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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鄉鎮圖書館 V.S文觀處圖書館閱讀性別分析 

 

壹、前言 

圖書館作為知識的糧食倉，提供人們滿足對於知的慾求，也是累積人類文

明與智慧的地方。本縣雖然資源短缺，但是在閱讀推動方面從不落人於後，近

年來積極推廣閱讀，成效斐然，縣內北港、土庫、褒忠今年（111年）榮獲全

國整體閱讀力表現績優城市獎項，此外全縣的閱讀人口數也逐年增加，110年

各鄉鎮市圖書館借書證辦證統計顯示，全縣共有 23萬 425張借書證，而本縣人

口數約為 66萬 5千餘人，表示每三個人即有一位擁有借書證。 

本文閱讀性別分析採取性別、年齡、書籍借閱次數以及讀者身份等四項資

料作為分析基礎，闡述性別年齡對於閱讀偏好的影響以及關係，作為未來本縣

推廣閱讀、購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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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概述 

 

在全球爆發與蔓延開來的 Covid-19病毒已造成數百萬人喪生，台灣在這一

波風暴相較於國際無論在染疫人數、死亡人數、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方面所受

到的影響都較輕。然即使如此，其影響仍是顯而易見，而且嚴重性也高於十多

年前的 SARS。 

對於圖書館這樣的一個公共空間來說，不但人與人會有著緊密的接觸，同

時書籍也可能成為病毒傳播的媒介之一。因此，本縣在疫情於全球蔓延之初及

採取相當的作為，一方面推動防疫措施，另一方面則是積極以降低人與人接觸

的方式持續推動閱讀，讓人們雖然身處在家防疫，但仍能藉由書籍精神食糧安

撫噪動不安的情緒。 

為了防疫全國多數公共服務設施關閉或有條件開放，本縣圖書館舍亦不例

外，在這三年內到館借閱人數呈現溫和下滑，但電子書的借閱數則呈以倍數成

長，顯示借閱人口有往年輕化移動的趨勢。 

下圖是女性、男性在 108年至 110年間到館借閱的人數與冊數，長條圖顯

示在 110年疫情大幅爆發之後，對於本縣幾個重要的圖書館，如：文觀處圖書

館、虎尾圖書館、北港圖書館等的到館人數也相對急凍，對於其他鄉鎮市圖書

館來說，則是到館人數相較於 109和 108年都有減少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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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讀性別分析 

   (一)閱讀人口之性別與年齡 

從下表可看出雲林縣閱讀人口中女性人數（137,092）遠高於男性（93,333），

且在縣內 20個鄉鎮市都沒有例外，而此一現象在斗六市又特別明顯。斗六市女

性閱讀人口達 43,366人，而男性則為 30,592人，依斗六市人口 13萬餘人來計，

可說每兩位斗六市民就有一位持有圖書館之借書證。而另外從借閱數來看，斗

六亦居全縣之冠。但這也說明其他鄉鎮市的閱讀人口在扣除斗六之外，其閱讀

人口數相對偏低，這與鄉鎮市之圖書館藏、設備、地點以及服務專業等都不無

相關。 

     110年各鄉鎮市圖書館依性別之辦證量統計 

鄉鎮市別 女 男 

斗六市 43,366 30,592 

虎尾鎮 15,748 9,465 

北港鎮 11,545 7,968 

西螺鎮 9,680 6,066 

斗南鎮 6,554 4,158 

麥寮鄉 6,061 4,144 

土庫鎮 5,497 3,542 

古坑鄉 4,287 3,174 

崙背鄉 4,039 2,776 

大埤鄉 4,015 2,675 

莿桐鄉 3,673 2,438 

水林鄉 2,906 2,267 

口湖鄉 2,805 1,735 

林內鄉 2,782 1,922 

二崙鄉 2,651 1,720 

褒忠鄉 2,637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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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圖書管理系統依年齡不同共區分為 9個級距，分別是 0~5歲、6~11

歲、12~17歲、18~24歲、25~34歲、35~44歲、45~54歲、55~64歲以及 65歲

以上等。從表二中可看出在 24歲級距之前，閱讀者的性別之於閱讀人口數並無

明顯地差距，顯示在就學期間無論男女對於圖書館或借閱書籍的使用，並不因

性別而有差異化。而這推測跟文觀處圖書館積極以學校為單位推廣閱讀有關，

也提升 24歲之前年齡層的圖書借閱率以及申辦借書證的風氣。此四個年齡層級

距的人口數加總後為 91萬 216人，也幾乎佔了總辦證數的近二分之一。 

而比較有趣的數字觀察應該是 25歲之後的三個年齡層級距。從 25~34歲這

個年齡層級距開始，男女使用圖書館以及辦理借書證的數字快速被拉開，並在

35~44歲這個級距達到高峰，之後則又下滑，但人口數的差距仍然極大。為何

女性在 25歲到 54歲這三個年齡層對於閱讀的需求會大增？稍後我們配合借閱

書籍的次數來加以說明。 

至於 54歲以上的閱讀人口從表二可以看到是呈現陡降下滑的趨勢，這跟 54

歲以上人口所受的教育與識字程度有關，在這個年齡層以上雖有機會接受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但當時雲林縣並無大專院校，許多人外出就讀，又正值台灣經

