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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系統工程與專案管理 

1.  系統工程 

￭ 系統，由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要素組成，具有一定結構型態和功能的整合體。 

 包含：元素/元件、關聯、約束、功能等四部分，有： 

 實體系統：由物質、元件…等有形事物組成。 

 概念系統：由想法、政策、程序…等構成。 

￭ 系統工程：目的是為發展滿足顧客『需要』的系統，因此必須與顧客緊密、溝通，產生『構想』，並確認這些構想與

擬定的『需求』能符合顧客需要，且可在資源限制下達成，如圖所示。 

 實體系統(設計)工程：係著重於系統發展中之設計，即構成系統之元素，以及元素間之實體相互關聯，在某約束條

件下，有組織的結合與交互作用，共同完成某特定功能與任務。 

 概念系統(管理)工程：係著重於系統發展時之管理，藉由管理概念，對系統進行規劃、 研究、製造、試驗和使用，

來協調科學或工程技術。 

2.  系統工程起源與發展發展 

￭ 上世紀 40 年代，美國貝爾電話公司設計電話通信網路時，利用科學方法，把工作按時間順序劃分為「規劃」、「研究」、

「發展」、「發展過程中研究」及「通用工程」等五個階段，而獲得良好成效，將其稱之系統工程。 

￭ 50 年代期間，系統工程用運用於「大型工程專案」和「軍事裝備系統」，顯示其具解決複雜問題的效用。 

￭ 50 年代末期，美國研製北極星飛彈首創採用「計畫評核技術(PERT)」。 

￭ 60 年代期間，美國 NASA 執行阿波羅登陸計畫採用「圖型評核技術(GERT)」，及計算機仿真技術。 

￭ 60 年代中期，美國頒布 MIL-STD-466A 軍規，為武器研製專案中應用系統工程概念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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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工程模型 

￭ 系統工程通常採用「V 型模式」來描述其流程或程序， 

 左側：需求階段，由上而下的需求擬定與配置 

 底部：系統產品製造取得階段 

 右側：系產品組裝驗證階段，由下而上 

 上部：在執行系統工程程序時所進行的「系統管控」，

以達到預期目標和效益。 

 需要與構想 

 為發展滿足客戶的「需要」。 

 系統發展必須與客戶緊密的溝通，產生「構想」，

並確認在些構想與所擬定的需求，確

實符合顧客的需要，且能於資源限制

系順利達成。 

 需求擬定 

 根據研擬的系統架構開始系統設計產

生需求，並產生系統規格。 

 設計整合 

 依所研擬之系統架構，進行系統設計，

到產生系統規格階段。 

 產品籌獲 

 將系統與元素規格轉化為實際系統或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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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驗證 

 所產生之系統或產品透過「系統驗證」程序，進行系統或產品測試與驗證。 

 使用維護 

 系統或產品一旦交付可客戶，即進入「使用與維護」階段。 

 結束處理 

 使用後結束，不管報廢、銷毀或回收，亦納入整個系統考量，所以「結束處理為」為系統工程中最後一環。 

￭ 以下為不同產業為其特殊性，可發展或產用其特有之 V 型系統，如下案例說明。 

 

 

 

 

 

 

 

 

 

 

軟體開發系統工程模式(瀑布式) 

1992 年 IEEE 系統工程模式(V 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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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艦設計螺旋系統工程模式(螺旋式) 

美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智慧運

輸系統工程模式(V 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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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案與專案管理管理 

￭ 專案是組織所進行的一個暫時性的工作，在一段事先確認或約定的時間內，運用事先決定的資源，來生產一個獨特、

且可以事先定義的產品、服務或結果。 

￭ 專案管理則是運用管理的知識、手段、工具、和技術於專案活動上，來達成解決專案的問題或達成專案的需求；並運

用領導、組織、用人、計劃及控制等五項主要手段，來達成所欲完成的專案工作。 

￭ 專案管理知識、手段、工具、和技術，經整理與歸納後，發展成五大流程群組與十大管理知識體系，來協助專案之規

畫、執行與監控等管理作為。 

4.1 專案管理之起源 

￭ 專案管理起源於美國阿波羅登月計畫之國

防工業，其發展與演變如右圖所示，顯見專

案管理與系統管理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4.2 專案管理基本特徵 

￭ 專案管理是以專案為對象的系統管理方法，

通過一個臨時性的專案組織，對專案進行較有

效率的計畫、組織、指導和控制，以實現專案；全過程係屬一種動態管理，亦是一種管理活動，也是一種管理科學。 

￭ 專案管理應具有下列的特徵： 

 有明確界定的目標及期望的結果或產品 

 按照一定的順序完成一系列相互關聯而又不重複的工作或任務，以達到專案目標的要求 

 需要利用各種不同資源來執行 

 有具體或一定的時間；不包含系統工程中運作、維護與汰除等使用壽期 

 是獨一無二的、一次性的工作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A%AB%E6%99%82%E6%8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D%A8%E7%89%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86%E5%AF%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4%E7%BB%87_(%E7%A4%BE%E4%BC%9A%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A8%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5%88%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7%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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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專案都有一特定客戶 

 每一專案都有一定的風險及不確定的因素 

 有不同類型、不同複雜程度、與不同規模的專案 

￭ 計畫或專案不是獨立或孤立，而與外部科學、技術與產業有很強的連結關係 

 

 

 

 

 

 

 

 

5.  系統工程與專案關聯與差異 

￭ 系統與專案雖然是兩不同名詞，確具關聯性，系統不一定是專案，但任何專案都可視為一個系統。 

￭ 系統工程 

 系統工程管理可視為專案管理中的工程管理或技術研制管理，在管理目標上應與專案管理一致。 

 系統工程研究的對象較偏向複雜的大系統，如航太、航空等的大型複雜專案，即如何從需求出發，逐步研製出一

個整體優化系統，而採用系統工程方法與技術。 

 系統工程既是一種技術過程，又是一個管理過程；是系統開發、設計、實施和運用的技術工程，以達到最優規劃、

設計、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 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為一門管理科學，因此也包含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是一套獨特且相互關聯的任務為前提，有效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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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源，實現一個特定的目標所做的工作。 

 運用既規律又經濟的方法，對專案進行較高效率的規畫、組織、指導和控制，在既定的時間、成本和技術上，達

到既定目標。 

￭ 綜合言之 

 系統工程比較偏向於技術，專案管理比較偏向於管理。 

 二者所關心的問題都是希望如質、如期、如預算的完成客戶或使用者的希望或需要；惟系統工程較著重於品質，

時間與成本反在其次；專案管理則較著重成本、與程與，品質則在符合需求即可。 

 系統管理與專案管理必然會有些重疊，有些重疊性高、有些重疊性低。 

 系統工程與專案管理之所需之知識與技術領域，及其間之重疊如下圖所示。 

 

 

 

 

 

 

 

 

 

  

 

 

系統工程與專案管理關聯與重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