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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目前社會環境瞬息萬變，加上科技日新月異，更快速推動各項變遷，政府及企業組織為因應內外在環境劇烈變革

，必須採取立即有效之作為，故今後運用專案管理頻率必愈高，惟專案管理並非萬靈丹，亦不能一蹴可及，苟未經理性思

考審慎評估，動輒成立專案，有時未得其利，反先受其害。 本論文經綜合ＫＴ及其他專案管理模式，相關文獻探討暨個案

分析研究等，深入比較分析，歸納出下列九個命題： 一、ＫＴ專案管理技術，可以成功整合並健全專案之人員、流程、技

術、資源、工作等界面管理，使專案易於成功。 二、適當的定義、規劃專案，並使專案目標明確，有助專案視覺化，提供

專案經理人及成員規劃執行之具體依據，可降低專案不確定風格，並使成員有清楚努力方向，係專案成功要因之一。 三、

業主、上級或其他利益關係人，對專案之關心支持，係專案成功主因之一。 四、工作架構(WBS)分工妥適，任務分

派(RAM)權責對稱明確，資源配用完整充分、監管控制及修正機能合理有效，係專案管理之必要條件。 五、適任之專案經

理人，能凝聚成員向心力，發揮團隊功能，有效提昇工作效率、品質，係專案成功關鍵因素之一。 六、專案經理與功能部

門主管之良性溝通協調，可有效提昇專案成員之工作能力與品質。 七、專案目標與個人目標（利益）趨於一致，有助成員

士氣之提昇及目標之達成。 八、原有組織文化會影響專案規劃執行成效。

關鍵詞 : 專案管理技術成功整合界面管理 ; 適當規劃專案可降低不確定風險 ; 業主或其他關係人支持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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