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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是對「達成品質的各種必要任務」進行管理。

品質來自於好的計畫，而不是來自於檢驗與稽核。

品質管理的步驟：

1. 規劃品質管理：確認專案的品質需求及標準，並記錄
專案如何符合品質需求。

2. 實施品質保證：透過管理流程，以確保產品或服務達
到當初規劃的水準。包括品質測量指標、工作績效或
變更等。重點在稽核專案執行的流程，而非成果。

◆品質保證必須確保專案能有效地整合專案的範圍、成本
與時間，並且符合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期待。

◆專案品質管理計畫書：定義專案的重大差異。

3. 控制品質：檢查工作成果是否符合顧客及服務的需求
。這個階段通常會運用工具來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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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的技巧

1. 一開始就做對所花的成本，永遠比重做低。

2. 如果專案時間延遲、預算超過，範疇也沒有全部做
到，若事情仍順利運作（產品做出來、服務過關）
，通常還在可接受範圍。但若專案的時間、成本、
範疇都合乎設定，專案執行的品質不良，「準時不
超支」就失去實質意義。然而，當時間來不及、支
出超過預期，專案的品質通常最先被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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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圖/控制圖：用以檢測製程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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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是有系統的指認、分析與回應風險，目的是
希望降低負面影響的嚴重性與發生機率，以及增強正
面影響的嚴重性與發生機率。

風險管理是事前的準備，不是事後的回應。所以，善
用工具，讓問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風險管理
的初衷。

風險是在專案初期最高，因為資訊最匱乏。隨著專案
進展，對專案越來越清楚，風險也越來越低。但，為
修補風險發生後的錯誤，初期成本較低，越晚越高。

風險管理會需要成本來指認或分析風險，必要時，甚
至會需要額外專案成本。

不同組織、利害關係人和專案經理回應風險的方式受
到他們「風險態度」的影響。風險態度的影響因素包
括風險承擔度、風險忍受度、風險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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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風險的重點：

1. 具有不確定性。發生的機率可由經驗而來；資訊越匱乏
時，不確定性越高，風險也越高。

2. 對專案目標有影響。

3. 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風險管理的流程

1. 風險辨別：風險登錄、風險指認

2. 風險評估：定性法、定量法

3. 風險回應規劃：事先規劃好風險發生時所採取的措施。

◆負面（避免、轉移、緩和及接受）

◆正面（開拓、分享、強化及接受）

◆應變因應計畫、應變津貼

4. 風險監控：定期監控、監控風險觸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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