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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隨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這是在設計史上的經典法則之一，造形與功能常視為一體兩面的設計因素（design

factor）也常被視為所謂的因果關係之設計思考方向。造形本身一般人的想法是具象的，統稱為產品可見外型，但是它的

意涵卻是抽象的美感；然而功能則解讀為使用產品時的各種效能機制，以上只是在觀念上釐清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造形

在設計中，並不能單純以建構在機能上的設計元素取捨而決定，應該是以設計師想要表達的想法，透過設計加入了造形美

之要素讓產品自我表達之意涵。因此想要以產品形態為例分析的方式來透過造形之美感，讓其為啟發性的發展關係而引導

出設計之思考模式，是本研究所要探討之重點。 在設計中常有許多針對造形或產品美學評價方式，但是大多只針對特定產

品外觀設計加以評估比較，然不同產品類型具有差異的語意且複雜而無法一概而論。若客觀地單以造形美感性出發，以產

品形態之分析從事單純之探討，應有助於設計中設計師之參考。 造形分為所謂之功能造形（Functional form）與裝飾造形

（Decorative form），功能造形係指主要由技術限制、材料特性、操作介面等規範合需求所形成的造形，造形本身賦有機

能性；而裝飾造形則指以心理需求、社會認知、文化脈動等層面之規範和需求所發展形成之造形，表現產品之美感性、象

徵性以及感性等精神層面的意義。而本研究乃就產品外觀以產品形態為例剖析其造形之美感，而功能造形與裝飾造形為研

究中之參考值，藉以評析造形美感性與產品形態之關係。 產品設計之目的是在於滿足人類生活的需求，除了生理上需求的

實用機能外，心理上需求的美感機能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目前我們正處於高科技、高感性的環境裡，面對著規格化、

機械化的時代，人們對感性生活強烈的需求，促使消費者特別重視產品的美感。具有高度美感性之造形的產品，將成為消

費的主流，也是未來市場發展的趨勢。 本研究以產品設計的立場，由美感性心理機能的觀點探討產品造形問題，除探討有

關文獻做為理論的基本參考，並透過問卷調查，以求得印證。其重點在於瞭解產品美感造形之產品形態因素。經統計與分

析的綜合歸納，發現具有美感性產品造形之產品乃在其造形呈現簡潔有力、結構完整、色彩調和、精緻而新穎。顯示出美

感確有其層次上的高低及特定因素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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