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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錯過了多少機會，不論多麼晚開始，閱讀都在等著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機會。
郝明義

論述 

ISBN

自從人類有文明及出版後，臺灣的出版產業從未受到近代如此大的挑戰，包含影視、遊戲

與互聯網跟出版爭取消費者眼球的關注。很多人都說出版極速衰退，但毋寧說是出版的轉型。

出版產業是所有內容產業的火車頭，如果沒有出版或內容這一塊，不管任何形態或載體的意象

都將不會存在。在行銷學有一個一三七理論，套用到現代文化產業，出版是根本的「一」，影

視遊戲是出版獲利的「三」倍，其中最大利益是周邊商品的產值是出版品的「七」成。若是出

版強化規畫整個產業鏈，出版一本好書未來是光出書收入的十倍的之多，這樣的理論表現在許

多受歡迎的電影或遊戲例如迪士尼或韓劇大長今都是最佳的驗證。

而臺灣出版業在近十年來面臨出版產值及銷售急速下滑的嚴峻挑戰，在 2015年臺灣各項統

計數據包含出版種類及全民閱讀率都是跳水似的下滑，還看不到底部在哪。當然引起社會大眾

諸多的討論並引發出版業崩壞或者被電子書取代的恐慌，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前文化部洪部長

為了挽救出版業提出包含圖書消費券，圖書消費免稅額及圖書統一定價制等因應措施。試圖開

出藥方突破重圍，解救臺灣最引以為傲的出版產業。但在前兩項提案還沒形成政策就被輿論 k

得滿頭包，而胎死腹中。

然而另一個圖書統一定價制正在默默醞釀中，但此一政策對一般民眾而言可能不了解背後

的意涵，只單純想到以後買書要變貴，推出後可見的是反彈一定不小。必會引起社會各界對於

出版界的看法產生負面影響。這樣的提案在消費者與出版業者之間的想法中必定會有很大的歧

異，當我們的消費者還是習慣用工業社會的思想評價內容出版的商品價值，認為越便宜越好，

就像要大家花錢買軟體他們都認要應該免費而讓消費者花更多錢買書，阻力相信會很大。但出

版業跟學術界則認為出版是一種文化活動不能用一般商品用金錢來衡量價值。因此看來政府官

員及民意代表就會夾在兩造之間而陷入兩難。

所以，建議政策推出前應該向民眾說明圖書定價制方案的提出背景是在許多國家都將出版

視為國家整體文化戰略目標下而形成。圖書出版所牽涉的是閱讀力的下降會危及到國民素質，

目前我們碰到鄰近各國政府對於文化出版輸出不遺餘力。例如韓國成立出版園區，大量補貼出

版的版權輸出，大陸更是利用各種政策進行外銷補貼出版，甚至免費提供版權及翻譯印製費輸

出版權，而造成我們的文化出版輸出國際的能量正在一點一滴被取代或消失。甚至有人說出我

們被文化侵略被思想洗腦。

可是臺灣作為亞洲地區重要的中文出版基地，全球繁體中文字及中華文化的保存地，相對

於全世界的中文讀者而言深厚底蘊的臺灣出版品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可是近年來臺灣圖書產業

急速衰退，其衰退軌跡與音樂及報紙相當接近，但音樂可以透過藝人演唱會彌補收益，而報紙

臺灣電子書協會秘書長　南京大學出版博士候選人│黃榮華

提振出版產業才能拯救未來臺灣經濟
寫在新政府上任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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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也紛紛轉型網路媒體，透過廣告收入也慢慢達到損益平衡了，唯獨在十年來出版產值急速

