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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調查範疇

為確實反應臺灣文化內容產業現況，提供政府與產業
界掌握文化內容產業最新發展趨勢，據以擬定產業發展目
標及實施策略。文化內容策進院辦理《臺灣文化內容產業
調查計畫》，並將依產業依關聯性分為 4 冊分別執行，包
括《圖書、雜誌、漫畫、原創圖像產業類》、《電視、電
影、動畫產業類》、《流行音樂、廣播產業類》、《遊戲、
電競產業類》。

本冊為《2022 年臺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第 1 冊，
調查對象包含圖書、雜誌、漫畫與原創圖像等產業。考量
當今數位化趨勢讓出版形式愈發多元，圖像與聲音也逐漸
成為重要的內容傳遞形式，調查範疇同時也涵蓋其他產業
關聯活動，例如周邊商品或服務的開發，以及內容 IP 跨域
改編等。

本年度調查範疇以歷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產業鏈範疇為基礎，包括上游創意形成端的創作及寫作活
動，及創作者經紀、版權經紀等服務；中游的生產端以負
責實體與電子刊物之編務與發行的出版社為主；中下游的
傳播端包括書籍及雜誌的批發流通、電子出版品流通平台；
下游的展示 / 接收端則包括零售、出租、電子書閱讀器、圖
書館等行業。在此產業鏈中，上中下游亦可能跨足 IP 開發、
經營和周邊商品開發等業務。另外，出版產業之支援服務
則可包括負責製版、印刷、裝訂的印刷業、影音製作團隊、
群眾募資平台、展覽籌辦、資訊工程支援服務及相關衍生
商品與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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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實際調查對象方面，由於各次產業的從業家數多寡
不一，因此在調查方法上略有差異。本年度將調查對象分
為「質化、量化調查兼備」及「以質化調查為主」兩大類型，
質化、量化調查兼備之調查對象包括圖書出版業者、雜誌
出版業者、實體通路、網路通路、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
台、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另外，以質化調查為
主之調查對象則包括漫畫出版業者、經銷發行業者、作者
及版權經紀代理公司、漫畫出租店、募資平台、內容（付費）
平台 / 數位圖像創作及販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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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0- 1、出版產業關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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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章節安排

《2022 年 臺 灣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調 查 報 告 I： 圖 書、 雜
誌、漫畫、原創圖像產業調查》共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章
為 產 業 聚 焦（Spotlight）， 主 要 呈 現 調 查 結 果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業 界 關 心 之 相 關 統 計 情 況； 第 二 章 為 產 業 概 況
（Overview），呈現本年度針對圖書、雜誌、漫畫、數位
出版、出版行銷通路、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之調
查結果，進行概要性的說明，除了當年度 ISBN 實際出版
情況、各類出版品出版情況、定價與折扣外，包括各次產
業之家數、人力、產值、營收結構等；第三章為前瞻趨勢
（Forecast），呈現當前產業的跨業跨域、IP 授權、數位
發展等方面之可能趨勢及未來展望。

為瞭解圖書、雜誌、漫畫、原創圖像產業經營狀況，
掌握產業訊息脈絡，爰延續文化內容策進院歷年《臺灣文
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內容及成果，並因應數位發展趨勢
及業界關注領域，進行調查規劃的部份調整。整體而言，
以探究既有產業範疇之整體概況為主要目的，針對出版端、
通路端及其他周邊環節進行量化與質化的調查，核心調查
項目包含產業實際規模、營收與商業模式、IP 授權趨勢、
數位發展趨勢，以供政府相關單位、文化內容策進院、產
業人士作為後續政策研擬、掌握產業發展情況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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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產業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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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國 ISBN 出版申請種數

根據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提供之數據顯示，
2021 年我國出版機構書號申請數為 57,710 種，較 2020
年 35,041 種 增 加 64.69%， 年 度 新 書 申 請 量 大 幅 增 加。
探究其因素，2021 年 3 月起開始實施的「圖書出版品免
徵營業稅」，申請免徵營業稅認可之圖書出版品適用範
圍，以編有國際標準書號（ISBN）或電子書國際標準書
號（E-ISBN）為限，單一圖書內容除了在紙本有不同版本
（如首刷限量版、作者親簽版）、紙本與電子以及不同電
子書形式各有對應的 ISBN，加上章節電子漫畫等，導致
2021 年申請量爆增。

國際標準書號（ISBN）申請數量長期以來未能確實顯
示新書種數，主要乃受到產業內具申請 ISBN 但未確實出
版，或未申請 ISBN 卻出版圖書之情況，其實際數額勢必
與其具一定比例差距。然 2021 年 3 月起開始實施的「圖
書出版品免徵營業稅」，雖然短期資料校正影響統計趨勢
分析，但未來無論是 ISBN 或 E-ISBN 申請數量在確實反
映當年度新書數量的情況可望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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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家圖書館。
註：2012 年後資料為本調查增補。

圖 1-1、我國 2001 ～ 2021 年申請 ISBN 之圖書出版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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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國各類出版品實際出版種數

透過 2020-2021 年度的 ISBN 與五大網路書店 / 通路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三民與 MOMO 購物網）之上
架 圖 書 進 行 比 對， 可 知「2021 年 度 申 請 ISBN 並 於 當 年
度上架者」占整體新申請 ISBN 種數之比重為 85.91%，
依此比例推估 2021 年度申請 ISBN 並於當年度上架者為
32,356 種， 再 納 入「2020 年 度 申 請 ISBN 並 但 延 後 一 年
上架者」的新書種數為 5,305 種，合計推估 2021 年度整
體實際出版新書種數為 37,661 種。

資料來源： 本調查整理繪製。

圖 1-2、2021 年我國實際出版新書種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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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國出版暨原創圖像整體產業規模

本 年 度 新 增 我 國 出 版 暨 原 創 圖 像 整 體 產 業 規 模 之 估
算，有別於以往僅呈現「出版品」銷售之營業額，整體產
業規模亦涵蓋出版品銷售之外的營業收入，包括內容 IP
跨域衍生與應用、新型態商業模式、多角化經營、產業鏈
上下游整合等業務範疇，將可觀察我國出版暨原創圖像產
業在數位匯流及跨域融合趨勢下的整體發展。

2021 年 出 版 暨 原 創 圖 像 整 體 產 業 規 模 達 新 臺 幣
790.51 億元（若不含原創圖像，為 784.20 億元，較 2020
年成長 5.77%）。



2022

年
臺
灣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調
查
報
告 

∣ 

圖
書
、
雜
誌
、
漫
畫
、
原
創
圖
像
產
業

12

業別 圖書出版含
漫畫 雜誌出版 通路書店 數位出版品

平台 原創圖像

2019 年 291.86 75.75 308.71 - -

2020 年 303.77 83.85 344.25 9.56 6.17

2021 年 366.30 91.54 315.17 11.19 6.30

成長率 20.58% 9.17% -8.45% 17.03% 2.11%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註：❶�本年度新增整體產業規模情況，內含各類出版品、衍生，以及其它非出版相關

之營收。
　　❷�圖書出版（含漫畫）產業規模僅計算核心業者之整體營收，未包含非專營之出

版業，如補習班、幼兒園、法人單位、媒體業者等。
　　❸�雜誌出版產業規模僅計算專營雜誌出版業者（核心業者）之整體營收，未包含

非專營雜誌之業者（如有出版雜誌之資通訊企業、補習班、教育機構、遊戲業
等）。

　　❹ 出版行銷通路產業規模包含實體書店、專營網路書店業者（未包含 MOMO 等
大型電商）之整體營收。

　　❺ 數位出版品平台本年度扣除非出版本業核心之大型資訊服務業者，故無 2019
年度之比較基礎。

　　❻原創圖像產業近年擴大調查規模，故無 2019 年度之比較基礎。

圖 1-3、2019 ～ 2021 年我國出版暨原創圖像整體產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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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國圖書出版品營業額

我國 2021 年圖書上游「出版端」之整體（新舊書）
圖書營業額為新臺幣 147.20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155.71 億元）衰退 5.47%。圖書下游「市場端」之整體（新
舊書）圖書營業額為新臺幣 208.22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
臺幣 215.38 億元）衰退 3.32%。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圖 1-4、我國圖書出版品營業額歷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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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國漫畫出版品營業額

我國 2021 年漫畫「出版端」之整體（含新舊書）紙
本 漫 畫 營 業 額 為 新 臺 幣 3.98 億 元， 相 較 2020 年 新 臺 幣
4.12 億元衰退 3.40%。漫畫「市場端」之整體（含新舊書）
紙本漫畫營業額為新臺幣 5.13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5.21 億元衰退 1.54%。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圖 1-5、我國漫畫出版品營業額歷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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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產業規模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產業之產業
規模推估，係根據本業經營型態為圖像授權、插畫 / 貼圖
及經紀 / 代理等三大業者之財稅營收與其結構作為推估依
據，並輔以問卷回卷結果，推得我國 2021 年原創圖像產
業規模為新臺幣 6.30 億元。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註： 我國原創圖像產業之產業規模係以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之營收結構為

基準進行推估。

圖 1-6、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產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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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國出版行銷通路圖書銷售營業額

我國 2021 年出版行銷通路（書店）業在（新舊書）
紙本圖書（含漫畫）之銷售營業額，約為新臺幣 189.52
億元，相較 2020 年的新臺幣 201.62 億元衰退 6.00%。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註：❶�出版行銷通路圖書銷售營業額僅代表傳統實體書店、網路書店的當年度紙本圖

書銷售情況，並非代表整體圖書、漫畫出版之市場端營業額，故不含出版社直
銷與出口海外、出版社自行經營之網路社群銷售、圖書館與教育市場等銷售營
業收入。

　　❷�出版行銷通路圖書銷售營業額已排除傳統實體書店、網路書店的非紙本圖書的
營業收入，如文具、文創商品、餐飲、3C 用品等。

　　❸�出版行銷通路圖書銷售營業額已被含括在上述圖書出版、漫畫出版之市場端營
業額當中，故不宜與其它次產業營業額合併加總計算。

圖 1-7、我國出版行銷通路圖書銷售營業額歷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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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我國圖書定價與折扣歷年發展趨勢

關於 2021 年於主要通路上架之各類圖書定價情況，
以「人文史地」類之圖書平均定價最高，與 2020 年相比，
其價格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另有些類型圖書有定價歧異度
甚高之情況，係因部分書籍採全彩印刷之精裝套書，或者
附贈精緻周邊商品，導致定價達萬元以上，通常為「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人文史地」、「童書 / 青少
年文學」、「藝術設計」、「文學小說」等類書籍。

整體而言，與 2020 年相比（整體平均 8.5 折），各
類型圖書的平均折扣略有加大（整體平均 8.4 折），若以
折扣眾數觀察，2021 年較多圖書類型採 8.2 折與 8.3 折進
行銷售，低於 2020 年。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1-8、2017 ～ 2021 年我國各類型圖書定價歷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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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我國數位出版品歷年發展趨勢

近四年我國數位出版品（電子雜誌、電子漫畫）出版
之種數與價格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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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因圖書免徵營業稅，加上紙本漫畫電子化及章節漫畫等因素，2021 年電子漫畫

數量大增。

圖 1-9、2017 ～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歷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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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國與非本國作品（翻譯書）比重

2021 年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 26,805 種圖書中，本
國 作 者 書 籍 上 架 種 數 為 17,446 種， 占 65.08%； 外 國 作
者書籍上架 9,359 種，出版比例為 34.92%，該比重雖仍
低於我國作家創作比例，然占比已達三成五，相對其他國
家本國與翻譯作品比重懸殊情況明顯不同。與上年度相
比，2021 年本國作者書籍於主要通路上架比重較 2020 年
（60.51%）上升，外國作者書籍上架比重則下滑。

若僅就店銷書部分進行探討，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
18,900 種 圖 書 中， 本 國 作 者 書 籍 出 書 種 數 為 9,781 種，
占 51.75%； 外 國 作 者 出 書 種 數 9,119 種， 出 版 比 例 為
48.25%，店銷書之翻譯書籍占比相對高於整體圖書之翻
譯書籍，顯示其更加倚重以翻譯書吸引消費者目光與創造
收益。不過與上年度相比，2021 年本國作者之店銷書於
主要通路上架比重與 2020 年（51.69%）相比大約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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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店銷書相較整體圖書不含「考試 / 參考書」、「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

圖 1-10、2019 ～ 2021 年實際出版新書之本國與非本國作品（翻譯書）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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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非本國作品（翻譯書）來源國分布

進 一 步 分 析 上 架 我 國 主 要 通 路 之 翻 譯 書 籍 引 進 來 源
國家概況，我國 2021 年翻譯作品來源國以日本為首，計
4,488 種而所占比例達 47.95%；其次，美國作品出版 1,964
種（20.99%）、 中 國 作 品 828 種（8.85%）、 英 國 作 品
出版為 786 種（8.40%），以及韓國作品 481 種（5.14%）。
其中，2021 年的日本作品占比較往年下滑；而過去占比
逐 年 下 滑 的 中 國 作 品， 在 2021 年 反 較 前 一 年 大 幅 成 長
38.93%。

在 店 銷 書 方 面， 我 國 2021 年 一 般 圖 書 之 翻 譯 作 品
來 源 同 樣 以 日 本 居 首 位， 總 計 4,432 種 而 所 占 比 例 達
48.60%；其次，美國作品出版 1,886 種（20.46%）。而
其它占比未達一成之來源國家排名與整體翻譯書籍情況相
同，依序為中國（8.82%）、英國（8.37%），以及韓國
（5.11%）等。



23

I

　

產
業
聚
焦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1-11、2020 ～ 2021 年非本國作品（翻譯書）來源國





II
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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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圖書出版產業

1.1. 整體產業樣貌

資料來源：本調查繪製。

圖 2-1、圖書出版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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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家數

