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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雲林縣政府文觀處圖書館 V.S鄉鎮圖書館閱讀性別統計及分析 

 

壹、前言 

   已逝的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 1984年出版

La Distinction（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一書，完成他社會階層化

理論的概念。他認為，一個人的審美意向暗示他個人的社會空間，也就是

社會地位，並且引導他區隔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距離。這在閩南語的俗諺中

也有類似的句子，如「龍交龍、鳳交鳳，隱痀交侗戇」。布迪厄認為，這些

意向會在個人童年時代被內化，並引導年輕人朝向他們適當的社會地位，

對某些行為方式的偏好，以及對其他行為的厭惡。 

這種社會階層化更進一步闡釋他後來提出的社會資本、文化累積的概念。

不過台灣畢竟不同於法國，在台灣沒有過去歐洲社會強烈的社會階層制度，

因此在生活中有著更大的自由度。許多人相信「愛拼才會贏」，就是一種不

向社會階層化低頭的表現。不過這並不表示布迪厄的觀察有錯，或他的理

論在台灣不適用。事實上隨著全球化與文明化的過程，文化資本的累積在

當代顯得特別重要，過去台灣階層間的流動逐漸被束縛，空間漸漸被壓縮，

窮人要翻身比起以往更不容易。這在在都顯示雖然整體社會的富裕度增加

了，但是階層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 

有言「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就是講述文化資本累積的重要性，

而閱讀是其中最簡單、最容易上手的方法。因此在本統計分析中雖然以性

別為主軸，但也探討雲林縣各鄉鎮市的閱讀情形，透過簡單的統計資料來

觀察不同區域在性別以及整體的文化現象，未來將據此作為推廣閱讀的參

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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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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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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主要延續 107-108年在整理圖書館性別統計資料過程所發

現的幾個問題繼續深化，並且檢討在疫情期間所推出的各項閱讀政策的效

度。 

 

 

叁、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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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雖然資源短缺，但是在閱讀推動方面從不

落人於後，因此為了讓縣民更容易接觸到閱讀，除了辦理各項推廣閱讀活

動之外，還與雲林縣內 20個鄉鎮市的商家結合，創立「微冊角落」，讓民

眾除了圖書館之外，也能在這些微冊角落取得由文化觀光處圖資科所提供

的書籍。不過由於民眾取得這些圖書資料並沒有限制，在統計上無法精確

掌握取閱者的樣態，因此雖然微冊角落的閱讀貢獻度很大，但不作為性別

統計與分析的對象。 

本次分析延續 107年與 108年的觀察，並就這兩個年度的分析結論做進一

步的深化，以作為未來縣府推動閱讀或書籍採購或圖書資源分配的參考。 

 

一、近三年男性及女性圖書借閱人次及借閱冊數 

首先我們先就 107、108以及 109三個年度男性與女性在借閱人次及借 

閱冊數上做一概觀數字的呈現。 

 

107年度總借閱人次與總借閱冊數 

館藏地(室) 總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30,341 100% 191,359 100% 

總計 30,341 100% 191,3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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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女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8,544 100% 141,147 100% 

總計 18,544 100% 141,147 100% 

107年度男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男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1,796 100% 50,211 100% 

總計 11,796 100% 50,211 100% 

108年度總借閱人次與總借閱冊數 

館藏地(室) 總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27,310 100% 187,142 100% 

總計 27,310 100% 187,142 100% 

108年度女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6,715 100% 142,512 100% 

總計 16,715 100% 142,512 100% 

108年度男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男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0,589 100% 44,572 100% 

總計 10,589 100% 44,572 100% 

109年度總借閱人次與總借閱冊數 

館藏地(室) 總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39,576 100% 254,294 100% 

總計 39,576 100% 254,2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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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女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23,437 100% 156,162 100% 

總計 23,437 100% 156,162 100% 

109年度男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男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6,139 100% 98,132 100% 

總計 16,139 100% 98,132 100%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統計資料 

