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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車前視是由特徵元素所構成，若干研究以不同美感車型前視進行探討，結果指出，特徵元素及其搭配性的美感評價線性

總和與總體美感評價趨勢一致。本研究更進一步以目前市售運動型休旅車前視為例，探討這些特徵元素與其搭配性對總體

美感影響的比重。 研究採用2011 國內U-Car網路公佈休旅車二十部為對象進行探討，第一階段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整體美

感評價，依分數選出排序前、中、後共五部樣本車；第二階段以五部樣本車請受測者評出搭配性較有關的組合元素，建構

特徵元素及其搭配性的評價表；第三階段以此評價表進行五部樣本車之元素與元素搭配性美感評價。最後以總體美感評價

為因變數，元素與元素搭配性美感評價為自變數，進行複迴歸分析以求得影響的比重。 結果顯示，影響比重由大而小依序

為：「車體外輪廓線」、「後照鏡與前車燈搭配性」、「前車燈與進氣口搭配性」、「進氣口與引擎蓋分件線搭配性」、

「前檔玻璃與引擎蓋分件線搭配性」、「引擎蓋分件線」。要設計出較具美感之運動型休旅車，當把握上述原則並依其影

響比重適當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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