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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的汽車市場型態長期以來受到歐、美、日等國影響，汽車種類由國外車廠直接引進，但由於國情不同，汽車的使用應

有所差異。歐美國家由於地緣廣大，許多家庭通常擁有兩部汽車，一部轎車，另外一部為休旅車，而我國人口密集，停車

位有限，使得大多數的家庭只能選購其中一種車款，早期以轎車為主，其後流行之休旅車，卻也造成購買休旅車卻多做日

常生活之用的情形。近年來車型則有朝向介乎轎車與休旅車之間發展之趨勢。 本研究嘗試就轎車、休旅車以及中間車款三

大類型，探討這些車輛造型與環境契合度，並比較三類車型主要造型幾何特徵的差異，期望藉此提出兼具適合都會上班及

郊區休閒的汽車造型。 研究首先請受測者就30部車型以區間尺度表達其造型適合都會或郊區的程度，分析這些車型側視圖

面主要幾何特徵﹝包括全長、全高、軸距、肩線高、底板高度、引擎蓋斜度、前擋斜度、後車窗斜度、後門斜度⋯等﹞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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