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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品管七大手法有所謂的新舊之分，其所包含的圖形種類也相當繁

多，此份報告將是利用品管舊七大手法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特性要因

圖進行品管新七大手法些許圖案的推演，從品管新、舊七大手法的融

合過程中，獲得所探討主題的問題點所在以及影響其發生之相關原

因，再從中發掘出改善手法並將它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對研究

的動機以及目的進行說明，其次是對主體和使用方法進行介紹，再來

是從日常生活中找出一個切身的問題作為往後其他圖形推演的基

礎，此問題為「書為何讀不好」，先以特性要因圖瞭解此結果的原因，

再利用其他的圖形(例如：親和圖、關聯圖、系統圖、箭頭圖…等)逐

一發現問題的所在進而產生改善方法，最後則是將所得到的改善方法

進行整合並嘗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關鍵字：品質七大手法、特性要因圖、親和圖、關聯圖、系統圖、箭

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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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論 
   此章節是對這份報告的研究動機和目的進行敘述。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正於本系就讀，特性要因圖(Cause and Effect Diagram)這個名詞除

了在全面品管課上過以外，其實在許多其他的相關科目也已並非第一

次被提及，但這個令人熟悉的名詞，對它卻只有片面的了解，也大概

知道它應怎麼去畫，但想藉由這次的報告對它有更深入和確切的認

知，而不再只是膚淺的些微瞭解，也能從這過程中更清楚其邏輯推演

和進行之順序，不再只是以往的為了畫圖而畫圖。雖然有很多的圖在

全面品管課上過的圖種類不算少，但還是會選擇特性要因圖來做為這

次報告的主體，是因為覺得它非常有趣，也最為大家所熟知。除此之

外，還可以以魚骨圖為主軸去推演其他的圖形，從中了解他們之間所

存在的相互關係，這樣不僅僅可以對魚骨圖又更深入的認識，也可以

藉由它來推演並練習其他圖形的繪製。 

而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幾點： 

1. 更透徹的了解特性要因圖的來龍去脈。 

2. 了解其他圖形的繪製以及使用目的。 

3. 能將各種圖形融會貫通，並從應用中獲得問題點、造成因素、改

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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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介紹 
    本研究是以特性要因圖為主軸進行其他圖形的推演和應用。先是

從日常生活中找出想探討的問題，再繪製特性要因圖以了解問題點所

在、影響問題的相關因素，之後在由所繪製的特性要因圖進行其他圖

形的推演與繪製，除此之外也對所推演的圖形進行簡短的介紹，最後

就是從所有圖形的相互關係中找出此問題的解決手法。 

 

 
                        

 
  
 

  
   

  
 
 
 
 
 

圖一 研究流程步驟 

對特性要因圖作簡介 

尋找一個問題並製作

魚骨圖 

以魚骨圖為主軸推演

新七大手法中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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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形簡介及推演 

    此章節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特性要因圖介紹，第二部份

則是以所繪製出的特性要因圖為主軸，進行其他圖形的推演。 
 

3.1 特性要因圖介紹 

1.特性要因圖(Cause and Effect Diagram)是一個由線與符號所組成的

圖形，其目的在於用來表示一個問題的影響層面(效果)及其影響該

層面所含之因素和緣由(要因)，由於其外型相似於魚骨，而稱為魚

骨圖(Fishbone Diagram)，而又因它為日本品管大師石川馨於 1953

年所發展出來的，又稱為石川馨圖(Ishikawa Diagram)。 

2.魚骨圖可分為兩種形式：1.魚頭朝左的對策擬定型 2.魚頭朝右的原

因追求型，參考圖 A、圖 B。 

3.對於特性要因圖之中的原因追求型，魚頭代表著問題之特性，魚骨

側則代表造成該特性之重要原由，其中包括背骨、大骨、中骨、小

骨，所代表的意義分別為製程、大要因、中要因、小要因，而成為

一個完整之魚骨圖。反之，對於對策擬定型來說，    魚頭代表著

針對此問題所擬定之對策，魚骨側則代表實施對策之方法，背骨、

大骨、中骨、小骨，所代表的意義則為優先、次要、最後之選擇方

法。則兩種類型通常會相對出現，但大部分看到的則以元因追求型

居多。魚骨圖一般以腦力激盪法進行分析，除了用作結果和原因間

的分析外，還可用作目的和手段間的分析，以及全體和要素間的分

析。 

4.魚骨圖的用途有原因追求或對策擬定，但不管所選擇的為何，最重

要的是要先對所研究之問題進行明確的界定與釐清。一般魚骨圖

所進的步驟有大骨展開法以及小骨歸納法兩種。 

A. 大骨展開法：背骨→大骨→中骨→小骨 

(1)列出問題，找出其特性，將其寫在原因追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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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魚頭位置。 

(2)以4~8根的魚骨構成魚身的架構，以4M(人員、方

法、材  料、設備)及4P(政策、過程、人員、設備)