滑落，而大家期待的電子書產業並未如預期般與歐美同步快速成長，無法彌補出版產值的損失。

政府的整體規劃卻是視而不見，也從未將出版正視為一種國家重要產業，眼中依然只看到電腦

賣多少，手機賣多少，看硬不看軟的思維。就算文化部如何努力在民意代表及中央官員眼中，

出版也不會是國家重要產業。從政府各項施政及新聞媒體報導中從未有任何一位官員提出明確

的出版產業政策。希望新上任鄭部長最近提出對出版的想法能扭轉新政府的思維強化出版產業。

就在面對出版業的困境，洪前部長在卸任前提出最重要的政策，統一定價制，要用政策工

具拯救出版業。而現任部長提出建立動漫基地的思維，這些提議雖然立意良好，但我們認為除

了這些之外政府可以有其他更積極地做為，因此針對臺灣出版業及臺灣獨特的文化背景特性，

振興出版產業我們建議如下：

1.對於圖書統一定價制，從民國 98年研議至今在推行上有重重的困難，光修改公平交易法就十

分困難了，建議政府在統一定價制成案之前，能由政府在採購圖書規定上鬆綁對於公務機關

或捐助補助的單位，對於採購書籍時能排除最低價的做法，取質不取量，讓出版業有利可圖

可帶動出版業投入更多的資本出版優質的書籍。這些年來政府圖書館在採購書籍時一直採最

低價，造成政府買到的書一直不是非常好的書。或是新出版的書，造成讀者不愛上圖書館借

書，對於出版業，圖書館及民眾三輸。

2.對於教育部所屬各級學校可以用鼓勵或補助的方式，多採購臺灣本土原創的作品，讓臺灣的

出版業因市場導向產生收入進而產生優秀的作品。這幾年筆者看到的現象是許多中小學一年

圖書採購預算不到萬元，幾乎都靠學生家長或出版社捐助，而各地區圖書館更慘幾乎很多都

是十多年前的書，幾乎成了 k書中心。上個月陪小朋友去士林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參觀圖書

室都是數年前的舊書，一個專門供小朋友研究天文及科學的單位都是舊的科普書，可以跟得

上時代或對小朋友有教育功能嗎？跟館員聊他說書都靠民眾捐贈，基本上沒有多餘預算購書。

足見教育單位與大眾的思考方向還沒改變，如果圖書館蓋的再華麗，沒有購買民眾喜歡的書

籍就只不過是一座建築，就跟電腦沒有作業系統一樣無法好好運作。建議政府發放民眾圖書

券不如大量補助各級學校或單位買書跟辦理各項活動鼓勵閱讀，以市場需求帶動產業比撒錢

來蓋蚊子館的好多了。

3.目前臺灣各大專校院，因應評鑑花大錢採購國外的書籍或電子書。根據調查教育部補助的大

學學術電子書聯盟的經費中高達近九成多購買西文書，而各校為了評鑑買了許多學生根本看

不懂的西文書，其實臺灣研究型的大學不過那幾所而已，浪費如此多的經費去購買只是放在

圖書館當作倉庫的圖書意義大嗎？未來希望教育部能有學校分級的評鑑方式，來大幅提高購

買臺灣本地出版的電子書或紙本書至少可以帶動出版業的收入及扶持本土廠商的競爭力，至

少提高了學生使用圖書館圖書的意願，進而達到出版產業及新興電子書產業的繁榮正向循環。

畢竟把所有學校的圖書能量放在與臺大同一標準是不公平的。

4.每每有輿論在質疑閱讀力的下降與文化部努力推動閱讀的成效不成正比，我其實觀察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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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國民閱讀不振的原因不在文化部，其實要提振閱讀能力，正本溯源的辦法應該是由教育

