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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 

104.01.28 

 

本報告為臺灣各界(含一般出版社、政府機關、團體與個人)，於

民國 103 年度內向國圖書號中心申請 ISBN 暨 CIP 書目資料為基礎，

統計分析我國出版新書(含電子書)之總種數、主題類別、常用分類、

翻譯圖書的語文和來自國家地區，以呈現臺灣最新圖書出版現象及其

趨勢。除進一步作為提供我國最新圖書出版現況及其出版趨勢，並期

為出版界、圖書館界與民眾共同提升全民閱讀風氣而努力。 

一、新書出版量持續滑落，全臺 5,087 家出版社出版 41,598 種新書 

依據國圖書號中心統計分析顯示，民國 103 年 1 至 12 月，總計

有 5,087 家(單位)出版社出版 41,598 種新書。與前一年度(102 年)比

較，申請 ISBN 出版機構少了 30 家(單位)，出版新書總(種)數比 102

年減少 520 種，較 101 年減少 707 種，創下近三年來最低點。同時也

低於近三年新書出版之平均總種數，呈現持續下滑現象，惟出版新書

之出版社(單位)仍維持 5 千個單位以上。(如表 1) 

 
表 1：申辦 ISBN 之新書種數與出版機構 

(101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民國 ISBN 量(筆) 圖書種數 
申請 ISBN 之

出版者(家) 

101 46,853 42,305 5,085 

102 47,191 42,118 5,117 

103 46,398 41,598 5,087 

平均 46,814 42,007 5,096 

 
從出版機構類型分析，一般社(單位)出版 36,818 種新書 (占

88.5%)；其次為政府機關 3,843 種 (占 9.24%)，個人占 937 種(占

2.25%)。從表 2 發現：政府機關(構)與個人出版新書的比例降低，政

府總體預算緊縮可能是出版新書持續滑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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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類型出版機構與出版圖書種數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出版機構類型 
圖書 

(102 年) 

圖書 

(103 年) 

一般出版社 36,945(87.72%) 36,818(88.5%) 

政府機關 4,229(10%) 3,843(9.24%) 

個人 944(2.24%) 937(2.25%) 

總計 42,118 41,598 

 
又根據書號中心統計，自 78 年 7 月至 103 年 12 月底止，累計達

27,766 個出版單位申請 ISBN，其中，包括 17,079 家(單位)為「一般

出版社」(占 61.51%)，3,473 家為政府單位(占 12.51%)，以及 7,214

屬於「個人」申請(占 25.98%)。除了一般出版社外，個人出版的風氣，

在臺灣仍然非常盛行。如表 3 所示。 

 
表 3：申辦 ISBN 出版機構類型 

(78 年 7 月至 103 年 12 月) 

出版機構類型 家(單位)數 

一般出版社 17,079(61.51%) 

政府單位 3,473(12.51%) 

個人 7,214(25.98%) 

計 27,766 

二、新書類別仍以語文類最多，其次為應用科學類、藝術類、社會科

學類 

民國 103 年國圖書號中心接受 5,087 家出版社(含政府機關團體、

個人等)申請，總計核發 41,598 種新書當中。依照一般圖書館常用的

分類分為總類、哲學類、宗教類、自然科學(含電腦與資訊科學)、應

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傳記、語言文學(含兒童文學)及藝術類等。

103 年新書分類顯示：仍以語言/文學類(含兒童文學類)圖書最多(計

12,636 種，占全部新書總數 30.38%)；其次分別為應用科學類(6,908

種，占 16.61%)、藝術類(含各種藝術與休閒旅遊等)6,201 種，占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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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科學類」(6,167 種，占 14.83%)為最多。其中，包括目錄學、

圖書資訊及檔案學、國學與群經、百科全書類之「總類」圖書出版最

少，僅有 301 種(僅占全部新書總數的 0.72%)，與 102 年比較：「總

類」圖書少出版了 382 種呈現倍減現象，詳參見表 4。 

除語言/文學類(含兒童文學)外與 102 年度項類似：應用科學類的

新書超越社會科學、藝術類圖書，顯示在經濟不景氣、面對高齡化和

緊促生活步調，強調醫療養生、各類工程及經營管理之實用圖書，遠

大於教育財經法律與藝術類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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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出版新書類別統計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序號 圖書類別 
圖書種數 

(102 年) 

圖書種數 

(103 年) 

1 總類 683(1.62%) 301(0.72%) 