 

從這連續三年數字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現象。在去年我們

做了統計與分析之後，並在策進作為中小幅調整部分圖書推動措施之後，似乎

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的改變。 

107年度: 

總借閱人次為 3萬 341人次，而借閱書籍的總冊數為 19萬 1,359冊，其中女性

的人次數為 1萬 8,544人次，男性為 1萬 1,796人次，比分別為 61.1%以及 38.9

％，在借閱冊數方面，19萬 1,359冊數中，女性的借閱冊數為 14萬 1,147冊，

而男性則為 5萬 211冊，比率分別為 73.8%以及 26.2％； 

108年度: 

總借閱人數為 2萬 7,310人次，借閱的書籍冊數為 18萬 7,142冊，其中女性 1

萬 6,715人次，男性 1萬 589人次，比例分別為 61％以及 39％，而在冊數方面

女性借閱為 14萬 2,512冊，男性為 4萬 4,572冊，佔比為 76％與 24％； 

109年度: 

總借閱的總人數為 3萬 9,576人次，借閱的書籍冊數為 25萬 4,294冊，其中女

性 2萬 3,437人次，男性 1萬 6,139人次，女男比例分別為 59％以及 41％，而

在冊數方面女性借閱為 15萬 6,162冊，男性為 9萬 8,132冊，佔比為 61％與

39％。 

      109 年無論是男、女性的閱讀人次都增加，同時在男性方面更是顯著。

當然，109年爆發 Covid-19疫情，而使得這樣的變化是因為疫情，還是由於本

縣閱讀推廣政策之故，以目前的資料無法找出主要的原因，但可以確定的是在

109年度本縣文化觀光處所推動的諸多閱讀政策不無影響。 

 



[鍵入文字] 

 

7 
 

為了讓讀者更清楚，我們將這三年的變化製表以及長條圖如下：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女性借閱人次比例 61.1% 61％ 59％ 

男性借閱人次比例 38.9％ 39％ 41％ 

女性借閱冊數比例 73.8% 76％ 61％ 

男性借閱冊數比例 26.2％ 24％ 39％ 

 

從上圖中可以清楚看到，在借閱率方面雖然女性和男性這三年幾乎都維

持在同樣的水準，但是在 109年度男性在使用圖書設備的比例有著大幅的成長，

這代表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在改善或是推動男性讀者使用圖書設備資源的

努力有所回報。 

二、雲林縣縣民使用各鄉鎮圖書館的性別表現 

    在本章的第一小節中所使用的資料是以雲林縣文化觀光處圖書室這三年

的資料來做比較，但是上述的資料並不包含各鄉鎮市圖書館的使用狀況。但即

使如此，不難推論或猜想，女性在圖書館的使用以及借閱方面在其他鄉鎮市應

該也會呈現類似的狀況。然而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於證明這種狀況，而是進一步

探討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以及未來該如何針對這些現象來提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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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人次 女性借閱冊數 男性借閱人次 男性借閱冊數 

