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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多創作者從次文化所蘊藏的特殊風格中尋找靈感，也常在這樣的創作過程裡，表達出一種顛覆的意念，而創意也在此源

源不絕地湧現。本研究擬從台灣創意市集裡的飾品中，探討消費者對次文化風格應用於飾品設計之偏好，以提供創作者一

個可參考的設計方向。故本研究目的如下：一、調查消費者對次文化風格應用於飾品設計之偏好；二、分析次文化風格應

用於飾品設計之原則。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結果為： 一、 消費者對次文化風格飾品的接受度會隨著年齡層上升而

逐漸提高。造型是消費者考慮的第一因素，而造型與功能結合的飾品最受歡迎。消費者喜歡的風格，分別為時尚logo風、

民族風、街頭風。 二、 次文化風格應用於飾品設計上，大多屬於造反的概念。具故事性、意識形態的飾品，較受具設計

背景的消費者喜愛。在材質的應用上，已漸漸脫離市面上常用的貴重金屬，取而代之以銅、鍍銀、壓克力等材質。 研究建

議，設計師在創作時，須消除次文化風格中較尖銳的部分，也就是設計師應該藉由產品設計，搭起消費者與次文化間的橋

梁，一方面可讓消費者看見次文化的意識和輪廓，另一方面這樣設計出的產品也能更獨具特色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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