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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近年來，從新聞等媒體上可得知動漫產業在臺灣發展越來越蓬勃，儘管因為固有之傳統思

想限制，而使得動漫畫和動漫迷受到外界不公平的對待，像是先前著名動畫《航海王》抽菸動

作被打馬賽克事件、北美館海洋堂事件、「我猜」事件等。（注1）這些若是在非動畫產業的

展覽或是電影，大多被當成是藝術，然而，造成這樣的差異或許是因為臺灣傳統之社會價值觀

─認為動漫畫是給小孩子看的東西，所帶來的影響。

基於上述事件與價值觀等部分，由於不屬本次所探討的主題，故不再進一步深入探討，縱

使動漫文化算是一種次文化，然而從今年（2010年）之台北國際書展邀請《灼眼的夏娜》的日

本配音員釘宮理惠小姐來臺所造成之盛況即可了解，動漫產業將可造就很大的商機。（注2） 

順便一提的是《灼眼的夏娜》這部作品，最初並非是從動畫、漫畫或遊戲開始，而是由「輕小

說」衍伸到動漫畫的。

另外，最近幾年來有不少的輕小說開始改編成漫畫、動畫或遊戲等不同之載體上，像《灼

眼的夏娜》和《涼宮春日的憂鬱》等作品，也是因為改編成動畫而使知名度得以更加茁壯，甚

至從日本紅到臺灣。

關於動漫畫這領域，除了以書籍形式所呈現的漫畫作品外，也有以視聽媒體播放的動畫作

品，然而動畫所屬之視聽媒體資料，目前有所謂的「公播版」，至於漫畫所屬之圖書資料在外

國也有所謂的「公共出借權」，這種保障作者權益之「公共出借權計畫」，目的在避免讀者到

圖書館借書而未去購買，所造成出版社的損益，及作者的權利受損。

由於公共出借權可以彌補圖書館出借圖書所造成出版社的權利受損，因此藉由調查輕小說

讀者在取得輕小說的閱讀行為模式，以了解輕小說之讀者結構及行為的同時，也可以探討圖書

館之借閱服務對於出版社及作者是否會造成其損失或是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 關於輕小說與公共租借權

在進入這次的主題之前，先大致介紹輕小說與公共租借權之定義，接著再針對其內容做探討：

輕小說讀者閱讀行為模式之調查

兼論公共出借權問題

李世淳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研究生

邱炯友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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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　義

1. 輕小說

「輕小說」（Light Novel），就字面上解釋為「可輕鬆閱讀的小說」，由於寫作上大量採用

平常所使用的口語，所以讓讀者可以更容易閱讀。和一般文學性小說有些不同，是以年輕讀者

為主要對象，主題、風格種類豐富，不受到作品類型所侷限，內容可能包含青春、校園、科幻、

奇幻、推理、戀愛、歷史、動畫等要素，封面及內頁則大多採用動漫風格插畫的小說。（注3）

而關於輕小說的定義，不論是臺灣還是日本，都有許多不同的論點，也沒有確實統一的定

義，但基本上來看，有以下幾種歸類與特點：（注4）

（1）使用大量動漫風格插圖

（2）以角色為中心創作故事 

（3）以青少年為讀者群寫作

（4）內容淺顯、容易閱讀 

（5）由發行輕小說的書系所發行

（6）作家自己認為是輕小說

（7）因為輕小說這名詞是出版社創造出來的宣傳手法，所以出版社說是就是

由於輕小說定義至今沒有絕對的依據，上述之特點也未必是絕對的，還是有些例外的作

品存在，像是獲得日本電擊文庫所舉辦的第十三回電擊小說大賞的《角鴞與夜之王》，就沒有

使用大量動漫風格的插圖，雖然是容易閱讀，但也不是代表輕小說就是很輕很薄，也是有像

《AHEAD Series 終焉的年代記》那樣多達1,000頁厚度的作品。然而，輕小說雖然主要以年輕讀者

為對象，但並不代表輕小說只適合青少年閱讀，相反的，因為不受限制的創作空間，讓輕小說

也受到不少成年讀者的喜愛，就像是櫻庭一樹的《糖果子彈》、有川浩的《鹽之街》這些輕小

說作品，之後都再次以文學小說的形式出版。

2. 公共出借權

「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是考慮到圖書館將圖書作品借閱給讀者後，可能造成

該作品在市場上的銷售量減少，為了彌補作者這部分的損失，所以由政府另撥經費付給該作者

（或其著作權人）的權利補償金報酬制度。（注5）

而公共出借權執行方式，也會因各國國情不同而有其差異。下面列出各種不同的執行方

式：（注6）

（1）以圖書館的借閱次數作為根據。

（2）以圖書館館藏冊數（即含所有複本數）做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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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館藏圖書書名種類計量。