文化觀光處 23,437 156,162 16,139 98,132 

褒忠鄉立圖書館 5,944 36,160 3,295 21,407 

水林鄉立圖書館 1,512 9,064 1,444 7,894 

東勢鄉立圖書館 1,905 10,427 1,134 6,520 

二崙鄉立圖書館 679 3,962 328 1,841 

莿桐鄉立圖書館 2,462 13,192 1,235 6,686 

莿桐鄉麻園分館 1,902 11,685 908 5,328 

虎尾鎮立圖書館 19,021 120,892 10,041 61,871 

古坑鄉立圖書館 3,580 22,690 2,134 11,807 

口湖鄉立圖書館 1,779 11,747 847 6,030 

崙背鄉立圖書館 3,496 19,796 2,718 12,087 

林內鄉立圖書館 2,110 14,505 1,348 9,124 

麥寮鄉立圖書館 5,969 28,774 3,583 16,989 

北港鎮立圖書館 15,439 91,894 8,633 46,469 

四湖鄉立圖書館 1,471 7,906 908 5,008 

西螺鎮立圖書館 7,430 44,194 3,795 22,328 

台西鄉立圖書館 1,148 7,951 611 4,575 

土庫鎮立圖書館 4,233 24,633 2,033 10,926 

土庫鎮馬光分館 1,877 11,953 1,145 6,926 

斗六市立繪本館 11,995 100,032 4,956 39,016 

斗六市中山分館 9,344 46,949 4,728 23,044 

斗南鎮立圖書館 5,024 29,879 2,744 15,175 

大埤鄉立圖書館 7,931 44,387 3,841 21,375 

元長鄉立圖書館 2,345 15,257 1,635 10,990 

 

上表是文化觀光處圖書室統計出 109年從 1月 1日到 12月 31日本縣縣民在各

鄉鎮市圖書館的書籍借閱情況，從各圖書館所提供的數字中，可以看到各館的

使用率相當懸殊，例如台西鄉立圖書館一年的總借閱人次差不多就是 1,000

人次，而虎尾鎮立圖書館則有將近 30,000人次的借閱率。不過如果我們進一

步以人均借閱書籍數來看的話，則其中的差距就沒有我們想像中來的大，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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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次 

女性借閱 

冊數 

女性借閱 

比 

男性借閱 

人次 

男性借閱 

冊數 

男性借閱

比 

文化觀光處 23,437 156,162 6.66 16,139 98,132 6.08 

褒忠鄉立圖書館 5,944 36,160 6.08 3,295 21,407 6.49 

水林鄉立圖書館 1,512 9,064 5.99 1,444 7,894 5.46 

東勢鄉立圖書館 1,905 10,427 5.47 1,134 6,520 5.74 

二崙鄉立圖書館 679 3,962 5.83 328 1,841 5.61 

莿桐鄉立圖書館 2,462 13,192 5.35 1,235 6,686 5.41 

莿桐鄉麻園分館 1,902 11,685 6.14 908 5,328 5.86 

虎尾鎮立圖書館 19,021 120,892 6.35 10,041 61,871 6.16 

古坑鄉立圖書館 3,580 22,690 6.33 2,134 11,807 5.53 

口湖鄉立圖書館 1,779 11,747 6.6 847 6,030 7.11 

崙背鄉立圖書館 3,496 19,796 5.66 2,718 12,087 4.44 

林內鄉立圖書館 2,110 14,505 6.87 1,348 9,124 6.76 

麥寮鄉立圖書館 5,969 28,774 4.82 3,583 16,989 4.74 

北港鎮立圖書館 15,439 91,894 5.95 8,633 46,469 5.38 

四湖鄉立圖書館 1,471 7,906 5.37 908 5,008 5.51 

西螺鎮立圖書館 7,430 44,194 5.94 3,795 22,328 5.88 

台西鄉立圖書館 1,148 7,951 6.92 611 4,575 7.48 

土庫鎮立圖書館 4,233 24,633 5.81 2,033 10,926 5.37 

土庫鎮馬光分館 1,877 11,953 6.36 1,145 6,926 6.04 

斗六市立繪本館 11,995 100,032 8.33 4,956 39,016 7.87 

斗六市中山分館 9,344 46,949 5.02 4,728 23,044 4.87 

斗南鎮立圖書館 5,024 29,879 5.94 2,744 15,175 5.53 

大埤鄉立圖書館 7,931 44,387 5.59 3,841 21,375 5.56 

元長鄉立圖書館 2,345 15,257 6.5 1,635 10,990 6.72 

 

