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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出國案於本(108)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9 日，假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市舉行，本

司由效益評估處陳冠志科長、何佩珊編纂、袁崇峰中校及

主計局納編人員共 6 員赴美參加。 

本項會議係由國際成本評估暨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Cost Estimating & Analysis Association, ICEAA)舉辦，會中

邀集世界各國從事成本/資源分析與管理科學領域專家、學

者、政府單位與合約商代表參加，提供專家學者及各國與

會人士進行對話與交流平臺。 

會中發現，美國產、官、學界長期以來致力於成本分

析的資料累積，並積極嘗試大數據、人工智慧等前瞻技術，

以求突破現有技術框架，結合原有的數據資料庫，發展多

項模式工具，針對國防、運動及機關組織運作現況提供深

入的成本效益分析及具體發展建議，並勇於挑戰既有政

策。我國國防資源不若美國豐富，在建軍規劃工作上更須

積極引進新技術、新觀念，擴大成本效益分析範疇，才能

將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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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出國報告 

壹、依據 

一、依 108 年 4 月 9 日核定「2019 年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出

國計畫辦理。 

二、國防部整合評估司業務職掌：辦理武器系統成本分析作業

實務需求，參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議。 

貳、目的： 

一、本司為因應國軍武器裝備獲得作業流程精進後，於需求階

段及五年兵整預算編列前作業階段評估「最佳戰力組合」

分析等重要工作，藉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議與各國與會

專家、學者進行研討與交流，期獲取成本/資源分析相關新

知與方法，以精進本部「國軍主要武器裝備成本資料庫建

置」及「國防資源分配暨投資效益評估」案相關作業，俾

利後續國防資源規劃與分配評估。 

二、瞭解美國防部與國防工業廠商對於新一代武器裝備成本推

估、審查方式，及合約履約督導等各階段成本資料查核要

素與作業標準化，可做為推動「國軍專案計畫成本審查機

制」參據，以達節約國防預算之目標。 

三、積極與各國從事成本估算人員、專家學者進行研討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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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汲取成本資料蒐整、分析技術，做為本部「成本資料

庫」建置及國軍各單位實耗成本歸戶、估算作業，提供預

算交付立法院審查說明及國防資源管理之參考。 

四、出國期間所蒐獲有關成本推估概念與方法，運用整評司各

項成本分析專案時機，提供本部各建案規劃單位共同研討

運用。 

參、任務編組(編組職掌如附表)： 

一、整評司：陳冠志科長(領隊)、薦任編纂何佩珊小姐及軍事

系統分官袁崇峰中校。 

二、主計局：副處長陳瑞章上校、財務官蔡宏中校及科員歐思

含小姐。 

肆、過程： 

108 年 5 月 11 日於桃園國際機場啟程赴坦帕，於當地時間 5 月

14 日至 17 日參加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議期間由全員共同

參與主辦單位舉行之研討會議，藉研討期間與在場學者、專家

交流成本分析概念與實務運用層面經驗，續於 5 月 18 日啟程

返國，5 月 19 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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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員行程： 

「2019 年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議行程表 
臺 北 時 間 美 國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概 要 
備

考 
日 期 星期 日 期 

星

期 

5 月 11 日 六 5 月 11 日 六 

臺 北 

至 

洛杉磯 

臺北時間 5 月 11 日
0945 時搭長榮航空班
機赴美國舊金山，轉搭
美國航空班機至坦帕
市，美東時間 5 月 11
日 2130 時抵達。 

 

5 月 12 日 

至 

5 月 17 日 

日 

至 

五 

5月 12~13日 

日

至 

一 
坦 帕 

會議場地會勘、報到及
資料整理。 

 

5月 14~17日 

二 

至 

五 

參加「2019 年成本/資源
分析研討會」 

 

