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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軟體開發成本㆒直是軟體業存在的迷思。而讓這個迷思無法破解存在至

今的原因，不外乎是因為軟體開發成本所牽涉的層面實在是太廣泛。從管

理層面到政策、技術層面都包含在軟體開發成本的議題之㆗。於是在想要

解決這個議題的同時，就必須要了解當㆗各因素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方能

在了解狀況㆘，做出正確的、最適宜的㆟事物的配置，以達到管理者所欲

達成的效果。本文㆗我們將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的觀點論述關於軟體開發成

本、開發工具、軟體發展模式及開發㆟員、參與㆟員間的互動關係；讓對

於軟體開發成本有影響力的㆟事物能夠更透明的顯現；讓管理者對於軟體

開發成本的控制與運用能夠更進㆒步的有效掌握，甚至能夠達到決定軟體

開發成本要如何發生。 

在分析個案研究機構之 16個 MIS開發專案的軟體開發成本資料後，本

研究歸納出㆘列研究發現： 

1、軟體開發成本和開發工具複雜度呈正比關係，顯示開發工具的選擇將影

響軟體開發成本的發生。 

2、軟體開發成本和開發過程㆗使用之工具數呈正比關係，顯示開發工具的

取捨將影響軟體開發工具的發生。 

3、軟體開發時程偏長或偏短時，單位㆟員成本較高，顯示軟體開發時程將

影響開發㆟員的選擇。 

4、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及參與者之工時配置與其專業能力有關，顯示

參與㆟員與開發時程的工時配置彼此間互有影響。 

 

關鍵字：作業基礎成本制、軟體開發成本、軟體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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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由於軟體開發環境不斷改變，組織對於軟體開發成本的影響力逐漸變

大，而整個大環境對軟體品質的要求也日亦嚴苛，因此軟體開發成本相關

之議題則漸形重要，以㆘對目前相關於軟體開發成本之相關研究做大略簡

要之說明： 
 
1.依據軟體開發成本估算模式，建立系統提供相關㆟員使用： 
例，以 COCOMO模式結合專家系統工具 INSIGHT 2+建構系統，藉以輔
助軟體工程師及管理者使用 COCOMO模式【4,44】。 
 
2.修改現有開發成本估算模式，試圖提高估算模式的準確性： 
例，以 COCOMO模式為主，對模式㆗的成本因素考量做部分更動與修訂，
藉以提高符合當㆞環境的成本預估值【14】。 
 
3.針對開發成本做整理與分析，說明開發成本所包含之成本項目與類別： 
例，引用數個台灣軟體開發個案，分析於開發㆗所有產生的成本項目與成

本類別，並且彙整歸類，得到在開發過程㆗之開發成本所包含的成本項目

與成本類別。彙整得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工、直接開發費用及間接開發費

用【7】。 
 
4.提出新的開發成本計算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對開發成本做計算： 
例，引用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會計制度，完整記錄在開發過程㆗所有發生成

本的歸屬，最後得到㆒個較正確的開發成本數額。其㆗所述之成本包括直

接成本及間接成本【2,5】。 
 
5、彙整現有軟體開發估算模式及專家意見，提出成本影響變數： 

例、依據以往學者所提之軟體開發估算模式（SDL模式、Doty模式、IBM-FSD

模式、COCOMO模式）所使用之成本因子及專家意見（Boehm分類架構、Ferens

分類架構及實㆞訪問專家的意見），共找出 27 項成本影響變數，再以問卷

和抽樣訪談之方式收集資料，分析整理得各成本影響變數之分別影響程

度。其㆗，各影響變數的重要程度是以等級劃分之形式供填表者主觀認定

做勾選【26,37,40,47,57,60】。 

 
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現今之軟體開發成本估算模式，對於成本的表達並不完整，並且無在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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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觀性之㆘，同時考量影響軟體開發成本之非成本因素，故產生㆘列所

述的問題： 

 
1.開發成本的估算模式，對於成本的表達並不完整，只包含直接成本，忽略
了間接成本的發生與存在。當使用此類對開發成本估算不完全的開發成本

估算模式時，導致在無法預先瞭解開發成本的先㆝不足，造成的開發過程

㆗的資源配置及相關的軟體開發策之失誤。 
 
2.模式所提供的成本資訊只能做到成本表達，對於所有發生成本做詳盡的記
錄，最後提供㆒個準確度高的實際發生之開發成本值。對於開發成本的瞭

解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能夠事先規劃，未來將發生的成本項目，對其具

有掌控權，這樣的資訊對於管理㆟員及相關㆟員的作用會大於在開發完成

後，才知道原來這個軟體開發總共花了多少的開發成本。 
 
3.相關研究強調當能夠控制成本時，即可對將來可使用資源，做㆒番有效的
規劃與分派，使得開發成本能夠在掌控制㆘，並且能夠同時提高軟體的品

質；對於軟體品質，其未提出相對應於提高開發成本預估準確性時，如何

提高軟體品質之對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軟體品質不應該只是因為對開

發成本預估的準確度提高，就能夠同時提高軟體的品質。 
 
4.主觀的判定，影響因素對於開發成本的影響程度；以 COCOMO適㆗模
式的成本估算為例，其成本因子的影響程度皆由專家主觀判斷，於是造成

由不同的專家判斷就有不同的估算值。缺乏具有客觀性的數據支持其所估

算之開發成本值。 
 
5、目前以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會計系統，雖然可使其與實際成本的準確性較

傳統會計系統高了許多，但偏差度的問題卻依然存在【8】。 
 
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以作業基礎成本制（Activity Based Costing，ABC）為概念的軟體開

發成本計算模式，是能以較客觀的數量方式，計算軟體開發過程㆗，所牽

涉到各種相關資源的成本，其重點在於能獲得發生在軟體開發各階段活動

成本的計算。李志洪於 1991 年提出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的觀點計算軟體開發

成本，並依此構想建立㆒個成本報導系統，以期能提供精確的成本【2】。

此成本報導系統是以開發階段為單位，分別記錄各階段㆗所有的直接成本

與間接成本，再將輸出㆒個較精確的軟體開發成本數額。 

李志洪所探討的，即為 Kaplan與 Cooper在【8】所提的以成本動因做

成本分攤的部分。Kaplan與 Cooper將作業基礎成本系統與實際成本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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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成本 

複雜作業基礎成本系統 

簡單作業基礎成本系統 

係，以圖 1表述。其㆗，依包含之作業與成本動因個數多寡，將作業基礎

成本系統分為簡單的作業基礎成本系統與複雜的作業基礎成本系統兩種。

以偏差度而言，簡單的作業基礎成本系統所得之成本數值與實際成本的偏

差度較複雜的作業基礎成本系統較高。但相較於傳統的軟體開發成本計算

模式，以作業基礎成本系統所產生之偏差度已經小了許多。然而不論是哪

㆒種作業基礎成本系統，都因為在做成本分攤時，忽略非成本動因對於成

本分攤的影響，而存在著偏差度的問題。舉例來說，開發過程㆗使用的開

發工具會對軟體開發成本的成本分攤造成影響；但是，開發工具對於成本 

歸屬來說，它並不是㆒項成本動因，所以做成本分攤的時候，也就當然不

會考慮到它；因此，當忽略非成本動因時，將存在偏差度的問題。 

 

圖 1：成本正確性目標 

 

找出影響軟體開發成本㆗之成本因素及非成本因素，讓這些影響因素與

軟體開發成本間的關係透明化。做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時，就能夠得到更準

確的值。 

 

1、提昇軟體開發成本預估之正確性： 

以往的軟體開發成本模式著重於直接成本的計算，忽略了間接成本的計算

與重要性。透過作業基礎成本制的觀念，強調間接成本對於軟體開發過程

的影響力。 

 

2、顯示非成本因素，對於軟體開發成本的重要性： 

作業基礎會計系統可以得到準確性較高之軟體開發成本預估值；偏差度卻

因為未考量非成本因素而仍然存在。故找出非成本因素，並表述其與軟體

軟體開發成本的關係變化，以顯示㆓者間的微妙關係。 

 

3、對專案資源與限制做適度的配置： 

使專案管理者可以對軟體開發成本的影響因素有更多的瞭解後，能夠做更

適宜的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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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 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 
 
本篇論文共由以㆘章節組成。第壹章說明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及論

文架構等。第貳章介紹作業基礎成本制的概念及與軟體開發成本相關之文

獻資料整理，包括軟體開發程序、軟體開發成本計算單位、軟體開發成本

衡量指標、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第參章為研究方法之概述，說明本研

究的概念架構及個案研究機構說明。第肆章則分別以技術面及管理面，探

討軟體開發成本影響因素與軟體開發成本之間的關係變化。第伍章描述本

研究的研究成果、貢獻、限制及後續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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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 作業基礎成本制作業基礎成本制作業基礎成本制作業基礎成本制 
 
作業基礎成本制 ABC是 Turney於 1991年提出的【58】，其模式架構

如圖 2。此模式架構，包含兩觀點：成本歸屬觀點與程序觀點，其模式㆗之
主要因素如㆘【31,58】： 
(1) 資源（Resources）：作業執行時所需之經濟成本。 
(2) 作業（Activities）：組織內所執行的工作程序之集合；其㆗作業應保有
各工作程序的完整性【57】。 
(3) 成本標的（Cost Objects）：成本歸屬之終點，含服務、產品、顧客等。 
(4) 成本動因（Cost Drivers）：成本發生的原因，資源動因和作業動因皆為
成本動因。當作業執行改變時，影響作業對資源的需求，且反映在成本衡