上表中顯示人均借閱的情況，其中有兩個部分值得探討。首先是以人均值來看，

男性與女性個人的借閱比差不多，也就是說，雖然女性總體的借閱人次比男性

高，但若以借閱比（例如男性借閱冊數/男性借閱人次）來觀察，無論男性或

女性個人一年所借的書籍數並不會差太多，約在 5至 6本之間。在同一鄉鎮市

的話，男性與女性平均的借閱比顯得相當接近。其次是有些圖書館的書籍借閱

率並不高，例如崙背、麥寮以及斗六市中山分館等處，男性與女性讀者一年所

借閱的書籍約在 4、5本之間。我們用下面的圖表可以更清楚看到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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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比較有趣的數字是，如果我們納入各鄉鎮市的人口數，並在這個基礎上做

進一步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各鄉鎮市圖書館的差異更因此而更明顯。 

 

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次 
女性人口數 

女性平均借

閱人次 

男性借閱

人次 
男性人口數 

男性平均借

閱人次 

文化觀光處 23,437 54,798 0.43  16,139 53,879 0.30  

褒忠鄉立圖書館 5,944 5,761 1.03  3,295 6,716 0.49  

水林鄉立圖書館 1,512 11,004 0.14  1,444 13,173 0.11  

東勢鄉立圖書館 1,905 6,298 0.30  1,134 7,857 0.14  

二崙鄉立圖書館 679 12,104 0.06  328 13,925 0.02  

莿桐鄉立圖書館 2,462 13,548 0.18  1,235 14,763 0.08  

莿桐鄉麻園分館 1,902 13,548 0.14  908 14,763 0.06  

虎尾鎮立圖書館 19,021 35,073 0.54  10,041 35,826 0.28  

古坑鄉立圖書館 3,580 14,617 0.24  2,134 16,251 0.13  

口湖鄉立圖書館 1,779 12,322 0.14  847 14,081 0.06  

崙背鄉立圖書館 3,496 11,244 0.31  2,718 12,540 0.22  

林內鄉立圖書館 2,110 8,310 0.25  1,348 9,124 0.15  

麥寮鄉立圖書館 5,969 24,141 0.25  3,583 23,810 0.15  

北港鎮立圖書館 15,439 18,862 0.82  8,633 20,227 0.43  

四湖鄉立圖書館 1,471 10,185 0.14  908 12,202 0.07  

西螺鎮立圖書館 7,430 22,607 0.33  3,795 22,85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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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西鄉立圖書館 1,148 10,690 0.11  611 12,322 0.05  

土庫鎮立圖書館 4,233 13,550 0.31  2,033 14,755 0.14  

土庫鎮馬光分館 1,877 13,550 0.14  1,145 14,755 0.08  

斗六市立繪本館 11,995 54,798 0.22  4,956 53,879 0.09  

斗六市中山分館 9,344 54,798 0.17  4,728 53,879 0.09  

斗南鎮立圖書館 5,024 21,757 0.23  2,744 22,397 0.12  

大埤鄉立圖書館 7,931 8,697 0.91  3,841 9,907 0.39  

元長鄉立圖書館 2,345 11,168 0.21  1,635 13,526 0.12  

 

上表是加入民政處各鄉鎮市的人口統計資料，第一個欄位是女性借閱人次，第

二個欄位是該鄉鎮市的人口數，第三個欄位則是女性借閱人次/女性人口數，

餘下四、五、六個則是男性。從上表中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應該是褒忠鄉，該鄉

女性借閱人次高於女性總人口數，所以其比值超過1，也是所有數值中的唯一。

比值越高，代表參與圖書館閱讀活動的比例越高，反之比值越低，表示該地圖

書館的利用率也低。 

 

從長條圖中可以看到幾個現象: 

一、女性參與閱讀的比例都遠高於男性 

二、褒忠、北港以及大埤這三個鄉鎮市的圖書館利用率都特別高，尤其在女性

部分，因此很值得特別探討其原因 

三、在幾個鄉鎮市男性參與閱讀的比例特別低，包括二崙、莿桐、口湖、四湖、

台西、土庫、斗六市立繪本館、斗六市中山分館等，幾已佔雲林縣圖書館的三

分之一強，因此很有必要檢討與瞭解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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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政策與閱讀人口增加 

