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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國際油價日益高漲，石油能源日愈潰乏，所以機車已成為最省能源的交通工具之ㄧ，在國內機車最受歡迎，當然機車

輪胎成為機車安全最重要的部品。本研究希望了解顧客(機車行老闆)對於機車輪胎心中的需求及重視的是什麼？運用品質

機能展開法，將顧客的需求為依據改善機車輪胎產品品質。討論方向如下：

一、得知顧客(機車行老闆)對於機車輪胎品質構面的重要度看法。

二、華豐(DURO)、正新(MAXXIS)與建大(KENDA)三個品牌機車輪胎的競爭分析。

三、將機車輪胎品質構面依照Kano品質要素分類。

四、運用品質機能展開法將顧客需求變成改善機車輪胎品質作業。

首先從華豐、正新與建大的機車輪胎產品目錄加以分析歸納出十個機車輪胎品質構面，藉著問卷來得知顧客對於機車輪胎

品質構面的期望重要度，且進行華豐、正新與建大三個品牌機車輪胎的競爭分析。並透過(正面與反面)成對問題的Kano問

卷將機車輪胎品質構面分類為Kano品質要素，比較不同顧客屬性對於機車輪胎品質構面的看法差異。最後整合Kano模式

與品質機能展開法改善機車輪胎品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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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致謝詞 ．．．．．．．．．．．．．．．．．．．．． vi

內容目錄．．．．．．．．．．．．．．．．．．．．． vii

表目錄 ．．．．．．．．．．．．．．．．．．．．． ix

圖目錄 ．．．．．．．．．．．．．．．．．．．．． 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流程．．．．．．．．．．．．．．． 3

　　第四節　研究範圍．．．．．．．．．．．．．．．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

第一節 機車輪胎品質．．．．．．．．．．．．． 6

　　第二節　二維品質模式．．．．．．．．．．．．． 7

第三節 品質機能展開．．．．．．．．．．．．． 17

　　第四節 整合二維模式與品質機能展開．．．．．． 2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6

　　第一節 研究方法流程與架構．．．．．．．．．． 26

第二節 問卷內容．．．．．．．．．．．．．．． 28

　　第三節 抽樣方法．．．．．．．．．．．．．．． 29

　　第四節 整合Kano與品質機能展開．．．．．．． 30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整理．．．．．．．．．．．．．． 31

第一節 敘述統計．．．．．．．．．．．．．．． 31

第二節 Kano二維品質分類．．．．．．．．．．． 39

第三節 不同顧客屬性對機車輪胎品質構面之差異． 42

第四節 品質機能展開．．．．．．．．．．．．． 56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59

第一節 結論 ．．．．．．．．．．．．．．．．． 59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62



