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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網路資訊和數位內容為主流的世紀，使用電子載具進行閱讀已經成為現代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本研究即在調查臺灣成年民眾數位閱讀使用載具的

現況及其數位閱讀內容的行為。

本研究採電話問卷訪談，成功訪談樣本數為 1,089份。調查結果為臺灣成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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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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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數位閱讀的優點是隨時可上網閱讀，缺點為眼睛容易疲勞。

本調查結果發現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人口變項皆會影響臺灣民眾使用電

子載具及進行數位閱讀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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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資訊科技產

品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隨身物品，數位閱讀載具將越來越便

利及具有親和力，數位內容數量也會增

加、更為多元化，民眾從事數位閱讀活

動必然更為普及，因此，瞭解民眾數位

閱讀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隨著手

機、桌上型電腦和平板電腦等電子數位

產品的急速發展與高度普及，對現代人

而言，「閱讀」不再只限於傳統的書本

與紙張的形式，透過螢幕進行閱讀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走入數位閱讀的時代。

所謂數位閱讀，或稱螢幕閱讀、

或 線 上 閱 讀（Transliteracies Project, 

2006），除了閱讀電子書，只要是閱讀

數位化的資料，包含在閱讀過程中的瀏

覽網頁、閱讀電子書等，都屬於數位閱

讀行為的範圍。目前數位閱讀的載具眾

【Abstract】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reading are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for modern people 

in the 21th centu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e of digital 

reading of Taiwanese adul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The method of telephone interview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with a total of 1,089 

interviews successfully conducted. 

We limited our participants to adults aged 20 and totally got 1,089. Most Taiwanese 

adults used desktop computers as their digital reading carrier to browse the web and 

query information.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y conduct digital reading 

dail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conducted daily digital reading at home or dorm. The 

priority of the participants’ digital reading contents was news, the social network, and 

contents from Internet searching engines. Some of the digital reading purposes were 

entertainment.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prefer to read the text-based digital 

contents and short articles in digital format. About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ir digital reading frequency increases after they use digital reading tools. The 

participants thought that the advantage of digital reading is its accessibility at any time, 

while the shortcoming of digital reading is eye fatigue. 

We found that using digital reading carriers for digital reading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Taiwan, and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ot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would affect the 

use of digital reading carriers.

關 鍵 字： 數位閱讀；螢幕閱讀；線上閱讀；閱讀載具；電子書

Keywords： digital reading; screen reading; online reading; reading devices; 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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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電腦、手機或專屬閱讀器等，數

位內容的呈現及使用方式也各有不同。

換句話說，除了使用電子書專屬閱讀器

可以閱讀電子書外，也可以使用桌上電

腦、膝上電腦、平板電腦、智慧手機等

進行數位閱讀。閱讀紙本書或電子書，

會因各人的喜好或情境而有不同的抉擇

（Schappert, 2013）。了解民眾數位閱

讀的現況，有助於導引數位資訊產業未

來的發展方向，製作更符合民眾需求的

數位閱讀內容。

過去數位閱讀相關的研究多半集中

在傳統紙本與數位閱讀之間的差異，研

究方向偏重於與電子書相關的研究，例

如使用哪些數位閱讀載具、電子書籍的

種類，研究對象也多以已經使用數位閱

讀的族群為主，較少針對臺灣全體民眾

的數位閱讀行為進行調查。因此，本研

究以臺灣成年民眾為主要研究對象，以

敘述性統計分析為主，了解民眾的數位

閱讀使用之載具、數位閱讀的內容、民

眾得知數位內容的管道及進行數位內容

閱讀的目的等相關閱讀行為。本研究結

果期能提供臺灣數位產業界對民眾需求

的理解，以發展數位閱讀服務，惟限於

篇幅，本文目的只在呈現現況，並不進

行學術性推論。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

的在調查下列現況：

一、 民眾使用哪些數位閱讀載具？進行

哪些數位閱讀行為？

二、 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目的為何？偏

好的數位閱讀內容為何？

三、 民眾進行數位閱讀之頻率為何？是

否影響紙本閱讀的頻率？

四、 民眾認為數位閱讀之優點為何？缺

點為何？

貳、文獻分析

由於數位資訊科技與閱讀行為密切

相關，目前探討數位閱讀的研究領域，

已有認知心理學、電腦科學、教育研究

以及圖書資訊學等（Vernon, 2006），

有關數位閱讀與特定對象、傳統紙本、

閱讀特性與調查研究的相關文獻略述於

下。

一、數位閱讀與特定對象

早期有關數位閱讀的研究，大多是

在了解特定對象（例如研究生、教師、

學生等）的數位閱讀行為，強調不同對

象進行數位閱讀時的行為特質（Sandle, 

2013），鮮少針對進行數位閱讀的目的

以及數位閱讀的內容進行理解。

Large等人（2002）研究加拿大小

學生在網路上的搜尋行為，發現男生比

女生更活躍於網站頁面之間的連結，女

生則比男生花更多時間在閱讀個別網頁

上。Chi與 Ray（2003）調查中學生利

用網路時是否有性別差異，結果發現，

雖然女學生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可能落後

於男學生，但是女學生比男學生更會進

行線性閱讀，並會瀏覽整份文件。

Liu 與 Huang（2008） 研 究 18 至

23歲的大學生時，發現女性比男性更

偏好紙本閱讀，男性比女性更能接受數

位閱讀。女性比男性更常將電子檔案列

印成紙本閱讀，而男性比女性更常將電

子檔案給予標記（bookmark）以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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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閱讀之需。男性花更多的時間在瀏

