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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書展為新加坡年度重要銷售型書展，也是為惟一中英文並陳書展，

過去藉由參展能量累積，將臺灣文學及作家引介推廣深入新加坡市場，呈現臺

灣圖書豐富性及出版特色，並使其進一步成為我國全球佈局中拓展東南亞地區

文化外交之根據地。103 年該書展展期為 6 月 10 日至 6 月 16 日，共計 7 日。本

年度我國規劃參展，委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本次書展共有三百家以上的臺灣出版社參與展出，展出圖書逾兩千種，超

過一萬冊圖書展出。「臺灣文學節」活動將臺灣作家帶到新加坡，進行文學種子

播種的計畫。在新加坡學校採用簡體字教學後，透過作家的活動，可以擴大臺

灣正體字圖書的影響力 

 

    臺灣開放自由的社會氛圍，造就華文世界眾多優秀的原創作家。臺灣作家

擁有自由奔放的思維，以及勇於嘗試突破的勇氣，此外，更能秉持文化傳承的

重任，承繼東、西方文化思潮最精粹的部分，加以吸收轉換，因此創造出各種

精彩的原創作品，洗練出一篇篇人類思想和心靈結晶。而為了推廣臺灣文學，

以及讓新加坡愛書人士透過閱讀認識臺灣，本次參展新加坡書展，臺灣館邀請

4 位不同類型的優秀作家：郝譽翔、陳育虹、羅智成、楊照等隨團參展，以

《愛閱讀．悅讀愛》為主題舉辦「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以座談會及講座，

與讀者齊聚一堂，將臺灣作家深入介紹給新加坡地區讀者，以臺灣文學作為臺

灣人文風景之窗，引領海外華人翱翔於無垠且獨特的書界中，並促進海外出版

文化交流。另舉辦「版權說明會」，使新加坡與臺灣出版業者熟悉並建立界接

面，了解雙方書市需求，進行臺灣出版品版權推介。 

 

    本次考察後茲提出建議如下﹕ 

一、 持續參展，以臺灣文學形塑文化形象。 

二、 以閱讀、文物、文創多面相結合之參展策略，開啟文化之窗。 

三、 擴大數位內容參展規模。 

四、 版權推介種子已發芽，應賡續辦理版權說明活動並善用現有試譯本資源。 

五、 擴大臺灣文學節規模，邀請當地華語文學系合作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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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南亞為我國圖書出口重要指標市場，101年本部出版產業調查中顯示東南

亞地區之新加坡、馬來西亞占我國圖書出口總金額比例約22%，約5億3千萬新台

幣(總出口金額約24億新台幣)，為臺灣全部圖書出口金額五分之一強。同時101年

圖書出口銷售至新馬地區金額較99年更成長近27%（其中新加坡較99年成長2.6%；

馬來西亞則成長37.6%），乃我國圖書極重要出口銷售地之一。另據101年調查出

版業者版權輸出前5個國家，分別為中國大陸(88.6%)、韓國(12.5%)、泰國（10.2%）、

馬來西亞(6.8%)及新加坡(5.7%)。 

 

新加坡為國際化程度相當高國家，新加坡書展為新加坡年度重要銷售型書展，

也是為惟一中英文並陳書展，過去7年來藉由參展能量累積，將臺灣文學及作家

引介推廣深入新加坡市場，呈現臺灣圖書豐富性及出版特色，並使其進一步成為

我國全球佈局中拓展東南亞地區文化外交之根據地。103年該書展展期為6月10日

至6月16日，共計7日。本年度我國規劃參展，委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 

 

本次參展臺灣館規劃主視覺意象為「溫暖台灣，熱情閱讀」，展館內容主要

為「臺灣：閱讀者天堂」、「從古騰堡到賈伯斯」、及「知識產權洽談平台」等

三大區塊。並首度舉辦「臺灣文學節」活動，邀請我國作家郝譽翔、陳育虹、羅

智成、楊照參展，辦理文學講座，建立並加深臺灣文學於新加坡之品牌形象，同

時安排本部致贈金鼎獎及金漫獎得獎作品予新加坡圖書館及學校。另於開幕典禮

暨歡迎茶會中，邀請當地出版業者、僑界、僑校與讀者參與並廣邀當地媒體宣傳，

以達建立國家形象及增進出版交流之目標。 

 

經查於新聞局任內及本部成立後，自93年至103年尚未有派員前往新加坡訪

視及了解出版業及書市動態。另於102年本部已派員前往馬來西亞書市考察，故

此次派員前往考察確為我國圖書重要市場及作家舞台之新加坡書展，並實地瞭解

本屆參展「臺灣館」及「臺灣文學節」相關活動之辦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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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 

 

103年新加坡書展展期為6月10日至6月16日，為撙節經費、配合臺灣館相關活

動規劃，考察期間為103年6月10日至6月14日，共計5日。 

 

日期 行 程 住 宿 

6/10 

（二） 
臺北→新加坡 

並於 16:00 參加 2014 新加坡書展臺灣

館版權推介會 

新加坡 

6/11 

（三） 

參加 2014 新加坡書展開幕式、臺灣館

開幕式等相關活動 
新加坡 

6/12 

（四） 
參加2014新加坡書展相關活動 新加坡 

6/13 

（五） 
參加 2014 新加坡書展相關活動 新加坡 

6/14 

（六） 
新加坡→臺北  

 

