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 2015 年 9 月 65 

 

行動電話吸引消費者的演進發展 

王明堂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系 

mtwang2000@gmail.com 

 

摘  要 

行動電話在生活中的聯絡及記錄的功能已具不可替代地位，是 20 世紀末重要的創新產品，對此產品

的發展實有加以整理之必要。台灣也擁有約 20 年的完整發展歷程，更為國際重要品牌代工，其位於全球

供應鏈的關鍵位置及擁有自己的知名品牌。因此從台灣出發以 1.產品整體發展、2.造形發展歷程分析、3.

功能發展歷程分析，期望將研究結果作為日後設計的參考。所以利用報紙的不斷記錄資料特性，其留下

的產品之重要即時資訊作為資料來源。以關鍵字檢索在經濟日報、聯合報、民生報等三大報，從 1989 年

在台灣開始市售至 2011 年 12 月為止所得的資料。利用 Microsoft Access 2010 將檢索到的相關圖片、及文

字資訊，再系統地整理及編年地分類資料，及參考從網路收集至 2014 年 8 年為止的資料。藉由 KJ 法將

這些文本資料加以歸納為功能發展歷程，並輔以 9 位專家的訪談來證實及補充消費者受吸引的歸納結果。

發現它與消費者的生活型態間之關係，共可分成四個階段：身份象徵導向、實用導向、多元體驗導向、

智慧導向。造形吸引消費者的可發展分成四個階段：形隨機能、輕薄短小、多樣和簡約。功能發展從基

本的通話，結合 PDA、照相、上網、GPS 及安裝 App 功能，成智慧型手機。隨處可見的「低頭族」確已

改變了大家的生活型態。新的行動概念更因雲端及攜帶裝置概念，能隨時隨地取得資訊，而進入健康關

懷的階段。 

關鍵詞：行動電話、功能、造形、演進發展、關懷設計 

論文引用：王明堂（2015）。行動電話吸引消費者的演進發展。設計學報，20（3），65-89。 

 

一、前言 

溝通最原始且有效的方式便是面對面的講話，可能礙於雙方存在的距離或緊急聯絡的需要。人類自

古以來一直試著發展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些需求；用烽火的訊號來傳達約定好的單純緊急內容，飛鴿傳書、

驛站快馬來傳遞書信。這些方式會受限於時效及僅能傳達有限的內容，僅能傳達部分信息，更難於解決

緊急狀況的時效。中外人類便一直嘗試想得到更有效率的方法，在物理學及電學發達的過程，人類便懂

得應用物理學的音波創造人類通信的文明，從單向有限距離、無定向的無線。至 1875 年 Bell 發明了以

線路來連接發話及收話者的定向有線通信功能，雙方各持聽筒藉音波轉成電波來傳送訊號，必需同時在

話筒兩端，無法隨時隨地的通信。有線通訊發展成約定頻率的可背着走的無線行動通訊，至架構在通訊

系統下才有語音、文字等的通訊。此類產品與通訊系統的發展密不可分，也影響產品功能及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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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美 Bell Lab 提出蜂巢概念，接著如圖 1 所示：1.第 1 代（1G）：1979 年 Bell Lab 發展出的

蜂巢式類比系統，但是基地台的一定範圍內聲音才可收發，因為類比訊號傳送，保密性較差，訊號易流

失和失真； 2.第 2 代（2G）：因應第 1 代通訊容量不足、頻譜使用效率低、數據通訊需額外架設系統。

1989 年發展出數位系統，能提供語音、數據、傳真傳輸。3.第 2.5 代（2.5G）：1999 年衍生出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整合封包無線電路）技術，可傳送適量的文字及圖檔（陳俊穎，2003）。4.第 3 代

（3G）：多媒體時代的來臨，需要傳遞相當容量的動態圖檔，2002 年採用寬頻多工的 CDMA 技術發展

的行動通訊架構。提供雙模及雙卡，頻寬及系統規格能進行視訊產生了行動電視。5.第 3.5 代（3.5G）：

延伸 3G 上的通訊技術，2007 年高速下行封包存取協定稱為 WCDMA，下載速率可達 14.4Mbps。6.第 4

代（4G）：2008 年 LTE 的 4G 是以 3G 集合 WLAN，並能快速傳輸資料、高品質、音訊、視頻和圖像等，

靜態達 1Gbps、高速移動亦可達 100Mbps。可以進行更多商業應用及行業整合應用，還可應用至金融、

醫療、教育、交通等行業。改變了產品畫面尺寸及界面操作。未來的第 5 代傳輸速度可瞬間下載影片，

行動電話與影視關係將更緊密（程懷遠，2009）。 

台灣行動電話的發展，從 1989 年 7 月 1 日，電信總局開放陸地公眾行動電話。1995 年 7 月 1 日開

播 GSM 系統，1997 年底開放民間業者經營行動電話、無線電叫人、行動數據，和中繼式無線電話，開

啟台灣電信市場的自由化。初期只開放汽車的固定型與攜帶型兩種行動電話，因手持型輸出射頻（RF）

信號功率不夠高，無法涵蓋所有地區而未開放。基地台擴建完成後，縮小了蜂巢單元包的發射範圍，開

放了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區的使用（謝坤霖，1997）。引進的是北美 AMPS 系統，第一代使用的

行動電話不是俗稱的黑金剛，而是高達 7 公斤的手提箱式類比行動電話，當時價格約 20 幾萬元。 

1. 1989 年：開啟 1G 時代台灣使用 AMPS，中華電信推出 090 開頭的黑金剛行動電話；2. 1992 年：

開啟 2G 時代；3. 1995 年：導入 GSM 系統為主要系統，GPRS（整合封包無線電服務）及現行使用的為

GSM 900、DCS 1800 系統；4. 2000 年：2.5G 以數位語音傳輸技術為核心；5. 2001 年：11 月 30 日 AMPS

類比系統正式關閉；6. 2003 年 7 月：第一家 3G 行動通訊業者正式開台，遠傳、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使用 WCDMA，亞太使用 CDMA2000；7. 2007 年：開放無線寬頻接取業務；8. 2010 年：才因台灣網路

通訊國家型通訊計畫而邁向第四代行動通訊；9. 2013 年：4G 招標共 6 家業者標得不同的頻段；10. 2014

年 5 月底：中華電信搶先開台。已經遠遠落後於國際的發展，如下頁圖 1 所示。 

全球行動電話的發展僅約 70 年的歷史，台灣在引進後約 20 年就發展出許多產品服務。大家生活中

的食、衣、住、行、育、樂，幾可應用通信功能，來獲得更便利的生活，是 20 世紀末創新人類生活的重

要產品。台灣在國際產業的生產中發展出完整的產品供應鏈，幫助國際大廠代工而占有了產業關鍵地位，

因此從 OEM、ODM 更進入 OBM 時代。台灣也有創造出許多品牌，最後有 HTC、ASUS、Acer 及近來

的 InFocus 在國際上占重要角色，激起了研究此產品發展過程的動機。加上台灣很早即每人平均擁有超

過一支產品的世界記錄，加深了從台灣來觀察行動電話演進的關鍵位置。由於市面有無數的品牌很多及

隨時加入的無數產品，探究此產品的發展內容難以面面俱到。初期唯有靠報紙來篩選重要資料，及其不

斷記錄大眾重要即時生活資訊的特性。本研究只對產品設計較相關的「行動電話產品概念、造形及功能」

為研究主題，必須進行長達二十餘年的資料收集、整理加以探討，在技術研究為主的研究中，是件難得

且值得鼓勵的。並以 1.產品整體發展、2.造形發展歷程分析、3.功能發展歷程分析作為研究目的。更期待

這些整理出來的成果，可作為未來的設計者在為此產業設計時，必須先行擁有的產品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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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及國際行動電話系統發展時間表（作者繪） 

 

