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國人閱讀習慣調查結果（摘要）

國人閱讀習慣調查—105年臺灣民眾閱讀力再躍升

105年全國借閱冊數為7,168萬，成長3.24％、借閱人次逾2,001萬，提升

6.49%

105年國人走入各地公共圖書館的人次逾7,630萬，年度借閱總冊數達

7,168萬冊，較104年（6,943萬冊）增加225萬冊，成長3.24%。借閱人次逾

2,001萬人次，較104年（1,879萬人次）增加122萬人次，成長6.49%，顯見，

國人的閱讀風氣又再次向上提升。

從國人利用圖書館的統計數據，也可顯見民眾利用公共圖書館的踴躍情形。

105年利用圖書館網站查詢資料人次達46,986萬人次、圖書館增加了84萬位新

讀者，全國民眾辦證數累積達1,415萬張。

青壯年讀者最愛閱讀

以不同年齡層閱讀人口的分布來看，則以青壯年（31-50歲）為閱讀主力人

口，借閱冊數是3,143萬冊，占年度總借閱量的43.85%。

女性愛閱讀勝男性

女性讀者全年的借閱冊數4,296萬冊，占總借閱量60%，較男性讀者2,872萬冊

（40%）高出20%。

閱讀主力以家管及退休讀者為主

由於家管及退休人士時間較為自由，此兩類讀者借閱圖書冊數比例達36.04%位

居首位，借閱冊數2,583萬冊。

各縣市借閱力展現—臺北市民蟬聯雙料冠軍

民眾最愛使用圖書館：臺北市(6.37次)、新北市(4.29次)、基隆市(4.16次)。

平均進館次數達4次以上，皆高於全國平均每人進入公共圖書館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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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最愛到圖書館借書：臺北市(4.56冊)、臺南市(4.15冊)、高雄市(4.00冊)。

平均借閱圖書達4冊以上，皆高於全國每人平均借閱冊數3冊。

國人閱讀風貌—105年臺灣民眾閱讀興趣

最受讀者喜愛圖書—武俠小說穩坐榜首

《日月當空》是黃易極為受到讀者喜愛的武俠小說，103年即竄升至排行榜

第3名，104年則躍升為最受歡迎圖書之榜首，105年亦蟬聯冠軍。黃易這位玄

幻武俠大師，對於藝術、天文、歷史、玄學、星象、五行術數亦有涉獵，更精

研周易、佛理等各家學說，而且從小就喜歡看書，閱讀興趣相當廣泛，培養出

豐富的知識及許多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也因為如此才能創作出這麼多令人著迷

的小說，排行榜上黃易的作品入榜高達4部，此外，鄭丰及金庸亦各有2部作品

入榜，足見武俠小說不同世代的創作者，同樣受到圖書館讀者的喜愛。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榜由奇幻冒險、武俠小說、懸疑推理三分天下的情況

下，英語工具書《決戰 NEW TOEIC聽力滿分破解》突破重圍進入第 14名，顯示

讀者在以休閒娛樂為主的閱讀需求下，亦能利用借閱英文工具書提升自我專業

或學識能力。

號稱是日本作家東野圭吾最令人感動落淚的作品《解憂雜貨店》，連續 3

年進入最受歡迎的圖書排行榜，其作品能深入探討人心與社會議題，兼具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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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文學價值，具有驚人的創作質量與多元化的風格，使得東野圭吾成為日

