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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休閒活動專案管理關鍵成功因素，除了解不 同活動辦理者對於專案管理認知外，同時亦將從專案管理九大

知 識領域中確立影響休閒活動專案管理關鍵成功因素及其影響程 度。在休閒活動專案部分，本研究將其分為三大類，分

別為：事 件式活動、營隊式活動及節慶式活動；另外，在評估架構部份， 進一步將九大知識領域加以整合及歸納，最後

分為：時間管理、 品質管理、資源管理、風險管理及人力管理等五大類。 本研究先以德爾菲法確認問卷初步架構，再以

層級分析法計 算出權重，採郵寄問卷方式，針對專案管理者及專案成員進行調 查。在兩次德爾菲問卷階段選定9 位專家，

回收9 份，回收率 100%；在層級分析問卷階段選定18 位專家，回收18 份，回收率 亦100%。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休閒

活動專案類型在關鍵成功因素之 考量上存在差異，即事件式活動重視「時間管理」、營隊式活動重 視「品質管理」、節

慶式活動重視「資源管理」，其差異產生源自 於活動特性不同所致。因此，若專案管理者在規劃休閒活動專案 時能掌握

關鍵成功因素，必定能為組織創造出更佳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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