5 月 18 日 六 5 月 18 日 六 坦 帕 

至 

臺 北 

美東時間 5 月 18 日
0605 時搭美國航空赴
舊金山，轉搭長榮航空
班機返國，臺北時間 5
月 19 日 1710 時抵達。 

 

5 月 19 日 日 5 月 19 日 日 

共計 9 天(5/11~5/19) 

二、訪團參加「2019 年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議議程表： 

日期 類別 課程名稱 

5 月 14 日 

程序與策略 協調合約與專案管理以達成本節約 

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協助資料分析作業 

敏捷開發 
「敏捷開發」運用於美國海軍武獲成本分
析環境 

5 月 15 日 
程序與策略 

成本/效益分析實例研討 

資料視覺化 

太空及飛彈 運用飛彈及雷達數據發展估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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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類別 課程名稱 

5 月 16 日 

成本分析實務 
推估戰術飛彈之導引及控制發展工程成

本 

太空及飛彈 美國太空總署之信心等級(JCL)政策評析 

太空及飛彈 
運用戰略選項工具(SCT)推估中共未來兵
力結構 

5 月 17 日 
成本分析實務 實獲值管理-基礎 

成本分析實務 實獲值管理-進階 

伍、會議說明： 

一、2019 年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為年度專業國際會議，係由美

國「國際成本估算與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Cost Estimating

 and Analysis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ICEAA)」主辦，ICE

AA 屬國際性非營利組織，並致力於各項成本資料蒐整、分

析及估算方法之理論研究、實務上運用與新興技術發展。 

二、ICEAA 每年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其目的主要是在提供各

與會人員成本分析領域最新作業資訊與技術、協助團體或

組織建置成本制度、提供分析與估算方法專業建議，並藉

由此交流平臺分享工作成果、技術運用與電腦軟體發展。

今年與會人員計有美國防產業(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麥克

唐納-道格拉斯等)、官方(政府審計辦公室、太空總署等)、

軍方(飛彈防禦局、空軍太空指揮部、空軍成本分析中心等、

美國海軍成本分析中心)，約 600 人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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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該 協 會 亦 設 有 成 本 分 析 證 照 考 試 ， 其 證 照 區 分

PCEA(Profession Cost Estimator/Analyst 專業的成本估算/分

析人員)及 CCEA(Certified Cost Estimator/Analyst 認證的成

本估算/分析人員)等 2 類，獲頒證照人員每年仍需參加該協

會複訓測驗，測試合格後續獲頒證照，以維持專業品質。 

四、本次研討會區分「成本分析實務」等 17 類 125 場研討會議，

議程包括專題演講、研習、議題研討、輔助工具運用等內

容。訪團依本司及主計局業務職掌及後續工作推展考量，

擇重參加「推估戰術飛彈之導引及控制發展工程成本」、「運

用戰略選項工具(SCT)推估中共未來兵力結構」及「實獲值

管理」等 10 餘項課程。 

五、各議程場次主持人及主講者來自各界學者專家，就成本推

估與資源管理實際經驗所獲成果發表論文，藉此分享最先

進成本分析知識與技術；另議程中邀請成本領域之專家學

者，將自身的學術研究成果提供與會人員參考。 

陸、研討會內容摘要： 

一、本次赴美成員於會議期間，重點參加本司及主計局業務相

關之成本蒐整、分析及評估等領域工作討會，各場次內容

摘重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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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敏捷開發」運用於美國軟體武獲分析(Is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Really Different in the DoD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說明： 

1.「敏捷式開發」強調適應式、快捷性，且以滿足客戶需

求為主要導向，經過不斷且即時的修正，為客戶創造最

大的利益，近年來成為軟體開發方式之主流，本案就數

個個案進行分析及研究，運用成本分解結構將個案的成

本區分，並運用統計分析個別因子，以釐清究竟敏捷軟

體開發方式，運用於美國國防武獲上是否能有實質之效

益。 

2.經本案研究結果，發現所篩選的「敏捷式開發」及「非

敏捷式開發」之軟體建案，經分析後並沒有顯著之差異

性，與過去諸多研究認為「敏捷式開發」可提升武獲效

率的學說不符合，研究單位認為可能因資料組數不足、

資料分組方式或取樣方式等造此成分析結果，故本案採

用的「度量分析」方式應不適用於此種分析，並建議未

來應納入更多數據進行分析，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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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敏捷式開發」及「非敏捷式開發」之軟體建案成本資料集群 

