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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委托, 我

们对国人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进行了调查, 结

果是: 在 13 岁或 13 岁以上的读者中, 青年读

者、使用英语的读者、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

女性读者和单身读者所占比例较高。与过去

13 年相比, 读者的基本状况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我们来探讨 1980 年、1988 年和 1993 年

3 次调查所显示的变化趋势。

1　3 次阅读调查

1980 年的调查是受新加坡全国书业发

展理事会 (NBDCS) 委托进行的。共调查了

753 个家庭, 1953 名 15～ 49 岁有阅读能力的

读者。1988 年的调查也是为NBDCS 而做的,

其调查对象是 1000 名 12 岁以上的新加坡

人。1993 年的调查则是受国家图书馆委托进

行的, 选择了 1008 个家庭作为调查样本, 访

问了 1948 名 13～ 69 岁、能阅读报纸的读者。

以下将这 3 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1. 1　读者基本情况

在过去的 13 年中, 读者基本情况变化不

大。3 次调查结果都显示读者成分多为女性、

年轻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专业人士或白领

工作者。

1993 年的调查显示, 在有文化的女性

中, 55% 的人阅读书刊, 而在男性中, 只有

46% 的人阅读。这和 1980 年的调查结果没有

显著的差异。

1. 2　阅读情况

与过去 13 年相比, 每周阅读 10 小时或

10 小时以上的读者从 1980 年的 6% 增长到

1993 年的 19% ; 每周阅读 3 小时以上的读者

从 41% 增长到 65% ; 每周阅读少于 3 小时的

读者从 59% 降低到 35%。

在 1980 年, 57% 的读者只读过一本书;

而在 1993 年这个比例仅下降了 0. 7 个百分

点。本项调查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可能存在的

问题, 即: 尽管国民的识字率提高了, 但是阅

读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新加坡人应该不

仅通过其它方式, 而且还应通过阅读足够的

书籍来汲取新知识, 在新加坡推广阅读风气

势在必行。

调查表明, 与 1980 年比较, 在 1993 年阅

读了 20 本以上书籍的读者百分比呈大幅度

的增长, 并与阅读时间的增长成正比, 由

1980 年的 9% 增长到 1993 年的 22%。

1993 年的调查显示在新加坡人所阅读

的书刊语种中, 阅读华文书籍的读者从 1980

年的 51% 提高到 56% ; 57% 的读者阅读英文

书籍; 阅读马来和淡米尔文书籍的读者分别

为 13% 和 2%。年龄越大的读者越喜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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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各自的母语文献。