本部人員於抵達新加坡後立即前往書展會場，參加 2014 新加坡書展臺灣館

版權推介會。 

 

書展承辦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該場版權推介會中，邀集新加

坡主要出版業者及華文書店經營者，與臺灣參展之業者共同交流，推薦我國優

質出版品，並提供本部製作之試譯本供參。另亦以本部 101 年出版產業調查來

介紹臺灣出版業概況，獲得在場來賓高度興趣及注意。會後雙方業者聯誼並相

互交換版權推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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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展場規劃與設計 

 

臺灣豐厚的人文土壤，源源不斷孕育出各具特色的作家及各種優質好書，

優秀的作家在自由環境下創作出精彩作品、豐富的出版書種成為海內外華人不

可或缺的精神糧食。為將臺灣豐富溫暖的心靈內涵、人文地景展現給全世界，

2014 年新加坡書展，臺灣館則以「溫暖臺灣，熱情閱讀」為主題，並首度在星

舉辦「臺灣文學節」--「愛閱讀．悅讀愛」系列活動，推介郝譽翔、陳育虹、楊

照及羅智成等 4 位臺灣作家，期藉臺灣文學品牌，傳布臺灣文化深度內涵，俾

加深與星國出版文化的交流(資料來源﹕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 參展主題 

(一)展館主題：溫暖臺灣，熱情閱讀（Reading Taiwan, Reaching Your Heart） 

2014 年新加坡書展臺灣館，以「溫暖臺灣，熱情閱讀」為主題，把臺灣豐

厚的人文內涵所孕育出，多樣化且優質的出版品，呈現給東南亞地區的讀者。

透過閱讀，探尋臺灣溫暖的心靈地景和風光。此外，藉由此次書展主題與視覺

設計，除了展示經典、暢銷兼具的臺灣出版品，也希望能夠讓臺灣作家介紹給

新加坡地區讀者，進而促進臺灣與新加坡之間的版權交流。 

 

(二)主題書區 - 臺灣：閱讀者天堂 

為使新加坡的讀者，能感受臺灣文學乃閱讀者的天堂，規劃出十大主題書

區包含：「好書來敲門」（得獎作品）、「創作者的日常生活」（暢銷書）、「臺灣

釀」（臺灣原創作品）、「抽屜外的文學視界」（翻譯文學）、「時間觀察旅人」（人

文歷史）、「繪出遊樂的藍圖」（童書繪本）、「改變世界的起點」（商業理財）、

「比工作更重要的事」（養生保健）、「生活風格關鍵字」（飲食旅遊）、「輕時代」

（輕小說）等。 

 

    此外，同時展場另闢「從古騰堡到賈伯斯」（數位出版專區），呈現近年來

臺灣圖書在數位出版的成果，及建立「知識產權洽談平台」（版權交易專區），

提供空間專門陳列臺灣優良出版品，並舉辦版權推介說明會，讓專業版權人員

洽談版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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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視覺 

 
 

 

設計概念：溫暖臺灣，熱情閱讀（Reading Taiwan, Reaching Your Heart） 

 

    臺灣因熱愛閱讀，富蘊濃厚的人本關懷，及深闊的知識內涵，透過書頁，讓

世界感受臺灣的心靈內涵，看見島嶼幻化成蝴蝶般人文之美。 

 

 

 

三、 展館內容 

 

展館內容分為「臺灣：閱讀者天堂」、「從古騰堡到賈伯斯」、「知識產權洽談

平台」三個區塊。 

 

(一)臺灣：閱讀者天堂 

    臺灣主題館規劃十大主題區，讓臺灣書籍依主題類別，向當地讀者及愛書

人展現臺灣出版的整體圖貌，並瞭解島嶼上書籍的多元性及豐富性。十大主題

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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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書來敲門」 - 得獎書區 

臺灣每年出版品高達數萬餘種，數千家出版社的爭鳴，更迸激出難以數計

的精彩作品。為此，臺灣文化部、臺灣圖書出版業界與各大閱讀團體每年皆舉

辦金鼎獎、金書獎、金蝶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中

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北市圖好書大家讀、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優良圖

書、臺北市國小深耕閱讀好書評選等大小獎項。藉由專家學者的層層遴選，從

中推舉出華文世界具代表性的優質刊物。此書區特別集結 2013 年在各大圖書

出版獎項獲獎的好書，組成「好書來敲門」榜，叩敲讀者的心靈，讓臺灣出版

品與新加坡書市的交流更密切。 

 

2、「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 暢銷書區 

偉大的作家，能從日常的枝微末節中啜汲靈感，衍生出一本又一本的傳世

好書，帶給無窮讀者前所未有的視野與衝擊。了解作家創作最直接的指標就是

每年各大書局的暢銷排行榜，排行榜不僅象徵讀者的閱讀品味與喜好，更可以

反映作家對於讀者的影響力。因此，本書區蒐羅金石堂書店 TOP50、誠品書店

TOP50、博客來書店 TOP50 等排行榜。規劃為「創作者的日常生活」。除推薦

這些來自作家們細微生活的優質創作，也期許能豐富新加坡讀者的閱讀視野。 

 

