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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舊有的資訊系統更新與整合，是每個導入資訊系統的組織，所必須面臨到的一個問題，隨著現

代資訊科技的不斷推陳出新，當舊系統無法因應需求時，組織常面臨重新建置與更新舊資訊系統的

兩難，本文的提出即是針對舊資訊系統的更新，提供一個改良式的架構，使的組織能持續保有舊資

訊系統存在的價值，並且引進新的技術（如 Web Services），結合新一代行動通訊，為舊有的資訊

系統賦予新生命。 

本文的研究架構是改良舊有的三層式架構，在原有的三層式架構中加入「管道層」，並將原有

的中介軟體（Middleware）輸出的資料，轉換為可延伸式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以XML為資料交換的標準格式，並結合「管道層」形成一個新的架構，為舊有的系統注入新

活力。 

關鍵詞：可延伸式標記語言,網路服務,管道層,中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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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organization would like to lead into a new information system will have to face a 

problem: how to integrate and update the legacy system. As progressing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hard for an organization to make a decision whether to update or rebuil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nce the legacy system might fail to meet new requirements. Our study is to 

provide an improved approach for the legacy system,by our approach we can not only let the legacy 

system to keep on working but also be endowed with new abilities by new technology, such as web 

services, and be integra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han give the legacy 

system a brand new life. 

The architecture of this study is to improve the former three-tier architecture by adding a 

pipeline tier,  the information generated by the Middleware are translated into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namely XML. We use the XML as our standard format for data exchange to form a new 

architectur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our pipeline tier. We hope this new structure will enhance the 

power of former system.The approach have been excecuse on Nanhua University’s System. 

Keywords：XML, Web Services, Pipeline Tier, MiddleWare.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隨著資訊科技的不斷推陳出新，組織內

部原有的資訊系統，在面臨新技術的便利性

及系統老舊的情形下，生命週期日漸縮短，

且隨著組織的成長，內部的資訊系統逐漸老

舊、無法滿足內部使用者及外部客戶的需

求，因此在降低成本與逐步更新不影響舊有

的系統運作下，是資訊系統更新的一種思考

方向。 

隨著組織的成長，新舊資訊系統不斷地

被導入組織中，但由於導入的時間不同，各

資訊系統之間的差異，因此有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ERP）與企

業應用程式整合（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ed，EAI）的出現與相關探討。由於

ERP與EAI所探討的議題廣泛，當企業組織

在面臨既有的資訊系統更新與重置之間的

抉擇時，所能提供的解決方案就顯得較廣

泛，與無法找到最佳切入點。因此如何在整

合上能較接近實際的系統轉換與更新，並為

舊有的系統注入新的活力，導入新的資訊科

技如Web Service的應用與企業M化，更是

現在的企業組織所思考的方向。 

可延伸式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在1998 年正式成為W3C

（WorldWide Web Consortium）的一項標準，

由於XML 的結構嚴謹且具驗證功能，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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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擴充性及結構化的方式描述資料的內

容，容易了解文件內容所表達的意義，因此

逐漸成為資訊交換格式的主流。並且因為

XML的出現所引起的各項資訊技術發展，

如Web Service的相關技術SOAP、WSDL及

UDDI等，使得組織內舊系統更新與整合的

技術，出現新的解決方向。 

再加上資訊科技的演進，由過去的大

型主機系統，到 1980s的主從式架構系統，

Middle Tier開始盛行的 1990s[10]，資訊科

技的技術不推陳出新，讓組織對於舊有的

資訊系統的更新與整合，不斷的調整以符

合組織因應時代的需求。 

二、研究動機 

資訊系統也隨著組織發展，資料也愈

來愈多，而這些資料或資訊通常是組織的

重心，此外，組織的商業邏輯（Business 

Logic）流程通常也隱藏在這些舊有的系統

上。 

因此如何為這些舊有的資訊系統注入

新活力，將它與現有的科技或工具整合，

透過整合與創新發展，即是本研究的動機

所在。Rob Morris & Pete Isaksson在其研究

中便提出四個整合後的效益[22]：（一）、不

需要再維護舊有的系統。（二）、可以容易

的存取到舊系統的資料。（三）、降低維護

舊系統的費用。（四）、快速的開發。 

綜合以上四點，不論組織大小，當在

面臨資訊系統的轉型與更新時，都會考慮

到舊有資料（例如資料庫 DBMS）的繼續

存在與應用，因為系統在做更新轉換時，

通常舊系統都會繼續存在。系統透過更新

與整合的過程，首先除引進新技術的考量

外，其次便是在於整合後所引進的新技

術，能降低成本費用。資訊系統整合後的

延展性，通常是新技術或創新所帶來的效

益，例如企業由 e化邁向行動化（M化)。 

三、研究目的 

資訊系統的建置不同於一般的成本，

因為資訊系統經常與組織的運作流程互相

結合，這也使許多組織在更新與整合資訊

系統，在考量成本時都會將組織流程、人

力、影響的成本都包含進去，因為資訊系

統建置或是轉移失敗，對於組織的影響相

當大，嚴重甚至會危及組織生存。 

如同 IDC在2002年九月所發表的一篇

報告，針對Windows作業系統與 Linux作

業系統兩者做比較[13]，以五年為期將整體

的資訊相關的總成本（ Total Cost of 

Ownership，TCO），做各項的評比。因此

在針對舊有的資訊系統的更新與整合時，

除了考慮 TCO成本、舊有的資訊系統的投

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之

外，再來就是新舊系統轉移所造成的影響。 

為了組織中的舊系統能成功與順利的

轉換或更新，本文以三層式架構為基礎，

加上本文所提出的「管道層」改良式架構，

配合以 XML為資料交換，以漸進式的方式

更新舊有的資訊系統。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下列幾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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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傳統的三層式架構，利用 XML為資訊

