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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出版學會委託新論壇，在 1月至 3月以音頻電話成功訪問了 1876名市民，以了解

他們的閱讀習慣，數據以香港年齡分布作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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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結果 

1. 三成人一年無讀實體印刷書  

 在 1876名受訪者當中，有 1287人(68.6%)表示在過去一年有閱讀實體印刷書籍的

習慣，589人(31.4%)沒有閱讀實體印刷書籍，與過去 3年比較，實體印刷書籍讀

者維持約七成。(見附錄表 1a) 

 

 

 

 

 

 

 

 

 

 

 

 

 

 

 

 

 

 

 從相關年齡分析中發現，年輕受訪者有較高的閱讀比例：18歲以下、18-30歲以

及 31-40歲的受訪者均維持約七至八成人有閱讀實體印刷書；41-50歲的閱讀比例

有 75.2%，之後逐漸下降至 61-84歲的 48.1%。 (見附錄表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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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八成人無聽過「共享‧喜閱新時代」 

 在 1876名受訪者當中，78.9%受訪者表示無聽過由政府推行嘅閱讀推廣運動「共

享‧喜閱新時代」，當中 18-30歲的比例最高達 86.0%；(見附錄表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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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閱讀原因：近五成人無閱讀習慣   

 問及過去一年沒有閱讀實體書習慣的受訪者(589人)不閱讀的原因，結果發現當中

48.6%表示「一向都無閱讀印刷書籍嘅習慣」；從相關年齡分析中發現，18歲以

下受訪者中有 80.8%表示「一向都無閱讀印刷書籍嘅習慣」，是所有年齡層中最

高。(見附錄表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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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在這一題中表示沒有閱讀習慣的個案後，「無時間或工作太忙」是最多人選

擇的答案，有 46.0%；其次是「網上閱讀已經足夠，唔使睇書」，有 25.2%；表

示「睇書好攰，想搵其他休閒娛樂」有 21.2%，認為「揾唔到啱自己興趣或程度

嘅書」有 7.6% ； (見附錄表 2b) 

 

 

 

 

 

 

 

 

 

 

 

 

 

 

 與過去 1年比較，選擇「無時間或工作太忙」的受訪者回升約 3個百分點，仍然

是受訪者沒有閱讀實體書的主因，表示「睇書好攰，想搵其他休閒娛樂」較 2018

年增加約 6個百分點1；「網上閱讀已經夠」的比率亦較去年下降約 6個百分點； 

 

 

 

 

 

 

 

 

 

 

 

 

 

 

 

 

 

 

 

                                                      
1
 圖中 2018年數字按今年調查設計作出調整，請以今年報告數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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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次調查中，本身有閱讀習慣但過去一年無睇書的受訪者，除了因為「無時間

或工作太忙」外，似乎亦較受網上閱讀影響，當中以 18-30的非讀者為甚，有近

四成表示不閱讀的原因是網上閱讀已經夠，數字由 2018年的 34%上升至 2019年

的 40.5%。(見附錄表 2c)
2 

 

 

 

 

 

 

 

 

 

 

 

4. 讀者過去一年閱讀習慣保持穩定 

 問及有看書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閱讀習慣：18.0%表示「睇多左」，41.6%表示

「睇少左」，39.1%「無乜變化」，1.4%「唔清楚或無意見」。與 2018年比較，

表示「睇少左印刷書」的受訪者增加近 8個百分點 (見附錄表 3) 

 

 

 

 

 

 

 

 

 

  

                                                      
2
 圖中 2018年數字按今年調查設計作出調整，請以今年報告數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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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閱讀受訪者之閱讀質素  

 在有閱讀印刷書籍習慣的 1287名受訪者當中，排除漫畫和教科書，受訪者的閱讀

時數和閱讀書本數目為： 

 一周閱讀中位數有 3小時：當中有 60.1%受訪者每週閱讀是 1至 3小時，另有

21.8%受訪者每周閱讀 7小時或以上。一周閱讀中位數保持不變。(見附錄表 4a 

及 4b ) 

 

 

 

 

 

 

 

 

 

 

 

 

