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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 

本章節將以問卷調查的方式，來了解受測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間相關聯性

之認知，藉此驗證研究中歸納之各年代服裝對於工業產品，在形態、色彩、質感

三方面的關聯性是否有吻合研究內容。 

 

7-1 問卷設計 

本問卷以圖卡方式分成服裝圖卡與工業產品圖卡兩部分，讓受測者進行觀察

與比較，並透過形態、色彩、質感來比較兩者間的關聯性，以五○年代、六○~

七○年代、八○年代之服裝與工業產品為主，透過研究中在第六章歸納出的「各

年代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表」與「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表」為製作圖卡時產

品評定之標準與依據，藉此可清楚選定每個年代的產品風格與服裝對於工業產品

之造型要素上關連性的重點，藉以釐清受測者對於形態、色彩、質感間的判斷認

知，並驗證服裝與工業產品間的關聯性，研究中以國內外設計書籍為主，來選定

各年代之產品，每個年代的服裝與工業產品各五件【表 7.1】、【表 7.2】、【表 7.3】、

【表 7.4】、【表 7.5】、【表 7.6】，在三個年代中，服裝總數 15 件、工業產品總

數 15 件，來製作成圖卡，製作圖卡時其產品均透過 PHOTOSHOP軟體加以去背，

讓產品能夠不受背景的干擾，更清楚的讓受測者判斷並填寫問卷內容，圖片放置

圖卡時，圖片下方僅以數字和字母顯示如附錄七，用來做服裝與工業產品的相互

連結，因此並不會顯示出此產品為何年代，藉此在圖卡相互比較時，能清楚觀察

出受測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彼此間的關聯性，以利後續統計分析之整合。 

    下列依照研究中歸納的「各年代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表」與「服裝與工業產

品關聯要素表」當中的要點，做為取樣標準，產品選定時以多數符合評定要點為

主，原因在於每個年代產品表現的形式不一，所呈現的設計便會有所不同，原則

上產品的表現均和歸納的重點相符，每個年代的服裝與工業產品選定之說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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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1】五○年代服裝樣本取樣說明 

樣本 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 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 

形態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1.優雅線條的設計 
2.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1.優雅線條的設計 

2.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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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2】五○年代工業產品樣本取樣說明 

樣本 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 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 

形態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1.優雅線條的設計 
2.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1.優雅線條的設計 

2.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形態 
1.優雅線條的設計 

2.簡潔無裝飾的設計 

   

1.功能造型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1.以自然色系為主 

2.單純化的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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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3】六○~七○年代服裝樣本取樣說明 

樣本 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 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2.對比性高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1.反傳統風格 

2.象徵性風格 
3.材質表現風格 

質感 材料結合與應用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2.對比性高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色彩 高彩度、中明度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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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4】六○~七○年代工業產品樣本取樣說明 

樣本 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 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3.象徵性風格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2.對比性高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2.對比性高 

    

1.活潑色彩風格  

2.象徵性風格 
3.材質表現風格 

質感 材料結合與應用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2.對比性高 

 

1.活潑色彩風格  

2.象徵性風格 
3.材質表現風格 

質感 材料結合與應用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色彩 高彩度、中明度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3.象徵性風格 

4.材質表現風格 
質感 材料結合與應用 

形態 豐富線條的設計 

 

1.活潑色彩風格 

2.反傳統風格 

色彩 
1.高彩度、中明度  

2.對比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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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5】八○年代服裝樣本取樣說明 

樣本 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 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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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6】八○年代工業產品樣本取樣說明 

樣本 社會現象之流行風格 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要素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環保意識風格 

2.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形態 簡潔素雅的設計 

 

 

1.簡潔造型風格 

色彩 低彩度、低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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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的目標族群以背景為「工業設計」和「服裝設計」的受測者為主，

目的為了觀察兩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在形態、色彩、質感三方面的認知差異與

著重的比例，另外在增加「其他」之類別，藉以觀察非設計類之認知差異。問卷

調查的方式以人員訪問法（Person interview survey）直接面對受訪者，讓受

訪者配合圖卡的觀察與比較填寫問卷內容，並在調查的過程中，協助回答受訪者

遇到的疑問與紀錄受訪者給予的建議，觀察受訪者填寫問卷時的狀況，藉此讓本

問卷能夠取得更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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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分析 

本問卷調查於民國九十五年五月十日~二十日，共十一天，包含假日與非假

日，實際詢問具有設計背景之專業人士與非設計背景人士，當中具有設計背景的

包含工業設計與服裝設計兩類別，採分層調查抽樣，共發出 90 份問卷，目標族

群中「工業設計」、「服裝設計」與「其他」三個類別中，每個類別均進行 30 份

問卷，並以次數分配法進行分析與比較，藉以觀察服裝與工業產品間的關聯性。 

 

