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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旨於探討各生活型態的族群對於時間的觀點及需求，透過內容分析法對
時間、生活型態、符號學轉換之相關面向進行盤點，爾後透過訪談埔里時計

鐘錶歷史博物館館長，以探討時計之知識，並以 KJ 法進行分類時間之表示法，進而
擬定問卷調查，共收集有效問卷 307 份，分析結果可將目標族群分為五大類，以彙
整出設計方針，分別如下：「積極向上族群」喜愛人工造型、寒色系及玻璃材質；
「居家休閒族群」偏好人工造型、暖色調；「自我管理族群」喜愛自然造型、皮革、
木材與玻璃材質；「社交活絡族群」喜歡中性色、皮革材質；「自足安穩族群」喜
歡陶瓷材質，以期提供設計者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生活型態、時計產品、產品設計、設計準則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human's perspective. It discusses about time's needs and viewpoints of 
various lifestyles of people. The first sec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ime, lifestyles, semiotic 

transformations, and function-oriented design by content analysis.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about 
the information of timing products from the interview with a horologist of Puli Clock and Watch 
Museum. The third section moves on to classify time indications by KJ method. The final section 
presents the results relating to 307 questionnair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t can help us separate 
the people into 5 categories and establish design guidelines that fulfill users'  needs. Group Positive's 
people like artificial shapes, cold color, and glass. Group Home Leisure's people like artificial shapes, 
warm color, wood, ceramics, glass, plastic, and leather. Group Self-Management's people like 
natural shapes, leather, wood, and glass. Group Social's people like neutral color and leather. Group 
Independent's people like cold color, neutral color, and ceramics.

Keywords: Lifestyle、Timing Products、Product Design、Timepiece、Desig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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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1.1 研究動機及目的

時間的制度被確立後，與人類生活即結下不解之緣，其關係著人們自主的生

活運作，進而影響其生命意義及生活品質，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有著緊密的關係

（鄭作彧，2010），人類的活動皆與其息息相關（楊玉娥，1997）。這樣的關係

鏈結，也讓人們將時間內化成自己的意識，甚至出現束縛自己之現象（葉乃靜，

2008），也因此，學者指出可透過時間運用型態的改變，評估社會型態的變遷狀況

（Robinson, 1989），兩者關係之密切可見一斑。本研究希冀以人為出發點，依生

活型態探討各族群之所需，分析其對於時間的需求及感受，以建構出相關設計方針。

本研究將透過內容分析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KJ 法等對時間及生活型態議

題進行研究，彙整分析各族群需求，以作為未來時計商品設計之依據，研究目的條

列如下：

(1) 對於時間之表達形式進行解析及歸類。

(2) 分析各生活型態族群對於時間之感受及需求。

(3) 提供各生活族群需求之時計產品設計準則。

1.2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確立研究動機及目的，爾後針對時間、生活型態、符號學等相關面

向進行文獻盤點，再經由訪談深入探討，並透過 KJ 法進行歸類，進而將相關結果擬

訂為問卷，以進行生活型態及時間需求之蒐集，分析回收之相關資料，彙整出各生

活型態族群之時間感受及需求，提出各生活族群之時計設計方針。

二  文獻探討

2.1 時間相關文獻之分析

2.1.1 時間之定義

時間相關之探討，主要散佈於社會、人文、自然三個面向，在不同學門皆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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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該領域與時間之關係，但卻發現時間定義是難以掌握的（蔡琰、臧國仁，2007）。

而夏春祥（1999）將時間的架構劃分為客觀與主觀兩類；無法由人類意識控制的「自

然時間」是為「客觀」之分類；而「鐘錶時間」、「社會時間」與「人文時間」可以

由人主觀意識下所安排之時間類型是為「主觀」，各類時間面向定義如下：

(1) 自然時間

在不同民族及族群中，具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希臘神話中自然的時間來自希

臘諸神，太陽和月亮的時間（劉自誠，2008）。

(2) 社會時間

不同社會文化之下所呈現之時間價值，經過文化基礎所形成的時間觀，例如：

透過農民曆的記載，可以了解在此之下的人們擁有的生活及文化脈絡（劉自誠，

2008）。

(3) 人文時間

強調個人觀點的獨特性，當其被多數人認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社會時間（夏

春祥，1999）。例如：某人提出某政治人物接任外交部長後的幾年對此國的外交環境

有所改變，或在國內造成新政治價值，若本看法只為少數學者或大眾所接受，它體

現的是獨特的人文時間，受到普通學界或大眾接受，則是特定時間觀下的社會時間。

(4) 鐘錶時間

模擬自然時間下的呈現，但其依然具備社會文化之下的特質影響與意識作用 （劉

自誠，2008），例如：1883 年美國各個鐵路公司確立現在使用的四個時區，1918

年聯邦政府則把四個時區的認定正式立法，完成美國標準時間的制度（勒范恩，

1997/1997）。

而 Passig（2003）則將時間分類成：以鐘錶時間衡量，從過去到未來線性方向

進行之「物理時間」；受到生物時鐘所控制，以線性方向進行並與物理時鐘有緊密關

係之「生物時間」；透過意識來體認，可連續、片段性且無先後順序的存在之「心理

時間」；以及個人、團體或組織在不同的體認下對時間概念所作的解釋之「社會文化

時間」四個範疇。

透過各學者的分類，可得知時間的分類多元（如表 1），但大多圍繞於自然科學

及社會科學面向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將以此兩個面向進行時間詮釋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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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時間面向之分析

學者 時間面向

蔡琰、臧國仁（2007） 自然時間、社會時間、人文時間

夏春祥（1999） 自然時間、社會時間、人文時間、鐘錶時間

Passig（2003） 物理時間、生物時間、心理時間、社會文化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1.2 時間形式之分類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對於時間之彙整後，發現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學