據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公布之歷年臺灣圖書
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所載，我國繼 2013 年申請 ISBN 之
圖書出版單位達高峰後（5,117 家），即呈震盪衰退走勢，
根據國家圖書館扣除因圖書出版品免徵營業稅政策下補申
請圖書之數量，臺灣 2021 年申請新書 ISBN 之出版機構總
計有 4,873 家，相較上年增加 3.81%，主要還是因為圖書
出版品免徵營業稅政策，使過去較少申請 ISBN 的出版機構
加入。國家圖書館《110 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
統計 2021 年新增出版機構 1,394 家，根據本案盤點，新增
許多社團法人、基金會、學校，以及數位出版品的出版社
在新政策下為其出版刊物申請 ISBN。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圖 2-2、我國 2013 ～ 2021 年申請 ISBN 之圖書出版機構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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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申請 4 組以上 ISBN 書號之出版機構為 829 家，
扣除政府機關、學校及個人單位後為 654 家。儘管我國出
版產業以中小型規模組織為主，然經營發展年數超過 10 年
以上者近八成（79.81%）。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
註：N=654。

圖 2-3、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成立年數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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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平均資本規模

我國出版業者登記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業者
有 487 家，占比達 74.46%，顯示我國出版產業以中小企業
型態經營者居多數。資本額逾新臺幣 1 億元大型出版機構
中，除包含旗下掌控多家品牌與書系之出版集團外，尚涵
蓋跨文創產業經營之資通訊科技公司、財團法人組織（基
金會），以及傳播媒體企業。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
註：N=654。

圖 2-4、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登記資本額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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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分布地區情況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多集中在北部地區（86.24%），其
中又以臺北市（51.83%）、新北市（30.28%）所占比例最
大，大臺北地區合計達 82.11% 之高比例，其餘地區比重皆
不高。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
註： 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中

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離島地區包含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圖 2-5、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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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從業人員情況

2021 年圖書出版業者人力僱用（含全職、兼職人員）
規模多集中在「2 ～ 4 位」、「5 ～ 9 位」兩大區間，可觀
察出圖書出版業者的員工僱用人數多落在 10 人以內，顯示
我國出版產業的投入人力仍以小規模為主。

另一方面，單就圖書出版業者之問卷調查回卷資料進
行推估❶，含全職、兼職人員之平均每廠商僱用約 14.62
人❷， 推 估 2021 年 我 國 圖 書 出 版 業 者 僱 用 總 人 數 約 為
12,017 人。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2020年N=195、2021年N=252。

圖 2-6、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人力僱用規模

註❶僱用人數推估公式 = 問卷調查回卷之僱用人數（含全職、兼職人員）平
均值 x 調查母體業者數量。❷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2016 年）《工業
及服務業普查》資料顯示，我國書籍出版業（含圖書出版、漫畫出版）之僱
用員工（含全職、兼職人員）人數約 14,000 人。本研究單就問卷調查回卷資
料進行加權推估，與《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之人數的落差，在於統計方法與
調查基礎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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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收與商業模式

1.2.1. 我國圖書出版產業規模暨圖書出版品營收推估

在圖書出版品營收推估方面，係以 2021 年申請 ISBN
達 4 本以上之出版社作為基礎，選取代表性出版社（出版
100 種以上圖書）作為推估依據，計算方法主要是以平均
每種書銷售本數乘以平均售價（先行依平均批發折扣計算）
及上架出版種數❸（包含當年度申請並出版、前一年申請
當年度出版），先行推估整體新書❹收入後，再除以新書
銷貨冊數占比，得出上游出版端的整體圖書收入。其後，
再依上游出版端之圖書收入除以平均批發折扣，再乘以通
路端銷貨最佳折扣眾數，求得整體圖書市場銷售金額❺。

註❸五大網路書店上架種數 = 盤點五大網路書店上架種數 +（當年新書出版總
數－盤點五大網路書店上架種數）* 五大網路書店上架率。❹新書係指當年度
所出版之書籍。❺整體圖書市場銷售金額分解計算如下： 
❶： 上游出版端代表性廠商每種新書平均銷貨冊數 =（統編營業額 x 新書收入

占比／新書出版總數）／新書平均售價
❷： 上游出版端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新書營業額 = 代表性廠商每種新書平

均銷貨冊數（❶）x 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書種數 x 整體新書平均售價
❸： 上游出版端「未」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新書營業額 = 未於五大網路書

店上架書種數 x 最低經濟規模印刷冊數（1,000 本）x 通路端退書率 x 平
均售價

❹： 上游出版端整體新書營業額 = 上游出版端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新書營
業額（❷）+ 上游出版端「未」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新書營業額（❸）

❺： 上游出版端整體（新舊書）圖書營業額 = 上游出版端整體新書營業額（❹）
／新書銷貨冊數占比

❻： 下游市場端整體新書營業額 = 上游出版端整體新書營業額（❹）／出版
社平均批發折扣 x 通路平均銷貨折扣

❼： 下游市場端整體（新舊書）圖書營業額 = 上游出版端整體（新舊書）圖
書營業額（❺）／出版社平均批發折扣 x 通路平均銷貨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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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推估結果，2021 年圖書上游「出版端」之整體
（新舊書）圖書營業額為新臺幣 147.20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155.71 億元）衰退 5.47%。圖書下游「市場端」
之整體（新舊書）圖書營業額為新臺幣 208.22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215.38 億元）衰退 3.32%。2021 年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尤其三級警戒期間，相關業務延宕，
民眾在民生需求的需求上也影響圖書零售端的表現。

表 2-1、我國圖書出版品營業額歷年發展趨勢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出版端 192.92 193.99 179.52 169.14 155.71 147.20

成長率 - 0.55% -7.46% -5.78% -7.94% -5.47%

市場端 232.09 238.51 228.2 219.27 215.38 208.22

成長率 - 2.77% -4.32% -3.91% -1.77% -3.32%

總營收（合計） 425.01 432.5 407.72 388.42 371.09 355.42 

成長率 - 1.76% -5.73% -4.73% -4.46% -4.22%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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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營收結構與項目

關於我國圖書出版業者 2021 年營業額分布，全年營業
收入低於新臺幣 500 萬元者占 52.15%，顯示我國圖書出版
業者多屬中小型事業經營規模。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186、2021年N=232。

圖 2-7、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全年營業額

2021 年圖書出版業者收入來源仍以圖書出版相關收入
（78.44%）為主，其次為經營通路相關收入（4.79%）、
其他收入（4.44%）等。

從本年度調查可知，我國圖書出版業者的營收來源逐
漸多元化，透過出版社本身內容產製的優勢，將內容以多
元的媒介、載具或平台向外發布，並將其授權、衍生開發，
促進內容一源多用，可視為出版產業嘗試擴大營收來源，
應變新的數位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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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國政府協助受疫情影響之文化藝術事業，提
供防疫及紓困振興補助政策，挹注多項資源。本年度之數
據分析受此因素影響，宜審慎解讀。

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因今年度計算基準略有調整，故 2020 年數據為扣除部
分非營利基金會之業者、宗教組織後重新計算。

註：❶�2020年N=171、2021年N=231。
　　❷�因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為有助於解讀，同步調整去年統計樣本與數值

（相關數值較去年公告報告略有不同），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8、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收入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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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機構之「圖書相關」營收，約九
成（91.75%）來自於國內市場；在整體圖書相關收入當中，
超過九成（96.58%）為各類圖書銷售收入，包括紙本圖書、
電子圖書、有聲書、影音書等；圖書版權銷售額則占 3.42%，
由於國內受疫情三級警戒影響，許多出版社有近一季的業
務停滯，影響了整體版權銷售額收入。

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上圖N=194、下圖N=183。

圖 2-9、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國內外及圖書銷售與版權營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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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外作品收入方面，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近
七成（65.76%）圖書銷售營收來自於國內作品的貢獻，國
外作品（翻譯書）則約占 25.81%，來自中國作品的銷售收
入則約占 8.43%。此外，2021 年各類出版品銷售收入，超
過九成（92.87%）來自於紙本書的銷售，電子書銷售收入
占 5.69%，影音書 / 有聲書銷售收入則占 1.44%。近年國
內部分出版社參考中國圖書銷售排行榜，引進中國圖書，
銷售量表現佳；另一方面，國內書市長期引進國外翻譯圖
書，整體國外翻譯書市漸趨飽和。

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上圖N=151、下圖N=192。

圖 2-10、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各類出版品營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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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支出情況與結構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有 52.06% 全年營業支出低
於 500 萬，15.53% 介於 500 萬至未滿 1,000 萬元的支出級
距，合計近七成（67.59%）業者支出未滿新臺幣 1,000 萬
元。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172、2021年N=219。

圖 2-11、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全年支出情形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支出項目，以「公司 / 單位
內部人事支出」占比（25.97%）最高，其次為「紙本出版
品印刷、裝訂生產支出」（23.99%）、「國內版權、版稅、
稿費支出」（14.05%），以及「經常性支出」（10.52%）
等，其餘項目皆未達一成。

本年度針對圖書出版業者之數位發展及內容衍生相關
支出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營運「數位化相關支



39

II  

產
業
概
況
　

出」占 1.47%、「電子書、電子漫畫書、電子雜誌生產成本」
則占 1.12%，以及「內容 / IP 衍生開發相關支出」占整體
支出 0.38%，占比皆較上年增加。

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174、2021年N=222。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12、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支出結構情形



2022

年
臺
灣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調
查
報
告 

∣ 

圖
書
、
雜
誌
、
漫
畫
、
原
創
圖
像
產
業

40

1.2.4.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行銷資源投放管道重視程度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以「網路書店」作為主要行
銷資源投放的管道，其次是實體書店、網路商城、自家社
群 / 粉絲團，以及自家出版社網站等。屬新興行銷推廣方
式的網紅代言、產品聯名、影視聯名等較上年微幅增加，
顯示國內出版業者跨界合作意願漸增。

根據今年質性訪談結果，目前部分圖書業者表示不論
銷售紙本或電子圖書，多仰賴網路書店、實體書店等銷售
通路規劃之圖書策展功能，除了人工投入的主題、議題策
展外，部分數位平台亦透過 AI 演算法，根據讀者瀏覽與購
買偏好，精準推薦讀者其他圖書項目。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246。
　　❷�各選項由圖書出版業者排序「名次」前 1 ～ 10 名，並給予對應分數 1 ～ 10 分

（第一名 10 分～第十名 1 分），而未被受訪業者排序前 10 名之選項則無得分，
最後統計各個選項的得分占整體分數的比例。

圖 2-13、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行銷資源投放管道重視程度



41

II  

產
業
概
況
　

1.3.IP 授權與衍生開發趨勢

1.3.1. 我國圖書對外授權之產品與服務類型

2021 年近六成的圖書出版業者曾進行對外授權工作。
在國內授權方面，以「原稿授權」（35.90%）之比例為最
高，其次為「各類課程 / 講座」（33.33%），以及「有聲書、
影音書」（30.77%）等；國外授權方面，以「原稿授權」
的情況最為常見（56.72%），其次為譯稿授權（52.24%），
以及「原稿授權直接印製」與「有聲書、影音書」（19.40%）
等。其中，已有部分圖書出版業者投入「內容訂閱服務」、
「數位應用程式（App）」等數位應用開發工作。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國外N=67、國內N=79。

圖 2-14、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對外授權之產品 /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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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我國圖書版權銷售至海外情形

2021 年有進行圖書版權銷售的圖書出版業者當中，超
過七成（74.16%）將其圖書版權授權至其它國家或地區，
其餘約二成五（25.84%）則以國內授權為主。其中，2021
年的圖書版權授權國家以中國（75.74%）為主，其次則為
韓國（5.05%）、港澳地區占比則為 3.08%。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87、2021年N=95。

圖 2-15、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之版權收入國內外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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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87、2021年N=89。

圖 2-16、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之版權收入來源國占比



2022

年
臺
灣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調
查
報
告 

∣ 

圖
書
、
雜
誌
、
漫
畫
、
原
創
圖
像
產
業

44

1.3.3. 我國本國與外版作品的對外授權與輸入管道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之本國作品對外授權與外版
作品輸入管道。2021 年我國圖書、漫畫出版業者之本國書
對外授權以透過「代理商 / 版權經紀人」（56.67%）占比
最高，其次為透過「出版社」（48.33%），以及「作者直
接授權」（35.83%）等。而外版書的主要輸入管道，約八
成五（85.84%）為透過「代理商 / 版權經紀人」協助洽談
授權，其次是透過「出版社」（61.06%），由作者直接授
權的比例則占 26.55%。綜觀而言，本國圖書輸出或外版書
輸入，透過「代理商 / 版權經紀人」管道的占比皆增加，
透過「作者直接授權」者皆減少。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本國書輸出之2020年N=105、2021年N=120。
　　❷外版書輸入之2020年N=86、2021年N=113。
　　❸可複選。

圖 2-17、2020 ～ 2021 年我國本國與外版作品的輸出與輸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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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我國圖書授權收入情形

我 國 圖 書 出 版 業 者 的 對 外 授 權 業 務 規 模 仍 小， 加 以
2021 年國內疫情警戒較國外嚴峻，圖書授權業務受到影響。
綜觀 2021 年近五成（47.37%）業者的全年授權收入低於 
50 萬元，而授權收入在「50 萬元～未滿 5 百萬元」者則為 
32.63%，較上一年度減少 6.88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81、2021年N=86。

圖 2-18、2020 ～ 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授權收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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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產業觀測指標

1.4.1. 我國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書籍上架率

盤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ISBN 申請資訊，當
年度申請出版之 39,774 種書籍，其中有 26,857 種於五大
網路書店 / 通路中上架，整體上架率為 67.52%。若僅就店
銷書部分進行探討，其中有 18,898 種於五大網路書店中上
架，整體上架率為 69.06%。因 2021 年度因圖書免徵營業
稅政策措施，在通路銷售中屬「非店銷書」之「專業 / 教
科書 / 政府出版品」、「國中小參考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等類型圖書申請 ISBN 數量上升，扣除後使
店銷書上架率提高比例較整體圖書大。新措施促使各類圖
書申報 ISBN，透過各網路書店上架圖書變化，也顯示分眾
圖書有其不同銷售通路，多元的銷售管道與營運策略對於
特色書籍相對重要。

