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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隨時代進步，建築物越蓋越高而其風險也越來越嚴重。如何選用有效及適當的

風險管理工具，將風險消除、減低、移轉或承受，實為當前營建工程風險管理之重點工

作。本研究主旨在探討營建工程施工風險管理的過程，刻意挑選四個建築案例，透過問

卷調查及半結構化訪談方式，分別使用不同的風險管理工具，包含有 CPM、S 曲線、

SWOT、ISO 9001:2015、PDCA，所獲得風險管理有不同的結果。本研究結果提出一個

實用且具整體循環觀點的風險管理工具 PDCA，應可幫助管理者，在營建工程風險管理

做決策時之參考。進而使其營建工程達到如期、如質與如度的最終目標。 

關鍵詞:半結構化、SWOT 分析、ISO 9001、PDCA 

 

一、前言 

台灣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營建

工程施工內容繁雜且投資金額大、技術要

求高及工程期限長，以致參與營建工程之

相關廠商均無法避免各種風險。若不加以

防範，勢必嚴重影響工程施工的進行，進

而增加營運成本、作業人員傷亡與工程品

質降低。風險因素是營建工程施工最重要

的影響變數，它的發生將導致工程最終成

本、工期與工程品質的不確定性 [1]。 

本研究依據台灣地區參與營建專業人

員，就實務經驗及曾發生影響營建工程施

工的風險因素彙整後，以李克特五分數制

(Liker-5-point scale)之問卷方式實施問卷

調查(問卷調查分數 5 代表非常重要，依次

4,3,2 而分數 1 代表非常不重要)。 

本研究問卷調查受訪者之工作專業皆

與台灣營建工程實務密切相關，共發出問

卷調查 250 份，回收 211 份有效問卷，有

效問卷回收率 84.4%，滿足有效樣本不少

於 150 份，最好大於 200 份之要求 [2]。 

因此，針對台灣現有營建工程施工風

險管理的問題，確實有重新檢視的必要性，

根本作法係以營建工程整體思考觀點，來

建立一套系統化風險管理模式 [3,4]，運用

適當的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

控制及風險處理策略等程序來執行 [3-5]，

並進一步能持續改善使營建工程的績效達

到預期之目標。 

所謂風險識別是用感知判斷或歸類的

方式，對現實的和潛在的風險性質進行鑒

別的過程。而風險分析與評估則是一種識

別和測算風險，對於風險事件發生後給人

們的生活、生命、財產等各方面造成的影

響損失進行量化評估的工作。風險控制是

指風險管理者採取各種措施和方法，消滅

或減少風險事件發生時造成的損失。至於

風險處理策略是風險發生時，可以採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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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減低、移轉及承受這四種手段，來進

行風險處理的選擇，茲簡要說明如下: 

1. 風險消除--藉由停止從事產生風險

的活動來避免風險。 

2. 風險減低--藉由降低風險發生之機

會或其重大性。 

3. 風險移轉--藉由風險轉嫁來降低風

險發生時之損失。 

4. 風險承受--是指預期的風險事故之

最大損失程度，在單位或個人經濟能力和

心理接受能力的最大限度之內。 

實際上，具有系統化風險管理執行的

結果，可以儘早發現營建工程大部分的風

險。因此，利用有限的資源集中在實現最

大效果的主要風險上。Adnan [6]在文獻表

明，對於理想的風險管理首先處理損失最

大、發生機率最高的風險，然後再處理發

生機率較低及損失較小的風險。 

營建業是台灣最具活力及挑戰性的行

業之一，該行業因其獨特又複雜的性能而

不同於其他行業。營建類型、工程規模、

施工期限、項目多樣性、參與者及建築位

置等因素導致各案差異頗大，此乃營建業

面臨諸多風險的主因。然而台灣的營建業

大多數的廠商沒有設置風險管理部門或專

職風險管理人員。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確認營建工程

在施工過程中所遭遇的風險，如能有效的

使用風險管理工具與技術，必能將工程風

險消除、減低、移轉與承受，也才能讓營

建工程之工期、成本及品質，達到預期的

績效。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以往許多學者在營建工程風險管理相

關文獻中的主要論述如下：風險在營建工

程的工期、成本、品質、安全與環境永續

等相關主要項目，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3-5]。營建工程是一具高風險傾向行業，

