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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市圖電子書使

用情形、使用電子書讀者之特徵及使用

行為，以期未來能作為北市圖未來規劃

數位閱讀服務之參考。 

根據使用情形分析，106 年讀者借

閱北市圖電子書超過 21 萬次，但超過

六成之讀者僅借閱 5 次以內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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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語言學習」、「財經商管」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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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下午及深夜時段較多讀

者使用電子書，讀者最常在中午時段借

閱「醫藥養生」及「文學小說」、在深

夜時段借閱「語言學習」之電子書。 

一、宜持續充實電子書館藏 

二、宜持續辦理電子書推廣活動

及利用教育 

臺北市立圖書館及提供電子

館藏服務之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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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四小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明確

列出本研究之目的及問題；第三節針對研究範圍與限制進行說明；第

四節則是解釋、定義本研究中的專有名詞。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之「105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

顯示，105 年我國 12 歲以上曾經上網之民眾已近 80%，相當於網路

人口已超過 1,600 萬人（約 1,677 萬人）；持有行動上網設備的調查中

顯示，持有智慧型手機的比率超過 9 成（94.6%），其次依序為桌上型

電腦（74.3%）、筆記型電腦（52.4%）、平板電腦（46.5%），而曾經

使用過無線或行動上網的網路族也成長到 91.7%（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由此可知，使用網路資源及數位科技的能力已成為現代公民

的重要素養（林巧敏，2013）。 

透過電腦、手機、電子書閱讀器來獲取新資訊的讀者日益增加，

如何妥善地運用資訊科技設備與數位資訊資源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

已成為公共圖書館未來館藏發展與推廣行銷之重要課題。 

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稱北市圖）於於 2002 年開辦電子館藏服

務，以因應數位化環境來臨、民眾需求和使用圖書資訊型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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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於 2004 年進行電子書館藏使用分析，瞭解該服務的使用情形，

而調查亦發現北市圖所採購的電子書，不論是成人或兒童電子書，其

使用率都相當高（曾淑賢，2004）；2015 年進行「臺北市立圖書館讀

者數位閱讀行為調查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僅有 3 成 6 之讀者曾使

用過電子書刊，將近 67%的讀者因為不知道取得方式未曾使用電子書

刊。曾有數位閱讀經驗之讀者，較常使用綜合性之電子書平臺，最受

讀者喜愛之電子期刊主題為財經商管、語言學習及旅遊行腳。整體而

言，讀者滿意其使用北市圖電子資源之經驗。讀者期望未來能持續增

加電子資源的種類與冊數，提升連線速度，同時應加強推廣，辦理利

用指導課程（洪世昌、羅文伶、賴雅柔、鄒孟庭、賴郁秀，2016）。 

本研究旨在進一步了解電子書使用情形，藉由電子書平臺使用統

計資料進行館藏及讀者使用分析，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

期能更貼近且完整的瞭解讀者之數位閱讀行為，作為臺北市立圖書館

未來規劃數位閱讀服務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市圖電子書使用情形、使用電子書讀者之特徵

及使用行為，以期未來能作為北市圖未來規劃數位閱讀服務之參考。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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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瞭解北市圖電子書使用情形。 

二、 探討使用北市圖電子書之讀者特徵。 

三、 探討讀者使用北市圖電子書之行為。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北市圖電子書使用情形為何？ 

（一） 北市圖電子書借閱情形為何？ 

（二） 讀者通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為何？ 

二、 使用北市圖電子書之讀者特徵為何？ 

（一） 讀者性別為何？ 

（二） 讀者年齡為何？ 

（三） 讀者職業為何？ 

（四） 讀者居住縣市為何？ 

（五） 讀者於 106 年是否有北市圖紙本館藏借閱紀錄？ 

三、 讀者使用北市圖電子書之行為為何？ 

（一） 讀者借閱電子書次數為何？ 

（二） 讀者通常借閱電子書之方式為何？ 

（三） 106 年具有北市圖紙本書借閱紀錄之讀者使用電子

書情形為何？ 

（四） 讀者通常借閱電子書之時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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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讀者通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受到人力、經費等因素影響，而有一定限制，以下針對本

研究的研究範圍及限制條列說明： 

一、 本研究之參考文獻以中、英文為限。 

二、 本研究對象以使用北市圖電子書服務的讀者為限，故研究所

得之研究結果不宜推估至未使用電子書服務之北市圖讀者

及其他類型圖書館讀者之電子書使用情形。 

三、 本研究僅針對北市圖採購之電子書進行研究，其他類型圖書

館提供之電子書、網路免費資源、未採購之電子書之使用情

形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 

四、 因電子書使用紀錄係由廠商於後台進行統計，囿於各家廠商

統計數據限制，故本研究僅採用「Ebook Taipei 臺北好讀電

子書」電子書平臺之紀錄，統計時間自 106 年 1 月至 12 月

為止。 

五、 因電子書廠商統計之使用紀錄僅包含讀者證號，性別、年齡、

職業、居住地等資料係由本館比對館內讀者資料而得知，本

研究僅能假設讀者於申辦借閱證時係根據自身狀況填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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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資料。同時，本研究亦僅能假設讀者皆使用本人帳號使用

北市圖電子書服務。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旨在旨在瞭解北市圖電子書使用情形以及使用電子書之

讀者特徵，以下針對「電子書使用行為」和「電子書服務」等名詞予

以解釋，以界定本研究所提到之重要名詞之定義。 

一、 電子書使用行為 

本研究所探討的電子書使用行為係指透過電子書後台紀錄呈現

出讀者閱讀電子書的情形。 

二、 電子書服務 

本研究所探討之電子書服務係指讀者利用手機、平板或電腦等載

具使用北市圖採購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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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首先探究電子書的定義與發展趨勢，進而蒐集國內外電子

書服務之現況，最後根據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歸納本研究分析項目。 

第一節 電子書的定義與發展趨勢 

一、 電子書的定義 

廣泛而言，電子書係將包含圖書在內之各式資料進行數位化，並

進行系統化與結構化處理，內容之間可以進行超連結，以電子訊號呈

現資料內容，讓使用者可透過電腦、PDA、手機、電子書閱讀機等不

同的載具閱讀與再利用（童敏惠，2002）。 

陳亞寧（2001）認為電子書是一種電子形式的書，或是數位物件

的圖書（轉引自張慧銖，2011）；國家圖書館（無日期）則將電子書

定義為類似紙本書籍形式之數位化文獻，其文本可以搜尋，包括電子

化學位論文。 

張慧銖（2011）認為電子書係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典藏出借及

傳播的資訊資源，型態上雖迴異於傳統館藏出版品，但實質內容並不

會因此產生根本差異，且於出借與利用程序上，仍儘可能模擬目前圖

書館的管理模式。 

林巧敏（2012）認為電子書是作者或專業出版者透過電子數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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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將出版內容經過編輯排版產生的數位內容，存放於各式電子儲存

媒介，可經由傳統的通路來流通這些電子媒體，或是透過網際網路把

數位內容傳送到讀者的數位閱讀設備。 

綜而言之，電子書係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典藏出借及傳播的資

訊資源，並經過系統化或結構化的方式加以組織整理，讓使用者可透

過電腦、PDA、手機、電子書閱讀機等不同的載具閱讀、搜尋文本與

再利用。 

二、 電子書閱讀的發展趨勢 

人類熟悉的紙本式閱讀已有長久歷史，再加上電子書閱讀可能需

要學習不同載具的操作技巧，使得大多數使用者仍習慣透過紙本閱讀；

民眾雖然仍愛紙本，但簡單易懂、無需記憶、可嵌入圖照片與超連結、

或短篇文章等電子書閱讀才有的優勢，卻也具有不容小覷的吸引力。 

電子書閱讀能持續發展主要原因來自於電腦和網路的發展與普

及；「數位內容」可以包含文字、圖表、影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

功能，也可以脫離傳統載具，如紙張、影音帶或光碟。數位閱讀行為

趨勢是讓使用者用不同的數位載具（如：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

機、電子閱讀器），根據個人的使用需求，來進行不同的閱讀行為。

這些數位載具的出現，使得數位閱讀可模仿傳統紙本閱讀的方式，也

同時擁有電子文本與載具的附加功能，形成一種新的閱讀浪潮。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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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動人心弦的文字內容，結合多媒體環境開發成的電子書，使用

者可藉此獲取數位資訊，滿足學習知識與休閒娛樂的需求，也引領使

用者對於閱讀的興趣與想像空間；透過隨選閱讀與評論分享，使用者

對於文本的不同體驗，可以形成公眾評論與進行交流分享；此外，使

用者本身也可以是編輯者或出版者，透過文字編輯器複製、下載、編

輯的功能，能藉由超連結閱讀方式參與創造，都是紙本閱讀所無法比

擬的優點（林珊如，2003；林巧敏，2009）。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於 2012 年接受文化部補助進行「臺灣數位出

版市場現況暨民眾對數位閱讀喜好研究案」，以 6 個月內曾經閱讀過

電子書籍者作為研究的受測者，研究結果顯示電子書從最初的科技先

驅族群，已經慢慢擴散到年輕族群，16-22 歲的讀者增加了 12％，臺

灣中部及臺灣南部的受測者比例為 43％，可見電子書已從北部擴散

至中南部，而且有越來越多民眾願意嘗試電子書閱讀所帶來的體驗，

也看出電子書閱讀已逐漸普及（台灣數位出版聯盟，2012）。 

陳世娟與邵婉卿（2015）認為現今數位閱讀趨勢有以下現象：成

年民眾使用數位閱讀的載具多是桌上型電腦，平常進行數位閱讀主要

是瀏覽網頁與查詢資訊；有接近一半的民眾表示每天都會進行數位閱

讀，九成以上的民眾是在住家或宿舍進行數位閱讀；民眾數位閱讀內

容，依序是新聞、社群網絡，近七成的民眾得知數位閱讀內容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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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上網查得；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主要目的是休閒娛樂，偏好數

