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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專案時程管理 

￭ 專案時程管理的目的是在建立和管理專案時程 

1. 根據專案範疇分解出來的工作包及活動來建立專案時程。 

2. 確保分解出的工作包及活動都能順利進行。 

3. 確保專案經理能掌控進度符合預定時程。 

￭ 專案時程管理，包含： 

1. 規劃時程管理：建立政策、作法，據以進行規畫、執行和控制。 

2. 定義活動：辨識專案交付物所需執行的活動。 

3. 排序活動：識別和紀錄專案活動間的關係。 

4. 估算活動工期：預估在資源下各活動所需工作時

數。 

5. 建立專案時程：分析活動先後順序，在工期、資

源和時程限制下，建立專案時程。 

6. 管制專案時程：監控專案進度執行狀況，

更新專案進度、管理變更，及時程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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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案章程 1 時程管理計劃書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2 專案管理計畫書 2 企業環境因素 2 專案文件 2 專案文件 2 專案文件 2 專案文件

3 企業環境因素 3 組織流程資產 3 企業環境因素 3 企業環境因素 3 協議 3 工作績效資訊

4 組織流程資產 ￭ 使用工具與技術 4 組織流程資產 4 組織流程資產 4 企業環境因素 4 組織流程資產

￭ 使用工具與技術 1 專家判斷 ￭ 使用工具與技術 ￭ 使用工具與技術 5 組織流程資產 ￭ 使用工具與技術

1 專案判斷 2 分解 1 先行圖法 1 專家判斷 ￭ 使用工具與技術 1 資料分析

2 替代方案分析 3 滾動式規劃 2 確定依賴關係 2 類比估算法 1 時程網路分析 2 要徑法

3 分析技術 4 會議 3 應用時間調整量 3 由下往上估計法 2 要徑法 ￭ 產出資料或文件

4 會議 ￭ 產出資料或文件 4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4 參數估算法 3 排程技術 1 工作績效資訊

￭ 產出資料或文件 1 活動清單 ￭ 產出資料或文件 5 三點估算法 4 平行法 2 時程預測

1 範疇管理計畫書 2 活動屬性 1 專案時程網路圖 6 德爾菲法 5 資源最佳法 3 時程變更請求

3 里程碑清單 7 儲備分析 6 關鍵鏈法 4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4 變更請求 8 替代方案分析 7 提前和延後量 5 專案文件更新

5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 產出資料或文件 8 時程壓縮 6 組織流程資產更新

1 活動工期估算值 9 資料分析

2 估算基準 10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3 專案文件更新 11 敏捷釋出規劃

￭ 產出資料或文件

1 時程基線

2 專案時程

3 時程資料

4 專案日曆

5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6 專案文件更新

￭ 輸入資料或文件

1、規劃時程管理 2、定義活動 3、排序活動 4、估算活動工時 5、建立專案時程 6、管制專案時程

￭ 輸入資料或文件 ￭ 輸入資料或文件 ￭ 輸入資料或文件 ￭ 輸入資料或文件 ￭ 輸入資料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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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規劃時程管理 

￭ 規劃時程管理工作包含有：  

1. 規範專案時程之發展、管理、執行和控制 

2. 建立時程管理政策、作法 

3. 確保管理過程及所運用之工具與技術。 

￭ 專案時程類型有： 

1. 主時程圖(表)：呈現主要交付物的全貌時程，

即某一重要時間點上應完成或應開始的重

要工作。 

2. 細時程圖(表)：是以主時程表為基礎，再細

分解成細部活動的時程，可依客戶或內部管理需要，發展成不同詳細程度，或不同類型之其他細部時程

(圖)表。 

￭ 專案時程呈現類型有 

1. 甘特圖；是專案計畫與日程安排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可讓管理者能以簡單方式將專案中的活動與時間

關係建立起來，以利管理專案進度，看出專案進度的全貌。 

(1) 以條狀呈現，又稱為「條狀圖」 

橫軸：時間 

縱軸：活動項目 或工作項目 

線條：顯示在此期間裡的計劃活動和實際活動完成的情況。 

(2) 容易看出哪些工作項目要執行，或未完成；並可大略評估工作應提前或延後。 

(3) 較適用於三十個以下活動的專案，  

(4) 不容易顯示活動間關係（例如作業完成後，那些後續作業始可開始）、無法詳細評估提早或延後

開工，及不確定性風險對專案影響等，較不適用大型專案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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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里程碑圖(Milestone Chart)：是在甘特圖加上里程碑時間點。 