3、臺灣釀 – 臺灣作家書區 

臺灣具有自由開放的創作土壤，而多元關懷、兼容並蓄的社會環境，則讓

創作者可以恣意發想，汲取靈思，培育華文世界最豐沛多姿的知識果實，釀出

最甘蘊香醇的文學佳釀。「臺灣釀」精選臺灣本土作家的精品佳作，包括散文、

小說、戲劇、文學評論以及兒童文學等，以此做為「溫暖臺灣，熱情閱讀」書

展活動主軸，把臺灣原創的作家與作品介紹給新加坡讀者。 

 

4、抽屜外的文學視界 – 翻譯文學書區 

藉由閱讀世界文學，可窺知世界文明的千萬風情和智慧，因此本書區將臺

灣翻譯的各國文學佳作，集結成「抽屜外的文學視界」。上至一般較為流行的

英美日文書籍，下至艱深冷僻的歐陸翻譯小說，從大眾口味的神怪奇幻、偵探

推理到專業領域的文本賞析，皆涵蓋在內。 

 

5、時間觀察旅人 – 人文歷史書區 

歷史是人類文明進展的時間紀錄，記錄著天之驕子的過去，也暗示著人類

的無限將來。因此，探訪歷史，觀察人類文明的蹤跡，不僅可瞭解這世界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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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更可能發現你我未來的所去所從。「時間觀察旅人」嚴選臺灣圖書出版中

最雋永深刻、歷久常新的人文歷史名著，引介給新加坡讀者，以期為讀者增啟

另一扇知識之窗，並一同踏上探訪人類過去及未來的壯闊之旅。 

 

6、繪出遊樂的藍圖 – 兒童書區 

本區挑選近年來獲得國際評審青睞與深受讀者好評的作家及繪本，包含屢

屢於國際大獎中備受肯定，更被改編為電視、電影、舞台劇等表演形式的黃春

明、幾米作品，以及來自世界各國的繪本文學，讓讀者可以接觸各式繪本，自

由騁馳於「繪出遊樂的藍圖」。 

 

7、改變世界的起點 – 商業書區 

臺灣出版的商業理財書籍，在華文出版世界享有一定口碑。無論是財經大

視野的建立，如全球經濟趨勢分析、各國金融環境調查；抑或當代重要經濟議

題，如世界經濟板塊的重整、貨幣大戰、中國與韓國的崛起與發展；或是關於

個人理財投資，如創業教戰守策、時間管理、省錢術、存錢術等，都顯示出臺

灣此類書籍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本書區呈現商業暢銷書，讓新加坡讀者可廣泛

的接觸到臺灣各種商業出版品。 

 

8、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 養生保健書區 

健康為人生的碁石，也是每個現代人重要的課題。沒有健康的身心靈，即

便從工作取得再多財富，亦是虛夢煙花。本書區精選臺灣養生保健書，由歐美

尖端醫療技術，到中醫傳統民俗療法，或是從外做起的運動強身，到由心開始

的保健觀念，皆網羅其中。把最新出版的臺灣養生保健書，介紹給新加坡讀者。 

 

9、生活風格關鍵字 – 飲食旅遊書區 

本區逐一介紹一系列關於臺灣的生活、飲食、旅行的熱門書籍，主要聚焦

於臺灣當地的風土人情，希望能把這一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和特色，介紹給新

加坡地區的讀者。 

 

10、輕時代 – 輕小說 

本次書展設置「輕時代」書區，引入各種類型、題材的輕小說，舉凡青

春、校園、戀愛、奇幻、科幻、神祕、恐怖、歷史、推理….等，甚至電玩、

動畫、漫畫，皆為涵蓋對象，再加以深具娛樂性的文學筆法，滿足學生及年

輕讀者閱讀需要，把臺灣本土的優質輕小說作家，如御我、蝴蝶、水泉、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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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苓菁、天罪等推介給新加坡地區讀者。 

 

 

(二)從古騰堡到賈伯斯（電子書專區） 

    書籍，是人類千百年知識與思想傳播的載體。而科技的進展，則促使這個

知識載體的傳播方式產生激烈改變。由於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誕生及普及，

出現了電子書。電子書具有娛樂性、可攜性、儲藏和傳遞的便利性，讓許多讀

者從傳統紙本書，轉向選擇電子書。目前數位出版與推行電子書，已是國際出

版界不容忽視的課題和趨勢。本區邀請到臺灣電子書商中文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展示臺灣最新的數位出版成果及電子書內容呈現給新加坡地區的讀者與出版

同業。 

 

 

(三)「知識產權洽談平台」（版權交易專區） 

    為推廣版權交易，本次參展設立「知識產權洽談平台」版權交易專區，於

書展期間辦理座談會與版權推介說明會，把臺灣的優質作品與暢銷作家引介給

新加坡讀者與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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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館規劃 

「2014 年新加坡書展」           日期：2014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6 日 

                                 地點：新達城新加坡國際會議與博覽中心 

臺灣館現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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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吸引讀者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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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體報導 
本次「臺灣文學節」於新加坡重要華文媒體有許多露出摘錄如下﹕ 

