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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台灣木質地板之「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等因素

是否影響消費者購買產品之意願。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以「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 

」問卷調查表做為研究工具，並以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平均月收入、希望合理

售價作為自變數項，以「色系」、及「拼接」做為依變項，針對台灣北、中、南、東及

離島地區的消費者，採取「隨機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問卷共計寄出 416 份問卷，

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336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80.7%。依據網路問卷調查

所得資料進行統計與分析，並運用描述性統計獲得以下之結論： 

 

一、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特性」的喜好程度： 

01耐磨、耐刮、抗衝擊。 

02抗污、好保養、低甲醛。 

03吸音、隔音效果。 

此三項「地板特性」可供消費者、設計師、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及「相關

學術單位」作為後續參考、研究之方向。 

二、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色系」的喜好程度： 

    消費者在不同背景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分別

落於深色(森林橡木-色系)及淺色(淺混泥土-色系)兩大色系。 

三、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拼接」的喜好程度方面： 

消費者在不同背景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分別

對「1/2交釘」、「自然交釘」有著較高評價，其次為「1/3交釘」、「步步高昇」拼花，

相較於「對齊排列」、「寬窄拼法」、「人形拼法」及「箭頭拼法」相對評價較低。 

 

關鍵詞：木質地板、超耐磨地板、地板特性、地板色系、地板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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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sales price", "color system" and "splicing" of Taiwan's wooden flooring affect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products. Using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interior wood flooring preferences" 

Questionnaire as a research tool, with gender,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average monthly income, and reasonable selling price as the variables, with 

"color system" and "splicing" as the variables, for Taiwan Consumers in the 

North, Central, South, East and Outlying Islands took a “random approach”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416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from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deducting the invalid questionnaires, there were 

336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80.7%. According to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online survey,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re used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sales price", "color system" and "splicing" of Taiwan's 

wooden flooring affect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products. Using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interior wood flooring 

preferences".Questionnaire as a research tool, with gender,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average monthly income, and reasonable selling price as the 

variables, with "color system" and "splicing" as the variables, for Taiwan 

Consumers in the North, Central, South, East and Outlying Islands took a “random 

approach”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416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from the questionnaire, and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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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ollected.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was 336, an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80.7%. According to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online survey,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re used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wearable  

flooring: 

   01 Wear-resistant, scratch-resistant, impact-resistant。 

   02 Anti-fouling, good maintenance, low formaldehyde。 

   03 Sound absorption, sound insulation 

  These three "floor characteristics" can be used as a follow-up reference and 

research direction for consumers, designers, and wood flooring related 

professionals and relat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2.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the super-wearable floor "color system": 

   Consu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floor color" preference for indoor wood 

flooring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falls in two colors: dark (forest oak-color) 

and light (light concrete-color). 

3.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the “splicing” of super-wearable floors: 

   Consu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floor mosaic" preference of indoor wooden 

flooring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has a higher evaluation of "1/2 stitching" 

and "natural stitching", followed by "1/3 stitching" and " The "ladder" 

stitching is relatively lower than the "aligned", "width-spliced", "Fish bone 

stitching" and "arrow stitching". 

 

Keywords: wooden floor, Laminate Flooring, floor characteristics, 

          floor color, floor spl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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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木質地板之「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等因素

是否影響消費者購買產品之意願。透過資料收集、整理、探討進而設計問卷，透過

問卷的發放及回收篩選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及分析，最後以客觀的數據來說明研究結

果，並提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作為室內設計師在木質地板選定建議及地板材料商

推展之參考。第一節介紹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第三節為重要名

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六節為研究論文

之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漢代許慎於「說文解字」中所記，「休」，從人依木，人在操勞過甚時，常 

倚靠樹木來減低疲乏，休養精神，故休之本意為息止也，有休息、休養等待的 

意思（漢代許慎）。 

 

    木質地板因具有自然的紋理及色澤、芳香的氣味和柔和的觸感，在視覺上 

和諧美觀，使人有精美、舒適、溫馨自然的感覺，且可調節居住環境中的溫濕 

，並有吸音、仰菌等優點，因此在建築和室內裝潢上為人們所喜愛使用，且使 

用量有增加的趨勢。（陳文生 2015） 

 

    人類在生活方面包含有物質和精神雙重之需求，在居住方面，住宅四周、 

房舍四周、房舍設計、室內裝潢、地板、門窗等等，甚至家具陳設，都是滿足 

人類居住之需求。而室內建材型狀、色彩、質地以及其他屬性，對人們來說又 

是一種思想、倫理、審美等方面之對象，是滿足其居住精神上需求。木質地板 

亦是滿足人們生活上物價與精神需要之一種裝飾材料。（陳錫源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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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過勞」、「步調快速」及「競爭市場」已是台灣現今社會工作的常態 

；在這高度壓力的生存環境之下，使得人與人之間常期處於精神緊繃、情感疏 

離及冷漠的狀態，也因此對身、心、靈造成極大的壓力，進而影響人際關係； 

因此在離開高壓的工作環境回到居住空間時，最想接觸的就屬天然又溫暖的材 

質，且在居家環境中唯一長期與接觸最長時間的建材，就屬室内木質地板。 

 

    如何了解消費者在選擇室内木質地板時可以更加精準的下定決策與判斷， 

亦是設計師最大之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市場問卷調查收集的方式了解「設計師」、「消費者」及「 

銷售廠商」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對其選購條件的落差，定出符合大綜市場的客觀資訊，

並將其調查分析之結果提供三方選擇參考達到三贏目標。 

室内木質地板的「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條件皆有著直接或間接

影響消費者選購的意願，而這些選購條件也會直接影響設計師規劃選材之設定。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有下列三項研究目的： 

一、瞭解不同背景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

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二、分析不同背景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

喜好度的差異性。 

三、探討不同背景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

喜好度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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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一、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售價」、「色系」、及「拼接」喜好度有顯

著性差異。 

二、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售價」、「色系」、及「拼接」喜好度有顯

著性差異。 

三、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售價」、「色系」、及「拼接」喜好度有顯

著性差異。 

四、專業與非專業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售價」、「色系」、及「拼接」喜好度

有顯著性差異。 

五、不同平均月收入之消費者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售價」、「色系」、及「拼接」

喜好度有顯著性差異。 

六、不同居住區域之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售價」、「色系」、及「拼接」喜好度

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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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受限於人力、物力之因素，其研究對像以台灣地區網路社群平台 

使用者為限。受試者填答問卷時，可能會受限於個人的認知及外在環境因素的 

影響，而對消費者選擇室内木質地板的因素研究的喜好及對問卷的詮釋有所差異，

故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將研究範圍界定及限制分述如下: 

一、本研究僅針對台灣地區 2019年 04月 01日至 2019年 04月 30日「網路社 

群」平台使用者為限。 

二、影響因素祇限定於對室內木質地板「種類」、「售價」、「色系」及「拼接」， 

    其餘相關條件皆不列為本研究之變項。 

三、消費者「選購時間」與「確實裝修施工時間」有其時間之落差（預售屋、 

裝修時間）；其間之變動是否會因其他之因素進而改變選購決定。 

四、室內木質地板會因消費者施作空間定位不同（住宅空間、商業空間、辦公 

    室、公共空間），而有所落差，研究分析與結論是否通用，尚待進一步之研 

    究驗證。 

 

 

 

 

 

 

 

 

 

 

 



 

5 

 

第五節 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背景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限制 

室內木質地板文獻探討 

消費者理論與探討 

研究方法與流程 

問卷設計與調查 

研究結果與分析 

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超耐磨地板發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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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重要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解釋如下： 

一、 消費者 

從法律意義上講，消費者應該是為個人的目的購買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社

會成員。消費者與生產者及銷售者不同，他或她必須是產品和服務的最終使用者而

不是生產者、經營者。也就是說，他或她購買商品的目的主要是用於個人或家庭需

要而不是經營或銷售，這是消費者最本質的一個特點。作為消費者，其消費活動的

內容不僅包括為個人和家庭生活需要而購買和使用產品，而且包括為個人和家庭生

活需要而接受他人提供的服務。但無論是購買和使用商品還是接受，其目的只是滿

足個人和家庭需要，而不是生產和經營的需要。 

(資料來源：智庫百科 https://wiki.mbalib.com ) 

 

二、 消費者行為 

消費行為（英語：Consumer Behaviour）又稱消費者行為，硏究對象是個人，

團體或組織：他們去選擇、保存，使用和處置產品、服務，經驗或想法，以滿足需

求，而這些過程對消費者和社會有所影響。它融合了心理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

市場學和經濟學的元素，試圖了解買方的決策過程，包括個人及團體：例如情緒如

何影響購買行為。它研究個體消費者的特徵，如人口結構及行為變數，以了解人們

的需求，還試圖評估家庭、朋友、運動，參照群體和一般社會群體對消費者的影響。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 

 

三、木質地板 

    木質地板系指將天然的樹材經砍伐後切割、乾燥、加工等程序後製成條板或塊

狀的地面鋪設材料；大致可區分為「實木地板」、「合式地板」、「竹地板」、「軟木塞

地板」、「超耐磨地板」等五大類；其木質地板表面或底材有使用原木料、原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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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料(集層)、木質底板(夾板)或木質加工底板(MDF或 HDF)。 

 

四、超耐磨地板 

    超耐磨地板是將類似美耐板的板面熱壓於高壓製成的密底板上組合而成， 

因使用的材料是可回收的木屑，極具環保概念，在環保意識高漲的歐美社會， 

超耐磨地板已經慢慢取代實木地板之勢。 

    超耐磨地板的英文為「Laminate Flooring」，Laminate非直譯的超耐磨， 

而為高溫擠壓合成板之意，就像英文的字義一樣：超耐磨的表面是一層仿木紋的紙

再加上三氧化二鋁的保護層，下面是高密度纖維密集板之類的合成板，它是用木屑

打成細粉加上黏著劑，經過高溫高壓擠壓而成，顧名思義其耐磨性當然是相當好。 

(資料來源：http://www.floorings.com.tw) 

 

五、顯著性差異 

    顯著性差異是一個統計學名詞。它是統計學（Statistics）上對數據差異性的

評價。當數據之間具有了顯著性差異，就說明參與比對的數據不是來自於同一總體

（Population），而是來自於具有差異的兩個不同總體，這種差異可能因參與比對

的數據是來自不同實驗對象的。 

    顯著性差異是一種有量度的或然性評價。比如，我們說 A、B兩數據在 0.05水

平上具備顯著性差異，這是說兩組數據具備顯著性差異的可能性為 95％。兩個數據

所代表的樣本還有 5％的可能性是沒有差異的。這 5％的差異是由於隨機誤差造成

的。 

  P-value是原假設 H0真實的結論時，我們觀察到樣本的值有多大的概率，簡稱

P值。如果此值小，就下原假設為不真實的結論。統計學上稱為小概率事件，即樣

本不是從原假設的分佈中抽出的。一般 P值大於 α，則無法拒絕原假設，相反，P

值小於α，則拒絕原假設。通常情況下，實驗結果達到 0.05水平或 0.01水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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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數據之間具備了顯著性差異。在作結論時，應確實描述方向性（例如顯著大

於或顯著小於）。 

(資料來源：智庫百科 https://wiki.mbalib.com/zh-tw) 

 

六、相關性 

    著名統計學家卡爾·皮爾遜設計了統計指標——相關係數。相關係數是用以反映

變數之間相關關係密切程度的統計指標。相關係數是按積差方法計算，同樣以兩變

數與各自平均值的離差為基礎，通過兩個離差相乘來反映兩變數之間相關程度；著

重研究線性的單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的值介於–1與+1之間，即–1≤r≤+1。其性質如下： 

• 當 r>0時，表示兩變數正相關，r<0時，兩變數為負相關。 

• 當|r|=1時，表示兩變數為完全線性相關，即為函數關係。 

• 當 r=0時，表示兩變數間無線性相關關係。 

• 當 0<|r|<1時，表示兩變數存在一定程度的線性相關。且|r|越接近 1，兩變數

間線性關係越密切；|r|越接近於 0，表示兩變數的線性相關越弱。 

• 一般可按三級劃分：|r|<0.4為低度線性相關；0.4≤|r|<0.7為顯著性相關；

0.7≤|r|<1為高度線性相關。 

• 資料來源：智庫百科 https://wiki.mbalib.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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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預期結果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消費者對於室内木質地板「種類」、「售價」、「色系」及「拼