 里程碑清單，列出所有與專案需求或目標有關之重要事項件的期程要求。 

3. 計畫評核術(PERT 

4. 要徑法(CPM)。 

 

 輸入(規劃時程管理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章程：定義專案總里程碑時程 

2. 專案管理劃書 

 範疇管理計畫書：說明範疇定義，有助發展時程管理計畫書 

3. 企業環境因素：組織文化、資源與技術獲得可能性、排程軟體…等 

4. 組織流程資產：時程管制工具、過去案例、相關歷史資料…等 

 技術與工具(規劃時程管理時，可採用的方法) 

1. 專家判斷：具主體領域的專業知識或經驗的個人或團體 

2. 方案分析 

3. 分析技術：排程工具和技術、估計手法、管理軟體…等 

4.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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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規劃時程管理時，會產出的文件)： 

 時程管理計畫書，內容包含有： 

(1) 角色與責任 

(2) 專案時程模式發展：如採用之排程方法、工具 

(3) 釋出和反覆程度：採用適應性 OLMC 模式時，釋出、週期、反覆的時間框架期間長度應明確指出 

(4) 準確等級：工期估算時間單位和適當的應變儲備 

(5) 衡量單位：採時、天、週、月 

(6) 時程狀態更新：採每周、每雙周、月更新時程進度 

(7) 時程變更審查：變更審查與核准程序與機制 

(8) 組織程序連結：由誰估計、估計完成後如何轉換為專案時程 

(9) 管制門檻：設定實際與計畫差異門檻 

(10) 績效衡量規則：如採 EVM 為衡量規定 

(11) 績效報告格式：時程進度報告格式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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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定義活動 

￭ 是專案管理的核心工作， 

1. 是要清楚與識別完成交付物，有那些

工作需要做。 

(1) 利用 WBS 技術加以識別 

(2) 分解至最底層 WBS 工作包 

(3) 再分解成易於控制的活動， 

(4) 可用來安排時程與進行工作管

制的最小工作單元，構成專案的

最基本要素，。 

2. 在分解與識別活動時，同時一併估算

或說明下列 4 項資料： 

 時間需求 

 資源需求 

 成本資訊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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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定義活動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管理計畫書 

(1) 時程管理計畫書：時程方法、每周工時、估算和管制活動之詳細程度 

(2) 範疇基線：WBS、WBS 字典、專案範籌陳述 

2. 企業環境因素：如 PMIS、公開商業資訊、組織文化 

3. 組織流程資產：過去案例、相關歷史資料…等 

 技術與工具(定義活動時，可採用的方法)： 

1. 專家判斷：具主體領域的專業知識或經驗的個人或團體 

2. 分解：即建立 WBS，將其分解成 WBS 的細項或底層，直至可清楚定義時間、 成本、材料、設備、技

術…等在內之資源需求。 

3. 滾動式規劃：屬漸進明確式規劃，即對近期要執行或完成之工作進行較詳細規劃，而對遠期工作僅暫時

進行粗略規劃。 

4. 會議：專案團隊或主題領域專案家 

 輸出(定義活動時，會產出的文件) 

1. 活動清單：係將分解為可估算工作的細項，再彙整為活動清單，包含(時間、 成本、材料、設備、技術…

等需求) 

2. 活動屬性：屬活動清單之附屬文件，說明活動間之相依關係，包含： 

(1) 主要型活動：與交付物有直接關係的活動，必須精準衡量(類似成本估算之直接物料與直接人工款) 

(2) 支援型活動：屬支援人力或資源，協助執行主要型活動，較不易衡量(類間接物料與間接人工款) 

(3) 分攤型活動：專案團隊或其他管理工作屬之，與產品無直接關聯，但卻是必須做的工作(類似間接費

或分攤費、攤提費)。 

3. 里程碑清單：專案之重要事件時間點，及列出所有重要利害關係人或客戶對重要事件和日期的要求。 

4. 變更請求 

5.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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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活動排序 

￭ 辨識與記載活動間相互關聯及先後執行順序，將活動正確排序，用於發展專案時程網路圖。 

1. 活動依賴性 

(1) 強制依存關係，前後關聯不能更改 

(2) 裁決依存(刻意)關係，前後關聯可更改 

(3) 外部依存性關係，必須依照外在條件，非專案人員可更改 

(4) 資源依存關係，受資源影響而須更換適當資源，除非該資源是唯一選擇。 

2. 活動關聯性，包含前置活動與後續活動 

(1) 結束方可開始(FS)：後續活動開始時間，由前項活動結束時間決定(可能同時、延後或提前) 