（4）組合式計算依據。

（5）以申請為要件而撥與公共出借權權益人不等額之補助款。

二、輕小說與公共租借權之探討

1. 關於輕小說與動漫市場

由於輕小說在現今動漫領域上佔有一定的份量，因此在探討輕小說之前，先了解臺灣動漫

畫目前的情況。在張約翰的碩士論文〈日本男性科幻漫畫中的生化女戰士〉裡提到在學術界裡

缺乏漫畫的研究，但從這份報告中也可以發現漫畫在臺灣的出版業裡佔有相當大的市場，所以

縱使未被學術界所重視，漫畫業在臺灣的社會裡仍然是有一定的影響力。（注7）

而在何軒瑋的〈論御宅文化之輕小說的反復生產現象及其可能性〉這篇碩士論文中，有提

到在1990年以後，以青少年為讀者群的輕小說在日本獲得了相當的市場佔有率，隨後輕小說被

引進了臺灣，並於2005年前後在臺灣動漫市場上掀起了一股新的熱潮。（注8）

直到至今，輕小說在之後每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漫畫區和漫畫博覽會上都佔有相當大的份

量，而在輕小說的加入後，也造成了臺灣動漫市場日漸成長的因素之一，而今年（2010年）的

第11屆漫畫博覽會，其展覽地點也從往年的臺北世貿二館遷到場地更大的世貿一館，這或許也

意味著臺灣的動漫市場已受到了重視。

輕小說在動漫領域上的份量也可以從2010年漫畫博覽會看出來，雖然輕小說相關商品造成

熱賣並非是今年漫博的特例，但今年已有些新聞媒體也發現到輕小說在目前的動漫領域已經佔

有一定的份量。（注9）儘管對於輕小說或許還不是很了解，但可以發現「輕小說」開始受到動

漫迷以外的人注意了。

於輕小說的市場發展上，從臺灣角川和尖端之後，東立和青文等部分出版社也相繼投入輕

小說市場。在賴中慧將台灣角川提供的資料整理成〈輕小說盛世〉這篇報導中表示，相對於近

年來出版市場的蕭條，輕小說的市場規模卻持續成長，以日本來說，在2004年的輕小說市場規

模為200億日圓，到了2006年則達到了300億日圓；以臺灣來說，2008年漫畫管道經銷商大會公佈

了小說類首度超過漫畫類在臺灣的鋪書量之消息；輕小說作品除了在臺灣、日本大受歡迎外，

在香港、韓國及中國也創下了銷售佳績。（注10）

雖然動漫市場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如陳仲偉在《臺灣漫畫文化史》中所提到的，

其實多數人只是看到這產業能賺錢而一窩蜂的跟進，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不少人卻只看到表

面，而忽視日本動漫產業能夠成功的原因，認為臺灣動漫產業是技術上的不足，卻忽視一個產

業發展所需的基本功。（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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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動漫畫這類的文化創意產業是需要時間培養的，並不是只靠短短幾年就能夠有顯著的

成果，不過這並不表示臺灣的動漫產業要成長茁壯就會遙遙無期，就像在近幾年所參加幾場

的同人誌即賣會裡，發現到臺灣創作者不管是原創同人誌還是改編同人誌，都出現不少好作

品。（注12）另外，政府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所發行的刊物《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創作集》其內容也相當豐富，而由於CCC創作集第二期有篇內容是以軍艦擬人化來進

行介紹的，還被日本網友稱之為臺灣最高研究機關所公認的「萌的軍事本」，算是相當有意思

的一件事。（注13）、（注14）此外，像是台灣角川、尖端等臺灣出版社近年來陸續舉辦了不

少輕小說的比賽，也挖掘了不少有潛力的作家及插畫家，若要追上像日本那樣的動漫畫文化大

國勢必還得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但看著這些抱持理想的創作者之努力，研究者以樂觀的態度