接」等四大因素的喜好程度進行問卷調查，預期研究結果可以了解不同背景的消費

者（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平均月收入、希望合理售價）對於六大因素的喜好

程度，並且能分析各組間的差異性及各組內的相關程度。 

最後將提出客觀的數據做成結論與建議，提供設計師、消費者、銷售廠商與學

術單位後續研究之參考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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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現有森林環境 

    臺灣的地理位置處於東亞中心，東邊有著廣擴的太平洋，西邊相隔臺灣海峽與

中國大陸遙遙相鄰，往南隔著巴士海峽，眺望著菲律賓，往北連接至日本島嶼，如

圖 2-1所示。 

此一地理位置正好位於海陸交界處，南北薈萃、東西交集的重要地點；又因為

有「北回歸線」的貫穿，使得臺灣有著熱帶與亞熱帶兩種豐富的氣候變化，更擁有

多樣化的生態氣候及物種環境。 

 

 

圖 2-1台灣地理位置(資料來源: https://www.google.com.tw/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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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森林面積 

    台灣面積達到三萬六千平方公里（35,886.8623 km2）的範圍中，自然景觀 

與生態資源相當多元及豐富，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 269座，是全世 

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也因為有這些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使得台 

灣的氣候更加變化多端，隨著海拔高度的變化，熱帶、亞熱帶、溫帶及寒帶等 

各種氣候類型均有，再加上四季的變化與季風的吹拂，使得台灣的氣候類型得 

以孕育出各種不同的植物林相。 

    跟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官網上所公告知訊「臺灣地區森林面積」中 

得知，臺灣地區 ( 含金門、連江縣 ) 總森林面積為 2,197,090 公頃，森林覆 

蓋度為 60.71%，如圖 2-2所示。其中屬森林法定義之林地，其森林覆蓋面積以 

104年內政部統計人口數 23,492,074 人計算，人均森林面積為 0.092公頃/人 

，如表 2-2所示。 

 
圖 2-2台灣全島森林覆蓋區域圖(圖片來源: https://www.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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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灣地區森林覆蓋面積 

區位 總面積 森林覆蓋面積 覆蓋率 

林地 1,993,205 1,781,660 89.38% 

其他土地 1,625,791 415,430 25.54% 

合計 3,618,996 2,197,090 60.71% 

單位：公頃 

 (表格來源:https://www.forest.gov.tw) 

 

二、臺灣森林面積與各國比較 

    世界糧農組織 FAO 於 1990 年起即定期(5 年) 發布全球森林資源評估報 

告(Global Forest Resource Assessment, FRA)，藉由聯合國專家團隊蒐集彙 

整各國資訊，評估全球森林資源狀況，最近一次是 2010 年發布的 FRA 2010 ， 

由其揭露的森林資源相關數據指標，如表 2-2所示，可得知我國森林資源於世 

界各國之地位。我國因土地幅員的限制，森林面積總量或蓄積總量雖不高，然 

而如從森林覆蓋率或單位面積的得知我國森林資源於世界各國之地位。我國因 

土地幅員的限制，森林面積總量或蓄積總量雖不高，然而如從森林覆蓋率或單 

位面積的蓄積等指標來看，我國森林資源在世界各國的排名係於前四分之一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https://www.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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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來源: https://www.forest.gov.tw) 

 

(一) 森林覆蓋率及人均森林面積 

    我國森林覆蓋率為 60.7%，是全球平均值 30.3%的 2 倍之高，於世界各國 

排名第 33 名；在亞洲地區國家排名第 7 名，僅次於日本、不丹、南韓、寮國、 

馬來西亞等國。但因我國地狹人稠，人均森林面積僅 0.092 公頃，遠低於全球 

平均值 0.624，亦低於中國大陸的 0.145 及日本的 0.195 公頃。 

 

(二) 原生林及保護森林比例 

    依據 FAO 的定義，原生林(Primary Forest)係指沒有明顯人類活動跡象， 

及生態演替過程未受顯著干擾的森林，我國原生林佔總森林面積之比例達 51% 

，於世界各國排名第 26 名，在亞洲國家排名第 5，較中國大陸 6%、日本的 

表 2-2  全球與各主要國家森林資源狀況表 

區域國家 

森林覆蓋率 人均森林面積 原生林比例 受保護森林比例 公頃蓄積 

％ 排名 公頃/人 排名 ％ 排名 ％ 排名 M3/ha 排序 

全球 30.3 - 0.624 - - - - - 109 - 

臺灣 60.7 33 0.092 183 51 26 52 9 228 19 

中國大陸 20.03 139 0.145 144 6 83 12 72 89.7 108 

日本 68.2 18 0.195 126 19 55 53 8 170.5 46 

南韓 63 25 0.13 149 48 29 - - 97 72 

加拿大 33.6 91 9.721 5 53 15 8 86 106 83 

美國 33.1 95 1.033 50 25 46 10 79 155 59 

澳大利亞 21.3 137 8.135 6 3 94 18 53 - - 

瑞典 66.9 20 3.064 26 9 73 5 100 119 79 

德國 31.7 100 0.134 148 0 112 25 34 315 6 

巴西 62 29 2.71 31 92 4 17 55 2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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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為高。受保護森林定義為：「透過法規或政策工具，指定森林的用途為保護生物

多樣性、水土保持、保存景觀價值或其他防護功能等」，國內採計於國有 

林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野生動物重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保安林、國 

家公園範圍之森林，受保護森林比例達 52%，於世界各國排名第 19 名，居於 

亞洲國家之首位。 

 

(三) 每公頃蓄積 

    我國森林平均每公頃蓄積量達 228  m³，於世界排名第 19，僅次於德國的 

315 m3及巴西的 243 m³，並居於亞洲國家首位，較日本的 170.5 m3及中國大 

陸的 89.7 m³ 高出許多。 

 

 

 
圖 2-3 亞洲國家森林資源排名 

 
 (圖表來源: https://www.forest.gov.tw/0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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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木質地板的發展與背景 

台灣因為林地眾多且在早期日據時代木材取得容易，並透過鐵道大量的運輸，

如附圖 2-4所示，也因為木材加工技術尚不發達，因此當時實木為建築及室內裝修

所普遍使用之建材，但並非所有實木材均適合使用於台灣終年高濕度的海島型氣候

環境，於是有業者引進及開發出適合台灣氣候的所謂「海島型木地板」，海島型木

地板主要組成是由最上面一層優質及漂亮並經處裡過後的薄層實木材，加上其他單

一或數種不同底材的較廉價木頭進行壓合，由於不同木材底層的互相牽制，可以大

幅度降低此類海島型木地板變形的機會，但因近年來環保健康意識逐漸抬頭，木材

類加工建材製品之甲醛含量均有規範不得超標，但是甲醛又是木材黏合不可或缺之

原料，因此海島型木地板雖然解決了實木地板變形的情況，但是可能有部分較廉價

的木地板可能仍難完全避免蟲蛀的命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https://www.forest.gov.tw/) 

 
圖 2-4日治時期阿里山林業火車與鐵道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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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是傳統的天然材料，也是地球上極其珍貴的自然資源，在質感上與人的親

和力是其他材料所遠遠不及的。隨著它生長的環境、土質、氣候以及多樣的樹種，

造就了各種不同的紋理、色澤及軟硬度，更豐富了人們對它的吸引力。正因如此，

木材的資源利用與開發，除了工業領域外，在設計領域更是受到青睞。民眾隨著所

得水準的提高，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亦將提昇。在居住的品質方面，喜歡以木材作為

室內地板或裝潢材料，因為木材除了有優雅的紋理美，適度的柔軟性，自然的溫暖

性以及特有的材質感外，並具有調濕、調溫的功能(盧崑宗，1987)。 

 

    1990年，因全世界開始對「森林永續環保發展」的重視，政府相關單位也開始

跟進全面禁止砍伐台灣原始森林；並且透過規劃「獎勵輔導造林辦法」、「契作短

期經濟林作業規範」、「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經審認耕作困難地區造林作業規範」

等規定之區位及對象予以輔導造林；至此台灣木材自給率降至 1％，絕大多數皆仰

賴國外進口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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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木質地板之種類 

    人的一生當中有超一半以上的時間會與「家」共處，因此對家的裝修可達一定

的重視程度；家中相關裝修方向可分為天、壁、地三大方向；然而一般人常常會忽

略居家建材中配角-地板，它雖是個配角但卻是家中使用年限最長久的裝潢建材之一，

不僅如此，它更是家中唯一長期與身體接觸時間最長的建材。 

    現有台灣最常見到之室內木質地板大約可區分為以下五大類： 

 

一、實木地板： 

    實木地板是將天然的樹材經砍伐後切割、乾燥、加工等程序後製成條板或塊狀

的地面鋪設材料。實木地板保有原木天然的花紋.觸感舒適.使用安全且具有良好的

保溫，隔熱，隔音，吸音，絕緣性能；但實木地板對於乾燥要求較高，易受濕度變

化影響，進而產生翹曲或脹縮的現象，故比較適合用於乾燥環境或溫濕度變化不大

的空間。 

(一)原木地板： 

原木地板顧名思義就是用原木裁切出整塊約五至六分厚，六寸寬之木材， 

再以加工方式車出企口，此方式在施工工期上較為快速便利，並可在室內裝修 

完成油漆後再行進場施工，如附圖 2-5所示。 

 

圖 2-5原木地板(圖片來源:https://yahoo.house10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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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層（拼接）實木地板： 

指接集成材是以原木切割成小角材，依相同木紋的方向平行放置，以指接集成

方式結合而成的板材，如附圖 2-6所示；集成材一般分為二大類，一類為建材傢俱

用集成材，另一類為建築結構用集成材，由於集成材優良的特性，應用在建材傢俱

及地板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目前除日本外，歐美各國也逐漸開始採用。 

 

圖 2-6集層實木地板(圖片來源 https://kknews.cc/zh-hk/home/ ) 

(三)平口實木地板： 

    早期實木地板大多為平口方式施作，如附圖 2-7所示，平口木地板在施作前表

面尚為上漆，以小尺寸實木條加上專用膠水貼合於地面，待全面鋪好後在進行磨光、

打底、面漆等處理，但因施工期較長引響室內裝修工程之進度、且呈現木地板尺寸

較小 . .等因素，美感上較不如企口實木地板美觀，現今漸被淘汰。 

 

圖 2-7平口實木地板 (圖片來源 http://imgjkl.com/ideas) 



 

19 

 

二、複合式木地板： 

複合式地板顧名思義就是兩種以上的材料複合加工而成的地板，如附圖 2-8所

示。地板的上層為各種不同材質的實木，例如：柚木、紫檀、橡木等…。 常用的厚

度有 0.6mm、2mm、3mm、4mm及 6mm。底層則為縱橫交錯的各式材質夾板，例如：樺

木、落葉松、放射松、及柳桉木等，配合區域的需求及使用的功能性，而有不同的

組合及設計搭配。因為其具有較高之穩定性，不易受環境濕度變化而產生變形，尤

其台灣四面環海，屬於海島型氣候，在春夏空氣中的相對濕度較高，木地板結構的

設計最為重要，所以最適合複合式地板的使用，故又稱海島型地板。 另外，複合式

地板更具有節省珍貴木材的使用量，最具有環保概念，達到美觀及物盡其用的目的，

集環保、實用、穩定及防潮於一身，複合式地板可說是木地板最佳的選擇。 

(內容來源： https://www.searchome.net ) 

 

圖 2-8複合式木地板(圖片來源 https://www.codec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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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島型木地板： 

島型木地板之所以會有海島兩字，就是因為這種木材具備較佳的抗潮能力，海

島型木地板的表面是一層實木，再由防潮的夾板作為底層，所以是一種複合式木材，

由於木材經過防潮處裡，能保有實木的質感又具備抗潮能力，適合潮濕多雨的環境，

如附圖 2-9所示。 

木地板表面由 0.5mm～6mm實木（上層）加上 4分至五分夾板（底層），抗潮性

強，不易變形、反翹。保留實木地板的質感及視覺效果，又沒有實木的受潮的缺點，

因為所使用較少實木減少原木的開發故能更加環保。 

 

圖 2-9海島型木地板(圖片來源 http://rita0117.pixnet.net) 

 

(二)美耐板木地板： 

木地板上層的面材為耐刮耐磨之美耐板，底層為 4分至五分夾板，，如附圖 2-10

所示，價格比其他種類的地板便宜許多，大多用於商業空間，價格相對便宜，且較

防潮，不易變形。表面因為是用美耐板印刷，缺乏原木的自然紋理，較無實木地板

天然質感及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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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美耐板木地板(圖片來源 http://sinsp-design.blogspot.com) 