之方法進行腦力激盪後再將其結果填入中骨、小骨

及小魚刺的部份。 

(3)進行討論找出最重要的原因作為最終填進表格

的資訊。 

 

B. 小骨歸納法：小骨→中骨→大骨→背骨 

(1)列出問題，將其寫在原因追求型之魚頭位置。 

(2)整合大家覺得會影響結果的原因並做成一張簡

單的表，這就是將來的中骨。  

(3)藉由中骨的標題彙集成具有共同點的組合，加上

標題即成為大骨。 

(4)討論整理原因，並且檢核原因的探討是否足夠。 

  

   

 

 

 

 

 

  

 

 

 

 

      圖二 對策擬定型                   圖三 原因追求型 

(註：價值管理 2006/07 第十期) 

對策擬定型對策擬定型 原因追求型原因追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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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圖形推演 

3.2.1 魚骨圖 

魚骨圖(找出影響層面、原因及原由) 

    (1)   題目(問題)：為何書讀不好 

    (2)   動機：由於自己是學生，覺得會有很多的因素導致成績不     

理想，因為這是普遍做為一個學生都會經歷的問題，所以藉由畫這些

圖來發現影響層面的內外在因素。 
 

 
 

為
何
書
讀
不
好

自我因素

學習策略環境品質

設備

照明系統欠佳

桌椅高矮不適

干擾 雜音

繁亂

方法錯誤

未掌握訣竅

對自我認知不夠

方向錯誤

缺乏規劃

同儕影響

分心

上課聊天、吃東西

玩樂

師資因素

談戀愛

教材

內容太艱深

教學方式

解釋不清

速度太快
自信心

成績不理想
準備不足

沒興趣
翹課

上課睡覺

上課時間點

為
何
書
讀
不
好

自我因素

學習策略環境品質

設備

照明系統欠佳

桌椅高矮不適

干擾 雜音

繁亂

方法錯誤

未掌握訣竅

對自我認知不夠

方向錯誤

缺乏規劃

同儕影響

分心

上課聊天、吃東西

玩樂

師資因素

談戀愛

教材

內容太艱深

教學方式

解釋不清

速度太快
自信心

成績不理想
準備不足

沒興趣
翹課

上課睡覺

上課時間點

 

圖四 魚骨圖 

 
  
 
 



特性要因圖之推演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7 年) 6

3.2.2 親和圖 

親和圖(Affinity Diagram) 

(1).定義：又稱KJ法，由日本學者川喜田二郎教授於 1953年所發明 推

廣。 

(2).用途：對未知事件展開認知，採取將事實、經驗、意見或創意有 關

的言語資料蒐集起來。再依蒐集的言語資料的相互親性，

加以整理出結論的圖形。 

(3).適用範圍： 

 對未知事件建立有體系的構想 

 突破現況，再建新體系 

 傳達理念和方針 

 認清未知事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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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親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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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關聯圖 

關聯圖(Relation Diagram) 

    (1)   定義：將問題和其原因間的前後關係已箭頭做為連結而成

的圖形。 

    (2)   用途：用以釐清問題。 

    (3)   應用範圍：  

 實施步驟和改善措施展開的規劃。 

 探究工程品質的不良原因。 

 在分析「結果—原因」或「目的—手段」

時，如發現原因之間或手段之間有著糾纏

不清、錯綜複雜的關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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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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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系統圖 

系統圖(System Diagram) 

      (1)   定義：類似樹狀圖，由左至右分別為樹幹、大枝、中枝、             

小枝乃至於細枝，有層次的展開。 

      (2)   用途：用以展開方案。 

      (3)   適用範圍： 

 價值分析之機能展開 

 構成要素之展開 

 要因之展開 

 策略或手段之展開 

 

 

 

 

 

 

 

 

 

 

 

 

 

 

 

 
 

圖七 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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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箭頭圖 

箭頭圖(Arrow Diagram) 

(1)   定義：將工作計畫之各作業項目及時程，根據其從屬關

係，以網狀圖表示出來。 

    (2)   用途：用以實施計劃。 

    (3)   適用範圍： 

 工程進度控制 

 工程資源調度 

 工程成本控制 

 
 

 
圖八 箭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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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不管是對於個人還是關於企業，其所碰到的問題都可以利用特性要

因突來發現問題的影響層面、各層面所含之因素及各因素的可能原由，

然後從這抽絲剝繭的過程中去找到最原始的那個點，在對這問題點擬定

出改善的方法或策略，進行評估以後如果是可行，在進入實施步驟的規

劃，進而得到最佳的解決方案。除此之外，還可以結合其他相關的圖形，

利用不同圖形的特性，互相穿插、配合。可利用特性要因圖來解析重要

原因、親和圖來釐清問題、關聯圖使問題結構更明確化、系統圖來展開

方案以獲得解決問題的具體方針和策略，最後以箭形法將實施方案步驟

化，也可以利用 PDPC 法來擬定實施過程中的所有方案。透過這些動作

的進行，以圖表之間的相互關係找到最適的解決策略，藉以達成問題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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