二、文獻探討 

2-1產品演進 

Petroski（1992）以刀、叉、筷，從大頭針至迴紋針等個案，提出產品形式的演進是因對本的缺失的

改善，而且讓其進步的原動力是不滿現狀。Van Nietrop、Blankendaal 和 Overbeeke（1997）與 Wood（1994）

指出各年代的腳踏車的造形演變，其目的是要幫助人類移動、減輕疲累，同時闡述腳踏車的演化概念，

其適應情形就一直在進行著。或以產品相關的技術及生產為例。Basalla（1988, p. 25）來說明演化現象是

奠基於技術的歷史與相關材料，並從器官與機械的流動，將技術類比至生物學，藉由機械的論點來形容

及解釋，提出差異性、連續性、新穎性、選擇性四個概念來構成產品演化的原則。甚至以技術觀點演進

或稱演化（evolution），從古典的哲學思維推理出眾多的說法，Thales 的學生 Anaximander 教導了人們

生命是來自水，人類是從海中的魚在陸地生活，被認為是最早的演化學家。至 Plato 的形式理論，提出有

生命及無生命形狀縱使消失，還是能往一個未知且完美的永恆方向前進，影響了 Aristotle 提出物種的概

念。而 Lamarck 提出生物因使用而進步，不使用就會廢止的觀點（Lamarck, 1809）。及 Spencer 提出「力

量」能促使「進步」的概念，並且認為過程變得更複雜叫做進步，然後再變成演化（Spencer, 1897）。

直到 Darwin 以自然選擇來解釋適應的說法（Darwin, 1859），認為生物為了適應環境才能生存，研究不

同環境下物種及族群的變異，提出「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演化機制（Panchen, 1992, pp. 254-255）。

Grant, B. R.與 Grant, P. R.（1996）從 1973 年持續超過 20 年在 Galapagos islands 實地做觀察，瞭解 Darwin

芬雀的演進確是因自然環境，而影響了它們體軀及喙的大小，就是天擇讓它們進行了改變。就在天擇的

基本機制下，產品是否也是如同生物一樣進行吸引消費者的演進發展。 

王明堂、游萬來與謝莉莉（2008）從報紙及相關文獻取得炊飯器的資料，將其發展分成：瓦斯炊飯

器、電鍋、電子鍋、微電腦電子鍋和 IH 電子鍋等五個階段。經由資料庫的整理，利用圖學上視、正視、

側視的概念，研究炊飯器的造形發展。再經由 KJ 法的歸納，提出炊飯器功能發展有六個主要發展方向。

這些研究以收集資料整理成系統分類，以編年史、階段，或時代劃分的方式來描述整個產品的發展過程。

Wang 與 You（2009）了解世界速克達的演進，王明堂與游萬來（2009）台灣的速克達機車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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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成：技術引進、研發改款、及自行創新等三個時期。而歸納影響三個發展時期的環境因素有：1.與

公司內部相關：設計資源、及設計組織改造；2.與外在環境相關：使用習慣、法規、流行、生活型態、

消費者需求、能源危機等。台灣速克達機車的產品及造形的發展就在與這些不同環境因素的互動下，斜

板式越來越演變成流線型，搖頭式不管復古車（有蟲形和箱形兩種）及一般型也慢慢強調流線型的造形，

所以發現它們均往速度感的方向演化。1920 和 1950 間的緻密衣櫃呈現了如何設計集成的有條不紊和合

理利用空間的想法變成了一系列衣櫃，提供在一個迅速變化的時期，一個整潔有序生活可能帶來的利益。

Wong（2014）分析了在 80 年代中期公司在國際經濟自由化和來自海外的合作夥伴獲得技術支持的產業

政策。黃偉正（2013）認為固定掛配於身上，提供方便自由連續使用的隨身產品、穿戴於身旁連續發揮

功用，可使身體自由工作不間斷 貼近眼、耳、口、手、等身體器官的產品設計，未來穿戴的進階想像：

隱身或侵入式無不可能。蘋果的硬體產品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我們今天所見這般精緻，有些產品甚至在後

來被證明是無用之物。如今，蘋果的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獲得了全世界用戶的廣泛認可。 

2-2造形及功能 

在行動電話的造形發展上，業者為尋求消費者認同與喜好，推出各種不同的樣式；可更換式面板，

迷人的色彩，流線的造形。不斷朝向多樣化造形、豐富色彩、體積小、重量輕，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方

向。功能的發展研究，陳釧瑤（2010）提出 2007 年智慧型行動電話大廠 Apple，與 HTC 相繼推出觸控

機種，按鍵改變成觸控操作模式，這些公司不斷地創新與改良產品，發展出新穎功能與具特性。3G 行動

電話的複雜功能，讓設計師很難設計出能適合大多數人使用的產品。Pijukkana 與 Sahachaisaeree（2010）

以感知功能技術作為老人行動電話的發展導向，來進行產品設計。邱曉萍、劉倩秀與李榮貴（2009）提

出現今行動電話的發展與設計，還未將聽障者的需求納入考量，致使聽障者在行動電話的使用上還面臨

許多的困境。在硬體結構的研究上，關傑與毛海燕（2008）研究提出行動電話的結構設計趨勢應是可以

任意組裝，把一些不需要的、落伍的零件、欠佳的設計加以替換、或直接修改，使產品可以更完善及更

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立即性吸引力藉以提升設計師掌握產品造形設計的品質。 

2-3策略及生活型態 

在策略的研究上，從客戶喜好的屬性、文件或目錄的要求，映射到顧客喜好的領域，進行了分析查

詢結果，產生了有效的概念來了解顧客的喜好。在歐洲 GSM 系統機完成要到下一波，成長曲線才會浮

現商機，顯示行動電話進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Andonova, 2006; Boretos, 2007）。Andonova（2006）雖

然產品已經漸漸進入產品衰退期，一直以增加功能來延長及增強壽命，使其變成一種不可能消失的產品。

張文智、林靜旻（2000）以行動電話為例，研究生活型態變數或人口統計變數，探討消費者對產品的需

求和喜好方面之差異。在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上，Zhao 與 Grosky（2002）認為客戶的想法總充滿彈性，直

到看到產品前，他們都不知道想要的產品究竟是什麼？ Ishii 與 Wu（2006）研究臺灣及日本兩地的消

費者，在使用行動電話的差異，瞭解網路時代及行動通訊的組合成為年輕族喜歡的工具。顯示 3G 所提

供的功能雖具創新性，卻不足以顯著影響消費者升級 3G 服務，期待著 4G 可以提升消費者的需求，增

加的功能讓研究可發現行動電話的發展，更期待未來的 5G。各類的研究中就是缺乏對消費者與工業設計

相關的功能演進、及造形發展的探討，值得我們做深入探討。 

2-4 KJ研究方法 

KJ 法是為了整合眾多片斷的資料來產生創造性構想，是由日本的川喜田二郎（1986）（Kawakita Jiro; 

KJ）所構思出來的方法，藉以探索問題解決的線頭。較系統及嚴謹的 KJ 法研究是可得到高度認同的質



設計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 2015 年 9 月 69 

 

性研究結果，方法分狹義及廣義法兩種，針對眾多單元觀念的情形，主張「讓資料道出真義」，而不是

採取一般所謂的資料處理方式而已（Shimura, 2005）。它是一種直觀、非線型、非邏輯的創意或資料統

合。由於產品的發展不僅是產業研究的基礎，藉由分類結果更可讓大家更快速理解產品的淵源及特性，

助於取得正確的設計方向。其過程為：1.情報卡片化：首先進行行動電話產品造形語彙的圖卡編號，以

圖卡上所呈現意義、及參考所整理的產品功能表，做為分類判斷的參考；2.卡片群島化：再依據 KJ 法的

歸島（分群）過程，漸次將相近的圖卡歸為一島。重複相同過程；3.A 型圖解化：反覆依序歸納產品成

4-6 群時，再細看各群的關係；4.B 型敘述化將各群樣本加以歸納命名，成為分類結果（川喜田二郎，1986）。

Ohiwa、Takeda 與 Shiomi（1997）指出 KJ 法在設計思考過程中很有用的工具，適合用來解釋需求、分

析結果，而得到的規格。顯示此法有多元的應用面向，是歸納隱藏內涵分類之好方法。。對於產品發展

史的研究方法，王明堂等人（2008）從報紙炊飯器的資料以 KJ 法，將其發展過程分成：瓦斯炊飯器、

電鍋、電子鍋、微電腦電子鍋和 IH 電子鍋五個階段。足以理解報紙的資料對產品發展的研究有足夠的說

服力及可靠性。也有以雜誌為資料的研究，Wang 與 You（2009）從 1981 年引進日本至 2008 年間的資

料，摘錄台灣兩輪機車發展的「摩托車雜誌」資料，與相關人員的訪談及通信聯絡內容，藉以瞭解台灣

速克達機車的發展過程、及影響產品造形與設計的主要因素。王明堂（2012）實施 KJ 法的將療癒系玩

具產品造形歸島流程後，分成五種類型的產品分群。陸定邦、張嘉玲（2007）以目標族群對收納家具的

需求，運用 KJ 法整理出四項產品的設計目標。王明堂等人（2008）以編年史的方法建立產品功能資料

庫，及應用此法歸納出炊飯器的造形發展方向，進而作為產品設計的參考。 

 

