊科技 12
7 臺灣商務 18 17 商周 11
8 INK 印刻文學 17 18 貓頭鷹 11
9 天下雜誌 16 19 寶瓶文化 11
10 立緒文化 15 20 五南 10

三、新書評介類別與參考工具書之統計分析

 依《中文圖書分類法》將新書評介之圖書類別分為總類、哲學類、宗教類、科學類、應用

科學類、社會科學類、史地類、世界史地、語言文學類、藝術類等十大類。《新書月刊》200

期以來，收錄評介的圖書以語言文學類最多 291種佔評介總數 30%，社會科學類居次有 149種

佔評介總數 16%，總類第三有 138種佔評介總數 14%，詳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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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新書評介之圖書類別統計表

類別 圖書種數 百分比 類別 圖書種數 百分比
總類 138 14% 史地類  17 2%

哲學類  26 3% 世界史地 135 14%
宗教類  31 3% 語言文學類 291 30%
科學類  28 3% 藝術類  60 6%

應用科學類  89 9% 總計 964 100%
社會科學類 149 16%

由表 3發現：《新書月刊》刊載新書評介之圖書類別當中，屬於「總類」者計 138種（佔所

有新書評介之 14%）列居第三位。筆者再檢視分析，200期來刊載之新書評介屬於「參考工具書」

性質者，也高達到 135種佔所有評介圖書總（種）數的 14%；屬於一般圖書有 829種佔被評介圖

書總（種）數之 86%，詳見圖１。

圖１：新書評介屬參考工具書比例圖

四、新書評介翻譯圖書統計分析

又根據近 3年來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我國出版新書當中，屬於來自國外「翻

譯」圖書，平均 9,137種，佔所有新書的 21.7%。詳如表 4。



40
知識之泉，經書籍而奔流
希臘諺語

論述 

ISBN

表 4：2012 至 2014 年「翻譯」圖書比較分析表

年度別 申請 ISBN 圖書 翻譯圖書種數 百分比
2012 42,035 8,833 20.88%
2013 42,118 9,211 21.90%
2014 41,598 9,366 22.52%
平均 42,007 9,137 21.70%

 綜觀，200期《新書月刊》刊載新書評介 964種圖書，屬於翻譯圖書有 234種佔評介圖書

總數 24%，一般圖書有 730種佔評介圖書總數 76%（詳見圖 2），翻譯圖書被評介比例與新書

出版總（種）數，大致相同。

圖 2：新書評介屬翻譯圖書比例圖

五、每篇新書評介篇幅與字數分析

至於每一篇新書評介的篇幅及字數方面，所有 964篇共計有 3,184頁，每篇平均為 3.3頁。

其中，最多一篇有 9頁，最少的只有 1頁。筆者以每頁平均 1,100字計算，刊載於《新書月刊》

之新書評介，每篇平均 3,630字。篇幅與字數分析，詳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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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歷年每篇新書評介篇幅與字數統計表

出版年 評介篇數 頁數 平均每篇頁數 字數估算

1999 37 81 2.2 2,420
2000 49 126 2.6 2,860 
2001 48 118 2.5 2,750 
2002 43 130 3.0 3,300
2003 56 173 3.1 3,410
2004 57 176 3.1 3,410
2005 64 211 3.3 3,630 
2006 73 236 3.2 3,520
2007 71 247 3.5 3,850 
2008 69 256 3.7 4,070
2009 63 214 3.3 3,630  
2010 75 256 3.4 3,740 
2011 65 233 3.6 3,960 

2012 72 265 3.7 4,070
2013 42 157 3.7 4,070
2014 57 221 3.8 4,180
2015* 23 84 3.7 4,070 
總計 964 3,184 3.3 3,630

說明：*2015 年僅計算 1 至 8 月止

六、新書評介作者身分別分析

更有趣地發現：為《新書月刊》撰述評介之作者於每篇篇首冠予於作者頭銜，依服務單位

職稱及工作性質，本文區分為文字工作者（概括作家、詩人、記者等）、教授（含專兼任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服務於圖書館之圖書館員、學生（含博士生、碩士生、大學生）、學

校老師（包括國小、國中、高中老師和校長）、服務於研究單位之研究員（含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等）、出版業界（總編輯、主編、編輯等）、政府單位人員、專業人員（含醫師、博物

館員）、其他等身分別。其中，冠以「文字工作者」最多，計 297位佔作者總數 30.8%、教授

居次 247位佔作者總數 25.6%、圖書館員為《新書月刊》撰述新書評介居第三名，計 132位佔作

者總數 13.7%，詳見表 6。

表 6：新書評介作者身分別統計表

排名 作者身分 篇數 百分比 排名 作者身分 篇數 百分比
1 文字工作者 297 30.8% 6 研究員 27 2.8%
2 教授 247 25.6% 7 出版業界 19 2.0%
3 圖書館員 132 13.7% 8 政府單位 14 1.5%

4
學生（含博碩士生、大

學生）
85 8.82% 9

專業人員（含醫師、博
物館員）

10 1.0%

5 學校老師 63 6.5% 10 其他 70 7.3%

總計 9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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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諺語

論述 

ISBN

* 期許：為臺灣出版新書資訊傳布，再創下一個 200 期

綜觀上述統計分析結果，《新書月刊》自 1999年 1月創刊至 2015年 8月出刊 200期止，每

期約刊載 13篇文章。其中，屬於「新書評介及童書賞析」的文章有 1,069篇，每期平均約刊載

5篇，約佔刊載文章總數 39%。

本文之統計分析，係以被《新書月刊》刊載收錄於「書評」及「讀書人語」兩個欄目內之

國內出版新書評介文章計 964篇，佔登載文章總數 36%，每年平均約登載 160篇文章，其中新

書評介約登載 58篇。

新書評介種數，前 20名所屬出版單位，僅「國家圖書館」屬於政府單位，其餘 19家是一

般商業出版社。

新書評介的圖書類別以語言文學類最多 291種佔評介圖書總數 30%、社會科學類居次有 149

種佔評介總數 16%，總類第三有 138種佔評介總數 14%。

翻譯圖書被評介比例與申請 ISBN翻譯新書出版總（種）數比例大致相同，約佔所有評介圖

書總數 24%。

為新書撰寫評介之作者身分，以文字工作者最多，教授居次，圖書館員第三名。這三種身

分共計 676位佔所有評介作者總數 964位的 70%以上。

展望未來，我們自我期許《新書月刊》持續為我國圖書出版業界、圖書館與讀者間，傳播

最新出版訊息、新書評介、出版及閱讀活動學術交流的橋樑。期盼邁進下一個 200期時，善用

資訊科技、透過社群網站向所有愛書人傳達「各類臺灣新書資訊」，以全新的風貌向前邁進，

成為「推廣閱讀，介紹好書」的閱讀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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