認為臺灣之動漫產業要發展起來還是有希望的。

2. 關於公共出借權

關於「公共出借權」的精神本質上是非常令人贊同的，因為可以彌補圖書館在借閱的同時

可能造成作者損失的部分，不過這只是在沒考慮圖書館出借行為可能讓作者有獲利下的結果。

在邱炯友的〈數據的迷思：從圖書借閱排行榜看出版銷售損益〉這篇文章中，有提到作者

與圖書館之間的矛盾關係，因為讀者可能借閱了某一作品之後，就不會再去購買該作品，但也

可能會因為借閱後，而喜愛上該作品，且自行另外購買該作品來蒐藏。（注15）

如果以圖書館借閱行為有可能提升該作品的購買意願這方面來考慮的話，就會發覺圖書館

在替作者或出版社行銷的同時，還必須支付一筆補償金給作者的有趣情形，雖然這筆補償金是

由政府提供的，但要追溯起來，政府的經費是由人民納稅得來的，那讀者（人民）閱讀了圖書

館的書籍後，若因此而被吸引去購書，還必須分擔補償金的話，則這種情況就更為詭異了。

當然，並非所有的作品都能讓讀者再掏腰包支持，而且要計算圖書館借閱行為所造成作者

的獲益，比計算造成的損益困難上許多，不過除了某些必需書籍外，研究者本身倒不認為圖書

館的借閱行為只是單方面造成作者的損益，因為就算圖書館沒有此作品，不會去買書之讀者依

舊不會去買書，會買書的讀者也未必只有買新書這一個選項而已。然而，會針對這一方面進行

探討，並非表示反對「公共出借權」的實行，而是覺得把圖書館借閱行為，單純視為造成作者

損益之行為是有失公平的。

至於出版商（或作者）既然擔心圖書館的借閱會造成銷售上之損利，那比起實行「公共出

借權」，不如要求政府制定法規，像是「圖書作者或其出版者有權力在圖書出版之前，向政府

單位登記其圖書不許被置於圖書館供人借閱使用」之類的規定，當然這也就意味著此圖書被限

制不能被圖書館所購買，畢竟圖書館採購圖書最主要目的是供讀者使用的，所以對於一般的圖

書館而言，不能被借閱的圖書當然也就沒有被購買的理由。不過，對於出版商而言，雖然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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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圖書館這一客戶，但也就不用擔心會有圖書館借閱行為造成圖書損利的問題發生了，只不過

會有多少出版商想實行這作法？我想除了撇開會損失圖書館客戶不談，圖書館借閱是否只會造

成銷售損益，也是會被拿來重新思考的課題。

✿ 讀者在取得閱讀書籍的行為模式─以輕小說為研究對象

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次的研究對象為輕小說讀者群，研究讀者在取得閱讀輕小說的行為模式。由於輕小說並

非主流文學，也不像武俠、文藝、科幻等可以明確地分門別類，因此在找尋樣本時，不能直接做

隨機樣本調查。所以便直接從輕小說讀者群常去的討論版上進行問卷調查，以解決對象問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直接針對輕小說讀者群較常聚集的網路社群及其討論區發放

電子問卷，以確實得到有效的問卷調查，此方式可以避免將問卷發放給無關的族群，得到的問

卷準確度也會較高。電子問卷發放位置分別是巴哈姆特─輕小說綜合區（http://forum.gamer.com.tw/

A.php?bsn=60415），批踢踢實業坊（telnet://ptt.cc/）的討論版「C_Chat」和「LightNovel」。

三、研究設計

對於這份問卷分成第一部分的「基本資料」和第二部分的「輕小說閱讀情況及習慣」，第

一部分主要是針對（填寫問卷者）輕小說讀者群作簡單的基本調查，至於第二部分則是輕小說

讀者群的閱讀習慣調查。

關於「輕小說閱讀情況及習慣」的部分，除了調查閱讀書齡外，還針對取得途徑做購買與

租借的調查、在輕小說上的花費，還有就是讀者選擇作品的因素，以及對於購買與借閱的選擇

等項目調查。

藉由此次之問卷調查，從輕小說的角度來探討圖書館的借閱，對於作者或著作權人，是否

真的會造成市場上的損失，亦或是圖書館的借閱，可促使作品在市場上的加速流通，是此研究

之目的。

四、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問卷調查，自2009年8月17日至2009年9月7日截止，共22天，共取得398份問卷樣本。