 

6 月 12 日 聯合早報專欄專訪羅智成老師及陳育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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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  聯合早報 

 

6 月 13 日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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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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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聯合早報 

 

6 月 16 日  新明日報 



17 
 

 

肆、參展活動 

 

(一)臺灣館主題活動表一覽表 

 

1.臺灣館 

新達城新加坡國際會議與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臺灣館主題活動表 

2014.06.10(週二) 16:00-18:00 版權說明會 展區 F15 

2014.06.11(週三) 11:30-12:00 臺灣館開幕式 臺灣館 D01 

2014.06.14(週六) 15:00-16:00 臺灣日活動-羅智成見面會 臺灣館 D01 

 

2.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 

新達城新加坡國際會議與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 - 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 

2014.06.12 (週四) 19:30-21:00 
郝譽翔 / 閱讀、旅行與創

作：我的寫作經驗 
書展主舞台區 

2014.06.13 (週五) 19:30-21:00 陳育虹 / 樂讀詩 書展主舞台區 

2014.06.14 (週六) 19:30-21:00 羅智成 / 我的夢中書房 書展主舞台區 

2014.06.15 (週日) 19:30-21:00 楊照 / 閱讀這個世界 書展主舞台區 

 

新加坡中央圖書館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 - 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 

2014.06.12 (週四) 15:00-16:15 郝譽翔 / 臺灣女性小說 Imagination Room (L5) 

2014.06.13 (週五) 15:00-16:15 陳育虹、蔡志禮博士對談 Possibility Room(L5) 

2014.06.14 (週六) 11:30-12:45 羅智成 / 詩與夢想的國度 Imagination Room (L5) 

2014.06.15 (週日) 15:00-16:15 楊照 / 閱讀這個世界 Imagination Room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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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館開幕典禮暨歡迎茶會 

 
臺灣館開幕剪綵，左起：新加坡書展工委會主席，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報文化產

業部執行副總裁蕭作鳴、聯經出版公司業務部總經理張雪梅、新加坡貿工部政務

部長兼東北區市長張思樂、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大使謝發達、報業控股華文報總

編輯林任君。 

 
臺灣館歡迎茶會：在臺灣館開幕儀式後，現場準備具臺灣代表性的茶點提供給貴

賓與讀者品嘗，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張思樂對臺灣點心特別感興趣，也對臺灣

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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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開幕後：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張思樂與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大使謝發達

參訪臺灣館時表示臺灣書籍很有特色，並對焦桐老師的書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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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贈書儀式 

新加坡書展臺灣館舉辦贈書儀式，由文化部致贈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102 年度

金鼎獎得獎作品及 102 金漫獎得獎作品各一套。 

 
 

(四)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 – 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 

本次臺灣館邀請到四位作家楊照、郝譽翔、陳育虹、羅智成，舉辦演講活動。 

 

地點：新達城新加坡國際會議與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 - 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 

時間 活動 地點 

2014.06.12 (週四) 19:30-21:00 
郝譽翔 / 閱讀、旅行與創

作：我的寫作經驗 
書展主舞台區 

2014.06.13 (週五) 19:30-21:00 陳育虹 / 樂讀詩 書展主舞台區 

2014.06.14 (週六) 19:30-21:00 羅智成 / 我的夢中書房 書展主舞台區 

2014.06.15 (週日) 19:30-21:00 楊照 / 閱讀這個世界 書展主舞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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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臺灣文學節作家：新加坡書展光牆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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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新加坡書展臺灣主題館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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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場次一 

主題：閱讀,旅行與創作：我的寫作經驗談 主講者：郝譽翔 

地點：新達城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時間：6/12(四)  19：30– 21：00 

 

 

郝譽翔老師分享旅行與創作經驗談，現場許多讀者熱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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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場次二 

主題：樂讀詩 主講者：陳育虹 

地點：新達城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時間：6/13(五)  19：30– 21：00 

 

 
陳育虹老師現場朗誦自己的詩，富感情的聲音感染現場讀者，多位讀詩班讀者向

陳育虹老師請教寫詩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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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場次三 

主題：我的夢中書房 主講者：羅智成 

地點：新達城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時間：6/14(六)  19：30– 21：00 

 

 
羅智成老師演講主題「我的夢中書房」內容生動，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大使謝發

達夫婦與羅智成老師頻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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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作家演講及簽名會場次四 

主題：閱讀這個世界 主講者：楊照 

地點：新達城博覽中心 401-402 展覽廳 時間：6/15(日)  19：30– 21：00 

 
 

 
楊照老師為新加坡書展帶來「閱讀」的觀念與態度，勉勵現場讀者「閱讀」不

只存在於書本上，活動後許多讀者挑選楊照老師的書籍，想藉由剛學習到的新

閱讀觀念重讀舊經典。 



27 
 

(五)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 - 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 

 

地點：新加坡中央圖書館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臺灣文學節活動 - 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 

時間 活動 地點 

2014.6.12 (週四) 15:00-16:15 郝譽翔 / 臺灣女性小說 Imagination Room (L5) 

2014.6.13 (週五) 15:00-16:15 陳育虹、蔡志禮博士對談 Possibility Room(L5) 