表 2-2、2021 年我國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書籍上架率

單位：種、%
通路名稱 整體 博客來 誠品 金石堂 三民 momo

2020年
商品數 23,243 20,175 19,902 20,057 21,887 –

比重 66.33% 57.58% 56.80% 57.24% 62.46% –

2021年
商品數 26,857 17,579 17,766 18,829 22,418 16,457 

比重 67.52% 44.20% 44.67% 47.34% 56.36% 41.38%

單位：種、%
通路名稱 店銷書 博客來 誠品 金石堂 三民 momo

2020年
商品數 18,737 16,566 16,812 16,825 18,134 –

比重 61.14% 54.05% 54.86% 54.90% 59.17% –

2021年
商品數 18,898 12,735 14,012 15,068 16,867 13,738 

比重 69.06% 46.54% 51.20% 55.06% 61.64% 50.2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店銷書係指一般圖書，即排除「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國中小參考書」、

「考試用書」、「字典工具書」等類型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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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我國於主要通路實際上架各類圖書之出版家數及類型

因 2021 年的圖書免徵營業稅措施，2021 年各類圖書
出版上架種數多較上年度增加，廠商家數也增多。2021 年
出版種數方面，以「考試用書」為最多，相較 2020 年增加
2,000 種，共計 3,862 種；其次是「童書 / 青少年文學」（3,143
種），以及「文學小說」（2,894 種）。2021 年出版廠商
家數最多的為「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共 492 家，「考
試用書」的廠商家數亦明顯增加，此二類圖書在圖書免徵營
業稅措施前較少申請 ISBN。所有類型中僅「漫畫 / 圖文書」
出版上架總數呈下滑，主要多轉型為電子書的形式。

表 2-3、2020 ～ 2021 年我國於主要通路實際上架各類圖書之出版概況

   單位：家、種、%
編
號 圖書類型 廠商家數 種數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 2021 年 %
1 商業理財 269 354 1,500 6.45% 1,492 5.57%
2 文學小說 316 442 2,942 12.66% 2,894 10.80%
3 輕小說 33 64 1,023 4.40% 952 3.55%
4 藝術設計 273 345 848 3.65% 926 3.45%
5 社會科學 252 353 726 3.12% 1,086 4.05%
6 人文史地 237 267 1,003 4.32% 1,071 4.00%
7 自然科普 105 159 300 1.29% 621 2.32%
8 電腦資訊 49 59 632 2.72% 651 2.43%
9 語言學習 130 175 747 3.21% 982 3.66%
10 心理勵志 218 281 1,014 4.36% 1,074 4.01%
11 宗教命理 244 340 825 3.55% 968 3.61%
12 醫療保健 199 230 704 3.03% 743 2.77%
13 飲食 109 138 438 1.88% 525 1.96%
14 生活風格 130 203 584 2.51% 600 2.24%
15 影視偶像 14 23 47 0.20% 63 0.24%
16 旅遊 70 77 157 0.68% 114 0.43%
17 漫畫 / 圖文書 82 94 2,448 10.53% 2,218 8.27%
18 親子教養 98 125 232 1.00% 268 1.00%
19 童書 / 青少年文學 219 342 2,567 11.04% 3,143 11.73%
20 考試用書 103 315 1,862 8.01% 3,862 14.41%
21 國中小參考書 25 32 65 0.28% 304 1.13%

22 專業 / 教科書 / 政
府出版品 431 492 2,579 11.10% 2,248 8.39%

　總計 1,644 2,367 23,243 100% 26,805 10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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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本國與非本國作品（翻譯書）比重

2021 年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 26,805 種圖書中，本
國作者書籍上架種數為 17,446 種，占 65.08%；外國作者
書 籍 上 架 種 數 9,359 種， 出 版 比 例 為 34.92%。 與 上 年 度
相比，2021 年本國作者書籍於主要通路上架比重較 2020
年（60.51%）上升，外國作者書籍上架比重則較 2020 年
（39.49%）下滑。

若僅就店銷書部分進行探討，於五大網路書店上架之
18,900 種 圖 書 中， 本 國 作 者 書 籍 出 書 種 數 為 9,781 種，
占 51.75%； 外 國 作 者 出 書 種 數 9,119 種， 出 版 比 例 為
48.25%。

表 2-4、2021 年我國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圖書之翻譯書比重

單位：種、%

類型 本國圖書 翻譯圖書
整體 店銷書 整體 店銷書

數量 17,446 9,781 9,359 9,119
比重 65.08% 51.75% 34.92% 48.25%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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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非本國作品（翻譯書）之來源國分布

我國翻譯作品來源國，不論是整體圖書或店銷書，皆
以日本為主要來源國家。

表 2-5、2020 ～ 2021 年我國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圖書來源國分布

單位：種、%
編號

來源國家

整體種數（比重） 店銷書（比重）

2020 年 % 2021 年 % 2020 年 % 2021 年 %

1 日本 4,799 52.29% 4,488 47.95% 4,786 52.88% 4,432 48.60%

2 美國 1,837 20.02% 1,964 20.99% 1,749 19.32% 1,866 20.46%

3 英國 722 7.87% 786 8.40% 709 7.83% 763 8.37%

4 中國 596 6.49% 828 8.85% 595 6.57% 804 8.82%

5 韓國 425 4.63% 481 5.14% 424 4.68% 466 5.11%

6 其它國家 459 5.00% 444 4.74% 455 5.03% 432 4.74%

7 法國 231 2.52% 244 2.61% 231 2.55% 239 2.62%

8 德國 109 1.19% 124 1.32% 102 1.13% 117 1.28%

合計 9,178 100.00% 9,359 100.00% 9,051 100.00% 9,119 10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店銷書係指一般圖書，即排除「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國中小參考書」、

「考試用書」等類型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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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主要通路實際上架圖書之定價及折扣概況

關於 2021 年於主要通路上架之各類圖書定價情況，以
「人文史地」類之圖書平均定價最高，與 2020 年相比，其
價格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另有些類型圖書有定價差異度甚
高之情況，係因部分書籍採全彩印刷之精裝套書，或者附
贈精緻周邊商品，導致定價達數千元以上，通常為「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人文史地」、「童書 / 青少年文
學」、「藝術設計」、「文學小說」等類書籍。

整體而言，與去年度相比，近半數圖書類型之平均定
價有所調漲，以「影視偶像」、「生活風格」、「醫療保
健」、「電腦資訊」、「社會科學」類圖書之金額調整較高；
平均定價下調者，則以「人文史地」、「國中小參考書」、
「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語言學習」較為明顯。

與 2020 年相比（整體平均 8.5 折），各類型圖書的平
均折扣略有擴大（整體平均 8.4 折），可能與本年度新增
momo 購物通路之盤點有關。若以折扣眾數觀察，2021 年
度較多圖書類型採 8.2 折與 8.3 折進行銷售，低於 2020 年。
若以店銷書觀察，「文學小說」、「心理勵志」、「生活風格」
等類型圖書之平均折扣相較其它類型優惠（低於 8 折）。



51

II  

產
業
概
況
　

表 2-6、2020 ～ 2021 年我國各類圖書於網路書店通路之定價及折扣概況

   單位：新臺幣元、折

編
號 圖書類型

定價類型（新臺幣元） 折扣類型�（折數）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平均 眾數 平均 眾數 平均 眾數 平均 眾數

1 商業理財 410 380 456 380 8.2 9.0 8.2 9.0

2 文學小說 358 170 462 170 8.4 9.0 8.4 9.0

3 輕小說 252 240 249 240 8.2 8.5 8.4 8.2

4 藝術設計 558 380 556 450 8.5 9.0 8.4 9.0

5 社會科學 446 380 593 450 8.4 9.0 8.5 9.0

6 人文史地 596 380 606 380 8.4 9.0 8.4 9.0

7 自然科普 475 380 582 350 8.3 9.0 8.5 9.0

8 電腦資訊 562 550 570 480 8.6 9.0 8.4 9.0

9 語言學習 439 320 446 350 8.1 9.0 8.3 9.0

10 心理勵志 358 320 397 380 8.3 9.0 8.2 9.0

11 宗教命理 439 380 456 380 8.6 9.0 8.4 9.0

12 醫療保健 404 350 451 380 8.4 9.0 8.3 9.0

13 飲食 486 380 458 450 8.2 9.0 8.0 7.9

14 生活風格 388 380 448 380 8.4 9.0 8.2 9.0

15 影視偶像 544 520 520 380 8.3 9.0 8.3 9.0

16 旅遊 374 120 426 398 8.4 9.0 8.3 9.0

17 漫畫 / 圖文書 191 140 197 140 8.5 8.5 8.7 8.5

18 親子教養 366 320 401 380 8.2 9.0 8.3 9.0

19 童書 / 青少年文學 381 320 397 320 8.2 9.0 8.2 9.0

20 考試用書 511 450 581 250 8.7 9.0 8.5 9.0

21 國中小參考書 331 200 285 190 8.1 7.9 8.4 9.0

22 專業 / 教科書 / 政
府出版品 482 300 490 300 9.2 9.5 9.2 9.5

總計 411 320 448 380 8.5 9.0 8.4 9.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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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我國新書之電子書出版概況

本 年 度 電 子 書 出 版 概 況， 以 博 客 來 網 路 書 店、 樂 天
Kobo 電子書商城等兩個主要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台進行
盤點。經清查盤點，2021 年當年度新書之電子書出版上架
種數為 13,764 種，較上年（12,910 種）增加 6.62%。在電
子書出版語言方面，以繁體中文為大宗（93.97%），較上
年增加 12.21 個百分點。

表 2-7、2020 ～ 2021 年我國新書之電子書出版語言與種數

單位：種、%
語言別 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英文 日文 其它 總計

整體
2020 年

10,555 454 73 1,825 3 12,910
81.76% 3.52% 0.57% 14.14% 0.02% 100.00%

2021 年
12,934 733 13 61 23 13,764

93.97% 5.33% 0.09% 0.44% 0.17% 100.00%

店銷書
2020 年

9,910 430 72 1,825 3 12,240
80.96% 3.51% 0.59% 14.91% 0.02% 100.00%

2021 年
12,243 733 11 57 23 13,067

93.69% 5.61% 0.08% 0.44% 0.18% 10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❶�店銷書係指一般圖書，即排除「專業 / 教科書 / 政府出版品」、「考試用書」

等類型之書籍。
　　❷�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近年新增之「圖文書 / 繪本」、「影視偶像」2 大電

子書類型多為日文作品，故本表獨立列出日文電子書之統計。



53

II  

產
業
概
況
　

1.4.7. 我國新書之電子書出版類型

關於電子書類型方面，以「文學小說」類種數最多，
達 3,337 種（24.28%）， 其 次 則 為「 人 文 史 地 」、「 社
會 科 學 」 類（9.17%）， 以 及「 童 書 / 青 少 年 文 學 」 類
（8.44%）。

2021 年新書之電子書零售價格，因為 2021 年新上架
的電子書數量大幅增加，因此相關價格更多元，跟往年價
格難以直接比較。整體電子書平均零售價格則為 302 元，
較 2020 年電子書總平均售價 226 元上升 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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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2020 ～ 2021 年我國各類型新書之電子書零售價格及出版家數

單位：種、新臺幣元、家、%

編
號 電子圖書類型

種數 廠商家數
平均�
定價2020

年 % 2021
年 % 2020

年 % 2021
年 %

1 文學小說 2,613 20.24% 3,337 24.28% 260 36.57% 322 38.24% 254

2 商業理財 977 7.57% 1,134 8.25% 152 21.38% 171 20.31% 328

3 藝術設計 352 2.73% 496 3.61% 100 14.06% 99 11.76% 377

4 人文史地 590 4.57%
1,260 9.17%

121 17.02%
175 20.78% 390

5 社會科學 510 3.95% 161 22.64%

6 自然科普 254 1.97% 370 2.69% 95 13.36% 104 12.35% 318

7 心理勵志 675 5.23% 809 5.89% 122 17.16% 139 16.51% 300

8 醫療保健 562 4.35% 746 5.43% 140 19.69% 157 18.65% 305

9 飲食 204 1.58% 308 2.24% 64 9.00% 82 9.74% 376

10 生活風格 319 2.47% 386 2.81% 104 14.63% 105 12.47% 323

11 影視偶像 1,890 14.64% - - 16 2.25% - - -

12 旅遊 118 0.91% 139 1.01% 47 6.61% 50 5.94% 239

13 宗教命理 626 4.85% 911 6.63% 134 18.85% 162 19.24% 332

14 親子教養 212 1.64% 311 2.26% 79 11.11% 82 9.74% 272

15 童書 / 青少年文學
982 7.61% 1,160 8.44% 131 18.42% 122 14.49% 240

16 輕小說 741 5.74% 1,059 7.71% 30 4.22% 37 4.39% 177

17 語言學習 413 3.20% 402 2.93% 73 10.27% 90 10.69% 338

18 考試用書 608 4.71% 603 4.39% 14 1.97% 24 2.85% 450

19 電腦資訊 202 1.56% 218 1.59% 27 3.80% 30 3.56% 471

20 專業 / 教科書/ 政府出版品
62 0.48% 94 0.68% 23 3.23% 24 2.85% 384

總計 12,910 100.00% 13,743 100.00% 711 100.00% 842 100.00% 302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❶�因同一廠商可能會出版 2 種類型以上的電子圖書，故各項電子圖書類型之廠商

家數百分比加總不等於 100.00%，廠商家數總計為已扣除重複者之數字。
　　❷�本表分類以博客來網路書店之電子書分類為主，其本年度新增「圖文書 / 繪

本」、「影視偶像」2 大電子書類型，故本調查同步新增調整。
　　❸�電子漫畫分類另立小節說明，故此處不再合併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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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漫畫出版產業

2.1. 整體產業樣貌

資料來源：本調查繪製。

圖 2-19、漫畫出版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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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我國漫畫出版家數暨分布地區情況

2021 年漫畫出版產業調查對象計有 16 家，其地理分
布以北部地區為最高，達 93.75%，分別分布在臺北市（11
家）、新北市（3 家），以及桃園市（1 家）。其餘地區者
僅 1 家位於臺南市（6.25%）。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南

