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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媒體產業為我國未來的明星產業，其新商品發展過程的介面管理因素與新商品開發的績效關係，正是研究重點，其目的

在找出商品發展過程影響新商品開發績效之因素，做為企業改善之目標。 經由對總體環境、多媒體產業、行銷管理、研究

開發管理、行銷與研發之介面管理及新商品開發績效等文獻探討，找出影響新商品發展的相關因素，並確立績效的衡量指

標後，進行對上市、上櫃之多媒體企業之研發與行銷部門主管進行問卷調查。 再由SPSS統計分析軟體中的T檢定

、Pearson相關分析、因素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來驗證有關介面管理之相關因素，來達成本研究之目的。經研究

獲致下列主要結論: 1.多媒體產業在新商品發展中，最重要的工作及待加強的項目，在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中，研究開發部門

有7項，而行銷部門則認為有11項;在最待加強的項目中，研究開發與行銷部門均認為有7項。研究開發部門著重在成本與價

格、技術、策略與開發規劃上，而行銷部門著重在行銷策略、價格資訊、通路資訊等之行銷管理上。 2.多媒體產業在新商

品發展過程的介面活動共有7項，以發展新商品的規劃、創意、產業與技術發展、商品獲獎及成本項目為主。 3.多媒體產

業在研究開發與行銷間及研究開發部門、行銷部門分別對有關新商品發展活動與資訊在重要性認知上、在執行程度之看法

上、在心中認為負責執行的單位上、在實際負責執行單位的看法上相互間之差距，除研究開發部門在重要程度的認知與實

際執行程度的情形，在看法上有顯著差的差距外，行銷部門亦是如此;此正反應出在這高度競爭的產業中，團隊合作是必要

的以外，對自我的要求也相對的高，這也正促使產業的進步。 4.除研究開發部門對新商品開發活動的重要性認知較行銷部

門為高(重要)時，其新商品開發績效也愈來愈好外，而其他各種二部門間或各部門、認知與實際之差距與新商品開發績效

皆無明顯相關。探究這些差距與績效皆無明顯相關的原因，可從這產業新商品開發組織的工作運作方式有將近80%採取了

近乎Team work方式執行有關，因此結合業務、研發、生產、品管、採購等人力組成共同開發團隊應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5.介面互動問題有8項，可分為文化與能力因素、制度因素、時程因素等三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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