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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 

臺灣自民國 78 年 7 月起，正式推行國際標準書號（ISBN）編碼與

出版品預行編目（CIP）兩項作業制度，也是臺灣圖書出版邁向標準化、

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書號中心負責臺

灣 ISBN 及 CIP 編配作業，據以建置臺灣出版機構名錄及新書書目資料

庫，並導入「全國新書資訊網」，開放各界檢索及下載服務，希望以此

平臺做為國內出版及閱讀服務的最前線。 

為加強新書資訊傳播功能，國圖自 102 年起，定期發布臺灣圖書

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以前一年度臺灣各出版機構（含一般出版社、

政府機關、團體與個人）申請 ISBN 暨 CIP 的書目資料為基礎，統計分

析臺灣新書出版量、主題類別、翻譯書來源等數據，希望有助於出版

界、圖書館及社會大眾透過相關統計，瞭解我國新書出版情形。 

111 年度報告統計資料期間為 111 年 1 至 12 月間，為因應圖書資

料型態的多元發展，不同類型的圖書資料呈現的出版特性有所差異，

尤以近年來電子書發展日益成熟，與紙本書同為圖書出版的重要內容。

因此，本報告除統計我國新書出版的整體狀況，並依申請 ISBN 之圖書

資料類型區分為紙書本及電子書二大類分別統計說明，期能反映臺灣

最新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 

 

一、新書及出版機構整體概況 

(一)申請 ISBN 圖書資料及出版機構統計 

1. 111 年臺灣各類型新書合計 56,121 種，出版總量下跌 2.75% 

國圖書號中心受理臺灣出版機構申請圖書 ISBN，統計民國 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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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至 12 月，申請 ISBN 之出版機構計有 4,845 家，核發 ISBN 之新書

總計 56,121 種（ISBN 筆數為 63,937 筆），包括有聲書 423 種（占比

0.75%）、紙本書 36,084 種（占比 64.30% ）、電子書 19,614 種（占

比 34.95%）。 

111 年申請 ISBN 之出版機構較 110 年減少 28 家，臺灣新書出版總

（種）量，減少 1,589 種，新書總量下跌 2.75%。（如圖 1 及表 1） 

 

2.圖書出版紙消電長：紙本書減少 9.37%、電子書成長 12.38% 

依圖書資料類型分別統計，111 年有聲書減少 19 種，跌幅 4.30%；

紙本書減少 3,731 種，跌幅 9.37%；電子書則增加 2,161 種，成長幅度

12.38%，電子書在臺灣圖書出版的版圖持續擴大。 

如進一步比較近 5 年新書數量，110 年因實施圖書銷售免徵營業

圖 1：107 年至 111 年圖書出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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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政策，電子書回歸 ISBN 作業制度，申請數量大增，紙本書亦有相當

成長量，111 年紙本書出版量雖未能持續成長，惟如與 109 年相較，

則仍增加 3,081 種（增幅為 9.34%）。 

 

 

 

表 1：申請 ISBN 之圖書資料類型與出版機構數統計 

(107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說明： 

1.ISBN 編配每冊圖書為 1 筆，如為一書多本（如分冊、套書、精

平裝等）合併以 1 種計；電子書不同檔案格式（如同時出版

PDF、EPUB）合併以 1 種計。 

2.出版機構數含「一般出版社」、「政府機關」及「個人」。 

年度 
ISBN 

筆數 

圖書種數 出版機構
家數 有聲書 紙本書 電子書 合計 

107 年 43,363 

 
34,774 

(88.90%) 

4,340 

(11.10%) 
39,114 4,940 

108 年 41,111 
35,219 

(95.68%) 

1,591 

(4.32%) 
36,810 4,952 

109 年 38,757 
33,003 

(94.18%) 

2,038 

(5.82%) 
35,041 4,694 

110 年 62,657 
442 

(0.77%) 

39,815 

(69.76%) 

17,453 

(30.24%) 
57,710 4,873 

111 年 63,937 
423 

(0.75%) 

36,084 

(64.30%) 

19,614 

(34.95%) 
56,121 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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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出版社」出版量下跌 3.60%，「政府機關」及「個人」

小幅成長 

臺灣出版機構類型包括「一

般出版社」、「政府機關」及「個

人」，從出版構類型統計其出版

量，111 年申請 ISBN 的出版機構

共計 4,845 家，其中「一般出版

社」為 3,229 家，合計出版圖書

51,477 種，占出版總量 91.37%；

其次為「政府機關」836 家，出版

圖書 3,427 種，占出版總量

6.11%；「個人」780 家，出版圖

書 1,217 種，占出版總量 2.17%。

（如圖 2 及表 2） 

與 110 年相較，「一般出版社」出版圖書減少 1,924 種，下跌幅

度 3.60%；「政府機關」及「個人」出版量則分別成長 8.04%及

7.04%（如圖 3 及表 3）。

 
圖 3：107 年至 111 年各類型出版機構出版量統計 

圖 2：111 年各類型出版機構出版

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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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年申請 ISBN 之圖書資料類型與出版機構類型統計 

（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資料類型 

機構類型 

出版機構家數 圖書種數 

有聲書 紙本書 電子書 合計* 有聲書 紙本書 電子書 合計 

一般出版社 52 3,080 644 3,229 422 31,918 19,137 51,477 

政府機關 1 818 101 836 1 3,134 292 3,427 

個人 — 721 92 780 — 1,032 185 1,217 

合計 53 4,619 837 4,845 423 36,084 19,614 56,121 

*出版機構家數合計為去重後加總。 

 

 

表 3：申請 ISBN 圖書種數—依出版機構類型統計 

(107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機構類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一般出版社 
34,919 

(89.27%) 

32,652 

(88.70%) 

30,670 

(87.53%) 
53,401 

(92.53%) 

51,477 

(91.37%) 

政府機關 
3,186 

(8.15%) 

3,070 

(8.34%) 

3,290 

(9.39%) 
3,172 

(5.50%) 

3,427 

(6.11%) 

個人 
1,009 

(2.58%) 

