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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路上大量增加的資訊服務，人們有更多不同的管道來接觸資訊，公共圖

書館已非唯一的資訊服務中心，使公共圖書館需重新反思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能滿

足現今使用者之需求，並適時展現其服務價值，讓社會大眾瞭解公共圖書館的價值

所在。 

本研究以 Vakkari & Serola（2012）芬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研究為基礎，

將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所產生的使用效益分為四構面，以使用者觀點進行公共圖

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研究重點在於瞭解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在教育、工作與職涯、

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四項功能中使用者的使用效益評估觀點以及影響公共圖書館

使用效益評估結果之因素。 

研究發現，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功能為「教育」，次

為「休閒活動」、「工作與職涯」，排名最後為「日常活動」，而年齡、性別、收入、

教育程度、閱讀偏好、閱讀量及是否為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皆會造成公共圖書館使

用效益評估產生差異，研究結果亦顯示使用者因「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

活動」及「休閒活動」需求而利用圖書館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助亦越高。

最後，依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協助公共圖書館檢視其服務方針及其目標族群。 

關鍵字: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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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er content on the World Wide 

Web has provided citizens with ample alternatives to paying a visit to public library. 

Public libraries are no longer the only one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they were somedecades 

ago. There has been a major rethink in how exactly the library should be serving the 

public, the library organization has to show its increasing public value.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how frequently do people 

benefit from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in various areas of life. A survey investigation was 

collected in Taiwan public library user. The category of public library outcomes was 

based on Vakkari and Serola (2012) Finns nationwide survey. The benefits produced 

by the public librar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outcome types: Education、Work and 

business、Everyday activities and Leisure time. 

   It was found that respondents most commonly derived benefits from public library 

use in education, followed by leisure time、work and business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Also, it is shown that the 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y i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income and book reading. And the active library user derived 

greater benefit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public libraries 

rethink customer service policy.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perceived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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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公共圖書館針對績效管理及服務品質檢討，多半針對圖書館服務歷程或

是服務產出之結果進行研究，甚少探討圖書館產出服務對使用者生活之影響。隨著

各式網路資訊、連鎖書店及網路書店之出現，公共圖書館在此環境下應重新反思現

有服務是否能符合使用者之需求，並彈性調整其經營策略，同時，全球廣泛性的經

濟不景氣，影響公共預算縮減，公共圖書館有必要展現服務價值，讓社會大眾瞭解

公共圖書館的價值所在。 

本研究參考Vakkari自2012至2016針對不同國家所進行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評估，研究以使用者觀點探討公共圖書館在不同國家中對民眾生活所產生的影響，

結果顯示不同國家可能因為其文化背景、經濟架構、人民閱讀習慣等差異而有不同

的結果，而造成差異可能之原因可能與不同國家間公共圖書館所投入的資源相關，

國家政策亦會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呈現，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也會因

個體差異而有不同的感受程度。 

因此，本研究期望以使用者觀點探討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並瞭解影

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因素，最後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期能提供未來

公共圖書館服務規劃及改善之參考，據以調整服務策略及目標族群。 

 

 



doi:10.6342/NTU201702446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以使用者觀點進行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瞭解臺灣地區公共圖書

館在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四項功能中對使用者的使用效益評估

觀點以及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結果之因素，瞭解這些因素有助於重新定位公

共圖書館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並協助公共圖書館檢視其服務方針及其目標族群，研

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二、探討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行為。 

三、探討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影響因素。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在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四項功

能中對使用效益之看法為何？ 

二、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之讀者使用行為為何？ 

三、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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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從使用者觀點進行公共圖

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瞭解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在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

閒活動四項功能中對使用者的使用效益評估觀點以及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

估結果之因素為何。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之參考文獻，以國內可取得之中、英文文獻為限。 

二、本研究對象以 13 歲以上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為限，不宜推估至其他類型圖

書館使用者之資訊資源使用情形。 

三、本研究參考 Vakkari & Serola（2012）芬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研究，

將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產生的使用效益分為四構面（教育、工作與職涯、

日常活動、休閒活動）。使用效益詳列如表 1，據以進行臺灣地區公共圖

書館使用效益評估，公共圖書館所產生之其它使用效益則因人力、時間及

物力未深入探討之。 

四、 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網路問卷雖較不受時間與空間影響，然由於

網路具有匿名的特性，本研究僅能假設填答者係依據自身真實情況進行

問卷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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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資料來源：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p.40).by Vakkari, P., & Serola, S., 2012.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4(1). 

 

教育 工作與職涯 日常活動 休閒活動 

 獲得學習機會 

 輔助正規教育

（如國中小、

高中職、大學）

之學習（如國

中小、高中職、

大學）  

 獲得與工作相

關的學習機會 

 利用閒暇時間

自我學習 

 尋找工作求職之

資訊 

 完成特定任務(例

如學校作業、工

作目標或專案等) 

 培養工作技能 

 獲得處理家務之

資訊 

 獲得育兒知識和

學校教育之資訊 

 獲取居住、房屋資

訊（例如：家居維

修） 

 瞭解消費者權益

或資訊 

 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 

 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 

 促進人際關係 

 閱讀小說類書籍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參與文化活動（例

如：觀賞戲劇或音

樂會） 

 參與創作性活動

（例如：樂器演奏

或唱歌）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的興

趣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例如：賞鳥)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

類別之主題的興趣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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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旨在以使用者觀點探討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以下僅針對於

研究中所需經常提及之名詞予以解釋，界定本研究所提到重要名詞之定義。 

一、公共圖書館 

IFLA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指出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4)：公共圖書館是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

其他社區機構等機制所建立、支持及資助的一個單位，是地方的資訊中心，備有各

種知識以及資訊供讀者取用，所服務之讀者不受種族、國籍、年齡、性別、宗教信

仰、語言、身心障礙、經濟及就業狀況與教育程度的限制，社區的成員都享有平等

的資源及服務（IFLA, 2010）。而我國《圖書館法》亦指出公共圖書館係由：「由各

級主管機關、鄉（鎮、巿）公所、個人、法人或團體設立，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

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終身學習及辦理閱讀等文教活動之圖書館」。 

二、使用效益評估 

對於使用者的使用情況評估，不單只是將組織的產出數據化呈現，而是確認計

畫或組織本身的相關活動效能與效率。並且從使用者與組織的資源與服務之間的

互動，來衡量機構的價值（張慧銖，2013）。 

因此使用效益評估著重於圖書館產出是否會改變使用者的知識、技能、行為或

態度，並且為其帶來益處，是一種能明確顯現圖書館目標、計畫過程的方式（Vakkari 

& Serola, 2012）與典型評估方式運用數據詮釋圖書館價值有所不同，為一種以使

用者為中心的效益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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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行為 

閱讀行為的展現可分為外顯行為及內在動機，外顯行為包含投入閱讀的時間、

取得圖書的途徑、閱讀的地點、學校與社區資源、媒體形式及主題類型等不同之行

為分類，意指人們從事閱讀所展現出來的行為，而內在動機包含閱讀偏好程度及閱

讀能力分類，意指人們內心對於閱讀喜愛的程度及真實感受（吳榮彬，2013）。而

閱讀行為只要是讀者經由感官有意識地從媒體上接受訊息，都可以算是一種閱讀

行為，同樣為一種具備個人色彩的建構過程（蔡慧美，2004） 

本研究所指之閱讀行為係指使用者閱讀的數量、類型、偏好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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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公共圖書館服務各年齡層之使用者，必須依照使用者不同的閱讀興趣、能力及

需求進行服務規劃，而隨著數位資源之興起，讀者傳統閱讀行為產生重大變革，圖

書館的社會價值亦隨著各式各項資訊來源的興起而備受質疑，有必要針對其社會

功能及角色重新描繪，具體展現公共圖書館之價值。 

目前公共圖書館績效管理及服務品質檢討，多半針對使用者在圖書館之服務

歷程或是服務產出之結果進行研究，甚少探討圖書館產出服務對讀者生活之影響。

以下就公共圖書館讀者閱讀行為、公共圖書館功能與價值及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進行論述，本研究以使用者觀點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及社會功能，以期能就研

究結果瞭解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第一節  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閱讀行為  

一、 閱讀行為 

閱讀是人類獲得知識、鑑往知來的重要途徑，而相同的文本由不同背景知識的

閱讀者來閱讀通常會得到不同的解釋，因此有許多研究者認為，閱讀的意義是由讀

者所建構出來，每個人有不同影像及言詞處理的方式來呈現文本中的意義，其解讀

的是一種具有個人色彩的重新建構過程，不同閱讀者都有不同的解讀面向（蔡慧

美，2004）。 

綜合相關文獻發現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包含：性別、年齡、收入、閱讀環境、

城鄉差距等（Vakkari, P. 2012; Lance et al. 2001），以 2016 年臺灣閱讀統計數據來

看，女性借閱量占全年度總借閱冊數 1,298 萬 4,176 冊中的 55％， 7-50 歲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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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族群借閱量均較同齡男性為高（臺北市立圖書館年度統計報告書，2016），因此

在判斷讀者閱讀行為時須由不同面向考量可能影響之因素。 

Turner（1988）指出閱讀行為包含與閱讀相關的所有內在及外顯的一切活動，

分為內在動機與外顯行為二層（Turner,1988；轉引自賴苑玲，2007），內在動機指

使讀者內心對於文本的喜愛程度及真實感受，外顯行為指讀者從事閱讀所表現出

來的行為，包含閱讀地點、時間、數量與使用圖書館頻率等，而影響到讀者閱讀行

為的因素包含個人因素及外在因素，個人因素如閱讀技巧、生活背景、個人興趣與

動機等，而年齡及性別為影響個人因素的重要變數，外在因素如閱讀環境、同儕及

文化喜好等（黃育君，1998），都使讀者因此而產生不同的閱讀行為。 

公共圖書館長期以提供社區民眾各項資訊服務及促進終身學習為職，隨著網

路上大量增加的數位資訊，人們有了更多不同的閱讀資源可供選擇，也使公共圖書

館需重新反思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能滿足現今使用者之需求。 

二、 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 

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各有其特性及差異，不同媒體的特性讓文字符號不再侷

限於視覺，使文字內容可以透過讀者的各種感官而產生互動。加上網路有不限時

空、資源豐富與互動開放等特性，使閱讀的自由度和廣度也不斷增加（林珊如，

2003）。而紙本與數位媒體都各有其優點及限制，重點在於如何去定義特定媒體適

用的內容或是過程，雖然數位資源有其好用性及搜尋便利性，但在實際銷售的資料

上皆可以看出仍以紙本媒體較容易為人們接受（Liu,2005）。 

周暐達（2008）分析電子書數位閱讀有主要三個特性：瀏覽、查詢、互動。1、

瀏覽：讀者在進行數位閱讀時，大多透過瀏覽器隨意瀏覽，並進而閱讀其內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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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進行數位閱讀時，查詢的功能可以讓使用者透過關鍵字在文章中做全盤掃描

閱讀，以了解整篇文章的重點和方向，因而無需對整篇文章進行循序式的詳讀。3、

互動：數位閱讀的互動方式多元，利用多媒體影音和互動式的操作介面，讓數位閱

讀產生與紙本閱讀不同的意義與行為。 

數位及紙本閱讀因其載體特性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閱讀體驗，Mangen（2008）

曾對數位文本的閱讀歷程進行研究，認為數位閱讀相較紙本閱讀，因有超連結特

性，可隨時連結到其他資源，人們容易花更多時間進行瀏覽、掃描與關鍵字注視，

較難進行深度或是專注的閱讀，因此就閱讀速度本身而言，不同的研究均指出，在

螢幕上閱讀的速度比在紙本上閱讀慢了 20%至 30%（Alshaali & Varshney, 2005; 

Hartzell, 2002; Liu, 2005）。 

學者藉由比較電子書及紙本書的閱讀表現和視覺疲勞程度探討電子閱讀器的

易用性，他們分別讓受測者在電子閱讀器及紙本書上閱讀 2,300 字的文章，並在閱

讀後進行閱讀理解測試及客觀視覺疲勞測試，研究結果發現：兩者在閱讀速度上有

差異，紙本書閱讀組閱讀速度快於電子書閱讀器組，視覺疲勞度電子書閱讀器組高

於紙本書閱讀組，兩者在閱讀理解沒有差異，而女性在閱讀載具上的閱讀速度高於

男性（Kang et al.2009）。由此可見數位閱讀帶來的影響並不見得都是正面的效果。

Liu（2005）進一步指出閱讀是一種結合了認知與行為等多重因素組成的複雜動作，

因此閱讀者在閱讀不同型態的文本時，往往會因為不同的閱讀情境、閱讀需求與閱

讀目標，而產生不同的閱讀行為。 

 Liu（2005）以問卷方式調查受訪者過去年間閱讀經驗的變化，關注的重點包

含閱讀時間長段變化、閱讀數位資源的比例、非線性閱讀與注意力集中問題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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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113份有效問卷，發現有67%受訪者認為閱讀時間比過去增加，增加理由是因

為資訊爆炸與數位技術刺激閱讀興趣：83%受訪者認為數位閱讀的時間增加，閱讀

方式的改變為，瀏覽、重點閱讀、一次閱讀、選擇性閱讀、非線性閱讀行為逐年增

加，但注意力集中、深度閱讀與專注閱讀行為卻逐漸減少。  

隨著科技發展數位閱讀愈趨普及，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5 日間，針對一個月內曾經閱讀一本以上電子書籍的受測者進行線上問卷調

查，希望藉此了解台灣數位閱讀的消費者的閱讀情境、習慣與態度，作為政府政策

及出版業轉型的參考。調查結果顯示，在閱讀行為改變的部分，超過 8 成受測者不

會同時購買同一本書的電子版與紙本版，而且有超過一半的受測者認為電子書籍

會減少紙本書籍的閱讀及購買；超過 7 成受測者對於電子書的閱讀體驗表示滿意，

且願意推薦他人閱讀電子書。 

 研究亦發現，受測者不滿意電子書的原因，包括：書目種類及數量太少、無法

方便儲存、一定要連線、排版單調不佳、字型變換少、價錢沒有比較便宜、格式太

多、不方便筆記、操作不易、翻頁反應時間慢、解析度不足等（台灣數位出版聯盟，

2012）。  

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市圖）於 2015 年針對以北市圖讀者為研究對象

進行「臺北市立圖書館讀者數位閱讀行為調查研究」，旨在探討北市圖讀者數位閱

讀之行為及其對北市圖電子館藏服務之滿意度與期望，研究結果發現僅有 3 成 6 

之讀者曾使用過電子書刊，將近 67%的讀者因為不知道取得方式而未曾使用電子

書刊。曾有數位閱讀經驗之讀者，較偏好使用北市圖之綜合性電子書平臺；最受讀

者喜愛之電子期刊主題為財經商管、語言學習及旅遊行腳，填答者以每月平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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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 1 至 5 冊（件）北市圖電子館藏居多，使用頻率以多為每月使用 1 到 3 次，

每次平均閱讀時間約 11 至 30 分鐘，多在住家或宿舍閱讀電子館藏，數位閱讀的

動機多為休閒娛樂及吸收新知，而多數讀者認為數位閱讀對其紙本閱讀行為及到

館頻率沒有影響（臺北市立圖書館讀者數位閱讀行為調查研究，2015）。 

2016 年臺灣網路使用人數達一千九百餘萬人，佔人口數 83.8%，與全球各地

數據進行比較，亞洲國家中僅次於南韓（92.1%），歐美國家中僅略低於於北美洲

89%（Internet World Statistics, n. d., 2016），顯示臺灣上網普及率極高，而在網路上

從事數位閱讀亦屬於廣義「數位閱讀」之範疇，從國內相關數位閱讀調查數據可以

看出，雖然上網人口數眾多，但臺灣數位閱讀仍屬萌芽階段。 

三、數位閱讀行為 

電子書的閱讀產生「數位閱讀」現象（Digital reading、e-reading），又稱網路

閱讀、行動閱讀、電子閱讀或手持式閱讀，人們閱讀的方式因科技的進步而更加多

元化（王梅玲，2013）。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發展，已有大量的圖書以數位方式呈現，於是網路閱

讀、線上閱讀或數位閱讀的概念應運而生，學者林珊如闡釋「數位閱讀」包含在連

線或離線狀態下閱讀數位內容，而網路閱讀則指在網路連線狀態下的數位閱讀，其

提出廣義的網路閱讀，即在網路數位環境中擷取資訊及其意義的過程，包括收訊掃

描、瀏覽、略讀、細讀等行為概念（林珊如，2003）。 

廣義的「數位閱讀」中，只要是利用電腦或是在網路上從事閱讀活動皆為其範

疇，閱讀內容可以包括多媒體、電子書、網頁內容、 電子郵件、討論群等不同形

式的任何數位化資訊（林巧敏，2003）。因此，數位閱讀的多樣化面向讓閱讀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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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於紙本閱讀，在螢幕前閱覽資訊內容也是閱讀，透過各種媒介進行閱讀，也都

是閱讀的一種。 

Eden 及 Eshet-Akkalai（2013）對於人們的閱讀行為現況調查研究中發現，現

今世代的年輕閱讀者已經逐漸轉向於使用諸如手機、平板電腦及閱讀器等數位工

具的輔助來進行閱讀，也因為數位閱讀可利用不同形式進行閱讀，閱讀資源即包含

文字、圖表、影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並藉著超連結功能在多重文本間跳閱，

閱讀不再侷限於圖書線性的翻頁，使用者可以隨意跳到有興趣的地方，且不一定要

依順序閱讀。豐富的數位資源不僅開啟了大量的閱讀資訊，也改變了人們閱讀的習

慣。 

相較於紙本書，數位閱讀基於媒體特性容易讓使用者產生不同的閱讀行為，公

共圖書館在規劃相關服務時，必須瞭解讀者閱讀行為以因應可能的需求，並適時修

正服務策略。Liu（2005）針對媒體特性進行分析，歸納出數位閱讀具有非線性、

互動性、立即性、匯集性及匿名性等特色。而其中匿名性及網路的即時性與連結性，

使世界各地的多元觀點可以快速被取得與閱讀，是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主要差

異，Liu 並指出數位閱讀時代的閱讀行為特性有以下五點： 

1. 螢幕為基礎的閱讀：使用者會花更多時間在瀏覽及掃描、關鍵字判斷，更多時

間在挑選，更少時間在深入閱讀及專注閱讀上，閱讀專注力也逐漸下降。 

2. 一次性閱讀以及選擇性閱讀的機率增加：超過 56％的使用者指出，一次性閱讀

的頻率增加，在數位閱讀時只瀏覽一眼的情況增加，90％的人閱讀網頁時不往

下拉，會用最有效的方式過濾想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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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線性閱讀及消逝的專注力：數位文件超連結的特性讓人們在閱讀上較難專注

及思考特定主題。 

4. 深入性閱讀及專注閱讀（閱讀心智涉入程度）減少：很多使用者指出他們在數

位閱讀環境下較容易被其他工作打擾，難以全心關注他們所閱讀的內容，因為

他們必須隨時決定是否要進一步閱讀內文、進行超連結的選擇以及是否要將閱

讀頁面往下拉。 

5. 引用及標註的行為減少：一般使用者在進行紙本閱讀時喜愛在文件上標註，而

當進行數位閱讀時卻很少標註的行為，因為人們通常喜歡運用瀏覽或搜尋的方

式使用電子文件，但是當他們要深入閱讀時，會把文件印出來以方便做註記。  

    由此可見，網路世代因爲資源來源的多元及數位閱讀的各種特性，容易與紙本

閱讀產生不同的閱讀行為，圖書館有必要就數位閱讀產生的閱讀行為進行深入了

解，並據以規劃調整服務策略。 

Zickuhr 等（2013）針對年輕人進行圖書館使用行為及期望之評估，發現年輕

人（16-29 歲）與成年人在閱讀偏好及圖書館使用行為都有極大不同，圖 1 顯示 38%

的年輕人過去一年曾使用圖書館內的網路及電腦，相較 30 歲以上的讀者，年輕人

使用圖書館網路進行研究、社交或休閒娛樂的比例較高，30 歲以下讀者有 75%曾

經閱讀紙本書，而 16-17 歲青少年則有 85%過去一年內曾閱讀紙本書。就圖書館內

科技使用情況而言，30 歲以下民眾在使用圖書館電腦及網路、到訪圖書館網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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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行動裝置獲取圖書館資源比例均較 30 歲以上民眾高，顯見年輕人對於新科技

的適應力較強。 

 

陳冠華（2002）發現經常使用網路的讀者特質為學生、年齡集中 21 至 25 歲、 

擁有個人電腦、為網路重度使用者，數位閱讀的地點經常為住家和宿舍。比較紙本

與數位閱讀行為的差異在於：紙本閱讀是逐字閱讀，數位閱讀是略讀；紙本閱讀比

較會集中精神，數位閱讀邊看邊做其他事情；紙本閱讀會分段分次閱讀，數位閱讀

通常會讀完一個系列才休息。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2012）消費者對於數位出版閱讀行為研究，針對六個月內

曾經閱讀過電子書籍的受測者，研究共計回收 2,729 份問卷，定義因為閱讀電子書

籍而大幅減少紙本書籍閱讀時間的受測者為「電子書籍愛好者」，發現其每月閱讀

的電子書籍數量、每次閱讀時間、擁有平板比率及每月花在電子書籍上的金額均高

於閱讀紙本書籍，進一步根據使用者的人口統計變數做區分，發現男性擁有各類電

子載具的比例高於女性。另外身為管理職、年齡、學歷、年收入越高，擁有平板電

腦、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的比率也較高；研究進一步詢問受測者是否因為閱讀

圖 1 不同年齡之閱讀偏好分析圖 

資料來源：Younger Americans' library habits and expectations.by Zickuhr, K., Rainie, H., & Purcell, K.,2013. Retrieved 

from http://mediad.publicbroadcasting.net/p/kmuw/files/201308/PEW_REPORT_Younger_Americans_and_libraries.pdf 

http://mediad.publicbroadcasting.net/p/kmuw/files/201308/PEW_REPORT_Younger_Americans_and_librar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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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類電子書而減少紙本書的閱讀時間及購買金額，結果閱讀類別以商業理財影響

最大，有 35.6%的受測者認為因為閱讀商業理財類的電子書，而大幅減少紙本商業

理財書的閱讀時間，31.5%認為小幅減少，文學小說、人文科普、語言電腦與休閒

旅遊類，亦有 54.2%、52.7%、63.3%、58.9%的受測者認為大幅或小幅減少該類紙

本書的閱讀時間。 

Liu（2006）指出數位閱讀時代在電子文本註記（annotating）的行為比紙本

媒體少，因為使用者可以透過檢索或瀏覽再次立即找到資訊；有 90％受訪者喜歡

將數位內容印出，特別是需要深度閱讀的內容比較有印出的需求，但對於休閒性

資訊則無此必要。閱讀紙本資源相較電子資源而言較能專注，多數人喜愛搜尋或

瀏覽電子資源，但當他們需要深入研究或閱讀文件，則偏好紙本形式（表 2）。                   

表 2  數位圖書館或傳統圖書館選擇情境 

資料來源：Print vs. electronic resources: A study of user perceptions, preferences, and use. (p.589) by Liu, Z., 2006.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42(2). 

偏好數位圖書館情境 偏好紙本圖書館情境 

需要熬夜整晚進行閱讀(如:凌晨三點) 當資訊來源的第一手資料為圖書 

不想出門(避免路上發上意外) 需要參考館員的即時協助 

想要快速獲得資訊 需要瀏覽其他館藏 

想要獲得部分文章而非整本書 需要一個安心閱讀的場所(如:避免孩子干

擾) 

進行初步研究 線上期刊要收費時 

當想尋找即時、最新或是特定範圍資

訊時 

需要資訊的細節或深入調查脈絡時 

需要列印出來時(圖書館複印成本高) 進行休閒閱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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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and Ye（2008）針對使用者基本特性（性別、年齡、學習領域），比較不同

用戶中使用經驗（使用圖書館紙本/電子資源經驗）之差異。 

結果顯示：  

1. 科系為社會科系者較藝術與人文類科更有可能使用電子資源。 

2. 在性別差異上，相較於男性使用者，女性認為紙本資源更易使用，使用頻率

也越高。 

3. 年輕人較喜愛使用紙本資料，尤其是紙本圖書，目的為功課、研究、豐富娛

樂知識，而電子資源，較年長使用者在好用性、實用性及效率上的感受都較

年輕人程度為高。 

研究亦發現使用者有 4 年以上使用紙本資源經驗相較 1-2 年的紙本資源使用

者而言對電子資源接受度高。Liu（2006）探討城市大學中的研究生使用紙本或電

子資源的程度（環境影響其數位或紙本抉擇以及其資訊需求被滿足的關聯性），並

且檢視使用紙本或電子資源之閱讀偏好，研究發現使用者期待複合式的資訊環境，

線上資源並不會取代紙本資源而是給予使用者其他選擇，數位圖書館及傳統圖書

館皆有其優勢及限制，並且會在不同的環境與情境下以不同的方式滿足使用者的

資訊需求。 

由此可知人們對紙本閱讀的偏好與習慣（尤其是深入閱讀）已經暗示了紙本閱

讀在數位時代不會消失，但使用者對圖書館的期望及圖書館使用行為在網路出現

後漸漸改變，數位資源影響使用者使用傳統圖書館的方式（Liu,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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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科技的發展，使用者對於數位及傳統圖書館也會有不同的期待及偏好，

過去針對對紙本或電子資源偏好的研究多針對學術環境中的教師或學生。如

Dilevko ＆ Gottlieb （2002）針對多倫多大學學生的圖書館使用者進行研究，發現

他們在開始進行寫作業或文章時會利用電子資源，但紙本資源（圖書及紙本期刊）

在他們研究中的組成仍保持重要地位，因此閱讀偏好會隨著各種因素影響而產生

差異，而個體差異來自於使用者不同性別、職業、年齡及情境，造成其不同之閱讀

偏好，公共圖書館服務各類型讀者，有必要考量不同讀者及情境需求提供差異化的

讀者服務。 

四、公共圖書館與數位閱讀 

公共圖書館各項資源如紙本圖書、有聲書及電子書等，皆有其愛好的讀者，公

共圖書館應支援各式類型資源的提供，而隨著科技的演變，電子書已成為公共圖書

館重要的館藏資源（Library Journal, 2015）。 

Zickuhr等（2013）在針對美國人對公共圖書館態度及期望的研究中，發現圖書

館使用者期望使用圖書館數位服務的延伸，而紙本圖書依舊於數位時代中維持相

當重要的角色，研究中指出常使用科技的使用者對於圖書館的黏著性較非使用者

為高，換言之，網路使用者、平板使用者、智慧型手機使用者曾使用過圖書館或擁

有圖書借閱證的機率越高，然而他們相較非科技使用者，過去一年內未到訪圖書館

的機率較高。  

遠見雜誌（2014）全民閱讀大調查發現46%民眾有電子書閱讀經驗，從未閱讀

過的比例超過一半，雖受數位資訊影響，有將近兩成的民眾因能隨時、隨地閱讀電

子書，減少到圖書館的頻率、也減少借閱紙本書籍。但7成以上的民眾表示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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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並不會影響到館頻率，而使用電子館藏與讀者借閱實體館藏之間，亦仍維持其