 

 

 

 

 

 

 每月閱讀書本中位數為 2本：當中有 69.3%受訪者每月閱讀 1或 2本書，亦有

16.9%受訪者每月閱讀書本多於 4本；每月閱讀書本中位數保持不變(見附錄表 4a 

及 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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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體印刷書籍讀者的買書習慣 

 書本來源：被問到閱讀書籍的來源，有 49.8%的受訪者表示閱讀的書是「自己買

多」；有 8.1%是「問人借多」，有 35.2%是在「圖書館借多」，5.5%表示三樣都

有。當中較多 51-60歲及 61-84歲讀者表示「圖書館借多」；與 2018年相比，表

示「圖書館借多」的受訪者增加約 3個百分點。(見附錄表 5) 

 

 

 

 

 

 

 

 

 

 

 

 

 

 

 

 

 

 買書開支：在有閱讀的受訪者中，75.1%表示在過去一年有買書；(見附錄表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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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年有買書的受訪者中， 77.4%開支為$500以下：其中 14.4%表示買書開

支為$50以下 ；16.7%開支為$50-$100 ；29.1%開支為$100-$300 ；17.2%開支為

$300-$500；另外有 14.2%開支為$500-$1000；3.9%開支為$1000-$2000 ；4.6%開

支為$2000以上。(見附錄表 6b) 

 與 2018年相比，有買書的讀者下降約 2個百份點，購書者開支在$1000以上的比

例亦稍為下降。 

 

 
 

 每年購書中位數：在有買書的受訪者當中，每年購書中位數為 5本。而表示每年

買 1至 5本書的受訪者佔 60.3%。(1至 3本佔 36.8%，4至 5本佔 23.4%)，亦有

19.0%受訪者每年購書多於 10本；(見附錄表 7a及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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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受讀者歡迎書類及閱讀動機 

 文學小說、保健養生、人文歷史時事為首要閱讀書籍：有 25.5%受訪者表示是文

學小說，18.4%是保健養生同烹飪，16.9%是心靈勵志類，12.9%是旅遊地理類，

12.3%人文歷史時事政治類， 5.1%是金融財經管理類，2.2%是語言學習類，6.7%

表示「其他」。(見附錄表 8) 

 

 

 

 

 

 

 

 

 

 

 

 

 

 

 

 

 

 

 有近五成八的 18歲以下選擇文學小說類；在 31-40歲、41-50歲及 51-60及 60歲

以上的讀者選擇文學小說跌至兩成以下；51-60歲及 60歲以上讀者有兩成三至三

成七選擇保健養生同烹飪，顯示這個書類較受年長讀者歡迎。(見附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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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主要目的：51.2%受訪者表示是增加知識，30.5%是娛樂放鬆，4.0%是培養創

造力同想像力， 2.4%是增加同朋友聊天話題，2.7%是增加職場或考試競爭能力，

9.2%是其他原因。結果與 2018年相比沒有大分別。(見附錄表 9) 

 

 

 

 

 

 

 

 

 

 

 

 18歲以下讀者，有 42.9%表示閱讀主要目的是娛樂放鬆，但數字隨著年齡上升而

下降，在 18-30歲的 35%，至 60歲以上的 22.7%；除了 18歲以下讀者外，其他

年齡層都約有四成七至五成七的讀者以增加知識為閱讀主要目的；(見附錄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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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六成人有網上閱讀習慣   

 網上閱讀：有 64.8%受訪者表示，有用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上網進行閱讀，有

35.2%表示「完全無」。與 2018年相約。(見附錄表 10) 

 

 

 

 

 

 

 

 

 

 

 

 

 每天平均上網閱讀時數：中位數是 2小時，11.1%每天平均上網閱讀達 3小時以上。

(見附錄表 11a及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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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示有網上閱讀的受訪者中，只有 13.1%表示是用作「睇電子書」，大部份受

訪者(47.2%)表示是用作「睇新聞或新聞評論」，另有 31.2%表示是「上社交媒體

如臉書/whatsapp/wechat/instagram等閱讀貼文」；(見附錄表 12)  

 

 