本推理小說界的超人氣天王。同為日本知名作家的村上春樹，以獨特的文字風

格與新穎的文風，風靡全世界的年輕人，創造出許多經典名句，其長篇小說作

品《挪威的森林》深受讀者喜愛，亦曾改編為電影。

《傲慢與偏見》是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的文學名著，本書出版距今已超過

200年，仍有著屹立不搖的地位，也是愛情故事的經典原型，迄今仍受讀者喜愛，

可謂是百年不朽的鉅作。

語言文學—奇幻/驚悚引人入勝小說仍最吸睛

語言文學類由臺灣作家九把刀作品《獵命師傳奇》拿下排行榜第 1名，九

把刀許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在臺灣的網路文學享有高知名度。而

哈利波特系列在 105年又刮起一陣魔法旋風，搶下排行榜第3名。在公共圖書館

讀者向來對小說情有獨鍾的情況下，知名醫師作家侯文詠其 2部作品《我就是

忍不住笑了》、《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能進入榜單實屬不

易。英語能力是學生考試，提升職場競爭力及與國際接軌必備的技能，其受到

重視的現象也反映在語言文學類的借閱排行榜中，有 3本圖書分居排行榜第 5、

第9及第12名。

分析本榜有關翻譯作品高達 11本占55%，以日本推理小說界的超人氣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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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野圭吾及擁有廣大粉絲的圖文作家高木直子各 2本作品入榜並列冠軍。本土

原創作品 5本占25%，以知名醫師作家侯文詠 2部作品入榜為最多。大陸作品亦

有4本上榜占20%，分別為《藏地密碼》、《明朝那些事兒》、《從零開始》、

《淘寶筆記》，上述作品皆以網路先竄紅後，累積死忠粉絲口碑支持，之後發

行實體圖書即成為暢銷書籍，並在圖書館受到讀者歡迎，成為借閱量高居不下

的圖書類型。

武俠小說—武林盟主黃易雄霸天下

武俠小說排行榜由知名玄幻武俠小說家黃易包辦前 4 名，其作品《日月當

空》亦於 105年蟬聯冠軍，且為書店暢銷圖書，全球銷量亦突破千萬冊，黃易

共有 6部作品入榜，其作品融合玄幻武俠元素，廣受讀者喜愛，再次打敗群雄

成為本年度武俠小說盟主。盟主雖由黃易奪下，但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

說泰斗金庸大師，則以 7部經典作品入榜，為本榜入圍最多部作品之作家，歷

年來金庸筆下的著作多部改編為電視劇、電影等，對華人影視文化可謂貢獻重

大，並具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美稱。其他入榜作品則包括女俠鄭丰 4部作品、

古龍大俠3部作品，武俠小說共由上述 4人占領排行榜，足見其作品受大眾歡迎

之程度。

非文學類排行 發現臺灣生活之重點議題

非文學類借閱排行榜，奪得各類主題圖書借閱 TOP 1之 8本圖書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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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類）《不花一毛錢的小旅行：超有料博物館》

（哲學類）《被討厭的勇氣》

（宗教類）《風水！有關係》

（自然科學類）《一定要學會的 Excel九個基本關鍵》

（應用科學類）《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社會科學類）《存好股，我穩穩賺》

（史地類）《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

（藝術類）《1000種可愛圖案★這樣畫最可愛!》。

綜觀讀者對於非文學類主題圖書的喜好，可發現到各類圖書排行榜第一名幾乎

能反映出時代脈絡及眾人關注之焦點，包括主題旅遊、心理勵志、居家風水、

軟體學習、運動健身、投資理財、藝術設計等，所以每年發布公共圖書館借閱

排行榜，等同是回顧臺灣一年來的社會發展重心。

嬰幼兒及學童書—翻譯作品最受喜愛

在 0至 6歲之嬰幼兒圖書入榜方面，仍以翻譯作品為主，僅有臺灣兒童繪本作家

賴馬其作品《愛哭公主》及知名作家曾陽晴的經典圖畫書《媽媽，買綠豆！》

進入排行榜中。賴馬曾說過《愛哭公主》事實上是家中說給女兒聽的其中一則

床邊故事，因為女兒百聽不膩，所以將故事畫出來和大家分享。《媽媽，買綠

豆》這本於1988年第一屆信誼幼兒文學獎榮獲佳作的圖畫書，已經陪伴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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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讀者近三十年的時光!分析本榜入圍書單之出版社，足見上誼、小天下、小

