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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的使用與閱讀行為初探 

吳育美 

臺大圖資系博士班學生 

壹、前言 

資訊增長和資訊通訊(ICT)科技的發展，已經預示出版界將產生快速的變

化，電子化出版已經成為這個主要的增長現象和迅速變化的一種媒體景觀。電子

化出版可以移動速度遠遠超過傳統出版和訊息接收的技術易於行銷至消費市場

和讀者群，儼然成為未來出版的主要趨勢(Gunter，2005)。在這樣潮流下，出版

界與電信產業合作，電子書較紙本式圖書在出版和行銷方式便利許多，電子書被

預期將快速成長，宋自珍(民 99)研究電子書出版之成長趨勢，數據顯示電子書在

2005 年的出版數量為 4,251，至 2010 年以快速成長為 149,893，其以 35 倍的速

度在增長。為因應電子書時代的來臨，讀者的數字閱讀、網路閱讀和電子化閱讀

將是普遍的現象，並且值得關注之議題。 

閱讀是人們普遍的行為，隨著網際網路的盛行，對閱讀行為產生很大的變

化。李宏麟（民 89）曾指出閱讀資訊的方式自小養成，這對年紀大的上一代的

確是件不容易的事，因他們主要閱讀習慣是以平面媒體(紙本)為主；但現在年輕

的族群，自小接觸電腦、電子化媒體，電子化媒體廣受他們的歡迎，電子書就是

一個例證。另有些人們對電子書的閱讀習慣是經逐漸養成，如振曜董事長呂俊德

指出因投入電子書產業而培養出閱讀電子書的嗜好（龔招健，民 99）。爰此，

電子書將對人們之閱讀習慣和閱讀的培養產生影響。 

關於電子書的研究，學者們探討的焦點有:電子書閱讀器、電子書之館藏發

展、電子書的採購等不同議題。本文為延續上期高中電子報電子書之主題「電子

書發展近況及高中職圖書館聯合採購電子書之芻議」，然本文主要探討電子書之

使用和閱讀行為，蒐集國內外學者針對電子書的使用情形及閱讀動機和閱讀行為

之調查研究（林珊如，民 92；陳冠華，民 91；Abdullah & Gibb, 2008; Landoni & 

Hanlon, 2007; Nicholas, et. al.,2008 等），初步瞭解讀者對電子書使用和閱讀的行

為。以下就電子書意涵、電子書閱讀行為及國內外學者研究，初步了解電子書之

相關使用和閱讀行為研究。 

貳、電子書意涵 

電子書包含的層面非常廣，本文僅就電子書的意義、電子書類型、電子書優

缺點來闡述電子書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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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書的意義 

電子書的英文相關名稱有 e-book、online books、electronic book、eBook、digital 

book 等，根據維基百科（2011）的定義，是一種傳統紙質圖書的替代品。需要

使用額外的數字設備來閱讀，如個人電腦、PDA 等，具有不再依賴紙張、不僅

僅是純文字，還添加許多媒體元素及具有豐富之知識來源等特性。 

電子書廣義而言，包括任何書籍或專著長序列的文本以電子形式提供。根據

Romano (2001)以技術層面之觀點，認為電子書是電子檔案以數位化形式來呈現

(the presentation of electronic files in digital displays)。Ormes (2001)更明確地界定

在使用閱讀電子書軟硬體設備等載體閱讀網際網路上蘊含豐富和各式各樣之電

子形式的文本和資源。Wilson 和 Landoni(2001)以三方面來定義電子書:（1）硬

體設備:如 PDA 和電子閱讀器以閱讀電子書內容；（2）電子書的軟體設備:如

Microsoft Reader 和 Adobe 的 Acrobat Ebook reader 等；（3）網路書籍:透過網路

可免費或付費取得。另一方面，Chen(2003)則以四種觀點來看待電子書:（1）用

來保存書籍之各種媒體載體；（2）內容；（3）閱讀數位內容之各種設備，包括

各種電腦軟硬體；（4）傳播管道:經由 web 上出版或直接在 network 上傳遞。 

總括而言，由 Romano 至 Chen 對電子書的定義有越來越明確和具體，包括

電子書內容和載體等。筆者以魏裕昌(民 95)整理 Hawkins 和 Heilmann & Linna

所提出電子書目前存在之三種主要概念為電子書之意涵做總結:（1）類似紙本書

的電子版本，可透過手持閱讀器來閱讀，一般稱為狹義電子書；（2）是一種知

識庫，包括從書寫、編輯到閱讀的整個數位出版過程的結果，如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維基百科（Wikipedia）等，則稱為廣義電子書；（3）新興的