覽和掃瞄上（男女比例分別為 71.3％

與 66.7％），僅閱讀一次的比例也是男

性高於女性（男女比例分別為 52.5％與

39.8％），另外非線性閱讀（例如跳躍

式閱讀），男性比例也是高於女性（分

別為 77.5％與 69.1％）。男性在從事線

上閱讀時，比女性更會交互運用不同的

技巧進行閱讀，而且不同年齡對於新興

科技的使用經驗不同，對於新型的閱讀

載具也會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可見性別

與年齡對於數位閱讀行為有顯著的影

響。

二、數位閱讀與傳統紙本

除了數位內容的爆增外，數位內容

的特性有互動性、非線性、即時性，以

及資訊可同時包含文本、圖像或影像。

不同於傳統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可以是

非線性閱讀（Bazerman, 1988），而載

具的螢幕大小也會影響頁面的呈現方式

和使用習慣，傳統閱讀大多只是翻頁模

式，數位閱讀可以使用更多元的模式，

例如可以運用關鍵字查尋相關的內容，

進而瀏覽其內容，並運用超連結進行非

線性閱讀等；數位內容不僅有文字及圖

片，還可透過多媒體進行互動，進一步

導引數位閱讀行為（周暐達，2008）。

McKnight（1997）的研究指出，

大多數讀者並不喜歡螢幕閱讀，比較喜

歡將電子文件列印成紙本，數位內容如

果是以 Adobe的 PDF格式呈現，有間

接鼓勵讀者列印成紙本的效果。Wu與

Chen（2011）針對研究生閱讀學術性

電子書進行研究，發現真正需要專注文

本以清楚了解其內容時，大多數研究生

仍會選擇將所需要的文章，從數位形式

列印成紙本文本，再進行深入閱讀。林

維真與岳修平（2012）的研究也發現，

超過 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總是」

或「經常」印出電子檔案以進行紙本閱

讀。

van Oostendorp 與 van Nimwegen

（1998）的研究顯示，在進行數位閱讀

時，分頁和滾動網頁除了會增加閱讀時

間外，也會減少閱讀者對於資訊的記憶

容量。1980年代以來，在認知心理學、

資訊工程學和圖書資訊學等領域中，有

許多研究探討人們閱讀紙本與數位閱讀

之間的差異，發現利用螢幕閱讀，能記

得的內容較少，大多數人仍偏好紙本，

尤其需要長時間專注閱讀的長文，因為

紙本比數位載具能讓讀者更有效率地瀏

覽長篇文章；如果長時間盯著螢幕閱

讀，會增加眼睛的疲勞和心理的壓力，

螢幕缺乏紙本書特有的觸覺經驗以及文

本所在位子的空間感，紙本閱讀比較能

提升閱讀的理解力與記得較多細節，螢

幕閱讀之所以會鈍化理解力，可能是因

為人們在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進行閱

讀時，心智狀態通常比較不傾向於學

習，心態上也比較不認真，而且當分心

於點擊與捲動頁面的手勢時，同時會 

分散理解文本時的注意力（賈布爾，

2014／鐘樹人譯，2014）。

可見，數位閱讀與傳統閱讀之間仍

存在許多差異。數位閱讀有許多優勢，

例如可以快速查得所需資訊、可以調整

文字大小和顏色對比，但人類進行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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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已有長久歷史，加上有些數位閱讀

需要學習不同載具間的操作技巧，使得

大多數讀者仍習慣於選擇紙本閱讀。民

眾雖然仍愛紙本，但對於簡單易懂、無

需記憶、可嵌入圖照片與超連結、或短

篇文章而言，數位閱讀仍有其優勢。

三、數位科技與閱讀特性

雖然傳統紙本閱讀的習慣沒有完

全被數位閱讀取代，但數位閱讀的

習慣已經有明顯逐漸增加的趨勢。

Coughlan（2003）的研究發現，超過五

成（53％）的英國人閱讀長篇小說時，

仍以傳統的紙本印刷為主，可見使用電

子產品來閱讀長篇小說的趨勢，尚未完

全取代傳統的紙本印刷小說。不過，年

輕族群的喜好卻不相同，根據英國讀寫

素養調查中心（National Literacy Trust 

Media Centre）在 2013年的調查報告發

現，35,000名英國各地 8歲到 16歲的

兒童與青少年，他們比較喜愛透過電腦

螢幕來閱讀，勝過閱讀傳統的紙本書籍

與雜誌，顯示這一代的英國年輕人正沈

浸在各式電子產品所建立的文化環境，

其中 97％的孩童與青少年擁有相關資

訊科技設備與網際網路，他們是透過這

些途徑來閱讀不同種類的數位內容、

線上新聞及電子書（National Literacy 

Trust Media Centre, 2013）。

Jeong（2012）研究韓國的六年級

學童發現，學生雖然可以接受電子書，

但閱讀紙本書籍卻有更好的閱讀理解能

力，學生們閱讀電子書比閱讀紙本書籍

用眼更為疲勞。Liu（2005）運用問卷

調查 250位 30至 45歲民眾的數位閱讀

行為，發現數位閱讀行為花費較多時間

在瀏覽和掃描，而且大多屬於一次性閱

讀和非線性閱讀，但花費較少的時間在

深入閱讀上。即使專注於閱讀，也會降

低專注的持續性。岳修平、林維真、李

孟潔、黃瀞瑩與葉思岑（2011）研究讀

者在閱讀數位漫畫時，對閱讀載具別有

偏好，反應出圖文位置、份量與分布對

於讀者閱讀數位圖本時對理解造成不同

的影響。

數位科技為數位閱讀帶來的優點是

可以藉著超連結功能在多重文本之間

跳躍，閱讀不必局限於線性的紙本翻

頁，使用者可以隨意翻閱至有興趣的另

一個文本進行閱讀，不一定只能在同一

文本依序閱讀（林淑惠，2006）。數位

圖文資料還有永保如新、易於存取、方

便管理、全文檢索等優點（黃偉正，

2008）。然而需要專心閱讀的學習性內

容和學術性資料，紙本閱讀仍然是大多

數人的閱讀習慣。

根據上述研究顯示，不分中外，讀

者的數位閱讀行為都非常相似，讀者進

行數位閱讀時，喜歡透過簡單的圖表和

圖片學習理解，會減少深入閱讀以便能

進行大量數位閱讀，大多數的學生和教

師仍偏愛紙本閱讀。

四、數位閱讀行為調查研究

資策會在「2011下半年消費者數

位閱讀行為調查」中發現，若行動載

具持有的比例提高，在移動中進行數位

閱讀的人口比例也將會增加（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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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2012）。2012年臺灣數位出版

聯盟接受文化部補助，進行的「臺灣數

位出版市場現況暨民眾對數位閱讀喜好

研究案」中，以 6個月內曾經閱讀過電

子書籍的受測者，看出數位閱讀已逐漸

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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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民眾願意嘗試數位閱讀所帶來的體驗

（文化部，2012）。祝本堯（2014）指

出 2013年 9月底於臺灣與亞洲推出的

Google電子書平臺（Google Play 圖書

應用程式），可在 Android和 iOS平板

電腦與手機上消費閱讀，臺灣行動消費

者中已有超過七成使用 Android 系統，

預估 2014年會帶動更多暢銷電子書的

上市。

2013年 1月中華電信的 Hami書城

「數位閱讀行為報告」指出，平板電腦

的快速成長已經帶動電子書的市場，尤

其以 iPad用戶最愛下載電子書，占下

載量的 45％；其次為 iPhone用戶，而

26-45歲年齡層的手機用戶占了 74％，

平均每天閱讀時間在 30分鐘以內的占

85％（中華電信，2013）。原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在 2013年 7月調查

全臺 3,079位 12歲以上民眾上網行為

時發現，2013年民眾使用行動裝置上

網的比例已經達到 58.5％，53％的民眾

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2013）。

雖然國內近年來常有與數位閱讀有

關的調查報告，然而這些調查，或只針

對已經持有數位閱讀載具的族群進行研

究（如資策會和文化部），或只針對電

子書的部分（如中華電信）進行調查，

尚無針對全國具代表性的成年人口進行

全面數位閱讀載具及其閱讀行為的現況

調查。

參、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擬蒐集可以描述我國成

年人口數位閱讀的現況，母體過於龐

大，無法直接觀察，因此採用問卷調

查。問卷調查需藉由嚴謹的機率抽樣，

樣本的獲得需符合隨機的原則，以反映

出大型母體特徵的一群受訪者，並謹慎

編製問卷的題幹，遵守提問的準則規範

（如題項清楚簡短，不一題兩問或否定

問法，受訪者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回答

等），與其他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

相比，調查研究雖然效度較弱，但信度

較強（Babbie, 2004）。

一、調查方法

本研究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 

問 法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進行問卷調查。本次

問卷調查前已進行前測（預先試訪 30

份），以增加本次調查之有效性及正確

性，調查母體為臺灣地區（包含外島）

之年滿 20歲（含）以上之民眾。問卷

題數為 15題，另再調查其基本資料 4

項，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縣

市，合計 19題，屬類別量表，採半結

構性問卷，利用 SPSS 12.0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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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統計結果是依各