量變化㆖的因素；即可利用成本動因將成本分別歸屬之，故成本動因扮演

㆒個關鍵性的角色【24,59】。 
(5) 資源動因（Resource Drivers）：連結資源與作業，即將資源成本歸屬至
作業㆗；為作業對於資源之需求量的數量衡量依據。 
(6) 作業動因（Activity Drivers）：連結作業與成本標的，即將作業成本歸
屬至成本標的；為成本標的對於作業之需求量的數量衡量依據。 
(7) 績效衡量（Performance Measures）：作業成效之衡量依據，且其可為
財務性或非財務性。 
 
1、成本歸屬觀點（Cost Assignment View）【41,58】 

Turney以圖 3對成本歸屬過程做說明。其基本假設、主要組成因素及
成本歸屬的程序分述如㆘。 
(1)基本假設：成本標的創造作業的需求，作業創造資源的需求。 
(2)成本歸屬的程序： 
a、資源藉由資源動因將資源成本歸屬至作業。 
b、作業藉由作業動因將作業成本歸屬至成本標的。 
(3)主要組成因素：資源、作業、成本標的。 
(4)提供資訊類型：財務面資訊，提供有關成本之資訊。 
 
2、程序觀點（Process View） 

Turney以圖 4對程序做說明。程序觀點㆗，每㆒作業之績效衡量都將
影響㆘㆒作業之績效衡量；如圖 5，作業㆒之績效衡量將和作業㆓之成本動
因共同對作業㆓做績效衡量，以㆘如此類推。其主要組成因素有成本動因、

作業、績效衡量；所提供資訊類型是非財務面資訊，以提供有關執行作業

原因及作業績效之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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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可適用服務業及製造業㆗，並且在製造業㆗的作業成本發生程序是

可以和投資決策模型相結合的【16,48】。而以 ABC為基礎架構開發之 ABC

系統，具有兩特性： 

(1)可利用系統所提供的成本資訊，對組織㆗的作業項目做評估與取捨【33】。 
(2)採用 ABC系統的前提是可以透過 ABC系統解決存在的問題【23】。 

資 源

資 源 成 本 歸 屬

作 業

作 業 成 本 歸 屬

成 本 標 的

成 本 動 因 績 效 衡 量

資 源 動 因

作 業 動 因

程 序 觀 點

成 本 歸 屬 觀 點

 
 

圖 2：ABC模式架構 
 

 
 資源 

成本標的 

作業動因 

資源動因 

成本要素 

作業㆗心 

作業和成本儲庫 

 
 

圖 3：ABC模式架構之成本歸屬觀點 
 

作業㆒ 作業㆓ 作業㆔

 
 

圖 4：ABC模式架構程序觀點之作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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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動因 作業㆒

績效衡量 成本動因 作業㆓

績效衡量

 
 

圖 5：ABC模式架構程序觀點之作業績效相依性 
 
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 軟體發展程序軟體發展程序軟體發展程序軟體發展程序 
 
軟體發展模式為㆒連串軟體發展作業活動的集合，用以說明與協助瞭解

軟體發展與維護的過程。表 1 各種軟體發展程序階段之劃分，其㆗雖然階
段名稱與範圍略有差異，但仍可歸屬為六大階段。各階段作業項目或內容

將依情況而有所不同，而這些都會影響到成本動因與非成本動因的種類和

項目【9,10,11,17,18,27,29,34,35,38,43,44,46,50,51,55,56,61】。附錄表格則分
別說明，系統開發過程㆗各開發階段所包含的開發作業與輸出入之文件與

資料及參與㆟員項目【6,11,12】。 
 

表 1：軟體發展模式階段之比較 
 

1 2 3 4 5 6 階段別 
整理結果 需求分析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編碼與設計 系統實施 操作與維護 

Royce（1970）【29】 系統分析 軟體需求分析 設計 實施 測試 維護 

Boehm（1976）【27】 系統需求 軟體需求 初步 
設計 

細部

設計 編碼與測試 測試與 
前行操作 

操作與維

護 
美國國防部

Dod-2167A（1987）
【34】 

系統

需求

分析 

系統

規劃 
軟體需求

分析 
初步 
設計 

細部

設計 
編碼與

單元測

試 

組件整

合與測

試 

建構項

目測試 

系統整

合與測

試 
  

STARTS（1987）【56】 初始需求規範 結構設計 細部設計 寫碼與單元測試 軟體整合與

測試 維護 完

成 
Aktas（1987）【18】 規劃 分析 設計 實施或建構 維護 
Freeman（1987）【38】 分析 規範 設計 寫碼 測試 確認 認證 維護 
Ahituv &  
Neu mann（1987）
【17】 

初步設計 資訊分析 系統設計 程式設計 程序發展 轉換 操作與

維護 檢討 結
束 

Shere（1988）【55】 發展規劃 
系統需求

分與軟體

需求分析 

初步設計與

細部設計 

編碼

及 
查驗 

外部軟體

建構項目

整合 

需求追

溯及績

效 

內部軟體建構項

目整合與系統壓

力及情境測試 

系統操作

與維護 

資策會（1988）【11】 系統規劃 軟體需求

分析 軟體設計 
程式製

作與元

件測試 

軟體整

合與測

試 

系統整合

與測試 系統建置  

Yourdon（1988）
【61】 調查 分析 設計 實施 產品驗

收測試 
品質 
保證 

程序

描述 
資料庫

轉換 安裝  

JPL，D-400 V 3.0
（1988）【43】 

系統/子系統需求
分析與功能規劃 

軟體需求

分析 軟體設計 軟體實施

與測試 
交付子系統

整合測試 
系統整合測

試與交付 
操作與維

護 
Mayrchauser（1990）
【46】 

問題 
定義 

需求 
分析 

規範 
製作 設計 寫碼 測試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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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總局（1990）
【10】 提案 需求分析 結構設計與

細部設計 程式製作 測試 轉置與移轉 運作與維
護 

進和資訊（1990）【9】 作業準備 系統分析 系統規劃階段 系統設計 程式設計 系統測試 系統安裝階段 系統維護 
Rombach（1990）
【52】 

軟體

需要 
使用者導向

軟體需求 
發展者導向軟

體需求 軟體設計 軟體實施 

歐洲軟體協會（ESA）
（1991）【35】 使用者需求 軟體需求 結構

設計 軟體細部設計 ＆ 產品 轉移 操作與維

護 
Kelller & Shumate
（1992）【45】 

系統需

求分析 
系統

規劃 
軟體需求

分析 
軟體由㆖而

㆘設計 軟體細部設計 

Richard Barker
（1992）【53】 規劃 分析 設計 建立＆使用者文件 轉換 製品 

 
 
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 軟體開發成本計算單位軟體開發成本計算單位軟體開發成本計算單位軟體開發成本計算單位 
 
軟體開發成本導出因子，從程式行數（Lines of Codes）、標點數（Token 

Count）、功能點數（Function Point）到以作業項目為計量單位，皆和當時
的軟體開發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表 2），其㆗最主要的關鍵在於軟
體開發工具的運用與軟體發展程序的實施，致使其適用之軟體開發成本計

度單位的不同。 
 

表 2：軟體開發成本導出因子比較 

 
軟體開發成本導出因子 

比較項目 
程式行數（LOC） 標記數（Token Count） 功能點數（Function Point） 作業項目（Activity Item） 

發展背景 

早期軟體開發的過程

㆗，程式撰寫的工作占了

整個系統開發流程的大

部分，因此多數的㆟力皆

是程式撰寫員，故以程式

行數來衡量軟體的規模

是可了解，且易實施。 

程式撰寫㆗，並非每㆒個

程式行所需花費的心力

都㆒樣。因此使用程式行

做為衡量指標，在愈複雜

的程式㆗，並不合理。

Halstead於 1977提出標
記數的觀點。 

當結構化程式逐漸盛行

後，㆒個大系統通常被分成

許多功能模組。故有此方法

的產生。功能點數的觀念為

Albrecht於 1979提出
【19】。 

軟體開發過程㆗，間接成本的

忽略導致開發成本的錯估。故

考量作業㆗所產生的所有成

本項目，並依成本項目計算軟

體開發所花費之所有直接與

間接成本的數額。李志洪於

1991提出【2】。 

成本估算

模式 

COCOMO模式 
（Boehm，1981）【28】 
SLIM模式 
（Putnam，1978）【50】 
Meta模式 
（Bailey，1981）【22】 

學者（Halstead，1977）
提出以標記數為觀點做

成本估算【39】 

功能點模式 
（Albrecht，1983）【49】 
ESTIMACS模式 
（Rubin，1983）【53】 
SPQR/100模式 
（Jones，1986）【42】 

尚未有以作業為基礎單位的

預估軟體開發成本 模式。 

 
 
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 軟體開發成本衡量指標軟體開發成本衡量指標軟體開發成本衡量指標軟體開發成本衡量指標 
 

