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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案型組織係以發起→規劃→執行→控制→結束等流程，並透過受領任務→

任務分析→計畫作為→策頒計畫→任務執行→任務結束等步驟，落實各項任務活

動。專案型組織可實施知識化、制度化、流程化、策略化、指標化、資訊化、以

及人文化等績效管理作為，達成永續經營發展的理想願景。 

 

壹、前言 

    專案型組織由於是具有目標性、有限性與臨時性之特質，對於績效的管理具

有刻不容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其表現的績效與目標若能如期如質的完成，始可

順利結案而獲得專案合約與章程規範的利益回饋，甚至還能擁有承接後續專案的

機會；反之，則無法順利結束專案各種任務活動，不僅無法獲得專案合約與章程

的利益回饋，甚而必須進行損利、費力又耗時的法律訴訟，專案組織團隊亦可能

斷絕了後續發展的機會。本文希冀探討專案型組織的運作流程、以及績效管理的

思維與作為，並提出專案績效管理的可行策略。 

 

貳、專案型組織的運作流程 

    專案型組織係當前組織型態的主要發展取向，其具有運作之目標、時間、成

本、範圍、品質、以及各種應用資源的基準限制，兼具臨時性、獨特性、一次性

與不可重複性等特質，也因此較無可參照的前例可遵循，其執行的困難度與不確

定性的風險干擾程度也相對較高(台灣專案管理學會，2014；許光華，2006；許

秀影等，2014；管孟忠，2009；魏秋建，2013；Kao, 2013；PMI, 2012)。即便如

此，在全球性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起伏不定的環境影響下，專案型組織仍然

是各領域部門，為精簡資源的耗費以有效達成目標，所選擇運作的組織型態。 

    專案係依循「發起→規劃→執行→控制→結束」等五大運作流程進行管理的

各項活動，每項專案就如同每一個生命，從專案的發起開始，歷經規劃、執行、

控制等流程，以至於專案的結束，同樣是專案生命週期的演變與發展(Kao, 

2013)。而專案任務則依循「受領任務→任務分析→計畫作為→策頒計畫→任務

執行→任務結束」等六項流程，以執行專案的各項任務(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2007)。 



 

一、專案發起 

    專案任務執行流程階段中之第一階段｢受領任務｣及第二階段的｢任務分析

｣，係相對於專案管理流程中之發起階段。在｢受領任務｣階段中，其五個執行步

驟依序：將狀況通知各業務部門→準備資料→初步評估→分配時間→初步作業指

導等；若為單位內部為解決問題而｢自行推斷｣所得之任務，其步驟順序：界定問

題性質→蒐集所需資訊→進行初步評估→分配時間→初步作業指導，藉以產出｢

任務分析｣所需之準備方向。 

    第二階段｢任務分析｣，則是在｢受領任務｣之後，需進行｢任務分析｣才能進一

步了解專案任務的需求，並因此形成專案概念與執行的初步方案。任務分析的五

個步驟依序：瞭解發起人或專案採購方的意圖→本次任務組織整體之關係→應獲

得之成果→多重任務的主從關係→達成任務之必要手段，藉以產出｢執行任務的

概念與初步方案｣，以利下一階段｢計畫作為｣的進行。 

 

二、專案規劃 

    專案任務執行流程階段中之第三階段｢計畫作為｣，分成四步驟依序：研擬方

案→分析方案→比較方案→建議方案，藉以產出｢任務執行計畫｣。其運作內涵係

透過工作分解結構、組織分解結構、以及整合成責任指派矩陣，透過工作授權系

統以執行各項任務規劃項目，包括時間、人力暨物力資源、成本、風險、品質、

溝通、採購、系統、安全與訓練規劃等活動，並加以歸納整合產出專案任務執行

計畫書，並透過向專案發起人或專案採購方呈核，以確定專案任務的執行基準，

此基準同時也是專案任務的績效目標。 

 

三、專案執行 

   專案任務執行流程階段中之第四階段｢策頒計畫｣，是將｢計畫作為｣所規劃完

成之工作包彙整成任務計畫，經發起人或採購方呈核後，建立專案任務執行基準

並策頒執行；｢策頒計畫｣後即進入第五階段｢任務執行｣，係依據發起人或採購方

策頒計畫的內容與基準執行各項任務及活動項目。在專案任務執行過程中，必須

確實掌握執行成果與基準之間績效目標落差的比較，並藉以提出修正與改善執行

績效的方法；若主客觀條件均產生了「時不我予」的執行障礙，則可提出計畫基

準的變更，以符合專案現況確實達成專案任務績效目標。 

 