交換格式，建構出新的架構。二、在更新

或改進系統時，結合 Web Services 技術，

讓資訊系統更具延展性。三、因應 XML的

特性，延伸出跨語言（Cross-Language）的

快速開發環境。 

四 、研究方法及架構 

在 Robert Peacock的論述中指出，資訊

系統管理者（IT Managers）面臨舊有系統

轉換的重大抉擇時，通常會考量到許多因

素：例如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語

言（Language）、網路通訊協定（Net-working 

Protocals）及應用程式（Application）等等

層面。而針對不同的系統架構，所提出的

解決方案也不同，本文將以三層式架構的

資訊系統為基礎  ，針對三層式架構作改

進，再加一層「管道層」，並加入 XML 的

轉換機制，此外並利用 XML的特性，再延

伸出新架構的資訊系統，整合其它的新技

術與開發工具。 

根據 Temara Petroff的研究指出，舊有

的資訊系統更新可分為下列三種策略

[31]：（一）、引用 package 來取代原有的系

統。（二）、合併原有的系統並且再發展。

（三）、重新建置一個新的資訊系統。因此

本文將採用第二種策略，配合本文所提出

的「管道層」架構，將資料轉成 XML資料

型態作為資料交換，並採取漸進的方式，

為原有的資訊系統注入新活力，且在不影

響原有的系統運作下，確保更新的過程中

可以增加成功率。 

 

貳、文獻探討 
一 、舊有的資訊系統 

為何要繼續投資與更新舊有的資訊系

統？在舊有之資訊系統的更新與整合時，

為何不以 EAI或Web Services直接作為解

決的方案？及舊有的資訊系統，在更新時

所要面對的問題有哪些等等。 

(一)為何要更新舊有的系統？ 

舊有的資訊系統大致可分為三類：1.

大型主機系統（Mainframe）2.主從式架構

系統（Client-Server）3.分散式架構系統

（Three-tier Distributed） 

對舊有資訊系統的兩種處理方式：1.

不再符合商業利益需求，重新買一套新的

資訊系統或是重新開發。2.還算符合商業利

益需求，用現代化的方式再重新為系統注

入新活力。[7]本文主要針對第二點做研

究，因為資料是任何企業的重心，而許多

策略性的資訊，通常是隱藏在舊有的系統

中，因為這些舊有系統的處理流程與商業

邏輯，已經與企業組織的流程緊密的結合

在一起[22]，這也是許多企業組織，在面臨

舊有資訊系統的更新時，多數都會選擇保

留舊有系統，並再引入新技術的整合與更

新的解決方案。 

許多採用分散式架構系統的組織，常

面臨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企業組織想將資

料或資訊與其他公司作交流時（例如

B2B），但受限於企業本身的資訊系統。目

前最常見的分散式系統架構科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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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A（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 ） 與 DCOM （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ule）[2]，而這兩種

架構各有其平台與環境的限制，這也是舊

系統更新的原因之一。 

因此針對擁有舊資訊系統的組織，在

因應現代化的競爭，下列三種新科技可以

提供組織因應 [10] ： 1.XML 。 2.Web 

Services。3.Wireless Technology 

對於新技術的考量與分析，著重於是

否真能為組織創造價值，而不是一昧的追

求流行新科技。而關於此分析論點 Tony M. 

Brown 在其論述中指出：「如同在 1990 年

代，曾經有一個年輕的 IBM 市場經理指

出，大型主機軟體的收益會以每年 7％逐年

遞減，而當千禧年所引發的恐慌，可能使

收益減半。但事實證明什麼也沒發生，而

且某一個大型主機的軟體還大幅成長。」

[32] 

企業組織應該關注的是新技術有沒有

替組織解決問題，新技術的出現如何與組

織內部舊有的系統整合，因為過去 10年以

來，以新技術的解決方案完全取代舊有的

系統，在企業組織中並不常見，且所佔有

的比率也非極高，因此如何與組織內部原

有的系統並存與整合，是許多組織所常見

的方法之一。 

(二)、舊有系統的更新策略 

談到舊有的系統整合，所直接聯想到

的名詞不外乎「EAI」、「Web Services」，EAI

的分類大致上可分為兩種。 

1.EAI所面臨的問題 

Doron Sherman在其研究中指出，當組

織在面臨系統更新與整合挑戰時，有三種

選擇：[8] (1)使用傳統的 EAI 整合方案：

（Use a traditional product）使用此解決方

案的組織，在軟體金額的部分大約要花費

100萬美元，在諮詢業務與顧問費的金額大

約 300∼500萬美元，而 EAI的專案執行與

週期耗時約 1∼3年。通常這種方案只有大

企業組織較有可能採用，因為太耗費時間

並且所需的成本代價相當高，最重要的是

並不保證一定會成功。(2)建立自己的整合

架構：(Build your own integration fabric)此

解決方案是大部分組織最常用的解決方

案，且佔有的比率最高，以此方式來整合

風險性較高、較缺少適應性、且不容易管

理與監控。(3)、什麼都不做並且等待著：

（Do nothing and wait） 

因此在本文所採用的策略，屬於第二

種方式。而針對 EAI 導入組織所面臨的風

險，根據 Boris Lublinsky & Michael Farrell

兩人的研究，指出 EAI 導入組織十大失敗

的原因[3]，因此我們可以瞭解 EAI導入所

面臨的問題，及 EAI 所涉及的高成本支

出、整合複雜度，都不是一般組織所能輕

易嘗試的一種整合方案，此外在之前所提

到的組織面臨系統整合與更新，就不難推

論出為何大多數的組織都不願將時間與金

錢投入 EAI的解決方案。 

2. Web Services的採用考量 

企業組織再導入Web Services 實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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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幾種策略 [18] ：(1)資料的提供者(Data 