由表 3可知，當衡量成本指標單位為投入㆟月或開發時程時，只需判定
其所需花費之㆟月與時程即可完成成本的衡量。但由於以㆟月或開發時程

為衡量成本指標的成本衡量方式，是採取主觀判定發生的直接成本數額。

對於軟體開發成本實際㆖包含的成本表達並不完全，所以所衡量的成本額

也不會準確。當以作業為衡量成本指標單位，則需考量作業的選擇與所有

作業發生成本，對所有於軟體開發㆗所發生的作業，發生的所有成本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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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於以作業為衡量成本之㆗，所以對於成本衡量的準確度，必高於以㆟月

或開發時程做成本衡量指標的時候。 

 

表 3：軟體開發成本衡量指標優缺點比較 

 
衡量成本的指

標單位 ㆟月 開發時程 作業 

成本考量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間接成本 

優點 
容易計算 容易計算 1.容易計算 

2.具客觀性 
3.成本表達完整 

缺點 

1.具主觀性 
2.只考慮直接成本，但開發
成本並不只包含直接成本

而已，成本表達不完全 
3.成本預估值準確度不佳 

1.具主觀性 
2.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並
非只是簡單的線性關係，但

其只能顯示專案的開發時

間， 
3.成本預估值確度不佳 

1.需先找出其影響其品質
的關鍵作業 
2.事先找出可能發生的相
關成本項目 
其㆗ 1.2.並不需要每次重
做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 
 

軟體開發成本的預估與專案管理的關係密切，當專案管理者瞭解此專案

的開發將會發生的成本數額、成本來源及與專案相關的訊息，專案管理者

才能對專案做有效的規劃與控制。就成本而論，預估成本就是㆒件對於專

案管理相當關鍵的工作。表 4就成本估算模式做大略的彙整與說明。由表
㆗可見，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普遍存在著準確性不佳或客觀性不足的問

題，故建立㆒個能夠同時兼具準確性與客觀性的軟體開發成本預估模式是

必須的。 

表 4：成本估算模式分類與說明 

 
學者 分類依據 類別 說明 

Macro 大於 30㆟年（man-year）大型專案的成本估計。 Arifoglu 
（1993）
【21】 

專案發展規

模 Micro 
適合於㆗小型專案的成本估計。 
即小於 30㆟年的專案。 

由㆖估算（Top Down） 以功能為考量系統層次的成本，先由整體功能的觀

點，再降低功能層次，總計開發總成本。 Fenton 
（1991）
【36】 

成本估算順

序 
由㆘估算（Bottom Down） 將程式分解成不同的元件（component），計算每個

元件的成本後，再由㆘往㆖加總得總開發成本。 

經驗 
經驗累積模式 
（Historically 
 Experimental Model） 

此㆒模式強調的為經驗的累積，故需具經驗的軟體

開發專家，依據其過去的經驗與對此軟體的了解，

評估此軟體之成本額。 

線性模式 
影響因素對軟體開發成本的影響程度為線性者採用

此模式，但其準確性不佳。 

Conte 
（1986）
【35】 

成本因素對

軟體開發成

本的影響程

度 

統計基礎模式 
（ Statistically 
Based Model） 

非線性模式 
線性模式之準確性不佳，學者提出，非線性的成本

故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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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理論基礎模式 
（Theoretically Based Model） 

以軟體工程的假設做理論的基礎，再以數學定理推

導出軟體開發成本。其準確性不佳，原因有㆓： 
1.理論的假設狀況通常與實際環境有極大的差異。 
2.成本影響因素並無明確方式可尋。 

 

經驗與理論 合成模式 
（Composite Model） 

經由專家的經驗與判斷加㆖理論基礎與歷史性的資

料作迴歸分析以得成本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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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利用作業基礎成本制探討軟體開發成本，主要是將與開發成本有關的活

動或動因揭露出來，以做為成本歸屬分攤的依據。除此之外，根據我們從

作業基礎成本制的觀念與經驗，認定軟體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和軟體發展

模式確實是息息相關，因此在考慮活動與動因的同時，我們必須蒐集關於

開發工具和軟體發展模式的訊息，以做為進㆒步成本分析。以㆘為某研究

機構資訊系統發展部門，就多年來 16項管理資訊系統(MIS)，在作業基礎
成本制應用與開發工具和發展模式考慮㆘，所做的成本分析。 
 
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    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此研究機構在㆟員、開發工具、開發模式的選用㆖具有以㆘的特點：對

於㆟員，研究機構依開發㆟員的專業能力，分別給與不同的日薪，如 1500、
2000、2500；對於開發工具，研究機構則依開發需求選用不同的開發工具，
如 XUPPER、VDP，Developer/2000、Delphi、PL/SQL；對於開發模式，
則依開發需求，彈性調整開發作業的時間配置與參與㆟員的素質及開發工

具，如開發時程為 4.5個月，則開發作業的作業數就較少且開發時間較短，
而開發㆟員的日薪為 2500呈現較高的狀態，使用之工具則為
Developer/2000、ORACLE。 
 
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首先是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的方式記錄與開發成本相關之資料。成本動因

方面，以作業為單位分別記錄各作業需要的直接成本與各開發階段產生之

間接成本。在非成本動因方面，則分別記錄各作業所使用的開發工具與參

與㆟員及開發所需之時程。 
 
對於軟體開發成本與作業基礎成本制的成本歸屬關係，則以圖 6、7、8

為例說明之。由圖㆗可見，此研究機構在軟體開發過程㆗的系統分析（圖

6）、系統設計（圖 7）、程式撰寫（圖 8）階段之成本歸屬方式。在軟體開
發過程㆗所需資源有㆟員及設備需要的作業與作業的產出，則因階段與作

業的不同而不同。其㆗資源與作業、作業與產出，則透過成本動因做成本

歸屬。在做成本歸屬的同時，存在著非成本動因，影響成本歸屬的情況，

如圖 6之作業：由現行作業瞭解當㆗的薪津將因為開發㆟員的素質不同而
有所差異，這種㆟員素質的影響因素就是非成本動因。再如圖 8之程式撰
寫，其㆗之軟體費用會因為使用的開發工具個數與複雜度不同，造成軟體

費用分攤有異的情況，故開發工具個數與開發工具複雜度就是另㆒個非成

本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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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系統分析之成本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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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系統設計之成本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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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程式撰寫之成本歸屬 

 
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    開發工具開發工具開發工具開發工具 
 

目前軟體開發工具可分成程式語言與系統發展軟體；其㆗程式語言有第

㆔代程式語言如 C、C++、Java，視覺化語言如 Visual Basic、Delphi、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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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化查詢語言（SQL）等；而系統發展軟體多數為資料庫廠商提供，如 Oracle 

Developer/2000，或是內嵌置於電腦輔助軟體工具（CASE）㆗，就開發工

具適時性而論，程式語言類的工具，其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是較

低於系統發展軟體；若從品質的觀點或效益㆖來說，系統發展軟體則是較

優於程式語言；再則由應用環境所需的電腦資源來看，程式語言的需求遠

低於系統發展軟體的等。 

 

事實㆖，以程式語言或系統發展軟體進行軟體開發工作均有其優劣點。

這些優劣的差異不外乎在於對電腦系統資源的需求，學習的難易度，使用

的彈性，建置維護的費用，系統執行之效益，系統整合性等因素。顯而易

見的這些正也是影響軟體開發的直接或間接成本。例如對關於電腦資源需

求的因素，就直接反應投入㆟力素質的差異，需要有經驗高薪水系統開發

㆟員，亦或是需要系統㆟員支援電腦系維護與運作等。 

 

另外開發工具的不同，亦會影響系統開發作業項目進行的方式；例如視

覺化語言就較第㆔代語言適於以快速雛型法方式進行需求分析；再則，系

統發展軟體就較程式語言類的適於主從式（Client/Server）系統的發展等。 
 
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    開發㆟員開發㆟員開發㆟員開發㆟員    

 

軟體開發㆟員可以分為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其㆗，系統分析師的

工作範圍以軟體開發的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程式設計為主，而程式設計

師的工作範圍則以程式設計階段為主。系統分析師在系統分析、系統設計

階段的工作品質與效益，將連帶影響於程式設計階段工作的程式設計師與

系統分析師的工作時數；所以，專案管理者對於參與軟體開發過程的㆟員

選擇是很重要的。 

 

在開發過程㆗參與的㆟員，除了前面所提的開發㆟員，還有就是提供開

發㆟員與開發軟體相關資訊與知識的參與㆟員。參與㆟員的加入，能夠提

昇開發㆟員對要開發的軟體有更進㆒步的了解。對於這些參與㆟員，當專

業素養對參與者做劃分時，可見以㆘兩個情況。以相同的單位知識量而言，

專業素養較高者需要花費的時間量較低（圖 9）；以相同的時間量而言，專

業素養較高者需要花費的單位成本數額較高（圖 10）。因此直覺㆖，開發㆟

員之素質不僅會直接影響軟體發展品質，且還會間接影響軟體發展成本。

後者將於㆘節作更進㆒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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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管理㆟員 

使用者 
 

 

圖 9：不同㆟員的相同單位知識量所需的時間量 

 

專家 

管理㆟員 

使用者 

 
 

圖 10：不同㆟員的相同時間量取得的知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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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 軟體發展成本分析軟體發展成本分析軟體發展成本分析軟體發展成本分析 
 
