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統計的期間也是資料的一部分，
使用者必須知道資料統計期間，才能進一步解釋資料。

清楚標示資料統計期間
有助於詮釋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VISUAL DESIGN FOR ENERGY 



民國               年
自                 至                止

共計                   元整1250

105
07/01 07/31

近期電費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722 $675 $904 $1250

本期電費

共計                元整1250

近期電費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722 $675 $904 $1250

應標記日期



使用者在閱讀用電資料時，
會去回想那個期間內的用電行為來解釋資料，
如果資料計算的期間太長，使用者很難回想過去那段時間的行為，
資料就不容易被解釋。

電資料計算單位
以一個月為上限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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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期間不應太長

中

低

高

07/2507/0507/01 07/10 07/15 07/20 07/30

06/01 06/10 06/20 06/30 07/01 07/10 07/20 07/31

07/31

中

低

高



即時的資料應有「多久更新一次」的定義，
尤其即時資料改變幅度很小時，更不容易看出資料是即時更新，
有文字說明能幫助使用者確定這是即時更新的資訊，
也知道何時會更新。

即時的資訊應該提供
最後更新及下次更新時間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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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使 用 電 量    

度

更新時間 : 2015/07/03 - 18:30

15
目 前 使 用 電 量    

度15

應標記更新文字日期



使用者會將類似的視覺元素當作相同的傳達含義，
當同一張圖表內有兩種以上的資訊要傳達時，
應盡量用不同的視覺手法來表達。
反過來說，當一種呈現手法可以看懂所要表達的意思，
就不需額外呈現手法，反而造成混淆。

資料傳達不同的含義
避免使用同一種呈現手法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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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資訊不重複

同類型家庭電費平均支出

0 500 1000 1500 2000

同類型家庭電費平均 支出



資料量多的時候，一次攤開所有的資料對於閱讀負擔很大，
如果可以適度的切分資料，就能夠引導人分批次閱讀，
看起來也更精簡。
另一方面，歸類方式必須有意義，
才能幫助使用者解釋資料。

有意義的資料切分手法
可以引導閱讀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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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切分資料
以便閱讀

7月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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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用電量

6

10

11

15
16

20
21

25

26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5
6

10

11

15
16

20
21

25

26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用電資料常配合時間軸，來表現隨著時間改變的趨勢，
通常時間軸會以直線來呈現，
使用者容易理解資料隨時間變化的概念，
在同一個軸線上也比較容易看出趨勢變化。

時間軸
以直線呈現為佳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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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呈現較易閱讀

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10 7/11

7/17/31

7/157/16

7/27/30

7/147/17

7/37/29

7/13

7/47/28

7/27

7/26

7/25

7/24

7/23

7/22

7/21

7/20
7/19

7/18

7/12

7/5

7/11

7/6

7/10

7/7

7/8

7/9

中

低

高



圖表中的刻度就像是比例尺，一個刻度寬度代表一個量的意義，
但是圖表的比例尺不一定都能符合每個人心中的想像，
因此，圖表上適時地提供細刻度，
可透過它校正自身所認知的數值，與實際數值之間的落差。

細刻度有助於校正
心理感覺與實際落差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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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細刻度助於閱讀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過多的線條容易造成視覺疲勞，
有些人對密集圖案敏感，甚至迴避閱讀避免不適； 
應盡可能凸顯主副刻度間的視覺強度，減低視覺疲勞，
例如粗細、深淺等方式，讓整體圖表保持清晰感。

主要與次要
刻度線須清楚分明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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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粗細刻度助於閱讀

7/47/37/27/1 7/47/37/27/1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一般人對於相近色的辨識能力並不相同，
在圖表的圖例色使用上，
應盡量避免使用漸層，或色階相近的顏色。
相較之下，利用基本色彩作色階圖例會是較佳的設計。

圖例色使用
以五個內的不連續色階為佳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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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色彩作色階圖例 

