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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專案資源管理 

0.0 前言 

1. 主要有人員力和非人員，專案經理應在尋求資源優化利用下，為專案創造最大利益。 

(1) 非人員資源，包含有設備、材料、工具、及專案執行的流程，是可抄襲與仿製； 

(2) 人員之專案管理能力、特質和技能是無法模仿與複製，為公司最重要和最有價值之資產。 

(3) 專案工作若沒具適當技能的人原來執行，專案目標是很難被完成；因此尋找專案人力資源之目標，是

在確保能找到具適當技能人員來執行專案工作。 

(4) 人員技能包含硬技能和軟技能，軟技能對專案成功與否之影響極大。 

硬技能：如發展 WBS、排程、編製預算…等之專案執行流程與內容，較容易學習和衡量成效 

軟技能：如人際溝通、領導、激勵、協商、衝突管理…等，難以傳授，對專案效能影響較大 

2. 專案目標確定後，應透過工作分解，確定工作範疇、工作細項、人力需求，職責和技能，再從組織內部或

外部，尋找或招募適當人員組成，獲得實質資源來執行專案。 

3. 專案團隊是由不同工作職責的人員所組成，一個複雜且期程

較長的專案，參與的成員會隨著專案的進展而不同。 

(1) 初期：重於規劃，資源需求較少，偏重資深或執行過類似

專案人員。 

(2) 中期：執行為主，需較多資源，資深人員帶領資淺人員執

行。 

(3) 後期：資源可逐漸減少，最終應歸建或遣散。 

   



2 
 

4. 專案資源管理六個流程： 

(1) 規劃資源管理 

(2) 估計活動資源 

(3) 獲得資源 

(4) 發展團隊 

(5) 管理團隊 

(6) 管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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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規劃資源管理 

1. 定義如何估計、獲取、管理、和使用人力資源 與實體資源(如材料、設備、機具、設施、技術、服務…等)。 

2. 專案要成功，人力資源比實體資源來得重要，因此須識別和記載專案角色、責任和所需技能、成員間依屬

關係，擬訂出專案人員管理計畫。 

3. 有效的資源規劃應考慮資源供應和競爭；對稀有資源(公司內部而來或透過外部採購而來)，公司其他專案

也有可能會在同一時間需要，因此須特別注

意到是否會對專案時程、成本、風險等造成

衝擊。 

4. 藉 WBS 展開專案工作後，識別每項工作所需

人力資源的角色、責任和技能，可能會一個

或一個以上角色，也可能延續至專案結束。 

5. 當被賦予角色時，則意謂含有一定程度的責任

和職權，以執行工作、活動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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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規劃資源管理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章程： 

(2) 專案管理計劃書：藉 WBS 技術分解成工作包，或細項活動，以估計專案或技術人員資源需求。 

 品質管理計畫書、範疇基線 

(3) 專案文件： 

 專案時程、需求文件、風險登記簿、利害關係人登錄簿 

(4) 企業環境因素：組織既有之文化、結構、人力資源、人員管理政策、市場環境…等。 

(5) 組織流程資產：所過去從事的專案組織架構資訊…等。 

(6)  

 工具或技術，規劃資源管理可採用的方法 

(1) 專家判斷 

(2) 資料呈現 

 組織分解結構(OBS)層級圖：通常用於較大與較複雜專案，以連結 WBS 和 OBS； 

 WBS 上所有工作需指定專人或專門部門負責，然後將負責的人和部門設計成組織架構。 

 責任指派矩陣：以矩陣形式說明工作包或活動，以及與專案成員間的連結。 

 文字敘述：以文字敘述方式說明工作包與負責任與部門。 

(3) 組織理論：如第 2 章所述之功能式組織、矩陣式

組織、混合式組織、虛擬式組織) 

(4)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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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規劃資源管理會產出的文件或資料 

(1) 資源管理計劃書：說明完成專案工作，需何種專業人力資源、何時需要、及需要多久時間等，包含： 

 專業或技能人員和數量 

 專案人員編裝：包含職稱、人數、專業或技能層次、責任角色 

 專案組織結構圖：以專案組織圖呈現，如專案組織架構、部門組織架構；界定各單位或專案參與人

員之職責與工作，建立個人與專案團隊間關係、指揮與報告系統。 

 人員管理計畫書，可正式或非正式，可詳細或概略，一般需包含下列資訊： 

 專案人員管理整體作法 

 工作地點 

 人員獲得，類型、數量與時程等需求 

 訓練 

 人員釋出，歸建或轉移其他專案 

 成員獎勵 

(2) 團隊章程：係對專案團隊成員建立可接受且明確的行為準則。 

(3) 專案文件更新 

 假設和限制日誌、風險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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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估計活動資源 