    我們比較了 107、108以及 109年在文化觀光處所屬大樓圖書空間的使用

與書籍借閱情形，並且看到了在 109年男性借閱書籍的比例大幅增加，這其中

的原因與文化觀光處在 109年所推動各項政策不無關係，其中包括為了因應疫

情而與 20鄉鎮圖書館及微冊角落，推出「你借閱‧我就送」(單次借 15本就

送精美小品(禮物隨選)、「快閃借閱抽好禮」(2,522人參與)、微冊書展、「333

防疫閱讀，一起來」等親民活動。此外更是進入到各鄉鎮市校園或公共場域宣

導圖書館資源，並且辦理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原創繪本大解密以及微冊角落-

立體圖書館，擴大民眾對圖書館的認識，並且塑造圖書館的親近性，而不是如

同過去嚴肅，只有琅琅的讀書聲。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從上表與上圖中都可發現，推動閱讀還有很大的空間，

而且刺激男性使用圖書館的空間更大，幾乎每個鄉鎮市男性的圖書館借閱人口

只有女性的二分之一。此外，閱讀人口在鄉鎮市間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下圖

是統計 109年雲林縣鄉鎮市男女從圖書館借閱書籍的冊數統計。在分類中俗稱

海線一帶的鄉鎮市區域可以看到除了北港之外，借閱冊數的量都低於其他區域，

而過去傳統的三個郡，斗六郡、虎尾郡、北港郡相對其他鄉鎮市閱讀人口較多，

這雖是必然，但卻是必須扭轉的趨勢，也就是得提高其他鄉鎮市，尤其是男性

的閱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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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作為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幾個結論，就其結論探討策進作為: 

一、 推廣好的閱讀政策有助於提昇人民的閱讀率，這在 109年男性

閱讀冊數的增加可以看到成果。未來主題書展可以像:男神書展

或立體圖書館等議題，提高男性借閱書籍的興趣及動力。 

二、 有些鄉鎮市如台西，人口數雖多，但是圖書館的使用頻率卻相

當低，顯示這些鄉鎮市圖書館的政策有調整的必要。反觀褒忠

鄉圖書館的部份，一樣是較偏遠的鄉鎮，但借閱率卻是全縣前

幾名的，探究其原因竟是館員!!原來褒忠鄉圖書館的館員跟讀

者都變成了好朋友，對其所需要的、感興趣的、新到圖書等都

有其精準的掌握，故很多讀者都很享受館員這樣的服務。這也

呼應了比爾蓋茲曾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培養出我今日成就

的，是我家鄉的一個小圖書館。」圖書館員完全改變了他的生

活。未來可多開培育館員的課程或講座，讓館員了解服務讀者

的重要性及影響性，並增加館員自信及成就感。 

三、 海線地區閱讀人口較少，是該區高齡化的影響，還是圖書館藏

不足，或是圖書借閱不夠便民，肯定有其原因。閱讀屬於社會

資本累積的一環，而透過閱讀來取得文化資本更是最普遍的方

式。如果閱讀在這些地區不普遍，孩童、青少年長久下來在文

化累積方面也勢必受到影響，無疑將擴大不同區域間文化資本

的鴻溝。因此針對海線地區實有必要導入更積極有效的閱讀推

廣政策。未來可善用民間資源，推廣及結合微冊角落，借微冊

角落的目的來改變及縮短文化資本的鴻溝。 

1. 閱讀即生活，我們相信閱讀可以帶來正向改變的力量。 

2. 微冊角落是一場運動，非消耗年度預算的活動。 

3. 提出微冊主張，透過選書，傳達職人專業或達人關懷。 

4. 透過一本萬力漂書，走讀雲林。 

5. 透過微冊品牌分享，建立媒合網絡。 

6. 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讓雲林的閱讀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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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668人, 

56% 

借閱證男女比例 

男 女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 107-108年閱讀性別統計及分析 

壹、前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於《公共圖書館宣言》(UNESCO,1994)中闡述:「公

