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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軟體專案所需的資訊內容具有不確定性，開發時往往需要重複作資訊傳遞及溝通才能得到適當的成果。而相關的研究指出

，以作業項目建構的設計結構矩陣，用於處理作業間反覆設計的問題時，會提昇作業項目間資訊傳遞的流暢性，減少猜測

資訊所造成的錯誤，可有效改善整體設計專案執行的成果。 因此，本研究從資訊流去解析作業項目，尋求最佳的作業程序

，再以作業項目建構一個設計結構矩陣。希望能藉由該矩陣來簡化複雜的軟體專案管理工作，有效找出開發過程的瓶頸及

關鍵因素，以提高開發規劃的效率，確保軟體專案能順利完成。 經由案例的驗證及測試結果，本研究從功能和結構兩個層

面所構建的設計結構矩陣，運用於軟體專案的規劃時，可發展為適切的管理工具，有效減少無附加價值的作業及成本，讓

系統能開發得更快，確保整個軟體專案在時程、成本及品質都能兼顧下順利開發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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