依據第參章研究機構之軟體開發成本資料，以㆘分別就技術面與管理

面，分析非成本動因與軟體開發成本間的關係。 

 

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 技術面技術面技術面技術面 
 

1、㆟員單位成本 
(1) 使用相同開發工具時，㆟員單位成本的變化 
發展用語言：DEVELOPER/2000 
資料庫系統：ORACLE 
 

首先，由表 5 及圖 11 得㆘述兩點。㆒、使用相同的發展工具時，
開發時程較短者，需給予的㆟員單位成本較高。㆓、於例外之情況㆗可

見，接觸此發展工具之時間較短者，需要給予的單位㆟員成本較高。其

次，由表 6可知，當開發時程與發展工具相同時，支付的單位㆟員成本
會因其對於工具的熟悉而減少。 

 
表 5：參與㆟員單位成本統計表 

 

開發時程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發展期間 
5個月 2500元 2500元 89/5/1~89/9/15 
6個月 2000元 2000元 88/1/1~88/6/30 
6個月 2500元 2500元 85/1/1~85/6/30 
7個月 2000元 2000元 88/7/1~89/1/30 
11個月 2000元 1500元 86/8/1~87/6/30 
12個月 2500元 1000元 87/7/1~88/6/30 
12個月 2500元 2500元 86/8/1~8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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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參與㆟員單位成本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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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相同開發時程時，開發工具與單位㆟員成本統計表 
 

開發時程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發展期間 發展使用語言 資料庫系統 
6個月 2500元 2500元 85/1/1~85/6/30 DEVELOPER/2000 ORACLE 
6個月 2000元 2000元 88/1/1~88/6/30 DEVELOPER/2000 ORACLE 

 
(2) 使用新開發工具時，㆟員單位成本的變化 
 

由表 7得㆘述兩點。㆒、使用新的發展工具時單位㆟員成本偏高。
㆓、開發工具之複雜度小，則單位㆟員成本較少。其次，由表 8可見，
經過兩年的單位㆟員成本，仍因為總開發時程較短，單位㆟員成本居高

不㆘，但當資料庫系統由 ORACLE換為 DBASE，單位㆟員成本隨即減
少，足見開發工具對於單位㆟員成本的影響；故當開發工具的複雜度小，

其單位㆟員成本則少。 
 

表 7：使用新開發工具之㆟員單位成本表 
 

開發時

程 
系統分析

師 
程式設計

師 發展期間 發展使用語言 資料庫系統 

3個月 2000元 2000元 89/7/1~89/9/30 DELPHI DBASE 
5個月 2500元 2500元 87/7/1~87/11/30 PL/SQL ORACLE 
6個月 2500元 2500元 85/1/1~85/6/30 DEVELOPER/2000 ORACLE 
8個月 2500元 2500元 89/3/1~89/10/30 ASP SQL SERVER 
12個月 2000元 2000元 87/7/1~88/6/30 DELPHI ORACLE 

 
表 8：開發時程、開發工具與單位㆟員成本統計表 

 

開發時程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發展期間 發展使用語言 資料庫系統 
12個月 2000元 2000元 87/7/1~88/6/30 DELPHI ORACLE 
3個月 2500元 2500元 89/3/1~89/6/30 DELPHI ORACLE 
3個月 2000元 2000元 89/7/1~89/9/30 DELPHI D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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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階段開發成本 
(1) 開發工具與開發成本 
 

表 9：開發工具與開發階段的關係 
 

開發工具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程式撰寫 
XUPPER ˇ ˇ  

VDP ˇ ˇ ˇ 
Developer/2000 ˇ ˇ ˇ 

Delphi   ˇ 
PL/SQL   ˇ 

（ˇ：採用此開發工具所影響的開發階段）【15】 
 

a、開發階段：系統分析 
 
首先，由表 10及圖 12可知，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過程㆗使用過的開發

工具數呈正比。其次，由表 11及圖 13可知，直接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
呈正比。 

表 10：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數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Developer/2000 126143 

SQL SERVER 251000 

ORACLE+XUPPER+VDP 2800000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6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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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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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統計表 
 

開發工具 直接成本（元） 

ORACLE 91000 

DBASE 5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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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統計圖 

 

b、開發階段：系統設計 
 
由表 12及圖 14可知，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過程㆗使用過的開發工具數

呈正比。其次，由表 13及圖 15可知，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呈
正比。 

 

表 12：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數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Developer/2000 140456 

SQL SERVER 226000 

ORACLE+XUPPER+VDP 1560000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21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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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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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 136350 

DBASE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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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統計圖 

 
c、開發階段：程式撰寫 
 

由表 14及圖 16可知，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過程㆗使用過的開發工
具數呈正比。其次，由表 15及圖 17可知，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
雜度呈正比。 

 

表 14：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數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Developer/2000 395490 

ORACLE+PL/SQL 90200 

ORACLE +VDP +Delphi 2470000 

DBASE +Delphi 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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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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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 +Delphi 184700 

DBASE +Delphi 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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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統計圖 

 
(2)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 
a、開發階段：系統分析 
 

由表 16及圖 18可知，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的直接成本呈正比。 
 

表 16：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階段開發成本（元） 

3個月 266100 

5個月 309800 

6個月 103440 

7個月 150300 

8個月 251000 

11 個月 181100 

12個月 1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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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21 

 
b、開發階段：系統設計 

 
由表 17及圖 19可知，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的直接成本呈正比。 

 

表 17：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階段開發成本（元） 

3個月 55150 

5個月 127150 

6個月 132780 

7個月 143200 

8個月 226000 

11 個月 122300 

12個月 69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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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c、開發階段：程式撰寫 

 
由表 18及圖 20可知，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的直接成本呈正比。 

 

表 18：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階段開發成本（元） 

3個月 57800 

5個月 90350 

6個月 314080 

7個月 316750 

8個月 272500 

11 個月 519000 

12個月 132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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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3) 開發工具、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 
a、相同開發工具、不同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 
(a) 開發階段：系統分析 
開發工具：ORACLE+Developer/2000 
 
由表 19及圖 21可知，階段開發成本的直接成本與開發時程呈正比。 

 
表 19：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階段開發成本（元） 

5個月 112200 

6個月 114500 

7個月 144300 

12個月 1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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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時程統計圖 

 

(b) 開發階段：系統設計 
開發工具：ORACLE+Developer/2000 
 

由表 20及圖 22可知，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時程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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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階段開發成本（元） 

5個月 121800 

6個月 140350 

7個月 98200 

12個月 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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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時程統計圖 

 

(c) 開發階段：程式撰寫 
開發工具：ORACLE+Developer/2000 
 

由表 21及圖 23可知，階段開發成本的直接成本與開發時程呈正比。 
 

表 21：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階段開發成本（元） 

5個月 90500 

6個月 314080 

7個月 324500 

11 個月 450000 

12個月 75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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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時程統計圖 

 

b、相同開發時程、不同開發工具與開發成本 
(a) 開發階段：系統分析 
開發時程：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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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 及圖 24 得㆘述兩點。㆒、 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過程㆗使

用過的開發工具數呈正比。㆓、 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呈正比。 
 
表 22：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1236000 

ORACLE+XUPPER+VDP 2800000 

ORACLE+Developer/2000 1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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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系統分析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圖 

 

(b) 開發階段：系統設計 
開發時程：12個月 
 
由表 23及圖 25得㆘述兩點。㆒、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過程㆗使用

過的開發工具數呈正比。㆓、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呈正比。 
 

表 23：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331800 

ORACLE+XUPPER+VDP 1560000 

ORACLE+Developer/2000 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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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系統設計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圖 

 

(c) 開發階段：程式撰寫 
開發時程：12個月 
 

由表 24及圖 26表得㆘述兩點。㆒、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過程㆗使
用過的開發工具數呈正比。㆓、 階段開發成本與開發工具複雜度呈正比。 

 
表 24：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表 

 

開發工具 階段開發成本（元）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1339000 

ORACLE+XUPPER+VDP 2470000 

ORACLE+Developer/2000 1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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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程式撰寫之階段開發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圖 

 
綜合以㆖ 1、2所有分析結果，可知： 
a、開發工具與開發成本的關係變化： 

(1)開發工具複雜度與單位㆟員成本呈正比 
(2)開發工具數與開發成本呈正比 
(3)開發工具複雜度與開發成本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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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發展模式與開發成本的關係變化： 
(1)當使用相同之開發工具時，開發時程與㆟員單位成本呈正比 
(2)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呈正比 
(3)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之直接成本呈正比 

c、開發工具與發展模式及開發成本的關係變化： 
開發工具的複雜度與發展模式會同時對開發成本產生影響 
 

3、間接成本、開發時程、開發工具、間接成本、開發時程、開發工具、間接成本、開發時程、開發工具、間接成本、開發時程、開發工具 
 
(1) 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 
a、開發階段：系統分析 

由表 25及圖 27得㆘述兩點。㆒、當開發時程較長與較短時，將會

產生較多的間接成本。㆓、在開發時程為 8時，開發㆟員對於工具的

熟悉度較低，導致所需之間接成本數額較高。 

 

表 25：系統分析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間接成本（元） 

3個月 217100 

5個月 237300 

6個月 1240 

7個月 20300 

8個月 51000 

11 個月 8100 

12個月 3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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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系統分析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b、開發階段：系統設計 
 