部地區包含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圖 2-20、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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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漫畫出版機構的成立年數，最高比例（56.25%）
係成立年數達 20 年以上之資深出版機構 / 品牌，與上一年
度情況相同；其次，31.25% 業者成立年數落於 10 年以上
而未滿 20 年區間，以及 12.50% 的業者之成立年數為 5 年
以下。從上述可知，我國漫畫出版業者經營發展年數多超
過 10 年，顯示其結構相對穩定而可經市場考驗，近年也有
獨立出版業者投入經營漫畫出版產業。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 21、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成立年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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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我國漫畫出版業者平均資本規模

我國半數漫畫出版業者之資本額集中在新臺幣 4,000
萬元以下，其中資本額逾新臺幣 1 億元的大型漫畫出版業
者為跨國出版集團，經營業務橫跨漫畫、小說、各類文創
產業等。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22、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登記資本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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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營收與商業模式

2.2.1. 我國漫畫出版品營收推估

本年度漫畫出版品營收推估，與圖書出版品營收推估
方法相似，考量若以出版調查問卷進行插補推估營業額，
難以判定廠商是否確實填寫，且或有推估誤差問題；而傳
統以「行業別」撈取財稅資料營業額方式，則無法判別該
行業報稅廠商是否確屬該行業經營範疇，因而影響產業鏈
表現分析之可行性。因此，依據當年度 ISBN 實際盤點資訊，
並藉由問卷回卷之代表性廠商的出版種數、銷貨冊數、平
均批發價格、平均銷貨折扣，以及整體漫畫出版種數進行
推估整體漫畫營業額❻。

依上述推估，我國 2021 年漫畫「出版端」之整體（含
新舊書）紙本漫畫營業額為新臺幣 3.98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4.12 億元衰退 3.40%。漫畫「市場端」之整體（含
新舊書）紙本漫畫營業額為新臺幣 5.13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5.21 億元衰退 1.54%。我國漫畫出版 2021 年總
營業額（出版端、市場端合計）為新臺幣 9.11 億元，相較
2020 年（新臺幣 9.33 億元）衰退 2.36%。

表 2-9、我國漫畫出版品營業額歷年發展趨勢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出版端 5.22 4.77 4.42 4.34 4.12 3.98
成長率 - -8.62% -7.22% -1.88% -5.07% -3.40%
市場端 6.8 6.38 5.84 5.52 5.21 5.13
成長率 - -6.46% -8.53% -5.49% -5.62% -1.54%
總營收（合計） 12.04 11.15 10.26 9.86 9.33 9.11
成長率 - -7.40% -7.97% -3.93% -5.38% -2.36%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註❻整體漫畫營業額計算公式如下：
❶：代表性廠商新書漫畫營業額 = 出版種數 x 銷售冊數 x 平均批發價格
❷： 上游出版端漫畫營業額 = （代表性廠商新書漫畫營業額（❶）／代表性

廠商出版種數 x 整體漫畫出版種數）／新書銷貨冊數占比
❸： 下游市場端漫畫營業額 = 上游出版端漫畫營業額（❷）／平均批發折扣 x 

平均銷貨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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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我國漫畫出版業者營收結構與項目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營收結構與項目，仍以販售
「漫畫相關收入」（75.19%）為其主要收入來源，其次則
為「圖書出版相關收入」（16.12%）、「電子資料庫、數
位（創作暨閱讀）平台營運收入」（3.85%）等。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9、2021年N=8。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23、2020 ～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收入來源結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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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機構之「漫畫相關」營收，超過
九成（90.97%）來自於國內市場；在整體漫畫相關收入當
中，九成以上（91.92%）為各類漫畫的銷售，包括紙本漫
畫、電子漫畫等，漫畫版權銷售收入則約占 8.08%。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N=8。

圖 2-24、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國內外及漫畫銷售與版權營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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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外作品營收方面，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超
過九成（96.90%）漫畫銷售營收來自於國外作品（翻譯漫
畫書）的貢獻，國內作品則約占 3.10%。此外，2021 年各
類出版品銷售收入，八成以上（85.70%）來自於紙本漫畫
書的銷售，電子漫畫書銷售收入則占 14.30%，較上年增加
8.18 個百分點。伴隨著影視化、疫情等因素，帶動數位漫
畫出版品的閱讀與銷售。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N=8。

圖 2-25、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各類出版品營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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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我國漫畫出版業者支出情況與結構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支出項目，以「紙本出版品
印刷、裝訂生產支出」占比（20.66%）最高，其次為「國
內版權、版稅、稿費支出」（19.21%）、「公司 / 單位內
部人事支出」（18.66%）等，以及「國外版權、版稅、稿
費支出」（13.39%），其餘項目皆未達一成。

本年度針對漫畫出版業者之數位發展及內容衍生相關
支出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電子書、電子漫畫書、
電子雜誌生產成本」則占 2.60%、營運「數位化相關支出」
占 1.85%，以及「內容 / IP 衍生開發相關支出」占整體支
出 1.19%。

從上述營運支出結構可知，我國漫畫出版業者的出版
業務仍多著重於代理、販售國外作品的相關業務，不過其
近二成支出為「國內版權、版稅、稿費支出」，較上年增加，
顯示國內漫畫業者有一定比例資源投入培養本國創作者。
此外，「內容 / IP 衍生開發相關支出」的占比不高，主要
因素在於相關工作當前多採授權其他應用開發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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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問卷調查整理。
註：❶2020年N=8、2021年N=9。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新增「經營通路」項目，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

解讀。

圖 2-26、2020 ～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支出結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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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IP 授權趨勢

2.3.1. 我國漫畫對外授權之產品與服務類型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單位在對外授權方面，全部的受
訪漫畫出版業者皆曾進行對外授權工作。國內授權以「衍
生產品開發」以及「各類課程 / 講座」占比最高（16.0%），
而「漫畫、輕小說相互改編」則為 12.0%，「原稿授權」、

「譯稿授權」、「改編影視」、「改編遊戲」，等各為 8.0%。
國外授權則以「原稿授權」（20.83%）占比最高，其次為，
「衍生產品開發」、「譯稿授權」，以及「漫畫、輕小說
相互改編」各為 12.50%。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國外N=6、國內N=8。
　　❷�因漫畫出版受訪對象樣本數較少，故上述統計結果僅供參考，不宜進行果斷性

解讀。

圖 2-27、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之國內外授權交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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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我國漫畫版權銷售至海外情形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之對外授權收入來源國，以
日本（54.61%）占比最高，其次依序為法國（20.67%）、
中國（8.99%）、韓國（4.49%）。

近年我國漫畫授權國有多元化發展之趨勢，臺灣漫畫
亦逐漸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如：臺灣漫畫作品以獨特的
歷史與文化題材，以及異於歐洲漫畫的美學風格，獲得法
國出版業者與讀者注目，成功授權法國市場。不過當前臺
灣漫畫授權國外的情況仍處成長期，使得歷年授權情勢，
相較其它主要內容輸出國變化較大，進行跨年度比較時宜
謹慎解讀。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上圖：2020年N=6、下圖：2021年N=5。
　　❷�因漫畫出版受訪對象樣本數較少，故上述統計結果僅供參考，不宜進行果斷性

解讀。

圖 2-28、2020 ～ 2021 年我國漫畫出版業者對外授權收入來源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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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產業觀測指標

2.4.1. 我國電子漫畫出版類型與格式概況

我國電子漫畫出版情況主要盤點自 Book Walker、博
客來、樂天 Kobo 三大平台，因閱讀行為的轉變，2021 年
電子漫畫出版種數為 15,453 種，較 2020 年大幅成長。

各類型電子漫畫中，以「青 / 少年漫畫」類 6,452 種
（41.75%）為最多，其次依序為、「少 / 淑女漫畫」類 4,631
種（29.97%）、「BL / GL」類 2,603 種（16.84%），以及「成
人」類 1,495 種（9.67%）等。

表 2-10、2021 年我國各類型電子漫畫出版種類

單位：種、%
類型 種數 %

BL/GL 2,603 16.84%

少 / 淑女漫畫 4,631 29.97%

青 / 少年漫畫 6,452 41.75%

兒童漫畫 38 0.25%

同人誌 / 合集 / 設定集 50 0.32%

漫畫雜誌 21 0.14%

成人 1,495 9.67%

其他 163 1.05%

合計 15,453 10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因電子漫畫數量增加，重新調整相關類型統計，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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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我國電子漫畫零售價格及出版家數

觀察電子漫畫零售價格，以平均零售價格而言，整體
電子漫畫平均零售價格為 119.4 元，較 2020 年的 117 元成
長 2.05%。

2021 年出版電子漫畫出版機構總家數則為 105 家，較
2020 年的 50 家成長 52.38%，以出版「青少年漫畫」類之
廠商家數最多（48 家），其次為「BL/GL」類（22 家）、「少
/ 淑女漫畫」類（21 家）。

表 2-11、2021 年我國各類型電子漫畫零售價格及出版家數

單位：新臺幣元、家
漫畫類型 平均價格 廠商家數

BL/GL 53 22

少 / 淑女漫畫 47 21

青 / 少年漫畫 56 48

兒童漫畫 246 4

同人誌 / 合集 / 設定集 195 10

漫畫雜誌 139 1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❶ 因同一廠商可能會出版 2 種類型以上的電子漫畫，故各項電子漫畫類型之廠商

家數百分比加總不等於 100.00%，廠商家數總計為已扣除重複者之數字。
　　❷因電子漫畫數量增加，重新調整相關類型統計，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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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雜誌出版產業

3.1. 整體產業樣貌

資料來源：本調查繪製。

圖 2-29、雜誌出版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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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家數暨區位分布情況

本調查以博客來、金石堂、誠品、讀冊等四大網路書
店、ISSN 國際期刊資訊、臺灣出版資訊網，以及臺北市雜
誌同業公會等主要調查來源，盤點我國 2021 年雜誌出版相
關業務者，扣除結束營業、政府機關、個人出版、無法取
得聯繫、非營利組織等單位後，實際有效雜誌出版業者共
221 家。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區（94.12%），
大臺北地區合計達 91.4%，其餘地區占比皆不及一成。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中

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東部地區包含花蓮縣、臺東縣。

圖 2-30、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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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經營發展年數超過 10 年者超過七
成，許多發展歷程久且具代表性之雜誌業者仍然活躍於市
場上，顯示資深品牌雜誌仍受市場信賴。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31、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成立年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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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平均資本規模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登記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
之廠商家數共 150 家，近七成（67.87%），顯示我國雜誌
出版產業以中小型企業型態經營者居多數。資本額逾新臺
幣 1 億元之大型出版、傳媒機構，多為發展歷程久且具相
當品牌力之雜誌業者。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32、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登記資本額概況 



73

II  

產
業
概
況
　

3.1.3.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從業人員情況

2021 年超過六成（64.22%）雜誌出版業者僱用或投
入人力（含全職、兼職）不及 10 人，而僱用人數為 0 ～ 1
人者為 15.60%，較 2020 年增加 5.01 個百分點；2 ～ 4 人
者為 21.10% 亦較上年增加 5.81 個百分點；5 ～ 9 人者為
27.52%，較上年減少 5.42 個百分點，顯示雜誌出版業的人
力規模正在減少，從過往 5 ～ 9 人的僱用編制下修至 0 ～
4 人。

另 一 方 面， 單 就 雜 誌 出 版 業 者 之 問 卷 調 查 回 卷 資 料
進行推估❼，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僱用總人數約為 
6,188 人，含全職、兼職人員之平均每廠商僱用約 17 人❽，
較 2020 年減少。綜觀而論，雜誌業者僱用人力規模減縮，
我國雜誌產業營運現況較嚴峻。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85、2021年N=109。

圖 2-33、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人力僱用規模

註❼僱用人數推估公式 = 問卷調查回卷之僱用人數（含全職、兼職人員）平
均值 x 調查母體業者數量。❽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2016 年）《工業
及服務業普查》資料顯示，我國雜誌（期刊）出版業之僱用員工（含全職、
兼職人員）人數約 7,000 人。本研究單就問卷調查回卷資料進行加權推估，與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之人數的落差，在於統計方法與調查基礎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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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營收與商業模式

3.2.1. 我國雜誌出版產業規模推估

我國雜誌出版產業（核心業者）之整體產業規模估算，
有別於以往僅針對雜誌出版品之發行、銷售營收進行推估，
另包含雜誌出版業者之 IP 跨域衍生與應用、會員與訂閱制、
企業顧問、新型態商業模式、多角化經營、產業鏈上下游
整合等業務範疇營收，藉以觀察我國雜誌出版產業在數位
匯流及跨域融合趨勢下的整體發展。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
產業規模（核心業者）為新臺幣 91.54 億元，較 2020 年
（83.85 億元）成長 9.17%。

表 2-12、我國雜誌出版產業規模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雜誌出版產業規模（核心業者） 75.75 83.85 91.54

成長率 - 10.69% 9.17%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註： 以雜誌內容為核心的營運模式已經跳脫傳統出版品，故不再單計雜誌出版品之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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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營收結構與項目

2021 年有 66.31% 雜誌出版業者之營業收入未達新臺
幣 1,000 萬元，顯示我國雜誌出版產業多屬中小型事業規
模。全年營收未達新臺幣 50 萬元者，較上年減少 5.27 個
百分點；全年營收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未達 5 百萬元者，
亦較上年增加 5.0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新臺幣「50 萬元～
未滿五百萬」以及「1 億元以上者」之比例增加幅度較大。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2020年N=76、2021年N=95。

圖 2-34、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全年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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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受訪之雜誌出版業者，以「圖書出版相關收
入」占比最高（23.37%），其次為「付費會員相關收入」
（20.26%）、「廣告、業配收入」（14.20%）、「雜誌出
版相關收入」（12.45%），以及「其他收入」（14.41%），
其餘項目皆未達一成。