每月平均借閱紙本書之冊數，並沒有因為電子書的便利性而改變原有的閱讀習慣；

另有6%的民眾反而更常到圖書館，借紙本書的數量也不減反增，這代表實體圖書

館空間與紙本書仍有其無可取代的魅力。 

Pew Research Center（2015）的調查研究顯示，自2012年迄2015年底，利用圖

書館網站的人數由25%成長到31%，但到訪實體圖書館/行動圖書館的人數則由53%

下滑到44%。 

由相關文獻可觀察到現今公共圖書館使用者傾向複合式的資訊使用環境，公

共圖書館必須跳出以紙本為典藏主體之框架，提供多元的資訊媒介供不同需求使

用者使用，以下就國內外公共圖書館與數位閱讀現況進行簡述，並瞭解現今公共圖

書館使用者在閱讀偏好上之趨勢。 

（一） 國外公共圖書館與數位閱讀 

根據Library Journal 2015年全美公共圖書館使用調查，公共圖書館平均提供1

萬4,397冊電子書供讀者使用，將近有94%的公共圖書館提供電子書，從2010的

72%~2014的95%，2015年比例雖微幅下降一個百分點，但仍可從上升的趨勢看出

公共圖書館提供電子書的普遍性（表3），電子書對於民眾而言越來越容易使用，但

在電子書使用障礙上使用者通常反映為「圖書館沒有提供想要閱讀的電子書版本」

「在下載電子書操作上需要協助」、「不知道電子書的存在」、「等待借閱電子書的時

間過長」等，使用者雖然喜愛新科技但是仍然覺得電子書的使用過於複雜，整體而

言，各項數據皆顯現電子書的穩定成長，隨著越來越多的電子書調查，大多認為阻

礙電子書使用的障礙將逐漸消失（Library Journal,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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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公共圖書館電子書提供比例  

 

公共圖書館使用行為方面，Pew Research Cente（2016）於2016年3月1日至4月

4日透過電話調查16歲以上1,601位美國人，發現在過去一年中，相較65歲以上的讀

者，年輕人比較可能走進圖書館，18-29歲有53%曾利用手機或直接走進圖書館使

用相關資源，65歲以上則只有40%的比例。而在圖書館中最受歡迎的活動仍是借閱

紙本書，16歲以上有64%的使用者曾於過去一年借閱過紙本書，44%曾於公共圖書

館借閱電子書。 

數位閱讀研究方面，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研究顯示，大部分的美國人

(76%)都認為公共圖書館對其教育需求相當有幫助，62%的美國人知道公共圖書館

可以借閱電子書，有16%認為公共圖書館無法借閱電子書，另有22%表示不清楚。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於2014年2-5月，針對1,005名18歲以上居住於美國地區的

民眾進行調查閱讀及使用圖書館的情況，彙整如以下5點： 

1. 電子書閱讀正在成長中，但是紙本書仍然是主流：雖然電子書的閱讀正在成長，

但紙本閱讀仍是美國人熟悉的閱讀方式。總體而言，成年人有76% 在過去一年

內曾進行閱讀（不論格式），成年人的平均閱讀量為12本書。 

2. 電子書閱讀的成長與平板電腦/電子書閱讀器持有數的穩定增加有著密切的關

係。目前有50％美國人有行動裝置，或是平板電腦、數位閱讀器(Kindle、Nook)。

資料來源：Survey of Ebook Usage in U.S. Public Libraries. Library Journal.,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s3.amazonaws.com/WebVault/ebooks/LJSLJ_EbookUsage_PublicLibraries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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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有發現有92%的成年人有行動電話（包含55%成年人擁有智慧型手

機），75%擁有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3. 使用者在其他設備上同樣會閱讀電子書。 

4. 擁有電子書閱讀器的民眾以30-64歲白人民眾居多，並且有念過大學的經驗， 

平板電腦的擁有者年齡層則較低（50歲以下）、教育程度較高並且近3分之2的

家庭（65%）年收入達75,000美元以上。  

5. 很少人會因為電子書拋棄紙本書，整體而言，大部分的會同時閱讀電子書、有

聲書及紙本書。只有5%的民眾表示過去一年內只看過電子書，沒有看過紙本

書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美國公共圖書館 2014 數位包容調查研究顯示美國公共圖書館在數位時代中對

社區產生的效益，基本上所有圖書館都提供基本的數位資訊取用管道以縮減數位

差距，但不同的圖書館對於進階的數位科技課程規劃仍有區域性的不同，有些提供

入門課程，有些則提供正式的受訓課程，這些課程的規劃除了須考量社區居民的需

求之外，尚需圖書館員能有相關知識來進行規劃，帶給社區居民真正的幫助。調查

中顯示，圖書館空間越小，創新的可能則越小（Information Policy & Access Center, 

2014）。 

（二）國內公共圖書館與數位閱讀 

根據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2015彙整資料，國內目前有536所公共圖書館，共有

319,735種電子書，年度借閱人次達1,077,056人次，電子書每人平均借閱量達0.06冊，

相較圖書每人平均借閱量2.95冊，電子書仍有很大成長空間，但相較於2014年電子

書每人平均借閱量0.03冊，已有明顯成長之趨勢（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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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玲（2013）指出我國大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已積極採購電子書資料庫，

並且建置網站提供民眾查詢利用，但是圖書館電子書使用率仍低的主要原因為，民

眾習慣使用紙本書、不知道圖書館電子書、不會使用電子書以及電子書館藏不符合

使用者需求。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2014）在電子書閱讀現況分析發現

83.7%的消費者有電子書閱讀經驗，67%的消費者會以免費方式取得電子書，消費

者從未有電子書閱讀經驗的首要原因為偏好紙本書籍，其次為無閱讀習慣。 

數位閱讀研究方面，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2002 年開辦電子館藏服務，並於2015

年10月19日至11月15日透過網路問卷進行「臺北市立圖書館讀者數位閱讀行為調

查研究」線上問卷施測，總計回收1,797 份，其中有效問卷計 1,759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達 97.9%。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電子書閱讀人口達三成六，而六成四的讀者

未曾讀過電子書，其中不曾體驗數位閱讀的原因為不知如何取得電子書、沒有感興

趣的內容及沒有閱讀載具；亦有部分讀者仍偏愛紙本閱讀模式。 

研究進一步交叉分析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與是否體驗過數位閱讀之情形，其

中19歲以上至 61 歲以下之填答者，有35%至43%曾使用過電子書刊，比例明顯高

於未滿 13 歲、13 歲以上未滿 19 歲及 61 歲以上之填答者；教育程度為研究所

以上之填答者，使用過電子書刊的比例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者，比例佔了近半數；職

業為軍公教者曾使用過電子書刊之比例超過50%，為所有職業中最高，其次為商及

自由業，而一般認為較常接觸網路、智慧型載具之學生，使用過電子書刊之比例並

不高。而每月閱讀16-20本書籍或期刊雜誌之填答者，有超過半數曾使用過電子書

刊，明顯高於每月閱讀 1-15 本或 21 本以上之填答者上之填答者曾使用過電子書

刊之比例，其中「重度紙本書閱讀者（每月閱讀 21 本以上）」有75%的每月僅平

均使用 1 至 5 冊（件）電子館藏。推測紙本書籍重度閱讀者，仍較偏好閱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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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一形式，對電子書、電子期刊（雜誌）等形式接受度較低（臺北市立圖書館

讀者數位閱讀行為調查研究，2015）。 

由國內外相關公共圖書館與數位閱讀研究顯示，電子書在公共圖書館服務已

逐漸普及，借閱量也有逐漸成長的趨勢，多數讀者認為數位閱讀對其紙本閱讀行為

及到館頻率沒有影響，因此電子書閱讀之興起未來並不會完全取代紙本書，大部份

使用者偏好使用多種資源媒體以滿足其終身學習需求，而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亦會

造成不同閱讀需求與行為，未來公共圖書館需評估不同使用者需求後進行全面性

之規劃。 

第二節  公共圖書館功能與價值  

公共圖書館為落實社會教育，提供民眾參與學習的管道與資源，並做為全民終

身學習的橋樑，須隨時調整其服務策略，支援社會所需之終身學習體系以發揮其應

有之功能與價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4 年所發表的公共圖書館宣言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中明確指出：「公共圖書館是通往知識的地方

門戶，並為個人與社會團體提供了終身學習、自主決定及文化發展的基礎環境」而

資訊、識字、教育及文化乃是公共圖書館的核心功能與任務，包含以下各點

（UNESCO, 1994）： 

（一）從小培養並增強兒童的閱讀習慣。 

（二）支持個人自我教育以及各層級的正規教育活動。 

（三）提供個人創造力發展的機會。 

（四）增強兒童與青少年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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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對文化財產、藝術鑑賞、科學成就與創新的重視。 

（六）提供各種表演藝術有文化表現的機會。 

（七）促進文化間的對話以及文化多樣性。 

（八）支持口語傳統。 

（九）促進民眾獲得各種社區資訊。 

（十）提供地方企業、社團以及公益團體適當的資訊。 

（十一）增進資訊與電腦能力的發展。 

（十二）支持並參與為各種年齡層所提供的識字活動與方案。 

而 Gorman（2000）歸納出圖書館事業的核心價值有八大項，分別為：文化典

藏 （Stewardship）、服務（Service）、智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 理性主義

（Rationalism）、讀寫素養與學習（Literacy and Learning）、 取用平等（Equity of 

Access）、尊重隱私（Privacy）、提倡民主 （Democracy），其中圖書館最重要的的

核心價值在「服務讀者」，必須要重視讀者對圖書館的評價與感受（Gorman 講; 林

珊如譯）。    

因此公共圖書館欲發揮其功能與價值，有賴組織完整之規劃及策略，以下就公

共圖書館之功能及價值加以論述，並比較大型公共圖書館對於組織價值之敘述。 

一、公共圖書館功能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公共圖書館應適時展現其於社區中之功能與價值，並且

依照使用者需求適時調整發展策略，公共圖書館功能依圖書館學專家 Bru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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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man 之說法，有以下 10 項功能：教育的功能、檔案記錄的功能、娛樂的功能、

社會的功能、淨化心靈的功能、實用的功能、研讀場所的功能、研究中心的功能、

活動者、宣導者、變革者的功能、資訊傳布的功能（轉引自盧秀菊, 2007）。 

公共圖書館與社區民眾之生活密不可分，Pew Research Center（2013）指出大

部分美國人肯定公共圖書館在社區的功能與價值，而使用者通常都有正面的使用

經驗，調查結果如下。 

1. 90%的 16 歲以上美國人認為關閉圖書館會對社區造成影響。

2. 95%的 16 歲以上美國人同意公共圖書館提供的資料和資源，對於每個人

的成功機會有重要影響。

3. 95%的 16 歲以上美國人表示，公共圖書館肩負推廣素養及閱讀之責任，

對社區非常重要。

4. 94%的 16 歲以上美國人表示，公共圖書館可以增進社區生活品質。

5. 81%的 16 歲以上美國人表示，公共圖書館提供很多服務，是其他地方無

法獲得的（Pew Research Center, 2013）。

顯見公共圖書館在社區發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Pew Research Center（2016）

亦於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4 日透過電話調查 16 歲以上 1,601 位美國人對於公

共圖書館於社區發展之看法，圖 2 顯示有 77%的民眾表示公共圖書館提了供他們

想要的資訊，66％認為當地的公共圖書館對於社區的影響十分顯著，只有 33%認

為公共圖書館對個人或家庭有顯著的影響，而調查中亦顯示圖書館於危急時提供

社區避難服務的概念已建立，當天然災害襲擊社區時，圖書館是一個避難場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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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海岸珊迪 (Sandy) 颶風襲擊），因此使用者認為社區內公共圖書館若停止

營運會影響到社區發展。 

現代書店的林立及網際網路的出現使得公共圖書館存在的價值備受質疑，書

店營造的良好閱讀氛圍也是許多公共圖書館所無法相比的，但學者 McKechnie et 

al.(2004)曾針對公共圖書館與現代書店的使用情形進行比較，發現公共圖書館內社

交行為較現代書店更為頻繁，尤其是年輕婦女與兒童，陌生人也比較容易於公共圖

書館內交談或是因書籍而開啟話題，甚至幫助彼此使用電腦，其中使用者的異質性

（文化、種族、社會）都比現代書店高，圖書館使用者似乎較容易把公共圖書館視

為自己的場域，例如他們會移動桌椅及設備來符合自己使用上的需求，並將圖書館

視為一個真正的公共空間，使用者會在圖書館睡覺或休息，但在書店卻很少出現這

些行為，相關研究顯示公共圖書館為民眾安心場域的感受最為顯著，其次則為提供

終身學習機會、青少年族群創新創意思考基地、學習場所及融合多元族群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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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美國人對公共圖書館的態度 

資料來源：Americans’ attitudes toward public libraries. Pew Research Center.,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9/09/americans-attitudes-toward-public-libraries/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9/09/americans-attitudes-toward-public-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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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公共圖書館對於社區經濟發展的貢獻，美國都市圖書館委員會（the 

U. S. City Library Commission）於 2007 年委託比爾蓋茨基金會（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道奇基金會（the Geraldine R. Dodge Foundation）進

行研究撰寫「公共圖書館對當地社區經濟發展貢獻報告」，指出城市公共圖書館

在技術能力培養、創業活動扶持和宜居城市建設中發揮的作用，推動著社區經濟

發展，圖 3 顯示公共圖書館資源、課程及服務於服務社區發展的多重影響。 

資料來源：Making Cities Stronger: Public Library Contributions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Libraries 

Council., 2007. Retrieved from http://community-wealth.org/sites/clone.community-

wealth.org/files/downloads/report-manjarraz-et-al.pdf. 

公共圖書館提供的效益包含傳統服務效益（Traditional Service Benefits）、企

業運作效益（Benefits of Business Operations）及課程相關效益（Program Related 

Benefits），透過傳統服務效益公共圖書館提供直接的服務效益給每一位讀者，如

直接提供資訊給讀者取用，而公共圖書館也因此產生了各種人力、資源、建設上的

需求，因而產生企業運作效益，公共圖書館亦提供社區自我發展的相關課程，從學

圖 3 公共圖書館效益模型 

http://community-wealth.org/sites/clone.community-wealth.org/files/downloads/report-manjarraz-et-al.pdf
http://community-wealth.org/sites/clone.community-wealth.org/files/downloads/report-manjarraz-et-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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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相關的學習到經濟知識、公共健康議題等，進而產生課程相關效益，其中公

共圖書館對社區經濟發展之貢獻如下（Urban Libraries Council, 2007）： 

1. 推展早期閱讀素養教育：早期公共圖書館閱讀素養課程著重於提升學齡

/學齡前兒童的閱讀素養程度，並且透過提供相關學習資源強化社區中幼

童照護的網絡及閱讀素養教育。 

2. 協助個人職涯發展：公共圖書館提供當地居民必要的電腦技能課程，並

且成立職訓中心讓找工作的民眾獲取相關資源，成為社區民眾提升工作

所需能力及規劃未來職涯的重要資訊中心。 

3. 促進小型企業創業：對於小型企業，公共圖書館提供他們整合性的企業

資訊、並且幫助民眾撰寫具有競爭力的商業計畫書。 

4. 帶動社區實質發展：公共圖書館可以成為當地吸引人潮聚集的景點，整

合分館圖書館成為一個商業發展區域，讓多種不同商業或服務進駐當地，

成為一複合型公共圖書館。 

二、公共圖書館價值 

價值（Value）是個人、團體或社會等，賴以挑選或拒絕目標、達成目標之手

段、過程以及規範的標準（王憲章，2009），為一種持久的信仰，個人或社會可用

於其作為選擇或拒絕某些行為準則或賴以生存的目標及手段，圖書館事業之中心

價值始終在服務民眾，當個別團體或個別社會所持有的數項價值聚集，便形成其價

值系統（盧秀菊，2005）。 

美國圖書館學會公佈學會的圖書館11項核心價值如下：提供取用（Access）、

尊重隱私（Confidentiality/privacy）、提倡民主（Democracy）、提供多樣化資源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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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Diversity）、教育和終身學習（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智識自由

（Intellectual Freedom）、公共福祉（Public Good）、文化保存（Preservation）、追求

專業（Professionalism）、提供服務（Services）、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等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4）。公共圖書館服務各年齡層之讀者，必須依

照讀者不同的閱讀興趣、能力及需求進行服務規劃，而隨著數位資源之興起，讀者

傳統閱讀行為產生重大變革，圖書館的社會價值亦隨著各式各項資訊來源的興起

而備受質疑，有必要針對其社會功能及角色重新描繪，具體體現公共圖書館之價

值。 

Aabø et al.（2010）曾以觀察法輔以面談法瞭解使用者在公共圖書館的行為（排

除借還圖書資源行為）關注於圖書館在支持社交、跨越種族、文化、世代上的潛力，

研究結果顯示公共圖書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這些角色的展現。結果亦指出公共圖

書館六個方面的社交功能，包含社區中心（Community Square）、多樣性場所、公

共領域、參與公共活動、多元聚會場所及虛擬聚會場所等，並且提出了公共圖書館

重要核心價值為： 

「圖書館內人人平等，圖書館不僅是一個擁有極大異質性及多元性的場

所，同時也模糊了這些異質性及多元性，提供平等的服務。」 

由此可見公共圖書館需要提供每位讀者其所需要的圖書館服務，不因年齡、性

別及其他社會差異而有所不同。 

Fraser, B. T. et al.（2002）於2000年以焦點團體法針對美國佛羅里達州218所公

共圖書館進行調查，瞭解不同使用者對公共圖書館價值之看法，研究對象分為使用

者、圖書館人員、地方議員及政府官員等，研究結果顯示，他們認為公共圖書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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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健全工商環境、吸引外資、新技能學習、社區發展、提升生活品質、促進終身

學習、職涯發展，尤其是教育及技能學習上的價值，能提供學生下課時的安心處所

及不同年齡層閱讀者的閱讀方案等。而公共圖書館所產生的價值可分為直接與間

接價值，直接價值為圖書館提供給使用者的服務所產生之價值，間接為圖書館產生

給那些非使用者及社區群體的價值，圖4顯示公共圖書館產生的價值有四個影響層

面，包含社區與國家、企業發展、個人財務、教育及社區機構等，公共圖書館在社

區與國家層面提供經濟發展時所需的數據及資訊，在企業發展層面提供企業、社

區、國家所需的商業資訊，在個人財務層面提供個人職涯發展及理財投資所需的資

訊，在教育及社區機構提供終身學習相關資源。 

 

 

 

 

 

 

 

 

 

 

 

 

圖 4 公共圖書館的影響範圍及其所產生的價值 

資料來源：Describing the economic impacts and benefits of Florida public libraries: Findings and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for future work. (p.220) by Fraser, B. T., Nelson, T. W., & McClure, C. R., 2002.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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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H.＆Marjolean, O.（2013）指出公共圖書館價值可分成五類（圖5），分

別為：教育、經濟、文化、社群、影響力，並且詢問學者專家對於公共圖書館價值

的構面的看法發現相關意見與其分類相符，研究亦指出使用者並不會察覺太多的

價值，因為部分價值並不會立即顯現，研究結果建議應針對不同年齡層或背景的讀

者進行調查，探究他們對於公共圖書館價值的看法，以找出能包含各種效益之價值

構面。 

資料來源：Measuring the public library’s societal value: A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p.174) by Huysmans, 

F., & Oomes, M., 2013. IFLA journal, 39(2). 

公共圖書館價值可展現公共圖書館角色地位，並具體描繪其發展願景，公共圖

書館價值之呈現逐漸由系統觀點轉變為使用者觀點，以使用者觀點出發了解圖書

館帶給讀者之助益，有助圖書館調整其服務方針。目前而言，使用者觀點之公共圖

書館價值評估的實證研究並不多，學者Pertti Vakkari曾針對不同國家中公共圖書館

價值進行研究，以使用者觀點探究實際感受到的圖書館價值，研究場域包含芬蘭、

荷蘭、挪威、韓國及美國等國家，2012年首先調查公共圖書館在芬蘭民眾生活中的

價值，研究中指出芬蘭民眾在不同生活領域中，所感受到圖書館的價值並不相同，

圖 5 公共圖書館價值之五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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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國家可能因為其文化背景、經濟架構、人民閱讀習慣等差異而有所不同，

因此並非一個固定模式（Vakkari & Serola, 2012）。 

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s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2014）針對公共圖

書館對人們生活及社區中影響進行調查，瞭解人們對於公共圖書館在社區中學習

角色的看法，發現公共圖書館在推動資訊素養、提升生活品質及資訊資源中所扮演

的角色十分重要（圖6），相關敘述如下： 

1. 95%美國人認為 :「公共圖書館提供了免費的資源，提供人們成功的機會」

其中有72%的人非常同意這個敘述，生活在城市中央的人較鄉村地區的人

更能認同。 

2. 95%美國人認為:「公共圖書館重要的角色在於他們推廣了閱讀素養」。 

3. 94%美國人認為:「社區擁有公共圖書館能提升生活品質」。 

 

 

 

 

 

 

 

 

圖 6 公共圖書館於美國社區中角色之分析圖 

資料來源：How Americans Value Public Libraries in Their Communities. Pew Reasearch Cente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libraries.pewinternet.org/files/legacy-pdf/PIP_Libraries%20in%20communities.pdf 

 

http://libraries.pewinternet.org/files/legacy-pdf/PIP_Libraries%20in%20commun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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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on J.（2016）年針對10所美國學院及大學於2007至2012年1,651名大學畢業

生進行資訊素養調查研究，研究目的在於能瞭解大學畢業生於個人及職業生涯中

需要的終身學習資源，研究指出有45%大學畢業生於過去一年內曾使用過公共圖書

館，而在終身學習資訊需求部分，受測者在過去一年內以個人生活（57%）類別比

例最高，其次為職場（30%）及社群（13%），其中個人生活的資訊需求中（如圖

7），有75%的受測者需要知道將這些資訊運用到生活中以解決迫切的問題，70%

的受測者想要學習新技能以度過生活閒暇時光（如學習樂器、新語言等），69%的

受測者想學習個人財務管理，63%受測者想瞭解消費者資訊（如買車、電子產品、

家居用品、健康保險等），60%受測者想瞭解旅行資訊（如廉價航空或住宿資訊），

59%受測者需要房屋資訊（以租屋為主）。 

研究中將使用者資訊尋求管道歸納成三個大類：傳統資訊系統（如圖書館、博

物館、書店）、Web 2.0與社群媒體網站（如MOOCs、部落格）、人際關係網絡（如

朋友、家庭成員、同事、老闆等），由圖8可看出資源運用比例，其中資源運用最大

比例為搜尋引擎（88%）其次為朋友（79%）及社群媒體（79%），公共圖書館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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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個人生活領域之資訊需求 

資料來源：How Today’s Graduates Continue to Learn Once They Complete College. Pro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ojectinfolit.org/uploads/2/7/5/4/27541717/staying_smart_pil_1_5_2016b_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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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調查研究可以看出公共圖書館在終身學系社會中的重要角色，不僅被

動蒐集、組織、分析提供知識，並且對人們生活中的不同領域皆有所影響，因此，

公共圖書館應從使用者觀點瞭解圖書館服務價值，以規劃出符合以使用者需求的

服務。 

圖 8 資源運用比例 

資料來源：How Today’s Graduates Continue to Learn Once They Complete College. Pro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ojectinfolit.org/uploads/2/7/5/4/27541717/staying_smart_pil_1_5_2016b_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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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外公共圖書館功能價值敘述 

由以上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公共圖書館對社區民眾除了提供學習資源之外，在

生活各個層面都給予社區民眾重要支援，公共圖書館為永續經營須與組織內外部

分享共同的價值及達成目標的手段以凝聚內部向心力，對外亦須使民眾瞭解公共

圖書館發展方向，以下就臺灣地區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及國立公共圖書館、歐美地

區大型公共圖書館為例，瞭解公共圖書館對組織核心價值之敘述。 

（一）臺北市立圖書館（Taipei Public Library） 

臺北市立圖書館為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總計服務據點已逾 70 處，成立之目

的是希望提供適當的館藏資料與服務，使民眾自我充實、吸收新知，增進就業的技

能，培養正當的休閒娛樂，提昇文化及藝術的涵養。服務願景為「營造快樂閱讀、

熱愛學習的活力城市」，組織任務為：「從社區出發，以民眾多元需求為核心，藉由

專業熱忱的團隊，新穎豐富的資訊，乾淨舒適的環境，便利親和的設備，達成親切、

效率、優質及創新的卓越公共圖書館。」 

（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為國立級之公共圖書館及數位圖書館，除蒐集、整理、典

藏各種圖書資訊、數位資源，推廣閱讀及提供資訊服務外，並負有輔導全國各級公

共圖書館之任務。提供具有圖書閱覽、資訊檢索、數位服務、展覽及演講、訓練等

場域，服務對象為全國民眾，購置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數位資源，提供連結與資源

分享，成為全國公共圖書館之數位資源雲端中心，兼具實體與虛擬服務，虛實合一

之數位公共圖書館。提供民眾可以自由的閱讀、探索、休閒及終身學習的地方，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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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年齡、族群的民眾都可以在這個館找到自己適合的服務及空間，而最終的目標

是希望能成為民眾在工作、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第三生活空間」。 

（三）加拿大溫哥華公共圖書館（Vancouver Public Library） 

加拿大溫哥華公共圖書館價值包含：多元（Diversity）、為所有人服務（Access 

For All）、知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鼓勵學習及好奇心展現（Learning and 

Curiosity）、顧客導向服務（Patron-centred Services）、社區導向規劃（Community-

Led Planning）、成為社區夥伴（Community Partnerships）、鼓勵創新及創意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提供一個尊重且可以溝通的空間（Respectful Spaces 

and Communication）、員工能不斷成長及合作的場所（Staff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on）、讓讀者有效使用資源（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四）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YPL） 

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YPL）是美國主要圖書館系統之

一，和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系統、皇后圖書館系統一起組成紐約市的三大公共圖書

館系統。其核心價值包括：一、責任（Accountability）：我們有責任屢行管理資料

與空間的承諾。二、卓越（Excellence）：我們將每件事情做到最好。三、專業

（Expertise）：我們持續瞭解社區、館藏及使用者的需求。 四、自由（Freedom）：

為所有人提供免費服務，以尊重與同理心對待每個人。五、創新（Innovation）：我

們持續努力學習，運用更好的方式將事情做好。六、熱情（Passion）：熱愛圖書館、

紐約及正在進行的事。七、團隊合作（Teamwork）：以多元經驗為榮並且建立連結、

相信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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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芝加哥公共圖書館（Chicago Public Library） 

芝加哥公共圖書館（Chicago Public Library）成立於1873年，提供超過80個服

務據點，服務價值在於希望能提供民眾一個終身學習及閱讀的場域，讓所有人都能

透過書本、課程及其他資源公平的取用資訊、想法及獲得知識，相信閱讀、學習、

及探索的自由。 

（六）芬蘭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Helsinki City Library） 

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是芬蘭最大的公共圖書館，在該國圖書館法賦予之下，赫

爾辛基市立圖書館亦扮演中央圖書館之角色，對全國圖書館提供遠距服務、發展全

國圖書館合作計畫、蒐集各國資料，提供多元化圖書館服務，其組織願景為：「一

所無限的圖書館，你終身啟迪與靈感的來源」，服務價值為：「讀者導向、可靠、多

元、多面向、經濟、平等、創意」。 

德國（Heinrich Heine University Dusseldorf）資訊科學系（Information Science 

Department）所發表的一份實證研究報告評估全世界31個不同城市之公共圖書館，

研究結果指出指出加拿大溫哥華公共圖書館、蒙特婁公共圖書館與美國的芝加哥

公共圖書館扮演著知識社會中公共圖書館的前三名，公共圖書館扮演知識經濟中

智能城市的核心角色（Agnes Mainka et al., 2013），在知識經濟時代，圖書館需透過

各種方式讓使用者瞭解其服務價值及發展願景，並運用適當的管道與使用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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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公共圖書館長期以提供社區民眾各項資訊服務及促進終身學習為職，隨著網

路上大量增加的資訊服務，人們有更多不同的選擇來接觸資訊，如Google的搜尋引

擎、提供多項書籍資源的亞馬遜網路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以及其他類型的免費資

源等，使公共圖書館重新反思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能滿足現今使用者之需求。也因為

全球廣泛性的經濟不景氣，影響公共預算縮減，公共圖書館有必要展現服務價值，

讓社會大眾瞭解公共圖書館的價值所在。 

現今公共圖書館針對績效管理及服務品質檢討，多半針對使用者在圖書館之

服務歷程或是服務產出之結果進行研究，甚少探討圖書館產出服務對使用者生活

之影響。而不論是何種評估方式，進行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可以達成：1.建立公共