共圖書館是地方的知識門戶，提供個人及社團終生學習、獨立判斷、文化發展

的環境」。圖書館負有促進終身學習，公民積極參與意識，以及民主與言論自由

的使命。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以服務社會大眾，保存本地文獻，提供圖書

資訊，推廣社會教育為主要任務。為保障資訊自由與資訊公平享有，提供民眾

平等使用本館館藏及閱覽設備。民眾憑文化處圖書館及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

各鄉(鎮、市)圖書館發給之借閱證辦理圖書資料借閱。 

 

 貳、現況概述 

      本處在推廣閱讀方面一向不遺餘力，除了各鄉鎮市的圖書館之外，另外

又結合民間資源，建立「微冊角落」，讓即使是所謂偏鄉之處，都還能得到文化

處的支援，在商家的一角得以借閱圖書或買書，成就一個書香社會。本文主要

以縣民使用本處圖書館及借閱書籍冊數等，比較 107年與 108年男性與女性在

閱讀方面的趨勢。 

 

叁、統計分析 

   一、借閱性別比例 

      根據本處圖書館內的資料顯示，以 107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

止統計:居住地在雲林，且以本縣圖書館辦理之借閱證為基準，統計使用者的總

人數共計有 1,203人，其中女性為 668人，男性為 535人，比例約為 56％與 44

％，女性人數略高於男性，因此亦可認為女性的閱讀需求比男性高，從歸納整

理之資料來看亦可支持此觀點。其比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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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年男性及女性借閱人次及借閱冊數 

 

在 107年總借閱人次為 3萬 341人次，而借閱書籍的總冊數為 19萬 1,359

冊，可見該館的圖書利用率相當高。另外在 3萬 341人次中，女性的人次數為

1萬 8,544人次，男性為 1萬 1,796人次，比分別為 61.1%以及 38.9％，顯示

女性較男性更常運用這項圖書設施。另外從借閱的冊數來看，在 19萬 1,359

冊數中，女性的借閱冊數為 14萬 1,147冊，而男性則為 5萬 211冊，比率分別

為 73.8%以及 26.2％，其數據就更加明顯拉大，顯示在 107年女性對於該圖書

館的使用率遠超過男性。下表為文化處圖書室所提供之表列數字： 

 

107年度總借閱人次與總借閱冊數 

館藏地(室) 總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30,341 100% 191,359 100% 

總計 30,341 100% 191,359 100% 

107年度女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8,544 100% 141,147 100% 

總計 18,544 100% 141,147 100% 

107年度男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男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1,796 100% 50,211 100% 

總計 11,796 100% 50,211 100% 

 

 三、108年男性及女性借閱人次及借閱冊數 

 

    在 108年方面截至 11月 30日的統計，借閱的總人數為 2萬 7,310人次，

借閱的書籍冊數為 18萬 7,142冊，其中女性 1萬 6,715人次，男性 1萬 589

人次，比例分別為 61％以及 39％，而在冊數方面女性借閱為 14萬 2,512冊，

男性為 4萬 4,572冊，佔比為 76％與 24％，顯示 108借閱的女、男人次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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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當，但是借閱的書籍冊數則是女性有增加的趨勢，若以此兩年來看，顯示

本縣女性對於閱讀的需求在增加中。 

108年度總借閱人次與總借閱冊數 

館藏地(室) 總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27,310 100% 187,142 100% 

總計 27,310 100% 187,142 100% 

108年度女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女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6,715 100% 142,512 100% 

總計 16,715 100% 142,512 100% 

108年度男性借閱人次與冊數 

館藏地(室) 男性借閱 

 人數 百分比 冊數 百分比 

文化處圖書室 10,589 100% 44,572 100% 

總計 10,589 100% 44,572 100% 

從上述的數字可以看到，雖然男女辦理借閱證的比例差距不大，但是對於使用

圖書設備以及閱讀習性來看，女性顯得比男性來得積極。因此我們進一步分析

這群人住在哪裡以及其他的社會條件。 

 