綜觀近年發展，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的經營重心已跳脫
傳統紙本雜誌出版領域，透過多元媒體與載具，使內容以
符合市場需求的方式進行傳播（如線上平台訂閱制、有聲
內容等），另積極發展內容多元衍生發展與授權開發，如
實體或線上課程、遊程體驗、活動策展、IP 與品牌開發等，
同時也積極透過各式社群媒體形式經營社群，鞏固讀者黏
著度，如：社群媒體平台直播、短影音等。

2021 年雜誌出版已非雜誌業者的主要收入來源，雜誌
業者以「市場」、「會員」、「社群」為核心的業務發展。
雜誌業者觀察市場變化與趨勢，擔任內容供應的角色，提
供其讀者所需要、關注的內容，或協助企業辦理員工訓練、
深度課程等，為其讀者或客戶提供相對應的內容及解決方
案等服務；並且提供精準的內容擴大經營會員讀者之社群，
長期培養社群會員對於雜誌的信心，掌握穩定的閱讀流量；
雜誌的傳統廣告型態轉化更深度的內容與活動合作，持續
透過交換資訊、吸收新知的合作互助型態連結會員，共同
探索新型態的商業與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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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89、2021年N=95。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35、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收入來源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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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超過九成（97.03%）營收來
自國內市場、2.97% 來自國外市場；另一方面，在整體雜
誌相關收入當中，有 91.57% 營收為各類紙本雜誌的銷售，
電子雜誌銷售額約占整體雜誌相關收入的 6.74%，雜誌內
容版權收入則占 1.69%。電子雜誌收入較上年增加 2.51 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上圖 N=43、下圖 N=50。

圖 2-36、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國內外及各類雜誌銷售與版權營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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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我國雜誌出版產業支出情況與結構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整體支出方面，64.13% 之
受訪業者全年支出未達 1,000 萬元，顯示我國雜誌出版業
者多屬中小型事業體。比較近兩年雜誌出版業者支出情況，
支出未滿新臺幣 50 萬元者為 14.13%，較上年減少 1.15 個
百分點，支出達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未滿 5 百萬元者占
42.39%，較上年增加 4.89 個百分點。而支出高於新臺幣
1 千萬元者的比例為 11.96%，亦較上年增加。整體而言，
2021 年支出超過 1,000 萬元以上的業者比例皆較上年增加。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72、2021年N=92。

圖 2-37、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全年支出情形

2021 年我國雜誌業者的支出項目以「公司 / 單位內部
人事支出」比例為最高（29.60%），其次為「紙本出版品
印刷、裝訂生產支出」（19.54%），以及「國內之版權、
版稅、稿費支出」（10.91%）等。

本年度針對雜誌出版業者之數位發展及內容衍生相關
支出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電子書、電子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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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雜誌生產成本」占 2.00%、「內容 / IP 衍生開發相關
支出」占整體支出 0.27%，以及營運「數位化相關支出」
則占 1.44%。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66、2021年N=92。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新增「經營通路」項目，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

解讀。

圖 2-38、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支出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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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行銷資源投放管道重視程度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行銷資源投放管道，以「網
路書店」較受重視，其次是「實體書店」、「各類數位平
台」、「自家出版社網站」，以及「自家社群 / 粉絲團」等。
除了書店通路（含網路與實體）外，雜誌出版業者相對重
視各類網路數位平台的銷售與推廣效果。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100。
　　❷�各選項由雜誌出版業者排序「名次」前 1 ～ 10 名，並給予對應分數 1 ～ 10 分

（第一名 10 分～第十名 1 分），而未被受訪業者排序前 10 名之選項則無得分，
最後統計各個選項的得分占整體分數的比例。

圖 2-39、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行銷資源投放管道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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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IP 授權趨勢

3.3.1.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對外授權類型

2021 年有 59.04% 的雜誌出版業者曾進行對外授權的
情況。國內授權以「各類課程 / 講座」的占比（17.14%）
最 高， 其 次 為「 原 稿 授 權 」 與「 內 容 訂 閱 服 務 」（ 皆 為
14.29%），以及「衍生產品開發」、「譯稿授權」與「有
聲書、影音書」（三者皆為 8.57%）等，而「原稿授權直
接 印 製 」 則 占 7.14%， 至 於「 數 位 應 用 程 式 」 與「 品 牌
授權」皆占 5.71%；國外授權則以「原稿授權」占比最高
（16.42%），「譯稿授權」（14.93%），其次則為「各類
課程 / 講座」以及「有聲書、影音書」（皆為 10.45%），「原
稿授權直接印製」則占 7.46%。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左圖：對外授權有無之N=83、右圖：國外N=21、國內N=34。

圖 2-40、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對外授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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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版權銷售至海外情形

2021 年 23.53% 的 雜 誌 出 版 業 者 進 行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外 國 授 權， 其 中 以 授 權 至 中 國（ 不 含 港 澳 ） 的 占 比
（60.61%）最高，其次為港澳地區（33.33%），以及馬來
西亞（6.06%）。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7、2021年N=17。

圖 2-41、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版權收入國內外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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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7、2021年N=17。

圖 2-42、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版權收入來源國或地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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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我國本國與外版雜誌的對外授權與輸入管道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之本國雜誌對外授權以「作
者直接授權」與「出版社」占比最高（皆為 38.78%），其
次為透過「代理商 / 版權經紀人」（30.61%）以及「網路
版權交易平台」（12.24%）等。而外版雜誌的主要輸入管
道，超過六成為透過「代理商 / 版權經紀人」（62.50%）
協助洽談授權，其次是透過「透過出版社」（50.00%），
以及「作者直接授權」（31.25%）等管道。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本國雜誌輸出：2020年N=33、2021年N=49。
　　❷外版雜誌輸入：2020年N=28、2021年N=32。
　　❸可複選。

圖 2-43、2020 ～ 2021 年我國本國與外版雜誌輸出與輸入管道



2022

年
臺
灣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調
查
報
告 

∣ 

圖
書
、
雜
誌
、
漫
畫
、
原
創
圖
像
產
業

86

3.3.4. 我國雜誌出版業者授權收入情形

2021 年雜誌出版業者全年授權收入以未滿新臺幣 50
萬元者占比為最高（75.0%），其次則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
上、未滿 5 百萬元者（18.75%），顯示我國雜誌出版業者
的對外授權業務仍以小規模為主。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19、2021年N=27。

圖 2-44、2020 ～ 2021 年我國雜誌出版業者授權收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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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產業觀測指標

3.4.1. 我國紙本雜誌整體出版概況

目前國際標準期刊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收錄國內雜誌出刊種數仍有所侷限，難以
完整呈現我國雜誌出版概況，對此，本研究透過主要上架
通路進行盤點，以期得出較完整及詳細之 2021 年雜誌出版
概況。

鑑於數位化趨勢，雜誌出版盤點將依紙本及電子雜誌
分別進行盤點。2021 年紙本雜誌（不含 MOOK）出版盤點
來源包括：博客來、誠品、金石堂與讀冊等網路書店；而
電子雜誌出版盤點來源則包括：Pubu、Hami。

紙本雜誌（不含 MOOK）盤點項目包括：雜誌期刊名、
出版機構、出版品語言、創刊年、紙本雜誌於網路書店主
分類（以博客來分類為主）、出刊頻率（週刊、雙週刊、
月刊、雙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特刊或不定期）、
零售定價、折扣數。電子雜誌盤點項目包括：雜誌期刊名、
出版機構、出版品語言、店銷雜誌於數位販售平台的主分
類、檔案格式、零售價（一般版）。

2021 年店銷雜誌整體出版種數（不含特刊、過刊重出
版、不定期出刊）為 370 種，較 2020 年衰退 9.75%。在
2021 年出版之 370 種店銷雜誌中，以月刊的種數最多（183
種 / 49.46%）；其次為雙月刊（69 種 / 18.65%）、季刊（65
種 / 17.57%），以及年刊（21 種 / 5.68%）等。從兩年變
化觀察，週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出刊頻率的雜誌比
例下滑，雙週刊、月刊、雙月刊之比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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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2020 ～ 2021 年我國紙本雜誌各出刊頻率類型之出版種數

單位：種

出刊頻率
2020 年 2021 年

種數 比例 種數 比例
週 12 2.93% 10 2.70%

雙週 11 2.68% 10 2.70%

月 197 48.05% 183 49.46%

雙月 75 18.29% 69 18.65%

季 77 18.78% 65 17.57%

半年 14 3.41% 12 3.24%

年 24 5.85% 21 5.68%

合計 410 100.00% 370 10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店銷雜誌包含非專營雜誌業者所出版的雜誌，如資通訊企業、補習班、教育機構、

遊戲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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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2021 年上架之店銷紙本雜誌（不含特刊、過刊重
出版、不定期出刊）創刊年份分布觀察，主要創刊年份以
2004 年最多，於此年創刊的種數為 16 種，其次則為 2009
年、2017 年的 15 種。2021 年創刊的店銷雜誌計有 1 種，
為近年新創刊種數的低點。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❶不含特刊、過刊重出版、不定期出刊之雜誌。
　　❷�店銷雜誌包含非專營雜誌業者所出版的雜誌，如資通訊企業、補習班、教育機

構、遊戲業等。

圖 2-45、我國紙本店銷雜誌之創刊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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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我國電子雜誌類型及格式概況

關於電子雜誌的檔案格式，2021 年仍以 PDF 格式之
占比最大（89.58%），使用 EPUB 格式出版之電子雜誌占
1.95%，兼有 PDF / EPUB 兩種出版格式的雜誌則占 8.47%。

表 2-14、2020 ～ 2021 年我國各檔案格式之電子雜誌出版種數

單位：種、%

年度
發行格式類型

合計
EPUB PDF PDF�/�EPUB 影音書

2020 年
348 385 8 2

743
46.84% 51.82% 1.08% 0.27%

2021 年
6 275 26 9

307
1.95% 89.58% 8.47% 2.93%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❶ 2020年雜誌種數包含非專營雜誌業者所出版的雜誌，如資通訊企業、補習班、

教育機構、遊戲業等。
　　❷�影音書多有其他電子格式，故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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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原創圖像產業

4.1. 整體產業樣貌

資料來源：本調查繪製。

圖 2-46、原創圖像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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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家數及分布地區情況

本 年 度 原 創 圖 像 產 業 調 查 母 體， 主 要 盤 點 自 國 內 各
類 型 圖 像、 插 畫 相 關 展 會（ 包 含 臺 灣 文 博 會、 亞 洲 插 畫
祭、臺北插畫藝術節等）、圖像及周邊產品販售平台（如
pinkoi、Shopping Design、LINE 貼圖），經扣除結束營業、
停歇業、個人經紀，以及無法取得進一步聯繫等單位後，
並包含終端應用業者，實際有效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
紀業者為 138 家。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高度集中於北部
地區（73.19%），其中大臺北地區合計達 67.39%，東部
地區則暫無相關業者分布。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❶2021年N=138。
　　❷�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

中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包含嘉義
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圖 2-47、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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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業別代表性業務區分，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
發、應用暨經紀產業中，以從事原創圖像終端應用（例如
出 版、 插 畫 / 貼 圖 … 等 ） 的 業 者 占 比 最 高（57.25%），
其 後 依 序 是 從 事 經 紀 / 代 理 業 務（31.16%）、 授 權 業 務
（6.52%）以及原創圖像設計（5.07%）。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2021年N=138。

圖 2-48、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代表性業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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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業 別 在 終 端 應 用 方 面， 以 插 畫 / 貼 圖 類 別 最 多
（37.97%），其次為玩具（13.92%）、文具（11.39%）等；
近年隨著虛擬實況主 Vtuber 在全球蓬勃發展，本業亦有約
6.33% 的業者主要將原創圖像應用於動畫短片 / Vtuber。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2021年N=79。

圖 2-49、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之應用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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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成立年資
分布，近七成設立年資在 10 年以下，顯示新進業者較多、
組成結構較為新穎。經營年數逾 10 年者，主要為大型出版
及傳媒集團，以及其他非本業業者跨足經營，占約 6.52%。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2021年N=138。

圖 2-50、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成立年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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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平均資本規模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登記資本
額分布，未滿新臺幣 100 萬元者占比最高（35.51%），未
滿新臺幣 1,000 萬元者逾八成，顯示我國原創圖像產業以
中小型企業型態經營者居多數，包含創作者自行成立之小
規模公司或獨資工作室等。資本額逾新臺幣 1 億元者占約
2.17%，其組成來源多為大型出版集團、跨媒體整合行銷、
遊戲、音樂製作與演藝經紀領域之業者。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N=138。

圖 2-51、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登記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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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從業人員情況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多以中小
型規模經營，其僱用（含全職、兼職人員）或投入人力不
及 10 人者占約 86.36%。另一方面，單就業者調查問卷資
料進行推估❾，含全職、兼職人員之平均每廠商僱用 4.23
人，推估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從業人
員僱用總人數約為 583 人。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72、2021年N=44。
　　❷�本調查以原始數據計算，並以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或小數點後2位呈現，故部

分數據直接加總四捨五入會有些微落差，但不影響資料在整體結構占比及總計
的趨勢判讀。

圖 2-52、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人力僱用規模

註❾僱用人數推估公式 = 問卷調查回卷之僱用人數（含全職、兼職人員）平
均值 x 調查母體業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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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營收與商業模式

4.2.1.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營收概況

2021 年全年營收方面，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
紀業者約有 78.57% 全年營收未達新臺幣 1,000 萬元，多屬
中小型事業體。而全年營收超過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主
要為跨足經營原創圖像業務的大型影音、遊戲多媒體及出
版業者。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60、2021年N=42。
　　❷�本調查以原始數據計算，並以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或小數點後2位呈現，故部

分數據直接加總四捨五入會有些微落差，但不影響資料在整體結構占比及總計
的趨勢判讀。

圖 2-53、2020 ～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全年營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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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營收結構

2021 年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之「圖像 / 角
色授權商品、銷售分潤」收入占 33.06%，較上一年度下滑
7.30 個百分點，主要與本業涵蓋來源多元，部分業者同時
兼營通路、強化線上管道銷售及宣傳策略，致使其他來源
收益比重成長、相對影響主要營收表現。

