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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前瞻概念設計計畫(簡稱ideastorming)，係透過政府層級力量，推

動學術界的設計與科技合作，並以發展概念設計為目標。此類型專案在

以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為主的國科會並不多，在全球亦相當少見，對於在

台灣推動設計與科技合作創新，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與參考價值。前瞻概

念設計計畫執行成果請參酌http://www.ideastorming.tw，網站中收錄了

2006-2011年間，設計團隊的三百餘件概念設計成果摘要可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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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玲鈴｜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

阮昌榮｜國科會工程處

鄭錦燦｜國科會工程處

前言｜ 「察覺&反思」
國科會前瞻概念設計
計畫簡介 (2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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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察覺&反思」國科會前瞻概念設計計畫簡介（2006-2011）

本章將說明前瞻概念設計計畫的緣起、發展目標、議題訂定，以

及2006-2011共五年期間的專案進行方式。由於透過政府層級力

量來推動設計與科技合作並發展概念設計專案，在全球仍屬相當

少見，前瞻概念設計專案，對於台灣推動設計與科技合作創新，

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與參考價值。
   

前言
   

創新是產業能否克服挑戰與持續成長的關鍵。過去台灣成功由農

業轉型為工業經濟，成為全球重要的製造中心，創造經濟奇蹟；

然而，不斷成長的勞力成本與快速萎縮的毛利，已經成為產業嚴

峻的挑戰與瓶頸。如何運用設計與科技進行跨領域創新，持續提

升競爭力，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的課題。
       

美國商業週刊（Bussiness Week）於 2005 年 5 月 16 日的封面故事

「Why Taiwan Matters」中，論述台灣在世界經濟扮演的重要角

色，認為台灣的優勢在於高科技領域的深厚人力資源，特別是在

科技發展、製造、和逐步成長中的產品設計人才(Einhorn, 2005)。

台灣日益成熟的設計與創新能力，可以觀諸台灣在四個具有創新

指標意義的國際設計大賽的表現，包括：德國iF設計獎、德國紅

點設計獎(reddot Award)、日本設計大賞(Good Design Award: G-

Mark)、美國國際卓越設計獎(IDEA)。在這四個國際設計大賽中，

台灣企業的獲獎總數從2003年的16件，到2005年的100件，逐年

提升至2011年的283件，獲得高度的國際肯定。
    

此外，台灣設計科系學子參與iF概念設計獎競賽，入圍前100名

作品之數量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31及27件，超過總得獎數

的四分之一，也說明台灣新一代設計師的豐沛設計能量。如何運

用原本具有的科技技術與研發優勢，以及成熟中的設計能量來進

行合作創新，也成為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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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歷年在四大設計競賽中的獲獎數統計(本計畫統計)

台灣學生近年在iF概念設計競賽中入圍前一百名作品之統計(本計畫統計)

計畫執行目標
   

為能促成設計與科技進行跨領域創新，2006年在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簡稱國科會)工程處前

處長李世光教授的支持下，由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陳玲

鈴教授開始規劃並推動「前瞻概念設計計畫(簡稱ideastorming計

畫)」。其後，在工程處蔡明祺前處長與李清庭處長的持續支持

下，ideastorming計畫由2006至2011年，共執行五年。該計畫徵

求國內設計領域相關師生組成團隊，與工程團隊合作，運用台灣

具優勢的科技與製造技術，探索使用者需求，嘗試發展未來五年

可實現的產品、系統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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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工程處推動此計畫的主要目的有二：「促成工程與設計之