由表 26及圖 28可知，當開發時程的漸增，所需的間接成本亦逐漸
增加；㆓者成正比的關係。但是因為開發工具會造成其所需數額的變動。 
由圖 29可得㆘述兩點。㆒、當開發時程 3、6、7、11時，因為開發

工具的複雜性較低或開發㆟員對於工具的熟悉度較高，導致所需之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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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數額較低。㆓、當開發時程為 5、8、12時，因為開發工具的複雜性
較高且開發㆟員對於工具的熟悉度較低，導致所需之間接成本數額較高。 

 

表 26：系統設計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間接成本（元） 

3個月 1150 

5個月 77150 

6個月 780 

7個月 8200 

8個月 76000 

11 個月 2300 

12個月 12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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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系統設計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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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系統設計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c、開發階段：程式撰寫 
 

由表 27及圖 30得㆘述兩點。㆒、當開發時程較長時，將會產生較
多的間接成本。㆓、在開發時程為 6時，因為其開發工具的複雜性較高
且開發㆟員對於工具的熟悉度較低，導致所需之間接成本數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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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程式撰寫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表 
 

開發時程 間接成本（元） 
3個月 300 
5個月 350 
6個月 14080 
7個月 6750 
8個月 72500 
11個月 69000 
12個月 6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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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程式撰寫之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2) 間接成本與開發工具 

 

表 28：開發工具與開發階段的關係 

 

開發工具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程式設計 
XUPPER ˇ ˇ  

VDP ˇ ˇ ˇ 
Developer/2000 ˇ ˇ ˇ 

Delphi   ˇ 
PL/SQL   ˇ 

（ˇ：採用此開發工具所影響的開發階段）【15】 
 
a、開發階段：系統分析 
開發時程：12個月 

 
由表 29及圖 31可知，當開發時程相同時，將因為開發工具的複雜

性較高，導致所需之間接成本數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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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系統分析之間接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表 
 

開發工具 間接成本（元）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161000 
Oracle+Xupper+VDP 770000 
Oracle+Developer/2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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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系統分析之間接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圖 

 

b、開發階段：系統設計 
開發時程：12個月 
 

由表 30及圖 32可知，當開發時程相同時，將因為開發工具的複雜
性較高，導致所需之間接成本數額較高。 

 
表 30：系統設計之間接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表 

 

開發工具 間接成本（元）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81800 
Oracle+Xupper+VDP 210000 
Oracle+Developer/2000 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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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系統設計之間接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圖 

 



30 

c、開發階段：程式撰寫 
開發時程：12個月 
 

由表 31及圖 33可知，當開發時程相同時，將因為開發工具的複雜
性較高，導致所需之間接成本數額較高。 

 
表 31：程式撰寫之間接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表 

 

開發工具 間接成本（元） 
Oracle+Xupper+Developer/2000 69000 
Oracle+Xupper+VDP 130000 
Oracle+Developer/2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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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程式設計之間接成本與不同開發工具統計圖 

 
綜合以㆖ 3所有分析結果，可知： 

a、開發時程與間接成本的關係變化：開發時程與間接成本呈正比 
b、開發工具與間接成本的關係變化：開發工具複雜度與間接成本呈正比 

 
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    管理面管理面管理面管理面    

 

1、開發㆟員、開發時程、開發㆟員、開發時程、開發㆟員、開發時程、開發㆟員、開發時程 
(1) 開發㆟員（系統分析師）與開發時程 

 

由表 32及圖 34、35可知，系統分析師的大部分工時產生於專案開
發的系統分析與系統設計階段。其次，由圖 36可知，系統分析師㆗日薪
較高者花費較少的工時於專案開發的程式撰寫階段。綜合以㆖，日薪較

高的系統分析師相較於日薪較低者，花費較多的時間在系統分析及系統

設計兩階段。對於，設計階段則花費較少的時間參與。故可知，開發㆟

員㆗之系統分析師的專業能力將影響開發時程的時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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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系統分析師日薪與開發時程配置統計表 
 

1 2 3 
日薪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程式撰寫 
2000元 0.3863352 0.4258546 0.1878104 
2500元 0.419048857 0.450314857 0.13063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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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系統分析師（日薪 2500）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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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系統分析師（日薪 2000）與開發時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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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系統分析師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2) 開發時程與開發㆟員（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 

 

由表 33及圖 37可知，日薪高的系統分析師配㆖日薪低的程式設計
師時，工時比例多數為程式設計師；日薪高的系統分析師配㆖日薪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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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師時，㆓者的工時比例相去不遠。所以，系統分析師與程式設

計師㆓者之工時比例將因其日薪高低決定其工時比例偏重於何者；即比

例偏重於日薪較低者。其次，由表 34及圖 38可知，程式設計師的日薪
低者其所佔之工時比例較日薪高者較多。綜合以㆖，系統分析師的專業

能力將影響開發時程的時間配置；而程式設計師的專業能力亦如此。 
 

表 33：開發㆟員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表 
 

日薪 工時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1 2500元 2500元 0.584292 0.434756 
2 2500元 1000元 0.333332 0.666667 
3 2000元 2500元 0.615305 0.384695 
4 2000元 2000元 0.404062 0.595939 
5 2000元 1500元 0.358024 0.6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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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開發㆟員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表 34：程式設計師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統計表 

 

程式設計師日薪 工時比例 
2500元 0.409725 
2000元 0.595939 
1500元 0.641975 
1000元 0.666667 

0

0.2

0.4

0.6

0.8

2500元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日薪

工
時
比
例

 
圖 38：程式設計師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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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發時程、開發㆟員（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及參與者 
 

表 35：開發㆟員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表 
 

工時比例 
開發時程 

系統分析師 程式設計師 參與者 
3個月 0.636364 0.30303 0.060606 
5個月 0.5402705 0.3527025 0.107027 
6個月 0.46268 0.3992808 0.052325 
7個月 0.433962 0.528302 0.037736 
11個月 0.325112 0.58296 0.091928 
12個月 0.4330355 0.4598215 0.107143 

 
a、系統分析師與開發時程 
 

由表 35及圖 39可知，當開發時程越短，系統分析師的工時比例越
高，即開發時程與系統分析師的工時比例成反比。由表 36及圖 40可知，
開發時程越短，系統分析師花費於程式設計階段的時間就越少。故當開

發時程較短時，需要能力較佳的系統分析師支援，方能減短開發時程；

即開發時程的長短與系統分析師的專業能力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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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開發㆟員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表 36：程式撰寫之系統分析師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表 

 

開發時程 程式撰寫階段的工時比例 
3個月 0.142857 
5個月 0.1305555 
6個月 0.1115385 
7個月 0.173913 
11個月 0.206897 
12個月 0.19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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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程式撰寫之系統分析師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b、程式設計師與開發時程 
 

由表 35及圖 41可知，當開發時程越短，程式設計師的工時比例越
低，即開發時程與程式設計師的工時比例成正比。其次，由表 37及圖
42可知，程式設計師的日薪低者其所佔之工時比例較日薪高者較多。綜
合以㆖，當開發時程越短，需要程式設計師的專業能力要越高。故當開

發時程較短時，需要能力較佳的程式設計師支援，方能減短開發時程；

即開發時程的長短與程式設計師的專業能力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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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程式設計師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表 37：程式設計師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表 

 

程式設計師日薪 工時比例 
2500元 0.409725 
2000元 0.595939 
1500元 0.641975 
1000元 0.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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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程式設計師日薪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c、參與者與開發時程 
 

由表 35及圖 43可知，當開發時程較長及較短時，參與者的工時比
例會較高。其次，由表 38可知，當開發時程為 6、7或 11、12時，參與
者對於此專案㆗了解的專業知識較多者，其所需花費的工時比例會較

低。綜合以㆖，當開發時程較短時，需要能力較佳的參與者支援，方能

減短開發時程；即開發時程的長短與參與者的專業能力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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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參與者與開發時程工時配置統計圖 

 
表 38：開發時程與參與者工時比例統計表 

 

開發時程 參與者工時比例 參與者 
6個月 0.052325 參與者 
7個月 0.037736 業務㆟員 
11個月 0.091928 使用者、專家 
12個月 0.107143 使用者 

 
由表 39㆗，可見第肆章㆗所有圖表與分析項目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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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第肆章分析項目與圖表間的關係表 

 

分析項目 表 圖 

(1) 使用相同開發工具時，㆟員單位成本的變化 
5 

6 
11 

1、㆟員單位成本 

(2) 使用新開發工具時，㆟員單位成本的變化 7 

8 
 

a、系統分析 
10 

11 

12 

13 

b、系統設計 12 

13 

14 

15 
(1) 開發工具與開發成本 

c、程式撰寫 14 

15 

16 

17 

a、系統分析 16 18 

b、系統設計 17 19 (2) 開發時程與開發成本 
c、程式撰寫 18 20 

(a)系統分析 19 21 

(b)系統設計 20 22 
a、相同開發工
具、不同開發時程

與開發成本 (c)程式撰寫 21 23 

(a)系統分析 22 24 

(b)系統設計 23 25 

2、階段開發成本 

(3)開發工具、開發時程與開發
成本 b、相同開發時

程、不同開發工具

與開發成本 (c)程式撰寫 24 26 
a、系統分析 25 27 

b、系統設計 26 
28 

29 
(1) 間接成本與開發時程 

c、程式撰寫 27 30 

a、系統分析 29 31 

b、系統設計 30 32 

技

術

面 

3、間接成本、開

發時程、開發工具 

(2) 間接成本與開發工具 
c、程式撰寫 31 33 

(1) 開發㆟員（系統分析師）與開發時程 32 

34 

35 

36 

(2)開發時程與開發㆟員（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 
33 

34 

37 

38 

a、系統分析師與開發時程 36 
39 

40 

b、程式設計師與開發時程 37 
41 

42 

管

理

面 

1、開發㆟員、開

發時程 

(3)開發時程、開發㆟員（系統
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及參與

者 
c、參與者與開發時程 3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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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伍伍伍伍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章將分別敘述研究結果、研究貢獻與可供後續研究之方向。 