在填寫問卷的輕小說讀者群中，男性284人，女性114人，以男性偏多，年齡則是集中在19

歲到24歲，佔有229人，幾乎以大專院校學生和社會新鮮人的年齡層多。（見圖一、圖二）

輕小說閱讀情況及習慣部分的調查結果，就「最常取得輕小說的行為模式」中，最常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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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者有314人，最常採用租借的有69人，至於其他的

15人則是以兩種行為各半得佔大多數，由此可以發現

目前讀者取得輕小說是以購買為主（見圖三）。至於

造成這樣的結果，據研究者觀察可能係目前輕小說所

能租借的途徑有限所導致之因素。

在取得輕小說的途徑上，大致分為購買與租借兩

種。在購買途徑方面（見圖四），實體店面（例如：書

店、便利商店、書展等）的比例高於網路書店（例如：

博客來、亞馬遜等）；在租借途徑方面（見圖五），以從租書店和親朋好友取得為最高，圖書

館則不如兩者其一的一半。至於只採取租借而沒經過購買途徑的有34位，與之相反的，只採取

購買途徑而沒經過租借的有124位，從購買與租借只採取一種行為的方面來看，在輕小說取得行

為上，購買則是多於租借。

圖一　性別人數性別人人數 圖二　年齡人數年齡人年齡人數

圖四　購買途徑（可複選） 圖五　租借途徑（可複選）圖四 購買途買買 徑（可（（（ 複選）選選選 ）圖五 租借途借途途徑（可（ 複選選選

圖三　最常取得輕小說的行為模式

而對讀者而言，會吸引去看輕小說的前三個因素（見圖六），分別是故事劇情、作品評價

（書評、網友心得）、插圖和封面畫風，因此可了解到除了劇情和評價是相當重要的吸引因素

外，插圖畫風對於輕小說而言也是有一定程度之重要性。而同樣的結果，在購買輕小說的因素

（見圖七）上也可以發現。



26 ．藏書不難，常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能用不難，能記為難 ◆ 張 潮

通 論

圖六　吸引你去看輕小說的因素（可複選，最多三個）圖六六 吸引你吸 去看輕去看輕小說的小說的因素（可複複選複選 最多最 個）個 圖七　購買輕小說的因素（可複選，最多四個）複選 最多最 四個）四圖圖七 購買輕輕小說的說的因素（素 可複複

另外，在「若是新書出版時，即可在

圖書館借閱得到，則可能會去圖書館借？」

（見圖八）這項調查結果，回答「是」的有

243位，回答「否」的有155位，結果顯示，若

圖書館可即時開放借閱新書的情況下，有六

成的讀者有可能到圖書館進行借閱，另外四

成的讀者則不會因為這條件而考慮圖書館。

關於這部分，在行政院新聞局的《97年圖

書出版產業調查》中，提到對於民眾而言，

書本內容的「使用」或「保存」價值決定了

擁有慾，因此「文學」、「教科書」、「心

靈養生」和「小說」等類型之書籍取代性較

低。（注16）故屬於「小說」類型之「輕小

說」應該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因此即便圖書

館借閱情形能夠與新書出版同步進行，卻仍

有四成的讀者不考慮向圖書館借閱，或許也

是因為取代性較低的原因。

接著針對吸引力和購買的程度進行調

查，在「對於具吸引力（或喜歡）的作品會

去購買來閱讀」選項（見圖九）中，有375

位回答「是」，只有23位回答「否，依然只

租借而不購買」；然後「在閱讀到覺得很滿

意的作品後，則可能會去購買來保存（或支

持）？（指原先未購買）」（見圖十）上，

圖八　若是新書出版時，即可在圖書館借閱得到，則可

能會去圖書館借？

圖八八 若是新是 書出版出出 時 即時 可在圖可在圖可在圖書書書館借借借閱得到得到到 則可則

圖九　對於具吸引力（或喜歡）的作品會去購買來閱讀作品會作品會作品會會去購買去購買去購買購買購 來閱讀來閱讀來閱讀閱圖九圖九圖九 對於具對於具對於具於於 吸引力吸引力吸引力引引 （或喜（或喜（或喜歡）的歡）的歡）的歡）的歡 作作作