三、竹地板： 

    竹類屬禾木科的竹亞科，擁有旺盛的生命力，平均只要4～6年便可達到成熟期，

即可以計畫性砍伐加以利用；4年以下之竹子，其竹材太嫩，密度尚有不足、強度

及硬度皆過低，但竹齡太大，纖維質將過於老化，韌性太差，脆性過大；相較於樹

木動輒需要數十至數百年的生長期，以天然的竹材料加工製造而成，是一種新型的

建築材料，依據消費者對環境安全的高度要求，以及華人對竹的偏好而漸漸受到重

視。 

    從總體上看竹地板的色差比木地板小，竹子的生長半徑比木頭要小得多，受日

照影響不嚴重，沒有明顯的陰陽面的差別，因此由新鮮毛竹加工而成的竹地板有豐

富的竹紋，而且色澤相對均勻，如附圖 2-11所示。 

 

圖 2-11實竹地板(圖片來源 https://zixun.jia.com/article/67638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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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竹地板： 

    竹地板是一種新型建築裝飾材料，它以天然優質竹子為原料，經過多道工 

序，脫去竹子原漿汁，經高溫高壓拼壓，再經過多層油漆，最後烘乾而成，如附圖

2-12所示。竹地板以其天然賦予的優勢和成型之後的諸多優良性能給建材市場帶來

一股綠色清新之風。竹地板有竹子的天然紋理，清新文雅，給人一種回歸自然、高

雅脫俗的感覺。 

 

圖 2-12實竹地板(圖片來源 http://www.greend.hk) 

  

(二) 集塵竹地板： 

以竹材作為主要原料，經過加工脫漿後以高溫高壓拼合並烘乾所製成的地板；

再依照竹子裁切加工方式可再細分為「弦切取材」、「縱切取材」兩種加工法。 

1、弦切取材：將竹板平行放置，塗膠後經高溫高壓拼接加工所壓成，如附圖 2-13 

              所示，特點為「竹節」清晰可見，常見有二至三層的結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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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集塵竹地板-弦切取材(圖片來源 https://home.19lou.com) 

2、縱切取材：將竹板側立放置，塗膠後經高溫高壓橫向拼接加工製成，如附圖 

             2-14所示，其竹子原有「竹節」特性較不顯，僅約略可視；及 

             加工完工完成之厚度約在 12至 15mm。 

  

圖 2-14 集塵竹地板-縱切取材(圖片來源 http://www.zhufaner.com) 

(三) 重壓竹地板(重竹地板／重組竹地板／竹絲地板)： 

以竹材作為主要原料，將竹條壓碎成竹絲後以浸膠、烘乾等加工處理，再經高

溫高壓而成，如附圖 2-15所示，重竹地板的密度相對要高出許多，比普通竹地板更

耐磨，而且平整平滑，更不容易不蛀蟲及變形，但國內市場對其表面花紋接受度不

高。 

   

圖 2-15重壓竹地板(圖片來源 http://verdeebamb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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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複合型竹地板： 

地板板表面由 0.5mm竹薄片（表層）加上 4分至五分夾板（底層），抗潮性強，

不易變形、反翹。保留竹子本身的質感及視覺效果，又沒有竹子的受潮的缺點，

更重要是環保，如附圖 2-16所示。 

 

圖 2-16複合型竹地板 

圖片來源 https://mosia.com.tw 

 

四、軟木塞地板： 

軟木地板的主要材質，是橡樹的樹皮，細胞組織間充斥著空氣體，故材質具有

極佳彈力與韌性，隔音、防震性高，適合有幼兒或老年人的家庭，且不必拆除舊地

版即可鋪設。 

    軟木的取材是來自於橡木樹皮，橡木只適合種植在地中海沿岸，產量較少，而

且要等到橡木生長到第 25年時，才能再剝橡木的樹皮，而後每隔 9年才能再剝 1

次。 軟木地板的製成，是先將軟木碾壓後，再黏合軟木粒子，而後切割成塊狀的板

材。因為是取自於樹皮，已無養分，蟲子不愛吃，有防蛀的作用；不含甲醛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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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木，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軟木地板是防滑的，目前來講，防滑的特性與其他地板相比也是它最大的相比。

軟木地板防滑係數是 6，即使上面有油也不會很滑。 對家中有年長老人與兒童，地

板材質可考慮軟木。因為，軟木地板不像實木這麼的硬，質地有彈性，若小孩跌倒，

會產生緩衝作用，能降低傷害程度。另外，像是在冬天較冷的天氣，雙腳與軟木地

板接觸時也不會過於冰冷，如附圖 2-17所示。 

    軟木地板很環保，軟木地板的環保性能通過兩個方面體現，製造軟木地板使用

的是樹皮，不砍樹，與實木地板和實木複合地板至少要砍掉一棵樹相比，樹皮可以

自然生長，從而節約原材料，不砍樹，符合可持續發展政策。 

    軟木地板是業內公認的靜音地板，軟木因為感覺比較軟，就像人走在沙灘上一

樣非常安靜。這一塊主要是從結構上來講的，因為軟木本身是多面體的結構，像蜂

窩狀，充滿了空氣，有 50%是空氣，人走上去之後感覺踩在 50%的空氣上面，很軟。 

軟木有一個非常好的特性，從零下 60度到嶺上 80度的高溫都能適應，無論溫

度的高低都可以來適應，所以它的穩定性非常強。因此無論在南方潮濕濕 

潤的環境裡面還是在北方的乾燥環境裡面，軟木地板都是非常適合的。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ome/z25e6a.html) 

 

圖 2-17軟木塞地板(圖片來源 https://kknews.cc/home/om8ar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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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耐磨地板： 

超耐磨地板先驅是瑞典 Pergo，如圖 2-18所示；1881年於瑞典創立一家山毛櫸

加工廠 Stensmolla Kemiska Teknisa Industri(後改名為 Perstorp)，工廠在 1923

年為了節省加工後所需處理「木材剩料處理費用」，而加以廢物利用，進而發明最早

的聚合板。 

Perstorp該產品最先拿到的是製造收音機外殼定單，在生意增增日上之時卻在

製造地板用之聚合板上慘遭滑鐵盧，主要是當時的聚合板雖然經濟又便宜，但其質

感卻無法和原木地板相提並論。 

在 1974年 Perstorp趁著第一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下滑之時，併購自己的競

爭對手 AB Tilafabrilken得到一座完整的生產工廠，再將聚合板的市場推廣至工做

檯面、窗緣、護牆板等產品。 

在 1977年 Perstorp為了突破公司營業額下滑的困境，進而善用公司自身的技

術加以研究開發出超越當時十倍強度的耐磨聚合板 – 新時代聚合板。1979新世代

聚合板(超耐磨地板)，正式出現於地板市場。隔年 1980年第一款超耐磨木地板

「Perstorp Golv GL80」正式於瑞典開始上市。 

 

圖 2-18瑞典 Pergo廠辦 (圖片來源 http://blo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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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耐磨地板是將類似美耐板的板面熱壓於高壓製成的密底板上組合而成，因使

用的材料是可回收的木屑，極具環保概念，在環保意識高漲的歐美社會， 

超耐磨地板已經慢慢取代實木地板之勢超耐磨地板的英文為「Laminate Flooring」，

Laminate非直譯的超耐磨，而為高溫擠壓合成板之意，就像英文的字義一樣：超耐

磨地板的表面是一層仿木紋的紙再加上三氧化二鋁的保護層，底層是高密度纖維密

集板之類的合成板，它是用木屑打成細粉加上黏著劑，經過高溫高壓擠壓而成，顧

名思義其耐磨性當然是相當好，如圖 2-19所示。 

 

圖 2-19超耐磨地板 - 1(圖片來源 http://www.kingleader.) 

    現在也越來多人使用超耐磨，主要就是因為超耐磨地板的實用性相當高，很適

合在小孩房，或是養寵物的房子裡，如圖 2-20所示。 

  

圖 2-20超耐磨地板 - 2(圖片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user/QuickStepFloor/) 

 

    相較於海島型地板，超耐磨地板，除了耐磨之外，它也是非常好整理，可以不

用打臘、無接縫、又因其為木屑加工而成，木質成分少，比較不易燃，防燄性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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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減少木材砍 伐，不像實木地板的大量砍伐木材，當然就比較安全、樂活、環

保。超耐磨地板的價格則會因品牌及產地和技術等方面而有所影響雖然和實木的質

感仍有些許落差，但是和傳統木質地板相比較，"超耐磨地板"的耐用度，才是吸引

人的最主要因素。超耐磨地板在正常狀況下使用，耐用度可達永久性的維持，不管

是銳利物品摩擦、重物掩擊或是髒汙，都能夠被處理，普通髒汙清洗擦拭即可.若是

特別難處理的髒汙，可以使用甲苯加以擦拭。如圖 2-21所示。 

 

 

圖 2-21超耐磨地板 - 3 

(圖片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user/QuickStepFloor/featured) 

 

也由於超耐磨非天然的木材，是經由機器高壓而成，表面是一層照相製版的紙

及保護層，雖然以仿木紋居多，但其實隨著技術慢慢的進步，現在的顏色也是變化

越來越多，觸感也幾乎跟實木的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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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木質地板之色澤 

在室內裝修工程之中，人們都喜歡觸感溫暖、舒適的木地板，但是在眾多的木

頭樹種和色系之當中，消費者經常會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選到眼花撩亂。例如白橡

木地板有著柔美溫馨的氛圍，胡桃木地板散發古典高雅氣質，鐵刀木地板有著高貴

穩重感覺。單由此就可得知，木地板的種類與顏色，是可以影響居家的風格與氛圍。 

 

一、實木地板之色澤： 

  

玉檀香木地板 紫檀 

  

雞翅木木地板 杉木木地板 

備註：實木地板資料來源：由翊鴿室內設計提供. 

圖 2-22實木地板之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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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合式木地板之色澤： 

  

美耐板地板 –緬甸柚木-JY-304 美耐板地板–古玉檀-JY-316 

  

美耐板地板–琥珀橡木-JY-312 美耐板地板 - 珍珠白橡-JY-311 

備註：複合式木地板一資料來源：由翊鴿室內設計提供. 

圖 2-23複合式(美耐板)木地板之色澤 

  

佳樂美-原宿-橡木瑪雅 佳樂美-原宿-胡桃木雪嚴 

  

佳樂美-原宿-自然之顏-檀香木 佳樂美-原宿-山毛櫸-風潮 

備註：複合式木地板二資料來源：由翊鴿室內設計提供. 

圖 2-24複合式(實木)木地板之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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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竹地板之色澤： 

  

茂系亞-墨紋竹-MB-02H 茂系亞-炭紋竹-MB-02D 

 

 

茂系亞-白竹 MB-01A  

備註：竹地板照片資料來原-茂系亞地板官網 http://mosia.com.tw/ 

圖 2-25竹地板之色澤 – (一) 

  

互若亞-BR-004 互若亞-BR-003 

  

互若亞-BR-002 互若亞-BR-001 

備註：竹地板照片資料來原-互若亞股 http://www.flora-bamboo.com/ 

圖 2-26竹地板之色澤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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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軟木塞地板之色澤： 

  

漢諾 – 527 374 漢諾 – 527 377 

  

漢諾 –527 387 漢諾 –533 391 

備註：軟木塞地板照片資料來原-諾軟木地板官網 http://haroflooring.com.tw/ 

圖 2-27軟木塞地板之色澤 – (一) 

  

漢諾 – 527 374 漢諾 – 527 377 

  

漢諾 –527 387 漢諾 –533 391 

備註：軟木塞地板照片資料來源：由翊鴿室內設計提供. 