2 哲學 1,633(3.88%) 1,791(4.31%) 

3 宗教  2,020(4.8%) 2,083(5.01%) 

4 自然科學 1,416(3.36%) 1,080(2.6%) 

5 電腦與資訊科學 1,194(2.83%) 1,498(3.6%) 

6 應用科學 6,479(15.38%) 6,908(16.61%) 

7 社會科學 6,204(14.73%) 6,167(14.83%) 

8 史地/傳記 2,440(5.79%) 2,909(6.99%) 

9 語言/文學 10,567(25.09%) 9,874(23.74%) 

10 兒童文學 2,330(5.53%) 2,762(6.64%) 

11 藝術 7,033(16.7%) 6,201(14.91%) 

12 其它 119(0.28%) 24(0.06%) 

計  42,118  41,598  

 
又依據出版業界常用的 18 種「主題類型」予以進一步分析顯示，

仍以「語言文學/小說(含輕小說)」圖書最多（計 9,364 種，占全部新

書總種數 22.51%）；其次分別為「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

地、傳記、考古等）（3,586 種，占 8.62%）、「社會科學（含統計、

教育、禮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3,302 種，占 7.94%）、

「兒童讀物」（含繪本、故事書等）（3,046 種，占 7.32%），以及

「藝術」（含音樂、建築、雕塑、書畫、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

（2,965 種，占 7.13%）等為最多。 

與民國 102 年度比較結果發現：「文學及小說(含輕小說)」類新

書出版最多，但與前一年度比較少了 661 種、出版量向來頗多的「漫

畫書」也減少 496 種。另一方面，「人文史地」增加 514 種、「社會

科學）」增加 121 種、「兒童讀物」增加 212 種，詳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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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出版新書主題類型的統計分析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序號 圖書主題類型 
圖書種數 
(102 年) 

圖書種數 
(103 年) 

1 
文學 (含文學史、文學評論、散

文、詩、劇本等) 
2,467(5.86%) 2,584(6.21%) 

2 小說 (含輕小說) 6,092(14.46%) 5,354(12.87%)

3 
語言 (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言

學習讀本) 
1,466(3.48%) 1,426(3.43%) 

4 
字典工具書 (字典等參考等工具

書) 
285(0.68%) 184(0.44%) 

5 
教科書 (含各學程、領域教科用

書) 
2,386(5.67%) 2,277(5.47%) 

6 
考試用書 (含升學、國家考試、

就業、自修等參考用書) 
2,593(6.16%) 2,346(5.64%) 

7 漫畫書 3,013(7.15%) 2,517(6.05%) 

8 心理勵志 1,839(4.37%) 1,857(4.46%) 

9 
科學與技術 (含自然科學、電腦

通訊、農業、工程、製造等) 
2,511(5.96%) 2,648(6.37%) 

10 
醫學家政 (含醫學、保健、家事、

食品營養、食譜等) 
2,032(4.82%) 2,515(6.05%) 

11 
商業與管理 (含工商企管會計廣

告等相關用書) 
1,517(3.6%) 1,695(4.07%) 

12 
社會科學 (含統計、教育、禮俗、

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 
3,181(7.55%) 3,302(7.94%) 

13 
人文史地 (含哲學、宗教、史地、

傳記、考古等) 
3,072(7.29%) 3,586(8.62%) 

14 兒童讀物 (含繪本、故事書等) 2,834(6.73%) 3,046(7.32%) 

15 
藝術 (含音樂、建築、雕塑、書

畫、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
3,028(7.19%) 2,965(7.13%) 

16 休閒旅遊 1,474(3.5%) 1,277(3.07%) 

17 政府出版品 103(0.24%) 106(0.25%) 

18 其他 2,225(5.28%) 1,913(4.6%) 
計  42,118 41,598 

 

 



6 

三、適合「樂齡」族群閱讀新書未見起色，符合青少年、兒童書籍銳

減 

依照出版界自行填寫新書「適讀對象」統計分析，在 103 年出版

新書中，以屬於「成人(一般)」圖書最多(計 27,278 種，占全部新書

總種數的 65.58%)；其次為「成人(學術)」(6,436 種，占 15.47%)，「青

少年」(4,402 種，占 10.58%)為最多。其中，標示屬於「樂齡」族專

屬圖書最少，僅有 52 種(僅占全部新書總數的 0.13%)。 

本項適讀對象的新書出版，我們發現除成人(一般)」類圖書，比

前一年度(102 年)增加 896 種外，其他符合青少年、學齡兒童、學前

幼兒的書種，都比前一年總計減少 823 種(占 2%)，成人(學術)類也退

減 600 種(占 1.44%)。近年來民眾、學術界關心並呼籲出版適合樂齡

族群閱讀的書籍，103 年也僅出版 52 種未見起色。 

 
表 6：出版圖書適讀對象的統計分析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適讀對象 
圖書種數 

(102 年) 