 

 

 

 

 

 

 

 

圖 2：分析結果並沒有顯著之差異性 

 

 



第 11 頁，共 35 頁 

(二 )主題：成本 /效益分析實例探討 (Business Case on the 

Cost/Benefit of U.S. Government Support of 

Contractors in order to Maintain Industrial Base) 

說明： 

1. 美國空軍為探討產業結構、廠家數量對武獲市場之影

響，分別就一般產業及國防供應商(基礎產業)進行一系

列之分析，並以一般產業部分(如醫療及啤酒業)為比較

範例。研究發現，近 20 年來美國國防產業因併購等因素

使供應商家數逐年減少，市場趨於寡占，導致生產者享

有超額利潤且不利消費者(政府)多元選擇，相同情形亦

發生於國防供應商，廠商家數從 70 家逐年整併至 5 家，

導致政府單位軍事採購之成本逐年上升。 

2. 另本案以美義勇兵、維和者及三叉戟等三型飛彈，運用

生產學習曲線、產業收益曲線及合作模式進行分析，發

現在 95%的學習曲線下，單一廠商生產比分開生產之成

本高約 4.1%~4.6%，在納入廠商 85%的收益曲線後，顯

示為 18.8%~22%，且據美國審計辦公室評估，壟斷性的

武獲結果將導致未來美國國防支出提升約 25%成本，故

認為國防基礎產業的規模對於生產成本影響甚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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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應鼓勵國防基礎產業之整併，且應該要思考鼓勵

更多產業投入國防基礎的發展，以達到撙節預算的目標。 

 

 

 

 

 

 

 

 

圖 3：美國國防國防供應商(基礎產業)衰減狀況 

 

 

 

 

 

 

 

 

圖 4：95%的學習曲線下之生產成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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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實獲值管理(Earned Value Management) 

說明： 

1.實獲值管理(Earned Value Management,EVM)是一種整合

範疇、時程、成本的績效衡量方法，協助評估專案可能

發生的偏差及趨勢，利用期程、預算及支用率間的關係，

以數學式及趨勢圖反映專案執行狀況是否符合實需，俾

利後續決策的下達。 

2.實獲值分析之主要分析元素，包含計畫值(Planned Value, 

PV 又稱 BCWS)、實獲值(Earned Value, EV 又稱 BCWP)、

實際成本(Actual Cost 又稱 ACWP)、時程變異(Schedule 

Variance, SV)、成本變異(Cost Variance, CV)等，並藉由各

元素間的關係找出時程績效指標(Schedule Performance 

Index, SPI)及成本績效指標 (Cost Performance Index, 

CPI)，以確定專案進度。 

3.本場次除提供實獲值相關理論基礎、計算方式及趨勢推

估，並提列實獲值管理之範例、計算方式及態樣，以讓

參加人員能充分了解各種實獲值評估之方式，以提升與

會人員執行專案管理之能力，另會中亦提供美武獲大學

實獲值管理卡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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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實獲值管理圖 

 

 

 

 

 

 

 

 

 

圖 6：美武獲大學實獲值管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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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a Product of Human 

Design) 

