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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的興衰與否，代表著一國文化國力的強弱，在政府、學界及出版界三方共同努力之

下，臺灣的圖書出版業可說是突飛猛進、一片榮景，每年約有三萬種左右新書問世，締造了

輝煌的紀錄。而在臺北舉辦的國際書展，今年已進入第十六年。這個號稱亞洲第一的書展進

展神速，規模更是一屆遠勝一屆！展出的場地由創辦初期的國家圖書館移轉至世貿一館、再

擴張成世貿一、二館，到今年又加入世貿三館（臺北國際會議中心）。參展攤位數也由初期

百來個遽增為現在的兩千個！六天的展期當中，參觀人數幾達四十萬人次，有如年度的圖書

嘉年華盛會。儘管近來經濟景氣不佳，臺灣出版業也受到不少的衝擊，但檢視熱鬧擁擠的書

展參觀人潮，環顧整個華文閱讀所擁有的眾多人口及出版品的龐大銷售市場，臺灣要創造圖

書出版榮景應是可以期待的。 

國家圖書館原是臺北國際書展的創始者，開展以來，我們或以主辦者的身分戮力推動，或以

展覽者的身分加入行列，從不缺席！目的無非是要積極推動臺北國際書展，藉由舉辦或參與

書展，帶動國人閱讀的風氣，一方面則藉以拓展國人的閱讀視野，與世界其他文化做一觀摩

交流。此外，亦可趁機加強讀者對國家圖書館的認識及參與，對於提升本館形象具有正面效

益。近年來，圖書館更將展場移師到世貿二館的人文科技主題館展示區，藉由資訊與科技的

結合，大力推動各種圖書文獻資料庫，行銷本館所建置的各種電子資料庫及網路遠距服務系

統，透過虛擬的網路圖書館，提供讀者更便捷、更完善的服務。如今利用網路使用本館資料

庫，或利用本館網站查找資料、擷取所需資訊的讀者已超過數百萬人次，堪稱績效卓著。另

一方面，本館多年來也藉臺北國際書展行銷本館形象，及宣導圖書館利用，強化民眾將圖書

館視為終身學習的關鍵門徑的觀念，也都獲致極佳的的成果。 

 

＊配合閱讀運動，推廣本館出版品

 

為應和近年來政府大力倡導的「閱讀運動」，也期望本館在行銷資訊服務之外能有所改變、

突破。特別選在第十一屆臺北書展時，返回世貿一館的展場，重新出發，全力行銷本館優秀

的出版品，包括甫獲「優良政府出版品獎」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及多種書刊。本館深覺

閱讀運動雖然在民間喊的震天價響，但是缺乏整體的主導方向及系統性的輔導機構，及相關

書目指導等，因此在積極從事輔導、協助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推行「愛鄉．讀鄉」活動，深耕

「閱讀運動」外，又投注相當的心力出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希望藉由這本雜誌提供渴



望閱讀好書的讀者大眾最新且完整的新書出版資訊。 

本館建館以來即期盼在竭力搜羅、保存國家文獻之餘，能成為民眾查檢資訊的全方位資訊供

應中心，因此近十餘年來，本館積極建置各式電子及全文資料庫，提供讀者更加便捷的查找

資訊管道，滿足讀者獲取知識的需求。一方面則堅持原則，出版對讀者有益、並有益於圖書

館同道、有助出版業提昇水準的出版品。雖然在出版量上不如專業出版機構，但是在閱讀指

導或圖書館專業的工具書方面，我們則持續努力。希望藉由提供這些指引閱讀的利器，導引

喜愛閱讀的大眾，尋找到最適合、最想要的好書，進而獲取知識，豐富心靈。 

＊精心設計書展攤位，完美呈現本館參展主題

 

本館除了精選優良書刊參加展示外，也頗費一番巧思設計書展的攤位，以展現完美的新風

貌。首先，在空間的規劃設計上，我們強調要有開放性，營造無牆的圖書館理念，以期吸引

大量的讀者自由進出本館展示區。一方面則考量以往展示區都有空間擁擠的現象，缺乏設計

與美感，當然降低了閱讀的氛圍。所以，我們拒絕了以往以書架或隔板來圍築展場，框架領

域；改採大型立式海報來區隔空間，以海報之間的前後間隔距離，建構讀者進出的空間。這

樣的設計方式，一來迴避了多用金屬支架的冷硬感，二來也能使原本狹小的空間顯得寬廣

些。特別是藉巨幅的立式海報，宣傳本館參展主題『親子共讀』、『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遠距服務』，目標鮮明，期以吸引大批讀者進入參觀。今年又適逢本館建館七十週年，亦

期盼藉由臺北國際書展呈現本館經營七十週年來的成果。 

 

＊成果與期許

 

2 月 11 日書展正式登場，本館的位置雖在角落，但亮麗的巨幅海報吸引了不少讀者駐足，尤

其今年因逢七十週年館慶，我們設計了一些精美的文宣用品，贈送給參觀、購書的民眾，頗

受歡迎。而主要展售《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臺灣歷史人物小傳》，以及本館近五年的出

版品；漢學研究中心所有的出版書籍和期刊也都在這次書展展售之列。因為睽違數年，未曾

在書展攤位專營本館出版品的銷售，因此對書籍銷售量的估計無法拿捏，書展開始初期，又

要收錢，又要補貨，值班的工作人員常是一陣混亂，不過看到出版品受到讀者的歡迎，大家

都很高興。除書刊外，資訊分館也在現場贈送其所出版的遠距學園九年一貫資訊專業及素養

課程的學習光碟及學習手冊，廣受家長及青年學子的喜愛，學習手冊共送出 600 份，而登記

要求寄贈的超過 100 份，可見受歡迎的程度。而為書展特別加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二月

號書展專刊，同樣受到讀者的青睞，三百份供不應求。許多讀者因為這次書展，才瞭解本館

有許多質精價廉的出版品。總的說來，透過這次書展，我們已成功為本館出版品達到推展、



行銷的目的。相信只要秉持出版好書的原則，未來本館出版品的行銷成績，應該可以更加亮

麗。 

臺北國際書展又一次在摩肩接踵、人聲鼎沸的拍賣搶購中落幕，出版業或許關注營收遠勝過

關注有多少人加入閱讀的行列。的確，臺北書展已是全球第四大書展；但書展規模雖大，卻

總是覺得找不到幾本真正的好書。甚且有許多人抱怨書展的商業氣息過於濃厚，缺乏引人閱

讀的氣氛，充其量只是書商大會師的一場聯合拍賣會罷了。做為一個大型的國際書展，臺北

國際書展與世界前三大書展相比較，氣勢、水平仍顯不足，尤其欠缺高水平展覽應有的設計

創意及引人閱讀的寧馨氛圍。我們高喊推動閱讀、營造書香社會的同時，是否應該先回頭檢

視一下我們的出版政策，及圖書館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在資訊革命後，知識掌控經濟的時

代中，圖書館是否還可以高傲而靜默地等在角落期待讀者達達的跫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