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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過不同的色彩配置比例分析法，探討休閒服務類之行業別的網站首頁色彩配置，希望藉由創新的

手法，提出一個更明確的網頁色彩比例分析方法，以做為網頁色彩分析之精確數據基礎，而非以傳統的

肉眼觀看，再進行籠統的色彩分類，並進一步探討各行業別的網頁所使用的色彩比例分佈及一般大眾對

各行業別的網頁色彩意象認知概況，其結果將提供未來一些從事相關色彩調查研究人員，另一個更明確

的色彩比例分析方向。研究結果發現，基本色與輔助色的色彩配色皆以藍色系或灰色系為主的配色，強

調色的配色也都以紅色系為主，又以住宿餐飲產業的調查結果較為明顯，因為該產業涉及飲食關係，所

以調查結果之三種色彩模式皆以暖色系為主要色彩配置。進一步比較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之兩

種方法，發現確實有差異存在。 

 

關鍵詞：行業別、網頁設計、色彩、色彩像素分析法 

 

Abstract 

 

Through the ratio analysis in different color scheme to explore the leisure service sectors like other home page 

color scheme. With the innovative approach to a more explicit web page color ratio analysis to as a web page 

color analysi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indeed the number according to the basis,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naked eye to watch, and then into the behavior cages system of color sub-categorie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various sectors do not page color than such distribution and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e cognitive profiles of the 

various sectors of pages color image,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future in color survey researchers, and the other 

direction more clear color ratio analysis. The result of analysis was found that the basic color and secondary 

which begin with blue or gray-based color matching. Red is the accent color of main , especially the findings of 

the 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industry is more obvious, because the industry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three color modes to tailor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warm colors of the 

main colors. Further compares traditional method of inspection and color picture element analytic method, 

discovered that has the difference exist. 

 

Keywords：Different Profession, Web Design, Color, The Color of Pixel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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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論 

 

（一）研究動機 

「網站」在網際網路的世界裡，是無所不在的，依據YES123求職網2009年調查發現，台灣上班族花

在網路的時間平均為1.3小時，因此網頁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自1989年，歐洲粒子物理實驗室研究員

Tim Berners-Lee發明了網際網路標記的語言「HTML」，網際網路自此快速成長，至2006年11月，全球網

際網路網站總數已經超過了一億大關；依據美國網際網路監測公司(Netcraft)調查，自2008年2月底截止，

全球網際網路網站之數量已超過1.6億個，而網站的建置也已成為各行各業必須建置的門面之一。 

一個成功的網頁設計，可以刺激使用者不斷的回流拜訪網站，而網頁除了確實傳達訊息及可讀性之

外，必須要能夠成功的吸引使用者的目光，因此好的視覺傳達設計不容忽視。不同行業別的網頁設計皆

有其著重的視覺設計風格，設計風格通常取決於色彩及圖文的配置，及構成整體的視覺效果等等。然而

國內對於行業別的網頁設計之美感相關資料與網頁色彩配置上觀點仍然相當匱乏。目前的相關研究資料

及文獻很多皆來自於其他國家的研究，但根據研究調查顯示，對色彩相關研究的認知會因文化、地域、

時代背景等的不同而有差異。網頁設計者在設計網頁時，總是會遇到配色的問題，再加上如果對顏色本

來就不是很敏感的話，選一個好顏色更是難上加難。 

就一個好的網頁設計作品而言，設計者必須利用色彩與構圖來引導使用者，以達到使用者互動的舒

適度，其中就視覺設計的視覺感官上，色彩就占有很重要的份量，因為不同的內容造成每個網頁的不同

定位，只有色彩搭配恰當的網頁才能稱得上是設計成功。目前大部分針對網頁設計的相關研究，大部分

以網頁視覺的注目性及網站使用者的人機介面研究為主，而針對色彩配置及使用比例上，大多偏向傳統

且籠統的色彩歸類（以肉眼觀看），且無明確的色彩比例之分析數據，因此本研究透過創新的手法，希

望提出一個更明確的網頁色彩比例使用，其分析方法本文將之稱為「色彩像素分析法(The Color of Pixel 

Analyze)」，以做為網頁色彩分析之精確數據基礎。 

因此，本研究針對各行業別的色彩配置作一系列的探討及規範，及應用數位影像處理技術將像素色

彩分離，並獲得圖像色彩分布比例權重，運用萃取色彩比例的方法與結果將提供未來一些從事相關色彩

調查研究（如季節色彩、社區城市色彩、流行服飾色彩、不同屬性的包裝設計色彩、產品色彩等之色彩

調查），提出一個更具體的目標參考依據；並進一步比較傳統與創新的色彩分析法，是否有其差異存在。 

 

（二）研究目的 

網站是各行各業對外溝通很重要的門面之一，而一個設計良好的網頁視覺規劃，更能提昇企業對外

良好的形象，明確而符合各個行業之色彩意象之色彩規劃，在整體的視覺設計上及使用者之互動介面上，

更是擔任著成敗的關鍵角色。本研究希望藉由明確的網頁色彩比例分析之統計資料，提供設計工作者在

從事設計調查時，能有更明確的色彩計劃之依據，及為網頁設計者提供一份網頁色彩使用性的設計原則

與使用評估的準則，並提高相關色彩使用之便利性。期望達到以下之幾點目的： 

1. 探討色彩像素分析法(The Color of Pixel Analyze)。 

2. 以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方法，探討各行業別的網頁所使用的色彩比例分佈。 

3. 以精確的色彩比例分析方法「色彩像素分析法(The Color of Pixel Analyze)」，探討各行業別的網頁所 

使用的色彩比例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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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較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及色彩像素分析法（本研究創新提出）是否有其差異性。 

5. 探討一般大眾對休閒服務類行業別的網頁色彩意象認知。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礙於涉及範圍過於龐雜及專業，為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提高，特將一些頗具爭議的問題加以

限制與規範。研究內容分為兩部份，主要藉由兩種不同的研究分析方法，第一部份為傳統色彩比例分析

法，主要以肉眼觀看方式，找出大約的色彩比例分佈；第二部份為色彩像素分析法，主要透過數位影像

之像素來分析色彩比例的分佈，找出更明確的色彩比例數據。 

（一）針對台灣地區的各行業別的首頁為受測樣本。 

（二）本研究之行業別的選取依據，主要是根據國內目前最大的線上求職網(104人力銀行)中之產業分類。 

（三）影響網頁設計相關因素很多，本研究僅以色彩比例分析為主。 

（四）第一部份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有其受測對象，而第二部份色彩像素分析法則無。 

（五）第一部份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的測試樣本，為了節省問卷經費及時間，利用網路問卷方式為主， 

      因為問卷內容涵蓋各行業別，所以利用網路超連結方式，受測者可以直接在網路上與各行業別進 

      行連結，節省問卷經費及時間。 

（六）第二部份色彩像素分析法，初步利用Adobe Photoshop軟體中之工具進行，並將其分兩種方式進行

取色對照實驗：第一種方法利用Adobe Photoshop軟體的濾鏡功能中的-像素-馬賽克；第二種方法就

是配合馬賽克單元格面積大小，將圖片直接縮小影像尺寸，再把縮小的圖片檢視畫面放大，利用

HyperSnap-DX截圖軟體重新翻拍並萃取像素構色元素。最後會經由實驗測試，選出最客觀及精確

的方法來進行後續的實驗調查。 

（七）本研究內文的表色方式，依據1994年Netscape公司訂定網路216種顏色的基本規格，因為網頁設計

者只要使用216種顏色，未來網頁瀏覽者在任何電腦都可以看到完整的視覺色彩，而至今我們稱之

為「Web Safe Colors」其意思是「網頁安全顏色」。 

（八）Web 216色之色彩模式的調查，根據文獻論述其有一定的規範，分為基本色（主色調）、輔助色（又

稱搭配色）、強調色三種。本研究以這三種模式分析每一網頁的色彩比例。 

（九）因十六項產業範圍過多且篇幅限制，研究者自行將十六項產業歸納成三大類，一為製造工程類（傳

統製造、批發零售、營建土木、礦石開採、農林漁牧、物流倉儲等六項）、二為休閒服務類（文教

服務、大眾傳播、一般服務、住宿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三為資訊專業類（醫療環保、法律會