參考文獻 ．．．．．．．．．．．．．．．．．．．．． 63

附錄 研究問卷 ．．．．．．．．．．．．．．．．．． 66

表目錄

表2- 1 狩野紀昭之二維品質要素歸類表．．．．．．．．．． 15

表2- 2 Schvaneveldt, Enkawa, and Miyakawa之二維品質要素歸類表．．．．．．．．．．．．．．．．．．．．．．

16

表2- 3 Kurt, Matzter, and Hinterhuber二維品質歸類表．．．． 17

表2- 4 Tan and Shen之顧客認知與Kano品質要素分類表．．． 23

表2- 5 Tan and Shen個案之傳統品質機能展開表．．．．．． 24

表2- 6 Tan and Shen個案之整合Kano品質機能展開表．．．． 25

表4- 1 有效問卷與無效問卷統計表．．．．．．．．．．． 31

表4- 2 顧客屬性變數次數分配表．．．．．．．．．．．． 33

表4- 3 顧客對機車輪胎品質構面期望重要度評分表．．．．． 35

表4- 4 華豐品牌機車輪胎品質構面認知滿意度評分表．．．． 36

表4- 5 正新品牌機車輪胎品質構面認知滿意度評分表．．．． 37

表4- 6 建大品牌機車輪胎品質構面認知滿意度評分表．．．． 38

表4- 7 機車輪胎品質構面Kano品質要素歸類表．．．．．．． 41

表4- 8 性別對Kano品質要素歸類之差異表．．．．．．．．． 43

表4- 9 年齡對Kano品質要素歸類之差異表．．．．．．．．． 46

表4-10 工作年資對Kano品質要素歸類之差異表．．．．．．． 49

表4-11 教育程度對Kano品質要素歸類之差異表．．．．．．． 52

表4-12 月收入對Kano品質要素歸類之差異表．．．．．．．． 55

表4-13 顧客的整合Kano品質機能展開表．．．．．．．．．． 58

圖目錄

圖 1- 1 研究架構流程圖 ．．．．．．．．．．．．．．．．． 4

圖 2- 1 機車輪胎品質組成要素圖 ．．．．．．．．．．．．． 7

圖 2- 2 赫茲伯格之激勵－保健理論的雙連帶圖．．．．．．．． 9

圖 2- 3 狩野紀昭之二維品質模式及五類品質要素圖．．．． 11

圖 2- 4 Bossert提出之品質屋架構圖 ．．．．．．．．．．．． 18

圖 3- 1 研究方法架構圖 ．．．．．．．．．．．．．．．．． 27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丁學勤(1998)，汽車修理業的必備品質與輔助品質，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三十四屆年會暨第四屆全國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

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511-519。台灣飛利普股份有限公司(1991)，台灣飛利普1991戴明獎得獎發表，全面品質經營成果發表

會，台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工會(2007)，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工會簡介 [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tria.org.tw/[2007, October 11]。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經營方針[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cst.com.tw/[2007,

October 11]。石川(1973)，講座－品質解析第一講，品質管理月刊，24(1)，70-82。赤尾洋二(1992)，新產品開發－品質機能展開之實際

運用，中國生產力中心。林泉源(1985)，管理學，台北:驚聲出版社。建大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Customer Service and Market-ing

Network，[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kenda. com.tw/[2007, October 11]。狩野紀昭，瀨樂信彥，高橋文夫，?新一(1984)，有魅力的品

質與應該有的品質(陳俊卿譯)，品質管制月刊，21(5)，33-41。陳慧鴻(2001)，以品質機能展開進行盲人點字機之改良研究，大葉大學工

業工程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07)，車輛產業概況[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artc.org.tw/ARTC[2007,

October 11]。張維昌(2003)，應用品質機能展開與品質工程於產品製程改善之研究，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華豐橡

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華豐精神[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duro.com.tw/[2007, October 11]。黃勇富，張文良，黃馨瑩，蔡碧

珍，鄭夙雯(2002)，應用Kano模式於宅配服務品質需求之探討，品質月刊，38，33-44。廖靜怡(1995)，二維品質開發評估模式－於商品

企劃之應用，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黎正中(2000)，魅力品質與競爭力，中華民國科技管理論文集，新竹:國立交

通大學，1473-1482。劉必慧(1995)，以品質機能展開改造企業流程，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戴久永(1996)，創造

魅力品質，管理雜誌，260。二、英文部份Bossert, J. L. (1991).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A Practitioner’s Approach. New York: ASQC

Quality Press Inc.Herzberg, F. (1987, September October). One More Time: 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te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3,

109-120.Matzler, K., & Hinterhuber, H. (1998). How to mak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more successful by integrating Kano’s model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to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Techno-vation, 18(1), 25-38.Swan, J. E., & Combs, L. J.(1976).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Com-puter Satisfaction: A new Concept. Journal of Marketing, 40, 25-3.Schvaneveldt, S. J., T. Enkawa, T., & Miyakawa,. M. (1991). Con-sumer

Evaluation Perspectives of Servoce Quality: Evaluation Factors and Two-Way Model of Quality.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12, 149-161,Tan,

K. C., & Shen, X. X.(2000). Integrating Kano’s model in the planning matrix of quality funtion deployment.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11(8),

1141-1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