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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書籍、雜誌、名片、證書、

獎狀或傳單等等，皆是文化用紙的應用層面；然而，卻少有關於紙的感性研究。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文化用紙類，常用於印刷業的印刷用紙之感性意象，以及其在

觸覺感受、視覺感覺與視觸覺感受上是否有相關性。本研究從造紙廠所提供之文化

用紙樣本挑選出 24 種紙品做為實驗樣本，並請 20 位具有紙的專業知識之專家挑選

適合用來描述紙類之視覺與觸覺感性語彙。由 30 位受測者進行三階段的實驗，分別

為觸覺實驗、視覺實驗與視觸覺實驗，在所提供的意象尺度上評分。以感性工學的

理論基礎，將視覺感受、觸覺感受與視觸覺感受數值化並應用複迴歸分析建構紙的

屬性與感性之關聯性。應用複迴歸分析探討紙的屬性包括 : 基重、厚度、光澤度、平

滑度、不透明度、白度及鬆度，在觸覺感受、視覺感受與視觸覺感受之於「優質的」、

「柔和的」與「專業的」三個感性意象上之影響程度。結果得到，觸覺上，厚度越

厚越有優質的感覺。厚度越薄，平滑度越低，鬆度越高時，越有柔和的感覺。厚度

越厚的紙，越有專業的感覺。視覺上，不透明度越高越有優質的感覺。平滑度越低時，

越有柔和的感覺。不透明度越高的紙，越有專業的感覺。視觸覺上，不透明度越低時，

越有柔和的感覺。在「優質的」與「柔和的」意象中，觸覺與視觸覺之意象感受具

有顯著相關，視覺與視觸覺具有顯著相關 ; 在「專業的」意象中，觸覺、視覺、視觸

覺之感性意象皆有顯著之相關性。實驗的結果可作為紙的製造及使用上的參考。

關鍵詞：感性工學、印刷用紙、視覺、觸覺、視觸覺

Paper is commonly used in our daily life. It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many aspects of life. 
However, there are only a few studies related to paper. Hence, this study tried to construct the 

perceptual images of writing and printing paper. As there are numerous categories of paper, this 
study limited the scope to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kinds of paper for printing industry. This study 
adopted Kansei Engineering metho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per and the people’s 
emotion. Three Kansei words and 24 paper samples wer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30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measure the intensity level of feeling for sense of touch, sense of sight and sense of touch 
& sight toward the 3 Kansei words against each sample during the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opefully,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to the paper industry and printing industry, as well as books 
designers. 

Keywords: Kansei Engineering, writing and printing paper, sense of sight, sense of touch, sense of 
sight &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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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消費時代，人們對於產品的要求不再只停留於視覺上是否美觀，功能上

是否好用，對於產品的質感以及伴隨引發的心理感受也很在乎。印刷業在選擇紙類

時，往往是功能上的考量，並未有人深入探討紙類的感性意象是否與印刷物之性質、

內容相符合。儘管網路科技的發達，許多書籍都成為電子化的形式，然而傳統的書

籍印刷仍然無法被取代，因此，在印刷產業走向精緻化時，對於印刷品的品質就有

更高的要求，必須更深入的去考量紙品上的選擇。

人們對於質感的重視，使現今紙品種類發展蓬勃，不同的物理特性傳達著豐富

的觸覺特性。紙張觸覺質感的營造漸漸成為紙品製造關注的重點 ( 李祥峰，2007) 。

從感性工學領域的相關文獻發現，尚未有人探討紙品的觸覺與視覺的相關議題，在

印刷業發達的今天，實有必要提供一個紙品的感性資料庫，在書籍等印刷品的設計

上能夠得到更全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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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紙張概念一般的說法是︰紙張是由植物纖維加入填料、膠料、色料等成分

加工提成的一種物質材料。稻草、竹木、棉麻及可利用的廢料都可以成為紙張的原

料，因為原料的不同，紙張的性質也大不同。紙張是我們熟悉的書籍材質，也是記

載和傳播文化的重要工具。

紙張種類繁多，每種類型並沒有嚴格的定義。紙依其用途及品質特性可概分為︰

文化用紙、工業用紙、包裝用紙、家庭用紙、資訊用紙及特殊用紙等六大類。文化

用紙泛指供筆記或印刷等以文化使用為目的的紙類，常見之文化用紙有銅版紙、道

林紙、模造紙、證卷紙、印書紙、畫圖紙、招貼紙、打字紙、聖經紙、郵封紙、香

煙紙、格拉辛紙、新聞紙等。本研究探討的對象為文化用紙裡常用於印刷的印刷用

紙。

根據永豐餘於 2007 年出冊，提供索取之「銅版紙樣本」冊及「道林紙樣本」冊

裡針對紙的規格之描述可得知：銅版紙類常用之指標為白度、光澤度、與鬆度 ; 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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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紙類常用之指標為密度、不透明度、與平滑度。另外，厚度對紙品而言也是具有