圖十　在閱讀到覺得很滿意的作品後，則可能會去購買

來保存（或支持）？（指原先未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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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72位回答「是」，只有26位回答「否」，從這兩項調查結果可以了解到，具吸引力的作品會

讓讀者有購買的慾望，而且就算是已經閱讀過的作品，若是很滿意的話，也有相當高比例的讀

者表示可能還會去購買來支持。關於這部分，也正好印證了行政院新聞局所編的《97年圖書出

版產業調查》中，說明民眾對於購買書籍的動機取決於其保存的價值。（注17）

針對「購買二手書」（見圖十一）項目進行調查的結果，可能會去購買二手書的有169位，

堅持買新書的有220位，顯然只收新書的讀者較高，但是願意買二手書的讀者也不算少數。相反

的，在轉賣掉手上輕小說的理由（見圖十二）裡，以「看完後覺得不滿意此書」的比例最高，

其他變賣的理由高低依序為：重複的書籍、沒空間擺書、買錯書、缺錢變賣，此外有165位則表

示目前沒有變賣過手上的輕小說。

最後一項是關於「贈品對購買輕

小說的影響」之調查（見圖十三），

有247位回答若有喜歡的贈品，則可能

會去購買，有151位表示不會受到贈品

的影響（包含不買書）。關於做這調

查的原因是因為發覺最近臺灣的（輕

小說）出版市場，除了採取折扣策略

之外，也採用贈品策略，在這種贈品策略上，有不少讀者會因此投入更多的經費，經調查結果

顯示贈品策略雖然並非絕對有效，但也有六成以上的讀者可能會因為贈品而受到影響。

✿ 結　語

雖然本研究調查的範圍僅限於「輕小說」方面，呈現之結果並未能代表所有種類的讀者

群，但就算只是所有讀者群中的一部分，卻也是代表著一部分的事實。然而，由「在閱讀到覺

得很滿意的作品後，則可能會去購買來保存或支持」這項調查，即可了解就算是已經閱讀過的

作品，還是有很大的機會讓讀者願意花錢購買。倘若這種讀者心態僅限於輕小說讀者群，則可

圖十三　有可能會因為贈品而被吸引去買書

圖十一　買書時，可能會去購買二手書圖十十 買書買買 時 可時時 能會去能 購買購購買 手手書 圖十二　將手上輕小說轉賣出去的理由（可複選）圖十二十十 將手將將 上輕小輕輕 說轉賣說 出去的出去的出 理理理理由（（（可複選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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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族群會以行動來支持自己喜歡的作品，也因為如此而造成此領域的不斷發展；但若這種讀

者心態不只是限於輕小說讀者群，而是整個讀者群的趨勢的話，那麼則可以知道一個吸引人的

作品，其作品曝光度越高對作者越有利，也就是說作品若是越吸引人，就算放在圖書館提供讀

者借閱，不但不至於造成作者或出版社的損益，還可能增加更多的利潤。

另外，關於「輕小說」的定義，不只在臺灣，就連這詞彙起源的日本也沒有明確的定義，

而《輕小說社》裡的角色則是認為：「輕小說。要分領域的話沒有意義，要分類的話也沒有意

義。也許正因為沒有被嚴密的定義或傳統、權威所束縛，才能讓多采多姿的故事自由共存。」

（注18）儘管《輕小說社》的作者表示這不盡然是他的想法，但研究者則認為除了出版社自行

認定是否為輕小說外，這也堪稱是個有意思的觀點。此外，國人輕小說作品《罌籠葬》除了再

版外，也傳出要發行日文版進軍日本的消息。（注19）相信輕小說除了能帶動閱讀風氣外，也

有助於國人開啟創作的新歷程。

至於公共出借權，以出版社的立場觀之，這確實是彌補讀者利用圖書館借閱，而不去購

買圖書所造成損失之良策，然從此次問卷調查中，則發現圖書館的借閱服務未必會造成出版社

的損益。因為對讀者來說，圖書館提供讀者想閱讀的書時，可以替自己省下一筆錢，但反過來

看，若圖書館沒有提供讀者想閱讀的書時，讀者是否真能如出版社（或作者）所願乖乖的掏腰

包購買該書籍，或是尋找其他管道，向親友借、去租書店租或是購買二手書籍之類的，這將是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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