另，隨著臺灣文博會等圖像銷售展會於 2021 年陸續
復辦，「圖像相關之展覽、活動收入」較 2020 年成長至
9.13%；近兩年因疫情加速民眾娛樂消費轉向線上活動，本
業在「圖像 / 角色線上頻道經營收入」比重亦有提升。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57、2021年N=41。

圖 2-54、2020 ～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營收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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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收益表現方面，隨著 2021 年海外市場經濟復
甦， 助 益 本 業 之 國 外 市 場 收 益 提 升、 在 整 體 收 入 比 重 占
11.74%，較 2020 年略有成長。另在國內圖像作品與國外
圖像作品的銷售表現上，國外圖像作品之相關收入比重亦
較 2020 年增加，占約 8.83%。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57、2021年N=42。

圖 2-55、2020 ～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國內外收入變化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57、2021年N=41。

圖 2-56、 2020 ～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國內外作
品營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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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支出情況與結構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全年支出
情況，由於本業主要由中小企業事業體、個人工作室等組
成，82.93% 的業者全年支出低於新臺幣 1,000 萬元，其中
並以支出為新臺幣「50 萬元～未滿 500 萬元」者占比最高
（43.90%）。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56、2021年N=41。

圖 2-57、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全年支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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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年支出結構方面，本業業者受 2021 年國內疫情警
戒、跨國移動管制等調整既有經營規劃，一方面國外版權
洽談經營亦受疫情波及，2021 年比重縮減至 1.48%，且企
業加強防疫措施安排，亦致使公司 / 單位內部人事成本較
上一年度增加（26.27%）；另一方面，受到 2021 年實體
展會復辦帶動、民眾恢復外出娛樂消費，本業在「各類策
展、展會布置（裝潢）、設計與攤位租金費用」支出成長，
需額外投入的「各類行銷、公關、廣告費用」等成本則相
對減少。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63、2021年N=40。

圖 2-58、2020 ～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支出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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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IP 授權趨勢

4.3.1. 我國原創圖像作品對外授權國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主要授權
對象集中在國內（82.19%），對海外授權國家 / 地區方面，
除了日本市場外（4.05%），亦授權至新加坡（2.89%）、
香港 / 澳門（2.76%）和中國 ( 不含港澳 )（2.51%）等市場。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1年N=37。

圖 2-59、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作品授權海內外國家地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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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我國原創圖像作品跨域授權之產品 / 服務

2021 年 臺 灣 原 創 圖 像 作 品 的 跨 域 授 權 產 品 / 服 務
形 式 方 面， 本 業 最 常 見 之 跨 域 類 型 為「 通 訊 軟 體 貼 圖 」
（66.67%）， 其 次 是「 展 覽、 販 售 活 動（ 展 售 會 ）」
（62.96%）、以及「服裝 / 飾品」（51.85%）與聯名活動
（48.15%）。此外，順應近年數位藝術品加密技術風潮，
本業亦有投入嘗試如 NFT 等數位作品應用（25.93%）。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1年N=27。

圖 2-60、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作品跨域授權之產品 / 服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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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產業觀測指標

4.4.1.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規模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
牌數量情形，54.72% 的業者品牌數在 5 個以下；其中，約
97.50% 的業者旗下擁有臺灣原創圖像品牌。

其中，2021 年 53.85% 的業者旗下（合作）品牌為「個
人創作者品牌」合作，23.08% 為「工作室品牌」，近六成
業者為「公司品牌」（58.97%）。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20年N=73、2021年N=41。

圖 2-61、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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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0年N=73、2021年N=39。

圖 2-62、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類別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
品牌來源，九成以上來自「自行原創內容」（92.86%），
其次為「繪本、插畫集」（30.95%）、「通訊軟體貼圖」

（23.81%）；來自我國動畫、遊戲及影視作品的圖像品牌，
受限於產製成本較高且產製期程長，相對較少見。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1年N=42。

圖 2-63、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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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
　　　�對外露出形式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
作）品牌整體的對外露出形式，以參與「展覽、販售活動（展
售會）」居多（65.52%），例如臺灣文博會、臺北國際插
畫博覽會等；其次為「通訊軟體貼圖」（62.07%）、「聯
名活動」（58.62%）。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1年N=29。

圖 2-64、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對外露
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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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我國原創圖像開發、應用暨經紀業者旗下（合作）品牌
　　　�目標客群設定

原創圖像品牌目標客群性別設定方面，2021 年並無特
別設定目標者將近八成（76.09%），本業以男性為目標客
群的比例則低於一成，較上一年度減少 4.82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0年N=73、2021年N=46。

圖 2-65、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品牌目標客群設定情況（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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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齡層方面，2021 年本業將目標客群設定在 21
至 30 歲者占 63.04%，較 2020 年減少 10.29 個百分點；相
較之下，無年齡設定（34.78%）、設定 11 至 20 歲年齡層
者（41.30%）均較上一年度提升。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20年N=75、2021年N=46。

圖 2-66、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應用暨經紀品牌目標客群設定情況（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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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台

5.1. 整體產業樣貌

資料來源：本調查繪製。

圖 2-67、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台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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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我國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台業者家數與區位分布情況

我國尚無完整之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台（以下簡稱：
數位出版品平台）名單與相關政府報告，故以文化內容策
進院歷年《臺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 I》之母體名單、政
府獎補助名單、中華徵信所企業資料庫，以及網路推薦名
單與關鍵字搜尋等資料來源為基礎，將藉由數位服務平台
系統銷售或租賃數位出版品之業者納為主要調查對象。

經聯絡清查，確認 2021 年實際運用數位服務平台販售
或租賃一般圖書，並進一步扣除結束營業、停歇業與解散
撤銷等單位後，最終有效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共 23 家，多
位於北部地區，其中坐落於臺北市的業者達五成（12 家）。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68、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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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經 營 數 位 出 版 品 平 台 的 進 入 門 檻 較 高， 我 國 數
位平台業者多以大型資訊企業為主。在 23 家數位出版品
平 台 業 者 當 中， 成 立 年 數 10 年 以 上 的 業 者 占 整 體 約 六
成（60.87%）， 其 中 成 立 10 年 以 上、 未 滿 20 年 者 則 占
39.13%。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N=23。

圖 2-69、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成立年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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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平均資本規模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之資本額多為新臺幣 1 億元
以上，占整體 52.17%，其企業組織結構、資本規模相對穩
定。我國數位平台經營規模相對整體出版社與實體書店等
業態高，此或與其所需資金相對偏高，且需掌握相關資通
訊與數位版權管理技術有關。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N=23。

圖 2-70、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登記資本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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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從業人員情況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人力僱用規模，以僱
用 1 ～ 9 人、25 ～ 99 人的業者最多（皆為 30.77%）。

另一方面，單就數位出版品平台之問卷調查回卷資料
進行推估❿，含全職、兼職人員之平均每廠商僱用 68.61
人，推估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僱用總人數約為
1,234 人。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13。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71、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人力僱用規模

註❿僱用人數推估公式 = 問卷調查回卷之僱用人數（含全職、兼職人員）平
均值 x 調查母體業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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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營收與商業模式

5.2.1.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營收結構與項目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 2021 年營業額方面，近五成
（49.99%）業者之全年營業收入破億。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12、2021年N=14。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72、2020 ～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全年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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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之各項收入結構占比，超
過五成的收入來自「電子出版品相關收入」（52.03%），
其次為「平台或 App 相關收入」（20.77%），以及「電子
閱讀器硬體販售相關收入」（16.36%）。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11、2021年N=14。
　　❷ 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調查對象樣本定義與過去不同，故進行年度比較

宜謹慎解讀。

圖 2-73、2020 ～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之營收結構



117

II  

產
業
概
況
　

2021 年 我 國 數 位 出 版 品 流 通 販 售 平 台 超 過 八 成
（83.62%） 營 收 來 自 國 內 市 場、 約 16.38% 來 自 國 外 市
場；另一方面，在整體數位出版品相關營收中，超過九成
（94.31%）營收為「電子書、電子漫畫、電子雜誌」相關
收入，「有聲書、影音書」則約占 5.69%。

根據本年度調查與質性訪談，疫情帶動數位出版品消
費，整體電子出版品的收入優於上年度，也帶動聲音及影
像的需求，增加有聲圖書、影音出版品的消費狀況，整體
占比為 5.96%，較上年增加 1.73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上圖：N=13、下圖：N=11。

圖 2-74、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國內外、各類出版品營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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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2021 年 數 位 出 版 品 平 台 營 收 達 七 成
（72.16%）來自於 B2C 市場；其次為「B2B：圖書館及教
育機構」（24.09%），以及「B2B：一般企業」（3.75%）等。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12。
　　❷ B2C為Business To Customer之縮寫，意指企業直接面對消費者提供服務或產

品的電子商務模式；B2B則為Business to Business之縮寫，意指企業直接面對
不同企業（或單位、機構、部門）提供服務或產品（企業或機構大量採購）。

　　❸�「 B 2 B 」 亦 可 稱 為 B 2 L （ B u s i n e s s  To  L i b ra r y ） 或 B 2 E （ B u s i n e s s  To 
Education）。

圖 2-75、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營收來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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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支出情況與結構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 2021 年整體支出情況，以支出新
臺幣「2 億元以上～未滿 3 億元」的業者比例（25.00%）
最多，其次為「未滿 50 萬元」、「5 百萬元以上～未滿 1
千萬元」，及「1 千萬元以上～未滿五千萬元」者（皆為
16.67%）。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11；2021年N=12。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76、2020 ～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全年支出情形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的營業支出結構，以
「國內版權、版稅、稿費支應（拆帳）支出」占比（29.43%）
為最高，其次為「公司 / 單位內部人事支出」（25.42%），
「各類行銷、公關、廣告費用」（11.20%），以及其餘項
目皆未達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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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12、2021年N=13。
　　❷ 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77、2020 ～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支出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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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行銷推廣方式重視程度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行銷推廣方式，以
「特價優惠活動」較受重視，其次是「增進手機、平板的
閱讀體驗」、「作家 / 名人推薦」、「自家社群、粉絲團
曝光」、「內容策畫」，以及「平台網站、App 首頁曝光」等。

根據本年度深度訪談，部分數位出版品暨創作平台業
者觀察到，疫情刺激線上數位娛樂需求的高度成長，數位
出版品的需求與消費習慣不會因疫情趨緩而消失，因此也
加速數位平台業者提升使用者體驗的腳步，開發更多元的
跨域載體應用，完善跨載具的使用者體驗；同時也朝向增
加平台在互動性與社群功能的發展，鼓勵創作者、讀者之
間的密切交流。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14。
　　❷ 各選項由數位出版品流通販售平台業者排序「名次」前 1 ～ 10 名，並給予對

應分數 1 ～ 10 分（第一名 10 分～第十名 1 分），而未被受訪業者排序前 10
名之選項則無得分，最後統計各個選項的得分占整體分數的比例。

圖 2-78、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行銷推廣方式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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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產業觀測指標

5.3.1. 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付費會員性別比例情況

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付費會員性別比例情況，
約四成平台業者（41.67%）之付費會員結構以男性族群較
多，以女性付費會員居多的平台業者亦占 41.67%，男女付
費會員比例相當者，則占 16.67%。

今年與上年的回卷業者樣本結構差異，使「女性付費
會員比例較高」的業者占比較上年增加。根據本案訪談了
解，疫情使影視串流服務普及，相關影視化作品帶動原著
小說、漫畫閱讀，使部分原以男性為主的平台增加許多女
性客群。同時，購買電子閱讀比起傳統紙書更具隱私性，
部分女性讀者購買特定類型圖書（女性向、限制級漫畫、
小說）時，偏向透過線上管道取得。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12。
　　❷可複選。

圖 2-79、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付費會員性別比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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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各平台之付費會員年齡比例情況，數位平
台付費會員年齡層多集中在「21 ～ 50 歲」，其中 72.73%
的數位平台業者表示，其平台使用者年齡在「31 ～ 40 歲」
占 21 ～ 40%；9.09% 的業者表示，其使用者年齡在「31 ～
40 歲」占 41% 以上。顯示青壯年使用者為當前國內數位出
版品流通販售平台之消費主力。然而數份平台會員部分個
人資訊非必填答欄位，因此數位平台所能掌握的會員輪廓
有限。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N=11。

圖 2-80、2021 年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付費會員年齡比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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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出版行銷通路產業

6.1. 整體產業樣貌

資料來源：本調查繪製。

圖 2-81、出版行銷通路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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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我國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

本調查之對象有別於財政部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統
計之「書籍、雜誌零售業」之業者，主要考量財政部該營
利事業資料尚包含非屬該行業範疇業者與非一般性書籍書
店，如以販售文具為主的書局。

為確認實體通路確有經營販售圖書活動者方為本調查
對象，故依據文化內容策進院歷年《臺灣文化內容產業調
查報告 I》之行銷通路母體名單、政府各類獎補助名單、
臺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書店社員、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
會所出版之《2021 年福爾摩沙書店地圖手冊》所列店家，
以及網路推薦名單等資料來源為基礎，經聯絡清查，確認
2021 年實際販售圖書並扣除結束營業、停歇業與解散撤銷
等單位後，最終有效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業者共 591 家。
其地理分布以北部地區家數最多（42.13%），大臺北地區
合計達 26.23%，占全國四分之一以上水準。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中

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東部地區包含花蓮縣、臺東縣；離島地區包
含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圖 2-82、2021 年我國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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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家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的成立年數，在四個級距
當中的比例皆相當，其中占比最高者為成立年數達 20 年以
上者（30.29%）。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83、2021 年我國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成立年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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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國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之登記資本額未滿
100 萬元的通路業者占多數（72.76%），此比例較上年度
的 71.59% 些微上升。而登記資本額逾億元之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業態，範疇涵蓋大型出版集團兼營門市據點、跨
文創產業經營之資通訊公司、教育團體、複合式服務業之
圖書部門，以及法人單位等，雖然其家數占比仍不高，不
過數量已逐年緩步增加。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部分通路業者因無獨立統一編號而無其資本額資訊，故將其納入未滿100萬元