三、研究過程與方法 

通常產品發展研究的資料來源及種類會影響研究能否突破，其成果是否具有價值性。在各種資料來

源中，雖有相關的專業雜誌及期刊之第二手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卻常是片段也沒有連續性。而且專業雜

誌通常是在產業盛行、或發展至一定程度後才會被創立，卻也會因產業沒落而遭停刊命運；一般雜誌則

僅是偶爾提及，因此這些僅可作為研究探討時的輔助資料而已。而報紙內容具有即時性、連續性及重要

性的特色，均是刊登來自業者或產業記者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性，他們除為了宣傳外，也希望能及時引

起消費者的矚目，常具產業官方代表性的地位。因為是第一手資料，所以提高了研究的信效度。所以本

研究利用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聯合報、民生報為主要資料；包含了產業、一般生活及休閒新聞，適合

全面收集行動電話的重要報導資料及圖片。從行動電話在 1989 年於台灣開始出現至 2011 年間，再利用

Microsoft Access 2010 作為資料庫的整理工具，建立造形與功能的資料庫，系統地完成將資料建檔後整理

歸納資料。因為資料增加及網絡資訊被廣泛應用，2012 至 2014 年從網路隨時收集相關圖片。 

依據整體發展、造形發展歷程、功能發展歷程，研究流程分成四個階段：1.第一階段─資料收集：

來源有（a）三大報紙的資料庫為主外；（b）市面發行刊物：雜誌、書籍、期刊、研究報告等；（c）網

路資料：以專業行動電話網站為主：Sogi 手機王（www.sogi.com.tw）與 ePrice 比價王（www.eprice.com.tw）

及廠商的官方網站，補充報紙缺乏的圖片資料及規格。2.第二階段─資料分類及整理：以 Microsoft Access 

2010 為軟體，建立起紀錄產品所需的重要欄位，來建構產品資料庫。依據紀錄產品的重要欄位，分成四

個部分，如圖 2 所示：（a）產品基本資料：有品牌、型號、報紙出版面與日期來源等；（b）產品造形：

尺寸、天線、機身設計、鍵盤方式，控制台等。（c）產品功能：相機、特殊功能鍵、影音多媒體等。（d）

內文的設計語彙：報紙內文標題、內文的訴求重點。然後以選單方式勾選產品的相關資料，在新項目出

現時才需新增，再以勾選的方式就能完整地記錄下產品內容。3.第三階段─分析及補充資料：從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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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書籍、期刊，收集與行動電話與造形與功能相關的部分，經由軟體建立起具時間序的編年方式之

產品資料庫，除可供本次研究分析外，亦可作為日後相關研究分析之用。接著以具可思維的樹狀圖和知

識管理的軟體 Mindjet MindManager 2010，代替大量圖卡運作 KJ 法的不便，此法可對語彙資料以清晰的

思維的樹狀圖來加以排列，並即時加以記錄，即能歸納出發展類別；4.第四階段─資料驗證：訪談追查

產、官、學、銷的專家；產業界 3 人、官方研究單位 1 人、相關學術界 3 人、銷售界 2 人共 9 人補述資

料，如表 1 所示；及訪談大綱如下頁表 2 所示，以增加研究真實度，而專業的異同看法也提高了研究的

深度。 
 

 

b. 產品造形 

c. 產品功能 

a. 基本資料 

d. 內文設計語彙 

b, c. 內文語彙 

 

圖 2. 資料庫模型圖（作者繪） 

 

表 1. 訪談對象 

對象 姓名 職務 年資（年） 任職單位 

產業界專家 柯先生 產品經理 15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吳先生 工程師 8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林先生 工業設計師 6 宏達電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官方研究單位 陳小姐 產業分析師 16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學術界專家 陸老師 工業設計系教授 30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 

 余老師 電子系教授 29 南台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劉老師 產品設計系助理教授 14 樹德科技大學/生活產品設計系 

銷售專家 陳先生 行動電話通路商店長 14 索尼愛立信經銷商 

 黃先生 行動電話通路商店長 12 寶諾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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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訪談大綱 

項目 內容 

Q1 外觀設計是否會因地域性而有設計差異？ 

Q2 行動電話的現況滿意情形？  

Q3 未來行動電話的功能會如何發展？ 

Q4 未來行動電話和平板螢幕尺寸的發展趨勢？ 

Q5 行動電話造形的未來設計趨勢為何？ 

Q6 其他 

四、行動電話產品概念、造形及功能發展之探討 

4-1商用行動電話分類 

商用行動通訊為因應生活型態改變及消費需求，而發展成可移動式，加上影像技術及資訊整合技術

的精進，從不可隨身的隨車而演進成可隨身的行動電話。1.不可隨身產品：初期產品因耗電需有充足電

源，而裝在汽車成為汽車行動電話（car phone），如圖 3 和圖 4 所示。在 1970 年代後期及 1980 年代，

早期雖然價格貴，電話甚至需透過接線生轉接，且僅能隨車無法隨身移動，卻大受高階消費者的歡迎。

2.可隨身產品：可分成三種，一般型（mobile phone）、行動電視型（mobile TV）、智慧型（smart phone）。

（A）一般型：1983 年 Motorola 推出第一支商業化的行動電話 Dyna TAC 8000X，如圖 5 所示，只能接

收電話。後來才發展出錄音、拍照等附加功能，如圖 6 所示。（B）行動電視型：不經由衛星、電纜線，

經由無線網路的 IPTV 的串流影像、podcasts（數位元媒體檔案），下載即可隨身接話與及時收看電視節

目，如圖 7、8、9 所示。雖合乎消費者需求卻未能成為主力產品，只成為當時大陸山寨機的特色。（C）

智慧型：從個人數位秘書（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加上行動通訊，除可作為個人行動秘書，也

發展出具個人電腦的一些功能。有最早黑莓機（BlackBerry），如圖 10 所示。三星智慧型行動電話，如

圖 11 所示，2008 年 2 月 Sony Ericsson 的 Xperia X1 帶動了正方形風潮及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2007

年 1月 9日以最簡單的觸控滑動流行的Apple之 iPhone 1，如圖 12，2011年 8月開始的大陸小米手機（mi）。 

 

                                                       

圖 3. Car phone  圖 4. GSM-Telephone-1991 圖 5. DynaTAC8000X 圖 6. Difference between Mobile and Cell Phone

（作者繪）        （Wikipedia, n.d）        （作者繪）              （Anonymous, n.d.a） 

                        

                                                               

圖 7. tv mobile phone     圖 8. AT&T mobile TV     圖 9. Mobile TV Phone    圖 10. BlackBerry-8830 

（作者繪）             （作者繪）               （作者繪）              （作者繪） 

                                                        

圖 11. Samsung eternity a867                   圖 12. iPhone 1 

（Anonymous, n.d.d）                      （作者繪）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4/GSM-Telefone-199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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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產品發展的概念 

4-2.1身份象徵導向階段（1983-1991年） 

1.背景：1980 年代初，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1G）的類比式系統，因編碼時未加密易被竊聽，保密

性差、及易受無線電干擾而影響通話品質。2.代表產品：1983 年 Motorola 研發出 Dyna TAC 8000X

（Wikipedia (n.d).），因體積大、黑色外殼被叫「黑金剛」。3.特色：1997 年台灣才開放行動通訊，行

動電話不普及、價格及通話費貴，只極少數人士使用而被稱「大哥大」，擁有它成為彰顯身分和象徵地

位是一種「身份象徵導向」。 

4-2.2實用傾向導向階段（1991-2001年） 

1.背景：1992 年因導入第二代（2G）的數位式系統，傳輸容量更大，能提供語音與低速數據傳輸、

及一些加值型服務，如簡訊 SMS。2.代表產品：Nokia1011 是首部獲准的數位式 GSM，如表 3 所示。3.