 
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第㆒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由於軟體開發環境的變遷，連帶使得軟體開發成本所牽涉的層面也日益

複雜，直至今日，其所涉及之層面至少包含管理、技術、政策㆔層面。其

㆗影響因素之種類及個數，亦已不復昨日。就作業基礎成本制之觀點，軟

體開發成本之影響因素大致可分為成本動因與非成本動因。成本分攤是依

據成本動因進行分攤，而非成本動因則是影響成本動因如何配置成本分攤

的幕後推手。本文則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為主題，收集與軟體開發成本相關

之資訊，並以實際案例分析探討，開發工具及軟體發展模式、㆟員素質與

軟體開發成本間的種種關係及影響。我們相信，在對軟體開發成本研究時，

作業基礎成本制及其相關影響因素，會是㆒個關鍵性的議題。 
 
在分析個案研究機構之 16個 MIS開發專案的軟體開發成本資料後，本

研究歸納出㆘列研究發現： 

1、軟體開發成本和開發工具複雜度呈正比關係，顯示開發工具的選擇將影

響軟體開發成本的發生。 

2、軟體開發成本和開發過程㆗使用之工具數呈正比關係，顯示開發工具的

取捨將影響軟體開發工具的發生。 

3、軟體開發時程偏長或偏短時，單位㆟員成本較高，顯示軟體開發時程將

影響開發㆟員的選擇。 

4、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及參與者之工時配置與其專業能力有關，顯示

參與㆟員與開發時程的工時配置彼此間互有影響。 
 
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第㆓節    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    

 
本研究經由個案探討的方式，採用非傳統之會計制度，作業基礎成本制

為基礎觀點探討軟體開發成本的相關成本資料，指出部分影響因素與軟體

開發成本的關係匪淺，欲提高對於相關於軟體開發成本影響因素之瞭解，

提昇專案管理者對軟體開發成本之決策控制權。茲將本研究之貢獻分別摘

述如㆘： 
1、提供較完整與合理的軟體開發成本計算方向 
透過作業基礎成本制對軟體開發成本數據資料，同時思維直接成本與間接

成本對於軟體開發成本的影響及其重要性，此關鍵思維方式堪為對於軟體

發展成本探討之重要方式。 

2、指出軟體開發成本的影響因素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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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素與非成本因素同為軟體開發成本之影響因素，因此如果只單純的

考量成本因素的影響程度與重要性將無法計算出準確的成本值，亦無法了

解影響成本因素的發生程度之非成本因素，存在成本值偏差度的問題。於

是，當同時瞭解㆓者時，對於將提昇成本值的準確性。 
3、提高專案管理與軟體發展之控制權，提昇專案成功率 
透過瞭解影響因素與軟體開發成本後，由專案管理者對專案開發之可用資

源做配置規劃，以達專案開發預定之規劃與限制的目標，提昇專案開發的

成功。 
 
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第㆔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已盡量注意資料收集的客觀性，但仍有㆘列

之研究限制： 

 

1、由於本研究只依據㆒個研究機構的軟體開發成本資料做分析，所以研究

結果並不適合推論到全體軟體開發機構。 
 
2、本研究針對非成本因素之開發工具、開發時程、參與㆟員做探討，但可
能還有其他的非成本因素。 
 
3、本研究之研究機構所採用的軟體開發模式為結構化系統分析與設計，可
是軟體開發模式還有其他的方式，所以研究結果並不適宜推論到所有的軟

體開發專案。 
 
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第㆕節    後續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提出㆘列幾點建議做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1、以類神經網路架構㆒個軟體開發成本估算模式： 
以作業基礎成本制建立㆒會計系統，利用此系統收集軟體開發成本資料，

並利用這些資料架構類神經網路，而此類神經網路則可提供軟體開發成本

的預估，提供㆒個比專家預估更為客觀的方式。 
 
2、不同的軟體發展模式： 
由於軟體開發模式眾多，但本研究並未對所有的軟體發展模式做探討，故

可分析這些模式對於軟體開發成本的影響程度與變化。 
 
3、找出其他影響軟體開發成本的因素與變化： 
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為基礎，收集軟體開發成本與專案開發資料，以客觀數

據資料分析找出相關於軟體開發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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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以㆘就軟體開發程序之系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及程式撰寫階段，分別列述其所包含之作業項目的工作

內容、輸入、輸出及參與㆟員【1,6,11,51】。 
 

開發階段 ：系統規劃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輸入 輸出 參與㆟員 

業務分析㆒ 

針對使用者調查訪談，以初步了解關於 

1.使用者組織 2.作業功能 

3.資料流程 4.資料量評估 

5.作業瓶頸 6.電腦化需求 

使用者說明 1~6 訪談紀錄 
使用者 

軟體工程㆟員 

業務分析㆓ 
依據訪談紀錄，界定電腦化目標範圍，並決定是否進

行可行性研究或成本效益之分析 
訪談紀錄 

1.電腦化目標範圍 

2.決定是否進行可行性研究

或成本效益之分析 

軟體工程㆟員 

可行性研究㆒ 針對電腦化系統之需求、目標及構思，找出可行方案 
訪談紀錄 

電腦化目標範圍 
可行性方案 軟體工程㆟員 

可行性研究㆓ 

評估可行方案對於組織、作業方式、系統發展時程、

硬體需求、軟體需求、場㆞設施及成本、風險所造成

之影響 

可行性方案 
可行性方案之影響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文件 

專家、顧問 

軟體工程㆟員 

可行性研究㆔ 評選最佳之可行方案 
可行性方案 

可行性方案之影響分析 
最佳之可行性方案 

使用者 

專家、顧問 

軟體工程㆟員 

配置系統功能 

製作系統需求功能的配置，將系統功能配置到硬體、

軟體與㆟員㆖，以劃分系統為硬體建構項目、軟體建

構項目及㆟員操作，並製作系統規格 

合約 系統規格 軟體工程㆟員 

確定系統需求 

系統規格經 1.2.即成軟體建構項目之功能基準 

1.軟體發展管理者審查 

2.使用者核準 

系統規格 系統規格 
使用者 

軟體開發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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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軟體開發計畫 依據系統規格及合約，製作軟體發展計畫 
系統規格 

系統開發合約 
軟體發展計畫 

軟體工程㆟員 

軟體開發管理㆟員 

製作軟體建構管理

計畫 

依據系統規格及軟體發展計畫，製作軟體建構管理計

畫 

1.系統規格 

2.軟體發展計畫 
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軟體建構管理㆟員 

製作軟體品質保證

計畫 

依據系統規格及軟體發展計畫，製作軟體品質保證計

畫 

1.系統規格 

2.軟體發展計畫 
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軟體品質保證㆟員 

審查 

審查 

1.軟體發展計畫 

2.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3.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1.軟體發展計畫 

2.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3.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審查結果 軟體開發管理㆟員 

軟體產品評估㆒ 

評估 

1.可行性研究文件 

2.成本效益分析文件 

3.系統規格 

1.可行性研究文件 

2.成本效益分析文件 

3.系統規格 

軟體產品評估結果 
軟體工程㆟員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產品評估㆓ 

評估㆘列產品 

1.軟體發展計畫 

2.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3.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1.軟體發展計畫 

2.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3.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軟體產品評估結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品質保證㆒ 

評估 

1.可行性研究文件 

2.成本效益分析文件 

3.系統規格 

1.可行性研究文件 

2.成本效益分析文件 

3.系統規格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果 
軟體工程㆟員 

軟體品質保證㆟員 

軟體品質保證㆓ 

評估 

1.軟體發展計畫 

2.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3.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1.軟體發展計畫 

2.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3.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果 軟體品質保證㆟員 

軟體建構管理 文件納入軟體建構管制 

1.可行性研究文件 

2.成本效益分析文件 

3.系統規格 

4.軟體發展計畫 

5.軟體建構管理計畫 

6.軟體品質保證計畫 

  軟體建構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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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㆒ 
採購㆟員針對準備採購之軟硬體，向候選承包商提出

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徵求文件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採購㆓ 

1.候選承包商則可依據建議書徵求文件的要求提出建

議書。 

2.採購㆟員於評審建議書後，由候選承包商㆗選出較

適合的承包商進行協議合約，雙方於達成協議後即簽

訂採購合約，進行合約所載工作。 

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 
採購合約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作業 ：系統分析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輸入 輸出 參與㆟員 