位閱讀內容的呈現形式是以文字為主，並較喜歡閱讀一次可以讀完的

短篇數位內容；有五成的民眾表示持有行動載具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

率增加。 

第二節 圖書館電子書服務現況 

隨著科技進展，閱讀管道已呈多樣化發展，民眾對於電子出版品

之需求亦隨之提升，為因應此一趨勢，已有愈來愈高比率之圖書館現

正積極拓展電子館藏之服務並增加經費之挹注，本節即概述國內外公

共圖書館之電子館藏服務現況。 

一、 國外公共圖書館之電子館藏服務現況 

依據 Library Journal(2015)調查顯示，美國公共圖書館有提供電子

書之比率已從 2010 年的 72%增至 2015 年的 94%，尚未提供電子書

之最大因素為缺乏經費；各館所提供之電子書小說類及非小說類各占

74%及 26%，其中兒童類圖書比率為 15.1%，青少年圖書占 15.6%，

成人圖書則為 69.3%。另外，38%的美國公共圖書館提供閱讀器供民

眾借用，其中 7%限館內使用，31%可館外借閱，提供之閱讀器種類

以 Kindle 占最高比率，其次為 iPad/iPad，再其次則為 mimiNOOK 

(Library Journal, 2015)。 



11 

 

 

以下即以不同之公共圖書館為例，簡介其提供之電子館藏及相關

服務：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一）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SFPL）所提供

之電子館藏（電子書、電子有聲書、電子媒體等）至 2014 年止共計

76,685 筆資料，所採用之電子書平臺為 OverDrive 及 Axis 360，收藏

大量的通俗小說類和非小說類以及最新的暢銷書籍，其類別區分因各

平臺而有所差異，OverDrive 依特色館藏、電子書、有聲書、兒童及

青少年區分，再按細類劃分；Axis 360 則依特色館藏、小說、非小說、

兒童、青少年分類；Ebsco 和 SafariTech 的電子書籍資料庫主要是以

參考書為主；電子多媒體主要由 hoopla 提供。該館針對電子館藏提

供專屬查詢網頁，可查詢文章及資料庫，或是以瀏覽方式找尋資料庫，

其排列係按字母排序（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SFPL], n.d.）。 

借閱規則方面，每位讀者借閱上限為 15 本電子書，借閱期限為

21 天，但讀者可自行縮短借閱期限成 7 天或 14 天(SFPL, n.d.)。 

此外，該館定期舉辦電子書/電子書閱讀器安裝及使用課程，以

使讀者瞭解如何使用圖書館免費之電子館藏，例如：eBook Drop-In、

eReader Dr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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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e-Library 

 紐約公共圖書館 （二）

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NYPL）提供多種電

子館藏，包括電子書、有聲書、多媒體、有聲圖畫書等，2012 年約

有 22,000 筆電子書，之後以每年新增約 45,000 冊為目標，目前約有

262,000 筆電子書資料，有聲書約 42,700 筆，其所有電子館藏均可由

該館館藏系統查詢，亦可分別依不同平臺個別查詢，主要之電子書平

臺為 OverDrive 及 3M Cloud Library，其分類方式依電子書平臺供應

商而有所不同，例如：OverDrive 是依電子書、電子有聲書、多媒體、

兒童及青少年區分，各類型下再依不同類別瀏覽，舉凡藝術、傳記、

投資理財、職涯、經典文學、漫畫、電腦、法律等各大類皆包含在內。

3M Cloud Library 則依小說、非小說、青少年小說及非小說提供使用

者瀏覽，底下再細分各類別(New York Public Library[NYPL], n.d.)。 

借閱規定方面，每人最多可借閱 12 冊，借閱期限區分 7 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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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及 21天，讀者可自行決定，其中以小說最受讀者青睞(NYPL, n.d.)。 

NYPL 提供定期電子書相關課程，教導讀者如何下載電子書、如

何使用電子書載具，例如：Walk into eBooks、Downloading NYPL 

eBooks。 

 

圖 2-2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電子館藏 

二、 國內公共圖書館之電子館藏服務現況 

依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無日期 a）進

5 年之統計顯示，全國公共圖書館提供之電子書種數，已明顯有所成

長，2011 年全國各縣市公共圖書館共計提供 253,356 種電子書，2016

年成長至 693,675 種，增加近 1.74 倍之數量；電子書之購書經費亦是

逐年增加，從 2013 年開始有公共圖書館專門編列電子書預算，2016

年則有 13 個縣市公共圖書館針對電子書專門編列採購預算，其中以

臺北市最多，共編列 676 萬元，其次依序為高雄市、新北市及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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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編列 300 至 414 萬之預算，顯示國內各公共圖書館逐漸重視電子

書資源服務之提供。以下即簡介國內不同公共圖書館之電子書館藏及

相關服務。 

 臺北市立圖書館 （一）

臺北市立圖書館（Taipei Public Library，TPL，以下簡稱北市圖）

於 2002年開辦電子館藏服務，電子書由最初的 343種（曾淑賢，2006），

至 2016 年已有 24 萬 3,138 種（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無日期 a），點

閱率由 2012年的 13萬 9,660人次成長至 2016年的 56萬 7,992人次，

採購經費亦逐年攀升，2012 年至 2016 年採購經費由 338 萬 3,485 元

增至 676 萬元。 

北市圖將所有電子館藏整合於「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以方

便讀者查詢，其查詢介面分類方式是依主題及資料類型編排；主題共

分為綜合、哲學&心理、宗教、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

地、語言文學、藝術、臺灣研究、圖書資訊學；資料類型則區分為圖

書期刊目錄、電子書、索引摘要、報紙、期刊文獻、字辭典、百科全

書&年鑑、指南&名錄&圖鑑、專利&標準&法規、傳記、政府資源、

統計資料、影音多媒體、網路資源、全文（臺北市立圖書館，無日期）。 

借閱規則方面，因各家平臺不同，所以並無借閱上限，舉例來說，

由 Hyread 提供之「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每位讀者可借閱 1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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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借閱期限為 2 星期，另外可借閱電子雜誌 10 冊、借閱期限

為 2 天，同時皆提供預約服務。除可借閱北市圖已採購之電子書外，

另外提供計次服務，每位讀者每個月可使用 6 次服務，借閱天數為

14 天。 

 

圖 2-3 北市圖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新北市立圖書館 （二）

新北市立圖書館（New Taipei City Library，簡稱新北市圖）為方

便民眾查找電子資源，以另行建置「電子資源管理系統」方式將各種

電子資源整合於同一平臺並呈現，至 2016 年為止，總計有 40,513 種

電子書，其同年度之電子書採購經費為 342 萬 8,117 元（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無日期 a）。民眾可依資源類型、主題類型、提供來源、

試用資料庫等群組分類瀏覽，其中主題瀏覽共分為 8 類：社會科學、

藝術設計、自然科學、歷史研究、文學、文化、外語學習、其他等，

使用者只需點擊各主題名稱，即可瀏覽此分類之資源；該系統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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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之簡單查詢，民眾須逐一瀏覽各類電子館藏資料庫後再進

一步進入個別資料庫進行資料查找（新北市立圖書館，無日期 b）。 

因各電子資源使用規則不同，故借閱天數及上限亦有所不同，同

樣以 Hyread 提供之電子書平臺為例，讀者可分別借閱 5 冊電子書及

電子雜誌，借閱天數分別為 14 天及 7 天，且可續借 1 次；同時該平

臺亦有提供讀者計次服務，每位讀者每個月可使用 4 次服務，借閱天

數為 14 天。 

 

圖 2-4 新北市圖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高雄市立圖書館 （三）

高雄市立圖書館（Kaohsiung Public Library，簡稱高市圖），建置

「數位資源入口網」提供民眾查詢電子資源，該網站包含高市圖自行

訂購及其他免費資源可提供民眾進一步連結，截至 2016 年止，高市

圖總計提供 3 萬 3,588 種電子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無日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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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度編列 414 萬 4,185 元預算採購電子書。民眾可依語言類型、資

料類型、大東藝術資源或是按照類別瀏覽各種電子資源，再分別依該

資料庫使用規定借閱或線上瀏覽（高雄市立圖書館，無日期 a）。 

使用規定視各家資料庫而不同，部分資料庫除須輸入讀者個人帳

號外，還須輸入高市圖認證帳號。另外高市圖於 2014 年 5 月 1 日

起提供的「台灣雲端書庫@高雄」不限使用人次，但限居住在高雄地

區的使用者可連線使用該電子書資料庫，借閱方式為每人 60 點、每

借閱 1 本書扣 1 點，借期 14 天（高雄市立圖書館，無日期 b）。 

 

圖 2-5 高市圖數位資源網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四）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NLPI，原國立臺中圖書館，簡稱國資圖）於 2006 年開始朝建置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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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公共圖書館為目標，建置「電子書服務平台」，收錄一般圖書資

料、政府出版品及個人授權之作品，共計有 2 萬 6 千種電子書館藏，

2015 年借閱人次約 5 萬人次、借閱近 20 萬電子書（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無日期 b）。該平臺查詢方式除簡易及進階兩種方式外，可以

依主題瀏覽，分為 16 大類：親子教養、哲學宗教、自然科普、電腦

網路、休閒生活、醫學保健、圖文漫畫、文學、童書/青少年文學、

語言學習、財經商管、史地旅遊、藝術設計、心理勵志、社會科學、

飲食烹調等，各類之後再細分小類。 

借閱規則方面，每位讀者共可借閱 8 冊，借閱天數為 14 天，如

無人預約，得續借 1 次，並提供預約，讀者可以直接線上閱覽或借閱

方式閱讀電子書。國資圖所採購之電子書可提供全國各公共圖書館讀

者借閱，只要擁有全國任一公共圖書館的借閱證即可免費申請會員註

冊，會員註冊成功後，便可以免費借閱電子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無日期 c）。 



19 

 

 

 

圖 2-6 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臺 

第三節 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 

一、 國外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 

 Library Journal-“E-Book Usage in U.S. Public Libraries” （一）

Library Journal(2015)於 2015 年針對美國 317 所公共圖書館進行

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發現已有 94%之公共圖書館提供電子書供讀者

使用，其中超過半數提供超過 1 萬冊之電子書。讀者對成人電子書之

需求較青少年、兒童電子書高，80%之圖書館都曾有讀者針對成人電

子書提出需求。在電子書的使用方面，58%之圖書館表示過去一年至

少外借 1 萬冊之電子書，超過 8 成之讀者係下載後再閱讀電子書。 

美國公共圖書館採購之電子書館藏以小說居多，占 74.2%之比例，

明顯高於非小說之電子書，而這樣的比例在過去 2 年都不曾改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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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採購之電子書中，近 7 成（69.3%）為成人電子書，青少年及兒童