題答案與基本資料之交叉分析，並採用

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來分析民

眾對各議題的看法與他們基本特徵之間

的相關程度。交叉表第一步採用卡方

檢定。交叉表的卡方顯著水準小於 .05

時，才認定兩變數間有相關，在交叉分

析中，檢定的觀察值，都是分別從不同

的、獨立的個體當觀察群體所計算而得

（吳明隆、涂金堂，2012）。第二步是

在有相關的交叉表內，以 Z檢定找出

有顯著相關的地方，因依中央極限定

理，大樣本即可使用 Z檢定，限於篇

幅，有關卡方檢定和 Z檢定不在下列

分析中一一顯示。

二、抽樣方法

限於研究時間和人力，本研究委

託市場調查公司於 2012年 12月 19日

至 12月 21日，在晚間 18時 30分至

22時之間進行電話訪談，惟後續之數

據整理，則由研究者進行判讀與分析。

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樣法，母體來源

為 2012年 10月內政部戶政司的臺閩地

區人口數調查，各縣市依照各縣市 20

歲以上人口數占臺閩地區 20歲以上人

口數的比例分配樣本數，各層內以住宅

電話號碼簿做為抽樣清冊。把電話號碼

簿上的電話號碼建成電腦檔案，以系統

隨機抽樣法，抽出樣本電話號碼。為了

使未登錄在電話號碼簿上的電話號碼也

有機會被抽為樣本，將電話號碼簿抽出

的樣本號碼的最後 4位數以隨機號碼取

代。樣本戶內，年齡在 20歲以上且有

數位閱讀的民眾者若有 2人以上，則以

戶內隨機抽樣法，按年齡順序隨機抽選

1人，做為訪問對象。戶中訪問對象一

旦確定，絕不替換，以電話追蹤的方式

至少再打 3次以上，找到指定的受訪者

完成訪問。

三、分析方法

本次電話訪談有效樣本數為 1,089 

位臺灣民眾，在 95％信賴水準下，

整體的估計百分比的最大抽樣誤差

為 2.97％。訪談員根據研究者設計的

問卷調查題本，以「隨機自動撥號」

（Random-Digit Dialing, RDD）方式，

訪問受訪者；並抽取至少五倍的樣本

數，作為電話訪問樣本。本研究採取此

過程是為要獲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資

料，降低樣本偏差並提高統計估計值的

可信度。訪問結束後，檢查資料的完整

性、合理性和一致性，先進行表面的或

邏輯上的校對，發現有疑問，即再打電

話複查，以確保調查資料的品質。

本次調查訪問臺灣民眾的相關統計

數據如下：(1)成功訪問：1,089人。(2)

受訪者拒答：319人。(3)家人拒答：

接電話者在聽到訪員說明訪問目的之

後，即表明不願接受訪問而掛電話者，

661人。(4)未完成訪問：經多次電話

追蹤仍無法完成訪問者（含 20歲以上

者不在家或不方便接聽電話），181 

人。(5)無法完成訪問：包括非住宅電

話、忙線、無人接聽、傳真機、空號

等，共 5,2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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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訪問率 

＝
成功訪問數

成功訪問數＋受訪者拒答數＋家人
拒答數＋未完成訪問數

＝ 48％

自從詐騙案盛行後，接電話者聽到

要訪問即掛電話的情形增加許多，因此

若扣除家人拒答的情形，重新計算的成

功訪問率如下：

成功訪問率 

＝
成功訪問樣本數

成功訪問樣本數＋受訪者拒答數＋
未完成訪問數

＝ 69％

四、樣本統計

本次調查成功受訪的 1,089位臺灣

民眾中，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

住地區及縣市的樣本分配（以下百分比

採四捨五入法）如下：

（一） 性別

成功受訪的臺灣民眾中，其中男性

555人占 49％，女性 534人占 51％，

男女比例差異不大。

（二） 年齡

成功受訪的臺灣民眾中，各年齡

層大致平均分配，皆在 18％∼ 21％之

間。30∼ 39歲占 29％、40∼ 49歲占

26％。

（三） 教育程度

成功受訪的臺灣民眾中，以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者最高，占 43％，其

次是高中、高職者的 27％，再其次是

國小及以下的 15％，以研究所及以上

的 5％最低。

（四） 居住縣市

成功受訪的臺灣民眾中，以居住在

新北市的 17％最多，其次是高雄市的

13％、臺北市的11％、臺中市的11％。

肆、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目的在調查臺灣成年民眾數

位閱讀的現況，如民眾之數位閱讀載

具及數位閱讀行為等。調查時，已告知

受訪民眾，本研究所謂的數位閱讀載具

是指用來閱讀數位內容的電子科技產

品，包括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

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電子書專用閱讀

器等。所謂的數位閱讀行為，是指利用

數位閱讀載具瀏覽網頁、閱讀部落格文

章、閱讀電子書等及其相關之行為。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分析設

計問卷內容，內容包括民眾數位閱讀的

現況、民眾數位閱讀的內容及數位閱讀

行為，調查結果條列於下。

一、數位閱讀載具

（一） 民眾目前擁有的數位閱讀載具

根據調查發現（可複選，如表

1），約 58％的民眾有桌上型電腦，其

次是智慧型手機和筆記型電腦，可上網

的一般手機、平板電腦和小筆電所佔的

比例較小，有 33％的民眾沒有數位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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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載具。交叉分析顯示，民眾擁有的數