圖書種數 

(103 年) 

成人(一般) 26,382(62.64%) 27,278(65.58%)

成人(學術) 7,036(16.71%) 6,436(15.47%)

青少年 5,062(12.02%) 4,402(10.58%)

學齡兒童 2,766(6.57%) 2,688(6.46%) 

學前幼兒 820(1.95%) 735(1.77%) 

樂齡 43(0.1%) 52(0.13%) 

其他 9(0.02%) 7(0.02%) 

計 42,118 41,598 

 

四、限制級新書逐年減少，落實分級註記有賴業者自律和全民把關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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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書號中心彙整出版業者自行填寫新書的「分級

註記」顯示：民國 103 年度申請 ISBN 新書中，註記「限制級」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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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96 種，占全部新書總種數約 1.91%，比 102 年度又減少 540 種，

顯見保障兒童及青少年閱讀不受情色、暴力污染的「分級註記」已對

業者產生警惕的作用，也讓圖書館、家長安心購書。除呼籲出版界於

新書上市前自動予以標示，以利民眾選購參考依據外，對於「分級註

記」是否落實，則有賴業者自律和全民把關。(詳如表 7 所示) 

 
表 7：出版圖書分級註記的統計分析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圖書分級 
圖書種數 

(102 年) 

圖書種數 

(103 年) 

普遍級 
40,774 

(96.81%) 

40,797 

(98..07%) 

限制級 
1,336 

(3.17%) 

 796 

(1.91%) 

其他 8 5 

計 42,118 41,598 

 

五、臺灣出版新書的語文別與翻譯圖書 

本報告係根據民國 103 年國圖書號中心接受臺灣 5,087 家出版社

(含政府機關、個人等)申請，總計核發 41,598 種新書予以統計分析，

作為探討我國出版新書之國際化與多元化的成果，並提供出版圖書另

一種選擇的參考依據。 

(一)出版新書所使用的語文近九成五為中文，外國語文以英文、日文

為主流 

從表 8 統計分析顯示：103 年出版新書所使用的語文，以正體中

文為主，達 39,320 種，占全部新書總種數近九成五(94.52%)，較 102

年減少 598 種。「簡體中文」有 346 種(占 0.83%)，較 102 年增加 102

種。簡體中文圖書的出版除考慮東南亞國家使用簡體的華文圖書出版

市場外，亦見業者也嘗試為中國大陸讀者閱讀隔閡所做，直接申請臺

灣的 ISBN 書號，銷售至中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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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書所使用的語文屬外文者，仍以英文、日文為主，新書總

種數分別為英文 1,127 種(占 2.71%，較 102 年增加 45 種)，日文 179

種(占 0.43%)增加 37 種。其他如韓文 35 種、西班牙文 19 種、泰文

18 種、法文 15 種，東南亞其他國家如越南、印尼等更少。在國際文

化交流所使用的語文，仍然以英文、日文為主。 

 
表 8：出版圖書使用語文統計分析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作品語文 
圖書種數 

(102 年) 

圖書種數 

(103 年) 

正體中文 39,918(94.78%) 39,320(94.52%) 

簡體中文 244(0.28%) 346(0.83%) 

英文 1,082(2.57%) 1,127(2.71%) 

日文 142(0.34%) 179(0.43%) 

韓文 30 35 

法文 17 15 

德文 16 13 

義大利文 51 2 

泰文 34 18 

西班牙文 23 19 

西藏文 12 0 

其他 549 524 

計 42,118 41,598 

(二)翻譯圖書主要出自日本、美國、英國與韓國 

根據申請者填寫資料顯示，臺灣在 103 年出版 41,598 種新書中，

有 9,366 種圖書標示為翻譯圖書，占全部新書總種數 22.52%，約占全

臺出版新書五分之一以上。從表 9：翻譯圖書源自國別的統計分析顯

示：翻譯書來源，主要來自日本的 5,288 種(占所有翻譯圖書的

56.46%)，其次分別為美國的 2,065 種(占翻譯圖書 22.05%)，以及來

自英國的 580 種(占 6.19%)及韓國的 556 種(占 5.94%)。翻譯自日本與

英國的圖書均有小幅增長；美國、韓國則微幅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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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翻譯圖書源自國別統計分析 