1,088 

(2.96%) 

1,081 

(3.08%) 
1,137 

(1.97%) 

1,217 

(2.17%) 

總計 
39,114 

(100%) 

36,810 

(100%) 

35,041 

(100%) 

57,710 

(100%) 

56,1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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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機構類型及出版量統計 

1.出版機構累計 38,676 家，111 年實際出版圖書者占 12.53% 

國圖書號中心自 78 年 7 月起受理

臺灣出版單位申請 ISBN，統計至 111 年

12 月底止，曾申請 ISBN 之出版機構累

計達 38,676 家，111 年新增數為 1,258

家。歷年累計之出版機構以「一般出版

社」22,855 家（占 59.09%）為最多，其

次為「個人」10,998 家（占 28.44%），「政

府機關」4,823 家（占 12.47%）。111 實

際出版圖書之出版機構為 4,845 家，占

出版機構總數 12.53%。（如圖 4 及表 4） 

 

表 4：申請 ISBN 之出版機構家數—依出版機構類型統計 

（78 年 7 月至 111 年 12 月累積統計） 

年度 

出版機構類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一般出版社 20,149 20,909 21,385 22,168 22,855 

政府單位 4,125 4,261 4,604 4,712 10,998 

個人 9,043 9,555 10,035 10,538 4,823 

累計出版機構家數 33,317 34,725 36,024 37,418 38,676 

新增出版機構家數 1,346 1,408 1,299 1,394 1,258 

申請 ISBN 家數 4,940 4,952 4,694 4,873 4845 

*各年度出版機構總數為民國 78 年 7 月起之累積統計數 

圖 4：臺灣出版機構總數及類

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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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逾五成出版者出版量僅 1 種，出版 4 種以上者占四分之一 

就出版機構申請 ISBN 數量分析，111 年申請 ISBN 的 4,845 家出版

機構中，有 2,674 家（占 55.19%）僅出版 1 種圖書，出版量合計占 111

年出版總量的 4.76%；出版量 2 種至 3 種的出版機構有 959 家（占

19.79%），出版量合計占 3.88%；出版量 4 種及以上者，共有 1,212 家

（占 25.02%），其中出版量 100 種至 299 種有 57 家，出版量超過 300

種以上者有 32 家（如圖 5 及表 5）。 

出版量超過千種者有 7 家，出版圖書主題以「漫畫書」、「小說」

為大宗。 

 

 

 

  

圖 5：111 年出版機構申請 ISBN 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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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1 年出版機構申請 ISBN 數量統計 

(111年 1月至 111年 12月) 

ISBN 申請量 

出版機構家數 圖書種數 

一般 

出版社 

政府 

機關 
個人 合計 

一般 

出版社 

政府 

機關 
個人 合計 

1 種 1,624 441 609 2,674 1,624 441 609 2,674 

2 種至 3 種 632 200 127 959 1,436 463 281 2,180 

4 種至 9 種 385 118 35 538 2,228 666 183 3,077 

10 種至 99 種 500 76 9 585 16,192 1,680 144 18,016 

100 種~299 種 56 1 — 57 9,008 177 — 9,185 

300 種以上 32 — — 32 20,989 — — 20,989 

合計 3,229 836 780 4,845 51,477 3,427 1,217 56,121 

 

3.出版量 4 種以上之出版機構 1,212 家，最多出版者聚焦「人文

史地」、「社會科學」主題 

臺灣小型出版社數量超過一半，惟

其出版行為是否能持續，尚有待觀察。

如僅就出版量 4 種以上出版機構類型

進一步統計，合計 1,212 家之出版機構

中，「一般出版社」占超過八成，有 973

家，「政府機關」及「個人」分別為 195

家（占 16.09% ）及 44 家（占 3.63% ）

（如圖 6）。 

圖 6：111 年出版量 4 種以上之

出版機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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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出版量在 4 種以上的出版機構所出版圖書主題分析，1,212 家

出版機構，總計出版各類型圖書 51,267 種，其中以出版「人文史地」

及「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二

項主題的出版機構數最多，各超過 500 家。「文學（含文學史、文學

評論、散文、詩、劇本等）」及「藝術（含音樂、建築、雕塑、書畫、

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也各超過 300 家；「小說（含輕小說）」

類出版量最高有 7,281 種，出版此類主題的出版機構合計有 212 家（如

圖 7）。 

 

 

(三) 圖書定價統計 

各類型圖書定價區間以 300 元 399 元間占比最高 

本報告統計臺灣出版圖書以種數計，如一書多本（如分冊、套書、

精平裝等）合併統計為 1 種，電子書不同檔案格式（如同時出版 PDF、

EPUB）亦合併以 1 種計，惟有關圖書定價統計，因各單本書之定價不

同，故以每本統計。 

圖 7：111 年出版量超過 4 種以上出版機構及出版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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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核發新書 ISBN 共計 63,937 筆，去除套書及未提供定價之

書目資料，計 32,695 筆（本）圖書進行統計。定價於 300 元至 399 元

間之圖書資料 11,595 筆，占比 35.46%最高；其次為 400 元至 499 元

有 5,346 筆，占 16.35%；定價 1,000 元以上、1 萬元以下之圖書資料有

1,016 筆，占 3.11%。 

以圖書資料類型分別來看，紙本書定價區間於 300 元至 399 元（占

33.11%）及 400 元至 499 元（占 18.51%）合計超過 5 成；電子書定價

則以 300 元至 399 元占多數（43.52%），其次為定價不超過百元的電子

書占 18.02%。（如圖 8 及表 6） 

 

 

 
  

圖 8：111 年申請 ISBN 圖書定價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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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 年申請 ISBN 圖書定價—依圖書資料類型統計 

(111年 1月至 111年 12月) 

資料類型 

定價區間 
有聲書 紙本書 電子書 合計 

99 元以下 
7 

(1.97%) 
377 

(1.49%) 
1,259 

(18.02%) 
1,643 

(5.03%) 

100 元至 199 元 
20 

(5.62%) 
1,824 

(7.19%) 
617 

(8.83%) 
2,461 

(7.53%) 