圖 2-28軟木塞地板之色澤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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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耐磨地板之色澤： 

  

QS至尊系列 - MJ3548 QS至尊系列 –MJ3555 

  

QS願景寬板 –LPU1664 QS願景寬板 –UFW1545 

  

QS願景系列 – UF1235 QS至臻系列 – 

  

QS至臻系列 – QS精英系列 –UE1406 

備註:超耐磨地板照片資料來原 - 奇緯地板有限公司官網 

      https://www.drapeway.com.tw/ 

圖 2-29超耐磨地板之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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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木質地板之特性 

一、 實木地板之特性： 

    實木地板是用原始木材製成的地板材質，保有木材天然且獨一無二之紋 

理，能散發出木材天然的香氣；對溫濕度有良好的調節功能，並有一定的透氣性，

也因為是天然材質較具韌性與彈性，對於家中有幼兒或年長著較具安全性。 

二、 複合式木地板之特性： 

複合式木地板是使用兩種以上之材料結合而成，其表面貼一定厚度之實木 

材料，再用夾板施作底層，外觀上因也使用實木加工處理，美觀度跟實木地板相同，

也因表面實木的減量，可有效減少森林原木砍伐；複合式木地板底材為縱橫交錯的

夾板，具抗潮變型之特性，對於濕度較高之環境有一定抗潮之能力。 

三、 竹地板之特性： 

竹地板算是新型之地板材質，原因竹子成熟期快速，約在四至六年就可採 

收加工製造，比起原木少說幾十年至上百年之成長期要快速很多；經由加工切削後

可保留竹子及竹節之紋理，在傳統木紋地板中，竹地板可算是一股親清風。 

四、 軟木塞地板之特性：  

軟木塞地板是由生長於地中海沿岸的橡樹的樹皮製作而成，是一種環保減 

碳的建材，因為是取自於樹皮，已無養分，相關蟲子不愛吃，具有天然防蛀的作用；

一立方之軟木塞有近 4000萬的細胞，是最加的天然隔音建材，可有效吸收小孩於室

內跑跳之衝擊音；相較於其他地板材質軟木塞地板具也具有較優良之防滑系數，對

於家中有幼兒或年長著有更好的安全性防護。 

五、超耐磨地板之特性： 

     超耐磨地板保有實木地板的質感，又比實木地板抗括耐磨，不需擔心因家具移

動留下的凹痕或毛小孩留下之抓痕，因表面層有一層三氧化二鋁的保護層，清潔保

養相對簡單容易；專利的卡扣設計，安裝施工更快速便利，容易拆卸的特質很適合

租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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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台灣木質地板之售價 

表 2-3台灣木質地板之售價表 

項目 分類 單價 備註 

實木地板 

原木地板 6500 ~ 25000元/坪 平鋪施工 

集層實木地板 4500 ~  6500元/坪 平鋪施工 

平口實木地板 - 平鋪施工 

複合式木地板 
海島型木地板 5000 元/坪 平鋪施工 

美耐板木地板 4300 ~  5800元/坪 平鋪施工 

竹地板 

實竹地板 6500 ~  8500元/坪 平鋪施工 

集層竹地板 5800元/坪 平鋪施工 

重壓竹地板 6300元/坪 平鋪施工 

複合型竹地板 5600元/坪 平鋪施工 

軟木塞地板 

鎖扣式 8000 ~ 18000元/坪 12~13.4mm厚 

特殊染色 6800  ~ 7600元/坪 10mm厚 

黏貼式 4500元/坪 3-5mm厚 

超耐磨地板 

至尊系列 

3700 ~ 7300元/坪 

平鋪施工 

寬板系列 平鋪施工 

遠景加寬 平鋪施工 

遠景系列 平鋪施工 

至臻系列 平鋪施工 

精英系統 平鋪施工 

 

    現今木質地板種類眾多，消費者可依照個人對木質地板的喜好及相關經濟條件 

，選擇適合自己讀木質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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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節 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消費者決策過程是指消費者從感受到問題存在、尋找解答、評估替代方案、選

取替代方案，以及評估決策結果的一連串過程。其內涵包括要購買哪種產品品牌、

要購買多少數量、要在何處買，以及何時買等相關的購買決策。 

 (周建亨，2009)。 

 

一、需要認知 

    當消費者意識到對某種商品有需要時，購買過程就開始了。此階段企業必須通

過市場調查，認定促使消費者認識到需要的具體因素，營銷活動應致力於做好兩項

工作：（一）發掘消費驅策力； 

      （二）規劃刺激、強化需要。 

 

二、訊息收集  

    在多數情況下，消費者還要考慮到商品的品牌，價位以及販售的地點等問題，

需要尋求訊息，瞭解商品信息。尋求的訊息一般有：產品質量、功能、價格、牌號、

已經購買者的評價等。消費者的訊息來源通常有以下四個方面：（一）商業來源；

（二）個人來源；（三）大眾來源；（四）經驗來源。企業營銷任務是設計適當的

市場營銷組合，尤其是產品品牌廣告策略，宣傳產品的質量、功能、價格等，以便

使消費者最終選擇本企業的品牌。  

 

三、方案評估  

    消費者得到的各種有關信息可能是重覆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因此還要進行

分析、評估和選擇，這是決策過程中的決定性環節。消費者進行比較評價的目的是

能夠識別哪一種品牌、類型的商品最適合自己的需要。消費者對商品的比較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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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收集的資料，對商品屬性做出的價值判斷。消費者對商品屬性的評價因人因

時因地而異，有的評價註重價格，有的註重質量，有的註重牌號或式樣等。企業營

銷首先要註意瞭解並努力提高本企業產品的知名度，使其列入到消費者比較評價的

範圍之內，才可能被選為購買目標。同時，還要調查研究人們比較評價某類商品時

所考慮的主要方面，並突出進行這些方面宣傳，對消費者購買選擇產生最大影響。 

 

四、購買決策  

    消費者通過對可供選擇的商品進行評價，並作出選擇後，就形成購買意圖。在

正常情況下，消費者通常會購買他們最喜歡的品牌。但有時也會受兩個因素的影響

而改變購買決定:（一）他人態度；（二）意外事件。消費者修改、推遲或取消某個

購買決定，往往是受已察覺風險的影響。察覺風險的大小，由購買金額大小、產品

性能優劣程度，以及購買者自信心強弱決定。企業營銷應儘可能設法減少這種風險，

以推動消費者購買。 

 

五、消費者購買行為 

消費者購買行為是指人們為滿足需要和欲望而尋找、選擇、購買、使用、 

評價及處置產品、服務時介入的過程活動，包括消費者的主觀心理活動和客觀物質

活動兩個方面(Philip Kotler，2000)。 

    消費者購買行為是指人們為了滿足家庭的生活需要或者企業為了滿足生產的需

要，購買愛好的產品或服務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行為，而發生的購買商品的決策過

程。消費者購買行為是複雜的，其購買行為的產生是受到其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

相互促進交互影響的。消費者購買行為具有動態性、互動性、多樣性、易變性、衝

動性、交易性等特點。嚴格地說，顧客購買行為由一系列環節組成，即顧客購買行

為來源於系統的購買決策過程，並受到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顧客購買行為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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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對銷售人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挑戰。對於優秀的銷售人員來說，掌握顧客

購買決策過程及瞭解影響顧客作出購買決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等至關重要。 

 

六、購買後行為  

    消費者購買商品後，要給予已經購買的商品評價。企業營銷須給予充分的重視，

因為它關係到產品今後的市場和企業的信譽。企業營銷應密切註意消費者購後感受，

並採取適當措施，消除不滿，提高滿意度。如經常徵求顧客意見，加強售後服務和

保證，改進市場營銷工作，可使消費者的不滿降到最低(黃浩，2018)。 

 

    眾多消費者在思考選擇室內木質地板時，常因對「材質特性」的不了解，加上

對其相關地板「色系」及「拼接方式」有過多的選擇性，導致消費者在選擇室內木

質地板時出現選擇性障礙，在此常需要有專業人士分析消費者之個人需求後給於專

業的解說及推薦，但其解說及推薦皆停留在推薦者的經驗質，而非科學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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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瞭解臺灣現有超耐磨地板之現況，並探討消費者對於室內超耐磨地板

的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方式的喜好度。根據上述主題先進行了相關文獻的分析

與瞭解，以確定研究架構，蒐集完整資料後匯整並加以分析、處理，以達到研究目

的。擬定研究流程與步驟，以利研究之進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有關台灣森林資源及台灣木質地板的發展與背景等文獻探

討的結果，擬定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3-1，首先透過木質地板的種類作為基礎，

瞭解實木地板、複合式木地板、竹地板、軟木塞地板及超耐磨地板之分析，整理文

獻資料後，依照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購買意願，編製調查問卷。 

其次，以自編問卷「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問卷調查表」，進行對超耐磨地板購買意

願喜好度調查。回收問卷後，分析超耐磨地板的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方式與不

同變數之間之差異性，並根據研究統計分析結果，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以利後續

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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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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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調查室內木質地板之現況，並探討實木地板、複合式木地板、

竹地板、軟木塞地板及超耐磨地板喜好度之差異，因此先利用文獻分析法針對超耐

磨地板的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方式作探討，而後採用問卷調查法，真對有經濟

能力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對於超耐磨地板之看法進行蒐集並加以整理。以下就文

獻分析法、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之母群、取樣方法加以說明。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

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有研究問題的

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

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

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

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

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 (朱柔若譯，2000)。 

    本研究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於室內木質地板等資訊，以及和本研究相關之叢書、

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網路資料等，分別分析室內木質地板的歷史以及其設計造

型和材質。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是透過一套標準刺激，施予一群具代表性的填

答者所得的反應，據以推估全體母群對於某特定問題的態度或行為反應，此種研究

方式除了使用在學術研究，更被大量用在民意調查、消費者意見蒐集、行銷調查等

各種應用領域(邱皓政，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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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設計問卷，調查本國北、中、南、東地區有經濟能力之消費者對於

室內木質地板特性、色系與拼花看法，統計其數據。 

 

三、研究母群 

    研究母群即為所界定研究對象的集合體，期望研究結果能解釋這個「特定群體」，

母群體的範圍可大可小，母群體愈小，取樣愈容易，但是所得結果僅能推論到這有

限的小群體，在統計分析中以 N代表母群個數。 

本研究因受限於研究者時間、人力、物力等考量，受試者以台中地區有經濟能

力之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 

 

四、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有經濟能力之消費者為抽樣母群體，顧及研究的方便性與回

收樣本的代表性，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取樣。所謂隨機抽樣是指母體內每一基本

單位個體均具有相同地位，採取隨機方式抽取樣本，事前各樣本被抽中的機率完全

相等。由於可以利用機率理論計算各樣本選中的機率，所以隨機抽樣法又稱為機率

抽樣法（Probability Sampling）。 

 

第三節 木質意象研究 

Masuda(1985)利用各種仿木紋印刷紙進行視覺心理量測驗，其結果顯示不同樹

種各具其心理感覺特徵，主要是由木材紋理色彩之特徵與日常生活之用途，帶給人

們心目中印象所致。Nakamura(1991)則運用電腦模擬製作各種木材徑切面紋理樣本，

並透過心理量之調查，分析其自然感受，同時解析紋理圖形、波紋頻率等參數變化

之關係，其結果顯示：自然感與木紋相似感及喜好感相關程度很高，且加強自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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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提高仿木製品的視覺特性；及必須在條紋變化週期來調動係數，使整體產生

平緩的明暗波動變化，才可能得到人們喜愛之視覺效果。Broman(2001)調查人們對

具有多結眼木材表面的視覺印象，並區分其等級。Berger等人(2006)探究分別上油、

上漆和樹脂三種不同表面塗層的木質地板與人的觸覺感知反應。Nakamura and 

Kondo(2008)對木材中節眼的認知性研究，提出節眼是樹枝存在一個樹幹裡的印記，

且是讓木材具生命感的證據。Nyrud and Bringslimark(2010)指出人們觀察木材時，

對於心理上提供了正面的效應。 

 

陳泰松(1997)提出木質紋理圖像之垂直水平排列的方向性，在空間裡會影響人

的心理意象；Yamada等人(2006)指出，木質紋理的線條方向會影響空間大小之視覺

錯視。 

 

第四節 木質地板喜好之相關研究 

李俊慧(1999)針對台灣北部民眾對於木材認知與內裝使用情形做調查，結果顯

示：一般民眾對於木材的物理及化學性質並不甚了解，但大部分人皆喜歡木材，在

有機會的情形下皆願意使用木質材料，資料顯示 35%的人家中使用木材內裝，木質

地板為主要的木材內裝使用，由此可見居家環境木料之使用以木質地板為最大宗。

根據任憶安等人(1997)研究結果顯示，地板色澤、價格和親友介紹是廠商覺得消費

者在選購木質地板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市場上以柚木、紅檀木、花梨木、紫檀木及

櫸木銷路較佳，地板色系部份深色及淺色系受歡迎程度則相當。 

另林俊成等人(2002)之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深色系的木質地板較為人們所

喜愛，原因可能為淺色系地板經 10-20年的使用結果顯得較易蟲蛀、受潮、反翹，

故漸漸被深色系所取代。但此種現象可能與木材比重和內含物有關。葉民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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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以木質地板之材色意象與腦電波視覺反應，進行心理及生理方法探討木質地

板給予人的感受。發現觀察木質地板空間時所產生的α波反應與磁磚地板空間有顯

著的不同，木質地板相較於磁磚地板舖設空間給予人在放鬆、舒適、溫暖等心理意

象上及第一印象均具有高滿意度之評價。 

 

