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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評估系統之建置—

以系統櫥櫃配置為例 

 
摘要 

本研究乃利用網際網路之便利性與即時

性，建構一配置與估價之雛形模式，藉由圖形

化介面與試算表單的呈現，提供一個無須專業

背景的室內櫥櫃設計規劃系統。我們透過坊間

室內設計與製作廠商所提供之實際作業流程

為依據，輔以相關之繪圖設計，搭配系統家具

之模組化概念及客製化之理念，經由電腦之資

料庫彙整而產生一估價表單，以利線上使用者

能夠快速掌握其室內櫥櫃之設計製作之成本

評估。 

關鍵字：模組化、網路估價、客製化 

1. 前言 
在櫥櫃訂作的市場上，近幾年的系統櫥櫃

是以設計師已經設計好的外型，再根據多個固

定尺寸的櫥櫃組裝而成，木工訂製的櫥櫃變化

彈性則較大，是以訂製尺寸符合不同收納空間

的需求為主，一般顧客在和師傅洽談的時候，

師傅大多都是依照顧客所描述的畫出平面圖

參考，但平面圖較不容易理解，導致師傅和顧

客之間的溝通困難而且費時，也常常照成預算

超出的結果。因此設計一套線上估價–櫥櫃配

置系統的網站，讓一般使用者可以事先設計自

己理想的櫥櫃，並列印產生估價試算表，已是

一種未來的趨勢。除了控制預算外，也省去許

多與設計師溝通的困擾與時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能夠讓購買櫥櫃的消

費者，透過網路先行建構出自己理想的櫥櫃樣

式，並透過系統的估價功能，同步計算櫥櫃的

金額，以達到控制預算的功用，最後並列印出

設計圖及價格明細，作為預算的參考，此一系

統既可省去傳統訂作櫥櫃細節繁瑣而無法拿

捏預算的煩腦，也可讓消費者了解其櫥櫃配置

的過程和滿足消費者想參與櫥櫃配置設計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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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在櫥櫃訂作的市場上，近幾年的系統櫥櫃

是以設計師已經設計好的外型，再根據多個固

定尺寸的櫥櫃組裝而成。系統櫥櫃因為大量製

造而成本降低，所以售價也低，不過大都為規

格式製成品，由木工師傅訂製的櫥櫃，則是變

化彈性較大，並以訂製不同尺寸規格，以符合

收納空間的需求為主，一般顧客在和師傅洽談

時，師傅大多都是依照顧客所描述的畫出平面

圖參考，但平面圖較不容易理解，導致師傅和

顧客之間的溝通困難而且費時，也常常照成預

算超出的結果。因此設計一套線上估價–櫥櫃

配置系統的網站是一個重要目標，使用者事先

在網路上設計自己想要的櫥櫃，並產生估價明

細表，直接從網站上列印出來交給設計師父進

行執行製作，除了控制預算外，也省去許多與

設計師溝通的時間。 

2.1 客製標準化 

 隨著顧客需求意識抬頭及資訊科技快速

發展，企業為了滿足顧客多變的需求，個人化

的商品及服務隨之產生，而資訊科技協助設計

及製造，縮短產品開發及生產的時間，衍生出

大量客製化的生產模式。而企業的利基市場，

已逐漸變成能迎合購買者個人化需求的高品

質產品的市場。顧客希望能快速回應及完成他

們所需求及個人偏愛的產品[A] 
大量客製化的生產策略可區分成下列層

次，包括有單純標準化(Pure Standardization) 
、客製標準化(Customized Standardization)、區
段標準化(Segmented Standardization)、訂製客
製化 (Tailored Standardization)、單純客製化
(Pure Customization)等策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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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標準化的產品設計是以較大量的採