200 元至 299 元 
49 

(13.76%) 
3,428 

(13.52%) 
756 

(10.82%) 
4,233 

(12.95%) 

300 元至 399 元 
161 

(45.22%) 
8,393 

(33.11%) 
3,041 

(43.52%) 
11,595 

(35.46%) 

400 元至 499 元 
62 

(17.42%) 
4,692 

(18.51%) 
592 

(8.47%) 
5,346 

(16.35%) 

500 元至 599 元 
16 

(0.49%) 
2,638 

(10.41%) 
303 

(04.34%) 
2,957 

(9.04%) 

600 元至 699 元 
7 

(0.97%) 
1,749 

(6.90%) 
236 

(03.38%) 
1,992 

(6.09%) 

700 元至 799 元 
8 

(2.25%) 
682 

(2.69%) 
58 

(00.83%) 
748 

(2.29%) 

800 元至 899 元 
3 

(0.84%) 
461 

(1.82%) 
41 

(0.59%) 
505 

(1.54%) 

900 元至 999 元 
2 

(0.56%) 
161 

(0.64%) 
11 

(0.16%) 
174 

(0.53%) 

1,000 元至 9999 元 
21 

(5.90%) 
930 

(3.67%) 
65 

(0.93%) 
1,016 

(3.11%) 

10,000 元以上 — 
16 

(00.06%) 
9 

(0.13%) 
25 

(0.08%) 

合  計 
3,56 

(100%) 
25,351 
(100%) 

6,988 
(100%) 

32,6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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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本書統計 

本節就 111 年申請 ISBN 紙本書之書目資料，依圖書館分類法及出

版業常用主題類型，統計新書的數量及消長、適讀對象、出版語文別

與翻譯圖書等，希望有助於觀察紙本圖書出版市場的發展趨勢。 

(一) 新書類別與主題類型 

1. 紙本書類別統計—依圖書館分類 

111 年計有 4,619 家出版機構（含政府機關團體、個人等）申請紙

本書 ISBN，出版紙本書數量計 36,084 種。依照一般圖書館之圖書分類

方式，以總類、哲學類、宗教類、自然科學、電腦與資訊科學、應用

科學、社會科學、史地/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及藝術類等分類統

計，出版量最高為為「社會科學」類圖書，有 8,227 種，占紙本新書總

數的 22.80%，其次為「語言/文學」（6,588 種，占比 18.26%）、「藝術

（含各種藝術、娛樂休閒等）」（5,752 種，占比 15.94%）及「應用科

學」（4,631 種，占比 12.83%），其餘各類圖書出版量占比都不到一成。

（如圖 9 及 表 7） 

111 年紙本書出版量較 110 年減少 3,731 種，衰退 9.37%，各類圖

書出版量也大都呈現下跌現象，跌幅最大為「自然科學」衰退 53.98%，

出版量減少 1,458 種；「語言/文學」減少 1,365 種，跌幅 17.16%。111

年僅有「兒童文學」、「藝術」及「哲學」類圖書小幅成長，分別增

加 252 種（成長 9.33%）、263 種（成長 4.79%）及 75 種（成長 4.81%）。

（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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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1 年紙本書類別分布 

圖 10：111 年各類別紙本書出版量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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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申請 ISBN 紙本書統計—依圖書館分類法 

(109年 1月至 111年 12月) 

序
號 

年度 

圖書類別 

圖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 總類 309 (0.94%) 419 (1.05%) 301(0.83%) 

2 哲學 1,609 (4.88%) 1,558 (3.91%) 1,633(4.53%) 

3 宗教 1,825 (5.53%) 2,203 (5.53%) 1,943(5.38%) 

4 自然科學 1,373 (4.16%) 2,701 (6.78%) 1,243(3.44%) 

5 電腦與資訊科學 859 (2.60%) 788 (1.98%) 743(2.06%) 

6 應用科學 5,029 (15.24%) 5,028 (12.63%) 4,631(12.83%) 

7 社會科學 5,322 (16.13%) 8,664 (21.76%) 8,227(22.80%) 

8 史地/傳記 1,966 (5.96%) 2,310 (5.80%) 2,069(5.73%) 

9 語言/文學 6,787 (20.56%) 7,953 (19.97%) 6,588(18.26%) 

10 兒童文學 2,592 (7.85%) 2,702 (6.79%) 2,954(8.19%) 

11 藝術 5,332 (16.16%) 5,489 (13.79%) 5,752(15.94%) 

合計 
33,003 
(100%) 

39,815 
(100%) 

36,0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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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本書主題類型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依據出版業常用的主題類型分析，111 年紙本書出版量最多的是

「兒童讀物」4,557 種，占比 12.63%；其次為「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

考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書）」類新書，計有 4,215 種，占比 11.68%；

第三位是「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地、傳記、考古等）」有 4,183 種，

占比 11.59%；其他各類主題的新書出版量占比都未超過一成，包括「社會科學

（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9.39%）、「漫畫書」

（8.13% ）、「小說（含輕小說）」（7.97% ）。近 2 年紙本書出版量大抵以

「兒童讀物」、「考試用書」及「人文史地」為前三大主題。而各類主題圖書

的占比則有消長，去年出版量爆量成長的「考試用書」及「教科書」，

111 年占比均有明顯下跌，分別減少 4.03%及 2,25%。（如圖 11 及表 8） 

相較 110 年出版量，111 年各主題類型圖書出版量大都呈現下跌

現象，「考試用書」減少 2,041 種，衰退幅度 32.62%；「教科書」減

少 1,159 種，衰退 31.14%。少數出版量成長的主題類型，包括「社會

科學」（成長 6.21%）、「藝術」（成長 3.87%）、「心理勵志」（成

長 3.56%）及「漫畫」（成長 3.28%）。（如圖 12） 

111 年紙本書出版總量較 110 年減少 3,731 種，惟如考量各類主

題圖書性質的差異，其中「考試用書」及「教科書」之出版量及減幅

均占有較大比重，惟該二項主題圖書之銷售對象及流通管道有其特殊

性，為觀察臺灣圖書銷售市場時，亦有建議將該二項主題圖書予以排

除者。扣該二項主題之圖書數量後，則 111 年紙本書為 29,306 種，較

110 年（29,837 種）減少 531 種。 



 

