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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自行車業界面臨供過於求及價格崩跌兩項負面因素, 在過去這幾年來景氣毫無復甦展望，市場上被淘汰或被併購的企

業為數不少；但是在不景氣之中仍舊有蓬勃發展的企業，如：自行車產業，耑賴於不斷地研發新產品、 創新產品價

格(Innovalue)，才能再重登「自行車王國」寶座。 自行車乃是國人在生活上最普遍使用的代步工具，但由於受限於體力、

騎乘舒適性，僅限於短距離使用。而電動自行車具有便捷、無污染、免油、充電容易的特性，給對速度快的機車有恐懼感

的人們另一種新選擇。日本通產省曾建言：電動自行車是改變人類未來生活方式的十項商品之一，就是最好證明。本研究

的主要目的，是以年輕族群做為研究對象，透過聯合分析法藉以掌握消費者在購買電動自行車之造形偏好，及最喜歡的產

品組合，進而建立電動自行車之最佳化設計模式。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主要探討消費者的個人偏好。篩選出主

車體外形、電動組(電池)外形、產品色彩、輪胎外形、配備外形等五個產品屬性，做為受測體之依據以進行聯合分析。本

研究結果發現，對年輕族群而言，主車體外形是他們在選購電動自行車時之最重要參考因素。也就是說如何把電動自行車

外形設計的更具競爭力、更吸引消費者注意，是新產品叫好又叫座的關鍵所在。此外，年輕族群在選購電動自行車時，對

配備外形的偏好優於輪胎外形上的考量，也是值得做為新產品研發設計時之參考。 關鍵詞：年輕族群、電動自行車、聯合

分析法、最佳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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