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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2020-2022 年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借閱行為的性別觀點分析 

 

壹、 前言 

臺灣社會近期因內外部因素面臨重大變遷，外部因素為 2019 年

源自於中國湖北武漢市的不明原因肺炎群聚，2020 年經世界衛生

組 織 將 此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所 造 成 的 疾 病 稱 為 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2019），並經我國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衛生福利部，2020)，此傳染病影響

擴及全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截至 2023 年 8 月止，全

球已有 7 億 6 千萬人確診，累計死亡病例達到 690 萬餘人(世界

衛生組織，2023)，因疾病傷亡人口佔全球總人口數幾近 10 分之

1，疾病帶來的社會心理壓力幾乎影響全球，也大幅度的改變人

類各方面的行為習慣。  

內部因素則為疫情及後疫情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舉凡因

管制措施引起的宅居生活，民眾使用外送、電商通路的比例增加(遠

見雜誌，2020)，「宅經濟」成為另一種經濟型態及商機，隨著疫情的

影響，理論上，以往向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籍在家閱讀的行為、購書閱

讀等行為應有提昇或增加，但事實上疫情對閱讀行為增加的影響有限，

也不必然是直接的影響因素。 

      COVID-19 大流行後，許多學校因防疫配合停課，教育及

學習型態也產生了變化，在家、線上學習是大部分教育系統採取

的因應措施，也有許多家庭採取多型態的自主學習來彌補正規及實

體教育之不足，圖書館借閱書籍、參考書、電子書等即是型態之一，

但防疫期間接近知識的機會，卻是充滿許多限制，也是有性別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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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成年女性因疫情後家庭照顧需求，被迫於家庭教育及照顧

需求及工作就業之經濟需求取捨，相較於男性，女性也更常成為留守

於家庭照顧或教育的角色(Churchill,2020)。另亦有研究指出，學齡期

女性的關鍵時期會因 Covid-19，對她們的教育途徑、福祉、社會經濟

環境和生命歷程產生了嚴重影響(Datzberger, S., Parkes, J., Bhatia, A., 

Nagawa, R., Kasidi, J.R., Musenze, B. J.,  Naker. D & Devries. K, 2022)。 

 雲林縣圖書館由文化觀光處及 23 鄉鎮圖書館組成，截至目前辦

證量為 485,120，雲林縣人口數為 661,576(雲林縣戶政入口資訊網，

2023)，縣民辦證數佔全人口數的 74%，顯見雲林縣民在疫情及後疫

情期間，運用公共圖書館的質量可觀，也象徵主管機關運用多元策略，

極力消除雲林縣民眾接觸知識的障礙，也盡力破解閱讀行為性別不平

等的限制。以下，就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行為，進行統計論述及分

析。 

貳、2020~2022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人數趨勢及性別圖象 

一、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人數趨勢 

  圖 1 為 2020~2022 年的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人數及趨勢統計結

果，依據近 3 年趨勢線呈現的結果，借閱人數於 2020 年為高峰，2021

年為低峰，2022 年回復甚至超越 2020 年的常態水準。此結果恰呼應

了 COVID-19 的發展歷程，自衛生福利部 2020 年公佈 COVID-19 為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到 2021 年 7 月國內疫情趨緩，全國調降疫情

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有限度的開放人流管制及集會人數，再到 2022

年因全國性施打疫苗及放寬自主防疫等措施，進入公共圖書館借閱人

數恢復疫前水準，歸納而言，自 2020 年、2021 年到 2022 年，為呈現

V 型借閱人數成長形態，並參照在統計意義上可視為雲林縣公共圖書

館借閱人口母群體的全國公共圖書館統計，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率的

變化，分別是 2020 年 98%、2021 年 85%及 2022 年的 109%(公共圖

書館統計系統，2023)，雲林縣與全國大抵呈現同樣的趨勢，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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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借閱人數較為低迷，疫情後因管制措施鬆綁，借閱人數回升

甚至突破往年水準。此也呼應前述研究結論，疫情並非影響閱讀人口

的直接因素，因疫病調節管制措施並不會直接改變閱讀人口結構，也

可說明借閱及閱讀行為並不會因疫情有顯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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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人數及趨勢   (資料來源：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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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行為的性別圖象 

(一)2020~2022 年女性借閱人口變化 

 檢視 2020~2022 年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各館女性借閱人口的變化，

圖 2 呈現近 3 年雲林縣各館女性借閱人數的平均佔比，女性於雲林縣

公共圖書館總借閱平均百分比為 64%，超過六成，顯示雲林縣借閱人

口以女性為多。進一步而言，女性借閱人口最高前 3 名佔比依序為斗

六市立繪本館(70%)、二崙鄉立圖書館(69%)及莿桐鄉立圖書館(68%)；

最低前 3 名佔比依序為大埤鄉立圖書館(20%)、元長鄉立圖書館(32%)、

水林鄉立圖書館及崙背鄉立圖書館(57%)。前者就雲林縣行政區位而

言為山線，後者為海縣，顯見海線女性借閱人數較低。但各館間女性

平均借閱趨勢較離散，也就是女性於各館借閱差異大，借閱性別比例

有各館分布不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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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20~2022 年女性借閱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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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2022 年男性借閱人口變化 