計、政治社福、金融保險、電子資訊等五項）。本研究主要針對休閒服務類（文教服務、大眾傳播、

一般服務、住宿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為主要行業別網站首頁為實驗樣本。每一項產業為20份

（前20名點閱次數高）實驗樣本，且有兩部分實驗須進行比較，各為100份實驗樣本，兩部份相加

共200份實驗樣本，其資料數據過於龐大，所以研究者在於以不影響實驗結果情況下，將每一種產

業選取點閱次數多的前三名進行比較。 

 

二、 文獻探討 

 

（一）行業別的色彩應用 

    行業別的不同內容造就每個網頁的不同定位，只有色彩搭配恰當的網頁才能稱得上是設計成功。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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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無章的色彩堆砌在一起，效果只能適得其反。添加種類更多的色彩不一定能提高藝術效果，簡化色彩

語言而加大色彩的表現力，是色彩傳達更高層次的追求。 

    各行業別的分類方式，可以單純依據張楠溪（2007）行業別內容，分為建築、科教、媒體、體育、

藝術、影視、汽車、百貨、金融、飲食、服飾等；也可以依據坂本邦夫（2008）針對商業屬性目的使用

不同的技巧，分為重視易用性及可及性的網站、重視CI（Corporate Identity 企業識別）的網站、重視色

彩建立品牌形象、重視印象的網站、以銀髮族為對象的網站、SNS 或Wiki、新聞等資訊網站、含有人物

照片的網站、美食情報的網站、靠廣告賺錢的網站、服務特定區域的網站。對於不同類型的網站，配色

方案也要相應變化，以配合網站的主題和風格。 

以下分別就幾個網站類型加以說明： 

    張楠溪（2007）將各行業別的網站首頁進行分類，認為建築類的網站，以藍色系、綠色系、白色、

灰色等為設計用色；科學教育類網站，以淺藍色系、灰色系等為設計用色；新聞媒體類網站，以藍色系、

黑色、黃色系等為設計用色；體育類網站，以橙色系等為設計用色；藝術類網站，以黃色系、灰色等為

設計用色；影視類網站黃色系、綠色系等為設計用色；汽車類網站，以無彩色、黃色系等為設計用色；

家居百貨類網站，以黃褐色、綠色系、無彩色系等為設計用色；金融類網站，以無彩色、橙色系等為設

計用色；飲食類網站，以橙紅色系、白色、黃色系等為設計用色；服飾類網站，以紅色系、藍色系等為

設計用色。 

    坂本邦夫（2008）針對各行業別的幾項配色技巧說明，1.政府機關、民間團體或交通機構的網站配色，

不要為了讓公告的資訊顯眼易注意，全部使用高彩度色，如此反而可能帶來反效果，所以背景色應使用

淡色調，或為了凸顯效果加上粗線框，則背景色光留白就十分清晰；2.可以配合LOGO 色彩彩度的配色；

3.透過重複使用來定型色彩感，以加強網站印象；4.最好不要跟競爭對手的網站色彩類似。及沈宗成等人

（1998）針對報紙各行業別廣告中版面構成色彩的相關研究中，說明企業色彩在1987年各行業別中，是

以黑色與紅色佔最多，藍色與黃色及綠色次之；1997年亦是以紅色與黑色佔最多，藍色與黃色及綠色次

之，並有些許的紫色及咖啡色，顯示企業色彩除了以紅色及黑色為主色外，有朝向多樣化之色彩表現，

藉以強化個別企業之色彩意象。 

 

（二）網頁介面色彩設計原理 

    隨著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與網路資訊的普及化，使用者除了在網頁上查詢、瀏覽網頁的相關訊息外，

還可在網路上進行各種數位化的資料檢索、資訊使用及知識傳播透過網路大大的提高其方便性。本研究

希望透過網頁首頁介面色彩比例運用的評估實施與分析結果，為網頁設計者提供一份網頁色彩使用性的

設計原則與使用評估的準則，以利從事網頁設計者參考，並提高網頁設計從業人員對網頁色彩的使用之

便利性。李俊宏（1996）在網頁設計基本原則的探討中，色彩配置相似的網頁視覺構成，在使瀏覽者所

留下的整體視覺印象甚為相近，因此網頁所呈現出來的整體色彩感覺與使用者所留下的視覺印象，一定

有直接或間接的關聯性。且使用者在注視網頁畫面時，色彩的注目性將會比圖像更有吸引及注意的效果

（Susan Berry＆Judy Martin，1993）。謝依君（1999）認為色彩的呈現是設計元素中最直接的網頁設計視

覺刺激，也主導網頁的視覺風格的建立，無形中影響瀏覽者對該網頁的整體視覺印象。 

1.網頁色彩的安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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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際網路發展之初，大部分的電腦螢幕可以顯示的顏色總量有限，以及網際網路傳輸的頻寬較小，

