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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ISBN

打開心靈的窗戶，迎向書籍的召喚，讓我們遨遊在更廣闊、豐盛、精采的世界。
詩人羅智成

全民閱讀品味與臺灣出版趨勢
 2015臺北國際書展圖書館論壇紀實

* 前言

春回大地，萬象欣榮。每一年的臺北國際書展，都在新年度開春之際舉行，這是愛書人引

頸期盼的大型文化展覽活動。國家圖書館於書展期間籌辦「圖書館論壇」已行之有年，該活動

備受圖資界關注，每年一開放線上報名即迅速額滿。今年度臺北國際書展圖書館論壇於 2月 13

日上午 9:00，假臺北世貿展覽中心 1館 2樓第 5會議室舉行。本次論壇以「全民閱讀品味與臺

灣出版趨勢」為題，就「全民閱讀品味觀察」與「臺灣出版趨勢探討」兩議題進行討論。會議

當天逾 250位來自海內外的圖書館同道、出版界人士齊聚一堂，期冀藉由本次論壇掌握臺灣閱

讀版圖及出版現況。

* 第一場：全民閱讀品味觀察

論壇第一場以「 全民閱讀品味觀察」為題，邀請圖書館員、媒體從業人、書市業者分別從

服務端、閱聽端、通路端分析 2014臺灣民眾閱讀現象。本場次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主持，

共安排 3位講者進行報告。首先登場的是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組高鵬主任，他以「全國

公共圖書館借閱趨勢觀察」為題，發表 201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調查報告。該報告蒐集 2014

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的借閱紀錄與借閱人次，應用大數據分析出 201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共吸引

了 8,219萬人次走入，1,722萬人次借閱，6,358萬冊書被借出。此數據較之去年，無論在入館或

借閱人數上皆大幅提昇，顯示政府推動公共政策，讓圖書館所增設以及借閱空間改善，輔以通

閱制度的普及，皆有有效增加民眾走進圖書館的意願。該份報告亦指出走進圖書館的讀者以青

壯年居多，其中女性讀者人數又較男生讀者略多 10%。民眾借閱率排行榜中文學類仍高於非文

學類，且文學類借閱率前 20名以小說居多，奇幻、武俠、推理三分天下，各擅其場。非文學類

圖書借閱率則直接反應了讀者對社會議題關注的角度，如 2014年食安問題的沸沸揚揚直接燃起

食譜類書籍借閱熱度；而近年來國人旅遊休閒風氣的興盛，使旅遊類書籍的借閱率也不斷攀升，

其中又以臺灣本島采風記錄，以及日本京都的旅遊書最受民眾青睞。在童書的借閱率上，家長

幫學齡前兒童借出的童書中，有 8成是翻譯作品，並以日本童書最受小讀者的歡迎；至於深受

青少年喜愛的漫畫仍是韓風當道，韓國多元主題漫畫書連續數年穩坐漫畫衛冕者寶座。

本場次第 2主講者為《遠見雜誌》資深撰述王美珍小姐，她以「滑世代，你還讀書嗎」為題，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莊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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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遠見雜誌》2014臺灣全民閱讀大調查的結果。該調查顯示全臺有近 3成的人完全不看書，