Providers)。(2)延伸架構(Subscription-based 

notification) 。 (3) 複雜的的商業功能

(Complex Business functionality)。(4)企業間

的整合(B2B Collaboration)。(5)企業應用程

式整合(EAI)。 

Web Services能帶來的不止整合，在舊

有系統更新時的第一個目的，就是保留組

織舊有的資料，其第二個目的就是運用新

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便利，第三個目的是整

合舊有的 MiddleWare。 

(三)、舊有系統更新的考量 

在舊系統的更新議題上，許多文獻所

探討的都著重在新科技的引進的討論上

（例如Web Services），或是物件基礎科技

(Component-based technologies)的議題，

[26][15][17][27][28]，但對於舊資訊系統的

更新與整合上，我們所要考慮到的部分，

不只在於新科技的運用與整合上，此外還

必須注意到，舊有的系統仍然必須正常地

在組織內部運作，而且有關於內部原有的

作業流程與運作，在舊系統的更新整合過

程中，還必須注意到組織內部仍必須依賴

舊有的資訊系統，這也是本文提出的架

構，選擇以漸進式更新的方法最主要的原

因。 

二、MiddleWare & 舊有的資訊系統 

(一)、MiddleWare 的定義 

根 據 Andrew T. Campbell 對 於 

MiddleWare 所下的定義，「是一個仲介軟

體，可以容易的存取到遠端的資料庫

（Remote DataBase Access），並且也肩負著

系統的交易處理（System Transactions），也

是一種管理負責性的異質分算式架構，主

要在於提供開發者，一個簡單的分散式架

構開發環境。[2] 

MiddleWare 通常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於資訊系統中，有下列幾種：[28] 1.IBM的 

Customer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CICS）。2.IBM's MQ Series。3.CORBA。

4.Microsoft's Component Object Model 

（ COM）。 5.Java 2 Enterprise Edition 

（J2EE）。6.Web Services（the latest rage）。 

由於MiddleWare呈現的方式不同，加

上組織內部的舊資訊系統可能採用各種技

術，因此如何為這些 MiddleWare注入新活

力，也是所面臨到的另一問題。 

(二)、MiddleWare 在舊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拜物件基礎的科技（Component-based 

technologies）之賜，MiddleWare是建置可

重複使用的商業邏輯層，最常被引用的一

種解決方案。Frank P. Coyle 在其研究中提

出，網際網路的革命再加上前幾年Y2K問

題，使得許多公司已經大幅度的將其舊有

的系統，以應用物件基礎科技，例如

CORBA、EJB（Enterprise Java Beans）及

DCOM，來改善其舊有的資訊系統，使其

能在Web上提供更多的服務。[10] 

因此MiddleWare在資訊系統所佔有的

比重愈來愈大，根據 IDC 的研究報告指

出，MiddleWare所佔有的市場在 2003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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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達到 11.6 億美元，由此我們更可瞭解

到，MiddleWare 在未來的發展趨勢是非常

重要的。[35] 

(三)、MiddleWare 所面臨的問題 

分散式架構的資訊系統，時至今日已

經有許多的組織採用，而在建置商業邏輯

層（Business Logic Layer）時，最常應用

OMG（ Object Management Group）的

CORBA或是Microsoft的DCOM來當成解

決方案。在建置MiddleWare的同時，組織

流程大部分被納入 MiddleWare 中，經過

MiddleWare 的處理，最後以各種資料的型

態到前端。根據 Robert Peacock 的研究所

論述的 MiddleWare，前端與後端的部分都

存在著商業邏輯（Business Logic）的部分

[24]，這也是舊有的分散式系統所面臨到的

問題，再加上 OMG 的 CORBA 或是

Microsoft的 DCOM這兩個環境架構，各有

其技術性的限制，導致分散式架構的資訊

系統在整合上出現困難。 

而通常在兩種不一樣的作業平臺

（Unix與Windows），如果要相互溝通，通

常是將資料轉成純文字的檔案方式（Text 

Files），透過 FTP 或其他方式達到此目的。

而這種純文字檔案的解決方案，應用在

Unix 平臺上現實世界所常見到的，而且範

例多的如同一座小山一樣。[29] 

針對 MiddleWare 所面臨的問題，提出

新的架構，以 XML為資料交換格式，並且

可以與Web Services 整合在一起，配合延

伸出Wireless Technology，幫助組織在作舊

系統更新的同時，將觸角伸到行動化（企

業M化）的議題。 

三、舊資訊系統的新生命力 

(一)、XML 

XML可以解決不同的程式語言、資料

庫、作業系統平台所引發的資料格式問

題，Sanjay Pathak 在其文章中指出，在分

散式架構的環境下，使用 XML來存取遠端

的服務是一個睿智的方法[26]，這與 Web 

Services 基本精神是相同的，但本文的研

究將把此觀念，在延伸到 MiddleWare 與

Web Services兩者的整合上作探討。 

(二)、SOAP、WSDL與 UDDI 

1. SOAP 的發展背景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al）

是在1998年由Dave Winer所提出的概念延

伸而來，最早概念是XML-RPC，因為Dave 

Winer 與其他人覺得，當時所存在的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例如 DCOM與

IIOP（Internet Interoperable Orb Protocal），

並不適合網際網路的使用，因為這些通訊

協定需要複雜的環境支援，DCOM與 IIOP

都綁在本身的物件模組上，再加上有許多

組織的防火牆對這些通訊協定都有一定的

限制。[33]. 