(2) 結束方可結束(FF)：後續活動結束時間，由前項活動結束時間決定 

(3) 開始即可開始(SS)：後續活動開始時間，由前項活動開始時間決定 

(4) 開始即應結束(SF)：後續活動開始時間，由前項活動結束時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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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關聯性 

(1) 提前量：後續活動原本應等前面結束後才能開始，但為加速工作，允許前面活動結束前一段時間，

即開始執行；類似併行活動概念。 

(2) 延後量：後續活動原本應在前面結束後即開始，但基於某些原因，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開始。 

4. 集合活動：將性質相關的活動整合為一活動，用於簡化專案網路圖。 

5. 併行活動（Parallel activity）：與給定作業可同時進行的作業，兩者間無先後關係。 

6. 虛活動（Dummy activity）：僅用來表示作業間先後關係，無實質工作，不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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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專案網路圖 

1. 係以圖形描述所須完成的活動、關係、順序；包含 

(1) 路徑(path)，係連結活動開始至結束之所有活動。 

(2) 要徑(critical path)，其中最長一條者稱之，其

活動稱為關鍵活動(Critical activity)。 

2. 準備工作： 

(1) 包含有哪些活動 

(2) 那些活動必須在此活動開始前完成(先行)  

(3) 那些活動緊接著在此活動結束後進行(後續) 

(4) 那些活動可與此活動同時進行(並行) 

3. 方法 

(1) 箭號法(AOA) 

 箭頭代表活動 

 箭線代表活動間關係 

(2) 節點法(AON) 

 節點代表活動 

 箭線代表活動間關係 

 

 

 

 

  



11 
 

 輸入(活動排序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管理計劃書 

 時程管理計畫書：排程方法、排序清單詳細程度原則 

 時程基線：WBS、交付物、限制、假設 

2. 專案文件 

 活動清單：活動完整清單應包含活動識別碼，以及每一活動所需且足夠詳細的工作說明，確定團

隊成員都能清楚所需完成的工作。 

 活動屬性：必要的順序或已定義之前置或後續關係 

 里程碑清單：每一里程碑都是一重要的工作節點或事件；標識所有的里程碑，並顯示里程碑是否

為強制性，是契約要求的，或有彈性的。 

 假設日誌：假設和限制條件可能影響活動的排序方式、活動間關係、需要提前量或延後量的情況，

極可能導致時程之風險 

3. 企業環境因素：政府或產業標準、PMIS、排程工具、工作授權 

4. 組織流程資產：過去所發展之排程技術或工具、範本、學習經驗檔案 

 技術與工具(活動排序時，可採用的方法)： 

1. 先行圖法：即 AON 節點網路圖，是一視覺種呈現方法。 

2. 依賴關係之確定與整合：強制性、裁決性、外部性 

3. 應用時間提前或延後量： 

4.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PMIS 中排程軟體 

 輸出(活動排序，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專案時程網路圖：可以 AON 或 AOA 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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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活動工期估算 

￭ 估計活動所需工作量和需投入的資源數量和等級，包含有材料、設備、設施、技術、執照、費用…等。 

(1) 估算活動資源與成本估算關聯緊密，因此有時會與成本估算同時進行。 

(2) 工期估算與工作量估算不同，相同工作量可因投入之資源不同而有不同工期。 

(3) 應特別注意帕金森定律，即工作會延伸到填滿所有可用的時間。 

(4) 需將不確定因素納入考量，預留預備時間。 

(5) 活動工期之其他影響因素： 

A. 資源數量和品質 

B. 技術程度 

C. 員工激勵 

(6) 對所需資源進行分節展開成階層圖，以便清楚工期與資源間關係，及所需種類、等級與數量，如 

A. 所需支援之技術清單、設備清單… 

B. 所需採購之裝備清單、材料清單… 

￭ 估算方法與精準度(相當成熟度概念)；

專案開始時精準度較差，隨專案進行

會逐漸精準。 

A. 粗估(-25% - +75%) 

B. 概算(-10% - +25%) 

C. 精確(-1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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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活動工期估算，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管理計劃書 