因此對傳輸檔案較小的格式相對較容易傳輸，很多電腦螢幕對於色彩只能夠支援到256種顏色，因此1994 

年Netscape 公司訂定了網路216種顏色的基本規格，網頁設計者只要使用216種顏色，未來網頁瀏覽者在

任何電腦都可以看到完整的視覺色彩，而至今我們稱之為「Web Safe Colors」其意思是「網頁安全顏色」

是指適用於任何平台瀏覽器及電腦螢幕的216種網頁安全色，當網頁設計者使用216色製作網頁時，即使

在256色顯示的電腦螢幕或系統上的網頁瀏覽器中其皆可輕易的顯示正確色光顏色。因此這216色可說在

從事網頁設計時是最安全的調色盤（CIS，2004）。 

    網頁設計師在製作網頁時，如果使用非網頁安全色(web 216 色)時，將會導致瀏覽器中的調色盤在遇

到沒有可相對應的適當顏色，則瀏覽器會以 Dithering（遞色或抖色）的方法選擇最接近的色彩，也就是

選擇兩種相似的安全色來做色彩反覆排列，但這會造成顏色不清楚。因此，在網頁製作時最好選擇 web 

216 色的網頁安全色（楊朝明，2003）。 

2.網頁配色原理 

    在網頁設計中的「配色」是指網頁中的組成元素(背景、圖像、文字、動畫、超鏈結圖示)與顏色的共

同組合，因此是有目的性的顏色選擇與色彩視覺運用。鄭國裕、林磐聳（1991）提到設計師在從事色彩

配色時，必須瞭解一些色彩運用的基礎知識，其中包括：1.要了解色彩三屬性的關係；2.色彩的表色法及

對色立體的認識；3.各種色彩的心理機能如色彩感覺、色彩意象及色彩調和法則…等）；4.色彩運用在人

類的社會中的使用習慣及文化通則。顏色在網頁上除了給予美觀，對網頁所具備的功能包含兩種（CIS，

2004）：1.形象功能：其中包括視覺印象、整體視覺氣氛，能讓人聯想到網站的主題或相關內容；2.視覺

功能：在視覺上容易看、容易理解，能讓人立刻看出選單按鈕位置或來表示相關的內容。因此網頁設計

者在從事網頁色彩配置時，可從兩個方面來處理。第一部分是以視覺印象、整體視覺氣氛為主，以能夠

達成此一目標的配色當作整合選擇的方法；而另一種方法，則是設計者先決定配色色彩的主色調(基本

色)，並找出配合主色調的色彩(輔助色、強調色)（CIS，2004；廖鵬文、盧康渝，2004），因此設計者可

以根據網頁設計時所要發展的視覺方向，選出代表性的主色調(基本色)，再根據主色調來做輔助色與強調

色延伸。廖鵬文、盧康渝（2004）認為一般網頁設計師在從事設計網頁時，比較少會使用同一種顏色，

大部分都會以不超過三種的顏色來配色，以運用簡潔的色彩來加深網頁的視覺表現。顏色運用上會有：

（1）背景色：背景所運用的底色；（2）主要顏色：可以清楚表現網頁內容和性質，是支配整個畫面效

果的色彩，所佔據的面積較大，稱為主色調；（3）輔助色：協助主要色的角色，配合主要色給人的整體

印象；（4）強調色：表現配色的重點、強調的顏色，通常只佔網頁較小面積（楊朝明，2003）。 

    又坂本邦夫（2007）則認為在設計界有常使用的色彩模式及有一定的規範，有基本色、輔助色（又

稱搭配色）、強調色三種。這三種色彩使用上沒有硬性規定其面積比例，但一般使用時大多以基本色70%、

輔助色25%、強調色5%的比例為主。這三種色彩各有其用，使用時作為主要感覺的是基本色，搭配陪襯

的是輔助色，需要更醒目的部分則使用強調色來點出。 

    網頁配色的規則，首先設定網頁的主要色彩（Main Color），然後再選出適合的次要色（Sub Color）

來組合（CIS，2004）。選擇次要顏色應配合所需效果而要考慮到：（1）色調的對比、均衡、明暗關係；

（2）色彩面積大小及造形（鄭國裕、林磐聳，1991）。網頁配色就如同一般色彩學理論上的配色方式，

設計者常運用色相環工具來思考配色，目前連網頁216安全色都有專屬的色相環，從色相環中可以清楚找

出同一色相、鄰近色相、類似色相、對比色相、補色色相，方便設計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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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理論知識 

    色彩是來自光線的刺激，而產生的一種感覺，兩者之間有相當關係，如果沒有光也就會沒有色彩，

色彩藉由光波的反射或折射傳導於人類的眼睛，而影像顯示於視網膜上，眼睛可說是視覺接受器。此過

程由神經系統傳遞視覺訊號至腦部，產生色彩感覺，相同生理構造的人類對於色彩知覺大多相似，但情

感方面因每個人由於生活環境、經驗等原因，對於色彩解釋與需求因個人主觀意識感受不同（賴瓊琦，

1997；千千岩英彰，2002；鄭柏左，2004）。 

    電腦顯色色彩即是由三個RGB單色色階所組成，即RGB三色各有256(0-255)個色階，組合構成

16,777,216種顏色。電腦螢幕顯示器中RGB(255,0,0) 對應的是紅色；RGB(0,255,0) 對應的是綠色；

RGB(0,0,255)對應的是藍色；RGB(0,0,0)對應的是黑色。若要變化明度，則等量增加G與B的數值，明度就

越高；直接減少R的數值，明度就越低。變化彩度的方式是，降低R的指定數值，同時增加G與B的數值，

則彩度降低 (楊清田、魏碩廷，2004)。而色彩三屬性中的色相、明度與彩度，其影響再認記憶的情形也

不盡相同 (林振陽、陳明熙、高瑞陽，2006)。 

    一個數位化像素的數值是建構在其所含有之資訊位元數（bit），在一般常用的24 bits的數位影像中，

RGB三原色分別分配到8bits，所以每個原色都可分為256個階度（28＝256），由三原色不同比例調配出

來的顏色有2563＝16,777,216 種之多，雖然無法容進所有光譜中的顏色，但比人類所能分辨的顏色更多。

由於電腦的顯示器與數位相機等皆是以此種模式記錄影像，所以RGB 模式也最常被作為數位影像處理的

色彩模式。 

1.色彩的相關研究 

    王秀如（2005）針對大專生進行生活中情緒文辭自由聯想調查，得知鮮黃色為興奮感，其次為喜悅

感；鮮紅色為興奮感，其次為憤怒感；灰色系為悲傷感；暗紅紫為痛苦感，其次為煩躁感；粉紅色為害

羞感；白色為平靜感；黑色為恐懼感；橄欖綠為厭惡感、其次為痛苦感。及黃色的抽象象徵有快樂、光

明、希望、積極（吳仁芳，1992）；紅色的抽象象徵有熱情、艷麗、血腥、興奮（陳俊宏，1997）；灰

色的抽象象徵有罪惡、孤獨、不安（大山正，1963）；暗紅紫的抽象象徵有無活力、沉穩、平靜、優雅、

暗沉、痛悶（林佳燕，2001）及悲傷（塚田敢，1983）；粉紅色為婦幼節象徵色彩（嚴貞、鄭美燕，2001）；

白色的抽象象徵有純潔柔和、高雅、舒適、和平（賴瓊琦，1997）；黑色的抽象象徵有孤獨、不安、恐

怖（大山正，1963）；橄欖綠的抽象象徵有晦暗、醜陋、沉悶（陳俊宏，1996）。 

    劉奕岑（2002、2002、2004）針對不同教育（專業）背景的大學生進行調查，聲音與視覺圖像、色

彩偏好及聯想的系列研究中，發現他們無論對聲音與視覺圖像的認知、色彩的偏好與聯想皆有程度上的

差異，及色彩與情緒的認知相關研究發現，恐懼情緒形容詞中數據顯示，四群不同教育（專業）背景除

了管理學院外，男女在選取上落差很大（Liu，2007），此跟所受專業訓練有著相當大的關係。此外，色

彩的偏好會隨著年齡改變，嬰兒和原始人一樣，偏好紅、黃等鮮豔的原色，因此應幼兒的玩具多是明亮

而彩度高的；但到了兒童期，對黃色的偏好會降低，其偏好的色彩順序為紅、藍、綠，還是以純色為主。

研究專家針對不同年齡階層的男女作調查，所得結果發現，男性與女性在20~30歲時皆偏好紅、碧藍、藍

綠，但到了40~50歲時，雖然還是偏好藍色系色彩，則有一些趣味性的變化，男性年紀越大反而偏好彩度

及明度高的色彩，反之女性則偏好晦暗的色彩（葉美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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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方法與步驟分兩部份進行，第一部份為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主要以肉眼觀看方式，找出大

約的色彩比例分佈；第二部份為色彩像素分析法，主要透過數位影像之像素來分析色彩比例的分佈，找

出更明確的色彩比例數據。 

    第一部份為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目前在進行有關色彩比例的相關分析方式，皆以一般傳統的肉眼

觀看方式來概略分析，本研究首先找出國內各行業分類(104人力銀行中之產業分類為依據)的網站首頁，

依據各行業別的色彩共同特徵，分析及探討色彩配置及風格，其他諸如網頁字體、Flash動畫、Logo、插

畫、影音等，皆不包括在本研究中。利用網路超連結問卷方式。 

    第二部份為色彩像素分析法：本研究方法為研究者團隊所創新提出的色彩比例分析方法，是為色彩

像素分析法，本方法主要是將欲分析的目標對象（各行業別的網路首頁），透過數位影像之像素來分析

色彩比例的分佈，以達到精確的色彩評估，而色彩像素分析法的實施，同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找出國內

各行業分類(104人力銀行中之產業分類為依據)的網站首頁，依據各行業別的色彩共同特徵，分析及探討

色彩配置及風格，其他諸如網頁字體、Flash動畫、Logo、插畫、影音等，皆不包括在本研究中。接續藉

由Adobe Photoshop軟體中的濾鏡(馬賽克)功能，與圖片縮小像素後互相比對，求取圖片最佳縮放比例及基

本配色元素，再利用顏色範圍與連續相近色功能，找出色彩用量，也就是色彩面積分配比例，有助於提

供設計師能快速而準確的掌握網站色彩配置與設計方向。最後再根據兩種色彩比例分析法，所得的數據

加以比較分析，探討彼此有無差異性存在，並進一步了解一般大眾對各行業別的網頁色彩意象認知。 

 