其複雜與動態特性的工程環境造成了高度

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機率 [3]。 

風險若是不可預測或意外事件的原因，

將導致工程在工期和成本預期上可能有負

向偏差的結果，不良的風險管理是工程失

敗的最關鍵原因 [7]。風險與其不確定性

可能造成營建工程破壞性的嚴重後果 [8]。

因此，有效的風險管理與營建工程成功有

確定正向的高度相關性 [9]。營建工程為

達成工期、成本、品質、安全與環境永續

的目標，風險管理已被視為一項非常重要

的專案管理過程 [3,10]。 

風險管理牽連到應用相關經濟與資源

協調，再經由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

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理策略的步驟，來減低

不幸事件發生機率與影響，並達成最大化

程度的實現專案目標 [11]。風險管理最終

目標是在於風險因素的識別與發展適當的

風險處理策略 [12]。 

營建工程風險管理必須具備風險識別、

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理策

略等主要項目。而風險處理策略必需經過

相關之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

控制或減低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及降低

風險負面的影響，進而強化營建工程的最

大利益 [3]。因此，風險管理程序主要步驟

包括：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

控制與風險處理策略 [13-15]。 

風險分析主要評估已識別的風險因素，

進行定量分析，目的作適當評估風險因素，

對工程未來可能會帶來不同後果的影響程

度 [10,13]。經由風險識別與風險分析與評

估後，可以協助決策者在問題發生之前作

出適當的風險控制 [9,10]。 

風險控制是對於影響風險因素的風險

分析與評估持續進行的過程 [4]。風險控

制主要目的，在列出對可能影響該工程的

重要風險因素，即是針對工程相關風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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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作定性化分析，一般進行分析方式有：