2014.6.14 (週六) 11:30-12:45 羅智成 / 詩與夢想的國度 Imagination Room (L5) 

2014.6.15 (週日) 15:00-16:15 楊照 / 閱讀這個世界 Imagination Room (L5) 

 

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場次一 

主題：臺灣女性小說 主講者：郝譽翔 

地點：新加坡中央圖書館 Imagination Room (L5) 時間：6/12(四) 15：00–16：15 

 

郝譽翔老師演講從帶領讀者了解臺灣社會背景出發，介紹臺灣代表性女作家為臺

灣社會帶來的風潮與影響。 

  



28 
 

 

讀者於簽書會時與老師討論互動。 

 

郝譽翔老師於活動結束後贈親筆簽名書與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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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 場次二 

主題：陳育虹、蔡志禮博士對談 主講者：陳育虹 

地點：新加坡中央圖書館 Possibility Room(L5)  時間：6/13(五)15：00–16：15 

 

 

陳育虹老師、蔡志禮博士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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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育虹老師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舉辦簽書會 

 

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 場次三 

主題：詩與夢想的國度 主講人：羅智成 

地點：新加坡中央圖書館 Imagination Room (L5)時間：6/14(六) 11：3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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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成老師正與讀者分享創作的理想與夢想如何拿捏 

 

羅智成老師現場簽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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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閱讀‧悅讀愛 (iRead, Read to Love) 場次四 

主題：閱讀這個世界 主講人：楊照 

地點：新加坡中央圖書館 Imagination Room (L5)時間：6/15(日)  15：00–16：15 

 

楊照老師不只號召力十足，演講內容頻頻抓住讀者的注意力 

 

楊照老師簽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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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加坡書展舉辦「臺灣日」推動閱讀活動 

2014 新加坡書展臺灣館擇定 06 月 14 日 (週六) 15:00-16:00 為「臺灣日」，以

閱讀推廣活動，刺激參觀與採購人潮。「臺灣日」邀請到作家羅智成在臺灣館攤位

現場進行作家簽書活動，並於臺灣館現場分享臺灣特色點心，把濃濃的臺灣味和

閱讀氛圍帶到新加坡與當地的出版人與愛書人一同分享。 

 
「臺灣日」推動閱讀活動 – 羅智成老師為讀者簽書 

 

「臺灣日」推動閱讀活動 - 於現場分享臺灣特色點心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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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版權說明會 

於 6 月 10 日 (週二) 16:00-18:00 舉辦「版權說明會」。 

 
臺灣館版權說明會邀請函 

版權推介說明會出席人員名單： 

公司名稱 / 出席人員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業務部總經理 張雪梅 

新加坡友聯書局 總經理 馬曉敏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梁玲玲 

名創國際出版集團 出版經理 許垂揚 

新龍圖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 程惟 

臺兩岸華文出版品與物流協會 理事 徐幼平 

上海外文圖書公司 出口部經理 楊棣 

中文故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黃政榮 

中文故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副總 趙君潔 

玲子傳媒 執行董事 林得楠 

稻田出版社 社長 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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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議程 主持人 

1. 文化部出版產業報告 - 臺灣圖書業出版

現況 

2. 推介臺灣作家出版品與版權銷售 

3. 臺灣書店通路、網路書店近期銷售情況 

4. 臺灣讀者購書方向討論暨新加坡讀者閱

讀方向分析 

5. 臺灣與新加坡對於數位出版品之市場現

況討論 

聯經出版公司業務部總經理 

張雪梅 

 

會議說明： 

1. 由文化部提供之 101 年臺灣圖書出版產業調查報告，報告臺灣圖書業出版現

況。 

 

2. 介紹臺灣出版社版權推薦書籍及試譯本給新加坡當地業者。 

 

3. 分享臺灣書店通路、網路書店近期銷售情況，新加坡同業紛紛表示收獲良多

並對臺灣市場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4. 參與會議的人員對於華文圖書市場如何擴大市場、培養閱讀的習慣深感關心，

現場討論熱烈同時也關心應共同努力進行交流。 

 

5. 與會人員也對數位出版品進行熱烈討論，新加坡業者表示新加坡人對於數位

閱讀接受度很高，是相當有栽培潛力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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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版權說明會 

 

新加坡出版業者被版權推薦書籍吸引，相互討論 

 

聯經出版公司業務部總經理張雪梅逐一介紹版權推薦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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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出版社社長李赫專程出席與會，介紹自已的出版品給新加坡出版業者 

 
中文故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副總經理趙君潔分享數位出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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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中討論熱烈，與會貴賓正對臺灣館版權介紹 DM 中的書籍做詢問 

 

結束時間已過半小時仍有許多出版業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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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訪交流活動 

6 月 10 日 參訪義安城紀伊國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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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 參訪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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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 參訪新加坡友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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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展成果及參訪心得 

 

(一) 參展成果 

 

1.臺灣原創圖書於亞洲市場強力曝光，呈現國家文化軟實力 

    新加坡書展每年都於新達城舉辦，新達城位於新加坡市中心，交通方便，

新達城經過裝修後，書展攤位費用更高，臺灣出版業者以中、小出版社為主，

高昂的攤位和裝潢費用幾乎無法負擔。本部特撥經費參加新加坡書展，設立蘊

含豐富文學氣息又有多元展區規劃的「臺灣館」協助臺灣出版業者在新加坡書

展有露出的機會，推廣臺灣出版品，為臺灣出版業者開拓新加坡市場，故臺灣

出版業者參展亦十分踴躍。 

 

