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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地球氣候的異常變化，使得各國政府、企業開始注重相關的環境考量，而至今，綠色觀念已不再僅侷限於業者，其是

全人類都應該融入日常生活的一個綠色思維。綠色的產品是企業必要的條件，再加上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令「創新」嚴

然是企業爭得頂端市場的重要因素，近年來研究指出，服務業將成為先進國家經濟的主體。 「產品服務化系統」是一個能

解決以往大量生產、消費及棄置的影響，所帶來了資源耗竭、污染嚴重等環境問題。以提供功能或服務的方式來取代販售

產品，降低實體產品的產出及銷售，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本研究以創新的理論為主體，針對產品服務化（PSS）在國內

屬於新穎概念，尤其「創新」是商場上互相競爭的重要武器，為了能創造新的PSS市場競爭力，以同步工程設計流程導入

，除了達到最佳化之產品生命週期設計，以此一理念為擴展其產品服務化之創新設計流程為主旨，創造此系統新的設計觀

點，建構出一套「產品服務化系統之創新模式架構」。 本研究先以德爾菲法分別萃取產品服務化系統與同步工程的設計準

則，再以研究分析工具－分析網路程序法，將其設計準則與綠色產品生命週期設計分析探討優勢度排序，進而擬出創新式

產品服務化之設計流程與綠色檢核表，最終希望能建構出可提供業界一個創造、創新的綠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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