四、專案控制 

   專案任務執行流程階段中之第二階段｢任務分析｣的上級工作指導、第三階段｢



計畫作為｣的規劃督導及工作規劃提報、第四階段｢策頒計畫｣的核准任務計畫、

以至於第五階段｢任務執行｣的督導實施等流程運作中，必須全程監控、制約、以

及督導，當發現有缺失或偏離目標的情況，應立即要求修正及改善，以確保任務

順利進行。尤其必須針對專案任務計畫中的範圍、時間、成本、品質、風險、合

約管理、利害關係人、以及任務執行結果的驗證核實等基準進行控管，以能完全

掌握並符合設定的績效目標。 

 

五、專案結束 

    專案任務執行流程階段中之第六階段｢任務結束｣，該階段必須完成任務，並

進行任務總檢討、獎懲建議、編纂紀實、資料建檔、設施復原、人員歸建、以及

建立專案人力資源庫與管理知識庫等工作。在專案任務結束的活動中，應特別注

意與上級單位、專案採購方、以及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合約是否如期如質的履

約，確認彼此之間對於專案任務的執行過程與成果都毫無疑義，如此始能進行合

約的簽結，避免進入履約爭議之協調或法律訴訟程序，以確定達成所有的專案合

約或章程中的績效目標。 

 

參、績效管理的思維與作為 

    績效管理則是為達成使命、願景、以及策略目標所實施的各級各類之綜合

性、系統性、以及流程性的管人及理事的歷程，而其內涵不外乎包含績效管理的

啟動、規劃、執行、監控、結案、與持續改善的循環運作，具有動態性、靜態性、

生態性、以及心態性等特質(丁志達，2003；吳健生，2012；李亭林，2008)。不

管任何組織、團體或個人，其存在與發展的目的，均在於達成預期的目標與成果，

因此，筆者認為績效等同目標，而績效管理亦等同目標管理。 

    目標係來自於組織或個人存在與發展的價值與目的之具體實像，而績效則是

達成此具體實像的實際表現。因此，績效管理所涉及的範疇包含績效的價值與目

的從何而來？如何界定績效表現的內容與表現程度？如何評估績效表現與目

標、價值及目的之間的符合程度？如何導入績效管理成為制度化的流程運作？如

何讓績效管理成為文化系統？以上待答問題，茲說明解析如下。 

一、績效的價值與目的從何而來？ 

    組織或個人都有生存發展的欲求，並將欲求轉化為預期達成的結果，而這些

結果反映在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滿足感受，這些滿足感受，也必須回饋至原來生存

發展的初衷，否則組織或個人可能走向敗亡之途、了結生命。是故，績效的價值

與目的，必須探索組織或個人為何而存在？其追求的理想與願景為何？決定透過

哪些渠道來追求理想與願景？若無法立竿見影的一步登天，而必須一步一腳印的



逐步邁進，其各階段的里程碑如何設定？易言之，必須確定組織或個人的使命、

願景、策略、以及階段發展的目標，始可明瞭績效的價值與目的。 

 

二、如何界定績效表現的內容與表現程度？ 

    績效表現的內容與表現程度，就必須確定組織或個人的特質與屬性，及其欲

求和目標達成的廣度與深度。從績效表現的內容觀之，則涉及到欲求與預期結果

的廣度，組織若要維持運作而追求永續發展，則應依據組織的屬性、使命、願景、

任務、策略與目標，透過各利害關係人在各權責領域範圍中，共同參與討論以明

訂績效所涵蓋的內涵；另從績效表現的程度觀之，同樣必須透過組織全員的參與

研討，以明定組織生存發展必備的績效表現深度，也就是達成使命、願景與目標

的滿意程度，並以文字化與數據化來展現其優劣高低。 

 

三、如何評估績效表現與目標、價值及目的之間的符合程度？ 

    評估績效表現係為確定績效表現內容的滿意程度，所實施的各種評價與量度

的操作歷程。當界定績效表現的內容及其滿意程度後，即應根據各項績效表現內

容的屬性，透過上級主管、基層員工、專家學者、以及利害關係人，共同探究研

討與尋找適當的評估工具與衡量尺度，針對績效表現的實況與滿意程度之間的差

距進行比較，評估的結果若不滿意，則應提出適宜的改善策略與方法，保證所有

績效表現的成果都能符合滿意的標準，如此才能具備永續生存與發展的條件，不

致慘遭淘汰退場的命運。 

 