这些调查结果对那些专为成人读者提供

阅读以及各种资讯的图书馆有直接影响。大

量的读者虽然阅读他们各自的母语文献, 但

是, 对于提供非英语文献的重要性, 各图书馆

应予重视, 尤其是读者群相当大的公共图书

馆。

3 次调查显示很多读者所阅读的书刊类

别大多为小说。1980 年的调查显示, 39% 的

读者认为小说是他们的首选读物, 这个比例

在 1988 年为 62% , 1993 年为 75%。最受欢

迎的是恐怖小说、冒险小说、惊险小说、民间

故事、爱情小说、科幻小说以及家庭伦理故

事。1993 年的调查显示阅读非小说书籍的读

者中, 有 16% 选择自修的科目, 依次为保健、

旅游、电脑、语言与文学、商业与金融、管理

学、工程学和亲子教育方面的书籍。

调查表明, 消遣性阅读是最重要的阅读

动机。大多数读者认为阅读是为了乐趣、浏览

知识或消磨时间。1980～ 1988 年间, 把汲取

专门信息作为阅读动机的读者从 11% 剧增

到 46%。更多的读者为了满足他们的特殊需

要而阅读; 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阅读目的是为

提高自已的水平和满足工作需要, 65% 的被

调查者说阅读是为了自我进修。

2　新加坡的阅读环境

2. 1　家庭环境

在 1000 名 13～ 69 岁的受访读者中,

67% 的人买过书, 20% 的人租借过书。调查报

告也指出, 在所有受访者中, 至少 26% 的人

各自拥有一间具有某种规模的家庭图书室,

随时有书可读。有 12% 的人买书花去 41 新

元, 10% 的人花 21～ 40 新元, 40% 的人花 20

新元以下。

2. 2　学校和其他图书馆

在新加坡所有学校和初级学院都拥有图

书馆。教育部设有一个语言发展组。该组聘

有专业人员协助教师建立并管理学校图书

馆, 并且出版资料来推广阅读。所有学校都制

订一套系统化的推广计划, 尽量鼓励学生养

成阅读的好习惯。

除了家庭和学校图书馆外, 新加坡还有

约 200 间公立图书馆。有 9 间较大型的公共

图书馆设在组屋区内, 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除

了公共假期外, 这些图书馆每天对公众开放。

读者还可以通过特殊的安排和会员制度来利

用大学、工艺学院和其它教育性的图书馆。

新加坡人有着比较优越的阅读环境。教

师、家长和图书馆员所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

性的任务是如何激发他们的阅读需求和兴

趣。

3　新加坡和其它国家之比较

3. 1　与英国读者比较

在英国 1990 年所作的家庭调查中, 在

17500 名 15 岁以上的英国人中, 有 62% 的人

在最近 4 周读过 1 本书。相比之下, 新加坡人

需要读更多的书才能赶上英国的水平。值得

注意的情况是: 尽管有新的出版形式和娱乐

活动的出现, 英国人还是爱好阅读, 而且对阅

读的需求继续保持增长, 在 1 个月中读过 1

本书的读者从 1977 年的 54% 增长到 1986

年的 59% 和 1990 年的 62%。在新加坡这种

情况却不存在。新加坡阅读人口的百分比没

有增加, 相反是减少了。

3. 2　与美国读者比较 (见表 1)

据美国 1983 年的调查, 50% 的受访者读

过书, 这与新加坡的百分比相同。但是美国读

者 1 年读 50 本书, 平均每周花 14. 7 个小时

阅读, 而新加坡的读者则只花 5. 9 个小时。基

于以上的两项指标, 新加坡读者在某些程度

上还较为逊色,

3. 3　与日本读者比较 (见表 1)

1993 年日本全国阅读习惯调查结果显

示, 平均每个被调查者读 18 本书, 这包括报

—26—

第 24 卷第 113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1 月
V o l. 24. N o. 113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Jan. , 1998



刊、杂志的读者在内。而新加坡读者每年只读

8. 3 本书 (亦包括报刊、杂志的读者)。因此,

新加坡人必须读更多的书才能达到日本人的

水平。

以读者每周所花的阅读时间来看, 东京

读者在 1993 年平均每周花 8. 8 个小时阅读,

而新加坡人则只花 5. 9 个小时, 只是日本人

的 2ö3。
表 1　新加坡、日本和美国读者读书的

数量和时间之比较

国家
读者每周阅读时间

(小时)

年读书数量 (本)

(各种文献)

新加坡

(1993)
5. 9 8. 3

日本

(1993)
8. 8 (东京) 18. 0

美国

(1983)
14. 7 25. 0

4　调查结果

在新加坡每周阅读 10 小时以上的读者

从 1980 年的 6% 增长到 1993 年的 19% ; 每

年至少读 20 本书的读者, 从 1980 年的 9%

增长到 1993 年的 22%。与此同时, 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 在有阅读能力的国民中, 读书人

口的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57% 下降到 1993

年的 50%。读华文书籍的读者呈增长趋势;

看小说的人数从 1980 年的 39% 增加到 1993

年的 75%。在非小说读物中, 最普及的是自

修方面的书籍。读者的购书需求从 1980 年的

27% 增长到 1993 年的 67%。

3 次全国性的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阅读

习惯已经或逐渐地植根于新加坡人中: 在每

11 个有文化的新加坡人中, 就有 1 人每周阅

读 10 小时以上; 每 10 个新加坡人中, 有 1 人

每年至少读 20 本书。但是, 另一方面, 也有一

部分具备阅读能力的新加坡人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没有看过 1 本书。因此我们必须找出