濟起飛，這些外出就讀的雲林人多數留在異鄉，而留在雲林本地的人則無接受

元長鄉 2,385 2,037 

四湖鄉 2,371 1,877 

台西鄉 2,056 1,445 

東勢鄉 2,031 1,442 

 137,092 9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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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機會，自然在教育成度與識字率方面普遍為低。 

           110年各鄉鎮市圖書館依年齡層之辦證量統計 

年齡層 女 男 總數 

0~5歲 6,587 4,950 11,537 

6~11歲 9,419 7,840 17,259 

12~17歲 11,634 10,742 22,376 

18~24歲 20,770 19,078 39,848 

25~34歲 25,450 16,841 42,291 

35~44歲 27,000 12,253 39,253 

45~54歲 20,851 10,346 31,197 

55~64歲 9,492 6,139 15,631 

65歲以上 4,193 4,230 8,423 

其他 1,696 914 2,610 

總計 137,092 93,333 230,425 

對此我們做進一步的觀察，以借閱冊數為指標篩選出男性在 2021年度借閱數最

高的前 100位，並製表如下，可以看到在 18歲之前年齡層的百大之中就佔了

54位，其次依序分別為 18~24歲:6位、25-34歲:8位、35-44歲:5位、45-54

歲:14位、55-64歲:6位、65歲以上:7位，總借冊數為 4萬 8,340冊，其中 18

歲之前這個年齡層的借閱冊數就高達 2萬 7,276冊，相當於一半以上，可說是

閱讀人口中最重要的社群。 

18歲以下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黃 O誠 預設 一般讀者 3 73 743 

2 吳 O佑 預設 一般讀者 4 14 307 

3 戴 O翔 預設 一般讀者 5 40 508 

4 鄭 O緯 學生 一般讀者 5 91 313 

5 許 O嘉 預設 一般讀者 6 34 421 

6 吳 O霆 預設 一般讀者 6 59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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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7 周 O埼 預設 一般讀者 6 27 326 

8 李 O宇 預設 一般讀者 7 41 668 

9 李 O翔 學生 一般讀者 7 54 640 

10 鄭 O升 預設 一般讀者 7 55 417 

11 蔡 O佑 學生 一般讀者 7 28 383 

12 陳 O翰 預設 一般讀者 7 43 353 

13 陳 O威 預設 一般讀者 7 22 314 

14 蔡 O穎 學生 一般讀者 8 107 1,541 

15 葉 O永 預設 一般讀者 8 40 678 

16 張 O祥 預設 一般讀者 8 24 309 

17 曾 O叡 學生 一般讀者 9 58 806 

18 盧 O融 學生 一般讀者 9 40 536 

19 鍾 O恩 學生 一般讀者 9 28 497 

20 許 O旭 自由業 一般讀者 9 34 469 

21 蔡 O傑 學生 一般讀者 9 27 417 

22 許 O綸 自由業 一般讀者 9 36 366 

23 林 O叡 預設 一般讀者 9 40 354 

24 王 O睿 學生 一般讀者 9 46 354 

25 蘇 O州 其它 一般讀者 9 39 320 

26 李 O璿 學生 一般讀者 10 200 806 

27 蔡 O祐 學生 一般讀者 10 43 647 

28 林 O謙 預設 一般讀者 10 57 431 

29 吳 O煊 學生 一般讀者 10 29 387 

30 陳 O皓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0 23 384 

31 賴 O瑜 學生 一般讀者 10 26 354 

32 周 O承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0 42 325 

33 蔡 O展 預設 一般讀者 11 66 469 

34 潘 O睿 其它 一般讀者 11 36 370 

35 莊 O軒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1 33 339 

36 鄞 O昌 預設 一般讀者 11 30 336 

37 沈 O聖 預設 一般讀者 11 45 312 

38 李 O嘉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2 42 720 

39 魏 O湛 學生 一般讀者 12 60 508 

40 黃 O佳 學生 一般讀者 12 25 423 

41 林 O紘 其它 一般讀者 12 42 396 

42 吳 O庭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2 25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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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43 蘇 O源 預設 一般讀者 12 25 315 