說明： 

1.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是指運用視覺的方式呈現

數據，有效的圖表可以將繁雜的數據簡化成為容易吸收

的內容，其使用統計圖、圖表、資訊圖和其他工具，簡

單扼要地在視覺上傳達定量工具，快速使讀者吸收。 

2.鑑於目前各領域之數據資料分析，經複雜的分析演算

後，常產製出複雜圖表，僅有投入專案人員能充分瞭解，

面對決策者或投資者時有溝通困難狀況，故介紹資料視

覺化原理，可將複雜的報表轉化為簡潔易懂的呈現。 

3.本篇提出三項基本的原則運用： 

(1)前注意處理 (Pre-attentive Processing)-利用大腦的可視

化感知能力，針對需要表達的資料加強標註。 

(2)格式塔理論(Gestalt Principles)-運用大腦對於圖形之視

覺認知，強化資料效果。 

(3)資料墨水比(Data ink ratio)-以最少的油墨(顏色)呈現豐

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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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資料視覺化案例(原稿) 

圖 8：資料視覺化案例(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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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題：協調合約與專案管理以達成節約成本(Blending 

Contrac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to Achieve Cost 

Savings) 

說明： 

1.大部分企業的「合約管理」及「專案管理」是分開的，

由不同部門或組織運作，這樣的結果常造成組織效能不

佳、資源重複運用、成本攀升及徒增風險等現象，故本

場次就「合約管理」及「專案管理」如何能達到最佳的

合作方式進行說明，「合約管理」及「專案管理」雖然是

獨立的工項，但在根本上是相互關聯的，本案歸納方法

如次： 

(1)專注於起始需求，以利「合約管理」及「專案管理」執

行，使全案實不致失焦。 

(2)確認目前進行的計畫是合適的，並據以檢視成本、期程

及相關技術資源是否能整合。 

(3)就現有風險再檢視及分工，並結合合約款支付期程，以

確認並降低風險。 

(4)建立兩個組織間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共同達成成就。 

2.另外本案亦指出「合約管理」及「專案管理」應該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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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初始階段，即參與各項決策，包含專案目標之規劃及

兩個組織/團隊之合作磨合。 

3.研討會後本司與主講人 Cobec 公司顧問 Tie Barnes 小姐，

針對研討內容進行交流，包含小型組織之專案管理團隊

與合約管理團隊組成方式及團隊成員是否具備充足的背

景知識等面向，其中美方對我提及「冗長的專案管理會

議恐導致團隊效率下降且浪費時間」深表認同，並提出

高效的團隊合作不應拘泥於僵化的實體面對面會議形

式，可藉由即時軟體、郵件或電子視訊方式進行，且應

著重於「應討論的議題」，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解決方案。 

4.惟合約管理與專案管理分別行使職權，在制度設計上原

有相互制衡的用意，若兩者關係過度密切，恐不利採購

驗收時保持公正性。對此本訪團在會中就兩者之間如何

維持分權、制衡向發表人提出質疑，發表人回應表示，

加強合作的方式著重於密集溝通與協調，但不牽涉職權

的改變。理想上，透過合約管理者與專案管理者緊密的

合作，可以提高合約執行效率，並在合約執行出現問題(如

需裁罰、退貨、解約等)之前及早介入處理，惟實際上若

涉及法律解釋、採購驗收等不同專業，兩者各有職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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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當合約執行不利時，能否維持高度合作關係而非相

互指責，仍有賴承辦人員的智慧。 

 

 

(六)主題：運用飛彈及雷達數據發展估算模式(SER Development 

Using Missile and Radar Datasets) 

說明： 

1.美國政府審計辦公室統計所有的國防武獲計畫，未依規

畫完工或延遲之計畫比例高達 38%，為降低未來各案執

行風險，美國海軍成本分析中心規劃運用歷年飛彈及雷

達研發階段各主要期程及節點歷史資料，推估出廣泛性

「期程推估關係模式(Schedule Estimating Relationships, 

SERs)」，以解決長久以來軍事建案期程之推遲，其研究

圖 9：「合約管理」及「專案管理」之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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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運用之既有的雷達及飛彈數據，配合重要期程節