者。

圖 2-84、2021 年我國單一 / 二手 / 獨立書店登記資本額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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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我國連鎖 / 加盟書店（總公司）

根據臺灣連鎖暨加盟協會出版《2021 臺灣連鎖店年
鑑》之圖書文具業者計有 19 家（排除僅販售文具者），綜
合文化內容策進院歷年《臺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 I》之
行銷通路母體名單、政府獎補助名單等資料來源為基礎，
以排除販售文具用品與參考書籍之一般書店為主要調查對
象，經聯絡清查，確認 2021 年實際販售圖書並扣除結束營
業、停歇業與解散撤銷等單位後，最終有效連鎖 / 加盟業
者之總公司共 41 家。

於 41 家連鎖 / 加盟書店之總公司當中，其成立年數占
比最高者（70.73%）為成立 20 年以上者；其次為成立 10
年以上而未滿 20 年者（19.51%），以及成立 5 年～ 10 年
者（不含），占 9.76%。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85、2021 年我國連鎖 / 加盟書店總公司成立年數概況

2021 年我國連鎖 / 加盟書店之總公司之登記資本額在
新臺幣 4,000 萬元以下業者占超過七成（75.61%），顯示
我國連鎖 / 加盟書店總公司以中小企業型態經營者居多數。
登記資本額逾新臺幣 1 億元（含）以上之連鎖 / 加盟書店
業者總公司，主要以創意生活百貨、複合式經營，以及代
理國外書店在臺經營之業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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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86、2021 年我國連鎖 / 加盟書店總公司登記資本額分布概況

2021 年全國連鎖 / 加盟書店業者總公司所在地主要集
中在北部地區（63.41%），其中又以臺北市（48.78%）所
占比例最高。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中

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圖 2-87、2021 年我國連鎖 / 加盟書店總公司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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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我國專營網路書店

本調查所指涉之「專營網路書店」係狹義指僅於網路
上專營銷售出版品之業者。排除當前部分出版社或實體書
店，於網路上建置便捷消費者選購書籍之管道，其特色主
要為擁有快速結帳、配送圖書商品之網路書店流通系統。
由於我國尚無完整之網路書店名單與相關政府報告，故本
調查根據文化內容策進院歷年《臺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
告 I》之書店母體名單、政府獎補助名單、中華徵信所企
業資料庫，以及網路推薦名單與關鍵字搜尋等資料來源為
基礎，將利用網際網路銷售圖書，並建構完備金流與物流
系統之純網路書店列為主要調查對象。經聯絡清查，確認
2021 年實際運用網路販售圖書，並扣除結束營業、停歇業
與解散撤銷等單位，最終有效純網路書店業者共 8 家。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中

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圖 2-88、2021 年我國專營網路書店總公司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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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89、2021 年我國專營網路書店總公司成立年數概況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圖 2-90、2021 年我國專營網路書店總公司登記資本額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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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我國書店業者從業人員情況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2019 年 N=338、2020 年 N=308、2021 年 N=353。

圖 2-91、2019 ～ 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人力僱用規模 

另一方面，單就書店業者之問卷調查回卷資料進行推
估⓫，含全職、兼職人員之平均每廠商僱用 5.72 人，推估
2021 年書店（實體書店）業者僱用總人數約為 12,224 人，
較 2020 年（13,495 人）減少 9.42%。

註⓫僱用人數推估公式 = 問卷調查回卷之僱用人數（含全職、兼職人員）平
均值 x 實體書店業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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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營收與商業模式

6.2.1. 我國書店圖書銷售營業額推估

2021 年書店之紙本圖書銷售營業額推估，透過相關業
者之統一編號向財政部進行財稅資料營業額之撈取，其後
進一步依據問卷回卷之紙本圖書所占營業額比重，推算加
總書店產業之整體（含新舊書）圖書市場⓬。本調查之書
店產業營業額僅代表傳統實體書店、網路書店的當年度紙
本圖書（含漫畫）銷售情況，並非代表整體圖書、漫畫出
版之市場端營業額，故不含出版社直銷與出口海外、出版
社自行經營之網路社群銷售、圖書館與教育市場等銷售營
業收入。

依上述推估，2021 年出版行銷通路產業的紙本圖書市
場（含新舊書），營業額約新臺幣 189.52 億元，較上年衰
退 6.00%。

表 2-15、我國書店產業圖書銷售營業額歷年發展趨勢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書店營業額 237.18 226.00 214.44 200.37 201.62 189.52

成長率 - -4.72% -5.11% -6.56% 0.62% -6.00%

資料來源：本調查估算。
註：❶�書店產業圖書銷售營業額僅代表傳統實體書店、網路書店的當年度紙本圖書（含

漫畫）銷售情況，並非代表整體圖書、漫畫出版之市場端營業額，故不含出版
社直銷與出口海外、出版社自行經營之網路社群銷售、圖書館與教育市場等銷
售營業收入。

　　❷�書店圖書銷售營業額已排除傳統實體書店、網路書店的非紙本圖書的營業收
入，如文具、文創商品、餐飲、3C 用品等。

　　❸�書店圖書銷售營業額已被含括在上述圖書出版、漫畫出版之市場端營業額當
中，故不宜與其它次產業營業額合併加總計算。

註⓬書店產業營業額（計算公式）＝ 廠商統編營業額 x 問卷調查結果之各業
者圖書（含漫畫）收入占比（加權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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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別於僅計算圖書（含漫畫）銷售之營業
額，整體產業規模之估算亦可涵蓋圖書（含漫畫）銷售之
外的營業收入，包括書店空間對外租借、餐飲服務、文具
及文創商品銷售、策展收入、新型態商業模式、多角化經
營、產業鏈上下游整合等業務範疇，藉以觀察出版行銷通
路產業整體發展情況。據此，2021 年整體產業規模為新臺
幣 315.17 億元，較 2020 年（344.25 億元）衰退 8.45%。

進 一 步 探 究（ 專 營 ） 網 路 書 店、 實 體 書 店 業 者 的 營
收 比 例，2021 年 約 有 45.85% 營 業 額 來 自（ 專 營 ） 網 路
書店業者，較 2020 年些微成長；來自實體書店業者，包
括實體連鎖書店、單一 / 獨立 / 二手書店的營業額則約占
54.15%，較 2020 年減少。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註： 實體書店業者之圖書銷售營業額可能包含其於實體店面與網路管道銷售（如自行

於網拍平台上架、自行架站等）之收入。

圖 2-92、 2020 ～ 2021 年我國（專營）網路書店、實體書店業者營收占比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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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我國書店營收情況與結構

我國書店業者 2021 年營業額在 5,000 萬元以上者僅有
少數，而低於 500 萬元者占有 68.66%，顯示我國書店業者
仍以中小型單位為主。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2020 年 N=322、2021 年 N=367。

圖 2-93、2020 ～ 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全年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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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受訪之書店業者的各項收入來源占比，發現其
販售實體出版品的營收比例下降、文創商品（文具）有所
成長。另外，2021 年政府因疫情進行紓困，故政府、公部
門各類計畫執行、補助有些微成長。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2020 年 N=322、2021 年 N=360。

圖 2-94、2020 ～ 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之營收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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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我 國 書 店 業 者 營 收 國 內 市 場 占 96.32%；
37.91% 來自實體通路、62.09% 來自網路通路。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N=388。

圖 2-95、2021 年我國書店國內外市場、網路 / 實體通路營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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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類出版品營收方面，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所販售
的紙本出版品中，約 78.85% 營收為紙本圖書、14.63% 為
紙本漫畫書，以及 6.52% 為紙本雜誌。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N=360。

圖 2-96、2021 年我國書店各類出版品營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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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我國書店產業支出情況與結構

我國書店業者 2021 年全年營業支出金額低於 500 萬元
者占有 73.53%，而全年營業支出金額在 5,000 萬元以上者
僅 2.65 %。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2020 年 N=322、2021 年 N=340。

圖 2-97、2020 ～ 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全年營業支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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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書店業者之營業支出，以「實體出版品相關販
售」支出為最多，其次為「人事費、水電費、店面及倉庫
租金、稅金」支出，以及「文創商品（文具）販售相關支
出」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數位出版品相關販售已超過 1 成
（12.34%）、數位化相關支出也有 6.35%，可觀察出因疫
情影響，使得書店開始注重開發電子出版品等。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301、2021年N=340。
　　❷本年度調整調查項目與範疇，故進行年度比較宜謹慎解讀。

圖 2-98、2020 ～ 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支出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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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我國書店業者行銷管道、方式看重程度

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之行銷管道、方式以「店面主題
折扣活動」為主。另外，部分業者也開始積極投入自家官
網、社群、粉絲團等經營項目。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305。
　　❷ 各選項由各書店業者排序「名次」前 1 ～ 10 名，並給予對應分數 1 ～ 10 分（第

一名 10 分～第十名 1 分），而未被受訪業者排序前 10 名之選項則無得分，最
後統計各個選項的得分占整體分數的比例。

圖 2-99、2021 年我國書店業者行銷管道、方式看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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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產業觀測指標

6.3.1. 我國書店業者各類出版品進書、銷售折扣

2021 年書店業者之圖書平均進書折扣為六五折（眾
數、中位數進書折扣皆為七折）；平均銷貨折扣為七二折
（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為九折及八五折）；平均銷
售最佳折扣七一折（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為九折及
八折）。

表 2-16、2018 ～ 2021 年圖書行銷通路進書及銷售折扣

單位：折（2018 年 N=223；2019 年 N=289；2020 年 N=266；2021 年 N=318）

項��目 進書折扣 銷售折扣 銷售最佳折扣
2018 年 7.0 折（6.7 折） 9.0 折（8.6 折） 9.0 折（8.2 折）

2019 年 7.0 折（6.6 折） 9.0 折（8.5 折） 7.9 折（8.2 折）

2020 年 7.0 折（6.7 折）7.0 折 9.0 折（8.3 折）9.0 折 9.0 折（8.0 折）8.0 折

2021 年 7.0 折（6.5 折）7.0 折 9.0 折（7.2 折）8.5 折 9.0 折（7.1 折）8.0 折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括弧左側為眾數、括弧內為平均數、括弧右側為中位數。
　　❷�「銷售折扣」為整體圖書銷售折扣之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銷售情況最好

的折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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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業者之雜誌平均進書折扣為六八折（眾數、中位
數進書折扣為八折及七五折）；平均銷貨折扣為七二折（眾
數、中位數銷貨折扣皆為九折）；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七
折（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皆為九折）。

表 2-17、2018 ～ 2021 年雜誌行銷通路進書及銷售折扣

單位：折（2018 年 N=145；2019 年 N=172；2020 年 N=145；2021 年 N=175）
項��目 進書折扣 銷售折扣 銷售最佳折扣
2018 年 8.0 折（7.3 折） 9.0 折（8.8 折） 9.0 折（8.6 折）

2019 年 8.0 折（7.4 折） 9.0 折（8.8 折） 9.0 折（8.8 折）

2020 年 8.0 折（7.4 折）7.5 折 9.0 折（9.3 折）9.0 折 9.0 折（8.3 折）9.0 折

2021 年 8.0 折（6.8 折）7.5 折 9.0 折（7.2 折）9.0 折 9.0 折（7.0 折）9.0 折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括弧左側為眾數、括弧內為平均數、括弧右側為中位數。
　　❷�「銷售折扣」為整體圖書銷售折扣之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銷售情況最好

的折扣數。

書店業者之漫畫平均進書折扣為六五折（眾數、中位
數進書折扣皆為七五折）；平均銷貨折扣為七折（眾數、
中位數銷貨折扣皆為九折）；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七二折
（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皆為九折）。

表 2-18、2018 ～ 2021 年漫畫行銷通路進書及銷售折扣

單位：折（2018 年 N=101；2019 年 N=157；2020 年 N=144；2021 年 N=170）
項��目 進書折扣 銷售折扣 銷售最佳折扣
2018 年 7.5 折（7.3 折） 9.0 折（8.6 折） 9.0 折（8.4 折）

2019 年 7.5 折（7.1 折） 9.0 折（8.7 折） 9.0 折（8.7 折）

2020 年 7.5 折（7.2 折）7.5 折 9.0 折（8.5 折）9.0 折 9.0 折（8.3 折）9.0 折

2021 年 7.5 折（6.5 折）7.5 折 9.0 折（7.0 折）9.0 折 9.0 折（7.2 折）9.0 折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括弧左側為眾數、括弧內為平均數、括弧右側為中位數。
　　❷�「銷售折扣」為整體圖書銷售折扣之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銷售情況最好

的折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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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我國書店業者之平均退書率

我 國 書 店 業 者 2021 年 圖 書 平 均 退 書 率 為 37.18%
（2020 年為 38.99%）、雜誌平均退書率為 34.18%（2020
年 為 48.28%）、 漫 畫 平 均 退 書 率 為 30.14%（2020 年 為
45.25%）。

表 2-19、2018 ～ 2021 年我國書店平均退書率

單位：%（2018 年 N=192；2019 年 N=219；2020 年 N=227；2021 年 N=257）
年度 圖書 雜誌 漫畫

2018 年平均退書率 39.9% 46.1% 40.5%

2019 年平均退書率 41.6% 51.0% 51.7%

2020 年平均退書率 38.99% 48.28% 45.25%

2021 年平均退書率 37.18% 34.18% 30.14%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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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充實本國作品能量為我國出版產業發展關鍵方向

根 據 本 年 度 調 查， 超 過 九 成 的 出 版 業 者 認 為「 本
國 作 品 開 發 」 為 必 要 發 展 工 作（92.82%）， 其 次 約 七
成 業 者 認 為「 電 子 書 / 雜 誌 出 版 」 亦 為 必 要 的 發 展 業 務
（70.26%），64.62% 業者認為「圖書直銷 / 團購」為出
版產業銷售的必要發展方式，另近六成業者認為未來我國
出版產業對於「國外作品引進」（59.49%）工作為必要
發展方向。顯示充實作品的量能仍是主要方向，包含本國
作品開發、外國作品引進，電子出版品及新型態的銷售模
式也相當受到重視，作品數量與能見度提高後，才能有助
一源多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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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195。
　　❷�「多媒體電子書」為具有影音、動態效果之電子書（App），常見形式包含但

