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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汽機車領域中，不論是車廠或是私人的運輸設計工作室，復古設計這個題材一直存在著固定的族群擁護。品牌推出復古

車款藉以紀念過去輝煌的歷史，強化在消費者心中的印象，而個人工作室則幫助客戶將車輛整體改裝成具有復古風格的樣

式。本研究擬由市售7家車廠針對過往的車款為參考所推出之復古車款，選擇7組新舊車款做對照，比較其構成元件之復古

特徵及其延續關連性，並交叉分析出復古延續關聯性較高的構成元件及較多復古特徵延續的車款。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出以

下4點結論：（一）經常做為復古特徵的構成元件為油箱、車體比例、引擎、車架輪廓、坐墊、排氣管。（二）個別復古

構成元件與整體復古設計之延續評價具關聯性。（三）復古車款設計延續表現的特徵元素前3項為整體輪廓、比例關係及

曲面特性。（四）復古摩托車設計考量因素則有：整體意象的延續、品牌文化及舊有識別特徵。並以分析結果進行復古摩

托車創作。

關鍵詞 : 摩托車、復古、特徵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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