電子書則分別占 15.6%及 15.1%；同時，高達 9 成之公共圖書館表示

曾有讀者建議採購成人小說之電子書，遠高於建議採購非小說或青少

年、兒童電子書者。綜而言之，公共圖書館成人小說電子書相當受到

讀者喜愛。 

 Pew Research Center-“Book Reading 2016” （二）

美國 Pew 研究中心（2016）於 2016 年針對 18 歲以上之民眾進

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 73%之民眾過去 1 年內曾閱讀過一本書，

28%之民眾曾閱讀過 1 本電子書；38%之民眾僅閱讀紙本書，同時閱

讀紙本及電子書者占 28%，只閱讀電子書之民眾僅占 6%。 

相較於 2011 年，使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閱讀電子書的民眾

比例大幅提高，分別從 4%、5%%，增加至 15%、13%；而使用電子

書閱讀器之民眾比例則僅從 7%增加至 8%，成長幅度較小；同時偏

好使用智慧型手機閱讀電子書者為 18歲至 49歲民眾，有 19%之比例，

50 歲至以上則僅有 4%之民眾使用智慧型手機閱讀電子書。 

二、 國內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臺灣數位閱讀型態與消費趨（一）

勢分析. 2015」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以下簡稱資策會）針對台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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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使用網路、15 歲以上之消費族群進行之「數位閱讀」調查，並針

對消費者的性別、年齡、職業與生命階段等區隔進行分析。「數位閱

讀」調查範圍包含數位「閱讀」、「圖書」、「雜誌」與「漫畫」，調查

期間為 104 年 2 月，共回收有效樣本數 2,182 份。 

調查發現，63.6%男性讀者每周閱讀 1 次以上之數位圖書，較女

性讀者占比高出 10%以上，67.8%之 55 歲以上讀者每周至少閱讀 1

次數位圖書，占比高於其他年齡區間。近半數之受訪者於過去半年僅

閱讀 1 至 3 本數位圖書，同時隨著年齡增長，過去半年內閱讀數位圖

書達 13 本以上之比例漸低，顯示低年齡者閱讀數位圖書數量較高年

齡者多。 

最多讀者閱讀之數位圖書主題為「休閒旅遊」、「文學小說」及「商

業理財」，分占 40.2%、38.2%及 36.7%之比例，其中男性讀者偏好閱

讀「商業理財」主題之數位圖書，「文學小說」則為女性讀者之首選，

分別有 47.3%及 40%之占比。不同年齡區隔喜好閱讀之圖書主題意有

所不同，讀者年齡越高，閱讀「休閒旅遊」、「商業理財」及「醫療保

健」主題之比例漸高，閱讀「文學小說」者則漸減。此調查亦依數位

閱讀時間長短區分輕度（15 分鐘以下）、中度（15 分鐘到 1 小時）及

重度讀者（1 小時以上），並分別分析其偏好閱讀之數位圖書主題：

重度讀者明顯偏好「文學小說」比例高達 63.4%，輕、中度讀者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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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閱讀「商業理財」及「休閒旅遊」主題。 

載具使用方面，調查亦發現同時使用個人電腦及行動載具閱讀者，

會將部分閱讀紙本圖書之時間移轉至閱讀數位圖書，比例超過半數。

而不論使用之閱讀載具為何，偏好閱讀之數位圖書主題仍為「文學小

說」、「商業理財」及「休閒旅遊」，僅有「只用行動載具閱讀」之讀

者明顯偏好閱讀「文學小說」。 

 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讀者數位閱讀行為調查研究」 （二）

北市圖於 104 年針對館內讀者進行問卷調查，期望瞭解其數位閱

讀行為及對北市圖數位閱讀服務之看法與期望。 

研究結果發現，僅有 3 成 6 之讀者曾使用過電子書刊，將近 67%

的讀者因為不知道取得方式未曾使用電子書刊。曾有數位閱讀經驗之

讀者，較常使用綜合性之電子書平臺，最喜愛之電子書主題為語言文

學及應用科學類。讀者進行數位閱讀之主要動機為休閒娛樂（30.4%）、

吸收新知（28.8%）及自我進修（19%）。 

68.5%之讀者每月至少閱讀 1 次北市圖電子館藏，超過 8 成的讀

者每月平均閱讀 1-5 冊（件）北市圖電子館藏、11.7%（74 位）讀者

每月平均閱讀 6-10 冊（件）電子館藏。61.24%的讀者每次閱讀電子

館藏之平均時間不超過 30 分鐘，其次為使用 31 分鐘至 1 小時者，占

27.1%。 



23 

 

 

若北市圖同時提供紙本及電子館藏供讀者選擇，超過半數之讀者

對紙本書或電子書並未有明顯偏好，認為兩者皆可，不過另有 1/3 之

讀者優先選擇紙本圖書。電子書讓讀者可以隨時、隨地閱讀，但仍有

超過 7 成之讀者保持其使用圖書館、借閱紙本書籍之習慣，僅有 2 成

之讀者減少到館頻率及借閱紙本書之數量。 

另外針對數位閱讀方式的調查發現，56.69%的填答者習慣先從目

錄挑選有興趣的章節，直接翻到該章節進行閱讀；另有 30.55%（194

位）的讀者仍習慣從目錄開始閱讀，並且將整本電子書、電子期刊閱

讀完；跳過目錄、直接閱讀內容者則佔 12.6%。根據上述結果可發現，

填答者閱讀電子館藏時顯現出數位閱讀有別於紙本閱讀之特性，即

「跳躍性閱讀」，不再是從頭讀到尾的「線性閱讀」。 

第四節 總結 

在本章文獻探討中，分別探討了電子書的定義與發展趨勢、國內

外電子書服務之現況以及國內外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 

數位閱讀仍在持續蓬勃發展，國人進行數位閱讀的趨勢也逐漸成

長，愈來愈能接受利用數位載具閱讀的模式。同時，數位資源具有多

媒體、超連結功能等特性，形塑了數位閱讀特有的跳躍式、非線性閱

讀等閱讀行為，有別於紙本書籍閱讀方式，使數位閱讀增添了及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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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互動性，部分取代了民眾閱讀紙本書籍的時間，也使閱讀更加重視

跳閱、檢索、迅速瀏覽等功能。 

圖書館向來負有推廣閱讀之社會責任，近年來，各類型圖書館均

均已積極採購各項電子資源，同時也積極進行數位閱讀的推廣、提供

讀者適切之諮詢服務。 

針對數位閱讀時代的急速來臨，如何在這波趨勢中精確迅速地提

供讀者所需資源及服務將是公共圖書館應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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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北市圖讀者為研究對象，採用流通資料法分析電子書使

用情形，以瞭解其數位閱讀之行為。茲針對研究步驟、研究方法、對

象、研究架構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實施流程 

一、 蒐集相關文獻，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二、 分析電子書使用統計數據。 

三、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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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實施流程圖 

  

研究題目訂定 

相關文獻蒐集與分析 

研擬研究目的及問題 

擬定研究方法 

確立研究範圍與限制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撰寫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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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市圖電子書使用情形以及不同背景特徵之讀

者使用電子書之情形，採用流通資料法分析電子書使用情形。以下分

別說明研究對象、分析項目及問卷比較項目。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根據電子書使用紀錄進行分析，該資料係由廠商於後台進

行統計，囿於各家廠商統計數據限制，故僅針對「Ebook Taipei 臺北

好讀電子書」平臺（以下簡稱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進行分析。 

「Ebook Taipei電子書平臺」為HyRead電子書及電子雜誌平臺，

目前計有電子書逾 5 萬種以及電子雜誌逾 200 種，提供「買斷」、「計

次服務」及「租賃」等 3 種採購模式，提供讀者「複本借閱」及「按

需式借閱」的不同借閱模式，平臺所提供之電子書現況說明如下。 

（一） 買斷電子書 

1. 北市圖買斷：自 100 年起開始採購，每年採購電子書複本數 4

至 6 冊不等，共計採購 747 種 1,494 冊電子書。 

2. 資源中心買斷；北市圖設置之「北區資源中心」文化創意圖書

專區，於 103 年開始採購，每年採購電子書複本數 2 至 8 冊不

等，共計採購 830 種 4,704 冊電子書。 

（二） 計次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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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6 年 12 月止，計次電子書數量約達 5 萬 1,668 種。 

二、 資料收集與整理 

本研究分析「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之使用紀錄，並未特別

區分買斷或計次之電子書，統計時間自 106 年 1 月至 12 月為止。 

由於電子書廠商統計之使用紀錄僅包含讀者證號、借閱之電子書

冊數，故其餘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職業、居住地、106 年借閱紙本

書情形等項目，皆係透過北市圖讀者資料庫進行比對後而取得。 

三、 電子書使用紀錄分析項目 

 電子書使用情形 （一）

分析項目包括電子書總借閱冊數、借閱次數最高之電子書及讀者

通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 

 使用電子書讀者特徵 （二）

分析項目包括使用電子書的讀者性別、年齡層、職業、居住縣市，

以及 106 年是否有北市圖紙本館藏借閱紀錄。 

 讀者使用電子書之行為 （三）

分析項目包括讀者使用電子書的次數、借閱方式、主題、時段及

其使用北市圖紙本館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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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針對 106 年 1 月至 12 月電子書使用紀錄進行分析，包括電

子書使用情形及使用電子書之讀者特徵。 

第一節 電子書使用情形 

首先分析 106 年 1 月至 12 月止，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總借閱

冊數、借閱次數最高之電子書以及讀者通常借閱之主題。 

一、 電子書總借閱冊數及借閱次數最高者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共外借 2 萬

2,682 冊，總使用次數 21 萬 4,701 次，借閱次數前 10 名之書籍如表

4-1。 

表 4-1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借閱次數排名前 10 名之書籍 

排

名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借閱

次數 

1 
每天來點負能量：失落的壞話經

典，負負得正的人生奧義 
鍵人（林育聖）著 時報文化 870 

2 

每天 30 分鐘培養英文口語力 [有

聲書]：多聽、多說， 就能開口說

英文?， 基礎篇 

朴光熙著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出版；人類文化代

理發行；高見文化

行銷總經銷 

751 

3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

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著；葉小燕譯 
究竟 726 

4 

字根、字首、字尾、拆字 NEW 

TOEIC 900 分核心單字  [有聲

書]：神來助!9 大神功記憶法 

張小怡，Johnson Mo

合著 
布可屋文化 569 

5 
雷浩斯教你 6 步驟存好股：這樣

做， 就能獲利翻倍 
雷浩斯作 

財信出版；聯合發

行總經銷 
539 

6 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 李尚龍著 今周刊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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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天聽一點職場英文 [有聲書] Joseph 編著 
凱信企管顧問出版