2020~2022 年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各館男性借閱人口的變化，

圖 3 呈現近 3 年雲林縣各館男性借閱人數的平均佔比，男性於雲

林縣公共圖書館總借閱平均百分比為 36%，低於四成，顯示雲林

縣男性借閱人口數遠較女性為少。男性借閱人口最高前 3 名佔比

依序為水林鄉立圖書館及崙背鄉立圖書館(43%)、元長鄉立圖書

館(42%)及文化觀光處(41%)；最低前 3 名佔比依序為斗六市立繪

本館(30%)、二崙鄉立圖書館(31%)、莿桐鄉立圖書館(32%)。就雲

林縣行政區位而言，男性借閱人口數大抵集中在海線圖書館，另

相較於女性借閱百分比，男性佔比雖低，但離均趨勢較為緩和，

也就是男性於各館借閱差異情形不大，較符合統計常態分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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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20~2022 年男性借閱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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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2020-2022 性別及年齡層借閱交叉分析 

(一)女性 

 如以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統計區間以 15 歲為年齡間距)為變

項進行交叉分析，由圖 4 可以發現借閱人口集中在 32-47 歲的女性

人口，不僅是各年齡層人數最多，也是性別差異最大的，也就是近

3 年的女性閱讀人口以 32 歲到 47 歲，成年到中年階段的女性為主

力。以性別比而言，女性借閱較男性人數次多的為 48 歲到 63 歲的

中老年人口，再次則為 16 歲到 31 歲、0 歲到 15 歲的青少年、中年

及學齡人口，歸納而言，綜合女性借閱年齡層，以成年至中年階段

的女性為主力，中老年人口次之，學齡期再次之。 

(二)男性 

以男性而言，以年齡層借閱數而言，可以觀察到 0 歲到 15 歲的

青少年為借閱的主力，32 歲到 47 歲次之，但兩年齡層均遠不及女

性借閱人數，男性性別比從 64 歲到 79 歲才逐漸與同年齡層女性平

衡，80 歲至 100 歲才勝過女性借閱人數。歸納而言，綜合男性借閱

年齡層，以學齡期男性為借閱的主力，成年到中年階段次之，中老

年人口再次之，但到中晚年階段男性借閱人數與女性借閱人數才漸

平衡，晚年男性的借閱人數始勝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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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20~2022 性別及年齡層借閱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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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020-2022 性別及職業別借閱交叉分析 

 為了更進一步描繪疫情及後疫情，不同性別、不同職業別的讀

者借閱情形，以下統整了 2020~2022 年不同性別及職業別的一般讀

者(不含團體類型借閱者)借閱情形，而為了更精確的描繪借閱者特

徵，以長期及頻繁有借閱行為的讀者為分析對象，篩選近 3 年借閱

冊數最多的讀者群(近 3 年借閱數前 100 名為統計分析母群體)，進

行交叉分析比對出高度借閱行為讀者之借閱樣態。 

 

(一)2020~2022 女性不同職業別借閱情形 

如圖 5 所示，可以發現除了讀者職業別為預設及其他之類型之

外，近 3 年女性職業別，依序為公教業別，平均年齡為 57 歲；自由

業，平均年齡為 41 歲；家管，平均年齡為 55 歲，服務業，平均年

齡為 47 歲；學生，平均年齡為 21 歲；商業，平均年齡為 54 歲；醫

護，平均年齡為 36 歲；農漁業別，平均年齡為 42 歲及工業，平均

年齡為 40 歲。歸納而言，近 3 年女性借閱者以中年期的公教人員、

自由業及家管為主力。 

(二)2020~2022 男性不同職業別借閱情形 

 如圖 6 所示，近 3 年男性職業別，除了讀者職業別為預設及其

他之類型之外，與前揭女性職業別排序有顯著不同，男性職業別依

序為學生，平均年齡為 17 歲；自由業，平均年齡為 31 歲；公教業

別，平均年齡為 56 歲；服務業，平均年齡為 37 歲；工業，平均年

齡為 47 歲；農漁業別，平均年齡為 56 歲；商業，平均年齡為 61

歲；軍警業別，平均年齡為 44 歲；金融業別，平均年齡為 52 歲。

歸納而言，近 3 年男性借閱者以青少年學生族群為主，青年期自由

業社群次之，中年期的公教人員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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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20~2022 女性不同職業別借閱情形       (資料來源：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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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冊數 72726 42987 28230 20388 17117 14725 4458 1687 1530 1242

平均年齡 29 57 41 55 47 21 54 36 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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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20~2022 男性不同職業別借閱情形       (資料來源：雲林縣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學生 預設及其他 自由業 公教 服務業 工業 農漁 商業 軍警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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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齡 17 28 31 56 37 47 56 61 4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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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分析及結論  

 (一)2020~2022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人數趨勢及性別圖象 

以疫情 /後疫情時期為基礎，根據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借閱人數，女性占了六成多，男性佔了不

