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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技術新產品不斷地被開發，產品生 命週期縮短，企業在面臨與日俱增的市場競爭下，為求生存

與發 展，愈來愈依賴創新以提高其競爭力，建立永續生存的利基。創新 已成為企業提昇競爭力之重要手段。在今日複雜

多變的競爭環境 下，如何創新已然成為重要的議題。 目前汽車內裝產品以已從傳統生產製造導向，經過消費者需求 導向

，到自行研究發展客製化商品，亦即以消費者差異化為需求導 向時，如何創新、提高研發設計效率，達到產品的多樣化設

計，滿 足消費者的要求，進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潤，追求完善的產品品質以 及提高市場競爭力。乃是設計人員所應多加思

索的一個問題。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利用QFD 方法將汽車內裝產品之需求轉換 成代用特性，找出最需改善的產品品質特性

或零件的機能特性，然 後導入TRIZ 創新原理來應用在汽車內裝產品開發上,找出與問題 相關的工程參數,並尋求出現頻率

較高、較重要的創新法則來作為 汽車內裝設計上的重要概念。並運用實例來驗證應用TRIZ 方法能 有效地提供設計者創新

設計，最後，建立「適用於汽車內裝產品設 計的創新方法」，協助設計師經由系統化的設計方法，快速找到產 品創新的

概念，以提供成為未來汽車內裝產品設計人員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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