(1) 時程管理計畫書：估算工期之估計方法、準確水準 

(2) 時程基線：WBS 技術 

2. 專案文件，包含 

(1) 活動清單 

(2) 活動屬性 

(3) 假設和限制紀錄 

(4) 經驗學習檔案 

(5) 里程碑清單 

(6) 專案團隊成員 

(7) 資源分解結構 

(8) 資源日曆 

(9) 風險登錄表、 

3. 企業環境因素：資料庫或其他參考資料、已公告商業資訊、團隊成員所在位置 

4. 組織流程資產：歷史資料、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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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與工具(活動工期估算，可採用的方法)： 

(1) 專家判斷：由專案團隊、專案經理和領域專家共同參與及估計。 

(2) 類比估計法：使用以往類似專案所獲得之資料，如期程、預算…，等進行變數分析得到估算變數比例。 

(1) 一般為總值估算，且需依專案複雜度或差異調整。 

(2) 不太精準但可快速獲得，必要時可與其他方法(如參數法)，一起使用，增加精準度。 

(3) 由下而上估計法：即由最底層之活動或工作包，由下而上，逐級疊加。 

 屬微觀估計，精準度較高相當耗時。 

(4) 參數估計：以歷史資料及關鍵參數進行(回歸)分析，做為基準估算，屬類比估算法精準。 

 係利用(EXCELL)統計與回歸分析技術，建立參數，找出合適的數學模式，可能是線性、2 次或多次

曲線、指數…等。 

(5) 三點估計：將不確定性及風險性納入，改善估算方法。 

 源起於計劃評核技術，分成樂觀(a)、可能(b)、悲觀(c)等三種可能值，經調整後成為最可能之期望

值(屬 2 次拋物曲線)。 

 期望值= (a+4b+c)/6  (最可能期望值) 

 標準差  = (c-a)/6    (瞭解差異程度) 

(6) 德爾菲法：藉執行活動相關人員共同參與，增加資訊、提高準確度、並共同承諾結果。 

(7) (風險)儲備分析：係加入應變儲備量，亦稱為時程儲備、安全時間、或緩衝時間；不確定因素愈高，應

變準備量也需愈大。 

 採百分比加入總時程內， 

 或在各別活動中分別加入、 

 或在特定點加入 

(8) 方案分析：如比較資源水準、排程壓縮、手動或自動、資源自製或採購，來尋找完成專案的最佳方式。 

  



15 
 

 輸出(活動工期估算，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1. 活動工期估計值：為量化評估活動所需之可能工時；可採 

 明確天數方式，如 2 週±2 天，即 8 天至 12 天； 

 機率方式，如有 15%機會超過 3 週，即 85%可能少於 3 週。 

2. 估計基礎：包含估計方法、假設、已知限制因素、估計可能的範圍、估計信賴水準、風險影響因素…等 

3. 專案文件(更新)：假設日誌、學習檔案…等文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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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建立時程(排程) 

￭ 分析活動順序、工期、資源需求和時程限制等，建立專案時程，來呈現所有活動的預定開始和結束時間。 

1. 不同排程目標，會產生不同的時程 

A. 追求最低成本 

B. 追求最短時間。 

2. 專案時程核准後即成為時程基線，做為專案進度追蹤或管制基準。 

 當有專案時程變更請求時，須透過整合變更管制審查核准，始得變更。 

3. 排程技術和方法，有里程碑圖、甘特圖、…，專案網路圖。 

￭ 要徑法 

1. 1957 年美國杜邦公司發展，運用網路圖管理技術；不考慮資源限制情況下，計算出理論上最早開始與

完工，最晚開始與完工。 

 雖不竟然是專案的時程，但可做為提前、延後，以及其他已知限制條件下，時程修正與調整依據。 

2. 向前推算過程(順時計算)： 

A. 由專案最先的活動(起始作業)開始，逐步向後 

B. 直至最後活動(結束作業)完成的所需時間， 

C. 求出各活動最早開始時間（ES）與最早完成時間（EF）。 

3. 倒退推算過程(逆時計算)： 

D. 由前述獲得最後作業時間完成時間做為總工期，或由已知要求之專案總工期開時， 

E. 對各作業最晚開始時間（LS）和最晚完成時間（LF）進行逆推。 

4. 裕度或浮時，係作業延遲不會影響整個專案總工期的時間。 

A. 要徑，總浮時（Total Float Time）為零的活動路徑，決定專案是否如期完成之關鍵路徑。 

B. 浮時（Float，TF）：在給定的作業最早開始與最晚開始間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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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由浮時（Free float，FF）：在給定的作業最早完完成，而後續作業最早開始的時間。而且此延遲