2. SOAP 的特色 

    SOAP通訊協定所使用的技術，是標準

的 HTTP呼叫與 XML的資料格式，因此可

以解決不同平台的資訊交換問題。例如使

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所撰寫的應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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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使用 SOAP 的通訊協定，呼叫在

UNIX系統平台上的CORBA架構所撰寫的

方法（Method）[33]。 

SOAP 也能帶領我們往大量的分散式

架構的議題方向前進，因為分散式應用程

式 整 合 （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DAI）是繼企業應用程式整合

（EAI）後的下一個邏輯步驟。[11]。 

Timothy M.Chester在其研究中指出，

使用SOAP與XML來解決組織內部因各平

台間差異所造成的資料流通問題[34]，且成

功的整合新舊資訊系統的軟硬體環境，可

當成此方面的參考依據。[40] 

3. WSDL的定義 

WSDL在Web Services 所扮演的角色

是服務的描述， WSDL(Web Services 

Defination Language)是一種以XML語法來

作為描述的語言，主要是用來描述與定義

Web Services，WSDL很類似 CORBA所使

用的 IDL(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WSDL是一種Web Services的介面定義語

言，其中的定義包含資料類別的定義(Data 

type definitions)、輸入輸出訊息的格式

(input/output message formats)、網路位址通

訊協定等[12]。WSDL 文檔可以分為兩部

分：由上半部的抽象定義與下半部的具體

描述組成[39]。 

4. UDDI的定義 

UDDI在 Web Services 所扮演的角色

是登錄註冊，將Web Services 的資訊整合

在一起，以便於其他需求者可以作搜尋、

查閱。 

UDDI 中包含三個主要的註冊實體 

[14]：(1)公司的聯絡資訊：一般都將此資訊

放在「白頁」(White Pages)中。(2)公司的標

準分類資訊（例如：公司產業的代碼、圖

形索引等）：一般都將此資訊放在「黃頁」

(Yellow Pages)中。(3)有關「服務」的技術

性資訊（例如：e-Business的描述、服務的

位址）：一般都將此資訊放在「綠頁」(Green 

Pages)中。 

(三)、Web Services 

1.何謂Web Services？ 

Web Services 是一項新的網路科技的

革命，Web Services的出現帶來的，是新一

波服務導向 (Service-oriented)的網路新科

技，Web Services 將讓原本不同的平台，所

存在的處處藩籬限制將漸漸消除，讓原本

散落在四方的資訊可以透過 Web Services

的技術逐漸的整合在一起，達到資訊流通

的目的。 

Web Services 的構成要素有三項

SOAP、WSDL 與 UDDI[12]，綜合以上資

訊，我們可得知 XML是這些技術的最核心

觀念，而這三種新技術的核心觀念在於如

何去應用，而非作相關技術的深入探討，

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XML 在 Web Services 的傳輸協定

SOAP 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Mike Rosen 

& Jim Boak在其研究中提出兩個原因說明

XML 的重要性[18]：(1)XML 提供訊息

(Message)描述的完整性與擴充性，這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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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從前在網際網路上傳送與接收的鬆散

結 構 缺 點 。 (2)XML 可以重新呈現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碼，並且在使用

HTTP 通訊協定傳輸時，可以輕易的穿越組

織間的防火牆。 

2.服務導向的 Web Services 

由資料導向 (Data-Oriented)邁向以服

務為基礎的整合 (Service-based integrated)

是一個清楚的趨勢。資訊系統的架構、交

易(Transactions)、與分散式物件的技術方

法，已經被運用的相當成熟，但是 Web 

Services的出現卻對這一切產生衝擊，因為

由 Microsoft 的.NET 策略我們可以很清楚

的明白此趨勢[5]。 

Web Services 其重要的概念是「服

務」，但Web Services並不是萬靈丹，組織

在作更新與整合時，應該清楚的為 Web 

Services作出明確的定位，對於此觀點 Don 

Berman在其研究中指出，Web Services的

應用應著重在某些重要的資訊[6]。 

根據Michael S.Pallos 的研究提到，服

務導向架構，發展出幾個重大的效益[19]，

其中以第一點，平衡最初的舊系統投資

(Leverage initial investment)：組織過去所投

資的系統軟、硬體，如果能再利用等於賦

予其新的價值，這也替組織降低成本並增

加競爭力。 

 

3.Web Services 的應用與挑戰 

根據 Bob Dunn研究，Web Services 是

一種新的分散式系統的新典範，主要可以

將其所提供的資訊，應用在四個方向[4]：

其中第一項的 ERP的應用程式，在其他的

領域或與其他公司的互動，正是本文所要

探討的研究目的之一。 

Steve Vinoski 在其研究中指出，如何

善用Web Services其中的第四點[28]，商業

標準(Business Standards)：更是本文的研究

重點。由此可知Web Services 應用延伸之

廣泛。 

Web Services 被提出至今，即使有那

麼多的優點，但其本身仍然有些問題或限

制尚待克服，Bob Dunn 在其研究中指出

Web Services所面臨的挑戰[4]，其中以安全

問題為最主要。而為了因應此問題，各大

廠在發展Web Services 必定有其各自的策

略，例如 Microsoft在Web Services 上有關

這 部 分 ， 已 發 行 了 Web Services 

Enhancements (WSE 2.0)來解決此問題。 

Steve Vinoski也在其研究中指出，許多

Web Services 的MiddleWare是被設計成為

Web Services，而這些 Web Services 本身就

已經包含原有的商業邏輯 (Business 

Logic)，但如此一來Web Services 不就可以

完全取代分散式架構中的 MiddleWare，不

過Web Services 依然面臨著問題[27]。 

根據Sam Wong對Web Services的定義

指出：「許多採用 Web Services的企業，都

將 Web Services 的焦點擺在工具與科技

上，而非Web Services 能幫他們解決什麼

問題」[30]。且 Katherine Hammer在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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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Web Services在企業內部整合時，

在三點問題上無法滿足功能性的需求，其

內容如下[14]：(1).許多 MiddleWare 的產

品，使用不同的模組來做溝通。(2).對Web 

Services錯誤的認知，認為可以取代原有的

商業處理邏輯與介面。(3).針對企業整合的

維護，Web Services並沒有提出一套改變管

理的需求。 

Pual Holland 在其研究中也提到：「當

企業組織引進Web Services，並將舊有資訊

系統中有價值的部分，以 Web Services的

技術重新建置，不但耗費成本且相當耗時」

因此 Pual Holland 提出三個引進 Web 

Services 的成功步驟，其三個步驟如下 

[21]：步驟一、知道組織本身所擁有的舊系

統是什麼。步驟二、找出舊系統中最有價

值的部分。步驟三、開始建置Web Services 

針對 Katherine Hammer所提出的上述

第一、二個問題，即是本文第三章所介紹

的架構之目的，而有關Pual Holland所提的

第一、二步驟，是導入Web Services 時的

執行方向依據，因為透過 XML技術與本文

所提出的架構，將 Web Services與原有的

MiddleWare 連接作為延伸的架構，來因應

這些問題與限制。 

 