1. 估算執行專案活動所需何種資源、資源等級、資源數量、及資源所需時程，始能達成顧客所要求的交付物

與品質。 

2. 資源估計方法 

(1) 由上而上(宏觀估計)：類比法、參數法等，至於採

哪種方法則視掌握資訊的多寡；而在專案早期階

段，資訊不多，估計準確度會較低，到規劃與執

行階段，資訊愈來越明確，就須對原先估計調整

或修訂，同時準確度也會越來越高。 

(2) 由下而上法(微觀估計)：類似 WBS 之 RBS 資源

分解結構法，將專案活動所需之資源(人員、設備、材料…)進行分解，以及展開成層級圖，了解資源

間關係，此資源分解結構亦可協助估算成本。 

 

 

  

工作
資源需求量

相關說明
資源1 資源2 資源3 資源4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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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估計活動資源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管理計劃書 

 資源管理計畫書 

 範疇基線 

(2) 專案文件 

(3) 活動清單、活動屬性、假設日誌、活動成本估算、資源日曆 

(3) 企業環境因素：組織既有之文化、結構、人力資源、人員管理政策、市場環境…等。 

(4) 組織流程資產：所過去從事的專案組織架構資訊…等。 

 工具與技術，估計活動資源可採用得方法 

(1) 專家判斷 

(2) 由下而上估計 

(3) 備選方案分析 

(4) 已公開的估算數據 

(5)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PMIS) 

 輸出，估計活動資源會產出的文件或資料 

(1) 資源活動需求 

(2) 資源分解結構 RBS：類似於物料清單(BOM)，以資源類別和形式的層級架構呈現，資源類別可以分成

人工、原料、設備、一般用品…等；人工可再細分成工程師、技術員…等。 

(3) 專案文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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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獲得資源 

1. 由公司內部或外部取得完成專案工作所需之適當人員、設施、設備、材料、及其他資源 

2. 應適當分配資源及資源獲得時間，給對應的活動。 

 輸入，獲得資源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管理計劃書，所需人數、技能、期程 

 資源管理計畫書、採購管理計畫書、成本基線 

(2) 專案文件 

 專案時程、資源日曆、資源需求、利害關係人登記簿 

(3) 企業環境因素：現有人力資料庫，不具備或不足時公司政策 

(4) 組織流程資產：內部人力支援、對外招募、委外作業等公司流程 

 工具或技術，獲得資源可能會採用的方法 

(1) 多準則決策分析：專案經理設定遴選準則評選所需成員，包含成本、能力、經驗等。 

(2) 預派：來自內部人才，專案開始前就被指派。 

(3) 協商：來自外部人才，與功能部門經理或高層協商。 

(4) 對外招募：來自外部人才 

(5) 虛擬團隊：藉資訊科技將分散各地成員連結。 

 輸出，獲得資源會產出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人員指派，獲得適當成員後之工作指派。 

(2) 實體資源指派 

(3) 資源日曆：記載每一專案成員可投入專案工作的時間，了解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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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變更請求 

(5)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資源管理計畫書、成本基線 

(6) 專案文件更新：學習經驗檔案、專案時程、資源分解結構、風險登記簿、利害關係人名冊 

(7) 企業環境因素更新 

(8) 組織流程資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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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發展團隊  

1. 大型計劃或專案，需不同專業和技能人員組成團隊，而非一人所能具備。 

(1) 團隊成員人數應視專案大小而異，大型專案可能數百或數千，此時應將其區分成許多較小團隊，分別

負責不同任務，大約 5-7 人或 7-11 人最為適當，適當人員與數量，可降低人員閒賦可能性。 

(2) 無法取得必要的人力資源，會導致時程增加、品質降低等風險。 

(3) 專案團隊所需技能有下列三種，應具互補技能，以求能發揮團隊整體綜合效益。 

A. 技術或功能專業知識 

B. 解決問題決策技能 

C. 人際關係技能等三種；  

2. 增進整體團隊動能、團隊互動、團隊環境，以提升績效的過程。 

3. 專案團隊不是立即形成，而是需要時間加以經營和塑造，初期少數、中期多數，後期逐漸減少，通常可依

執行時間區分成下列時期： 

(1) 開始期 (形成期)：需要指導方向型的領導 

(2) 磨合期 (動盪期)：需要影響型的領導 

(3) 成型期 (規範期)：需要參與型的領導 

(4) 展現期 (執行期)：需要委任型的領導 

(5) 最後期 (最後休止)：歸建、遣散，或歸屬常

設專案團隊 

 常設專案團隊，可延續專案能力，快速

投入新的專案；但缺乏改變，可能會有

創造不足之虞。 



11 
 

4. 專案團隊應具有之共識或特徵，包含： 

(1) 清楚目標 

(2) 一致承諾 

(3) 合適領導 

(4) 團隊精神 

(5) 相關技能 

(6) 良好溝通 

(7) 相互信任 

(8) 相互支援 

(9) 遵守規範 

(10) 開放態度 

(11) 彼此分享…等。 

 