同類型家庭電費平均支出 同類型家庭電費平均支出



一般家中可能會有兩台以上同類型的電器，例如電風扇或冷氣。 
當需要呈現個別電器資料時，必須能識別這是「哪一台」電器，
此外，電器用固定的示意照片也有過時的風險，
例如窗型冷氣現在已經很少見。

須考量家中
多台相同電器的狀況

用 電 資 訊 設 計 基 本 原 則01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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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色彩作色階圖例 

1hr 2hr 3hr 4hr 5hr 6hr 7hr 8hr 9hr

9hr

7.5hr

3.1hr

1.6hr

1hr 2hr 3hr 4hr 5hr 6hr 7hr 8hr 9hr

9hr

7.5hr

3.1hr

1.6hr

電器每周累積使用時數 電器每周累積使用時數



累計概念像是蓋大樓或是往水桶注水，會向上堆疊累加，
當累積方向和生活經驗的既定印象相反時，
不容易馬上看出來這是累計的資料。

由下向上累積的呈現
適合累計型的資料

呈 現 累 計 用 電 總 量02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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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應是往上累加

7/01-7/31已用電量

用電綠呼吸

用電綠呼吸
健康好舒服

省電達人
降臨!!!

地球跟你的錢包
一樣在哭 :(500

400

300

200

100

7/01-7/31已用電量

用電綠呼吸

用電綠呼吸
健康好舒服

省電達人
降臨!!!

地球跟你的錢包
一樣在哭 :(

100

200

300

400

500

用電度數用電度數



當使用者想要得知總量資訊時，
看數字或是長條圖可以一眼就看到總量資訊，
不該讓使用者去細數不同面額的圖示自行計算。

避免讓使用者透過
多種圖示來自己計算總量

呈 現 累 計 用 電 總 量02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VISUAL DESIGN FOR ENERGY 



避免讓使用者自行計算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10

$10

$10

$1

$5

$10

$10

$10

$10

本月空調費用本月空調費用

$ ______元476



儀表板的意象可用來表現總量，或可用來表現瞬間狀態，
例如油表或時速表。
儀表板指針的動態效果提供了判斷的線索，
變化穩定是表現總量，來回跑動是動態瞬間；
但當圖表被使用在靜態媒體上，
就會失去動態效果的提示，容易造成使用者誤解。

儀表板圖像
不適合用在靜態媒體上

呈 現 累 計 用 電 總 量02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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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累積用電量

度電

100 400

150 350

200 300
250

302

已使用 未使用

本月份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302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

儀表板圖像不適合用在靜態媒體上



長條圖呈現累積的數值量，
相較之下，僅呈現用電結果的「數值」就沒辦法給人累計感，
有些使用者會將數值視為通用的數據，
例如：基本耗電量、電器價格。

長條圖
比數字更有累加的效果

呈 現 累 計 用 電 總 量02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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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數字更有累加的效果

1hr 2hr 3hr 4hr 5hr 6hr 7hr 8hr 9hr

9hr

7.5hr

3.1hr

1.6hr

已使用

9hr
已使用

3.1hr

已使用

7.5hr
已使用

1.6hr

電器每周累積使用時數 電器每周累積使用時數



用長條圖呈現大量用電紀錄圖表，
長條過多且密集，容易讓使用者感到視覺疲乏，
且在判斷數值時，需要花費更多心力對齊長條以免看錯。

資料量過多時
折線圖比長條圖更適合

整 體 用 電 歷 史 紀 錄03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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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長條圖較不易視覺疲乏

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雷達圖通常用於多個獨立向度的資料統整在一張圖表中，
例如：能力分析、人格特質圖，
判斷哪些向度明顯突出，理解整體概況。

但歷史紀錄通常是長期且詳細的數據資料，
放射狀的軸線與圓弧刻度，
讓閱讀方向並不固定也不易對齊，
反而不容易細看數據或判斷用電趨勢。

雷達圖不適合歷史紀錄

整 體 用 電 歷 史 紀 錄03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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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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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30