（二）研究工具 

1.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 

（1）測量工具 

測試樣本利用網路問卷方式為主，因為問卷內容涵蓋各行業別，所以利用網路超連結方式，受測者

可以直接在網路上與各行業別進行連結，節省問卷經費及時間。於施測問卷回收之後，首先剔除填答不

完全之無效問卷，然後進行問卷編碼及登錄之工作，並進行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之數據再與「色彩像

素分析法」做比對。 

（2）受測樣本之行業別的選取 

本研究之行業別的選取，主要是依據國內目前最大的線上求職網(104人力銀行)中之產業分類，作為

本研究之行業別的選取依據，104人力銀行目前將國內的產業分類分別為：電子資訊、傳統製造、批發零

售、金融保險、文教服務、大眾傳播、旅遊休閒、法律會計、一般服務、物流倉儲、營建土木、醫療環

保、政治社福、農林漁牧、礦石開採、住宿餐飲等十六項，再透過這十六項的產業類別名稱在googleg搜

尋引擎中，條件設定為繁體中文網頁搜尋，從找出各十六項產業中的搜尋筆數最多的行業，並從中篩選

熱門瀏覽前20名網站首頁作為本研究色彩分析之母體。 

    但因十六項產業範圍過多及篇幅限制，研究者自行將十六項產業歸納成三大類，一為製造工程類（傳

統製造、批發零售、營建土木、礦石開採、農林漁牧、物流倉儲等六項）、二為休閒服務類（文教服務、

大眾傳播、一般服務、住宿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三為資訊專業類（醫療環保、法律會計、政治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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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電子資訊等五項）。所以本研究主要針對休閒服務類（文教服務、大眾傳播、一般服務、住宿

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為主要行業別網站首頁為實驗樣本，每一產業為 20 份實驗樣本，共 100 份實驗

樣本。其餘產業已陸續在各期刊刊登及審核中。 

（3）受測對象 

    有鑑於國內長期以來缺乏對網際網路使用人口特質（Demographics）之持續性調查，使得我國產業界

無法有效瞭解及掌握快速發展的網際網路使用人口的真實組成面貌。因此為協助我國產業界充份掌握我

國網路使用人口組成特質，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擬進行一項網路相關調查計劃，定期

將調查結果公佈，以供各界參考。以下為根據TWNIC的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調查報告指出，目前台灣地區

上網總人數達一千四百多萬人（14.188,292人），男性七百多萬人數（7,326,736人），佔總母體人數的

73.03%，女性為六百多萬人數（6,861,556人），佔總母體人數的68.86%；年齡層分佈在12~14歲的約97.16%、

15~19歲的約99.45%、20~24歲的約97.24%、35~34歲的約93.63%、35~44歲的約84.15%、45~54歲的約

58.93%、55歲以上的約22.77%，分佈在12~44歲年齡居多；教育程度分佈在小學及以下約11.28%、國中約

54.67%、高中約75.96%、專科約90.70%、大學約95.71%、研究所以上約99.01%，分佈在專科到研究所居

多。本研究對象綜合上述報告，以年齡約為12~44歲，教育程度約國中（含）以上的一般大眾為受測對象，

受測者12~20歲300份、21~30歲300份、31~44歲300份，共受測人數為900份問卷。 

 

2.色彩像素分析法(The Color of Pixel Analyze) 

（1）測量工具 

色彩像素分析法之測量工具，初步樣本測試說明： 

a.圖像構成色彩分析 

本研究之樣本測試，初步以大自然的圖片為樣本，利用Adobe Photoshop軟體中之工具進行，並將其

分兩種方式進行取色對照實驗：第一種方法利用Adobe Photoshop軟體的濾鏡功能中的-像素-馬賽克，由於

馬賽克功能單元格大小需要介於2和200之間的整數，故必須先將圖片大小影像尺寸強制等比例重新取

樣，調整為解析度72，寬高小於或等於400x400像素後，再將圖片套用濾鏡，單元格大小個別以200、133、

100、80、40方形。另外一種就是配合馬賽克單元格面積大小，將圖片直接縮小影像尺寸，分別為10×10、

5×5、4×4、3×3、2×2 像素，再把縮小的圖片檢視畫面放大，利用HyperSnap-DX截圖軟體重新翻拍並萃

取像素構色元素。茲將兩組實驗結果分別呈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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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為兩種不同像素分析法的測試實驗結果 

圖像取樣與像素調整 馬賽克單元格面積 影像縮小尺寸 像素 

 
 

 
 

 

 
由於馬賽克單元格面積最大為 200 像素，為求得

基本構圖的四種顏色，若圖片較大時，必須將尺

寸先調整等比例縮小為 400x400 像素內，解析度

72。 

若圖片為矩形，須強制等比例縮小，以最大值的

寬或高為主，調整成 400 像素，例如：圖片尺寸

為 M x N，若 M<N，則強制等比例將 N 調整為

400 像素。 

 

 

 

 

 

 

 

 

 

  

10×10 

  

5×5 

 
 

4×4 

  

3×3 

 
 

2×2 

 

由上述結果得知，以圖片的像素萃取構圖色彩和使用濾鏡功能-像素-馬賽克結果是一致的，但由於縮

小圖片再放大擷取畫面會有失真且發生色差的問題，所以本研究以第一種馬賽克方法(維持原圖大小)來獲

得構圖色彩會比較適當。又實驗將圖片直接縮小影像尺寸中（10×10、5×5、4×4、3×3、2×2 像素），以

10×10 像素最為理想，因為涵蓋原始圖像最為完整。 

b.色彩面積比例 

實驗後的取樣面積比數據紀錄方式，為以樣本圖片所獲取的色塊-單元格大小80（圖像內容方格為5×5

＝25）方形為例，利用Adobe Photoshop軟體中的魔術棒選取欲調查的色彩，再針對整個圖像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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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色，相近容許度設定為15，原因為根據研究者在容許度的設定實驗中，以容許度5-30的範圍進行實驗

測試，發現容許度在15為最佳理想範圍（如表2），因為在欲調查的相近色涵蓋範圍較為適中。 

從結果圖像取樣中求出各色系分配（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的比例大小，例如表2結果圖像取樣

中容許度5、10、15、20、25、30之色彩比例，分別為5/100＝0.05（色彩比例5%）、23/100＝0.23（色彩

比例23%）、27/100＝0.27（色彩比例27%）、35/100＝0.35（色彩比例35%）、50/100＝0.5（色彩比例50%）、

76/100＝0.76（色彩比例76%）。 

 

表2 容許度5-30的範圍進行實驗測試結果 

圖像取樣 結果圖像取樣面積比 結果圖像取樣面積比 

 
利用魔術棒選取欲調查的色

彩，以 （C：62、M：54、

Y：53、K：24）為例加以說明取

樣方式，結果取樣圖像中虛線為

魔術棒選取相近色範圍。 

容許度5：相近色範圍過小。 

 

容許度10：相近色範圍過小。 

 

容許度15：相近色範圍可以涵蓋。 

 

容許度20：相近色範圍過大，一

些較淺的顏色也涵蓋。 

 

容許度25：相近色範圍過大，一

些較淺的顏色也涵蓋。 

 

容許度30：相近色範圍過大，一

些較淺的顏色也涵蓋。 

 

 

