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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元品味生活的社會裡，消費者感性的世界是作為反映商品意象造形的需求與寫照。因此，在從事設計活動，不應只是

設計師黑箱作業的思考模式，而更是該符合消費者感性內心的需求，所以必須從考量消費者感性層面的喜好、感覺等客觀

的調查情況來訂定產品開發設計方針，才能進一步真正拉近產品與人之間的距離。本研究中，是透過數位攝影機為例子，

去探討消費者在感性造形意象上的需求與認知。本研究目的為： 1.調查消費者對於數位攝影機產品在造形上的感性需求，

以因素分析萃取其相關要素。 2.探討分析消費者對於目前市面上數位攝影機造形上的產品意象特質。 3.歸納出數位攝影機

感性特質之設計規範以作為產品開發上的依據。 在最後所分析取得的共通感性特質有：感官、個性與質感三個感性因子分

別是： 1.感官因子：男性的、非傳統的、創新的、前衛的、複雜的、絢麗的意象要素。 2.個性因子：亮眼的意象要素。 3.

質感因子：規矩的、堅固的意象要素。 本研究說明了數位攝影機在消費者心中的感性需求與現象，同時也作為在擬定產品

設計開發屬性要素上的考量與參考，並能瞭解到感性層面在產品造形意象上的重要與關聯性，更點出了消費者內心世界對

外在商品意象的認知與感受，也是作為日後在產品開發設計造形意象上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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