7/14
7/17

7/37/29

7/13

7/47/28

7/27

7/26

7/25

7/24

7/23

7/22

7/21

7/20

7/19
7/18

7/12

7/5

7/11

7/6

7/10

7/7

7/8

7/9
中

低

高

7月電費每日使用量

雷達圖不適合歷史紀錄



目前的電費帳單通常是兩個月一期結算，
例如九月份電費帳單實際上是七、八兩個月的電費；
有些圖表呈現歷史紀錄時，仍依據帳單結算月份，
但一般閱讀認知，習慣以實際當月月份來理解，
而非帳單結算月份。

歷史用電圖表
不建議用收帳月份呈現

整 體 用 電 歷 史 紀 錄03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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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實當月月費紀錄

1500

1000

500

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用電度數

1500

1000

500

0

用電度數

10
4/0
3

10
4/0
5

10
4/0
7

10
4/0
9

10
4/1
1

電費帳單電費帳單



有些電器例如冰箱或冷氣，使用時間常跨不同日期，
如果圖表紀錄只呈現一日的資料計算時，
容易產生不合理的間斷感；
若能表現出時間延續感的手法，
將減少誤讀資料的可能性。

當電器跨日使用時
圖表應表現時間延續感

各 電 器 的 使 用 時 間04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VISUAL DESIGN FOR ENERGY 



表現出時間的延續感

07/01
00:00

07/02
24:00

07/01
00:00

07/02
24:00

使 用 時 數使 用 時 數 電器每日累積電器每日累積



圖表線段端點的形式若做太多變化容易讓人錯估，
例如端點使用大圓點設計雖然較為醒目，
卻因為佔據了一定的面積，
反而讓人不知道實際使用時間是多少，
若使用時間很短，就更無法呈現出正確的長度。

圖表線段端點形式
應保持精準

整 體 用 電 歷 史 紀 錄04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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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PM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電器每日使用時間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AM PM

電器每日使用時間

線段端點形式應保持精準



鐘錶意象雖容易讓使用者理解在表達時間，但通常一圈是12小時，
若以一圈24小時的方式來呈現，反而會造成使用者讀錯數值。
如用圓形呈現一天24小時，
可嘗試用地平線意象，上半圓為白天、下半圓為黑夜，
消除鐘錶一圈12小時的既定印象，
也更容易理解白天及黑夜的標示。

避免使用
鐘錶意象呈現24小時

整 體 用 電 歷 史 紀 錄04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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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平線意
消除12小時的既定印象

00 0222

1014

0420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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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機
當日使用時間紀錄

洗衣機
當日使用時間紀錄

12

03

06

09



單純呈現用電時間的資料時，
隨著時間變化的資料僅有一個維度改變；
除非特殊狀況，
否則用兩個維度以上的形式像圓圈或正弦波等，
反而讓人難以判讀。

呈現用電時間長度
應使用單一維度的元素

整 體 用 電 歷 史 紀 錄04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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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維度元素來表示

7/1 7/2 7/3 7/4 7/57/1 7/2 7/3 7/4 7/5

電器每日使用時間 電器每日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本身依靠數字就可明白，
將它圖像化讓使用者自己計算次數，
反而讓閱讀負擔更重。
甚至，使用次數需要與其他資料搭配才能具有意義，
需要單獨呈現使用次數的場合並不常見，
即使需要，用單純數字表示即可。

次數資訊
不需視覺化

各 電 器 的 使 用 次 數05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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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呈現即可

咖啡機
電器當月使用率統計表

共使用                       次27

累積時間                       分鐘81

7/01-31
105

咖啡機
電器當月使用率統計表

7/01-31
105

01 05 10 15 20 25 30 31 /日



當需要比較量的精確多寡差異時，
單純數字顯示已相當清楚明瞭，
如果超過兩筆以上的資料或僅快速瞭解趨勢，
利用長條圖搭配數字呈現即可達成。

比較資料間的多寡分佈時
長條圖比數字更合適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VISUAL DESIGN FOR ENERGY 



長條圖適用於比較的呈現

冷氣機
自家一樓 客廳

電器當月詳細資料 電器當月詳細資料

冷氣機
自家二樓 主臥室

冷氣機

1200

自家一樓 客廳

使用時間 使用度數 本月費用

(分鐘)
9.8
(度)