特色：體積和重量比第一代更輕、待機更長，通話品質更佳，突顯出新功能性的價值，方便了人之間的

聯絡與商務通訊，因以實用為主，故稱為「實用傾向導向」。  

表 3. 代表性產品 

年度 品牌 型號 重大創新與功能發展 年度 品牌 型號 重大創新與功能發展 

1992 Nokia 1011 首部數位式 GSM 系統 1997 Motorola Star TAC 全世界第一台折疊機 

1993 Motorola TACⅡ2800 首部有震動式功能 1999 Nokia 7110 首創上網功能、國內第一支 WAP 

1995 Philips PR747 首創聲控功能 2001 Nokia 7650 第一支內建數位照相 

1996 Motorola GC-87C 全世界第一台中文傳訊     

4-2.3多元體驗導向階段（1998-2011年） 

1.背景：1998 年 Siemens S1088 第一支彩色螢幕行動電話；1999 年台灣第一支 WAP 的產品 Nokia 

7110，2002 年照相功能與 MMS 多媒體功能（無名氏，2002 年 6 月 6 日）。1998 年強調產品款式多樣、

功能增加。在 2.5G 的 GPRS 升級至 3G，更符合多媒體網路：上網、e-mail、視訊、音樂、即時路況，即

時視訊等加值服務，使通訊更多元。2.代表產品，如表 4 所示。3.特色：從接聽的延續至使用娛樂、及上

述的功能的多元體驗。余教授：「技術的發展使產品功能可更多元」。消費者可更多元的體驗線上活動

及發表意見，讓消費者能無限制地擁有更寬廣的多元體驗導向。 

表 4. 代表性產品 

年度 品牌 型號 重大創新與功能發展 

1998 Siemens S1088 第一支彩色螢幕 

1999 Nokia 7110 首創上網功能、國內第一支 WAP 

1999 Motorola A6188 全球首隻中文手寫與觸控式螢幕、整合 PDA。 

2002 Sony Ericsson T86i 全球第一支彩色螢幕 MMS 多媒體。 

4-2.4智慧導向階段（2007-2014年） 

1.背景：2007 年 Apple 發表智慧型 iPhone，因高度的功能整合被稱智慧型（smart phone），可加入

應用程序（App）及後來 google 的 Apps 開放平台，可自行安裝喜歡的應用軟體，2014 年支援 4G 全頻。

2.代表性產品，如下頁表 5 所示。3.特色：由於 App 不受限內建功能提供下載安裝，大幅擴充功能性。

加上零件的輕薄短小化，電腦隨時上網、衛星定位功能。陳小姐：「現在的行動產品是功能整合有智慧

的時代」。無線上網吃到飽，使社群平台盛行，4G 業者更提出免通訊及語音費用概念，由於 App 概念

使產品更似電腦，被賦予高度智慧故稱為「智慧導向」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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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代表性產品 

年度 品牌 型號 重大創新與功能發展 

2008 Apple iPhone 1 引領智慧型風潮。 

2008 HTC T-Mobile G1 全球首支 Google 主導開放行動電話平台 Android 的機種。 

2014 三星 GALAXY S5 4G LTE 全頻通 

4-3產品演進歷程 

觀察選擇的國際知名產品品牌、及台灣具代表性的品牌之行動電話，如圖 13 所示。最早創始的

Motorola 與後續的佼佼者 Nokia，在 90 年代是領一時風騷，卻因沒有跟不上智慧型時代而失去領導地位。

2012 年 5 月 Motorola 的行動部門被 google 合併，2013 年 9 月 Nokia 行動電話事業與其專利都被微軟併

購， Apple 雖後起卻因 iPhone 而追上並領先，緊追而起的三星及 HTC 雖有表現，卻也漸漸被 Apple 擠

至邊陲。台灣雖以代工為主，在產業裡也有許多知名品牌，早期有 OKWAP、Gplus、Acer 與近期 ASUS

從平板電腦背後抽出的智慧型手機 Pad Phone 及 Zen 系列，可能取代 HTC 在台灣智慧型產品的代表性。

大陸內需而竄起的華為、中興、聯想及小米（mi）品牌均能跟上時代。iPhone 帶起 2010 年後以長方形

面板滑控為主的風潮影響至今，如圖 13 紅色虛線右，成為行動電話的造形發展方向，恐怕短期很難超越。 

 

圖 13. 重要行動電話品牌的產品發展（無名氏，n.d.e；無名氏，n.d.f ） 

五、造形發展歷程分析 

5-1造形趨勢的發展 

造形發展依其形式特徵可分成：形隨機能、輕薄短小、多樣、簡約四個演進階段。1.形隨機能階段

（1983-1991 年）：1983 年全球第一隻行動電話 Dyna Tac 8000X，如圖 3 所示。因技術未成熟及電子零

件未晶片化，造形結構為滿足硬體零件的及手持概念均長方碩大，頂端突出指向式天線，高達 39.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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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達 1.56kg。接著的 Philips PCR300 型、與 Nokia P-30 型，高度大致一樣，顏色以顯示科技感的黑色系，

外露的天線及碩大體積構成「形隨機能」。2.輕薄短小階段（1991-2001 年）：面對體積無法滿足隨身攜

帶，1991 年 Motorola 發表 Micro Tac，如圖 14 所示，以翻蓋折疊式縮減高度。零件漸晶片化，天線體積

變小並設計成能伸縮。為了遠離舊形象及消費者容易攜帶，研發強調產品體積迷你短小。1996 年，Nokia

推出人體工學流線式面板造形。余教授：「天線的技術及頻寬的提高，使得體積變小」。造形依附功能

技術的發展，使產品達到「輕薄短小」。3.多樣階段（2001-2008 年）： 由於競爭 2001 年後出現五花八

門產品，Philips Fisio 318 呈八角形，如圖 15 所示，2003 年 NEC N910 呈菱形，如圖 16，2005 年 LG G262

的跑車造形等，多樣造形及青藍、橘色、香檳金等繽粉色彩，以多樣概念吸引消費者。連機身結構：有

摺疊、旋轉、雙向滑蓋等。當技術進入成熟期，以造形的多樣化來刺激市場，因此工業設計的角色變得

更重要。4.簡約階段（2007-2014 年）：在 2007 年 Apple 發表了 iPhone 智慧型行動電話，如圖 12 所示，

由於 Steve Jobs 重視工業設計及 Jonathan Ive 的協助，產品追求簡化將按鍵虛擬為觸控介面，顏色以白、

黑色為主。更受主零件液晶面板為方正形影響，機身造形成長方幾何形。劉教授提出：「簡潔的造形仍

是主流，不僅美觀，攜帶性、手持操作、以及製造上均具有優勢」。 

                                             

 圖 14. Micro Tac（作者繪）      圖 15. Philips Fisio 318（作者繪）     圖 16. NEC N910（作者繪） 

5-2造形語彙演變 

輸入Microsoft Access 2010 共 1,787筆造形語彙資料後，以 Excel排序剔除相近者至剩 200個。1.Mind 

Manager 2010 運作圖卡；2.進行 A 型圖解分類，得到 4 個大島；3.B 型圖解命名：機身造形特徵（86 筆）、

機身輕薄短小（58 筆）、外殼造形特徵（54 筆）、品牌合作設計（2 筆），如圖 17 所示。 

 