    Chen 等人(2014) 針對各木質地板的色紋視覺特性，以消費市場的佔有率前 12 

之材種作為研究樣本，利用模糊語意變數量表設計問卷，調查消費者對於各種室內

用木質地板色紋之視覺意象評價，再以三角模糊數解模糊化運算，得到 12 個材種

之木質地板分別在 6 個視覺意象的評價分數與排序。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透過問卷資料整理、統計與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

可瞭解目前超耐磨地板現況，並探討其特性、售價、色系及拼接方式的接受程度，

以達成研究目的。問卷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消費者「基本資料」，第二部

分為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的特性之喜好度調查」，第三部分則是消費者對「超耐磨

地板色系及拼接方式喜好度之調查」。本節說明問卷編製與內容、問卷填答與記分、

及問卷實施與分析。 

    本問卷參考文獻資料，編製「室内用木質地板喜好度問卷調查表」，共分為三個

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試者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超耐磨地板特性之喜好度調查」，

第三部分為「超耐磨地板的色系及拼接方式喜好度之調查」。 

一、基本資料 

（一）性別：分為「男」、「女」兩個類別。 

（二）年齡：分為「20歲以下」、「21~30歲」、「31~40歲」、「41~50歲」、 

「51~60歲」、「61歲以上」六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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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歷：分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大專」、、「研究所及以上」四 

種類別。 

（四）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分為「消費者」、「建築師」、「室內設計師」、及 

「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四種類別。 

（五）個人平均月收入：分為「20,000 以下」、「20,001~40,000」、 

「40,001~ 60,000」、「60,001~80,000」、「80,000 以上」五

種類別。 

(六) 居住區域(以行政區畫分) ：分為 

「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 

「中部地區」：包含苗栗縣市、台中市、彰化縣市、南投縣市、雲林 

縣市 

「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市 

「東部地區」：宜蘭縣市、花蓮縣市、台東縣市 

「外島及離島地區」 

(七) 你是否使用過超耐磨地板：分為「有使用過」及「未使用過」二種類別。 

(八) 你是否了解超耐磨地板：分為「了解」及「不了解」二種類別。 

 

二、室內實木地板、複合式木地板、竹地板、軟木塞地板及超耐磨 

地板喜好度之調查 

    室內木質地板喜好度調查方面，根據相關研究整理出五大層面，包括：實木地

板、複合式木地板、竹地板、軟木塞地板及超耐磨地板，作為測量內涵。依照受試

者的喜好排序，五點量表記分，五分為「非常喜歡」、四分為「喜歡」、三分為「尚

可」、兩分為「不喜歡」、一分為「非常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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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超耐磨地板的「特性」，喜好度調查：(可複選三項) 

     依據超耐磨地板特有之特性，區分為十大優點，包含「耐磨、耐刮、抗衝擊」、

「抗污、好保養、低甲醛」、 「吸音、隔音效果」、「抗潮濕、抗水氣」、「防蟲蛀、

防白蟻」、「防燄」、「可拆裝、可搬運」、「 有養寵物」、「大尺寸」及「不會破壞原有

地材」十種類別，作為測量內涵。依照受試者的喜好挑選其三項作為分析研究。 

 

 四、對超耐磨地板的售價及色系喜好度之調查 

   超耐磨地板材質部分，由相關文獻整理出以下二種選項：售價及色系，作為測量

內涵。依照受試者的喜好排序，五點量表記分，五分為「非常喜歡」、四分為「喜歡」、

三分為「普通」、兩分為「不喜歡」、一分為「非常不喜歡」。 

 

五、對超耐磨地板拼接方式喜好度之調查 

     將室內木質地板依照現有市面最常見之施工拼接方式區分為「1/2交釘」、「1/3

交釘」、「步步高昇」、「自然交釘」、「對齊排列」、「寬窄拼法」、「人形拼法」及、「箭

頭拼法」。。依照受試者的喜好排序，五點量表記分，五分為「非常喜歡」、四分為

「喜歡」、三分為「普通」、兩分為「不喜歡」、一分為「非常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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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可分為以下七個步驟，如圖 3.2 

 

 

 

 

 

 

 

 

 

 

 

 

 

 

 

 

 

 

圖 3-2研究之發展流程圖 

一、研究主題的界定 

    從事研究初期，廣泛閱讀過去專家學者所做研究文獻資料，找尋專長相關的主

題，而後選定影響消費者對室内木質地板的因素作為研究主題，以探討消費者對特

一、研究主題的界定 

二、相關文獻搜集與整理 

三、擬定研究計畫與方向 

四、研究工具選擇與編制 

五、正式實施問卷 

六、所得資料處理與分析 

七、研究結果撰寫論文 

八、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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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售價、色系及拼接方式作為研究主軸。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將研究主題定為

「影響消費者選擇室内木質地板的因素研究」。 

 

二、相關文獻蒐集及瀏覽 

    確立研究論文主題後進行相關文獻資料蒐集，利用國立圖書館、碩博士論文、

網路相關報導及資料得到所需資訊，以及透過閱讀國內外相關書籍、期刊，彙整室

内木質地板近期趨勢。 

 

三、擬定研究計劃與方向 

    根據文獻蒐集與閱覽之結果，與指導教授擬定本研究架構。經過多次的修正與

討論確立研究目標，開始撰寫本研究計畫。 

 

四、研究工具的選擇與編製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消費者對選擇室内木質地板之喜好度調查，因此與指導教授

討論後，認為使用網路問卷調查法較為適切。依據蒐集而來的相關文獻資料自編問

卷。 

 

五、正式施測問卷 

    問卷發放採取「網路問卷」調查法，自 2019年 4月 0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

止，在台灣地區 Google網路分發問卷，隨機邀請消費者填寫本研究問卷，正式填答

問卷。 

 

 



 

49 

 

六、所得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經由研究者整理、分類以及編碼，剔除無效問卷等步驟，以電腦

SPSS for Windows 25.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分析所得問卷資料。 

 

七、研究結果撰寫論文 

    依據上述所得問卷資料數據後，與指導教授討論，尋找出最影響消費者選購超

耐磨地板因素，做為本研究之結論，並提出本研究之建議，完成論文的撰寫與修正。 

 

第七節 資料結果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本研究所蒐集到的問卷調查，進行資料的審核，檢閱各份問卷的答題

狀況，剔除無效之問卷。以有效問卷進行資料的整理，利用 SPSS for Windows 25.0

版統計套裝軟體對問卷作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描述統計，又稱敘述統計，是統計學中用來描繪或總結觀察量的基本情況的統

計總稱。研究者可以透過分析數據資料，瞭解各變量內的觀察值集中與分散的情況。

運用的工具有：集中量數，如平均數、中位數、眾數、幾何平均數、調和平均數。

與變異量數，如全距、平均差、標準差、相對差、四分差。本研究以平均數及標準

差為主要分析的方法，藉以探討受試者的背景變項及各層面之得分情形，瞭解有經

濟能力的消費者，對於抽屜把手的設計及材質喜好度之現況進行觀察與分析。 

 

二、平均數(Mean) 

平均數是統計學中最常用的統計量，用來表明資料中各觀測值相對集中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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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統計平均數是用於反映現象總體的一般水平，或分佈的集中趨勢。數值

平均數是總體標誌總量對比總體單位數而計算的。平均數計算公式如下: 𝑋 =
𝑥1 + 𝑥2 + ⋯+ 𝑥𝑛�̅�𝑛  𝑋為平均數，𝑥1為各單位標誌值（變數值），𝑛為總體單位數（項數）。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是檢定三組或三組以上的平均數

差異顯著性，也就是檢定三組或三組以上相互獨立的群組，它們的期望值是否一樣，

比較樣本與樣本間平均數的差異情況。如果只有一個自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稱為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在統計分析中，總變異數等於組間變異數加組內變異數，公式如

下: 

(一)總變異數（TSS）:∑𝑖∑𝑗(𝑌𝑖𝑗 − 𝑌�)2 
i為組別（i=1,2...,I），j為觀測值個數（j=1,2,3,...,J），𝑌𝑖𝑗為第 i組

第 j個觀測值，𝑌�為所有觀測值的平均數。 

(二)組間變異量（BSS）:∑𝑖n𝑖(𝑦�𝑖 − 𝑦�)2 
n𝑖為 i組內觀測值總數，𝑦�𝑖為第 i組的平均數 

(三)組內變異量（WSS）：∑𝑖∑𝑗(𝑌𝑖𝑗 − 𝑦�𝑖)2 
由上述的計算公式可知，BSS代表所有觀測值的期望值與分組後各組內的

期望值差異，當各組的期望值沒有差異的時候，BSS=0，這個時候我們會認為

各組間平均值就沒有差異存在；當 WSS=0的情況，代表各組內的所有觀測值與

各組的期望值沒有差異存在，因此只有 WSS與 BSS都為 0情況下，我們才能斷

定所有觀測值達到完美的一致。然而當 WSS>0, BSS=0的情況，則是各組期望

值達到一致，但組內卻存在變異，WSS=0, BSS>0，則是組內沒有變異存在，但

各組間卻存在差異。因此必須比較WSS與BSS的差異來判斷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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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各組期望值是否有差異存在。而這個部份在比較變異量的過程中，必須

考量到各組變易量會受到觀測數量與組別數量的多寡而有所差異，因此必須進

行自由度的調整，也就是計算出均方值來比較組內變異與組間變異量。 

a.組間均方 BMSS:
𝐵𝑆𝑆𝑘−1 =

∑𝑖𝑛𝑖(𝑦�𝑖−𝑦�)2𝑘−1  

b.組內均方 WMSS: 
𝑊𝑆𝑆𝑁−𝑘 =

∑𝑖∑𝑗(𝑌𝑖𝑗−𝑦�𝑖)2𝑁−𝑘  

其中 k為組別數量，N為觀測值總數。兩個均方值的比較為
BMSSWMSS，此比較

值也稱為 F檢定值。F越大，則組間均方大於組內均方，也就是組間變異量大

於組內變異量，各組間的差異遠超出總期望值離差，代表各組的平均數存在明

顯的差異；相反的，F越小甚至於逼近於 0，則是組間變異量小於組內變異量，

代表各組間的差異很小，各組平均數則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本研究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的消費者，對於家具抽屜把手的設計與材質喜好度

之差異情形。 

 

四、假設檢定(Hypothesis Testing) 

在統計學中，假設檢定分為虛無假涉及對立假設。虛無假設是做統計檢驗 

時的一類假設一般是希望能證明為錯誤的假設，或者是需要著重考慮的假 

設。與虛無假設相對的是對立假設，即希望證明是正確的另一種可能。 

 

 

五、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在統計學中，自由度是指當以樣本的統計量來估計母體的參數時，樣本中獨立

或能自由變化的數據的個數，稱為該統計量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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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顯著性(Significance Testing) 

顯著性檢驗是事先對總體的參數或總體分佈形式做出一個假設，然後利用樣本

信息來判斷這個假設是否合理，即判斷總體的真實情況與原假設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 F檢定的 F值可用來判斷組跟組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F值越大代表組跟

組之間的差異越大，F值越小代表組內的差異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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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實施與結果分析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超耐磨地板之現況，並調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色系及

拼花的喜好程度，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本章將依據問卷調查後所得資料，根

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進行分析與統計數據，以探討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色系」

與「拼花」之喜好度，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適合的分析與建議。 

 

第一節 實施調查 

 本研究以電腦網路問卷調查法進行實施調查，廣乏蒐集超耐磨地板樣本，並以

電腦繪圖方式描繪出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色系」及「拼接」來設計問卷。問卷對象

以台灣地區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外島（離島）消費者為研

究對象，填寫本研究「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問卷調查表」。根據填答結果分析討論

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特性」、「色系」及「拼接」的喜好度差異。問卷採取評定量

表進行分析，李克特量表計分。在室內超耐磨地板「色系」及「拼接」的部分區分

為五等級，五分為「非常喜歡」、四分為「喜歡」、三分為「普通」、兩分為「不喜歡」、

一分為「非常不喜歡」。受試者在量表中若選擇分數越高的選項，表示其喜好度越高，

反之則喜好度越低。 

 

 本網路問卷於民國 108 年 04 月 01 日寄發問卷，至 108年 04 月 30 日問卷

截止收件，採取「隨機抽樣」方式發放，請填答者透過網路填答「室內用木質地板

喜好度」問卷調查表之問卷。研究問卷共計寄出 416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後，有