7-2-1 受測者資料統計 

問卷調查針對目標族群共發出 90 份問卷，「工業設計」族群有效問卷 30 份、

「服裝設計」族群有效問卷 29 份、「其他」族群有效問卷 28 份，合計有效問卷

為 87 份。本階段將受測者資料依照次數分配法進行分析，並整合成表 7.7： 

 【表 7.7】受測者資料統計表 

變數 類別 人數（n） 百分比（％） 合計 

男 34 39 
性別 

女 53 61 
87 

16~19 歲 12 14 

20~24 歲 18 21 

25~29 歲 29 33 

30~34 歲 10 11 

年齡 

35 歲以上 18 21 

87 

是 59 68 是否具有設計

背景 否 28 32 
87 

工業設計類 30 35 

服裝設計類 29 33 目標族群 

其他類 28 3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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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服裝與工業產品配對次數分析與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依照每個年代選定之產品，對照受測者所選擇的服裝與工業產品之答案，來

評定連結之答案是否正確，且針對各年代中配對次數的多寡進行比例分析與排

序，結果如下表 7.8： 

 五○年代配對次數分析 

 

【表 7.8】五○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A-1 ╳ 1 1 7 

A-10 ○ 1 1 7 

A-14 ○ 7 4 6 

C-2 ○ 24 14 4 

C-7 ╳ 1 1 7 

C-12 ○ 6 4 6 

C-15 ╳ 1 1 7 

E-4 ○ 42 24 2 

E-14 ○ 14 8 5 

G-10 ○ 26 15 3 

I-12 ○ 47 27 1 

 

針對有效問卷 87 份中，五○年代產品之配對的被選擇次數做統計，可得知

總配對次數為 11 組，8 組配對正確均為五○年代服裝對五○年代工業產品，3

組錯誤，正確率為 75 %，其中以「I-12」的配對組別被選擇 47 次（27 %）占最

多數，其次為「E-4」被選擇 42 次（24 %），「G-10」被選擇 26 次（15 %）排行

第三，其後為「C-2」、「E-14」、「C-12」等，而「A-1」、「A-10」、「C-7」、「C-15」

均被選擇 1次（1 %）排行最後。 

 

 五○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本階段針對配對組別中，被選擇次數最高的前三名「I-12」、「E-4」、「G-10」

【表 7.9】做為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性分析的重點，以問卷調查中的形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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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在這三組的被勾選率，來判斷每個組別在造型要素中著重的比例，藉此了解

服裝與工業產品的關聯性【圖 7.1】。 

【表 7.9】五○年代產品配對前三名 

排序名次 1 2 3 

配對組別 I-12 E-4 G-10 

服裝與工業

產品 

    I       12 
 

   E        4    G       10 

 

31

26

6

47

39

9

9

9

4

0 10 20 30 40 50

I-12

E-4

G-10

質感

色彩

形態

 
【圖 7.1】五○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經過統計分析後，可得知受測者對於辨識服裝與工業產品間的關聯性，均以

色彩為第一考量，其次為形態，最後才是質感，其中「I-12」在問卷當中的配對

次數 47 次占第一，且在造型要素分析中，其色彩的被勾選次數也為 47 次，可得

知全部受測者在考慮「I-12」為配對時，均以色彩為主，勾選率 100 %，且服裝

與工業產品均呈現出自然色系之咖啡色為主要的共同點，而在形態上，柔和簡單

的曲線則是在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出現的共同特徵，而質感上的辨識率則較低，同

樣的「E-4」、「G-10」在色彩的勾選次數也均在造型要素中佔多數，其次為形態

上的判斷，均在服裝與工業產品上顯示出簡潔不加以裝飾的風格，而在質感上勾

選率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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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七○年代配對次數分析 
 

【表 7.10】六○~七○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B-3 ○ 34 21 2 

B-6 ○ 1 1 10 

D-5 ○ 8 5 5 

D-6 ○ 70 42 1 

K-1 ○ 9 6 4 

K-8 ○ 1 1 10 

K-15 ╳ 4 2 8 

M-1 ○ 17 10 3 

M-3 ○ 7 4 6 

M-15 ╳ 6 4 7 

O-1 ○ 2 1 9 

O-5 ○ 2 1 9 

O-8 ○ 1 1 10 

O-15 ╳ 1 1 10 

 

經過配對次數分析後，可得知六○~七○年代產品被選擇的總組數為 14 組，

其中 11 組正確，3組錯誤，正確的均選擇同年代的服裝與工業產品，正確率 79 %。

當中以「D-6」的配對次數最高，被選擇了 70 次（42 %），在有效問卷 87 份中，

超過了半數以上均選擇此組配對，其次則為「B-3」被選擇 34 次（21 %）、「M-1」

被選擇 17 次（10 %），其餘被選擇的組別則都在個位數，依序為「K-1」、「D-5」、

「M-3」、「M-15」、「K-15」，而「O-1」、「O-5」均被選則 2次排行第九，「B-6」、「K-8」、

「O-8」、「O-15」均被選擇 1次排行最後，因此可了解受測者對於六○~七○年代

服裝與工業產品較具明顯的配對組別。 

 
 六○~七○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以六○~七○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為主，選擇次數最高的前三名