者得以依循各種假設觀點將時間具體化，再者此二領域之假設亦可被驗證，以此角

度探討較接近時間之真正形象，因此，本研究將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面向進行

時間之樣貌詮釋。

(1) 自然科學對時間之詮釋

牛頓（1687）解釋時間成一種形狀，並且指出絕對空間，其本質與任何外物無

關，永久保持且不變動，並將其比喻成一條涵蓋一切不受外界影響保持均勻向前流

動之河流。此表示宇宙中僅有一個時間，一個空間，且獨立於萬物之外，萬物皆在

其中運行（劉自誠，2008）。數學家貝若認為單純只需考慮時間絕對和固有之本質，

其不一定包含動作或靜止，以一致的步調持續前進（Falk, 2008/2010）。蒲朗克時間

係為馬克斯·蒲朗克以「量子理論」提出了最小的可能時間間隔，每一種可測量的物

理量都具備「顆粒性」。「宇宙間不存在數量級比 10 的負 43 次方秒更小的時間間格，

這個基本單位稱為『蒲朗克時間』」（格立賓夫婦，1994/2006），時間是為微小粒狀（周

里津，2008）。保羅以數學化的物理測量時間作為概念，其認為時間是指事物的持續

性長短之問題，不意味真實存在，時間的量不依賴運動及靜止，而是等量的狀態流

逝，此即為「數學時間」，具備與直線一樣的可分性，得以被一段時間或一個時刻所

切割劃分（吳國盛，2006）。

(2) 社會科學對時間之詮釋

愛因斯坦於 1915 年提出廣義相對論，以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結合成所謂

的「時空」；其加入「重力」的考量，物質和能量的分布不均勻使時空扭曲變形，

也因為能量是正的，因此在時空中會造成曲率，而光線則會隨著彎曲的路徑而

偏折，這是廣義相對論對光的預測（周里津，2008）。而光速為恆速，當一道光

脈衝從特定的時間、空間點發出，在過程中，會以球面的形態瞬間發散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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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事件散開的光比喻為漣漪，光在四維的時空中會形成一個三維的圓錐，此圓錐

稱之為事件的將來光錐，同樣手法亦可畫出稱為過去光錐的圓錐。其表示所有光脈

衝傳播到該事件的事件之集合（Hawking，1988/1989）。在這樣的時空裡，任何物

質雖然皆會沿著直線運動，由於「時空」會因「重力」而彎曲，因此物質的路徑彷

彿因受到重力吸引而是彎曲的，但實際上是因為其運行於彎曲的時空裡。因此，在

廣義相對論之中時間和空間無法分開解釋，當質量引起之時空彎曲牽連到時間，時

間便有了錐狀的呈現（Hawking, 1988/1989）。現代英國物理學家巴伯指出時間以

及動作和變化只是幻覺，時間流動是不存在的，也沒有不斷前進的現在，流動時間

這種樣態僅是人類意識，而創造之幻覺（Falk，2008/2010）。尼采於時間循環論的

研究中，則認為時間是可以被量測、可逆轉且可操控及具備循環週期的（蔡琰、臧

國仁，2007）。

彙整以上幾位學者對於時間之論點及運作軌跡進行的理論，可得知出時間運作

之軌跡包含線狀、粒狀、等量、圓錐、無形與循環，如下表 2，以作為後續樣本分類

及設計呈現時所運用。

表 2 ｜時間運作軌跡分析表

學者 時間論點 時間形狀 圖像

牛頓 以直線的方式永無止盡的行駛 線狀

蒲朗克 最小的時間間隔，顆粒 粒狀

保羅
時間都是以一個等量的狀態流逝，具有與直線一
樣的可分性

等量

愛因斯坦
「時空」因「重力」而扭曲，光在四維的時空中
會形成一個三維的圓錐，而成時間形狀

圓錐

貝若 時間按著本身一致的步調前進 線狀

巴伯 時間的流動是不存在的 無形

尼采 可量測、逆轉、操控也具循環週期 循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1.3 計時量度

時間結構的形成，主要是奠基於自然且規律變化的現象上（La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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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人們從古至今皆不斷設法以測量的更為準確，因此將時間分割成愈來愈小之