影響力的性質之一，因此針對重要的幾項參數詳細介紹如下，並且將本研究應用到

之參數整理如表 1。

關於紙的研究，在 Summers, Irwin, and Brady (2008) 的「Haptic Discrimination 

of Paper」一文中，研究者欲探討人在短時間內對於紙的觸覺辨識能力，模仿使用紙

鈔的情境來規劃實驗，請 12 位受測者，針對從文具店收集而來的 10 種用於影印的

白紙以及 1張未印刷的英國紙鈔用紙，以幾秒的短時間接觸進行辨識，為了避免視

覺及聽覺的干擾，實驗過程使用耳機撥放白噪音及眼罩。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對

於紙張的觸覺辯識是基於兩個向度 - 粗糙度 (roughness) 跟硬度 (stiffness) 來判斷。

研究結果可以應用於鈔票的設計上，以便可以在短短幾秒鐘的接觸即可辨別出假鈔。

此研究對於本研究在實驗細節規劃上有很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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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從書籍設計材料的角度來探討，如「觸摸材質—書籍設計材料的觸

感研究」一文，劉萍 (2007) 嘗試著從書籍的材料入手，來研究書籍的觸覺設計。文

中介紹了書籍各種常用的材料，重點討論了書籍審美中五感的重要作用。作者認為

材料的觸覺質感和視覺質感完美結合是書籍審美的重點所在，書籍給予人的審美感

受在於閱讀、觸摸、聽聲、聞香、品味，書籍的審美是所有感覺的連續的享受。隨

著書籍在形態上的進步和創新，隨著書籍審美意識的提高和新材料的不斷湧現，在

視觸覺上去深入探討書籍之美是有意義的。

另外，有一些研究是從製造技術的觀點來探討，如「紙張的鬆度研究」一文中

探討以不同漿料混合、打漿程度、並探討原料紙漿中半纖維素含量及不同的增厚劑

對紙張鬆度的影響 ( 林慧宜，2006)。

2/3 ㊮ㆶ⽴ⴇ厖嬥ҷ宇孉ҷ嬥宇孉

本研究欲使用感性工學之方法做為量測與建構人對於紙類觸覺、視覺、與視觸

覺之感性意象，希望藉此研究成果，對於印刷用紙之製造與應用有一些貢獻。  

“Kansei”為日文「感性」之發音，意義為“sensitivity, feeling, impression 

and some emotion”，即「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心瀲感受和意象」(Nagamachi，

1995)。感性工學 (Kansei Engineering) 是日本學者長町三生 (Mituo Nagsmachi) 提出

的一種以消費者導向之新產品開發技術，依據消費者對於產品於心中產生的感性需

求以及投射於物體所產生的意象，瀫用濌化概濱的探討，將其轉化成具體的設計元

素。

觸覺，亦稱壓覺，是由皮膚表面受到觸壓時所產生的一種感覺，如凹凸感、平

滑感、軟硬度、潮溼度、重量感、冷暖感。視覺是建立在視覺感受的記憶，藉由視

覺的接觸，喚起心裡知覺，而分辨出物體的表面組織(張春興，2003;陳俊宏、楊東民，

1999)。

視覺，是眼睛與視覺區間發生的生理與心理歷程。視覺經驗通常藉由觸覺經驗

的結合而產生，而得以分辨材料的凹凸感、平滑度、以及乾溼特徵。與觸覺最大的

不同點在於視覺可以感覺到「光澤度」的呈現。

視觸覺，為視覺及觸覺同時接觸物體時，所產生的混合感官知覺 ( 呂清夫，

1991；林崇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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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超茗 (1997) 在「材料視覺與觸覺質感意象的研究」中嘗試就材質對人類心理

