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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今企業在提昇競爭力時，會考慮使用合理化、網路化、多角化、國際化或規模化等策略。這些策略的運行建

構在資訊系統的基礎上，以提供企業運行重要的決策，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就是此資訊基礎的核心之一。不可

諱言的，中小型紡織業資訊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公司人員及資源有限，快速且有效的導入 ERP 系統一直是十分重

要的課題。本研究以專案管理手法，結合 ERP 系統導入方法，藉由專案管理的績效評量，監控整個 ERP 專案過程，

以提高 ERP 系統導入的成功率。 

本研究結果顯示，專案管理流程可以有效的和ERP系統導入程序整合。經由長期盈餘分析與實獲值績效分析，

進行分析各項專案任務的成本差異(CV)、成本績效指標(CPI)、進度差異(SV)、進度績效指標(SPI)等指標，並以盈

餘分析圖、進度、成本績效指標圖作為後續結論的依據。此個案的ERP系統包含的生產模組、行銷模組、及財務模

組，在績效各項指標有高度一致性，這意涵ERP系統的高整合性，其有助於企業生產力的提升。 

關鍵詞： 企業資源規劃、企業資源規劃導入方法論、專案管理、實獲值管理 

Keyword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Project Management, Earned Value  

 
壹. 緒論 

1.1 研究動機 

企業提昇競爭力的模式，不外乎採取合理化、網路化、多角化、國際化、大型化等策略，這些策略都需要建構

在資訊化的基礎上，以提供企業運行所需要的基本情報，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就是

這個資訊基礎的核心。儘管 ERP 系統的應用可為企業帶來效益，但現今市場上多數企業對於導入 ERP 的成效不盡

滿意，根據 Soh et al. (2000)指出，約有 75%的 ERP 系統導入是不成功的。Umble et al. (2003)指出企業成功導入 ERP

系統需要良好的專案管理；部份學者更認為 ERP 系統的導入，本身即可視為是一個專案(Tsai et al., 2009)。 

對於中小型的傳統產業而言，內部管理相關問題都急需透過 ERP 系統來取得所需的資訊，能夠快速且有效的

導入 ERP 系統是管理階層十分重視的問題。此外，在系統導入的過程中，軟體公司必須提供各階段之進度、績效

評估度，對於專案經理而言有效掌握導入過程的各個環節，更是一項極須時效性及透明度的重要工作。所以若能透

過專案管理模式來執行 ERP 系統的導入，也許可以同時解決以上問題，此為引發研究的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專案管理方法，結合 ERP 導入方法，期能有效監控 ERP 專案從導入的整個過程，並幫助

企業掌握 ERP 導入進度的方法。以此改善並解決因時程的延誤導致導入失敗的情況，幫助企業針對需求及差異，

做出客製化的判斷與建議，以減低時間及成本的損失；同時藉由專案管理的績效評量工具，具體呈現各階段之差異，

幫助企業提高導入 ERP 專案的成功率。 

 

 



1.3 研究範圍 

各種產業有其型態及類別的差別及獨特性，導入系統時所面臨的問題及挑戰，相對變異大。本研究以套裝 ERP

為主軸，結合客戶需求及產業類別而修改，純客製化的 ERP 系統不論是在系統分析、需求管理、控管時程、成本

管制及技術能力等要素，皆比套裝 ERP 複雜且困難許多，故不在本研究討論的範圍內。 

 
貳. 文獻探討 

2.1 ERP 系統 

早期企業應用系統純粹在於計算材料需求的材料需求計劃(MRP)，隨著需求演進至與製造有關的資源上的製造

資源規劃( MRP II)，近代更推廣到全部企業功能的企業資料規劃(ERP)(謝清貴、吳琮璠，2000)。ERP 是以企業流

程再造的變革觀點，進行企業內部各個功能部門、系統之間的平行整合，再經由網路的串接，達到全面性的整體規

劃，以提昇企業競爭力，降低成本為目標(葉川德，2006)。同時 ERP 系統也是一種整合企業資訊之科技，匯集企業

內各作業活動的資料，是跨功能、部門甚至國界，整合企業內部商業流程活動，以達到最佳效益(Davenport, 1998)。 

2.2 專案管理 

根據專案管理協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編訂的“專案管理知識體系導讀指南(PMBOK Guide)”