參、以 XML技術為資料交換的管道層
架構 
綜合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可以瞭解到，

舊有資訊系統的更新與整合所面臨的三大

要素：風險、時間、成本，其中以風險為

最大考量，這也是許多銀行還使用幾十年

前的舊有的資訊系統的原因，再者新的技

術或觀念如 EAI、Web Services，不是成本

太高就是時間太長，因此本文以漸進式的

方式為策略，改良舊有的三層式架構的觀

念，以 XML為資料交換的格式，配合「管

道層」的改良式架構，為舊有的資訊系統

注入新活力。 

本研究架構的提出在於引進新的科

技，來解決現有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的限

制，以期望達到「更新」與「整合」的目

的。分散式系統架構在延伸發展都受到環

境的限制，例如 Microsoft 的 DCOM技術

只能應用在其 Windows 的平台，而且

DCOM內部能包含有許多Windows平台的

安全限制，因此工具與作業平台所引發的

問題，讓許多在Widnows系統下發展的資

訊系統受到相當限制，系統只能朝向「更

新」的方向漸進，而在系統的「整合」發

展上卻困難重重。 

因此在本章節中以下列三點為探討的

重點，首先探討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的限

制，瞭解以元件基礎發展所造成的限制

後，再以 XML為資料交換格式的概念，將

元件封裝輸出的資料統一轉換成 XML，最

後加上本文所提出的「管道層」架構，達

到舊有系統更新與整合的延伸性。 

一、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的限制 

(一)、元件基礎發展的觀念 

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的限制，在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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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導向 (Object-Oriented)的蓬勃發展所造

成，物件導向觀念的應用在資訊系統上，

因為不同的平台與不同的工具而造成差異

性的加大。企業組織大多採用此方式的原

因 ， 來 自 於 元 件 基 礎 的 發 展

(Component-Based Development)是一種容

易建置系統的方法，而且容易維護不需要

相當艱難的技術與程序，其原因是元件基

礎的發展本身，具有良好的定義性、高度

的重複使用性等優點，因此使用此方式建

置系統，可以節省大量時間與成本。 

因為在相同環境下所發展的元件，由

於使用相同平台、相通的通訊協定與相同

的技術背景，更加速了此種型態的發展。

而對於此論點的實際呈現，即是 Microsoft

所發展的DCOM與 OMG 的CORBA，兩

個組織擁有各自的作業系統、開發工具與

不同的標準，因此在兩個平台之間的資訊

溝通與轉換是最大的限制。 

而造成這種限制也來自物件導向的觀

念，由於元件本身具有封裝性，因此對於

元件之間的溝通，也因為元件本身的封裝

性緣故，因此造成不同平台之間的元件溝

通障礙，這是採用物件導向設計的系統與

平台，所必須面臨的問題與限制。 

(二)、應用程式間的溝通與整合限制 

1.元物件模組(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 

在相同的機器設備下，Microsoft 的 

COM可以達到最大的效益，因為在相同的

作業平台、相同的一部機器、相同的通訊，

因此可以發揮出最大的效益，但真實的世

界卻經常超出如此的預設，因此 Microsoft

發展出DCOM來因應此問題「參見圖 10」。 

DCOM是 COM的延伸架構，最主要

的目的是應用於網路上，作為不同機器之

間的溝通與資料或訊息傳遞，例如分散式

架構的資訊系統如果應用 DCOM的技術，

意指在用戶端(Client)就可以與其他機器設

備上的 COM做互動，而這即是 RPC遠端

呼叫的概念，在Windows作業系統平台上

是一種經常被應用在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

發展上的技術。 

DCOM所帶來的便利性，即是由元件

的觀念所延伸而來的，在重複使用元件與

相同的開發環境下，使應用程式間

(Application to Application，A2A)的互動與

溝通，可以非常容易的整合在一起，但也

因為此便利性限制了系統與系統之間的溝

通與互動，甚至在相同作業系統的平台

上，因為不同的開發工具即形成了整合上

的困難，因為不同的開發工具間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所形成

的差異會形成整合上的問題，關於此點會

在後面的章節作詳細的介紹。 

2. DCOM的發展限制 

Microsoft雖然以DCOM來改善不同機

器間的分散式架構，但仍然有許多限制，

最明顯的限制即在於通訊協定(Protocal)，

DCOM的最大缺點在於將許多安全上的驗

證與作業系統關連。而採用DCOM來建置

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其優點在於分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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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資訊系統，可以提供一個安全性框

