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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像中的設計是什麼樣⼦？是⼀張漂亮的宣傳海報，還是盒裝⽜奶糖的精緻包裝？其實，設計不僅是做出漂亮的視覺，它貼近我們的⽣活並解決
社會問題，使這個社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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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處處有設計。（圖片來源／Pexels）

設計，無所不在
當我們握起⼀枝筆，流暢地書寫創作，除了腦中等待爆發的豐富詞藻外，符合握筆姿勢弧度的筆桿與適量的油墨，提供我們絕佳的寫作體驗；或是穿越斑⾺
線時，⼩綠⼈和我們⼀起隨著秒數倒數往前奔跑，為「過⾺路」這件事增添幾分趣味。這些是⽣活中不起眼的設計，但有了它們，我們的⽣活變得更加便
利，甚⾄富有趣味性。將眾多的設計結合，可以創造出更⼤的價值，並使我們的社會環境更貼近「⼈性」。

▲  ⼩綠⼈紅綠燈。（圖片來源／Pexels）

社會設計——推動社會的⼒量
那麼，社會設計⼜是什麼？若我們把「社會」和「設計」拆開來看，或許容易理解，畢竟社會學以及設計學，並不是什麼新概念。但兩者碰撞在⼀起時，便
產⽣⼀種新的概念。

社會設計的起源眾說紛紜，不過普遍認為1971年出版的書籍《為真實社會⽽設計》是這個概念的濫觴。在此之前，設計⼀直被認為是「只為社會頂端的百分
之五族群⽽⽣」，所以當設計領域出現⼀個「以⼤眾及社會為主」的概念，就像原本茂密的⼤樹⻑出了⼀株枝椏，⼀個新的發展⽅向就此展開。

簡單地說，牽涉到「全⺠利益」的設計，都可以被歸納在社會設計的範疇內。例如，在窄⼩難⾏的巷⼦中，如何透過道路設計讓⾏⼈也有平等的⽤路權；位
在板塊活躍帶的國家，如何透過遊戲設計，教育居⺠應對突如其來的地震；⾼緯度國家在冬季永夜時，如何運⽤設計，讓交通安全標誌更能發揮保障⾏⼈與
⾞輛安全的作⽤。上述例⼦體現了社會設計多半時候是在⼈與空間、物件互動的情境下所衍⽣的，⽽這些和我們的⽇常息息相關。社會設計能提供我們舒
適、友善的社會，甚⾄能夠保護我們的⽣命安全，成為推動城市進步的重要⼒量。

臺灣的社會設計⼒量
⽽社會設計在臺灣發展如何呢？「2015年⼗⽉舉辦的臺北設計城市展，可以說是為臺灣的社會設計點燃了傳播的火種。」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鄭陸霖在
《尋常的社會設計：⼀位任性社會學者的選物展》⼀書中如此寫道。⽽在這之前，其實臺灣就已經有許多默默在地耕耘的社會設計團體，如2012年成立的5%
Design Action、2013年成立的好伴駐創（好伴社計前⾝），他們捲起衣袖⾛入臺灣社會，試圖為這片⼟地做些什麼，使它更好更美。

到了2019年，臺灣的設計公部⾨「台灣創意設計中⼼」（台灣設計研究院前⾝）開始在社會設計領域中嶄露頭⾓，同年10⽉份協辦由⽇本神⼾創意設計中⼼
舉辦的「LIFE IS CREATIVE」特展，在臺中展出臺灣的社會設計案例。除此之外，台創中⼼更在同年末成為「社會設計實踐計劃」的主辦⽅，以「防災」為
主題，邀請設計師針對這個社會議題，提出可能的設計點⼦，並在兩年內先後舉辦了防災設計展「消消防災」以及防災商品募資專案「OHHHH 防災－哇
哉！」。有別於以往單⽅⾯傳播的無趣防災標語或影片，設計師們將防災知識及應對措施以精緻可愛的視覺設計，包裝成桌遊組、遊戲組以及教具，透過設
計賦予「防災」煥然⼀新的氣象，有效地傳遞給社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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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HHH 防災－哇哉！」嘖嘖募資計畫。（圖片來源／OHHHH 防災－哇哉！社會設計實踐計畫 FB粉絲專⾴）

當社會設計遇上科技
如今，透過科技的⼒量，議題或事件得以傳遞得更遠更廣，透過技術還能使其立體化呈現，讓⼈彷彿⾝臨其境。⽽當設計領域和科技結合，讓設計多了更多
可能性，應⽤與影響層⾯也愈加廣闊。

如國立陽明交通⼤學（前國立交通⼤學）跨領域設計團隊UNICODE，在2014年以作品「蘭花屋」參與歐洲盃⼗項全能能源屋競賽。作品概念發想源⾃臺灣城
市中常⾒的建築「鐵⽪屋」，運⽤建築設計結合科技技術，綠能構造系統貫穿屋⼦裡裡外外，希望取代樓頂的鐵⽪屋，成為城市天空新「綠」量。此作品透
過環保同時增加居住空間的⽅式，為樓頂空間遭挪⽤、城市居住⼤不易等問題提供解⽅。

▲  ⼈與科技的接觸。（圖片來源／Pexels）

本專題前半部分以「社會設計結合科技」為主軸，後兩篇將深入介紹兩個臺灣的實際案例，凸顯在「無處不科技」的現代，社會設計也不缺席。透過設計與
科技的結合，除了帶來⾼科技體驗外，也將改變推⾄更⾼的層次——改變社會、改善環境，讓⽣活周遭的⼀切更貼近⼈們的真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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