關係; 2.幫助領導者決策; 3.幫助圖書館職員展現圖書館價值; 4.幫助圖書館重新評

估自我價值; 5.實現圖書館的價值等（JC Bertot, 2003），因此進行公共圖書館成果

評估，有助圖書館價值之體現，並據以調整服務策略及目標族群。 

Huysmans, F., & Oomes, M.（2013）曾提出圖書館價值包含文化、社群、教育、

經濟等幾種層面類別，並且比較了圖書館價值呈現的幾個層面（圖9），如圖書館故

事（Library story）、圖書館輸出（Output）及圖書館使用效益（Outcome）之間的差

異，圖書館故事（Library story）主要在描述圖書館目標與任務，給予組織一個努

力的方向，圖書館輸出（Output）指出圖書館現有提供的服務、產品及活動，主要

讓大眾知道圖書館的產出，如館藏量、借閱量、使用人次等，而圖書館使用效益

（Outcome）從使用者觀點說明圖書館影響了什麼，對使用者是否產生了行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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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技巧、生活品質上的改變，在此層面上我們想知道的是人們是否真正的閱讀他

們所借出的書，並因此而產生啟發或是增進個人生活技巧，甚至是學到新的知識。 

 

 

隨著經費縮減及政府資訊公開之趨勢，組織應適時運用證據呈現政府施政，無

論是量化或是質性資料、外部或是內部資訊，圖書館組織必須要展現其逐漸成長的

公共價值。圖書館如能具體呈現其績效，可使決策時以具體的事證說明其服務價

值，使用者觀點之使用效益評估關注於圖書館帶給讀者所產生的利益，並非只是關

注圖書館輸出的成果，然而目前甚少研究針對圖書館於人們生活領域的總體利益

進行深入研究。 

以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稱北市圖）為例，北市圖為瞭解民眾對於圖書館提供

服務之使用情形、滿意程度及蒐集使用意見，每年定期辦理1次全館性之讀者滿意

度調查，問卷大項分為以下三部分： 

圖 9 圖書館價值呈現之不同層面 

資料來源：Measuring the public library’s societal value: A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p.170) by 

Huysmans, F., & Oomes, M., 2013. IFLA journal,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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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書館服務使用情形 

（2）對圖書館服務的滿意程度評量 

（3）基本資料 

調查項目包含圖書館服務之使用情形、館藏資源、資源取得便利性、館員服務、

館舍空間與環境、推廣活動及圖書館網站、電腦使用及線上服務，並針對滿意度調

查結果進行分析及改善追蹤，項目設計針對圖書館服務狀況進行評估，較無法依使

用者觀點進行全面性之評估。 

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方式已從重視系統實施結果（圖書館借閱量、入館人次、

參考問題數量）到重視使用者觀點（圖書館服務對使用者所產生的效益），早期典

型的評估方式是以圖書借閱量、進館人次、參考問題數量來衡量圖書館對社區的影

響，這樣的指標只能片面詮釋圖書館對於社區需求面貌，無法解釋圖書館對使用者

帶來的效益（Bertot & McClure, 2003）。因此，圖書館不斷尋求更具體的發展指標，

不同的詞語如：績效評估（Outcome Measurement）、影響評估（Impact Assessment）、

價值評估（Value Assessment）、社會回饋評估（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Assessment）

等都是在找出一個指標能具體展現公共圖書館帶給使用者、群體及社會的效益

（Vakkari, 2014）。 

使用效益評估著重於圖書館產出是否會改變使用者的知識、技能、行為或態度，

並且為其帶來益處，是一種能明確顯現圖書館目標、計畫過程的方式，其研究內容

可以分成兩類（Vakkari & Serola, 2012）： 

1. 關注圖書館特定服務或閱讀活動產出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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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類型關注於閱讀活動之規劃如何針對目標群組產生預定之成效，如樂齡電

腦研習班課程是否增進樂齡讀者資訊素養、圖書館嬰幼兒說故事活動如何引領

早期閱讀等。 

2. 關注圖書館於特定生活領域產出的利益 

此類型關注於圖書館服務在生活的各個面向帶給讀者何種利益，如教育、休閒，

這類研究探索讀者如何透過圖書館服務在生活的各個面向獲得利益，以建構出

圖書館價值之架構。 

第一類的使用效益評估通常針對單一圖書館或是圖書館系統價值評估，有利

於圖書館評估自身發展，而第二種類型則是可以透過觀察一個社區樣本延伸至國

家，對於圖書館存在價值對於個人及社會之意義有深入之探討，協助圖書館展現其

服務價值。 

資訊社會所帶來的知識爆炸和經費縮減促使圖書館尋求更具體的發展指標，

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估需要以讀者、社區和整體會社利益為核心方能規劃出符合

使用者需求的圖書館服務，以下就使用者觀點之使用效益評估方式進行詳述。 

二、使用者觀點之使用效益評估 

目前而言，使用者觀點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的實證研究並不多，               

學者Vakkari自2012年開始以使用者為中心進行全國性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研

究，相關研究旨在探討公共圖書館在不同國家中對民眾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歸納並

產出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Perceived Outcomes）的模型，Vakkari於2012年首先針

對芬蘭進行全國性的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進行使用效益評估研究，而後拓展至挪威、

荷蘭、韓國及美國進行跨域性之比較研究，研究中將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產生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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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益分為四構面，包含：教育（Education）、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

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及休閒活動（Leisure Time），讓使用者判定是否從

公共圖書館服務中獲得上述服務價值，並比較不同國家間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Perceived Outcomes）的差異、並解釋其差異，找出可能的影響的因素，希望能

有效呈現出不同國家間使用效益（Perceived Outcomes）的分佈，以下就Vakkari, P.

自2012-2016針對公共圖書館所進行之使用效益評估研究進行簡述。 

Vakkari（2012）歸納出公共圖書館對人們生活產生之影響，包含四構面22項

目，分述如下： 

1. 教育（Education） 

(1) 獲得學習機會 

(2)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職、大學）之學習（如國中小、高中職、

大學）  

(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4)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 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 

(1)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 

(3) 培養工作技能 

3. 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 

(1)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3)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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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5)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6)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7) 促進人際關係 

4. 休閒活動（Leisure Time） 

(1) 閱讀小說類書籍 

(2)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3)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音樂會） 

(4)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 

(5)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 

(6)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 

(7)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 

(8)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一）芬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研究 

Vakkari & Serola（2012）針對15~79歲的芬蘭民眾以分層隨機抽樣進行全國性

公共圖書館價值調查的研究，調查公共圖書館對芬蘭民眾生活中的影響，有效回收

樣本為1,000份（回收率16.7%）。研究目的在瞭解民眾感受到圖書館效益之頻率，

並將公共圖書館所產生之效益進行分類，探討影響民眾感受差異的因素；研究將公

共圖書館影響民眾生活的層面分為四構面共22種情形，這四個構面分別為教育

（Education）、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

和休閒活動（Leisure Time）。研究結果指出民眾感受到公共圖書館產生效益頻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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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閱讀小說類書籍（71%）、閱讀非小說類書籍（67%），其次則為自我進修（58%）

（圖10）。 

 

 

 

 

 

 

 

資料來源：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p.40) by Vakkari, P., & Serola, S., 2012.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4(1). 

研究進一步透過因素分析將研究結果產出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分為三大區

塊，分別為：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文化（Cultural Interests）及職業（Career），

以瞭解使用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關聯性。整體而言

女性相較於男性感受到的圖書館效益較多，尤其是在文化（Cultural Interests）及職

業（Career）層面，教育程度在文化（Cultural Interests）(F=63.6; p=.000)及職業（Career） 

(F=23.9; p=.000)皆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教育程度越高者在文化（Cultural Interests）

及職業（Career）感受到的效益較多，低至中等教育程度者在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感受到的效益較多。年齡越大相較於年輕人者在日常活動（Everyday 

Education 

Work and Business 

Everyday Activities 

Leisure time 

圖 10 芬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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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感受到的效益較多，在文化（Cultural Interests）及職業（Career）層面感

知效益則隨著年齡而遞減。 

研究結果顯示在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層面，公共圖書館對於教育程

度低及年齡較大者有較明顯的使用效益，此研究結果可以解釋公共圖書館對於不

同的族群應深入探究所需要的服務，並縮減不同教育度者之間之資訊落差，提供平

等的資訊取用機會。 

Vakkari & Serola（2012）研究顯示芬蘭民眾在不同生活領域中，所感受到的公

共圖書館的使用效益並不相同，不同國家可能因為其文化背景、經濟架構、人民閱

讀習慣等差異而有不同的結果，有必要針對不同國家情況進行深入研究。未來研究

應有效解釋這些結果的差異，並且探討圖書館使用情形與圖書館產出效益之關聯

性，並且深入分析民眾獲取資訊之行為（如網路、電視、報紙、雜誌及其他獲取資

訊資源管道）與公共圖書館使用之關聯性及產出效益之比較。 

（二）芬蘭、挪威及荷蘭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研究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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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kkari, P.於2014年持續以使用者觀點針對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進行實證研究，

研究範圍延伸至不同國家間之比較，挑選三個國家社福背景相似的北歐國家：芬

蘭、挪威及荷蘭，瞭解使用者感受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頻率以及不同國家公共圖

書館使用效益之差異與影響其差異之因素。研究針對芬蘭、挪威及荷蘭15-80歲民

眾進行隨機抽樣調查，調查公共圖書館對民眾生活中的影響，有效回收樣本為1,000

份（回收率16.7%）。參考Vakkari & Serola（2012）之研究，將公共圖書館影響民眾

生活的層面分為四構面22種情形，這四個構面分別為教育（Education）、工作與職

涯（Work and Business）、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和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研究結果顯示芬蘭較挪威及荷蘭民眾感受到更多的公共圖書館使用效

益（圖11），各層面使用效益平均高出三倍之多（芬蘭 (38.3%)、挪威(14.4%)、荷

蘭(12.4%)）。 

資料來源：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Finland, Norway and the Netherlands. (p.937) by Vakkari, P., 

Aabø, S., Audunson, R., Huysmans, F., & Oomes, M., 2014.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0(5). 

芬蘭民眾感受到使用效益之結構與荷蘭及挪威有很大差異，芬蘭以教育

（Education）使用效益為最高，達47.9% ，其次則為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

圖 11 芬蘭、挪威、荷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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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40%、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達35.7%，最後則為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達31.3%，挪威及荷蘭則以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之使用效益最

高，分別為19.6%及17.6，其次為教育（Education），分別為18%及14.1%。整體而

言，芬蘭民眾在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項目所感受到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

益高於挪威及荷蘭兩倍，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教育（Education）及工

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項目更高出三倍之多，但由研究結果（圖12）可以

看出芬蘭、挪威及荷蘭民眾平均所感受到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並不高（Vakkari, 

P. et al., 2014）。 

 

 

 

 

 

 

 

資料來源：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Finland, Norway and the Netherlands. (p.938) by Vakkari, P., 

Aabø, S., Audunson, R., Huysmans, F., & Oomes, M., 2014.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0(5). 

 

造成這三個北歐國家的差異可能與公共圖書館所投入的資源相關，國家政策

亦會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呈現，顯見不同圖書館設施與服務會影響使用者

的使用情況 （Vakkari, 1988; Sin, 2012），此研究中芬蘭公共圖書館在圖書館使用數

圖 12 芬蘭、挪威、荷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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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之每人平均借閱冊數、每人平均進館次數皆高於挪威及荷蘭，造成此結果的原

因可能與16歲以上荷蘭居民需要以加入付費會員方式才可使用公共圖書館，而芬

蘭及挪威在圖書館法的規定下民眾可以免費使用圖書館資源，另外芬蘭公共圖書

館在經費投入、服務時間以及專業館員人數亦高於挪威及荷蘭。 

（一）芬蘭、挪威、荷蘭、南韓及美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研究之比較 

Vakkar, P. et al.（2016）以過去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比較芬蘭、挪威、荷蘭、南

韓及美國等國家之民眾在不同生活領域中，所感受到公共圖書館的使用效益的差

異，為了讓比較有所意義，挑選經濟與社會發展相似的國家（同為OECD會員）比

較不同國家間民眾感受到圖書館效益之頻率差異，並將公共圖書館所產生之效益

進行分類，探討影響不同國家間民眾感受產生差異的因素。 

研究中的五個國家公共圖書館基本統計數據（圖13）指出圖書資源豐富度芬蘭

第一，南韓最後，人力資源以美國最豐富，而挪威相對起來有較多的館藏，芬蘭圖

書館每人平均借閱冊數及到館人次最多，美國借閱人口比例最高。整體而言，芬蘭

在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時間、專業館員數以及投入營運的經費皆較佳，南韓在各項數

據都落後於其他四個國家，但在服務時間及進館人次僅次於美國、芬蘭，從有著高

進館人次及較低的借閱人次可以看出南韓民眾在使用公共圖書館時偏好使用圖書

館空間進行自修。 

研究針對18~80歲的芬蘭、荷蘭、挪威、南韓及美國民眾，透過網路及郵寄進

行全國性公共圖書館價值調查的研究，共計3,456個樣本數（芬蘭777位、挪威538

位、荷蘭887位、美國625位、南韓629位）調查不同國家民眾所感受到公共圖書館

的使用效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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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atterns of perceived public library outcomes in five countries. ( p.346) by Vakkari, P., Aabø, S., 

Audunson, R., Huysmans, F., Kwon, N., Oomes, M.,Bawden, D., 2016.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2(2). 

 

 

資料來源：Patterns of perceived public library outcomes in five countries. ( p.353) by Vakkari, P., Aabø, S., 

Audunson, R., Huysmans, F., Kwon, N., Oomes, M.,Bawden, D., 2016.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2(2). 

圖 14 芬蘭、挪威、荷蘭、美國、南韓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分析圖 

圖 13 芬蘭、挪威、荷蘭、南韓、美國公共圖書館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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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將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產生的使用效益分為四構面19種情形，包含：教

育（Education）、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

及休閒活動（Leisure Time），讓使用者判定是否從公共圖書館服務中獲得上述服務

價值，研究結果顯示美國民眾對於感受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19種效益遠高於其他

四個國家，而所有國家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又以自修（Self-education）及閱讀（Fun 

in Reading）為民眾感受最高。整體而言，芬蘭及美國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的使用效

益遠高於南韓，南韓又高於荷蘭及挪威。除了挪威及荷蘭以休閒活動（Leisure Time）

項目之使用效益為最高之外，其他國家均以以教育（Education）項目為最高。大致

而言，所有國家中公共圖書館最高的使用效益項目雷同，為圖書館傳統基本功能

（自我學習、閱讀、歷史與社會資訊），但從細微處之差異，仍可以看出不同國家

間公共圖書館角色不同（圖14）。 

Vakkari自2012至2016針對不同國家進行全國性調查研究，瞭解公共圖書館在

不同國家中對民眾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歸納並產出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Perceived 

Outcomes）的模型，並探究可能影響使用者使用效益（Perceived Outcomes）的因

素。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國家公共圖書館之使用效益存在許多差異，然而公共圖書館

使用利益的產出也因個體差異而有不同的感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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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Vakkari, P. & Serola, S. (2012) 

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4(1): 37-44 

Vakkari & Serola首先針對芬

蘭進行調查了解公共圖書館

在芬蘭民眾生活中所產生的

影響。 

評估圖書館特定方案及服務為成長中的研

究趨勢，然而較少研究針對圖書館於生活

個領域的總體利益進行深入研究。 

研究結果女性使用效益在文化及職業來說高於男

性，這也反映在她們相較男性是高頻率使用者、有

較高的教育程度。 

就不同的教育程度來說，公共圖書館有不同的功能。 

Vakkari, P. (2014). Models 

explaining the 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0(4): 

640-657 

討論公共圖書館對於成人在

日常活動、文化活動、職業

需求上產生使用效益的模

型，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哪種

因素與公共圖書館產出的使

用效益相關。 

目前很少針對各種不同的使用者族群去調

查其感受圖書館產生的價值有何差異，圖

書館產出之價值與其不同背景差異之關

聯，去分析這些原因有助於了解圖書館的

社會功能與角色，並且將這些因素模組化，

有助於分析圖書館價值。 

影響圖書館使用的因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閱

讀量、使用目的等，其中圖書館的使用目的最能有

效預測圖書館使用效益。 

Vakkari, P., Aabo, S., Audunson, 

R., Huysmans, F., Oomes, 

M.(2014). Perceived outcom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Finland, 

Norway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0(5): 

927-944 

比較芬蘭、挪威、荷蘭的公

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為第一

個跨越國家比較的研究，了

解造成差異的變數。 

比較國家間使用效益的分佈、並解釋其差

異，研究問題如下： 

1. 不同國家使用者對公共圖書館使用效

益感受頻率之差異。 

2. 使用效益模式在不同國家間差異。 

3. 如果有不同是什麼因素可以解釋這些差

異。 

研究結果顯示芬蘭較挪威及荷蘭民眾感受到更多的

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各層面使用效益平均高出三

倍之多，而芬蘭民眾感受最多的使用效益為教育

(47.9%)其次為文化活動(40%)、日常活動(35.7%)及

工作與職涯(31.3%)，而挪威及荷蘭皆以文化活動為

民眾感受最多的使用效益。 

Pertti Vakkari , Svanhild Aabø , 

Ragnar Audunson , Frank 

Huysmans , Nahyun Kwon , 

Marjolein Oomes , Sei-Ching 

Joanna Sin , (2016) "Patterns of 

perceived public library 

outcomes in five countri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Vol. 

72 Iss: 2, pp.342 - 361 

比較芬蘭、挪威、荷蘭、南韓

及美國的公共圖書館使用效

益，為跨越國家比較的研究，

了解造成差異的變數。 

此研究延伸Vakkari(2014)的研究，為了讓

比較有所意義，挑選經濟與社會發展相似

的國家（同為OECD會員）  

比較國家間使用意的分佈、並解釋其差異，

研究問題如下：  

1. 成人讀者在生活上不同領域於圖書館使

用效益的差異 

2. 使用效益模式在不同國家間差異。 

3. 有什麼因素可以解釋這些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國家存在許多差異，首先芬蘭

及美國使用者的使用效益遠高於南韓，南韓又高於

荷蘭及挪威，第二點當問到使用效益的四個分組時

（工作、教育、每日活動、休閒活動）使用者的使用

效益在某些國家中又相對平衡。 

表 4  Vakkari, P.（2012-2016）使用者觀點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研究 



doi:10.6342/NTU201702446

53 

 

三、預測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影響因素 

就相關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研究可以發現，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及不同人口

統計因素皆有可能影響使用者感受到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頻率及看法，賴麗香

（2006）指出不同學科背景、身分類別的使用者，使用圖書館的行為及知覺評價

圖書館的服務有差異，圖書館使用者的使用頻率越高，則其使用廣度、系統服務

品質知覺及滿意度也越高；使用者的使用廣度越高，內容服務品質知覺及滿意度

卻越低；使用者的滿意度越高，其使用頻率、內容服務品質知覺、系統服務品質

知覺及支援服務品質知覺也越高，但使用廣度越低。因此使用者對圖書館服務品

質之使用狀況、服務品質知覺及滿意度等主觀評估存在個人與館際差異。 

Berelson’s（1950）曾經提出教育程度、年齡、收入與性別都與圖書館的使用

相關，年紀較輕、高學歷、高收入及女性在圖書館使用頻率上都較其他群體為高。

學者 Vakkari, P.曾於 2012 及 2014 年分別針對網路使用程度與公共圖書館使用目

的相關性及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因素進行研究，以下就相關研究進行論述： 

（一）預測圖書館使用目的之因素 

Vakkari, P.（2012）探討網路使用的程度與公共圖書館使用目的相關性，並且

找出可以預測公共圖書館使用目的如：研究（Study）、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及休閒活動（Leisure Time）之因素，

研究發現大部分圖書館使用者目的為研究（Study）比例達53%，其他則為工作與

職涯（Work and Business）達41%、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達35%、休閒

活動（Leisure Time）達34%。研究指出網路使用的頻率及閱讀圖書數量最能增加

研究中所述的四項公共圖書館使用目的之機率，為預測圖書館使用目的的重要因

素，網路使用頻率在使用者目的為進行研究（Study）及工作與職涯（Work and 

Business）時最能有效預測，而閱讀圖書數量則與使用者目的為日常活動

（Everyday Activities）及休閒活動（Leisure Time）為正相關，第三個可以預測使

用者目的因素則為使用者年齡。另外使用者教育程度則與使用者目的為工作與職

涯（Work and Business）相關。而年齡與公共圖書館使用目的中之日常活動

（Everyday Activities）較其他三個公共圖書館使用目的更為相關，55歲以上讀者

使用公共圖書館的目的通常為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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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研究結果指出網際網路使用與公共圖書館使用有正向關係，使用網路的

人傾向更會使用公共圖書館，網路並不會減少其他媒體在休閒時間的使用，相反

的，使用網路的人反而會增加使用其他通訊媒體的機會（圖15）。 

圖 15  網路與公共圖書館使用頻率比較 

資料來源：Internet use increases the odds of using the public library. (p.626) by Vakkari, P., 2012.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8(5). 

 

（二）預測圖書館使用效益之因素 

Vakkari, P.（2014）針對公共圖書館對社會產生的價值進行探討，希望能瞭解

有效預測圖書館產出使用效益（日常活動、文化活動、職業）之因素，並探究是

否有模型可以解釋這三種價值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圖書館使用的因素包含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閱讀圖書數量及使用目的等，Vakkari（2014）指出使用

公共圖書館及網路頻率越高者，對公共圖書館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使

用效益感受程度越高，而年齡越大者，在日常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的使用

效益也越高，推測年齡較長者相較於年輕人使用公共圖書館為日常活動

（Everyday Activities）使用目的之頻率也較高，而教育程度越高者在日常活動

（Everyday Activities）的使用效益則是越低；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的使

用效益感受最顯著的族群則是高教育程度、年輕人、閱讀越多書、圖書館使用頻

率較高者；職業（Career）的使用效益則與圖書館使用頻率及目的相關；研究結

果指出影響圖書館使用的因素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閱讀量、圖書館使用

目的等，其中圖書館的使用目的最能有效預測圖書館使用效益，整體而言，亦女

性、年輕族群、教育程度較高者，相較其他族群較容易感受到圖書館在文化、職

業層面產生的價值。而教育程度較低、中高年齡層者較容易感受到圖書館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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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Everyday Activities）產生的價值（相較年輕及教育程度高者）因此公共圖

書館的使用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閱讀量相關。相對而言，活躍的圖書館使

用者從公共圖書館感受到的價值會較多，活躍使用者包含女性、高教育者、年輕

人、閱讀量較多者，而研究結果亦顯示使用圖書館的目的最有效預測圖書館產生

的使用效益。 

（三）公共圖書館使用機率 

Alison J.（2016）年針對 10 所美國學院及大學於 2007 至 2012 年 1,651 名大

學畢業生進行資訊素養調查研究，研究目的在於能瞭解大學畢業生於個人及職業

生涯中需要的終身學習資源，研究結果發現有 45%大學畢業生於過去一年內曾

使用過公共圖書館，而公共圖書館使用者更有可能為書店及博物館的常客，較非

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高出三倍之多，研究結果顯示，過去一年曾使用過公共圖書館

的受測者，有一半以上曾向圖書館員進行諮詢，曾使用書店、到訪博物館、線上

資料庫查詢學術文章、運用教育網站等皆會有較高機率於過去一年中曾使用公共

圖書館，而使用圖書館的族群中，有較高機率為女性，而相信自己可以獨立學習

的受測者，相較那些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獨立學習的受測者，使用公共圖書館的可

能性越低。 

由圖 16 可看出如果受測者曾求助於圖書館員，其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機率會

高出近 5.5 倍，曾使用書店（實體或虛擬）的受測者，其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機

率為 2.9 倍，曾到訪過博物館的受測者，其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機率為 2.7 倍，曾

使用過開放進用資料庫（Open Access Database）的受測者，其使用公共圖書館

的機率為 2.0 倍，曾使用教育類網站的受測者，其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機率為 2.0

倍，女性受測者，其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機率為 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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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ow Today’s Graduates Continue to Learn Once They Complete College. Pro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ojectinfolit.org/uploads/2/7/5/4/27541717/staying_smart_pil_1_5_2016b_fullreport.pdf 

 

由上述相關研究可見，使用者之人口統計因素、教育程度、收入、圖書館

使用頻率、目的、網路使用情況、閱讀量、使用者資訊使用行為等因素皆會影

響使用者對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估，公共圖書館為滿足不同讀者需求之服

務，宜深入了解影響之使用效益之相關因素，並調整公共圖書館服務規劃之策

略。 

圖 16 公共圖書館使用機率 



doi:10.6342/NTU201702446

5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使用者觀點進行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透過不同使用者人口統

計變數及不同資訊資源利用狀況探究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本章旨在說明研究設

計與實施之方法，共分三節，第一節提出研究設計，第二節闡述問卷設計，第三

節則針對研究實施步驟與流程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設計  

為透過量化研究之方式進行使用者觀點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本研究

採用調查法，以問卷蒐集資料。以下綜合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文獻探討，發

展研究架構，並依據研究架構設定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最後說明資料蒐集後之

分析方式。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Vakkari & Serola（2012）芬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研究為基礎，

將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所產生的使用效益分為四構面 22 項目，以使用者觀點進

行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研究重點在於瞭解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在教育、工

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四項功能中對使用者的使用效益評估觀點以及影

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結果之因素為何。 

同時，為瞭解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閱讀偏好之情形，於問卷中加入「若您想閱

讀的書籍同時提供紙本及電子版，您會選擇閱讀何者」之選項，以瞭解使用者閱

讀偏好之傾向，賴麗香（2006）指出不同學科背景、身分類別的使用者，使用圖

書館的行為及知覺評價圖書館的服務有差異，Berelson’s（1950）亦曾提出教育程

度、年齡、收入與性別都與圖書館的使用相關，Vakkari, P.（2014）亦指出影響圖

書館使用的因素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閱讀量及使用目的等，本研究綜整

學者所提出之預測圖書館使用因素以瞭解使用者閱讀行為與資訊資源利用情況，

進行本研究之問項設計。 

研究架構如圖 17所示，自變項為使用公共圖書館之使用者之人口統計變項，

依變項為使用者行為與資訊資源使用狀況、資源使用頻率及對公共圖書館使用效

益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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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參考臺北市立圖書館讀者滿意度調查報告（2016），以 13 歲以上臺灣

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為研究對象進行便利抽樣調查，運用 Google 表單

（https://goo.gl/forms/jb4ZJqwowiRYUa8X2）建立網路問卷，將問卷透過人際網

絡散播，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間，共回收 324 份問卷。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 106 年 3 月公布之縣市人口數及年齡性別等資料顯示，臺

灣地區人口數共計 23,545,680 人，其中 13 歲以上之人口數為 20,881,367 人（男

性佔 49%，女性佔 51%），與臺灣地區 13 歲以上年齡人口分布比例比較，回收

問卷之年齡人口比例可反映臺灣地區年齡人口分布比例。 

研究欲探討公共圖書館產出服務對讀者生活之影響以及不同閱讀行為讀者對

公共圖書館服務影響之重要性認知，故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下針對問卷架構、研

究對象、問卷發放與回收進行說明。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運用次數分配、交叉分析、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

並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作為資料分析工具。 

 

 

公共圖書館使用者 

人口變項 

（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職業、收入、

居住區域等）及圖書

館使用目的 

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行為及 

資訊資源使用狀況 

資源使用頻率 

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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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使用者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為閱讀行為與資訊資源利用情況，第三部分為資源使用頻率。 

一、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包含受測者的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居住地、平均月收入

等人口統計變項，以及使用圖書館的目的。 

二、 閱讀行為與資訊資源利用情況 

此部分之問項旨在調查使用者資訊資源利用及閱讀習慣，選項「在過去一年

中，您是否曾運用下列資源進行學習、自我成長或達成人生目標？」之題項參考

ALISON J.(2016)年針對 10 所美國學院及大學於 2007 至 2012 年畢業學生進行資

訊素養研究，研究中之終身學習資源問項，包含搜尋引擎（e.g., Google, Bing）、

電子資料庫、書籍（紙本/電子）、新聞、社群網站（e.g., Facebook, Twitter）、教

育學習網站（e.g., Coursera, MOOCs）、Blog 部落格、書店（網路/實體）、圖書館

（網路/實體）及博物館/美術館（網路/實體）。 

並且進一步詢問使用者在過去一年使用各項資訊資源之利用狀況，包含紙本

書閱讀及數位閱讀之數量，而閱讀偏好部份詢問使用者，「是否因為進行數位閱

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及「若您想閱讀的書籍同時提供紙本及電子版，

您會選擇閱讀何者?」，透過問項以判斷使用者閱讀偏好數位閱讀或是紙本閱讀。 

電子書及紙本圖書閱讀類型問項分類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之書店分類，包含

文學小說、商業理財、藝術設計、人文史地、社會科學、自然科普、心理勵志、

醫療保健、飲食、生活風格、旅遊、宗教命理、親子教養、童書/青少年文學、輕

小說、漫畫、語言學習、考試用書、電腦資訊及專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 

三、 資源使用頻率及評估 

本研究參考 Vakkari & Serola（2012）之研究，將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所產生

的使用效益分為四構面 22 項目，四構面包含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

閒活動，並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及目的探討「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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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及「網路」因各項需求之資源使用頻率及公共圖書館使

用評估，各問項以李克特四點尺度量表（Likert-type scale）進行測量，從「沒有」

到「經常」，「沒有幫助」到「很有幫助」，「不重要」到「很重要」均分為四個等

級，問項之構面與細項如下。各問項以李克特四點尺度量表（Likert-type scale）

進行測量，使用者效益之評估透過詢問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各項功能上對

您的幫助為何?」從「沒有幫助」到「很有幫助」，填答不確定者以 0 分計算，沒

有幫助=1、不太有幫助=2、有點幫助=3、很有幫助=4；並且詢問使用者「認為公

共圖書館在各項功能上對您的重要性為何?」，填答不確定者以 0 分計算，不重

要=1、不太重要=2、有點重要=3、很重要=4，而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構面及細

項如下。 

（一）教育：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的學習、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二）工作與職涯：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

目標或專案等）、培養工作技能； 

（三）日常活動：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取

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修）、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獲得健康

或醫療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訊、促進人際關係； 

（四）休閒活動：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非小說類書籍、參與文化活動（例如：

觀賞戲劇或音樂會）、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培養對

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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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目的及問題對應題項 

研究目的 問卷選項 

瞭解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公

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關聯性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性別為？ 

2. 請問您的年齡為？ 

3. 請問您的職業為？  

4.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為？ 

5. 請問您的平均月收入為? 