架，來明確的區分不同的 Client 端用戶，

以便系統或應用程式可以知道那個 Client

端將對某元件進行呼叫與互動。 

DCOM 使用 Windows 作業平台所提

供的擴展性安全框架，而安全性框架的中

心部分是一個用戶目錄，是用來儲存與確

認用戶憑證（例如用戶名、密碼、公鑰等

必要資訊），DCOM在使用安全檢查認證的

方法時，Client端必需通過此安全認證，而

在採用 DCOM 分散式架構的資訊系統建

置，每個Windows作業平台的機器上，都

儲存和管理許多用戶名稱和密碼，而為了

防止用戶進行未授權的互動，因此兩個不

同的機器或網域，都會限制DCOM的相互

溝通。因此即使發展內部的資訊系統，也

常在不同的網域(Domain)之間造成問題，

因為 DCOM本身的限制，必須將兩個不同

的網域整合，才能便於 DCOM架構的資訊

系統發展，如此造成了一個相當大的技術

限制。 

3.DCOM 安全限制的改進－Socket的觀念 

為了使 Client 端連上 Server 端提供的

服務，使得訊息或資料能夠在網路上相互

的溝通，因此有 Socket的觀念產生，而最

常被應用到的網路通訊協定是 TCP/IP，

Socket 是一個通訊端點，所描述的是一台

Server 能讓 Client 端使用者，透過 Port連

線進來使用 Service的概念。 

如 Client 端程式要傳遞訊號給 Server

端，則在 Server 端必須開放一個 Port 

Number（連接埠號），並且告知Client端系

統服務的位置（包括對方的主機的 IP 位

址 、 所 使 用 的 Port 號 碼 ， 如

192.168.1.1:xxxxxxxx），如此 Client端系統

就能夠連結 Server端的服務，這即是Socket

的概念，也因為有如此沒有安全認證限制

的特性，因此可以解決 DCOM的部分限制

問題，至於 Socket的安全如何控管，這觀

念與防火牆(Firewall)的觀念類似，防火牆

的罩門在於Port Number，Socket也是如此。 

為了改善 DCOM所形成的問題，因此

有些軟體廠商在此方面發展出不同的解決

方法，而 Socket的採用是往改善通訊協定

(Protocal)方面著手，捨棄 DCOM的架構，

改採用標準的 TCP/IP 通訊協定，在

Windows平台上即是以WinSock的方式作

為通訊協定，作為不同機器設備之間的互

動溝通，而其應用程式間的基礎，仍然以，

COM為基本的發展要素，因為用 COM的

標準方法，將可以在相同的作業平台上，

以不同的開發工具來發展系統，例如

Windows 作 業 系 統 平 台 上 ， 在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架構推出之前

經常使用的一種方式，就是以 Microsoft的

開發工具 Visual Basic 開發應用程式，而使

用另一種開發工具 Microsoft Visual C++來

開發某一些特殊的 MiddleWare的工作。 

二、以 XML為資料交換格式的概念 

(一)、解決資料交換與介面呼叫問題 

舊有的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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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作業系統平台或是Unix作業系統

平台，都會面臨因為元件基礎發展出來的

系統底層技術限制，這也是因為物件導向

的觀念所延伸而來，例如Windows作業系

統平台上的 COM架構，即是一個實際的例

子。 

COM 的基本精神是源自於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的觀念而來，因此COM即具有物

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特性，如某些服務性的

COM 即具有物件的方法(Methods)與屬性

(Properties)，因此當 Client端要連上這些服

務性的COM時，必須建立起與這些服務性

COM的關連「如圖 1」，而在分散式架構上

建立起不同機器間的關聯，即是 RPC的觀

念，而也因為如此的架構與觀念，造成了

資訊系統的開發與整合限制，因為必須先

瞭解到 COM本身的 IDL定義，所以即使

在相同的作業系統平台上，資訊系統開發

時限制於上述的 COM架構，這也是許多不

同的系統，因開發工具的不同，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上所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圖 1. 遠端 COM之間的溝通圖 

在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中，當 Server

端的服務元件，接收到 Client端的呼叫時，

所傳回的資料是經過元件所封裝的資訊，

而這些經過封裝的資訊，即是資訊系統的

發展限制來源之一，例如 Windows 作業平

台上的資訊系統，以 Microsoft Visual Basic

所開發的系統，當 Client 端呼叫到 Server

端的員工基本資料服務時，Server 端往

Client端傳送的資料，將經過 COM元件封

裝所傳出的資料，必須依照COM元件特殊

的應用程式介面(API)規格，才能對資料作

解析「如圖 2」，因此常受限於作業系統平

台與開發工具。 

 
圖 2. 由 COM所封裝的特殊格式資料 

綜合上面的敘述可以得知，解決舊有

的分散式架構資訊系統的限制，可由下列

兩點問題著手： 

1. 特殊資料格式封裝問題： 

針對特殊資料格式，並不需要由傳統

的應用程式介面(API)著手，相反的我們還

要保留這種已經存在的模式，在原有的

MiddleWare 上將資料作轉換的動作，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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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特殊資料格式轉換成標準的 XML 資料

格式，如此就能克服資料格式所衍生的限

制，這也是本文提出的目的之一，以漸進

式方式來改進舊有的資訊系統。 

2. MiddleWare 的內部元件服務的溝通問

題： 

針對此問題的解決，利用本文所提出

的管道層(Pipeline tier)，連接舊有系統的

MiddleWare，加上 XML的資料格式轉換，

即可解決此問題。 

(二)、「資料」與「格式」分離 

不論主機型系統、主從式架構系統或

分散式架構系統，都會面臨到資料、格式

與商業邏輯的結合，最後使用 Applications

或Web程式，來作最後的呈現資訊目的。 

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各企業組織

對於在網際網路上，資訊的流通與服務需

求與變動愈來愈多，而傳統的網際網路程

式設計其最大的限制，在於格式與資料混

合的程式設計撰寫方式，這網際網路程式

撰寫方式稱為義大利麵式的程式碼

(spaghetti Code) [23]，由於格式與資料混合

在一起，因此每當因應客戶或組織內部的

需求時，則必須修改這些雜亂的程式碼。 

以 XML為資料轉換格式，配合本文所

提出的分散式系統改良架構，則可以解決

此問題，因為這將改變傳統的網際網路程

式撰寫方式，徹底的將資料與格式分離，

資料的部分由商業邏輯層以 XML 格式送

往 Client端，而格式的部分也是透過 XML

相關技術 XSL，對商業邏輯層所傳送出

XML的資料作描述，以此種方式即可改變

傳統的作法。 

當呈現的格式或資訊變動時，只需要

針對 XSL格式描述檔案修改即可，不需要

如傳統的網際網路程式撰寫方式，針對程

式逐一作修改，如此將大量節省系統開發

與維護的時間，並且因應組織外部客戶或

組織內部使用者的需求時，快速呈現所需

要的資訊給相關的需求者。[25] 