單位（格立賓夫婦，1994/2006）。於農業時期，人們將季節更迭及日夜的變化視為

最好的時間度量；爾後隨著工業革命之興起所帶動之工廠制及使用機械工作等活動，

促進了人們將時間度量分為更小的單位，以便細數工作者實際工作的時數，和提供

準確的交通工具的時刻表；至今，人們運用銫原子的輻射週期當作是最穩定精密的

時間測量工具，發明出原子鐘，從 1967 年開始，1 秒的定義改為銫 133 原子某個能

階躍遷所產生的電磁輻射，震盪 91 億 9263 萬 1770 次所需要的時間（格立賓夫婦，

1994/2006），以此得到之時間間隔稱為原子時間，並將其測量出的時間進行單位劃

分，訂定為標準之時間單位（鄭作彧，2010）。時間的單位，也建立起以地球的自轉

一週為七天，一天有二十四小時，一小時有六十分鐘，一分鐘有六十秒的標準。而科

學史用來量度時間的工具，包括：竿影、圭表、日晷、沙漏、漏壺、水鐘、蠟燭鐘、

燒香計時、水運儀象臺、擒縱器、鐘擺與原子鐘（陳輝樺，2005）。

2.1.4 計時儀器

從古至今之計時器，有著不一樣的型態，舊石器時代透過一連串排列成蛇一般彎

曲之刻痕，象徵是從新月到滿月天數的骨骼碎片；新石器時代出現了以踵石觀察太陽

位置之巨石陣，而蘇美人透過太陰曆法建置馬雅曆，巴比倫人則透過月相記錄月份及

調和月份和季節循環，創造出讓月份和太陽年齊步並行的太陰太陽曆，埃及人以夏末

尼羅河氾濫創立太陽曆，羅馬人透過將時間看成量尺上的刻度，建立了與現今生活中

之手錶、行事曆較為雷同的儒略曆，在埃及附近地區出現了日晷，更在之後出現可以

隨身攜帶之影子鐘；透過水滴到另一個器皿內，再運用印記計算過了幾個小時的水鐘

（Falk, 2008/2010）；把時間刻度標在盛油的玻璃器皿側面，透過油的水平線因燃燒

消耗而下降，據此看出時間火鐘（格立賓夫婦，1994/2006）；沙鐘則類似現今之沙漏，

可透過瓶頸大小用來記錄一段時間（Falk, 2008/2010；周里津，2008）；十三世紀則

出現擒縱器，其可以讓連續的動作規律化，比如用落錘牽動輪子旋轉，經由固定時間

流逝，即會擋住轉動的輪子，進而放開，輪子旋轉的速度就會變慢，更重要的是輪子

的旋轉速率即能保持不變，提供更準確地時間計算，而第一座原子鐘於一九四八年使

用氨的分子所製成（Falk, 2008/2010）。

雖然以上計時器之精度較低，但已滿足使用者之生活要求。而本研究亦透過此

類文獻之探討，分析從古至今之相關計時器，作為後續符號學解析時間表示法與專家

訪談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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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活型態相關文獻之分析

2.2.1 生活型態之定義

關於「生活型態」的定義，Lazer（1963）率先將此觀念運用至行銷領域上，透

過統計分析消費者的心理特質等資料，讓行銷人員可更加瞭解消費者行為，並提出

行銷策略。許多學者對生活型態的定義各學者都有其說法，因此本研究針對國內外

學者對生活型態之定義整理列表如表 3 所示，彙整各學者之定義，本研究之定義為：

「個人或族群中因生活需求而表現於活動、對事物的興趣及意見的特徵。」

表 3 ｜生活型態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Lazer 1963
生活型態是一種系統性的概念，代表著某一社會或某一群體的生活
特徵。

Plummer 1974
影響生活型態的因素除了人們的活動、興趣、和意見之外，還有人
口統計變數

Berman&Evans 1982 人口統計變數與生活型態變數是影響消費者決策的主要變數。

Hawkins,Best ＆ Coney 1983 人們如何生活、工作與休閒。

Engel,Kollat &Black well 1984 生活型態是人們表現在活動、興趣和意見上的生活方式。

Kollat 1984 生活型態是人們生活及支配時間與金錢的方式。

Berkman&Gilson 1986
生活型態就是一致的消費行為狀態，它同時影響消費行為，也受消
費行為影響。

Pingree ＆ Hawkins 1994 個人有規則可循的方式。

Kollat&Armstrong 1994
一個人的生活型態就是他表現在外的活動、興趣和意見，表達的不
僅是個人社會階層或人格特質，而是與週遭環境互動的個體。

資料來源 : 陳文麗（2003）

2.2.2 生活型態量測方式

Wind and Green（1974）將衡量生活型態的方法彙整歸納，分別為以下五

類：（1）衡量人們對於產品及勞務的消費。（2）衡量人們的活動（activity）、興

趣（interest）及意見（opinion），即衡量 A.I.O 變數。（3）衡量消費者的價值觀

系統。（4）衡量消費者的自我概念及人格特質。（5）衡量消費者對各類產品的態

度及所追求的產品利益，而實務上，以運用衡量人們的活動、興趣及意見的 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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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是最常被研究及使用（楊建樑、黃燈奎，2007）。Reynolds and Darden

（1974）闡述 A.I.O 變數的意義，A：活動（activity）：是一種顯而易見具體行動，

但要探討行動的原因並不易被直接衡量。I：興趣（interest）：人們產生特殊或持續

性注意的某些事物或主題。O：意見（opinion）：是個人經外界環境刺激所產生的

問題，以口頭或書面的答覆作為呈現，可藉此描述其對事件的期望、解釋及評價。

而 Plummer 在 1974 年提出 A.I.O 量表的活動（activities）、興趣（interests）、

意見（opinions），尚還需加入人口統計變數，形成四個構面，每個構面可再分成九

個構面，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生活型態構面

活動（activities） 興趣（interests） 意見（opinions） 人口統計變項

工作 家庭 自我 年齡
嗜好 家事 社會 教育
社交 工作 政治 所得
渡假 社區 商業 職業
娛樂 消遣 經濟 家庭規模
社團 流行 教育 住所
社區 食物 產品 地理位置
購物 媒體 未來 城市大小
運動 成就 文化 家庭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 : Plummer, J. T.（1974）

2.3 符號學

2.3.1 符號學之應用

楊裕富（1998）認為符號學有狹義與廣義的不同意涵，狹義係指由現代語言學

分裂出來，鏈結了語意表達、語言哲學、傳播學、認知心理學、精神心理學（所謂

意識、潛意識、集體潛意識）、語意學（rhetoric）而形成的學科，廣義則係指因其

成長團體的文化，而人類對符號的理解。

透過語言學家索緒爾之符號學理論分析，符號係以「符號具」（符徵）和「符號

義」（符旨）的兩面性，作為表裡如一即為成立，因此，任何一個整體的符號，皆應

同時具備有符號具與符號義。符號具，係為表示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之各種符號，

即是一個物質化的媒介物；符號義，則是符號具所表示的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之意

義，它並非「一個事物」，而是此「事物」的內在呈現（Saussure, 1966）。符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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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符碼的方式有兩種：（1）系譜軸（paradigms）為被選用的符號所從出的一組符號；

（2）毗鄰軸（syntagm）為被選用的符號所組成的訊息（Fiske, 1982/1995）。

皮爾斯亦將符號區分為圖像（Icon）、指示（Index）與象徵（Symbol）三類，

說明符號具備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及傳達過程（衛萬里，2011）。圖像（Icon）類符