位閱讀載具，在不同年齡、教育程度、

居住地區之間有顯著相關，而性別無顯

著相關，即擁有數位閱讀載具的民眾，

比例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使用數位閱

讀載具的民眾多為較年輕的族群。民眾

目前擁有的數位閱讀載具的比例隨著教

育程度提高而增加，而擁有數位閱讀載

具的民眾，北部多於其他地區，如表 1

所示。

（二） 民眾使用數位閱讀載具進行的
活動

民眾使用數位閱讀載具進行的活

動（可複選，如表 2）以瀏覽網頁、查

詢資料最多，其次是收發信件、閱讀

資料，再其次是下載資料、觀看影片和

即時通訊。交叉分析顯示，民眾平常使

用數位閱讀載具主要進行的活動，在不

同年齡、教育程度之間有顯著相關，即

無論是瀏覽網頁、查詢資料或是收發信

件、閱讀資料，年紀較輕的民眾進行數

位閱讀活動的比例皆高於年齡較長的民

眾；收發信件、查詢資料、瀏覽網頁、

閱讀資料和觀看影片的比例，隨著教育

程度提高而遞增，年齡較輕的民眾進行

的活動也會增多。而在性別及不同居住

縣市之間則無顯著相關。

（三） 進行數位閱讀的載具

民眾偏好進行數位閱讀的載具（可

複選，如表 3），有約 67％的民眾是桌

上型電腦，其次是智慧型手機、筆記型

電腦，再其次是平板電腦，另有是小筆

電，8％是可上網的一般手機，以電子

書閱讀器最低。交叉分析顯示，民眾偏

好進行數位閱讀的載具，在不同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之間有顯著相關，即偏

好使用桌上型電腦進行數位閱讀的比

例，以男性高於女性。民眾偏好使用桌

上型電腦進行數位閱讀的比例，20至

59歲者的民眾比例低於 60歲以上者的

民眾。偏好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數位閱

讀的比例，年輕的民眾則高於年長的民

眾。偏好使用筆記型電腦進行數位閱讀

者的比例，會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

加。顯示不同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會

影響數位閱讀載具的偏好與習慣。

二、數位閱讀內容

（一） 選擇數位閱讀的內容

民眾數位閱讀的內容（可複選，

如表 4）最主要以新聞為主，其次是社

群網絡，再其次是部落格，另有電子

雜誌、電子書等。交叉分析顯示，民眾

最主要數位閱讀的內容，不同性別、年

齡之間有顯著相關。從性別來看，民眾

閱讀數位內容為社群網絡、部落格的比

例，男性低於女性；從年齡來看，閱讀

社群網絡的比例，隨著年齡的下降而增

加。

（二） 得知數位閱讀內容的管道

民眾如何得知數位內容的管道（可

複選，如表 5），約近 69％的民眾為自

己上網找尋，其次是朋友、同事分享，

再其次是網站推薦。交叉分析顯示，民

眾知道數位閱讀內容的管道，自己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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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
眾
擁
有
之
數
位
閱
讀
載
具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桌
上
型

 
電
腦

筆
記
型

 
電
腦

小
筆
電
平
板
電
腦
智
慧
型

 
手
機

可
上
網
的

一
般
手
機
電
子
書

 
閱
讀
器

都
沒
有

總
計

1,
08

9
57

.6
34

.7
16

.8
20

.3
41

.5
20

.7
6.

9
32

.9

性
別

　
男

53
9

60
.3

35
.0

18
.1

19
.0

40
.0

20
.3

6.
9

31
.5

　
女

55
0

55
.0

34
.4

15
.5

21
.6

43
.0

21
.2

7.
0

34
.1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85
.7

50
.4

28
.3

28
.7

71
.5

26
.4

13
.2

-

　
30
∼

39
歲

23
3

73
.7

46
.1

23
.3

28
.5

62
.8

29
.2

10
.8

12
.8

　
40
∼

49
歲

22
2

67
.7

41
.8

16
.7

24
.5

46
.3

27
.1

6.
8

24
.2

　
50
∼

59
歲

20
7

47
.0

29
.2

14
.4

17
.3

23
.7

17
.9

4.
1

42
.8

　
60
歲
及
以
上

23
0

16
.9

7.
6

2.
5

3.
3

5.
6

3.
6

0.
2

81
.0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16
2

6.
0

0.
3

-
0.

9
1.

5
2.

5
-

92
.8

　
初
中
、
國
中

11
6

30
.4

12
.6

3.
1

7.
4

15
.3

8.
0

2.
4

62
.2

　
高
中
、
高
職

29
4

58
.6

26
.6

12
.7

13
.5

36
.8

22
.7

6.
2

31
.7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6
5

79
.8

52
.6

26
.7

32
.6

62
.0

27
.3

10
.4

8.
7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3
74

.2
75

.8
33

.3
37

.5
67

.5
35

.3
11

.2
3.

6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50
1

63
.1

40
.7

20
.8

25
.6

47
.6

23
.0

9.
8

27
.8

　
中
部

26
5

52
.4

30
.1

12
.5

19
.6

37
.8

20
.4

4.
3

34
.3

　
南
部

29
8

54
.4

29
.4

12
.7

12
.1

35
.3

16
.3

4.
1

39
.5

　
東
部

26
41

.5
26

.8
29

.7
18

.7
32

.7
31

.4
9.

6
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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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民
眾
使
用
數
位
閱
讀
載
具
進
行
的
活
動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即
時
通
訊

收
發
信
件

查
詢
資
訊

瀏
覽
網
頁

玩
遊
戲

總
計

73
1

59
.3

72
.5

82
.0

82
.9

49
.3

性
別

　
男

36
9

59
.5

71
.5

82
.8

82
.0

48
.2

　
女

36
2

59
.1

73
.5

81
.1

83
.8

50
.4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81
.5

79
.9

84
.3

89
.1

59
.9

　
30
∼

39
歲

20
3

59
.4

75
.2

84
.6

83
.7

59
.3

　
40
∼

49
歲

16
8

52
.6

73
.5

87
.4

86
.3

44
.7

　
50
∼

59
歲

11
8

40
.7

60
.9

73
.1

73
.5

31
.9

　
60
歲
及
以
上

44
34

.9
54

.1
62

.0
63

.5
19

.5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12
36

.3
31

.5
41

.3
21

.2
15

.1
　
初
中
、
國
中

44
38

.6
37

.9
50

.2
59

.8
44

.3
　
高
中
、
高
職

20
1

48
.4

60
.1

78
.6

76
.9

47
.6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4

66
.1

80
.8

86
.9

88
.1

52
.4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68

.9
91

.8
90

.8
97

.3
42

.0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6
2

64
.4

75
.0

82
.8

83
.1

51
.1

　
中
部

17
4

53
.2

65
.4

80
.6

79
.7

48
.3

　
南
部

18
0

55
.4

75
.4

82
.2

85
.6

46
.7

　
東
部

15
54

.4
60

.3
75

.6
83

.0
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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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進
行
數
位
閱
讀
的
載
具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桌
上
型

 
電
腦

筆
記
型

 
電
腦

小
筆
電

平
板
電
腦

智
慧
型

 
手
機

可
上
網
的

一
般
手
機

電
子
書

 
閱
讀
器

總
計

71
3

67
.3

29
.0

8.
2

16
.4

31
.9

8.
2

3.
4

性
別

　
男

36
3

72
.7

27
.2

7.
6

13
.4

29
.2

8.
6

4.
5

　
女

35
0

61
.8

30
.8

8.
9

19
.6

34
.8

7.
7

2.
3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64
.7

29
.2

10
.5

15
.3

38
.0

8.
9

5.
3

　
30
∼

39
歲

19
8

64
.2

28
.3

5.
4

17
.6

36
.7

7.
1

2.
8

　
40
∼

49
歲

16
8

69
.6

28
.2

8.
8

19
.6

32
.2

9.
9

3.
7

　
50
∼

59
歲

11
1

69
.7

31
.1

10
.9

14
.7

19
.2

7.
9

2.
1

　
60
歲
及
以
上

38
80

.7
28

.3
1.

4
6.