的定義：“專案管理”乃是將管理知識、技術、工具、方法綜合運用到專案行為上，使其能符合專案管理經由專案

起始、規劃、執行、控制及結案等五大過程的運作(Stephen & Mary, 2002)。一般而言會針對各個階段界定任務、確

定目標、蒐集資訊、規劃工作內容、實際行動、任務檢討等作業。這些階段的前後順序關係，稱為專案管理流程(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es)，將所有專案階段連串在一起即稱為專案生命週期(Project Life Cycle)，如圖 1 所示。 

 

 
圖 1 專案生命週期階段內過程之重疊情形 

資料來源: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2000) 

2.3 實獲值管理 

自 1963 年美國空軍在“義勇兵專案”首度使用實獲值管理，逐漸擴散至民間公司，成功的案例眾多，也受到

許多國家的重視與學習(許明陽，2010)。實獲值(Earned Value; EV)可同時測量資源使用效率(efficiency)和效益

(effectiveness)的方法，實獲值管理(Earned Value Management; EVM)則是一項整合式專案管理系統，提供整合式的

績效評量指標，供客戶及廠商監控專案之執行(熊培霖 2006)。傳統專案管理中，由於成本及時程兩者之間衡量尺度

不同只能評估單一因子，透過實獲值管理，可以將兩樣重要的因子整合為一個合理且準確的結果，得以評估整個專

案或部分專案的偏差，並發展出績效衡量指標，如圖 2 所示。 



 

圖 2 實獲值管理系統圖 

資料來源: 許明陽 (2010) 

 

實獲值分析，有六種計畫值(PV)、實獲值(EV)和實際成本(CV)的可能對應關係，其由正負時程變異(SV)和成本

變異(CV)四種因子組合而成，如圖 3 所示。 

 

圖 3 六種 PV、EV、AC 可能之對應關係圖 

資料來源：Meredith & Mantel (1989) 



參.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是以 ERP 軟體公司漢門科技的行業別 ERP 系統及其十大導入步序為主軸，結合合約簽訂的系統及付款

條件，以客戶的角度與專案管理的流程進行整合。重新思考並確立 WBS，搭配專案軟體 Microsoft Project 2007 工

具下，透過里程碑的運用明訂各階段的確認點，加上重新訂定各項任務之間的關聯性以及時程，最後建立的資源的

認列方式。在完成規劃後，將專案導入實際發生的時間及成本完整更新，最後，透過實獲值管理的分析，檢視專案

從規劃至導入至結束的問題與變化，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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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架構圖 

 

3.2 個案公司介紹 

本研究採用漢門科技的 ERP 系統，漢門科技是以管理顧問公司起家，有 20 多年 ERP 的開發經驗。近年來漢

門科技逐步發展“行業別 ERP”，目前在紡織業、金屬加工製品業、製鞋業上在市場上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TA

紡織公司主要生產成衣製造用胚布，經下游廠商加工製作高功能性及附加價值成衣、戶外用具或具時尚感袋材及醫

療用布，如 PRADA 經典尼龍包、Lesportsac 實用印花手提包等。近年來，公司積極拓展市場，並在 100 年時完成

新臺幣 11 億元聯貸案，顯見各金融同業對於 TA 紡織公司長期務實經營的認同與肯定。 

 
肆. 實證分析 

4.1 ERP 專案執行流程 

4.1.1  定義專案工作範圍 

實證個案 TA 紡織公司 ERP 系統導入專案，合約內容包含營銷模組、生產模組、財務模組、人事薪資模組以

及實際成本模組。此專案執行區分為兩階段導入，第一階段以導入營銷模組、生產模組、財務模組群為目標，目的

在於取代舊有系統，並達成相關資料之拋轉。本研究針對的是第一階段導入的模組，並分別依模組訂定各自的專案

執行流程。第一階段導入計畫須於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一日起始，並於民國一○○年一月一日完成新舊系統切換，總