數位閱讀方式，強調能透過超連結（hyperlink）技術為電子書帶來強大閱讀功能

性與加值化內容，可以不斷地讓讀者進一步去發掘更詳細的資料，並進行知識彙

整與詮釋，則稱為超文本（Hypertext）電子書。 

二、電子書的類型 

Hawkins(2000)根據電子書近用的情形(accessibility)將電子書歸納為四種不

同類型，Crawford (2000)依據電子書的各種層面，包括格式、標準、內容長度，

將電子書分為九種類型: 專屬閱讀機之電子書、開放式電子書、公共領域電子

書、假性流通電子書、隨選圖書、非正統型式圖書、自行出版之電子書、網際網

路問世前之電子書、擴展式電子書等九種。Long(2003)、Abdullah & Gibb (2008)

等學者依據電子書展現和閱讀的特徵，將電子書類型分為透過電腦閱讀的電子

書、經由網路閱讀的電子書、PDA 電子書、桌面個人電腦型電子書等。國內邱

炯友、鍾勝仲（民 90）將電子書依據製作來源、實質內容、付費制度三種分類

方式，將電子書歸納出若干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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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書的優缺點 

Long(2003)及 Landoni & Hanlon(2007)指出電子書型式明顯較紙本圖書形式

具學術傳播方面的優勢，對圖書館環境的影響也持有正面之影響力，因電子出版

較傳統出版來得便宜、容易和快速，且在流通和典藏也較為方便。Landoni & 

Hanlon(2007)則在價格和更新速度方面指出，電子出版型式提供具潛在功能和電

腦相關操作，企圖以低價方式保持新穎並經常更新。Ardito(2000)則以檢索和使

用者可同時利用和閱讀觀點道出電子圖書的優勢。Abdullah 和 Gibb (2008)研究

指出當書籍為絕版書，且資料需求性大時，電子書更突顯其價值。有此可見電子

書具備容易由遠端近用查詢、取得、新穎、合理價格等特性。 

電子書除具種種優點，它仍有缺點。電子書的負面影響及多數人感到不滿意

的主要是電子閱讀器方面，如 Abdullah 和 Gibb (2008)研究指出電子書直接在螢

幕上閱讀，容易導致眼睛不舒服和疲累；操作不易、不容易做筆記和劃線；電子

書廠商在供應圖書館時有限制閱讀的次數和影印之數量；影印政策和加密技術及

版權問題等。Landoni & Hanlon(2007)調查指出電子閱讀器螢幕太小，光線太強，

文本不清楚也太小，整體上文本閱讀的品質不理想。可見電子書在閱讀器和文本

方面仍必須滿足人們閱讀的需求，影印和版權的問題仍須克服。 

參、電子書閱讀行為 

魏裕昌（2006）指出電子書技術發展仍存在著障礙，如標準不一，無法克服

使用者閱讀習慣等。目前電子閱讀器不斷地改良和增加許多傳統紙本圖書沒有的

功能與優點，如存放大量內容，及搜尋及供下載功能，但電子書和電子閱讀器的

發展離人們所預期仍有距離，如利用視窗捲動方式瀏覽和閱讀電子書，容易使眼

睛疲倦，加上經常跳行閱讀，不符合人類閱讀習慣。所以，簡言之電子書出版和

使用最大的障礙應在於人類的閱讀習慣。如下說明閱讀行為的定義和電子書閱讀

行為等議題。 

一、閱讀行為的定義 

我們對閱讀行為的了解，通常是停留在人們讀些什麼?花多少時間閱讀?隔多

久閱讀?常不常閱讀等。然而閱讀之所以被視為人類重要的生活方式和行為，乃

因人類藉由閱讀對書寫文本所產生的對話交流形式。對文本對話和交流形塑人們

之閱讀行爲、閱讀過程之推進和閱讀意義與價值的體現，並增長和豐富讀者的知

識和思想（趙維森，民 92）。陳冠華(民 91)於研究網路使用者小說閱讀行為之研

究指出閱讀行為意旨讀者產生資訊需求後，經由不同文本所接收到的文字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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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結合就有的知識和經驗所產生的心理和生理的活動。綜言之，閱讀行為讀者

