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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工程師推論

一個家庭應該會有很多把剪刀吧

主婦會用不同的剪刀剪不同的東西吧

剪刀的規格大概要很多種吧

我們應該針對不同材質去開發專用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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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內部有另外一種聲音

如果換一種感性的角度來想這個問題呢

不如
來問問消費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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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說

我們最重視的是剪切的手感
其次是不沾粘以及舒適

因為要去剪不同的材質就要換不同的剪刀，實在很
麻煩

真正的需求是:
日本消費者希望

有一把可以裁剪多種材質物品的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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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在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後，進行研發

剪刀裁剪角度為30度，是最
有力狀態

如果裁剪的時候隨時保持角度
為30度，就能最舒適與省力

所以只要達到這個主要功能，
一把剪刀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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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保持最有力且省力的剪裁角度 握持接觸點改變材質

感性關鍵因子

剪裁多材質 輕鬆省力 舒適

低反彈材質提升握持舒適性

低摩擦材減少施力

剪切感最順暢之角度 = 30開
始
根
據
消
費
者
的
感
性
需
求
進
行
研
發 8



第一個感性設計的故事 PLUSEMOTIONAL
DESIGN

PLUS 甚麼都輕鬆剪的剪刀

初上市即創下日本年售200萬把的佳績

日本事務剪刀年銷售量也才1500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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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商品不來自研發者的理性推論，而來自對消費者感性需求的回應

在聆聽消費者的需求時，要知道關鍵因素是甚麼，而把那個關鍵因素
轉化為關鍵研發角度

關鍵技術達到之後，可對商品做多元發展與加值設計，但不變的是那
個基於對使用者需求探索而找到的夢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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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助理教授

Amos Winter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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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s Winter

能不能研發一具適合開發中國家，售價在兩百美元以下的
全地形輪椅?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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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的研發步驟

於工程與機構設計專業，參考登山自行車的原理，來解決開發中國家，身障者在崎
嶇地形上移動的問題。

初步研判產品成功關鍵是動力機構。

為了低價，所以從低價零件，簡化製程，便於維修的角度切入，展開研發。以價格
與效率為關鍵因素。

2008年，雛型產品到非洲測試，反應不佳。
原因是非洲國家多雨，地面多為泥土表面，下雨過後地面泥濘，輪椅的行動十分困
難，且當地人因為營養不足，省力的需求比在先進國家更為強烈。

省力是非洲使用者的關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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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修改後的第二代雛型品再到了非洲，反應仍然不佳，Winter看到
了新的問題。

測試環境 實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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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問消費者:你需要甚麼，還要問他:這樣行得通嗎?把使用者當
做設計者，讓他參與設計。

調整產品研發
者的思考角度

要從生活環境去找使用者需求。身障者與開發中國家身障者不是
同一群使用者。

使用者有時候說不出來需求，設計者要有方法去問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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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壯可靠 省力的成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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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看到使用者的感性需求，產品可能性能優
越，價格有競爭力但是不會受到喜愛。

感性設計的基本概念就是不要把要做的那個東西
當做只是一個商品或是一個產品，而要認為那是
一個被人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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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工具，下對方法，就能看到問題核心並找到解決方案EMO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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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感性設計成為企業的DNA，開啟創新、創意的門扉EMO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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