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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消費形態的急速轉變，消費變成是一種享受；商品在廣告的包裝下，不斷的刺激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卻不斷的製造

環境污染，過度使用的紙類印刷文宣和廣告，造成在消費過後留下棘手的環境問題，也是本研究迫切要研究的問題。期盼

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以解決資源耗損的問題，使商品銷售之外也能兼顧環保問題，珍惜地球資源，共創綠色生活，基於

對消費文化的認識與反省，建立正確生活型態、愛惜地球環境資源。 本研究從消費文化理論探討綠色產品創新設計，運用

質化分析之專家訪談方式，找出消費文化與綠色產品間之關聯性，並找出消費文化現象中影響綠色設計之因素，透過設計

師訪談找出影響設計之因子，經過資料分析推演後，歸納消費文化影響綠色產品設計之因素，再運用到資訊產品實務設計

上。研究得到具體的結果，廣告、綠色設計、環境消費問題四者是循環的並相互影響；消費影響綠色設計的因素；將所得

的綠色設計要素運用於資訊產品上，解決因為消費所造成的資源浪費與耗損問題，使商品在銷售外也能兼顧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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