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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制度」其實是單⼀⼀項專業，但在
這個講章中會把「設計」和「制度」分開
來講，以來顯⽰他們兩者之間是如何的息
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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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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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的歷史比網⾴設計比起來悠久相當多。產品
設計擁有穩固的產品研究期、收集資料、使⽤者經驗
彙整期這樣的前置作業。相較於網⾴設計，通常⼤家
容易去直接開始製作開發，忽略了許多前置期需要考
慮的作業。甚至有在前置期在放資源在不適合的事情
上⾯。這⼀切都要看今天所有著⼿製作的計畫來做規
劃。
好比產品設計時不但有畫圖、還有建模、材料研究、
材料選擇、材料測試、結構測試⼀樣，在做網站的同
時，我也需要考慮到⼀樣的步驟。
以韌性為重，所以我們將特別著重於建置網站時所使
⽤的技術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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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
可以坐

需要長得像椅⼦

需要符合⼈體⼯學

平⾯–

有⾼度–

有平⾯–

不太⼤也不太⼩–

適當的⾼度–

腳可以碰到地板–

有椅背–

網站表單
可以輸入

長得像 <input>

符合 <input>  的基本⾏為

<input>–

有欄位名稱–

有 cursor |–

有邊框–

可以被 focus–

可以按 enter 送出–

可以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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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今天的作業是要設計家具，第⼀個步驟就是決
定要設計什麼家具。我們⽤最經典的椅⼦來舉例。
全世界的⽂化幾乎都有某種型態的椅⼦的發明，就
算只是顆能夠坐的⽯頭。
我們⼤家對椅⼦都有⼀些既定的想像，就像經常使
⽤網站的我們對於網⾴元件會有⼀些既定的想像。
椅⼦要有⼀個平⾯，⽽⽂字表單欄位應該要有⽂字
告知我這個欄位收什麼資訊。
當我們坐到椅⼦上⾯的時候我們期待他不會晃動，
相同的當我們在⽂字表單欄位按下 Enter 鍵時應該
就要可以送出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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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export_scripts@@

產品設計又和建築很像，有很多必要的測
試以及規則，以確保設計出來是安全且可
⽤的。在這裡網⾴設計製作中又有許多可
以跟建築借鏡的地⽅。
像是我們都知道蓋房⼦時要確認⼟壤下層
的構成，知道使⽤海砂蓋的房屋不耐久。
這些種種都是有規定和檢測的。網站也是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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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
需要承受重量

設計結構需要穩固

材料需要持久

承受多少重量︖–

承受多久這個重量︖–

需要多少維修︖–

汰換率多⾼︖–

可以使⽤多久︖–

網站表單
需要接收 input

設計結構需要穩固

材料需要持久

承受哪種 input︖–

多少 input?–

需要多少維修︖–

汰換率多⾼︖–

可以使⽤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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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對於清楚定義網站所需要達成的⽬標非常重要。
拿椅⼦來舉例，⼾外使⽤的椅⼦和室內使⽤的椅⼦就有相當⼤
的差別：
可以使⽤怎麼樣的材料︖會不會遭受到風⾬侵蝕︖這個材料可
不可靠︖我們知道是否已經被壓⼒測試過了嗎︖如果材料出了
問題該找誰、能夠怎麼維修呢︖
拿網站來舉例，元件被使⽤者點下去之後也有相當的⼤的差
別：
點下去後是帶使⽤者去了其他地⽅呢、還是有新的內容跳了出
來︖這關乎於我們要使⽤ <a>  超連結還是 <button>  按
鈕。在使⽤前端元件時，使⽤的第三⽅程式可靠嗎︖有多少⼈
在維護︖是否適合我們這個網站的⽤途︖例如 Facebook 使⽤
React 製作⼀整個社群媒體網站，包含管理員機制。如果我們
要做的是⼀⾴式網站，有需要⽤到這樣的架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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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HTML

CSS

JavaScript

@@export_scripts@@

前端也就是所謂的客⼾端，也可以想像就
是我們在和⼀個網站伺服器溝通所使⽤的
介⾯。
例如遙控器是我們跟電視機溝通的介⾯。
⽽這個介⾯由三個技術所組成。HTML、
CSS、和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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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定義這是⼀張椅⼦

@@export_scripts@@

在這個舉例中，椅⼦就像是 <form>  表單
⼀樣，是 HTML 固定的元件。就像每⼀個
⼈的家中都會有椅⼦，每⼀個網站也幾乎都
會有表單。
HTML 是前端架設的最基礎層。不論是瀏
覽器引擎、驗證網站程式碼的⼯具、或是視
障者所使⽤的螢幕閱讀軟體，都⼀定能看得
懂 HTML。就像是我們⽣活中看到不同⽂
化發明出來的家具，⼤多都可以輕鬆猜出哪
個是椅⼦、哪個是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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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這張椅⼦長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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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排版、顏⾊，元件的形狀、互動時
的給使⽤者的回饋。例如滑鼠移過按鈕的
時候按鈕會浮起來、移過連結時游標會變
成⼿指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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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這張椅⼦需要什麼額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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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張椅⼦的腳上要加上滾輪、滾輪要
可以被固定住。不應該使⽤ JavaScript