三、XML資料轉換模組概念 

本小節介紹如何將資料轉換成標準的

XML格式資料，透過本文所提出的轉換模

組，以標準XML格式資料經由MiddleWare

的與後端資料庫的存取，達到舊系統「更

新」與「整合」的目的。 

 
圖 3. XML的資料轉換模組的運作 

而 XML 的資料轉換模組可分為下列

三大部分：Database Access Object、XML 

Transfor Provider、Encode/Decode，透過

XML的資料轉換模組存取資料庫的資料，

如步驟 1、2、3、4是將資料由資料庫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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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並轉換成 XML格式的資料，而步驟 5、

6、7、8是各種前端將資料處理後，以 XML

資料格式將資料存回資料庫「如圖 3」。 

(一)、Database Access Object（資料庫存取

物件）： 

Database Access Object 一般存在於

Middleware 中，是資料庫中資料存取的重

要觀念之一。Database Access Object在舊有

的分散式架構的資訊系統，大多已經存在

於舊有資訊系統的 Middleware中，因此套

入本文所提的 XML轉換模式，正是本文提

出的精神所在，如此才能在不變動到舊有

的資訊系統架構與運作。 

本文針對舊有的資訊系統注入新活

力，由於舊有的資訊系統，並沒有因為加

入本文所提出的架構，而改變其資料庫架

構或是原有的系統架構，這是本文提出

XML資料轉換模組的目的，如此才能針對

舊有的資訊系統做「更新」與「整合」。 

(二)、XML Transfor Provider（XML轉換

提供者） 

XML Transfor Provider 是 針 對

Database Access Object的資料作處理，透過

原有的Database Access Object再加上 XML 

Transfor Provider的轉換機制，將由資料庫

中存取出來的資料轉換成 XML格式，並建

立資料庫與 XML 資料格式的 DTD 轉換

檔，如此即可透過 XML Transfor Provider，

將資料庫的資料轉換成標準的 XML 資料

格式「如圖 4」。 

當資料由資料庫透過 Database Access 

Object 取出時，在經由 XML Transfor 

Provider的處理時，XML Transfor Provider

會將事先已經製作好的DTD轉換檔與資料

做轉換的比對，將資料庫的資料透過 XML 

Transfor Provider轉換成標準的 XML格式

資料，反過來亦是如此，例如 XML資料由

不同的前端要寫回資料庫，也是透過 XML 

Transfor Provider 參照 DTD 轉換檔，將資

料轉換成舊有資訊系統 Database Access 

Object的格式並寫回資料庫。 

 

 
圖 4. XML Transfor Provider資料轉換DTD參照圖 

透過 XML Transfor Provider參照 DTD

轉換檔，將資料庫的資料轉換成標準的

XML格式資料。至於Windows平台常用的

ADO.NET 將資料轉換成 XML，關於此部

分可以自行參考 Dino Esposito 書中的

DiffGram的轉換方法[9]。 

由此可知 XML Transfor Provider的實

際呈現方式，並不是只限定於一種特定的



112 資訊管理研究  

 

方法，但是針對資料庫的存取讀寫都會透

過 DTD 轉換檔的參照，這便是本文提出

XML Transfor Provider的目的所在。 

(三)、Encode/Decode（編碼╱解碼處理） 

當資料經由 XML Transfor Provider轉

換後，資料便是符合 XML的資料格式，但

是因應不同國家的語言，因此在 XML的資

料編碼上也有所不同，如本文以繁體中文

撰寫，而資料庫的資料也是繁體中文，因

此在 XML的資料轉換便有所不同，如下所

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一般的 XML文件編碼方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繁體中文) 

<?xml version="1.0" 

encoding="Shift_JIS"?> 

(日文) 

因此如果沒有此程序，所轉換出來的

XML 資料會有編碼的問題。透過

Encode/Decode，將已經轉換好的標準 XML

格式資料，編碼成標準的繁體中文，如此

即能將資料編碼成所要的語文格式，如果

是不同國家的語言，也是在此步驟將 XML 

Transfor Provider所轉換出來的資料編成該

國家的語言格式。 

(四)、延伸應用 

XML的資料轉換模組所達到的第一步

驟是將「資料標準化」，但有關於達成本文

的撰寫目的舊有資訊系統的引展性（如使

用 PDA等裝置）、Cross-Language 的特性，

則必須透過第二個步驟「管道層」的建置，

才能達到本文撰寫的目的「如圖 5」。 

 

 

 

 

 

 

 

 

 
 

圖 5. XML的資料轉換模組與「管道層」架構圖 

四、結合舊有系統的延伸性架構--管道層

（Pipeline Tier） 

(一)、將舊系統的MiddleWare 輸出資料轉

換成標準的 XML格式 

在前面的章節曾介紹過物件基礎發展

的限制，因此將舊有的資訊系統中的

MiddleWare 資料輸出部分，統一將資料轉

換成 XML 格式是將舊系統作延伸的第一

個步驟「如圖 6」，如此在相同的平台內的

開發工具將更容易溝通，因為自 1998 年

XML被制訂後，大部分的軟體廠商的開發

工具都支援 XML格式與其相關技術。 

如此即能保留舊系統原來的運作方

式，這也是本文提出以漸進式改進舊有的

資訊系統的動機，透過此方式改良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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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以 XML為資料交換的架構 

資訊系統，仍然可以不受影響的正常運

作，當初組織所投資在舊系統的時間與成

本，其效益依舊繼續存留與組織內部，此

部分所帶來的效益，可當成組織管理者對

舊系統更新與整合的參考。 

而至於MiddleWare所傳出的資料如何

轉換成 XML格式，許多軟體開發的廠商已

提供相關的工具，例如 Dino Esposito在其

書中，以Windows作業平台為例，曾提到

DiffGram的轉換方法[9]，將資料集(DataSet)

