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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專案管理知識可促工作快速的完成，而專案知識的

保留確不易，通常在專案在執行時，我們通常沒有良好

的工具，也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知識，該被記錄或是不

該記錄，因此結合知識管理的觀念，運用知識物件將所

有結構化及非結化的專案知識統一且一致化的方式套

用專案的五個程序將過程中所產生的專案知識包裝起

來，也可用知識物件依專案知識領域類別加以分類，所

以不但可以將專案知識保留下來，也可以有系統的分

類，以提供專案系統相關的運作資訊，以建立良好的專

案知識管理平台。 

 

關鍵詞：專案知識、知識管理，專案管理。 

 

Abstract 

Proper management of project knowledge facilitates the 
tasks being done. However, it is not easy to preserve project 
knowledge without tools. In this project,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project proposed by PMBOK is employed 
to preserve project knowledge via knowledge objects 
approach. Such knowledge can be organized and classified 
by five processes or knowledge domains.  
 
 
Keywords  Project Knowledge,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的快速

成長，企業在面對市場與競爭的全球化，常常會以專案

的方式因應之。什麼是專案?詳細的說是為一特殊及限

定時期內完成之任務，具技術複雜性，賴不斷協調來控

制進度、過程、成本，完成特定目標和任務。而專案管

理則是將管理知識、技術、工具和方法綜合運用到一個

專案活動上，使期能符合或超越利益關係人對專案的需

要及期望。目前專案管理的方法也從以往運用電腦化的

專案管理的工具(PERT圖，CPM圖等等)，到目前為因應

全球化跨組織文化的無國界的協同作業的專案管理系

統。而專案管理的基本原理，可以概約分為五個程序

[1]，即初始程序(Initiating processes)：確認一個

專案或階段的開始，並著手進行；規劃程序(Planning 

Processes)：確認專案之目標，並策劃一個工作大綱以

完成專案；執行程序(Executing Processes)：將相關

之人員，資源做一個適當的配合以逐步實行；控制程序

(Controlling Processes)：藉由持續評估及修正行動，

確定專案依目標進行；結案程序(Closing Processes)：

完成並正式驗收專案，並做一個有系統的結束。如何將

這專案管理的五個基本程序所產生的相關專案知識做

有結構化的儲存，以利專案知識的交換，以增進企業專

案管理的能力，以解決企業所面臨的問題。 

在專案發展過程中，專案知識保留是很不容易的，

因專案通常由很多人員一起參與，每一個人都只負責他

們所屬的工作領域，因此所產生的詳細文件資料通常也

都保留在個人身上，一旦人員有的異動通常細節也很難

交接清楚或是專案結束時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也很難

將專案的所有資料文件收集完整，或是因為專案太忙碌

沒有時間將工作的過程文件化下來，使得專案知識難保

留下來，更不用說將這些資料轉換成有用的知識。 

在目前市面上，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專案管理的工

具，而這些工具主要多為專案規劃程序編寫之用，而就

專案計畫執行程序所需之協助工具卻極為缺少，而對專

案管理整程序的知識支援更是罕見，由於網際網路的的

興起，運用群組軟体提供專案所產生的文件將資料收集

整理起來，因此不論一般工具只是協助計劃文件的撰

編，或是群組軟體都無法將整個專案過程完整的結構化

表現出來。 

如何利用資訊科技來整合有效的資源，並幫助專案

處理日常的工作項目及記錄專案過程中相關的文件，提

供專案管理者有效的管理，累積相關的專案管理知識，

為企業這些經驗知識，並運用這些經驗知識提供新進專

案經理人，更容易熟悉企業內外之專案管理過程，而不

因人員的異動而無法繼續或保留相關的專案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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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並可整合企業能運用的資源。 

知識一般分為內隱及外顯，外顯知識之表示，在目

前大多數現有的知識管理系統中，皆是以檔案為基本的

儲存單位。本計畫嘗試用知識物件來表示外顯知識，並

據之提出了表示知識之底層架構。並應用定義好的知識

物件來建構個人知識倉儲系統之雛形。 

三、專案知識封裝 

專案知識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將每個專案資料完整

的記錄起來，將己知的知識包括相關的文件檔案，

e-mail，及專案的變更等，有系統的結構化起來使得有

關的知識化成有價值的經驗知識庫，以提供知識的共

享，或提供未來專案的評估或是專案學習的基本參考資

料。 

 在此我們運用知識物件(Knowledge Object，簡稱

KO) 概念，將專案的所以資料以知識物件的方式包裝起

來，建立組成一個專案的知識庫(Project Knowledge 

Space)。  

根據 PMBOK 專案管理的處理程序與專案管理知識

領域，建立一個封裝專案知識的一致性方法，如Figure 

1 所示，為處理程序與專案管理知識域的對應相關專案

知識，Processes Groups包含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Controlling, Closing 等五個程序，

Knowledge Area 包 含 整 合 管 理 (Integration 

Management)，範疇管理(Scope Management)，時間管

理(Time Management),成本管理(Cost Management)，

管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 ，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Management) ， 溝 通 管 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採購管

理(Procurement Management)[1]等九類。 

 

Planning
Processes

Controlling
Processes

Executing
Processes

Closing
Processes

Initiating
Processes

K n ow l edg e
Container

A. B.

D. C.

E.