透過文本和閱讀情境所產生之互動及所建構出有意義的過程，或是一種將文字符

號轉換為語言訊息的心理活動過程。 

二、電子書閱讀行為 

數位閱讀行為廣義而言，是讀者經由感官有意識地從媒體接受訊息，都算是

一種閱讀行為；狹義是指讀者透過眼睛接收並瞭解從數位型式而呈現的圖文內

容，數位型式通常是指電子書。陳明來（民 90)歸納並根據 Horney 及

Anderson-Inman 對學生的數位閱讀方式及超文本(Hypertext)實驗研究結果，指出

讀者對網路文本的閱讀模式有瀏覽、檢查(checking)、一般閱讀、回應

(responding)、研讀(studying)、和 review 等幾種。鄭茂禎(民 91)曾指出網路閱讀

是藉助網路的零距離、互動性開放性和資源豐富性，使閱讀的廣度無限延伸，並

運用網路多媒體的特性，使文字符號不再侷限於視覺感受，進而成為視覺、聽覺、

知覺、想像等多感官刺激與讀者產生互動，有別於傳統紙本的單向閱讀感受 (轉

引自林巧敏，民 98)。 

總之，數位出版和網路資源越來越豐富，電子書的種類、數量和環境亦愈趨

成熟，然數位閱讀方式增加視覺、聽覺、知覺等感官上之刺激，讀者方便與文本

互動，促使數位閱讀、網路閱讀或是電子書閱讀與傳統紙本閱讀方式有截然不同

之特性。 

肆、相關電子書使用研究和閱讀行為之研究調查 

有關電子書的使用研究和網路數位文本閱讀文獻中，分別就國外和國內相關

之研究敘述摘要如下。 

一、國內研究 

林珊如（民 92）大學教師網路閱讀行為之初探，其研究中採用廣義的網路

閱讀，在網路數位環境中擷取資訊及意義的過程，包括資訊掃描、瀏覽、閱讀和

細讀等行為，閱讀對象係指數位文件，包括電子書、電子郵件、電子期刊、網頁

內容等。試圖瞭解教師們在網路上讀些甚麼?其對大學教師網路閱讀現象之研究

結果之發現如下： 

1. 教師上網閱讀情境呈現多元化的現象，閱讀情境包括研究、教學、學習、

社會、日常生活和投稿和發表等六種情境。 

2. 網路文本的閱讀管道和素材來源具備多樣化的特徵，多數來源是透過搜

尋引擎和我的最愛來找到需要的網站或置固定的網站，常去之網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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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業組織、電子期刊、資料庫網頁等，多數教師會去閱讀電子新聞，

閱讀電子新聞逐漸取代閱讀平面新聞媒體。 

3. 影響大學教師上網閱讀因素分別是工作任務、文件形式、資訊特性、閱

讀環境和個人特質等。 

4. 選擇數位閱讀的影響因素─數位文本(資訊性、載體特性和經濟性)及讀

者方面之因素 (所處的情境、任務需求和個人特質)。 

5. 網路閱讀正面影響多於負面影響，而且傾向在數位環境中閱讀。 

陳冠華（民 91）網路使用者小說閱讀行為之研究，係針對 48 位具網路閱讀

小說和紙本小說經驗之網路使用者進行訪談，試圖瞭解讀者閱讀電子小說之閱讀

行為，其研究對閱讀行為之操作型定義係指讀者產生資訊需求後，經由閱讀所產

生新舊知識的一連串心理和生理活動，電子文本是指以電子形式載體所呈現的小

說。關於閱讀現況、閱讀行為和閱讀動機呈現如下發現。 

1. BBS 是最常被閱讀之電子小說格式；愛情小說是最受歡迎的電子小說

類型；性別會影響電子小說類型的選擇，武俠類的電子小說是最受男性

的青睞。通常位於住家和宿舍的電腦是受訪者最常閱讀電子是小說之地

點。 

2. 電子式小說的閱讀方式通常是採略讀；在專注程度上傾向邊看邊作其他

事情；由於電子式小說閱讀眼睛容易疲累，因此看的時間通常不會太

久；電子式小說也較不會有邊看邊作筆記的習慣；多數受訪者會有邊看

電子書邊吃東西或喝飲料的習慣；在融入情節方面，看電子小說較不易

進入故事的情境；看電子小說傾向不會重複閱讀；在耐心程度方面採取

不好看就直接不看了；最後關於閱讀篇幅方面傾向短篇小說閱讀。 

3. 電子式小說之閱讀動機:歸納有幾方面，易受同儕或他人之影響、時下

熱門話題和媒體報導、打發時間、經濟因素、電子小說本身媒體的特性、

個人因素、功能性因素。 

二、國外研究 

Landoni 和 and Hanlon (2007)調查電子書的實際使用者，以便將電子書引進

圖書館和取得關於讀者使用電子式小說的問題，其研究結果顯示，大多數讀者閱

讀電子書的習慣是透過 PDA，只有一位是從電腦 PC 上閱讀。然而關於電子書的

使用經驗，多數讀者提及閱讀紙本比較容易觸動內心的情感和情緒，在閱讀時比

較容易勾起讀者往事的回憶，透過閱讀聯想過往生活的點滴，閱讀電子書較不容

易觸動閱讀之感情面。讀者對閱讀電子書的不滿意，通常不是電子書本身，而是

不喜歡電子閱讀器之設備，如螢幕、字體、文字大小、清晰度和不易做標示等。 

Abdullah 和 Gibb (2008)針對 Strathclyde 大學進行電子書使用模式調查研

究，藉由網路方式調查使用者對電子書的感知情形、電子書的使用、電子書使用

之目的、及使用電子書的原因，其研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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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者對電子書的感知情形: 72%的受訪者在調查前就已經知道電子

