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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地小人稠，居住空間愈來愈小，而都會區的生活空間更是寸土寸金， 都會區因擁 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因此聚集大多

數的人前往求職發展，離 鄉求職的人「居住」是最 切身的問題，然而大部份賃屋而居的套房因礙 於空間狹小關係或生活

機能設備不足， 只要是跟用水有關的活動，都在 浴室內進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83年所做的「台灣地 區時間運用調查報 

告」資料顯示，女性 25~34歲之「必要時間」中，其盥洗、化妝及 沐浴 時間每天需花費52分鐘，是所有年齡層中花費最

多者，本研究係針對女性 上班族 生活型態之研究與盥洗時，透過產品使用情境研究，瞭解女性沐 浴盥洗的真正需求。 其

中生活型態能反應個人的心理狀態與生活形式， 而使用情境則足以瞭解使用者的真 正需求，在著重以"人"為本，人性化 

的設計觀點中，研究設計符合"人"使用需求的產 品是迫切的，而沐浴、 盥洗設備除了予人清潔的實用功能外，還給人舒

服安適的心理 需求，故 本研究為因應女性上班族需求，設計開發適合女性使用的盥洗設備，且能 符 合其生活型態與使用

情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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