 

 

 

 

 

 

 

 

 

 

 

 

 

 

 

 

 

 

 另外，「18歲以下」及「31至 40歲」受訪者中，分別有三成七人表示「上社交

媒體閱讀貼文」是上網閱讀主要目的，是最高比例的年齡群；41歲以上受訪者有

半數受訪者表示以「睇新聞或新聞評論」為上網閱讀主要目的，當中以 41-50歲

比例最高(61.4%)；(見附錄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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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選擇：問及受訪者若一本書同時有電子本和印刷本會怎樣選擇，29.1%會選

電子本，59.6%會選印刷本，4.4%會視乎價錢而定，6.9%則視乎書本而定。不同

年齡的受訪者均較接受印刷本，其中 18-30歲受訪者對印刷本的接受程度較高，

達六成；另一方面， 60歲以上受訪者對電子本的接受程度最低，只有不足兩成。

(見附錄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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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 

1. 香港讀者閱讀質素穩定：是次調查反映有近七成受訪者有閱讀印刷書籍的習慣，

有三成人沒有閱讀實體書習慣，與過去 3年結果接近。在有閱讀習慣的受訪者當

中，一周閱讀中位數有 3小時，每月閱讀中位數有 2本書，一年購買書本中位數

為 5本書，顯示出香港讀者的閱讀質素在過去 4年大致保持穩定。 

(見附錄表 1、4a/4b/4c及 7a/7b) 

 

2. 近八成人無聽過「共享‧喜閱新時代」：近八成受訪者表示沒有聽過由政府推行

的閱讀推廣運動「共享‧喜閱新時代」。(見附錄表 1b) 

 

3. 非讀者群五成沒有閱讀習慣：在過去一年沒有閱讀的三成受訪者中，有近五成人

表示沒有閱讀習慣。排除沒有閱讀習慣的個案後，「無時間或工作太忙」仍然是

受訪者沒有閱讀實體書的主因(46.0%)，表示「睇書好攰，想搵其他休閒娛樂」較

2018年增加約 6個百分點；「網上閱讀已經夠」的比率，雖然較去年下降約 6個

百分點，但是 18-30歲非讀者當中，有近四成表示不閱讀的原因是網上閱讀已經

夠。 (見附錄表 2a/2b/2c) 

 

4. 四成讀者群過去一年減少閱讀：問及有看書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閱讀習慣，逾四

成人表示在過去一年閱讀習慣減少，數字較 2018年增加近 8個百分點。(見附錄

表 3) 

 

5. 購書人數稍跌：被問到閱讀書籍的來源，近半受訪者表示閱讀的書是「自己買

多」；另外，有七成半人表示在過去一年有花錢買書，數字較 2018年下跌 2個百

份點，當中七成八人開支為$500以下；(見附錄表 5及 6a/6b) 

 

6. 不同年齡喜愛書類差異大：文學小說類書籍仍然是受訪者首要閱讀書籍，當中以

18歲以下的讀者群最多，有近六成，保健養生同烹飪書則較受年長讀者歡迎。(見

附錄表 8) 

 

7. 成年港人較少視閱讀為娛樂：近五成一受訪者表示閱讀為求知識，與去年相約；

另外約有三成人為娛樂放鬆而閱讀，較去年上升 3個百分點。18歲以下讀者，有

四成多表示娛樂放鬆是閱讀主要目的，但有關比例隨著受訪者的年齡上升而下降，

在 31-50歲跌至約三成，至 60歲以上僅約有兩成。(見附錄表 9及 10) 

 

8. 網上閱讀/電子書未成主流：六成四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有上網閱讀，與 2018年

相約；表示有網上閱讀並以閱讀電子書為多的受訪者只有一成三；若一本書同時

有電子本和印刷本，近六成受訪者仍然選擇印刷本，選擇電子書的只有約三成，

當中以 18歲以下比例較高；與過去 3年比較，寧可選擇印刷本的受訪者維持大多

數，選擇電子書的受訪者則較 2018年稍下跌約 3個百分點。 (見表 11a/11b、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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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推動閱讀文化迎接電子閱讀提倡聰明閱讀 