書，但 57%的使用者指出他們不知道是否可由圖書館取得，研究結果顯

示，使用者感知由圖書館取得電子書的比率並不高。更進一步分析使用

者感知取得電子書資訊的管道主要是經由圖書館網頁，其次是課堂中。 

2. 57%的使用者使用過電子書，主要是因為電子書可由圖書館或網路免費

取得。42%使用者表示教科書是電子書使用中最普遍的。 

3. 電子書的使用是有的目性，最主要是找尋最相關的內容及選擇可閱讀的

內容。 

4. 使用者使用電子書的理由是基於經濟性，主要乃因電子書免費。 

Abdullah 和 Gibb (2008a)進行對 Strathclyde 和 Glasgow 兩所大學圖書館

NetLibrary 館藏，以小樣本深度調查使用者對電子書的印象，企圖瞭解使用者利

用電子書的情況、操作電子書互動情形及讀者的反應。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者喜愛

對電子書的格式和形式呈現各式各樣，使用者的喜好具多樣性，主要乃視使用者

需求的情境而定；多數使用者指出與電子書的互動不會有太大困難；使用電子書

會受使用者的喜好有所影響；使用者表示使用紙本主要是做延伸性閱讀，然而使

用電子書主要是為參考之目的，期找到相關的內容和事實性資料。 

Nicholas 等學者(2008)從事 JISC 贊助英國電子書調查研究，超過 120 個大學

參與此項研究，其研究是在學術資訊供應的廣義情境下，試圖探討並瞭解電子書

的使用(包括取得電子書的方法、使用電子書的原因、電子書閱讀和略讀之行

為)。研究顯示如下。 

1. 60%的使用者有使用電子書的經驗，使用者的資訊經驗是鑲嵌於電子書

的使用中，全職學生是使用電子書的主要社群。 

2. 電子書的取得來源主要是學校圖書館及網路上免費電子資源。 

3. 使用電子書的目的 92%與工作或研究有關，僅 8.4%為其他用途。 

4. 使用者(包括學生和教職員)並不會閱讀整本電子書；而且也不會在線上

閱讀，傾向印出紙本或離線閱讀，是以略讀或瀏覽的方式而不會是閱讀

和精讀方式。 

5. 整體而言，電子書的影響力很大，62%使用者使用電子書在他們的學術

工作上。 

6. 對圖書館提供電子書的關注有下滑趨勢，由 62%至 47%，似乎突顯出

圖書館無法滿足使用者需要的問題上(可能圖書館沒有收藏或是使用者

找不到)。    

伍、結論 

站在使用者研究的角度，有助於我們探究和瞭解讀者對電子書的看法與使用

和閱讀情形。若欲深究電子書使用率不高或缺乏對電子書感知等議題，其原因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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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可能性眾多。Mercieca(2003)認為主要問題是使用者對電子文本閱讀素材的

接受度(the acceptance of electronic textbook materials)不高，對電子書感知低之原

因，其潛在可能因素有二，一是圖書館不擅長行銷電子書的資源，以致於擁有電

子書館藏，卻乏人問津；其二可能原因是圖書館之電子書館藏不符合讀者的需

要，導致讀者不再使用圖書館之電子書資源。為提高對電子書之使用及感知率，

學者們建議圖書館應對建子書採取廣告或積極的行銷策略，透過圖書館網頁或其

他可能途徑宣傳，如 Dillon(2001)建議，圖書館應積極和利用各種方式吸引使用

者使用電子書，將訊息發布在圖書館網頁、小冊子、海報、培訓班或研討會等。

Summerfield 和 Mandel 建議鼓勵圖書館館員在電子書閱讀清單中增加電子書的

使用情形，或是建議在圖書館網頁和館藏目錄中增加電子書的清單。 

綜言之，電子書之使用者研究及閱讀行為提供圖書館評估和採買電子書之參

考依據，使用者之喜好及對電子書的感知觀點，常是與使用者如何使用與閱讀電

子書相互鑲嵌。電子書是一項新的服務，和新興的產業，本文僅是一初探，未來

仍有待持續觀察電子書和電子閱讀器的發展，以及使用者對電子書之使用和閱讀

情形，讓我們共同期待和迎接電子書的未來發展，並期許圖書館在電子書議題和

服務上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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