圖 17. 行動電話造形語彙圖解敘述（作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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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機身造形特徵群島 

圖 17 中機身輕薄短小大群島內有；產品機身結構、輪廓線條設計、整體設計風格、與通訊天線元件

造形；機身結構（54 筆）、輪廓線條（17 筆）、設計風格（12 筆）、天線結構（3 筆）。 

1. 機身結構：機身結構有固定式為直立式，智慧型產品時代後以此為主要結構，可動式：摺疊式、滑

蓋式、旋蓋式，如圖 18 左上。（a）直立式：1983 年 Motorola 推出全球第一支產品 Dyna TAC 8000X，

成為長方直立式最早結構。2005 年 Sony Ericsson K600 正面行動電話、背面相機的雙面直立設計（陳

雅蘭，2005 年 2 月 16 日）。2007 年 Apple iPhone 使大潮流趨直立螢幕。（b）摺疊式：對半折叠藉

翻開現出螢幕、按鍵，如圖 18 右上。1996 年第一支摺疊 Motorola Star TAC（許斐莉，1996 年 7 月

18 日）。1997 年 Nokia 雙螢幕摺疊（史榮恩，1997 年 9 月 23 日）。2004 年 Nokia 6260 的混合摺疊

式，上下蓋雙螢幕折疊。（c）滑蓋式：以滑軌推拉滑開機身滑出鍵盤，如圖 18 左下，可往下滑出

按鍵，或更可側滑出 qwerty 雙手按鍵輸入。（d）旋蓋式：利用旋轉開啟，2001 年 Motorola 第一支

旋蓋機 V70（吳貞瑩，2001 年 11 月 28 日），如圖 18 右下 1。2010 年 Motorola 首款方形側向旋轉

智慧型 LIPOUT MB511 成摺疊旋轉，如圖 18 右下 2。陳先生：「智慧型直立平板是主流，優於摺疊

易導致排線故障等問題」。吳先生：「平板直立為主流。市場還有摺疊、滑蓋需求比較少」。柯經

理：「智慧型越來越普及市場佔有率越來越高」。 

 

樣

式 

直立式 摺疊式 

單螢幕 雙螢幕 單螢幕 雙螢幕 混合 

按鍵式 觸控式 觸控式 

樣

品 

   
    

  

樣

式 

滑蓋式 旋蓋式  

單向 雙向 側向 水準 垂直 

樣

品 

     

圖 18. 產品結構形式（作者繪；無名氏，n.d.e；無名氏，n.d.f ） 

2. 天線結構：外露有固定及升降式，技術進步輕薄短小化藏於機內，如圖 19。固定式在機身左上、正

中上方、右上。升降式主要在機身右上。余教授：「除搭配造形外接收品質是重要考慮，頻率從 900

增至 1800，天線可變小，從單極成平板而印刷在電路板上」，「因頻率 900 及後來陶瓷迴圈天線的

發明，iPhone 4 用金屬邊框天線，iPhone 5 天線整合在金屬外殼。信號可通過塑料。」如圖 19 下方。 

固

定

的 

型號 SL1088 Dyna Tac8000x PR747  

位置 左上 中上 右上 

 

    

升

降

的 

型號 Micro Tac AF-738 Micro 7200G 

 

    

隱

藏

的 

型號 i108 T86i T-Mobile G1 iPhone 4 iPhone 5 

 

  
 

   

圖 19. 天線位置圖（作者繪；無名氏，n.d.e；無名氏，n.d.f） 



行動電話吸引消費者的演進發展  76    

 

3. 輪廓線條：初期 Motorola Dyna TAC 8000X 的體積巨大，後來海豚機開創橢圓型造形新設計趨勢。

1993年 5月 26日流線式設計，首創外殼弧線造形。2001年 Phillip Fisio318八角造形，2005年 LG G262

跑車形行動電話，2003 年 NEC N910 菱角方正款等外，以扁長方體為主。2007 年 iPhone 引領簡約

造形風格成為後來的主流。1983 至 2014 年機身輪廓線條的正視和側視輪廓線，如圖 20。迷你、流

線、曲線、特殊、簡潔。應以越來越大面板的智慧型為主趨勢。 

 

輪廓線條 迷你  流線  曲線   特殊  簡潔 

圖片 

     
正視 

        
側視 

   
    

  

圖 20. 行動電話側視發展情形（作者繪；無名氏，n.d.e；無名氏，n.d.f）  

5-2.2機身輕薄短小 

機身厚薄為便於攜帶往輕薄短小發展。此大群島：機身厚度（42 筆）、體積迷你（16 筆）。設計風

格因晶片及液晶技術，設計從產品放在側袋擔心電磁波而改放於口袋。1990 年經濟日報、民生報標題均

提及以輕、薄、迷你方便攜帶訴求。黃先生：「電話 5.3”會是極限，以 4.7”~5.3”會是主流。平板會以 7”~10”

為主」。林先生：「行動電話面板尺寸 4.7”為主、平板 7”以上」。近來走向大面板手持考慮 4.7”尺寸，

因上網需求 Asus Zenfone 有 4、5、6 寸面板發展漸與通訊平板相近。 

5-2.3外殼造形特徵 

更換前後殼及材質創新，大群島：前殼設計（45 筆）、材質處理（9 筆）。1995 年開始以前殼色彩、

替換、特殊加工，彩色外殼。鮮豔時髦的上下蓋迎合個性搶攻年輕族群比炫、比換殼。原只可換前殼改

成前後殼均可換，也結合時尚圖騰的質感加工，如圖 21。吳先生：「未來發展為何是商業機密」，黃先

生：「三星與 Apple 主體以四方造形為主是未來趨勢。」陳先生：「外觀顏色日本會以活潑顏色像粉紅、

台灣機以黑白為主」。受筆記型電腦的影響，外殼顏色也發展以白、銀、黑色為主。 

材質 紋路 塗裝 金屬 環保 

說明 布質外殼 鈦金色塗裝 鋁合金機身 回收塑膠製 

圖示 

    

圖 21. 前殼特徵發展（作者繪；無名氏，n.d.e；無名氏，n.d.f） 

5-3側視輪廓 

以同比例繪製側視線條圖，發現產品側視有越來越薄的演進趨勢，但是高度則變化不定，如圖 22。

以前則爲了便於帶著走及好拿，近來則因上網需求而變大，則可接受較大尺寸及放入女性包包內。技術

成熟後的零件晶片化，於是往輕薄短小的方向發展。2011 年開始更受到 iPhone 的影響，造形均以扁直方



設計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 2015 年 9 月 77 

 

形為主。吳先生：「設計的差異不大」。林先生：「大致都相同幾乎很少有設計上的差異」。所以依據

趨勢及訪談，側視的造形未來會往薄的方向發展，甚至可能具有可繞性，大小也會因個人需求而異。 

 

圖 22. 產品側視發展的時間（作者繪） 

六、功能發展歷程分析 

藉由觀察報紙標題有關於功能、並比對瞭解內文，篩選出關於功能相關的標題，以 KJ 法 B 型敘述

歸島法進行大島、中島、小島的分群，來歸納成行動電話的主要功能，如下頁圖 23 所示。藉以分析變化

及瞭解功能發展的演化關聯性。 

由 KJ 法歸納成 7 個大島：介面形式功能（123 筆）、個人服務加值功能（102 筆）、攝錄形式功能

（97 筆）、通訊形式功能（87 筆）、基本規格功能（61 筆）、智慧型（5 筆）、防護功能（6 筆）。 

6-1基本規格功能 

頻寬提升：傳輸形式（8 筆）、音樂鈴聲形式（27 筆）、記憶體容量（7 筆）、節能模式（19 筆）。 

6-1.1音樂鈴聲形式 

Nokia 7210 於 2002 年發表和絃鈴聲，改變了單音的鈴聲，呂郁青（2001 月 1 月 13 日）發表有 MP3

的 Siemens 6688。2000 年後的內建鈴聲，可自行編曲或在線上的商店網路下載， 2003 年 3 月更開始具

混音功能來鎖定年輕消費群。 

6-1.2節能模式功能 

1993 年 7 月「售新三○○型待機時間長，…長達 80 小時。…更有特殊節能方式」。1997 年提出鋰

電池耗盡時，還可用三個四號鹼性電池。2009 年，出現太陽能充電的三星 Blue Earth。陳先生：「無線

充電技術的應用是綠能環保產業」。替代能源的發展，可朝向綠能更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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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行動電話的功能 KJ 法敘述歸島（作者繪） 