建⽴椅⼦最基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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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增強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在沒有附加功能的狀態下，建設
的最基礎的功能仍要能夠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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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建設了電扶梯，在停電的時候⼈們
還是可以在樓層中移動。但如果唯⼀的移
動⽅式是電梯，不但在危急狀況下可能沒
有辦法逃離，在短暫停電時，甚至可能受
困。
網站也是⼀樣。如果盡量使⽤ HTML 元
件作為基底功能的架設，在 JavaScript
沒有被讀取成功（流量、駭客攻擊），使
⽤者仍然可以繼續使⽤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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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設計與架構韌性
 

速度、穩定性
易接⼿、易維護
易⽤性
無障礙、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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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穩定性
 

網站包含多少內容
內容是否有被壓縮後再上傳
網站是否有不必要的功能或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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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不應該為了看起來豐富⽽增加內容，不
必要的拖慢網站的速度。
任何媒材（圖⽚、影⽚）在不必要時不應該
被讀取。
政府部⾨所提供的服務中最重要的是可以讓
使⽤者達成某種任務，是很⽬標取向的服
務。例如 6000 網站，不需要華麗的按鈕動
畫及插圖，⽽應該把資源（電腦計算資源、
網⾴讀取的檔案⼤⼩）投注於讓使⽤者拿到
6000 元的這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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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接⼿、易維護
 

網站使⽤多少特殊設計的的互動模式
網站使⽤多少第三⽅元件
網站使⽤的技術是否常⾒且容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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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安全性及易維護性的考量，網站應該
減少對第三⽅元件的依賴。乾淨且有組織
的程式碼是最重要的。⾸要使⽤通⽤的
HTML 元件、次要使⽤政府提供的設計
系統、最後再考慮是否使⽤可靠且洽當的
第三⽅元件。減少私⼈開發的元件、避免
之後需要接⼿的⼈需要摸⿊學習未知、沒
有教材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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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性
 

符合使⽤者期待的互動
清楚明瞭的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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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的導航是確保訪問者能夠輕鬆找到所需資訊的關鍵。清晰
簡明的選單結構、邏輯的⾴⾯層次結構和搜尋功能有助於提供
良好的使⽤者體驗。此外，採⽤響應式設計原則確保網站能夠
在不同設備和螢幕尺⼨上無縫適應，提升可達性和可⽤性。
易讀且清晰的排版在可⽤性⽅⾯起著重要作⽤。選擇適當的字
體風格、⼤⼩和間距可以提⾼內容的可讀性。保持⽂字與背景
⾊彩之間⾜夠的對比度，以確保內容易於區分。在設計元素
（如按鈕、圖⽰和表單）中保持⼀致性，有助於在網站的不同
部分中提供熟悉和易⽤的使⽤者介⾯。
使⽤圖像、視頻和信息圖表等視覺元素可以增強使⽤者的參與
和理解。然⽽，重要的是要優化⽂件⼤⼩，以實現快速加載時
間，同時不影響品質。為視覺內容提供替代⽂本描述，以確保
視覺障礙使⽤者的可訪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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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親和⼒
 

多⽤ HTML 元件
多⽤⽂字⽽非圖像來表⽰互動元件
避免不必要的華麗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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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螢幕閱讀軟體來說，HTML 有如⼀張
地圖。適當地使⽤它可以讓螢幕閱讀軟體的
使⽤者有效且快速的找到需要的內容。⼀個
網站當有越多功能不是使⽤ HTML 所定
義，就代表地圖上的資料越少，那麽地圖就
對於使⽤者來說更加沒有⽤處。
除了滑鼠、鍵盤以外，甚至有使⽤者是使⽤
語⾔瀏覽網站。這時候讓使⽤者可以看到網
站就知道怎麼樣念出某個按鈕的名稱就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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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Do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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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政府設計指導⽅針中第⼆點是「Do less」，也就是「少做點事
情」，我覺得就是我們在做任何關於前端數位韌性決定時應該要努⼒的
⽬標。
當我們找到了⼀種有效、且簡單就能達成⽬標的⽅法（例如使⽤ HTML
元件），就應該使重複使⽤、並盡量分享，⽽不是每次都重新發明⼀個
新的做法。⽤最簡單的⽅式去達成⼀個網站所需要的功能。
簡單⼀句「Do less」這樣簡單的原則，就可以幫助我們達成

因為 Web platform 已經有超過 25 年的歷史，在⼤部分的時候，我們要
解決的問題都已經被解決過了。

速度、穩定性1.

易接⼿、易維護2.

易⽤性3.

無障礙、親和⼒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