間的跨領域協同合作」及「提升設計團隊發展前瞻創新產品的能

力」。特別期望透過設計與工程團隊的跨領域合作，使設計團隊

對於前瞻工程科技有更深入的瞭解，以將科技轉換成符合使用者

需求與未來願景的創新概念，同時考慮科技可行性、市場性後，

進一步將產品概念回饋給工程團隊，提供未來科技發展參考。

推動此計畫的動機，呼應的也是IDEO(Brown, 2009)與飛利浦設計

(Philips Corporate Design, 1996) 等知名設計公司一直倡導的跨領

域合作。近幾年也有許多大學已相繼建構相關課程，形塑跨領域

環境以培養未來的設計師，例如荷蘭的TU/Delft與TU/Eindhoven、

芬蘭 Aalto University 等；在美國，也有一些產品設計與發展的跨

領域課程與專案，其目的也在於教育跨領域合作創新(Fixson, 

2009)；在英國劍橋大學，工業設計師與科學家合作，不只是在

於拓展現有科技的商業應用，同時也探討潛在未來市場所需求的

產品(Driver, Peralta, & Moultrie, 2011)。此外，隨著網路科技、

雲端技術與App應用的蓬勃發展，帶來設計師的角色轉變，逐漸

從產品外觀轉移到人機互動，並拓展到系統與服務設計(Dubberly, 

2008)， 甚至是企業策略層級的設計思考(Brown, 2009; Esslinger, 

2009)。發展這些創新的產品、系統與服務，需要新型態的設計

師，除了需要具備熟練的設計技能之外，也需要瞭解如何應用創

新技術來發揮其潛力，同時符合人性的需求來創造感動，因此跨

領域溝通與協同合作等整合能力顯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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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題：察覺 & 反思
  

前瞻概念設計計畫係以「察覺&反思」為主題。察覺(awareness)

係期望設計團隊觀察目前世界的問題、需求、人事物的變化、矛

盾與關連，以及伴隨於內的交互影響；反思(reflection)則探討如

何運用科技與設計結合的方式，轉換使用者的情緒，創造新的經

驗，規劃出未來五年內即將出現之「服務、系統、產品」樣貌。

而以此目標出發發展的議題，包括：

1. 全球性議題，如：全球暖化、溫室效應、資源稀少、環境保

護等議題，經由設計，促使人們節約能源、減少浪費或資源再

運用；

2. 社會性議題：改善社區、家庭、同儕間的互動、世代之間溝

通問題，經由設計，以減少各式暴力，促進溫馨、禮貌與和諧

社會；

3. 族群的議題：包含不同使用者族群的需求與問題解決，如：

銀髮族、頂客族等，也包括減重、憂鬱症之情緒管理等，透過

設計方式促進特定族群的健康與心理緩解。

針對此主題，總計畫以2008年專案計畫的ideastorming部落格中

蒐集的案例進行分析（洪偉肯、陳玲鈴、梁容輝，2008），探討

如何從設計的角度看待與解決巨大、抽象或過程緩慢的問題。最

後經由案例歸納結果，提出四種「慢的設計」模式，由間接的提

醒至群眾力量的刺激，包括：

1. 將看不見的資訊視覺化以提醒使用者；

2. 將不得不的行為變得更輕鬆有趣；

3. 運用個人的習慣，在不知不覺情況下形成改變；

4. 運用群眾的力量來分享、刺激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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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演進
   

前瞻概念設計強調探索與發展創新概念，和以研究導向為主之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有所不同。相對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必需有

