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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論 

1.1 調研背景與目的 

澳門特區政府正積極推進“閱讀之城”建設工作，通過優化公共圖書館軟硬

體設施、開展多元化閱讀推廣活動，致力於培養市民終身閱讀習慣，營造書香社

會氛圍。為科學評估相關工作成效，深入瞭解居澳人士的閱讀習慣與需求，特開

展本次調研。 

1.2 調研框架 

本次調研採用科學的指標體系設計，以國際標準 ISO11620 圖書館服務品質

指標為基礎，結合澳門本地實際情況，構建了包含五大維度的評估框架： 

（1）公共圖書館服務滿意度與需求評估 

（2）公共圖書館服務使用情況 

（3）居民閱讀習慣與偏好分析 

（4）對“閱讀之城”的認知與期望評估 

（5）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期望 

1.3 調研方法 

調研時間為 2024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31 日，採用配額抽樣方法，共計發放

1,200份問卷。其中：600 份針對公共圖書館用戶，按各館人流量比例分配；600

份面向一般居澳人士，依據 2021 年人口普查數據按區域人口比例分配。樣本覆

蓋澳門全部七個堂區，調查對象包括本地居民、學生、親子群體、少數族群及外

籍僱員等不同人群，以確保樣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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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對象特徵分析 

本次調研共回收有效問卷 1006 份，有效回收率達 83.8%。調查樣本具有較

強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涵蓋了澳門社會的主要人群特徵。 

從居民構成來看，受訪者以本地居民為主，佔比 84.5%，其次為外籍僱員

（9.9%）和留學生（5.6%）。 

國籍分佈方面，中國籍佔 89.2%，這一結構基本符合澳門特區的人口特徵。 

年齡結構以 19-35歲的青年群體為主（38.6%），其次是 36-55歲的中年群體

（25.2%），體現了較為合理的年齡層次分佈。 

調查對象性別比例接近均衡，男性略高於女性（51.6%比 48.4%）。 

在社會屬性方面，受訪者整體教育程度較高，本科及以上學歷佔 47%。 

職業分佈以學生（33.5%）和白領文職人員（20.4%）為主，退休人士佔 13.5%。 

樣本覆蓋了澳門各主要區域，其中以高士德及雅廉訪區、新橋區、荷蘭園區、

東望洋區（松山區）（15.6%）和青洲區、筷子基區及林茂堂區（13.2%）為主。 

收入水準呈現較大差異，月收入 4,000元或以下群體佔 22.3%，但值得注意

的是有 29.0%的受訪者選擇不透露收入情況。 

這種樣本構成為深入分析澳門居民對“閱讀之城”的認知和需求提供了可

靠的數據基礎，有助於政府制定更有針對性的閱讀推廣政策。 

3. 公共圖書館服務滿意度與需求分析 

在總體滿意度方面，79.13%的受訪者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評分均值為 3.99

分。具體服務專案中，服務時間（78.64%）、服務態度（75.17%）和服務效率（75.61%）

的滿意度較高。圖書館分佈滿意度達 73.57%，顯示現有佈局基本滿足需求。

71.07%的受訪者願意向親友推薦使用圖書館，反映出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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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服務專案滿意度存在顯著差異。自助借還服務最受歡迎（56.18%），跨

