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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喜「閱」，再創新猷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0期
回顧與分析

曾堃賢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執行編輯

春意融融的 4 月，我們很高興迎接第 100 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誕生。從來就只是埋

首默默的做，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的耕耘，竟然也過了 8 年，走過 100 道關卡了。「100」

對一本雜誌來說，可以是 100 頁，可以是 100 篇，可以是 100 元，但是 100 期？如果今天沒有館

長、全館同人、圖書館同業、出版業界、編撰稿朋友們，以及正在看這篇文章的您鼎力支持，

這 100 期任務，無疑是困難重重，感謝大家這8年來對本刊的愛護與支持，讓本刊能夠茁壯成長

至今。為了讓《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臻至更完善，我們整理了創刊以來，該刊之發行概況、編

輯特色、100 期編輯成果及統計分析等相關資訊，以分享讀者。

◆ 創刊宗旨與發行概況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下簡稱「月刊」，前身為《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中

心通訊（月刊）》，民國 79 年 3 月至 85 年 8 月止，總計出版 78 期）自 88 年 1 月創刊以來，迄

今已出版至第 100 期，其創刊宗旨是：「蒐集臺灣地區最新穎、最完整之出版新書資訊，每月

刊載臺灣地區出版機構（含政府機關與個人）向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

書號暨出版品預行編目（ISB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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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通論、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出版觀察、專訪、作家與作品、專題

選目等欄目文章的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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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採購之參考」（注 1）。

月刊目前發行 2,500 份，分寄圖書出版業者、圖書館界（如各級公共圖書館、大學校院、高

中職和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各類專門圖書館）、學者專家與對閱讀有興趣的社會大眾為主，也

透過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漢學中心，分送至歐美日、大陸地區之學術研究機構與圖書資料

單位。

◆ 編輯特色

月刊自創刊以來，一直以提供臺灣地區完整的最新圖書出版資訊、豐富的新書介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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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專題書目、多元的書評園地與出版研究及趨勢報導，作為編輯方針。8 年多來總共企劃新

書書目、新書介紹、通論、書評、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專訪、（國際）出版觀

察，以及自 92 年 3 月起陸續推出的「出版代誌（大事紀）」、「童書賞析」等欄目。歸納各欄

目的編輯成果與結合「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網電子報」功能，月刊具備有下列

幾個編輯特色：

1.新穎且多樣化的「新書書目」

每期除刊載前一個月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CIP 的最新出版圖書書目外，同時提供新申請 

ISBN 出版機構名錄、新書書目分類統計、申請 ISBN 出版機構類型統計等實用資訊，以彩色圖

表呈現，讓讀者以最簡明易懂的方式，瞭解前一個月臺灣圖書出版的最新概況，同時在「全國

新書資訊網（ISBNnet）」上提供線上檢索瀏覽與下載新書書目功能，這是我國報導新書出版消

息的專業雜誌中少有的做法。

2.嚴謹而具代表性的「新書介紹」

從各出版機構（含個人）送存國家圖書館及本館定期採購的新書中，選擇較具時效性、學

術性或可讀性的圖書輯成。每書具書目及180字左右的書介並附該書書影。此外，每年配合臺北

國際書展活動，策劃「臺灣出版 TOP1」專欄，刊載各出版社自行推薦前一年度最具代表性圖書 

1 至 2 種；每年 7、8 月間推出「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年度書目」，收錄前一年出版的重要