8
11

.5
3.

6
-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73

.9
8.

1
-

-
26

.1
-

-

　
初
中
、
國
中

38
65

.3
17

.3
3.

6
7.

6
20

.5
3.

6
-

　
高
中
、
高
職

19
6

71
.9

20
.1

8.
6

12
.9

24
.4

8.
7

3.
9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66
.3

31
.3

8.
2

18
.0

35
.5

7.
6

3.
6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58

.6
55

.7
12

.1
25

.6
41

.1
15

.6
3.

0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66
.5

29
.9

9.
1

18
.8

32
.7

9.
5

5.
3

　
中
部

17
0

63
.0

32
.9

4.
5

17
.9

33
.7

5.
6

0.
5

　
南
部

17
4

74
.3

23
.6

7.
2

9.
9

26
.3

6.
1

2.
8

　
東
部

13
56

.3
23

.5
47

.9
18

.4
62

.7
3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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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選
擇
數
位
閱
讀
的
內
容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新
聞

電
子
雜
誌

部
落
格

社
群
網
絡

電
子
書

其
他

總
計

71
3

69
.8

39
.4

46
.4

61
.1

23
.0

4.
6

性
別

　
男

36
3

72
.9

40
.6

42
.6

57
.3

24
.6

6.
4

　
女

35
0

66
.7

38
.1

50
.5

65
.1

21
.3

2.
8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66
.0

39
.0

50
.4

75
.8

20
.1

1.
4

　
30
∼

39
歲

19
8

62
.8

41
.3

47
.0

67
.7

30
.3

6.
4

　
40
∼

49
歲

16
8

80
.4

41
.8

48
.9

54
.9

23
.8

5.
1

　
50
∼

59
歲

11
1

73
.4

34
.6

38
.9

40
.0

19
.3

5.
4

　
60
歲
及
以
上

38
69

.9
33

.7
33

.4
39

.4
6.

4
7.

9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38

.8
46

.5
10

.2
44

.4
-

24
.9

　
初
中
、
國
中

38
48

.8
19

.4
30

.1
36

.8
14

.1
17

.5
　
高
中
、
高
職

19
6

71
.4

33
.0

42
.5

48
.9

13
.0

5.
9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69
.9

43
.8

48
.9

69
.1

25
.9

3.
1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83

.4
41

.5
58

.7
62

.8
47

.1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69
.6

42
.3

48
.7

61
.7

25
.7

6.
0

　
中
部

17
0

70
.5

36
.2

41
.5

58
.2

21
.1

5.
3

　
南
部

17
4

68
.8

35
.9

44
.9

62
.0

19
.8

1.
7

　
東
部

13
82

.5
44

.6
68

.9
68

.0
1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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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得
知
數
位
閱
讀
內
容
的
管
道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自
己
上
網
找
尋

網
站
推
薦

朋
友
、
同
事
分
享

其
他

總
計

71
3

68
.5

22
.3

48
.1

0.
7

性
別

　
男

36
3

70
.0

20
.7

44
.7

0.
9

　
女

35
0

67
.0

23
.9

51
.5

0.
5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58
.8

26
.9

54
.4

-
　

30
∼

39
歲

19
8

71
.7

23
.1

52
.1

-
　

40
∼

49
歲

16
8

78
.6

19
.6

39
.7

0.
8

　
50
∼

59
歲

11
1

65
.6

19
.1

47
.3

1.
7

　
60
歲
及
以
上

38
66

.3
14

.7
33

.7
4.

7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35

.1
-

56
.8

8.
1

　
初
中
、
國
中

38
47

.4
6.

8
54

.1
-

　
高
中
、
高
職

19
6

67
.6

24
.3

46
.2

1.
3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70
.7

24
.1

48
.8

0.
4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74

.9
13

.7
43

.0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66
.1

22
.6

48
.9

1.
0

　
中
部

17
0

69
.3

23
.4

43
.8

-
　
南
部

17
4

73
.0

21
.8

49
.7

0.
8

　
東
部

13
64

.7
5.

2
5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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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的比例，以 30∼ 49歲者的比例高

於其他年齡層的民眾，可能習慣使用的

數位閱讀內容管道以外，也累積使用網

路的經驗。

（三） 偏好數位閱讀內容的呈現形式

有關數位閱讀內容呈現形式的偏

好，如表 6所示，約 64％的民眾以文

字為主，其次是多媒體影音資料，再其

次是以圖片為主的內容。交叉分析顯

示，20∼ 29歲的民眾比較偏好多媒體

影音資料，研究所以上的民眾則偏好閱

讀以文字為主的數位內容，顯示不同年

齡層與不同教育程度會影響數位閱讀內

容的偏好。

（四） 閱讀數位內容的長度

調查民眾數位內容的閱讀長度（如

表 7），發現進行數位閱讀時，以一次

閱讀完一篇短篇文章為主的民眾約占

57％最多，其次是一次閱讀完一篇長篇

文章，以及短暫閱讀，最後是長時間閱

讀。交叉分析顯示，閱讀長篇文章的比

例，會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

三、數位閱讀行為

（一） 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場所

調查發現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場所

（可複選，如表 8），約九成的受訪者

是在住家或宿舍進行，其次是辦公室或

學校，再其次是通勤途中。交叉分析顯

示，民眾平常進行數位閱讀的場所，不

同教育程度之間有顯著相關。平常進

行數位閱讀的場所是辦公室或學校的比

例，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的民眾為最

高，初中、國中教育程度的民眾最低。

在通勤途中進行數位閱讀的比例，研究

所以上程度比例最高。

（二） 數位閱讀的目的

調查發現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目

的（可複選，如表 9），依順序分別是

休閒娛樂，其次是個人興趣、查找資

料，再其次是工作或課業需要。交叉分

析顯示，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目的，在

不同性別、年齡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別

方面，數位閱讀的目的為休閒娛樂的比

例，女性高於男性。年齡方面，查找資

料的比例，以 20∼ 39歲者的民眾比例

低於 40歲以上者的民眾；而工作或課

業需要的比例，以 50∼ 59歲者的民眾

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三） 數位閱讀的頻率

本研究調查民眾使用數位閱讀的

頻率（如表 10），約 44％的民眾每天

進行數位閱讀，約 29％經常閱讀，近

20％偶爾閱讀。交叉分析顯示，民眾進

行數位閱讀的頻率，在不同年齡、教育

程度和居住地區之間有顯著相關。每天

進行數位閱讀的比例，會隨著年齡提高

而減少，但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

北部地區高於其他地區。從數位閱讀的

頻率來看，民眾數位閱讀習慣相當普

及，只 2％的臺灣民眾不曾進行數位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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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偏
好
的
數
位
閱
讀
內
容
呈
現
形
式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總
計

以
文
字
為
主

以
圖
片
為
主

多
媒
體

 
影
音
資
料

其
他

總
計

71
3

10
0.

0
64

.1
14

.0
21

.4
0.

5
性
別

　
男

36
3

10
0.

0
63

.4
11

.9
24

.2
0.

4
　
女

35
0

10
0.