「D-6」、「B-3」、「M-1」【表 7.11】做為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性分析的重點，以

問卷調查中的形態、色彩、質感在這三組的被勾選率，來判斷每個組別在造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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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著重的比例，藉此了解服裝與工業產品的關聯性【圖 7.2】。 

【表 7.11】六○~七○年代產品配對前三名 

排序名次 1 2 3 

配對組別 D-6 B-3 M-1 

服裝與工業

產品 

    D       6    B        3    M        1 

 

22

18

16

70

34

13

38

16

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D-6

B-3

M-1

質感

色彩

形態

 
【圖 7.2】六○~七○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經統計分析後可得知「D-6」與「B-3」被受測者認為在服裝與工業產品有相

關聯性之處均以色彩為主，其中「D-6」在問卷當中的配對次數 70 次，到了造型

要素之關聯性分析時，色彩的被勾選次數也達 70 次，被勾選率達 100 %，且在

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均以鮮豔的紅色為主要的共同點，質感居次，則為三組配對中

較為特殊的現象，可了解到質感表現較輕柔的工業產品和服裝比較關聯性時，受

測者較容易觀察並勾選；同樣地「B-3」也以色彩為主，呈現出鮮豔亮麗的感覺，

在質感上，此組的工業產品呈現出輕柔與服裝給人柔性的感覺和「D-6」相同，

較容易被勾選，形態上服裝與工業產品均以豐富線條變化為主；「M-1」則和其他

兩組配對呈現不同的情形，受測者是以形態為主要觀察關聯性的重點，且觀察

「M-1」的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形態都有出現幾何的形狀，也是受測者在判斷關

聯性時的參考，其次為色彩，最後才為質感上的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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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年代配對次數分析 

 

【表 7.12】八○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經統計分析後整理成表格，可得知八○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的被配對組別為

17 組，正確組別 10 組，正確率 59 %，其中可察覺到八○年代的錯誤率比起其他

年代要來的高占 41 %，分析後在配對組別上，共被配對成 17 組居三個年代之冠，

在配對次數上則是三個年代之末，此種配對組別多、配對次數少的情況，可了解

到本年代的產品被配對的情形過於分散，也造成錯誤率上升，而配對次數少的原

因則顯示出產品較不易被受測者辨識，易產生誤判的情況。當中排名第一的

「L-13」被配對次數也僅 20 次（20 %），其次為「F-11」14 次（14 %）、「J-9」

13 次（13 %）分居二、三名，之後依照順序為「J-11」、「H-3」、「H-15」、「F-9」、

「H-1」、「L-7」、「N-12」，而「N-1」與「N-15」均倒數第二，「F-2」、「H-9」、「J-7」、

「N-4」、「N-6」則均排行最後。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F-2 ╳ 1 1 12 

F-9 ○ 6 6 7 

F-11 ○ 14 14 2 

H-1 ╳ 5 5 8 

H-3 ╳ 8 8 5 

H-9 ○ 1 1 12 

H-15 ○ 7 7 6 

J-7 ○ 1 1 12 

J-9 ○ 13 13 3 

J-11 ○ 11 11 4 

L-7 ○ 4 4 9 

L-13 ○ 20 20 1 

N-1 ╳ 2 2 11 

N-4 ╳ 1 1 12 

N-6 ╳ 1 1 12 

N-12 ╳ 3 3 10 

N-15 ○ 2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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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經上階段配對次數分析後，可得知八○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配對組別上的先

後排名，取被選擇次數高的前三名為基準「L-13」、「F-11」、「J-9」【表 7.13】，

做為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性分析的重點，以問卷調查中的形態、色彩、質感在這

三組的被勾選率，來判斷每個組別在造型要素中著重的比例，藉此了解服裝與工

業產品的關聯性【圖 7.3】。 

【表 7.13】八○年代產品配對前三名 

排序名次 1 2 3 

配對組別 L-13 F-11 J-9 

服裝與工業

產品 

    L       13   F        11 J       9 

 

12

4

8

18

12

9

3

1

2

0 5 10 15 20

L-13

F-11

J-9

質感

色彩

形態

 
【圖 7.3】八○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透過分析可了解到本年代配對產品仍以色彩居冠，服裝與工業產品均以低彩

度、低明度為主，因此可了解其色彩辨識上的重要性，「L-13」的色彩被勾選次

數高達 18 次，其次在形態上均呈現直線簡潔的造型，也是受測者判斷時的依據，

而質感上則較不受到青睞，在「F-11」上則以色彩占絕大多數的選擇，而形態與

質感的選擇則偏低，「J-9」則是以形態與色彩為主，形態中可觀察到服裝與工業

產品上均呈現出簡潔外，加上色彩以黑色來表現，質感上服裝的金屬裝飾和工業

產品上金屬的質感，也有其相似之處，因此可得知「J-9」關聯性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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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服裝與工業產品各目標族群之關聯性分析 