參考工具書，並選出其中 100 種左右較具代表性者撰寫提要，同時由國家圖書館參考組輯印成

「年度參考工具書書目」（注 2），供各界參考。

3.主題式的「書評」經營

月刊自 88 年底起，開始採計畫編輯方式發行，不定期賦予一個「主題」，讓「通論」、

「書評」、「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童書賞析」等單元環繞在當期

所企劃的中心主題上，並兼顧「大眾」和「小眾」的閱讀需求，頗具特色。

4.深入而完整的「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

有計畫地推出「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欄目，試圖透過專家學者或有經驗的圖書館

員，編製深度的專題書目，作為圖書館暨資料單位、研究人員，以及對該主題或作家有興趣的

讀者，建立評估館藏資源與參考書單的依據。

5.具實用價值的出版對話─「專訪」

本欄目設計宗旨，期望透過詳實的訪談，瞭解出版及相關行業經理人、創意人、編輯人、

行銷人，在出版學上的專業理念與實際策劃出版的思考過程，深入探討其專業哲學與成功原因

以為借鏡。同時，透過其陳述瞭解成功出版人對本館業務與本刊的具體建議，使其成為一場真

正具有實用價值的出版對話。

6.蒐集臺灣圖書出版活動訊息的「出版代誌」

廣泛蒐集我國圖書出版事業主管或相關政府機關、圖書出版與書店業等專業組織、出版教

育單位以及相關業界的訊息，以提供海內外了解目前我國圖書出版事業最新動態。

共享喜「閱」，再創新猷—《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0期回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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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國際視野的「出版觀察」

以報導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地區圖書出版的現象，如暢銷書、熱門話題書、適

合各類型圖書館典藏的參考工具書與經典作品、電子書、圖書市場與讀者購買的現象和趨勢、

國際書展活動、推廣閱讀等資訊，提供國內出版業界或圖書館界選題及採購圖書之參考。

8.編製年度「分類目錄」

月刊於每年度的最後一期均編製刊載「分類目錄」。將本刊內容分成通論、書評、專題

選目、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專訪、出版觀察、童書賞析、消息報導、編者的話及新書介紹

等欄目編製成篇名目錄；其中「新書介紹」按中文圖書分類法的十大類編排，再依書名筆畫排

序，提供讀者查檢。

◆ 100期編輯成果及統計分析

（一）欄目統計與分析

從創刊伊始，月刊除了每月提供書目之外，亦規劃欄目，讓相關業界同道及讀者有個可

以和大家分享知識的園地。據編輯部統計，截至第100期止，所收錄的專論評介總共有 1,299 篇

文章分布在各欄目中，這些欄目包含有通論、書評、專題選目、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古籍今

賞、專訪、作家與作品、出版觀察、出版回顧及特載。下圖為各欄目文章所佔百分比，可以發

現目前是以「通論」佔最多篇幅，1,299 篇文章當中有 412 篇（32％）；其次則為「書評」，275

篇（21％）；再次為「讀書人語」，有186篇（14％）。

而這 1,299 篇文章，分別由 545 位

作者（包含一般機構）投稿產生的，8

年來，這五百餘位的作家朋友們，先後

在月刊留下他們心靈的軌跡，就像第 63 

期（93 年 3 月）月刊的閱讀小語：「閱

讀不僅是共鳴與了解，也是批評與判

斷」，這些朋友將共鳴與了解，批評與

判斷都毫無保留地與我們分享，使我們

獲益良多。

在這 1,299 篇的文章當中，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這三個欄目，可說是與圖書資源本身

關係最密切者，因為這是為讀者評介、導讀、賞析圖書的重要園地。月刊歷年來評介的圖書已

累積有 595 種，其中兒童／青少年讀物有 98 種。下頁上圖為「書評」、「讀書人語」歷來受評圖

書之分類圖，總計有 497 種圖書，可以看出被評介的圖書以「語言／文學」最多，其次為「社會

科學」，再次為「史地／傳記」，最少的是「哲學／心理」與「宗教」，皆不超過 20 種。

而在 595 種評介的圖書（含兒童／青少年讀物）中，分別是由 233 家出版社所出版。至於作

品受評最多的作者是詩人隱地，一共有 7 本作品被評介，其次為林慶彰教授有 4 本作品。還有 

各欄目文章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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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位作者各有 3 本作品受評，