6-1.3傳輸形式 

1999 年 2 月發表第一台具藍牙的 Ericsson T28，2000 年後 Motorola 和 Nokia 也陸續發表藍牙功能，

透過內建藍牙功能來連接藍牙耳機、筆電、PDA 等，取代原先的紅外線傳輸方式。2006 年 11 月日行動

多媒體，藍牙更延伸出支援更多周邊影音的條件，使藍牙成為行動多媒體的重要媒介，實際因為附屬產

品不多，故不是很流行。 

6-1.4記憶容量 

多媒體功能使內建記憶體無法滿足需求，2001 年 1 月有 Siemens 6688 搭配 MMC 的 32MB 記憶卡，

演進成插卡應付大容量記憶體。劉教授：「解決會是雲端，部分仍需在電話上處理」。雲端是的解決方

案存在安全性問題，且記憶卡的容量仍會越來越大。由於記憶卡的傳輸效率之進步與成本的降低，還是

仍需依賴記憶卡。 

6-2介面形式功能 

介面形式功延伸出加值功能：螢幕介面形式（74 筆）、輸入介面（49 筆）。 

6-2.1螢幕介面形式 

1997 年第一支折疊機 Motorola Star TAC，2002 年演變成再另有一個可顯示時間和日期的上蓋。第

一支彩色螢幕 Siemens S1088（無名氏，1998 年 3 月 2 日），從黑白灰階的螢幕轉變為彩色。吳貞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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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4 日）拓勤企業 OEM 了韓國產品 G-Plus K889 採用鏡面式彩色螢幕，螢幕不再僅呈現資訊，可

為一面補妝鏡。許斐莉（1996 年 7 月 18 日）人性化的圖像引導式功能，目錄操作介面，1999 年第一支

有中文介面的 Motorola TAC-8500。賴佳寧（1999 年 10 月 23 日）「外殼可更換、多色來電顯示、行動

電話愈來愈「色」了，可變換螢幕背景藉由多樣背景燈光分辨來電者。2001 年首創的 Disco Light，可設

定螢幕及按鍵背光，能發出不同的藍光之閃爍節奏。陳先生：「主要根據消費者的習慣，才有這樣的尺

寸面板」。黃先生：「大螢幕會是主流，但是滑蓋或摺疊不會淘汰，因為還有消費者只需要基本功能即

可，例如：老人家」。  

6-2.2輸入介面 

費家琪（1999 年 8 月 12 日）全球首隻中文手寫 Motorola A6188。2003 年出現 Nokia、三星手寫的

輸入方式。2005 年 3 月第一支國產手寫的 OKWAP A236，陸續發展出不侷限於指定的區域螢幕內手寫

輸入，而能在全螢幕輸寫。2008 年以後，更發展出觸控模式的手寫形式。 

6-3個人加值服務功能 

個人服務加值部分，因系統頻寬加大的發展，而延伸出更多的應用加值功能：網路加值功能（41 筆）、

娛樂加值功能（20 筆）、商務功能（23 筆）、其他特殊功能（18 筆）。 

1. 網路加值：1999 年 2 月「首創具有上網功能的行動電話、國內第一支 WAP 行動電話，標榜第一支結

合通訊與資訊功能的手機」，進入了網際網路：氣象預報、股價行情等等。2001 年「Nokia 發表首支

GPRS 行動電話具有收音機、錄音功能」，率先採用 2.5G 系統 GPRS 技術頻寬更大上網更順暢。經濟

日報（無名氏，2002 年 10 月 3 日）發表了第一支 3G 系統行動電話，在 2.5G 技術的 GPRS 升級為 3G，

數據傳輸可應付網路內容傳輸，2002 年和信電信的 i-mode 網路服務。黃志偉（2005 年 11 月 21 日）

「玩手機行動上網、新服務一機在手，比酷、比炫、比超猛…」，用戶只按下連網按鍵，就可從螢幕

瀏覽特製的網頁。陳先生：「像 Apple 有 iCloud 可提供 5GB 空間、HTC 也有 google 的雲端服務」。

各家品牌均推出自己免費或付費的雲端，使拍照過程可隨拍隨存以鞏固愛好者。 

2. 娛樂加值：吳貞瑩（1997 年 11 月 11 日）「通訊新時代大哥大生活化，要演什麼像什麼，大家可依

生活型態設定使用模式…」，內建貪食蛇的短訊式遊戲。胡明揚（2002 年 3 月 7 日）「彩色螢幕手

機今年發燒貨，新力易利信 T68i、Z700、P800，都具多媒體行動通訊裝置」。「索尼愛立信行銷推

出全球首支彩色螢幕 MMS 多媒體手機」的多媒體化（無名氏，2002 年 6 月 6 日）。黃志偉（2005

年 11 月 21 日）出現「GPlus ES813 迷你多媒體貼身情人結合 MP3、數位 DV、錄音筆令人愛不釋手」，

在 3G 加大頻寬，從單純通話演進至：錄音、拍照、MP3 等複合媒體功能。胡明揚（2004 年 12 月 29

日，A5 版面）「內建擴充記憶卡插槽  多媒體手機新趨勢」。吳貞瑩（2004 年 3 月 12 日）「多媒

體手機重裝上陣，融合尖端科技的多媒體手機，數位相機，還能支援即時影音，..上網互動遊戲…，

一機在手歡樂、商務一把抓」。2003 年 3G 頻寬增加，可透過上網進行互動遊戲成為標準。余教授：

「因為應用增加，未來 4 G 會更方便」。2012 年，為滿足自拍及線上影音通訊，出現兩面均有拍照

功能的相機，而且畫素不亞於一般數位相機。更隨著選 App 的免費或付費，擴大了程式的應用範圍。 

3. 商務功能： 1995 年行動電話是商務人士的好夥伴。史榮恩（1997 年 9 月 23 日）第一款擁有電子郵

件功能行的 Nokia 9000 Communicator，結合行動電話及個人數位助理器（PDA），行動辦公室往口

袋型辦公室發展。在 2G 下由於頻寬可以藉數據卡進行商務人士需求的接收傳真、文件、電子郵件。

2002 年，Nokia 9210 具 PDA 功能可支援 Word、Excel。2002 年發表 MMS 多媒體產品，進步到可傳

送多媒體訊息、短訊文字成聲音動畫外，商務人士特殊需求功能如：ASUS P535 具蒙恬名片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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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教授:「使用者本身對於文字的態度，影響其在編輯訊息或儲存訊息時的行為與態度，因而使其具

有種種特性；即時性、貼身性與私密性」。可知滿足商務功能未來可創出新行動辦公應用的重要性。 

4. 其他特殊功能： All In One 功能非大家所需，吳先生：「技術可行、但考量整合在一起會導致成本提

高」。胡明揚（2000 年 11 月 2 日）具辭典行動電話 OKWAP i3698，「五機 e 體通話、上網還有 PDA

英業達內建電子辭典」。陳立儀（2009 年 10 月 14 日）可用悠遊卡來消費的智慧型，HTC Tattoo 機

型有特殊功能。林先生：「無線充電是需求的」，黃先生：「需要有行動電源與無線充電」。有些特

殊功能，因 App 的出現被滿足了。可以理解未來充電來源及方式是消費者相當需要的功能，有待技

術發展來解決，2015 年無線充電的功能似乎已經得到了解決，等待能夠更普及與充電更有效率。 

6-4攝錄形式功能 

2000 年 Sharp J-SH04 開啟內建數位相機時代。2002 年 Sony Ericsson T200 可外接數位相機，2003 年

有百萬畫素照更出現錄影功能。2002 年可 180 度旋轉鏡頭的三星 SCH-X590，可旋轉鏡頭自拍。2009 年

「手機微笑快門 Sony Ericsson 輕鬆拍」。自動鎖定笑容對焦，除了不斷提升畫素外，還朝向特殊功能發

展，如圖 24。陳先生：「三星 1.5 秒快速拍照、HTC的連拍功能還有特效功能。」黃先生：「變形特效，

Nokia 有 4800 萬像素。朝向特定功能與畫素提升」。吳先生：「商業機密」。攝影技術及功能看似已經

成熟，尚難預料還會有那些更專業概念及功能的出現。 

外掛
照相機

數位
錄影

內建
數位
照相

微笑
快門

旋轉
鏡頭

1G 2G 2.5G 3G

1983 1990 2000 2003 2010

                