本階段將針對問卷設計中的目標族群「工業設計」、「服裝設計」、「其他」之

三個類別各別做配對次數分析與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藉此來了解三者間對於

服裝與工業產品上關聯性認知的差異。 

 

7-3-1 受測者資料統計-工業設計類 

針對「工業設計類」之目標族群共發放 30 份問卷，有效問卷 30 份，經整合

後將受測者資料歸納如下表 7.14： 

【表 7.14】工業設計類-受測者資料統計表 

變數 類別 人數（n） 百分比（%） 合計 

男 18 60 
性別 

女 12 40 
30 

16~19 歲 3 10 

20~24 歲 6 20 

25~29 歲 15 50 

30~34 歲 5 17 

年齡 

35 歲以上 1 3 

30 

 
7-3-2 服裝與工業產品配對次數分析與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工業設計類 

本階段以「工業設計類」之受訪者為主，針對其選擇服裝與工業產品的配對

次數做分析，來評定聯結之答案是否正確，並依次數的多寡來排名，在針對高配

對率之組別進行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五○年代配對次數分析-工業設計類 
【表 7.15】工業設計類-五○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A-14 ○ 1 1 7 

C-2 ○ 3 4 6 

C-12 ○ 4 6 5 

C-15 ╳ 1 1 7 

E-4 ○ 22 31 1 

E-14 ○ 14 20 3 

G-10 ○ 7 10 4 

I-12 ○ 19 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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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統計分析後可得知工業設計類之受訪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之總配對次

數共有 8組，7組正確、1組錯誤，正確率 87 %，當中以「E-4」的配對率最高，

在 30 份問卷裡，共有 22 份問卷同意此配對組合，其次為「I-12」、「E-14」分居

二、三名，之後依序為「G-10」、「C-12」、「C-2」，而「A-14」、「C-15」則均排行

最後。 

 五○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工業設計類 

針對配對次數分析下，依照排序之排名，取最高名次「E-4」為基準【圖 7.4】，

進行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藉此了解其著重的比例【圖 7.5】，並作為後續各

類別比較之代表產品。 

【圖 7.4】工業設計類-「E-4」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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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工業設計類-「E-4」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經過統計分析可得知「E-4」在造型要素中，色彩是受測者勾選比例最高的

選項，在三個造型要素中佔 51 %，而問卷中同意此配對組合的總數有 22 份，色

彩勾選上也為 22 次，因此可得知其重要程度，其次為形態，在服裝與工業產品

上可觀察出均以優雅、簡潔、單純的線條來構成整體的形態，占 44 %，而質感

部份僅有 5 %的比例，可了解到較不易被受測者做為關聯性比較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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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七○年代配對次數分析-工業設計類 
【表 7.16】工業設計類-六○~七○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B-3 ○ 21 32 2 

D-5 ○ 1 1 5 

D-6 ○ 28 43 1 

K-1 ○ 3 4 4 

M-1 ○ 12 18 3 

M-3 ○ 1 1 5 

O-15 ╳ 1 1 5 

針對六○~七○年代之配對產品加以檢視並整合成表格，可得知工業設計類

之受訪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之總配對次數共有 7組，6組正確、1組錯誤，正

確率 86 %，其中以「D-6」被配對次數最多，共 28 次（43 %），其次為「B-3」

21 次（32 %）、「M-1」12 次（18 %）與「K-1」3 次（4 %），而「D-5」、「M-3」、

「O-15」均只被選擇 1次排行最後。 

 六○~七○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工業設計類 

以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為基準，取名次第一之「D-6」【圖 7.6】做為

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的配對產品，經統計分析後得以了解，在造型要素中著重

的比例【圖 7.7】，並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之代表產品。 

 
【圖 7.6】工業設計類-「D-6」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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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工業設計類-「D-6」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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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D-6」在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表中，可得知色彩勾選比例占最高，

在配對次數 28裡，色彩的選項也被選擇 28 次，因此可以判別受測者觀察服裝與

工業產品關聯性時，均以色彩為主，在本組產品上都顯示出鮮豔的感覺，其次為

質感 19 次（38 %），可了解具有輕柔的工業產品和本身就柔軟的服裝相比，其質

感較容易讓受測者認為有關聯性，形態部分在此勾選次數則偏低，僅 3次（6 %）。 

 

 八○年代配對次數分析-工業設計類 

【表 7.17】工業設計類-八○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F-9 ○ 3 14 3 

F-11 ○ 3 14 3 

H-3 ╳ 1 5 4 

H-15 ○ 4 17 2 

J-9 ○ 1 5 4 

J-11 ○ 7 31 1 

L-7 ○ 3 14 3 

    透過表格整理後，八○年代服裝與工業產品被配對次數為 7組，6組正確、

1組錯誤，正確率 86 %，配對次數最高之組別為「J-11」7 次（31 %），其次為

「H-15」4 次（17 %），而「F-9」、「F-11」、「L-7」均為 3次（14 %）排行第三，

「H-3」、「J-9」僅 1次，排行最後。 

 