    新加坡的書店原就不多，多數的書店以營銷為主外，加上書店陳列空間有

限，很多臺灣出版品無法於當地的書店中陳列或販售。經由徵展作業，國內出

版業者踴躍參展，「臺灣館」陳列臺灣出版品的圖書豐富與多樣性十足，可以讓

新加坡讀者閱讀更多、更好的臺灣圖書。同時，也可以讓國內出版的圖書藉由

國際書展交流，讓當地參展的出版社看見，呈現國家文化軟實力。 

 

3.「臺灣文學節」文化饗宴，孕育臺灣文學閱讀種子 

    今年為首度在新加坡書展舉辦「臺灣文學節〜愛閱讀、閱讀愛」活動，邀

請四位臺灣非常知名作家郝譽翔、陳育虹、羅智成和楊照等四位老師。除了在

書展場主舞台區舉辦四場活動吸引一般書展讀者外，亦首度在新加坡國家圖書

館的中央圖書館舉辦四場演講活動，讓書展展場外的讀者，亦能夠參與這場文

學盛宴。許多讀者於下午參加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活動後，晚上再參加書展主

舞台區的作家演講。藉由新加坡讀者對於臺灣作家的演講之熱情迴響，可感受

到新加坡文學愛好者對於華語文學及文化的渴盼。 

 

4.「版權說明會」與當地出版業者搭建橋樑 

    本次舉辦「版權說明會」當地業者非常踴躍參與，當地最大之名創出版集

團派出四位人員與會，說明會上對於臺灣出版、出版市場、數位出版、出版版

權推介和未來臺灣出版趨勢等都有非常深入與廣泛的交流。新加坡出版業者很

希望往後「版權說明會」能夠每年舉辦，讓臺灣與新加坡出版業者多多互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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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業者參訪交流，了解海外圖書市場 

    新加坡書展期間有臺灣出版業者稻田、創智文化、聯經公司及本部派員，

一同參訪當地的義安城紀伊國屋書店、新加坡友聯書局，一方面可以和當地書

店業者了解新加坡出版與圖書銷售市場外，也和當地書店業者建立更進一步的

友好關係。 

 

6.與當地重要媒體長期合作成為華語文學推廣夥伴 

    每年參加新加坡書展，關於書展攤位安排、作家演講活動、廣告刊登、宣

傳工作等，均可和書展主辦單位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維繫永久的合作夥伴關係。

今年度，聯合報業控股集團對於「臺灣館」和「臺灣文學節」有非常大篇幅的

報導。透過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的聯合早報、新明日報、My Paper 我報、聯合

晚報等媒體宣傳，對於臺灣圖書與臺灣作家的推廣有相當深遠的效益。 

 

7. 圖書實際銷售成果分析 
成果之量化數據﹕歷年新加坡書展臺灣館參展銷售數量統計表             (單位:冊) 

年度 日期 書展主題 發書 退書 銷貨 展日數 日均售 售出比 

2011 5/27～6/5 臺灣百分百 100% Taiwan 22,189  17,895  4,294  10  429 20% 

2012 5/25～6/3 臺灣好讀 Taiwan Connection 16,099  12,301  3,798  10  380 23.6% 

2013 6/5～6/10 
美麗臺灣，從閱讀開始： 

接近天空的那一端  
16,853  13,299  3,554  6  592 21.1% 

2014 6/10～6/16 

溫暖台灣，熱情閱讀 

Reading in Taiwan, reaching your 

heart 

10,754 7,997 2,757 6 460 25.64% 

 

    以參展書籍銷售比例來看，2014 年參展書籍售出比例為四年來最高。如以

日均售量來看，2014 年排名第 2。2013 年日均售量較高，乃因當年故宮博物院

參展。故宮博物院過往已多年未參展，因此 2013 年參加展出造成訂購量及現場

銷售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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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心得 

 

新加坡書展是星洲年度文化盛事，更是新加坡唯一中英文並陳的書展，提供

東南亞地區出版人絕佳的溝通平臺，參觀人次超過 50 萬。本次臺灣共有 4 位作

家及 10 大精采主題圖書參與了這場盛會。 

 

    臺灣島嶼上的人們，歷經多元文化洗禮，以及在多元族群相互融合下，以

多元包容的真誠溫暖，繪出一篇篇最溫厚豐蘊的人文風景。而此人文之美的延

續，則根基於熱愛閱讀，從閱讀中，臺灣人拓展知識視野，涵養豐富心靈。因

著熱愛閱讀，本次參展的臺灣出版品多元呈現，不僅類別涵括文學創作、人文

科普、心靈養生、商業理財、生活風格、親子共享、語言學習或是藝術設計等

各類，且內容議題寬廣，由縱而深，顯示臺灣圖書多樣繽紛，質量兼具的樣

貌。同時本次以「溫暖臺灣，熱情閱讀」為參展主題，成功的將臺灣豐厚的人

文內涵所孕育出多樣化且優質的出版品，呈現給東南亞地區的讀者，透過閱

讀，探尋臺灣溫暖的心靈地景和風光。 

 