44 蘇 O嘉 預設 一般讀者 12 23 315 

45 蔡 O航 其它 一般讀者 13 70 1,052 

46 王 O謙 其它 一般讀者 13 54 402 

47 王 O志 學生 一般讀者 14 110 857 

48 蔡 O澔 其它 一般讀者 15 42 605 

49 蘇 O惟 學生 一般讀者 15 41 585 

50 林 O舟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5 28 369 

51 王 O翔 其它 一般讀者 15 45 344 

52 張 O淵 學生 一般讀者 15 30 322 

53 李 O右 學生 一般讀者 15 65 322 

54 林 O彤 學生 一般讀者 16 16 322 

18~2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蔡 O逸 學生 一般讀者 18 100 1,458 

2 蔡 O逸 學生 一般讀者 19 102 1,501 

3 簡 O樺 學生 一般讀者 19 24 358 

4 林 O磊 學生 一般讀者 20 20 400 

5 陳 O賢 其它 一般讀者 20 22 308 

6 王 O忠 學生 一般讀者 21 79 823 

25~3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高 O航 學生 一般讀者 25 21 376 

2 吳 O呈 學生 一般讀者 25 24 315 

3 吳 O語 軍警 一般讀者 26 48 958 

4 吳 O聞 學生 一般讀者 29 16 414 

5 廖 O雄 學生 一般讀者 29 39 358 

6 吳 O德 自由業 一般讀者 31 72 503 

7 廖 O聰 預設 一般讀者 31 18 400 

8 林 O佑 自由業 一般讀者 31 2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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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李 O哲 自由業 一般讀者 41 35 480 

2 李 O瑋 工業 一般讀者 41 28 330 

3 陳 O宏 公教 一般讀者 42 20 315 

4 林 O議 其它 一般讀者 43 44 343 

5 許 O顯 公教 一般讀者 44 22 303 

45~5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蔡 O蠑 公教 一般讀者 45 77 1,080 

2 廖 O寬 服務業 一般讀者 45 25 416 

3 鍾 O佳 其它 一般讀者 45 34 308 

4 蔡 O芳 工業 一般讀者 46 66 457 

5 蔡 O坪 自由業 一般讀者 46 25 336 

6 黃 O榮 服務業 一般讀者 47 26 438 

7 張 O喬 預設 一般讀者 47 19 312 

8 陳 O鵬 工業 一般讀者 49 30 533 

9 李 O清 農漁 一般讀者 50 111 522 

10 李 O義 預設 一般讀者 50 23 338 

11 蔡 O文 公教 一般讀者 51 22 303 

12 陳 O吉 其它 一般讀者 53 37 546 

13 蔡 O澤 工業 一般讀者 53 26 325 

14 鄭 O仁 預設 一般讀者 54 33 410 

55~6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張 O國 商業 一般讀者 56 75 506 

2 陳 O明 工業 一般讀者 57 26 427 

3 李 O順 商業 一般讀者 57 28 396 

4 吳 O正 自由業 一般讀者 60 100 708 

5 吳 O吉 自由業 一般讀者 64 69 756 

6 簡 O敏 商業 一般讀者 64 30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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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歲以上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賴 O春 公教 一般讀者 65 49 471 

2 鄭 O德 公教 一般讀者 65 49 361 

3 林 O聲 服務業 一般讀者 70 48 350 

4 鄭 O德 農漁 一般讀者 71 31 372 

5 李 O庭 自由業 一般讀者 71 21 308 

6 陳 O煌 公教 一般讀者 75 30 310 

7 陳 O良 預設 一般讀者 84 83 588 

同樣地，我們在女性方面也取前 100名，18歲之前的女性共有 25位，其他

依年齡層級分類依序分別為 18-24歲:2位、25-34歲:3位、35-44歲:32位、

45-54歲:16位、55-64歲:10位、65歲以上 12位，總借冊數為 6萬 5,797冊。

資料如下表： 

18歲以下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白 O瑩 預設 一般讀者 4 87 930 

2 許 O嫙 預設 一般讀者 4 80 479 

3 李 O原 預設 一般讀者 4 34 474 

4 吳 O萱 預設 一般讀者 5 30 455 

5 蘇 O儀 預設 一般讀者 5 35 430 

6 蕭 O頣 預設 一般讀者 5 25 421 

7 高 O芯 預設 一般讀者 6 29 419 

8 林 O妍 學生 一般讀者 7 42 391 

9 許 O旋 學生 一般讀者 8 65 390 

10 魏 O庭 預設 一般讀者 9 38 441 

11 顏 O寅 自由業 一般讀者 9 29 432 

12 陳 O元 學生 一般讀者 10 51 434 

13 劉 O瑩 學生 一般讀者 10 32 365 

14 程 O涵 預設 一般讀者 10 27 346 

15 許 O瑀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1 81 535 

16 廖 O妙 學生 一般讀者 11 45 466 

17 張 O涵 其它 一般讀者 11 2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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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8 張 O媚 其它 一般讀者 11 21 374 

