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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教育和出版業數碼轉型，建構電子教材新常態添實力 

電子出版資源 SWOT 問卷調查 
 

 
 

導言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教育領域也在不斷尋求創新和變革。作為傳統教學模式

的一大突破，電子教科書以其便捷性、互動性和環保性，成為許多教育工作者

和決策者關注的熱點。 
 
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獲得創新科技署贊助進行「電子出版資源 SWOT 問卷調

查」，以了解電子出版業的行業發展現況，包括資源分配、電子出版資源的普及

情況和受眾群體的意見等，以 SWOT Analysis 的框架剖析電子出版業未來發展的

優勢及困難，讓業界制定更符合各持份者需要的發展策劃，促進業界的創科發

展。 
 
此次調查旨在全面考察電子教科書在實際應用中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潛在威

脅，並聽取各方的真實反饋。通過梳理大量數據，我們期望能準確把握電子教

科書現狀，並為其未來發展提出積極有效的建議。畢竟，任何一項教育創新和

改革，都應該以提升教育質量、造福師生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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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為三個版本，第一份是給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長、主任、老師填寫的，第

二份是給學生填寫，第三份則是給業界從業員填寫，問卷採用線上電子形式收

集，收集問卷時間為 2024 年 2 月至 4 月。 
 
本次電子教科書調查共收集到 1228 份有效問卷數據，其中： 
 

第一份問卷 - 教育工作者 (388 份) 
年齡主要集中於 30-49 歲，佔 69% 
校長/教師，任教年級遍及小學至高中各階段 
 
第二份問卷 - 學生 (703 份) 
就讀年級主要集中於高小(33%)及初中(44%) 
 
第三份問卷 - 業界從業員 (137 份) 
年齡 30-49 歲佔 73% 
受訪者大多來自印刷及電子出版社(教育類別)  

 
這三份問卷數據涵蓋了電子教科書推廣的三大關鍵群體，從不同角度反映出各

界對電子教科書的真實看法和期許，為我們深入分析奠定了實證基礎。 
 
本報告詳細呈現了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和深入分析，讓我們一同審視電子教科

書備受認可的優勢，以及仍需改善的不足之處。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通過客

觀中立的問卷數據，為電子教科書的未來發展釐定清晰的方向，為推動教育現

代化貢獻一份力量。 
 
人們對教育改革的期望有加無減，讓我們共同努力，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擁抱創

新，使優秀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為青少年一代開闢更廣闊的

視野和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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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Strengths) 

 整體獲得廣泛認可 
報告數據顯示，57%的業內人士、57%的學生和 36%的教育工作者均認同電

子教科書相比紙本教材具有明顯優勢，可見電子教科書的優越性已經獲得

整體上的廣泛認同。 

 
 

 有利節省教學和學習時間 
高達 61%的教育工作者和 61%的學生表示，使用電子教科書能減輕工作和

學習負擔，節約寶貴時間，反映出電子教科書在提升時間效率方面的顯著

優勢。 

 
 

  



 

在本刊物/活動內 (或由項目小組成員) 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或創新及科技基金一般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多媒體功能有助提高學習興趣和參與度 
83%的業內人士和 80%的教育工作者認為，電子教科書的多媒體功能和互

動功能有助提高學習資源的吸引力；同時 83%的學生對此也表示認同，可

見這一優勢獲各方高度一致的認可。 

 
 

 電子教科書有利推動環保 
三個受訪群體均高度認同使用電子教科書有利於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校長

教育工作者：87%、業界從業員：82%、學生：79%)。 

 
 
（註：數據顯示只有 36%教育工作者認同電子教科書相比紙本教材具有明顯優

勢，但卻有 61%教育工作者認為電子教科書有利節省教學和學習時間，顯示部

分教師雖然未能完全認同電子教科書的整體優越性，但他們對電子教科書在節

約時間方面的優勢明顯較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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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Weaknesses) 

 校園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完善 
數據顯示，高達 65%的教育工作者認為現有電子教育平台資源未能達到足

夠的程度，70%認為支援電子教育資源的校園設備未達足夠程度，這些基

礎建設的不足將嚴重影響電子教科書在校園的使用效能，確實亟需重視和

改善。 

  
 
 
 