購客戶為主，並以推單的生產模式來製造標準

的零件，產品並未因顧客的族群而有差別，對

設計、生產、製造、儲存及配送都不會有直接

的影響。客製標準化產品的設計和製造則不是

由顧客來主導，它可以允許顧客在有限的零組

件及其喜好的程度或情況來加以修改或調整

，因為是客製化的組裝，所以又可以稱它為結

構化或模組化製造。區段標準化是利用部分產

品的特徵範圍來提高顧客的選擇性，利用個別

化的喜好預測來設計及生產不同的產品，當然

，顧客對於這個設計及生產的流程，並無直接

的影響力，不過顧客仍可指定其配送的流程，

包括交貨的方式、時間及地點。訂製客製化則

提供一個潛在顧客的標準原型，可以根據個人

化的需求或喜好來加以斟酌調整，例如服裝設

計，髮型設計，室內裝潢設計等訂製，其生產

著重保留對於產品原始的設計部份。而單純客

製化可依個人化需求來設計、製造組裝及配送

等，實施真正接單後才生產的模式，來因應顧

客變動的需求，例如首飾設計師商或是房屋營

建的設計師，都是依據顧客所要求的產品規格

來生產產品，所以又可將其稱為完全個人化的

型式[4][B]。 

2.2模組化基本概念 

模組的發展觀念主要來自於德國，是將積

木構成法(Building Block System，BBS)概念加

以運用的方法。將工具機主要的功能及結構部

份促成標準化成為獨立單元，再針對新機台的

工作目的，依單元在購造或尺寸上之關連性，

將它組合而成功能性產品。並針對有關如何設

計複雜的系統產品的推展，都已應用模組化

[6]。 
在 1968 年 Herman Miller家具公司推出全

世界第一套組合式屏風系統家具 Action Office 
Serious，帶動模組化的改革風潮。1990 年

Microsoft 與 Intel 策略聯盟建構了 Wintel 的電
腦架構取代了 IBM，因為資訊產業的崛起，促
使電腦走向大量普及化而價格低廉，資訊產品

逐漸走向模組化的概念。在今天的消費性電子

產品已邁入高度個人化之際，利用高度標準化

的模組介面，顧客可以自由選購所需的組件

[M]。  
模組化的功用是對於具有特定用途及機

能的構造單位(unit)使其標準化，因而容易裝配

或分解的一種理念或設計，如此可選擇必要的

構造單元組合成不同的展品或系統，達成多功

能彈性化的目的。模組化設計的特徵在於將複

雜的問題分解成若干小問題，使各個子問題保

持獨立，而透過解決子問題，達成解決整個複

雜設計問題的目的。經由子問題的解決，可以

達成特殊要求的設計，並使整個設計有效率達

到目的。因此一群模組中的各模組組成產品，

每模組的內部可能很複雜，但外部必須界定清

楚及明確的介面，介面的作用在於確保模組能

夠和其他模組進行連結，透過模組以不同的方

式進行組合，以利模組化在短時間內達成產品

多樣化的目標[2][10][12]。 
模組化是種特別設計架構，它的特點是模

組單元各自獨立但彼此相互關連之功能，可以

說是應用標準化單元介面來創造出彈性產品

結構的一種特殊型態，透過複述功能模組的組

合搭配，滿足顧客所要求的整體功能。同時，

在標準化介面的基礎上，將功能模組進行搭配

變換，以達到多樣化的效果 [1][11]。 
由以上對於模組化的論述可以得知，模組

化是使具有特定用途的架構單元標準化，因而

節省重複性元件的製造所造成的時間成本以

及財力的設計，並且容易裝解，因此可以選擇

必要的基本架構來組成不同的產品，達到功能

彈性化的目的。 

2.3估價之定義 

本研究之物料成本認定，基於產品性質之

不同，製造程序與方式亦隨之有異，在傳統成本

會計制度中， 依產品成本之匯集方式可分成兩

大類型：[3][C] 
1. 分批成本會計制度 (Job Order Costing 

System)：適用於產品規格特殊、生產方式不

一、或依顧客特別要求製造生產的行業。 
2. 分 步 成 本 會 計 制 度 (Process Costing 

System)：通常按生產程序或步驟設立部門，

各部門只負責使產品製造完成某一特定作

業或過程而已，而後將完成 的產品移轉至
次一部門繼續生產，其成本亦一併轉入次一

部門，直到最後一個部門製造完成為止。 
此外，利用同業報價的資料來源，可以很

容易地從各方面取得競價基礎。以競價方式報

價會有以下兩個實際的問題：[7]  
1. 各公司間的報價差異很大，形同殺價。  
2. 對物件或數量難確認時，報價是不準確。 
每一個公司的工具設備不盡相同，各廠的