商流文化總經銷 
480 

8 
刻意練習：原創者全面解析， 比

天賦更關鍵的學習法 

Anders Ericsson,  

Robert Pool 著；陳繪

茹譯 

方智 467 

9 
被討厭的勇氣：人生幸福的行動指

南， 二部曲完結篇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著；葉小燕譯 
究竟 405 

10 
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趨勢，迎接

更有價值的多職人生 
Susan Kuang 作 圓神 385 

二、 讀者較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中，讀者較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分析如

圖 4-1，可看出「文學小說」及「休閒生活」為借閱冊數最多之主題，

分別有 3,232 冊及 3,058 冊；而借閱次數最高者為「休閒生活」，讀者

共使用 4 萬 1,512 次，其次為「語言學習」及「財經商管」，讀者皆

使用超過 2 萬 5,000 次。 

換句話說，北市圖讀者最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為「休閒生活」「語

言學習」、「財經商管」及「文學小說」，不論借閱冊數或次數，皆高

於其他主題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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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較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 

第二節 使用電子書之讀者特徵 

至 106 年 12 月止，共有 2 萬 5,806 位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

書，以下分析 106 年 1 月至 12 月止，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

者特徵，包括性別、年齡、職業、居住縣市及 106 年借閱北市圖紙本

館藏情形等項目。 

一、 性別 

根據圖 4-2 可看出，超過半數之電子書讀者為女性，占 54.89%，

男性讀者略少於女性，占 42.73%，另外無法確認主要使用者性別之

家庭證則佔了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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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性別比例 

二、 年齡 

使用 Ebook Taipei 之讀者年齡分析如圖 4-3，以 31 歲以上未滿 41

歲之讀者最多，共有 7,978 位，占 30.89%；其次依序為 41 歲以上未

滿 51 歲者（6,085 位，占 23.56%）、23 歲以上未滿 31 歲者（4,702

位，占 18.21%）。23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之讀者皆未超過 10%，人數

最少的為 61 歲以上之讀者，僅有 1,017 位、占 3.94%。整體而言，最

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其年齡通常介於 23 歲至 60 歲，

合計占 72.66%之比例。 

女 

54.89% 

男 

42.73% 

家庭證 

2.36%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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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Ebook Taipei 電子書讀者年齡分析 

三、 職業 

根據圖 4-4 可看出，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職業多為學

生、商，分別有 6,537 位、4,110 位，占 25.32%及 16.46%之比例；另

有 2,500位左右之讀者分別從事服務業、自由業，分占近 10%之比例；

其他職業之讀者比例亦相當高，共有 4,249 位，占 16.46%。兒童及從

事農漁礦木之讀者則較少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僅占不到 2%之

比例。 

1,361  1,250  1,170  

4,702  

7,978  

6,085  

2,262  

1,017  

5.27% 4.84% 4.53% 18.21% 30.89% 23.56% 8.76% 3.94%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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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Ebook Taipei 電子書讀者職業分析 

四、 居住縣市 

根據圖 4-5 及表 4-2 可看出，Ebook Taipei 電子書使用者以居住

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占最多比例，其中超過半數以上之讀者係居住於臺

北市，20.78%之讀者係居住於新北市。除了大臺北地區以外，居住於

桃園市、臺中市及高雄市之讀者比例亦佔近 2%-5%，分別有 600 至

1,300 人左右在 106 年曾使用過 Ebook Taipei 電子書。 

此外，離島縣市包括金門縣、澎湖縣、連江縣亦有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惟使用人數僅占不到 1%之比例。 

6,537  

4,249  4,110  

2,545  2,418  

1,901  1,755  
1,463  

432  407  
25.32% 16.46% 15.92% 9.86% 9.37% 7.36% 6.80% 5.67% 1.67% 1.58%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職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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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Ebook Taipei 電子書讀者居住地比例 

 

表 4-2 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居住地統計 

排序 縣市 人數 比例 

1 臺北市 14,819 57.58% 

2 新北巿 5,347 20.78% 

3 桃園市 1,285 4.99% 

4 臺中市 781 3.03% 

5 高雄市 605 2.35% 

6 彰化縣 426 1.66% 

7 基隆市 404 1.57% 

8 臺南市 322 1.25% 

9 新竹縣 321 1.25% 

10 新竹巿 264 1.03% 

11 宜蘭縣 205 0.80% 

12 屏東縣 193 0.75% 

13 苗栗縣 134 0.52% 

14 南投縣 120 0.47% 

15 雲林縣 120 0.47% 

16 花蓮縣 113 0.44% 

臺北市 

57.58% 新北巿 

20.78% 

其他縣市 

21.64%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居住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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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嘉義縣 89 0.35% 

18 嘉義市 84 0.33% 

19 臺東縣 58 0.23% 

20 金門縣 26 0.10% 

21 澎湖縣 14 0.05% 

22 連江縣 5 0.02% 

五、 106 年借閱北市圖紙本館藏情形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106年借閱北市圖紙本館藏情形如圖4-6，

可發現有 37.01%之讀者除了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同時也有借閱

北市圖紙本館藏之紀錄；超過六成之讀者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

服務。 

根據前述章節可得知，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有超過 20%之使

用者係居住於大臺北地區以外之縣市，較不方便同時使用北市圖之紙

本館藏，但也有 40%之讀者雖居住於大臺北地區，可能僅習慣使用電

子書，故於 106 年沒有北市圖紙本館藏之借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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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Ebook Taipei 電子書讀者 106 年借閱北市圖紙本館藏情形 

第三節 讀者使用電子書之行為 

本節首先根據每位讀者借閱統計，分析其借閱電子書之次數、方

式及其使用北市圖館藏之情形，接著根據逐筆電子書借閱資料歸納分

析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時段及較常閱讀之主題。 

一、 借閱電子書之次數 

截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有2萬5,806位讀者借閱Ebook Taipei

電子書，總借閱次數為 21 萬 4,701 次，借閱次數最多者為 170 次、

最少者為 1 次。讀者借閱次數分析如圖 4-7，可看出超過六成之讀者，

106 年全年度借閱電子書之次數為 5 次以內，共有 1 萬 5,641 位，其

中 7,024 位（占 27.15%）讀者僅使用過 1 次。借閱 6 到 10 次電子書

之讀者共有 4,211 位，所佔比例為 16.28%；2,049 位讀者借閱 11-15

有 

37.01% 
無 

62.99%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 

106年借閱北市圖紙本館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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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佔 7.92%。另外約有 15%之讀者 106 年全年使用 16 次以上，共

計 3,967 位，其中使用超過 50 次以上之讀者則僅占 1.01%，共計 262

位。 

 

圖 4-7 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次數 

若以每月平均借閱次數來看，超過 2 萬名讀者 106 年平均每個月

借閱電子書次數未滿 1 次，占所有電子書讀者 78.22%之比例，其借

閱使用次數共計 7 萬 1,083 次，占所有借閱次數 33.23%之比例，換句

話說，Ebook Taipei 電子書借閱量中，八成讀者僅借閱 1/3 之電子書，

其餘 20%讀者則貢獻了 106 年全年度 2/3 之電子書借閱量。 

7,024  

8,617  

4,211  

2,049  

1,144  1,163  
636  762  

253  9  27.15% 33.31% 16.28% 7.92% 4.42% 4.50% 2.46% 2.95% 0.98% 0.03% 

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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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讀者每月平均借閱電子書情形 

以下進一步分析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性別、

年齡、職業、居住縣市及 106 年借閱北市圖紙本館藏情形。 

 性別 （一）

根據前章節之分析以及圖 4-9可得知，女性讀者借閱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比例高於男性，進一步分析不同借閱次數可發現，各借閱次

數區間皆有半數以上為女性讀者，所占比例高於男性讀者，僅借閱

41-50 次之讀者反而以男性居多，近 75%之比例為男性。 

71,083  

79,963  

58,708  

3,696  
491  

20,362  

4,160  
1,298  

45  3  
平均借閱未達1次 平均借閱1-2次 平均借閱3-5次 平均借閱6-10次 平均借閱11次以上 

讀者每月平均借閱電子書情形 

總借閱次數 人數 

(78.22%) 

(37.38%) 

(16.08%) (5.02%) 
(0.17%) (0.01%) 

(33.23%) 

(27.44%) 

(1.7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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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性別分析 

 年齡 （二）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年齡分析如圖 4-10，可

看出不論借閱次數多寡，未滿 23 歲之讀者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

之比例明顯低於其他年齡層，其中僅借閱 1 次之讀者中，雖有 8.3%

之讀者年齡介於 13 到 19 歲，但其他使用次數中，13 到 19 歲之讀者

所占比例最低，皆僅占 5%左右之比例；其次為 19 到 23 歲者，僅占

1.58%至 5.18%左右之比例。 

根據前章節之分析可得知，Ebook Taipei 電子書讀者主要介於 23

歲至 51 歲，以 31 歲以上、未滿 41 歲者為最多，進一步分析不同借

閱次數亦可發現，31 歲以上、未滿 41 歲者皆占了 3 成左右之比例，

55.07% 55.85% 56.28% 55.05% 55.42% 58.30% 
50.94% 

25.46% 

58.89% 

77.78% 

41.81% 41.58% 41.25% 42.36% 41.78% 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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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2.78% 2.37% 2.30% 2.29% 2.36% 1.89% 1.89% 0.1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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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次數超過 101次以上者，更以 31歲以上、未滿 41歲之讀者為主，

占了超過 75%之比例。 

 
圖 4-10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年齡分析 

 職業 （三）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職業分析圖 4-11，根據

前章節針對讀者職業之分析得知，學生及從事商業之讀者約占總借閱

人數 41%之比例，進一步分析不同使用次數區間可發現，借閱 5 次以

內者有 43.03%至 45.9%之比例係學生及從事商業之讀者，其中僅借

閱 1 次之讀者中，學生更占了 31.19%，遠高於其他使用次數區間中

學生所占之比例，同時學生借閱電子書比例隨著借閱次數增加而逐漸

下降，使用 41 次以上之學生更降至 11.20%；而從事商業相關行業之

8.30% 
5.12% 

17.75%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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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 17.80% 15.09% 

14.70% 

13.83% 

26.94% 30.78% 33.77%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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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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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各使用次數區間皆占約 15%左右之比例，借閱 51 次至 100