個人經驗，腦力激盪，專家訪談與問卷調

查等 [14]。 

風險處理策略是根據風險識別、風險

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之結果後的重要執

行階段，其焦點工作在於減低工程風險與

改善工程效率 [16]。風險處理策略執行過

程係在通過風險迴避，減低風險發生可能

性與負面影響，進一步採取可能之風險移

轉、風險分擔與保留自承風險的行動 

[3,17]，以增加工程的價值與改善工程執行

效率 [12,16,18]；另外還有兩種值得注意

的風險處理策略，即為風險預防與風險承

受 [12]。 

本研究綜合以上文獻探討結果得知，

營建工程風險管理是一種系統化動態風險

管理模式，工程進行中必須不斷在風險識

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及風險處

理策略的過程中，作出適當決策並運用相

關資源與進行良好溝通協調。更進一步能

提前作出適當的預防措施，並持續改善與

減低風險對工程的影響，以達成工程預期

的目標。 

本研究主要目的，針對台灣營建工程

風險管理特別選擇四個具有代表性的建築

工程案例，其分別使用不同的風險管理工

具與技術，包括有第一個案例研究使用的

CPM [19]、第二個案例研究使用的 SWOT 

[20]、第三個案例研究使用的 ISO 9001 

[21,22]及第四個案例研究使用的 PDCA 

[23,24]來進行風險管理，所得到的結果不

盡相同。將其結果提供給營建業風險管理

者，在作決策時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營建工程風險管理使用的

方法，包含風險因素問卷調查的結果及半

結構化訪談。前者為進行風險因素問卷調

查的結果，風險因素在設計方面計有:設計

時間不足等十一項。承包商方面計有:施工

工期不足等十二項。分包商方面計有:專業

人力不足等十項。問卷調查結果排序係根

據受訪者在營建工程職場多年經驗，所勾

選風險因素累計最多者為 1，次多者為 2，

其餘依此類推。排序 1~3 為高頻率風險、

4~6 為中頻率風險、7~12 為低頻率風險，

其內容詳如(表一) 所示。 

後者為半結構化訪談，研究者應用問

卷調查營建工程在設計、承包商、分包商

三方面的風險因素做為訪談之依據，以引

導訪談的進行，而讓受訪者在風險管理因

素的問題可以自由發揮看法。同時又具有

彈性可讓受訪者暢所欲言，提高資料的可

信度。相較優於結構化訪談，因其一致性

的問題及依序訪談，受訪者必須在事先設

計好的答案中選擇作答，缺乏彈性。 

另外，案例研究係針對案例採用不同

的風險管理工具與技術，應用到營建工程，

來探討其結果對各工程績效間的差異。案

例研究包括單個案例研究及多個案例研究。

在多個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員逐一深入研

究案例之異同 [25]。而定性研究中，可靠

性是指「案例由不同的對象分配到同一類

別，在不同的場合觀察或由相同的觀察者

觀察」 [26]。另外，根據 Silverman [27]，

定性方法的可靠性可通過較多個觀察者對

同一數據的分析來增強。 

因此，本研究透過與四個具有營建專

業工程人員及其工程團隊進行半結構化訪

談，從四個案例研究中獲得了數據，藉以

增強數據的準確性及可靠性。有關案例研

究程序如下: 

1.設計案例研究宗旨 

(1)案例研究內容概述:包括案例目標，

研究問題及相關專題研究的介紹。 

(2)案例研究程序:取得案例、地點及進

行順序、方法等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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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營建工程風險因素問卷調查結果排

序表 

項次 風險因素 
問卷調查 

結果排序 

一 設計方面 

D1 設計時間不足 8 

D2 缺乏設計資訊不足 1 

D3 設計人力不足 4 

D4 經驗知識不足 6 

D5 不了解實際施工流程 3 

D6 缺乏設計標準 7 

D7 介面欠缺溝通與協調 2 

D8 介面整合不確實 5 

D9 經費不足 9 

D10 委託設計者干預 10 

D11 安全衛生設備缺乏未量

化 

11 

二 承包商方面 

C1 施工時間不足 12 

C2 低價承攬 11 

C3 介面缺乏溝通與協調 10 

C4 施工人員專業不足 5 

C5 機具材料與施工方法無

法整合 

1 

C6 施工過程錯誤翻工 3 

C7 工程排程控制不當 6 

C8 現場監督管理不善 2 

C9 未詳閱圖說而施工錯誤 4 

C10 未提供詳實施工網狀圖 7 

C11 安全衛生設備敷衍施作 8 

C12 資金不足 9 

三 分包商方面 

SC1 專業人力不足 6 

SC2 作業人力不足 9 

SC3 安全衛生缺乏正確觀念 4 

SC4 與承包商溝通協調不良 5 

SC5 請款拖延 10 

SC6 未詳閱圖說而導致施工

錯誤翻工 

1 

SC7 缺乏作業人員教育訓練 2 

SC8 忽視工程倫理 8 

SC9 現場管理不佳 3 

SC10 以經驗施工不符合規定 7 

(3)案例研究問題:應該解決的問題，要

求受訪者提供資料及數據。 

(4)案例研究報告:概述及報告的格式。 

2.進行案例研究 

訪談是案例研究信息的最重要來源。

在不限成員名額的訪談中，研究人員應充

分考慮到正在研究的主題，以獲取足夠信

息及個人意見。這可以來查證問卷調查所

收集的數據。在這項研究中，對四個研究

案例進行了四個半結構化訪談。其四個研

究案例，詳如(表二)所示。 

3.分析案例研究數據 

從訪談中收集的數據已記錄在案，並

根據文獻回顧中的信息，來印證問卷調查

的結果是否合理化。然後將各案例中的風

險因素，循序執行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

評估、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理策略等步驟，

能夠將風險因素消除、減低、移轉及承受，

使營建工程能夠達到預期的績效目標。 

表二：四個研究案例的營建工程名稱 

案例 營建工程名稱 

1 五層樓店舖新建工程 

2 十層樓綜合商場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3 十二層樓辦公用大樓新建工程 

4 十六層樓住宅用大樓新建工程 

 