（2）受測樣本之行業別的選取 

   同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 

（3）受測對象 

    無受測對象。直接以上述行業別的選取為受測樣本，以色彩像素分析法，其透過數位影像之像素，

來分析色彩比例的分佈，以利找出更明確的色彩比例數據。 

（4）實驗樣本分析方式 

    根據文獻論述色彩模式的調查有一定的規範，分別為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三種。本研究以這三

種模式分析每一網頁的色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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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 104 人力銀行中之十六項產業類別中，以休閒服務類之文教服務、大眾傳播、一般服務、

住宿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為主要行業別網站首頁為實驗樣本，每一產業為 20 份實驗樣本，共 200 份實

驗樣本。 

    第一部份為傳統色彩比例分析法，主要以肉眼觀看方式，找出大約的色彩比例分佈，受測對象為一

般大眾，年齡約 12~20 歲 300 份、21~30 歲 300 份、31~44 歲 300 份，共受測人數為 900 份問卷；第二部

份為色彩像素分析法，主要透過數位影像之像素來分析色彩比例的分佈，找出更明確的色彩比例數據，

此部份並無受測對象。 

表 3、5、7、9、11 為文教服務、大眾傳播、一般服務、住宿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產業的 Web 216

色之色彩模式調查結果，Web 216 色分為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表格中的百分比為調查在同產業 20

個網頁圖像取樣面積比（10×10 像素）中所佔的色彩百分比，百分比平均數（1）在於調查同產業 20 個網

頁圖像及（10×10 像素中的 100 格色彩）100 格色彩的百分比平均數，平均數越高表示該色系的使用率越

高及面積比越大，百分比平均數（2）在於調查該色系在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中所佔的百分比，同百

分比平均數（1）結果，平均數越高表示該色系的使用率越高及面積比也越大。分數計算方式採四捨五入

小數點進位，取小數點一位，所以在總計部份會有一位小數點，但結果並不受影響。 

表 4、6、8、10、12 為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的比較中，因為實驗樣本為十六項產業，每一

項產業為 20 份（前 20 名點閱次數高）實驗樣本，且有兩部分實驗須進行比較，各為 100 份實驗樣本，

兩部份相加共 200 份實驗樣本，其資料數據過於龐大，所以研究者在於以不影響實驗結果情況下，將每

一種產業選取點閱次數多的前三名進行比較。 

 

（一）文教服務業 

1.色彩像素分析法之調查結果 

    表 3 為文教服務業的 Web216 色調查結果，顯示在文教服務業的網站首頁色彩配置上，基本色之色

彩配置比例佔 53.7%；輔助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 34.7%；強調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 11.7%，其基本色以藍

色系（Web 216 色表示#E3ECF1、#538CC3、#F1F8FE、#90C7C2、#97C9E0、#61A7EE、#758EB3、#BCCDE1）

居多，在同產業中有 8 個首頁以藍色系為基本色（主色調），百分比平均數（2）佔 38.2%，其在基本色

色彩配置比例 53.7%中就佔了 20.5%，及選取次數與每一數據顯示都在百分比一半左右。在輔助色的色彩

配置上，以灰色系（Web 216 色表示#F3EEEE、#616D7B、#ACACAC、#E3DFDE、#808080、#E4E4E4、

#E6E3DE）為主要配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 38.4%，其在輔助色的色彩配置比例 34.7%中就佔 13.3%。

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上，以紅色系（Web 216 色表示#DB89B8、#F455CA、#B83A59、#C11917、#EB5555、

#990000、#8F0000、#D5000E）為主要配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 41.9%，其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比例

11.7%中就佔 4.9%。三種色彩模式的色彩比例配置（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其所得的百分比數據皆

超過百分比三分之一以上，尤以強調色的色彩配色最為明顯。 

    文教服務產業的色彩配置比例，基本色以藍色系為主（20.5%）、輔助色以灰色系為主（13.3%）、

強調色以紅色系為主（4.9%）。文教服務業的營業項目為教育中心（語言、電腦、藝術等）、機關學校、

出版社、劇團、教育事業、文化事業、藝文中心等文教事業。網頁設計的目的在於清楚的介紹公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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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而藍色是溝通和交流的顏色，有助於畫家、文學家、音樂家捕捉天賜的靈感。在運用上藍色的謹

慎、理性可以幫助糾正衝動、情緒化、氣躁的形象，亦可留給人知性的感覺，讓人覺得富有理解力，是

可以溝通的對象；且藍色一向是全球人類最偏好的色彩，因為藍色具象的聯想為大自然的顏色（海洋、

天空等），抽象的聯想為沉靜、穩重、理性的意象。人們每天面對極具壓力的職場，往往會想利用空閒

時間接近大自然，吸取大自然的芬多精氣息，如同該產業給人的意象一樣；灰色系時常在色彩計畫中扮

演搭配色的角色，所以一般給人沉默的顏色；紅色給人熱情、危險、喜慶等意象、東方人最常將喜慶相

關用品，運用紅色來呈現，且紅色也有畫龍點睛效果，適用於小面積，大面積的運用較少；但也有刻意

強調製造戲劇效果。文教服務業使用紅色為強調色，目的在於與藍色為對比色，彰顯公司所欲強調重點

主題。  

 

表 3 為文教服務業的 Web 216 色調查結果 

文教服務業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均數（2） 

綠色系 2.6% 4.8% 藍色系 7.2% 20.8% 藍色系 1.6% 13.7% 

灰色系 16.4% 30.5% 紅色系 4% 11.4% 黃橙色系 1.4% 12% 

藍色系 20.5% 38.2% 灰色系 13.3% 38.4% 紅色系 4.9% 41.9% 

褐色系 5.2% 9.7% 白色 2.2% 6.2% 綠色系 3.4% 29.1% 

白色 3% 5.6% 綠色系 1.9% 5.5% 黑色 0.4% 3.4% 

紅色系 6% 11.2% 褐色系 3.6% 10.4%    

   黃色系 2.5% 7.2%    

合計 53.7% 100.% 合計 34.7% 99.9% 合計 11.7% 100.1% 

 

2.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之比較 

    從表 4 調查結果發現，在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的比較中，其數據皆沒有一致，有些數據差

異頗大，以排序 1 輔助色（20%左右）；排序 2 基本色（10%-27%左右）及強調色（18%-28%左右）；排

序 3 基本色（10%-20%左右）及輔助色（30%-35%左右）、強調色（5%-80%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

異不大。在傳統觀察法中不同年齡的觀察結果數據顯示，排序 1 輔助色、排序 2 基本色及強調色、排序 3

強調色，數據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又進一步分析比較色彩像素分析法所得數據與 900 份問卷調查

結果，以排序 1 輔助色（相差 15%左右）、排序 2 基本色（相差 22%左右）及強調色（相差 28%左右）、

排序 3 基本色（相差 20%左右）及輔助色（相差 35%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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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為文教服務產業的兩種不同分析法之 Web 216 色調查結果 

文教服務產業 

排序前三名 1 2 3 

色彩模式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 ■ ■ ■ ■ ■ ■ □ ■ 

色彩像素分析法 52％ 40％ 8％ 52％ 36％ 12％ 50％ 40％ 10％ 

傳 

統 

觀 

察 

法 

12-20 歲 55％ 40％ 10％ 40％ 30％ 30％ 60％ 5％ 80％ 

21-30 歲 35％ 40％ 5％ 25％ 25％ 35％ 65％ 10％ 15％ 

31-44 歲 50％ 20％ 15％ 30％ 30％ 40％ 70％ 10％ 20％ 

900 份總和 50％ 25％ 10％ 30％ 30％ 40％ 70％ 5％ 20％ 

     ※表格內“900份總計”非三個不同年齡的平均數，900份問卷的總和。 

 

（二）大眾傳播業 

1.色彩像素分析法之調查結果 

    表5為大眾傳播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顯示在大眾傳播業的網站首頁色彩配置上，基本色之色彩