6. 請問您居住的縣市或地區為？   

7. 請問您通常使用圖書館的目的為？   

探討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行

為 

閱讀行為與資訊資源利用情況 

8. 在過去一年中，您是否曾運用下列資源進行學

習、自我成長或達成人生目標？ 

9. 請問過去一年中，您閱讀了幾本紙本圖書（包

含教科書）？ 

10. 請問您喜歡閱讀的紙本圖書類型為？  

11. 請問過去一年中，您閱讀了幾本電子書（包含

教科書）？ 

12. 請問您喜歡閱讀的電子書類型為？  

13. 您是否因為進行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

時間？ 

14. 若您想閱讀的書籍同時提供紙本及電子版，您

會選擇閱讀何者? 

探討讀者因各項需求而使用

「紙本閱讀」、「數位閱讀」、

「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

站」及「網路」資源之使用頻

率並瞭解讀者在在教育、工作

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

四項功能中對使用者的使用

效益評估觀點 

資源使用頻率 

15. 過去一年您因為各項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 

16. 過去一年您因為各項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

率 

17. 過去一年您因為各項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的

頻率 

18. 過去一年您因為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

頻率 

19. 過去一年您因為各項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 

20.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各項功能上對您的幫助為 

21.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各項功能上的重要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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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  

1. 文獻蒐集與分析 

確認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之後，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中西文期刊、論文、

研究報告等文獻資料，以及相關公共圖書館網站上所提供之統計數據與價值內容

陳述，以瞭解國內外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相關研究、公共圖書館價值及數位

閱讀情況並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2. 建立研究架構 

確認研究變項並建立研究架構。 

3. 確定研究對象 

以 13 歲以上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為研究對象。 

4. 擬定初步問卷內容 

參考文獻之內容，擬定初步問卷內容。 

5. 問卷前測 

將初步完成的問卷，隨機針對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進行施測。 

6. 修改問卷 

參考前測之受測者回饋修訂問卷，以確保問卷內容及用字是否清晰易懂，並

依據回饋意見適度修正問卷內容。 

7. 正式施測 

於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透過 Google 表單建立網路問卷進行線上問

卷施測，並透過紙本問卷同步發放，共計進行 4 週問卷調查。  

8. 資料處理與分析 

回收問卷後，先將遺漏值過多或規則性填答等無效問卷進行剔除，再利用社

會科學統計軟體（SPSS）分析問卷資料，將問卷之各題項轉化為可辨識的文

字或數字，進行問卷編碼；依問卷題項與性質，運用次數分配、交叉分析、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9. 撰寫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 

綜整蒐集到之資料撰寫研究結果，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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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 

問卷前測 



doi:10.6342/NTU201702446

64 

 

 

 

 

 

 

 

 

 

 

 

 

 

 

 

 

 

 

 

 

 

 

 

 

 

 

 

 



doi:10.6342/NTU201702446

65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方法，針對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進行使用效益評

估，以 13 歲以上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為研究對象進行便利抽樣調查，運

用 Google 表單（https://goo.gl/forms/jb4ZJqwowiRYUa8X2）建立網路問卷，將問

卷透過人際網絡散播，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間，共回收 324 份問

卷。本章對回收之 318 份有效問卷，運用 SPSS 22.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說

明研究結果並以使用者觀點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第一節彙整研究樣本，分

析基本資料；第二節分析使用者公共圖書館使用行為，包含使用者的基本資料、

資源使用狀況；第三節為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分析。 

第一節 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回收之 324 份問卷中，將規律性填答及非臺灣地區使用者視為無效問

卷，共計回收 318 份有效問卷，整體有效問卷比例達 98.5%。 

一、 人口統計變項 

由表 6 可知，本研究之填答者中超過六成是女性（63%），男性所占比例不到

四成（36.8%）。年齡則以 31-54 歲最多，共 137 人，比例超過四成（43.1%）；

其次是 19~30 歲（25.5%）；13-18 歲和 65 歲以上的填答者都不到 10%。然此性

別與年齡分佈，恰好符合民政局（2016）公布之臺灣地區性別年齡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46.5%）為最多，其次為碩士（32.4%）。至於填答者

最近一年的平均月收入則是以無固定收入者最多（22%），其次則為 40,001~50,000

元（18.9%），然後為 50,001~70,000 元（15.1%）和 30,001 元~40,000 元（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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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人口統計變數—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平均月收入   

女性 201 63.0  無固定收入 70 22.0 

男性 117 36.8  15,000 元以下 15 4.7 

年齡    15,001~30,000 元 27 8.5 

13~15 歲 17 5.3  30,001 元~40,000 元 46 14.4 

16~18 歲 16 5.0  40,001~50,000 元 60 18.9 

19~30 歲 81 25.5  50,001~70,000 元 48 15.1 

31-54 歲 137 43.1  70,001 元以上 52 16.4 

55~64 歲 42 13.2     

65 歲以上 25 7.9     

教育程度       

國中 21 6.6     

高中職 23 7.2     

大學/專科 148 46.5     

碩士 103 32.4     

博士 23 7.2     

註：N=318 

進一步檢視不同性別之年齡分布， 由表 7 可看出男性和女性的年齡分布明顯

有差異(𝒙𝟐(𝟓,  𝑵 = 𝟑𝟏𝟖) = 𝟐𝟕. 𝟖𝟕𝟔,  𝒑 =. 𝟎𝟎𝟎,  Cramer′s V =. 𝟐𝟗𝟔)。雖然男性和

女性都是 31~54 歲的填答人數最多，但男性的集中趨勢更明顯，男性有 47.90%，

女性略少 40.30%。女性次多的年齡層是 19~30 歲，占 33.80%；男性則是各年齡

分布均勻，次多的是 55~64 歲，但僅占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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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性別與年齡交叉表 

性別 年齡 總計 

 
13~15 歲 16~18 歲 19~30 歲 31~54 歲 55~64 歲 65 歲以上 

 

女性 6 12 68 81 23 11 201 

 
3.00% 6.00% 33.80% 40.30% 11.40% 5.50% 100.00% 

男性 11 4 13 56 19 14 117 

 
9.40% 3.40% 11.10% 47.90% 16.20% 12.00% 100.00% 

總計 17 16 81 137 42 25 318 

 
5.30% 5.00% 25.50% 43.10% 13.20% 7.90% 100.00% 

註：N=318 

接續檢視不同性別之教育程度分布， 由表 8 可看出男性和女性的教育程度差

異主要在研究所以上程度(𝒙𝟐(𝟒,  𝑵 = 𝟑𝟏𝟖) = 𝟏𝟒. 𝟏𝟎𝟎,  𝒑 =. 𝟎𝟎𝟕,  Cramer′s V =

. 𝟐𝟏𝟏)。雖然男性和女性填者的教育程度都是以大學/專科的填答人數最多，但有

超過半數（51.20%）的女性填答者為大學/專科教育程度，而男性則只近四成

（38.50%）。然而男性與女性填答者教育程度之差異最主要展現在博士程度，男

性填答者有 12.80%具有博士學位，而女性填答者則僅有 4.00%。 

 表 8 性別與教育程度交叉表 

性別 教育程度 總計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女性 10 17 103 63 8 201 

 
5.00% 8.50% 51.20% 31.30% 4.00% 100.00% 

男性 11 6 45 40 15 117 

 
9.40% 5.10% 38.50% 34.20% 12.80% 100.00% 

總計 21 23 148 103 23 318 

 
6.60% 7.20% 46.50% 32.40% 7.20% 100.0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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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檢視不同性別之平均月收入分布， 由表 9 可看出男性和女性填答者收入

之 差 異 主 要 在 70,001 元 以 上 ( 𝒙𝟐(𝟔,  𝑵 = 𝟑𝟏𝟖) = 𝟑𝟒. 𝟗𝟑𝟓,  𝒑 =

. 𝟎𝟎𝟕,  Cramer′s V =. 𝟑𝟑𝟏)。男性平均月收入以 70,001 元以上比例最高，占 27.40%，

其次為 40,001~50,000 元，占 24.80%，而女性平均月收入以無固定收入比例最高，

占 21.40%，而 70,001 元以上僅占 10.00%，整體而言，女性在平均月收入分布較

為均勻。 

表 9 性別與平均月收入交叉表 

性別 平均月收入 總計 

 
無 

固定收入 

15,000 元

以下 

15,001 

~30,000 元 

30,001 元

~40,000 元 

40,001 

~50,000 元 

50,001 

~70,000 元 

70,001 元

以上 

 

女性 43 13 24 37 31 33 20 201 

 
21.40% 6.50% 11.90% 18.40% 15.40% 16.40% 10.00% 100.00% 

男性 27 2 3 9 29 15 32 117 

 
23.10% 1.70% 2.60% 7.70% 24.80% 12.80% 27.40% 100.00% 

總計 70 15 27 46 60 48 52 318 

 
22.00% 4.70% 8.50% 14.50% 18.90% 15.10% 16.40% 100.00% 

註：N=318 

表 10 分析填答者之職業，以公務人員（21.7%）和學生（20.1%）所占比例

最高，其次是教育人員，占 11.6%；其他職業類別所占百分比均未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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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填答者職業分析 

職業 次數 百分比  職業 次數 百分比 

公務人員 69 21.7  家庭管理 12 3.8 

學生 64 20.1  資訊/傳播/出版 10 3.1 

教育人員 37 11.6  軍警人員 9 2.8 

退休 27 8.5  文化/運動/休閒相關 6 1.9 

服務業 24 7.5  工商企業投資 4 1.3 

專業技術人員 21 6.6  無業/待業 3 0.9 

金融/保險/貿易相關 14 4.4  運輸/倉儲/通信相關 3 0.9 

工業/製造/營造相關 14 4.4  農、林、漁、牧業 1 0.3 

註：N=318 

表 11 分析填答者之居住地，以臺北市（38.7%）、新北市（24.2%）及高雄市

（11%）所占比例最高，其他區域所占百分比均未超過 10%。 

表 11 填答者居住地分析 

居住地 次數 百分比  居住地 次數 百分比 

臺北市 123 38.7  彰化縣 3 0.9 

新北市 77 24.2  嘉義縣 3 0.9 

高雄市 35 11  臺東縣 3 0.9 

臺中市 22 6.9  花蓮縣 2 0.6 

桃園市 18 5.7  宜蘭縣 1 0.3 

新竹市 7 2.2  苗栗縣 1 0.3 

臺南市 5 1.6  新竹縣 1 0.3 

雲林縣 5 1.6  南投縣 1 0.3 

基隆市 4 1.3  屏東縣 1 0.3 

嘉義市 4 1.3  澎湖縣 1 0.3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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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行為 

研究詢問填答者過去一年閱讀多少紙本圖書與電子書，結果如表 12 所示。

紙本圖書閱讀量以 5-14 本最多 （41.2%），其次是 1-4 本（23.9%）；而電子書的

閱讀量則以 1-4 本為最多數（45.9%），其次是 5-14 本（21.4%）。閱讀 31 本以上

紙本圖書者有 13.8%，但是閱讀 31 本以上電子書的填答者僅有 5%。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未閱讀紙本圖書的填答者只有 1.9%，然而未閱讀電子書的填答者則多

達 22.3%。 

表 12 紙本圖書與電子書閱讀量分析 

閱讀紙本圖書 次數 百分比  閱讀電子書 次數 百分比 

未閱讀紙本書 6 1.9  未閱讀電子書 71 22.3 

1-4 本 76 23.9  1-4 本 146 45.9 

5-14 本 131 41.2  5-14 本 68 21.4 

15-30 本 61 19.2  15-30 本 17 5.3 

31 本以上 44 13.8  31 本以上 16 5.0 

總計 318 100  總計 318 100 

註：N=318 

研究亦詢問填答者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有近五成的

填答者表示沒有影響。但也有約 26%的填答者表示，因為數位閱讀而減少紙本書

的閱讀時間，然也有近 25%填答者表示數位閱讀反而增加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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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數位閱讀影響 

紙本閱讀時間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大幅減少 34 10.7 10.7 

小幅減少 48 15.1 25.8 

沒有影響 157 49.4 75.2 

小幅增加 55 17.3 92.5 

大幅增加 24 7.5 100 

總計 318 100 
 

      註：N=318 

進一步針對性別檢視填答者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由表 14 可發現，男性有近 36%因為數位閱讀而減少紙本書的閱讀時間，女性則

只有近 20%。相反地，約 30%的女性因為數位閱讀而增加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男性則只有 14%。綜言之，男性因為數位閱讀而減少紙本閱讀時間，女性則因

為數位閱讀而增加紙本閱讀的時間。(𝒙𝟐(𝟐,  𝑵 = 𝟑𝟏𝟖) = 𝟏𝟓. 𝟐𝟔𝟓,  𝒑 =

. 𝟎𝟎𝟎,  Cramer′s V =. 𝟐𝟏𝟗) 

表 14 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性別 

性別 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總計 

 
大幅增加 小幅增加 沒有影響 小幅減少 大幅減少 

 

男性 6 11 58 25 17 117 

 
5.10% 9.40% 49.60% 21.40% 14.50% 100.00% 

女性 18 44 99 23 17 201 

 
9.00% 21.90% 49.30% 11.40% 8.50% 100.00% 

總計 24 55 157 48 34 318 

 
7.50% 17.30% 49.40% 15.10% 10.70% 100.0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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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檢視不同年齡填答者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由

表 15 可以看出 13~54 歲之填答者傾向因數位閱讀而增加紙本閱讀的閱讀時間，

尤以 13~15 歲填答者比例最高，逾 35%，55~64 歲填答者認為數位閱讀並不影

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比例約 47%，65 歲以上填答者則因數位閱讀而減少紙本

書的閱讀時間，比例逾 70%。綜言之，54 歲以下之讀者因數位閱讀而增加紙本

閱讀的閱讀時間，65 歲以上讀者因數位閱讀而減少紙本閱讀的閱讀時間，

55~64 歲填答者則認為兩者沒有影響。(𝒙𝟐(𝟏𝟎,  𝑵 = 𝟑𝟏𝟖) = 𝟑𝟔. 𝟔𝟐𝟓,  𝒑 =

. 𝟎𝟎𝟎,  Cramer′s V =. 𝟑𝟑𝟗) 

 

表 15 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年齡 

年齡 增加 没有影響 減少 總計 

13~15 歲 6 6 5 17 

 
35.30% 35.30% 29.40% 100.00% 

16~18 歲 5 9 2 16 

 
31.30% 56.30% 12.50% 100.00% 

19~30 歲 24 38 19 81 

 
29.60% 46.90% 23.50% 100.00% 

31~54 歲 33 77 27 137 

 
24.10% 56.20% 19.70% 100.00% 

55~64 歲 11 20 11 42 

 
26.20% 47.60% 26.20% 100.00% 

65 歲以上 0 7 18 25 

 
0.00% 28.00% 72.00% 100.00% 

總計 79 157 82 318 

 
24.80% 49.40% 25.80% 100.0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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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不同平均月收入填答者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由

表 16 可以看出收入 70,000 元以下之填答者皆認為兩者沒有影響，比例逾 50%，

收入 70,001 元以上之填答者則以沒有影響最多（36.5%），其次為因數位閱讀而

減少紙本書的閱讀時間（34.6%），然而比例差距不大，皆未超過 40%。 

   表 16 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平均月收入 

平均月收入 增加 没有影響 減少 總計 

無固定收入 18 37 15 70 

 
25.70% 52.90% 21.40% 100.00% 

15,000 元以下 4 8 3 15 

 
26.70% 53.30% 20.00% 100.00% 

15,001~30,000 元 6 14 7 27 

 
22.20% 51.90% 25.90% 100.00% 

30,001 元~40,000 元 13 25 8 46 

 
28.30% 54.30% 17.40% 100.00% 

40,001~50,000 元 8 30 22 60 

 
13.30% 50.00% 36.70% 100.00% 

50,001~70,000 元 15 24 9 48 

 
31.30% 50.00% 18.80% 100.00% 

70,001 元以上 15 19 18 52 

 
28.80% 36.50% 34.60% 100.00% 

總計 79 157 82 318 

 
24.80% 49.40% 25.80% 100.0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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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檢視使用者之閱讀偏好，由表 17 可看出逾 80%填答者表示若想閱讀的

書籍同時提供紙本及電子版，仍會選擇紙本版，選擇電子版之填答者低於 20%，

顯示臺灣地區民眾仍偏好紙本書閱讀。 

               表 17 閱讀偏好—紙本、電子書 

選擇 次數 百分比 

紙本版 255 80.2 

電子版 63 19.8 

總計 318 100 

                     註：N=318 

進一步詢問填答者喜愛閱讀的紙本書類型，以文學小說（9.5%）、旅遊（8.4%）

及心理勵志（6.9%）比例為最高，但各項類別比例均未超過 10%。而填答者喜愛

閱讀的電子圖書閱讀類型，以旅遊（10.2%）、飲食（9.3%）及文學小說（8.5%）

比例為最高，另外在生活風格（7.9%）、醫療保健（7.8%）及漫畫（7.5%）皆逾

7%，綜言之，相較紙本書類型，受測者喜愛的電子書類別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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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閱讀類別分析—紙本、電子書 

 紙本書  電子書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觀察值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觀察值 

百分比 

文學小說 100 9.50% 47.40%  57 8.50% 27.00% 

旅遊 88 8.40% 41.70%  68 10.20% 32.20% 

心理勵志 73 6.90% 34.60%  30 4.50% 14.20% 

飲食 64 6.10% 30.30%  62 9.30% 29.40% 

人文史地 63 6.00% 29.90%  26 3.90% 12.30% 

生活風格 63 6.00% 29.90%  53 7.90% 25.10% 

藝術設計 61 5.80% 28.90%  28 4.20% 13.30% 

漫畫 61 5.80% 28.90%  50 7.50% 23.70% 

醫療保健 60 5.70% 28.40%  52 7.80% 24.60% 

社會科學 55 5.20% 26.10%  22 3.30% 10.40% 

商業理財 54 5.10% 25.60%  38 5.70% 18.00% 

輕小說 51 4.80% 24.20%  38 5.70% 18.00% 

語言學習 49 4.70% 23.20%  32 4.80% 15.20% 

童書/青少年

文學 

37 3.50% 17.50%  16 2.40% 7.60% 

自然科普 36 3.40% 17.10%  19 2.80% 9.00% 

親子教養 33 3.10% 15.60%  17 2.50% 8.10% 

電腦資訊 31 2.90% 14.70%  21 3.10% 10.00% 

考試用書 28 2.70% 13.30%  10 1.50% 4.70% 

專業教科書 27 2.60% 12.80%  21 3.10% 10.00% 

宗教命理 19 1.80% 9.00%  9 1.30% 4.30% 

總計 1053 100.00% 499.10%  669 100.00% 317.1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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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資源利用情況 

為瞭解使用者利用各項資源進行終身學習之情況，本研究詢問填答者過去一

年內曾利用那些資源進行學習、自我成長或達成人生目標，結果顯示填答者最常

利用的前五項資源是： 搜尋引擎（16.5%）、書籍（14.2%）、社群網站（13.0%）、

圖書館（12.80%）、新聞（11.10%），雖然搜尋引擎仍居第一，然五項資源之百分

比差距甚微。 

          表 19 資源利用情況分析 

資源利用情況 次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搜尋引擎 167 16.50% 79.10% 

書籍 144 14.20% 68.20% 

社群網站 132 13.00% 62.60% 

圖書館 130 12.80% 61.60% 

新聞 112 11.10% 53.10% 

書店 100 9.90% 47.40% 

電子資料庫 80 7.90% 37.90% 

Blog 部落格 57 5.60% 27.00% 

博物館美術館 51 5.00% 24.20% 

教育學習網站 39 3.90% 18.50% 

總計 1,012 100.00% 479.60% 

      註：N=318 

檢視不同性別之資源利用之分布， 由表 20 可看出男性和女性的資源利用分

布皆以搜尋引擎最高（男性：77.80%，女性：79.90%），其次為書籍（男性：69.40%，

女性：67.60%）、社群網站（男性：62.50%，女性：62.60%）及圖書館（男性：

70.80%，女性：56.80%），比例皆超過六成。綜言之，男女差異展現在圖書館之

使用分布，男性曾使用圖書館進行終身學習之比例達 70.80%，女性僅 56.80%，

而男女資源利用分布比例最低為教育學習網站，均未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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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性別與資源利用情況交叉表 
性別 搜尋 

引擎 
書籍 社群 

網站 
圖書館 新聞 書店 電子 

資料庫 
Blog
部落格 

博物館
美術館 

教育學
習網站 

總計 

男性 56 50 45 51 38 41 29 22 21 14 72 

 
77.80% 69.40% 62.50% 70.80% 52.80% 56.90% 40.30% 30.60% 29.20% 19.40% 

 

女性 111 94 87 79 74 59 51 35 30 25 139 

 
79.90% 67.60% 62.60% 56.80% 53.20% 42.40% 36.70% 25.20% 21.60% 18.00% 

 

總計 167 144 132 130 112 100 80 57 51 39 211 

註：N=318 

進一步檢視不同年齡之資源使用之分布， 由表 21 可看出各年齡層的資源使

用分布皆以搜尋引擎比例最高，均超過 75%。其中 16~18 歲填答者以搜尋引擎、

圖書館及新聞比例最高，19~64 歲填答者以搜尋引擎及書籍使用比例最高，55~64

歲填答者資源使用則明顯集中於搜尋引擎及書籍，比例均超過 80%，65 歲以上

填答者則以搜尋引擎及社群網站使用比例最高，達 100%。 

表 21 年齡與資源利用情況交叉表 

年齡 搜尋 

引擎 

書籍 社群 

網站 

圖書館 新聞 書店 電子 

資料庫 

Blog 

部落格 

博物館

美術館 

教育學

習網站 

總計 

16~18 歲 5 2 2 4 4 2 1 3 1 2 6 

 
83.30% 33.30% 33.30% 66.70% 66.70% 33.30% 16.70% 50.00% 16.70% 33.30% 

 

19~30 歲 50 46 37 37 32 28 26 15 13 15 65 

 
76.90% 70.80% 56.90% 56.90% 49.20% 43.10% 40.00% 23.10% 20.00% 23.10% 

 

31~54 歲 82 69 70 66 55 54 37 26 28 19 106 

 
77.40% 65.10% 66.00% 62.30% 51.90% 50.90% 34.90% 24.50% 26.40% 17.90% 

 

55~64 歲 28 26 21 22 20 15 15 13 8 2 32 

 
87.50% 81.30% 65.60% 68.80% 62.50% 46.90% 46.90% 40.60% 25.00% 6.30% 

 

65 歲以上 2 1 2 1 1 1 1 0 1 1 2 

 
100% 50.00% 100% 50.00% 50.00% 50.00% 50.00% 0.00% 50.00% 50.00% 

 

總計 167 144 132 130 112 100 80 57 51 39 211 

註：N=318 

接續檢視不同教育程度之資源使用之分布， 由表 22 可看出教育程度為高中

職、大學/專科及碩士的填答者以搜尋引擎使用比例最高，超過 75%。博士填答

者則以圖書館使用比例最高，達 90.5%。不同教育程度之填答者，資源使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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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集中於搜尋引擎、書籍及社群網站。而教育程度越高者，在資源使用分布上較

為平均，博士學歷之填答有有 8 項資源使用比例超過 50%，高中職學歷之填答者

僅有搜尋引擎、圖書館及新聞等 3 項資源使用比例超過 50%，其餘資源使用分布

皆未高於 35%。 

表 22 教育程度與資源利用情況交叉表 

教育程度 搜尋 

引擎 

書籍 社群 

網站 

圖書館 新聞 書店 電子 

資料庫 

Blog 

部落格 

博物館

美術館 

教育學

習網站 

總計 

高中職 7 2 3 5 5 2 1 3 1 2 9 

 
77.80% 22.20% 33.30% 55.60% 55.60% 22.20% 11.10% 33.30% 11.10% 22.20% 

 

大學/專科 78 72 65 61 52 45 34 23 18 21 102 

 
76.50% 70.60% 63.70% 59.80% 51.00% 44.10% 33.30% 22.50% 17.60% 20.60% 

 

碩士 65 53 49 45 41 42 33 22 23 11 79 

 
82.30% 67.10% 62.00% 57.00% 51.90% 53.20% 41.80% 27.80% 29.10% 13.90% 

 

博士 17 17 15 19 14 11 12 9 9 5 21 

 
81.00% 81.00% 71.40% 90.50% 66.70% 52.40% 57.10% 42.90% 42.90% 23.80% 

 

總計 167 144 132 130 112 100 80 57 51 39 211 

註：N=318 

最後檢視不同平均月收入填答者之資源使用之分布，由表 23 可看出不同平

均月收入之填答者資源使用集中於搜尋引擎，均超過 70%，其次為書籍及社群網

站。有所差異的為平均月收入在 50,001~70,000 元及之填答者，以書籍使用比例

最高，逾 80%，收入為 30,001 元~40,000 元填答者以搜尋引擎及書籍使用比例最

高，無固定收入填答者除搜尋引擎及書籍外，其餘資源利用比例均未超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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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平均月收入與資源利用情況交叉表 

