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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政府極力倡導垃圾分類回收以減少垃圾量並愛惜資源，但由於國民對於垃圾分類與回收觀念 意識薄弱，加上政府

的相關政策並未對此有明確且嚴格的規範，因此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處理的成效不 彰。根據環保署調查報告分析顯示國內

一般廢棄物中，約有40%~50%為可回收再利用的資源（行政院環 保署，1997），其中以家庭垃圾（HOUSEHOLD

GARBAGE）為數較多且分散，其回收工作最難推行，根據 國外經驗，政府政策除了應各方加強軟硬體措施外，對於如何

鼓勵、教導民眾參與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工作更是努力的重點；政策雖然有逐漸推廣的趨勢，但是民眾對於垃圾處理及資

源回收的工作，因缺乏 輔助的資源回收設備，導致其推廣的效果尚不盡理想。所以良好的家庭資源回收設備是極為需要且

迫切 的，可用以協助家庭執行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的工作。 故本研究目的以生活型態研究針對都會區家庭加以探討分析

，從家庭垃圾的種類及其分類處理的方式 做深入了解，進而探討都會區家庭對於資源回收設備的各項需求及看法，期望能

提出適合的家庭資源回 收設備設計來促使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落實，使各類性質的垃圾做有效的回收、焚毀或掩

埋， 更符合環保經濟效益，對於未來提供更為美好的生活環境。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進行研究問題資料的蒐集。依據回收

資料，透過因素分析、集群分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深入探討都會區民眾的「背景因素」與「生活型態族群」分別

對「資源回收行為態度與認知」與「家庭資源回收設備使用需求」的影響，透過分析與歸納，進而瞭解都會區民眾對於家

庭資源回收設備的需求屬性，並轉換為設計元素。 進而得知在設計家庭資源回收設備時，需著重於產品的功能整合、操作

簡便、清潔性、機動性、組件模組化及組裝延伸性與變化性。最後，建立家庭資源回收設備的產品設計規範與方針，據此

進行實務設計，並透過實務設計的產品後續測試評價，用以驗證本研究的可行性與正確性。證實所歸納的設計要素及規範

確實可以提高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滿意度，同時增加對產品的使用與選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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