次以上之讀者中，更有 20.95%之讀者係從事商業，為該使用次數區

間中占比最高之職業，借閱 101 次以上之讀者亦有 22.22%之比例係

從事商業。 

從事「其他」職業之讀者亦是 Ebook Taipei 主要使用者，除借閱

41-50 次之區間外，在各借閱次數區間中皆占 15%左右之比例，借閱

率與從事商業之讀者相近，而借閱 101 次以上之讀者從事其他職業者

之比例則高於從事商業者，占 33.33%。 

另外，從事服務業、自由業者雖占整體人數未達 10%，但分析不

同借閱次數發現，從事服務業之讀者皆占 9%以上之比例，借閱 101

次以上之讀者亦有 22.22%係從事服務業、借閱 31 次至 100 次之讀者

中則分別有 14.23%至 31.8%係從事自由業，所占比例不低，意即從

事服務業、自由業之讀者比例雖少於學生、從事商業之讀者，但此 2

種職業之讀者借閱電子書之頻率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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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職業分析 

 居住縣市 （四）

不同使用次數之讀者居住縣市分析如圖 4-12，可看出不同借閱次

數區間都以大臺北地區讀者為主，除了使用 51 次以上者，各借閱次

數區間居住於臺北市之讀者皆有超過 50%以上之比例，居住於新北市

之讀者亦占了 20%左右之比例；除了大臺北地區以外，各借閱次數區

間亦有 3.02%至 6.09%之讀者係居住於桃園地區。 

借閱超過 51 次以上之讀者，居住於大臺北地區之讀者仍占了多

數，仍有居住於基隆市、臺南市、新竹市等地區之讀者；宜蘭、彰化、

苗栗、澎湖縣等其他縣市借閱人數雖僅占不到 1%之比例，但也有讀

者借閱 51-100 次之電子書，借閱 101 次以上之讀者中，亦有 1 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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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37.80% 

14.23% 

6.45% 7.64% 7.84% 8.39% 8.57% 8.77% 7.23%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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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係居住於花蓮縣。換句話說，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主要讀者係居

住於北部地區，但亦有少部分讀者雖居住於北部地區以外之縣市，仍

相當踴躍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之電子書。 

 
圖 4-12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讀者之居住縣市分析 

（*借閱人數未達總人數 1%之縣市合併為「其他縣市」） 

二、 借閱電子書之方式 

截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有2萬5,806位讀者借閱Ebook Taipei

電子書，總借閱次數為 21 萬 4,701 次，其中透過 APP 借閱電子書次

數共計 10 萬 3,855 次、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次數共計 10 萬 2,803 次、

僅在網頁瀏覽者則有 7,283 次，三種借閱方式分別占總借閱次數

48.54%、48.05%、3.40%之比例，意即讀者透過 APP 或網頁借閱電子

書之次數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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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讀者偏好借閱電子書之方式，分析結果如圖 4-13，可

看出 45.89%之讀者偏好於網頁（包含超過 50%及完全透過網頁者）

直接借閱電子書，其中僅透過網頁借閱之讀者占 34.27%；46.1%之讀

者則偏好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包含超過 50%及完全使用 APP 者），

其中只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之讀者比例高於透過網頁之讀者，占

35.77%；而偏好在線上瀏覽之讀者則僅占 3.7%。整體而言，偏好透

過網頁或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之讀者數量沒有明顯差異。 

 
圖 4-13 讀者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方式 

再進一步根據不同性別、職業、借閱次數分析讀者偏好使用之借

閱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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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透過APP及網頁借閱 

通常透過網頁借閱及線上瀏覽 

通常透過APP借閱及線上瀏覽 

無明顯偏好 

讀者借閱Ebook Taipei電子書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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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一）

電子書所有借閱情形中，使用 APP 借閱及透過網頁借閱之次數

相近，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讀者借閱方式如圖 4-14，可發現男性讀者

明顯偏好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有超過 56%之比例；女性讀者則剛好

相反，同樣有超過 56%的女性讀者偏好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使用

家庭證借閱電子書之讀者沒有明顯偏好使用何種借閱方式；由於外籍

讀者借閱次數僅 110 次左右，故不進行分析。 

 

圖 4-14 不同性別之讀者借閱電子書方式 

 年齡 （二）

不同年齡層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方式分析如圖 4-15，根據前述分析

結果，主要讀者多介於 23 歲至 50 歲，而此年齡層之讀者較偏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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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借閱電子書，尤其 31 歲至 50 之讀者中，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

者皆占半數左右之比例。其他年齡層則明顯較習慣透過網頁借閱電子

書，尤其 18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讀者，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之比例明

顯大於使用 APP 借閱者。 

 

圖 4-15 不同年齡之讀者借閱電子書方式 

 職業 （三）

圖4-16分析從事不同職業之讀者借閱Ebook Taipei電子書的方式，

分析結果顯示除了從事農漁牧礦及自由業之讀者，其他讀者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之次數均大於透過網頁借閱者，皆占半數左右之比例；從

事農漁牧礦之讀者大部分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借閱次數超過 90%，

從事自由業者則有近 70%係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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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不同職業之讀者借閱電子書方式 

 借閱次數 （四）

根據圖 4-17 可發現僅借閱 1 次之讀者較多透過網頁借閱，占

55.74%之比例，高於使用 APP 借閱者（38.15%）。 

借閱次數 6 次到 30 次之讀者中，完全透過網頁借閱之比例雖逐

漸下降，但 50%以上借閱次數係透過網頁借閱者比例則逐漸提高，兩

者合計占 33.71%至 42.7%之比例；僅使用 APP 借閱之讀者則占

30.78%至 39.86%，50%以上借閱次數透過 APP 借閱者則僅占不到 2%

之比例，意及使用 30 次以內之讀者偏好使用網頁借閱之比例稍多於

使用 APP 借閱者。 

借閱 31 次到 40 次、51 次以上電子書之讀者完全使用 APP 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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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約占 21%左右之比例，偏好透過網頁借閱者（包含超過 50%及完

全透過網頁者）合計占 42.61%至 77.78%，明顯高於使用 APP 借閱者

之比例，而借閱 41 次到 50 次之讀者中，亦有近七成之讀者完全透過

網頁借閱電子書。 

根據圖 4-13 可發現偏好於線上瀏覽之讀者比例僅佔 3.7%之比例，

但從圖 4-17 可發現，超過 50%以上借閱次數係於線上瀏覽之讀者比

例隨借閱頻率而逐漸增加，尤其在借閱 21-40 次及 51-100 次之讀者

中，皆有近 1/3 之讀者偏好於線上瀏覽電子書。 

整體而言，除了於線上瀏覽電子書以外，借閱頻率較高之讀者明

顯偏好透過網頁、偶爾使用 APP 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而偏好使

用 APP 借閱者則較少同時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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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不同借閱次數之讀者借閱電子書方式 

三、 具有紙本館藏借閱紀錄者使用電子書之情形 

根據前述章節可得知，Ebook Taipei 電子書所有讀者中，僅有

37.01%同時具有北市圖紙本館藏借閱紀錄，本章節分析 Ebook Taipei

不同借閱次數之讀者於 106 年使用北市圖紙本、實體館藏情形如圖

4-18。可發現借閱 41-50 次電子書之讀者，同時使用北市圖紙本館藏

之占比較低，僅占 10.5%之比例。借閱 10 次以內之讀者及 101 次以

上之讀者中，則有高於全體使用者比例之讀者係同時借閱北市圖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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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尤其使用 101 次以上之讀者占比最高，達 55.56%。 

 

圖 4-18 Ebook Taipei 電子書讀者 106 年借閱北市圖紙本館藏情形分析 

進一步分析具有北市圖紙本館藏借閱紀錄之Ebook Taipei讀者借

閱電子書及紙本館藏情形如圖 4-19。可看出所有同時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及北市圖紙本館藏之讀者，皆有超過 60%以上借閱 11

冊（件）以上之紙本館藏，意即兩者同時使用之讀者每個月最少借閱

近 1 冊（件）之紙本館藏。以下分別分析電子書不同借閱次數之讀者

使用紙本館藏情形。 

1. 借閱 1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超過 75%以上之讀者同時借閱

超過 6 冊（件）以上之紙本館藏，僅有 5.4%之讀者同時僅借

閱 1 冊（件）紙本館藏，其中借閱 51 冊（件）以上之讀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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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 19.33%之比例，推測僅使用 1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

者，其閱讀習慣仍以紙本館藏為主。 

2. 借閱 2-5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18.23%之讀者使用電子書及

借閱紙本館藏情形相近，皆為 2-5 次及 2-5 冊（件），另有超過

75%以上之讀者較常借閱紙本館藏，至少借閱 6 冊（件）以上

之紙本館藏，閱讀習慣仍以紙本書為主。 

3. 借閱 6-10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14.84%之讀者同樣借閱 6-10

冊（件）紙本館藏，與電子書借閱情形相同，23.82%之讀者借

閱紙本館藏數量低於電子書借閱次數，仍有超過 60%之讀者借

閱較多紙本館藏。 

4. 借閱 11-15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10.29%之讀者借閱電子書

及紙本館藏數量相同，另有 38.8%之讀者借閱紙本館藏數量低

於11冊（件），借閱16冊（件）以上紙本館藏之讀者仍有50.9%。 

5. 借閱 16-20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9.65%之讀者使用紙本館

藏及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數量相同，借閱較少紙本館藏者、

即借閱 15 冊（件）以內之讀者占 43.56%，借閱較多紙本館藏、

即借閱 21 冊（件）以上之讀者比例則占 46.78%。 

6. 借閱 21-30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借閱紙本館藏及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數量皆為 21-25 冊（件）、次者，占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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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 21-25 次電子書者，仍有 35.8%之讀者借閱 26 冊（件）以

上之紙本館藏；而紙本館藏者借閱冊數少於電子書借閱次數者

則占 53.33%。 

7. 借閱 31-40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借閱電子書 31-40 次、並

借閱 31-40 冊（件）紙本館藏者共占 11.89%，使用超過 41 冊

（件）紙本館藏以上之讀者仍有 30.27%，其餘 57.84%之讀者

使用紙本館藏數量低於其借閱 Ebook Taipei 之次數。 

8. 借閱 41-50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11.25%之讀者同時借閱

41-50 次 Ebook Taipei 電子書及紙本館藏，借閱超過 51 冊（件）

之讀者占 30%，使用較少紙本館藏者、即 40 冊（件）以內者

則占 58.75%。 

9. 借閱51-100次Ebook Taipei電子書：相當頻繁使用Ebook Taipei

電子書、每月至少借閱 4 次以上之讀者中，有 12.9%同時借閱

51-100 冊（件）紙本館藏，另外仍有 15.05%之讀者借閱超過

101 冊（件）之紙本館藏，超過 70%之讀者借閱紙本館藏量則

少於電子書之讀者比例。 

10. 借閱 101 次以上 Ebook Taipei 電子書：大量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106 年借閱 101 次以上之讀者中，亦有 60%之讀者