其中只有 3 位為外國作家，這 

10 位作家是小林豊（日本童

書作家）、王岫、成寒、沈石

溪（童書作家）、松浦章（日

本史學家，精通臺灣史）、黃

炎東、焦桐、愛德華‧薩伊德

（Edward Said）、蔡登山。完

全符合獎勵本土創作，以提昇

我國圖書出版之品質為創刊宗旨。

「專題選目」及「作家與作品」亦是月刊頗具利用價值的專欄，目前已刊登過 25 位作家及

其作品目錄，日後仍會持續介紹重要作家。而專題選目的主題包羅萬象，目前也已累積有 65 種

專題，其中持續關注的主題為地方文獻的蒐集與整理，陸續刊登桃園縣、基隆市、連江縣、宜

蘭縣、臺東縣、雲林縣、嘉義市、臺中市、花蓮縣、金門縣等地方研究文獻目錄（按刊登時間

先後排序），還有每年必定規劃的「年度參考工具書」、「優良政府出版品」等專題；此外也

會根據社會當時焦點而規劃專題，例如 92 年 5 月便聚焦「SARS」，設計〈防 SARS，出版業做

出典範─細菌‧病毒與 SARS 防護專題書目〉。

（二）新書介紹欄目的統計與分析

1.一般新書介紹

（1）量的統計

新書介紹選錄的標準，由本館的選書小組就每月出刊前，近三個月出版送存或新近採購的

圖書中，選出具知識性、參考性的優良圖書，再由同人及部分館外作者撰寫書介。自創刊號以

來，除每年一次的「臺灣出版TOP1」活動時，會暫停「新書介紹」欄目之外，餘皆不曾中斷，

持續至今，已選介過 8,832 種圖書，提供 180 字左右的書介與書目、書影，目前累計 398 位作者

曾為我們撰寫過書介，感謝這些作者們及選書小組的辛勞。左方圖表為「新書介紹」欄目年度

統計數量，96 年的數據為 1 到 

4 月（但 1 月號舉辦「臺灣出

版 TOP1」，實際只有 3 個月的

數據，因此較少），由下表可

知，選介圖書的數量大致維持

在每年 1,000 種上下。相信對

推廣圖書亦有助益，同時也要

呼籲各出版社，能夠加快新書

送存至國家圖書館的速度，以

共享喜「閱」，再創新猷—《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0期回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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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失去「新書」的時效，最後祇能讓選書小組悵然地擺回書架上。

（2）類別統計

左圖為「新書介紹」

欄目所選介的圖書依照類別

及數量所繪製的圖，可分為

十大類─總類、哲學／心

理、宗教、自然科學、應用

科學、社會科學、史地／傳

記、語言／文學、兒童／青

少年讀物。收錄數據自 88 年 

1 月至 96 年 4 月，8,832 種圖

書。可以看出，在所有圖書當中，以社會科學類的圖書最多，佔了 21％。，其次是語言／文學

類，有 16％，再其次為應用科學與史地／傳記類，各佔 13％。最少的則是總類，僅有 3％，似

乎反映了我國圖書出版的現況。

2.特殊主題圖書選介

對月刊來說，每年的行事曆，有「變」也有「不變」，不變的例如春天時，配合世界閱

讀日推出「閱讀」專題，夏天時針對上一年度出版的參考工具書舉行「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選

介」，秋天時則是「優良政府出版品選介」，冬天時當然就是「臺灣出版 TOP1」活動來為一整

年的出版情形畫下句點。以下僅就「臺灣出版 TOP1」、「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選介」、「優良

政府出版品選介」3個主題整理出相關數據，以供參考。

（1）臺灣出版 TOP1

「臺灣出版  TOP1」的活動

自 89 年開始首度舉辦，已連續舉

辦 8 年，感謝歷年來參加的 331 家

出版社（不重複計算），共提供 

1,052 種圖書參加。從右圖可以看

出每年參加的出版社家數與圖書

種數，平均每年有 87 家出版社，

131 種圖書，每家出版社選書皆不

超過 2 本，甚具提昇出版社知名度

的功用，往後也請各出版社繼續支持「臺灣出版 TOP1」活動。

（2）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選介

參考工具書的選介原則，係以上一年度內臺灣出版之參考工具書為範圍，由本館參考組提

供書目（注 3），再由書號中心邀請大學校院圖書資訊學系所教授、各類型圖書館參考服務館

員組成評選小組，每年選介圖書80至130種不等，並撰寫書介，提供書目、書影，以作為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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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般讀者採購之參考。