配置比例佔55%；輔助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34.7%；強調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10.3%。基本色以灰色（Web 

216色表示#E8E8E8、#C5C1C2、#848E9A、#DED0D0、#E9E1D6、#E2E1DF、#EFEEE0、#E7E4D3、

#A0A0A0、#F1E5D7）居多，其灰色並非完全的無彩色，而是有些涵蓋其他色系，但因該色系接近無彩

色，所以本研究將其歸納至灰色系，以利研究能順利進行。在同產業中有10個首頁以灰色為基本色，百

分比平均數（2）佔72.6%。基本色色彩配置比例55%中就佔了39.9%，其數值大多超過百分比平均數（1）

一半以上，且在20份問卷中就有14份問卷是以灰色系為基本色，其採用的比例偏高。在輔助色的色彩配

置上，也是以灰色系（Web 216色表示#978A93、#707070、#B2A2A2、#3C444B、#807265、#979589、

#2F2F2F、#F1F5F8）為主要配色，但其明度較暗，與主色系有所區隔，百分比平均數（2）佔38.9%，其

在輔助色的色彩配置比例34.7%中就佔13.5%。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上，以紅色系（Web 216色表示

#CE0300、#CC0000、#C22B32、#971B01、#FE0600、#E6141D、#880000、#662431）為主要配色，百分

比平均數（2）佔45.6%，其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比例10.3%中就佔4.7%。 

    大眾傳播產業的色彩配置比例，基本色以灰色為主（39.9%）、輔助色以灰色系為主（13.5%）、強

調色以紅色系為主（4.7%）。大眾傳播產業內容包含戲劇、傳媒、影視業、品牌形象、行銷、媒體、等，

其涵蓋範圍屬於傳播媒體產業，在網站首頁所欲傳達的意念，在於清楚明確的傳達訊息，根據調查結果

顯示，大眾傳播產業的網頁配色設計，基本色是以灰白色為主色調配置，淺色系為主的色調當主色系在

於清楚明確的傳達主題內容；在輔助色部份以灰色為主要配色，輔助色如同基本色同色系，是屬於相當

保守的色彩配色，基本上在同一版面設計如使用同色系配色，會產生相當統一及調和的視覺效果，但缺

點是會造成整個版面顯得單調及呆板的感覺；在此強調色的配色就顯得特別重要，根據結果顯示，該網

頁配色設計是以紅色為強調色，所以在整個版面設計上變化性提升，造成對比及突出的視覺效果。還有

在基本色的配色上，有出現數張網頁是以深色（黑色、深灰色）為主的配色，就整體網頁設計而言就顯

得很有張力及戲劇性效果，很符合大眾傳播產業的產業別（如戲劇、傳媒、影視業等）的內容傳達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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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為大眾傳播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 

大眾傳播業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均數（2） 

灰色系 39.9% 72.6% 紅色系 8.2% 23.6% 紅色系 4.7% 45.6% 

藍色系 4.8% 8.7% 灰色系 13.5% 38.9% 白色 2.2% 21.3% 

褐色系 5.2% 9.4% 藍色系 4.2% 12.1% 黃色系 2.2% 21.4% 

紅色系 5.1% 9.3% 褐色系 5.1% 14.7% 綠色系 0.4% 3.9% 

   橙色系 3.7% 10.7% 褐色系 0.4% 3.9% 

      藍色系 0.4% 3.9% 

合計 55% 100% 合計 34.7% 100% 合計 10.3% 100% 

 

2.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之比較 

從表 6 調查結果發現，在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的比較中，其數據皆沒有一致，有些數據差

異頗大，以排序 1 強調色（6%-21%左右）；排序 2 基本色（14%-30%左右）及強調色（6%-16%左右）；

排序 3 基本色（23%-48%左右）及輔助色（28%左右）、強調色（1%-46%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

不大。在傳統觀察法中不同年齡的觀察結果數據顯示，排序 1 強調色、排序 2 基本色及強調色、排序 3

基本色及強調色，數據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有些數據達到一致（如排序 3 的輔助色色）。又進一

步分析比較色彩像素分析法所得數據與 900 份問卷調查結果，以排序 1 基本色（相差 14%左右）及強調

色（相差 11%左右）、排序 2 基本色（相差 14%左右）、排序 3 基本色（相差 23%左右）與輔助色（相

差 28%左右）及強調色（相差 36%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 

 

表 6 大眾傳播產業的兩種不同分析法之 Web 216 色調查結果 

大眾傳播產業 

排序前三名 1 2 3 

色彩模式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 ■ □ ■ ■ ■ ■ ■ ■ 

色彩像素分析法 76％ 20％ 4％ 64％ 32％ 4％ 63％ 33％ 4％ 

傳 

統 

觀 

察 

法 

12-20 歲 90％ 低於 5％ 10％ 80％ 25％ 10％ 40％ 低於 5％ 5％ 

21-30 歲 高於 90％ 低於 5％ 25％ 50％ 20％ 10％ 40％ 低於 5％ 50％ 

31-44 歲 85％ 10％ 15％ 80％ 25％ 20％ 15％ 低於 5％ 30％ 

900 份總和 高於 90％ 10％ 15％ 50％ 25％ 10％ 40％ 低於 5％ 40％ 

  ※表格內“900 份總計”非三個不同年齡的平均數，900 份問卷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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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服務業 

1.色彩像素分析法之調查結果 

    表7為一般服務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顯示在一般服務業的網站首頁色彩配置上，基本色之色彩

配置比例佔53.8%；輔助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37.2%；強調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9.3%，其基本色以灰色系

（Web 216色表示#EBEBEB、#3F3131、#EEEAE1、#080808、#1E1F1F、#A08C83、#BFC0C2、#EEEFF1、

#BBC4C1）居多，在同產業中有10個首頁以灰色系為基本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49.9%，數據大多超

過百分比平均數（1）一半以上，其基本色色彩配置比例53.8%中就佔了26.8%。在輔助色的色彩配置上，

同以灰色系（Web 216色表示#444444、#4A4449、#D1D0CE、#6F615E、#54504F、#F3F3F3、#333333）

為主要配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38.1%，其在輔助色的色彩配置比例37.2%中就佔14.2%。在強調色的

色彩配置上，以紅色系（Web 216色表示#800000、#C50814、#900000、#D84A49、#DD2D23、#FCC9CE、

#C64647、#A60821、#FE0000、#93001A）為主要配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60.1%，其在強調色的色

彩配置比例9.3%中就佔5.5%；且在同產業中有10個首頁以紅色系為強調色，其數據（60.1）超過百分比

平均數一半以上，也就是說，一般服務產業的網頁配色20份問卷中，就有10份問卷是採取紅色系為強調

色。 

    一般服務產業的色彩配置比例，基本色以灰色系為主（24.2%）、輔助色以灰色系為主（14.2%）、

強調色以紅色系為主（5.5%）。一般服務產業包含沙龍（美容、美髮、護膚、指甲等）、家事管理、派

遣工作銀行、汽車保養、殯葬業、人力開發、保全等，此調查結果同大眾傳播產業一樣設計用色。 

 

表7 一般服務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 

一般服務業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均數（2） 

灰色系 26.8% 49.9% 綠色系 7.4% 20% 紅色系 5.5% 60.1% 

紅色系 5.7% 10.5% 藍色系 8.1% 21.8% 藍色系 0.4% 3.8% 

藍色系 13.6% 25.3% 灰色系 14.2% 38.1% 綠色系 0.8% 8.2% 

黃色系 2.6% 4.9% 紅色系 3.4% 9.2% 白色 1% 10.9% 

綠色系 5.1% 9.5% 橙色系 1.8% 4.9% 黃橙色系 1.6% 16.9% 

   白色 2.25% 6.1%    

合計 53.8% 100.1% 合計 37.2% 100.1% 合計 9.3% 99.9% 

 