19 張 O雅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1 24 367 

20 林 O安 預設 一般讀者 11 24 366 

21 吳 O宸 預設 一般讀者 13 144 2134 

22 許 O瑄 學生 一般讀者 14 40 558 

23 陳 O潔 預設 一般讀者 14 68 492 

24 陳 O臻 自由業 一般讀者 14 56 453 

25 鄭 O盛 預設 一般讀者 14 51 375 

18~2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蔡 O璇 學生 一般讀者 19 81 954 

2 蔡 O恬 學生 一般讀者 19 59 385 

25~3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陳 O蓉 公教 一般讀者 27 28 454 

2 李 O緯 預設 一般讀者 31 51 438 

3 林 O玲 學生 一般讀者 31 49 429 

35~4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童 O慧 醫護 一般讀者 35 42 528 

2 鄭 O慈 預設 一般讀者 36 36 411 

3 劉 O霞 預設 一般讀者 36 27 559 

4 張 O馨 預設 一般讀者 37 51 389 

5 陳 O君 家管 一般讀者 38 37 370 

6 賴 O華 預設 一般讀者 38 21 362 

7 陳 O羽 服務業 一般讀者 38 59 361 

8 謝 O芸 自由業 一般讀者 39 145 2145 

9 阮 O英 其它 一般讀者 39 81 949 

10 陳 O珊 公教 一般讀者 39 43 638 

11 林 O馨 預設 一般讀者 39 19 345 

12 張 O媛 工業 一般讀者 40 53 457 

13 蘇 O珍 預設 一般讀者 40 33 454 

14 康 O雯 家管 一般讀者 40 31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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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5 呂 O婷 公教 一般讀者 41 37 390 

16 黃 O淑 服務業 一般讀者 41 46 463 

17 張 O蘭 預設 一般讀者 41 27 378 

18 林 O華 自由業 一般讀者 41 46 355 

19 劉 O妤 公教 一般讀者 42 61 476 

20 王 O芬 服務業 一般讀者 42 68 895 

21 黃 O梅 公教 一般讀者 42 54 535 

22 李 O柔 服務業 一般讀者 42 36 458 

23 李 O華 其它 一般讀者 43 65 842 

24 鄭 O宜 家管 一般讀者 43 65 720 

25 程 O萍 公教 一般讀者 43 72 596 

26 李 O華 家管 一般讀者 43 38 531 

27 陳 O惠 預設 一般讀者 43 51 384 

28 蔡 O穎 學生 一般讀者 43 27 355 

29 許 O芳 家管 一般讀者 44 38 511 

30 林 O珊 預設 一般讀者 44 34 362 

31 林 O秀 預設 一般讀者 44 20 358 

32 廖 O玉 預設 一般讀者 44 38 354 

45~5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陳 O彣 公教 一般讀者 45 185 2,871 

2 陳 O珍 一般 一般讀者 45 91 595 

3 陳 O君 商業 一般讀者 45 43 410 

4 陳 O娟 自由業 一般讀者 45 29 370 

5 曾 O芳 服務業 一般讀者 45 38 365 

6 張 O莉 公教 一般讀者 46 26 346 

7 陳 O均 自由業 一般讀者 47 55 801 

8 林 O美 公教 一般讀者 47 53 496 

9 王 O琇 公教 一般讀者 48 123 606 

10 沈 O伶 公教 一般讀者 48 37 499 

11 陳 O娟 預設 一般讀者 49 54 820 

12 陳 O玲 服務業 一般讀者 50 176 2,811 

13 葉 O琪 家管 一般讀者 51 31 346 

14 陳 O美 其它 一般讀者 53 49 758 

15 陳 O穎 商業 一般讀者 53 15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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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6 張 O靜 公教 一般讀者 54 28 419 

55~64歲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詹 O珠 公教 一般讀者 56 18 437 