(102 年 1 月至 103 年 12 月) 

翻譯圖書源自國別 圖書種數 圖書種數 

日本 5,210(56.56%) 5,288(56.46%) 

美國 2,132(23.15%) 2,065(22.05%) 

英國 512(5.56%) 580(6.19%) 

韓國 624(6.77%) 556(5.94%) 

其他各國 733(7.96%) 877(9.36%) 

計 9,211 9,366 

 

六、電子書申請 ISBN 現況與趨勢 

國圖為因應電子書之出版趨勢與落實電子書刊法定送存職掌及

出版書目資訊的有效控制，於 100 年 8 月 23 日起正式啟動「電子書

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EPS)」(http://ebook.ncl.edu.tw)，以提供我國電

子書 ISBN 申辦、送存典藏、分類編目、授權閱覽等一貫作業機制，

成為服務全國電子書申辦 ISBN 平台並藉此統計分析年度電出版梗概

及其趨勢。103 年度臺灣電子書出版社(單位)申請 ISBN 的總種數、

主題類別、檔案格式等分別如下： 

(一)電子書出版 1,640 種，以語言/文學(含輕小說)類居冠、考試用書

其次 

去年申請電子書 ISBN 之新書共有 1,640 種，占 103 年全年新書

出版總(種)數的百分之 3.95%。其中以一般出版社出版 1,441 種最多，

占電子書全年申請總數之 87.87%、其次為政府機關 142 種 (占

8.66%)，個人占 57 種(占 3.48%)，如表 10 所示：全年度出版電子書

與出版新書的機構類型相似，以一般出版社(公司行號)為最大宗、其

次為政府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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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申請電子書 ISBN 之出版機構類型與圖書種數 

(民國 103 年 1 月至 12 月) 

出版機構類型 圖書 

一般出版社 1,441(87.87%) 

政府機關 142(8.66%) 

個人 57(3.48%) 

總計 1,640 

 
出版電子書類別方面，仍以語文類(含兒童文學)最多，共 373 種

占全部電子書的 22.75%，再其次為電腦與資訊科學類(332 種，占

20.25%)、社會科學類(251，占 15.31%)、藝術類(194 種，11.83%)與

總類(185 種，11.28%)。統計發現：除語文類(含兒童文學)外，電腦

與資訊科學類因其學科性質變化快速，採以電子書形式出版為其優

勢。(詳如表 11) 

 
表 11：申請電子書 ISBN 之新書類別統計 

(103 年 1 月至 12 月) 

序號 圖書類別 
圖書種數 

(全年申請總數)
圖書種數 
(電子書) 

1 總類 301(0.72%) 185(11.28%) 

2 哲學 1,791(4.31%) 39(2.38%) 

3 宗教 2,083(5.01%) 103(6.28%) 

4 自然科學 1,080(2.6%) 41(2.5%) 

5 電腦與資訊科學 1,498(3.6%) 332(20.25%) 

6 應用科學 6,908(16.61%) 71(4.33%) 

7 社會科學 6,167(14.83%) 251(15.31%) 

8 史地/傳記 2,909(6.99%) 51(3.11%) 

9 語言/文學 9,874(23.74%) 260(15.86) 

10 兒童文學 2,762(6.64%) 113(6.89%) 

11 藝術 6,201(14.91%) 194(11.83%) 

12 其它 24(0.06%) 0 

計  41,598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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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據電子書的主題類型予以進一步分析顯示，以「語言/文學

及小說(含輕小說)」圖書總計 286 種，占電子書總種數 17.44%為最多。

其次分別為「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試、就業、自修等參考用書)202

種占 12.32%、「科學與技術(含自然科學、電腦通訊、農業、工程、

製造等)」166 種占 10.13%及「兒童讀物」(含繪本、故事書等)122 種

占 7.44%。同樣地對於資料內容時常更新如考試用書、科學與技術類

圖書，採電子書形式出版發行者漸多，成為趨勢。(詳如表 12 所示) 

 
表 12：申請電子書 ISBN 之新書主題類型統計分析 

(民國 103 年 1 月至 12 月) 

序號 圖書主題類型 
圖書種數 

(全年申請總數) 

圖書種數 

(電子書) 