點，進行資料的迴歸分析，試圖找出趨勢。 

2.經本案研究發現，美方多數的專案在技術發展階段均延

遲 2~3 個月或更久，但運用統計迴歸分析結果尚無法找

出顯著的歸咎因素，經分析可能的原因有預算刪減、測

試期程耽誤或技術發展不順等問題，亦可能與主要載具

建造期程有關聯。然而相關的資料分析，包含歷史資訊

及資料分布群集等資訊均可提供未來各建案發展參考，

後續俟更多資料累積後，期能找出期程關係趨勢，以解

決專案延遲之問題。 

 

 

 

 

 

 

 

 

 

圖 10：飛彈迴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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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題：推估戰術飛彈之導引及控制發展工程成本(Estimating 

Missile Guidance and Control Development Cost : An 

Important Advance) 

說明： 

1.依美方過往成本推估經驗，飛彈研發成本推估結果與實

際差異通常達到 50%(甚至高達 100%)以上，往往導致成

本推估不夠準確，因此本研究案針對美方歷年戰術型飛

彈相關成本動因(Cost Drive)及成本估算關係(CERs)進行

研究，並選取美方 17 種彈種進行分析。 

2.研究發現近年飛彈導引方式因科技的進步，關鍵性的影

響包括導引方式(GPS、IR 及 EO)及運用構想(制空或制海

型)等項目，且額外增加複雜性導引方式的飛彈亦為造成

成本攀升的原因，本案運用飛彈生產年度、研發期程、

導引方式、量產成本、運用構想及飛彈基本諸元(重量、

速度及打擊範圍)等 6 項進行分析，發現「研發期程」對

於全案成本關聯性有顯著的影響。 

3. 運用成本動因 (Cost Drive) 及成本估算關係 Cost 

Estimating Relationships (CERs)產生之預估成本，納入研

發期程考量後，發現可將成本估算的誤差從 90%降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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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對於成本推估的精準度提升有顯著的效果，其研究

結果可納為我後續成本推估參考運用。 

 

 

 

 

 

 

 

 

圖 11：戰術飛彈之導引及控制發展工程成本分析資料來源 

 

 

圖 12：美方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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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題：機器學習協助資料分析作業(Machine Learning 

Assisted Data Extraction and Normalization) 

說明： 

1.面對現代日益增多的資料數量，已經無法再運用傳統人

工的方式進行資料分類、檢索及分析，需要更有效率的

方式來進行此一工作，而解決的辦法即是「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美國海軍水面作戰中心(NAVSEA)

計畫運用「機器學習」，結合人工智慧演算法進行資料萃

取，並進行分類。其基本應用計有兩類，第一類為監督

式學習(Supervised)，即在訓練過程中提供機器檢索範例

(標籤)，讓機器針對資料進行比對即分類；第二類為非監

督式學習(Unsupervised)，即不預先提供機器檢索範例，

讓機器從資料中找出潛在的規則、摸索出資料規律的方

法後，再進行資料集群(Cluster)分類與方法的驗證。 

2.報告人運用專案成本工作分解結構(CBS)之項目(研發、設

施、安裝、後勤、整合及測試、測評及訓練)，讓 AI 針

對原始資料進行分類，並針對演算法逐漸精進，最後驗

證「機器學習」可正確完成機率約 7~9 成，未來規劃增

加驗證的數量並針對演算法持續改進，以期未來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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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行政人力成本。 

 

 

 

 

 

 

 

圖 13：機器學習分析邏輯 

 

(十)主題：美國太空總署之信心等級政策評析(The Efficacy of 

NASA’s JCL Policy) 

說明： 

1.美國太空總署(以下簡稱 NASA)運用一套聯合信心等級

(Joint Confidence Level ,以下簡稱 JCL)，針對專案的成

本、期程、風險及其他不確定因素進行分析，JCL 可呈

現專案的成本是否符合目標進度，預算是否足夠等資

訊，以供 NASA 作為專案管理、預算調配及風險管控參

考。然而研究中亦發現，近年部分的專案仍有超支現象，

讓NASA對於目前所使用的 JCL政策產生懷疑(且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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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案均在 JCL 達 50%至 70%間即投入研發經費)，故本