並不會造成整個工程延誤，同時也不會影響到後續作業的最早開始時間。 

D. 安全浮時（Safety float，SF）：在給定的作業最晚開始，而後續作業最晚結束的時間。 

E. 干擾浮時（Interference float time，IF）：在給定的作業的最晚完成，而後續作業儘早開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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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代號 悲觀 正常 樂觀 平均

1-2 A 5 8 12 9

1-3 B 7 10 13 10

1-4 C 3 4 5 4

2-5 D 3 5 7 5

3-5 E 1 3 5 3

4-5 F 4 6 8 6

5-6 G 1 3 5 3

6-7 H 3 4 5 4

0 B

DA

G H

C

E

1 3 5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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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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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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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 10

1 核准

1 10 11

10 E 13

1 核准

11 3 14

F

F

4 F 10

4 核准

8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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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建立時程，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時程管理計畫書 

(1) 時程管理計畫書 

(2) 時程基線 

2. 專案文件 

(1) 活動清單 

(2) 活動屬性 

(3) 專案時程網路圖 

(4) 假設和限制技術 

(5) 估計的基礎 

(6) 活動工期估算值 

(7) 經驗學習檔案 

(8) 里程碑清單 

(9) 專案時程網路圖 

(10) 專案團隊成員 

(11) 活動資源需求 

(12) 資源日歷 

(13) 風險登錄表 

3. 協議 

4. 企業環境因素 

5. 組織流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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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與工具(建立時程，可採用方法)： 

1. 時程網路分析 

2. 要徑法 

3. 限制下排程技術：要先確認資源限制或時程限制下之排程。 

A. 資源限制的排程，是在有限資源下，求最短工期的排程。 

B. 時程限制的排程，在不變更專案要徑的時程限制前提下，利用活動裕度，來調整開始時間來平衡資

源需求。 

4. 平行法： 

A. 識別每一時間點所有活動的總資源，當超過供應量時將優序較後之活動延後，以緩和需求。 

B. 檢視後，有時可採取提前或延後手段來撫平資源。 

5. 資源最佳化法  

A. 資源平準(在資源限制下) 

 調整活動時間，確保資源需

求量在可獲得量內；可依設

定之排程優先順序法則，來

排序活動分配資源 

 可能會影響到專案工期。 

B. 資源平滑(在時程限制下) 

 利用活動的裕度，在不影響

期程下，盡可能平衡資源需

求，不要起伏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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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鍵鏈法(Critical Chain Method) 

(1) Goldratt 1997 運用制約論(TOC)所發展出；運用緩衝來因應不確定風險。 

(2) 為一種修改專案時程，以配合有限資源的時程網路分析技術。 

(3) 建立專案網路圖後， 

A. 計算出要徑； 

B. 經辨識後，加入資源可用度及資源限制，再計算出新的時程 

C. 該新時程通常會產生要徑改變； 

D. 其中受資源限制的要徑，稱為關鍵鏈。 

(4) 關鍵鏈法可增加了非工作排定活動，做為期程緩衝期為風險管理概念。 

(5) 在專案流程上不同位置，設置不同大小的緩衝，便有不同的效能，吸收不確定性造成延宕之風險。 

 緩衝值來至各路徑活動所估計的工時，匯聚成緩衝值，交由專案經理，讓專案經理有權實施資源

分配。 

 緩衝的消耗事後才知道，沒有預警功能，只代表有應變適應能力，係風險發生後的處理，非積極

的事前預防。 

 若能運用實獲值(EVM)的預警機制，再結合關鍵鏈法來產生互補效果，更能對專案提供更多處置，

來因應所需時間與資源。 

7. 時程壓縮 

(1) 擠壓：增加資源或加班方式等手段以縮短工時，但通常會增加成本。 

(2) 跟進：將要徑上的活動，由原來先後順序的變成併行(即同步)，雖可縮短時程，但可能導致翻工、

重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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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趕工縮程 (Crashing) 

(1) 為合理決定哪些活動要縮程或趕工及趕工的期望進度。 

A. 先找出專案的要徑， 

B. 找出要徑上最低之趕工成本的活動，直到無法再進一步刪減，或有另外一條路徑形成要徑。 

9. 資料分析 

(1) 假設情境分析： 

A. 當某一場景發生時，專案時程會如何變化， 

B. 利用蒙地卡羅模擬法，模擬專案執行中可能的所有場景，藉以分析專案工期得分配。 

(2) 模擬： 

A. 就專案風險和不確定的其他來源組合效果，加以建立模擬模式 

B. 評估其對達成專案目標的衝擊；如蒙地卡羅模擬分析。 

10.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包含排程軟體，輸入活動相關資料、可用資源、網路圖等 PMIS，可快速建立時程

