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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人本關懷

「橘色科技」是成功大學電機系王駿發教授提倡的概念，泛指可用於「人本關

懷」的各式軟硬科技。由於「人本關懷」的相關議題甚廣，舉凡基本人權的維護、生

活品質的提升，乃至生存條件的改善，無一不包括在內。因此，「橘色科技」可服務

的對象也無所不包，包含各類弱勢族群、老弱婦孺，乃至長短期傷病患者等，不一而

足。「橘色科技」幾乎是一沒有邊界，沒有極限的各式軟硬科技的綜合體，其關鍵概

念在於宣示「人本關懷」。

結合跨領域能力，共同實現橘色創意夢想，

打造以人為本的健康幸福生活。

橘色，一個結合紅色與黃色的色彩，

一種溫暖、健康、幸福、關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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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榮顯．張雅娟

橘色設計與
橘色科技—
創意加值與實現

科技發展至今，影響的不僅是我們所生存的環境，
由於社會與經濟進步，無形中也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
因此開始注重以人為本的「橘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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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對「綠色科技」這個名詞都不陌

生，由於人類在追求更富裕、便利生活的同時，破

壞了所生存的這片土地，因此綠色科技的發展因應

而生。綠色科技著眼於對地球生態的保護議題，強

調科技的發展應考量對環境的友善性。然而，科技

發展至今，影響的不僅是我們所生存的環境，由於

社會與經濟進步，無形中也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疏

離感，因此開始注重以人為本的「橘色科技」。橘

色是紅色與黃色的整合，使人有溫暖、健康、幸

福、關懷的感覺，而科技研發應該朝向帶給人類健

康、幸福的方向邁進。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的民國99年重要人
口指標顯示，台灣99年底老年人口（65歲以上）
約248萬人，較98年底增加3萬多人，占總人口
10.74％，早已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老
年人口比率7％的高齡化社會。隨著高齡化社會的
來臨，人口結構變化衍生而來的是醫療及健康照護

等的迫切需求，因此發展健康幸福的橘色科技也成

為必然的趨勢。　

「橘色科技」健康照護產業範圍廣泛，從

食、衣、住、行、育、樂，到政策、環境、醫療、

人力服務，以及輔助照護設備，都屬於健康照護服

務體系中重要的考量因素。以老人來說，隨著年紀

增長，生理機能逐漸出現「老化」現象，因此在生

活上各方面，都得針對老人的需求重新考量設計產

品，產品的設計將面臨跨時代的變革！

再如老人住宅的環境控制、無障礙空間設

計、行動載具設計、居家護理服務等日常生活照護

設備，都是未來健康照護產業需要投入改善的範

疇。老年人健康照護的科技產品或服務，經過適當

的修改也可適用於弱勢族群的健康照護。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然而

在產業蓬勃發展的同時，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因

此綠色科技成為政府重要的推行方向。然而在探討

環境議題的同時，必須正視現今人口老化的嚴重問

題，在醫療支出不斷提高下，健康照護的需求更顯重

要，因此科技的議題漸從綠色科技走到橘色科技。

橘色科技需要醫療、電子、資訊、醫工、紡

織、塑膠等各領域間的異業合作，同時需要跨產學

研界的專家貢獻專業知識。台灣社會將來亟需長期

健康照護的模式，以結合多種技術領域的發展，

期望讓台灣

再造經濟奇

蹟。

智慧化的整合性遠距醫療健康照護系統—寶貝機。

（圖片來源：真茂科技官網）

隨著年紀增長，生理機能將逐漸出現「老化」現象，
因此在生活上各方面，都得針對老人的需求重新考量設計產品，
產品的設計將面臨跨時代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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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已有自主研發的智慧化整合性遠距

醫療健康照護系統，應用於健康照護產業中。

可預見未來社會對於橘色產品的大量需求，接下

來就需要更多「橘色人」投入新產品的研發。

溫暖貼心的橘色設計

橘色科技強調人本關懷，以科技帶給人

類健康幸福為目標，但必須透過橘色設計來展

現。設計本就是滿足人們對生活的期望或需

求，設計的靈感往往來自周遭環境的人事物，

目的就是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橘色設計則以

人性化為本質，強調人性關懷的產品或服務，

以維護個人尊嚴，並強調健康、溫馨、體貼、

安全等原則。

最近有一群老師致力於橘色設計。有老

師設計出握力圈，是透過觀察腦麻兒活動所設

計出的復健產品。它是個可愛且有趣的握力訓

練器，有著極簡單的圈圈造形，用安全富彈力

的食品級矽膠材質生產，並利用不同色彩表示

不同的彈力磅數，由淺至深色代表磅數由輕至

重。握力圈的彈力磅數經過材料試驗機加以測

試，可用於不同握力程度的訓練。除了適用於

一般健身訓練或手部復健外，也是現代人釋放

壓力的紓壓產品。

跨領域創意加值與實現

從創意到產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國

內每年在專利申請核准件數，以及參加世界多

項設計大獎都有亮眼的傑出表現，但在眾多

研發成果中能實際產品化，甚至能獲利的實是

少數。探討原因，主要在於跨領域知識整合能

力薄弱。過去科技的創新很多來自單一技術本

身，然而，在環境快速的變化下，憑藉單一的

專精技術很難滿足市場需求。未來科技產品的

創新將來自多個領域的技術整合，使得跨領域

知識整合成為研發競爭力的成功關鍵。簡單來

說，技術的整合及應用不應局限於深度的探

討，必須兼具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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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力圖（陳中聖設計）。