生產技術也不同，各家生產線人員技能水準也

參差不齊。而估價類型基於不同的估算目的，

使用之估價方式亦不相同。一般而言，依據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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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時程，可將估價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5] 
1. 粗略估價（Order of Magnitude Estimate） 
構想規劃階段，在短期內為提供可行性評

估分析之初值，屬於經驗數值。一般礙於

此階段無設計圖說，規模常受限於業主之

預算。 
2. 概略估價（Conceptual Estimate） 應用於
草圖計劃及設計發展階段，時間較為充

裕，但礙於細部 設計尚未完成，仍需依
賴初期系統設計圖或配置圖與經驗數據

從事估價。 
3. 詳細估價（Detail Estimate）完成細部設計
後，須從事詳細估價。細估與粗估主要差

異在於作業項目與資源項目分項之精

細。在細部設計完成階段，必須先訂定施

工計劃，根據工作內容、施工方法及有關

技術、品質規範等精確計算各項目數量與

市調之單價，進行分析以獲得精確之造價

成本。 
估價部門以及工務排程也因各廠型態不

同，因此會有更大的差異。所以必須視客戶支

付能力及意願來做估價，因為估價的進行非常

主觀，交易能不能成行與客戶付款能力、意願

或預算的多寡有很大的關係。在過去，資訊無

法快速反應下，市場的價格估算方式，常常無

法反應真實環境的變遷，顧客一直無法迅速糗

有效的取得相關的估價資料。現今因為資訊科

技的發達，已可將資訊透過網路快速反應及連

結，滿足顧客客製化的需求環境，我們期望能

改善價格估算的方式，並將實際生產環境因素

納入考量，進而提高價格決策的可信度。 

 

3. 系統實作 

3.1 系統介紹 

首先使用者進入網站之後選擇會員登錄

的選項，直接輸入帳號密碼進行登錄，如果驗

證錯誤有兩種可能，一種是輸入錯誤，這時會

返回到網站頁面，只要再重新輸入一次，就可

再次進行驗證，另一種是尚未註冊的使用者，

如果尚未註冊導致無法登錄，畫面會自動轉至

首頁，使用者可以利用首頁上的標示，進行會

員註冊的動作，成為會員後還是要再一次的輸

入帳號登錄，進行驗證，成功後會轉跳到登錄

狀態中的首頁，則會員可進行瀏覽，瀏覽網頁

後可進入木匠估價系統開始組裝櫥櫃，組裝完

畢後，產生出櫥櫃估價配置清單，結束後則系

統自動離開返回首頁。系統架構圖如圖 1所示： 

 
圖 1線上配置與估價之作業流程 

 

3.2 介面設計 

網頁相關連結功能，在進入系統時，有兩

大主要介面，說明如下： 
1. 首頁介面 

在進入本系統網站時，可看到我們的主要

首頁，必須先登入帳號密碼才能使用本系統，

在首頁介面的右上方有登入帳號、密碼的欄位

，在此登入使用者所申請的帳號、 密碼，如
輸入錯誤可用清除鍵清除，並重新輸入正確的

帳號，密碼來登入使用本系統。如果使用者忘

記所自行所設的密碼，可由右上角之「忘記密

碼」的選項，來取得當初設的密碼。如是第一

次使用本系統者，必須先加入會員，可由右上

角之「我要註冊」，填寫基本資料，就可以加

入本系統會員，來使用本網站功能。登入本系

統網站後，首頁介面上分為，「會員專區」、「

材質展示」、「進入系統」、「連絡我們」，使用

者可自行進入瀏覽，對照圖 2 說明如下： 
會員專區：當使用者進入會員專區時，可自行

修改的會員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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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展示：當使用者進入材質展示時，可自行

