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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實意地愛書吧！它不僅是你的良師益友，還是你的終身伴侶。
蕭洛霍夫

論述 

ISBN

「滑世代」的新書出版趨勢與網路閱讀樣貌，是否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有人問我，現

在多少讀者開始購買電子書，我只能向各位報告，數字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但如果我們將問

題稍加變化，改為有多少讀者開始閱讀數位內容，這個結果從來沒有準確數字，但任何人都可

以大膽的推測，接觸數位內容的讀者應該是非常的多，這種數位內容爆發性的散播能力，其影

響已經不只如資深出版人老貓在〈出版產值大衰退的警告〉中估算的令人膽顫心驚的數字，整

體出版業的衰靡，其實代表著一個全新的內容傳遞模式的急速竄起。

內容傳遞模式深受人類科技環境的影響，圖書館的功能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逐步改變；在

工業革命以前，圖書館主要擔任知識典藏的工作；隨著大量生產技術的興起，讓知識複製與傳

播的成本與困難大為降低，圖書館的教育的職能隨之而起；如今圖書館又成為傳遞交換知識情

報與資源共享的重要管道；在此同時，出版社也倚重圖書館在資訊交換上的專業，成為出版社

極為倚重的曝光與行銷的通路。

* 觀察美國市場  探索數位進程

1998年起，Amazon陸續推出多款 Kindle電子書閱讀器，以及 Apple iPad問世，撼動紙

本出版市場，回到 2010年，電子書銷量比 2008年增長了 12.6倍，當時各方專家預言 2015年

電子書銷量，必定超越紙本書；基於對電子書市場的強大預期，各方要角無數出全力，試圖擴

展對未來電子書議題的影響力，其中最重要的爭議，即為電子書的定價權，到底是在平台業者

（Amazon），還是在 CP（Content providers）手中，基於對既有定價權（傳承自紙本書的模

式）的捍衛，以美國五大出版商為首的傳統出版業者，一本對智財價值極大化的初衷，強烈抵

制 Amazon「賤賣」電子書，爭議持續至 2014年底終於落幕，五大出版商搶回電子書定價權，

一齊上調電子書價格，塵埃落定，如今零售市場電子書定價樣貌約莫如下：

1.五大出版商：平均 10.81美元／本。

2.其他出版商：平均 4.95美元／本。

爭議的結果，五大出版商面對數位變局時，取得無庸贅言的重大勝利，這個結果宣告了作

者→出版社→發行商→通路商的既有流程，亦似乎承諾了傳統出版商在電子書世界裡共存共榮

的未來；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讓我們從市場面觀察，卻反應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事實：

1.根據美國出版商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 調查：2015年 1月 -11月，

電子書銷量下跌了 12.7%。

2.根據作家收益網站（Authorearnings.com）在 2015年 10月發布的電子書市場報告顯示，74%

的電子書銷量來自於 Amazon。而在 Amazon每日販售的書籍中，有 37%的書籍沒有申請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數位出版部協理│祝本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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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s。

3. 根據作家收益網站（Authorearnings.com）在 2016 年 2 月發布的作家收益報告顯示，

Amazon的 2015年電子書銷售數量和收入都有成長，但絕大部分的電子書不是由五大出版商

出版的。不管是以銷售本數（Unit Sales）或是銷售淨額（Gross $ Sales）市佔率，五大出版

圖 1：2015 年 10 月作家收益網站發布的電子書市場報告

圖 2：Amazon 電子書銷售本數（UnitSales）
統計（2014.02-2016.01）

圖 3：Amazon 電子書銷售淨額（Gross $ Sales）
統計（2014.02-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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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在過去近兩年的佔比逐年下滑，獨立作家出版比重則逐年上升。

至於美國圖書館呢？ 根據美國最大數位圖書館服務商 Overdrive的報告顯示，電子書、電

子雜誌和有聲書的借閱數預期在 2016年相較 2015年，將有 30-40%的成長。其中，大量的多媒

體、漫畫與圖文童書品項以及館員精心策劃的兒童與青少年電子讀書室，讓童書與青少年電子

書的借閱數成長了 30％。另外大量獨立作家作品、多語言電子書品項的挹注，還有電子圖書俱

樂部（eBook Reading Clubs）的逐漸發展，都對電子書的借閱比例有明顯的提升。（注 1）

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電子書價格提高了，但是五大出版社的市占率卻跌跌不休，原因不外

乎五大出版社旗下的電子書價格過高、自助出版與中小出版社書種多樣且相對便宜。我們可以

說，消費者不願意在電子書上支付更多的錢。但是在臺灣，由於閱讀風氣較美國為低，消費者

注意力的轉移，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 臺灣的數位閱讀環境現況

本人曾於《掌握行動內容發展的契機：APP將成為數位內容的亮點》一文中（注 2），向業

界先進提出了本公司的看法與努力的方向，但這個期待因為大螢幕尺寸手機熱銷，勢必要進行

方向上的修正。大螢幕尺寸手機雖然熱銷，但是對於閱讀 PDF螢幕仍然嫌小，因此已經接受數

位內容的既定客戶，未來可望朝更適合閱讀的格式，如 ePub3.0格式挪移。

國外調查，54% 的電子書購買者會使用智慧型手機閱讀，而在 2012 年這個數據只有 24%，

足足上升了 30%。主要使用智慧型手機閱讀的讀者比例從 2012 年的 9% 提高到 14%，另一方面，

根據 Apple 針對其使用者的統計（注 3），在 iPhone6/6+ 上市後，在 iPhone 上，使用 iBooks 閱

讀的讀者從 28% 提高到 45%，顯示螢幕越大的手機對於閱讀環境越有利，愛書人放下了手邊的

平板硬體與電子書閱讀器，利用一定帶在身邊的多工載具，也就是智慧型手機進行閱讀，而這

股風潮正是方興未艾，在臺灣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根據 NCC資料，相較於 2014年，2015上半年 4G用戶成長約達 15%，直至去年