不限於EPUB、APK、IPA、Web Book等。
　　❸�「數位創作暨閱讀平台」為透過網頁、App進行作品上傳、交流、閱讀之網路

平台，如小說平台、漫畫平台等。
　　❹�「OSMU」為One Source Multi-Use，為一源多用之意，指稱一個素材 / 創意 / 

IP衍生出多種作品、產品、商品，如小說文本可以改編為影視作品、遊戲作品
等。

3-1、我國出版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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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更關注新型態內容開發、製作發行到銷售模式

整體而言，我國出版業者對於產業未來發展方向與市
場發展潛力的看法一致，從本國作品的內容開發、製作發
行到銷售，分別為較具有市場發展潛力之前三項。其中，
製作發行更加重視數位出版形式，銷售模式則相對於既有
通路，未來將更注重經營圖書直銷 / 團購等多元銷售管道。
此外，「數位創作暨閱讀平台」、「有聲書出版」、「OSMU
一源多用」也扮演重要角色，但需奠基在作品量能上，方
能發揮並擴大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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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N=217。
　　❷�「多媒體電子書」為具有影音、動態效果之電子書（App），常見形式包含但

不限於EPUB、APK、IPA、Web Book等。
　　❸�「數位創作暨閱讀平台」為透過網頁、App進行作品上傳、交流、閱讀之網路

平台，如小說平台、漫畫平台等。
　　❹ 「OSMU」為One Source Multi-Use），為一源多用之意，指稱一個素材 / 創

意 / IP衍生出多種作品、產品、商品，如小說文本可以改編為影視作品、遊戲
作品等。

3-2、我國出版市場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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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國圖書出版業者規模與電子書發展概況

我 國 圖 書 出 版 業 者 以 中 小 型 人 力 規 模 的 出 版 社 占 多
數，2 ～ 9 人者，占總體的 59.92%。

從人力規模與電子書出版概況而言，0 ～ 1 人的一人
出版社，未出版電子書的比例超過 7 成 (76.92%)。2 ～ 9
人的小型出版社未出版電子書比例約為 5 成 (52.32%)。
至於人力規模達 25 ～ 99 人的中、大型出版社，未出版電
子書者社超過 5 成 (55.56%)，此些出版社多為童書繪本、
學習型圖書、教科書出版社。100 人以上的大集團出版社，
沒有出版電子書的比例為 0%。

表 3-1、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人力規模與電子書出版概況

僱用人力 0 ～ 1 人 2 ～ 9 人 10 ～ 24 人 25 ～ 99 人 100 人以上
家數占比 10.32% 59.92% 20.63% 7.14% 1.98%

無取得數位版權與出
版電子書之家數占比 76.92% 52.32% 53.85% 55.56% 0.00%

無出版電子新書之家
數占比 73.08% 52.32% 51.92% 61.11% 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N=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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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資 本 規 模 來 看， 我 國 資 本 規 模 在 300 萬 ～ 499 萬
之中型出版社未取得數位版權與出版電子書比例為 5 成
(50.0%)，資本額 500 萬～ 999 萬者以及資本額 1,000 萬～
3,999 萬之業者，未出版電子書的比例皆較其他資本額規
模之業者低 ( 分別為 47.06%、45.28%)，顯示資本額越高
的出版社，取得數位版權與出版電子圖書的比例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資本規模處於級距兩端的業者，
未投注電子圖書製作與出版的比例較其他資本規模業者
高。資本額未滿 100 萬之小型出版社，受於資源有限，未
取得數位版權與出版電子書的比例超過 7 成 (71.43%)；
資 本 額 4,000 萬 ～ 0.99 億 之 出 版 社， 以 及 資 本 額 超 過 1
億之出版社，兩者未取得數位版權與出版電子書比例分別
達 70.00% 與 66.67%，此些大型出版社多為童書繪本、
兒童教育、教科書、宗教類型圖書與專業地圖出版社等，
以圖書類型而言，此些類型圖書在紙本書市場需求較高；
另一方面，這些類型圖書可能在數位版權取得之難度較
高，亦影響電子圖書出版狀況。

表 3-2、2021 年我國圖書出版業者資本規模與電子書出版概況
資本總額�
( 新臺幣 )

未滿
100 萬

100 萬～
299 萬

300 萬～
499 萬

500 萬～
999 萬

1,000 萬～
3,999 萬

4,000 萬～
0.99 億

1 億以上

家數占比 26.69% 22.88% 6.78% 14.41% 22.46% 4.24% 2.54%

無取得數位版
權與出版電子
書家數占比

71.43% 53.70% 50.00% 47.06% 45.28% 70.00% 66.67%

無出版電子新
書家數占比

69.84% 51.85% 50.00% 52.94% 45.28% 70.00% 5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N=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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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國實施圖書免稅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文化部與財政部共同修訂《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
及娛樂稅辦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文化藝術事業
得就其出版或進口之圖書，申請銷售收入免徵營業稅之認
可，所有銷售經免稅認可之圖書（含漫畫書）的營業人，
其銷售收入皆無須繳納 5% 營業稅。一方面跟進全球主要
國家之圖書免稅或零稅率優惠政策，一方面期待透過租稅
優 惠， 緩 解 數 位 及 疫 情 的 衝 擊， 減 輕 出 版 產 業 之 營 運 負
擔，進而活絡出版產業發展。

此政策措施正式實施後，鼓勵了過去較少申請 ISBN
的圖書類型（如教科書、考試用書、漫畫書等）及數位出
版品申請 ISBN 或 E-ISBN，致使 2021 年度 ISBN 申請量
暴增，相關圖書統計指標受到干擾，影響趨勢判讀，未來
亦需進一步關注 2021 年的調查結果是否為圖書免徵營業
稅政策措施影響下的一次性現象。不過，出版產業對於此
政策措施的未來展望多持正向態度，長期而言，圖書相關
資訊將回歸常態，ISBN 申請量與書市發展更能夠連動、
詮釋，未來也可透過稅賦統計，完善圖書市場發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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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有聲經濟的業務規模擴大

隨著「聲音」市場的逐漸崛起，內容製作的類型有多
元化發展的機會，從文字轉譯為聲音、影像等不同內容形
式的機會增加。「有聲內容」服務逐漸成為我國數位出版
品 平 台 的 重 點 開 發 業 務，2021 年 有 61.54% 之 受 訪 業 者
表示其有聲內容業務較上年度成長，此比例明顯高於前一
年調查結果（38.48%）；同時有近六成（58.33%）的受
訪業者表示將持續擴大有聲內容業務的經營規模。

資料來源： 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上圖N=13、下圖N=12。

圖 3-3、我國數位出版品平台業者「有聲內容」業務經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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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有聲書製作程序較為複雜，現行僅部分出
版業者投入有聲書版權購買與產製流程，加以我國目前在
市面上流通的有聲內容產品數量相較紙本書、電子書仍差
距甚大，目前尚難從中觀察我國讀者對有聲內容需求的變
化， 進 而 掌 握 讀 者 的 閱 讀 偏 好 與 族 群 輪 廓， 仍 需 持 續 觀
察。另外，有聲書、線上課程、Podcast 等有聲內容的多
元化、跨界匯流，亦將為出版產業發展帶來新機會與新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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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國原創圖像作品多藉由網路社群平台曝光發表

我國民眾長期使用 Facebook 作為主要使用的社群媒
體平台，惟近年隨著各類短影音、社群平台出現，並透過
強化短影音格式、圖文排版分類功能等強調差異化定位，
消費者可近用的管道越形多元，連帶影響本業業者思考、
布局多元發表管道。

2021 年本業業者多選擇 Instagram 作為對外發表管
道（91.11%）。使用 Facebook（84.44%）、LINE（46.67%）
者比例仍高，但均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反倒是 YouTube
的使用較前兩年明顯提高（44.44%）。

實體媒體、展會方面，選擇平面雜誌媒體（11.11%）
的業者比例持續減少；圖像創作展會受到近兩年疫情影響
較明顯，選擇國外展會曝光的業者占約 26.67%，以國內
圖像創作相關展會的業者則成長至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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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可複選。
　　❷2019年N=7、2020年N=75、2021年N=45。
　　❸�2020年調查新增「市集擺攤」、「內容付費平台」，故2019年無數據呈現比

較。

圖 3-4、2019 ～ 2021 年我國原創圖像業者對外發表推廣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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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國出版行銷通路業者販售管道多元化

2021 年度我國書店業者（實體書店）沒有網路銷售
管道的比例為 50.76%，較 2020 年（51.32%）微幅減少。
而新設網路銷售管道或原本已投入經營網路通路的業者，
則更積極布局多樣化通路及方式。其中以自行架設網站
（12%）最高，其次為蝦皮體系或 PChome 體系開設網
路銷售管道，且比例較上年微幅增加。此外，今年亦有部
分業者透過 LINE 帳號、Facebook 粉絲頁或社團、超商
開店平台、Google 表單或是 Carousel（旋轉平台）等網
路管道，提供消費者多元平台之購書服務。

整體而言，書店因看重上述網路管道所提供的物流、
金流等基礎服務，從而選擇設立相應的銷售管道，加上疫
情促進書店業者提供線上服務，不僅網路銷售管道的占比
有所成長，今年更擴大至通訊軟體（LINE、Facebook 粉
絲社團等），希望藉此提供消費者更多元靈活且方便的購
書管道，並擴大觸及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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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❶2020年N=315、2021年N=368。

❷此題為複選題，故加總不為100%。

圖 3-5、2020 ～ 2021 年我國出版行銷通路業者經營網路書店（廣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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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以販售圖書收入為主的出版行銷通路業者比例
減少，以業外收入為主的業者比例增加

以營收結構比例觀察出版行銷通路家數比例，發現以
販售實體出版品作為主要收入的業者比例逐年下滑的情
況，若以其他商品及服務營收占比觀察，則呈現成長的態
勢。當前圖書零售之發展前景不明，許多業者已陸續投入
其它領域業務以維持事業經營的穩定，包括常見的文具販
售、餐飲業務外，亦有策展、場地租借，或者以最低消費
金額的方式經營複合式書店。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19年N=332、2020年N=322、2021年N=355。

圖 3-6、2021 年出版行銷通路業者實體出版品營收比例家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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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2019年N=332、2020年N=322、2021年N=272。

圖 3-7、2021 年出版行銷通路其他商品及服務之營收比例家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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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獨立單一書店經營概況

本 年 度 依 據 獨 立 單 一 書 店 營 收 結 構 分 析， 獨 立 書 店
以實體出版品占比為最高（48.93%），其次為文創商品
（16.17%）及餐飲收入（13.80%）。其他營業收入（如
場租、活動費用收取等）則占比 11.62%，顯示獨立單一
書店多為複合經營。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圖 3-8、2021 年我國獨立單一書店業者之營收結構情形



2022

年
臺
灣
文
化
內
容
產
業
調
查
報
告
∣
圖
書
、
雜
誌
、
漫
畫
、
原
創
圖
像
產
業

162

９.1. 獨立單一書店各類出版品進書、銷售折扣

2021 年整體書店業者之圖書平均進書折扣為六五折
（ 眾 數、 中 位 數 進 書 折 扣 皆 為 七 折 ）； 平 均 銷 貨 折 扣 為
七二折（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為九折及八五折）；
平均銷售最佳折扣七一折（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為
九折及八折）。

獨立單一書店業者圖書平均進書折扣為七折（眾數、
中位數進書折扣皆為七折）；平均銷售折扣為八六折（眾數、
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皆為九折）；平均銷售最佳折扣七九
折（眾數、中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為九折及八折）。

雜誌平均進書折扣為七五折（眾數、中位數進書折扣
皆為七折）；平均銷售折扣為八九折（眾數、中位數銷貨
折扣皆為九折）；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八五折（眾數、中
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皆為九折）。

漫畫平均進書折扣為七二折（眾數、中位數進書折扣
皆為七折）；平均銷售折扣為八七折（眾數、中位數銷貨
折扣皆為九折）；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八六折（眾數、中
位數銷售最佳折扣皆為九折）。

整體而言，獨立單一書店不論在圖書、雜誌、漫畫方
面平均進貨成本皆較高，使得銷售價格相對較不具有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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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021 年獨立單一書店行銷通路進書及銷售折扣

單位：折（N=89）
項��目 進書折扣 銷售折扣 銷售最佳折扣

圖書 7.0 折（7.0 折）7.0 折 9.0 折（8.6 折）9.0 折 9.0 折（7.9 折）8.0 折

雜誌 7.0 折（7.5 折）7.0 折 9.0 折（8.9 折）9.0 折 9.0 折（8.5 折）9.0 折

漫畫 7.0 折（7.2 折）7.0 折 9.0 折（8.7 折）9.0 折 9.0 折（8.6 折）9.0 折

2021 年平
均退書率 40.56% 32.15% 46.17%

註：❶括弧左側為眾數、括弧內為平均數、括弧右側為中位數。
❷�「銷售折扣」為整體圖書銷售折扣之平均、「銷售最佳折扣」為銷售情況最好

的折扣數。
❸�獨立單一書店定義為回卷業者陳列冊數在千冊以下且為臺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

社社員加上單一書店。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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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2. 單一獨立書店看重的行銷管道

2021 年獨立單一書店業者投入之行銷資源以「實體座
談會 / 演講 / 活動」為主，其次為「實體新書發表會」、「自
家社群 / 粉絲團廣告曝光」、「實體展覽」、「店面主題
折扣活動」、「實體讀書會」、「實體書展 / 特賣會」及「自
家書店網站廣告曝光」等。可觀察出獨立單一書店為導客
較注重在實體店面活動，如座談會、講座、策展等。

 

資料來源：本調查問卷整理。
註： 各選項由各出版行銷通路業者排序「名次」前1～10名，並給予對應分數1～10分

（第一名10分～第十名1分），並統計各個選項的得分占整體分數的比例。

圖 3-9、2021 年我國獨立單一書店業者行銷管道看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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