號在傳達中具有指涉物之外觀特性，運用形似、聲似等狀況，讓人瞭解所代表的事實；

指示（Index）類符號本身與指涉物有因果或相關性；象徵（Symbol）符號則是符

號與指涉物間是任意的關係，並無直接相關性，但具備一定通則，可讓人產生觀念

上的相關聯想 （Fiske, 1985/1995），如表 5 所示：

表 5 ｜皮爾斯之符號學分類說明

圖像符號 指示符號 象徵符號

表達方式 形象類似 邏輯因果關係 傳統約定

例子 像、雕像 煙、火 字、語言

過程 可以看到 可以想像 必須學習

資料來源：陳俊嘉（2001）

三  研究方法與實施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於探討生活型態各族群與時間之關係，並將理論落實於生活之中，設

計出以人為主的時間產品。根據此研究目的之呈現（如圖 2），本研究架構係由兩大

部分組成，分別為時間需求以及生活型態，進而透過兩部分的交織及融合，以產出

各生活型態族群之時計設計方針。

圖 1 |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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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1) 內容分析法

是以解釋某特定時間的某現象之狀態（王文科，2003）。研究者可以不介入事物，

即對於過去已存在的事情或物以客觀及系統性的態度進行探討了解。本研究將探討

過往有關時間的研究文獻，以作為本研究的生活型態問卷之題項。 

(2) 訪談法

基於特定的目去拜訪他人，透過對談的方式而獲知受訪者對特定事項的觀點（管

倖生等人，2018）。本研究以開放式訪談的方式，以收藏家為訪談對象，並以各時間

表示器之持有人姓名、源流、持有年代、使用狀況相關軼事，或修繕等相關資料作

為訪談內容，並且綜合訪談內容與文獻資料，進行資料之印證。

(3)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能加以整理多數人的想法，並且透過統計方法來了解。Likert 量表是

對一種概念所設計的數個題目，測量每位受訪者對此概念的態度反應。本研究之問

卷以生活型態 A.I.O 架構進行問卷調查為主，首先進行 A.I.O 題項設計，本問卷前

半部主要蒐集各族群時間之需求分析，後半部採 Likert 量表進行時間表示法與造形

之形色質，量測受測者對於時間產品之喜好度，將問卷分析之結果做為時計設計之

要點分析，以規整出相關設計方針。

(4)KJ 法

係針對資料進行處理、分類，將相關屬性的群體彙整一起，以讓資料單元化，

進而歸納群體中的特性（管倖生等人，2018）。本研究藉此分類文獻及實地調查所收

集到的時間表示法，並以時間運行軌跡進行分類。

3.3 問卷設計

研究透過 Plummer 於 1974 年所提出 A.I.O 量表之活動、興趣、意見，人口統

計變數四個構面進行問卷題項之發想，並經由四位具備生活型態研究之專家學者，

進行修改成為正式問卷，最後問卷得出活動、興趣、意見各構面 9 題，共計 27 題，

並透過李克特量表紀錄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以五至一分的方式給予分數，人口

統計變項調查部分經專家評估及建議共計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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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樣本

(1) 訪談法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為埔里時計鐘錶歷史博物館黃先生，現齡六十三歲，專長為

鐘錶材料蒐集與維修，對於樣本蒐集已近二十逾年，計時器共計十五件，包含打卡

鐘、暗室時計、碗盆計時器、結繩、鳥籠鐘、船指示鐘、線香、報更鐘、油燈計時器、

鈴鐺時鐘、校園鐘、四百天的時鐘、特技鐘、滾筒鐘與聲錶。

(2) 問卷調查法

問卷透過網路線上填寫紀錄與網路信件回收，自 20 歲以下，並具有自主判斷能

力之人士，至 65 歲以上之受測者進行問卷測試，以回收相關樣本分析。本次問卷共

完成填答 307 份，有效問卷 307 份，無效問卷 0 份，回收率 100%。

四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以符號學解析時間表示法

本研究以探討時間表示法為創作基礎，共蒐集三十八件樣本，並從符號意義的

觀點加以探討其所傳達之目的。根據索緒爾之符號學理論進行符號具與符號義解構，

時間標記法共分為十種，包含指針、陰影、上下擺動、左右擺動、軸線、日月、季節、

等分、單位與聲音，相關分類如下表（表 6）。

表 6 ｜時間計算手法及樣本分類

時間計算手法 時計樣本 時間計算手法 時計樣本

上下擺動 沙鐘 季節 達悟族曆法、卑南曆法、太陽曆

左右擺動 擺鐘、光晶格鐘 陰影 巨石陣、日晷

指針
石英鐘、原子鐘、子母鐘、打卡
鐘、暗室時計

等分時間
蠟燭鐘、火鐘、線香、漏壺、水運
儀象台與油燈計時器

軸線
骨骼碎片、布農族曆法、儒略曆、
結繩

單位量
電子錶、碗盆計時器、船指示鐘、
四百天的時鐘、特技鐘、滾筒鐘與
鳥籠鐘

日月 太陰曆法、太陰太陽曆、馬雅曆 聲音
擒縱器、報更鐘、鈴鐺時鐘、校園
鐘與聲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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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時間表示法之分類

時間的結構主要奠基在自然變遷的規律變化之上（Laermann，1988），本研究

使用 KJ 法，以時間的運作軌跡為分類標準，將時間的表達形式分為循環、反覆、累

加減、間隔四個種類。

(1) 循環時間表示法

以周而復始的旋轉進行計算的時間運動方式，時間運作軌跡分別為指針式與陰

影式（如表 7）。

表 7 ｜循環時間表示法

手法 符號具 符號義

指針
石英鐘、原子鐘、子母
鐘、打卡鐘、暗室時計

1. 運用石英振盪器，更精確。

2. 振動原子的天然頻率，提供更準確的計時。

3. 母鐘每秒傳送電訊號給許多子鐘，以免誤差。

4. 上班使用，每人發一張紙，上發條進行打卡。

5. 於陰暗處計算時間之時鐘。

陰影 巨石陣、日晷

1. 冬至與夏至日出日落的觀察。

2. 由一根投射太陽陰影的指標、承受指標投影的投影面 （即晷面） 
和晷面上的刻度線組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反覆時間表示法