意象的影響進行探討，並比較材質在視覺與觸覺上的特性及差異，研究以玻璃、木

材、金屬、塑膠、皮革、陶瓷，及橡膠等 7種不同的材質，分別以純視覺、純觸覺，

及視觸同時的感受方式，請 90 名受試者在 20 個意象形容詞中，勾選各種材質的意

象程度，實驗結果經過統計分析，發現 7種材質彼此間有明顯的差異性存在，各材

質都有其特定的意象；而視覺與觸覺同時感受材質時的意象，和純以視覺感受的意

象較為接近，而兩者都和純以觸覺感受的意象有較大的差異。 

呂明泉 (2002) 在「觸覺與視覺對意象差異研究：以塑膠材質咬花為例」的研究

中提到，視覺與觸覺之感受意象確實有差澰，影響視覺及混合知覺的主要影響因素

是花紋，而影響觸覺意象是材質，因此在現今的資訊傳播，利用視覺來傳達訊息仍

無法全面呈現產品意象。

蔡承諭 (2004) 在「視、觸覺之形態與材質對產品意象影響研究」中，比較視覺、

觸覺及視觸覺複合感官進行感受樣本意象的差異及相關性，結果發現視覺與視觸覺

複合感官具有高度相關性，而與觸覺相關程度較低，顯示視覺對複合感官知覺具有

支配性，而對觸覺則有替代性。在應用層面來看，人們日常生活中對產品意象的感

受是比較依賴視覺的，也說明了在一般情況下感受產品意象時，以視覺替代複合感

官知覺的可行性。研究針對視覺與觸覺所感受之意象差異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在某

些意象中視覺與觸覺感受之意象具顯著相關性，顯示視覺與觸覺對某些意象具有共

感覺的現象，因此當某一感官作用消失時，另一感官所感受的意象並不會有太大差

異。

Choi 與 Jun (2007) 針對消費型聚合物產品的表面粗糙度做觸覺的研究，將表面

的粗糙度分為四個等級，分別為「很軟(very soft)」，「軟(fairly soft)」，「粗糙(fairly 

rough)」，「很粗糙 (very rough)」，以感性工學的量測手法將感性意象與粗糙度建

立對應關係。將六組感性語彙群分別對應到適合的粗糙度。 

陳安君 (2010) 在「產品視觸覺複合之感性意象研究」中發現，感性語彙可依感

受程度的差異分為視覺系、觸覺系及視觸共感系語彙；以一具有強烈某意象之材質

附加於一形態上，將對形態造成該意象之正向影響，即複合後之產品於該意象的表

現將高於複合前之形態；又針對一般日常生活而言，對於產品的接觸多以視、觸覺

並行，倘若單純以視覺感官評斷產品之意象，容易低估其以視觸覺感受之實際意象。

綜觀目前的研究，在紙的相關研究上，有探討紙的觸覺辨識以運用在紙鈔設計，

也有探討紙在書籍設計的運用，以及紙張製造的技術。在感性工學之領域，雖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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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材質之視覺與觸覺感受的研究，但在紙品方面並未有類似的研究。在今日電

子書逐漸普及，出版業走向精緻化，對於印刷出版物的設計與品質將會越來越講究，

因此從人對與紙的感性意象為切入點，建構印刷用紙之感性意象資料庫，有其必要

性與迫切性。

眾多的紙類製品，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在時間及人力限制之下，本研究選擇

之研究對象為文化用紙類與出版印刷相關的紙品。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印刷用紙分

別在視覺、觸覺、視覺及觸覺之意象研究。

ᾘ!䦣䰅㝈㹤厖仟㤫

3/2 㛅桕╙䵸戇亨♐㮲㢻

本研究收集由國內居領導廠商地位的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文化用

紙之樣本，包含「銅版紙」及「道林紙」樣本。銅版紙包含五個系列 : 火鶴超級銅版

紙系列，琉璃特級銅版紙系列，特級銅版紙系列，嵩厚系列，及壓紋銅版紙系列。

道林紙包含三個系列 : 道林系列，微塗系列，及嵩厚系列。共收集到 116 種不同的紙

品，去除掉單面之紙品以及部分性質過於相近之紙品，以 100 種紙品樣本作為後續

篩選代表性樣本的依據。

⢥ Ĳ͓懁姛 Ōŋ 㹤Ὶ Ĳıı ツ亨♐㮲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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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Ĵ͓╦㾻冔⎕儳䑏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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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集到的 100 張紙品樣本製作成 10cm × 10cm 之紙片，並在背面右下角標