本次考察可感受到臺灣每年的持續參展，除了透過文字和圖書的媒介，在

東南亞地區建立起臺灣出版品牌形象，更是在持續不斷培養華文閱讀讀者，在

世界舞台展現出臺灣文化的美麗樣貌，讓國際了解臺灣的文化軟實力。也藉此

讓臺灣圖書出版與世界市場同步接軌，開創出更寬廣的新天地。 

 

本次參訪亦發現，承辦廠商及臺灣館因已參展數年，在當地已打下深厚基

礎，因此無論與當地媒體、當地華文書店，均建立深入關係，當地相關單位對

臺灣館各項展務皆十分支持。且深感臺灣館參展已在當地建立起臺灣文學及文

化之優美一貫形象，並培養起知名度與期待感。我國於新加坡書展已建立之人

脈、經驗及基礎，應持續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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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效益評估 

版權/銷售效益 

2011 年： 

展位：        10 個 

展日：        10 天 

銷量：      4,294 本 

日均銷量：   429 本 

 

2012 年： 

展位：         10 個 

展日：         10 天 

銷量：       3,798 本 

日均銷量：    380 本(衰退 11%) 

 

2013 年： 

展位：        10 個 

展日：         6 天 

銷量：      3,554 本 

日均銷量:    592 本(成長 56%   註:當年故宮博物院參展) 

 

2014 年： 

展位：        10 個 

展日：         6 天 

銷量：      2,757 本 

日均銷量：   460 本(較 2013 年衰退 22%，但較 2012 年成長 17%) 

 

其他衍生效益 

1. 101 年圖書出口新加坡金額成長約 3%： 

 99 年- 1.47 億元 

101 年- 1.51 億元。 

2. 101 年版權銷往新加坡之占比及排行均進步： 

     99 年-新加坡併入「其他亞洲地區」計算，占 1.8%(排第 8 位) 

    101 年-新加坡占 5.7(排第 5 位) 

(原始數據來源﹕文化部，101 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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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一、持續參展，以臺灣文學形塑文化形象 

 

    新加坡華文圖書市場不大，因此「臺灣館」的設立讓新加坡讀者看到內容

豐富、出版多元、裝禎別緻的臺灣圖書。同時舉辦「臺灣文學節」讓臺灣作家

的思維影響新加坡喜好藝文的人士和一般讀者，使臺灣作家的人文深度植入新

加坡的閱讀世界。本次實地考察後建議未來應持續以「臺灣館」規模參展，並

結合「臺灣文學節」形塑臺灣文化形象，茲分析如下﹕ 

 

(一)強打華文發聲權，提高繁體字圖書能見度 

    雖然新加坡是以華人族群占多數的國家，但政府機構主要採英語為不同

種族社群間的通用語言，該國閱讀族群仍以英語為主流。本次參訪新加坡超

大型指標書店----義安城紀伊國屋書店即可發現，新加坡書店中的書藉陳設均

以英語書籍為大宗，華文書藉僅為一小區，比例明顯小於英語書藉。 

 

    同時新加坡學校內乃教授簡體字，新一代的新加坡人較認識簡體字。本

次考察發現大陸地區出版業者亦在展場內設置甚具規模的大型簡體字圖書展

位，然其目的僅為銷售，並未如「臺灣館」具有豐富的文學意象內涵與精緻

的文學活動規劃。在經過數年參展之努力，臺灣館已建立起形象口碑和熟悉

度，並引起新加坡讀者熱烈迴響與喜愛後，我國日後更應持續以「臺灣館」

規模參展，如停止參展，未來繁體字圖書將逐漸從新加坡書展中消失，新加

坡華文書市場將成為簡體字圖書的天下。 

 

    臺灣參展將華文書藉結合文學閱讀節活動於每年新加坡書展中亮眼打

出，不僅是在推廣臺灣文學及閱讀，更深層意義是在持續強力推廣華文文

學，不要從新加坡縮小版圖，讓華文語系失去發聲權。 

 

 

(二)、以文學為鑰，為新加坡開啟華文世界大門，強力行銷華語文

化，讓華語世界認識並愛上臺灣作家 

    臺灣開放自由的社會氛圍，造就華文世界眾多優秀的原創作家。臺灣作

家擁有自由奔放的思維，以及勇於嘗試突破的勇氣，此外，更能秉持文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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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重任，承繼東、西方文化思潮最精粹的部分，加以吸收轉換，因此創造

出各種精彩的原創作品，洗練出一篇篇人類思想和心靈結晶。此次舉辦的

「臺灣文學節」系列活動，以座談會及講座，與讀者齊聚一堂，將臺灣作家

深入介紹給新加坡地區讀者，以臺灣文學作為臺灣人文風景之窗，引領海外

華人翱翔於無垠且獨特的書界中，並促進海外出版文化交流。以文學為鑰匙

來吸引群眾接觸華文並愛上華文，開啟華文閱讀的新天地，確是行銷華語文

化的佳徑。 

 