在定義上以等量的時間單位來回計算，其時間運作軌跡為上下與左右兩種方式

（如表 8）。

表 8 ｜反覆時間表示法

手法 符號具 符號義

上下 沙鐘 根據流沙從一個容器漏到另一個容器的數量來計量時間。

左右 擺鐘、光晶格鐘
1. 用來回搖動的鐘擺計算。

2. 鍶原子鐘擺，非常穩定，世界上最精準的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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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累加減時間表示法

在定義上將定量的時間單位持續相加或相減，以軸線式、日月式、季節式與等

分式四種時間運作軌跡為主（如表 9）。

表 9 ｜累加減時間表示法

手法 符號具 符號義

軸線
骨骼碎片、布農族曆法、
儒略曆、結繩

1. 獵人用刻痕計算天數。

2. 布農族從結繩記事而發展出一種紀錄播種、狩獵時間的作
息曆法。

3. 線性發展的方式，把時間看成量尺上的刻度。

4. 大結為一小時小結為十分鐘

日月
太陰曆法、太陰太陽曆、
馬雅曆

1. 蘇美人看月來算日子。

2. 看月亮與太陽計算時間。

3. 以日月進行曆法計算。

季節
達悟族曆法、卑南曆法、
太陽曆

1. 達悟人以飛魚文化為軸線的歲時曆法。

2. 卑南族人依季節與植物的變化，進行計算。

3. 注重季節的曆法。

等分

蠟 燭 鐘、 火 鐘、 線 香、
漏壺、水運儀象台、油
燈計時器

1. 蠟燭刻上刻度計算。

2. 線香每隔固定間隔掛著一顆鐵珠。

3. 線香畫出等分，在等分的記號上綁上鞭炮或鈴鐺，燒到記
號時便可提醒。

4. 十尺高，裝數十個輪子、鳴鐘和銅鑼，放置在五層樓高的
亭子。

5. 以消耗油計算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間隔時間表示法

時間的運作方式以等量的方式進行計算，以單位式和聲音式兩種時間運作軌跡

為主 （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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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間隔時間表示法

手法 符號具 符號義

單位

電子錶、碗盆計時器、
船指示鐘、四百天的時
鐘、特技鐘、滾筒鐘、
鳥籠鐘

1. 碗打洞放在裝滿水了盆子裡，當碗完全沉下去代表過了一個時
辰。

2. 警示效果。

3. 一次四百天為單位，使用上發條為動力。

4. 利用重力原理，使用時推到最高點開始計時，掉下來剛好十二
小時。

5. 滾筒運用重力原理計算時間。

6. 上發條的原理轉動。

聲音
擒縱器、報更鐘、鈴鐺
時鐘、校園鐘、聲錶

1. 最早的時鐘沒有指針只有鳴鐘報時。

2. 天亮時進行報更，每隔一段進行時間報告。

3. 將鈴鐺綁在指定刻度，掉下來就會叮叮噹噹。

4. 校園鐘於固定時間叮叮咚咚。

5. 聲錶測試音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時間需求之生活型態分析

4.3.1. 生活型態構面因素分析

本研究根據 26 題生活型態問項，運用 SPSS 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法

抽取因素，並配合最大變異法，得知其 KMO 值。KMO 是 Kaiser-Meyer-Olkin 的

取樣適當性量數，本研究之 KMO 值為 0.797，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此外，從

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 X2 值為：2032.802 （自由度為 300）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

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11）。

表 11 ｜ KMO 及 Bartlett’s 考驗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797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032.802
自由度 325.000
顯著性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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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轉軸後的解釋變異量（表 12），第一個成份解釋變異量為 9.219%，第二

個成份變異量為 9.065 %，累積至第八個成份時，整體可解釋的變異量已累積至

59.675%，而決定因素個數之特徵值大於 1 者共八個。

表 12 ｜整體解釋的變異量

初始特徵直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合
變異數

的 %
累積 % 總合

變異數

的 %
累積 % 總合

變異數

的 %
累積 %

5.419 20.841 20.841 5.419 20.841 20.841 2.397 9.219 9.219
2.133 8.203 29.044 2.133 8.203 29.044 2.357 9.065 18.284
1.652 6.354 35.398 1.652 6.354 35.398 2.285 8.790 27.074
1.515 5.825 41.223 1.515 5.825 41.223 1.963 7.550 34.625
1.391 5.349 46.572 1.391 5.349 46.572 1.875 7.211 41.836
1.232 4.737 51.309 1.232 4.737 51.309 1.697 6.527 48.363
1.156 4.447 55.756 1.156 4.447 55.756 1.572 6.045 54.408
1.019 3.919 59.675 1.019 3.919 59.675 1.369 5.267 59.675
0.949 3.651 63.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 生活型態構面之分析