到四成，顯示雲林縣借閱人口性比例，女性遠勝於男性，相

較於疫情期間(2021 年)的國人閱讀習慣調查，此調查以圖書

資訊使用行為基礎，有詳實的統計數據及結果，可視為統計

意義上的母群體。與本研究分析比較，女性借閱率(60.33%)

與男性借閱率(39.67%)，也就是六成、四成的性別比例分配，

顯見雲林縣公共圖書館與全國公共圖書館的性別借閱比例

及性別圖象相同，質言之即女性閱讀及借閱人口高於男性，

女性更常進圖書館進行圖書借閱、參與相關活動等行為。  

另統計分析結果亦顯示，疫情並非影響閱讀人口的直接因素，

因疫病調節管制措施並不會直接改變閱讀人口結構，借閱及閱讀

行為非受疫情影響，僅有管制措施的配合效應，管制措施一解除，

借閱行為即恢復常態。且統計分析結果，女性因疫情接近知識的

機會並無受限，反而借閱率穩定成長，反應的是國情、因地而異

的情形。 

而在性別與館別的借閱差異比較，以雲林縣行政區域畫分，

女性借閱人數山線較高，海線較低，男性借閱人口數大抵集中

在海線圖書館，與女性呈現此消彼長趨勢，惟女性在特定的鄉

鎮借閱比例較懸殊，男性則差異不大。 

因此分眾化圖書及借閱促進活動，鼓勵男性多利用及借閱圖

書資源的性別促進講座等活動就顯得必要且需量身設計。 

 

(二) 2020-2022 性別及年齡層借閱分析 

以 15 歲為年齡間距，女性借閱年齡層，以成年至中年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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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為主力，中老年人口次之，學齡期再次之；男性以學齡期為

借閱的主力，成年到中年階段次之，中老年人口再次之。中晚年

階段男性借閱人數與女性借閱人數才漸平衡，晚年男性的借閱人

數始勝於女性。 

女性借閱以成年到中老年人口群為主，男性則以學齡到成年

人口群為主，相對而言，其餘人口群的借閱策進措施就顯得重要。 

 

(三)2020-2022 性別及職業別借閱分析 

近 3 年女性借閱者以中年期的公教人員、自由業及家管為主

力，男性借閱者以青少年學生族群為主，青年期自由業社群次之，

中年期的公教人員再次之。顯見男女性的借閱人口群差異甚大，

女性以願意充實自我、較有個人時間的族群為主，也就是較有餘

裕時間可投資或從事閱讀活動，男性則以學生、年輕人為借閱族

群，推論應為「工具性」借閱目的為主，例如因課程或專業技術

等需要，需使用圖書館的教育或專業知識資源。 

 

陸、策進作為  

 (一)分齡分眾化及分區化的借閱圖書策進活動  

 因應不同族群辦理相關策進活動，特別是鼓勵男性多進公共

圖書館借閱的活動設計，男性接觸圖書館借閱行為，多以工具性

目的，也就是有特定的需要聯結到特定圖書類型的借閱，故可設

定不同智識或操作型的圖書講座活動，或邀請名人專家學者推

薦好書、簽書會等方式，吸引男性參與圖書館活動及借閱。統計

分析也突顯出，高齡讀者的使用需求也必須重視，高齡者鮮少成

為借閱及圖書活動設計的主體，可針對高齡使用者進一步設計

適合的相關活動。  

  另於雲林縣山海線圖書館，各館則可參考較少使用之族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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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設計相關文化及圖書資源促進講座、文化活動、行動書車

等增加使用人數。   

(二)整體借閱率及新興借閱型態的促進  

 相較於全國借閱率表現，雲林縣公共圖書館整體借閱率雖自

疫情到後疫情有所提昇，但整體而言各鄉鎮(除了二崙、莿桐、

古坑、四湖、土庫及元長鄉)在這 3 年間的借閱率卻是下滑的趨

勢，疫情的影響雖不直接，但確實某程度上改變特定的行為習

慣，生活各層面皆然，借閱及閱讀行為有其特殊性，需長期及積

極養成，除非內在動機強烈，否則易中斷，換句話說，閱讀是種

需動機的積極行為，一旦受到阻礙，很多人就容易因各種不便理

由放棄閱讀，也就誠如因防疫的禁制措施，容易成為不借閱不閱

讀的藉口，長期以往對借閱或閱讀推廣活動會造成負面影響，因

此，主管機關應透過多元的促進或獎勵活動，例如雲林縣政府文

化觀光處於 112 年 4 月辦理的「閱讀存摺-讀力成長集點趣」活

動，鼓勵民眾多借閱書籍，集點後可兌換相關文具或用品。  

 再者，因疫情影響，電子書的借閱成為新興的圖書借閱及閱

讀型態，電子書成為防疫時期民眾首選的閱讀資源，依據調查

2020 到 2022 防疫期間，電子書的借閱人次成長了 62%，反觀雲

林縣電子書借閱人次及借閱冊數卻雙雙衰退，顯然有成長的空

間，未來應辦理提昇及促進電子書閱讀的相關活動，除增加電子

書閱讀，也可成為對抗疫情並延續閱讀習慣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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