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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者增加  不再是科技先驅專利

電子書漸普及    
年輕族群扮主力  
 整理／編輯部　圖／潘云薇

根據臺灣數位出版聯盟研究顯示，使用電子書的民眾有增加的趨勢，且不再限於科技先驅，一般年輕

民眾接受度提高，且有從北部擴展到中南部的現象。

臺灣數位出版聯盟日前發表2012年「臺灣

數位出版市場現況暨民眾對數位閱讀喜好研究

案」，希望深入了解臺灣數位閱讀市場發展至

今，讀者對於目前電子書的閱讀行為、偏好並描

述電子書喜好族群的樣貌。該聯盟表示，透過臺

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針對近期內曾經閱讀過電

子書的讀者為目標，以期提供給數位出版上下游

產業價值鏈業者一份具有公信力的市場調查及未

來決策建議。

該研究除針對數位閱讀行為進行量化研究

外，並對電子書銷售平台、出版社、作者分別進

行訪談。根據該調查結果顯示，2012年第四季臺

灣數位閱讀行為調查共回收3,036份完整問卷，

均為6個月內曾經閱讀過電子書籍的受測者。在

本季報告中可看出數位閱讀已逐漸普及，16-22 

歲的讀者增加了12.4%；在地區方面，臺灣中部

及臺灣南部的受測者比重，從上次的30.1%大幅

增加到43.2%。顯示電子書已從最初的科技先驅

族群慢慢擴散到年輕族群，並由北部擴散至中南

部。這樣的數據可鼓舞整個數位出版產業，已

經有越來越多國人願意嘗試數位閱讀所帶來的

新體驗。

男性、管理者、高收入      
使用率相對高

從載具層面來看，與上季比較，平板電腦的

擁有率從65.2%下降到47.6%，但智慧型手機、

桌上型電腦的持有比率兩季皆相近，分析其原因

為16-22歲族群只有約20%比例擁有平板電腦，而

此族群占本次研究20.1%，對平板電腦的擁有率

產生較大影響，因此，若要規劃以年輕族群為主

的數位閱讀產品，應特別注意載具的選用。根據

2012第三季臺灣數為閱讀行為調查發現，男性擁

有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載具的比率一直高過

於女性；身為管理職、年齡、學歷、年收入越高

者，擁有各式載具的比率也越普遍。

從第三季的調查結果中可觀察到有一群「電

子書籍愛好者」已然形成，這群人因為閱讀電子

書而大幅影響到紙本書的閱讀時間及意願，而在

本季調查報告中，「電子書籍愛好者」佔全部受

測者的20.2%，其每月閱讀的電子書籍數量、每

次閱讀時間、每月花在電子書籍上的金額均高於

「非電子書籍愛好者」。「電子書籍愛好者」雖

然沒有增加每個月購買、閱讀的本數，但增加了

每次閱讀的時間，顯示「電子書籍愛好者」是確

定已經「習慣使用」數位閱讀的族群，可說是數

位出版產業應多加重視並經營的目標族群。

各大電子書籍平台經營分眾化

而和前兩季樣本比對，該研究發現，電子書

平台與電子書愛好者的喜好與側寫均有不同，而

這些不同亦反映到該讀者的消費習慣。雖然電子

書市場正在萌芽階段，但因眾多平台業者的積極

投入，對市場已經開始有了初期的區隔化。對於

有志提供內容服務的業者來說，尋求正確的平台

展現內容的特質，藉由平台的區隔化發揚內容優

勢，會是未來數位內容成功營運的關鍵。

「非常滿意」比例下降 　  
期待更多優質內容

而在閱讀滿意度部分，各訪者回覆「非常滿

意」的比率均下降，電子雜誌讀者從22.4%下降

 根據「臺灣數位出版市場現況暨民眾對數位閱讀喜好研究案」顯示，電子書已從最初的科技先驅族群慢慢擴散到年

輕族群。

 根據臺灣數位出版聯盟研究顯示，讀者期待看到更多

樣性的優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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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投入電子書的出版。最後，從電子書銷售

平台角度來看，平台面對讀者著重於滿足基本

需求，使業績及會員能持續成長。雖然有許多

對電子書未來的想像，但是平台商認為讀者最

需要的還是單純、基本的閱讀。

綜合閱讀行為調查以及產業訪談報告，無論

是消費者端或產業端，皆期待能有更多優質數位

內容被產出，進而促進臺灣數位出版市場整體的

活絡，如此一來，作者的心血結晶擁有更寬廣的

舞台；出版社可藉由多元出版形式增加營收；平

台亦能持續發展完善的商業模式；讀者可享有更

加豐富舒適的閱讀體驗，使臺灣數位出版產業欣

欣向榮，穩健發展。（資料來源：臺灣數位出版

聯盟）

到14.1%，電子書讀者從21.8%下降到16.5%，電

子漫畫讀者從23.5%下降到20.9%，值得數位出版

業者注意；回覆「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的

受測者並未增加，且兩者相加比率在電子雜誌、

電子書及電子漫畫裡仍都小於3%。

綜合幾季報告，該聯盟從讀者對電子書

的期待中，分析讀者不滿意電子書的原因，包

括：整合銷售平台，目前平台可說是百家爭鳴

的狀況，讀者期待能簡化平台購買選擇；格式

統一，各家平台的格式差異造成讀者使用上的

不便，讀者希望格式更加統一；低廉訂價，普

遍來說讀者認為目前電子書訂價過高，合理訂

價也是吸引讀者選擇電子書的一大要素；最後

是更多元的內容選擇，目前市場上所能選擇的

正版優質內容已不敷讀者需求，讀者希望看到

更多樣性的選擇，才能活絡市場，讓更多臺灣

民眾接受並擁抱數位閱讀。

作者授權趨於開放    
電子書平台會員成長

同時，本研究案也透過產業角度來看臺灣

數位出版發展現況，透過對作者、出版社、平台

分別進行現況訪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首先，

從作者角度來看，作者對於數位版權的授權態度

整體來說趨於開放，雖有部分作者有盜版疑慮，

但關鍵在於版稅的收入多寡，而非盜版問題。更

有甚者，有部分作家非常樂意授權電子書，增

加提升個人知名度的管道。再換以出版社層面

分析，透過隨機抽樣電訪，目前約有37%出版社

已投入數位出版市場。對於出版社而言，數位

出版、電子書不再是陌生的名詞，唯其在投入

數位出版市場時，仍有人才、版權等面相的考

量。隨著各式數位出版課程及數位閱讀推廣活

動進行，希望能出現更多成功案例，鼓勵更多

 對於出版社而言，數位出版、電子書不再是陌生的名詞，唯其在投入數位出版市場時，仍有人才、版權等面相的考量。

 藉由平台的區隔化發揮內容優勢，會是未來數位內容

成功營運的關鍵。

 綜合閱讀行為調查以及產業訪談報告，無論是消費者端或產業端，皆期待能有更多優質數位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