0
64

.9
16

.1
18

.4
0.

6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0.

0
57

.0
19

.8
23

.2
-

　
30
∼

39
歲

19
8

10
0.

0
65

.5
11

.3
22

.4
0.

8
　

40
∼

49
歲

16
8

10
0.

0
67

.0
11

.8
20

.3
1.

0
　

50
∼

59
歲

11
1

10
0.

0
69

.6
9.

0
21

.5
-

　
60
歲
及
以
上

38
10

0.
0

65
.6

21
.8

11
.1

1.
4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0

0.
0

55
.6

44
.4

-
-

　
初
中
、
國
中

38
10

0.
0

52
.8

22
.9

24
.2

-
　
高
中
、
高
職

19
6

10
0.

0
61

.0
18

.1
20

.5
0.

4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10
0.

0
64

.8
11

.1
23

.4
0.

7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10

0.
0

80
.3

11
.3

8.
4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10
0.

0
64

.1
14

.8
20

.7
0.

4
　
中
部

17
0

10
0.

0
61

.9
14

.4
23

.7
-

　
南
部

17
4

10
0.

0
64

.8
12

.9
20

.9
1.

3
　
東
部

13
10

0.
0

85
.8

-
1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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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閱
讀
數
位
內
容
的
長
度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總
計

可
長
時
間

 
閱
讀

可
一
次
閱
讀
完

一
篇
長
篇
文
章

可
一
次
閱
讀
完

一
篇
短
篇
文
章

只
短
暫

 
閱
讀

其
他

總
計

71
3

10
0.

0
4.

7
19

.0
56

.8
18

.1
1.

4
性
別

　
男

36
3

10
0.

0
5.

1
15

.1
58

.6
19

.7
1.

5
　
女

35
0

10
0.

0
4.

3
23

.1
54

.8
16

.5
1.

3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0.

0
9.

4
34

.0
41

.5
15

.0
-

　
30
∼

39
歲

19
8

10
0.

0
3.

2
18

.1
57

.9
18

.7
2.

1
　

40
∼

49
歲

16
8

10
0.

0
2.

6
11

.6
70

.3
13

.7
1.

8
　

50
∼

59
歲

11
1

10
0.

0
2.

7
10

.5
60

.2
25

.5
1.

0
　

60
歲
及
以
上

38
10

0.
0

3.
2

3.
2

59
.9

29
.4

4.
3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0

0.
0

-
17

.9
55

.6
18

.3
8.

1
　
初
中
、
國
中

38
10

0.
0

3.
1

17
.0

35
.1

40
.9

4.
0

　
高
中
、
高
職

19
6

10
0.

0
3.

5
9.

2
62

.0
23

.3
2.

0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10
0.

0
5.

9
22

.2
56

.4
14

.5
1.

0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10

0.
0

1.
4

32
.3

55
.5

10
.8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10
0.

0
4.

8
19

.4
52

.4
22

.4
1.

0
　
中
部

17
0

10
0.

0
7.

5
19

.4
57

.8
12

.7
2.

5
　
南
部

17
4

10
0.

0
2.

1
18

.7
63

.7
14

.2
1.

3
　
東
部

13
10

0.
0

-
8.

5
67

.6
2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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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數
位
閱
讀
的
場
所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住
家
或
宿
舍

辦
公
室
或
學
校

通
勤
途
中

其
他

總
計

71
3

91
.4

38
.9

13
.2

0.
2

性
別

　
男

36
3

88
.9

41
.6

12
.0

0.
3

　
女

35
0

94
.0

36
.1

14
.5

-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94
.7

31
.4

10
.7

-
　

30
∼

39
歲

19
8

90
.0

44
.4

17
.0

-
　

40
∼

49
歲

16
8

88
.5

50
.8

18
.2

-
　

50
∼

59
歲

11
1

92
.0

28
.7

8.
1

1.
0

　
60
歲
及
以
上

38
93

.2
26

.2
-

-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0

0.
0

-
-

-
　
初
中
、
國
中

38
93

.1
7.

3
7.

6
-

　
高
中
、
高
職

19
6

88
.9

29
.3

7.
6

-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91
.8

43
.5

16
.0

0.
3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95

.8
67

.0
18

.6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91
.5

44
.6

16
.9

-
　
中
部

17
0

89
.3

33
.7

10
.4

0.
7

　
南
部

17
4

92
.7

33
.2

9.
1

-
　
東
部

13
10

0.
0

27
.4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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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數
位
閱
讀
的
目
的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總
計

休
閒
娛
樂

個
人
興
趣

工
作
或

 
課
業
需
要

查
找
資
料

其
他

總
計

71
3

10
0.

0
38

.1
25

.4
15

.0
20

.8
0.

6
性
別

　
男

36
3

10
0.

0
32

.0
27

.4
19

.4
20

.7
0.

6
　
女

35
0

10
0.

0
44

.4
23

.5
10

.4
21

.0
0.

7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0.

0
41

.2
28

.0
15

.0
15

.9
-

　
30
∼

39
歲

19
8

10
0.

0
46

.8
25

.1
10

.3
17

.2
0.

6
　

40
∼

49
歲

16
8

10
0.

0
33

.1
22

.2
16

.5
27

.4
0.

8
　

50
∼

59
歲

11
1

10
0.

0
30

.9
22

.3
21

.3
24

.9
0.

6
　

60
歲
及
以
上

38
10

0.
0

19
.0

37
.3

15
.8

24
.7

3.
2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0

0.
0

18
.3

38
.4

27
.0

8.
1

8.
1

　
初
中
、
國
中

38
10

0.
0

31
.5

28
.7

20
.3

17
.6

1.
8

　
高
中
、
高
職

19
6

10
0.

0
33

.2
33

.2
9.

9
22

.6
1.

0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10
0.

0
42

.2
22

.3
15

.8
19

.4
0.

3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10

0.
0

30
.4

16
.9

23
.1

29
.6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10
0.

0
36

.1
27

.5
16

.3
19

.3
0.

7
　
中
部

17
0

10
0.

0
39

.1
20

.5
16

.1
24

.4
-

　
南
部

17
4

10
0.

0
41

.8
25

.1
10

.8
21

.3
1.

1
　
東
部

13
10

0.
0

28
.7

38
.6

22
.7

1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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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數
位
閱
讀
的
頻
率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總
計

每
天
閱
讀

經
常
閱
讀

偶
爾
閱
讀

很
少
閱
讀

不
曾
閱
讀

總
計

73
1

10
0.

0
44

.3
29

.4
19

.5
5.

0
1.

8
性
別

　
男

36
9

10
0.

0
45

.0
28

.6
21

.0
4.

3
1.

1
　
女

36
2

10
0.

0
43

.6
30

.2
17

.9
5.

6
2.

6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0.

0
50

.6
30

.1
16

.6
2.

7
-

　
30
∼

39
歲

20
3

10
0.

0
44

.3
28

.8
18

.5
6.

4
1.

9
　

40
∼

49
歲

16
8

10
0.

0
43

.5
29

.7
23

.3
3.

5
-

　
50
∼

59
歲

11
8

10
0.

