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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要求越來越講究，但兼具外型的美觀與獲得消費者認同的卻僅只有少數。因此，調查消費者對於

目前優良產品的造形設計是否傳達出適當的語意以及消費者對於產品外型的訴求與改進，此為本研究主要探討的重點。 將

市面上得獎的十項生活產品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 ， 調查對象不拘，樣本共 100 人，經由問卷調查了解各個產品外型所表

達出的感受，並測試消費者對於得獎產品的接受度與產品外型的優劣程度。結果得知消費者對於十項生活產品外型意象感

受上，大多呈現滿意的看法。僅有樣本電鍋、印表機對消費者而言感到許多負面感受，而樣本筆記型電腦、沙發、蛋糕刀

、手錶、滑鼠及碗，這些產品的正面感受人數遠比負面來的多許多。產品素材的影響力，更提升了外型變化的程度及給予

消費者的感覺，例如：樣本桌子及吊燈雖然給消費者前衛、獨特及輕巧的正面感受，但卻也給消費者脆弱的負面感受，故

產品素材的選擇也是未來研究發展的重點。性別也是影響產品意象感受的重點，男性對於同一件產品的感受程度上較女性

兩極化及強烈，而女性則大多呈現平均分布的情況，雖同產品兩性感受相同，但女性感受程度卻較為分散，跟男性感受落

差極大有所不同，這也影響著產品給予消費者的外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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