平均月收入 搜尋 

引擎 

電子資

料庫 

書籍 新聞 社群網

站 

教育學

習網站 

Blog 

部落格 

書店 圖書館 博物館

美術館 

總計 

無固定收入 28 17 21 17 20 6 8 16 19 6 35 

 
80.00% 48.60% 60.00% 48.60% 57.10% 17.10% 22.90% 45.70% 54.30% 17.10% 

 

15,000 元以下 8 3 7 6 7 1 2 4 6 1 9 

 
88.90% 33.30% 77.80% 66.70% 77.80% 11.10% 22.20% 44.40% 66.70% 11.10% 

 

15,001~30,000 元 15 6 9 8 12 4 2 5 9 4 17 

 
88.20% 35.30% 52.90% 47.10% 70.60% 23.50% 11.80% 29.40% 52.90% 23.50% 

 

30,001 元~40,000 元 22 9 22 14 17 7 4 13 21 8 31 

 
71.00% 29.00% 71.00% 45.20% 54.80% 22.60% 12.90% 41.90% 67.70% 25.80% 

 

40,001~50,000 元 27 11 20 18 18 9 10 19 22 9 34 

 
79.40% 32.40% 58.80% 52.90% 52.90% 26.50% 29.40% 55.90% 64.70% 26.50% 

 

50,001~70,000 元 29 15 31 20 25 2 11 16 22 5 38 

 
76.30% 39.50% 81.60% 52.60% 65.80% 5.30% 28.90% 42.10% 57.90% 13.20% 

 

70,001 元以上 38 19 34 29 33 10 20 27 31 18 47 

 
80.90% 40.40% 72.30% 61.70% 70.20% 21.30% 42.60% 57.40% 66.00% 38.30% 

 

總計 167 80 144 112 132 39 57 100 130 51 211 

註：N=318 

在圖書館使用情況中，表 24 顯示填答者僅 3.7%未使用過圖書館，而使用過

圖書館的讀者中，目的以借/還圖書、期刊（16.5%）比例為最高，其次為查找資

料（11.3%）及隨意看看（9%），其餘皆未超過 8%，比例最少為結交新朋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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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圖書館使用情況 

圖書館使用情況 次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借/還圖書、期刊 182 16.50% 57.40% 

查找資料 124 11.30% 39.10% 

隨意看看 99 9.00% 31.20% 

閱讀書籍/影音資料 88 8.00% 27.80% 

看書報、雜誌 88 8.00% 27.80% 

自修（課業學習） 67 6.10% 21.10% 

參加活動/參觀展覽 60 5.40% 18.90% 

使用網路（上網、Email） 52 4.70% 16.40% 

使用電子資料庫/電子書 51 4.60% 16.10% 

使用電腦 51 4.60% 16.10% 

未使用圖書館 41 3.70% 12.90% 

借/還視聽資料 41 3.70% 12.90% 

陪伴親友 35 3.20% 11.00% 

影印 29 2.60% 9.10% 

休憩/睡覺 27 2.50% 8.50% 

討論作業或事情 25 2.30% 7.90% 

參與志工活動 23 2.10% 7.30% 

索取文宣品或閱讀公布欄訊息 18 1.60% 5.70% 

結交新朋友 1 0.10% 0.30% 

總計 1102 100.00% 347.6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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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使用頻率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填答者之資源使用情況，研究詢問填答者因教育、工作與職涯、

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之需求而使用「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

「圖書館網站」及「網路」等資源之使用頻率，以下探討填答者因各項需求之資

源使用頻率。 

（一）閱讀紙本書頻率分析 

由表 25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填答者因各項需求而閱讀紙本書頻率最高的項

目依序為「獲得學習機會」（M=3.38, SD=0.73）、「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M=3.25, 

SD=0.77）及「完成特定任務」（M=3.16, SD=0.91）。 

1. 教育：教育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如

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的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利用閒暇

時間自我學習等上述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教

育」而閱讀紙本書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學習機會」（M=3.38, SD=0.73）。 

2. 工作與職涯：工作與職涯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培養工作技能等上述

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工作與職涯」而閱讀紙

本書頻率最高的項目為類別則為「完成特定任務」（M=3.16, SD=0.91）。 

3. 日常活動：日常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獲

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修）、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訊、促進

人際關係等上述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日常活動」

而閱讀紙本書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旅遊度假資訊」（M=2.96, SD=0.12）。 

4. 休閒活動：休閒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非

小說類書籍、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音樂會）、參與創作性活動

（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培養

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參

與社會議題之討論等上述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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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活動」之而閱讀紙本書頻率最高的項目為「閱讀非小說類書籍」（M=2.91, 

SD=0.84）。 

整體而言，填答者因「教育」及「工作與職涯」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最

為頻繁，並且明顯集中於「獲得學習機會」（SD=0.73）及「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

習」（SD=0.77）項目。 

表 25 因各項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 

項目 

紙本書閱讀頻率 

總和 平均數 標準差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

定 

1 2 3 4 0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6 25 125 161 1 318 3.38  0.73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

習 
8 41 132 137 0 318 3.25  0.77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

習機會 
14 49 112 135 3 318 3.12  0.94  

輔助正規教育 44 40 79 153 2 318 3.06  1.10  

工作與職涯需求 

完成特定任務 22 39 119 137 1 318 3.16  0.91  

培養工作技能 24 49 133 111 1 318 3.03  0.91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75 67 114 60 2 318 2.49  1.07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6 59 131 101 1 318 2.96  0.92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9 72 156 61 0 318 2.78  0.85  

促進人際關係 44 97 130 47 0 318 2.57  0.9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53 86 141 38 0 318 2.52  0.90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

教育之資訊 
72 79 123 44 0 318 2.44  0.98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

訊 
60 106 118 34 0 318 2.40  0.91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70 90 123 34 1 318 2.37  0.95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17 65 157 77 2 318 2.91  0.84 

閱讀小說類書籍 37 61 124 96 0 318 2.88  0.97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

健身、運動的興趣 
36 86 133 63 0 318 2.70  0.91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

別之主題的興趣 
43 85 117 71 2 318 2.67  0.99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

趣 
52 97 121 47 1 318 2.51  0.94 

參與文化活動 43 133 121 40 1 318 2.49  0.89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60 108 108 38 4 318 2.36  0.96 

參與創作性活動 76 108 89 42 3 318 2.29  1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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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閱讀頻率分析 

由表 26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填答者因各項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頻率最高的

項目依序為「獲得旅遊度假資訊」（M=3.03, SD=0.97）、「完成特定任務」（M=2.92, 

SD=0.98）及「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M=2.90, SD=0.89）。 

1. 教育：教育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如

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的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利用閒

暇時間自我學習等上述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

因「教育」而進行數位閱讀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學習機會」（M=2.77, 

SD=0.94）及「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M=2.77, SD=0.93）。 

2. 工作與職涯：工作與職涯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培養工作技

能等上述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工作與職

涯」而進行數位閱讀頻率最高的項目為類別則為「完成特定任務」

（M=2.92, SD=0.98）。 

3. 日常活動：日常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促進人際關係等上述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

因「日常活動」而進行數位閱讀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M=3.03, SD=0.97）。 

4. 休閒活動：休閒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

非小說類書籍、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音樂會）、參與創作

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等上述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

結果顯示使用者因「休閒活動」之而進行數位閱讀頻率最高的項目為「培

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M=2.59, SD=0.96）。 

綜言之，相較於紙本圖書閱讀頻率，數位閱讀並無使用頻率較為集中之項目，

而整體閱讀頻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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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因各項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 

項目 

數位閱讀頻率 

總

和 

平均

數 

標準

差 

沒

有 

很

少 

有

時 

經

常 

不

確

定 

1 2 3 4 0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34 78 128 77 1 318 2.77  0.94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38 69 139 72 0 318 2.77  0.9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51 68 130 69 0 318 2.68  0.98  

輔助正規教育 73 76 107 62 0 318 2.50  1.05  

工作與職涯

需求 

完成特定任務 39 51 126 102 0 318 2.92  0.98  

培養工作技能 46 53 136 83 0 318 2.81  0.98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73 77 115 53 0 318 2.47  1.02  

日常活動需

求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6 50 120 119 3 318 3.03  0.97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5 69 137 87 0 318 2.90  0.89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48 74 136 60 0 318 2.65  0.95  

促進人際關係 55 75 122 64 2 318 2.60  1.01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50 85 126 56 1 318 2.58  0.96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61 79 116 62 0 318 2.56  1.0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77 82 99 59 1 318 2.43  1.06  

休閒活動需

求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52 83 126 57 0 318 2.59  0.96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52 90 133 43 0 318 2.53  0.92 

閱讀小說類書籍 66 85 106 60 1 318 2.50  1.03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

趣 
61 92 124 39 2 318 2.43  0.95 

參與文化活動 71 88 114 43 2 318 2.39  0.99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72 92 114 39 1 318 2.37  0.97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74 93 109 42 0 318 2.37  0.98 

參與創作性活動 86 91 101 39 1 318 2.29  1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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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體圖書館利用頻率分析 

由表 27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填答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頻率最高

的項目依序為「獲得學習機會」（M=2.80, SD=1.03）、「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M=2.70, SD=0.89）及「輔助正規教育」（M=2.67, SD=1.06）。 

1. 教育：教育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如

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的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利用閒

暇時間自我學習等上述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

「教育」而利用實體圖書館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學習機會」（M=2.80, 

SD=1.03）。 

2. 工作與職涯：工作與職涯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培養工作技

能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工作與

職涯」而利用實體圖書館頻率最高的項目為類別則為「完成特定任務」

（M=2.64, SD=1.02）。 

3. 日常活動：日常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促進人際關係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

者因「日常活動」而利用實體圖書館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旅遊度假

資訊」（M=2.52, SD=1.03）。 

4. 休閒活動：休閒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

非小說類書籍、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音樂會）、參與創作

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

結果顯示使用者因「休閒活動」之而利用實體圖書館頻率最高的項目為

「閱讀小說類書籍」（M=2.52, SD=1）。 

整體而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集中於因「教育」項目，但相較紙本及數位

閱讀而言，實體圖書館的使用頻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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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 

項目 

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 

總

和 

平均

數 

標準

差 

沒

有 

很

少 

有

時 

經

常 

不

確

定 

1 2 3 4 0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46 60 124 88 0 318 2.80  1.03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38 75 148 57 0 318 2.70  0.89  

輔助正規教育 61 66 108 83 0 318 2.67  1.06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64 83 109 62 0 318 2.53  1.02  

工作與職涯需求 

完成特定任務 62 61 126 69 0 318 2.64  1.02  

培養工作技能 75 72 122 48 1 318 2.44  1.02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105 85 93 34 1 318 2.17  1.01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67 69 124 56 2 318 2.52  1.03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76 89 118 34 1 318 2.34  0.96  

促進人際關係 100 87 94 34 3 318 2.18  1.02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99 85 112 21 1 318 2.17  0.95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

訊 
109 89 94 26 0 318 2.17  0.97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110 89 94 24 1 318 2.09  0.97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112 92 88 24 2 318 2.06  0.97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62 89 108 59 0 318 2.52  1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56 98 112 52 0 318 2.50  0.96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

動的興趣 
93 95 103 27 0 318 2.20  0.95 

參與文化活動 104 94 96 23 1 318 2.11  0.96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104 99 89 26 0 318 2.12  0.9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

的興趣 
92 100 83 42 1 318 2.23  1.02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114 103 70 30 1 318 2.04  0.98 

參與創作性活動 125 92 79 21 1 318 1.98  0.96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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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館網站利用頻率分析 

由表 28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填答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頻率最高

的項目依序為「獲得學習機會」（M=2.54, SD=1.09）、「完成特定任務」（M=2.50, 

SD=1.14）及「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M=2.47, SD=1.05）。 

1. 教育：教育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如

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的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利用閒

暇時間自我學習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

者因「教育」而利用圖書館網站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學習機會」

（M=2.54, SD=1.09）。 

2. 工作與職涯：工作與職涯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培養工作技

能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工作與

職涯」而利用圖書館網站頻率最高的項目為類別則為「完成特定任務」

（M=2.50, SD=1.14）。 

3. 日常活動：日常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促進人際關係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

者因「日常活動」而利用圖書館網站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旅遊度假

資訊」（M=2.26, SD=1.05）。 

4. 休閒活動：休閒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

非小說類書籍、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音樂會）、參與創作

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等上述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

結果顯示使用者因「休閒活動」之而利用圖書館網站頻率最高的項目為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M=2.34, SD=1.06）。 

整體而言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低於實體圖書館、網

路、紙本及數位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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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因各項需求而使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 

項目 

圖書館網站使用頻率 

總

和 

平均

數 

標準

差 

沒

有 

很

少 

有

時 

經

常 

不

確

定 

1 2 3 4 0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78 56 113 70 1 318 2.54  1.09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78 66 118 55 1 318 2.47  1.05  

輔助正規教育 91 59 103 64 1 318 2.43  1.11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89 78 100 50 1 318 2.34  1.05  

工作與職涯需求 

完成特定任務 85 60 95 76 2 318 2.50  1.14  

培養工作技能 96 70 91 59 2 318 2.34  1.11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123 72 84 37 2 318 2.10  1.06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98 77 98 43 2 318 2.26  1.05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105 78 93 39 3 318 2.19  1.05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113 87 79 37 2 318 2.11  1.04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126 75 85 30 2 318 2.05  1.03  

促進人際關係 119 82 91 23 3 318 2.04  0.99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121 87 81 26 3 318 2.02  1.00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

訊 
124 89 75 28 2 318 2.01  1.00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92 79 95 52 0 318 2.34  1.06 

閱讀小說類書籍 91 80 98 49 0 318 2.33  1.05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

的興趣 
107 90 89 31 1 318 2.13  1 

參與文化活動 113 87 87 30 1 318 2.10  1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

動的興趣 
114 91 83 28 2 318 2.07  0.99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118 90 84 25 1 318 2.04  0.98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126 84 80 27 1 318 2.02  1 

參與創作性活動 130 82 79 26 1 318 2.00  1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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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利用頻率分析 

由表 29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填答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網路頻率最高的項目

依序為「獲得旅遊度假資訊」（M=3.22, SD=0.91）、「完成特定任務」（M=3.21, 

SD=0.89）及「獲得學習機會」（M=3.18, SD=0.86）。 

1. 教育：教育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如

國中小、高中職、大學）的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利用閒

暇時間自我學習等上述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教

育」而利用網路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學習機會」（M=3.18, SD=0.86）。 

2. 工作與職涯：工作與職涯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培養工作技

能等上述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工作與職涯」

而利用網路頻率最高的項目為類別則為「完成特定任務」（M=3.21, 

SD=0.89）。 

3. 日常活動：日常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促進人際關係等上述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結果顯示使用者因「日

常活動」而利用網路頻率最高的項目為「獲得旅遊度假資訊」（M=3.22, 

SD=0.91）。 

4. 休閒活動：休閒活動需求項目中，詢問填答者因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

非小說類書籍、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音樂會）、參與創作

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或唱歌）、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鳥)、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等上述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結果

顯示使用者因「休閒活動」之而利用網路頻率最高的項目為「培養對於

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M=2.81, SD=0.94）。 

綜言之，填答者利用網路頻率明顯集中於「獲得學習機會」（SD=0.86）及「完

成特定任務」（SD=0.89），相較於紙本、數位閱讀以及圖書館（網路／實體）之

使用頻率，網路使用頻率之平均數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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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因各項需求而使用網路的頻率 

項目 

網路使用頻率 

總

和 

平均

數 

標準

差 

沒

有 

很

少 

有

時 

經

常 

不

確

定 

1 2 3 4 0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18 41 125 134 0 318 3.18  0.86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3 44 121 130 0 318 3.13  0.90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34 54 118 116 0 318 3.01  0.95  

輔助正規教育 42 53 118 105 0 318 2.90  1.00  

工作與職涯需求 

完成特定任務 22 35 115 146 0 318 3.21  0.89  

培養工作技能 26 36 121 134 1 318 3.14  0.93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44 58 104 112 0 318 2.89  1.03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18 34 114 149 3 318 3.22  0.91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18 38 145 115 2 318 3.11  0.86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37 50 130 100 1 318 2.92  0.98  

促進人際關係 33 62 121 101 1 318 2.91  0.97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37 62 129 88 2 318 2.83  0.98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44 62 116 94 2 318 2.81  1.03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

訊 58 59 116 84 1 318 2.70  1.06  

休閒活動需求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

動的興趣 
33 68 136 79 2 318 2.81  0.94 

參與文化活動 42 65 135 75 1 318 2.76  0.97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41 70 129 77 1 318 2.75  0.97 

閱讀小說類書籍 51 72 108 86 1 318 2.71  1.04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

的興趣 
52 66 124 73 3 318 2.67  1.03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62 62 116 77 1 318 2.65  1.06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60 63 125 67 3 318 2.61  1.04 

參與創作性活動 62 70 123 61 2 318 2.56  1.03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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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表 30 顯示，在各項資源使用頻率中，以「網路」使用頻率最高，

次為「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最低則為「圖書館網

站」。 

檢視因「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需求而使用各

項資源之頻率，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紙本、數位閱讀皆有在「教育」需求

時之使用頻率最高，網路在有「工作與職涯」需求時之使用頻率最高。在公共圖

書館教育功能項目，使用者利用「紙本閱讀」之頻率最高，次為「網路」、「數位

閱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最低為「圖書館網站」；工作與職涯功能項目，

使用者利用「網路」之頻率最高，次為「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

使用頻率最低為「圖書館網站」；日常活動功能項目使用者利用「網路」之頻率

最高，次為「數位閱讀」、「紙本閱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最低為「圖書

館網站」；休閒活動功能項目，使用者利用「網路」之頻率最高，次為「紙本閱

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最低為「圖書館網站」。 

進一步分項檢視使用者在各項資源使用頻率最高之需求項目，整體而言，各

類資源於「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等四構面使用頻

率最高之項目差異不大，表 31 顯示，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及紙本閱讀皆以

「教育」需求中「獲得學習機會」為平均數最高之項目，數位閱讀及網路則以「日

常活動」需求中「獲得旅遊度假資訊」為平均數最高之項目，而使用者因「教育」、

「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需求而使用各項資源之頻率最高之

項目差異不大，差異僅展現在「休閒活動」需求，數位閱讀及網路平均數最高之

項目為「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及

紙本閱讀平均數最高之項目為「閱讀小說類書籍」及「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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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各項資源使用頻率平均數摘要表 

  實體圖書館 圖書館網站 紙本閱讀 數位閱讀 網路 

教育需求 2.67  2.44  3.20  2.68  3.05  

工作與職涯需求 2.41  2.31  2.89  2.73  3.08  

日常活動需求 2.21  2.09  2.57  2.67  2.92  

休閒活動需求 2.21  2.13  2.60  2.43  2.69  

總計 2.32  2.20  2.74  2.59  2.88  

 

表 31  資源使用頻率與各項功能使用頻率之摘要表 

  實體圖書館 圖書館網站 紙本閱讀 數位閱讀 網路 

使用

頻率

最高 

「獲得學習機

會」      

（M=2.80, 

SD=1.03） 

「獲得學習機

會」 

（M=2.54, 

SD=1.09） 

「獲得學習機

會」 

（M=3.38, 

SD=0.73）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3.03, 

SD=0.97）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3.22, 

SD=0.91） 

教育 「獲得學習機

會」      

（M=2.80, 

SD=1.03） 

「獲得學習機

會」 

（M=2.54, 

SD=1.09） 

「獲得學習機

會」（M=3.38, 

SD=0.73） 

「獲得學習機

會」（M=2.77, 

SD=0.94） 

「利用閒暇時

間自我學習」

（M=2.77, 

SD=0.93） 

「獲得學習機

會」 

（M=3.18, 

SD=0.86） 

工作

與職

涯 

「完成特定任

務」       

（M=2.64, 

SD=1.02） 

「完成特定任

務」 

（M=2.50, 

SD=1.14） 

「完成特定任

務」（M=3.16, 

SD=0.91） 

「完成特定任

務」 

（M=2.92, 

SD=0.98） 

「完成特定任

務」 

（M=3.21, 

SD=0.89） 

日常

活動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2.52, 

SD=1.03）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2.26, 

SD=1.05）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2.96, 

SD=0.12）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3.03, 

SD=0.97）。 

「獲得旅遊度

假資訊」

（M=3.22, 

SD=0.91） 

休閒

活動 

「閱讀小說類

書籍」

（M=2.52, 

SD=1） 

「閱讀非小說

類書籍」

（M=2.34, 

SD=1.06） 

「閱讀非小說

類書籍」

（M=2.91, 

SD=0.84） 

「培養對於戶

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

趣」 

（M=2.59, 

SD=0.96） 

「培養對於戶

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

趣」 

（M=2.81, 

SD=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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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圖書館使用者資源使用情況分析  

本研究樣本顯示，318 位填答者中僅 41 位表示過去一年未曾使用過公共圖書

館，占整體比例 12.9%，本節針對公共圖書館使用者於各項資訊資源使用情況進

行分析，以瞭解目前公共圖書館使用者之需求及使用情形。  

 圖書館使用者占整體受測者之 87.1%，其中女性使用者比例逾 50%，表 32

顯示公共圖書館女性使用者居多，而使用者年齡層多為 19~54 歲（21.70%），18

歲以下年齡層讀者所占比例最少，皆未超過 5%。 

表 32 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年齡 

人口統計變項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性別    

男 100 17 117 

 31.40% 5.30% 36.80% 

女 177 24 201 

 55.70% 7.50% 63.20% 

年齡    

13~15 歲 
14 3 17 

4.40% 0.90% 5.30% 

16~18 歲 
13 3 16 

4.10% 0.90% 5.00% 

19~30 歲 
69 12 81 

21.70% 3.80% 25.50% 

31~54 歲 
120 17 137 

37.70% 5.30% 43.10% 

55~64 歲 
36 6 42 

11.30% 1.90% 13.20% 

65 歲以上 
25 0 25 

7.90% 0.00% 7.90% 

總計 277 41 318 

  87.10% 12.90% 100.0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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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圖書館使用者之教育程度及平均月收入，表 33、34 顯示圖書館

使用者以大學/專科比例最多，比例占 40.20%，其次為碩士，比例近 30%。平均

月收入則以無固定收入為最多，比例占 19.20%，其次則為 40,001~50,000 元，比

例占 17.60%，職業分布則以公務人員最多，其次為學生，其他職業之圖書館使

用者比例皆未超過 10%。 

表 33 人口統計變項—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教育程度    

國中 18 3 21 

5.60% 0.90% 6.60% 

高中職 20 3 23 

6.20% 0.90% 7.20% 

大學/專科 128 20 148 

40.20% 6.20% 46.50% 

碩士 95 8 103 

29.80% 2.50% 32.30% 

博士 16 7 23 

5.00% 2.20% 7.20% 

平均月收入    

無固定收入 61 9 70 

19.20% 2.80% 22.00% 

15,000 元以下 15 0 15 

4.70% 0.00% 4.70% 

15,001~30,000 元 22 5 27 

6.90% 1.60% 8.40% 

30,001 元~40,000
元 

41 5 46 

12.90% 1.60% 14.40% 

40,001~50,000 元 56 4 60 

17.60% 1.30% 18.80% 

50,001~70,000 元 43 5 48 

13.50% 1.60% 15.00% 

70,001 元以上  39 13 52 

12.30% 4.10% 16.30%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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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人口統計變項—職業 

職業 

圖書館使

用者 

非圖書館

使用者 總計   職業 

圖書館使

用者 

非圖書館

使用者 總計 

學生 58 6 64 

 

文化/運動/

休閒相關 

6 0 6 

18.20% 1.80% 20.13% 

 

1.80% 0.00% 1.80% 

公務人員 63 6 69 

 

運輸/倉儲/

通信相關 

3 0 3 

19.80% 1.80% 21.70% 

 

0.90% 0.00% 0.90% 

教育人員 32 5 37 

 

資訊/傳播/

出版 

8 2 10 

10.00% 1.50% 11.64% 

 

2.50% 0.63% 3.10% 

軍警人員 8 1 9 

 

專業技術

人員 

17 4 21 

2.50% 0.30% 2.83% 

 

5.30% 1.20% 6.60% 

工業/製造/

營造相關 

8 6 14 

 

家庭管理 10 2 12 

2.50% 1.80% 4.40% 

 

3.14% 0.60% 3.70% 

金融/保險/

貿易相關 

11 3 14 

 

服務業 21 3 24 

3.40% 0.90% 4.40% 

 

6.60% 0.90% 7.50% 

工商企業

投資 

3 1 4 

 

無業/待業 2 1 3 

0.90% 0.30% 1.20% 

 

0.60% 0.30% 0.90% 

農林漁牧

業 

1 0 1 

 

退休 26 1 27 

0.30% 0.00% 0.30%   8.10% 0.30% 8.40% 

註：N=318 

檢視圖書館使用者之資訊利用情況，由表 35 可以看出圖書館使用者及非使

用者皆以搜尋引擎、社群網站及書籍資源使用比例最高，圖書館使用者最常使用

搜尋引擎進行終身學習，比例超過 70%，其次為書籍及社群網站，而非圖書館使

用者最常使用社群網站，其次為搜尋引擎及書籍，然各資源間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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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 資源利用情況 

資源利用情況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搜尋引擎 146 21 167 

70.5% 10.1% 80.7% 

電子資料庫 64 16 80 

30.9% 7.7% 38.6% 

書籍 123 21 144 

59.4% 10.1% 69.6% 

新聞 96 16 112 

46.4% 7.7% 54.1% 

社群網站 110 22 132 

53.1% 10.6% 63.8% 

教育學習網站 33 6 39 

15.9% 2.9% 18.8% 

Blog 部落格 46 11 57 

22.2% 5.3% 27.5% 

書店 86 14 100 

41.5% 6.8% 48.3% 

博物館/美術館 42 9 51 

20.3% 4.3% 24.6% 

      註：N=318 

接續檢視圖書館使用者紙本圖書及電子書之閱讀量，表 36 顯示圖書館使用

者閱讀紙本書之閱讀量平均為 5-14 本，比例近 35%，電子書閱讀量則略低於紙

本圖書，平均為 1-4 本，比例近 40%，而圖書館使用者未閱讀電子書的比例近

20%，相較與電子書，紙本圖書仍為圖書館使用者較常閱讀之資源，僅有 0.9%使

用者表示未曾閱讀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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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圖書館使用者閱讀量 

註：N=318 

檢視圖書館使用者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閱讀時間，由表 37可看出，

44.7%的圖書館使用者表示兩者沒有影響，非圖書館使用者亦以沒有影響占最多

比例，然差異不大。 

表 37 是否因為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數位閱讀影響 

紙本閱讀時間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大幅減少 16 8 24 

5.0% 2.5% 7.5% 

小幅減少 47 8 55 

14.8% 2.5% 17.3% 

沒有影響 142 15 157 

44.7% 4.7% 49.4% 

小幅增加 43 5 48 

13.5% 1.6% 15.1% 

大幅增加 29 5 34 

9.1% 1.6% 10.7% 

    註：N=318 

閱讀紙本書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閱讀電子書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未閱讀紙本書 3 3 6 

 

未閱讀電子書 59 12 71 

0.9% .9% 1.9% 

 

 
18.6% 3.8% 22.3% 

1-4 本 62 14 76 

 

1-4 本 124 22 146 

19.5% 4.4% 23.9% 

 

 
39.0% 6.9% 45.9% 

5-14 本 113 18 131 

 

5-14 本 63 5 68 

35.5% 5.7% 41.2% 

 

 
19.8% 1.6% 21.4% 

15-30 本 56 5 61 

 

15-30 本 17 0 17 

17.6% 1.6% 19.2% 

 

 
5.3% 0.0% 5.3% 

31 本以上 43 1 44 

 

31 本以上 14 2 16 

13.5% .3% 13.8%     4.4% .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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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檢視圖書館使用者之閱讀偏好，表 38 顯示有超過 70%的圖書館使用者

