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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而言，市面上產品造形發展的方法，已經漸漸從功能取向轉變為心理需求取向，產品設計逐漸被一種產品意象的心理

滿足所超越，而義大利的設計風格在符號意象的應用之中，可說是具有其獨特性也直接影響國內的工業設計風格。因此，

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探討以及具義大利後現代設計風格之產品分析，尋求符號意象與產品造形的關聯性。並透過問卷調查

、分析的方式，歸納出具義大利後現代設計風格之產品造形特點及符號意涵為設計規範，以作為產品設計開發之參考。 最

後再透過實作設計的方式，將研究所得應用於產品設計中。結合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結果以及實作設計心得，歸納出以下

幾點結論：（1）義大利後現代設計風格之產品造形，多為簡單的幾何造形形態為主體來作造形變化，也有形體單純的流

線造形，再者就是具有直線的幾何形態。（2）在色彩的引用方面，使用較為活潑大膽的鮮豔色彩。（3）在材質的表現上

，以高質感的不鏽鋼金屬為主要材料居多，其次為ABS、PVC等塑膠材質。（4）而從造形分析中可以歸納出，具義大利

後現代設計風格之產品符號意象需有輕巧的、前衛的、圓滑的及幾何的意涵。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能透

過符號意象之設計規範，有效提供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快速地利用符號意象做聯想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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