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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競爭力與高消費力的現今，產品越來越多樣化，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消費者希望藉由各種產品使用的行為及過程，

來突顯出自己的個性及風格。而產品設計生產者也已意識到這樣的趨勢，因此他們因應的策略正是所謂的「客製化」，客

製化的重點是以創造顧客價值為前提，滿足每一消費者個別的需求為指標。客製化可以達到消費者個別需求、 避免生產者

原物料不必要的浪費以及支出等條件。 然而從環保層面來看，客製化對於產品在生命週期其他階段卻無ㄧ統整性的考量，

倘若將產品服務化系統導入於客製化設計之中，不但可以在解決客戶需求、突顯出客戶的個性及風格外，讓企業減少生產

成本並建立綠色形象，ㄧ舉兩得，更有助於永續發展目標之達成。 　　而?了在產品服務化系統下建立一套客製化設計開

發系統，本研究將將透過文獻、以及專家訪談，藉由分析網路程序法的應用，建立出產品服務化系統下客製化設計的設計

導向、準則、方法與流程，並導入資訊產品個案，建構出資訊產品服務化系統下客製化設計開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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