清楚的研究目標，以及清楚的研究方法與程序，前瞻概念設計必

須在使用者需求，技術可行性及市場潛力之間，探索新產品概

念。如果在提案階段，過度聚焦在尚未經過深入評估之特定產品

概念，可能反而窄化了概念探索的範圍。因此，概念設計專案的

規劃方式，其本質必須是具有彈性的開放目標，允許不斷調整的

概念發展過程，但同時也需具有清楚的檢核點。有鑒於此，本計

畫建構了一套計畫管理機制，並逐年修改以評估與管理創新的設

計專案成果，以下詳細說明。

計畫目標、主題與參與團隊
    

前瞻概念設計計畫於每年7月公布計畫徵求公告，參與的計畫團

隊需於提案申請書中，說明預計合作的工程或技術專家，以及如

何進行合作。計畫方向大致包括兩類主題：

1. 跨領域合作之前瞻技術應用概念設計

此主題由設計團隊與工程領域團隊合作，以應用前瞻科技進行概

念設計，包括國科會「智慧家庭科技創新與整合中心」所推動之

新興科技，如：無線感應、智慧家庭、雲端運算的服務應用、智

慧綠建築及各類感測器等。設計團隊主要將整合相關元件或功能

以發掘可能的創新應用，運用於國內新興產業，如：綠色能源產

業(水力、風力、太陽能)、觀光旅遊產業、醫療照護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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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工藝、文化議題之概念設計

此主題由設計團隊與工藝家合作，針對工藝、文化議題進行概念

設計。如運用創新的加工技術或具實驗性的設計操作手法，讓固

有的工藝材料、加工技術或文化元素形成新的價值，並創造新的

使用者經驗，以突顯具台灣文化主體性之設計創新。

所有提案經由國科會邀集設計、工程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專家

進行匿名審查後公告。每年的通過率約在40%~60%之間，其中約

70%的計畫為跨領域合作之前瞻技術應用，30%為結合工藝、文

化議題之概念設計。

前瞻概念設計計畫自2006年至2010年共執行五年，參與之設計

科系團隊，幾乎包含了全台灣所有設計院校，團隊的組成絕大部

份為研究所學生與教師。而經由計畫的合作，許多設計團隊已

與工程領域團隊形成合作關係，且通常是跨出校園與他校合作，

許多概念成果亦獲得重要的國際競賽獎項。經由五年的醞釀與累

積，衍生成果於2011年台北舉辦的世界設計大會 (IDA Congress)

時達到顛峰，當年台灣學子在iF概念設計獎，來自全球八千餘件

競爭作品之中，於前100名內囊括31件作品，位居全球之冠。國

科會對於前瞻概念設計計畫的投入與推動，是促成此成果的重要

關鍵。

2006-2007年，來自7所大學的11個設計團隊

2007-2008年，來自11所大學的15個設計團隊

2008-2009年，來自14所大學的24個設計團隊

2009-2010年，來自17所大學的30個設計團隊

2010-2011年，來自23所大學的31個設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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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台北世界設計大會(IDA)前瞻概念設計計畫歷年(2006-2011)成果展(於世貿一館展出)

前瞻概念設計計畫2006-2011歷年成果網站：http://www.ideastorming.tw

計畫的專案管理方式
   

前瞻概念設計計畫配合學期制，執行期間共9個月(由9月份開始至隔年

5月底)。第1個月舉行「計畫說明會」(通常在各校上學期初)，其目的

除了說明計畫目標、時程、預期產出外，也扮演設計與工程團隊的經驗

分享平台。在專案執行的前兩年，由於少有設計團隊具有與工程團隊進

行合作的經驗，為能促使設計團隊了解技術以及與工程團隊進行協同合

作，除了邀請了一些工程領域技術團隊專家進行技術簡報外，也與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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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國科會所支持的跨領域協同合作研發中心合作，包括：台大智慧生

活科技整合中心(INSIGHT: http://insight.ntu.edu.tw/)、交大智慧生活城 (Eco-

city: http://www.ecocity.org.tw/)、成大人本智慧生活科技整合中心 (Touch 

Center: http://touch.ncku.edu.tw/)，以建立設計與工程團隊之間的聯繫。而

在專案計畫執行的後三年，大多設計團隊已熟悉並建立與工程團隊的合

作關係後，計畫說明會則開始邀請執行過計畫的設計團隊以及業界的專

業設計師，分享其在設計與科技協同合作的經驗、想法與建議。

期初計畫說明會/設計與科技技術交流

期中發表會在計畫開始的第7個月進行(通常在4月中)。設計團隊

的主要成員均需參與，以與其他設計團隊成員進行面對面交流，

並展出定案的三款概念設計成果海報。各團隊的主持人則需進行

10~15分鐘口頭發表，並以影片與簡報說明三款定案概念。而發

表過程中，本專案亦邀請5~10位來自包括設計、工程與社會領域

專家進行評選，最後從所有團隊發表的概念中，挑選10~15款概

念設計成果為年度最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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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發表會概念海報展覽