39.2
(元)

冷氣機

540

自家二樓 主臥室

使用時間 使用度數 本月費用

(分鐘)
4.32
(度)

17.28
(元)

使用
時間

1200

540

使用
度數

9.8

4.32

本月
費用

39.2

17.28



當多筆資料需要彼此比較時， 
若能共用圖表內容，像是軸線、網格等，
使用者自然而然會做比較。

多筆資料共用部分圖表時
能更有效引導使用者比較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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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圖表內容以便比較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電器當日使用時間電器當日使用時間



當使用者需要比較資料並判斷內容時，
同時座落在同一軸線上就能容易判斷相對位置。

兩筆資料應放在
同一軸線上才容易比較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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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與圖表應對應呈現

用電量過高

更新時間 : 2015/07/03 - 18:3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本周用電量

平均 過高
更新時間 : 2015/07/03 - 18:30

50 100 150 250 300 350 400

本周用電量

200



多比資料放在一起時，若有主要比較者和被比較者差別，
前者的設計應較後者明顯，
使用者才能感覺到彼此主從關係進而比較。

資料間的主從關係
應明確呈現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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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關係色彩區分呈現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中

低

高

2015
2016 今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中

低

高

2015
2016 今年

今年/去年月份電費比較 今年/去年月份電費比較



當需要比較各項用電資料時，「結果」才是使用者所在意的，
例如鄰里比較時，
自己的用電與其他人比起是高或低，差距、排名等，
而非直接視覺化所有家戶的原始用電量，讓使用者自己計算。

視覺化重點應放在比較結果
而非原始資料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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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直接呈現統計結果即可

0 300 600 900 1200低 中 高

本月用電亮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302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7月用電統計表 附近店家-商業用電 7月用電統計表 附近店家-商業用電



比較資料時，凸顯資料之間的差距，
可幫助使用者快速判斷差異量， 例如，股票成交價的記錄圖。

凸顯差距處
有助於判斷差異量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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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差距有助於判斷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中

低

高

2015
2016 今年 較去年低

較去年高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中

低

高

2015
2016 今年

今年/去年月份電費比較 今年/去年月份電費比較



當需要提醒用戶電器用量資料，例如用電量超過平均值時，
直接提示超量狀態，會比隱晦地呈現當下用量與平均用量的差值，
來暗示使用者用量超過來得妥當。

要提醒電器用量時
應直接呈現狀態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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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隱晦呈現用量狀態

00 05 10 15 20 25

冷氣機
電器當月使用率統計表

平均用電 本月用電

00 05 10 15 20 25

冷氣機
電器當月使用率統計表

當月用量

平均用電 本月用電

用 電 量 偏 高



當電器用量資料比較需要提醒用戶整體狀態，
例如：用電量「偏高」或「過高」等用詞，
因為用電量會有起伏的容許範圍，
應先提供判斷標準，使用者才能理解當下狀態。

狀態判斷提示
應先提供定義

各 電 器 的 資 料 比 較06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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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狀態解釋與定義

電器當月詳細資料

冷氣機
自家一樓 客廳

用電量偏高

使用
時間 1220

使用
度數 4.32

電器當月詳細資料

冷氣機
自家一樓 客廳

用電量偏高

使用
時間 1220

使用
度數 4.32

用電量低於500，為用電量正常 
若用電量累積超過500，為用電量偏高 



人們擔心過度相信預估值而錯估最後結果，
因此會依據預估方法的可靠性，來判斷是否要相信預估結果，
所以當要呈現預估資訊時，
必須讓人能知道是由之前的歷史記錄所推估出來，
人們會比較願意相信這項預估結果。

預估趨勢如果將過去記錄
一同呈現會更具說服力

未 來 用 電 的 預 估07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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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過去數據呈現據說服力

7月用電預估費用

1500 度

181.71 元

200 元

目前
用電

目前
電費

預估
電費

7月用電預估費用

1500 度

181.71 元

200 元

目前
用電

目前
電費

預估
電費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使用電量

7/31

中

低

高

預估用電



虛線意象普遍代表「非目前的狀況」，
常見於天氣預報、導航路線、股市走向等；
當需要呈現用電相關的預估，
例如用量、數值或位置的時候，
虛線相較於其他圖像元素更易理解。