借跨還服務次之（19.1%）。然而，自動檢索服務（22.16%）和在架圖書預約服務

（20.08%）的不滿意度較高，需要重點改進。 

館藏資源和活動方面存在明顯改進空間。34.2%的受訪者對館藏數量持中立

態度，10.08%表示不滿意。圖書館活動滿意度較低，41.18%持中立態度，20.93%

表示不瞭解，反映活動宣傳和吸引力不足。 

借閱政策獲得普遍認可，但仍需優化。87.38%認為一次借閱 5本的限制合理，

72.17%認為 15天借期適當。但 25.25%希望延長借期，特別是留學生群體（46.43%）。 

群體差異明顯，留學生對各項服務滿意度普遍較高，外籍僱員在服務時間和

態度方面評價積極，而本地居民對活動滿意度相對較低。少數族群在某些服務評

價上與中國籍受訪者存在差異，如對館藏數量和活動的滿意度相對較高。 

基於上述發現，建議圖書館：優化自動檢索和預約服務；加強活動宣傳和設

計；考慮實施更靈活的借閱政策；豐富館藏資源；加強電子化服務推廣；針對不

同群體需求提供差異化服務。通過這些措施，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推動“閱讀

之城”建設深入發展。 

4. 公共圖書館服務使用分析 

在服務認知方面，50.1%的受訪者表示對圖書館服務瞭解程度為“一般”，

28.33%表示“瞭解”或“非常瞭解”，21.57%表示“不大瞭解”或“不瞭解”。

群體差異顯著，本地居民認知水準較高，而外籍僱員認知度較低。這反映出公共

圖書館服務宣傳存在改進空間。 

公共圖書館整體服務使用率達 73.16%，但服務深度利用不足。傳統借還書

服務仍佔主導，電子化服務使用率僅為 43.67%。澳門中央圖書館（42.74%）和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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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圖書館（23.08%）為最常使用的分館，顯示中心區域和人口密集區圖書館使用

率較高。 

讀者期望優化公共圖書館紙質書服務，重點在於增加書籍種類（51.16%）和

加快更新速度（36.33%）。網點覆蓋（23.54%）和服務便捷性（21.36%）亦受關

注。讀者對優化公共圖書館電子書借閱服務有多項期望，增加種類（41.88%）、

優化介面（32.33%）和加快更新（30.15%）為主要需求。 

在使用群體特徵上，本地居民的使用率最高（78.47%），留學生次之（71.43%），

外籍僱員最低（29%）。雖然 68.04%的受訪者表示有使用電子資源的習慣，但

83.17%仍偏好紙質書籍借閱，反映傳統閱讀方式仍佔主導地位。 

圖書館活動信息獲取渠道多樣，以實體海報（36.84%）和網站（32.33%）為

主，APP等網絡渠道增長（13.91%），親友告知及傳統媒體為補充。文化活動參與

度偏低，僅 21.31%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參與過圖書館組織的活動。主要原因包

括個人因素（55.53%）、活動資訊缺乏（34.38%）和活動設計吸引力不足（12.96%）。

然而，64.85%的受訪者表示願意推薦圖書館活動給親友，顯示活動品質獲得認可。 

基於上述發現，建議圖書館：加強服務宣傳和推廣；優化電子化服務內容和

體驗；改進活動設計和組織；針對不同群體需求提供差異化服務；完善分館佈局

和資源配置。通過這些措施，進一步提升公共圖書館服務品質和影響力，推動澳

門“閱讀之城”建設深入發展。 

5. 居民閱讀習慣及偏好分析 

在閱讀參與度方面，77.14%的受訪者過去一年有閱讀書籍的經歷，但群體差

異顯著。留學生群體的閱讀比例最高（91.07%），本地居民次之（78.47%），外籍

僱員較低（58%）。年閱讀量方面，34.58%的受訪者每年閱讀 1-5本書，28.52%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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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5-10本，僅 5.55%的受訪者年閱讀量超過 50本，反映出整體閱讀量處於中等

水準。 

閱讀方式呈現傳統與現代並存的特點。74.36%的受訪者傾向於紙質閱讀，但

電子閱讀也獲得較高接受度，54.9%的受訪者使用電子書。在數字閱讀載體選擇

上，手機成為主要工具（70.95%），尤其在外籍僱員群體中比例更高（86.96%）。

平板電腦（12.66%）和電腦（11%）的使用率相對較低。 

日均閱讀時間分佈顯示，25.29%的受訪者每天閱讀 21-30分鐘，47.09%的閱

讀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僅 18.2%超過 1 小時。閱讀目的多元化，以休閒放鬆

（62.84%）和獲取資訊（58.06%）為主，工作需要（21.29%）和親子互動（12.39%）

次之。 

在閱讀內容選擇上，語言文學類（41.11%）和應用科學類（31.44%）最受歡

迎，社會科學類和科學類分別佔 27.71%和 27.06%。不同群體間存在明顯差異，

如少數族群在宗教類（15.56%）和藝術類（12.73%）的閱讀比例相對較高。 

公眾對圖書館功能的認知趨向多元，但仍以傳統功能為重。46.82%的受訪者

認為“足夠的館藏供市民借閱”最為重要，23.66%重視“寬敞的圖書館閱讀環

境”。這反映出公眾期待圖書館在保持傳統功能的同時，提供更優質的閱讀空間

和多樣化服務。 

基於上述發現，建議進一步優化閱讀推廣策略：針對不同群體制定差異化措

施；加強數字閱讀資源建設；設計多元化閱讀活動以提升閱讀深度；完善圖書館

功能，促進澳門“閱讀之城”建設。特別要關注外籍僱員等閱讀參與度相對較低

的群體，通過針對性措施提高其參與度，實現全民閱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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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眾對“閱讀之城”的認知與期望 