註編號，由 12 位設計系研究生依據所能辨別之程度，將 100 種紙品歸類，以 KJ 

(Kawakita Jiro) 法依質感相似程度分群編號，分群數目並無限制，並請受測者說明

每一群所依據的形態特徵以確認分群依據，最後記錄每一群組之樣本編號。將 12 位

受測者的分群資料轉換成相異性矩陣後，以MDS進行分析，可以了解這些樣本在受

測者意象空間的座標值，及其分布情形。而進一步將這些樣本的座標值作為階層集

群分析的輸入值，以便將樣本分成差異性較大的數群，再觀察每群之樣本分布情形，

挑選出該群組的代表性樣本，共分為 12 群，每群挑選兩個，得到 24 個代表性樣本

如表 2。

姷 ĳ͓ġĳĵ ↚姷ㆶ亨♐㮲㢻⎦姷

儳埮 佷埮 亨♐亊⎦ 亨⎴ ⦉捜

Ĳ 2 䈡䳂戭䇰䳁䲣↿ 䈡䳂暁朊戭䇰䳁 ŕŸŰĮŔŪťŦġńŰŢŵŦťġőŢűŦųĩňŭŰŴŴĪ Ĺĺįĸ

Ĳ 3 ⴑ⍂䲣↿ ⴑ⍂䈡䳂戭䇰䳁 ĩŃŶŭŬźġŵŸŰĮŴŪťŦġŤŰŢŵŦťġűŢűŦųĪ ĸĶ

2 Ķ 䈡䳂戭䇰䳁䲣↿ 䈡䳂暁朊戭䇰䳁 ŕŸŰĮŔŪťŦġńŰŢŵŦťġőŢűŦųĩňŭŰŴŴĪ Ĳĺı

2 ķ 䈡䳂戭䇰䳁䲣↿ 暁朊戭䇰䳁ġĩŕŸŰĮŔŪťŦġńŰŢŵŦťġőŢűŦųĩňŭŰŴŴĪġ Ĳĳķįķ

3 ĸ 䎱䐫䈡䳂戭䇰䳁䲣↿ 䎱䐫䈡䳂戭䇰䳁 ŕŪŵŵŰŵġłųŵġőŢűŦųġĩňŭŰŴŴĪ Ĳĳķįķ

3 ĺ ⴑ⍂䲣↿ ⴑ⍂䈡䳂戭䇰䳁 ĩŃŶŭŬźġŵŸŰĮŴŪťŦġŤŰŢŵŦťġűŢűŦųĪ ĲĴĶ

ĵ Ĳı 䀓浜崭䳂戭䇰䳁䲣↿ 䀓浜崭䳂戭䇰䳁 ŇŭŢŮŪůŨŰġŔŶűŦųġłųŵġőŢűŦųġĩňŭŰŴŴĪ ĲĶı

ĵ ĲĲ 䀓浜崭䳂戭䇰䳁䲣↿ 䀓浜崭䳂暒朊戭䇰䳁 ŇŭŢŮŪůŨŰġŔŶűŦųġłųŵġőŢűŦųġĩŎŢŵŵĪ ĳĴı

Ķ ĲĴ ⴑ⍂䲣↿ 檀䘥暄娴䳁ġŎĮűųŪůŵĩňŭŰŴŴĪ Ķĵ

Ķ ĲĶ ⴑ⍂䲣↿ 檀䘥暒朊暄娴䳁ġŎĮűųŪůŵĩŎŢŵŵĪ ķı

ĸ Ĳĸ 䈡䳂戭䇰䳁䲣↿ 檀䳂暒朊戭䇰䳁ġĩŕŸŰĮŔŪťŦġńŰŢŵŦťġőŢűŦųĩŎŢŵŵĪġ ĲĶı

ĸ ĲĹ ⴑ⍂䲣↿ 檀⍂⹎暒朊戭䇰䳁 ĩŉŪŨũġţŶŭŬźġŵŸŰĮŴŪťŦġŤŰŢŵŦťġűŢűŦųĪ Ĳıı

Ĺ ĳı ⡻䲳戭䇰䳁䲣↿ ⶫ䲳戭䇰䳁 ņŮţŰŴŴŦťġńŰŢŵŦťġłųŵġőŢűŦųĩŤũŦŤŬĪ ĲĶĹįĳ

Ĺ ĳĲ ⡻䲳戭䇰䳁䲣↿ 剙䲳戭䇰䳁 ņŮţŰŴŴŦťġńŰŢŵŦťġłųŵġőŢűŦųĩŴűŰŵĪ ĲıĶįĶ

ķ 23 忻㜿䲣↿ 䈡䘥㧉忈䳁ŉŪĮŸũŪŵŦġŶůŤŰŢŵŦťġŸŰŰťŧųŦŦ Ĳĳı

ķ ĳĵ ⴑ⍂䲣↿ 䈡䘥檀䳂⚾㚠䳁ġŉŪĮŸũŪŵŦġţŶŭŬźġţŰŰŬġűŢűŦų ĸĶ

ĺ ĳķ ⽖⟿䲣↿ 䈡䳂尉䈁忻㜿䳁 ģŴŶűŦųŪŰųģŊŷŰųźġŖůŤŰŢŵŦťġŘŰŰťŧųŦŦ Ĳĳı

ĺ ĳĸ ⽖⟿䲣↿ 䈡䳂䰛刚⟿Ự忻㜿䳁ġŤųŦŢŮźġŶůŤŰŢŵŦťġŸŰŰťŧųŦŦ Ĳıı

Ĳı ĳĺ ⴑ⍂䲣↿ 檀䳂⚾㚠䳁ġŉŪŨũġţŶŭŬźġţŰŰŬġűŢűŦų ķĶ

Ĳı Ĵı ⴑ⍂䲣↿ 䰛刚㻓䔓䳁ġŤųŦŢŮźġũŪŨũġţŶŭŬźġűųŪůŵŪůŨġħġŸųŪŵŪůŨġűŢűŦų ĸĴįĹ

ĲĲ 32 忻㜿䲣↿ ℐ㛐忻㜿䳁ġŶůŤŰŢŵŦťġŸŰŰťŧųŦŦ ĲĶĹįĳ

ĲĲ 33 忻㜿䲣↿ 䘥忻㜿䳁ŸũŪŵŦġŶůŤŰŢŵŦťġŸŰŰťŧųŦŦ Ĳĳı

Ĳĳ Ĵĵ ⽖⟿䲣↿ 檀䳂∫↲䳁 ģŴŶűŦųŪŰųģŃŪŵĮŤŰŢŵŦťġŸŰŰťŧųŦŦ ĸı

Ĳĳ ĴĶ ⽖⟿䲣↿ ∫↲䳁ġŃŪŵĮńŰŢŵŦťġŘŰŰťŧųŦŦ Ĳĳ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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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㛅桕╙䵸戇㊮ㆶ尭ヨ