本研究將因素分析後之 24 個題項，進行信度考驗，共抽取 7 個共同因素，7 個

因素層面之題項分別進行信度考驗，獲得 Cronbach's α 係數為：0.82，顯示量表項

目具相當的同質性結果顯示所有題項皆適用於本研究（如表 13）。

表 13 ｜時間生活需求型態因素分析表

題項
因素

1 2 3 4 5 6 7
1. 從事社交活動我與朋友或同事相約會準時

赴約。

.733 .118 .174 .065 -.011 -.079 -.121

2. 工作時我非常重視時間觀念。 .715 .144 .003 .160 .003 .103 .084
3. 我很重視自我時間管理。 .631 .119 .171 .168 .390 .092 .039
4. 做我感興趣的事不忘注意時間。 .626 -.082 .002 -.013 .060 .128 .124
5. 渡假前我會妥善安排時間。 .417 .157 .206 .396 -.034 .165 -.049
6. 妥善利用時間的經濟效益很重要。 .093 .810 -.072 .081 .110 -.047 .031
7. 我認為學習時間管理很重要。 .039 .756 .126 .078 .113 -.045 -.059
8. 我認為從事商業活動時間觀念很重要。 -.054 .689 -.019 .029 .025 -.019 .237
9. 我重視時間產品的準確性。 .286 .547 .044 -.054 .084 .158 -.075
10. 我很重視社區活動舉辦的時間。 .150 .040 .853 .166 .073 .13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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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會花時間參與社區活動。 .098 -.050 .824 .027 .180 .205 .036
12. 我會規劃時間參與社團活動。 .093 .125 .567 .427 .241 -.089 .026
13. 我會花時間搜尋美食。 -.047 -.020 -.046 .724 .120 .089 -.016
14. 我會定期安排娛樂的時間。 .198 .097 .287 .635 .151 .122 .146
15. 我很重視消遣時間的安排。 .207 .011 .204 .585 .049 .009 .140
16. 我喜歡隨不同時間季節改變流行時尚。 .054 .062 -.018 .434 .093 .406 -.058
17. 我會花較多時間追求自己的成就。 -.002 .190 .144 .159 .746 -.102 .070
18. 平常我會花時間在閱讀報章雜誌。 .035 .012 .016 .243 .631 .049 -.051
19. 我把時間花在工作上很有價值。 .018 .263 .201 -.119 .593 .293 .121
20. 我對自己的未來已有清楚的時間規劃。 .289 -.014 .140 .017 .525 .313 .041
21. 我每週會固定安排購物時間。 .115 -.079 .072 .249 .048 .765 -.011
22. 我有固定安排做家事的時間。 .107 .046 .208 -.002 .131 .716 .209
23. 我認為我們的文化很重視時間觀。 .017 -.026 -.064 .092 .066 .064 .830
24. 我們的社會認為時間觀很重要。 .074 .142 .141 .033 .014 .064 .808

因素命名
自我

管理

社交

參與

重視

效率

休閒

娛樂

積極

學習

居家

規劃

人文

素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3 之分析結果顯示，轉軸後之成份矩陣，7 個因素命名說明如下：

(1)「自我管理」因素：以準時赴約、時間管理、妥善安排行程為自我要求層面。

(2)「社交參與」因素：平常對於自身工作之餘的社區活動及事物會產生興趣，並會

規畫時間參與。

(3)「重視效率」因素：該因素包含妥善利用時間效益與有效管理，並重視時間之準確。

(4)「休閒娛樂」因素：安排消遣時間與娛樂時間並關注流行時尚與美食，因此以娛

樂為導向。

(5)「積極學習」因素：追求自我成就，並花時間充實自我，有效規劃未來。

(6)「居家規劃」因素：定期選購物品，安排做家事的因素。

(7)「人文素養」因素：注重文化涵養，認同社會應有的素養，對自我素養要求。

4.3.3. 生活型態族群之集群分析

本研究採用 Ward Method 階層集群分析法對 307 份問卷進行集群分析，有效

集群個數為 307 個，共篩選五組生活型態族群，每組樣本數皆大於 10；符合了由

Lehmann 建議與 Miller 和 Roth 對分群原則研究之建議所指出，分群之群數最好

介於 n/60 ~ n/30 之間（n 為樣本數）（Vekeva，1989）。下列各生活型態族群所涵

蓋之人口統計變數，如表 14：



45以使用者生活型態探討時計需求及喜好之研究

表 14 ｜生活型態族群之人口統計變項

族群 1 族群 2 族群 3 族群 4 族群 5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9 39.2 20 22.22 14 45.16 14 43.75 16 55.17
女 76 60.8 70 77.78 17 54.84 18 56.25 13 44.83

年齡

20 歲以下 31 24.8 0 0 1 3.23 0 0 0 0
21~30 歲 91 72.8 66 73.33 20 64.52 19 59.38 16 55.17
31~40 歲 3 2.4 19 21.11 9 29.03 12 37.5 6 20.69
41~50 歲 0 0 3 3.33 1 3.23 0 0 7 24.14
51~60 歲 0 0 2 2.22 0 0 1 3.13 0 0
61 歲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

程度

國中以下 0 0 3 3.33 2 6.45 0 0 1 3.45
高中（職） 2 1.6 5 5.56 3 9.68 3 9.37 3 10.34
大學（專） 76 60.8 63 70 19 61.29 17 53.13 15 51.72
研究所以上 47 37.6 19 21.11 7 22.58 12 37.5 10 34.48

職業

農、林、漁、牧業 0 0 0 0 10 32.26 0 0 0 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0 0 0 0 0 0 0 0
製造業 0 0 0 0 21 67.74 0 0 0 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 0 0 0 0 0 0 0 0 0
營造業 0 0 0 0 0 0 3 9.38 0 0
批發及零售業 0 0 0 0 0 0 5 15.63 0 0
運輸及倉儲業 0 0 0 0 0 0 2 6.25 0 0
住宿及餐飲業 0 0 0 0 0 0 2 6.25 0 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 0 0 0 0 0 13 40.63 0 0
金融及保險業 0 0 0 0 0 0 6 18.75 0 0
不動產業 0 0 0 0 0 0 1 3.13 1 3.4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0 0 0 0 0 0 0 0 12 41.38

支援服務業 0 0 0 0 0 0 0 0 6 20.69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0 0 2 2.22 0 0 0 0 3 10.34

教育服務業 0 　 24 26.67 0 0 0 0 0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0 0 21 23.33 0 0 0 0 1 3.4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
5 4 40 44.44 0 0 0 0 6 20.69

