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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動機車給予人的印象即是環保，近年來由於政府的大力宣導，不論是在政策上的執行，或是媒體的 宣傳，使得國人的環

保意識抬頭，所有的產品現在都講求環保，低污染，省能源的訴求，電動機車便是 一例，當初政府大力推動電動車，並請

工研院參予研究，且於1997年時正式推出第一台量產的電動機車 ，當時的確造成不小的震撼，環保意識也因而抬頭，但是

產品本身體質不佳，以及使用上仍存在許多的 問題點，電動機車叫好不叫座，只在當時造成一股浪潮，而後便漸漸退去它

的光彩了，根本原因仍在於 電的方便性，以及使用上的便利性皆不足，續航力更是電動機車推行的一大問題，之後雖然仍

有許多廠 家陸續投入開發製造的行列，但始終不見電動機車的普及。 本研究的目的，即是以生活型態研究方法 來探究都

會區生活型態在電動車輛設計的應用研究，並透過生活型態研究方法，找出都會區居民對於電 動車輛該具備之新型態的期

望，用以作為電動車輛設計之建議，進而發展出電動車輛的市場新定位。 而本研究所著重的，則是在生活型態構面，如何

更切入人的生活與更符合都會區生活上的便利與實用性 ,並經過生活型態研究方法的研究，使開發廠商能夠更了解市場的

趨勢，進而開發符合大眾所需求及 期待的都會區電動交通載具，為本研究之重點與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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