 八○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工業設計類 

經配對次數分析下，可得知先後排名，取最高名次「J-11」【圖 7.8】做為

造型要素分析之產品，以問卷調查中的形態、色彩、質感的被勾選率【圖 7.9】，

來判斷其著重的比例，以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之代表產品。 

【圖 7.8】工業設計類-「J-11」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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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工業設計類-「J-11」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經分析後可得知「J-11」之配對中，色彩比例占最高，被勾選 7次（59 %），

色彩呈現上均以黑色為主，其次為形態 4 次（33 %），可觀察到在服裝與工業產

品上均呈現簡潔素雅的設計，而質感部份僅有 1次（8 %），勾選率偏低，較不被

受測者在判斷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性時之參考依據。 

 
7-3-3 受測者資料統計-服裝設計類 

針對「服裝設計類」之目標族群共發放 30 份問卷，有效問卷 29 份，經整合

後將受測者資料歸納如下表 7.18： 

【表 7.18】服裝設計類-受測者資料統計表 

變數 類別 人數（n） 百分比（%） 合計 

男 6 21 
性別 

女 23 79 
29 

16~19 歲 7 24 

20~24 歲 6 21 

25~29 歲 5 17 

30~34 歲 3 10 

年齡 

35 歲以上 8 28 

29 

 
 
7-3-4 服裝與工業產品配對次數分析與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服裝設計類 

將「服裝設計類」之受訪者資料歸納後，針對其選擇服裝與工業產品的配對

次數做分析，來評定聯結之答案是否正確，並依照排序之排名，選擇配對次數最

高的組別，進行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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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年代配對次數分析-服裝設計類 
【表 7.19】服裝設計類-五○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A-14 ○ 2 4 6 

A-10 ○ 1 2 7 

C-2 ○ 8 15 4 

C-12 ○ 2 4 6 

E-4 ○ 9 17 3 

E-14 ○ 5 9 5 

G-10 ○ 10 19 2 

I-12 ○ 17 30 1 

    服裝設計類之受訪者針對五○年代之服裝與工業產品總配對次數為 8組，8

組正確，正確率 100 %，其中以「I-12」被配對次數最多，共 17 次（30 %），其

後為「G-10」10 次（19 %）、「E-4」9 次（17 %）、「C-2」8 次（15 %）與「E-14」

5 次（9 %），最後為「A-14」、「C-12」均只被選擇 2次（4 %）。 

 五○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服裝設計類 

以配對次數分析為基準，依照排名取最高名次「I-12」【圖 7.10】進行造型

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藉此了解其著重的比例【圖 7.11】，並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

之代表產品。 

【圖 7.10】服裝設計類-「I-12」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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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服裝設計類-「I-12」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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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I-12」之配對產品，經過統計分析後可了解其色彩佔較多數的比例，

共被選擇 17 次（53 %）經觀察後可得知服裝與工業產品在色彩的表現上也均以

咖啡色為主，形態則居次被選擇 10 次（31 %），表現在產品上則都出現簡潔無裝

飾，且具有優雅線條的設計，質感部份則有 5次（16 %）較少備受測者選擇。 

 
 六○~七○年代配對次數分析-服裝設計類 

 
【表 7.20】服裝設計類-六○~七○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B-3 ○ 7 14 2 

B-6 ○ 1 2 7 

D-5 ○ 4 8 4 

D-6 ○ 21 42 1 

K-1 ○ 3 6 5 

K-15 ╳ 1 2 7 

M-1 ○ 2 4 6 

M-3 ○ 5 10 3 

M-15 ╳ 3 6 5 

O-1 ○ 1 2 7 

O-5 ○ 1 2 7 

O-8 ○ 1 2 7 

 

將六○~七○年代配對之產品加以檢視並整合成表格，可知總配對次數共有

12 組，10 組正確、2 組錯誤，正確率 83 %，以「D-6」被配對次數最高，共 21

次（42 %），其次為「B-3」7 次（14 %）、「M-3」5 次（10 %）分居二、三名，之

後為「D-5」、「K-1」、「M-15」、「M-1」，而「B-6」、「K-15」、「O-1」、「O-5」、「O-8」

均只被選擇 1次排行最後。 

 
 六○~七○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服裝設計類 

經配對次數分析下，可得知先後排名，取最高名次「D-6」【圖 7.12】做為

造型要素分析之產品，並以問卷調查中的形態、色彩、質感的被勾選率【圖

7.13】，來判斷其著重的比例，以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之代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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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服裝設計類-「D-6」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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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服裝設計類-「D-6」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經分析後可得知「D-6」之配對組別中，色彩比例最高，被選擇 21 次（46 %），

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均呈現出鮮豔的紅色，其次則為質感 13 次（28 %）與形態 12