從紙品販售廠商之型錄資料，印刷廠商網站上對紙品之介紹等等，廣泛收集對於

紙質本身的形容，進一步將形容詞歸類為形容視覺、紋路、觸感、物理性能、色調、

整體感覺等六個類別。考慮到本研究欲探討的感覺面向包含觸覺，視覺，視觸覺三個

面向，所以能作為研究之感性語彙需要能同時形容視覺與觸覺之感受，因而從形容整

體感覺之形容詞著手，參考由研究者呂明泉 (2002) 關於視覺與觸覺之研究中初步篩選

收集之形容詞，匯整出 100 個形容詞作為後續篩選的依據。

請具有紙的專業知識之人員，來自興中紙業，台灣紙業，永豐餘造紙，賢記紙業，

中華紙漿，樹火紙博之專家 20 人協助填寫問卷以挑選出適合之形容詞語彙。問卷上

列出 100 個形容詞，請專家針對「視覺」感受及「觸覺」感受分別至少選出 15 個。

問卷統計之結果為，在觸覺方面，票數過半之形容詞為「質感的」、「手感的」、「優

質的」、「柔和的」、「工藝的」、及「專業的」；在視覺方面，形容詞篩選結果票

數過半者為「美學的」、「人文的」、「藝術的」、「創意的」、及「設計的」，由

於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觸覺、視覺、及視觸覺之感性是否有差異，須以同一個感性語

彙為基礎時方能比較，因此最終選取視覺形容詞與觸覺形容詞最高得分交集之三個形

容詞 : 「優質的」( 視覺票數 9; 觸覺票數 12)、「柔和的」( 視覺票數 9; 觸覺票數 11)、

及「專業的」( 視覺票數 9; 觸覺票數 9) 作為最終之感性語彙。

3/4 ㊮ㆶ寤⊈毦厖仟㤫

本實驗欲探討的是人的觸覺、視覺、視觸混合感覺對於紙品的感性意象，以及不

同感覺對於感性評價是否會有差異。實驗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探討觸覺、視覺、視

⢥ ĵ͓㊮ㆶ毦㧛棱宼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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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之感性，在順序的安排上，考量到人類視覺占了知覺的很大一部份，視覺感受

可能會觸發以往的經驗產生觸覺之想像，若先進行視覺實驗，將有可能在進行觸覺

實驗時產生記憶上的聯想，模糊判斷根據，所以決定以觸覺實驗為優先，接著進行

視覺實驗，再進行視觸混合感覺實驗。三階段之實驗皆採用分群計分法，分群方法

為先將樣本依照符合其語彙意象依強弱程度分成三群，再將每一群依序依強弱程度

再分成三群，總共為九群。由於環境之溫濕度會影響紙的表面性質，因此運用溫濕

度計及除濕機來控制實驗之環境，使環境因素保持穩定。共有 30 位 ( 男性 15 位，女

性 15 位 )，年齡介於 22-30 歲，來自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所之學生參與本實驗。

⢥ Ķ͓宇孉毦Ὶ亨♐㮲㢻 ⢥ ķ͓ ĳĵ ツ宇孉毦Ὶ亨♐㮲㢻

⢥ ĸ͓宇孉毦懁姛䑏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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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觸覺感受意象實驗分析結果

將 24 個代表性紙品樣本以A6 的紙張形式放於桌上，受測者以分群計分法進行

分群，為了控制實驗之不變變因，消除因受測者當下手的不同狀態而產生之差異，

要求受測者以本實驗提供之無味洗手乳洗淨雙手再用紙巾擦拭使其乾燥。戴上耳塞

以隔絕操作樣本時樣本所產生之聲音，戴上眼罩以隔絕視覺，讓感覺集中在手的觸

覺上。

在受測者分群結束後，進行分群依據的訪談，結果得知，觸覺優質感高之主要

原因為「厚的」、「滑順乾爽 / 粉滑」、「有紋路」及「薄的」; 觸覺優質感低之主

要原因為「粗 / 表面不均勻 / 自然原始」、「臘光廣告單 / 澀」及「厚的」。觸覺柔

和感高之主要原因為「薄的」及「滑順不黏手」;觸覺柔和感低之主要原因為「厚的」

及「太亮 / 澀 / 臘光」。觸覺專業感高之主要原因為「厚的」及「特殊的」; 觸覺專

業感低之主要原因為「薄的」及「臘光如廣告紙」。

紙的性質當中，影響觸覺之性質包含「基重」、「厚度」、「平滑度」、「鬆

度」，但根據「基重 (g/m2)」、「厚度 ( 條 )」、「鬆度 (cm3/g)」之基本定義及複迴

歸分析，發現三者具有共線性，因此排除「基重」，將「厚度」、「平滑度」、「鬆

度」三個性質作為複迴歸分析之自變項，「優質的」作為依變項，進行複迴歸分析。

參與複迴歸分析之紙品樣本為從原本的 24 個代表性紙品樣本當中刪除不具有平滑度

參數之「樣本 20 ( 布紋銅版紙 )」及「樣本 21 ( 花紋銅版紙 )」，因此共 22 個樣本參

與複迴歸分析。

由表 3之複迴歸分析結果，三個自變項與依變項「優質的」的決定係數 (R2) 為

0.504、調整後的 R平方等於 .421、估計標準誤為 0.64415，三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

變項 50.4% 的變異量。從變異數分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005，達到

顯著水準 0.05，表示此模式適合利用此三個自變項來解釋「優質的」感覺。由迴歸

模式中個別迴歸係數參數的估計值，「厚度」、「平滑度」、「鬆度」三個自變項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分別為 0.406、- 0.349、0.149，其中只有「厚度」之迴歸係