預算限額依合約簽定時認列後，各模組分別為營銷模組新台幣 1142850 元，生產模組新台幣 770722 元，財務模組

新台幣 561272 元。 

4.1.2  建立工作分解結構 

在合約正式簽訂，並了解此專案的相關條件與限制後，漢門科技公司會指定一位專案經理，統籌規劃整個專案，

並依據合約內容，指派各模組之負責人員，同時結合漢門科技導入的十大步序，依各自模組中各別系統之間的相依

性將相關作業進行分解。圖 5 以營銷模組為例。 



 

圖5 營銷模組之WBS 

 

4.1.3 設定專案作業項目及工期 

此作業中，依各工作項目之間的屬性建立關聯性，在此研究中，主體是屬於“結束-開始”的關係，但隨著專

案期限以及特定的工作項目使用資源上的差異，部份工作項目定義為“開始-開始”的關聯性。此研究在工期的訂

定上，主要來自於漢門科技以往輔導客戶導入 ERP 系統的經驗，以單時估計法(Single Time Estimate)來排程，估計

每一個作業在正常狀態下所能完成之時間。圖 6、7 以營銷模組為例。 

 
圖6 營銷模組專案關聯圖 

 



 
圖7 營銷模組專案甘特圖 

 

 

 



4.1.4 資源、成本投入 

此個案是以客戶的角度衡量各工作任務資源的投入成本，包含合約簽訂時所定義的收款條件及階段，加上導入

過程的程式修改、報表撰寫、顧問到廠服務等費用。因此在此研究裡，資源的設定乃是將合約簽定的付款條件與實

際規劃的工作任務結合，並將成本依各任務所需要的工作天數分攤，作為資源投入的基準。由於客戶在確認各個階

段確認完成後才會付款，因此其成本累算方式設為結束。表 1 以營銷模組為例。 

表 1 營銷模組資源成本表 

 

 

4.2 ERP 專案執行更新 

專案執行更新之前，必須先設定比較基準，以作為相關資料的依據。在專案執行過程中，詳細記錄每一項任務

的時間及成本，並將這些實際的資訊包括開始時間、結束時間與實際成本等輸入系統中。在此案例研究中，我們輸

入實際的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及實際成本，實際成本的部份包含了兩個部份，一為各階段合約所明訂的金額，二為

在該任務執行時所發生的客製時數及顧問到廠輔導的時數。表 2 以營銷模組為例。 

 



表 2 營銷模組實際成本與時間表 

 

 



4.3 實獲值分析 

透過與原計畫時程與預算成本比較，透過盈餘分析表獲得單一項任務的計劃值(PV)、實際成本(AC)、實獲值(EV)

資料。在 ERP 專案的導入過程中，各個系統之間的開始時間與結束時間有會彼此重疊，因此若單以一項任務為評

估的依據，無法取得做為評估的數據。因此本研究採用長期盈餘分析報表之數據為基準，重新計算成本差異(CV)、

成本績效指標(CPI)、成本差異百分比(CV%)、進度差異(SV)、進度績效指標(SPI)、進度差異百分比(SV%)等指標，

作為研究結果討論的依據。 

4.3.1  營銷模組探討  

透過圖 8 可以明顯得知，營銷模組雖然在一開始導入時，EV 值小於 PV 值，顯示進度落後，但從在五月份開

始，各時程所對應之任務逐漸趕上，自此之後的 EV 值就能控制在 AC 值及 PV 值之上，甚至在十一月時幾乎已經

完成預定規劃的進度。在 AC 值的部份，只在十一月發生超出的狀況，但整體而言均有效控制專案的成本。 

 

圖8 營銷模組盈餘分析圖 

 

由圖 9 得知 SV 值於四月時處於最低點，但相對的 CV 值反而處於最高點，經檢核專案相關任務後，發現在料

品編碼的確認上明顯的延誤，導致報價、訂單系統無法如期導入。在計算 CPI 值與 SPI 值後，如圖 10 所示，可以

得知專案在一開始時 CPI 值最高，SPI 值卻最低，但在五月之後就能有效的將 CPI 與 SPI 控制在 1 左右，整體而言

營銷模組導入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圖9 營銷模組累計進度、成本差異分析圖 



 

圖10 營銷模組進度、成本績效指標圖 

 