次（26 %），而服裝設計類的受測者對於這兩類選項的勾選率差距並不大，也顯

示出其認知上的差異與工業設計類有所不同。 

 
 八○年代配對次數分析-服裝設計類 

 
【表 7.21】服裝設計類-八○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F-9 ○ 3 7 4 

F-11 ○ 7 17 3 

H-1 ╳ 1 2 6 

H-3 ╳ 3 7 4 

H-15 ○ 1 2 6 

J-7 ○ 1 2 6 

J-9 ○ 8 21 2 

J-11 ○ 1 2 6 

L-13 ○ 13 33 1 

N-1 ╳ 1 2 6 

N-12 ╳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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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年代配對次數中，總配對次數為 11 組，7組正確、4組錯誤，正確率

64 %，是三個年代中錯誤次數較高的年代，「L-13」則為配對次數最高之組別，

被選擇 13 次（33 %），而「J-9」8 次（21 %）與「F-11」7 次（17 %）居二、三

名，之後依序為「F-9」、「H-3」同為第四，「N-12」第五，「H-1」、「H-15」、「J-7」、

「J-11」、「N-1」均選擇 1次（2 %）。 

 

 八○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服裝設計類 

以配對次數分析為基準，依照排名取最高名次「L-13」【圖 7.14】進行造型

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藉此了解其著重的比例【圖 7.15】，並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

之代表產品。 

【圖 7.14】服裝設計類-「L-13」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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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5】服裝設計類-「L-13」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在「L-13」的配對組別中，其色彩的比例占最多數，被選擇 12 次（57 %）

均呈現出低彩度、低明度的黑色為主，其次為形態 8次（38 %），在服裝與工業

產品上均表現出簡潔素雅的造型風格，而在質感部份僅只有 1次（5 %），受測者

較不以此項為判斷關聯性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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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受測者資料統計-其他類 

針對「服裝設計類」之目標族群共發放 30 份問卷，有效問卷 28 份，經整合

後將受測者資料歸納如下表 7.22： 

 

【表 7.22】其他類-受測者資料統計表 

變數 類別 人數（n） 百分比（%） 合計 

男 10 36 
性別 

女 18 64 
28 

16~19 歲 2 7 

20~24 歲 6 20 

25~29 歲 9 33 

30~34 歲 2 7 

年齡 

35 歲以上 9 33 

28 

 

 

7-3-6 服裝與工業產品配對次數分析與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其他類 

以「其他類」之受訪者為主，將資料歸納後，針對其選擇的服裝與工業產品

配對次數做分析，來評定聯結之答案是否正確，並依照排序之排名，選擇配對次

數最高的組別，進行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 

 

 五○年代配對次數分析-其他類 

【表 7.23】其他類-五○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A-1 ╳ 1 2 6 

A-14 ○ 4 7 5 

C-2 ○ 13 22 1 

C-7 ╳ 1 2 6 

E-4 ○ 11 20 2 

E-14 ○ 5 9 4 

G-10 ○ 9 16 3 

I-4 ○ 1 2 6 

I-12 ○ 11 20 2 

 

本階段針對「其他類」的受訪者，依照配對組別整合成上表總計 9組，正確

7組、錯誤 2組，正確率 78 %，「C-2」為配對次數中最高的組別，共 13 次（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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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E-4」與「I-12」均為 11 次（20 %），之後依序為「G-10」、「E-14」、「A-14」，

而「A-1」、「C-7」、「I-4」均被選擇 1次（2 %）排行最後。 

 

 五○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其他類 

以配對次數分析為基準，依照排名取最高名次「C-2」【圖 7.16】進行造型

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藉此了解其著重的比例【圖 7.17】，並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

之代表產品。 

【圖 7.16】其他類-「C-2」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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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7】其他類-「C-2」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在「C-2」的配對組別中，色彩被勾選 13 次（52 %）占第一，在產品上均呈

現出自然色系之土黃色為主，是較容易讓受測者判斷之選項，在形態上則被勾選

10 次（40 %），在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則以優雅線條的設計為主，質感部份則有 2

次（8 %）是問卷中受測者較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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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七○年代配對次數分析-其他類 

【表 7.24】其他類-六○~七○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B-3 ○ 6 12 2 

D-5 ○ 3 7 3 

D-6 ○ 21 45 1 

K-1 ○ 3 7 3 

K-8 ○ 1 2 4 

K-15 ╳ 3 7 3 

M-1 ○ 3 7 3 

M-3 ○ 1 2 4 

M-15 ╳ 3 7 3 

O-1 ○ 1 2 4 

O-15 ╳ 1 2 4 

依照配對組別之表格可得知總配對組別 11 組，8組正確、3組錯誤，正確率

73 %，其中「D-6」為配對次數最高之組別有 21 次（45 %），其次為「B-3」6 次

（12 %），而「D-5」、「K-1」、「K-15」、「M-1」、「M-15」則均為 3 次（7 %）排行

第三，「K-8」、「M-3」、「O-1」、「O-15」均被選擇 1次（2 %）排行最後。 

 六○~七○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其他類 

經配對次數分析下，取最高名次「D-6」【圖 7.18】做造型要素分析，以形

態、色彩、質感的被勾選率【圖 7.19】，來判斷其著重的比例。 

                      【圖 7.18】其他類-「D-6」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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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其他類-「D-6」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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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表可得知「D-6」之組別中，其他類的受訪者對於