四、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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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居住地來看，很明顯地，斗六地區一枝獨秀，幾乎佔了四分之三左右，

其次則為斗南、古坑、莿桐、虎尾等地。這種分布現象可以理解，該館位處於

斗六，因此借閱人數最多的自然是斗六市民，其次則為鄰近的鄉鎮市。不過這

裡需要注意的是，林內亦為斗六相鄰的城鎮，但是借閱人口數卻遠低於其他相

鄰城鎮，必有其緣故。 
 

若我們進一步觀察，在各鄉鎮辦證人數統計中，是否性別會影響到其間的差異

性？以下將男女性別依鄉鎮市再做細分可發現，若依比例觀察，距離斗六越遠

的鄉鎮市，普遍的現象是女性的人數在比率上將比男性為低。而這顯示男女在

空間移動方面的能力其實是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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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男性辦證人教育程度統計 

五、教育程度 

     從教育程度來看，亦有一些有趣的現象。以下為整體借閱者的教育程度分

析的長條圖。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下幾乎佔了大多數。就這個部分可

以合理推測許多的使用者是學生。 

若進一步以性別來做區分，可以更清楚發現到，男女性別在教育程度方面對於

使用圖書設備設施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顯示上文中所分析，女性閱讀與借閱冊

數比男性高出許多，並不是因為教育程度這個因素影響所致，可以說，更趨近

於是因為女性對於閱讀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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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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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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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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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小學 中學 高中(職) 大學 專科 碩士 博士 其它 未填寫 

女性辦證人教育程度統計 

工業 公教 
自由

業 
其它 

服務

業 
金融 軍警 家管 商業 農漁 預設 學生 醫護 

人數 19 26 113 39 41 6 2 54 14 2 208 11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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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辦證人職業別統計 

工業 公教 
自由

業 
其它 

服務

業 
金融 軍警 家管 商業 農漁 預設 學生 醫護 

人數 53 41 214 74 62 8 14 55 24 10 381 23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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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職業別辦證人數 

 

 

 

 

 

 

 

 

 

 

 

六、職業 

    借閱者的職業別會有所影響嗎?下圖顯示借閱者的職業別中很難判斷。原因

是因為在欄位中有預設欄，而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並沒有填寫其真實的職業類

別，由於此數字數值過大，因此在分析上的效度也會因此而下降。不過這些圖

表並非沒有意義。從職業別來看，最多的是預設值，其次則為學生，再者則為

自由業，而這也間接證實上文中的推論，許多的借閱者是學生。由於雲林有三

所大學，大學又有圖書館藏，無論在專業書籍或一般書籍都有一定的質和量，

因此我們認為這些借閱的學生多數可能是高中職以下的學生。(不過此命題僅為

預測，尚須更進一步的資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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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公教 
自由

業 
其它 

服務

業 
金融 軍警 家管 商業 農漁 預設 學生 醫護 

人數 34 15 101 35 21 2 12 1 10 8 173 1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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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進一步釐清這些借閱者的屬性，我們稍加整理 107年和 108年每月份的