1. 要為全民閱讀而繼續努力：持續四年的全民閱讀調查，結果都是有超過三成的受訪

者一年內未讀過紙本書，而在不閱讀群組中有近五成人表明無閱讀習慣，對於現代

化國際都會的香港，是偏高的數字。首先，社會要保持高競爭力，提升軟實力極為

重要。更要以提升全民閱讀及終身學習，才能在全球化中立足。四年來不閱讀的比

例數字未有改善，香港應要為全民閱讀在各層面及社區推廣而加倍努力。其次，在

世界閱讀日前，我們希望市民反思一下閱讀的作用和價值。閱讀應該是一種享受、

一種思想的淨化，一場心靈自由之旅。本會希望鼓勵去年未讀過紙本書的港人，今

年嘗試發掘閱讀的樂趣及自由，挑一本吸引你的書，享受其中。本會很同意加強推

動全城「閱讀約章」計劃，鼓勵社會反思閱讀的價值，使之成為個人的一種文化身

份。 

 

2. 要解決閱讀動機不足的問題：多年來大學對在校學生閱讀能力的調查已指出，本港

學生閱讀理解在全球排第三，但閱讀興趣排列最後十名。學生在校時，對不感興趣

的事拚盡全力，提昇了語文能力，卻不一定享受到閱讀樂趣。本會進行了四年的閱

讀調查，發現受訪者的閱讀比例在 31-40 歲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這可能反映了受

訪者的閱讀動機在離校後開始下降的問題。對剛離校投身工作的的青年，如何鼓勵

他們自發地讀一本書，重拾閱讀樂趣，是關鍵的一步。至於對在校兒童及青年，家

長的鼓勵十分重要。家長的陪讀，甚至以身作則做一個閱讀榜樣，對培養孩子閱讀，

以至建立長期閱讀習慣均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3. 網上及電子閱讀的變化值得留意：今年調查結果較值得留意的變化，首先逾四成人

表示在過去一年閱讀習慣減少，數字較去年增加 8個百分點；在 18至 30歲的非讀

者中，以網上閱讀已經足夠為由不閱讀的比例亦有 6個百分點的上升。此外，每日

網上閱讀的中位數是 2小時，但網上閱讀達 3小時的人數增加約 11%，而讀者在印

刷書及電子書之間，18 歲以下讀者選擇後者的比例亦有上升。由於網上及電子閱

讀不一定是指電子書，所以網上及電子閱讀在本港是否成風，仍尚待觀察引證。外

國近年提出「聰明閱讀」(ReadSmart)的概念，研究不同載體的閱讀作用，香港也要

迎上，做更多的研究和討論。同時，香港本土市場狹小，出版業界受到資源和技術

等限制，在發展電子閱讀產品時困難不少。出版是文創產業的根本。本會建議政府

應提供誘因與資助，為業界培訓人材，協助出版界迎接網上及電子閱讀的潮流。 

 

4. 加強在校圖書館支援：政府去年推出的「共享‧喜閱新時代」，為學校提供 4萬至

7 萬元閱讀津貼，津貼不但可用於購買書籍，也可用於舉辦推廣閱讀活動，是政府

在推動閱讀上的重要措施。雖然推動閱讀，必須要全校參與，但是具體的執行工作，

多是交由圖書館主任負責，可是，目前大部份學校的圖書館主任，都要兼任教學，

如果學校沒有為圖書館聘請專職助理，恆常的運作已令他們應接不暇，難以兼顧其

他推廣活動，故此，要有效運用閱讀津貼，落實推廣閱讀的初衷，教育局和學校應

充分發揮視圖書館主任的專業角色，減省他們教學的擔子，並聘請專職的圖書館助

理，讓他們可專心策劃推廣閱讀。另外，教育局亦應提供培訓予圖書館主任，讓他

們能掌握最新的資訊和技巧，在推廣閱讀上達到更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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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廣閱讀是要全面、持續地進行，同時要由各界合作才可有效達致：出版界近年一

