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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軟體專案中止、結束軟體專案中止、結束

執行單位：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軟體工程學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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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導論

軟體專案結束的類型

專案中止

專案延續

軟體專案結束檢討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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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本章提供您了解以下項目的知識

軟體專案正式結束的重要性

軟體專案結束的類型

軟體專案中止及延續的因素

軟體專案如何結束

專案結束的程序及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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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專案開發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專案選
擇、專案規劃、專案執行及專案結束。

軟體專案結束代表軟體專案活動已終止，
可能是順利完成，也可能是中途結束。

軟體專案常在負面的情況下結束，例如時
程延誤、預算超支或品質不佳等。

軟體專案中止或延後完成並非個案，而且
廣布在各公司中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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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束公文

如同專案啟始時，要有正式授權的文件來
啟始專案；結束時，也要發佈正式公文來
終止專案。

專案結束公文一般包含下列列舉的部分：
專案名稱

專案編號

結束日期

結束原因

授權人簽名

其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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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結束的類型 (1/2)

完全結束
成功完成並交付使用者，或是失敗而結束專
案，此時專案相關活動皆停止。

新增結束
專案順利完成後，專案的人員、設備轉移至新
部門，由原專案人員繼續負責操作、維護等工
作。

整合結束
專案完成後，一部分的人員留下來負責使用者
教育訓練、系統維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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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結束的類型 (2/2)

部分人員支援
使用部門一段
時間後，再回
歸原單位或分
派至其他單位

轉移至新部門歸建/解雇/分
派至其它單位

人員分派

整合結束新增結束完全結束

複雜一般或複雜一般專案複雜程度

正常正常正常或突然結束時機

尚在進行中、
協助使用者運
作一段時間

換成另一種型
式持續進行

交付使用者後
完全停止

後續活動

成功成功成功或失敗成功/失敗
方式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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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成功完成

軟體專案成功完成表示專案已交付使用者

，軟體移至維謢階段。

完成後可分為三階段

發掘新問題

評估新風險

利益關係人或使用者
依據合約來決定是否接
受

系統測試

使用者訓練

系統正式展示

結束使用者接受度測試安裝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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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中止

若專案的預期目標或績效無法符合利益關
係人的要求或期望，則專案將被提前中
止。

一般的專案都有可能提前中止，並非是軟
體專案的專利。

專案中止的原因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而
是許多因素交互影響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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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中止的因素(1/2)
專案中止的原因主要可分成三類

經濟因素

管理因素

技術因素

經濟和技術因素雖是考量專案中止的主要
因素，但是造成經濟、技術出現問題，則
是根源於管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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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中止的因素(2/2)

專案資金不足

成本超支太多

人員訓練成本過高

開發團隊無經驗

需求模糊、不確定

技術創新無法突破

高階主管不支持

組織人員異動

關鍵人員離職

沒有做好風險管理

管理因素

經濟因素技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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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中止的決策(1/2)
當軟體專案執行出現瓶頸時，需要一套理
性評估計劃來決定專案是否應繼續執行。

許多注定失敗的專案非但不能即時停止，
反而不斷地投入額外的資源以企圖扭轉劣
勢，造成組織資源的過度浪費。

軟體專案如何中止、何時結束，其重要性
不亞於軟體專案成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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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中止的決策(2/2)
評估專案是否繼續可依下列兩種方向：

財務方法

當專案投資的淨現值高於專案回收期的淨現值時，
則專案應予後中止。

檢核表

管理者決定幾項最重要的評估項目，然後依照此表
來支援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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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範例

風險太大□ □

資源大量投入，但完工日期卻遙遙無期□ □

專案中止原因是 否

實際成本、時間花費已經超過總預算□ □

公司合併，不確定性高□ □

技術購買，依賴性高□ □

關鍵人員大量離職□ □

出現新技術/新產品□ □

技術無法突破，不能達到使用者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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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中止的影響

專案中止的消息傳出後，工作績效與組織
承諾均會明顯下降。

宣佈專案中止會對公司各方面(如股價、信
譽、生產力)造成不小的衝擊，採用下列方
法可降低專案結束的衝擊：
充足的理由
充分的溝通
高階主管的支持與承諾
盡快安排新工作
表揚、獎勵工作辛勞
開發人員參與專案中止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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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延續

專案延續為專案在應中止或結束的情形
下，仍因某些因素而持續進行，並無適時
停止。

造成專案繼續執行的原因，有些是以公司
最大利益、長期目標或是策略競爭為考量
但是有些則為私人因素或錯誤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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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延續的可能因素(1/4)

心理因素 社會因素 組織因素專案因素專案因素

專案的低殘餘價值與高中止成本

高沈入成本

誤判專案完成後的效益

問題是暫時的，一定可以解決

【林信惠02】



軟體工程聯盟軟體工程聯盟 / / 軟體專案管理軟體專案管理 18 / 27

軟體專案延續的可能因素(1/4)

心理因素 社會因素 組織因素專案因素

以過去成功的經驗為參考

怕受懲罰、工作無保障

隱惡揚善

認知偏差

堅持到底、不認錯

【林信惠02】

心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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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延續的可能因素(1/4)

心理因素 社會因素 組織因素專案因素

競爭

社會期望、社會價值

反敗為勝、放棄是儒夫

【林信惠02】

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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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專案延續的可能因素(1/4)

心理因素 社會因素 組織因素專案因素

沒有完善監督系統

政治力介入

組織同流合污

以組織形象、長期目標為準則

【林信惠02】

組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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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到了結束程序時，要做的事有：成果
驗收、合約結案。對於未完成事項也應都
有解決方案，專案才可以結案。

專案結束還有一重要程序要完成，即正式
文件的整理歸檔，將專案知識有系統地累
積下來，以利後續專案參考利用。

專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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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束檢討

專案失敗後，部分公司會避免談論失敗，
如此反而無法瞭解失敗的原因，不能記取
教訓。

事後檢討是對專案進行作更進一步理解的
過程。

因此為了探究這些原因，事後檢討應被列
為正式的組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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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檢討的優點

發現專案失敗的真正原因

避免重蹈覆轍

建立未來資訊系統開發的規範與參考

作為日後專案中止評估的依據

組織學習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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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期末檢討報告

專案期末檢討報告是檢討活動結束後，詳
細整理出專案活動歷程中值得記錄的部
分。

期末報告應具備以下功能：

記錄的功能

比較的功能

傳承的功能

學習的功能

告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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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專案提前中止或延後都不應該摻雜太多非
理性的考量，以免影響專案續效或是浪費
組織資源。

專案中止對團隊士氣、生產力、公司信譽
及股價都可能造成衝擊，擬定專案終止程
序可降低其衝擊。

專案延續將會可能耗費大量的資源，除了
維護公司最大利益或是長期目標、策略競
爭的特殊考量外，應避免非理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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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量

專案結束有哪幾種類型?
試述專案延續的各項因素?
檢核表的功能為何?
為何專案結束後需執行檢討?
專案期末報告需具備哪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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