他们的阅读与汲取资讯的方式, 以鼓励他们

阅读。

有相当多的读者阅读华文、马来文和淡

米尔文读物。他们之中很多是家庭主妇和蓝

领工作者。他们有时间看书, 但他们可能不知

道图书馆有他们需要的读物。拥有这方面馆

藏的公共图书馆和其它图书馆必须更好地协

作, 了解读者兴趣, 加强馆藏的“促销”工作,

书商也需要更好地收集和提供这些语种的书

籍。

1993 年的调查强调了不同年龄、性别、

教育程度和职业读者的阅读兴趣。国家图书

馆正在对 1993 年的调查报告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 以改进馆藏建设和发展其市场策略。

要建立一个善于阅读的社会, 要达到日、

英、美等国的阅读水平, 我们必须大力推广阅

读工作。

5　展望未来

我们如何帮助那些具备阅读能力但没有

阅读习惯的 50% 人口呢? 如何推广阅读风气

并提高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呢? 正式教育固

然是增加读者数量的一个途径, 图书馆员、家

长、社会也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加坡需要发展其知识基础。为了发展

和保持竞争优势, 新加坡人应该强化他们的

学习能力, 这种努力应该贯穿他们的整个生

命。学习和阅读是毕生的需要, 没有捷径可

走。

吴作栋总理在 1993 年国庆献辞中谈到:

“未来是属于那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讯、知

识和技术的国家。这些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

素, 而不是自然资源。”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

的经济资源。新加坡人必须努力开拓他们的

学习能力, 并且不断地学习, 尽量利用新知

识, 保持竞争力。

1994 年 3 月出版的“图书馆 2000 年报

告”中把投资建设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度”作为

贯彻工作方针的推动力。报 (下转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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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兴趣, 启发欲望, 导致行动。而导致消费

者见诸购买行为, 是广告最终和真正的目的。

广告不仅可以诱导消费者采取购买行为, 而

且在购买行为之后通过广告传递的产品信息

给消费者带来的比较利益的信息, 可以降低

消费者的不满意程度, 增加对自己购买行为

的满意程度。此外, 消费者市场信息需求与购

物情境亦有一定的联系。相对其他广告, 商店

名称所体现的完整的商店印象, 橱窗设计及

货架的陈列, 对消费者都能产生非常强烈的

诱导功能, 它们对消费者的心理刺激是其他

广告媒介所不能比拟的。

9　商业交往是消费者市场信息需求满

足的重要基础

商品销售活动是依赖于人与人的交往接

触而发生并完成的。顾客与销售作为商业交

往的主体, 是通过以商品为媒介的接触而发

生的交往, 完成商品所有权的易位, 实现需要

满足的。在商业交往过程中, 伴随着商品或劳

务信息的交流, 必然发生着交往双方的心理

接触和心理的相互作用。它是销售者与顾客

之间为了交流商品或劳务信息而相互作用的

过程。

交往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即“交流”与“相

互作用”。商业交往首先必须有交往双方信息

的交流, 属于认识方面有对商品的知识和购

买活动等; 属于情绪评价方面, 有对商品的需

要, 努力销售的愿望等。在相互作用过程中,

积极的交往态度和交往行为是销售活动得以

顺利进行和获取成功的保证。然而, 交往并不

仅仅有积极作用, 也存在消极的作用, 所以商

业交往的概念里, 不能排除顾客与销售者的

冲突。因此, 对于销售者来说必须具有: 富有

吸引力的仪表, 敏锐的观察力与灵活的反应

能力,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自控能力等素

质, 其交往才可能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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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强调图书馆的任务是帮助人民索取新的知

识; 号召图书馆为人民创造更多的阅读和汲

取新知识的机会。报告也指出, 积极地发挥国

民学习的潜在能力, 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

当今电子出版和发行系统为读者提供了

可以选择的传播媒介。但无论资讯是来自印

刷品或电子形式, 人们还是需要通过阅读来

理解和领悟新知识。

斯坦福·谢尔曼在《命运杂志》刊登的一

篇题为“读更多的书, 美国才会赢”中指出:

“阅读与通讯、思考、想象密切相关。”任何国

家都需要这些技能来进行全球性竞争。如果

一个社会的阅读风气不盛, 那么他要在以情

报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取得繁荣昌盛就很困

难了。新加坡也是如此。我们要在新的世界

经济中成功, 就必须确保我们的读者阅读更

多的文献。

严立初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局主管公共服务的

副馆长, 负责安排和指导 10 个公共图书馆的工作。

(来搞时间: 1997. 08. 21。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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