直呼籲與政府、學校合作，攜手分工，訂立推廣閱讀的計劃，並要有具體的行動方

案和目標，投入資源。調查發現社會對政府去年推出的「共享‧喜閱新時代」認知

似乎不足, 各界亦可加強協作及宣傳。近月康文署獲撥款開發「智慧圖書館系統」

以期在電子閱讀體驗及與讀者智慧互動上，追上新一代讀者的要求，業界深表歡迎，

讓更多本地作者創作，能以電子書形式供借閱，期望圖書館能以合理價錢購電子書，

以支持本土作者創作。在推廣閱讀上，業界願以伙伴角色，與教育局、康文署、學

校、家校會、企業等合作，將社會上的文化和閱讀資源、資訊充份整合、充份利用

和發揮。在三年來的調查中明顯見到，圖書的主題和內容是讀者的最重要選擇。出

版社透過選書、組織作者、設計閱讀專題，在書店、圖書館和學校等，給讀者推介，

令讀者享受閱讀，對閱讀產生更大的興趣，是極為重要的。 

 

6. 切實引入借閱權：業界一直要求政府要引入「借閱權」。在不影響既有公共圖書館

服務的前提下，補償本地作者及出版商因為公共圖書館服務帶來的潛在銷售損失，

為作者提供合理補償，以吸引更多本地作者投身出版和文學創作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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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列數據 

表 1a 

 

請問你喺過去嘅一年有無睇過印刷書籍呢？  

有 無 

18歲以下 77.8% 22.2% 

18至30歲 79.7% 20.3% 

31至40歲 77.2% 22.8% 

41至50歲 75.2% 24.8% 

51至60歲 60.1% 39.9% 

61至84歲 48.1% 51.9% 

Total 
68.6% 31.4% 

2016 68.8% 31.2% 

2017 67.6% 32.4% 

2018 68.8% 31.2% 

 

表 1b 

 

請問你有無聽過由政府推行嘅閱讀推廣運動「共享‧喜閱新時代」？ 

有 無 唔清楚，無意見 

18歲以下 30.8% 63.2% 6.0% 

18至30歲 10.6% 86.0% 3.4% 

31至40歲 13.5% 83.0% 3.5% 

41至50歲 12.6% 82.2% 5.2% 

51至60歲 15.2% 79.8% 5.0% 

61至84歲 16.9% 69.1% 13.9% 

Total 
14.8% 78.9% 6.2% 

 

表 2a 

 

請問你係過去嘅一年無睇印刷書籍嘅主要原因係咩？ 

一向都無閱讀印刷書籍嘅習慣 其他原因(見表2b) 

18歲以下 80.8% 19.2% 

18至30歲 45.5% 54.5% 

31至40歲 48.1% 41.9% 

41至50歲 35.8% 64.2% 

51至60歲 43.7% 56.3% 

61至84歲 54.7% 45.3% 

Total 
48.6% 41.4% 

2017 48.0% 52.0% 

2018 41.9%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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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 

 

請問你係過去嘅一年無睇印刷書籍嘅主要原因係咩？(排除沒有閱讀習慣的受訪

者) 

無時間或工作太

忙 

睇書好攰，想搵

其他休閒娛樂 

揾唔到啱自己興

趣或程度嘅書 

網上閱讀已經足

夠，唔使睇書 

18歲以下 40.0% 20.0% 20.0% 20.0% 

18至30歲 33.3% 19.0% 7.1% 40.5% 

31至40歲 43.9% 12.2% 7.3% 36.6% 

41至50歲 53.8% 11.5% 9.6% 25.0% 

51至60歲 48.7% 26.3% 5.3% 19.7% 

61至84歲 46.5% 27.9% 8.1% 17.4% 

Total 
46.0% 21.2% 7.6% 25.2% 

2017* 47.8% 18.9% 10.1% 23.2% 

2018* 42.8% 15.2% 10.4% 31.5% 

*2017/18年數字按今年調查設計作出調整，請以今年報告數字為準。 

 

表 2c 

 

