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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茲曾預言：  
2020年美國電子書與紙本書的
出版比例為98：2 
 

 
大腦偏愛紙本書，但電子書的軟硬體和內容

不斷推陳出新，隨時都有可能取代紙本書。 



電子書的起源與發展：
數位印刷─雲端閱讀 



◎1971年美國伊利諾大學學生哈特（Michael S. Hart） 
  在因緣際會下獲得了沒有使用時間限制的大型電腦帳   
  號(當時至少價值10萬美元)。 
◎哈特希望藉此機會回饋大眾，因此將手邊《美國獨立 
  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整份文件輸入電腦，以供人取用。便 
  成為了第一本電子書。(數位印刷) 

 

 

 
第一本電子書《美國獨立宣言》： 
電子書起源於古騰堡計畫（Project Gutenberg） 

 



電子書發展初期： 
限制多尚不普及 

1) 文字為主，吸引力不足、無法隨時隨地攜帶電腦閱
讀 

2) 改良版推動成效仍不彰：出現紙張頁面、翻頁動畫，
更可以寫筆記、畫重點、夾上書籤。 

3) 推出電子書閱讀器、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載具大幅提
升機動性。受限於數位載具售價昂貴、電子書加密
技術、格式相容疑慮，以及版權等問題發展有限。 



各國電子書發展狀況 

 美國：智慧財產權法案實行及亞馬遜網路書店極力推
廣，再加上Google Play與蘋果的iTunes Store也涉
足其中，使電子書市場穩定成長。 

 歐洲：對智慧財產權的疑慮較多，推動電子書的態度
保守。 

 中國：因版權觀念尚未落實，雖市場廣大，卻難有進
展。 

 台灣：多家經營電子書B2C（business to consumer）
市場的廠商，包括Hami書城、udn數位閱讀網等，雖
然企圖遠大，可惜市場太小、發展有限。 



雲端閱讀 

 ☺高雄市文化局藉由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發
起「募新書百萬 傳愛智代代」計畫，打造了「台灣
雲端書庫@高雄」 

 ☺概念發想：改變台灣公共圖書館買斷電子書的藏
書慣例，改用「市民努力借書看書、政府按次代付費
用」的B2B2C服務方式，鼓勵市民熱愛閱讀，保障作
者和出版社的合理收入，並以此吸引所有出版社樂於
提供最新、最暢銷的書到雲端。 



 服務端：提供借閱並且不賣斷，讓圖書館專注於服
務民眾。每位市民均可設置個人書櫃，方便自我管
理與查詢借閱記錄。 

 管理端：雲端書庫無需編目、貼標、上架、盤點，
可簡化館藏作業與人力、更節省空間。台灣雲端書
庫更可以依照不同主題，推薦閱讀書單。 

 效益：造福市民讀者，也照顧了作者、出版社及通
路，成就了閱讀產業的健全生態系統。以此創新機
制做為城市閱讀競爭力的推廣利器。 



既然電子書日益普及，為
什麼無紙化始終無法實現？ 

1.習慣 

2.電子書只是一種資訊傳播媒介，無法創造
如紙本書般的觸覺經驗。  

◎有了電視，報紙依舊存在； 

  有了電子郵件，郵局依然存在。 

。 



紙本書讓人記憶深刻； 

瀏覽電子書，讓人們快速查閱、 

便於攜帶。 



文字才是閱讀核心 

不該思量電子書與紙本書的利弊 

從而限制我們的閱讀方式 



美國塔弗茲大學的認知科學家沃爾夫所言： 

 「我想要保有傳統閱讀型式中最好的部分， 

   但同時我也知道何時該使用新的載具」 

 ◎善用載具，透過閱讀，豐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