效問卷為 336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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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填答問卷之消費者區分為性別、年齡、學歷、專業別、平

居均月收入、居住地區等六類自變項進行統計及分析比較。 

 

一、不同「性別」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之次數統計及分析 

    本研究樣本共計取樣 336人，男性填答者共計 164位，佔總比例 48.8％， 

其女性填答者共計 172位，佔總比例 51.2％，兩性之比例接近 1:1的比例。 

如表 4-1所示。 

表 4-1消費者「性別」之統計及分析 

1-1性別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男 164 48.8 48.8 48.8 

女 172 51.2 51.2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1消費者「性別」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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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之次數統計及分析 

    如表 4-2所示， 20歲以下之組群有 9位，佔總比例 2.7％，因受測樣本數量不

足，該組群不列入分析；21~30歲之組群有 46位，佔總比例 13.7％，31~40歲之組

群有 103位，佔總比例 30.7％；41~50歲之組群有 145位，佔總比例 43.2％；51~60

歲之組群有 33位，佔總比例 9.8％，其最大組群落在 41~50歲之間，佔總比超過四

成，如再加上 51~60歲之組群比例，就達 53％，超過過半比例，也符合社會經濟主

力之組群。 

表 4-2消費者「年齡」之統計及分析 

1-2年齡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20歲以下 9 2.7 2.7 2.7 

21~30歲 46 13.7 13.7 16.4 

31~40歲 103 30.7 30.7 47.0 

41~50歲 145 43.2 43.2 90.2 

51~60歲 33 9.8 9.8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2消費者「年齡」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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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歷」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喜好度之次數統計及分析 

    如表 4-3所示，國中及以下之學歷組群只有 2位，佔總比例 0.6％，因受測樣

本數量不足，該組群不列入分析；高中職群組有 30位，佔總比例 8.9％；大專群組

共有 248位，佔總比例 73.8％；研究所及以上群組有 56位，佔總比例 16.7％。 

 

表 4-3消費者「學歷」之統計及分析 

1-3學歷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國中及以下 2 .6 .6 .6 

高中職 30 8.9 8.9 9.5 

大專 248 73.8 73.8 83.3 

研究所及以上 56 16.7 16.7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3消費者「學歷」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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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專業別」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喜好度之次數統計及分析 

如表 4-4所示，消費者組群共有 197位，佔總比例 58.6％，建築師組群有 33

位，佔總比例 9.8％，室內設計師組群有 55位，佔總比例 16.4％，與木質地板相關

專業人士組群有 51位，佔總比例 15.2％；其消費者佔比近總受測者之六成。 

 

表 4-4消費者「專業別」之統計及分析 

1-4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消費者 197 58.6 58.6 58.6 

建築師 33 9.8 9.8 68.5 

室內設計師 55 16.4 16.4 84.8 

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 51 15.2 15.2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4消費者「專業別」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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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平均月收入」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喜好度之次數統計及分

析 

    如表 4-5所示，平均月收入在 20,000元以下組群有 37位，佔總比例 11％， 

平均月收入在 20,001~40,000元以組群有 77位，佔總比例 22.9％，平均月收入在

40,001~60,000元以組群有 149位，佔總比例 44.3％，平均月收入在 60,001~80,000

元以組群有 58位，佔總比例 17.3％，平均月收入在 80,000元以組群有 15位，佔

總比例 4.5％。 

表 4-5消費者「平均月收入」之統計及分析 

1-5平均月收入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20,000 以下 37 11.0 11.0 11.0 

20,001~40,000 77 22.9 22.9 33.9 

40,001~60,000 149 44.3 44.3 78.3 

60,001~80,000 58 17.3 17.3 95.5 

80,000 以上 15 4.5 4.5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5消費者「平均月收入」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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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居住地區」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喜好度之次數統計及分 

析 

如表 4-6所示，居住區域在北部地區之組群有 82位，佔總比例 24.4％， 

居住區域在中部地區之組群有 174位，總比例 51.8％，居住區域在南部地區之組群

有 67位，總比例 19.9％，居住區域在東部地區之組群有 12位，總比例 3.6％，居

住區域在外島或離島地區之組群只有 1位，總比例 0.3％；其東部地區之受測者數

量較為不足，較無法代表全東部地區之結論。 

表 4-6消費者「居住區域」之統計及分析 

1-6居住區域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北部地區 82 24.4 24.4 24.4 

中部地區 174 51.8 51.8 76.2 

南部地區 67 19.9 19.9 96.1 

東部地區 12 3.6 3.6 99.7 

外島及離島地區 1 .3 .3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6消費者「居住區域」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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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特性」與「希望合理售價」   

       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填答問卷之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特性與希望合理售價二

大類自變項進行統計及分析比較。 

 

一、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之「特性」統計及分析 

   本研究依據超耐磨地板特有之特性，區分為十大優點，包含「耐磨、耐刮、 

抗衝擊」、「抗污、好保養、低甲醛」、 「吸音、隔音效果」、「抗潮濕、抗水氣」、 

「防蟲蛀、防白蟻」、「防燄」、「可拆裝、可搬運」、「有養寵物」、「大尺寸」及 

「不會破壞原有地材」十種類別，作為測量內涵。依照受測者的喜好可複選三 

項作為統計及分析，結果如圖 4-7所示。 

 

   如圖 4-7所示，消費者對其超耐磨地板之「耐磨、耐刮、抗衝擊」組群 

有 308人次，佔總比例 91.67％，「抗污、好保養、低甲醛」組群有 217人次， 

佔總比例 64.58％， 「吸音、隔音效果」組群有 56人次，佔總比例 16.67％， 

「抗潮濕、抗水氣」組群有 93人次，佔總比例 27.68％，「防蟲蛀、防白蟻」 

組群有 72人次，佔總比例 21.43％，「防燄」組群有 18人次，佔總比例 5.36 

％，「可拆裝、可搬運」組群有 64人次，佔總比例 19.05％，「 有養寵物」組 

群有 60人次，佔總比例 17.86％，「大尺寸」組群只有 3人次，佔總比例 0.01 

％，「不會破壞原有地材」組群有 53人次，佔總比例 15.78％。 

 

  其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之「特性」前三名分別「耐磨、耐刮、抗衝擊」、 

「抗污、好保養、低甲醛」及「抗潮濕、抗水氣」可作為後續相關人員選購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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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超耐磨地板「特性」之長條圖 

 

二、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之「希望合理售價」統計及分析 

    如表 4-8所示，希望合理售價在 3,000元以下/坪組群有 51位，佔總比例 

15.2％，希望合理售價在 3,001~4,0000元/坪之組群有 151位，佔總比例 44.9 

％，希望合理售價在 4,001~5,0000元/坪之組群有 104位，佔總比例 31.0％， 

希望合理售價在 5,001~6,0000元/坪之組群有 25位，佔總比例 7.4％，希望合 

理售價在 6,001~7,0000元/坪之組群只有 5位，佔總比例 1.5％。 

 

    由此得知，其消費者選購超耐磨地板之希望合理售價落在「3,001~4,0000元/

坪」及「4,001~5,0000元/坪」這兩組群，售價費用如再往上之層級，其接受度就

極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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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消費者「希望合理售價」之統計及分析 

三、合理售價-喜好度調查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3,000 元以下/坪 51 15.2 15.2 15.2 

3,001 ~ 4,000元/坪 151 44.9 44.9 60.1 

4,001 ~ 5,000元/坪 104 31.0 31.0 91.1 

5,001 ~ 6,000元/坪 25 7.4 7.4 98.5 

6,001 ~ 7,000元/坪 5 1.5 1.5 100.0 

總計 336 100.0 100.0 
 

 

圖 4-8消費者「居住區域」之圓餅圖 

 

第四節 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色系」喜好度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填答問卷針對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專業別、平均月收

入、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色系區分為「經典橡木-色系」、「森林橡木-色

系」、「白色橡木-色系」及「淺混泥土-色系」等四大色系進行平均數的統計及分析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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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色系」統計及 

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色系」統計及分析結果，

結果如表 4-2所示。 

 

表 4-8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387 1 .387 .624 .430 

群組內 207.253 334 .621 
  

總計 207.640 335 
   

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3.031 1 3.031 4.067 .045 

群組內 248.921 334 .745 
  

總計 251.952 335 
   

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005 1 .005 .007 .932 

群組內 230.992 334 .692 
  

總計 230.997 335 
   

淺灰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008 1 .008 .007 .933 

群組內 384.822 334 1.152 
  

總計 384.830 335 
   

 

 由表 4-8所示，在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並無顯著性差異；其中

以「淺灰混凝土-色系」和「白色橡木-色系」數值最為接近，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在

選用此兩組色系時，有著可相互取代及相互替換之關係，而「經典橡木-色系」位居

其中，「森林橡木-色系」顯著性相關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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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橡木-色系」相較於其他三組色系有著明顯的落差值，故消費者採用改色

系時，其較無替代性。 

    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並無顯著性。 

 

 

圖 4-9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二、不同「年齡」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色系」統計及 

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年齡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色系」統計及分析結果，結果

如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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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6.771 4 1.693 2.790 .026 

群組內 200.869 331 .607 
  

總計 207.640 335 
   

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6.998 4 1.749 2.364 .053 

群組內 244.955 331 .740 
  

總計 251.952 335 
   

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784 4 .196 .282 .890 

群組內 230.213 331 .696 
  

總計 230.997 335 
   

淺灰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440 4 .110 .095 .984 

群組內 384.390 331 1.161 
  

總計 384.830 335 
   

 

由表 4-9所示，在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並無顯著性差異；「淺灰

混凝土-色系」和「白色橡木-色系」數值依然最為接近，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在選著

地板色系時，此兩組色系時，依然有著可相互取代及相互替換之關係。 

「森林橡木-色系」與「經典橡木-色系」其顯著性較近，該兩組色系可歸類在同

一群組；對於「經典橡木-色系」之顯著性相對較大，經堆論因該為消費者因年齡的

增長轉向喜好相對深色沉穩的色系。 

    有此推論，在不同年齡之消費者選定木質地板色系時可依照年齡之化分為兩大

組別，其組別間之色系選擇有著可相互取代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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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三、不同「學歷」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色系」統計及 

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學歷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色系」統計及分析結果， 

結果如表 4-10所示。 

表 4-10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2.107 3 .702 1.135 .335 

群組內 205.533 332 .619 
  

總計 207.640 335 
   

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2.830 3 .943 1.257 .289 

群組內 249.122 332 .750 
  

總計 251.95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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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3.674 3 1.225 1.789 .149 

群組內 227.323 332 .685 
  

總計 230.997 335 
   

淺灰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2.517 3 .839 .729 .536 

群組內 382.313 332 1.152 
  

總計 384.830 335 
   

 

由表 4-10所示，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並無顯著性差異；其「淺

灰混凝土-色系」顯著性最小；「經典橡木-色系」與「森林橡木-色系」落於同一組

群之選擇。 

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白色橡木-色系」有著相對較為顯著的差異性，故可單

獨區分為一類。 

 

 

圖 4-11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68 

 

四、不同「專業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色系」統計 

     及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專業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 

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1所示。 

 

表 4-11不同專業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7.634 3 2.545 4.224 .006 

群組內 200.005 332 .602 
  

總計 207.640 335 
   

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12.412 3 4.137 5.734 .001 

群組內 239.540 332 .722 
  

總計 251.952 335 
   

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3.288 3 1.096 1.598 .190 

群組內 227.709 332 .686 
  

總計 230.997 335 
   

淺灰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13.676 3 4.559 4.078 .007 

群組內 371.154 332 1.118 
  

總計 384.830 335 
   

 

由表 4-11所示，不同專業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有著顯著性差異；不同

專業別之消費者在「森林橡木-色系」組群中，顯見性屈近於 0，有著一致性的選擇 

。 

    不同專業別之消費者在「經典橡木-色系」與「淺灰混凝土-色系」之喜好度雖

有顯著性，但其落差並不大，接近於無顯著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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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專業別之消費者在「白色橡木-色系」有著相對較為顯著的差異性，故可單

獨區分為一類。 

 

    以不同專業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結果，可推論該組為

「有顯著性」差異；對其「地板色系」之選定因特別加以區分選定。 

 

 

圖 4-12 不同專業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五、不同「月平均收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色系」統計 

及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月平均收入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

結果，結果如表 4-12所示。 

 

 



 

70 

 

    表 4-12不同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8.667 4 2.167 3.604 .007 