(承上題) 網上閱讀已經足夠，唔使睇書 

2018* 2019 

18歲以下 17.1% 20.0% 

18至30歲 34.0% 40.5% 

31至40歲 51.4% 36.6% 

41至50歲 41.9% 25.0% 

51至60歲 32.4% 19.7% 

61至84歲 14.8% 17.4% 

Total 31.5% 25.2% 

*2018年數字按今年調查設計作出調整，請以今年報告數字為準。 

 

表 3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覺得自己係睇多左印刷書，睇少左印刷書，

定係無乜變化呢？ 

睇多左印刷書 睇少左印刷書 無乜變化 唔清楚無意見 

18歲以下 30.0% 26.7% 38.9% 4.4% 

18至30歲 21.5% 39.4% 37.4% 1.7% 

31至40歲 17.6% 41.2% 40.8% 0.4% 

41至50歲 11.8% 52.7% 33.9% 1.6% 

51至60歲 16.1% 40.5% 42.4% 1.0% 

61至84歲 17.0% 39.2% 42.6% 1.1% 

Total 
18.0% 41.6% 39.1% 1.4% 

2016 22.7% 33.4% 42.1% 1.8% 

2017 17.3% 33.8% 44.6% 4.3% 

2018 19.0% 33.1% 43.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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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你平均一個禮拜

大概用幾多小時睇書呢？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平

均一個月大概睇左幾多本書呢？ 

一週讀書時數中位數(小時) 每月閱讀中位數(本) 

18歲以下 2 4 

18至30歲 3 2 

31至40歲 2 1 

41至50歲 2 1 

51至60歲 3 2 

61至84歲 3 2 

Total 
3 2 

2016 3 2 

2017 3 2 

2018 3 2 

 

表 4b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你平均一個禮拜大概用幾多小時睇書呢？ 

一週讀書時數 (小時) 

1小時 2小時 3小時 4-6小時 7小時或以上 

2016 27.1% 19.8% 11.8% 19.0% 22.4% 

2017 25.1% 18.9% 14.7% 18.3% 23.0% 

2018 25.1% 20.2% 13.3% 15.9% 25.3% 

2019 29.6% 19.0% 11.5% 18.1% 21.8% 

 

表 4c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平均一個月大概睇左幾多本書呢？ 

每月閱讀數量(本) 

1本 2本 3-4本 多於4本 

2016 45.0% 22.8% 15.5% 16.6% 

2017 46.8% 19.2% 16.0% 18.0% 

2018 44.8% 19.0% 16.4% 19.9% 

2019 47.5% 21.8% 13.8%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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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你睇嘅書，會係自己買多、問人借多、定係圖書館借多呢？ 

自己買多 問人借多 係圖書館借

多 

以上三樣都

有 

唔清楚，或

無意見 

18歲以下 40.4% 14.6% 32.6% 7.9% 4.5% 

18至30歲 56.0% 7.0% 31.5% 4.6% 1.0% 

31至40歲 57.5% 5.6% 31.3% 4.5% 1.1% 

41至50歲 52.0% 7.8% 35.2% 4.5% 0.4% 

51至60歲 45.4% 8.3% 38.5% 6.8% 1.0% 

61至84歲 34.7% 10.8% 44.9% 7.4% 2.3% 

Total 49.8% 8.1% 35.2% 5.5% 1.3% 

2016 46.5% 10.1% 37.4% 5.1% 0.9% 

2017 54.0% 9.0% 31.5% 4.9% 0.7% 

2018 50.4% 10.7% 32.4% 5.7% 0.8% 

 

表 6a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大概用左幾多錢買書呢？ 

 無買書 有買書 (見表6b) 

2016年 23.7% 76.3% 

2017年 15.9% 84.1% 

2018年 22.9% 77.1% 

2019年 24.9% 75.1% 

 

