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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國際產業競爭愈趨激烈的環境之下，開發具競爭力的新產 品成為決定企業競爭成敗的關鍵因素，日本企業藉著成本企劃

（Target Costing ）管理新產品開發的目標成本（Target Cost）， 因此總是能開發出滿足消費者各方面需求的並具有競爭

力的新產 品，由此可知達成目標成本對於企業開發新產品的重要性，然而 價值工程活動乃是企業達新產品目標成本的主

要手段。本研究藉 著企業對新產品的目標成本方式的不同，根據產品/製程設計改變 程度來衡量企業的價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能力，來探討 企業的價值工程能力與新產品目標成本型態的採用關係。為驗證 理論，故針對台灣汽車零件

產業以及家電產業選取兩家代表性公 司，作為個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企業對不同新穎程度的新產品 的成本企畫管理方

式各有不同的設定目標成本的方式，運用價值 工程來達成目標成本的成效也有所不同，然而除了產品與製程設 計人員的

能力，新產品原料價格的上昇是造成企業實行價值工程 卻無法達成目標成本的關鍵因素，中心廠設計人員與協力廠的協 

調也是達成目標成本的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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