選擇紙本圖書，電子書比例近 15%，與前述之統計表結果相符，紙本資源深受讀

者喜愛。 

    表 38 圖書館使用者閱讀偏好 

紙本及電子版選擇 圖書館使用者 非圖書館使用者 總計 

紙本書 229 26 255 

72.0% 8.2% 80.2% 

電子書 48 15 63 

15.1% 4.7% 19.8%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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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  

為了解使用者對於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估，本節以使用者觀點探討公

共圖書館功能之重要性及使用效益，詢問填答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在「教育」、

「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等四構面 22 項目之重要性及在各

項功能上對使用者的幫助。 

各問項以李克特四點尺度量表（Likert-type scale）進行測量，使用者效益

之評估透過詢問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各項功能上對您的幫助為何?」從

「沒有幫助」到「很有幫助」，填答不確定者以 0 分計算，沒有幫助=1、不太有

幫助=2、有點幫助=3、很有幫助=4；並且詢問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各項

功能上對您的重要性為何?」，填答不確定者以 0 分計算，不重要=1、不太重要

=2、有點重要=3、很重要=4。 

本章節探討使用者人口統計變項、資源使用頻率及公共圖書館功能重要排

序與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關聯，以期能瞭解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影響因

素。 

一、 公共圖書館功能之使用效益分析 

（一）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之幫助 

由表 39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功能中幫助最大的前三

項目依序為「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M=3.11, SD=0.85）、「獲得學習機會」

（M=3.02, SD=0.84）及「閱讀小說類書籍」（M=2.98, SD=0.98）、「閱讀非小說類

書籍」（M=2.98, SD=0.95）。 

進一步檢視各類別，「教育」類別中，對使用者幫助最大的功能為「利用閒

暇時間自我學習」（M=3.11, SD=0.85），「工作與職涯」類別中則為「完成特定任

務」（M=2.88, SD=0.85），「日常活動」類別中為「獲得旅遊度假資訊」（M=2.87, 

SD=0.90），「休閒活動」類別中則以「閱讀小說類書籍」（M=2.98, SD=0.98）、「閱

讀非小說類書籍」（M=2.98, SD=0.95）為使用者認為幫助最大之公共圖書館功能。 

另由標準差可知，使用者一致認為公共圖書館幫助最大的的前三項功能為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SD=0.85）、「獲得學習機會」（SD=0.84）及「完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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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務」（SD=0.85）。但整體而言，表 40 顯示，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之幫助

最多為「教育」，次為「休閒活動」、「工作與職涯」，排名最後為「日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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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幫助之分析 

項目 

對使用者的幫助 

總和 平均數 標準差 沒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有點幫助 很有幫助 不確定 

1 2 3 4 0 

教育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

學習 
12 41 150 111 4 318 3.11  0.85  

獲得學習機會 12 55 154 94 3 318 3.02  0.84  

輔助正規教育 21 60 141 91 5 318 2.92  0.9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

學習機會 
21 73 152 66 6 318 2.79  0.91  

工作與職涯 

完成特定任務 19 69 153 75 2 318 2.88  0.85  

培養工作技能 27 72 160 55 4 318 2.74  0.88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 
47 90 134 40 7 318 2.48  0.96  

日常活動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7 58 153 78 2 318 2.87  0.90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

訊 
31 57 150 77 3 318 2.84  0.93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

校教育之資訊 
37 67 149 60 5 318 2.70  0.95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

訊 
42 64 164 45 3 318 2.65  0.91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

資訊 
45 66 151 53 3 318 2.65  0.95  

促進人際關係 44 78 141 51 4 318 2.60  0.95 

獲取居住、房屋資

訊 
53 73 144 45 3 318 2.55  0.96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27 46 132 108 5 318 2.98  0.98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4 51 134 105 4 318 2.98  0.95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

類別之主題的興趣 
32 67 141 75 3 318 2.80  0.94 

參與文化活動 34 74 145 60 5 318 2.69  0.94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36 81 149 47 5 318 2.62  0.92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 
38 87 134 55 4 318 2.62  0.94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

論 
43 76 140 52 7 318 2.59  0.98 

參與創作性活動 41 86 134 49 8 318 2.55  0.98 

註：N=318 

                表 40 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幫助之摘要表 

項目 平均數 

教育 2.96 

休閒活動 2.72 

工作與職涯 2.7 

日常活動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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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之重要性 

由表 41 之平均數排序可知，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功能重要性依序為「利

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M=3.20, SD=0.84）、「獲得學習機會」（M=3.11, SD=0.84）、

「輔助正規教育」（M=3.11, SD=0.87）及「閱讀小說類書籍」（M=3.11, SD=0.89）、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M=3.11, SD=0.86）。 

進一步檢視各類別，「教育」類別中，對使用者最重要的功能為「利用閒暇

時間自我學習」（M=3.20, SD=0.84），「工作與職涯」類別中則為「完成特定任務」

（M=2.97, SD=0.86），「日常活動」類別中為「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M=3.00, 

SD=0.86），「休閒活動」類別中則以「閱讀小說類書籍」（M=3.11, SD=0.89）及「閱

讀非小說類書籍」（M=3.11, SD=0.86）為使用者認為最重要之公共圖書館功能。 

另由標準差可知，使用者一致認為公共圖書館最重要的功能為「利用閒暇時

間自我學習」（SD=0.84）。與使用者感受到公共圖書館幫助最大的功能相同，顯

示公共圖書館支援自我終身學習之重要性。但整體而言，表 42 顯示，公共圖書

館對使用者最重要的功能為「教育」，次為「休閒活動」、「工作與職涯」，排名

最後為「日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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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公共圖書館功能重要性之分析 

註：N=318 

              表 42 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摘要表 

項目 平均數 

教育 3.08 

休閒活動 2.93 

工作與職涯 2.82 

日常活動 2.81 

 

項目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總和 

平均

數 

標準

差 
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不確定 

1 2 3 4 0 

教育 

利用閒暇時間自

我學習 
11 36 136 132 3 318 3.20  0.84  

獲得學習機會 9 47 145 113 4 318 3.11  0.84  

輔助正規教育 14 47 136 118 3 318 3.11  0.87  

獲得與工作相關

的學習機會 
19 56 153 84 6 318 2.91  0.91  

工作與職涯 

完成特定任務 19 47 164 85 3 318 2.97  0.86  

培養工作技能 21 59 159 74 6 318 2.86  0.91  

尋找工作求職之

資訊 
33 82 150 49 4 318 2.65  0.90  

日常活動 

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 
16 46 161 91 4 318 3.00  0.86  

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 
16 51 164 83 4 318 2.96  0.85  

獲得育兒知識和

學校教育之資訊 
22 53 172 67 4 318 2.87  0.86  

瞭解消費者權益

或資訊 
25 71 154 64 4 318 2.78  0.89  

促進人際關係 29 68 150 65 6 318 2.75  0.94 

獲取居住、房屋

資訊 
33 78 143 59 5 318 2.69  0.94  

獲得處理家務之

資訊 
35 71 158 50 4 318 2.68  0.91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15 37 143 118 5 318 3.11  0.89 

閱讀非小說類書

籍 
12 44 143 115 4 318 3.11  0/86 

培養對歷史及社

會類別之主題的

興趣 

19 45 149 100 5 318 3.01  0.91 

參與文化活動 18 67 144 84 5 318 2.89  0.91 

參與社會議題之

討論 
29 55 144 84 6 318 2.85  0.97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

的興趣 

28 63 145 79 5 318 2.84  0.94 

培養對於大自然

的興趣 
23 67 145 78 5 318 2.84  0.9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5 68 145 74 6 318 2.81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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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圖書館功能之重要性與對使用者幫助之關聯性 

表 43 顯示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於使用者之重要性及對使用者之幫助之排序，

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各項功能對使用者的幫助與重要性的

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924,p=.000），綜言之，使用者認為越有幫助的圖書

館功能，其重要性亦較高，然無論對使用者的幫助或重要性，皆以「教育」類別

中「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項目之平均數為最高，最低則為「工作與職涯需求」

中「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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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使用上幫助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對使用者的幫助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3.02 0.84 2 3.11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92 0.93 5 3.11 0.87 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

機會 
2.79 0.91 10 2.91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3.11 0.85 1 3.2 0.84 1 

工作與職涯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48 0.96 22 2.65 0.9 22 

完成特定任務 2.88 0.85 6 2.97 0.86 8 

培養工作技能 2.74 0.88 11 2.86 0.91 13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65 0.91 14 2.68 0.91 2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

育之資訊 
2.7 0.95 12 2.87 0.86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55 0.96 20 2.69 0.94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65 0.95 15 2.78 0.89 18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84 0.93 8 3 0.86 7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87 0.9 7 2.96 0.85 9 

促進人際關係 2.6 0.95 18 2.75 0.94 19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2.98 0.98 3 3.11 0.89 4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98 0.95 4 3.11 0.86 5 

參與文化活動 2.69 0.94 13 2.89 0.91 11 

參與創作性活動 2.55 0.98 21 2.81 0.94 17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62 0.92 16 2.84 0.94 15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62 0.94 17 2.84 0.93 1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

之主題的興趣 
2.8 0.94 9 3.01 0.91 6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59 0.98 19 2.85 0.97 14 

註：N=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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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統計變項與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關聯 

進一步探討公共圖書館於「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

活動」功能之使用效益，在圖書館使用者、非使用者及不同人口統計變項間是

否有顯著差異。 

（一）性別 

首先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視不同性別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的幫

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44 可知，不同性別在「閱讀小說類書籍」（t(318)= -2.191, 

p=.029）有顯著差異。進一步檢視整體平均數可得知，女性在「教育」（M=3.01）、

「工作與職涯」（M=2.70）、「日常活動」（M=2.71）及「休閒活動」（M=2.73）功

能之平均數均高於男性，顯示女性在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中所獲得的幫助較男性

為多，但在「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促進人際關係」、

「參與創作性活動」、「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項目男

性之平均數均高於女性，顯示男性在上述項目所獲得的幫助較女性為多。 

表 45 顯示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皆以「教育」項目平均數為最高，填答者最能

感受公共圖書館在「教育」功能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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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性別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男 117 2.93 .878 -1.415 

女 201 3.07 .816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
高中職、大學）的學習 

男 117 2.79 .933 -1.799 

女 201 2.99 .93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男 117 2.75 .899 -.555 

女 201 2.81 .919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男 117 3.00 .841 -1.704 

女 201 3.17 .861   

工作與職涯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男 117 2.50 .934 .326 

女 201 2.47 .985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
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 

男 117 2.83 .864 -.815 

女 201 2.91 .856  

培養工作技能 男 117 2.74 .865 -.061 

女 201 2.74 .902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男 117 2.63 .961 -.228 

女 201 2.66 .887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
資訊 

男 117 2.60 1.001 -1.420 

女 201 2.76 .930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
家居維修) 

男 117 2.52 1.022 -.409 

女 201 2.57 .926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男 117 2.68 1.048 .493 

女 201 2.63 .892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男 117 2.77 .995 -1.025 

女 201 2.88 .898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男 117 2.78 .892 -1.460 

女 201 2.93 .903  

促進人際關係 男 117 2.67 .919 .939 

女 201 2.56 .978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男 117 2.82 .970 -2.191* 

女 201 3.07 .982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男 117 2.85 .903 -1.812 

女 201 3.05 .976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
戲劇或音樂會） 

男 117 2.63 .988 -.896 

女 201 2.73 .926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
器演奏或唱歌） 

男 117 2.58 1.028 .427 

女 201 2.53 .959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
運動的興趣 

男 117 2.73 .925 1.578 

女 201 2.56 .921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
如：賞鳥) 

男 117 2.72 .964 1.370 

女 201 2.57 .93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
題的興趣 

男 117 2.85 .906 .727 

女 201 2.77 .970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男 117 2.63 1.047 .612 

女 201 2.56 .95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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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性別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項目 性別 平均數 

教育 男 2.86 

女 3.01 

工作與職涯 男 2.69 

女 2.70 

日常活動 男 2.66 

女 2.71 

休閒活動 男 2.71 

女 2.73 

 

（二）年齡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不同年齡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的幫

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46 可知，不同年齡與「獲得學習機會」（F=4.187, p=.001）、

「輔助正規教育的學習」（F=4.789, p=.000）、「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F=6.074, p=.000）、「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F=7.805, p=.000）；「尋找工作求

職之資訊」（F=5.618, p=.000）、「完成特定任務」（F=3.253, p=.007）、「培養工作

技能」（F=5.691, p=.000）；「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F=8.041, p=.000）、「獲得育

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F=5.428, p=.000）、「獲取居住、房屋資訊」（F=7.227, 

p=.000）、「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F=5.366, p=.000）、「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F=7.034, p=.000）、「獲得旅遊度假資訊」（F=13.711, p=.000）、「促進人際關係」

（F=4.082, p=.001）；「參與文化活動」（F=6.761, p=.000）、「參與創作性活動」

（F=5.611, p=.000）、「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F=4.071, p=.001）、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F=6.948, p=.000）、「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

興趣」（F=6.168, p=.000）、「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F=2.714, p=.020），共 20 項

目有顯著差異。 

進一步利用 Game-Howell 法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19 歲以上填答者認

為公共圖書館功能中「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培養工作技能」、「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獲取居住、房屋資訊」、「獲得育兒

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訊」及「參與文化活動」項目對其最

有幫助；31 歲以上填答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功能中「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及「培

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項目對其最有幫助；55 歲以上填答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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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中「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項目對其最有幫助；65 歲以上填答者認為公共圖書

館功能中「獲得學習機會」、「輔助正規教育的學習」、「促進人際關係」、「參與創

作性活動」、「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及「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

別之主題的興趣」項目對其最有幫助。 

表 47 顯示，各年齡層中以 65 歲以上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所感受的幫助

平均數最高，最低為 13~15 歲填答者，而檢視各年齡層中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

圖書館功能，各年齡層填答者中除 13~15 歲填答者以「休閒活動」功能平均數最

高及 55~64 歲以「日常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外，其他年齡層填答者均以「教育」

功能平均數最高；檢視各年齡層中感受到最多少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13 至

54 歲填答者以「日常活動」之平均數最低，55 歲以上填答者以「工作與職涯」

平均數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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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年齡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p<.05. **p<.01. ***p<.001. 

      

      表 47 年齡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13~15 歲 16~18 歲 19~30 歲  31~54 歲  55~64 歲 
65 歲以

上 

教育 2.08 2.51 3.06 3 2.98 3.23 

工作與職涯 1.96 2.23 2.72 2.72 2.83 3.06 

日常活動 1.83 2.17 2.65 2.71 3 3.11 

休閒活動 2.16 2.21 2.75 2.73 2.84 3.12 

 

 

 

 

項目 

(1)13~15 歲 

(n=17)  

(2)16~18 歲  

(n=16)  

(3)19~30 歲 

(n=81)  

(4)31~54 歲  

(n=137)  

(5)55~64 歲 

(n=42)  

(6)65 歲以上 

(n=25)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2.29  1.05  2.63  1.09  3.12  0.75  3.04  0.79  3.05  0.88  3.28  0.74  4.187** 

輔助正規教育 2.12  1.17  2.50  1.10  3.12  0.78  2.89  0.90  2.90  1.08  3.24  0.66  4.789***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1.94  1.20  2.19  1.05  2.75  0.89  2.89  0.77  2.88  1.02  3.16  0.75  6.074***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00  1.22  2.75  1.18  3.26  0.74  3.18  0.75  3.10  0.91  3.24  0.60  7.805*** 

工作與職

涯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1.71  0.85  2.06  1.06  2.41  0.95  2.52  0.90  2.60  1.01  3.12  0.88  5.618*** 

完成特定任務 2.29  1.10  2.44  1.15  2.99  0.78  2.88  0.76  2.95  0.99  3.12  0.78  3.253** 

培養工作技能 1.88  0.93  2.19  1.05  2.78  0.81  2.78  0.80  2.95  1.01  2.96  0.84  5.691***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1.71  0.85  2.06  1.00  2.58  0.91  2.70  0.90  2.93  0.71  3.12  0.67  8.04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

資訊 
1.76  0.90  2.31  1.14  2.75  0.93  2.69  0.97  2.88  0.80  3.12  0.73  5.428***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1.65  0.86  2.06  0.93  2.41  0.93  2.62  0.96  2.83  0.76  3.08  0.86  7.227***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06  1.30  2.19  1.05  2.51  0.88  2.66  0.94  3.00  0.70  3.16  0.85  5.366***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06  1.25  2.25  1.18  2.85  0.88  2.80  0.92  3.31  0.72  3.16  0.47  7.034***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1.53  0.62  2.13  1.15  2.93  0.83  2.96  0.85  3.19  0.80  3.08  0.40  13.711*** 

促進人際關係 2.06  1.20  2.19  1.11  2.53  0.91  2.58  0.94  2.90  0.88  3.08  0.76  4.082**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2.82  1.07  2.44  1.21  3.15  0.88  2.96  0.96  2.95  0.96  3.04  1.17  1.588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88  1.05  2.50  1.26  3.16  0.90  2.96  0.88  2.95  0.96  2.96  1.14  1.466 

參與文化活動 1.76  0.90  2.13  1.02  2.75  0.87  2.72  0.94  2.76  0.96  3.24  0.66  6.761*** 

參與創作性活動 1.88  1.05  1.94  0.93  2.53  0.98  2.55  0.98  2.71  0.92  3.20  0.65  5.611***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

運動的興趣 
2.06  1.03  2.06  0.93  2.54  0.85  2.66  0.95  2.83  0.91  3.00  0.65  4.071**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1.88  1.05  2.25  0.93  2.42  0.85  2.67  0.95  2.93  0.97  3.24  0.52  6.984***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

題的興趣 
2.06  1.30  2.13  1.02  2.81  0.88  2.79  0.92  3.02  0.87  3.32  0.56  6.168***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1.94  1.20  2.25  1.00  2.65  0.87  2.58  0.96  2.64  1.10  2.96  0.98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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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不同收入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的幫

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48 可知，不同收入與「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F=3.971, p=.001）、「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F=3.621, p=.002）、「尋找工作求

職之資訊」（F=2.495, p=.023）、「培養工作技能」（F=3.259, p=.004）、「獲得處理

家務之資訊」（F=2.709, p=.014）、「獲取居住、房屋資訊」（F=4.538, p=.000）、「瞭

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F=3.864, p=.001）、「獲得旅遊度假資訊」（F=3.895, p=.001）、

「促進人際關係」（F=2.560, p=.020）、「閱讀小說類書籍」（F=2.176, p=.045）、「閱

讀非小說類書籍」（F=3.057, p=.006）、「參與文化活動」（F=2.933, p=.008）、「參

與創作性活動」（F=3.402, p=.003）、「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

（F=3.055, p=.006）、「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F=4.137, p=.001）及「培養對歷

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F=2.487, p=.023），共 16 項目有顯著差異。表 49

顯示，以 50,001~70,000 元收入之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所感受到的幫助

平均數最高，最低為無固定收入填答者，而不同收入者，均以「教育」功能為平

均數最高。 

進一步利用 Game-Howell 法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收入

40,001~~70,000 元之填答者相較於其他收入者在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中之「獲取

居住、房屋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訊」、「參與文化活動」、「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促進人際關係」、「參與創作性活動」項目所獲得公共圖書館的幫助較多，

而收入在 30,001 元~40,000 元及 50,001~70,000 元之填答者相較於其他收入者在

教育及工作與職涯中之「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及「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

會」所獲得公共圖書館的幫助較多，收入 30,001 元~50,000 元之填答者相較於其

他收入者在工作與職涯中「培養工作技能」項目所獲得公共圖書館的幫助較多，

綜言之，收入在 4 萬元以上者相較於 4 萬元以下收入者在公共圖書館日常活動及

休閒活動功能所獲得之幫助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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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收入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1)無固定

收入 

(n=70)  

(2)15,000 元

以下   

(n=15)  

(3)15,001~30,000

元  

(n=27)  

(4)30,001

元~40,000

元  (n=46)  

(5)40,001~50,000

元 

 (n=60)  

(6)50,001~70,000

元  

(n=48)  

( 7)70,001

元以上  

(n=52) 

 

項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2.79  0.99  2.93  1.10  3.00  0.62  3.11  0.80  3.18  0.72  3.13  0.87  3.00  0.74  1.544 

輔助正規教育 
2.67  1.14  2.73  1.10  2.93  0.62  3.11  0.85  3.07  0.80  3.00  1.01  2.88  0.83  1.566 

獲得與工作相關

的學習機會 2.40  1.07  2.60  1.24  2.78  0.70  3.00  0.79  2.90  0.90  3.10  0.78  2.77  0.73  3.971** 

利用閒暇時間自

我學習 
2.81  1.16  2.87  1.19  2.89  0.58  3.35  0.67  3.18  0.68  3.40  0.71  3.12  0.70  3.621** 

工作

與職

涯 

尋找工作求職之

資訊 
2.13  1.05  2.47  1.13  2.67  0.78  2.57  1.05  2.63  0.97  2.69  0.83  2.42  0.82  2.495* 

完成特定任務 
2.66  1.08  2.73  0.96  2.93  0.68  3.15  0.73  3.00  0.82  2.90  0.78  2.81  0.74  1.937 

培養工作技能 
2.39  1.00  2.47  1.13  2.81  0.83  2.96  0.63  2.93  0.80  2.81  0.94  2.77  0.81  3.259** 

日常

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之

資訊 
2.40  1.01  2.20  1.15  2.74  0.66  2.63  0.88  2.83  0.92  2.92  0.85  2.62  0.80  2.709* 

獲得育兒知識和

學校教育之資訊 2.54  1.07  2.27  1.22  2.74  0.66  2.72  0.96  2.93  0.90  2.83  0.93  2.60  0.89  1.708 

獲取居住、房屋

資訊 
2.19  0.95  2.00  1.13  2.63  0.74  2.52  0.98  2.80  0.95  2.90  0.81  2.58  0.96  4.538*** 

瞭解消費者權益

或資訊 
2.37  1.02  2.00  1.13  2.59  0.75  2.80  0.83  2.90  0.95  2.90  0.90  2.58  0.87  3.864** 

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 
2.70  1.11  2.33  1.18  2.89  0.64  2.80  0.96  2.93  0.88  3.00  0.71  2.92  0.93  1.435 

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 
2.51  1.06  2.53  1.19  2.96  0.65  2.93  0.80  3.08  0.70  3.17  0.72  2.85  0.98  3.895** 

促進人際關係 2.36  1.09  2.40  0.99  2.63  0.79  2.43  0.91  2.82  0.89  2.92  0.85  2.58  0.96  2.560* 

休閒

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2.81  1.12  3.27  0.70  2.74  1.10  3.15  1.03  3.25  0.82  2.96  0.92  2.79  0.91  2.176* 

閱讀非小說類書

籍 
2.83  1.12  3.20  0.94  2.74  1.10  3.22  0.87  3.30  0.74  2.92  0.94  2.73  0.82  3.057** 

參與文化活動 
2.40  0.98  2.40  1.06  2.74  0.81  2.63  1.10  2.90  0.90  3.02  0.76  2.67  0.90  2.93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30  1.00  2.47  1.06  2.70  0.82  2.35  1.10  2.78  1.01  2.94  0.76  2.38  0.93  3.402**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

的興趣 
2.34  0.90  2.20  1.08  2.67  0.88  2.52  0.89  2.72  0.88  2.94  0.86  2.77  0.96  3.055** 

培養對於大自然

的興趣 
2.29  0.89  2.27  1.03  2.70  0.91  2.46  1.00  2.83  0.89  3.00  0.83  2.69  0.98  4.137** 

培養對歷史及社

會類別之主題的

興趣 
2.51  1.03  2.33  1.05  2.85  0.86  2.89  0.88  2.98  0.91  2.98  0.89  2.81  0.91  2.487* 

參與社會議題之

討論 
2.46  0.96  2.40  1.12  2.63  0.97  2.50  0.98  2.68  1.02  2.73  1.01  2.63  0.97  0.63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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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 收入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四）教育程度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不同教育程度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

的幫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50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與「獲得學習機會」（F=5.554, 

p=.000）、「輔助正規教育的學習」（F=4.855, p=.001）、「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

會」（F=6.904, p=.000）、「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F=11.476, p=.000）；「尋找工

作求職之資訊」（F=3.412, p=.009）、「完成特定任務」（F=3.503, p=.008）、「培養

工作技能」（F=6.491, p=.000）；「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F=6.203, p=.000）、「獲

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F=4.869, p=.001）、「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F=4.435, p=.002）、「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F=2.760, p=.028）、「獲得健康或

醫療資訊」（F=3.526, p=.008）、「獲得旅遊度假資訊」（F=11.614, p=.000）；「閱讀

小說類書籍」（F=3.508, p=.008）、「閱讀非小說類書籍」（F=2.647, p=.034）、「參

與文化活動」（F=4.873, p=.001）、「參與創作性活動」（F=, p=.028）、「培養對於大

自然的興趣」（F=3.304, p=.011）、「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F=4.588, 

p=.001）、「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F=2.608, p=.036），共 20 項目有顯著差異。表 

51 顯示，大學/專科及碩士學歷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所感受的幫助平均

數最高，最低為國中學歷填答者，而檢視不同教育程度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

圖書館功能，除國中學歷填答者以「休閒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高中職以上學

歷填答者均以「教育」功能平均數最高。 

進一步利用 Game-Howell 法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大學以上學

歷者在教育及工作職涯中之「輔助正規教育的學習」、「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

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所獲得公共圖書館的幫助較多。 

 

 無固定收

入  

15,000 元

以下   

15,001 

~30,000 元  

30,001 

~40,000 元   

40,001 

~50,000 元  

50,001 

~70,000 元  

70,001 元以

上   

教育 2.67  2.78  2.90  3.14  3.08  3.16  2.94  

工作與職涯 2.39  2.56  2.80  2.89  2.86  2.80  2.67  

日常活動 2.44  2.25  2.74  2.69  2.90  2.95  2.67  

休閒活動 2.49  2.57  2.72  2.71  2.93  2.93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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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教育程度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3)國中 

(n=21)  

(4)高中職 

(n=23)  

(5)大學/專科 

(n=148)  

(6)碩士 

(n=103)  

(7)博士 

(n=23)  
  

項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2.29  1.10  2.74  1.05  3.09  0.76  3.11  0.80  3.09  0.67  5.554*** 

輔助正規教育 2.14  1.20  2.65  0.98  3.02  0.89  2.97  0.86  3.00  0.95  4.855**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

學習機會 
2.00  1.22  2.30  1.02  2.89  0.87  2.88  0.80  2.91  0.79  6.904***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

學習 
2.05  1.24  2.83  1.03  3.16  0.76  3.30  0.74  3.13  0.63  11.476*** 

工作與職涯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 
1.86  1.06  2.30  1.02  2.60  0.97  2.52  0.92  2.26  0.81  3.412** 

完成特定任務 2.33  1.20  2.61  1.03  2.99  0.83  2.87  0.76  2.96  0.71  3.503** 

培養工作技能 2.00  1.10  2.30  1.02  2.89  0.82  2.77  0.76  2.78  1.09  6.491***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

訊 
1.95  0.92  2.30  1.02  2.79  0.89  2.74  0.84  2.30  0.88  6.203***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

校教育之資訊 
2.05  1.02  2.52  1.04  2.86  0.90  2.73  0.92  2.30  1.02  4.869** 

獲取居住、房屋資

訊 
1.90  0.94  2.22  0.95  2.57  0.98  2.75  0.87  2.43  0.95  4.435**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

資訊 
2.24  1.22  2.39  1.03  2.74  0.90  2.73  0.89  2.30  1.02  2.760*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

訊 
2.29  1.23  2.52  1.08  2.97  0.90  2.86  0.83  2.70  0.93  3.526**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1.86  0.91  2.39  1.08  3.01  0.79  3.04  0.80  2.70  1.06  11.614*** 

促進人際關係 2.24  1.14  2.43  1.04  2.68  0.96  2.66  0.86  2.35  1.03  1.669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2.90  1.00  2.35  1.27  3.05  0.98  3.09  0.82  2.70  1.15  3.508**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95  0.97  2.39  1.31  3.05  0.96  3.05  0.82  2.87  0.92  2.647* 

參與文化活動 2.00  1.00  2.35  1.03  2.72  0.97  2.88  0.81  2.65  0.93  4.87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10  1.09  2.22  1.00  2.63  1.01  2.66  0.89  2.30  0.97  2.756*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2.24  1.04  2.30  0.97  2.68  0.88  2.72  0.86  2.48  1.20  2.158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 
2.10  1.09  2.48  0.95  2.64  0.94  2.81  0.83  2.35  1.15  3.304*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

類別之主題的興趣 2.24  1.26  2.35  1.03  2.87  0.89  2.95  0.81  2.57  1.16  4.588**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

論 
2.10  1.14  2.30  1.11  2.62  0.99  2.74  0.83  2.43  1.20  2.608* 

*p<.05. **p<.01. ***p<.001. 