1 
文學 (含文學史、文學評論、散

文、詩、劇本等) 
2,584(6.21%) 91(5.55%) 

2 小說 (含輕小說) 5,354(12.87%) 83(5.06%) 

3 
語言 (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言

學習讀本) 
1,426(3.43%) 112(6.83%) 

 

4 
字典工具書 (字典等參考等工具

書) 
184(0.44%) 3(0.19%) 

5 
教科書 (含各學程、領域教科用

書) 
2,277(5.47%) 104(6.35%) 

6 
考試用書 (含升學、國家考試、就

業、自修等參考用書) 
2,346(5.64%) 202(12.32%) 

 

7 漫畫書 2,517(6.05%) 83(5.06%) 

8 心理勵志 1,857(4.46%) 113(6.89%) 

9 
科學與技術 (含自然科學、電腦通

訊、農業、工程、製造等) 
2,648(6.37%) 166(10.13%) 

10 
醫學家政 (含醫學、保健、家事、

食品營養、食譜等) 
2,515(6.05%) 39(2.38%) 

11 
商業與管理 (含工商企管會計廣

告等相關用書) 
1,695(4.07%) 85(5.19%) 

12 社會科學 (含統計、教育、禮俗、 3,302(7.94%) 6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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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 

13 
人文史地 (含哲學、宗教、史地、

傳記、考古等) 
3,586(8.62%) 114(6.96%) 

14 兒童讀物 (含繪本、故事書等) 3,046(7.32%) 122(7.44%) 

15 
藝術 (含音樂、建築、雕塑、書畫、

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 
2,965(7.13%) 98(5.98%) 

16 休閒旅遊 1,277(3.07%) 58(3.54%) 

17 政府出版品 106(0.25%) 43(2.63%) 

18 其他 1,913(4.6%) 57(3.48%) 

計  41,598 1,640 

 
至於出版電子書之「適讀對象」分析顯示，在 103 年出版電子書

當中，以「成人(一般)」電子書最多計 1,256 種，占全部電子書總種

數的 76.59%；其次為「成人(學術)」167 種占 10.19%，以及「學齡兒

童」116 種占 7.08%為最多。其中，屬於「樂齡」族群之電子書雖僅

有 24 種(占 1.47%)，但以出版比例來說超過紙本形式的樂齡類圖書；

而標示適合「學前幼兒」的電子書反而最少，僅出版 17 種，如表 13

為值得關注的現象。 

 
表 13：申請電子書 ISBN 圖書之適讀對象統計分析 

(103 年 1 月至 12 月) 

適讀對象 
圖書種數 

(全年申請總數)

圖書種數 

(電子書) 

成人(一般) 27,278(65.58%) 1,256(76.59%) 

成人(學術) 6,436(15.47%) 167(10.19%) 

青少年 4,402(10.58%) 59(3.6%) 

學齡兒童 2,688(6.46%) 116(7.08%) 

學前幼兒 735(1.77%) 17(1.04%) 

樂齡 52(0.13%) 24(1.47%) 

其他 7(0.02%) 1(0.06%) 

計 41,598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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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電子書之檔案格式以 PDF 最多、其次為 ePub 

國圖書號中心核發 1,640種電子書 ISBN 當中：檔案格式以「PDF」

最多計 1,451 種，占全部電子書總種數 88.48％；其次為「ePub」102

種，占 6.22％；「其他檔案格式」87 種，占 5.3％。可能原因為我國

電子書市場將原來傳統紙本圖書內容，直接轉換成 PDF 格式發行之

數量居多(如表 14 所示)。 

 
表 14：電子書類別與檔案格式統計分析 

(103 年 1 月至 12 月) 

電子書類

別 

電子書

種數 

檔案格式

PDF 

檔案格式

ePUB 

其他檔案

格式 

電子書 

類別百分比 

總類 185 179 2 4 11.28% 

哲學 39 28 11 0 2.34% 

宗教 103 97 0 6 6.28% 

自然科學 41 37 3 1 2.46% 

電腦與資

訊科學 332 330 0 2 20.24% 

應用科學 71 54 13 4 4.26% 

社會科學 251 235 15 1 15.30% 

史地/傳記 51 37 7 7 3.06% 

語言/文學 260 219 37 4 15.85% 

兒童文學 113 50 10 53 6.89% 

藝術 194 185 4 5 11.83% 

計 1640 1451 102 87 100% 

電子書檔

案格式百

分比  

88.48% 6.22% 5.3%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