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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本館於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時於簡

報室辦理「113 年臺灣閱讀風貌發布會」，解析

113 年臺灣民眾閱讀力及閱讀興趣，並從公共圖書

館的營運服務統計分析全民閱讀力，表揚「整體

閱讀力表現績優城市」、「整體閱讀力躍升城市」

共 40 個獎項。

二、113年全民閱讀力

113 年在全國各縣市公共圖書館的積極推動

下，全年進館總人次（1 億 3,151 萬次）、借閱總

人次（5,770 萬人次）、借閱總冊數（1 億 4,694 萬

冊）及網站資源使用次數（9 億 1,029 萬次）等閱

讀力的表現皆較 112 年持續成長。值得關注的是，

電子書借閱表現亮眼，借閱成長率高達 99.8%，全

民累計共借閱超過 1,980 萬冊電子書；借閱人次漲

幅更高達 168.07%。113 年紙本與電子書借閱皆同

步成長，並未因電子書借閱普及而導致紙本書借閱

量下滑，此趨勢顯示，即使疫情過後民眾回流實體

圖書館，但數位閱讀習慣已深植民心，憑藉隨時可

讀、借還便捷、輕薄短小、存載量大等優勢，已然

成為民眾汲取知識與休閒的重要管道。

三、113年民眾閱讀興趣

綜觀國人閱讀興趣，以語言文學類作品最

受民眾的喜愛，占整體借閱量 53.76%，各種翻

譯小說、本土創作等多元文化題材紛紛入榜，

內容偏好溫暖故事、奇幻冒險及懸疑推理。就

借閱性別分析，男性讀者的整體借閱量略高於

女性，男性讀者全年借閱冊數達 6,419 萬冊，占

50.49%；女性讀者的借閱量全年共計 6,294 萬冊，

占 49.51%。以不同年齡層閱讀人口的分布來看，

35-44 歲的壯年讀者仍為圖書館的閱讀主力，全年

借閱總冊數 2,754 萬冊（占 21.66%），其中借閱

的圖書類型以語言文學類為最高（占該年齡層整

體借閱 64.28%）；6-11 歲學童的閱讀力位居第 2

名，共借閱 2,532 萬冊各類型圖書（占 19.92%）；

而 12-17 歲年齡層在該年度閱讀力出現 0.91% 的

微幅成長，排名提升 1 個名次，顯示雖處於數位

資訊氾濫的年代，青少年仍重視紙本書籍閱讀體

驗，各類文學、科普知識、自我探索等書籍，正

在重新喚起青少年對閱讀的興趣。

其次，在「民眾閱讀興趣」方面，113 年度

讀者最愛圖書排行榜中，心理哲學及投資理財類

各占 7 冊，成為最受民眾喜愛的圖書類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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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類排行中，本土創作與翻譯作品同樣受到讀

者歡迎，入榜冊數不分軒輊，其中以溫暖人心及

冒險推理作品最為受歡迎。在非文學類的 8 大類

排行榜中，總類以高效學習方法、深度閱讀技巧

及自我探索成長內容最受歡迎，經典著作《如何

閱讀一本書》已連續 9 年蟬聯榜單；哲學類入榜

書籍則如同心靈處方，引導讀者深入反思讀書與

工作的本質，探索人生的目標與價值；宗教類以

心靈成長、宗教命理、情緒管理與自我了解為

主，協助讀者化解現代高壓社會中的煩惱與內心

不安；自然科學類有 13 冊新作入榜，除生物多樣

性與環境關懷外，AI 熱潮迅速攻佔榜單近四分之

一；應用科學類除了延續健康養生與時間管理的

傳統主題外，心理健康與生命議題的關注度也逐

漸提升；社會科學類排行中，投資理財類書籍以

壓倒性優勢占據榜單的 8 成，存股、ETF 投資與

理財概念 3 大趨勢引領讀者實現財富自由；史地

類入榜作品以臺灣人文歷史為主，而各國旅遊攻

略在疫情後也重獲讀者青睞；藝術類則與往年側

重戶外踏青不同，靜心禪繞畫、藝術詮釋、電腦

遊戲設計等也深受讀者喜愛。

四、113年城市閱讀力表現

113 年城市閱讀風貌，在整體閱讀力表現績

優城市部分，直轄市組有臺北市、新北市及桃

園市，縣市組有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臺東

縣、澎湖縣及金門縣等縣市在充實館藏、推廣閱

讀、圖書館利用及圖書館事業發展等方面展現卓

越成果。在鄉鎮市部分，以苗栗縣表現最為亮

眼，共有 4 鄉鎮市圖書館入選 113 年整體閱讀力

表現績優城市；彰化縣及雲林縣各有 3 鄉鎮市入

選；而屏東縣、臺東縣及金門縣則各有 2 鄉鎮市

入選，值得肯定。在整體閱讀力躍升城市部分，

縣市組有臺南市、新竹市與金門縣，鄉鎮市組有

苗栗縣苗栗市、嘉義縣朴子市、屏東縣長治鄉、

金門縣金寧鄉、嘉義縣梅山鄉、花蓮縣新城鄉、

屏東縣瑪家鄉及三地門鄉等，各縣市及鄉鎮市圖

書館積極走入社區推展多元活動，並投入經費進

行館舍整建翻修，藉由優質閱讀環境與豐富閱讀

活動，帶動城市的閱讀風氣大幅提升。

王涵青館長報告113年臺灣閱讀風貌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梁學政司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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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全臺各地有許多具特色的公共圖書館陸續

興建或進行空間改造中，各館持續透過建築設計

美學與空間優化、多元館藏資源更新與充實，以

及提供創新優質的專業服務，全面提升民眾使用

體驗與黏著度。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梁學政司長表

示，教育部積極推動合作共享、閱讀推廣及資源

整合等相關公共圖書館計畫，感謝各縣市首長與

公共圖書館亦對於館藏資源建設與閱讀推動的投

入；本館王涵青館長亦指出臺灣公共圖書館近年

來的成長與蛻變全民有目共睹，許多縣市的新

總館建設及閱讀空間環境改造陸續啟動，為臺

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新能量。

民眾不妨前往在地圖書館或透過數位連線至線

上資源，透過親身體驗，享受沉浸式閱讀帶來

的心靈寧靜與知識啟發。囿於篇幅，本文僅摘

錄年度報告部分內容，完整內容請連結本館網

站出 版品 瀏覽。（網 址：https://www.ncl.edu.tw/

periodicaldetail_305_1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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