3.5G

   

外掛式數位相機
(Sony Ericsson T200)

外掛式數位相機
(Motorola T720i)

外掛式數位相機
(Siemens M55)

第一支內建數位相機(Sharp J-SH04)

100萬畫素(Panasonic X66)

200萬畫素
(Nokia 6270)

可錄影(Nokia 3108)

拍小電影(Mio 8380)

錄影手機(Sharp GX-T25)

DV手(Xcute V8)

4G

2015

    

180度旋轉鏡頭 (Samsung SGH-C108T)

全球第一支配備旋轉式CCD
相機鏡頭(Samsung X718)

微笑快門
(Sony Ericsson C901)

300萬畫素
(Nokia 7390)

500萬畫素(LG KU990 )

微笑快門
(Samsung S3650)

全球首款HD錄影
(Samsung i8910)

270度旋轉自拍(Innostream INNO 500)

 

圖 24. 攝錄形式功能演化過程（作者繪） 

6-5通訊形式功能 

其主要項目：語音通訊（26 筆）、視訊通訊（22 筆）、通訊系統（39 筆）。 

6-5.1語音通訊 

1983 年類比系統只具簡單語音接聽，1992 年可免持聽筒不必手持通話，還有擴音模式。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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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3/9）首創聲控功能的 Phillips PR747 可聲控撥號；1999 年有聲控啟動說「電話簿」就可進入電話

簿。2001 年三星發表聲控上網的 SGH-A288。聲控的發展更是越來越具智慧，且越來越成熟，如 iPhone

的 Siri，如圖 25。以及 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均能有辨識率極高的語音輸入方式。 

1G 2G 2.5G 3G

2000 2003 2010                   

首隻三頻手機(Motorola Leap2000)

中文雙頻手機(Motorola m30)

雙模3頻PDA手機(DOPOD 900)

雙卡雙待(K-Touch A992)

全球首支全自動雙頻(Motorola DB890)

全球唯一支3G、雙模、4頻系統
(Motorola A830)

4G

   2015

 四種商用的技術

19901983

 

圖 25. 語音通訊功能演化過程（作者繪） 

6-5.2視訊通訊 

3G 的 44kbps 可支援視訊隨選服務，Motorola A100 擁雙向會議功能（無名氏，2004 年 2 月 11 日），

2005 年 Sony EricssonK608i 可當視訊鏡頭。可應付更大內容傳輸，視訊服務應運而生。 

6-5.3通訊系統 

1997 年 7 月發表台灣第一支雙頻 Motorola DB880。1998 年發表全球第一支自動雙頻，1999 年發表

世界首支三頻 Motorola Leap 2000。許明煌（2002 年 8 月 21 日）全球第一支 3G 雙模，2009 年有了雙卡

雙待的產品，可同時以兩個 GSM 門號及待機。由於各國通訊系統不同，可作為國際漫遊而產生多模多

頻功能。 

6-6防護功能 

1999 年 8 月出現第一支防水、防塵、防震的 Ericsson R250 及之後鯊魚機，開啟防護概念。2010 年

12 月 10 日出現抗水、防塵及耐刮三防機的 MOTO DEFY MB52，更出現不同等級的防護層。智慧型使

用者可用觸控筆或手指，易導致螢幕刮傷需保護膜，2000 年後的智慧型，以皮套的防護方式。 

6-7智慧型系統 

從早期 PDA 到開放式作業系統的智慧型。史榮恩（1997 年 9 月 23 日）結合行動電話、及個人數位

助理器（PDA）於一身的 Nokia 9000，開啟了 PDA 行動電話時代。2003 年全球第一支以 Linux 作業系

統開發的智慧型 Motorola A760，可見系統有 iOS、Android、bada OS、Maemo、Palm OS 及 Web OS、

Windows Mobile、Symbian OS、Black Berry OS。大部分漸往主流的 iOS、Android 靠攏，2012 年發表的

Nokia 808 Pure View 會是最後一款 Symbian OS 手機，2015 年第二季根據 IDC（n.d.）（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資料以 Linux 為基礎的 Android 市占率 82.8%最大，Android 和 iOS 共占 96.7%。 

七、產品的演進因素及方向 

雖然有許多因素可以用來說明產品演進的因素，但是吸引消費者是最重要的一環，也就是自資本主

義引導下，產品總是以此來演進。因此行動電話的功能從基本通話，結合 PDA、照相、上網、GP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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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接近平板電腦功能，大眾成為「低頭族」，確實這個產品改變了大家。以 Darwin 的演化觀點來觀察

其因吸引而產生的演進；1.變異：外露伸縮天線成隱藏式，未來更可能以人體為天線，可從大變小，其

奇形怪狀發展成目前幾乎是長方體，一直在說明變異的主要因素是流行趨勢的吸引；2.過度繁殖：由於

需求太吸引消費者而過度地刺激消費者，使產品大量增加，這個過度現象最後竟讓其造形及功能漸接近，

而且成為主要的溝通產品，納入了許多別的產品，如電腦、數位相機、衛星定位器；3.生存競爭：為了

更吸引消費者而併入其他產品，智慧型內建數位相機，GPS、觸控功能等，可看到強大吸引力，可能消

滅掉鄰接的產品；4.適者生存：為成為適者就必須創新，而更吸引人的未來充電如無線或太陽能充電、

或通信方式會改變。受到內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從初期行動溝通的賣方市場；開啟身份象徵導向、滿

足消費及與其互動的實用傾向之形隨機能、輕薄短小的創新而進入多元體驗導向，造形的多樣之外在環

境而轉成買方市場，是消費需求拉力及技術推力讓產品的大量競爭因人的需求所構成的人擇機制（王明

堂，游萬來，2006），而行動電話也是經由人擇，因為人對此產品的大量需求，而產生的吸引力量使產

業更加的投入。更加附和了 Lamarck（1809）「用進廢退」觀點更可明顯地看到產品被大量使用，而吸

收產品可能的功能優點演進成類似電腦的智慧型，改變廢止原先的功能而發展成無止盡的 App 程式下載

方式。產品造形雖然難以準確預測，但從消費者的需求及方便性找到方向。黃先生：「像行動電話投影、

與軟質玻璃可以摺疊技術，會影響造形成不一定只走向四方造形。」Nokia 提案掛在手腕的方案，如圖

26，Apple 公司預計 2014 年 9 月 9 日發表智慧型手錶 iWatch，如圖 27，各業者對穿戴式產品均臨陣以

待。陸老師：「行動電話會消失於無形，結合在某產品內，而且不叫 tellcom應叫 tellvison」。通訊會因

需求而改成隨身概念；手持、腕攜手錶，或 google 的眼鏡概念，如圖 28。SHARP（n.d.）預計於 2016

年推出吸引消費者的 RoBoHon，將產品攜帶及使用方式加以改變，可投影及像小機器人一樣動作，如圖

29。Android Wear 作業系統因老年化社會的來臨及人際疏遠的關係，而增加了健康及關懷的設計需求。 

                                                 

圖 26. Nokia Lumia         圖 27. Apple 的 iWatch     圖 28. Google glasses      圖 29. RoBoHon 