 

Figure 1. Five processes in PMBOK 

所以知識物件不僅可以將專案的五個流程封裝起

來，也可以依類別封裝知識建立專案的知識地圖，所以

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來封裝工作的責任區分，也就

是以專案相關人員的分類，或依各種需求來建立是各種

資源的分類，而這樣的封裝也很容易言維護；而相關的

資料也很容易封裝成知名物件。 

專案執行的過程中可能還有其他的資訊是PMBOK所

沒有定義的內容，但有些也是很重要的資訊，如連絡的

e-mail，會議記錄，特別交辨事項⋯等等，所以也須要

將這些資訊記錄下來，同樣的使用知識物件將這些資訊

封裝成知識物件，再把它連結對應要目前處理程序的子

項目的一個項目。 

Case Study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專案最主要的就是在計畫程序中所建立的 工作細

分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 ,而WBS就是

為了完成專案的目的，依次分類列出所需要的工作項

目，而建立WBS這個動作主要發生在B程序裏B22子項的

工作,這裡提供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如何封裝 WBS 成為

一個知識物件。 

專案的目的: 設計一個 Web 站來銷售產品。假設:

執行這專案將使公司利用即有的網路及設備自行建立

一個商業網站來銷售公司的產品。而建立這 WBS 如下

(本例子已將工作簡化）: 

1.0 Web Design 

1.1 Web Design Methods 
1.1.1 Evaluate Available Web Design 

Methods 

1.1.2 Select Web Design Method 

1.2 Web Site Design 
1.2.1 Consult Web Design Expert 

1.2.2 Decide on Web Site Design 

2.0 Software 

2.1 Design Programs 
2.2 Order Entry 

2.2.1 Code Order Entry 

2.2.2 Test Order Entry 

2.3 Invoicing 
2.4 Database 

2.4.1 Design Database 

2.4.2 Build Database 

2.4.3 Cleanse Data 

2.4.4 Load Database 

2.5 Test SQL 

因此可以將每一個工作項目轉換成知識物件，如圖

7所示為WBS 的知識物件，在WBS Tree 的葉子為KU為實

際的執行項目，其他的大的工作項目為KC，因為在每一

個工作項目KC，可能包含其他的資訊，如開會記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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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或是對應的負責人⋯等。而每一個物件的項目也可

提供後續的處理工作直接引用來處理，如甘特圖如圖2

所示是一個 KC 包含有各個milestones KC，而 

milestones 的 KC 的項目也就是 WBS 的工作項目。 

 
WBS : Create Web Site

1.0 Web Design 2.0 Sofeware

2.1 2.5

2.4

2.3

2.2

1.1 1.2

1.0 2.0

1.1 Web Design Methods

1.1.1

1.2 Web Site Design

1.2.1 1.2.2

2.2 Order Entry

2.2.1

2.4 Database

2.4.1
2.2.2

2.4.2

2.4.3 2.4.4

Knowledge Container

Knowledge Unit

 

Figure 7. Case Study WBS Knowledge Object 

 

四、知識物件對專案管理效益 

一個好的專案管理的觀點，運用知識物件對專案的

效益我們可從下列幾點來說明： 

1. 有效的管理：通常是指時間，資源，成本的的有效

掌控。 

2. 協同作業：透過網際網路的興起，提供了一個供同

的存取平台，但是資訊的分享，也存在一些問題，

如安全權限，搜尋，資料交換等，而使用知識物件

可以提供上述這些問題的基本資訊。 

3. 可擴充式平台:能將知識物件轉換提供目前業界的

標準使用 XML及SOAP的完整支援，也可以能完全

與其他應用程式及資料庫整合在一起，並促使所有

專案產生一致性報告及通用的範本，更能有效地評

估組織內部的配置。 

4. 和傳統專案比較之優點： 

 容於專案知識的彙集與再利用 

 易於發掘問題與透過運用知識以解決問題。 

 有效提供協助與學習與累積知識 

 易於與他人共享 

 可將個人的專案知識保留下來 

 有助於創造專案的價值 

 統合專案資訊與知識 

 個人責任區分 

 

五、結論 

通常在專案執行過程中我們無法確認什麼資料是

重要的需要被保留下來，本文件提出一致化的方式，由

專案基本的五個程序,將每個程序在執行時不管是輸出

或輸入的資訊，運用知識物件的方式封裝成專案知識物

件，並依專案管理知識加以有效的分類，建立專案知識

地圖，以方便未來發掘問題與運用這些知識以解決問

題，並可提供組織的學習的様版及相同專案時改進與參

考。 

因此專案本身是一個很複雜及多元化的資訊，包含

利益關係人，一切的文件手冊報告程式圖片，影像．．

等多方式呈現的知識，所以我們可以用專案管理的方式

加速去推動知識管理的建立，並可以知識管理的精神去

管理專案產生相關知識，整合知識管理去建立一個以知

識管理為基礎的專案管理系統，不僅可以加速專案的進

行，也可以使得其他專案都可以有系統記錄建立專案的

知識庫。 

也可運用目前的 Web 應用程式建立前端虛擬專案

社群，提供良好的協同作業平台，在後端建立專案知

識，並提供專案知識地圖的搜尋引擎，及個種專案動態

管理KV，以提供完整的專案管理所需的工具及環境，也

可讓各種資訊可以做連接，交換，並彙集整理成更具意

義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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