色彩的比例選擇次數較其他兩者都來的高，共被選擇 21 次（61 %），其被選擇原

因在於產品上均以鮮豔的紅色做為判斷之標準，而在形態 7次（21 %）與質感 6

次（18 %）上的勾選率則偏低，也說明了其他類的受訪者對此產品配對較著重在

色彩辨識上。 

 

 八○年代配對次數分析-其他類 

 

【表 7.25】其他類-八○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 

配對組別 正確性 配對次數 次數百分比（%） 排序 

F-2 ╳ 1 3 5 

F-11 ○ 4 10 2 

H-1 ╳ 4 10 2 

H-3 ╳ 4 10 2 

H-9 ○ 1 3 5 

H-15 ○ 3 8 3 

J-9 ○ 4 10 2 

J-11 ○ 2 5 4 

J-13 ○ 1 3 5 

L-7 ○ 1 3 5 

L-13 ○ 7 16 1 

N-1 ╳ 1 3 5 

N-4 ╳ 1 3 5 

N-6 ╳ 1 3 5 

N-12 ╳ 1 3 5 

N-15 ○ 2 5 4 

 

針對八○年代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統計表中可得知總配對次數為 16 組，9

組正確、7組錯誤，正確率 56 %，而於其他年代相比，八○年代配對組數最高，

但配對過於分散與配對組別上之次數選擇少，是造成錯誤率上升的原因，也顯示

出產品不易被辨識，當中以「L-13」的配對次數最高，共 7次（16 %），次為「F-11」、

「H-1」、「H-3」、「J-9」均 4次（10 %）排行第二，其中「H-1」、「H-3」之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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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是錯誤，也顯示了產品辨識易誤判的情況，其後依序為「H-15」3 次（8 %）

第三、「J-11」與「N-15」均 2 次排名第四，而「F-2」、「H-9」、「J-13」、「L-7」、

「N-1」、「N-4」、「N-6」、「N-12」均只被選擇 1次（2 %）。 

 

 八○年代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其他類 

以配對次數分析為基準，依照排名取最高名次「L-13」【圖 7.20】進行造型

要素之關聯性分析，藉此了解其著重的比例【圖 7.21】，並作為後續各類別比較

之代表產品。 

【圖 7.20】其他類-「L-13」之配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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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其他類-「L-13」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圖 

 

在「L-13」的配對組合中，可發現其色彩仍是占勾選次數的第一，共 6次（50 

%），且配對之產品在色彩上均以低明度、低彩度之黑色為主，而形態上則被勾選

4次（33 %）在產品上均表現出簡潔素雅的造型風格，質感上則被勾選 2次（17 

%），在判別服裝與工業產品上之勾選率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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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本章小結 

本章節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來了解受測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在關聯性上

的認知，藉此驗證研究中針對服裝與工業產品上得到之結果是否有相同，透過有

效問卷 87 份加以分析，並針對「工業設計」、「服裝設計」與「其他」等三大類

做各別的分析，讓研究能夠更清楚掌握不同領域之受訪者對於服裝與工業產品在

造型要素之關聯性上著重的比例與認知上的差異。研究中以各年代做為區分並從

中分析，比對原先選定之產品來評定連結之答案是否正確，在依照次數的多寡進

行「配對次數與比例分析」，最後在進行「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問卷分析分

成兩個階段，在前階段整合了問卷當中所有受測者填寫的答案進行分析，後階段

則針對各類型的受測者進行各目標族群之關聯性分析。 

前階段問卷結果顯示，在五○年代之產品配對中，總配對組別為 11 組，8

組正確、3組錯誤，正確率為 75 %，在針對配對組別中，被選擇次數最高的前三

名「I-12」、「E-4」、「G-10」做為服裝與工業產品關聯性分析的重點，結果顯示

五○年代之配對產品均以色彩勾選比例占最高，顏色上均呈現出自然色系，如咖

啡色、白色、青綠色等，且配色均單純化，其次則為形態上的關聯性，經觀察後

可得知，受測者認為有共同點的產品，均表現出簡潔無裝飾，部分還帶有優雅線

條的設計，在質感部份，透過問卷訪問時，可得知受測者是以感覺（包括色彩、

形態上綜合評定）做為判斷之勾選；六○~七○年代的產品配對中，總配對組別

為 14 組，11 組正確、3組錯誤，正確率為 79 %，在選擇次數最高的前三名「D-6」、

「B-3」、「M-1」加以分析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可了解到六○~七○年代的產品配