0
38

.3
30

.1
20

.3
6.

8
4.

5
　

60
歲
及
以
上

44
10

0.
0

35
.2

25
.5

20
.5

9.
4

9.
4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12
10

0.
0

21
.2

10
.4

11
.8

25
.0

31
.6

　
初
中
、
國
中

44
10

0.
0

26
.7

22
.8

27
.5

10
.9

12
.1

　
高
中
、
高
職

20
1

10
0.

0
29

.5
30

.5
31

.3
7.

7
1.

0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4

10
0.

0
51

.2
31

.5
14

.5
2.

3
0.

5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10

0.
0

66
.0

17
.5

9.
6

6.
9

-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6
2

10
0.

0
47

.6
29

.8
16

.6
4.

5
1.

6
　
中
部

17
4

10
0.

0
35

.6
32

.1
21

.8
9.

5
1.

0
　
南
部

18
0

10
0.

0
46

.5
26

.8
22

.5
2.

1
2.

1
　
東
部

15
10

0.
0

41
.0

20
.7

25
.9

-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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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持有行動載具後數位閱讀的頻
率

本研究調查的所有民眾中，約

13％的民眾沒有行動載具，有接近一半

的民眾持有行動載具後，進行數位閱讀

的頻率增加，約 32％民眾表示相同，

僅約 5％表示減少。交叉分析顯示，民

眾持有行動載具以後，進行數位閱讀頻

率增加的比例，隨著年齡上升而減少

（如表 11）。

（五） 閱讀紙本資料頻率

本研究發現，已經擁有行動載具

的民眾進行數位閱讀後，有 44％的民

眾閱讀紙本資料的頻率減少，約 13％

表示增加，另有約 43％的民眾表示相

同。根據交叉分析，不同年齡和教育程

度之間有顯著相關。不同年齡閱讀紙本

頻率減少的比例，以 50∼ 59歲者民眾

的比例低於其他年齡層者；不同教育程

度閱讀紙本頻率減少的比例以初中、國

中者最低，以專科、大學和技術學院者

最高（如表 12）。

四、數位閱讀之優缺點

有關民眾認為數位閱讀的優點（可

複選，如表 13），調查發現有約 73％

的民眾認為優點是隨時可上網閱讀，其

次是多元化的閱讀模式、可攜帶性高，

再其次是除文字外，還有影音，另有表

示互動性高。交叉分析顯示，認為數位

閱讀的優點是可攜帶性高的比例，隨著

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

數位閱讀的缺點（可複選，如表

14），約 76％的民眾認為是眼睛容易

疲勞，其次是連線不易，再其次是單一

頁面顯現資訊太少、查詢或瀏覽操作不

易，另有表示可供閱讀的內容較少或不

容易閱讀。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上述的調查數據，回應本研究之

目的，歸納如下：

（一） 民眾使用哪些數位閱讀載具？
進行哪些數位閱讀行為？

臺灣於 2012年 12月間有三成的成

年民眾沒有擁有數位閱讀載具，使用數

位閱讀的載具，近六成為桌上型電腦，

其次是智慧型手機和筆記型電腦。擁有

數位閱讀載具的民眾，比例隨著年齡增

長而減少，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

使用數位閱讀載具的民眾多為較年輕的

族群，而且北部多於其他地區。近九成

民眾是在住家或宿舍進行數位閱讀，其

次是辦公室、學校、通勤途中。至於民

眾偏好進行數位閱讀的載具近七成的民

眾是桌上型電腦，其次是智慧型手機與

筆記型電腦。臺灣民眾平常使用數位閱

讀載具時，主要進行的活動是以瀏覽網

頁、查詢資料為主，其次也經常用來收

發信件、閱讀資料、下載資料、觀看影

片和即時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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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
持
有
行
動
載
具
後
數
位
閱
讀
的
頻
率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總
計

增
加

減
少

相
同

沒
有
行
動
載
具

總
計

71
3

10
0.

0
49

.8
5.

3
31

.8
13

.2
性
別

　
男

36
3

10
0.

0
45

.7
5.

8
32

.5
15

.9
　
女

35
0

10
0.

0
53

.9
4.

7
31

.1
10

.3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0.

0
66

.3
2.

9
24

.1
6.

8
　

30
∼

39
歲

19
8

10
0.

0
51

.0
4.

1
35

.5
9.

4
　

40
∼

49
歲

16
8

10
0.

0
41

.1
8.

9
34

.5
15

.5
　

50
∼

59
歲

11
1

10
0.

0
38

.7
5.

0
35

.5
20

.9
　

60
歲
及
以
上

38
10

0.
0

27
.6

8.
2

30
.8

33
.3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0

0.
0

28
.6

17
.9

8.
1

45
.3

　
初
中
、
國
中

38
10

0.
0

29
.9

4.
2

40
.6

25
.3

　
高
中
、
高
職

19
6

10
0.

0
34

.7
8.

7
41

.8
14

.7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10
0.

0
57

.8
4.

0
27

.1
11

.1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10

0.
0

58
.8

1.
6

29
.0

10
.6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10
0.

0
50

.6
4.

2
33

.8
11

.4
　
中
部

17
0

10
0.

0
43

.5
7.

4
32

.7
16

.5
　
南
部

17
4

10
0.

0
53

.5
5.

7
26

.2
14

.6
　
東
部

13
10

0.
0

58
.6

-
4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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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
閱
讀
紙
本
資
料
頻
率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總
計

增
加

減
少

相
同

總
計

71
3

10
0.

0
12

.9
44

.0
43

.1
性
別

　
男

36
3

10
0.

0
14

.4
39

.1
46

.5
　
女

35
0

10
0.

0
11

.3
49

.1
39

.7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0.

0
13

.4
46

.5
40

.1
　

30
∼

39
歲

19
8

10
0.

0
14

.1
46

.8
39

.1
　

40
∼

49
歲

16
8

10
0.

0
10

.4
48

.9
40

.7
　

50
∼

59
歲

11
1

10
0.

0
15

.7
27

.2
57

.1
　

60
歲
及
以
上

38
10

0.
0

6.
4

43
.0

50
.5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0

0.
0

-
35

.2
64

.8
　
初
中
、
國
中

38
10

0.
0

23
.6

16
.0

60
.4

　
高
中
、
高
職

19
6

10
0.

0
14

.4
44

.3
41

.2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10
0.

0
11

.6
47

.8
40

.6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10

0.
0

10
.9

33
.4

55
.7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10
0.

0
11

.7
46

.6
41

.7
　
中
部

17
0

10
0.

0
15

.9
37

.9
46

.2
　
南
部

17
4

10
0.