2.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之比較 

    從表 8 調查結果發現，在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的比較中，其數據皆沒有一致，有些數據差

異很大，以排序 1 基本色（23%-30%左右）及輔助色（12%-37%左右）、強調色（1%-14%左右）；排序

2 基本色（16%-26%左右）及強調色（17%-32%左右）；排序 3 基本色（29%-44%左右）及輔助色（21%-36%

左右）、強調色（15%-35%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在傳統觀察法中不同年齡的觀察結果數

據顯示，排序 1 輔助色及強調色、排序 2 基本色及強調色、排序 3 基本色與輔助色及強調色，數據差異

最大，其餘差異不大。又進一步分析比較色彩像素分析法所得數據與 900 份問卷調查結果，以排序 1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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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相差 38%左右）及輔助色（相差 32%左右）、排序 2 基本色（相差 26%左右）及強調色（相差 22%

左右）、排序 3 基本色（相差 29%左右）與輔助色（相差 31%左右）及強調色（相差 25%左右）等差異

最大，其餘差異不大。 

 

表 8 一般服務產業的兩種不同分析法之 Web 216 色調查結果 

一般服務產業 

排序前三名 1 2 3 

色彩模式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 ■ ■ ■ ■ □ ■ ■ ■ 

色彩像素分析法 52％ 42％ 6％ 56％ 36％ 8％ 54％ 41％ 5％ 

傳 

統 

觀 

察 

法 

12-20 歲 75％ 15％ 10％ 40％ 40％ 40％ 25％ 20％ 20％ 

21-30 歲 85％ 5％ 低於 5％ 25％ 25％ 25％ 25％ 15％ 25％ 

31-44 歲 80％ 30％ 20％ 25％ 25％ 30％ 10％ 低於 5％ 40％ 

900 份總和 90％ 10％ 5％ 30％ 30％ 30％ 25％ 10％ 30％ 

    ※表格內“900份總計”非三個不同年齡的平均數，900份問卷的總和。 

 

（四）住宿餐飲業 

1.色彩像素分析法之調查結果 

    表9為住宿餐飲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顯示在住宿餐飲業的網站首頁色彩配置上，基本色之色彩

配置比例佔56.8%；輔助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32.9%；強調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10.4%，其基本色以紅色系

（Web 216色表示#ECD6CA、#ECDAC6、#A27258、#B38B75、#504132、#78563C）居多，其紅色系偏

彩度較低及明度偏亮色系，在同產業中有6個首頁以紅色系為基本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30.5%，其基

本色色彩配置比例56.8%中就佔了17.3%，其數據顯示幾乎都在百分比一半以上。在輔助色的色彩配置上，

以黃橙色系（Web 216色表示#DEB170、#984806、#663300、#87491B、#47311F、#996633、#C8A03C、

#CC6600、#CC9900）為主要配色，但其彩度較低及明度偏暗色系，百分比平均數（2）佔46.9%，其在輔

助色的色彩配置比例32.9%中就佔15.4%，且在同產業中有9個首頁是以黃橙色系為基本色配置。在強調色

的色彩配置上，以黃橙色系（Web 216色表示#996633、#FFC000、#E36C0A、#E36C0A、#CC9900、#EBDA91）

為主要配色，但其彩度較高及明度偏亮色系，百分比平均數（2）佔38%，其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比例10.4%

中就佔4.2%，及同樣6個首頁以綠色系（Web 216色表示#948A54、#948A54、#948A54、#92D050、#808000、

#4F6228）為強調色配色，色彩配置比例佔2.5%，數值與黃橙色系差異不多。 

住宿餐飲產業的色彩配置比例，基本色以紅色系為主（17.3%）、輔助色以黃橙色系為主（15.4%）、

強調色以黃橙色系為主（4.2%），及以綠色系為主（2.5%）等配色。一般在從事色彩配色的考量會以業

務內容與產品性質來發想，住宿餐飲產業內容包含飯店、酒店、餐飲等產業。一般的住宿都包含餐飲，

兩者密不可分，所以在設計創意上都以兩者同時發想，飲食行業的周邊設計（燈光、裝潢、包裝、商標

等）幾乎都是以暖色系為主的配色，如此食物看起來會更加可口美味。而橙色的波長僅次於紅色，因此

它具有長波長顏色具備的特點：使人脈搏加快，並有溫度升高的感覺，且有如太陽一般閃耀光輝，是暖

色系中最溫暖的色彩；而黃色是亮度最高的顏色，在高明度下能夠保持很強的純度，有成熟的稻麥，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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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象徵與住宿及餐飲的形象訴求雷同。還有在住宿餐飲產業的配色中，幾乎是以類似色（紅－橙）及

對比色（紅－黃）為主要色彩配置，但是如果整個版面的色彩規劃為以上配色，會顯得稍嫌單調及沉悶

的感覺，所以參閱表6強調色的色系，發現在暖色系的配色中會出現對比色寒色系-藍色，及互補色-綠色

為主的配色，如此整個版面的色彩規劃才會顯得有活力及強調重點的效果。 

       

表9 住宿餐飲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 

住宿餐飲業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百 分 比 平

均數（1） 

百 分 比 平

均數（2） 
色調 

百 分 比 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均數

（2） 

灰色系 14.4% 25.4 黃橙色系 15.4% 46.9% 綠色系 2.5% 23.4% 

褐色系 11.4% 20% 紅色系 6.6% 20% 藍色系 1.7% 16.6% 

紅色系 17.3% 30.5% 灰色系 7.6% 23.2% 白色 0.7% 6.3% 

藍色系 7.9% 13.9% 綠色系 1.7% 5.2% 黃橙色系 4.2% 38% 

綠色系 5.8% 10.2% 藍色系 1.6% 4.7% 紅色系 1.6% 15.6% 

合計 56.8% 100% 合計 32.9% 100% 合計 10.4% 99.9% 

2.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之比較 

    從表 10 調查結果發現，在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的比較中，其數據皆沒有一致，有些數據

差異頗大，以排序 1 基本色（30%-35%左右）及輔助色（14%-19%左右）、強調色（24%左右）；排序 2

基本色（32%-35%左右）及與輔助色（5%-20%左右）、強調色（2%-17%左右）；排序 3 基本色（2%-13%

左右）及輔助色（10%-30%左右）、強調色（13%-18%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在傳統觀察

法中不同年齡的觀察結果數據顯示，排序 2 輔助色及強調色、排序 3 基本色及輔助色，數據差異最大，

其餘差異不大，有些數據達到一致（如排序 1 的強調色）。又進一步分析比較色彩像素分析法所得數據

與 900 份問卷調查結果，以排序 1 基本色（相差 30%左右）與輔助色（相差 14%左右）及強調色（相差

24%左右）、排序 2 基本色（相差 22%左右）及強調色（相差 17%左右）、排序 3 基本色（相差 13%左

右）及強調色（相差 13%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 

表 10 住宿餐飲產業的兩種不同分析法之 Web 216 色調查結果 

住宿餐飲產業 

排序前三名 1 2 3 

色彩模式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 ■ ■ ■ ■ ■ ■ ■ ■ 

色彩像素分析法 55％ 39％ 6％ 62％ 25％ 13％ 63％ 20％ 17％ 

傳 

統 

觀 

察 

法 

12-20 歲 20％ 20％ 30％ 65％ 30％ 30％ 65％ 10％ 35％ 

21-30 歲 25％ 25％ 30％ 50％ 10％ 30％ 50％ 20％ 30％ 

31-44 歲 25％ 25％ 30％ 30％ 15％ 15％ 50％ 40％ 30％ 

900 份總和 25％ 25％ 30％ 40％ 15％ 30％ 50％ 10％ 30％ 

     ※表格內“900份總計”非三個不同年齡的平均數，900份問卷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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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遊休旅業 