預估資料
適合用虛線形式呈現

未 來 用 電 的 預 估07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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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資料以虛線呈現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使用電量

7/31

中

低

高

預估用電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使用電量

7/31

中

低

高

預估用電

7月用電預估費用 7月用電預估費用



當用電資訊以地圖方式呈現時，
範圍應考慮情境跟資料本身意義的合理性；
舉例來說，家庭用戶在意的範圍可能只是同一個社區，
商業用戶在意的是整棟建築，地方政府在意的是整個縣市等，
圖表應標示出所呈現的區域範圍， 
會比較清楚圖表所要傳達的含義。

地理分佈應標示
所呈現區域範圍的說明

用 電 的 地 理 分 佈08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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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應標示呈現的區域範圍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05  07/1 - 07/25
復興里之用電量統計比較。

7月用電統計表

適 中
本戶 本月用電量  

105  07/1 - 07/25
復興里之用電量統計比較。適 中

本戶 本月用電量  

社區居民用電 7月用電統計表 社區居民用電



在地圖上要呈現單一用戶位置時，須考慮地圖範圍與使用情境；
例如以台灣全圖呈現個別用戶位置，各種記號因為一定的面積，
看起來像代表一個區域而非定位單獨一點；
因此，當需要標記地理圖上單一地點時，
除了將範圍縮小至社區、甚至單一建築物的尺度，
也可以考慮現有的標示方式，
例如：房屋圖示、Google地圖標記等現有的圖示。

在地圖上呈現單一用戶時
須考慮使用脈絡

用 電 的 地 理 分 佈08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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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用電量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10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本月用電量 低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600度
電，目前使用量-低。

本月用電量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10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本月用電量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10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本月用電量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12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本月用電 高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5000度
電，目前使用量-高。

自家用電 其他用戶計電

本月用電量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10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本戶計電地址：民生西路123號Ａ棟2樓A戶 

使用相同計電產品用戶

本月用電量  低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540度，目前使用量-高。 

Ａ戶 Ｂ戶

電梯

Ａ戶 Ｂ戶

電梯

1F

2F

3F

本月用電量 適中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20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自家用電

本月用電量 低
105 07/1-07/31，
截至目前已使用300度
電，目前使用量-正常。

其他用戶

本戶計電地址：民生西路123號Ａ棟2樓A戶 

使用相同計電產品用戶（同棟）

Ａ戶 Ｂ戶

電梯



當資料數量多又需要依照地理呈現時，
除非只需呈現密集感，
否則會發生資料重疊的情形，
應重新思考註記記號的樣式，
甚至考慮資料是否用地圖呈現是必要的。

避免資料點重疊
造成干擾難以閱讀

用 電 的 地 理 分 佈08
能 源 資 訊 設 計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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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符號增加資料可讀性

使用綠能環保電器 使用傳統耗電量高電器之店家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155巷1號
2012年 台北環保節能比賽 - 優等
2014年 台電綠能店家競賽 - 優良店家

2012年 台北環保節能比賽 - 優等
2014年 台電綠能店家競賽 - 優良店家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111巷1號

Ａ
Ｂ
ＢＤ

Ｃ

Ｃ

Ｄ

Ｅ

ＦＦＥ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Ｈ
Ｇ

Ａ

店家綠能環保電器統計 店家綠能環保電器統計

使用綠能環保電器 使用傳統耗電量高電器之店家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155巷1號
2012年 台北環保節能比賽 - 優等
2014年 台電綠能店家競賽 - 優良店家

2012年 台北環保節能比賽 - 優等
2014年 台電綠能店家競賽 - 優良店家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111巷1號

Ａ
Ｂ
ＢＤ

Ｃ

Ｃ

Ｄ

Ｅ

ＦＦＥ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Ｈ

Ａ
Ｇ

Ａ Ａ

Ａ

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