學生 120 96 3 3.33 0 0 0 0 0 0

個人

每月

平均

收入

20,000 元以下 120 96 13 14.44 10 32.26 3 9.38 5 17.24
20001 ～ 30000 元 5 4 38 42.22 9 29.03 9 28.13 6 20.69
30001 ～ 40000 元 0 0 26 28.89 6 19.35 9 28.13 3 10.34
40001 ～ 50000 元 0 0 12 13.33 3 9.68 5 15.63 0 　
50001 ～ 60000 元 0 0 1 1.11 1 3.23 4 12.5 5 17.24
60001 元以上 0 0 0 0 2 6.45 2 6.25 10 34.48

請問

您的

婚姻

狀況

未婚 124 99.2 76 84.44 26 83.87 26 81.25 21 72.41

已婚 1 0.8 14 15.56 5 16.13 6 18.75 8 27.59

　 合計 125 40.72 90 29.32 31 10.1 32 10.42 29 9.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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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因素分析構面與族群之集群分析交叉，用以解釋族群在各生活型態之因素

構面的特徵，以作為族群命名及區分之依據，五類生活型態族群如下，如表 15：

(1)「積極向上」族群：以女性、未婚狀態、21~30 歲居多，學歷多分布於大學，大

部分為學生，月收入以 20,000 以下為主。在生活型態方面，此族群具良好的人文素

養與積極的學習態度，並懂得社交經驗，而積極學習為其明顯特性。

(2)「居家休閒」族群：女性為主，八成為未婚，年齡在 21~30 歲居多，學歷多分布

於大學，具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背景，月收入 20,001 至 30,000 之間為主。在生

活型態方面，此族群追求居家規劃與休閒娛樂，尤其居家休閒為其明顯特性。

(3)「自我管理」族群：以女性居多，八成為未婚，年齡於 21~30 歲間居多，學歷以

大學為主，大多為製造業，月收入以 20,000 以下為主。生活型態方面，此族群追求

重視效率、自我管理與休閒娛樂，尤其以重視效率為其明顯特性。

(4)「社交活絡」族群：女性為主，未婚居多占八成，年齡介於 21~30 歲居多，學歷

大多分布於大學為主，職業為資訊與通訊傳播，月收入為 20,001 至 40,000 之間。

在生活型態方面，追求社交活動，重視效率與自我管理，尤其在社交參與上為其明

顯特性。

(5)「自足安穩」族群：以男性居多，未婚占七成，年齡介於 21~30 歲間居多，學歷

大多分布於大學，職業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月收入 60,001 以上。在生活型

態方面，追隨自我管理最高、休閒娛樂與積極學習平穩。

表 15 ｜族群因素分析與命名

生活型態因素分析 族群 1 族群 2 族群 3 族群 4 族群 5

自我管理因素
-0.14 -0.01 0.26 0.09 0.21
自我管理不佳 自我管理不佳 有效管理自我 有效管理自我 有效管理自我

社交參與因素
0.08 -0.05 -0.18 0.15 -0.10
重視社交參與 不重視社交參與 不重視社交參與 重視社交參與 不重視社交參與

重視效率因素
-0.03 -0.04 0.32 0.10 -0.23
效率低 效率低 非常重視效率 效率高 效率不好

休閒娛樂因素
-0.02 0.001 0.11 -0.11 0.07
不愛從事休閒娛
樂

從事休閒娛樂 從事休閒娛樂
不愛從事休閒娛
樂

從事休閒娛樂

積極學習因素
0.18 -0.17 -0.17 -0.14 0.07
非常積極學習 學習性不佳 學習性不佳 學習性不佳 非常積極學習

居家規劃因素
-0.17 0.23 0.01 -0.03 0.03
不具居家規劃 具居家規劃 具居家規劃 不具居家規劃 具居家規劃

人文素養因素
0.16 -0.15 0.03 0.07 -0.37
具人文素養 不具人文素養 具人文素養 具人文素養 不具人文素養

族群命名 積極向上族 居家休閒族 自我管理族 社交活絡族 自足安穩族
族群人數（百分比）125（40.72%） 90（29.32%） 31（10.1%） 32（10.42%） 29（9.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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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活型態族群與產品喜好度之分析

本研究將五類生活型態族群與時間產品之喜好運用 SPSS 進行相關分析，探討相

關分析顯著值的正負關係，並作為時間概念性產品設計之依據：

(1)「積極向上」族群 

該族群女性居多，性別與金屬呈現負相關、玻璃呈現正相關，可推測不喜好金

屬而喜好玻璃；年齡與暖色系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歡暖色系；教育程度相近的

大學生與中性系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歡中性色；職業為學生與金屬呈現負相關，

可推測不喜好金屬；個人月收入兩萬以下者與間隔式表示法呈現負相關，與自然造

形呈現負相關，與紙材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歡間隔表示法、自然造形與紙材（如

表 16）。

表 16 ｜積極向上族群之相關分析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

請問您的
婚姻狀況

間隔式表示法 -.059 .016 -.024 .007 -.223（*） -.003
自然造形（有機
造形、無機造形）

-.084 .004 .087 -.030 -.327（**） .013

暖色系 -.132 -.191（*） -.158 .033 .022 .010
中性色 .038 -.074 -.252（**） -.026 -.096 .065
金屬 -.272（**） .128 .110 -.186（*） -.037 .042
紙材 .113 -.118 -.141 -.073 -.194（*） .071
玻璃 .267（**） -.104 -.107 .055 -.055 .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居家休閒」族群

該族群女性居多，且與紙材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好紙材；年齡落在 21~30

歲與自然造形呈現負相關，與金屬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歡自然造形與金屬材質；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累加減式呈現正相關，與間隔式表示法呈現負相關，與

寒色系呈現負相關，可推測在表示法偏好累加減，不喜好間隔表示法，不喜歡寒色系；

未婚者與反覆式表示法呈現正相關，可推測喜歡反覆式表示法（如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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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居家休閒族群之相關分析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

請問您的
婚姻狀況

反覆式表示法 -.033 .057 -.003 .108 -.036 .235(*)