2 陳 O娟 其它 一般讀者 56 24 414 

3 林 O霞 預設 一般讀者 58 47 607 

4 陳 O英 自由業 一般讀者 59 80 386 

5 蕭 O美 其它 一般讀者 61 64 928 

6 洪 O純 服務業 一般讀者 61 58 854 

7 雷 O娟 公教 一般讀者 61 30 432 

8 陳 O華 公教 一般讀者 62 90 983 

9 吳 O華 公教 一般讀者 62 79 442 

10 黃 O瑰 預設 一般讀者 62 44 403 

65歲以上 

序號 姓名 系別 身份 讀者年齡 借閱次數 借閱冊數 

1 楊 O芬 公教 一般讀者 67 191 2,752 

2 林 O亮 其它 一般讀者 68 48 392 

3 楊 O蘭 公教 一般讀者 68 34 356 

4 李 OO月 家管 一般讀者 69 109 1,539 

5 楊 O媛 公教 一般讀者 70 178 2,669 

6 許 O美 家管 一般讀者 70 107 1,524 

7 王 O雲 公教 一般讀者 70 87 612 

8 陳 OO懷 自由業 一般讀者 71 141 2,291 

9 劉 O蘭 其它 一般讀者 74 70 429 

10 石 O麗 公教 一般讀者 79 28 519 

11 丁 O香 其它 一般讀者 79 34 469 

12 陳 O丹 家管 一般讀者 84 75 453 

 

我們再依性別與年齡層將前 100大借閱冊數最多之男女製成表格如下，可

以發現在 18至 24歲這個年齡層，無論是女或男的借閱人數都相當少。可以合

理解釋的部分是這個年齡層正是進入到大專院校的年齡，在這個階段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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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以使用大學圖書館為主，至於鄉鎮市的圖書館因為專業書籍的藏書本不

及大學為多，因此使用率也會下滑。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雲林子弟在外就讀也會

減少鄉鎮市圖書館的使用率，而外縣市到雲林縣就讀的學子也會對當地的圖書

館不夠熟悉，而難以引發其興趣。這也是為何斗六的文觀處雖然與雲科大相當

近，但是雲科大的學生卻甚少利用文觀處圖書設備的原因之一。 

      110年排行前 100位借閱冊數最多之男女性別與年齡層分類統計 

年齡層 女 男 總數 

0~18歲 25  54 79 

18~24歲 2 6 8 

25~34歲 3 8 11 

35~44歲 32 5 37 

45~54歲 16 14 30 

55~64歲 10 6 16 

65歲以上 12 7 19 

總計 100 100 200 

從讀者性別以及借閱冊數來看，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首先是女性在適婚

以及養兒育女的年齡層（35~44歲），不僅人數、書籍的借閱率都高於男性，這

與前文認為女性為幼兒主要伴讀者的推論相符。其次，以男女前一百名為觀察

指標，也可以發現，第一百名男性的書籍借閱冊數約為 300冊左右，而女性則

落在 350冊左右，顯示女性對於閱讀的需求更高。最後，在 18~24歲以及 25~34

歲這兩個年齡層，無論男女的借閱冊數都下降，而這正是在大專院校求學或是

離開學校進入到社會工作的階段。為何差異如此之大？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

很難做出結論，不過「閱讀」與「就業」這兩個變數仍值得探討，以做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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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擬定職場對於閱讀的影響以及推動閱讀的策略。 

 

(二)借閱人口與書籍借閱次數 

前文提到 24 歲至 54 歲之間的男女性別借閱人口數大幅拉開，女性借閱人

口數約為男性的一倍之多，表示女性對於圖書的需求遠高於男性。為何女性在

這個階段的閱讀需求會上升？如果我們從「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所提供的資料來看，在書籍方面借閱率最高的書籍有兩類，第一類是漫畫，尤

其是當代流行的漫畫例如名偵探柯南、航海王或鬼滅之刃；第二類的書籍則是

繪本、童書。我們比較從民國 108至 110年最常被借閱書籍的前 20名來看，幾

乎都是上述提到的兩類書籍，而其他類別書籍的借閱數則呈現常態分布。 

漫畫書借閱率高在在說明為何雲林縣低年齡層的辦證率與借閱率的現象。

通常這個階段的小孩在使用 3C產品會受到父母的限制，自己並無法握有充分的

使用權，與其依賴父母的手機或電腦，不如去圖書館借閱實體的書籍還來得方

便。這從漫畫動輒被借閱超過上百次來看，可以知道漫畫在本縣讀者相當受到

歡迎。 

另一類借閱率高的書籍則是繪本、童書，如果以借閱次數高低來看，前一

百名被借閱的書籍中，繪本、童書至少佔了三分之一強以上，也就是被借閱的

書籍中每三本書至少就有一本是繪本童書。回到 24歲至 44歲的這兩個年齡層

正是適婚以及養育幼兒的年齡層，另外從被借閱書籍種類以及次數來看，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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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有小孩父母的需求，枕邊故事往往是伴著小孩入眠最好的工具。 