公眾普遍認可公共圖書館在推動“閱讀之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61.83%的

受訪者給予 7分以上的評分，81.91%給出 6分及以上，表明公眾對圖書館在推動

閱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給予高度肯定。這為未來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提供了重要

依據。 

在認知層面，29.82%的受訪者認為全民閱讀是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重要舉措，

但 27.04%表示“不清楚”。同時，69.78%的受訪者未聽說過澳門“閱讀之城”

目標，反映政府在推廣相關理念和政策方面的宣傳效果有限，需要加強公眾教育

和資訊傳播。 

在活動參與方面，僅 13.82%的受訪者參加過相關活動，反映整體參與度偏

低。其中，“以書易書”活動最受歡迎（43.88%），其次是“自助取書櫃”（26.62%）

和“親子活動”（25.18%）。參與度呈現顯著的群體差異，方差分析顯示國籍、

年齡層、教育程度等因素對受訪者的認知和參與度有顯著影響。例如，留學生群

體的參與率較高（17.86%），而本地居民反而最低（13.18%），這種差異提示需要

針對不同群體制定差異化的推廣策略。 

對未來發展的期望主要集中在加強各方合作（46.22%）、舉辦國際化書展

（39.94%）及提升軟硬體設施（35.56%）等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群體在期望上存

在差異：中國籍受訪者更關注多元化和協作性閱讀環境，而少數族群則更重視閱

讀工作坊和軟硬體設施。數位化閱讀和跨界合作成為未來發展趨勢，公眾對開展

數位化閱讀和加強圖書館、書店、社區、企業、學校的合作表現出較高期望。 

基於上述發現，建議政府著重提高宣傳效果，優化活動設計，促進跨界合作，

並注重數位化轉型。同時，在推進“閱讀之城”建設時採取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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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推動澳門成為真正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閱讀

之城”。 

7. 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期望分析 

調研顯示，澳門居民對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持“多元化、現代化、數字化”

的期望。 

在活動推廣方面，公眾期待更加多元的閱讀推廣活動。40.66%支持開展“閱

讀分享”活動，35.49%支持“親子閱讀”，32.01%支持“讀書俱樂部”。留學生

群體特別關注閱讀講座，而外籍僱員對親子活動表現出較高興趣。活動形式的多

樣化需求反映了不同群體的閱讀習慣和文化需求差異。 

對圖書館類型的期望呈現多樣化趨勢。53.09%支持增設“綜合型圖書館”，

48%期待“主題式圖書館”。25.35%希望增加“兒童圖書館”，19.56%支持設立

“老年人圖書館”其中，外籍僱員對兒童和老年人圖書館的需求顯著高於其他群

體，反映出特定人群的專門需求。 

在環境氛圍方面，57.46%支持增強文化休閒氛圍。具體措施上，65.8%支持

設立咖啡館，49.59%期待優化軟硬件設施，37.19%支持設立文創店。這反映出公

眾期待圖書館成為綜合性文化空間。 

數字化建設獲得廣泛支持，61.23%認為需要加強此方面建設，其中留學生群

體支持率最高（75%）。同時，61.13%支持擴充館藏種類，特別是高新科技類（51.38%）

和兒童文學類（41.79%）書籍。 

品牌活動效果獲得認可，74.36%認為“全城共讀日”等活動對推動“閱讀之

城”建設有幫助。服務時間方面，37.38%希望延長開放時間，17.37%支持增加流

動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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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發現，建議圖書館：開展差異化閱讀推廣活動；發展多類型專業圖