部從教育體系鼓勵學生購書及閱讀做起。這十幾年我從事教科書出版及在多所大學兼課，見

證了因為教育部的錯誤政策導致大學生連教科書都不買的狀況，學生可以花幾千元去唱一場

歌，卻不願花幾百塊買一本書，當學生連教科書都不買更何況買一般書，閱讀習慣就在這一

點一滴流失。進而嚴重影響學生結構性閱讀及學習成效都是造成整個出版及文化產業體系崩

盤的主因之一。建議教育部應該鼓勵學生購買正版教科書，將教師寫作教科書列入計分，鼓

勵教師除了寫高深的論文外，也要將教學心得寫成教科書，而不是像現在要求教師將教學投

影片上網供學生下載，投影片只是片段閱讀無法窺知知識的全貌更造成學生的學術能力大幅

下降。更何況這些投影片有沒有侵犯出版社的智慧財產權？教育部不能把眼睛蓋住視而不見。

5.政府應該協助出版業走出國外，將出版輸出視為國家戰略，沒有出版就不會有後續的文化創

意產業，出版產業的內容是整個文化產業的根，政府不應該只看到硬體或代工產業，建議政

府每年編列固定預算帶領出版業往海外發展，除了文化輸出之外也能替臺灣創造文化外銷收

入。例如韓國在當年幾乎國家快破產時，重點培植出版產業外銷進而發展影劇產業跟周邊商

品才有今天的韓流，而這些年以來中國出版產業也積極布局 IP即是將故事拍成電視或電影也

獲得重要成就，看看步步驚心等戲劇的大賣，就是利用出版的小成本，書紅了之後再拍成電

視劇創造更大的利益。更不用說大陸出版集團全世界到處收購出版社跟鼓勵輸出的天文數字

補助了。

6.政府補助優秀的作品往海外授權包含大陸的版權輸出，當優秀產品往外輸出，對於臺灣的能

見度及文化宣傳是有高度幫助的，也是最節省成本又帶動內需的方式。

出版產業是一個國家文化的象徵，文化產業的興衰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國力底蘊，我們國家

扶持產業的政策方向應該往內容產業著力。文化部部長要設立動漫基地立意非常好，但光靠單

一政策，無法解決出版產業衰退的問題，出版產業的復興，電子書產業的發展不是單一文化部

的問題，出版及閱讀力須靠政府各部門有高度共識的扶持才有可能有更好的發展。這些年臺灣

的景氣衰退我認為跟國民閱讀能力衰退有很大的關係，當大家找知識只在網路尋找，而這些知

識卻是未經驗證的知識，更造成思考能力及創新能力的衰退，後果就是我們大眾現在看事件的

眼界都非常的淺短，解決問題的能力都非常薄弱。如果大家都不讀書，寫得出優美的歌詞，漫

畫若沒有好的劇情光靠畫的漂亮會有市場嗎？當大家都不閱讀未來我們國家要扶持影劇產業，

誰可以有寫出優良的劇本？閱讀力不挽救，我們二十年後可能電視播的是韓劇或泰劇，唱的是

大陸歌手的歌，再也不會有我們引以為傲的文創相關產業，更不用談所謂的中華民國意識或臺

灣意識了。

我們在說拯救出版產業不是在於圖利出版業而已，目的是在於提升閱讀力，拯救國家競爭

力。我們國家在各先進國家的閱讀力已經幾乎快敬陪末座了，2014的閱讀調查臺灣每人每年平

均只看 2本書，遠低於日本的 8.4本、韓國 10.8本、新加坡 9.2本。當大陸將閱讀立法，鼓勵

閱讀及購書，我們的媒體還在計較一度電多兩毛的事打轉，臺灣如果出版不振，一定是閱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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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這將來不會只有出版業存不存在的問題，將來影響的會是整個文化產業，及我們涵養國

民精神的養分，若不再重視將會是我們國家未來存續的國安問題。

例如我在做教科書時曾跟張玉法教授討論過，因為政府不鼓勵史學研究，現在我們看的史

觀幾乎都是大陸的，幾乎沒有學者討論臺灣史綱，政治人物在炒課綱時卻沒發現我們的歷史類

出版物的臺灣史綱問題。如果長期以往，我們的「英烈千秋」會變成「集結號」。在拘泥於一

塊兩塊的小確幸，而不再重視該重視的文化出版產業，我們即將陷入沒有文化的國家，寫在新

政府上任初期就是希望新政府能改變對於從前的舊思維重新重視出版產業。投資文化出版知識

產業未來的投資回報絕對比計較多少陸客來臺的貢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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