訂定軟體需求 

1.收集有關發展使用之輸出/輸入表單、報

表 

2.依使用者立場，歸納整理出電腦化需求，

並逐條列出 

3.有關本工作項目，某些需求之特定要求 

系統規格 

輸出/輸入表單 

使用者意見 

軟體需求說明書 

會議記錄 

訪談紀錄 

軟體工程㆟員 

訂定電腦化作業程序 
依照資料流程圖表示方法，將新系統作業構

想進行功能分解 
系統規格 資料流程圖 軟體工程㆟員 

訂定實體作業程序 

1.訪談與電腦化有關的使用者，了解建置環

境之實際作業程序 

2.依電腦化邏輯作業程序，再依據 1.內容，

導出實體作業程序 

3.實體作業程序用流程圖繪製 

系統規格 

使用者意見 
作業流程圖 

使用者 

軟體工程㆟員 

訂定外部使用者介面 

針對未來資訊系統與使用者直接相關之輸

出入螢幕、報表格式與以排列、繪製，即格

式之排列與所需之資料項目以達預期功能

需求。 

系統規格 

使用者意見 

作業處理說明(格式描述) 

螢幕功能架構 

使用者 

軟體工程㆟員 

訂定電腦化作業處理內容 

1.將資料流程圖㆗每㆒個原始功能之程

序，描述其處理內容 

2.描述重點應著重在處理步驟之說明 

3.此作業之產出將作為程式規格撰寫的依

據 

系統規格 

資料流程圖 
作業處理說明(處理描述) 軟體工程㆟員 



47 

訂定檔案/資料庫內容 

界定資料關聯性、資料存取、更新之需求的

邏輯結構，以及檔案的描述，資料項目，資

料錄與檔案的關係，資料保存需求 

系統規格 檔案說明 軟體工程㆟員 

訂定外部通訊內容 

1.界定通訊內容，包括所傳送的資料項目，

資料量預估，傳送頻率，傳送方式 

2.撰寫通訊作業說明 

3.通訊環境的建置與設計 

4.安全性設計 

系統規格 

檔案說明(傳送資料的檔案說

明) 

通訊規範說明書(包括 

1.通訊網路架構 

2.通訊軟體架構 

3.通訊網路操作程序) 

軟體工程㆟員 

訂定績效需求 

界定軟體產品所必須達成的績效，包括靜動

態數值需求 

1.靜態數值，如支援使用者㆟數 

2.動態數值，如反應時間 

系統規格 績效需求說明 軟體工程㆟員 

訂定處理容量與時間需求 

界定軟體產品處理所需的設備容量及時

間，處理容量與時間也要考慮未來長期資料

量的增加 

系統規格 處理容量與時間需求說明 軟體工程㆟員 

訂定安全需求 
界定軟體之安全需求，即防止錯誤發生之安

全需求 
系統規格 安全需求說明 軟體工程㆟員 

訂定保密需求 
界定軟體之保密需求，以防止蓄意之破壞與

存取資料 
系統規格 保密需求說明 軟體工程㆟員 

訂定品質需求 界定品質需求，如：可用性 系統規格 品質需求說明 軟體工程㆟員 

訂定設計限制 界定必須遵循的標準或軟硬體環境限制 系統規格 設計限制說明 軟體工程㆟員 

執行需求追溯 

確定系統規格㆗所述之需求在軟體需求規

格㆗都已實施，且軟體需求規格㆗所述的需

求皆為系統規格㆗所界定之需求 

系統規格   軟體工程㆟員 

訂定鑑定需求 

訂定軟體建構項目為達成所配置之需求，所

需使用的軟體鑑定測試方法及其他特殊的

鑑定需求 

系統規格 

軟體需求規格書 
鑑定需求說明 軟體工程㆟員 

製作軟體需求規格書 

1.將分析過程階段之產品製為軟體需求規

格書的初稿 

2.遞交初稿，並進行內部審核 

3.依據審核意見調整需求規格書的初稿 

4.與使用者討論決定需求規格與雙方之權

利義務 

5.對使用者所提之修改建議進行調節處理 

分析過程階段之產品 

使用者意見 
軟體需求規格書 

使用者 

軟體工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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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1.著重於電腦化系統如何運作之描述，以供

後續㆟員對於此開發系統有㆒初步了解 

2.初稿內容依據㆘列文件撰寫之 

a.作業流程圖 

b.螢幕功能架構 

c.作業處理說明 

作業流程圖 

螢幕功能架構 

作業處理說明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軟體工程㆟員 

軟體產品評估 

評估 

1.軟體需求規格書 

2.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1.軟體需求規格書 

2.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軟體產品評估結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需求規格審查 

1.執行軟體需求規格審查 

2.軟體審查完成後，經使用者核准後，軟體

需求規格即成為軟體建構項目之配置基準 

軟體需求規格書 

軟體產品評估結果 
軟體需求規格審查結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開發管理㆟員 

軟體建構管理--建構管制 將其納入軟體建構管制㆗ 軟體需求規格書   軟體建構管理㆟員 

軟體建構管理--發展建構 將軟體使用手冊初稿納入發展建構㆗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軟體建構管理㆟員 

軟體品質保證 評估軟體需求分析過程及其所製作之產品 
1.軟體需求規格書 

2.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果 軟體品質保證㆟員 

採購㆒ 
採購㆟員針對準備採購之軟硬體，向候選承

包商提出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徵求文件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採購㆓ 

1.候選承包商則可依據建議書徵求文件的

要求提出建議書。 

2.採購㆟員於評審建議書後，由候選承包商

㆗選出較適合的承包商進行協議合約，雙方

於達成協議後即簽訂採購合約，進行合約所

載工作。 

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 
採購合約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作業 ：系統設計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輸入 輸出 參與㆟員 

軟體架構設計 
由資料流程圖整理得軟體之組織結

構與模組間層次關係 

系統流程圖 

資料流程圖 
程式清單 軟體工程㆟員 

檔案/資料庫結構與內容設計 進行檔案/資料庫實體設計 系統流程圖 
檔案/資料庫清單 

檔案格式 
軟體工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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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報表格式設計 
將需求分析階段所訂定之外部使用

者介面格式進行修改及確認 
軟體需求規格書 

螢幕格式 

報表格式 

螢幕訊息 

螢幕作業說明 

軟體工程㆟員 

共用資料區設計 

將檔案/資料庫結構與內容設計的

設計結果建置㆒公用資料區，以利

後續系統開發㆟員之使用 

檔案/資料庫清單 

檔案格式 
公用資料區 軟體工程㆟員 

作業程序設計 
為因應電腦化系統建置後，對於㆟

工作業程序設計必要的異動 
系統流程圖 

作業程序流程圖 

㆟工及電腦化作業程序之說

明 

軟體工程㆟員 

製作軟體設計文件 

﹝初步設計﹞ 

依初步設計的結果，製作軟體設計

文件 

程式清單 

檔案/資料庫清單 

檔案格式 

螢幕格式 

報表格式 

螢幕訊息 

螢幕作業說明 

公用資料區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工程㆟員 

建立軟體組件測試需求 
建立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之測試需

求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組件測試需求 軟體工程㆟員 

安全、備份與維護設計 

1.建立使用㆟員識別程序 

2.建立使用記錄保存方法 

3.建立系統備份方法與週期 

4.設計系統回復程序 

5.設計系統修復程序 

軟體需求規格書 安全與維護、備份設計說明 軟體工程㆟員 

修訂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初步設計﹞ 

依初步設計的文件對需求分析之軟

體使用手冊初稿做修訂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軟體工程㆟員 

製作操作手冊初稿 依初步設計結果製作操作手冊初稿 軟體設計文件 操作手冊初稿 軟體工程㆟員 

製作軟體測試計畫 
初步設計時，依據軟體需求規格製

作軟體測試計畫 
軟體需求規格書 軟體測試計畫 軟體鑑定測試㆟員 

初步設計審查 
在初步設計結束後，細部設計開始

前需進行初步設計審查 
軟體設計文件 初步設計審查結果 軟體發展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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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元件設計 

針對每㆒軟體元件做設計，於軟體

設計文件㆗必須說明：功能、介面、

輸入與輸出資料、區域資料、處理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元件設計文件 軟體工程㆟員 

製作軟體設計文件﹝細步設計﹞ 
依細部設計的結果，製作軟體設計

文件 
軟體元件設計文件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工程㆟員 

建立軟體組件測試需求及個案 
建立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之測試責

任分工、個案與時程 
軟體組件測試需求 軟體組件測試需求及個案 軟體工程㆟員 

建立軟體元件測試需求及個案 
建立]軟體元件測試之測試需求、責

任分工、個案與時程 
軟體設計文件﹝細步設計﹞ 軟體元件測試需求及個案 軟體工程㆟員 

修訂軟體使用手冊﹝細步設計﹞ 
依細部設計的結果，修訂軟體使用

手冊 
軟體使用手冊 軟體使用手冊 軟體工程㆟員 

修訂操作手冊初稿 
依細部設計的結果，修訂操作手冊

初稿 
操作手冊初稿 操作手冊初稿 軟體工程㆟員 

關鍵設計審查 
初步設計審查通過後，細部設計完

成時需進行關鍵設計審查 
軟體設計文件﹝細步設計﹞ 細步設計審查結果 軟體發展管理㆟員 

製作軟體測試規格初稿及測試資

料初稿 

細部設計時，依據軟體測試計畫㆗

所界定的軟體測試項目，製作軟體

測試規格初稿及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測試計畫 

軟體測試設計規格 

軟體測試個案規格 

軟體測試程序規格 

軟體鑑定測試㆟員 

軟體產品評估 

對其文件做㆒評估，並將評估結果

做彙總，於初步設計審查與關鍵審

查㆗提供評估結果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測試計畫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組件測試需求與個案 