群組內 198.973 331 .601 
  

總計 207.640 335 
   

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7.888 4 1.972 2.674 .032 

群組內 244.065 331 .737 
  

總計 251.952 335 
   

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1.603 4 .401 .578 .679 

群組內 229.394 331 .693 
  

總計 230.997 335 
   

淺灰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4.634 4 1.158 1.009 .403 

群組內 380.197 331 1.149 
  

總計 384.830 335 
   

 

       由表 4-12所示，不同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有著顯著性差異；在「經

典橡木-色系」顯著性最大；「森林橡木-色系」顯著性居中，該兩組之地板色系可區

分為同一類型； 

    「白色橡木-色系」與「淺灰混凝土-色系」組別之顯著性較小，可將該兩組別

規類於同一群組。 

推論不同月收入之消費者因「年齡的增長」之因素，讓其月收入進而增加，故

對其「地板色系」也因此有著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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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不同平均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六、不同「居住地區」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色系」統計 

及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居住地區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

析，結果如表 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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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不同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統計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6.977 4 1.744 2.877 .023 

群組內 200.663 331 .606 
  

總計 207.640 335 
   

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2.817 4 .704 .936 .443 

群組內 249.135 331 .753 
  

總計 251.952 335 
   

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1.807 4 .452 .652 .626 

群組內 229.190 331 .692 
  

總計 230.997 335 
   

淺灰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群組之間 10.169 4 2.542 2.246 .064 

群組內 374.661 331 1.132 
  

總計 384.830 335 
   

 

   由表 4-13所示，不同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在「經典橡木-色系」

顯著性最大，其次為「淺灰混凝土-色系」，此兩數據最為接近，但其色地板色系確

為兩個極端，推論消費者會因北、中、南不同的居住地區而對地板色系有著極端的

選擇差異。 

   「森林橡木-色系」及「白色橡木-色系」顯著性居中，相對數據落差較小，可歸

類於同一組群；其兩色系因有著可相互取代及相互替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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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不同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第五節 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拼接」喜好度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填答問卷針對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專業別、平均月收

入、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色系區分為「1/2交釘」、「1/3交釘」、「步步高

昇」、「自然交釘」、「對齊排列」、「寬窄拼法 」、「人形拼法 」及「箭頭拼法 」等八

大拼接方式進行平均數的統計及分析比較。 

 

一、不同「性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地板拼接」統計及

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拼接」喜好度 

的滿意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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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拼花 

性別 

 1/2交釘 

拼  花 

1/3交釘 

拼  花 

步步高昇 

拼   花 

自然交釘 

拼   花 

對齊排列 

拼   花 

寬窄拼法 

拼   花 

人形拼法 

拼   花 

箭頭拼法 

拼   花 

男 平均值 3.92 3.82 3.60 3.79 3.09 1.90 2.86 3.48 

N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標準偏差 1.074 1.039 .951 .932 1.014 .963 .813 .832 

女 平均值 3.93 3.60 3.35 3.94 3.12 1.84 2.75 3.37 

N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標準偏差 1.074 1.000 .882 .922 1.061 .916 .817 .886 

總

計 

平均值 3.93 3.71 3.47 3.87 3.11 1.87 2.80 3.42 

N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標準偏差 1.072 1.024 .923 .929 1.037 .938 .816 .860 

 

由表 4-14所示，男性消費者對於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拼花」喜好度

的滿意度之平均數以「1/2交釘」3.92最高，其餘選項依序為「1/3交釘」3.82，「經

典橡木」3.84，「自然交釘」3.79，「步步高昇」3.60，「箭頭拼法」3.48，「對齊排

法」3.09，「人形拼法」2.86，「寬窄拼法」1.90最低。 

 

由表 4-14所示，女性消費者對於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拼花」喜好度

的滿意度之平均數以「自然交釘」3.94最高，其餘選項依序為「1/2 交釘」3.93，「1/3

交釘」3.60，「箭頭拼法」3.37，「步步高昇」3.35， 「自然交釘」 

3.12，「人形拼法」2.75，「寬窄拼法」1.84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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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二、不同「年齡」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地板拼接」統計及

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年齡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拼接」喜好度 

的滿意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5所示。 

 

表 4-15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拼花 

年齡 

1/2交釘 

拼  花 

1/3交釘 

拼  花 

步步高昇 

拼   花 

自然交釘 

拼   花 

對齊排列 

拼   花 

寬窄拼法 

拼   花 

人形拼法 

拼   花 

箭頭拼法 

拼   花 

20歲以

下 

平均值 4.00 4.11 3.33 3.89 3.33 2.44 2.67 3.00 

N 9 9 9 9 9 9 9 9 

標準偏差 1.118 .928 .500 .928 .866 1.236 .500 1.225 

21~30

歲 

平均值 3.87 3.80 3.48 4.11 3.28 2.00 2.70 3.28 

N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標準偏差 1.067 1.067 .781 .767 1.089 .989 .916 .958 

31~40

歲 

平均值 3.94 3.58 3.50 3.95 3.00 1.75 2.79 3.50 

N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標準偏差 1.092 1.034 .999 .901 1.085 .860 .824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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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歲 

平均值 3.91 3.74 3.50 3.78 3.02 1.83 2.84 3.42 

N 145 145 145 145 145 145 145 145 

標準偏差 1.067 .993 .951 .961 .989 .908 .796 .770 

51~60

歲 

平均值 4.00 3.76 3.30 3.64 3.52 2.06 2.88 3.48 

N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標準偏差 1.090 1.091 .847 1.025 .972 1.088 .820 .834 

總計 

平均值 3.93 3.71 3.47 3.87 3.11 1.87 2.80 3.42 

N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標準偏差 1.072 1.024 .923 .929 1.037 .938 .816 .860 

     

由表 4-15所示，21~30 歲的消費者對於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拼花」

喜好度的滿意度之平均數以「自然交釘-拼花」4.11為最高， 31~40歲的消費者也

是以「自然交釘-拼花」3.95最高，41~50歲的消費者則改以「1/2交釘-拼花」3.91

最高，51~60歲的消費者也是以「1/2交釘-拼花」3.93最高；20 歲以下之消費者因

只有個位數，數量過低，故不列入分析。 

由表 4-15所示，不同年齡層對「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度區分成兩大族群，

40 歲之前的年齡層偏好「自然交釘-拼花」，40 歲之後的年齡層偏好以「1/2交釘-

拼花」，有因年齡的增長轉向喜好相對規矩排列拼花的色系。 

 

圖 4-16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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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歷」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地板拼接」統計及

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學歷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拼接」喜好度 

的滿意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6。 

 

表 4-16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拼花 

學歷 

 1/2交釘 

拼  花 

1/3交釘 

拼  花 

步步高昇 

拼   花 

自然交釘 

拼   花 

對齊排列 

拼   花 

寬窄拼法 

拼   花 

人形拼法 

拼   花 

箭頭拼法 

拼   花 

國中及 

以下 

平均值 5.00 5.00 4.00 3.50 4.50 5.00 4.00 5.00 

N 2 2 2 2 2 2 2 2 

標準偏差 .000 .000 1.414 .707 .707 .000 1.414 .000 

高中職 

平均值 3.97 3.90 3.80 3.87 2.97 1.67 2.90 3.63 

N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標準偏差 1.129 .923 1.064 .900 1.098 1.028 .923 .964 

大專 

平均值 3.92 3.71 3.41 3.86 3.14 1.89 2.77 3.39 

N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標準偏差 1.050 1.024 .927 .927 .994 .895 .820 .846 

研究所 

及以上 

平均值 3.89 3.57 3.54 3.91 2.98 1.75 2.86 3.41 

N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標準偏差 1.155 1.059 .785 .978 1.168 .899 .699 .826 

總計 

平均值 3.93 3.71 3.47 3.87 3.11 1.87 2.80 3.42 

N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標準偏差 1.072 1.024 .923 .929 1.037 .938 .816 .860 

 

由表 4-16職學歷度對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度為

「1/2交釘-拼花」3.97最高，大專學歷喜好度的滿意度為「1/2交釘-拼花」3.92，

研究所及以上組群好度的滿意度為「自然交釘-拼花」3.91，學歷在剃除國中以下之

消費者因受試者只有個位數，數量過低，故不列入分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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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16在高中職組群及大專組群，對「地板拼花」皆落在「1/2 交釘-拼花」，

研究所及以上組群則落在「自然交釘-拼花」， 

 

 

圖 4-17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四、不同「專業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地板拼接 

」統計及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專業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拼接」喜好度 

的滿意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7。 

表 4-17不同專業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拼花 

專業人士 

與非專業人士 

1/2交釘 

拼  花 

1/3交釘 

拼  花 

步步高昇 

拼   花 

自然交釘 

拼   花 

對齊排列 

拼   花 

寬窄拼法 

拼   花 

人形拼法 

拼   花 

箭頭拼法 

拼   花 

消費者 

平均值 3.78 3.71 3.37 3.80 3.09 1.90 2.72 3.30 

N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197 

標準偏差 1.116 1.042 .869 .918 1.029 .935 .833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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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 

平均值 4.30 4.12 3.82 3.70 3.00 1.82 3.06 3.48 

N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標準偏差 .951 .857 .846 1.159 .901 .950 .496 .566 

室內設計師 

平均值 3.96 3.49 3.49 4.11 3.15 1.89 2.95 3.56 

N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標準偏差 .999 .979 .920 .786 1.113 .896 .705 .834 

與木質地板 

相關專業人士 

平均值 4.22 3.71 3.61 3.96 3.22 1.73 2.82 3.69 

N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標準偏差 .945 1.045 1.115 .916 1.083 1.002 .974 .883 

總計 

平均值 3.93 3.71 3.47 3.87 3.11 1.87 2.80 3.42 

N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標準偏差 1.072 1.024 .923 .929 1.037 .938 .816 .860 

由表-4-17，消費者對於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度之平

均數以「自然交釘-拼花」3.80為最高， 建築師則以「1/2拼花」4.30最高，室內

設計師以「自然交釘-拼花」4.11最高，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也是以「1/2交釘

-拼花」4.22最高。 

由表 4-17，其消費者與室內設計師對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色系」喜

好度的滿意度同落在「自然交釘-拼花」群組，而建築師和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

對「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意度一同落在「1/2交釘-拼花」群組。 

 

圖 4-18 不同專業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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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平均月收入」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地板拼接」

統計及分析 

  對不同平均月收入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拼接」喜好度 

的滿意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8。 

 

表 4-18不同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拼花 

平均月收入 

1/2交釘 

拼  花 

1/3交釘 

拼  花 

步步高昇 

拼   花 

自然交釘 

拼   花 

對齊排列 

拼   花 

寬窄拼法 

拼   花 

人形拼法 

拼   花 

箭頭拼法 

拼   花 

20,000 

以下 

平均值 3.68 4.11 3.38 3.95 3.05 2.14 2.38 3.03 

N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標準偏差 1.082 .936 .794 .848 .941 .887 .758 .986 

20,001 

~ 

40,000 

平均值 3.84 3.62 3.30 3.73 3.10 1.88 2.74 3.22 

N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標準偏差 1.125 .987 .875 .955 1.021 .903 .768 .788 

40,001 

~ 

60,000 

平均值 3.95 3.55 3.53 3.96 3.17 1.81 2.89 3.57 

N 149 149 149 149 149 149 149 149 

標準偏差 1.086 1.062 .976 .892 1.099 1.002 .874 .848 

60,001 

~ 

80,000 

平均值 4.07 3.91 3.55 3.71 3.07 1.79 2.95 3.59 

N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標準偏差 .989 .923 .921 1.060 .989 .913 .633 .726 

80,000 

以上 

平均值 4.13 4.00 3.67 4.07 2.80 1.93 2.80 3.33 

N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標準偏差 .915 1.069 .900 .704 .941 .594 .941 1.047 

總計 

平均值 3.93 3.71 3.47 3.87 3.11 1.87 2.80 3.42 

N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標準偏差 1.072 1.024 .923 .929 1.037 .938 .816 .860 

 

由表 4-18示，平均月收入在 20,000元以下的消費者對於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

度之「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度之平均數以「1/3交釘-拼花」4.11為最高，平均

月收入在 20,001~40,000消費者也是以「1/2交釘-拼花」3.84最高平均月收入在



 

81 

 

40,001~60,000消費者則改以「自然交釘-拼花」3.96最高，平均月收入在

60,001~80,000消費者是以「1/2交釘-拼花」4.07最高；平均月收入在 80,000元

以上消費者也是以「1/2交釘-拼花」4.13最高。 

 

由表 4-18示，平均月收入在 40,000元以下的對「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度

有著顯著的落差，皆落在不同的拼花群組，但月收入在 60,000元以上 

就回至 1/2交釘拼花，推估在經濟到達一定(60,000元)以上之程度，會開始尋求較

穩定的地板拼花。 

 

 

圖 4-19 不同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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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居住地區」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喜好度問之「地板拼接」統

計及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居住地區的消費者對超耐磨地板之「地板拼接」喜好度 

的滿意度統計結果，結果如表 4-19。 

 

表 4-19不同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 

拼花 

居住區域 

 1/2交釘 

拼  花 

1/3交釘 

拼  花 

步步高昇 

拼   花 

自然交釘 

拼   花 

對齊排列 

拼   花 

寬窄拼法 

拼   花 

人形拼法 

拼   花 

箭頭拼法 

拼   花 

北部

地區 

平均值 4.17 3.70 3.70 3.90 3.13 1.78 2.96 3.61 

N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標準偏差 .979 .965 .912 .964 1.131 .875 .761 .782 

中部

地區 

平均值 3.86 3.74 3.42 3.87 3.11 1.97 2.78 3.40 

N 174 174 174 174 174 174 174 174 

標準偏差 1.052 1.059 .926 .860 1.008 .946 .866 .918 

南部

地區 

平均值 3.76 3.64 3.33 3.90 3.00 1.81 2.76 3.30 

N 67 67 67 67 67 67 67 67 

標準偏差 1.182 .980 .824 1.017 1.015 .973 .698 .779 

東部

地區 

平均值 4.25 3.83 3.42 3.42 3.42 1.33 2.33 3.33 

N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標準偏差 1.138 1.267 1.311 1.165 .996 .888 .888 .778 

外島及

離島地

區 

平均值 3.00 4.00 4.00 4.00 3.00 1.00 2.00 2.00 

N 1 1 1 1 1 1 1 1 

標準偏差 . . . . . . . . 

