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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象看板在工業產品設計流程中，可用來詮釋設計目標，設計師通常會參考意象看板所傳達的意象來設計產品，但由於意

象圖片係由設計師主觀意見選擇，是否符合消費族群所喜歡，值得探討。 本研究嘗試模擬產品設計流程，以產品圖片來製

作意象看板，請焦點團體將意象相似的產品圖片分為一群，總共分為六大群，這六群產品代表不同的族群所喜歡者，再以

圖片進行問卷調查，以大葉大學女大學生為母體，抽樣100 人，請其勾選對產品喜愛程度，來驗證焦點團體所預測意象分

群與族群喜愛產品有無一致。 經集群分析，結果顯示100 位受測者可分為四個集群，同一集群的受測者所喜愛的產品圖與

六大群產品對照，的確有相同的產品，但問卷調查結果，四個集群所喜愛的產品更多樣化。

關鍵詞 : 產品意象、意象版、集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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