 輸入，發展團隊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管理計劃書 

(2) 專案文件：經驗學習檔案、專案時程、資源日曆、團隊章程 

(3) 企業環境因素 

(4) 組織流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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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或技術，發展團隊可採用的方法 

(1) 共同辦公室，協助改善溝通和促進團結 

(2) 虛擬團隊 

(3) 溝通技術：共同入口網站、視訊會議、音訊會議、電子郵件/溝通討論 

(4) 人際和團隊技能：衝突管理、影響力、動機、協商或談判、團隊建立 

(5) 表彰和獎勵，感謝表現、激勵未來，應以團隊噌及優先、個人次之 

(6) 團隊激勵 

(7) 行為公約，將低誤會、衝突，增進團隊生產力 

(8) 訓練，技能專業、一般管理技能 

(9) 個人和團隊評估：團隊建立活動，短時間會議、公司外團體活動 

(10) 會議 

 輸出，發展團隊會產出的文件或資料 

(1) 團隊績效評估：由適當的團體決定，可包含下列指標： 

 讓個人能有效執行與改善工作技能 

 協助團隊改善整體執行效能 

 減少員工離職率 

 分享團隊資訊、經驗與成果，改善與凝聚總體績效 

(2)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3) 專案文件更新 

(4) 企業環境因素更新 

(5) 組織流程資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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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管理團隊 

1. 涉及人事議題和衝突、工作績效追蹤與分析、預防和矯正行動措施、專案人事變更，以達到最佳專案績效

的過程。 

2. 執行過程中會有許多如技術、資源分配…等不同類型之衝突， 

(1) 以人與人衝突最難解決，特別是採矩陣式組織架構時之雙重人事領導管理 

(2) 需有足夠與熟練的管理技能，特別是溝通、衝突管理、協商、和領導等技能。 

 

 輸入，管理專案團隊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管理計劃書 

(2) 專案文件：議題日曆，追蹤造成專案無法達成目標的困難和問題，包含問題描述與適合負責人員 

(3) 工作績效報告，專案實際執行與計畫基線之差異比較，包含成本、期程、品質、範疇… 

(4) 團隊績效評估 

(5) 企業環境因素 

(6) 組織流程資產 

 

 工具或技術，管理專案團隊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觀察和對話 

(2) 專案績效評價，對每專案成員在專案貢獻的正式回饋(應)，具有兩個目的： 

 團隊成員有必要知道他們在專案工作上的表現 

 真誠和直接告訴他們在那些方面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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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衝突管理 

A. 衝突類型 I：  

 關係衝突：人與人間之關係 

 程序衝突：工作程序或步驟 

 任務衝突：工作內容或目標 

B. 衝突類型 II： 

 時程衝突 

 優先順序衝突 

 人力資源獲得衝突 

 技術意見衝突 

 程序衝突 

 績效衝突 

 成本衝突 

C. 衝突解決方法 

 面對面解決問題：最佳方式 

 妥協：採捨和取方式，以折衷方式解決衝突 

 強迫：用個人權力加諸別人或群體上，不是好方式，但某些情況是必須，如緊急或拖延太久。 

 圓滑：採取隱藏或迴避態度，是盲目樂觀，不是處理衝突的良好方式。 

 退縮：迴避問題，不是解決衝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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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管理專案團隊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變更請求，構型變更程序、構型變更管制委員會 

(2)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3) 專案文件更新 

(4) 企業環境因素更新 

(5) 組織流程資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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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管制資源 

1. 管理資源包含主要工作如下 

(1) 確保能獲得指派和分配到實體資源 

(2) 監視資源的預定使用率和實際使用率 

(3) 必要時應採取矯正措施。 

(4) 若影響或導致範疇、時程、成本、品質等基線變更，則應納入整合變更管制作業審查與管制。 

 

 輸入，管制資源需參考的文件或資料 

(1) 專案管理計畫 

(2) 專案文件 

 問題日誌、經驗學習檔案、實體資源指派、專案時程、資源分解結構、資源需求 

 風險登記簿 

(3) 工作績效資料 

(4) 協議 

(5) 組織流程資產 

 

 工具或技術，管制資源可能會採用的方法 

(1) 資料分析：替代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績效審查、趨勢分析 

 決解問題：人際和團隊技能，又稱為軟技術，包含有協商、影響力 

(2)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P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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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管制資源會產出的文件或資料 

(1) 工作績效資訊 

(2) 變更請求 

(3) 專案管理計劃書更新 

 資源管理計畫書更新 

 時程/ 成本基線 

(4) 專案文件更新 

 假設日誌、問題日誌、經驗學習檔案、實體資源指派、資源分解結構、風險登記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