總計 

平均值 3.93 3.71 3.47 3.87 3.11 1.87 2.80 3.42 

N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標準偏差 1.072 1.024 .923 .929 1.037 .938 .816 .860 

由表 4-19示，北部地區消費者對於室內用木質地板喜好度之「地板色系」喜好

度的滿意度以「1/2交釘-拼花」4.17為最高，中部地區為「自然交釘-拼花」3.87，

南部地區為「自然交釘-拼花」3.90，東部地區和外島及離島地區之消費者數量過低，

故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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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不同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於「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意程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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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室內用木質地板之研究假設經分析結果統計表 

編號 研究假設 顯著 未顯著 保留/拒絕 

1-1 
不同「性別」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色

系」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1-2 
不同「年齡」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色

系」喜好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1-3 
不同「學歷」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色

系」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1-4 
不同「專業」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色

系」喜好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1-5 
不同「月收入」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色

系」喜好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1-6 
不同「居住地」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色

系」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1-7 
「希望合理售價」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

「色系」喜好度有顯著差異 
  

保留 

2-1 
不同「性別」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拼

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2-2 
不同「年齡」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拼

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2-3 
不同「學歷」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拼

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保留 

2-4 
不同「專業」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拼

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2-5 
不同「月收入」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拼

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2-6 
不同「居住地」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拼

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拒絕 

2-7 
「希望合理售價」之受試者對於室內用超耐磨地板之

「拼接」喜好度沒有顯著差異 
  

保留 

經統計分析共有十四個研究假設，共有十一組假設達顯著水準，有三組假設，

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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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依據統計分析、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客觀 

的分析與建議，提供給「設計師」、「消費者」、「銷售廠商」、「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

人士」及「相關學術單位」後研究參考之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探討室內超耐磨地板之現況，以問電腦卷調查的方式尋求

消費者對於室內超耐磨地板色系及拼接的喜好度差異。根據文獻探討及統計分析結

果，相關結論如下: 

一、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特性」的設計喜好程度 

經研究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地板特性」分別為：01耐磨、耐刮、抗衝擊、

02抗污、好保養、低甲醛、03吸音、隔音效果、04抗潮濕、抗水氣、05防蟲蛀、

防白蟻，此五項「地板特性」可供消費者、設計師、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及

「相關學術單位」作為後研究參考之方向。 

 

圖 4-21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特性」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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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色系」的設計喜好程度 

    (一) 不同背景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的滿 

意程度中對於「學歷」、「專業」、「平均月收入」、及「希望合理售價」有

著明顯的顯著性。 

 

 (二) 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在 

      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二組（經典橡木色系、 

      森林橡木色系）達到顯著差異，另二組（白色橡木色系、淺灰混凝土）   

      沒有差異。 

 

（三）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在 

      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一組（經典橡木色系） 

      達到顯著差異，另三組（森林橡木色系、白色橡木色系、淺灰混凝土）   

         沒有差異。 

 

（四）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在 

      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三組（經典橡木色系、森

林橡木色系、白色橡木色系、）達到顯著差異，有一組（淺灰混凝土）沒

有差異性。 

 

（五）不同專業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在 

      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四組（經典橡木色系、森

林橡木色系、淺灰混凝土）達到顯著差異，未達差異性的有零組。 

 

 



 

87 

 

（六）不同平均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在

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三組（經典橡木色系、森

林橡木色系、淺灰混凝土）達到顯著差異，有一組（白色橡木色系）沒有

差異性。 

 

 (七) 不同居住地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度在 

      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二組（經典橡木色系、 

      森林橡木色系）達到顯著差異，另二組（白色橡木色系、淺灰混凝土）   

      沒有差異。 

 (八)不同平均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色系」喜好 

度在各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參組（經典橡木 

色系、森林橡木色系、淺灰混凝土）達到顯著差異，有一組（白色橡 

木色系）沒有差異性。 

 

 

圖 4-22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色系」的設計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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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拼接」的設計喜好度 

   (一)  不同背景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的滿 

         意程度中對於「1/2交釘」、「自然交釘」有著較高比評價，其次為「1/3 

         交釘」、「步步高昇」拼花，相較於「對齊排列」、「寬窄拼法」、「人形    

         拼法」及「箭頭拼法」相對評價較低。 

 

(二) 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 

     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五組（1/3交釘-拼花、 

     步步高昇-拼花、自然交釘-拼花、人形拼法-拼花、箭頭拼法-拼花）達到

顯著差異，另三組（1/2交釘-拼花、對齊排列-拼花、寬窄拼法-拼花）沒

有顯著差異。 

 

(三) 不同年齡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 

     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五組（1/3交釘-拼花、 

     自然交釘-拼花、對齊排列-拼花、寬窄拼法-拼花、箭頭拼法-拼花）達到

顯著差異，另三組（1/2交釘-拼花、步步高昇-拼花、人形拼法-拼花）沒

有顯著差異。 

 

(四) 不同學歷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 

     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六組（1/3交釘-拼花、 

     步步高昇-拼花、對齊排列-拼花、寬窄拼法-拼花、箭頭拼法-拼花人形拼

法-拼花）達到顯著差異，另二組（1/2交釘-拼花、自然交釘-拼花、）沒

有顯著差異。 

 

(五) 不同專業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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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四組（1/2交釘-拼花、1/3

交釘-拼花、步步高昇-拼花、箭頭拼法-拼花）達到顯著差異，另四組（自

然交釘-拼花、對齊排列-拼花、寬窄拼法-拼花、人形拼法-拼花）沒有顯

著差異。 

 

(六) 平均月收入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群

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七組（1/2交釘-拼花、1/3交

釘-拼花、步步高昇-拼花、自然交釘-拼花、寬窄拼法-拼花、人形拼法-

拼花、箭頭拼法-拼花）達到顯著差異，另一組（對齊排列-拼花）沒有顯

著差異。 

 

(七) 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群組

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二組（步步高昇-拼花、箭頭拼法

-拼花）達到顯著差異，另五組（1/2交釘-拼花、1/3交釘-拼花、自然交

釘-拼花、對齊排列-拼花、自然交釘-拼花、對齊排列-拼花、寬窄拼法-

拼花、人形拼法-拼花）沒有顯著差異。 

 

(八) 希望合理售價之消費者對於選購室內木質地板之「地板拼花」喜好度在各

群組之間有所差異，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有五組（1/2交釘-拼花、、步

步高昇-拼花、自然交釘-拼花、寬窄拼法-拼花、人形拼法-拼花）達到顯

著差異，另三組（1/3交釘-拼花、對齊排列-拼花、箭頭拼法-拼花）、沒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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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消費者對於超耐磨地板「拼接」的設計喜好程度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研究地區與方法方面 

本研究文獻資料多以近代及目前市面上銷售的室內木質地板材質為依據，因受限

於人力、物力、時間與經費等因素限制下，研究對象抽樣之樣本數較少，建議未來

受測者可擴大取樣範圍以增加樣本人數，例如增加台灣東部地區取樣樣本，讓研究

結果更具代表性。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方面 

本研究電腦問卷調查樣品，其中 20歲以下之受測者佔有 9位，21~30歲受測者

佔有 46位，共計 55位，佔總受測者比例至一成六，經分析研究，發現該年齡層之

受測者可能尚未有工作經驗及經濟能力，其受測有效度有待進一步研究，建議未來

可將受測者之年齡層往上推至有工作及經濟能力之受測者，將可獲得更有研究價值

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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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材質與方法方面 

    本研究因受限於人力、物力之因素，其研究材質限制於「室內超耐磨地板」為

主要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加入其他地板材質，例如：實木地板、實木覆合

地板等......等擴大研究範圍，另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增加其他類別項目作為研究變

項，讓該「室內木質地板」研究可更加有深度及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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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用木質地板喜好度」問卷調查表 

    本研究問卷主要目的為調查消費者選擇室内木質地板的喜好，並歸納

彙整客觀資訊，作為日後學術研究之參考。本卷採無記名方式，資料絕對

保密，您寶貴的意見對於本研究有莫大的幫助，衷心感謝您的協助與耐心

填答!。 

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黃信欽  敬上 

 

作答說明： 

1、問卷共有 23題，作答時間預計為 3分鐘。 

2、本問卷分為五個部分，「基本資料」、「超耐磨地板特性」、「超耐 

磨地板合理售價」、 「超耐磨地板色系」、「超耐磨地板拼接法」 

等五大部分喜好度調查。 

3、煩請仔細作答，並於作答結束後，檢查是否有缺漏的答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1性別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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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齡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1-3學歷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及以上 

 

1-4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 

○消費者 

○建築師 

○室內設計師 

○與木質地板相關專業人士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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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平均月收入  

○20,000 以下 

○20,001~40,000 

○40,001~60,000 

○60,001~80,000 

○80,000 以上 

 

1-6居住區域(以行政區畫分)  

○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 

○中部地區：包含苗栗縣市、台中市、彰化縣市、南投縣 

市、雲林縣市 

○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市 

○東部地區：宜蘭縣市、花蓮縣市、台東縣市 

○外島及離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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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你是否使用過超耐磨地板 

○有使用過 

    ○未使用過 

 

1-8請問你是否了解超耐磨地板 

○了解 

    ○不了解 

 

1-9請問你是否喜歡超耐磨地板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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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您對於超耐磨地板的「特性」，喜好度調查： 

(可複選三項) 

○耐磨、耐刮、抗衝擊        ○防燄 

    ○抗污、好保養、低甲醛      ○可拆裝、可搬運 

    ○吸音、隔音效果            ○有養寵物 

    ○抗潮濕、抗水氣            ○大尺寸 

    ○防蟲蛀、防白蟻            ○不會破壞原有地材 

 

三、請問您對於超耐磨地板的「合理售價」，喜好度調查： 

(含平鋪施工費) 

○3,000 元以下/坪 

○3,001 ~ 4,000元/坪 

    ○4,001 ~ 5,000元/坪 

    ○5,001 ~ 6,000元/坪 

    ○6,001 ~ 7,000元/坪 

    ○7,000 元以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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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超耐磨地板「色系」喜好度調查： 

4-1請問您對以下超耐磨地板的「經典橡木-色系」喜好度 

 

   

 

4-2請問您對以下超耐磨地板的「森林橡木-色系」喜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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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圖：請問您對以下超耐磨地板的「白色橡木-色系」喜好度 

 

        

 

4-4請問您對以下超耐磨地板的「淺混泥土-色系」喜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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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超耐磨地板「拼接方式」喜好度調查： 

5-1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1/2交釘」，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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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1/3交釘」，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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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步步高昇」，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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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自然交釘」，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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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對齊排列」，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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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寬窄拼法」，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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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人形拼法」，您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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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對於室內木質地板的「拼接方式-箭頭拼法」，您的喜好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填答，給予本研究支持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