同樣借閱 101 冊（件）以上之紙本館藏，較少借閱紙本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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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僅占 40%。 

綜合而言，同時借閱紙本館藏及電子書的讀者中，借閱電子書次

數較低者仍以紙本閱讀為主，但頻繁使用電子書、全年使用之讀者中

有不少比例，閱讀紙本館藏的頻率並不低於電子書，顯示這類讀者並

沒有因為閱讀電子書，而捨棄閱讀紙本書籍之習慣。 

 

圖 4-19 同時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及紙本館藏之讀者使用情形分析 

四、 借閱電子書之時段 

以下分析 Ebook Taipei 電子書使用時段，根據圖 4-20 可發現，讀

者較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為 14 點至 15 點以及 22 點至

5.40% 6.13% 6.50% 4.87% 4.21% 5.43% 9.19% 5.00% 2.15% 

18.04% 18.23% 17.32% 20.31% 
14.85% 

18.27% 12.43% 
12.50% 16.13% 

14.11% 14.49% 14.84% 13.63% 

13.37% 
13.09% 

9.19% 
10.00% 9.68% 

11.30% 11.24% 9.75% 10.29% 

11.14% 
10.86% 

12.43% 

7.50% 5.38% 

8.39% 7.66% 7.20% 6.40% 
9.65% 5.68% 

3.78% 

5.00% 4.30% 

10.04% 10.17% 11.59% 10.85% 13.12% 10.86% 

10.81% 

11.25% 15.05% 

7.44% 7.38% 8.60% 7.51% 8.91% 
8.15% 

11.89% 

7.50% 
12.90% 

5.96% 5.94% 4.97% 5.15% 5.20% 7.90% 
5.95% 

11.25% 
6.45% 

20.00% 

12.98% 13.24% 14.08% 14.05% 14.36% 11.85% 16.76% 
20.00% 12.90% 

20.00% 

6.35% 5.51% 5.16% 6.95% 5.20% 7.90% 7.57% 10.00% 
15.05% 

6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借

閱

紙

本

館

藏

情

形

 

E-book Taipei電子書借閱次數 

同時使用E-book Taipei電子書及紙本館

藏之讀者使用情形 

1冊（件） 2-5冊（件） 6-10冊（件） 11-15冊（件） 

16-20冊（件） 21-30冊（件） 31-40冊（件） 41-50冊（件） 

51-100冊（件） 101冊（件）以上 



55 

 

 

23 點，讀者使用次數最高達到 14,550 次，同時，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使用次數高於下午時段（14 點至 15 點）；最少讀者使用之時

段為深夜 2 點至凌晨 5 點，最少僅有 1,819 次。 

 

圖 4-20 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 

以下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年齡、職業之讀者，通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為何。 

 性別 （一）

圖 4-21 為不同性別之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時段分析，可

看出男性及女性讀者通常使用時段相近，較不同的是，男性讀者最常

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為 13 點至 15 點及 22 點，使用次數

達到 6,500 至 7,700 次左右，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使用次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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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高。 

由於 Ebook Taipei 電子書有半數以上之讀者為女性，故女性讀者

在各時段使用次數多高於男性，最常使用時段則為 22 點至 23 點，使

用次數高達 8,004 次，僅有中午時段，即 12 點至 15 點之間，使用次

數低於男性，同時其於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之使用次數亦明顯

低於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 

 

圖 4-21 不同性別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 

 年齡 （二）

各年齡區間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如圖 4-22 及圖

4-23，相較於 23 歲以上未滿 61 歲之讀者，23 歲以下、61 歲以上之

讀者數量明顯較少，故分別進行分析，以突顯其使用時段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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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22 可看出，23 歲以上、未滿 61 歲之讀者，各年齡區間

之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相同，14 點至 15 點以及 22

點至 23 點為一天中最多人使用之 2 個時段，1 點後使用次數逐漸下

降、3 點至 6 點之間最少人使用。8 點至 9 點及 18 點至 19 點此兩時

段通常為通勤時段，故其使用次數亦相近。 

其中 23 歲以上未滿 51 歲之讀者於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使

用次數皆高於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而 51 歲以上未滿 61 歲者，

在兩個時段使用次數相近，中午時段略高於深夜時段。 

 
圖 4-22 23 歲以上未滿 61 歲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 

23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

如圖 4-23，可發現各年齡區間最多人使用之時段差異較大，最少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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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時段則同樣為 1 點至 6 點。 

12 歲以下之讀者使用時段集中於中午時段，即 12 點至 15 點，

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之使用次數僅中午時段之一半。 

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之讀者最多人使用之時段為上午 10 點至 11

點間，其次為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及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 

19 歲以上未滿 23 歲及 61 歲以上之讀者使用時段相近，最多人

使用之時段皆為 14 點至 15 點及 22 點至 23 點，中午時段使用次數高

於深夜時段。稍有不同的是， 4 點至 5 點間為 19 歲以上未滿 23 歲

之讀者最少人使用之時段，而 61 歲以上之讀者則最少於 3 點至 4 點

間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同時該年齡之讀者於 4 點到 6 點間使用

次數高於其他 3 個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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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23 歲以下、61 歲以上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 

綜合來說，23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之讀者較常於上午、中午時段

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23 歲以上、未滿 61 歲之讀者除了在下午

使用外，更偏好於 22 點至 23 點之深夜時段使用。 

 職業 （三）

為瞭解不同職業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是否有所差異，

以下分析各職業使用時段，由於各職業使用人數差異較大，故分別分

析如圖 4-24 及圖 4-25。 

學生、商業、服務業、自由業及其他職業之讀者最少使用 Ebook 

Taipei電子書之時段皆為2點至5點之間，最常使用時段則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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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至 16 點以及 21 點至 23 點，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使用次數

高於白天各時段。 

從事商業之讀者與整體使用者相比，中午時段使用次數並未明顯

增加，使用次數多集中於 22 點至 23 點之深夜時段，白天整體使用次

數持平。 

職業為服務業之讀者最常使用之時段為中午時段（12點至15點、

13 點之使用次數稍有降低）及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同時深夜

時段使用次數稍高於中午時段。 

從事自由業之讀者最常使用之時段則明顯集中於 12點至 15點之

間，而 22 點至 23 點之深夜時段使用次數雖稍有增加，相較於整體借

閱次數偏少，亦即自由業之讀者通常集中於中午時段使用。 

其他職業者之使用時段分布情形與學生、從事商業者相近，最常

使用時段同樣集中於深夜時段，且使用次數亦明顯高於所有職業，稍

有不同的部分在於中午時段使用次數並未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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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不同職業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學生、商、服務業、

自由業、其他） 

農漁牧礦、工、軍公、教及兒童最少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

時段皆為深夜 1 點至凌晨 5 點，除兒童外最常使用時段落差較大，以

下分別進行說明，兒童因落差不大，故較難明顯指出主要使用時段。 

從事農漁牧礦之讀者最常使用 Ebook Taipei 之時段為中午時段，

即 12 點至 15 點，且使用次數明顯高於其他時段，深夜時段使用次數

也較少。 

工業相關職業之讀者使用時段則集中於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

之使用次數明顯為一天中最多者，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稍有提

高，但整體而言，白天時段使用次數並未特別突出。 

軍公、教兩者最多使用次數之時段皆集中於 22 點至 23 點之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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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以及上午 10 點至 11 點、14 點至 15 點，同時使用次數在 12

點至 14 點之間皆有所減少。 

 

圖 4-25 不同職業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分析（農漁牧礦、工、軍

公、教、兒童） 

綜而言之，從事工、商及其他職業之讀者集中於深夜時段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白天使用情形未特別突出；自由業及從事農漁

牧礦之讀者多偏好在中午時段使用；服務業除了在深夜時段使用外、

另亦有部分讀者會在中午時段使用電子書；學生、軍公、教在中午及

深夜時段皆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之方式 （四）

圖 4-26 呈現讀者於各時段借閱電子書之方式，可明顯看出讀者

於 10 點至 18 點之間偏好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借閱次數明顯超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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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PP 者，借閱次數最高時段為中午時段（13 點至 15 點）；使用 APP

借閱次數最高之時段為 22 點至 24 點之深夜時段，同樣明顯高於透過

網頁借閱者，9 點以前使用 APP 借閱者亦大於透過網頁借閱者。換句

話說，白天上學、上班時段讀者可能較容易使用電腦故偏好透過網頁

借閱電子書，晚餐後至睡前或其他不方便利用電腦的時段則選擇使用

APP 借閱。 

 
圖 4-26 讀者於各時段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方式 

五、 借閱電子書之主題 

根據前述章節可發現讀者使用次數最高之主題為「休閒生活」、

「語言學習」、「財經商管」及「文學小說」。以下進一步分析不同性

別、年齡、職業之讀者，較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並分析不同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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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讀者常借閱之主題為何。 

 性別 （一）

不同性別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主題分析如圖 4-27。男性讀

者最常借閱之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主題前三名為「休閒生活」、「財經

商管」及「語言學習」，分別占 17.84%、15.18%及 11.68%之比例。

另外，男性讀者常借閱之主題還包括「醫藥養生」及「文學小說」，

占男性讀者電子書總借閱冊數之比例皆超過 9%，分別為 10.11%、

9.11%。 

女性讀者最常借閱之主題同樣為「休閒生活」，有21.11%之比例，

占比高於男性讀者，其次為「語言學習」、「文學小說」，分別占 15.86%

及 11.44%之比例，與男性讀者常借閱之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主題前三

名稍有不同；「財經商管」、「宗教心靈」在女性讀者總借閱冊數中分

占 9.92%及 7.04%之比例，亦為女性讀者較常借閱之主題。 

家庭證讀者借閱數量遠低於前兩者，其中家庭證最常借閱之電子

書主題同樣為「休閒生活」，占 17.98%之比例，其次依序為語言學習

（15.29%）、財經商管（12.41%），文學小說亦相當受到家庭證讀者

之喜愛，占家庭證總外借冊數中 10.45%之比例。 

外籍讀者最常使用之主題為文學小說、親子童書、語言學習及休

閒生活，皆有超過 10%之比例，惟因總借閱量僅約 110 冊，故無法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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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各主題使用之差異。 