從這年齡層的數字可以看得出來，無論男女的閱讀需求都增加，但是女性

增加的幅度遠高於男性。如果上述現象的推測有可信度的話，那麼在雲林女性

不但遠比男性更重視幼兒教育，也投入更多的閱讀時間陪伴著小孩，一直到 45

至 54歲這個年齡層小孩已經長大上高中或大學，而對於圖書館的需求也跟著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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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至 108年熱門書籍前 20排名 

110年熱門書籍排名(日期起迄 110/01/01～110/12/31) 

名次 書名/書名 資料類型 借閱次數 

1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榮一郎作;許任駒譯 
兒童書;一般圖書;漫

畫書; 
3,254 

2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原作;王敏媜, 何美霞, 張

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 林捷瑜, 陳柏伸等人翻

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

畫書; 
2,806 

3 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作;林志昌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 1,602 

4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原作;張正薇等譯 
兒童書;漫畫書;一般

圖書; 
1,554 

5 
科 學 發 明 王 1-31/Gomdori Co. 文 ;Hong 

Jong-Hyun圖;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

畫書; 
1,156 

6 棒球大聯盟/滿田拓也作;張正薇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

童書; 
1,152 

7 
科學實驗王/崗多利公司(Gomdori Co.)編著;洪

鍾賢(Hong Jong-Hyun)圖;徐月珠譯 

巡迴書箱(學校);一

般圖書;漫畫書;兒童

書; 

1,120 

8 鏡周刊/ 期刊; 1,049 

9 
X 恐龍探險隊/李國靖,阿比故事;氧氣工作室繪

圖 
漫畫書;兒童書; 973 

10 中學生每日一文/劉穎,吳軒編著 巡迴書箱(學校); 799 

11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王敏媜等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

畫書; 
729 

12 原古心靈教室函授班教材/洪寬可授課 一般圖書; 708 

13 
楓之谷大冒險,我要成為楓谷勇士/宋道樹作;金

新中繪;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

童書; 
700 

14 
科學實驗王./Story a.文 ; Hong Jong-Hyun圖 ; 

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

童書; 
688 

15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Akira翻譯 
漫畫書;一般圖書;兒

童書; 
683 

16 周刊王/ 期刊; 646 

17 強壯先生與食人魔鬼/Roger Hargreaves作 兒童書; 626 

18 元尊/天蠶土豆著 一般圖書; 617 

18 康軒學習雜誌-初階版(斗六繪本)/ 期刊; 617 

19 西遊記/吳承恩原著;陳維東編劇;彭超繪 漫畫書; 599 

20 進擊的巨人/諫山創著;張益豐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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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熱門書籍排名(日期起迄 109/01/01～109/12/31) 

名次 書名/書名 資料類型 借閱次數 

1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原作;王敏媜, 何美霞, 張正薇, 張

芳馨, 王瑜平, 林捷瑜, 陳柏伸等人翻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

畫書; 
4,460 

2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原作;張正薇等譯 
兒童書;漫畫書;一般

圖書; 
2,396 

3 
科學實驗王/崗多利公司(Gomdori Co.)編著;洪鍾賢(Hong 

Jong-Hyun)圖;徐月珠譯 

巡迴書箱(學校);一般

圖書;漫畫書;兒童書; 
1,650 

4 
科學發明王 1-31/Gomdori Co.文;Hong Jong-Hyun 圖;徐月

珠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

畫書; 
1,388 

5 X恐龍探險隊/李國靖,阿比故事;氧氣工作室繪圖 漫畫書;兒童書; 1,112 

6 科學實驗王./Story a.文 ; Hong Jong-Hyun圖 ; 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

童書; 
1,066 

7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Akira翻譯 
漫畫書;一般圖書;兒

童書; 
970 

8 棒球大聯盟/滿田拓也作;張正薇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

童書; 
966 

9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榮一郎作;許任駒譯 
兒童書;一般圖書;漫

畫書; 
964 

10 航海王/尾田榮一郎 
兒童書;漫畫書;一般

圖書; 
921 

11 少年科學偵探 CSI/高嬉貞撰文;徐榮楠繪圖;陳安譯 
巡迴書箱(學校);青少

年;一般圖書;兒童書; 
854 

12 (西螺)新小牛頓/ 期刊; 839 

13 中學生每日一文/劉穎,吳軒編著 巡迴書箱(學校); 798 

14 進擊的巨人/諫山創著;張益豐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 763 

15 哆啦 A夢/藤子.F.不二雄著;林其磊等譯 漫畫書; 757 

1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青山剛昌原著;金井正幸漫畫;黃

薇嬪等翻譯 

一般圖書;青少年;漫

畫書;兒童書; 
755 

17 
孫悟空科學 72 變,鍊金術士的化學魔法/孫永云,高順貞文;