累加減式表示法 -.043 -.031 .015 .236（*） -.015 -.030

間隔式表示法 .000 .014 -.174 -.223（*） -.134 .038
自然造形（有機
造形、無機造形）

-.079 -.263（*） -.038 .097 -.115 -.005

寒色系 .034 .009 -.058 -.220（*） -.017 .071
金屬 -.077 -.211（*） -.053 -.049 -.055 -.113
紙材 -.245（*） -.067 .130 .106 .138 -.2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自我管理」族群

該族群多為教育程度相近的大學生，且與皮革呈現正相關，推測喜歡皮革材質；

製造業與間隔式表示法呈現正相關，與自然造形呈現正相關，與木材材質呈現正相

關，與玻璃材質呈現正相關，可推測喜歡間隔表示法、自然造形，材質喜歡木材、

玻璃；月收入兩萬以下者與木材有顯著關係呈現正相關，可推測喜歡木材材質（如

表 18）。

表 18 ｜自我管理族群之相關分析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

請問您的
婚姻狀況

間隔式表示法 .178 .167 .045 .377（*） .169 .181
自然造形（有機
造形、無機造形）

-.170 -.072 .222 .362（*） .237 -.345

木材 -.291 .168 .277 .497（**） .456（**） -.029
玻璃 -.348 .132 .280 .365（*） .334 -.184
皮革 -.067 .013 .413（*） .229 .099 -.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社交活絡」族群

該族群女性居多，且與間隔式表示法呈現正相關，與中性色呈現正相關，與皮

革呈現正相關，可推測喜歡間隔表示法、喜好中性色系與皮革材質；月收入 20,001

至 40,000 之間者與紙材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歡紙材；未婚者與反覆式表示法與

累加減式表示法呈現正相關，與累加減式表示法呈現負相關，可推測喜歡反覆式表

示法不喜歡累加減式表示法（如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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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社交活絡族群之相關分析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

請問您的
婚姻狀況

反覆式表示法 .123 .139 .021 .156 -.321 .381（*）

累加減式表示法 -.047 -.251 -.052 .104 .057 -.447（*）
間隔式表示法 .380（*） .020 -.125 .222 .181 -.096
中性色 .351（*） -.049 -.161 .233 -.181 .255
紙材 .219 -.240 -.219 .121 -.350（*） .033
皮革 .438（*） .042 .038 .086 -.106 .09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自足安穩」族群

根據該族群因男性居多，且與木材呈現負相關，可推測不喜好木材；年齡落在

21~30 歲與木材呈現正相關，與陶瓷呈現正相關，可推測喜歡木材與陶瓷材質，但

因由性別與年齡判別木材都有正負相關，所以不採納；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

暖色系呈現負相關，與陶瓷呈現正相關，可推測不喜好暖色系，喜好陶瓷材質；月

收入 60,001 以上與陶瓷呈現正相關，可推測喜好陶瓷；未婚者居多與陶瓷呈現正相

關，可推測喜好陶瓷（如表 20）。

表 20 ｜自足安穩族群之相關分析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

請問您的
婚姻狀況

暖色系 .151 -.030 -.035 -.416（*） -.166 -.129

木材 -.419（*） .370（*） .182 .320 .263 .364
陶瓷 .240 .435（*） .029 .395（*） .501（**） .3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各族群之需求統計分析及彙整後，並以各族群之代表對象，及其生活型態、

造型、色彩、材質偏好，提出相關設計建議，各族群所提出之設計方針如下表（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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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五種族群設計方針

族群 產品喜好

積極向上族群

對象 學生
生活型態 良好的人文素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懂得社交經驗
造型 人工造型
色彩 寒色系
材質 玻璃

居家休閒族群

對象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生活型態 追求居家規劃與休閒娛樂
造型 人工造型
色彩 暖色系
材質 不喜好金屬與紙材，餘無明顯偏好

自我管理族群

對象 製造業
生活型態 重視效率、自我管理與休閒娛樂
造型 自然造型
色彩 無偏好
材質 皮革、木材與玻璃

社交活絡族群

對象 資訊與通訊傳播業
生活型態 追求社交活動、重視效率與自我管理
造型 無偏好
色彩 中性色
材質 皮革

自足安穩族群

對象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生活型態 自我管理高、休閒娛樂與積極學習平穩
造型 無偏好
色彩 不喜愛暖色系，其他色系無偏好
材質 陶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經由內容分析法、訪談法及 KJ 法進行時計及生活型態之探討分析及

彙整，並導入符號學進行探討及分類，而透過以上之結果，結合 A.I.O 量表研擬問

卷，發放後進行分析，可彙整出五大生活型態族群，並針對其於時計及時間的需求

進行分析，分別對各生活型態族群提出相關的時計設計準則： 

(1)「積極向上」族群：多以學生為主，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與積極的學習態度之特

性，造型偏好人工造型，喜好寒色系，材質較喜歡玻璃。

(2)「居家休閒」族群：多以從事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為主，追求居家規劃與休

閒娛樂，造型偏好人工造型，喜愛暖色系色調，材質不喜好金屬與紙材，餘無明顯

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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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管理」族群：多以從事製造業為主，重視效率、自我管理與休閒娛樂，喜

愛自然造型，對於色彩無明顯偏好，喜愛皮革、木材與玻璃材質。

(4)「社交活絡」族群：多以資訊與通訊傳播業從事者居多，追求社交活動、重視效

率與自我管理，對於造型無特別偏好，色彩喜歡中性色，材質以皮革較為喜愛。

(5)「自足安穩」族群：以從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居多，自我管理高、休閒娛

樂與積極學習平穩，造型無特別偏好，色彩不喜愛暖色系，其他色系無偏好，材質

較喜愛陶瓷。

透過以上之資訊彙整，以期可為未來相關之時計設計者，提供相關參考之依據，

以讓相關設計師得以創造出更符合目標客群之產品，增進更多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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