1.色彩像素分析法之調查結果 

    表11為旅遊休閒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顯示在旅遊休閒業的網站首頁色彩配置上，基本色之色彩

配置比例佔53.4%；輔助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34.6%；強調色之色彩配置比例佔12.2%，其基本色以藍色系

（Web216色表示#BFBFBF、#17365D、#99CCFF、#62699E、#DBE5F1、#00B0F0、#313A7A、#8DB3E2）

居多，在同產業中有8個首頁以藍色系為基本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39.2%，其基本色色彩配置比例53.4%

中就佔了20.9%。在輔助色的色彩配置上，同樣也是以藍色系（Web216色表示#B8CCE4、#4E7B97、

#3399FF、#0070C0、#548DD4、#B8CCE4、#B6DDE8、#E5DFEC）為居多，百分比平均數（2）佔39.9%，

其輔助色色彩配置比例34.6%中就佔了13.8%。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上，以紅色系（Web 216色表示

#C73C4C、#E49898、#C00000、#F0D5C6、#FF7C80、#735649）為主要配色，百分比平均數（2）佔30.3%，

其在強調色的色彩配置比例12.2%中就佔3.7%。 

    旅遊休閒產業的色彩配置比例，基本色以藍色系為主（20.9%）、輔助色以藍色系為主（12 %）、強

調色以紅色系為主（3.7%）。旅遊休閒產業包含渡假村、旅行社、文化村、遊樂場、文化育樂休閒、運

動健康世界、易飛網、易遊網、海洋公園等，是屬於旅遊與休閒的產業。人們參予旅遊及休閒目的在於

接近大自然進而達到自我放鬆境界，而如文獻所述，藍色是伴隨人類最古老的顏色，藍色是水的顏色，

也是天空的顏色，及藍色是溝通和交流的顏色，而旅遊與休閒產業也是讓人們可以與外在環境的溝通及

交流，對某些人而言也有自我充實再出發的感覺，甚至會有一些藝術家、作家會藉由旅遊與休閒來捕捉

天賜的靈感。 

    基本色及輔助色的色彩配置是屬於同色系配色，強調色以紅色系為主要配色，在此紅色系的色彩配

置具有畫龍點睛效果，適用於小面積，目的在於與藍色系為對比色，有彰顯公司所欲強調的重點主題效

果。 

 

表11 旅遊休閒業的Web 216色調查結果 

旅遊休閒業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分比平

均數（2） 
色調 

百分比平

均數（1）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2） 

灰色系 13.9% 26.1% 灰色系 10.8% 31.3% 綠色系 2.6% 21.6% 

藍色系 20.9% 39.2% 藍色系 13.8% 39.9% 黃色系 1.8% 14.5% 

褐色系 7.3% 136% 褐色系 6% 17.2% 紅色系 3.7% 30.3% 

紅色系 8.8% 16.4% 黃色系 1.6% 4.6% 白色 0.8% 6.6% 

綠色系 2.5% 4.6% 紅色系 2.4% 7% 黑色 0.9% 7.1% 

      灰色系 1.1% 9.1% 

      藍色系 1.3% 10.8% 

合計 53.4% 99.9% 合計 34.6% 99.9% 合計 12.2% 100% 

 

2.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之比較 

從表 12 調查結果發現，在傳統觀察法與色彩像素分析法的比較中，其數據少部分差異較大，以排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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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色（15%-25%左右）及輔助色（13%-18%左右）；排序 2 基本色（5%-20%左右）及與輔助色（21%-36%

左右）；排序 3 基本色（4%-14%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在傳統觀察法中不同年齡的觀察結

果數據顯示，排序 1 基本色及輔助色、排序 2 基本色及輔助色等數據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有些數

據達到一致（如排序 1 的強調色、排序 3 的強調色）。又進一步分析比較色彩像素分析法所得數據與 900

份問卷調查結果，以排序 1 基本色（相差 15%左右）與輔助色（相差 18%左右）、排序 2 基本色（相差

20%左右）及輔助色（相差 36%左右）等差異最大，其餘差異不大。 

 

表 12 住宿餐飲產業的兩種不同分析法之 Web 216 色調查結果 

旅遊休閒產業 

排序前三名 1 2 3 

色彩模式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基本色 輔助色 強調色 

色調 ■ ■ ■ ■ ■ ■ ■ ■ ■ 

色彩像素分

析法 
55％ 38％ 7％ 60％ 24％ 16％ 56％ 36％ 8％ 

傳 

統 

觀 

察 

法 

12-20 歲 80％ 25％ 低於 5％ 40％ 45％ 10％ 60％ 30％ 5％ 

21-30 歲 70％ 20％ 低於 5％ 65％ 60％ 低於 5％ 60％ 20％ 5％ 

31-44 歲 70％ 25％ 低於 5％ 40％ 60％ 5％ 70％ 40％ 5％ 

900 份總和 70％ 20％ 低於 5％ 40％ 60％ 低於 5％ 60％ 45％ 5％ 

    ※表格內“900 份總計”非三個不同年齡的平均數，900 份問卷的總和。 

 

五、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本色在於可以清楚表現網頁內容和性質，是支配整個畫面效果的色彩，所佔據的面積較大；輔助

色在於協助基本色的角色，配合基本色給人的整體印象；強調色在於表現配色的重點、強調的顏色，通

常只佔網頁較小面積。綜合以上調查結果發現，五種產業的三種色彩模式（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

配色皆較為單純，如文教服務、大眾傳播、一般服務、旅遊休閒等四項產業，其基本色與輔助色的色彩

配色皆以藍色系或灰色系為主的配色，強調色的配色也都以紅色系為主；進一步說明，大眾傳播產業及

一般服務產業其基本色與輔助色皆同色系-灰色系配色，及旅遊休閒產業其基本色與輔助色也是同色系-

藍色系配色，且皆以紅色系為強調色，前者在無彩色中極具有加強效果（灰色與紅色）：後者為對比色配

色（藍色與紅色），雖然同時具有強調效果，但沒有前者之無彩色與紅色配色來得強烈。 

    在文教服務、大眾傳播、一般服務、住宿餐飲、旅遊休閒等五項產業中，住宿餐飲產業的的調查結

果較為明顯，因為該產業涉及飲食關係，所以調查結果之三種色彩模式皆以暖色系為主要色彩配置。及

根據日本學者坂本邦夫（2007）認為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等三種，其色彩使用上沒有硬性規定其面

積比例，但一般使用時大多以基本色為70%、輔助色為25%、強調色為5%的比例為主。但根據本研究調

查結果，其五項產業之三種色彩模式的各別百分比平均數據皆非常接近，基本色的百分比平均為54.5、輔

助色的百分比平均為34.8、強調色的百分比平均為10.8（為五項產業的基本色、輔助色、強調色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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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獻論述差異頗大。及進一步比較傳統觀察與色彩像素分析之兩種分析法（以色彩像素分析法所得數

據、傳統觀察法的900份總和所得數據），調查結果差異頗大，少部分兩者數據相差在5%左右；大部分兩

者數據相差在15%-25%左右；但在不同年齡層的調查結果其差異不大：唯獨在一般服務產業部分差異在

5%-15%左右，這結果顯示為利用傳統肉眼來進行色彩配置比例分析與本研究所創新提出的色彩像素分析

法(The Color of Pixel Analyze)是確實有差異存在。 

    以上五項產業的色彩配置比例是屬於較普遍的色彩運用，因為皆是以同色系為主要基本色及輔助色

配色，其強調色為紅色系在運用上就顯得重要，不然整個畫面會顯得單板及沒有重點提示的視覺感受，

及調查結果的色彩比例配置及色彩相貌，也非常符合產業給人的形象與色彩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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