四、如何導入績效管理成為制度化的流程運作？ 

    當所有績效表現的內容、程度、評估體系，都能完整連結生存發展的使命、

願景、核心價值、策略與目標，此時可透過一致性與標準化的績效管理模式，予

以建構成生存發展的運作規範，以確保現在與未來都能依據績效管理模式，促進

績效目標的達成。編擬並公告施行「績效管理品質手冊」，且能整合建置「績效

管理知識庫」，導入適性化的「績效管理資訊系統」，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能熟

悉並操作應用，發揮管理制度化、工作表單化、操控資訊化、系統整合化的績效

管理效益。 

 

五、如何讓績效管理成為文化系統？ 

    績效管理最終必須成為文化的內涵，組織或個人不再是受績效管理規範制約

物質，而是自動自發地為追求生存與發展，所形成的自主化慣性作為。績效管理

若要成為文化系統，則全體成員及利害關係人，必須堅持實踐績效管理的制度規



範，藉由動態性、靜態性、生態性、以及心態性等績效管理領域，從制約外控的

物化規則，逐漸昇華成為精神內涵，所有的言行舉止無處不是績效管理，績效管

理就「人文化成」的融入於生存發展的核心命脈中。 

 

肆、專案績效管理的可行策略 

一、導入適性化的專案績效管理知識體系 

 派遣專案任務權責單位成員，參與專案績效管理知識體系的職能進修，以培

成專案績效管理的種子講師。同時可聘請專案管理專業社群團體的顧問講師，到

組織舉辦系列性的專案績效管理知識體系研習課程，適性化的引進專案績效管理

知識體系，讓全體成員能理解專案績效管理的方法與策略。 

 

二、編製專案績效管理標準作業流程品質手冊 

   應設計專案任務執行各流程的績效指標，並且依照指標建構專案績效管理標

準作業流程的品質手冊，做為專案各項任務的執行者的參照標準，從專案任務的

發起人、執行長、團隊、以及各利害關係人，均能明確熟悉並善用專案績效管理

運作的流程與基準。 

 

三、制定專案關鍵績效指標以稽核專案實施成效 

    針對組織的整體生存發展的目的與價值，邀集組織內外部的各利害關係人，

共同規劃專案關鍵績效指標，做為稽核專案任務執行成效的規準，藉以糾正、預

防與解決專案任務的執行問題，彰顯專案的最佳化功能，強化組織的運作效益。 

 

四、設計專案績效管理平衡計分卡以增進執行效能 

    依據平衡計分卡的財務管控、顧客認同、內部運作、學習成長等構面，建立

適性化的績效表現衡量系統與策略地圖，針對組織的財務管控、顧客滿意、運作

流程、以及學習成長等現況，進行績效表現的衡量與評估，藉以瞭解並提高專案

任務執行的總體效能。 

 

五、整合建構專案績效管理知識庫 

    為促進組織成員能方便的取得、應用、創新、研發、儲存、分享專案績效管

理的相關知識，可透過數位化的專案績效管理資訊系統的建置與導入，將專案績

效管理的知識體系、方法策略、運作執行與監控、績效指標、平衡計分卡等相關

檔案資料，彙整成為專案績效管理知識庫，能更具效率的執行專案績效管理。 

 



六、型塑專案績效管理的組織文化 

    專案績效管理在時空的運行穿梭，以及利害關係人持續的運作之下，其知

識、方法與策略的核心價值將深入人心，屆時落實專案績效管理的思維與作為，

成為自然而然的表現，如此將水到渠成的讓組織轉化為專案績效管理的文化系

統，型塑兼具功能性與哲理性的專案績效管理組織文化。 

 

伍、結論 

    專案導向組織的績效管理，必須確認專案績效管理對組織發展與生存的價值

與目的，藉以將專案績效評估與改善的過程，予以指標化、策略化、流程化、資

訊化、制度化與人文化，讓專案型組織的績效管理，能夠應用科技化工具的操作

與實踐，逐步昇華為哲學化的文化行為模式，無所不在的運用績效管理系統，以

有效執行專案任務與活動，促成組織永續發展的理想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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