 

圖 4-27 不同性別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主題分析 

 年齡 （二）

圖4-28係分析不同年齡區間之讀者常用之Ebook Taipei電子書主

題。可發現23歲到60歲之讀者最常使用之3項主題皆為「休閒生活」、

「語言學習」及「財經商管」，其中「休閒生活」主題皆占各年齡層

借閱數量 18-20%左右之比例。除此 3 項以外，23 歲以上之讀者亦常

借閱「文學小說」之電子書，各年齡層借閱比例分占 8%至 12%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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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醫藥養生」主題同樣受到 31 歲以上讀者之喜愛，皆占各年齡層

借閱數量 7%至 12%之比例。 

12 歲以下讀者最常使用之主題為「休閒生活」、「文學小說」、「醫

藥養生」及「親子童書」，該年齡層合計超過半數以上比例係借閱前

列主題之電子書。 

13 歲以上、未滿 23 歲之讀者，較常借閱之 3 項主題為「文學小

說」、「語言學習」及「休閒生活」，分占 13%至 22%之比例。其中 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之讀者借閱之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中，最常借閱

之主題為「文學小說」，共占 22.29%之比例，同時亦為各年齡層中「文

學小說」占比最高者，換句話說，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之讀者為所

有年齡層中，最常閱讀「文學小說」之電子書者。 



67 

 

 

 

圖 4-28 不同年齡區間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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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三）

圖 4-29 為各職業讀者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主題之分析，可看

出除了從事農漁牧礦、工等職業之讀者外，其餘讀者最常借閱之主題

皆為「休閒生活」，分占 17.1%至 21.33%之比例。從事農漁牧礦之讀

者最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為「醫藥養生」，占 23.3%；從事工業相關

職業者，則最常借閱「語言學習」主題，占 17.32%，這兩種職業之

讀者同樣常借閱「休閒生活」主題之電子書，分占 16.71%及 21.04%。 

除「休閒生活」主題外，各職業常用之電子書主題略有不同；商、

軍公、服務業、學生、教及其他職業之讀者第 2 常用之主題為「語言

學習」，兒童第 2 常借閱之主題為「親子童書」，自由業則是「醫藥養

生」；除了農漁牧礦、兒童、學生、教及自由業之讀者第 3 常借閱之

主題為「文學小說」及「醫藥養生」，其餘職業則是「財經商管」。 

綜合來看，商、服務業、軍公及其他職業之讀者，最常使用之 3

項電子書主題皆為「休閒生活」、「語言學習」及「財經商管」，由其

商及服務業讀者借閱前列主題之比例相似，合計皆占各職業電子書借

閱數 50%左右之比例；學生及教職人員常用之主題皆為「休閒生活」、

「語言學習」及「文學小說」，各主題使用比例亦皆近，較不同的部

分在於學生使用「文學小說」之比例高於教職人員，而教職人員則較

學生常使用「休閒生活」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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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不同職業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主題分析 

 使用時段 （四）

各時段讀者使用Ebook Taipei電子書主題分析如圖4-30及圖4-31，

可看出各時段讀者最常使用之主題皆為「休閒生活」、「語言學習」及

「財經商管」，凌晨 2 點到 5 點使用次數雖為所有時段中最低者，但

讀者常用之主題同樣為前述 3 項主題。 

根據圖 4-30 及圖 4-31，相較於凌晨及上午時段，12 點之後「文

學小說」及「醫藥養生」主題之使用率增加，尤其 12 點至 15 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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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主題之使用率為一天中最高。此外，「文學小說」之電子書在凌

晨 3 點至 6 點間之使用率亦較高。 

 

圖 4-30 各時段讀者使用之電子書主題分析（1 點-12 點） 

 

圖 4-31 各時段讀者使用之電子書主題分析（13 點-24 點） 

20.12% 

20.58% 

20.06% 

22.55% 

20.39% 

21.53% 

18.35% 

19.43% 

17.94% 

17.76% 

18.55% 

21.06% 

16.18% 

14.99% 

13.10% 

13.66% 

14.71% 

14.64% 

19.41% 

17.95% 

16.65% 

15.08% 

14.48% 

10.18% 

13.12% 

12.38% 

10.24% 

11.06% 

11.13% 

14.41% 

12.09% 

12.59% 

12.07% 

10.70% 

11.60% 

13.60% 

12.82% 

9.58% 

11.24% 

10.28% 

10.77% 12.5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點 

2點 

3點 

4點 

5點 

6點 

7點 

8點 

9點 

10點 

11點 

12點 

各時段讀者使用之電子書主題（1點-12點） 

休閒生活 語言學習 財經商管 文學小說 醫藥養生 宗教心靈 人文社會 電腦資訊 

親子童書 考試證照 藝術設計 科學科普 漫畫繪本 影音 題庫 

20.95% 

20.03% 

19.11% 

19.08% 

19.41% 

18.96% 

18.80% 

18.07% 

18.60% 

19.68% 

20.78% 

20.06% 

9.28% 

10.07% 

10.18% 

12.34% 

12.29% 

12.27% 

15.51% 

14.97% 

15.84% 

15.47% 

16.13% 

17.03% 

12.26% 

12.19% 

11.74% 

12.43% 

12.36% 

12.50% 

11.76% 

12.52% 

12.28% 

12.78% 

13.02% 

15.26% 

12.26% 

12.02% 

13.26% 

11.36% 

11.21% 

11.39% 

10.67% 

10.39% 

12.86% 

13.05% 

12.63% 

10.10% 

10.2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3點 

14點 

15點 

16點 

17點 

18點 

19點 

20點 

21點 

22點 

23點 

24點 

各時段讀者使用之電子書主題（13點-24點） 

休閒生活 語言學習 財經商管 文學小說 醫藥養生 宗教心靈 人文社會 電腦資訊 

親子童書 考試證照 藝術設計 科學科普 漫畫繪本 影音 題庫 



72 

 

 

進一步分析 Eubook Taipei 電子書各項主題在各時段之使用情形

如圖 4-32 及圖 4-33，由於「影音」及「題庫」使用次數相較於其他

主題明顯偏少，故不進行分析，同時因各主題使用次數差異較大，為

能看出各主題在各時段之讀者借閱情形，以下係分析各主題之借閱率

而非借閱次數。 

整體而言，各主題在各時段之使用情形與讀者整體使用情形相同，

凌晨 2 點至 5 點為最少人使用之時段，中午 12 點至 15 點及晚上 22

點至 23 點為最多讀者使用之時段，但讀者借閱各主題電子書之時段

仍稍有不同。 

根據圖 4-32 可看出，讀者使用「休閒生活」及「財經商管」2

項主題之時段相近，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及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使用率為一天中較高者，深夜時段之使用率皆稍高於中午時

段；而「醫藥養生」及「文學小說」在 12 點至 15 點中午時段之借閱

率為一天之中最多讀者借閱的時段，且此 2 項主題在中午時段的借閱

率明顯高於深夜時段。 

「語言學習」在白天並未有特別多讀者使用之時段，21 點之後

讀者借閱率逐漸增加，22 點至 23 點之間借閱率最高。 

綜合來說，讀者最常在中午時段借閱「醫藥養生」及「文學小說」

主題、在深夜時段借閱「語言學習」主題之電子書，而「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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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經商管」主題之電子書則最常在中午及深夜時段被讀者借閱。 

 

圖 4-32 各電子書主題使用時段分析（休閒生活、語言學習、財經商管、文學小

說、醫藥養生） 

圖 4-33 顯示「親子童書」在 11 點、13 點至 15 點及 21 點至 23

點之使用率最高，在 12 點及 18 點皆有所降低，推測該時段為用餐時

間，讀者可能較無暇閱讀電子書。 

「電腦資訊」主題在深夜時段（22 點至凌晨 0 點）使用率最高，

其次為 10 點至 11 點及 15 點至 16 點之間，此情形與男性讀者常使用

電子書之時段相符、同時亦符合男性讀者較常借閱之主題。 

「人文社會」在 14 點至 15 點及 22 點至凌晨 0 點之使用率最高；

「考試證照」及「藝術設計」最常被借閱時段則為 10 點至 11 點、15

點至 17 點及 21 點至 23 點，推測係因為此類主題較常借閱者多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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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商」、「自由業」或「其他」職業，故此 2 項主題被借閱時

段較接近前述職業讀者常用電子書之時段。 

綜合來說，親子童書、電腦資訊、人文社會、考試證照及藝術設

計等主題電子書，最少人借閱的時段同樣為凌晨 2 點至 6 點，但由於

主要借閱者不盡相同，故其最常被讀者借閱的時段亦會有所不同。 

 

圖 4-33 各電子書主題使用時段分析（親子童書、電腦資訊、人文社會、考試證

照、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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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電子書平臺使用統計資料進行館藏及讀者使用分析，

以了解電子書使用情形，本章根據第四章分析結果，進一步歸納出結

論，並據此針對北市圖電子書服務提出建議，最後提出未來研究者可

進一步探討之方向。 

第一節 結論 

一、 北市圖電子書使用情形 

 106 年讀者借閱北市圖電子書超過 21 萬次 （一）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共外借 2 萬

2,682 冊，總借閱次數 21 萬 4,701 次。 

 北市圖讀者最常閱讀之電子書主題為「休閒生活」、「語言學習」、（二）

「財經商管」及「文學小說」 

根據借閱紀錄分析，「文學小說」及「休閒生活」為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中，借閱冊數最多之主題；借閱次數最高者為「休閒生活」，

其次依序為「語言學習」及「財經商管」，意即「休閒生活」、「語言

學習」、「財經商管」及「文學小說」為北市圖讀者最常閱讀之電子書

主題。 

二、 使用北市圖電子書之讀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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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6 年 12 月止，共有 2 萬 5,806 位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

書，以下歸納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特徵。 

 女性為電子書主要讀者，占比超過 50% （一）

借閱紀錄統計顯示，106 年電子書讀者中有 54.86%為女性，高於

男性讀者所占 42.73%之比例，另有極少部分為使用家庭證之讀者。 

 31 歲至 40 歲之讀者最常借閱電子書、23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二）

讀者借閱比例僅約 5%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年齡通常介於 23 歲至 60 歲，合計占