瀏覽木材的材質與介紹。 
進入系統：當使用者進入木匠系統時，可自行

使用木匠估價系統。 
聯絡我們：當使用者有任何問題，可進入聯絡

我們，來告知使用上的問題。 

 
圖 2首頁連結功能圖解 

 
2. 木匠估價系統介面 

在進入系統時，使用者正式進入木匠估價

系統，開始可自行配置所需的櫥櫃。進入木匠

估價系統後，使用者必須先選擇櫥櫃的種類，

才能開始配置所需的櫥櫃，本系統分為，「置

物櫃」、「衣櫃」、「鞋櫃」、「書櫃」，使用者可

依照自行需求點選進入，當使用者選擇好所需

的櫥櫃種類後，並可以開始「選擇材質」，使

用者自行點選喜愛的材質後並可進入下一步

驟，而本系統目前約有 200種材質，並日後會
漸序新增更多樣化的材質讓使用者更多元化

的選擇（如圖 3）。 

 
圖 3材質選擇功能之畫面 

 
選擇完材質之後，可進入「選擇櫥櫃大

小」，本系統有提供櫥櫃樣式尺寸供使用者自

行選擇，而使用者可依照自行需求選擇所需的

大小，並可以從左上方輸入所需的尺寸，系統

會自行幫您篩選出所有大於等於你所需要的

尺寸。當以上步驟皆完成後，可進入「儲櫃內

容配置」，使用者可開始依照需求喜好，配置

所需的櫥櫃。當使用者都配置完畢後系統會產

生明細估價清單，以便使用者清楚了解自行所

配置內容明細，並達到估價效能，如圖 4所示。 

 
圖 4進入系統種類功能選擇 

3.3 系統特色 

1. 操作容易、介面易懂 
系統網頁具備基本上網能力者都能輕鬆瀏

覽網頁功能，並從網頁進入本系統，系統

內有步驟說明，簡單易懂的介面讓使用者

在操作上不會有困難，相當容易上手。 
2. 快速配製 

利用圖像方式讓使用者一目暸然，可以依

照自己的喜好選擇想要，建構出自己想要

的櫥櫃，在配置上只需用滑鼠點選出所要

的櫥櫃內容，並拖曳到所指定的範圍，配

置起來非常快速沒有一般訂作櫥櫃的繁雜

過程，相當節省時間（如圖5、圖6）。 

 
圖 5櫥櫃尺寸快速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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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櫥櫃配置選擇畫面 

 
3. 估價試算 
使用者在一邊配置櫥櫃的時候，系統即一

邊顯示即時價格，如此可以初估訂作金額

，如果覺得價錢不符合預算即可馬上增減

所選取的項目，達到控制預算的效果，配

置完畢後會產生明細表，使用者可以自由

選擇是否列印（如圖6）。 
 

 
圖 7櫥櫃尺寸快速選擇畫面 

 
4. 不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一般在訂作櫥櫃時，都是需要到現場與服

務人員進行面對面的討論，不但費時也費

力，使用本系統，只需要有電腦和網路即

可隨時隨地進行櫥櫃配置，免去舟車勞頓

之苦。 

4. 結論 
本研究的線上評估與配置系統之概念，主

要乃提供更廣泛的應用在所有櫥櫃訂製產業

或室內設計相關產業，期使能夠達到快速配置

評估及價格透明化的效果。而使用者在訂作櫥

櫃時能更加的便利，節省不必要浪費的時間與

金錢，並可以從中自行配置以符合個人的需求

。 
未來本系統之發展方面有下列： 

1. 將會新增會員的「我的最愛」功能，讓使
用者在下次進入系統時可以快速找到舊有

的檔案，利用先前所儲存的資料檔案來直

接進行新增修改。 
2. 未來發展讓使用者自訂櫥櫃規格，讓估價

更為精確。 
3. 相關參考的圖片能更加細膩化與多樣化，

使櫥櫃在樣式上能更為多元及新穎。 
4. 未來與廠商合作之後，可以匯入廠商的規

格品，讓配置上更多元。 
5. 在櫥櫃配置完成後可以轉換成3D櫥櫃畫面
，讓使用者更清楚了解配置出來的實體樣

式，更能朔造出屬於自己夢想中的櫥櫃。 
6. 新增條件式搜尋讓消費者更能快速找到所

需的元件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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