書館；優化文化休閒環境；加強數字化建設；擴充特色館藏資源；靈活調整服務

時間和方式。通過這些措施，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推動澳門“閱讀之城”建設

深入發展。 

8. 結語 

本次調查對公共圖書館服務滿意度及需求、澳門公共圖書館服務的使用情況、

居澳人士閱讀習慣愛好、對澳門構建“閱讀之城”的認知參與度、以及對澳門公

共圖書館未來發展期望等內容進行較為全面的瞭解，主要發現體現在以下五個方

面： 

（1）公共圖書館服務滿意度及需求 

澳門居民對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滿意度及需求整體滿意度較高，但仍有改進空

間。調查顯示，79.13%的受訪者對圖書館服務感到滿意，且自助借還服務最受歡

迎。然而，館藏資源、活動參與度和電子化服務的滿意度較低，不同群體在滿意

度和需求上也存在差異。因此，未來應優化自動檢索與預約服務，提升活動宣傳

與設計，靈活調整借閱政策，並加強館藏和電子資源的推廣，滿足不同群體的多

元需求。 

（2）澳門公共圖書館服務的使用情況 

調查分析發現，澳門公共圖書館服務在居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存在認

知度參差不齊、服務使用深度不足及活動參與度低等問題。同時，電子化服務接

受度逐步提升，但仍需加強推廣。調查顯示，不同群體對圖書館的使用習慣和需

求存在顯著差異，圖書館在宣傳、活動設計和差異化服務提供方面有進一步提升

的空間。未來應通過提高服務認知度、優化電子化服務和改進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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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澳人士閱讀習慣愛好 

調查顯示，大多數澳門居民有閱讀習慣，年閱讀量與閱讀時間皆處於中等水

準。在閱讀載體方面，當前澳門的紙質閱讀仍佔主導地位，但電子閱讀，尤其是

通過移動設備進行的數字閱讀正快速發展。 

在閱讀興趣方面，居民的閱讀興趣廣泛，主要目的為休閒放鬆和獲取資訊，

反映出閱讀在生活中的多重角色。值得關注的是，不同群體間的閱讀興趣存在顯

著差異，如留學生閱讀比例最高，而外僱群體最低。 

調查發現，公眾對公共圖書館的期望不僅限於傳統的藏書借閱，還包括提供

良好的閱讀空間和多樣化服務。這些發現為未來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參考，指明

了澳門在建設閱讀文化方面的發展方向。 

為此，澳門未來的“閱讀之城”建設應著重提高閱讀量，優化數字閱讀資源，

滿足不同群體的多樣化需求，並進一步發揮公共圖書館的作用。同時，需要制定

差異化策略以提高各群體的閱讀參與度，平衡傳統和現代閱讀方式，以及拓展閱

讀的深度和廣度。 

（4）關於對澳門構建“閱讀之城”的認知度、參與度 

研究結果顯示了加強宣傳效果、優化活動設計、促進多方合作和推動數字化

轉型的迫切性，以滿足不同群體的多元需求。這些發現不僅為澳門政府制定相關

政策和分配資源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推動澳門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閱讀之

城”指明了方向，同時突顯了在建設過程中需要平衡本地特色和國際視野，以及

傳統閱讀方式和現代科技應用的挑戰。 

對澳門構建“閱讀之城”的認知度、參與度總體上呈現出認知度不足、參與

度偏低但未來期望值較高的特點。公眾對“全民閱讀”和“閱讀之城”等核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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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理解有限，相關活動的參與率偏低，反映出政府宣傳和公眾教育方面存在改

進空間。然而，受訪者普遍認可公共圖書館在推動閱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為未

來政策制定提供了積極基礎。研究發現，不同群體（如本地居民、外僱和留學生）

在參與度和認知上存在顯著差異，突顯了制定差異化策略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儘管目前整體參與度不高，公眾對“閱讀之城”的未來發展持樂

觀態度，期待加強跨界合作、舉辦國際化活動和提升包容性設施，反映了對構建

多元化、國際化閱讀環境的渴望。數字化閱讀和跨領域合作被視為重要發展方向，

表明未來建設應注重科技融合和資源整合。 

（5）對澳門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期望 

對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的期望需求，呈現多元化、現代化及數字化特徵。一

方面，被訪問者普通期望圖書館在閱讀推廣活動方面更加多樣化，並發展綜合型、

主題式等多種類型的圖書館。另一方面，增強文化休閒氛圍、加強數字化建設、

擴充館藏資源、延長開放時間和提供更多流動服務也是主要需求。其中值得關注

的有兩個方面，一是不同群體的需求差異顯著，二是品牌活動如“全城共讀日”

獲得高度認可。針對這些需求和期望，特區政府和公共圖書館應高度重視和積極

回應，進行優化，竭力提供多元而高質量的圖書館服務和文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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