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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台灣代工的優勢漸漸被更廉價的國家代替後，我們還能靠何種更穩定的立足點進軍世界的產業，或許是該時候正視屬於

台灣本身的文化，使其與台灣的設計融合與世界接軌，希望本研究能為台灣文化盡一份心力，並對於延續剪紙傳統能有所

貢獻。 本研究依據蒐集到的資料，商請五位專家設計師做問卷訪談，找出剪紙元素運用在現在產品的一些方針與方式。再

透過二次問卷從設計系學生族群統計出認同度高與了解度高的圖片，並經過交叉比對後，獲得最被認同與了解的圖片，再

將圖片經過分析取得運用在造型上與含義上的剪紙元素。爾後運用在居家產品設計上。 研究的結果分析得到了人們對於剪

紙元素認同的要素，與運用剪紙元素設計產品時的要點與方式，最後並加以運用在產品上呈現出全新的文化創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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