 學生對電子教科書的學習價值認同有待加強 
令人關注的是，高達 83%的學生表示並不依賴電子教科書作為主要學習材

料，反映學生對電子教材的學習價值認同仍有相當提升空間，需要我們深

入分析原因，作出針對性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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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安全政策監管缺乏教育界廣泛信心支持 
現行政策法規在確保師生數據安全方面，只有 23%的校長老師表示認同，

其餘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則持疑慮或質疑態度；另一邊廂，卻有 53%業界從

業員認為數據安全政策監管足夠。數據顯示兩者出現明顯分歧，顯示業界

從業員的覺得數據安全足夠的看法並未獲用家接受，這無疑將嚴重影響電

子教科書的普及推廣，值得業界反思。 

  

 
  

 電子教科書仍未成為主流教與學工具 
高達 79%的學生在課堂上一般、偶爾甚至從未使用過電子教科書，在課外

環節此比例更高達 85%，顯示電子教科書仍未成為主流的教與學工具，無

論是使用滲透率還是使用深度均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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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Opportuni�es) 

 市場需求穩步增長 行業前景期許樂觀 
57%的業界從業員（其中 23%非常同意，34%較為同意）認為電子教科書市

場需求正處於日益上升的趨勢，並有 57%的業界從業者（其中 21%非常同

意，36%較為同意）對電子教科書的未來發展前景抱持著樂觀的預期。業

界從業員作為前線工作者，緊隨市場脈博，這一數據顯示電子教科書市場

處於增長勢頭，未來市場前景值得期待。 

  
 
 

 有利推進因材施教和個性化學習 
38%的業界從業員、36%的教育工作者和 26%的學生認為，電子教科書有助

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個性化學習，符合現代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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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s) 

 資源獲取的公平性問題引發廣泛關注 
調查顯示，52%的教育工作者和 57%的業界人士對電子教育資源獲取的公

平性表示擔憂或否定。對此，相關支援機構和業界必須高度重視，創造公

平合理的資源獲取環境,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共享優質教育資源,實現教育均衡

發展。 

 
 

 電子教科書若定價過高可能引發反彈 
70%的學生、55%的教育工作者期望電子教科書定價應比印刷版便宜，業界

從業員則有 47%認為兩者售價應該接近，及 39%認為電子教科書可以「便

宜一點而不是便宜很多」，這也出版業界與教育業界對電子教科書定價方面

稍有落差，如果電子教科書定價過高，將不利於對其推廣及普及，因此定

價策略需要審慎研究和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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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現狀 展望未來 

電子教科書作為教育領域的一種創新媒體及教學方式，其推廣過程正經歷著蓬

勃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種種挑戰。通過對業內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群體的

調研分析，我們可以綜合性地把握電子教科書目前在業界的發展現狀，並審視

其面臨的機遇與威脅。 
 
優勢：電子教科書憑藉其便利高效、資源豐富、推動環保等顯著優勢，已獲得

了整體上廣泛的認同。無論是提升教學效率、促進學習興趣還是激發參與熱

情，電子教科書均展現出了巨大的潛能，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認可和青睞。 
 
劣勢：然而，推廣電子教科書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校園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

不足、學生對電子教材認同度的有限，以及數據安全政策缺乏信心支撐等，都

是當前面臨的障礙和挑戰。其中，學生是否依賴電子教科書作為主要學習材料

的問題，尤其值得業界重視，需要採取針對性的優化措施，切實提升電子教科

書的實用性和吸引力。 
 
機遇：從機遇角度觀之，業內人士對電子教科書市場發展前景抱有樂觀期許，

預計市場需求將繼續保持穩步增長態勢。同時，電子教科書有利於推進因材施

教和個性化學習，與現代教育理念高度契合，這也為其注入了新的發展動能。 
 
威脅：然而，我們也無法迴避存在的部分威脅。公平獲取教育資源的問題備受

關注，業界有義務為廣大學子群體創造公平合理的資源獲取環境。此外，電子

教科書定價策略的制定也需審慎權衡，以免過高價格引發學校和家庭的不滿和

反彈，阻礙了推廣普及進程。 
 
電子教科書在教育領域的發展前景可期，但並非一蹴而就，我們有必要審慎統

籌規劃，充分發揮其顯著優勢，同時積極應對和化解目前存在的劣勢與威脅，

才能使其行穩致遠，為現代教育注入創新動力，發揮出應有的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