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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臺灣，一年四季，許多人們總是因為溫溼度過高而感到身體不適；以臺灣來說，因為自然因素所致，一般的家電產品，

其使用壽命及產品的生命週期相對地比其他國家要來得減短許多，而家庭用的電能除溼機也難以完全符合一般大眾普遍使

用需求。 目前市面上，為降低室內濕度而設計的除濕機，確實帶給人們便利，但因為長時間的使用，導致家庭用電量增加

，加速減短產品本身的壽命，乍看之下，雖然符合民眾需求，而實際上，卻過度消耗能源，對於日常生活以及地球生態，

不僅沒做到節能，更無法達到地球永續經營。 本創作藉由文獻資料的相關蒐集，探討市面上除濕機的發展過程，尋找市面

上具綠色設計特色的除溼機，分析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透過學、業界的專家訪談，進一步歸納消費者得偏好因子，擬

定設計規範，再進行實驗性的產品設計創作，考量綠色設計要件及機能性之應用，以此創作反應綠色設計的具體功能與意

義，最後的產品示範創作，透過問卷調查及工研院所辦的第五屆「創意狂想巢向未來」–2011年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

，驗證綠色設計可以解決使用者生活上不便的問題，有效地落實綠色設計理念，達到綠色家電產品商品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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