4.3.2 生產模組探討  

透過圖 11 可以得知，生產模組從一開始導入時，EV 值即明顯小於 PV 值，顯示專案進度落後，在十月時出現

最大的落差。檢核專案後得知為績效系統導入因前置系統進度落後，導致作業進法順利進行，爾後專案的規劃，必

須針對此部份重新省思規劃模式。此外，在以往專案規劃時，認定生產模組會有較高的客製需求，並因為操作人員

素質較低，會規劃較高的客修時數及顧問費用；但從專案導入之初至專案完成，並未發生預期情形，顯示漢門科技

的 ERP 系統，適用於紡織業中屬於織布型態的公司。 

 

圖11 生產模組盈餘分析圖 

 

 



由圖 12 亦可得到和上述說明一樣的結論，唯一欣慰的是 CV 值從專案導入至專案完成，一直呈現不錯的狀況。

在計算 CPI 值與 SPI 值後，如圖 13 所示，儘管 SPI 從專案在一開始時即處於不順利的狀況，但在十二月時，仍有

效的趕上專案進度，但整體看來，此 ERP 專案的生產模組還算是可以接受的案例。 

 

圖12 生產模組累計進度、成本差異分析圖 

 

 

圖13 生產模組進度、成本績效指標圖 

 

 

 



4.3.3 財務模組探討  

透過圖 14 得知，財務模組在導入初期，EV 值高於 PV 值，顯示專案進度超前，但在九月中旬卻出現進度落後

的狀況，整體而言專案並不穩定。在和財務模組人員討論後得知，財務模組初期為了配合營銷、生產模組，進行應

收、應付系統的導入，但在系統未順暢前，客戶不同意後續系統的導入。因此造成十一月份時必須大量趕工，爾後

專案的規劃，必須先和客戶對這部份進行溝通，以維持專案進度的順暢。 

 

圖14 財務模組盈餘分析圖 

 

由圖 15 更明顯看見整個專案進度的波動，雖然最終 SV 值與 CV 值皆為正值，若考慮漢門科技資源投入和使

用的狀況，此專案完成的過程並不理想。由上述分析資料計算之 CPI 值與 SPI 值，如圖 16 所示，顯示財務模組是

三個模組中最不穩定，唯一可稱道的是最終結果 SPI 與 CPI 都非常接近 1，顯示在過程中雖有異常發生，但仍然做

了最佳的處理，使系統能有效的完成。 

 

圖15 財務模組累計進度、成本差異分析圖 

 

 



 

圖16 財務模組進度、成本績效指標圖 

 
伍. 結論 

5.1 研究結果 

ERP 系統導入專案的研究中通常只針對企業主在 ERP 系統導入後的績效進行評估和分析。而傳統的專案管理

通常只能針對進度的部份進行管控，對於專案過程中的成本及績效無法提出有效的分析資訊，對於客戶而言，所投

入的成本以及所獲得的績效才是真正關切的問題。 

本研究涵括了 ERP 系統最主要的營銷、生產與財務模組，無論從那一個模組皆證實可以有效的運用專案管理

流程及實獲值管理。借助盈餘分析表中得知，漢門科技的 ERP 系統導入十大步序，是可以有效的和專案管理流程

中的 WBS 結合。雖然各模組在導入的過程各有其差異，但是皆能即時並有效的處理，對於一般業界所排斥的行業

別生產模組，更突顯出其成果。同時在此專案中最為成功的地方，在於成本皆能有效的控制，由其在財務模組及生

產模組更為顯著。 

5.2 研究建議 

在此專案研究中，研究的案例公司是一個傳統的中、小型紡織業，因此在專案的導入過程中，客戶是屬於較被

動的角色，由軟體公司全權主導。在成本與績效評估部份，是以客戶的角度分析其所投入的成本。對於大型企業而

言，在其完備的資訊部門之下，本身亦聚備了專案導入的能力，所以在專案導入過程中的配合模式也許會有不同的

思維，因此或許會有其不同的分析角度。 

此外，本案例研究的 ERP 系統是以行業別為導向的 ERP 系統，但在坊間主體仍是以套裝的 ERP 系統為主流，

因此後續研究中對於行業屬性較為特別的產業而言，例如金屬加工、鞋業等，是否適用於此研究架構仍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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