四、結果與討論 

4.1 案例 1 

第一個案例研究是關於一棟五層樓店

鋪新建工程，該建築工地位於高雄市仁武

區。本案例研究是找到在建築業有八年經

驗的現場工程師及其工程團隊，應用風險

因素問卷調查的結果來進行半結構化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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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現場工程師及其工程團隊表示，

他們對於該工程的品質是在每週的工地會

議使用了 CPM 來掌控，並應用 S 曲線來

識別工程施工中可能發生的風險和不確定

性，進而採用風險控制措施而達到節省成

本與縮短工期。 

CPM(關鍵路徑法)是美國杜邦公司因

應營建工程需要而發展出的控制技術，它

與 PERT 非常類似。PERT(計畫評核術)源

於 1958 年美國軍隊的北極星火箭系統計

畫，主要目的是針對不確定性較高的工作

項目，用網路圖規劃整個專案，以排定期

望的專案時程。 

依據現場工程師的說法，由於他及其

工程團隊使用 CPM 的工地會議來檢討可

能引起施工進度延遲的問題，CPM 非常有

用。在本案例中，該工程團隊對每個工程

項目從開始到完成的經過時間進行了估算。 

因此，CPM 幫助工程團隊清楚地描述

了必須完成的各種工程項目，以便能及時

完成整體工程。逾期被認為是營建工程的

主要風險之一，必須儘可能避免，因為這

種風險對承包商及客戶的影響很大。如果

不採取任何措施，顯然隱藏著對整個工程

潛在的風險。 

現場工程師及其工程團隊承認，儘管

工程逾期的問題獲得解決，但對於工程進

行中仍存有問卷調查表內的許多風險因素，

計有:設計方面(D1, D2, D5, D7, D9)等五項，

承包商方面(C2, C3, C4, C5, C6, C8)等六項，

分包商方面(SC5, SC6, SC7, SC9)等四項。 

針對這些風險因素，探究其原因係在

執行風險管理過程中，缺少風險分析與評

估的步驟所造成的。唯有確實分析風險因

素及評估風險發生的後果，方能採取風險

控制方法，進而有效將風險消除、減低、

移轉與承受，達到工程績效的目標。 

4.2 案例 2  

第二個案例研究是一棟十層樓綜合商

場住宅大樓新建工程，該建築工地位於高

雄市前金區。本案例研究是找到在建築業

有十二年現場管理經驗的工地主任及其工

程團隊，應用風險因素問卷調查的結果來

進行半結構化訪談。 

據工地主任及其工程團隊表示，營建

工程風險管理不僅是工地主任的責任，也

是該工程團隊每個成員都應為風險管理全

力付出。該工地主任還提到，本工程團隊

使用於風險管理唯一的工具是 SWOT 分

析。 

SWOT 分析是於 20 世紀 80 年代初，

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

出。SWOT 係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的

首字母縮寫，是一種實用的管理工具，用

於工程施工過程和風險管理相關的關鍵決

策 [20]。SWOT 分析可以幫助工程團隊確

定工程施工中的風險。 

本案例研究二，在開工前就計畫和建

立 SWOT 分析表，且在每週工地會議時，

將該分析用最新的資料進行更新。下表為

本案例二開工前所建立 SWOT 分析表，其

內容詳如(表三)所示。 

表三：案例研究二開工前之 SWOT 分析表 

Strengths 

優    勢 

(1)材料取得容易 

(2)運輸費用較低 

(3)在地廠商施工 

(4)工期較易掌握 

Weaknesses 

劣    勢 

(1)安衛設備缺乏 

(2)機具施工無法整合 

(3)設計資訊不足 

(4)介面欠缺溝通協調 

Opportunities 

機    會 

(1)新的技術引進 

(2)機具代替人力  

(3)標準化的施工 

(4)婦女投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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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sts 

威    脅 

(1)未能詳閱圖說 

(2)人員缺教育訓練 

(3)現場管理不佳 

(4)施工過程多錯誤 

 