0
11

.2
45

.8
43

.0
　
東
部

13
10

0.
0

26
.9

28
.4

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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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
數
位
閱
讀
的
優
點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隨
時
可

 
上
網
閱
讀

可
攜
帶
性
高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模
式

互
動
性
高

除
文
字
外
，

 
還
有
影
音

總
計

71
3

72
.7

52
.1

56
.1

33
.4

43
.0

性
別

　
男

36
3

74
.4

49
.8

54
.0

35
.0

45
.4

　
女

35
0

71
.0

54
.5

58
.4

31
.7

40
.4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64
.4

57
.0

57
.2

34
.8

42
.8

　
30
∼

39
歲

19
8

75
.2

60
.5

55
.0

34
.3

45
.2

　
40
∼

49
歲

16
8

78
.0

52
.0

52
.8

32
.0

40
.2

　
50
∼

59
歲

11
1

76
.6

38
.7

62
.3

37
.6

45
.3

　
60
歲
及
以
上

38
69

.2
22

.6
53

.8
15

.4
38

.0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36

.3
10

.2
45

.3
-

34
.5

　
初
中
、
國
中

38
66

.5
28

.2
35

.1
27

.7
37

.4
　
高
中
、
高
職

19
6

72
.1

40
.8

47
.0

37
.0

43
.1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72
.9

59
.7

61
.7

33
.5

42
.5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83

.5
56

.7
62

.8
27

.4
51

.7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70
.0

54
.4

55
.6

33
.5

43
.8

　
中
部

17
0

74
.5

51
.8

54
.7

33
.8

37
.1

　
南
部

17
4

77
.2

48
.3

58
.7

31
.7

47
.8

　
東
部

13
65

.3
46

.2
55

.2
48

.3
31

.7



65

臺灣成年民眾數位閱讀載具與閱讀行為之現況調查

表
14
：
數
位
閱
讀
的
缺
點

單
位
：
％

樣
本
數

 
(
人

)
不
容
易

 
閱
讀

眼
睛

 
容
易
疲
勞
可
供
閱
讀
的

內
容
比
較
少
單
一
頁
面
顯

現
資
訊
太
少
連
線
不
易
查
詢
或
瀏
覽

 
操
作
不
易

其
他

總
計

71
3

14
.2

75
.9

14
.7

20
.1

25
.1

17
.7

3.
1

性
別

　
男

36
3

13
.4

72
.3

13
.7

24
.2

27
.3

18
.3

2.
8

　
女

35
0

15
.1

79
.6

15
.8

15
.9

22
.9

17
.0

3.
4

年
齡

　
20
∼

29
歲

19
8

10
.3

67
.9

18
.7

16
.2

27
.3

22
.6

2.
5

　
30
∼

39
歲

19
8

21
.0

76
.7

11
.8

25
.0

20
.2

8.
7

3.
5

　
40
∼

49
歲

16
8

14
.1

82
.0

13
.7

19
.9

29
.2

17
.2

1.
3

　
50
∼

59
歲

11
1

10
.8

80
.3

12
.4

18
.4

26
.9

24
.6

5.
6

　
60
歲
及
以
上

38
10

.0
73

.1
20

.5
20

.8
16

.5
20

.1
4.

7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7
16

.2
81

.7
26

.4
8.

1
18

.3
8.

1
-

　
初
中
、
國
中

38
8.

7
47

.8
4.

8
10

.8
24

.7
16

.8
19

.2
　
高
中
、
高
職

19
6

8.
2

80
.4

10
.5

15
.8

30
.5

26
.2

1.
1

　
專
科

/大
學
　

/技
術
學
院

42
1

16
.5

78
.3

16
.8

22
.1

23
.8

15
.3

2.
2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1
22

.9
58

.9
20

.0
28

.6
16

.2
6.

0
6.

6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35
5

13
.1

72
.8

14
.8

20
.4

26
.0

16
.5

2.
3

　
中
部

17
0

19
.1

79
.0

10
.6

14
.2

24
.6

16
.5

4.
7

　
南
部

17
4

12
.2

79
.4

19
.3

26
.5

24
.0

20
.0

2.
2

　
東
部

13
8.

5
72

.2
5.

1
5.

1
24

.2
32

.0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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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目的為
何？偏好的數位閱讀內容為
何？

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目的依序是

休閒娛樂、個人興趣、查找資料、工

作或課業需要；偏好的數位閱讀內容

呈現形式以文字為主，其次是多媒體

影音資料和圖片；對於數位內容的閱

讀長度較喜歡閱讀一次可以讀完的短

篇文章為主。

民眾數位閱讀的內容最主要以新聞

為主，其次是社群網絡，再其次是部落

格、電子雜誌、電子書等。

（三） 民眾進行數位閱讀之頻率為
何？是否影響紙本閱讀的頻
率？

有接近一半的民眾表示會每天都會

進行數位閱讀，近七成的民眾得知數位

閱讀內容的管道是自己上網查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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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一半的民眾閱

讀紙本資料的頻率會相對減少。

（四） 民眾認為數位閱讀之優缺點為
何？

有七成以上的民眾認為數位閱讀的

優點是可以隨時上網閱讀，其次是可以

採用多元化的閱讀模式、載具可攜帶性

高。也有七成以上的民眾認為數位閱讀

的缺點是眼睛容易疲勞，其次是連線不

易、單一頁面顯現資訊太少、查詢或瀏

覽操作不易、數位閱讀的內容較少或不

容易閱讀等。

經交叉分析結果，影響臺灣成年民

眾數位閱讀行為的最主要因素，第一是

年齡差異，第二是教育程度，第三是性

別差異。

第一，年齡：擁有數位閱讀載具的

民眾，比例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年

齡較輕的民眾進行數位閱讀的活動多於

年齡較長的民眾，年長者則較多以桌上

型電腦進行數位閱讀。民眾自己上網找

尋數位閱讀內容的比例以 30∼ 49歲者

的民眾高於其他年齡層，隨著年齡的增

加，民眾數位閱讀的目的更多是以工作

或查找資料為主。

第二，教育程度：每天進行數位閱

讀的比例，會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

加；教育程度高也使得進行數位閱讀的

活動更為多元，而且教育程度高的民眾

（研究所以上）偏好閱讀以文字為主的

數位內容。

第三，性別：男性比女性更為偏好

使用桌上型電腦進行數位閱讀，女性較

常閱讀社群網絡、部落格等數位內容，

休閒娛樂內容的比例也比男性高。

二、建議

綜合上述之調查結果，本研究提出

以下之建議：

1.  民眾閱讀數位內容的行為多元，

應持續性的調查瞭解民眾的數位

閱讀行為，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

提供服務或發展相關產業。

2.  數位閱讀優缺點大致與其他相關

研究相符，除了「可供閱讀的內

容較少」外，可見我國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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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3.  一次可以閱讀完畢的、上網即能

蒐尋得到的、兼顧休閒娛樂的文

章適合製作為數位閱讀的內容。

4.  需要細膩思維的閱讀，大多數人

仍習慣以紙本閱讀，可見專業

的、學術的、具教育功能的紙本

書暫時不會消失，仍有發展空

間。

最後，有關進一步研究，第一，建

議未來可調查民眾數位閱讀的目的與

非數位閱讀的目的是否不同，即閱讀目

的是否會因載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

二，本研究是以住宅電話號碼簿為抽樣

清冊，然而智慧型手機使用族群已大量

增長，未來可針對以智慧型手機為主要

工具的使用族群進行數位閱讀的調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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