借閱人次數與冊數如下表： 

107年度每月份借閱人次與借閱冊數 

月份 女性借閱人數 女性借閱冊數 男性借閱人數 男性借閱冊數 總借閱人數 總借閱冊數 

1 1,473 10,808 956 4,200 2,429 15,008 

2 1,232 8,921 797 3,583 2,029 12,504 

3 1,502 11,166 957 4,115 2,459 15,281 

4 1,385 11,273 937 3,991 2,322 15,264 

5 1,588 11,275 971 4,250 2,559 15,525 

6 1,615 12,319 1,069 4,588 2,684 16,907 

7 2,025 14,624 1,231 5,343 3,256 19,967 

8 1,867 14,832 1,154 4,823 3,021 19,655 

9 1,590 12,890 999 4,004 2,589 16,894 

10 1,421 10,816 938 3,722 2,359 14,538 

11 1,414 11,464 831 3,426 2,245 14,890 

12 1,432 10,757 856 4,166 2,288 14,923 

從數字來看，雲林縣除擁有固定的習慣性閱讀人口之外，借閱的高峰期則是在

7、8月間，推估可能是因為學生在暑假期間的大量閱讀，或者是父母親在暑假

期間陪著小孩子唸書之故。從下表的曲線圖可以看得更清楚此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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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7年男女借閱人數趨勢圖和借閱冊數趨勢圖來看，男性借閱幾乎是呈現一

條平滑直線，而女性則是較有變化，特別是在寒暑假期間最容易看出其起伏現

像。我們進一步檢視 108年截至 11月份的資料，亦可觀察到上述的現象，且在

女性的趨勢曲線比 107年度更加顯著。 

 
 

月份 女性借閱人數 女性借閱冊數 男性借閱人數 男性借閱冊數 總借閱人數 總借閱冊數 

1 1,541 11,887 998 4,304 2,539 16,191 

2 1,195 9,791 792 3,198 1,987 12,989 

3 1,509 12,110 981 4,122 2,490 16,232 

4 1,314 10,635 784 3,407 2,098 14,042 

5 1,499 13,085 962 4,212 2,461 17,29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女性借閱人數 1473 1232 1502 1385 1588 1615 2025 1867 1590 1421 1414 1432 

男性借閱人數 956 797 957 937 971 1069 1231 1154 999 938 831 856 

總借閱人數 2429 2029 2459 2322 2559 2684 3256 3021 2589 2359 2245 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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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男女借閱人數趨勢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女性借閱冊數 10808 8921 11166 11273 11275 12319 14624 14832 12890 10816 11464 10757 

男性借閱冊數 4200 3583 4115 3991 4250 4588 5343 4823 4004 3722 3426 4166 

總借閱冊數 15008 12504 15281 15264 15525 16907 19967 19655 16894 14538 14890 1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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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女性借閱冊數 11887 9791 12110 10635 13085 14796 15775 16987 13538 11940 11968 

男性借閱冊數 4304 3198 4122 3407 4212 4569 4906 4892 3798 3476 3688 

總借閱冊數 16191 12989 16232 14042 17297 19365 20681 21879 17336 15416 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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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男女借閱冊數趨勢圖  

6 1,789 14,796 1,066 4,569 2,855 19,365 

7 1,921 15,775 1,175 4,906 3,096 20,681 

8 1,883 16,987 1,153 4,892 3,036 21,879 

9 1,440 13,538 958 3,798 2,398 17,336 

10 1,305 11,940 826 3,476 2,131 15,416 

11 1,319 11,968 894 3,688 2,213 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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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借閱人數 1541 1195 1509 1314 1499 1789 1921 1883 1440 1305 1319 

男性借閱人數 998 792 981 784 962 1066 1175 1153 958 826 894 

總借閱人數 2539 1987 2490 2098 2461 2855 3096 3036 2398 2131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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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作為 
 
     從上述對於性別使用本處圖書設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下幾點，並且依

據此而做出以下策進作為:。 

1、 女性的使用率相較於男性為高，因此若要提高男性的閱讀率，可以針對男

性的閱讀需求購書或辦理相關活動。 

2、 無論人次或借閱冊數的第一高峰期在暑假期間，因此未來如要購置新書，

新書上架的最好時機應該是在 6月，並且從 6月開始宣傳新書上架訊息，讓

新書得以獲得最大的借閱效益。 

3、 本處圖書館可針對林內鄉加強服務，瞭解林內鄉縣民對於本館服務需求不

高的原因為何。例如:交換館藏圖書的方式。 

4、 本處圖書館借閱據上述推論，使用者以學生和自由業者居多，可以思考的

方向有二，根據這兩類型讀者的需求，增加購書，強化其使用率；或者是調

整購書的類型，來提高其他職業別者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