根據工地主任說明，依據上表三中之

劣勢及威脅而確定工程風險後，我們在每

週的工地會議上進行了風險分析與評估。

幾乎每個星期我們都會檢查 SWOT 分析

並制定每週的工作計劃。對於本工程施工

中的每個項目進行監控，並檢查是否存在

任何阻止工程進行的障礙。他還說他們準

備了風險預防計劃，以應隨時可能發生的

其他風險。 

但是他也坦然承認，在許多情況下仍

會出現問卷調查表中的風險因素。計有:

設計方面( D2, D5, D7, D8 )等四項，承包

商方面( C1, C5, C6, C8, C9 )等五項，分包

商方面(SC1, SC3, SC4, SC6, SC7, SC9 )等

六項。 

針對這些風險因素，探究其原因係在

執行風險管理過程中，缺少風險識別的步

驟所造成的。無法辨識本案例二的風險因

素，既使進行了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

制及風險處理對策，仍有缺失無法達到工

程績效的目標。 

4.3 案例 3 

第三個案例研究是一棟十二層樓辦公

用大樓新建工程，該建築工地位於高雄市

三民區。本案例研究是找到在建築業有十

七年現場管理經驗的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

隊，應用風險因素問卷調查的結果來進行

半結構化訪談。 

據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聲稱，該工

程施工進行中針對風險管理，他們使用的

工具是 ISO 9001:2015。 

ISO 9001:2015(新版品質管理系統)係

國際標準化組織所制定，是一套全球性的

品質管理系統標準。現行版本為 2015 版，

其重點在鼓勵廠商建立整合性品質管理系

統，從系統面之整體架構至細節過程，結

合雙方對品質管理關注的問題及納入風險

管理技術。同時，透過風險管理的技術運

用到實務面，其所呈現出新版的品質管理

系統。可為專案帶來實質績效、消除及降

低專案營運風險進而提升專案競爭力，達

到持續改善、永續經營的目標。 

依據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指出，儘

管本案例三沒有使用其他的風險管理工具

與技術，但在施工過程中執行了 ISO 

9001 :2015 品質管理系統，就可以識別風

險、 分析與評估風險及執行處理風險對 

策。 

針對施工中的工程識別風險及危害嚴

重性，提到會議討論及分析與評估風險原

因，擬定風險消除或減低方法進而執行風

險處理策略並持續改善 [21]。 

該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坦承，雖然

大方向的風險已經控制住，但仍然有問卷

調查表中的風險因素存在。計有:設計方面

( D3, D4, D6, D8, D10 )等五項，承包商方

面( C2, C4, C7, C9, C10, C11, C12)等七項，

分包商方面( SC1, SC3, SC4, SC8,SC10 )等

五項。 

針對這些風險因素，探究其原因係在

執行風險管理過程中，缺少風險控制的步

驟所造成的。風險控制是對於影響風險因

素的風險分析與評估持續進行的過程。如

果跳過這個步驟，其風險處理策略勢必無

法達到預期工程績效的目標。 

4.4 案例 4 

第四個案例研究是一棟十六層樓住宅

用大樓新建工程，該建築工地位於高雄市

楠梓區。本案例研究是找到在建築業有二

十五年現場管理經驗的工務經理及其工程

團隊，應用風險因素問卷調查的結果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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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半結構化訪談。 

根據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說明，工

程施工中的風險管理流程是從風險識別開

始，然後進行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

及風險處理策略的步驟是非常有效的。因

此，他們採用的工具是 PDCA。 

PDCA(規劃-執行-查核-行動)是美國

學者愛德華茲·戴明提出，也稱為戴明環。

這四個步驟的循環一般用來提高產品品質

和改善生產過程的缺失。 

依照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表示，在

本案例四所採用的是 PDCA循環式風險管

理，係針對風險管理按規劃、執行、查核

與行動四個步驟來進行，更進一步促使風

險管理持續改善，可以確保工程最終目標

之達成。 

該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聲稱，他們

在工程開始前就已經編製營建工程風險管

理計畫書，內容按照 PDCA 的規劃、執行、

查核及行動之順序制定的 [23]。並且按照

順序逐步實施的過程，分別敘述如下: 