8月底止，臺灣 4G用戶已經達到驚人 866萬戶，預計在 2015年底就會超過千萬用戶。研究臺

灣 4G用戶的使用習慣，其中有 76.6%的受訪者會利用於連結社群網站，所謂沉溺一詞一點也

不為過。這個行為，改變了訊息流通的管道，搜尋不再是最主要的網路行為，使用者不斷的接

收訊息，分享訊息，在與自己息息相關的虛擬世界裡，聚集目光，自成一家，難怪 Facebook 已

經擊敗 Google，成為資訊導入入口的角色。（注 4）

博客來網路書店的 2015年網路銷售報告也證明行動時代的來臨，不僅是 18歲以下的年輕的

會員使用手機下單比例將近 6成，也推升了 40歲以上熟齡讀者的會員人數。來自社群網站的流

量更是超過 6成。可見誰掌握了媒合與分享的力量，誰就有機會將訊息傳遞給受眾。只要是資

訊內容服務的提供者，都必須接受「媒合力 +分享力」的考驗，出版社正承受著改變的壓力，

圖書館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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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comScore Report：Average Time Spent 
Per Day Following Olympics 2012. 

* 如何做  怎麼做

我還是愛看紙本書，此事與我何干？媒合與分享徹底改變了資訊傳播的方式，所以我們要

一步向前，掌握資訊流向。

一、掌握社群

社群是一個基於共同關心議題的分享模式，以往社群因為實體的障礙，難以發揮重大的影

響力，而網路的興起，加上特化的社群服務平台（如 Facebook等）的流行，讓社群的力量加乘，

成為引導社會議題的重要力量；文化創意產業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因此業界也清楚的見到掌

握社群力量的重要，如社群醫生作家，文化視角翻轉社群論述的出版品等等，每每獲得極大的

市場迴響，人際關係與社群力量，擴展了資訊散播力量，這是對圖書資訊推廣的重要助力，從

事文化內容服務的人員應該主動掌握社群的重要動能。

二、分眾服務

分眾服務可以有多種形式，對內容業者來說，內容屬性的分眾，操作起來駕輕就熟，但基

於完整服務理念，內容服務業者也必須隨時注意市場趨勢，發掘潛在分眾市場。舉例來說，2G

轉 4G，已漸漸發展成為一個欠缺優質服務的藍海市場，從 4G服務推出至今，已經約有 5成轉

換率（NCC統計目前移轉率）。（注 5）根據 2015年 7月資策會 FIND團隊結合 Mobile First調

查數據推估，臺灣地區 12歲（含）以上的民眾，有逾 1,604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在短短半年（2015上半年）內，行動族群激增達 170萬人，其中 50歲（含）以上之熟齡族擁有

行動裝置之比率，躍升為各族群最高，達到 26.6%。針對特定年齡族群的服務，是業者的商機，

也是內容服務從業人員應該掌握的重要對象。

三、藉由多螢幕訊息發布，提高讀者的參與程度

我們想要發佈的訊息，除了藉由社群的力量快速散播，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超載

（Information Overload，又稱信息過載）是個常見的問題，訊息已經不能光靠提升有效曝光頻

次（Effective Frequency）獲得期望的效果，資

訊的強度需要藉由不同的螢幕傳遞，產生較為

積極的認知反應（注 6），因此相對於傳統的網路

訊息傳佈方式，自適應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或是相關的技術，會是比

較能夠適應從電視、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

手機等的多樣螢幕瀏覽需求，是將溝通管道升

級的必經之路。

四、創造美好的閱讀體驗

雖然經營內容的粉絲是出版社與作者當仁

不讓的使命，但讓讀者有美好閱讀的經驗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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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義務。我們進一步觀看現今各地的圖書館，其實已經逐步發展各自特色，以臺北市立

圖書館與高雄市立圖書館為例，各分館設有不同的館藏特色區，提供讀者多元的服務：

（一）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一分館一館藏特色

1.北投分館（生態保育）

2.三興分館（商品行銷）

3.中崙分館（漫畫）

4.萬華分館（台北史蹟）

5.天母分館（歐洲文化）

6.文山分館（茶藝）

（二）高雄市立圖書館

1.總圖：國內第一座國際繪本中心圖書館暨兒童劇場

2.美濃分館（客家文史）

3.小港分館（天文、環保）

4.旗津分館（海洋生物）

5.左新分館（旅遊）

6.河堤分館（愛河學、社區營造）

7.鼓山分館（生態保育、柴山專區）

在已建立館藏特色的圖書館，可運用圖書館的館藏特色進一步發展推廣活動，聚集深化閱

讀社群，此時電子書館藏將可扮演快速擴散的角色，吸引更多社群鐵粉閱讀甚至進入圖書館借

閱紙本館藏或是參與圖書館的閱讀活動。至於尚未建立館藏特色的地區圖書館，則可依照其在

地屬性、借閱人口分布以及地區數位化程度，提供不同程度的數位閱讀及推廣服務（例如可以

藉由觀察長者使用手機的習慣，提供長者所需的書籍借閱資訊），提高讀者走進圖書館的頻率。

不論讀者所讀的是紙本書或電子書，重要的是圖書館應該掌握市場脈動與善用社群力量，提供

線上線下的服務，幫助讀者從閱讀中找到解決問題方法、從參與互動中擁抱閱讀樂趣，數位時

代裡的圖書館，才能重新走進人們的生活節奏，成為知識與資訊交流重要管道，閱讀推廣一詞

不會是句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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