 

- 16 - 

 
  

圖 11：109 年至 111 年紙本書主題類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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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1 年紙本書各主題類型出版量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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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申請 ISBN 紙本書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序
號 

年度 
圖書主題類型 

圖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論、
散文、詩、劇本等） 

2,053 (6.22%) 1,940 (4.87%) 1,954 (5.42%) 

2 小說（含輕小說） 3,067 (9.29%) 2,875 (7.22%) 2,875 (7.97%)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
言學習讀本） 

1,019 (3.09%) 1,073 (2.69%) 918 (2.54%)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等工
具書） 

104 (0.32%) 116 (0.29%) 75 (0.21%)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科
用書） 

1,853 (5.61%) 3,722 (9.35%) 2,563 (7.10%)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
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書） 

2,324 (7.04%) 6,256 (15.71%) 4,215 (11.68%) 

7 漫畫書 2,803 (8.49%) 2,839 (7.13%) 2,932 (8.13%) 

8 心理勵志 1,452 (4.40%) 1,462 (3.67%) 1,514 (4.20%)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學、電腦
通訊、農業、工程、製科造
等） 

1,994 (6.04%) 1,979 (4.97%) 1,898 (5.26%)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家
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1,822 (5.52%) 1,804 (4.53%) 1,552 (4.30%)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會計
廣告等相關用書） 

1,060 (3.21%) 893 (2.24%) 773 (2.14%)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
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
等） 

3,249 (9.84%) 3,189 (8.01%) 3,387 (9.39%)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
地、傳記、考古等） 

3,857 (11.69%) 4,346 (10.92%) 4,183 (11.59%)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
等） 

3,700 (11.21%) 4,726 (11.87%) 4,557 (12.63%)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塑、
書畫、攝影、美工、技藝、戲
劇等） 

2,428 (7.36%) 2,404 (6.04%) 2,497 (6.92%) 

16 休閒旅遊 185 (0.56%) 167 (0.42%) 155 (0.43%) 

17 其他 33 (0.10%) 24 (0.06%) 36 (0.10%) 

合  計 
33,003  
(100%) 

39,815 
 (100%) 

36,0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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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紙本書主題類型統計—依出版機構類型 

進一步就出版機構類型統計其出版圖書主題的差異，111 年申請

紙書 ISBN 的出版機構共 4,619 家，其中「一般出版社」有 3,080 家，

出版各類主題圖書共 31,918 種，出版量最高圖書主題前三位為「考試

用書」（占比 13.06% ）、「兒童讀物」（占比 12.85% ）及「人文史地」

（占比 11.30％），第四、五位分別為「漫畫書」（占比 9.08%）及「小

說」（占比 8.80%），占比均不到一成。「政府機關」有 818 家，出版圖

書 3,134 種，圖書主題集中於「社會科學」（26.99%）、「藝術」（19.02%）、

「科學與技術」（12.35%）及「人文史地」（11.90%）、「兒童讀物」（11.74%），

五大主題合計超過八成。「個人」721 家，出版圖書 1,032 種，圖書主

題以「藝術」（25.58%）及「人文史地」（19.57％）為主，其他各類主

題之出版量均未有超過一成，包括「文學」（9.98%）及「兒童讀物」

（8.33% ）等。（如圖 13 及表 9） 

以各主題的出版機構數量來看，以出版「藝術」類圖書最多，有

1,190 家，占出版機構總數的 25.76%，其次出版「人文史地」及「社會

科學」的出版機構也都超過千家，分別為 1,155 家及 1,065 家。如果依

機構類型分別統計，則一般出版社最多青睞「人文史地」，出版者有 859

家，占一般出版社總數的 27.89%，其次為「藝術」類有 782 家、「社

會科學」有 668 家。出版量最高的「考試用書」（4,169 種），出版機構

則較為集中，出版該主題的一般出版社有 185 家，僅占一般出版機構

數的 6.01%。政府機關以出版「社會科學」（308 家）、「藝術」（197 家）

及「兒童讀物」（181 家）較多。（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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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1 年紙本書主題類型分布—依出版機構分類 

 

 

 

圖 14：111 年紙本書各類主題出版機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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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1 年申請 ISBN 紙本書統計—依圖書主題及出版機構類型 

111 年 1 月至 12 月 

序
號 

出版機構類型 
 
常用分類 

出版機構家數 圖書種數 
一般出
版社 

政府 
機關 

個人 合計 
一般出
版社 

政府 
機關 

個人 合計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
論、散文、詩、劇本等) 

413 78 72 563 1,715 136 103 1,954 

2 小說(含輕小說) 204 3 29 236 2,809 31 35 2,875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
語言學習讀本) 

191 12 18 221 880 16 22 918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等
工具書) 

42 1 2 45 67 6 2 75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
科用書) 

224 22 17 263 2,321 222 20 2,563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
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
書) 

185 2 12 199 4,169 6 40 4,215 

7 漫畫書 87 6 22 115 2,898 6 28 2,932 

8 心理勵志 335 10 30 375 1,468 10 36 1,514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科學、
電腦通訊、農業、工程、
製造等) 

344 132 22 498 1,483 387 28 1,898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
家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373 51 30 454 1,414 97 41 1,552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會
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241 11 11 263 742 18 13 773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
禮俗、社會、財經、法
政、軍事等) 

668 308 89 1,065 2,439 846 102 3,387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
史地、傳記、考古等) 

859 168 128 1,155 3,608 373 202 4,183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
等) 

357 181 60 598 4,103 368 86 4,557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
塑、書畫、攝影、美工、
技藝、戲劇等) 

782 197 211 1,190 1,637 596 264 2,497 

16 休閒旅遊 56 4 6 66 140 7 8 155 

17 其他 21 7 2 30 25 9 2 36 

合計* 3,080 818 721 4,619 31,918 3,134 1,032 36,084 

*出版機構家數合計數為去重後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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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讀對象統計 