1. 規劃方面-工程開始前，依據工程

的特性及施工過程找出每個階段

可能發生的風險，然後進行風險分

析。分析及深入評估後，再依據風

險因素可能發生的機率與其影響

程度，訂定風險控制的對策。採用

這樣的模式將來執行後，如果與預

期的目標有差距，可以進一步的修

正。 

2. 執行方面-工程開工後，根據規劃

所指定的風險管理計畫和程序，逐

步的執行。執行過程中若遇有與計

畫內容有差異或計畫本身有瑕疵，

即時採取解決方法並立即改善。務

求將風險消除、減輕、移轉或承受，

並且將解決方法收集做為下一步

驟修正及改善的依據。 

3. 查核方面-營建工程具有產品多元

性、環境多變性及作業複雜性，其

風險隨個案的計劃、執行，仍存相

當的差異。因此，本案例將風險管

理執行的結果與修正，應用表列與

數據來顯示其差別，這些差別確是

下一步行動的依據。 

4. 行動方面-根據前一步驟查核的結

果，將表列資料及數據與協力廠商

間的協調、訂定風險執行度的改善

對策及改善行動的執行與追蹤。此

步驟是尋找可行的方法來縮短工

程風險計劃與執行結果的差距，使

得下次的計劃變得更加完美。 

該工務經理及其工程團隊還強調，本

案例的風險管理是依據規劃、執行、查核、

行動的順序，持續循環的執行風險管理，

確實消除或降低風險並明顯提升工程品質。

但是承認仍有問卷調查表中的風險因素存

在，包含:設計方面(D6, D10, D11)等三項，

承包商方面(C1, C3, C10, C12)等四項，分

包商方面(SC2, SC8, SC10)等三項。 

茲將前述四個案例研究，其內容詳細

分別表列，如附(表四)所示。針對這些風險

因素，探究其原因係在執行風險管理過程

中，其風險處理策略有瑕疵所造成的。風

險處理策略必須嚴謹面對，妥慎處理並持

續改善方能達成預期工程的目標。若再能

於開工前提出風險預防措施，更提升營建

工程整體執行的績效。 

五、結論與建議 

營建工程風險管理最佳步驟依序為風

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及風

險處理策略。針對風險管理須持續改善且

事前提出適當的風險預防措施，方能將風

險消除、減低、移轉與承受，讓營建工程

達成工期、成本、品質、安全與環境永續

的目標。從前述四個案例研究的結果得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5%BE%B7%E8%8F%AF%E8%8C%B2%C2%B7%E6%88%B4%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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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案例研究問卷調查與半結構化訪談結果統計表 

案例 設計方面 
問卷調查 

結果排序 
承包商方面 

問卷調查 

結果排序 
分包商方面 

問卷調查 

結果排序 

1 D1 8 C2 11 SC5 10 

 D2 1 C3 10 SC6 1 

 D5 3 C4 5 SC7 2 

 D7 2 C5 1 SC9 3 

 D9 9 C6 3   

   C8 2   

2 D2 1 C1 12 SC1 6 

 D5 3 C5 1 SC3 4 

 D7 2 C6 3 SC4 5 

 D8 5 C8 2 SC6 1 

   C9 4 SC7 2 

     SC9 3 

3 D3 4 C2 11 SC1 6 

 D4 6 C4 5 SC3 4 

 D6 7 C7 6 SC4 5 

 D8 5 C9 4 SC8 8 

 D10 10 C10 7 SC10 7 

   C11 8   

   C12 9   

4 D6 7 C1 12 SC2 9 

 D10 10 C3 10 SC8 8 

 D11 11 C10 7 SC10 7 

   C12 9   

   說明: 1.勾選風險因素累計最多者為 1，次多者為 2，其餘依此類推。 

                2.排序 1~3 為高頻率風險、4~6 為中頻率風險、7~12 為低頻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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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案例研究中，現場工程師及其