數達顯著水準 (p=.036<.05)，顯示「厚度」對於紙在觸覺上「優質的」感受具有正向

影響，也就是厚度越厚，在觸覺上越有優質的感覺。

三個自變項與依變項「柔和的」的決定係數 (R2) 為 0.923、調整後的 R平方等於

0.911、估計標準誤為0.50664，三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92.3%的變異量，相當高。

從變異數分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00，達到顯著水準 .05，表示此模

式適合利用此三個自變項來解釋「柔和的」感覺。由迴歸模式中個別迴歸係數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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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計值，「厚度」、「平滑度」、「鬆度」三個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分別為-0.927、- 0.284、0.368，「厚度」(p=.00)、「平滑度」(p=.01)、「鬆度」(p=.001)

之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p<.05)，顯示「厚度」、「平滑度」對於紙的「柔和的」感

受具有負向影響，「鬆度」對於紙的「柔和的」感受具有正向影響。也就是厚度越低，

平滑度越低，鬆度越高的紙在觸覺感受上越有柔和的感覺。

三個自變項與依變項「專業的」的決定係數 (R2) 為 0.685、調整後的 R平方等於

0.633、估計標準誤為 0.62034，三個自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 68.5% 的變異量。從變異

數分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00，達到顯著水準 0.05，表示此模式適

合利用此三個自變項來解釋「專業的」感覺。由迴歸模式中個別迴歸係數參數的估

計值，「厚度」、「平滑度」、「鬆度」三個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分別

為 0.841、0.066、0.055，其中只有「厚度」(p=.00) 之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p<.05)，

顯示「厚度」對於紙在「專業的」的觸覺感受具有正向影響。也就是厚度越厚的紙，

觸覺上越有專業的感覺。

姷 Ĵ͓宇孉毦Ӂ⊹幹䠓ӂӁ㥣☛䠓ӂӁ㫼䠓ӂῚ憃㴇⎕㤟仟㤫

⊹幹䠓 㥣☛䠓 㫼䠓

⍂⹎ġĩŵũŪŤŬůŦŴŴĪ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ıįıĹ * -0.366*** ıįĳıĲīīī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ıįıĴĶ ıįıĳĹ ıįıĴ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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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㹹⹎ġĩŴŮŰŰŵũůŦŴŴĪ ˢ ˢ 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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檮⹎ġĩţŶŭŬĪ ˢ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ıįĵĶĲ ĳįĳĴĵīīī ıįĳ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ıįĸĳĴ ıįĶķĺ ıįķĺĸ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ıįĲĵĺ ıįĴķĹ ıįıĶĶ

ⷠ㔠ġĩńŰůŴŵŢůŵĪ ˢ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ĴįķĶĺīī ĸįĹĹĸīīī ĳįĲķĸ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ĲįıĺĲ ıįĹĶĹ ĲįıĶ

R2 ıįĶıĵ ıįĺĳĴ ıįķĹĶ

R2 ᾖ㬋ῤġĩłťūŶŴŵŦťġœ2) ıįĵĳĲ ıįĺĲĲ ıįķĴĴ

㧉✳栗叿㯜㸾ġĩűĪ įııĶa ** įıııa*** įıııa***

⚈嬲慷枸㷔ῤ䘬㧁㸾婌ⶖ ıįķĵĵĲĶ ıįĶıķķĵ ıįķĳıĴĵ

N 22 22 22

ī處űĽįıĶ虖īī處űĽįıĲ虖īīī處űĽįıı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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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覺感受意象實驗分析結果

將 24 種紙品裁切成 10.5cm × 10.5cm 之尺寸，對齊上緣浮貼於A6 之黑色紙卡

上，方便使用者可以在不碰觸到實驗樣本的狀況以手持黑色紙卡部分進行感性分群

實驗。受測者須戴上耳塞以隔絕操作樣本時樣本所產生之聲音，讓感覺集中在視覺

上。

⢥ Ĺ͓嬥孉毦Ὶ亨♐㮲㢻

⢥ ĺ͓ ĳĵ ツ嬥孉毦亨♐㮲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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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Ĳı͓嬥孉毦懁姛䑏㹐

在受測者分群結束後，進行分群依據的訪談，結果得知，視覺優質感高之主要

原因為「有規則的紋路」、「象牙白 / 米黃」及「反光柔和均勻」; 視覺優質感低之

主要原因為「薄 / 透明 / 不飽和」、「太黃」及「強反光 / 刺眼」。視覺柔和感高之

主要原因為「黃 / 暖色調」、「米色 / 象牙白」及「不反光 / 霧面」; 視覺柔和感低

之主要原因為「強反光 / 刺眼」及「太白 / 死白」。

紙的性質當中，影響視覺之性質包含「光澤度」，「平滑度」，「不透明度」，「白

度」，因此將此四個性質作為複迴歸分析之自變項，「優質的」作為依變項，進行

複迴歸分析。參與複迴歸分析之紙品樣本為從原本的 24 個代表性紙品樣本當中刪除

不具有「白度」參數之「樣本 26 ( 特級象牙道林紙 )」、「樣本 27 ( 特級米色塗佈道

林紙)」、「樣本29 (高級圖書紙)」、「樣本30 (米色漫畫紙)」以及不具「光澤度」、

「平滑度」之「樣本 20 ( 布紋銅版紙 )」、「樣本 21 ( 花紋銅版紙 )」，因此共 18 個

樣本參與複迴歸分析。

由表4之複迴歸結果，四個自變項與依變項「優質的」的決定係數 (R2)為 0.566、

調整後的 R平方等於 0.433、估計標準誤為 0.7361，四個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 56.6%