7成的閱讀人口中，平均每人一週花 2.76小時閱讀（注 1），此數字較 2010調查的 3.06來得少；

閱讀下滑的主要年齡層為 18-19歲的滑世代，他們將閱讀的時間都拿去上網了。（注 2）該調查另

分析 2014年國人平均每月讀 1.7本書，1年花 1,326元買 4.13本書。閱讀習慣上則日趨務實，佔

圖書消費主力的青壯人口買書以增加知識、增加聊天話題等能促進人際溝通目的為要，所以喜

好買生活嗜好、心理勵志、財經商管 3大主題的書。另有超過 4成的國人會把手上的書全部看

完，有一半的人則半途而廢。至於喜愛的閱讀地點，近 9成的民眾最愛待在家看書，其次才是

圖書館。再者，閱讀的定義在 2014年有了更寬廣的解釋，有 65.9%的受訪民眾認為看網路轉貼

文或上臉書也是一種閱讀，facebook也是「book」。國人對閱讀的務實性同時表現在教育行為

上，如 12年國教對作文一項的重視，促使家長為小孩購書的意願與預算增加，逾 8成家長鼓勵

孩子透過閱讀來提升作文能力，並鼓勵孩子多讀自然科學類書籍，因該主題書籍對日後升學就

業有實質幫助。該項調查也分析了國人的數位閱讀行為，惟 2014年國人對電子書的接受度仍低，

77.1%的民眾仍偏好紙本書，且超過半數民眾沒有接觸過電子書。在報告的結尾，王小姐引用狄

更斯《雙城記》名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提醒出版業者應順應時代，思

考如何將文本知識藉由媒體吸引民眾目光。

本場次第 3位主講者為博客來文化事業部張靜如部長，她從通路商的角度分析 2014年書店

暢銷排行榜。在 TOP100中，新書與舊書平分秋色，但可發現文學小說的熱銷率逐年下滑，非

文學類攻佔了 80%的席次。在文學類少少的 20%個席次裡，放眼望去，全是輕小說的天下。

輕小說作家們多崛起於網路，未出書前在網路上即擁有大批忠實讀者，當網路作品即將集結出

版的消息一出，眾書迷們紛紛引領而望，造就書籍一開放預購即完銷再刷的熱況，網路書店並

因書迷的「秒殺」而造成線上購物大塞車。這群輕小說讀者多為 18歲以下的青少年，身為滑世

代的他們同時也是行動購書的愛好者，他們對作者的死忠支持直接拉抬了 2014年「行動博客來」

購書的會員數。另外公共議題同樣影響各主題書籍的銷售，如 2014年 4月太陽花學運期間，人

文社科類圖書銷售成長了 20%，顯示人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促使學術從殿堂跨入現實生活，實

踐了「全民運動，讀書補課」的社大理想。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影視產業撐起了翻譯小說的

市場，電影上映後若能賣座，即可預測不待多時原著小說將能熱賣再刷，如《移動迷宮》、《分

歧者》、《飢餓遊戲》等都有書隨片紅的狀況。這樣的現象同時出現在小螢幕上，如韓流持續

發威，韓劇主角們手捧翻閱的書即便早年在臺出版時乏人問津，一樣能隨著韓劇收視率的不斷

攀升造成熱賣斷貨，讓出版社緊急再版印刷；再者隨著韓星一波波來臺宣傳為劇造勢，直接推

動了韓文語言學習類、旅遊類書籍的暢銷，這都是 2014值得注意的現象。

* 第二場：臺灣出版趨勢探討

第二場以「臺灣出版趨勢探討」為子題，由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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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位主講人為時報出版公司趙政岷董事長，講題為「當讀

者不愛看書之後⋯閱讀行為改變下的出版營運方向思考」。他分

析 2014出版量開始下滑，讀者翻書的手滑向手機，出版者需承

認「讀者變了」這個事實。讀者改變後書店也跟著變了，書店數

量變少，書店內書籍陳列空間變小，原本陳列書籍的書架擺滿了

香皂與醬油，店裡偌大的區域給了咖啡角，當讀者走進書店不再

只為了找書，書店的退書量於是大於進書量，緊接著，就面臨到

「作者改變了」這個事實。當年收入千萬版稅的「巨大作者」時

代已一去不復返，面對嚴峻的出版市場，新人作家很難熬出頭，因為「出版社也變了」。現實

環境的嚴峻促使出版社縮減出版量，降低印量，尋找作者的方式也變得保守，為了確保銷售率，

出版社開始從網路發掘擁有大批粉絲團的作者，造就新書作者多從網路發跡，首發作品每為網

路發文結集出版。走到這一步，出版者就必須重新對閱讀下定義，努力活化出版活動與出版產

業，跟上讀者腳步，出版讓讀者心動的書，進行從「質變」到「量變」新希望工程，如此一來，

也許能喚回出版業的春天。

本次論壇第 5位主講者為佛光大學陳信元教授，陳教授長期浸潤於出版社編務與出版研究

調查，故以「從閱讀潮流的走向，研析未來出版趨勢」為題，評析臺灣近年閱讀潮流，據此提

出 10大建言，希望能提供出版者及公部門參考：1.青少年偏好動漫及以輕小說、傳記為主題的書。

2.國人最喜愛的閱讀主題仍是文學類作品，尤其是奇幻、冒險及武俠小說。3.圖書出版總量高

峰已過，出版量逐年下滑已成未來趨勢。4.少子化帶動童書出版與銷售，翻譯童書多於原創是

不易改善的現狀。5.民眾持續關注的議題將影響該主題書籍的銷售率。6.娛樂影視影響文學小

說市場。7.翻譯作品量多質精、語言與文采持續躍進，反觀華文創作有急速萎縮趨勢，質量皆

有進步空間。8.出版社轉型開拓數位出版市場，政府應加強取締版權問題。9.公部門應結合媒

體推廣好書，積極拓展海外圖書市場，協助作者及出版業輸出優良讀物版權。10.因應年輕族群

行動購書成長力，出版業及通路商應努力擴展電子商務，開發行動會員。陳教授於結語時表示，

未來出版趨勢應走向精緻化、經典化，出版業必需有創新行動力，帶領民眾走向深度閱讀，才

能打造輝煌的出版盛世。

會後的綜合座談由曾淑賢館長主持，與會者分別就漫畫產業平臺的建立、輕小說是否適合

學校圖書館購藏，以及雜誌借閱及購買統計等議題進行熱烈討論。放眼過去，展望未來，期待

在眾多圖書從業人員的努力下，翻轉出臺灣閱讀新思維，共創美好閱讀新紀元。

注釋

1.《遠見雜誌》上一次的全臺閱讀大調查在 2010 年進行，當時 18 歲以上族群 1 週花 3.06 小時閱讀。

2.2010 年國人每日上網時數為 1.28 小時，2014 年則增為 1.44 小時。

．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中）與論壇主
持人及主講者合影留念。（攝影／吳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