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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電動車輛日受重視。經檢視目前的電動自行車，有些構造仍過於複雜，如能適當簡化，使之簡潔且

具美感，更具環保永續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嘗試以雙載型電動自行車為例，探討簡潔而美的電動自行車幾何構成特徵。 研

究首先蒐集現有市售雙載型電動自行車圖片，依美感與簡潔度兩個向度評價樣本車，再針對每一部樣本車評價多項幾何構

成特徵，以幾何構成特徵評價結果為自變數，美感與簡潔度評價結果為因變數，進行線性複迴歸分析，探討出幾何構成特

徵對美感與簡潔度的影響比重。 結果顯示，影響美感的幾何構成特徵依由大而小比重次序為:「配件與主車架搭配得宜」

、「整體視覺比例均衡」、「主車架構造線條順暢」、「線條彎摺順暢」、「主車架構造清楚明顯」。影響簡潔度的幾何

構成特徵依由大而小比重次序則為: 「整體視覺比例均衡」、「各部件結合順暢」、「座管與後貨支架傾斜角度一致」、

「主車架構造清楚明顯」、「線條彎摺順暢」、「各種配件數量少」。如欲設計出簡潔又具美感的雙載型電動自行車，當

同時把握上述原則，並依其影響比重適當取捨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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