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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台灣，政府推動的資源回收與減量政策雖已有了初步成果，透過好的環保政策推動，人們漸漸有了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觀

念，然而在基礎的資源回收設備上卻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讓人們在垃圾丟棄回收的第一時間分類上，分不清如何

有效且快速的分類回收，致使回收的效率不彰，造成資源回收更加困難及成本的提高。因此實在有其必要從使用者的環保

意識與態度針對公共空間資源回收設備進行研析與重新設計，將現今使用大眾的環保意識型態與行為模式導入其現今環保

產品的設計開發中，讓使用者在使用資源回收設備時便能很容易判斷出產品的回收方式，使在廢棄與回收的同時能快速分

辨出如何正確的分類，進而達到資源分類回收、循環再利用的最大效益。 本研究針對大專院校學生環保的意識、態度與習

慣、認知等相關背景因素加以分析和了解，同時進一步得知其對公共空間資源回收設備的不同使用需求，然後將這些收集

分析所得的屬性特點轉化成為產品設計元素，再導入於公共空間資源回收設備之設計上。其結果可有效改善現有公共空間

資源回收設備的缺點，並增加資源回收上的便利性與效率，同時因考量了產品本身與公共空間環境的結合，可避免造成環

境空間的不協調與浪費，藉此可提昇公共空間資源回收設備使用的可行性。透過資源回收效率的提升，除了有助於環境保

護目標的達成，更可使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願景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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