紅龜圖;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

畫書; 
723 

18 航海王/尾田榮一郎著;方郁仁譯 漫畫書; 716 

19 植物大戰殭屍:成語漫畫:語文高手之登龍祕笈/笑江南編繪 兒童書;漫畫書; 713 

19 火影忍者/岸本斉史作;方郁仁譯 漫畫書; 713 

19 
楓之谷大冒險,我要成為楓谷勇士/宋道樹作;金新中繪;徐

月珠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

童書; 
713 

20 
丹丹  [v.1刷牙刷~刷~刷 v.2尿尿噓~噓 v.3嚼嚼嚼 v.4躲

貓貓 v.5一起來玩兒]/清野幸子文.圖;鄭明進譯 

不可外借兒童書;幼兒

圖書;兒童書;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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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熱門書籍排名(日期起迄 108/01/01～108/12/31) 

名次 書名/書名 資料類型 借閱次數 

1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原作;王敏媜, 何美霞, 張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 林捷瑜, 陳柏伸等人翻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畫

書; 
5,886 

2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原作;張正薇等譯 
兒童書;漫畫書;一般圖

書; 
2,402 

3 
科學實驗王/崗多利公司(Gomdori Co.)編著;洪鍾賢

(Hong Jong-Hyun)圖;徐月珠譯 

巡迴書箱(學校);一般

圖書;漫畫書;兒童書; 
1,817 

4 棒球大聯盟/滿田拓也作;張正薇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童

書; 
1,575 

5 再現世界歷史,西元 2001~/程蕾撰文 青少年;兒童書; 1,416 

6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Akira翻譯 
漫畫書;一般圖書;兒童

書; 
1,352 

7 X恐龍探險隊/李國靖,阿比故事;氧氣工作室繪圖 漫畫書;兒童書; 1,254 

8 
科學發明王 1-31/Gomdori Co.文;Hong Jong-Hyun 圖;

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畫

書; 
1,084 

9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南房秀久原作;近藤二郎監修;加

藤廣史漫畫;李彥樺,卓文怡譯 

青少年;一般圖書;兒童

書;漫畫書; 
887 

10 
植物大戰殭屍:成語漫畫:語文高手之登龍祕笈/笑江南

編繪 
兒童書;漫畫書; 856 

11 少年科學偵探 CSI/高嬉貞撰文;徐榮楠繪圖;陳安譯 
巡迴書箱(學校);青少

年;一般圖書;兒童書; 
839 

12 庶女有毒 1-13冊/秦簡著 一般圖書; 821 

13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王敏媜等譯 
一般圖書;兒童書;漫畫

書; 
818 

14 進擊的巨人/諫山創著;張益豐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 806 

15 
科學實驗王(1):酸鹼中和/Story a.文;洪鍾賢(Hong 

Jong-Hyun)圖;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漫畫書;兒童

書; 
805 

16 中學生每日一文/劉穎,吳軒編著 巡迴書箱(學校); 798 

17 深夜食堂/安倍夜郎著;丁世佳譯 
巡迴書箱(學校);漫畫

書;一般圖書; 
778 

18 
科學實驗王 22:地球的演變/Story a.文;洪鍾賢(Hong 

Jong-Hyun)圖;徐月珠譯 

一般圖書;巡迴書箱(學

校);漫畫書;兒童書; 
775 

19 哆啦 A夢/藤子.F.不二雄著;林其磊等譯 漫畫書; 768 

20 誰與爭鋒/石川作 一般圖書;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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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閱人口與借閱讀者身份 