       表 51 教育程度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教育 2.12  2.63  3.04  3.07  3.03  

工作與職涯 2.06  2.41  2.83  2.72  2.67  

日常活動 2.07  2.40  2.80  2.79  2.44  

休閒活動 2.33  2.34  2.78  2.86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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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量 

 1. 紙本閱讀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不同紙本書閱讀量之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

項功能的幫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52 可知，不同閱讀量之填答者與「閱讀小

說類書籍」（F=3.738, p=.005）及「閱讀非小說類書籍」（F=3.995, p=.004）2 項

目有顯著差異。表 53 顯示，紙本閱讀量達 15-30 本之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

功能所感受的幫助平均數最高，最低為未閱讀紙本書之填答者，而檢視不同紙

本閱讀量填答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除未閱讀紙本書之填答者

以「日常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其他填答者均以「教育」功能平均數最高。 

進一步利用 Game-Howell 法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組內均無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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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紙本書閱讀量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1)未閱讀紙本 

(n=6)  

(2)1-4 本  

(n=76)  

(3)5-14 本 

(n=131)  

(4)15-30 本 

(n=61)  

(5)31 本以上  

(n=44)  
  

項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2.50  0.55  3.03  0.75  2.99  0.84  3.11  0.82  3.02  1.05  0.803  

輔助正規教育 
2.50  0.55  2.96  0.82  2.90  0.97  2.93  0.83  2.93  1.19  0.353  

獲得與工作相

關的學習機會 2.67  0.52  2.80  0.83  2.79  0.88  2.80  0.87  2.77  1.22  0.038  

利用閒暇時間

自我學習 
2.67  0.82  2.93  0.82  3.15  0.78  3.25  0.72  3.16  1.22  1.692  

工作與職

涯 

尋找工作求職

之資訊 
2.50  0.55  2.63  0.76  2.44  0.97  2.56  1.04  2.23  1.16  1.376  

完成特定任務 
2.67  0.52  2.82  0.74  2.85  0.86  3.07  0.89  2.86  1.00  0.963  

培養工作技能 
2.33  0.52  2.72  0.78  2.73  0.89  2.85  0.85  2.70  1.11  0.591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

之資訊 
2.67  0.52  2.63  0.78  2.62  0.96  2.69  0.96  2.70  1.00  0.112  

獲得育兒知識

和學校教育之

資訊 

2.83  0.75  2.67  0.85  2.65  0.99  2.89  0.90  2.61  1.13  0.797  

獲取居住、房

屋資訊 
2.50  0.55  2.62  0.83  2.55  1.00  2.57  0.97  2.41  1.09  0.343  

瞭解消費者權

益或資訊 
2.50  0.55  2.72  0.83  2.63  1.02  2.67  0.96  2.55  1.00  0.299  

獲得健康或醫

療資訊 
2.67  0.52  2.71  0.86  2.84  0.96  3.02  0.94  2.84  1.01  0.959  

獲得旅遊度假

資訊 
2.67  0.52  2.68  0.82  2.88  0.91  3.07  0.87  2.95  1.03  1.718  

促進人際關係 
2.33  0.82  2.59  0.87  2.56  1.03  2.72  0.92  2.61  0.97  0.427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

籍 
2.17  0.98  2.71  0.91  3.04  0.90  3.05  1.12  3.27  1.04  3.738** 

閱讀非小說類

書籍 
2.17  0.98  2.70  0.91  3.04  0.86  3.15  1.09  3.18  0.95  3.995** 

參與文化活動 
2.17  0.98  2.67  0.81  2.75  0.98  2.70  0.94  2.64  1.10  0.620  

參與創作性活

動 
2.17  0.98  2.59  0.85  2.60  0.98  2.49  1.01  2.48  1.17  0.443  

培養對於戶外

活動、健身、

運動的興趣 
2.17  0.98  2.64  0.81  2.65  0.96  2.72  0.93  2.41  0.97  1.164  

培養對於大自

然的興趣 
2.17  0.98  2.70  0.78  2.63  1.02  2.69  0.94  2.43  1.00  0.989  

培養對歷史及

社會類別之主

題的興趣 
2.17  0.98  2.71  0.80  2.82  1.02  2.93  0.91  2.77  0.99  1.170  

參與社會議題

之討論 
2.17  0.98  2.51  0.93  2.66  0.99  2.54  1.10  2.61  0.92  0.61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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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3 紙本書閱讀量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2. 電子書閱讀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不同電子書閱讀量之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

項功能的幫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54 可知，不同閱讀量之填答者與「閱讀小

說類書籍」（F=3.241, p=.013）及「閱讀非小說類書籍」（F=2.568, p=.038）2 項目

有顯著差異。表 55 顯示，電子閱讀量達 15-30 本之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

能所感受的幫助平均數最高，最低為未閱讀電子書之填答者，而檢視不同電子書

閱讀量填答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均以「教育」功能為平均數最高。 

進一步利用 Game-Howell 法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組內均無顯著

差異。 

 未閱讀紙本書 1-4 本 5-14 本 15-30 本  31 本以上  

教育 2.58  2.93  2.96  3.02  2.97  

工作與職涯 2.50  2.72  2.67  2.83  2.60  

日常活動 2.60  2.66  2.68  2.80  2.67  

休閒活動 2.17  2.65  2.77  2.78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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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電子書閱讀量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1)未閱讀電子

書 (n=6)  

(2)1-4 本  

(n=76)  

(3)5-14 本 

(n=131)  

(4)15-30 本 

(n=61)  

(5)31 本以上  

(n=44)  
  

項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2.90  0.81  3.01  0.88  3.06  0.83  3.24  0.75  3.25  0.68  0.977  

輔助正規教育 
2.76  0.98  2.95  0.89  2.99  0.98  2.82  1.13  3.19  0.66  0.995  

獲得與工作相

關的學習機會 2.61  0.98  2.78  0.86  2.97  0.83  2.94  1.14  2.75  1.06  1.535  

利用閒暇時間

自我學習 
2.87  0.96  3.14  0.83  3.22  0.75  3.18  0.95  3.31  0.87  1.949  

工作與職

涯 

尋找工作求職

之資訊 
2.31  0.95  2.48  0.95  2.68  0.95  2.59  1.23  2.31  0.87  1.437  

完成特定任務 
2.77  0.80  2.84  0.88  3.00  0.88  3.18  1.01  2.88  0.62  1.180  

培養工作技能 
2.55  0.86  2.71  0.92  2.91  0.79  3.06  1.14  2.75  0.58  2.071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

之資訊 
2.54  0.94  2.68  0.89  2.72  0.99  2.71  0.77  2.50  0.82  0.536  

獲得育兒知識

和學校教育之

資訊 

2.66  1.01  2.70  0.94  2.71  1.01  2.82  0.88  2.69  0.79  0.099  

獲取居住、房

屋資訊 
2.49  1.07  2.56  0.92  2.65  0.99  2.59  0.87  2.25  0.86  0.635  

瞭解消費者權

益或資訊 
2.65  0.99  2.58  0.91  2.79  1.03  2.76  0.97  2.50  0.82  0.735  

獲得健康或醫

療資訊 
2.79  1.00  2.86  0.90  2.87  0.98  3.06  0.97  2.56  0.73  0.662  

獲得旅遊度假

資訊 
2.82  0.88  2.90  0.93  2.91  0.91  2.71  0.99  2.94  0.57  0.291  

促進人際關係 
2.41  1.02  2.62  0.93  2.69  0.98  2.88  0.99  2.63  0.62  1.253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

籍 
2.86  1.09  2.84  1.01  3.21  0.86  3.41  0.51  3.31  0.79  3.241* 

閱讀非小說類

書籍 
2.89  1.04  2.86  0.98  3.25  0.80  3.18  0.95  3.19  0.75  2.568* 

參與文化活動 
2.45  1.11  2.68  0.90  2.90  0.88  2.82  1.01  2.88  0.62  2.207  

參與創作性活

動 
2.38  1.09  2.48  0.97  2.81  0.95  2.59  0.94  2.81  0.54  2.218  

培養對於戶外

活動、健身、

運動的興趣 
2.62  0.96  2.61  0.90  2.63  0.98  2.71  0.92  2.56  0.81  0.059  

培養對於大自

然的興趣 
2.61  1.02  2.60  0.90  2.69  1.00  2.59  1.06  2.63  0.81  0.115  

培養對歷史及

社會類別之主

題的興趣 
2.72  1.10  2.77  0.88  2.93  0.92  2.82  1.07  2.75  0.77  0.473  

參與社會議題

之討論 
2.55  1.05  2.54  0.96  2.68  1.04  2.82  0.95  2.56  0.81  0.487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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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5 電子書閱讀量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六）閱讀偏好 

以獨立樣本 t檢定檢視不同閱讀偏好填答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的幫

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56 可知，閱讀偏好不同之填答者在「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t(318)=2.257, p=.025）、「獲得旅遊度假資訊」（t(318)=3.181, p=.002）、「閱

讀小說類書籍」（t(318)=3.133, p=.002）及「閱讀非小說類書籍」（t(318)=3.114, 

p=.002）等 4 項因素有顯著差異。 

檢視整體平均數可得知，表 57 顯示紙本閱讀偏好者在「教育」（M=2.98）、

「日常活動」（M=2.72）及「休閒活動」（M=2.76）功能之平均數均高於數位閱讀

偏好者，僅有在「工作與職涯」（M=2.69）項目高於紙本閱讀偏好者，顯示紙本

閱讀偏好者較能感受到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之幫助。 

 

 

 

 

 

 

 

 未閱讀電子書 1-4 本 5-14 本 15-30 本  31 本以上  

教育 2.79  2.97  3.06  3.04  3.13  

工作與職涯 2.54  2.68  2.86  2.94  2.65  

日常活動 2.62  2.70  2.76  2.79  2.58  

休閒活動 2.63  2.67  2.89  2.87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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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閱讀偏好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 
紙本書與電子

書之選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紙本 255 3.04 0.853 

0.701 
電子 63 2.95 0.792 

輔助正規教育

的學習 

紙本 255 2.93 0.942 
0.277 

電子 63 2.89 0.918 

獲得與工作相

關的學習機會 

紙本 255 2.8 0.925 
0.266 

電子 63 2.76 0.856 

利用閒暇時間

自我學習 

紙本 255 3.15 0.859 
1.604 

電子 63 2.95 0.831 

工作與職涯 

尋找工作求職

之資訊 

紙本 255 2.45 0.982 
-1.268 

電子 63 2.62 0.888 

完成特定任務 
紙本 255 2.88 0.861 

0.077 
電子 63 2.87 0.852 

培養工作技能 
紙本 255 2.74 0.885 

0.088 
電子 63 2.73 0.902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

之資訊 

紙本 255 2.66 0.916 
0.432 

電子 63 2.6 0.908 

獲得育兒知識

和學校教育之

資訊 

紙本 255 2.73 0.977 
1.173 

電子 63 2.57 0.875 

獲取居住、房

屋資訊 

紙本 255 2.56 0.978 0.39 

電子 63 2.51 0.896  

瞭解消費者權

益或資訊 

紙本 255 2.65 0.973 
-0.028 

電子 63 2.65 0.864 

獲得健康或醫

療資訊 

紙本 255 2.9 0.925 
2.257* 

電子 63 2.6 0.943 

獲得旅遊度假

資訊 

紙本 255 2.95 0.868 
3.181** 

電子 63 2.56 0.963 

促進人際關係 
紙本 255 2.61 0.974 

0.27 
電子 63 2.57 0.893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

籍 

紙本 255 3.06 0.962 
3.133** 

電子 63 2.63 1.005 

閱讀非小說類

書籍 

紙本 255 3.06 0.937 
3.114** 

電子 63 2.65 0.953 

參與文化活動 
紙本 255 2.72 0.958 

1.006 
電子 63 2.59 0.909 

參與創作性活

動 

紙本 255 2.55 0.987 
-0.19 

電子 63 2.57 0.979 

培養對於戶外

活動、健身、

運動的興趣 

紙本 255 2.62 0.935 
0.156 

電子 63 2.6 0.89 

培養對於大自

然的興趣 

紙本 255 2.64 0.95 
0.478 

電子 63 2.57 0.946 

培養對歷史及

社會類別之主

題的興趣 

紙本 255 2.84 0.95 
1.508 

電子 63 2.63 0.921 

參與社會議題

之討論 

紙本 255 2.6 0.991 
0.291 

電子 63 2.56 0.98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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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閱讀偏好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項目 閱讀偏好 平均數 

教育 
紙本 2.98 

電子 2.88 

工作與職涯 
紙本 2.69 

電子 2.74 

日常活動 
紙本 2.72 

電子 2.58 

休閒活動 
紙本 2.76 

電子 2.6 

 

（七）公共圖書館使用者 

以獨立樣本 t檢定檢視公共圖書館使用者與非使用者所獲得公共圖書館各項

功能的幫助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58 可知，公共圖書館使用者與非使用者在「獲

得學習機會」（t(318)=3.394, p=.001）、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t(318)=3.237, 

p=.001）、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t(318)=4.081, p=.000）；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t(318)=3.045, p=.003）、完成特定任務（t(318)=2.980, p=.003）、培養工作技能

（t(318)=3.513, p=.001）；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t(318)=4.043, p=.000）、獲得育兒

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t(318)=3.486, p=.001）、獲取居住、房屋資訊（t(318)=4.564, 

p=.000）、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t(318)=2.585, p=.01）、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t(318)=3.541, p=.000）、獲得旅遊度假資訊（t(318)=4.773, p=.000）、促進人際關

係（t(318)=3.307, p=.001）；閱讀小說類書籍（t(318)=4.576, p=.000）、閱讀非小說

類書籍（t(318)=4.759, p=.000）、參與文化活動（t(318)=2.760, p=.000）、參與創作

性活動（ t(318)=3.203, p=.001）、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

（t(318)=3.384, p=.001）、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t(318)=3.322, p=.001）、培養對

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t(318)=3.686, p=.001）、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t(318)=3.646, p=.000）項目等 21 項因素有顯著差異。 

表 59 顯示，圖書館使用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項目中所感受到的幫助均

較非圖書館使用者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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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公共圖書館使用者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 

圖書館

使用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教育 

獲得學習機會 是 277 3.08 .839 3.394** 

否 41 2.61 .737  

輔助正規教育的學

習 

是 277 2.95 .962 1.548 

否 41 2.71 .716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

學習機會 

是 277 2.85 .907 3.237** 

否 41 2.37 .829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

學習 

是 277 3.18 .849 4.081*** 

否 41 2.61 .737   

工作與職涯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 

是 277 2.53 .980 3.045** 

否 41 2.12 .781  

完成特定任務 是 277 2.94 .861 2.980** 

否 41 2.51 .746  

培養工作技能 是 277 2.81 .892 3.513** 

否 41 2.29 .716   

日常活動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

訊 

是 277 2.73 .907 4.043*** 

否 41 2.12 .78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

校教育之資訊 

是 277 2.77 .958 3.486** 

否 41 2.22 .822  

獲取居住、房屋資

訊 

是 277 2.63 .956 4.564*** 

否 41 2.00 .806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

資訊 

是 277 2.70 .960 2.585* 

否 41 2.29 .814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

訊 

是 277 2.91 .906 3.541*** 

否 41 2.37 .994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是 277 2.96 .872 4.773*** 

否 41 2.27 .867  

促進人際關係 是 277 2.67 .943 3.307** 

否 41 2.15 .937   

休閒活動 

閱讀小說類書籍 是 277 3.07 .941 4.576*** 

否 41 2.34 1.039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是 277 3.08 .916 4.759*** 

否 41 2.34 .965  

參與文化活動 是 277 2.75 .936 2.760*** 

否 41 2.32 .960  

參與創作性活動 是 277 2.62 .966 3.203** 

否 41 2.10 .995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是 277 2.69 .896 3.384** 

否 41 2.17 .998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 

是 277 2.69 .919 3.322** 

否 41 2.17 1.022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

類別之主題的興趣 

是 277 2.88 .905 3.686** 

否 41 2.24 1.044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

論 

是 277 2.66 .955 3.646*** 

否 41 2.07 1.058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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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9 圖書館使用者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幫助平均數摘要表 

 

 

 

 

 

 

 

綜言之，表 60顯示女性在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中所獲得的幫助較男性為多；

而各年齡層中以 65 歲以上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所感受的幫助平均數最高，

最低為 13~15 歲填答者，而檢視各年齡層中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

各年齡層填答者中除 13~15 歲填答者以「休閒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及 55~64 歲

以「日常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外，其他年齡層填答者均以「教育」功能平均數

最高；不同收入者以 50,001~70,000 元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所感受到的

幫助平均數最高，最低為無固定收入填答者，而不同收入者，均以「教育」功能

為平均數最高；大學/專科及碩士學歷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所感受的幫助平

均數最高，最低為國中學歷填答者，而檢視不同教育程度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

共圖書館功能，除國中學歷填答者以「休閒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高中職以上

學歷填答者均以「教育」功能平均數最高。 

綜合而言，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程度、閱讀偏好、閱讀量及是否為公共

圖書館使用者皆會造成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估，而「教育」功能為使用者感

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 

項目 圖書館使用者 平均數 

教育 
是 3.01 

否 2.57 

工作與職涯 
是 2.76 

否 2.3 

日常活動 
是 2.76 

否 2.2 

休閒活動 
是 2.8 

否 2.21 



doi:10.6342/NTU201702446

124 

 

  表 60 人口統計變項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幫助摘要表 

人口統計變項 
教育 工作與職涯 日常活動 休閒活動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小計 

性別           

男 2.86 2.69 2.66 2.71 2.73 

女 3.01 2.7 2.71 2.73 2.78 

年齡      

13~15 歲 2.08 1.96 1.83 2.16 2 

16~18 歲 2.51 2.23 2.17 2.21 2.28 

19~30 歲  3.06 2.72 2.65 2.75 2.79 

31~54 歲  3 2.72 2.71 2.73 2.79 

55~64 歲 2.98 2.83 3 2.84 2.91 

65 歲以上 3.23 3.06 3.11 3.12 3.13 

收入      

無固定收入  2.67 2.39 2.44 2.49 2.49 

15,000 元以下   2.78 2.56 2.25 2.57 2.54 

15,001~30,000 元  2.9 2.8 2.74 2.72 2.79 

30,001~40,000 元   3.14 2.89 2.69 2.71 2.85 

40,001~50,000 元  3.08 2.86 2.9 2.93 2.94 

50,001~70,000 元  3.16 2.8 2.95 2.93 2.96 

70,001 元以上   2.94 2.67 2.67 2.69 2.74 

教育程度      

國中 2.12 2.06 2.07 2.33 2.14 

高中職 2.63 2.41 2.4 2.34 2.44 

大學/專科 3.04 2.83 2.8 2.78 2.86 

碩士 3.07 2.72 2.79 2.86 2.86 

博士 3.03 2.67 2.44 2.5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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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項資源使用頻率與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關聯 

進一步探討使用者於各項需求而使用「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紙

本閱讀」、「數位閱讀」及「網路」之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的幫助及

重要性之關聯性。 

（一）各項資源使用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之幫助 

1. 實體圖書館 

表 61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使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

能對使用者幫助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

與對使用者幫助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862,p=.000），使用者因各項需

求而利用圖書館的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助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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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與對使用者幫助之排序分析 

項目 
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 對使用者的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

求 

獲得學習機會 2.8 1.03 1 3.02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67 1.06 3 2.92 0.93 5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

會 
2.53 1.02 5 2.79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7 0.89 2 3.11 0.85 1 

工作與

職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17 1.01 14 2.48 0.96 22 

完成特定任務 2.64 1.02 4 2.88 0.85 6 

培養工作技能 2.44 1.02 9 2.74 0.88 11 

日常活

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17 0.95 15 2.65 0.91 14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

之資訊 
2.17 0.97 16 2.7 0.95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09 0.97 19 2.55 0.96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06 0.97 20 2.65 0.95 15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34 0.96 10 2.84 0.93 8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52 1.03 6 2.87 0.9 7 

促進人際關係 2.18 1.02 13 2.6 0.95 18 

休閒活

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52 1 7 2.98 0.98 3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5 0.96 8 2.98 0.95 4 

參與文化活動 2.11 0.96 18 2.69 0.94 13 

參與創作性活動 1.98 0.96 22 2.55 0.98 21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2 0.95 12 2.62 0.92 16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12 0.96 17 2.62 0.94 17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 
2.23 1.02 11 2.8 0.94 9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04 0.98 21 2.59 0.98 19 

 

 

2. 圖書館網站 

表 62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使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

能於使用者幫助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

與對使用者幫助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851,p=.000），使用者因各項需

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助亦越高。 



doi:10.6342/NTU201702446

127 

 

表 62  圖書館網站使用頻率與對使用者幫助之排序分析 

項目 
圖書館網站使用頻率 對使用者的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2.54 1.09 1 3.02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43 1.11 4 2.92 0.93 5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

會 
2.34 1.05 5 2.79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47 1.05 3 3.11 0.85 1 

工作與職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1 1.06 13 2.48 0.96 22 

完成特定任務 2.5 1.14 2 2.88 0.85 6 

培養工作技能 2.34 1.11 6 2.74 0.88 11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11 1.04 12 2.65 0.91 14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

之資訊 
2.01 1 21 2.7 0.95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02 1 19 2.55 0.96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05 1.03 16 2.65 0.95 15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19 1.05 10 2.84 0.93 8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26 1.05 9 2.87 0.9 7 

促進人際關係 2.04 0.99 17 2.6 0.95 18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34 1.06 7 2.98 0.98 3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33 1.05 8 2.98 0.95 4 

參與文化活動 2.13 1 11 2.69 0.94 1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 1 22 2.55 0.98 21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07 0.99 15 2.62 0.92 16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04 0.98 18 2.62 0.94 17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 
2.13 1 11 2.8 0.94 9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02 1 20 2.59 0.98 19 

 

 

3. 紙本閱讀 

表 63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閱讀紙本書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於

使用者幫助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與對

使用者幫助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831,p=.000），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

閱讀紙本書的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助亦越高。 

 

 



doi:10.6342/NTU201702446

128 

 

表 63  紙本閱讀頻率與對使用者幫助之排序分析 

項目 
紙本閱讀頻率 對使用者的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3.38 0.73 1 3.02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3.06 1.1 5 2.92 0.93 5 

獲得與工作相關

的學習機會 
3.12 0.94 4 2.79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

我學習 
3.25 0.77 2 3.11 0.85 1 

工作與職涯需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

資訊 
2.49 1.07 16 2.48 0.96 22 

完成特定任務 3.16 0.91 3 2.88 0.85 6 

培養工作技能 3.03 0.91 6 2.74 0.88 11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

資訊 
2.52 0.9 14 2.65 0.91 14 

獲得育兒知識和

學校教育之資訊 
2.44 0.98 18 2.7 0.95 12 

獲取居住、房屋

資訊 
2.37 0.95 20 2.55 0.96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

或資訊 
2.4 0.91 19 2.65 0.95 15 

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 
2.78 0.85 10 2.84 0.93 8 

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 
2.96 0.92 7 2.87 0.9 7 

促進人際關係 2.57 0.9 13 2.6 0.95 18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88 0.97 9 2.98 0.98 3 

閱讀非小說類書

籍 
2.91 0.84 8 2.98 0.95 4 

參與文化活動 2.49 0.89 17 2.69 0.94 1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29 1 22 2.55 0.98 21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

的興趣 

2.7 0.91 11 2.62 0.92 16 

培養對於大自然

的興趣 
2.51 0.94 15 2.62 0.94 17 

培養對歷史及社

會類別之主題的

興趣 

2.67 0.99 12 2.8 0.94 9 

參與社會議題之

討論 
2.36 0.96 21 2.59 0.98 19 

 

4. 數位閱讀 

表 64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

於使用者幫助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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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使用者幫助之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483, p=.023），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

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助亦越高。 

表 64  數位閱讀頻率與對使用幫助之排序分析 

項目 
數位閱讀頻率 對使用者的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

求 

獲得學習機會 2.77 0.94 5 3.02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5 1.05 14 2.92 0.93 5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

機會 
2.68 0.98 7 2.79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77 0.93 6 3.11 0.85 1 

工作與

職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47 1.02 16 2.48 0.96 22 

完成特定任務 2.92 0.98 2 2.88 0.85 6 

培養工作技能 2.81 0.98 4 2.74 0.88 11 

日常活

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65 0.95 8 2.65 0.91 14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

育之資訊 
2.43 1.06 17 2.7 0.95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56 1.01 12 2.55 0.96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58 0.96 11 2.65 0.95 15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9 0.89 3 2.84 0.93 8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3.03 0.97 1 2.87 0.9 7 

促進人際關係 2.6 1.01 9 2.6 0.95 18 

休閒活

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5 1.03 15 2.98 0.98 3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53 0.92 13 2.98 0.95 4 

參與文化活動 2.39 0.99 19 2.69 0.94 1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29 1 22 2.55 0.98 21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59 0.96 10 2.62 0.92 16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37 0.97 20 2.62 0.94 17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

之主題的興趣 
2.43 0.95 18 2.8 0.94 9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37 0.98 21 2.59 0.98 19 

 

5. 網路 

表 65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於

使用者幫助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與

對使用者幫助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435, p= .034），使用者因各項需

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助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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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網路使用頻率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網路使用頻率 對使用者的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
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3.18 0.86 3 3.02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9 1 10 2.92 0.93 5 

獲得與工作相關
的學習機會 

3.01 0.95 7 2.79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
我學習 

3.13 0.9 5 3.11 0.85 1 

工作
與職
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
資訊 

2.89 1.03 11 2.48 0.96 22 

完成特定任務 3.21 0.89 2 2.88 0.85 6 

培養工作技能 3.14 0.93 4 2.74 0.88 11 

日常
活動
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
資訊 

2.92 0.98 8 2.65 0.91 14 

獲得育兒知識和
學校教育之資訊 

2.7 1.06 18 2.7 0.95 12 

獲取居住、房屋
資訊 

2.81 1.03 13 2.55 0.96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
或資訊 

2.83 0.98 12 2.65 0.95 15 

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 

3.11 0.86 6 2.84 0.93 8 

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 

3.22 0.91 1 2.87 0.9 7 

促進人際關係 2.91 0.97 9 2.6 0.95 18 

休閒
活動
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71 1.04 17 2.98 0.98 3 

閱讀非小說類書
籍 

2.75 0.97 16 2.98 0.95 4 

參與文化活動 2.76 0.97 15 2.69 0.94 13 

參與創作性活動 2.56 1.03 22 2.55 0.98 21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
的興趣 

2.81 0.94 14 2.62 0.92 16 

培養對於大自然
的興趣 

2.61 1.04 21 2.62 0.94 17 

培養對歷史及社
會類別之主題的
興趣 

2.67 1.03 19 2.8 0.94 9 

參與社會議題之
討論 

2.65 1.06 20 2.59 0.98 19 

 

（二）各項資源使用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之重要性 

1. 實體圖書館 

表 66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使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