的變異量。從變異數分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20，達到顯著水準 .05，

表示此模式適合利用此四個自變項來解釋「優質的」感覺。由迴歸模式中個別迴歸

係數參數的估計值，「光澤度」、「平滑度」、「不透明度」、「白度」四個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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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分別為 -0.072、0.061、0.871、-0.148，其中只有「不透

明度」(p=.012)之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p<.05)，顯示「不透明度」對於紙在「優質的」

的觸覺感受具有正向影響。也就是不透明度越高的紙，視覺上越有優質的感覺。

四個自變項與依變項「柔和的」的決定係數 (R2) 為 0.528 整後的 R平方等於

0.382，估計標準誤為 1.31237，四個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 52.8% 的變異量。從變異數

分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34，達到顯著水準 .05，表示此模式適合利

用此四個自變項來解釋「柔和的」感覺。由迴歸模式中個別迴歸係數參數的估計值，

「光澤度」、「平滑度」、「不透明度」、「白度」四個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

分別為 -0.098、-0.657、-0.079、0.161，其中只有「平滑度」(p=.037) 之迴歸係數達

顯著水準 (p<.05)，顯示「平滑度」對於紙在「柔和的」的視覺感受具有負向影響。

也就是平滑度越低的紙，視覺上越有柔和的感覺。

姷 ĵ͓嬥孉毦Ӂ⊹幹䠓ӂӁ㥣☛䠓ӂӁ㫼䠓ӂῚ憃㴇⎕㤟仟㤫

⊹幹䠓 㥣☛䠓 㫼䠓

㽌⹎ġĩŨŭŰŴŴŪůŦŴŴĪ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003 -0.008 -0.003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013 0.023 0.015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072 -0.098 -0.048

⸛㹹⹎ġĩŴŮŰŰŵũůŦŴŴĪ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 -0.003* 0.001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001 0.001 0.001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061 -0.657 0.222

ᶵ德㖶⹎ġĩŰűŢŤŪŵźĪ ˢ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169 -0.026    0.229**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058 0.104 0.069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871 -0.079 0.965
䘥⹎ġĩŸũŪŵŦůŦŴŴĪ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03 0.055 -0.072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062 0.11 0.073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148 0.161 -0.291

ⷠ㔠ġĩńŰůŴŵŢůŵĪ ˢ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8.13 3.872 -9.944*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3.367 6.003 3.986
R2 0.566 0.528 0.592

R2 ᾖ㬋ῤġĩłťūŶŴŵŦťġœ2) 0.433 0.382 0.467
㧉✳栗叿㯜㸾ġĩűĪ .020a * .034a * .014a *

⚈嬲慷枸㷔ῤ䘬㧁㸾婌ⶖ 0.7361 1.31237 0.87135
N 18 18 18

ī處űĽįıĶ虖īī處űĽįıĲ虖īīī處űĽįıı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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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自變項與依變項「專業的」的決定係數 (R2) 為 0.592，調整後的 R平方等於

0.467，估計標準誤為 0.87135，四個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 59.2% 的變異量。從變異數

分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14，達到顯著水準 .05，表示此模式適合利

用此四個自變項來解釋「專業的」感覺。由迴歸模式中個別迴歸係數參數的估計值，

「光澤度」、「平滑度」、「不透明度」、「白度」四個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

⢥ ĲĲ͓嬥宇孉毦Ὶ亨♐㮲㢻 ⢥ Ĳĳ͓ ĳĵ ツ嬥宇孉毦Ὶ亨♐㮲㢻

⢥ ĲĴ͓嬥宇孉毦懁姛䑏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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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0.048、0.222、0.965、-0.291，其中只有「不透明度」(p=.006) 之迴歸係數達