下圖為依照參考工具書類型分類的統計圖，依據實際出版年代從 89 年到 94 年當中，總計

有603種參考工具書被選介，圖中可以看出字辭典仍為參考工具當中的大宗，有 27％ 的比例，

而圖鑑類參考資源，也佔了 17％。最少的則是索引和各種目錄，各只有 1％。

（3）優良政府出版品

行政院研考會為促進各級政府機關重視出版品質及流通、獎勵辦理成效良好之機關，從 91 

年開始舉辦「政府出版服務評獎」，已連續舉辦 5 年，依類型可分為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非

書資料／電子出版品，《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曾於 91 年榮獲優良政府出版品（連續性出版品）

評獎，94 年入圍優良政府出版品評獎。而這些每年經評選為「優良政府出版品」者，月刊上均

會刊登書目、書影、書介，截至 95 年 8 月，已經刊登過 182 種圖書、非書資料／電子出版品，

以及28種連續性出版品。

（三）新書書目統計

歷年來新書數目的統

計可參考本期 211 頁附表，

該表為「國際標準書號中

心 ISBN/CIP/ISRC/ISSN/ 年度

統計」，清楚揭示本館國

際標準書號中心自民國78

年7月以來各項業務申辦成

果，讀者可從歷年來我國

出版新書申請國際標準書

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的具體數據，看見我國圖書出版呈現穩定成長。本文僅就歷年來申請 CIP 

圖書及未申請 CIP 圖書之分類概況做說明。

首先為申請 ISBN 暨 CIP 之圖書，在圖書分類法中的分類概況，從上圖可以發現「語言／文

學類」可謂一枝獨秀，竟佔了將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而「總類」的比例只有 2％，和「新書介

共享喜「閱」，再創新猷—《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0期回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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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欄目的「總類」比

例接近，明顯反映出我

國圖書出版的現況。至

於只佔1％的「兒童／

青少年讀物」，並不全

然就代表此類書籍在我

國出版並不受重視，而

是因為多數的「兒童／

青少年讀物」並沒有申

請 CIP，所以其數量也就未列入統計。

我們可以繼續觀察右圖「歷年未申請 CIP 之圖書分類」，此處的「兒童讀物」數量便佔了 

14％，而且數量也從 88 年時的 1165 種逐漸成長到 95 年的 2268 種，顯示童書的出版已愈來愈受

重視。

◆ 結語—新穎、完整、多元化的臺灣出版資訊

從以上的種種統計數據中，其實祇能看到月刊 8 年多來的一小部分，而這些統計數字的基

礎，都是來自於月刊的內容，編輯一本月刊，等於每個月都要編出一本厚達 250 頁的書，常常

這個月還沒印好出刊，又要忙著策劃下一個月的內容，每天都過得分外充實，如果編輯部精心

安排的內容能夠被每位讀者喜歡，並且帶給讀者一些喜悅，一點點知識的分享，我們相信編這

份月刊永遠都是一個最甜蜜的負荷，甘之如飴。展望未來，我們期盼在既有的基礎上，能夠呈

現一份臺灣最新穎、最完整、多元管道傳播，且每「月」都在成長的有機體─《全國新書資

訊月刊》，為全國圖書出版機構、圖書館及每位喜「閱」的愛書人服務。

注釋

1.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簡介」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檢索於 2007 

年 4 月 17 日）。

2.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輯印的專書，包括：《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2000 年度書目》（民國 90 年 9 月）、《臺

灣出版參考工具書：2001 年度書目》（民國 91 年 10 月）、《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2 年至2005 年

（民國 92 年至 95 年）及《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0 年至 2002 年》（民國 92 年 9 月）等 7種。

3. 書目來源包括：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國家

圖書館閱覽組政府資訊室「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系統」、行政院研考會「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

網」、國家圖書館參考組新收中文參考書。

◆ 本文感謝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顧力仁主任指導，以及陳詩媛、鄭雅云小姐的整理和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