72.66%之比例，其中 31 歲以上、未滿 41 歲之讀者即占了 30.89%之

比例，為電子書主要讀者。 

23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之讀者則相對少用電子書，106 年使用資

料中，12 歲以下、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19 歲以上未滿 23 歲及 61

歲以上者，占比皆為 5%左右、未超過 10%。 

 最常借閱電子書之讀者為學生、從事商業及其他職業者 （三）

根據分析結果，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讀者職業多為學生、

商及其他職業，合計占 55%以上之比例，其次為從事服務業及自由業

之讀者。 

 居住於大臺北地區、尤其臺北市之讀者為電子書主要使用者 （四）

分析結果顯示電子書使用者以居住於臺北市及新北市者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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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合計超過 75%，其中超過半數以上之使用者係居住於臺北市。 

除大臺北地區以外，近 2%-5%之使用者係居住於桃園市、臺中

市及高雄市，同時離島地區也有讀者曾於 106 年使用 Ebook Taipei 電

子書服務。 

 37%之讀者於 106 年同時借閱北市圖紙本及電子書 （五）

106年 Ebook Taipei電子書讀者中有 37.01%同時借閱北市圖紙本

館藏，除了因居住地不便到館借閱紙本書之讀者外，仍有 40%讀者雖

居住於大臺北地區，推測可能僅習慣使用電子書，故 106 年沒有紙本

館藏之借閱紀錄。 

三、 讀者使用北市圖電子書之行為 

 超過六成之讀者僅借閱 5 次以內之電子書，借閱超過 50 次以（一）

上者多為女性、31 歲至 40 歲、從商或其他職業、居住於臺北

市之讀者 

截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有2萬5,806位讀者借閱Ebook Taipei

電子書，總借閱次數為 21 萬 4,701 次，借閱次數最多者為 170 次、

最少者為 1 次，僅使用過 1 次者共占 27.15%、借閱 5 次以內者則占

33.31%，借閱超過 50 次以上之讀者則僅占 1.01%，共計 262 位。 

各借閱次數區間女性讀者占比皆高於男性讀者，僅借閱 41-50 次

之讀者反而以男性居多，近 75%之比例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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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歲以上、未滿 41 歲者在不同借閱次數區間皆占了 3 成左右之

比例，借閱次數超過 101 次以上者，以 31 歲以上、未滿 41 歲之讀者

為主，占了超過 75%之比例。 

借閱 5 次以內之讀者中有 43.03%至 45.9%之比例係學生及從事

商業，其中僅借閱 1 次之讀者中，學生更占了 31.19%。從事「其他」

職業及商業之讀者，在各借閱次數區間中占比接近，約占 15%左右之

比例。而從事服務業、自由業之讀者比例雖少於學生、從事商業之讀

者，但此 2 種職業之讀者借閱電子書之頻率並不低。 

 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方式雖無明顯差異，但不同性別、年齡、職（二）

業及借閱次數之讀者則有不同使用偏好 

透過APP或網頁借閱電子書之次數及讀者數量雖沒有明顯差異，

但借閱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男性讀者明顯偏好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

而女性讀者則偏好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 

不同年齡層之讀者對借閱方式亦略有不同，23 歲至 50 歲之讀者

較偏好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而 18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讀者則明顯

較常使用網頁借閱電子書。 

多數職業之讀者使用 APP 借閱電子書之次數大於透過網頁借閱

者，僅農漁牧礦及自由業之讀者較偏好使用網頁借閱電子書。 

借閱頻率較高之讀者除了於線上瀏覽電子書以外，明顯偏好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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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偶爾使用 APP 借閱 Ebook Taipei 電子書，而偏好使用 APP 借

閱者則較少同時透過網頁借閱電子書。 

 借閱 10 次以內及 101 次以上之讀者中，有超過 37%之讀者同（三）

時借閱紙本館藏 

借閱 41-50 次電子書之讀者同時借閱紙本館藏之占比僅 10.5%，

其他借閱次數區間則有 30%左右之讀者同時具有北市圖紙本館藏借

閱紀錄，尤其借閱 10 次以內及 101 次以上之讀者，更有 40.58%至

55.56%之比例係同時借閱紙本館藏及電子書。 

進一步分析具有紙本館藏借閱紀錄讀者使用情形，分析結果發現，

借閱電子書次數較低者仍以紙本閱讀為主，但頻繁使用電子書、全年

使用之讀者中有不少比例，閱讀紙本館藏的頻率與電子書相當。 

 下午及深夜為讀者較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 （四）

分析結果顯示讀者較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之時段為 14 點

至 15 點（下午時段）以及 22 點至 23 點（深夜時段），其中深夜時段

使用次數高於下午時段，最少讀者使用之時段則為深夜 2 點至凌晨 5

點。 

男性及女性讀者使用電子書時段相近，但男性讀者中午時段使用

次數較深夜時段高，而女性讀者在各時段使用次數多高於男性，最常

使用時段則為 22 點至 23 點，僅有中午時段使用次數低於男性，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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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中午時段（12 點至 15 點）之使用次數亦明顯低於深夜時段（22

點至 23 點）。 

23 歲以上未滿 61 歲之讀者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多集中於 14

點至 15 點及 22 點至 23 點之間；12 歲以下之讀者使用時段集中於中

午時段，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之讀者最多人使用之時段為上午 10 點

至 11 點間，而 19 歲以上未滿 23 歲及 61 歲以上之讀者則最常於 14

點至 15 點及 22 點至 23 點借閱電子書。 

不同職業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時段亦略有差異，從事工、商及其他

職業之讀者集中於深夜時段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自由業及從事

農漁牧礦之讀者多偏好在中午時段使用；服務業除了在深夜時段使用

外、另亦有部分讀者會在中午時段使用電子書；學生、軍公、教在中

午及深夜時段較常使用 Ebook Taipei 電子書。 

根據電子書借閱統計亦發現讀者於 10點至 18點之間明顯偏好透

過網頁借閱電子書，借閱次數超過使用 APP 者，借閱次數最高時段

為中午時段；使用 APP 借閱次數最高之時段為 22 點至 24 點之深夜

時段，同樣明顯高於透過網頁借閱者。 

 男性讀者最常借閱「財經商管」及「語言學習」、女性讀者則（五）

較常借閱「語言學習」及「文學小說」主題之電子書；13 歲

以上未滿 19 歲之讀者最常閱讀「文學小說」；讀者最常在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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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借閱「醫藥養生」及「文學小說」、在深夜時段借閱「語

言學習」之電子書 

根據電子書借閱統計可得知，北市圖讀者最常借閱「休閒生活」、

「語言學習」、「財經商管」及「文學小說」之電子書，進一步分析不

同性別讀者常用之電子書發現，除「休閒生活」外，男性讀者亦常借

閱「財經商管」及「語言學習」、女性讀者則常借閱「語言學習」及

「文學小說」主題之電子書。 

23 歲到 60 歲之讀者最常借閱之 3 項主題皆為「休閒生活」、「語

言學習」及「財經商管」，除此 3 項主題外，「文學小說」受到 23 歲

以上之讀者喜愛、31 歲以上之讀者則同時常借閱「醫藥養生」主題。

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之讀者最常借閱「文學小說」，為各年齡層中

借閱「文學小說」占比最高者。 

從事農漁牧礦之讀者最常借閱之電子書主題為「醫藥養生」，從

事工業相關職業者最常借閱「語言學習」主題，其他讀者則同樣最常

借閱「休閒生活」之電子書；商、軍公、服務業、學生、教及其他職

業之讀者第 2 常用之主題為「語言學習」，兒童第 2 常借閱之主題為

「親子童書」，自由業則是「醫藥養生」。 

整體而言，各主題在各時段之使用情形與讀者整體使用情形相同，

凌晨 2 點至 5 點為最少人使用之時段，中午 12 點至 15 點及晚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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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至 23 點為最多讀者使用之時段，其中中午時段讀者常借閱「醫藥

養生」及「文學小說」主題、在深夜時段借閱「語言學習」主題之電

子書。 

第二節 建議 

一、 宜持續充實電子書館藏 

研究結果顯示，讀者偏好閱讀「休閒生活」、「語言學習」、「財經

商管」及「文學小說」等主題之電子書，建議北市圖可針對讀者常用

之主題持續充實電子書館藏。此外，為避免讀者養成「閱讀偏食」之

習慣，除了讀者偏好閱讀之主題外，仍建議北市圖充實其他主題之電

子書，以提升讀者在數位閱讀資源選擇之多元性及豐富性。 

二、 宜持續辦理電子書推廣活動及利用教育 

根據北市圖公布之 2017 年年度記者會報告書，106 年外借圖書

1,282 萬 6,191 冊，累積辦證數 268 萬 3,519 張，其中 106 年有借閱紀

錄讀者達 38 萬 6,991 人（臺北市立圖書館，2018）；而 Ebook Taipei

電子書於 106 年共外借 2 萬 2,682 冊，總借閱次數 21 萬 4,701 次，共

有 2 萬 5,806 位讀者於 106 年曾借閱電子書，相較於紙本館藏，電子

書借閱人口並不多，仍有極大的成長空間。因此建議北市圖持續辦理

電子書推廣活動及利用教育，以提升電子書使用率，逐漸培養讀者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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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電子書之習慣。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人力等因素，僅針對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

臺分析北市圖讀者借閱電子書之情形。以下提出未來研究建議，供後

續研究者參考，以期能進一步進行相關主題探討。 

一、 透過問卷調查瞭解讀者對電子書服務之看法並進行比較 

本研究係針對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之使用統計資料，進行分

析、歸納讀者借閱情形，建議未來研究者除了分析使用資料外，亦可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讀者對電子書服務之看法及滿意度等無法從統計

數據掌握之資料，並將兩者分析結果進行交叉分析，應更能了解讀者

使用電子書之行為及想法。 

二、 探討不同電子書平臺之使用統計資料 

本研究以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之使用統計資料為分析對象，

北市圖同時亦有採購其他電子書平臺，因各平臺提供之電子書資源不

盡相同，故建議未來研究者不只分析 Ebook Taipei 電子書平臺之使用

資料，亦可探討不同電子書平臺之資料，並比較各電子書平臺讀者使

用情形是否有所差異。 

三、 探討其他縣市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電子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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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北市圖讀者為研究對象，過去亦曾有研究者針對其他縣

市進行相關研究，然數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建議未來研究者以其他

縣市公共圖書館讀者為研究對象，可更深入全面了解讀者之數位閱讀

情形，同時探討網際網路是否有效減少讀者取用圖書資訊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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