依照申請人自行填寫新書

之「適讀對象」統計分析，111 年

出版紙本書中，針對「成人（一

般）」圖書最多，計 23,283種，

占紙本書總數的 64.52%；其次為

「成人（學術）」3,933 種（占

10.90%）；「學齡兒童」3,882（占

10.76%）；「青少年」3,141 種

（占 8.70%）。標示為「樂齡」

族專屬圖書最少，僅有 53 種（占

0.15%）（如圖 15 圖 15 及表 10）。 

 

表 10：申請 ISBN 紙本書適讀對象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年度適讀對象 

圖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成人（一般） 21,456(65.01%) 23,608(59.29%) 23,283(64.52%) 

成人（學術） 4,300(13.03%) 4,467(11.22%) 3,933(10.90%) 

青少年 2,977(9.02%) 5,258(13.21%) 3,141(8.70%) 

學齡兒童 2,947(8.93%) 4,323(10.86%) 3,882(10.76%) 

學前幼兒 1,307(3.96%) 2,133(5.36%) 1,792(4.97%) 

樂齡 16(0.05%) 26(0.07%) 53(0.15%) 

合計 
33,003 
(100%) 

39,815 
(100%) 

36,084 
(100%) 

圖 15：111 年紙本書適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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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級統計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4 條規定，出版人應對出版

品進行分級。經彙整出版業者自行填寫新書的「分級註記」顯示，111

年申請 ISBN 的紙本新書中，註記「限制級」圖書為 1,581 種（占比

4.38%），較 110 年增加 173 種（占比上升 0.84%），成長 12.29%（如表

11）。依圖書主題統計，註記為「限制級」圖書主要為「漫畫書」（12,38

種，占 78.30%）及「小說」（310 種，占 19.61%）二大類。 

「分級註記」功能落實有賴業者自律及全民的把關，讓家長及未

成年讀者在選購圖書時有所參考，遠離情色及暴力的污染。 

 

表 11：申請 ISBN 紙本書分級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圖書分級 

圖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普遍級 31,828 (96.44%) 38,407(96.46%) 34,503 (95.62%) 

限制級 1,175 (3.56%) 1,408 (3.54%) 1,581 (4.38%) 

合計 
33,003 

 (100%) 
39,815 

 (100%) 
36,084 
(10%) 

 

 

(四)出版語文別 

統計 111 年紙本書出版時所使用的語文，主要以正體中文為主，

有 33,502 種，占紙本書總數的 92.84%，較 110 年減少 3,618 種。以簡

體中文出版圖書有 287 種（占 0.80%）。 



 

 

- 24 - 

外文出版圖書，以英文為主，

有 1,001 種（占 2.77%）。另，以其

他外文出版圖書，包括韓文、法文、

德文及其他語文的圖書，合計有

1,294 種。（如圖 16 及表 12） 

以外文出版之圖書主要為雙

語或多語對照等，主題類型以兒童

讀物、語言學習、考試用書、教科

書及藝術類（如攝影、畫冊、作品

集等）為多。 

 

表 12：申請 ISBN 紙本書出版使用語文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作品語文 

圖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正體中文 30,825 (93.40%) 37,120 (93.23%) 33,502 (92.84%) 

簡體中文 172 (0.52%) 301 (0.75%) 287 (0.80%) 

英文 949 (2.87%) 1,070 (2.69%) 1,001 (2.77%) 

日文 121 (0.37%) 108 (0.27%) 72 (0.20%) 

韓文 7 (0.02%) 7 (0.02%) 9 (0.02%) 

德文 6 (0.02%) 2 (0.01%) 4 (0.01%) 

法文 5 (0.02%) 3 (0.01%) 9 (0.02%) 

其他 918 (2.78%) 1,204 (3.02%) 1,200 (3.33%) 

合計 
33,003 
(100%) 

39,815 
(100%) 

36,084 
(100%) 

圖 16：111 年紙本書出版使用

語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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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翻譯書統計 

1.翻譯書來源國別 

根據申請者填寫資料顯示，111 年出版的紙本書標示為翻譯書者

有 10,014 種，占年度出版紙本書總數 27.75%；數量較 110 年增加 510

種，翻譯書數量成長 5.37%。 

翻譯圖書的來源主要為日本，有 5,250 種（占 52.43%），較 110

年增加 233 種：其次為美國 2,175 種（占 21.72%），增加 83 種：第三

為英國 963 種（占 9.62%），增加 118 種，第四為韓國 619 種（占

6.18%），翻譯自其他各國的圖書有 1,007 種（如圖 17 及表 13），包

括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義大利等國。 

另外，根據出版業者填寫原

書來自中國大陸，從簡體中文轉

換為正體中文的圖書，111 年有

1,205 種，其中以「小說」類為最

大宗。 

  

圖 17：111 年紙本翻譯書來源國

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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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申請 ISBN 紙本翻譯書來源國別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來源國別 

圖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日本 5,137(55.21%) 5,017(52.79%) 5,250(52.43%) 

美國 2,020(21.71%) 2,092(22.01%) 2,175(21.72%) 

英國 769(8.27%) 845(8.89%) 963(9.62%) 

韓國 434(4.66%) 580(6.10%) 619(6.18%) 

其他各國 944(10.15%) 970(10.21%) 1,007(10.06%) 

合計 9,304 9,504 10,014 

111年度 

紙本書種數 
33,003 39,815 36,084 

翻譯書占比 28.19% 23.87% 27.75% 

 

2.翻譯書主題類型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就源自翻譯的 10,014 種紙本書統計其主題分類，數量最多的主題

依次為「漫畫書」（2,666 種，占 26.62%）、「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

書等）」（1,904 種，占 19.01%）、「小說（含輕小說）」（1,137 種，占 11.35%）、

「人文史地」（870 種，占 8.69%）、「社會科學」（652 種，占 6.51%）

（如圖 18 及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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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圖書主題類型個別統計其翻譯書占比，「漫畫書」來自翻譯的