案運用 NASA 歷史資料，比對 JCL 政策推行前後的專案

狀況，試圖找出可能的結果。 

2.本案運用既有的成本資訊資料 (Cost Analysis Data 

Requirements，簡稱 CADRe)進行分析，經比較 2001~2015

年間，計 50 個專案的資訊，發現 JCL 對於在專案初步設

計審查(PDR)階段的成本及期程沒有任何影響，且進行分

項分析後，發現 JCL 在成本推估上沒有顯著的幫助，推

翻過去針對 JCL 政策正面之論述。 

3.本研究雖沒有進一步找出影響專案成本的關鍵因子，但

研究者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挑戰現有政策，對於未來進一

步改變單位組織文化與政策，反能提供更為強大的助力。 

 

 

 

 

 

 

 

圖 14：JCL系統架構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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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JCL系統輸出圖表 

二、專題演講部分： 

年會中各研究發表與重要演說場次頻繁，發表研究內容甚  

為新穎、具獨創性且吸引人，以首日第一場由坦帕光芒隊

研發部門經理 Peter Bendix 先生的專題報告為例，引用美國

大聯盟 Statcast 系統，說明如何運用數據分析取得競爭優

勢，如根據系統蒐獲的大數據掌握打者習性以彈性調整野

手守備。舉例而言，經過統計發現，某位強力右打者將球

打向三壘手、游擊手、左外野的機率高達 68%，此時若將

守備人員的防守位置集中在球場左半邊，即可有效提高該

打者出局機率(即棒球術語『布陣』)。此外，大數據的使用

與長期追蹤，可進一步預測球員受傷後，手術成功率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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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復出的表現，協助球隊與球員找出最佳的治療方式。其

生動的簡報及報告方式不但引起會場人員的共鳴，且將統

計學與運動科學兩者結合，對於未來職業運動產業的發展

與競爭注入更強的活力。 

 

 

 

 

 

 

 

 

圖 20：Statcast系統防守分析圖 

三、會場展示部分： 

本次展示會陳展廠商計有 PRICE 公司、IFAS 公司及 Cobec

公司等 10 餘個攤位，多數以提供資料數據分析服務為主

軸，強調各公司在其領域上之長處，可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並在展場提供相關資訊，其領域包含物流管理、商業收益、

行銷管理、海陸運輸及無人載具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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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及建議： 

本次為期 4 天的會議，議程緊湊，與會人員近 6 百餘人。

會議主軸圍繞「武獲與作業維持」、「敏捷式開發」、「科技

創新」、「實獲值管理與資料分析」及相關方法論之研究，運

用範疇包括軍事研究、軟體發展、工業工程及社群媒體等領域，

與會之專家學者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或實務應用方面多半是以

最新觀念或最先進技術及方法論提供參與年會人員分享其研

究成果，具參考價值，其研究成果將可逐步擴大影響到世界其

他領域。本次與會期獲得對成本效益分析等工作有所助益之經

驗，並能將相關研究技術與觀念引進本司評估作業參用。本次

年會參加心得摘陳如下： 

一、廣納數據資料，有效進行分類: 

各項應用研究都基於豐富且正確的數據資料，本次會議發現

美方許多單位及智庫雖已累積多年的數據資料，卻仍不時在

會中表達數據資訊需再蒐整，顯見過去累積的資料，可能因

為蒐整及分類的方式不同，甚至是資料格式的轉換，都會影

響到資料的有效性，故發展具延續性、邏輯性的分類方式方

能提供未來所需。且數據資料不斷更新，唯有長期累積新的

數據資料，才能與歷史資料進行比對。會中美國軍方、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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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透過長期之資料分析，及案件經驗累積，獲致客觀的評

