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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以產品服務系統觀點探討嬰幼兒推車的綠色設計。過程中透過問卷調查整理出使用者最想要的「租

賃型態嬰幼兒推車」之特徵，經計算後取得需求權重。為了確保嬰幼兒推車的研發設計階段能符合綠色環保的要求，將綠

色生命週期各階段轉化成工程特徵，作為綠色品質機能展開之準備。在展開機能矩陣的同時，加入市售競爭產品之評估，

找出「租賃型態嬰幼兒推車」產品的典型。同時分析這些產品的弱項，以作為研發設計上有待加強之處。最後擬定出「綠

色的租賃型態嬰幼兒推車」設計要素，以作為該項產品研發設計上重要的依循。 最後為了讓設計研發相關人員更清楚掌握

市場的動向，在分析使用者的態度及背景後，整理出其市場特質。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較重視推車車體功能性，對於租

賃推車顯然比較陌生，也較不重視。優勢產品的典型為較高級、較高價位、較具特殊功能的車款。顧客需求方面須加強「

清潔疑慮」及「重複使用」之滿足，工程特徵方面，優勢產品在「收納體積」和「推車體積」仍有待改良。市場特質方面

高學歷者、月收入6~8萬者、購買推車預算在3001~6000者以及居住在大都會區者等，是對租賃型態推車最支持的族群。

「只租不買」的族群中較重視推車的「特殊功能」，「只買不租」者為多數，近三成，城鄉差異亦不明顯。

關鍵詞 : 產品服務系統 嬰幼兒手推車 品質機能展開 綠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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