比重高達 90.93%，111 年紙本漫畫書總計有 2,932 種中，其中 2,666 種

為翻譯書，又絶大部分翻譯自日本；「兒童讀物」翻譯書占 41.78 %；

「小說」為 39.55%、「心理勵志」有 582 種來自翻譯，占 38.44%；「商

業與管理」圖書 773 種中有 40.23%（311 種）來自翻譯。（如圖 19） 

 

圖 18：111 年紙本翻譯書主題類型分布 

圖 19：111 年各主題類型紙本書中翻譯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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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11 年紙本翻譯書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111 年 1 月至 12 月 

序
號 

圖書主題類型 
111年
紙本書
種數 

翻譯書種數 占該類
新書百
分比 日本 美國 英國 韓國 其他 合計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論、
散文、詩、劇本等) 

1,954 81 58 45 20 81 285(2.85%) 14.59% 

2 小說（含輕小說） 2,875 731 172 99 42 93 1,137(11.35%) 39.55%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
語言學習讀本） 

918 28 3 3 49 4 87(0.87%) 9.48%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等
工具書） 

75 3 1 — — — 4(0.04%) 5.33%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
科用書） 

2,563 8 68 4 — 4 84(0.84%) 3.28%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
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
書） 

4,215 7 — 10 15 — 32(0.32%) 0.76% 

7 漫畫書 2,932 2,598 3 4 42 19 2,666(26.62%) 90.93% 

8 心理勵志 1,514 150 263 52 79 38 582(5.81%) 38.44%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學、電
腦通訊、農業、工程、製科
造等） 

1,898 158 154 56 16 23 407(4.06%) 21.44%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
家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1,552 337 132 34 25 54 582(5.81%) 37.50%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會
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773 116 157 12 20 6 311(3.11%) 40.23%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
禮俗、社會、財經、法政、
軍事等） 

3,387 161 307 62 46 76 652(6.51%) 19.25%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
史地、傳記、考古等） 

4,183 154 401 135 14 166 870(8.69%) 20.80%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
等） 

4,557 489 379 396 226 414 1,904(19.01%) 41.78%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
塑、書畫、攝影、美工、技
藝、戲劇等） 

2,497 198 68 36 22 25 349(3.49%) 13.98% 

16 休閒旅遊  155  30  9  14  2  4  59 (0.59%) 38.06% 

17 其他 36 1  — 1  1  — 3 (0.03%) 8.33% 

合計 36,084 5,250  2,175  963  619  1,007  
10,014 
(100%)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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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書統計 

科技發展促使人們閱讀方式更加多元，現今傳統紙本圖書仍是閱

讀的主力，惟電子書發展日益成熟，閱讀版圖也逐潮擴大，不讑政府

部門或出版界都希望能對電子書發展有更清楚脈絡可尋，以因應規劃

圖書出版方向。國圖於民國 100 年 8 月啟動「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

系統（EPS）」（http://ebook.ncl.edu.tw），提供電子書 ISBN 申辦、送

存典藏、分類編目、授權閱覽等一貫作業，除了做為推動國內電子書

出版及閱讀服務平台外，也是觀察國內電子書發展的重要管道。 

110 年圖書銷售免徵營業稅政策實施，引導落實紙本書、電子書

分別具備 ISBN，也促使電子書 ISBN 申請數大幅上升，達 17,453 種；

111 年電子書持續成長，申請 ISBN 電子書有 19,614 種，較 110 成長

12.38%（詳見本報告第一節）。本節進一步以申請電子書 ISBN 的數據

為基礎，統計分析電子書主題類型、翻譯源等，提供各界參考。 

(一)電子書新書類別與主題類型 

1.電子書類別統計—依圖書館分類  

依圖書館分類法統計，111 年出版電子書以「語言/文學」類（6,209

種，占 31.66%）最多，占比上升 5.58%，其次為「藝術」（4,461 種，

占 22.74% ），第三、四位「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占比都未達

一成。（如圖 20 及表 15） 

統計各類電子書出版量的消長，「語言/文學」較 110 年增加 1,658

種，成長幅度 36.43%；其次為「藝術」類電子書增加 453 種，成長

11.30%。成長幅度最高為「宗教」類（1,145 種，占 5.84%）電子書，

增加 398 種，成長率 53.28%。衰退的有「應用科學（-18.48%）、「自然

科學」（-13.33%）及「社會科學」（-5.19% ）。（如圖 21） 

http://ebook.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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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11 年申請 ISBN 電子書類別分布 

 

 

 

 

 

圖 21：111 年各類別電子書出版量消長 

 

  



 

 

- 31 - 

表 15：申請 ISBN 電子書統計—依圖書館分類法 

（民國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序號 
年度 

圖書類別 

電子書種數 

109年 110年 111年 

1 總類 7 (0.35%) 74 (0.42%) 87(0.44%) 

2 哲學 190 (9.32%) 1,085 (6.22%) 1,203(6.13%) 

3 宗教 149 (7.31%) 747 (4.28%) 1,145(5.84%) 

4 自然科學 66 (3.24%) 420 (2.41%) 364(1.86%) 

5 電腦與資訊科學 127 (6.23%) 411 (2.35%) 454(2.31%) 

6 應用科學 299 (14.67%) 2,284 (13.09%) 1,862(9.49%) 

7 社會科學 282 (13.84%) 2,061 (11.81%) 1,954(9.96%) 

8 史地/傳記 136 (6.67%) 1,108 (6.35%) 1,104(5.63%) 

9 語言/文學 511 (25.07%) 4,551 (26.08%) 6,209(31.66%) 

10 兒童文學 163 (8.00%) 704 (4.03%) 771(3.93%) 

11 藝術 108 (5.30%) 4,008 (22.96%) 4,461(22.74%) 

合計 
2,038 

(100%) 

17,453 

 (100%) 

19,6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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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書主題類型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依電子書主題分類統計，111 年電子書出版量第一位「小說（含

輕小說）」，計 4,482 種，占 22.85%，其占比也較 110 年上升 5.71%；

其次為「漫畫書」（3,630 種，占 18.51%）、「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