工程團隊使用 CPM 和 S 曲線，來識別工

程可能發生的風險和不確定的風險，並採

用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理策略的方法。其缺

點係未執行風險分析與評估，無法有效控

制及處理風險。而風險因素包括有:設計方

面五項、承包商方面六項、分包商方面四

項，均含排序 1~3，屬於高頻率風險。 

第二個案例研究中，工地主任及其工

程團隊運用 SWOT分析表中劣勢及威脅，

僅能確認部份風險，雖進行風險分析與評

估、風險控制及執行風險處理策略，效果

不彰。其缺點在於未全面執行風險識別。

而風險因素包括有:設計方面四項、承包商

方面五項、分包商方面六項，均含排序 1~3，

屬於高頻率風險。 

第三個案例研究中，工務經理及其工

程團隊使用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

來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及風險處理

策略。其缺點是未確實執行控制風險，仍

有部份風險發生。而其風險因素包括有:

設計方面五項、承包商方面七項、分包商

方面五項，均含排序 4~6，屬於中頻率風

險。 

第四個案例研究中，工務經理及其工

程團隊使用 PDCA，循序進行風險識別、

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及執行風險處

理策略。只要持續改善且事前提出適當的

風險預防措施，定能將風險消除、減低、

移轉或承受。然而仍有缺點是執行風險處

理策略有瑕疵，產生少部分風險。而風險

因素包括有:設計方面三項、承包商方面四

項、分包商方面三項，均含排序 7~12，屬

於低頻率風險。 

因此，將上述四個案例研究執行風險

的過程與結果，內容詳如附(表五)所示。各

案例研究的風險管理過程與結果。從(表五)

中，選用最佳的風險管理工具與技術是

PDCA。雖然執行風險處理策略有瑕疵，只

要持續改善且事前提出適當的風險預防措

施，定能將風險消除、減低、移轉或承受

並使營建工程達到預期的成果。 

台灣的營建工程僅少部分營建業者落

實執行風險管理，主要原因是承包廠商與

分包商互推風險管理責任及忽視風險管理

的重要性。尤其在風險發生時才進行管理，

導致成本超支、工期遲延及災害頻繁，嚴

重影響工程的績效。 

本研究誠摯建議，台灣各營建業者應

設置風險管理部門或專職風險管理人員，

負責整個營建工程風險管理的規劃與執行。

循序執行營建工程的風險識別、風險分析

與評估、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理策略，並持

續修正、改善風險管理技術。唯有如此才

能讓營建工程的工期、品質及成本達到最

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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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案例研究風險管理過程與結果比較表 

案例 工具 風險管理執行過程 檢討結果 

1 
CPM 

S 曲線 

運用 CPM、S 曲線來識別可能發生風險及風險的不確

定性，並採用風險控制與執行風險處理策略。 

缺點:未執行風險分析與評估。 

高頻率風險 

2 SWOT 

依 SWOT 分析表中劣勢及威脅而確認風險，隨後進行

風險分析與評估、風險控制及執行風險處理策略。 

缺點:未全面執行風險識別。 

高頻率風險 

3 
ISO9001 

2015 版 

使用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就可以識別風

險、分析與評估風險及處理風險對策。 

缺點:未確實執行控制風險。 

中頻率風險 

4 PDCA 

應用 PDCA 循序執行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估、風

險控制及風險處理策略。雖有瑕疵只要持續改善且事

前提出適當的風險預防措施，定能將風險消除、減

低、移轉或承受。 

缺點:執行風險處理策略時有瑕疵。 

低頻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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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aiwan progresses with the times, the buildings are built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risk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How to select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risk 

management tools to eliminate, reduce, transfer or accept risks is actually the focus of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risk manage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ur 

construction cases were deliberately se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different risk management tools were used, including CPM, S-

curve, SWOT, and ISO 9001: In 2015 and PDCA, differe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for 

risk manage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put forward a practical and holistic risk 

management tool PDCA, which should help managers to make decision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And then mak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reach the final goal of 

being on schedule, such as quality and degree. 

 

Key words：semi-structured, SWOT analysis, ISO 9001, 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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