魯等在嬰幼兒圖書出版的長期耕耘，為閱讀的起步貢獻心力。除了出版社的耕

耘外，仍期待本土作家為臺灣幼兒創作內涵豐富且吸引人的作品。

在 7至 12學童圖書入榜方面，具有知識性的學習漫畫，是小讀者們最喜歡閱讀

的書籍類型，排行榜冠軍《科學實驗王系列》在各縣市圖書館中，皆有相當高

的借閱率，此系列書籍特色為藉由深入淺出學習重要的科學原理，可在愉悅的

閱讀氛圍下，滿足學童的好奇心及求知慾。《怪傑佐羅力系列》則為日本作家

原裕先生作品，他在創作此套作品時，會從電影、電視、玩具、電玩遊戲當中

尋找靈感，費心設計琳瑯滿目有趣的內容，讓孩子每次翻閱書本時都能感到其

中滿滿的樂趣，一翻開書頁就不想停下來，不知不覺就輕鬆讀完一本書，而且

一讀再讀。

分析本榜可發現高達 13本作品皆由三采出版，且多為韓文翻譯作品，而經典長

銷書《全新吳姐姐講歷史故事》在一片韓流中，仍榮獲本榜第 5名之肯定，顯

示其地位在讀者心中，仍是最佳的大眾歷史讀物。丁勤政(小河丁丁)作品《快

樂豬學校》為大陸作家作品，亦受到全臺小朋友的喜愛。本土作品《飛不動的

小魔女》、《小公主一級棒時間管理》，圖文兼具的內容，讓小讀者們愛不釋

手。

漫畫書—日本漫畫經典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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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書館各年齡層讀者最喜愛的漫畫前 20名，可發現高達19種入圍書籍，皆

為日本暢銷漫畫。《NARUTO火影忍者》、《名偵探柯南》、《哆啦 A夢》等漫

畫，廣受大大小小的讀者喜愛，一路陪伴讀者成長，成功搶下排行榜前 3名。

而《神之雫》、《玻璃假面》、《深夜食堂》、《SKIP. BEAT!華麗的挑戰》、

《烏龍派出所》等亦曾改編為戲劇，使漫畫作品更吸引民眾的注意，增加其借

閱量。入圍的漫畫書中，僅有《我的野蠻王妃》為韓國漫畫家朴素熙作品，亦

同時推出改編電視劇，受到民眾的歡迎，足見漫畫如劇情具備豐富及可看性，

將易於成為戲劇吸晴的故事來源題材。遺珠之憾為排行第 24名本土漫畫《活

寶》系列，雖在各圖書館亦有不錯的借閱量，惟因本榜僅取前 20名呈現，無緣

入榜。在外來漫畫為本榜主流的情況下，值得相關產業做進一步的思考，為本

土漫畫挹注更多資源，開拓嶄新道路。

電子書—理財主題躍居首位

電子書由時報文化出版的理財類主題書籍《只買一支股，勝過 18%:理財專家不

敢教你的事》拿下排行第1名，本書在去年度的排行榜，即位居第3名，今年拿

下電子書借閱次數冠軍；漫畫類則由首度入榜恐怖與搞笑集結的《百鬼夜行誌:

塊陶卷》位居第2名。

語言學習類書籍在本榜由建國中學日語科教師編著的作品《太神奇了!原來日語

這樣學》搶下本榜第3名，此類作品共有4部作品入圍，電子書因可以多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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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呈現，使圖書不再只是平面紙張的閱讀，具有更多的感官體驗，讓讀者利

用電子書進行語言學習，成為一種趨勢。

民以食為天，美食探訪主題書籍，也成為電子書中獲得讀者青睞的主題，由文

字攝影工作者郭銘哲作品《雄好呷》獲得本榜第4名佳績。

童書亦為電子書之熱門借閱主題，包括由獲獎無數暢銷作家王淑芬和超人氣畫

家賴馬，攜手打造《1年級鮮事多》，以及作家林良風靡無數書迷的《小太陽》，

皆廣受圖書館讀者喜愛，分別在本榜獲得第14及第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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