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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掌握專案工期可進一步監控進度、成本及績效，因此預測專案工期是專案執行中重要的工作之ㄧ。目前預測專案結束時所

需工期較常使用的三種方法，分別為計劃值法、實獲工期法和實獲時程法，並依照專案未完成部份的績效進一步延展成9

種預測方法。但前述方法多運用過去平均績效預測專案未完成部分的工期，無法快速反應近期績效於預測結果，可能導致

專案管理者無法提出有效的管理行為。 有鑑於此，本研究運用結合平滑移動平均法與實獲時程法所形成之平滑移動平均法

進行專案結束時所需工期之預測。但為避免修正後產生平滑過度或不足的現象，提出動態平滑移動平均法(dynamic sliding

moving average)加速反應近期績效於預測專案工期，並掌握平滑移動後之修正幅度，期望改善專案工期預測的準確性，以

提供專案管理者制定管理決策的參考依據。 動態平滑移動平均法，經本研究以加權平均混合排名、平均絕對值誤差百分比

及符號檢定與其他預測方法比較，證明動態平滑移動平均法有相當出色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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