史地、傳記、考古等）」（2,369 種，占 12.08%），以上三類主題出版量

合計占電子書總量超過五成（53.44% ）；其他電子書出版量超過千種

的主題，有「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法政、

軍事等）」（1,369 種，占 6.98%）、「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論、散文、

詩、劇本等）」（1,296 種，占 6.61%）及「心理勵志」（1,096 種，占

5.59%）。（如圖 22 及表 16） 

統計各類主題 111 年出版量消長，以「小說」類增加最多，較 110

年增加 1,491 種，成長 49.85%；「漫畫書」增加 315 種，成長 9.50%；

「人文史地」（增加 244 種）、「心理勵志」（增加 242 種）分別成長

11.48%及 28.34%。（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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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1 年電子書主題類型分布 

圖 23：111 年電子書各主題類型出版量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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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申請 ISBN 電子書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民國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序

號 

年度 

主題類型 

電子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論、散
文、詩、劇本等） 

199 (9.76%) 1,178 (6.75%) 1,296(6.61%) 

2 小說（含輕小說） 222 (10.89%) 2,991(17.14%) 4,482(22.85%)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言
學習讀本） 

29 (1.42%) 246 (1.41%) 393(2.00%)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等工具
書） 

3 (0.15%) 6 (0.03%) 13(0.07%)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科用
書） 

57 (2.80%) 161 (0.92%) 209(1.07%)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試、
就業、自修等參考用書） 

53 (2.60%) 654 (3.75%) 776(3.96%) 

7 漫畫書 18 (0.88%) 3,315(18.99%) 3,630(18.51%) 

8 心理勵志 149 (7.31%) 854 (4.89%) 1,096(5.59%)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科學、電腦
通訊、農業、工程、製造等） 

162 (7.95%) 798 (4.57%) 733(3.74%)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家
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107 (5.25%) 1,024 (5.87%) 792(4.04%)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會計廣
告等相關用書） 

133 (6.53%) 850 (4.87%) 738(3.76%)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
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
等） 

251 (12.32%) 1,623 (9.30%) 1,369(6.98%)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
地、傳記、考古等） 

320 (15.70%) 2,125(12.18%) 2,369(12.08%)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等） 237 (11.63%) 982 (5.63%) 856(4.36%)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塑、書
畫、攝影、美工、技藝、戲劇
等） 

79 (3.88%) 545 (3.12%) 692(3.53%) 

16 休閒旅遊 12 (0.59%) 82 (0.47%) 161(0.82%) 

17 其他 7 (0.34%) 19 (0.11%) 9(0.05%) 

合計 
2,038 

(100%) 
17,453 

 (100%) 
19,6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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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書適讀對象及分級註記 

111 年出版電子書之「適讀對

象」以「成人（一般）」為主，計有

13,403 種（占比 68.33%），其次為

「青少年」4,094 種（占比 20.87%）、

「成人（學術）」1,108 種（占比

5.65% ）；標示以「樂齡」為對象者

最少，僅 22 種（占比 0.13%）（如

圖 24 及表 17）。 

111 年電子書出版量較 110 年增加 2,161 種，以適用對象統計，

針對「青少年」的電子書增加最多，有 1,223 種，成長幅度 42.60%，

在電子書總出版量的占比也上升 4.42%。 

 

表 17：申請 ISBN 電子書適讀對象統計 

（民國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適讀對象 

電子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成人（一般） 1,290 (63.30%) 12,672 (72.61%) 13,403 (68.33%) 

成人（學術） 230 (11.28%) 1,026 (5.88%) 1,108 (5.65%) 

青少年 255 (12.51%) 2,871 (16.45%) 4,094 (20.87%) 

學齡兒童 252 (12.37%) 715 (4.10%) 896 (4.57%) 

學前幼兒 7 (0.34%) 147 (0.84%) 91 (0.46%) 

樂齡 4 (0.20%) 22 (0.13%) 22 (0.11%) 

合計 
2,038 

(100%) 
17,453 
(100%) 

19,614 
(100%) 

圖 24：111 年電子書適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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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分級註記」以「普遍級」占多數（占比 91.29%）；屬「限

制級」電子書占比為 8.71%，較 110 年減少 562 種，占比下降 4.30%

（如表 18）。限制級電子書以「漫畫書」（1,639 種，占 95.90%）為主，

少數為「小說」。 

 

表 18：申請 ISBN 電子書分級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圖書分級 

電子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普遍級 2,038(100%) 15,182(86.99%) 17,905 (91.29%) 

限制級 — 2,271(13.01%) 1,709 (8.71%) 

合計 
2,038 

(100%) 
17,453 
(100%) 

19,614 
(100%) 

 

 

(三)電子書出版語文別 

111 年出版電子書所使用的語

文主要為正體中文，計 18,980 種

（占 96.77%）；以簡體中文出版有

464 種（占 2.37%）：以外文出版者，

包括英文、日文及其他語文等合計

170 種（如圖 25 及表 19）。 

以外文出版之電子書主要為

「語言」及「兒童讀物」等。  

圖 25：111 年電子書出版使用語

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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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申請 ISBN 電子書出版使用語文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作品語文 

電子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正體中文 1,838 (90.19%) 17,078 (97.85%) 18,980 (96.77%) 

簡體中文 35 (1.72%) 117 (0.67%) 464 (2.37%) 

英文 98 (4.81%) 117 (0.67%) 100 (0.51%) 

日文 9 (0.44%) 19 (0.11%) 17 (0.09%) 

韓文 1 (0.05%) 2 (0.01%) 3 (0.02%) 

德文 1 (0.05%) 13 (0.07%) — 

法文 1 (0.05%) 7 (0.04%) 1 (0.01%) 

其他 55 (2.70%) 100 (0.57%) 49 (0.25%) 

合計 
2,038 

(100%) 
17,453  
(100%) 

19,6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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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翻譯書 