橘色設計以人性化為本質，強調人性關懷的產品或服務，
以維護個人尊嚴，並強調健康、溫馨、體貼、安全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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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於2008年10月8日所發布的
「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因研發人力充足在全世

界排名第8，這些優異的研發人才很多隱身於大專
院校、實驗室或研究機構中。此外，許多研發成果

來自於學術界的積極投入，尤其行政院國科會以經

費補助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從事專題研究計畫，至

今不論在工程、設計、生命科學、人文與管理等多

個領域中都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有鑑於國內學術研究單位具備豐富的研發人

才以及豐碩的研究成果，為能提高研究成果的實務

應用比率，進而促進台灣產業經濟發展，國科會工

程處於98年10月開始推動「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
畫」，促進跨領域團隊的形成與合作，推動從「創

意方案」、「可行性評估」，到「原型製作」一連

貫知識整合協作的創新研發模式。在協助發展台灣

產業的目標下，評估具關鍵性的科技。

未來在面臨資源短缺、人口逐漸高齡化的趨勢

下，科技的發展除了能促進產業的經濟成長外，更

需要兼顧環境永續與社會福利。因此99年進一步以
「綠色科技」與「橘色科技」為推動主題，期望藉

國科會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徵求第二屆創意方案的電子

海報。

創意方案
可行性

評估
成果橋接原型製作

跨領域團隊協作
跨領域團隊

媒合與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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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第二屆跨領域創意加值計畫台南場說明會現場 99年第二屆跨領域創意加值計畫台北場說明會的合影

由推動過程所產出關鍵科技的具體研發成果，

促使大學、研究機構與企業打破既有組織疆

界，快速連結外部研發資源。

國科會跨領域創意加值計畫於99年第二
屆徵求創意方案時增加「橘色科技」主題，希

望透過實際的推動作業，讓更多人認識從綠色

科技到橘色科技的發展趨勢，並認知愛護地球

環境與關懷老人、弱勢是現今重要的課題。從

第二屆創意方案徵求的成果可發現，許多專家

學者對於橘色科技的議題不僅感興趣，也踴躍

參與；從實際收到的181件創意方案中，有104
件是以橘色科技為主題，且這些創意方案擁有

人不僅來自設計領域，更包含人文與管理、工

程、生命科學的領域。

提出具有明確應用需求的創意是產品化

的開始，但要讓創意實現，必須透過跨領域知

識的整合與運用。因此，媒合人才及籌組跨領

域團隊是圓夢很重要的一環，能夠找到實現創

意方案的關鍵技術人才，才有創造跨領域知識

的力量。因此推動計畫透過跨領域創意加值平

台、說明會等方式，希望能結合更多有專業、

有夢想的專家學者，共同籌組跨領域團隊，並

透過多元知識的擴散與整合，讓創意持續加值

並努力實現。

媒合及籌組跨領域團隊雖是實現創意很重

要的開始，但後續要考慮如何整合及擴散不同

領域的知識，因此跨領域團隊的互動與交流更

是關鍵。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專案團隊藉

由舉行實務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擔任演講者

分享產業趨勢或實務經驗。此外，透過實務創

「做」的活動內容，把成員重新分組，讓團隊

成員針對主題發揮並創「做」，在活動中激盪

出更多的新創意。

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以「橘色科技」

為徵求主題之一，希望透過推動的過程，參與

跨領域團隊的老師、學生、業界人士能對強調

「人本關懷」的橘色科技有更多認識，並藉由

跨領域團隊的合作，研發以人為本的產品，以

提升老人、弱勢族群的生活品質，間接帶動健

康照護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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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來說，團隊成員藉由參與跨領域團隊，

除了可以展現個人專長領域的技能外，還能吸取其

他專業領域的專業知識，對於跨領域人才的培育與

養成確實有幫助，不僅提升個人競爭優勢，並能提

升國內產學界新產品的創新研發能力。

面對我國的社會需求，一群對橘色設計與橘色

科技有熱忱的研究人員已經開始耕耘，連結一個緊

密的社群，在開放式跨領域創意加值平台上互動協

作，共同打造未來的橘色產品。希望有您的熱情參

與，共同圓一個橘色的夢。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的實務社群活動—新團隊組合的創意實

作過程。

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的實務社群活動—分享創「做」成果。

國科會跨領域創意加值平台，http://www.etop.org.tw/jspui/build/green/。

李榮顯．張雅娟
成功大學機械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