期中發表會總計畫簡報與評審講評

期中發表會分組口頭發表

期末發表會在第9個月進行，設計團隊需將其概念成果，轉換為

可操作的概念模型原型，並以影片表達使用者需求、情境及概念

特點。在計畫前兩年，期末發表會係與台大智慧生活科技整合中

心合辦，以鼓勵不同領域之間的概念交流；而在計畫後三年，

期末發表會則在台北世貿中心每年舉辦的新一代設計展(YODEX)

中，進行公開展覽。此展覽同時也有來自台灣各大學、數以千計

的設計科系學生展出其畢業專題作品，藉由此場合，也更廣泛的

推展了前瞻概念設計專案的成果，讓設計科系師生、專業設計師

與一般大眾能瞭解專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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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瞻計畫期末成果展(於台北世貿三館新一代展中展出)

2009年前瞻計畫期末成果展(於台北世貿三館新一代展中展出)

2008年前瞻計畫期末成果展(於台北世貿三館新一代展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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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進行團隊之間的概念刺激與分享，前瞻概念設計計畫

於2006年起，發展以網路為基礎的「ideastorming部落格(http://

www.ideastorming.tw/archive)」，目的係提供設計團隊於概念發

展階段（前6個月），讓團隊內部與外部不同成員分享其概念與

進度。設計團隊可發表蒐集到的技術資料、設計案例、手繪概念

圖與設計圖等視覺素材，亦可進行評論、問題詢問、或對概念進

行「推薦」。此部落格也對外開放讓所有人使用，並以三個層次

來彙整概念；當使用者於註冊後建立「個人部落格」，可選擇加

入不同群組，以形成多個相同目標或主題的「群組部落格」，此

後當使用者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概念後，概念即會彙總到群組部

落格，並全部彙總在「部落格首頁」中，且概念或群組皆可以設

定公開或隱藏。而群組部落格可提供針對特定主題的瀏覽，部落

格首頁則可提供隨意瀏覽，其目的除了儲存、分享概念外，亦期

望能促進團隊內成員的腦力激盪。另一方面，使用者亦可設定發

表資料的觀看權限，例如將概念隱藏或重新排列組合以管理概

念。自2006年11月1日網站上線起，累積至2011年6月15日止，

共計有1367位成員註冊，建立145個群組（非專案團隊成員亦可

註冊、發表或建立群組以刺激交流），共累積7875筆公開資料

（另有約3000餘筆隱藏資料）。平均每天皆有200人次以上造

訪，單月接近一萬人次造訪。

「ideastorming」概念發表部落格(http://www.ideastorming.tw/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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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書架構
    

透過政府層級力量，來推動設計與科技合作並發展概念設計專

案，在全球仍屬相當少見。前瞻概念設計專案，對於台灣推動設

計與科技合作創新，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與參考價值。而歷經長期

的推動發展，許多初期的概念，除了在不同的國際設計競賽中發

光發熱，亦落實至原型打樣，使其具有商品化價值，過程中也成

功培養出許多跨領域合作人才。本專書的第一章，首先將以前瞻

概念設計計畫為案例，探討設計與科技合作的模式與限制；第二

章再以文獻探討方式，說明設計為科技加值的途徑，包括三種類

型的產品：產品、軟硬體整合/系統、服務，以及設計競賽、設計

師協同合作、委外設計公司等三種合作途徑的優缺點與限制；而

第三章至第十二章，將分別以十個設計專案團隊執行的成果案例

進行說明，進一步描述不同類型的「產品」、「系統與服務」之

設計方式，並詳述設計與科技合作創新的經驗，提供學術與產業

的參考。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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