對中，其色彩仍是勾選之重點，選擇的產品上均呈現出高彩度、高明度與鮮豔的

色彩為主，其次則為質感，再觀察產品時可了解到，具有輕柔的工業產品和本身

就柔軟的服裝相比，其質感較容易讓受測者勾選，而在形態部分，較明顯有關聯

性的則為「B-3」與「M-1」之配對產品上均呈現出豐富線條的設計為主；在八○

年代的產品配對中，總配對次數為 17 組，正確 10 組、錯誤 7組，正確率 59 %，

可得知八○年代產品配對組別多、配對次數少，了解到八○年代產品被配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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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過於分散，也造成錯誤率上升，而配對次數少的原因則顯示出產品較不易被受

測者辨識，易產生誤判的情況，而色彩勾選的比例仍是最高，在服裝與工業產品

上均以低彩度、低明度為主，且均使用黑色最為主體的顏色，其次則是在形態上，

配對產品均呈現出簡潔素雅的風格與筆直線條的設計，而在質感部份則在三個年

代中勾選率最低的年代，較不容易讓受測者做為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上的判

斷依據。 

透過問卷結果顯示在前階段整合全部受訪者之統計資料後，可得知大部分之

受訪者對於色彩的判斷仍是第一優先考量，原因在於色彩是給人直接第一印象，

且最容易辨識的選項，其次則為形態上，透過受測者選定之產品，在服裝與工業

產品上均顯示出相同的風格，例如簡潔素雅、豐富線條等風格上的變化，最後才

為質感上的判斷，經問卷訪問與分析後，可得知受測者會因為工業產品上是否具

有和服裝上相似之特點做為評選依據，例如柔軟的工業產品對照輕柔的服裝等，

而透過本階段的問卷調查與分析後，可加以驗證研究中服裝與工業產品之關聯性

是由「色彩」開始，然後「形態」最終為「質感」。 

在後階段的各別族群分析中，均取配對次數最高之組別做「造型要素之關聯

性分析」，可得知三個類別之受測者在每個年代產品認知上有不同之處，在五○

年代之配對產品「工業設計類」選擇之產品為「E-4」、「服裝設計類」配對產品

為「I-12」、「其他類」之產品為「C-2」，三者在色彩的著重比例均為最高，也顯

示了三個類別的受訪者對於辨識上的相同之處，其次則為形態部分，在三個類別

中，其最後配對次數最高之產品均不同，但經觀察後可察覺，其形態均以簡潔無

裝飾、優雅線條之設計為主，至於質感部份，三個類別對於彼此選定之產品勾選

率均偏低，也說明了較無法判別的原因；在六○~七○年代產品配對裡，每個類

別之受訪者，經統計後均以「D-6」為第一，但在每個類別中，造型要素著重的

比例仍有不同之處，「工業設計類」則以色彩為主、質感為輔，形態部分勾選率

則偏低，「服裝設計類」以色彩為主，加上形態與質感的勾選率高，且差距不大，

因此對於服裝設計之受訪者在問卷回答上三者的造型要素都是辨識關聯性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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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他類」則大多集中在色彩部分，形態與質感的勾選率則均偏低；到了八

○年代的產品配對裡，「工業設計類」選擇「J-11」、「服裝設計類」與「其他類」

則選擇配對產品為「L-13」，在這三個類別選擇的產品上，色彩仍是佔最高的比

例，且產品上均以低彩度、低明度的黑色為主，其次在產品的形態部分，均產生

出簡潔素雅的造型風格，也了解到雖然三個類別選擇配對之產品不同，但其選擇

的觀念上，差距並不會太大，而在質感部份，三個類別的勾選率則明顯偏低，是

屬於較不容易讓受訪者觀察之要素。 

經過各個類別的造型要素之關聯性分析後，可了解到其三者對於服裝與工業

產品關聯性的判斷認知上差異並不大，均以「色彩」為主，「形態」為輔，最後

才為「質感」，而在分析中，具有明顯關聯性認知不同之年代為六○~七○年代，

其產品配對均以「D-6」為主，異同點在於「工業設計類」之受訪者著重在色彩，

次為質感，「服裝設計類」之受訪者則著重在三個造型要素中，勾選比率平均，「其

他類」之受訪者則大多以色彩為考慮，因此可了解到三個領域上受測者認知上的

差異性。而其餘的五○年代與八○年代裡，雖然產品選擇上有不同，但在色彩、

形態與質感三方面的勾選比例相近，也說明了在服裝與工業產品上的關聯性認知

差異性並不大。透過問卷調查與分析下，更可清楚的了解受測者對於服裝與工業

產品造型要素之關聯性著重的比例，並可得知服裝與工業產品均是以色彩與形態

為關聯性考慮的重點，質感部份則較低，而問卷之結果也驗證了研究結果上，服

裝與工業產品是以形態和色彩為關聯性的特徵，可得知兩者間存在著關聯性的因

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