能於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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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重要性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768,p=.000），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

利用圖書館的頻率越高，其功能對使用者之重要性亦較高。 

表 66  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

求 

獲得學習機會 2.8 1.03 1 3.11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67 1.06 3 3.11 0.87 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

會 
2.53 1.02 5 2.91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7 0.89 2 3.2 0.84 1 

工作與

職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17 1.01 14 2.65 0.9 22 

完成特定任務 2.64 1.02 4 2.97 0.86 8 

培養工作技能 2.44 1.02 9 2.86 0.91 13 

日常活

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17 0.95 15 2.68 0.91 2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

之資訊 
2.17 0.97 16 2.87 0.86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09 0.97 19 2.69 0.94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06 0.97 20 2.78 0.89 18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34 0.96 10 3 0.86 7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52 1.03 6 2.96 0.85 9 

促進人際關係 2.18 1.02 13 2.75 0.94 19 

休閒活

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52 1 7 3.11 0.89 4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5 0.96 8 3.11 0/86 5 

參與文化活動 2.11 0.96 18 2.89 0.91 11 

參與創作性活動 1.98 0.96 22 2.81 0.94 17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2 0.95 12 2.84 0.94 15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12 0.96 17 2.84 0.93 1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 
2.23 1.02 11 3.01 0.91 6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04 0.98 21 2.85 0.97 14 

 

 



doi:10.6342/NTU201702446

132 

 

2. 圖書館網站 

表 67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使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

於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

與重要性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742,p=.000），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利

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越高，其功能對使用者之重要性亦較高。 

表 67  圖書館網站使用頻率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圖書館網站使用頻率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2.54 1.09 1 3.11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43 1.11 4 3.11 0.87 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

會 
2.34 1.05 5 2.91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47 1.05 3 3.2 0.84 1 

工作與職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1 1.06 13 2.65 0.9 22 

完成特定任務 2.5 1.14 2 2.97 0.86 8 

培養工作技能 2.34 1.11 6 2.86 0.91 13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11 1.04 12 2.68 0.91 2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

之資訊 
2.01 1 21 2.87 0.86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02 1 19 2.69 0.94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05 1.03 16 2.78 0.89 18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19 1.05 10 3 0.86 7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2.26 1.05 9 2.96 0.85 9 

促進人際關係 2.04 0.99 17 2.75 0.94 19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34 1.06 7 3.11 0.89 4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33 1.05 8 3.11 0/86 5 

參與文化活動 2.13 1 11 2.89 0.91 11 

參與創作性活動 2 1 22 2.81 0.94 17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07 0.99 15 2.84 0.94 15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04 0.98 18 2.84 0.93 1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

主題的興趣 
2.13 1 11 3.01 0.91 6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02 1 20 2.85 0.9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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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紙本閱讀 

表 68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閱讀紙本書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於

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與

重要性的排序呈現顯著相關（γ(22)= .727,p=.000），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閱讀

紙本書的頻率越高，其功能對使用者之重要性亦較高。 

表 68  紙本閱讀頻率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紙本閱讀頻率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3.38 0.73 1 3.11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3.06 1.1 5 3.11 0.87 3 

獲得與工作相關
的學習機會 

3.12 0.94 4 2.91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
我學習 

3.25 0.77 2 3.2 0.84 1 

工作與職涯需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
資訊 

2.49 1.07 16 2.65 0.9 22 

完成特定任務 3.16 0.91 3 2.97 0.86 8 

培養工作技能 3.03 0.91 6 2.86 0.91 13 

日常活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
資訊 

2.52 0.9 14 2.68 0.91 21 

獲得育兒知識和
學校教育之資訊 

2.44 0.98 18 2.87 0.86 12 

獲取居住、房屋
資訊 

2.37 0.95 20 2.69 0.94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
或資訊 

2.4 0.91 19 2.78 0.89 18 

獲得健康或醫療
資訊 

2.78 0.85 10 3 0.86 7 

獲得旅遊度假資
訊 

2.96 0.92 7 2.96 0.85 9 

促進人際關係 2.57 0.9 13 2.75 0.94 19 

休閒活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88 0.97 9 3.11 0.89 4 

閱讀非小說類書
籍 

2.91 0.84 8 3.11 0/86 5 

參與文化活動 2.49 0.89 17 2.89 0.91 11 

參與創作性活動 2.29 1 22 2.81 0.94 17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
的興趣 

2.7 0.91 11 2.84 0.94 15 

培養對於大自然
的興趣 

2.51 0.94 15 2.84 0.93 16 

培養對歷史及社
會類別之主題的
興趣 

2.67 0.99 12 3.01 0.91 6 

參與社會議題之
討論 

2.36 0.96 21 2.85 0.97 14 

 



doi:10.6342/NTU201702446

134 

 

4. 數位閱讀 

表 69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於

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與

重要性的排序無顯著相關（γ(22)= .259, p=.244），進一步以成對樣本 t 檢視其平

均數差距，結果顯示相關性為.270，顯著性 p 值=.225，平均數差距並未達到顯

著。 

表 69  數位閱讀頻率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數位閱讀頻率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需

求 

獲得學習機會 2.77 0.94 5 3.11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5 1.05 14 3.11 0.87 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

機會 
2.68 0.98 7 2.91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2.77 0.93 6 3.2 0.84 1 

工作與

職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2.47 1.02 16 2.65 0.9 22 

完成特定任務 2.92 0.98 2 2.97 0.86 8 

培養工作技能 2.81 0.98 4 2.86 0.91 13 

日常活

動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2.65 0.95 8 2.68 0.91 2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

育之資訊 
2.43 1.06 17 2.87 0.86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 2.56 1.01 12 2.69 0.94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2.58 0.96 11 2.78 0.89 18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2.9 0.89 3 3 0.86 7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3.03 0.97 1 2.96 0.85 9 

促進人際關係 2.6 1.01 9 2.75 0.94 19 

休閒活

動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5 1.03 15 3.11 0.89 4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53 0.92 13 3.11 0/86 5 

參與文化活動 2.39 0.99 19 2.89 0.91 11 

參與創作性活動 2.29 1 22 2.81 0.94 17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

身、運動的興趣 
2.59 0.96 10 2.84 0.94 15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 2.37 0.97 20 2.84 0.93 1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

之主題的興趣 
2.43 0.95 18 3.01 0.91 6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2.37 0.98 21 2.85 0.97 14 

 

5. 網路 

表 70 顯示填答者於各項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與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於

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並透過 Spearman’s rho 相關係數檢定顯示，使用頻率

與重要性的排序無顯著相關（γ(22)= .222, p= .320），進一步以成對樣本 t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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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均數差距，結果顯示相關性為.274，顯著性 p 值=.217，平均數差距並未

達到顯著。 

表 70  網路使用頻率與對使用者重要性之排序分析 

項目 

網路使用頻率 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育

需求 

獲得學習機會 3.18 0.86 3 3.11 0.84 2 

輔助正規教育 2.9 1 10 3.11 0.87 3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

學習機會 
3.01 0.95 7 2.91 0.91 10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

學習 
3.13 0.9 5 3.2 0.84 1 

工作

與職

涯需

求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

訊 
2.89 1.03 11 2.65 0.9 22 

完成特定任務 3.21 0.89 2 2.97 0.86 8 

培養工作技能 3.14 0.93 4 2.86 0.91 13 

日常

活動

需求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

訊 
2.92 0.98 8 2.68 0.91 21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

校教育之資訊 
2.7 1.06 18 2.87 0.86 12 

獲取居住、房屋資

訊 
2.81 1.03 13 2.69 0.94 20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

資訊 
2.83 0.98 12 2.78 0.89 18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

訊 
3.11 0.86 6 3 0.86 7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3.22 0.91 1 2.96 0.85 9 

促進人際關係 2.91 0.97 9 2.75 0.94 19 

休閒

活動

需求 

閱讀小說類書籍 2.71 1.04 17 3.11 0.89 4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2.75 0.97 16 3.11 0/86 5 

參與文化活動 2.76 0.97 15 2.89 0.91 11 

參與創作性活動 2.56 1.03 22 2.81 0.94 17 

培養對於戶外活

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2.81 0.94 14 2.84 0.94 15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

興趣 
2.61 1.04 21 2.84 0.93 16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

類別之主題的興趣 
2.67 1.03 19 3.01 0.91 6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

論 
2.65 1.06 20 2.85 0.9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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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現今公共圖書館針對績效管理及服務品質檢討，多半針對使用者在圖書館

之服務歷程或是服務產出之結果進行研究，甚少探討圖書館產出服務對使用者

生活之影響。本研究以使用者觀點進行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旨在探討臺

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並瞭解影響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產生差異之因素，

以期能協助公共圖書館檢視其服務方針及其目標族群，第一章闡述研究背景、

動機，並說明研究目的、範圍及限制；第二章透過文獻探討，瞭解目前公共圖

書館使用者閱讀行為之相關研究、公共圖書館功能與價值之陳述以及公共圖書

館使用效益評估之相關成果；第三章說明研究方法與問卷設計；第四章透過資

料分析瞭解研究樣本、使用者公共圖書館使用行為、資源使用狀況及使用效益

評估之分析。本章歸納前述研究結果，並綜整文獻分析之內容，於第一節彙整

研究結論，第二、三節則依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及進一步之研究建議。 

一、 公共圖書館對使用者最有幫助之功能為「教育」，次為「休閒活

動」、「工作與職涯」，排名最後為「日常活動」。 

整體而言公共圖書館功能對使用者之幫助及重要性排序皆為「教育」，次為

「休閒活動」、「工作與職涯」，排名最後為「日常活動」。 

而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功能中幫助最大的前三項項目依序為「利用閒暇

時間自我學習」、「獲得學習機會」及「閱讀小說類書籍」、「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相較於 Vakkari & Serola（2012）針對芬蘭民眾以分層隨機抽樣進行全國性公共

圖書館價值調查的研究指出民眾感受到公共圖書館產生效益頻率最高為：閱讀

小說類書籍(71%)、閱讀非小說類書籍(67%)，其次則為自我進修 (58%)，差異

不大。 

而檢視本次研究與 Vakkari（2016）比較芬蘭、挪威、荷蘭、南韓及美國等

國家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結果，挪威及荷蘭以休閒活動(Leisure time)

項目之使用效益為最高，芬蘭、美國及南韓國家以教育(Education)項目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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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與不同國家中公共圖書館最高的使用效益項目雷同，

為圖書館傳統基本功能（自我學習、閱讀、歷史與社會資訊）。 

二、 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閱讀量、閱讀偏好及是否為圖

書館使用者皆會影響使用者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觀點。 

研究結果顯示探討公共圖書館於「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

閒活動」功能之使用效益，在不同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閱讀量、閱讀

偏好及是否為圖書館使用者皆有顯著差異，以下就差異進行敘述： 

（一）性別 

女性在「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功能之平均數均

高於男性，顯示女性在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中所獲得的幫助較男性為多，但在「尋

找工作求職之資訊」、「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促進人際關係」、「參與創作性

活動」、「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培養

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趣」、「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項目男性之平均數均

高於女性，顯示男性在上述項目所獲得的幫助較女性為多。 

（二）年齡 

各年齡層中以 65 歲以上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所感受的幫助平均數最

高，最低為 13~15 歲填答者，而檢視各年齡層中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

功能，各年齡層填答者中除 13~15 歲填答者以「休閒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及

55~64 歲以「日常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外，其他年齡層填答者均以「教育」

功能平均數最高；檢視各年齡層中感受到最多少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13 至

54 歲填答者以「日常活動」之平均數最低，55 歲以上填答者以「工作與職涯」

平均數最低。 

（三）收入 

整體而言，不同收入之填答者，以 50,001~70,000 元收入者在各項公共圖書

館功能所感受到的幫助平均數最高，最低為無固定收入者。 

收入在 40,001~~70,000 元之填答者相較於其他收入者在日常活動及休閒活

動中之「獲取居住、房屋資訊」、「獲得旅遊度假資訊」、「參與文化活動」、「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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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促進人際關係」、「參與創作性活動」項目所獲得公共圖書

館的幫助較多，而收入在 30,001 元~40,000 元及 50,001~70,000 元之填答者相較

於其他收入者在教育及工作與職涯中之「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及「獲得與工

作相關的學習機會」所獲得公共圖書館的幫助較多，收入 30,001 元~50,000 元之

填答者相較於其他收入者在工作與職涯中「培養工作技能」項目所獲得公共圖書

館的幫助較多，綜言之，收入在 4 萬元以上者相較於 4 萬元以下收入者在公共圖

書館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功能所獲得之幫助較多。 

（四）教育程度 

大學/專科及碩士學歷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所感受的幫助平均數最

高，最低為國中學歷填答者，而檢視不同教育程度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

館功能，除國中學歷填答者以「休閒活動」功能平均數最高，高中職以上學歷填

答者均以「教育」功能平均數最高。 

（五）閱讀量 

紙本及電子閱讀量均以達 15-30 本之填答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所感受

的幫助平均數最高，最低為未閱讀紙本書或電子書之填答者，而檢視不同閱讀量

填答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除未閱讀紙本書之填答者以「日常活

動」功能平均數最高，其他填答者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均以「教育」

功能平均數最高。 

（六）閱讀偏好 

紙本閱讀偏好者在「教育」、「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M=2.76）功能之

平均數均高於數位閱讀偏好者，僅有在「工作與職涯」項目高於紙本閱讀偏好者，

顯示紙本閱讀偏好者較能感受到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之幫助。 

（七）公共圖書館使用者 

圖書館使用者在各項公共圖書館功能項目中所感受到的幫助均較非圖書館

使用者為高。 



doi:10.6342/NTU201702446

140 

 

綜合而言，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程度、閱讀偏好、閱讀量及是否為公共

圖書館使用者皆會造成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產生差異，而各類型讀者均表示

「教育」功能為其感受到最多幫助的公共圖書館功能。 

三、 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的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

幫助亦越高，而各項資源使用頻率中，以「網路」使用頻率最

高，次為「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

最低則為「圖書館網站」。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頻率越高，使用者感受到的幫

助亦越高，檢視使用者因「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

需求而使用各項資源之頻率，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紙本及數位閱讀皆在「教

育」需求時之使用頻率最高，網路在有「工作與職涯」需求時之使用頻率最高。 

在公共圖書館教育功能項目，使用者利用「紙本閱讀」之頻率最高，使用頻

率最低為「圖書館網站」，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功能項目，使用者

皆以利用「網路」之頻率最高，使用頻率皆最低為「圖書館網站」。進一步檢視

使用者在各項資源使用頻率最高之需求項目，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及紙本閱

讀皆以「教育」需求中「獲得學習機會」為平均數最高之項目，數位閱讀及網路

則以「日常活動」需求中「獲得旅遊度假資訊」為平均數最高之項目，而使用者

因「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需求而使用各項資源之

頻率最高之項目差異不大，差異僅展現在「休閒活動」需求，數位閱讀及網路平

均數最高之項目為「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興趣」，實體圖書館、圖

書館網站及紙本閱讀平均數最高之項目為「閱讀小說類書籍」及「閱讀非小說類

書籍」，然各類資源於「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四

構面使用頻率最高之項目差異不大。 

 

 

 



doi:10.6342/NTU201702446

141 

 

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就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供公共圖書館進行其社會功能與價值定位

之參考。 

一、 公共圖書館應致力建構完善的網路使用環境，並提供複合式資

源供使用。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的頻率越高，其功能對使用者

之助益亦較高，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紙本及數位閱讀皆在「教育」需求時

之使用頻率最高，網路在「工作與職涯」需求時之使用頻率最高，顯示使用者在

不同需求時偏好使用的資源亦有所差異。在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紙本、數

位閱讀及網路使用頻率中，以「網路」使用頻率最高，顯示公共圖書館在進行服

務規劃時，應建構完整的網路使用環境及提供各種不同類型之資源，使讀者於公

共圖書館能獲取足夠的資訊資源。 

公共圖書館服務各類型讀者，應確保使用者在各項需求時能獲得足夠的資源

與服務，提供豐富的紙本、數位資源及電腦網路使用，進而提高公共圖書館使用

頻率。 

二、 公共圖書館宜持續彰顯「教育」功能，並加強「工作與職涯」、

「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項目之功能以提升公共圖書館使

用效益。 

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程度、閱讀偏好、閱讀量及是否為公共圖書館使

用者皆會造成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估，公共圖書館各項功能中相較「休閒

活動」、「工作與職涯」及「日常活動」，「教育」為大部分使用者認為公共圖書

館最重要且感受到最多幫助之項目，顯示公共圖書館支援自我終身學習之重要

性，而「教育」項目中，使用者認為幫助最大的功能為「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

習」，幫助最少的功能為「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因此公共圖書館應加

強提供求職者或專業上進修所需的資訊服務，如建立職業協助中心，開設求職

者培訓、履歷寫作、創業計畫書撰寫、提案與面試技巧課程等，提供求職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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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相關協助幫助，並持續針對不同類型使用者規劃所需之終身學習資源，如

針對新生兒及父母之早期閱讀課程、國小學童課後指導服務、青少年創意學習

課程、銀髮族電腦教育學習課程等。公共圖書館亦應善用其館藏資源及服務，

建立主題性服務中心，深化「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及「休閒活動」之功

能，全方位支援使用者生活各層面之需求。 

三、 強化公共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功能，提供使用者在「教育」、「休

閒活動」、「工作與職涯」及「日常活動」上之需求。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越高，其功能對

使用者之助益亦較高，而在各項資源使用頻率中，以「網路」使用頻率最高，次

為「紙本閱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使用頻率最低則為「圖書館網站」，

而在圖書館網站使用情況，使用者利用圖書館網站以「教育」需求平均數最高，

次為「工作與職涯」、「休閒活動」，最低則為「日常活動」。 

目前而言，臺灣公共圖書館網站多以提供圖書館服務資訊或是館藏資源查詢

為主，甚少提供使用者生活各層面需求之資源，因此，圖書館網站應強化使用者

在「教育」、「休閒活動」、「工作與職涯」及「日常活動」上需求之功能，提供一

站式資源連結，提升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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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研究對象、人力及資源等限制，針對後續研究提出下

列建議； 

一、 結合訪談法以深入探究使用者觀點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

估。 

本研究僅以問卷調查法探究使用者於公共圖書館各功能面向之使用效益評

估，後續研究如能結合訪談法，可完整獲知受測者對於公共圖書館之功能及價

值定位，進行質化量化的深入研究，擴充研究結果。 

二、 發展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之構面 

本研究以 Vakkari & Serola（2012）芬蘭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構面之項目進

行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然因文化、國情及經濟條件之不同，評

估之構面難以有效符合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實際服務情況，後續可發展臺灣地

區使用效益構面，以進行全方面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 

三、 加入圖書館從業人員對於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評估觀點 

本研究僅探究使用者觀點之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未能從圖書館從業

人員之意見瞭解其對於公共圖書館之價值及定位，如能於後續研究加入圖書館

從業人員之評估，並比較使用者觀點及從業人員觀點是否產生落差，可全方面

了解現今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之狀況及改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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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研究問卷  

從使用者觀點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之研究問卷 

本問卷旨在瞭解您為了教育、工作與職涯、日常活動以及休閒活動而利用各項資

訊資源的情況。懇請您撥冗協助填答，您的填答對改進公共圖書館服務將有莫大

的助益。本問卷採取不記名方式，您的填答與個人資料，僅用於學術研究之統計

分析，不會單獨對外公開或作為他用，在此誠摯地感謝您的熱心支持與協助，並

敬祝您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謝寶煖 

研究生： 高詠茹 

Email：ritakao3@gmail.com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性別為： 

    □男 □女 

2. 請問您的年齡為？ 

□13~15歲  □16~18歲 □19~30歲  □31~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3. 請問您的職業為？ 

□學生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警人員  □工業/製造/營造相關 □金融/

保險/貿易相關  □工商企業投資  □農、林、漁、牧業 □文化/運動/休閒相關  

□運輸/倉儲/通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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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出版  □專業技術人員（如醫師/律師/資訊/工程/會計/設計等有執

照或證照人員）  □家庭管理  □服務業  □無業/待業 □退休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學以下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5. 請問您最近一年的平均月收入為？ 

□無固定收入  □15,000元以下  □15,001~30,000元  □30,001元~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70,000元 □70,001元以上  

6. 請問您居住的縣市或地區為？ 

7. 請問您過去一年使用圖書館的目的通常為何（可複選）？ 

□未使用圖書館 □借/還圖書、期刊 □借/還視聽資料 □查找資料 □隨意看看 

□閱讀書籍/影音資料 □看書報、雜誌 □索取文宣品或閱讀公布欄訊息 □自修

（課業學習） □陪伴親友 □結交新朋友 □討論作業或事情 □休憩/睡覺 □參

與志工活動 □參加活動/參觀展覽 □使用電子資料庫/電子書 □使用電腦   

□使用網路（上網、Email） □影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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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閱讀行為與資訊資源利用情況 

8. 在過去一年中，您是否曾運用下列資源進行學習、自我成長或達成人生目標？

（可複選） 

□搜尋引擎（e.g., Google, Bing） □電子資料庫 □書籍（紙本/電子）□新聞 □

社群網站（e.g., Facebook, Twitter）□教育學習網站（e.g., Coursera, MOOCs）

□Blog部落格 □書店（網路/實體） □圖書館（網路/實體） □博物館/美術館

（網路/實體） 

9. 請問過去一年中，您閱讀了幾本紙本圖書（包含教科書）？     

 □1-4本 □5-14本 □15-30本 □31本以上 □未閱讀紙本書 

10. 請問您喜歡閱讀的紙本圖書類型為？（可複選） 

□文學小說 □商業理財 □藝術設計 □人文史地 □社會科學 □自然科普 □心

理勵志 □醫療保健 □飲食 □生活風格 □旅遊 □宗教命理 □親子教養 □童

書/青少年文學 □輕小說 □漫畫 □語言學習 □考試用書 □電腦資訊 □專業/

教科書/政府出版品 

11. 請問過去一年中，您閱讀了幾本電子書（包含教科書）？ 

□1-4本 □5-14本 □15-30本 □31本以上 □未閱讀電子書 

12. 請問您喜歡閱讀的電子書類型為？（可複選） 

□文學小說 □商業理財 □藝術設計 □人文史地 □社會科學 □自然科普 □心

理勵志 □醫療保健 □飲食 □生活風格 □旅遊 □宗教命理 □親子教養 □童

書/青少年文學 □輕小說 □漫畫 □語言學習 □考試用書 □電腦資訊 □專業/

教科書/政府出版品 

13. 您是否因為進行數位閱讀而影響紙本書的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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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加 □小幅增加 □沒有影響 □小幅減少 □大幅減少 

14. 若您想閱讀的書籍同時提供紙本及電子版，您會選擇閱讀何者? 

□紙本版 □電子版 

第三部分 資源使用頻率 

在本問卷中，教育意指獲得學習機會、完成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職、

大學）之學習、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自我進修與成長等資訊；工作與職

涯意指獲得工作或求職資訊、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務、增加工作所需的知識；日常

活動意指獲得家事、居家修繕、健康及醫療資訊、育兒相關知識等資訊；休閒活

動意指閱讀書籍、看電影、聽音樂、獲得運動與戶外活動相關資訊。 

此部分針對紙本書閱讀、數位閱讀、實體圖書館、圖書館網站及網路資源之

利用進行各項需求使用頻率及公共圖書館使用評估之調查，共有6個段落，總計

28題。 

紙本書閱讀                                                                   

此部分將針對您因各項需求而閱讀紙本書的頻率進行調查，每一小項共有四題。 

15.過去您因為教育需求而 

閱讀紙本書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

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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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過去您因為工作與職涯需求而

閱讀紙本書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

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17. 過去您因為日常活動需求而閱

讀紙本書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 
□ □ □ □ □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18. 過去您因為休閒活動需求而閱

讀紙本書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

音樂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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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

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

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

趣 
□ □ □ □ □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數位閱讀                                                                       

此部分將針對您因各項需求而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進行調查，每一小項共有四題。 

19. 過去您因為教育需求而進行數 

   位閱讀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

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20. 過去您因為工作與職涯需求而 

進行數位閱讀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

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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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過去您因為日常活動需求而進 

行數位閱讀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 
□ □ □ □ □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22. 過去您因為休閒活動需求而進

行數位閱讀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

音樂會） 
□ □ □ □ □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

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

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

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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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實體圖書館                                                                      

此部分將針對您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進行調查，每一小項共有四
題。 

23. 過去您因為教育需求而利用實

體圖書館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

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24. 過去您因為工作與職涯需求利

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

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25. 過去您因為日常活動需求而利

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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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26. 過去您因為休閒活動需求而利

用實體圖書館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

音樂會） 
□ □ □ □ □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

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

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

趣 
□ □ □ □ □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圖書館網站利用                                                                     

此部分將針對您因各項需求而利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進行調查，每一小項共有四
題。 

27. 過去您因為教育需求而利用圖

書館網站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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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

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28. 過去您因為工作與職涯需求利

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

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29. 過去您因為日常活動需求而利

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 
□ □ □ □ □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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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過去您因為休閒活動需求而利

用圖書館網站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

音樂會） 
□ □ □ □ □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

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

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

趣 
□ □ □ □ □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網路利用                                                                     

此部分將針對您因各項需求而利用網路的頻率進行調查，每一小項共有四題。 

31. 過去您因為教育需求而利用網

路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中

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doi:10.6342/NTU201702446

162 

 

32. 過去您因為工作與職涯需求利

用網路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業、工作

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33. 過去您因為日常活動需求而利

用網路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家居維

修) 
□ □ □ □ □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34. 過去您因為休閒活動需求而利

用網路的頻率  
沒有 很少 有時 經常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劇或

音樂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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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演奏

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動的

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如：賞

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的興

趣 
□ □ □ □ □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公共圖書館使用效益評估                                                                    

問卷最後8題！  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35.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教育

功能上對您的幫助為何 
沒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有點幫助 很有幫助 不確定 

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

中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36.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工作

與職涯功能上對您的幫助為何 
沒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有點幫助 很有幫助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

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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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日常

活動功能上對您的幫助為何  
沒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有點幫助 很有幫助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

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

家居維修) 
□ □ □ □ □ 

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38.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休閒

活動功能上對您的幫助為何  
沒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有點幫助 很有幫助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

劇或音樂會） 
□ □ □ □ □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

演奏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

動的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

如：賞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

的興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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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39.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正規  

   學習與進修功能上對您的

重要性為何 

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不確定 

獲得學習機會 □ □ □ □ □ 

輔助正規教育（如國中小、高

中職、大學）的學習 
□ □ □ □ □ 

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機會 □ □ □ □ □ 

利用閒暇時間自我學習 □ □ □ □ □ 

 40.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工作  

    與職涯功能上您的重要性

為何 

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不確定 

尋找工作求職之資訊 □ □ □ □ □ 

完成特定任務(例如學校作

業、工作目標或專案等) 
□ □ □ □ □ 

培養工作技能 □ □ □ □ □ 

42.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日常  

    活動功能上對您的重要性

為何  

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不確定 

獲得處理家務之資訊 □ □ □ □ □ 

獲得育兒知識和學校教育之資

訊 
□ □ □ □ □ 

獲取居住、房屋資訊(例如：

家居維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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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消費者權益或資訊 □ □ □ □ □ 

獲得健康或醫療資訊 □ □ □ □ □ 

獲得旅遊度假資訊 □ □ □ □ □ 

促進人際關係 □ □ □ □ □ 

43. 您認為公共圖書館在休閒

活動功能上對您的重要性

為何  

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不確定 

閱讀小說類書籍 □ □ □ □ □ 

閱讀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參與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戲

劇或音樂會） 
□ □ □ □ □ 

參與創作性活動（例如：樂器

演奏或唱歌） 
□ □ □ □ □ 

培養對於戶外活動、健身、運

動的興趣 
□ □ □ □ □ 

培養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例

如：賞鳥) 
□ □ □ □ □ 

培養對歷史及社會類別之主題

的興趣 
□ □ □ □ □ 

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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