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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速食麵桶裝產品為研究範圍，並以A產品為研究對象，希望了解一般消費者對於桶裝速食麵產品之需求，以得

知消費者想要、需要與所重視的是什麼。利用速食麵試吃與問卷填寫的方式得到消費者心目中的聲音，並將速食麵產品之

品質要素套用Kano模式的品質要素分類，結合四家品牌速食麵產品的食用感與外觀之競爭分析，導出速食麵產品需改善之

品質要素為何，以作為日後速食麵廠商參考之依據。研究發現速食麵食用感「速食麵調味包中所含的食材大小」、「速食

麵份量大小」兩品質要素為消費者最想要優先改善之項目；在速食麵外觀部份順序為「速食麵包裝上標示內容物所含成份

」、「速食麵所包含的調味包內容物豐富度」，其他外觀項目則為無差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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