估結果供決策參考。我國防預算有限，更應有效蒐整資料並

累積分析評估經驗，俾使未來成本推估更為精準。 

二、發展人工智慧，提升分析時效： 

在目前的環境下，各國及企業都累積了大量的數據，然而如

何能從廣大的數據中，找出需要的資訊進行分析，儼然成為

資訊蒐集之外最重要的課題。本次會議中發現許多觀點都環

繞「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等範疇，然而數據與人工智慧

之橋梁，就是演算法，未來如運用演算法，讓機器(AI)能進

行深度學習、資訊分類或進行預測作業等，將可成為市場潮

流的主導者，進一步打造高效率的工作團隊。若運用在國防

上，更可協助指揮官進行目標威脅分析、指管火力分配及戰

場資源調度等，獲得極大的戰場優勢。鑑於目前戰場變化如

此迅速，要能夠適應在極短時間下立即作出決策，我更應在

現有我國良好的資訊工程基礎下發展，以期能掌握先機。 

三、重視思維辯證，勇敢發現錯誤 

在前(2016)年的年會，普遍認為「敏捷式開發」應用於專案

管理及武器獲得的範疇，能夠在短時間及有限預算提高專案

效率，並建議大量運用，然而今年卻發現許多報告及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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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均指出「敏捷式開發」並非萬靈丹，且不一定能提升專案

成效，顯見美方人員勇於發現錯誤，並經過一系列的辯證作

為，找出未來發展方向，持續進步；另本年會提供的平臺，

除廣納各類分析成果外，即使分析結果不如預期之專案，亦

會在本場合發表，蒐整大眾意見，以作為未來精進方向，極

具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觀我國專案發表多以準備充分且有具

體結果的內容為主，且在臨場發問及會場腦力激盪多半較為

保守，給聽眾的收獲相對較少，相較於美方重視「思維辯證」

及「廣納建言」之方式，我國從公部門到私部門對於研究工

作的觀念仍待轉變。 

四、增加武獲來源，提升本土競爭 

本次會中美方運用多年的數據分析發現「更少的供應商競爭

對手導致高利潤生產及消費者更少的選擇」，且美國政府審計

辦公室亦提出，「壟斷性的武獲結果將導致未來美國國防支出

提升約 25%成本」，由此可知國防產業態樣規模對於成本影響

甚鉅。我國在武獲選擇上除軍售外，國造的市場上多半屬於

上述的少數廠商寡占現象，導致國軍裝備選擇性少且造價昂

貴，且因我國造之武器裝備多為內需，鮮少外銷，更造成國

內產業因成本考量而不願意大量投資。為求建軍發展的長遠



第 31 頁，共 35 頁 

之計，國軍應思考如何充分運用或整合有限的國家資源，鼓

勵更多的基礎產業投入國防發展，擴大軍事採購與武器籌獲

的來源，除有效撙節國防預算外，亦藉此刺激本土國防產業

的競爭與發展。 

 

五、持續汲取新知，擴大與會成果 

藉助參與此類國際性會議，除可獲取世界趨勢外，亦可借助

其他國家實務經驗為我運用，助我加速執行成本效益分析工

作，建議未來應繼續參與類似組織與會議。 

另為使參與本案之效益最大化，規劃於明年本司舉辦之成本

分析作業講習中，納入本次年會所見相關概念，並挑選具參

考之研究議題進行介紹，除可擴大參與效應，也可讓各參與

講習單位習得新知，提升建案成本分析作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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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2019 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場本司訪團人員合影 

 

 
2019 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場本司訪團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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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場專題發表 

 
2019 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場專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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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CSBA Jack Bianchi 先生專題報告 

2019 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場專題發表 

2019 成本/資源分析研討會會場專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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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人員與我討論，並感謝訪團於會中提供寶貴意見 

美方人員與我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