表 6b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大概用左幾多錢買書呢？ 

$50 

以下 

$50 

-$100 

$100 -

$300 

$300 

-$500 

$500 

-$1000 

$1000 -

$2000 

$2000 

以上 

18歲以下 9.8% 25.5% 25.5% 11.8% 11.8% 3.9% 11.8% 

18至30歲 13.3% 11.6% 32.0% 19.3% 15.5% 3.3% 5.0% 

31至40歲 10.3% 15.2% 29.9% 20.7% 14.7% 5.4% 3.8% 

41至50歲 14.0% 17.1% 28.0% 17.1% 16.5% 3.7% 3.7% 

51至60歲 14.3% 19.6% 23.2% 16.1% 16.1% 3.6% 7.1% 

61至84歲 27.3% 20.2% 32.3% 11.1% 6.1% 3.0% 0.0% 

Total 
14.4% 16.7% 29.1% 17.2% 14.2% 3.9% 4.6% 

2016 11.6% 18.8% 26.1% 18.0% 14.3% 6.8% 4.4% 

2017 9.2% 17.7% 28.9% 19.9% 14.5% 4.7% 5.0% 

2018 10.1% 16.6% 29.0% 17.9% 12.8% 7.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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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大概買左幾多本書呢？ 

每年購書中位數 

18歲以下 7 

18至30歲 5 

31至40歲 5 

41至50歲 5 

51至60歲 5 

61至84歲 4 

Total 5 

2016 6 

2017 5 

2018 5 

 

表 7b 唔計漫畫或教科書，喺過去一年，你大概用左幾多錢買書呢？ 

每年購書數量(本) 

 1至3本 4至5本 6至10本 多於10本 

2016年 29.1% 19.6% 25.6% 25.7% 

2017年 33.8% 19.9% 24.5% 21.8% 

2018年 31.7% 22.6% 21.9% 23.9% 

2019年 36.8% 23.4% 20.8% 19.0% 

 

表 8 

 

 

喺以下嘅書籍分類當中，您睇得最多嘅係？ 

旅遊地

理類 

保健養

生 

烹飪飲

食類 

心靈勵

志類 

文學小

說 

人文歷

史時事

政治類 

金融財

經管理

類 

語言 

學習類 

其他類

別 

18歲以下 11.1% 1.1% 10.0% 57.8% 8.9% 1.1% 3.3% 6.7% 

18至30歲 13.2% 7.3% 14.6% 41.4% 13.2% 3.0% 1.7% 5.6% 

31至40歲 13.8% 16.0% 25.0% 17.5% 10.4% 6.3% 2.2% 8.6% 

41至50歲 13.0% 22.8% 17.5% 19.9% 11.8% 4.9% 1.2% 8.9% 

51至60歲 14.1% 23.8% 18.9% 15.5% 13.1% 7.3% 3.4% 3.9% 

61至84歲 10.7% 37.1% 9.0% 13.5% 15.2% 6.7% 2.2% 5.6% 

Total 
12.9% 18.4% 16.9% 25.5% 12.3% 5.1% 2.2% 6.7% 

2016 13.2% 16.3% 16.7% 22.6% 16.6% 5.3% 2.2% 7.0% 

2017 11.9% 19.5% 13.9% 24.0% 15.2% 4.3% 2.1% 9.2% 

2018 12.3% 16.0% 14.0% 26.3% 15.9% 4.8% 2.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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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以下邊一個，係你睇書最主要嘅目的呢？ 

增加知識 娛樂放鬆 增加同朋

友聊天話

題 

培養創造

力同想像

力 

增加職場

或考試競

爭能力 

其他原因 

18歲以下 29.7% 42.9% 4.4% 5.5% 5.5% 12.1% 

18至30歲 46.9% 35.0% 2.6% 7.3% 2.3% 5.9% 

31至40歲 55.4% 29.6% 0.4% 4.5% 3.4% 6.7% 

41至50歲 53.1% 30.2% 2.0% 2.0% 2.4% 10.2% 

51至60歲 56.8% 26.7% 3.4% 0.5% 2.4% 10.2% 

61至84歲 54.0% 22.7% 3.4% 4.0% 1.7% 14.2% 

Total 
51.2% 30.5% 2.4% 4.0% 2.7% 9.2% 

2016 

2017 

2018 

49.4% 

47.5% 

51.7% 

28.2% 

29.3% 

27.1% 

3.1% 

3.1% 

2.9% 

5.3% 

5.9% 

5.6% 

2.2% 

1.6% 

1.6% 

11.8% 

12.5% 

11.0% 

 