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有借閱讀者身份的設定，從其歸納前一百

名的借閱者來看，中小學校是圖書館的常客，借閱圖書冊數也是最多的，其次

是機構單位如其他圖書館、文化館舍、微冊角落等，再來才是公司行號，前一

百名閱讀者總計的圖書借閱冊數超過 10萬本。 

國中小學借閱率高，可見各鄉鎮市圖書館在推廣閱讀方面的努力與成效。

本縣閱讀推廣單位很早就積極與學校合作，共同推廣閱讀，也為青少年養成閱

讀習慣奠定良好的根基。不過如果從統計數字來看，比較有疑慮的地方是 0~5

歲這個年齡層的辦證數在女性方面為 6,587人，男性方面為 4,950人，加總後

為 1萬 1,537人，這個數字可說是相當高。3到 5歲的小孩雖然已經會選擇自

己想看的書，不過書的內容還需要大人們加以解說伴讀。給予 5歲以下小朋友

辦理借書證與借書的權利，雖然在一方面有助於推廣閱讀，但另一方面確有可

能造成在統計學上分析的錯誤。因此是否要讓這個年齡層即有辦理借書證的權

利頗值得探討。不過無論如何，從借閱讀者的身份來看，以學校為單位作為推

廣閱讀的主體，確實對於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在地圖書館藏書有限的情況下，

讓學校擔負起「行動者」的角色，來協助學生在借閱方面的不便與限制，確實

是有利於推廣偏鄉地區的閱讀風氣，也拉近城鄉之間學子們在文化資本間的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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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作為 

從上述依照性別分析來看閱讀推廣可以發現，本縣在推動學童閱讀方面

可以說是相當成功，這一方面除了圖書單位致力於推廣之外，學校的配合更是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到，18歲之後的閱讀人口以

及圖書館的使用率開始下滑，這在前文中已有解釋，這個年齡正是就讀大專院

校的階段，除了會以學校圖書館作為主要借閱專業書籍之外，雲林弟子外出就

讀減少借閱率或外縣市的學子來到雲林而不熟悉雲林縣內的藏書類型，都是讓

這個年齡層減少利用圖書館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統計資料來看，現在圖書館藏書使用率最高的就是 18歲以下的年輕學

子，要養成閱讀習慣與風氣並不容易，除了需要長期培養閱讀習慣之外，還需

不斷地有誘因，例如吸引人的新書。然而從數字來看，18歲成為一個明顯的分

野，圖書館以及圖書的使用率都開始下滑。 

當然，一般人在步入職場之後，經濟自主，有能力買書而不見得會再依

賴圖書館。只是從我國國民平均每年購書冊數來看，再跟圖書館的借閱冊數相

比較，可以推論本縣成年人的閱讀冊數確實是遠低於 18歲之前，這也意味著原

來所養成的閱讀習慣逐漸消失。因此在策進作為方面，建議以下幾件事: 

一、維持與國高中、小學的閱讀推廣活動，保持雲林學生書籍借閱歸還

的便利性，養成雲林子弟的閱讀習慣。這部分尤其可針對女性學童在圖書館的

使用方面提出更便利的措施，以及更適合女性學童閱讀的書籍種類。總的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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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階段對於閱讀的培養，學校仍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培養下一代閱讀的習

慣與興趣。圖書推廣一直以來與跟學校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未來在圖書的選

購更應廣納學校的意見，畢竟學校是最接近學生，而學校也應該最能反映學生

們的需求，尤其是女性學童的閱讀偏好資訊的收集更可透過學校管道來獲取。 

二、在地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合辦「圖書館日」或「圖書館週」的活動，

介紹大學所在地的鄉鎮市圖書館的各式資源予學子，提高在地圖書館的使用

率。 

三、女性在適婚年齡之後對於閱讀的需求大增，而從借閱書籍的種類和

次數別來看，可推測是因為學童教育而產生。男性雖然亦有增加，但增加幅度

沒有女性來得大。養兒育女不單單是女性的責任，作為家庭成員中的男性一樣

得擔負同樣的責任。不過從資料來看，似乎女性更偏重承擔這樣的角色和責任。

從資料中我們已經知道年輕的父母親們因為小孩而有伴讀的需求，對於圖書館

的使用率也更加地依賴。因此在未來推廣閱讀方面，設計以親子，尤其是賦予

「父親」在伴讀方面更大的角色，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這樣的設計不僅

將女性從勞動中，從家庭庶務中，也從對養兒育女的責任中解放出來，讓女性

享有更多的自主權，而不是遵循傳統的規範而已。 

四、因疫情所導致的「到館」借閱人口數的下滑，在另一方面卻推升了

電子書的成長，也代表閱讀人口年齡層的改變。不過閱讀對於有老花的高齡者

來說是一件吃力的事，在因應人口的高齡化，未來在選書除需更重視書籍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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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字級、行距之外，亦可教導高齡者使用 3C設備閱讀，藉由放大字級與行距

減輕高齡者的負擔，提高電子書的借閱率。這部分從統計資料來看，女性閱讀

者的需求應該又比男性為高。 

五、雲林縣女性在養兒育女階段重視教育與伴讀，但隨著小孩長大，似乎

女性也逐漸減少閱讀的頻率。對此可以針對逐漸脫離養兒育女之年齡層的女性，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詢問其在閱讀方面的需求，保持其原來的閱讀習慣，亦是賦

能（empower）女性，彌補其在育兒階段與社會、工作疏離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