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up 生態化指令下智慧型節能產品之綠色設計研究 : 以消費性電子產品為例

吳東哲、杜瑞澤

E-mail: 9700692@mail.dyu.edu.tw

摘 要

21世紀的今日全球正面臨氣候暖化下，一向以高環保標準來控制生態的歐盟，在2005年推行新的環保指令「能源使用產品

之生態化設計指令(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using Product；EuP)，以規範耗能電機電子產品的開發。在該指令的

環境標準與規範述法規研擬之下，現今的綠色設計趨勢都以EuP指令為節能導向，產業面臨這項政策需要擬定因應策略，

透過綠色設計整體考量因素，針對其設計開發程序進行全面性節能評估。就目前綠色設計相關研究中，大多針對在產品的

生產製造的支解設計與減量減費上，卻未曾思考其系統模式運作與使用過程是否已消耗何種資源或是產生何種浪費？故此

，除了研擬更完善的綠色設計決策，設計者亦可藉助智慧型系統上的優勢，以軟體取代硬體，來發展出較佳化的節能產品

。 本研究透過文獻彙整與專家訪談後，以擬定歐盟EuP生態化指令之節能決策評估因素為導向，並藉助智慧型系統之優勢

結合產品使用者的認知、需求與習性等納入智慧型節能產品之設計評估要素中，透過上述兩項評估因素之建構，以「消費

性電子產品」為例研究其整體綠色設計決策之評估因素，運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進行

權重要素分析與整體排序。 依據分析結果，建構出節能決策之評估因素架構圖，並以此架構圖計算出模糊正倒值矩陣，以

矩陣內分析的數據導引至層級串聯及因素排列，便可以清楚得知各權重間相互關聯性以及各權重之優先排序，而此排序最

終導入綠色節能產品之設計決策模式與綠色節能檢核表，透過決策模式與檢核表驗證下，可讓產業構思其節能產品在設計

所著重的節能條件和決策流程順序所須著重的要項為何，讓節能產品可以快速開發並建立更完善的產品品質，徹底落實產

品環境化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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