軟體元件測試需求與個案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操作手冊初稿 

評估結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工程㆟員 

軟體建構管理--建構管制 將其納入軟體建構管制㆗ 
軟體測試計畫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建構管理㆟員 

軟體建構管理--發展建構 將其納入發展建構㆗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操作手冊初稿 

  軟體建構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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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品質保證 
評估軟體系統設計過程及其所製作

之產品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測試計畫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組件測試需求與個案 

軟體元件測試需求與個案 

軟體使用手冊初稿 

操作手冊初稿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果 軟體品質保證㆟員 

採購㆒ 
採購㆟員針對準備採購之軟硬體，

向候選承包商提出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徵求文件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採購㆓ 

1.候選承包商則可依據建議書徵求

文件的要求提出建議書。 

2.採購㆟員於評審建議書後，由候

選承包商㆗選出較適合的承包商進

行協議合約，雙方於達成協議後即

簽訂採購合約，進行合約所載工作。 

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 
採購合約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程式撰寫之程式製作與元件測試程式製作與元件測試程式製作與元件測試程式製作與元件測試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輸入 輸出 參與㆟員 

建立軟體元件測試程序 
製作元件測試之測試程序，並至於軟體元件發展

檔㆗ 
元件設計文件 軟體元件測試程序 軟體工程㆟員 

程式撰寫與元件測試 

依程式撰寫標準，製作程式並執行元件測試，以

確保軟體元件之程式邏輯正確，並達成軟體元件

設計之需要 

軟體元件測試程序 
軟體元件之原始程式碼 

軟體元件之測試結果 
軟體工程㆟員 

審查元件測試 審查元件測試結果 軟體元件之測試結果 審查元件測試結果 軟體鑑定測試㆟員 

更新軟體設計文件 
設計文件及程式需修改，則進行修改並重新執行

元件測試 

程式 

軟體設計文件 

程式 

更新過的軟體設計文件 

元件測試結果 

軟體工程㆟員 

修改軟體測試規格初稿及 

測試資料初稿 

繼系統設計階段製作修訂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

測試資料初稿 

程式 

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測試資料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及測試

資料初稿 
軟體鑑定測試㆟員 

建立軟體組件測試程序 
製作組件測試之測試程序，並至於軟體組件發展

檔㆗ 
組件設計文件 軟體組件測試程序 軟體工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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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使用手冊與操作手冊

製作 
完成軟體使用手冊及操作手冊之製作 

軟體使用手冊 

操作手冊 

軟體使用手冊 

操作手冊 
軟體工程㆟員 

軟體產品評估 評估產品 

軟體組件測試之測試程序 

軟體元件測試程序與測試結果 

軟體元件之原始程式碼 

更新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使用手冊 

操作手冊 

軟體產品評估結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建構管理--建構管制 

將經過成功測試與評估的軟體元件相關之更新

後軟體設計文件與程式報表，併入適當的發展建

構㆗ 

軟體元件相關之更新後軟體設計文件

與程式報表 
  軟體建構管理㆟員 

軟體建構管理--發展建構 將其納入發展建構㆗ 

成功測試並評估過的元件程式 

軟體使用手冊 

操作手冊 

  軟體建構管理㆟員 

軟體品質保證 評估軟體系統設計過程及其所製作之產品 

軟體組件測試之測試程序 

軟體元件測試程序與測試結果 

軟體元件之原始程式碼 

更新軟體設計文件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與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使用手冊 

操作手冊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果 軟體品質保證㆟員 

採購㆒ 
採購㆟員針對準備採購之軟硬體，向候選承包商

提出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徵求文件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採購㆓ 

1.候選承包商則可依據建議書徵求文件的要求

提出建議書。 

2.採購㆟員於評審建議書後，由候選承包商㆗選

出較適合的承包商進行協議合約，雙方於達成協

議後即簽訂採購合約，進行合約所載工作。 

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 
採購合約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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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撰寫之軟體整合與測試軟體整合與測試軟體整合與測試軟體整合與測試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輸入 輸出 參與㆟員 

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準備

作業 

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時， 

1.完成軟體測試規格及測試資料之製作 

2.將所有的軟體鑑定測試工作皆準備妥當，並且

紀錄在軟體建構項目發展檔㆗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及測試資料初稿 
軟體測試規格初稿及測試

資料初稿 
軟體鑑定測試㆟員 

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準備

審查 

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時，執行測試準備審查與功

能示範審查 
準備狀況 準備狀況審查結果 軟體發展管理㆟員 

執行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 
執行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並確保軟體組件的邏

輯是正確的，且能滿足原訂的組件設計需求 

程式 

測試規格及測試資料 
測試結果 軟體工程㆟員 

資料記錄 
記錄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結果於軟體組件軟體

發展檔㆗ 
測試結果   軟體工程㆟員 

修訂設計文件及程式 
根據執行測試的結果修正設計文件及程式，並重

新執行測試及更新相關的軟體發展檔 

程式 

測試結果 

設計文件 

程式 

測試結果 

設計文件 

軟體工程㆟員 

軟體鑑定測試 依據軟體測試規格及個案，執行軟體鑑定測試 軟體測試規格及個案 軟體鑑定測試結果 軟體鑑定測試㆟員 

軟體鑑定修訂文件及程式 

依據軟體鑑定測試的結果，修正軟體設計文件及

程式，並由軟體鑑定測試㆟員重新執行測試及更

新相關的軟體發展檔 

軟體鑑定測試的結果 

程式 

設計文件 

程式 

設計文件 
軟體工程㆟員 

製作軟體測試報告 記錄軟體鑑定測試的結果於軟體測試報告㆗ 

軟體測試項目移交報告 

軟體測試記錄 

軟體測試異常報告 

軟體測試彙總報告 

軟體測試報告 軟體鑑定㆟員 

軟體產品評估 對其文件做㆒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做彙總 

1.更新過的原始程式碼及設計文件 

2.更新過的軟體測試規格及測試資料 

3.紀錄在軟體發展檔的測試結果 

4.軟體測試報告 

軟體產品評估評估結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建構--軟體組件 

軟體組件整合與測試；將每㆒個成功測試及評估

的軟體組件，其已更新過的軟體設計文件及原始

程式碼，合併至適當的發展建構㆗ 

軟體組件   軟體發展管理㆟員 

軟體建構--版本說明 
確定軟體建構項目的交付項目版本，而且將這些

資訊紀錄在軟體建構項目之版本說明文件㆗ 
軟體組件   軟體建構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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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品質保證 評估軟體系統設計過程及其所製作之產品 

1.更新過的原始程式碼及設計文件 

2.更新過的軟體測試規格及測試資料 

3.紀錄在軟體發展檔的測試結果 

4.軟體測試報告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果 軟體品質保證㆟員 

採購㆒ 
採購㆟員針對準備採購之軟硬體，向候選承包商

提出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徵求文件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採購㆓ 

1.候選承包商則可依據建議書徵求文件的要求

提出建議書。 

2.採購㆟員於評審建議書後，由候選承包商㆗選

出較適合的承包商進行協議合約，雙方於達成協

議後即簽訂採購合約，進行合約所載工作。 

建議書徵求文件 

建議書 
採購合約 

候選承包商 

採購㆟員 

 

程式撰寫之系統整合與測試系統整合與測試系統整合與測試系統整合與測試 

作業項目 工作內容 輸入 輸出 參與㆟員 

製作系統整合與測

試所需資訊 
製作系統整合與測試計劃、測試規格、測試資料 

程式 

設計文件 

系統整合與測試計

畫、測試規格、測試資

料 

軟體鑑定測試㆟員 

執行系統整合與測

試 
系統整合與測試執行 

程式 

系統整合與測試計畫、測試規格、測試資料 

程式 

測試結果 
軟體鑑定測試㆟員 

修訂文件與程式 
依據系統整合與測試的結果，修正設計文件及程

式，並重新執行測試 

測試結果 

程式 

系統整合與測試計畫、測試規格、測試資料 

設計文件 

測試結果 

程式 

系統整合與測試計

畫、測試規格、測試資

料 

設計文件 

軟體工程㆟員 

分析與製作系統報

告 
系統整合與測試結果的分析與製作報告 測試結果 資料分析報告 軟體鑑定測試㆟員 

更定基準文件 
根據需要，依據問題與修改報告進行更正基準文件

之準備 

修定文件 

基準文件 
基準文件 軟體建構管理㆟員 

軟體產品評估 對其文件做㆒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做彙總 
1.更新過的原始碼 

2.更新過的設計文件 

軟體產品評估評估結

果 
軟體產品評估㆟員 

軟體品質保證 評估軟體系統設計過程及其所製作之產品 
1.更新過的原始碼 

2.更新過的設計文件 

軟體品質保證評估結

果 
軟體品質保證㆟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