      （Anonymous, n.d.c）       （Anonymous, n.d.b）        （Anonymous, 2013）  （SHARP, n.d.） 

人類溝通需求 發明行動電話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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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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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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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

軟體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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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市場

商務需求的
PDA 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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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撓式面板

健康關懷階段

技術推力

圖 30. 行動電話產品的演化（作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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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投入大量的資金及人力來，得以通訊技術及晶片技術的進步，進行大量研發及設計。行動電話

併進了其他產品，例如：PDA、數位相機、電腦等人類隨身的需求，也就是因為「大量用得以更進步」，

不常用不方便的功能，如按鍵埋入液晶螢幕內被語音撥號所取代。試著從市場環境從賣方轉買方市場以

更多形式來吸引消費者，許多的需求及技術加入整合資訊技術而進入數位時代。因人類的需求拉力、技

術的推力，如圖 30 中間。看行動電話的發展在生活型態的差異下有不同的產品區隔，更人性化的數位需

求有許多演化因素，如圖 30 下方。產品及其造形的發展出穿戴概念與行動裝置結合，為某些狀況或需求，

發展出健康關懷階段，如圖 30 上方。漸漸隨取隨得的雲端概念，有弧度甚至可撓式面板的造形特性，使

造形及隨手可得的資訊促成行動新概念，如圖 309 右方，使行動電話的未來充滿了更多的可能發展方向。 

 

八、研究結論 

從 1940 年開始的行動電話系統，經由 70 年的不斷地發展演進，它與大家生活中的聯絡及記錄行為

有極為密切之關係，故在龐大市場誘因下乃得以快速向前發展演進，因此雖然僅有約 20 年的發展史，卻

已具備了從誕生並歷經種種發展而直到成熟的完整發展歷程。它在生活中各方面所占的必要性，是最重

要的當代科技產品之一，對台灣產業及經濟發展更占不可取代的地位。爲了設計或研究產品時可迅速理

解來傳遞設計知識，因而有及時記錄下行動電話發展的重要性。因此，藉由從市售行動電話開始的 1989

年至 2011 年 12 月止，編年方式的 Microsoft Access 2010，以「手機」、「行動電話」、「大哥大」檢索

-經濟日報、聯合報、民生報三大報的資料庫，得以系統地分類整理，再以文本分析與 KJ 法歸納出資料，

加上至 2014 年為止的即時網路資料補充建構出完整資料，再經由專家訪談印證研究結果使研究更可信。 

前面宏觀地看整體發展，發現行動電話與生活型態之間的關係，在產品概念的發展上隨著時間的推

移經由研究瞭解它的商用通話、通訊系統的發展，對個人、文化及社會影響，和行動通訊技術發展，與

消費者的價值觀，共可分成身份象徵、實用傾向、多元體驗、智慧四個導向階段。其造形發展依年代歸

納為：形隨機能、輕薄短小、多樣、簡約四個階段。接著微觀地專注在造形的發展，行動電話的造形可

歸納成：機身輕薄短小、機身造形特徵、面板造形特徵、品牌合作設計四個大議題。較內斂的功能歸納

成：個人服務加值功能、基本規格功能、攝錄形式功能、介面形式功能、通訊形式功能、智慧型、防護

功能等議題的探討。由於操作習慣及專利的規劃產出各式各樣的設計，因為數量的增加及為了符合消費

者需求，漸漸加入了使消費者能隨心所欲的新技術。由於觸控螢幕的技術成熟，可看到以 Apple 的行動

電話為代表，完全以螢幕觸控造形出現在市場上，這種原被稱為只是厚薄不同的「肥皂狀」產品，漸漸

滲透及改變了消費者的造形審美觀。也就是從磚塊狀產品發展成薄片肥皂狀，是電子顯示螢幕科技的普

遍，改變了造形設計的趨勢。 

隨著平板電腦休閒概念的盛行，它也加入了通訊功能，使得兩個產品產生了交配，得到了大尺寸面

板行動電話或稱為小尺寸的平板，5”~7”畫面的平板兼行動電話的商機，使得行動概念更具吸引力，有時

難以區分出平板與行動電話的區別，甚至往筆電方向發展。資訊隨時可得的雲端概念，讓此產品又有了

概念突變的新機會，它必更具行動性。電子紙技術的進步，Apple 的 iWatch 更能往另一方向發展，技術

及零件的輕薄短小。由於產業投入成本高且市場替換快，超過 1 年的產品即因配備或功能而成過時，有

些恐怕還來不及回收成本即已過時，庫存的壓力影響未來產品開發的概念。而隨意造形因 3D 軟體的方

便及列印材料的突破，提高了客製化產品的可能性，將影響產品造形設計的概念。近來由 Apple 發動的

專利戰及權利金問題，讓廠商除投入功能技術外，需注意造形專利及地圖佈局。例如：觸控技術影響到

造形變成簡約，長方形的簡約造形已成為主流，或多元體驗倒出智慧型手機之蓬勃發展等，新的行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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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勢必影響新的行動電話之發展。收集資料研究發展趨勢是掌握市場的關鍵，也是投資市場對於設計研

發需關注的焦點。這個研究的成果，可以作為瞭解現代通訊生活的發展及設計產品時的整合知識。所以

行動電話在功能更成熟後，除了多數消費者的產品競爭需求外，還需投入心力考慮弱勢族群的需求，新

的行動概念將因雲端技術及手錶穿戴式概念。往隨時隨意取得資訊的關懷，而發展成進入健康關懷的發

展階段，並且從吸引力轉成關懷設計，其意義為「廣義的可指向對防止產品產生過度使用資源及危害環

境，讓人類能永續地生存於地球所進行的設計」；而狹義的是「為較弱勢的個體進行維護性的設計，以

協助他們能在人群中生存，或發現人類不合理的行為可藉由設計的協助加以改變」。因此，當人類能漸

醒悟我們面臨的危機時，關懷設計就會漸漸形成一股龐大的自省力量，可讓學生認知到產品設計再也不

只是為獲取消費者利益而已，更重要的是為我們解決問題、及不可破壞物與世界的平衡關係，而在解決

的過程中；需考慮關懷者（業者、設計師）與被關懷者（消費者、使用者）間之關係。關懷設計的意義；

「廣義的可指向對防止產品產生過度使用資源及危害環境，讓人類能永續地生存於地球所進行的設計」；

而狹義的是「為較弱勢的個體進行維護性的設計，以協助他們能在人群中生存，或發現人類不合理的行

為可藉由設計的協助加以改變」，因此以關懷來替代消費的概念來解決發展成為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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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pho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daily lives, which has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ell phone evolution within twenty years. It is easy to see the drastic change mobile 

phones have made and how they are influenced by user demands. For this reason, the author 

considers mobile phones as a model of product evolution. Taiwan has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world's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of mobile phones, owning key production locations, and some 

well-known worldwide brands in OEM. Therefore, Taiwan’s location is optimal for observing its 

developmen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conduct an overview of mobile phone evolution,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s mobile phones. Since the information of mobile phone 

development isn’t well-documented, the local newspapers are a primary source for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products. During research, keywords were used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three major newspaper databases, from 1989, when cell phone were first used in Taiwan, to 

December 2011. It is shown that the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se devices have become more like 

the iPhone. Microsoft Access 2010, and valid photos and texts, where used to build a 

chronological database. The ‘KJ’ method was adopted for the grouping of related illustrations 

and texts. Nine experts were interviewed and confirmed the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mobile phone shows a correlation between peoples’ needs, and commercial tech 

marke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is devic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stages: status 

symbol, practicality, novelty, and functionality. The shape development is also summarized into 

four stages: form follows function, compactness, diversity and simplicity. Early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gradually adapted PDA, cameras, Internet, GPS, etc., whereas todays’ phones 

have the capabilities of a mini PC.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mobile phones have worldwide, it 

easy to observe individuals checking their phones for messages or news, living with their heads 

“bowed down!” The new age of mobile phone design is leading into cloud technology, 

iWatch-styles, as well as the emerging age of electronic healthcare applications. 

Keywords：Mobile Phone, Function, Form, Evolution, Caring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