顯著水準 (p<.05)，顯示「不透明度」對於紙在「專業的」的視覺感受具有正向影響。

也就是不透明度越高的紙，視覺上越有專業的感覺。

(3) 視觸覺感受意象實驗及結果

將 24 個代表性紙品樣本以A6的紙張形式放於桌上，分別請 30 位受測者以日常

生活中感受紙的最自然的方式，以視觸覺感受為主，來感受樣本並分群。在受測者

分群結束後，進行分群依據的訪談，結果得知，視觸覺優質感高之主要原因為「厚的」

及「有紋路」; 視觸覺優質感低之主要原因為「太薄」。視觸覺柔和感高之主要原因

為「黃 /暖色」、「薄」及「米白 /象牙白」;視觸覺柔和感低之主要原因為「強反光」

及「厚」。視觸覺專業感高之主要原因為「有紋路」及「厚」; 視觸覺專業感低之主

要原因為「太薄」。

紙的性質當中，影響視觸覺之性質包含「基重」、「厚度」、「光澤度」、「平

滑度」、「不透明度」、「白度」、「鬆度」，但「基重」、「厚度」、「鬆度」

具有共線性，因此將基重排除，以其餘六個性質作為複迴歸分析之自變項，「專業的」

作為依變項，進行複迴歸分析。參與複迴歸分析之紙品樣本為從原本的 24 個代表性

紙品樣本當中刪除不具有「白度」參數之「樣本26 (特級象牙道林紙)」、「樣本27 (特

級米色塗佈道林紙 )」、「樣本 29 ( 高級圖書紙 )」、「樣本 30 ( 米色漫畫紙 )」以及

不具「光澤度」、「平滑度」之「樣本20 (布紋銅版紙)」、「樣本21 (花紋銅版紙)」，

因此共 18 個樣本參與複迴歸分析。

表 5三個迴歸分析結果中，只有「柔和的」p 值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此六個自變

項不適合用來解釋「優質的」及「專業的」感覺。

六個自變項與依變項「柔和的」的決定係數 (R2) 為 0.741，調整後的 R平方等於

0.6，估計標準誤為 0.89534，六個變項共可解釋依變項 74.1% 的變異量。從變異數分

析可得到模型顯著水準p 值顯著性為 .009，達到顯著水準 .05，表示此模式適合利用

此六個自變項來解釋「柔和的」感覺。由迴歸模式中個別迴歸係數參數的估計值，「厚

度」、「光澤度」、「平滑度」、「不透明度」、「白度」、「鬆度」六個自變項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分別為 0.545、0.027、-0.535、-1.149、0.123、-0.196 其中

只有「不透明度」(p=.016) 之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p<.05)，顯示「不透明度」對於

紙在「柔和的」的視覺感受具有負向影響。不透明度越低時，越有柔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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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履厖宝履

經由複迴歸分析探討紙的性質參數與「優質的」、「柔和的」、「專業的」感性意象之

相關性發現：觸覺感受方面，厚度越厚越有優質的感覺；厚度越薄，平滑度越低，鬆度越高時，

越有柔和的感覺；厚度越厚的紙，越有專業的感覺。視覺感受方面，不透明度越高越有優質

的感覺；視覺上平滑度越低時，越有柔和的感覺；視覺上不透明度越高的紙，越有專業的感覺。

視觸覺感受方面，不透明度越低時，越有柔和的感覺。

姷 Ķ͓嬥宇孉Ӂ⊹幹䠓ӂӁ㥣☛䠓ӂӁ㫼䠓ӂῚ憃㴇⎕㤟仟㤫

⊹幹䠓 㥣☛䠓 㫼䠓

⍂⹎ġĩŵũŪŤŬůŦŴŴĪ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18 0.164 0.16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12 0.099 0.09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605 0.545 0.526

㽌⹎ġĩŨŭŰŴŴŪůŦŴŴĪ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005 0.002 0.012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022 0.018 0.017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074 0.027 0.176

⸛㹹⹎ġĩŴŮŰŰŵũůŦŴŴĪ ˢ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 -0.002 0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001 0.001 0.001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112 -0.535 0.045
ᶵ德㖶⹎ġĩŰűŢŤŪŵźĪ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098 -0.323 0.18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139 0.114 0.104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353 -1.149 0.634

䘥⹎ġĩŸũŪŵŦůŦŴŴĪ ˢ ˢ ˢ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068 0.036 -0.111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0.105 0.086 0.078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234 0.123 -0.375

檮⹎ġĩţŶŭŬĪ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665 -1.244 -1.101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2.205 1.811 1.649
㧁㸾徜㬠Ὢ㔠 ĩŃŦŵŢĪ -0.106 -0.196 -0.172

ⷠ㔠ġĩńŰůŴŵŢůŵĪ

朆㧁㸾徜㬠Ὢ㔠 ĩŃĪ -0.144 30.977** -3.822
Ń 䘬㧁㸾ⶖġĩŔŵťįġņųųŰųĪ 9.002 7.394 6.732

R2 0.61 0.741 0.79
R2 ᾖ㬋ῤġĩłťūŶŴŵŦťġœ2) 0.397 0.6 0.676

㧉✳栗叿㯜㸾ġĩűĪ .062a .009a** .003a**
⚈嬲慷枸㷔ῤ䘬㧁㸾婌ⶖ 1.09008 0.89534 0.81519

N 18 18 18

ī處űĽįıĶ虖īī處űĽįıĲ虖īīī處űĽįıı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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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係數分析探討觸覺、視覺、視觸覺之相關性的結果，得知印刷用紙的視覺感受與視

觸覺感受具有相似性。而觸覺在不受視覺影響時具有獨立之判斷準則，因此具有不可取代性。

視覺上與觸覺上的優質感，柔和感，專業感是有差異的。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文化用紙之製造

及應用上的參考。

尛岬
特別感謝永豐餘提供紙品作為實驗樣本，也很感謝永豐餘的張根瑚先生協助聯絡紙品提供

以及在專業知識上提供諮詢，讓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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