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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只探討為環境而模組化設計，並從其模組化設計中的綠色組裝與拆解性方法來探討其模組化設計之可行設計方案，

然後結合個案研究建立綠色模組化設計組裝與拆解性設計原則，並整理出一套綠色設計組裝與拆解評估基準。再依照此方

法改良設計出本個案最佳綠色模組化之可行設計方案;一般來說綠色產品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因為人為的製品或多或少都會

消耗資源及能源而影響環境。一件產品如果在設計之初，能多以「環保的方式」來思考，包括產品及其服務，較過去傳統

方式具有更低的環境衝擊影響而達到永續利用的目標者，通常都可以稱做綠色產品﹔而在綠色產品設計方法中之模組化設

計除可以延長其組件之壽命外，若其主要零件能較長壽，則其他組件就可依其平均壽命來加以模組化的設計規劃，使其每

一模組中之組件其壽命相當，替換時能物盡其用，並且在部分零組件損壞後，能夠更換與修護，減少資源之浪費及成本之

支出，達到綠色設計之目的。 電動自行車為一綠色環保之新興產品，所以在此研究中將以電動自行車為一個案研究對象，

其機構零件及組件列為主要研究項目，因為採用這些機構零件及組件，對設計師享有較大自主權，本研究只探討為環境而

模組化設計，並從其模組化設計中的綠色組裝與拆解性方法來探討其模組化設計之可行設計方案，然後結合個案研究與實

車設計來建立綠色模組化設計組裝與拆解性設計原則，並整理出一套綠色設計組裝與拆解評估基準，使其再做電動自行車

設計時可以得到一個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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