表 10 

 

請問你係過去嘅一年，你有無用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上網閱讀呢？ 

完全無 好少有，平均每日少過

1小時 

經常有，平均每日用多

過1小時 

18歲以下 36.8% 32.5% 30.8% 

18至30歲 26.9% 40.1% 33.0% 

31至40歲 26.7% 39.1% 34.2% 

41至50歲 31.4% 37.5% 31.1% 

51至60歲 33.3% 42.1% 24.6% 

61至84歲 56.3% 26.5% 17.2% 

Total 
35.2% 36.7% 28.1% 

2016 

2017 

2018 

35.7% 

40.1% 

36.1% 

37.2% 

30.5% 

35.9% 

27.1% 

29.4% 

28.0% 

 

表 11a 

 

喺過去一年，你每日平均會用幾多時間上網閱讀？ 

每天平均上網閱讀中位數 

18歲以下 2 

18至30歲 1 

31至40歲 1 

41至50歲 2 

51至60歲 1 

61至84歲 2 

Total 2 

2016 2 

2017 １ 

20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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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b 

 

喺過去一年，你每日平均會用幾多時間上網閱讀？ 

每天平均上網閱讀時數 

1小時 2小時 3小時 4小時以上 

2016 23.4 35.7 22.0 18.9 

2017 50.5 23.3 15.1 11.1 

2018 21.7 40.5 19.1 18.7 

2019 49.4 28.9 10.6 11.1 

 

表 12 

 

請問你上網主要會閱讀乜野多呢？ 

睇新聞

或新聞

評論 

看雜誌 上社交媒體如臉書

/whatsapp/wechat/ 

instagram 等閱讀貼

文 

睇漫

畫 

睇電子書 討論

區 

18歲以下 17.6% 2.7% 37.8% 17.6% 23.0% 1.4% 

18至30歲 36.1% 1.4% 32.1% 3.2% 22.0% 5.1% 

31至40歲 44.3% 2.0% 37.5% 2.8% 13.0% 0.4% 

41至50歲 61.4% 3.6% 24.2% 1.8% 7.6% 1.3% 

51至60歲 55.9% 6.2% 29.1% 0.4% 8.4%  

61至84歲 52.5% 8.6% 29.0% 1.2% 7.4% 1.2% 

Total 
47.2% 3.9% 31.2% 3.0% 13.1% 1.7% 

2016 44.4% 4.2% 29.0% 3.1% 15.8% 3.4% 

2017 48.1% 5.7% 30.4% 2.1% 10.9% 2.9% 

2018 47.4% 5.0% 30.2% 2.6% 12.1% 2.7% 

 

表 13 

 

若一本書同時有電子本和印刷本，您寧可選擇閱讀電子書抑或印刷本？ 

電子書 印刷本 視乎價錢而定 視乎書本而定 

18歲以下 38.8% 51.7% 4.3% 5.2% 

18至30歲 33.0% 56.7% 5.0% 5.3% 

31至40歲 35.3% 56.0% 2.9% 5.7% 

41至50歲 28.6% 60.6% 3.1% 7.7% 

51至60歲 27.8% 62.6% 3.8% 5.8% 

61至84歲 17.8% 64.9% 6.8% 10.4% 

Total 
29.1% 59.6% 4.4% 6.9% 

2016 22.1% 67.8% 4.8% 5.3% 

2017 31.5% 55.0% 5.6% 7.8% 

2018 32.9% 54.6% 5.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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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背景資料 

 

 

 

 

 

 

 

 

 

 

年齡層 

18歲以下 6.2% 

18至30歲 20.2% 

31至40歲 18.5% 

41至50歲 17.3% 

51至60歲 18.2% 

61至84歲 19.5%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12.0% 

中學至預科 40.8% 

大專或以上 47.2% 

 

就業情況 

在職人士 57.9% 

待業人士 5.3% 

全職學生 10.3% 

家庭主婦 10.2% 

退休人士 15.3% 

以上皆不是 1.1% 

 

性別 

男 45.6% 

女 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