    同時臺灣作家的參展效益甚大，曾於 102 年參展新加坡書展的臺灣作家

夏曼．藍波安，於參展前在新馬地區默默無名，但參展後掀起風潮，刻後不

斷接獲相關文學活動邀約。這正是書展的另一種效益，把臺灣寶貴的作家也

推廣出去，讓華文世界看到臺灣的創作獨特性、了解臺灣特殊的海島優美文

化，為臺灣作家在同是亞洲華文地區的新加坡，開拓另一個亮麗的舞台。 

 

 

二、以閱讀、文物、文創多面相結合之參展策略，開啟文化之窗 

 

    建議未來參展策略除過去以文學及作家來主打臺灣館之外，日後可考慮將

閱讀、文物、文創多面向結合成為新的策展謀略，多元植入新形象，增加曝光

率。過往臺灣於新加坡書展中參展單位除出版業者外，故宮博物院亦曾於 2013

年參展。其於參展後亦提出新加坡當地書店仍將「文物收藏」、「書法」等單獨

成立專區，此類別中臺灣出版品之整體品質乃優於大陸出版品且較具競爭力(王

耀鋒、謝鎮鴻，2013)。故 2013 年新加坡書展中臺灣館之「故宮圖書專區」結合

文物與文創的出版品特色，擁有一定數量閱讀族群並使詢問率及訂購量均十分

踴躍，同時此類出版品展出可使無法實際觀賞文物實體的國外讀者得到相當大

的可近性。建議日後參展可再度擴大運用閱讀、文物、文創相互結合於書展中

發揮的文化傳播效應，如此可結合不同立體構面，豐富書展之主題與內涵，提

升臺灣館深度及高度，並吸引更多層面的群眾前來賞析臺灣的多彩文化之窗。 

 

 

三、擴大數位內容參展規模 

 

    本次參展專區內規劃「從古騰堡到賈伯斯」電子書專區，參展廠商中文故

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獲得之注意及詢問度甚高，同時在本次我國舉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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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說明會中，新加坡業者亦表示新加坡民眾對於數位閱讀的接受度相當高，

是值得深耕的市場。因應出版及閱讀電子化之全球潮流，我國於海外參展時除

推介一般出版品均同時規劃電子出版品之曝光及推廣。數位出版已是全球強勢

潮流，建議未來策展規劃可增加數位出版品之展書規模，徵展時針對數位出版

之不同內容類型均可更多元化廣為招商前往參展，藉由無遠弗屆的數位串流來

促進華文內容之傳佈，讓臺灣數位出版業者與當地需求及商機可界接。 

 

 

四、 版權推介種子已發芽，應賡續辦理版權說明活動並善用現有試

譯本資源 

 

    我國對新加坡圖書進出口目前為逆差，但經了解目前臺灣出版業者授權新

加坡情形，係為全球英文版，故可鼓勵業者透過授權新加坡來進入全球英文市

場，成為海外版權交易之另一管道。本次參展辦理之版權說明會成功吸睛，並

促成臺灣及新加坡業者熱絡交流並建立關係。另會議中新加坡出版業者亦提出

新加坡華語書市相關建議為﹕ 

(一) 需求為----多品種，少批量。因新加坡華文閱讀人口較英文少，因此進書策

略在品項及種類上應盡可能多樣化，但進貨數量不需多。 

(二) 可主動提供臺灣新書資訊給新加坡經銷商，以利挑書及行銷。 

(三) 實務型圖書賣得較好，文史哲圖書銷量較差，因新加坡民眾華文程度普遍

不算極高。 

(四) 新加坡業者亦對新加坡圖書在臺灣是否有通路可立足深感興趣。 

 

    故建議日後「版權說明會」應列入未來參展規劃中持續辦理，讓雙方業者

每年於書展中均可交流，了解雙方書市、交換各種建議，並推廣版權銷售，逐

漸形成一長期夥伴關係。同時此次於版權說明會中展出之本部製作試譯本亦引

起新加坡業者廣泛興趣及注意。日後可將現有試譯本資源持續多元運用，以達

最大果效。 

 

 

五、擴大臺灣文學節規模，邀請當地華語文學系合作協辦 

 

    本次臺灣文學節之作家演講及對談引起廣大迴響且內容精闢，作家均為各

界一時之選，但舉辦方式場次安排為分散式，每日一位作家，於平日下午舉辦



49 
 

之場次因此有許多讀者向隅，人數不如預期。建議往後舉辦臺灣文學節時可統

一將座談集中舉辦於多數人可參加之假日，同一日中安排數場，如此更便利讀

者參與，且媒體宣傳、作家受訪露出之亮點效益將更強。同時受邀之臺灣作家

更可相互交流進行對談，精彩度及多元性將大增。 

 

    本次臺灣文學節除了書展會場之演講之外，亦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安排演

講。建議未來參展時，於書展外場地舉辦之臺灣文學節延伸演講亦可考慮與新

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及當地華語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邀其協辦，與學系研商

主題後舉辦專題演講，更可與學系之華語文學學術研討結合，擴大活動規模及

面相，讓專於華文研習之學生能有機會與華語文領域中重要的臺灣作家有接觸

交流的機會。除了閱讀及臺灣文學的推廣之外，更能夠達到華語文傳承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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