1.翻譯書來源國別 

111 年電子書源自翻譯者，統

計有 7,840 種，占年度電子書總數

39.97%。翻譯以日本為最大來源

國，計 5,028 種，占 64.13%；其次

為美國，有 1,452 種，占 18.52%；

其他來源國包括英國 503 種（占

6.42% ）、韓國 359種（占 4.58% ）

及其他各國 498 種（占 6.35%）。

（如圖 26 及表 20） 

另，出版業者 ISBN 申請資料

中，註記原書來自中國大陸，以簡

體中文轉換為正體中文出版之電

子書有 220 種。 

 

  

圖 26：111 年電子翻譯書來

源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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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申請 ISBN 電子翻譯書來源國別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年度 

來源國別 

電子書種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日本 75(30.61%) 4,709(63.78%) 5,028(64.13%) 

美國 123(50.20%) 1,494(20.24%) 1,452(18.52%) 

英國 22(8.98%) 448(6.07%) 503(6.42%) 

韓國 2(0.82%) 301(4.08%) 359(4.58%) 

其他各國 23(9.39%) 431(5.84%) 498(6.35%) 

合計 245 7,383 7,840 

111年度 

電子書種數 
2,038 17,453 19,614 

翻譯書占比 12.02% 42.30% 39.97% 

 

 

2.電子翻譯書主題類型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就源自翻譯的電子書主題類型統計，其中占比最高是「漫畫書」

（3,431 種，占比 43.76%），主要翻譯來源國為日本；第二位是「小說

（含輕小說）」（981 種，占比 12.51%）；第三位是「人文史地」（634 種，

占比 8.09%）。（如圖 27 及表 21） 

就電子書主題類型個別統計其翻譯書占比，漫畫類電子書來自翻

譯的比率高達 94.52% ，111 年臺灣出版電子漫畫書 3,630 種，有 3,431

種為翻譯書，又絶大部分翻譯自日本；電子書來自翻譯比重較高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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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括「商業與管理」（占 47.97%）、「兒童讀物」(占 45.21 %）

「心理勵志」，其比重都超過四成（如圖 28） 

 

 

 

 

 

 

 

圖 27：111 年電子翻譯書主題類型分布 

圖 28：111 年各主題類型電子書中翻譯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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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1 年電子翻譯書統計—依出版業常用主題分類 

111 年 1 月至 12 月 

序
號 

圖書主題類型 
111年
電子書
數量 

電子翻譯書種數 占該類
電子書
百分比 日本 美國 英國 韓國 其他 合計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
論、散文、詩、劇本等) 

1,296 72 116 70 15 96 369 (4.71%) 28.47% 

2 小說（含輕小說） 4,482 643 140 78 35 85 981 (12.51%) 21.89%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
國語言學習讀本） 

393 28 16 2 33 2 81 (1.03%) 20.61%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
等工具書） 

13 2 — — — — 2 (0.03%) 15.38%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
教科用書） 

209 1 20 — 1 — 22 (0.28%) 10.53%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
考試、就業、自修等參考
用書） 

776 15 12 － 1 － 28 (0.36%) 3.61% 

7 漫畫書 3,630 3,406 3 － 15 7 3,431(43.76%) 94.52% 

8 心理勵志 1,096 111 205 35 63 48 462 (5.89%) 42.15%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學、
電腦通訊、農業、工程、
製科造等） 

733 61 70 26 6 16 179 (2.28%) 24.42%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
健、家事、食品營養、食
譜等） 

792 133 85 19 25 20 282 (3.60%) 35.61%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
會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738 137 155 16 33 13 354 (4.52%) 47.97%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
育、禮俗、社會、財經、
法政、軍事等） 

1,369 92 194 51 29 29 395 (5.04%) 28.85%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
教、史地、傳記、考古
等） 

2,369 122 281 110 13 108 634 (8.09%) 26.76%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
書等） 

856 107 83 68 76 53 387 (4.94%) 45.21%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
塑、書畫、攝影、美工、
技藝、戲劇等） 

692 69 60 24 10 15 178 (2.27%) 25.72% 

16 休閒旅遊 161 27 12 4 4 6 53 (0.68%) 32.92% 

17 其他 9 2 － － － － 2 (0.03%) 22.22% 

合計 19,614 5,028 1,452 503 359 498 
7,840 

(100%) 
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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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由 111 年申請 ISBN 新書統計，臺灣圖書整體出版數量較 110 年

下跌 2.75%，其中紙本書減少 3,731 種，衰退 9.37%，電子書則有明顯

成長趨勢，增加 2,161 種，成長幅度 36.43%，電子書占年度新書的比

重，從 110 年的 30.24%成長至 111 年 34.95%。《【2022 博客來年度百

大】年度會員閱讀觀察》提到，博客來電子新書上架數在 111 年正式

超越紙本書；讀墨《2022 年度閱讀報告》統計全站閱讀總時數較去年

成長 18%；國圖 111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統計，民眾的電子書借閱

冊數成長 15.76%。從出版、行銷到閱讀，紙本書與電子書的版圖差距

正逐漸縮小， 

由於圖書資料型態不同，出版特性也會有所差異，111 年度出版

報告將紙本書與電子書分別統計，由統計數據呈現二者在出版主題等

方面的差異，例如適合親子共讀的「兒童讀物」及為 K 書需求的「考

試用書」，在紙本書中占比最高；而越來越多人習慣線上閱讀「小說」

及「漫畫書」，該類電子書出版量也領先其他主題，希望相關統計能提

供更多出版資訊以供關心出版的人士參考。 

111 年臺灣仍未擺脫疫情的陰霾，但人們已習慣與疫情共存，大

眾的生活步調也逐漸重回正常軌道，因疫情影響台北國際書展停辦實

體書展，睽違 2年後，在 2022年 6月端午連假期間舉辦第 30屆台北

國際書展，雖仍受到疫情因素，參展廠商及參觀人潮減少，但甫回歸新

春檔期的 2023 台北國際書展，6 天的閱讀嘉年華會，參觀總人次達 50

萬 5 千人次，為 2022 年的兩倍，閱讀人潮回歸，為出版界打了一劑強

心針，臺灣出版已為迎接後疫情時代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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