模式。 

11. 計畫評核技術 PERT (Program Evaluation Review Technique) 

 源於 1958 年美國北極星火箭系統計劃，主要目的是針對不確定性較高的工作項目，以網路圖規劃

整個專案，以排定期望的專案時程。 

 PERT 圖對活動之描繪如同 CPM 法，二者是互補工具，CPM 對每一個活動只做一次估算，PERT

則利用三個時間點估算，因此 PERT 被應用在關鍵路徑排程上之情形有愈來愈多趨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8%BB%8D%E9%9A%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8%BB%8D%E9%9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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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建立時程，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1. 時程基線 

2. 專案時程 

A. 甘特圖 

B. 里程碑圖 

C. 專案時程網路圖 

3. 時程資料：包含 

A. 里程碑 

B. 活動 

C. 活動屬性 

D. 相關假設和限制 

E. 資源量…等。 

4. 專案日曆：識別專案活動中可

用之工作天和班別。 

5. 專案管理計畫(更新) 

6. 專案文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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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時程管制 

￭ 當時程基線建立後，管制時程過程即開始，須瞭解目前專案之： 

1. 確定專案時程現況 

2. 了解影響時程變更因素 

3. 重新考慮必要的時程準備 

4. 確認專案時程是否已變更 

5. 變更實施發生時進行管制。 

￭ 績效審查是管制使用中運用的工具 

1. 就目前進度資料與時程基線比對，瞭解專案是否落後或提前，以及造成專案時程差異， 

2. 進行差異分析以決定專案是否採取矯正措施。 

￭ 燃盡圖 

 顯示以多快速度完成(燃盡)專案所有工作；X 軸為時間；Y 軸為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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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進行時程管制時，需參考的資料或文件)： 

1. 專案管理計劃書 

(1) 時程管理計畫書：專案時程如何管理和管制之資訊 

(2) 範疇基線：專案 WBS、交付物、假設和限制資訊 

(3) 時程基線：提供與實際進度比較之時程基準 

2. 績效衡量基線： 

(1) 使用 EVM(實獲值)曲線， 

(2) 比較實際結果 

(3) 分析，確認是否須採取變更、矯正行動、或預防行動。 

3. 專案文件 

(1) 經驗學習檔案：早期專案學到之經驗教訓，做為改進時程管制作為。 

(2) 專案日曆：可能需一個以上專案日曆，提供某些活動在不同工作時間，做預測使用。 

(3) 專案時程：最新版次之專案時程，及相關資訊。 

(4) 資源日曆：顯示資源可用時間。 

(5) 時程資料：管制過程中進行審查與更新。 

4. 工作績效資料：專案現況資料、進度及哪些活動已經完成。 

5. 組織流程資產：包含時程管制資料、軟體工具、使用之監視與報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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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與工具(進行時程管制時，可採用的方法)： 

1. 資料分析 

(1) 實獲值分析：時程差異指標、時程績效指標，評估與時程基線的差異。 

(2) 燃盡圖 

(3) 績效審查：實際開始與結束日期、完成百分比、剩餘工期與時程基線比較、時程績效衡量與分析 

(4) 趨勢分析：了解時程績效是在改善中或惡化中。 

(5) 差異分析：決定是否採取矯正或預防行動。 

(6) 假設情境分析：就未來進行不同場景模擬，決定活動優先執行順序，使專案進度符合計畫需求。 

2. 要徑法：關注和比較要徑上的活動，協助專案經理掌握進度。 

 輸出(進行時程管制時，會產出的資料或文件)： 

1. 工作績效資訊：包含 WBS、SV、SPI 等工作績效資訊。 

2. 時程預測：預測專案完工所需工期。 

3. 時程變更請求 

4. 專案管理計畫(更新) 

5. 專案文件(更新) 

6. 組織流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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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題，請繪出 AOA 與 AON 圖 

作業名稱 作業時間 前置作業 作業名稱 作業時間 後續作業 

A 3 - A 3 D 

B 4 A B 7 E , F 

C 5 A C 3 G 

D 6 C D 4 - 

E 6 S,D E 5 H , I 

F 8 C F 2 J 

G 4 F G 2 J 

H 3 E,G H 2 J 

   I 4 - 

   J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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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習題，依據表之活動與 AOA 圖之活動關係，繪出 AON 與 CPM 時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