透過 ADO.NET將資料轉換成 XML標準。 

以現今的技術為例，幾個市場佔有率

高的軟體廠商，都有提供轉換的工具或技

術，可分為資料庫技術與開發工具技術，

其詳述如下： (1).資料庫技術：例如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可以直接以

SQL 結構化查詢語言將結果以 XML 格式

輸出。(2).開發工具技術：如  Borland Delphi 

7.0 版，可以透過 XML 相關處理 VCL 元

件，將資料轉換為 XML格式。如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中可以使用 ADO 或

ADO.NET 將資料轉換為 XML 格式。如 

Sybase PowerBuilder 9 中 可 以 透 過

Datawindow，以 Export的方式將資料轉換

為 XML。 

(二)、管道層的定義與呈現方式 

透過 XML的相關技術，將資料輸出的

格式一致化後，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前端呈

現與連接問題，因此本文提出管道層

(Pipeline Tier)來連接舊有的分散式系統「如

圖 7」，配合 XML 的特性，將舊系統的架

構作延伸，使得舊有的資訊系統能引入新

的技術來作更新與整合。 

 
圖 7. 連接舊有分散式系統的管道層 

管道層是一個概念性的層次架構，因

應不同的作業系統平台，其呈現的方式也

不同，以Windows作業系統平台為例，由

於 COM 為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的核

心，因此在Windows作業系統平台上，管

道層的呈現可以使用 COM的技術來實作。 

至於其他作業系統平台，例如 Unix平

台上管道層的呈現也可以 EJB 的方式存

在，或是其他工具所開發出來的型態「如

圖 8」，不限定使用哪種工具與技術來實作

管道層，因為管道層就如同分散式架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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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一樣，所提供的是一種概念性的觀念

架構。 

 
圖 8. 「管道層」的呈現方式 

管道層的作用，在於連接舊有的分散

式系統架構，而其本身並不作任何的動

作，只單純作為連接的一層架構「如圖 9」，

透過管道層的建立與 XML 的資料格式轉

換，舊有的分散式架構系統，即可透過管

道層將系統作延伸，不論是本身發展的平

台或是異質的平台，均可透過管道層的連

接來達成，此外有關於系統開發的工具，

只要支援 XML 格式讀取的相關系統開發

工具，即能成為舊系統的開發工具之一，

因此對於系統的後續延伸與發展，多了另

一種解決的方案。 

管道層的呈現可用不同的方式呈現，

例如在Windows平台上其呈現的方式，可

以使用 in-process的 COM（Windows作業

平台中的 DLL 檔）呈現，配合 Windows

作業平台上的元件服務，可以達到更多的

系統平台支援與延伸，另一種方式可以使

用 out-of-process的 COM（Windows作業平

台中的 EXE檔），例如Borland Delphi所開

發出來的應用程式伺服器 (Application 

Server，App Server)，就是以這種方式呈

現，此外更可以利用現有的 App Server工

具來呈現。 

 
圖 9. 連接MiddleWare 的「管道層」 

(三)、管道層的延伸性 

管道層的延伸性來自於與 XML 的相

關技術整合，關於此點本文由下列兩點作

探討： 

1.異質平台間的溝通： 

SOAP 通訊協定的制訂是異質平台系

統間的溝通管道之一，也是 Web Services

盛行的原因之一，舊有的分散式資訊系

統，透過管道層的連接 Web Services，即可

達到異質平台間的溝通的目的「如圖 7」。 

但Web Services 的應用不在於重新建

置，而是透過管道層連接舊有分散式資訊

系統，將舊有系統的價值以此方式呈現，

此乃是本文提出此架構的精神所在，以此

方式為舊有的資訊系統注入新的生命力。

新一代的行動通訊例如 PDA、Mobi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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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可以透過Web Services連接管道層，

而達到企業組織行動化（M化）的目的「如

圖 10」。 

於圖 7 中可知道管道層的重點只在於

將 XML 資料，由舊有的資訊系統的

MiddleWare將資料透過Web Services的特

性，傳送到各種前端裝置。 

透過 Web Services可以輕易的在不同

的平台間作溝通，這也是 Web Services問

世的重要貢獻之一，但本文的目的並非研

究Web Services，而是使用Web Services的

新技術，並且與舊有的資訊系統作整合。

例如在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的元

件服務中，就可以輕易的將元件服務中的

COM 元件，轉換成 Web Services 的服務

[37]。 

 
圖 10. 透過「管道層」連接各種裝置 

而在上面章節也介紹過管道層的呈現

方式，也可以是Windows作業平台的元件

服務，因此有關異質平台間的溝通，可以

透過 Web Services的相關技術來達成，這

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透過「以 XML

為資料交換的格式」與「管道層」的改良

式架構，達到為舊有的資訊系統注入新的

活力。 

2. 跨語言(Cross-Language)的開發工具： 

跨語言的特性來自於 XML 相關技術

的發展，但與 Web Services 的意義相同，

因此提出此架構的用意，不在於作底層的

技術探討，而是強調新架構的整合與發

展，管道層的架構著重於整合與應用，因

為 Microsoft 在 2002所推出的產品 Visual 

Studio .NET，本身即具有跨語言的特性，

因為 Visual Studio .NET的跨語言的特性來

自於.NET Framework 的架構[36]，關於此

部分的研究可以參考相關資料，但管道層

架 構 的 延 伸 應 用 不 同 於 Visual 

Studio .NET，且其所探討的作業系統平台

並不只侷限於Windows 作業平台。 

以 XML為資料交換格式，所延伸出的

跨語言的特性，將更有利於舊有資訊系統

的發展，例如：過去導入舊有資訊系統的

年代，在因應許多整合與發展所遇到的發

展工具限制，如今透過管道層的連接「如

圖 11」，即可解決過去的問題，並且可以利

用不同開發工具的特性，來完成舊系統的

更新考量，例如：在發展網際網路程式時，

即可以採用 ASP.NET、ASP、CGI 等各種

工具作開發。 

跨語言開發工具的延伸特性來自於 XML

的相關技術，現今多數的開發工具都有支

援 XML 的相關技術，如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Borland Delphi7、 Sy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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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Builder9等，以 XML 為資料交換格

式，透過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 

[38]、SAX(Simple API for XML) [16]的相關

技術來存取 XML資料，達到開發工具多元

化的目的。 

 
圖 11. 連接管道層的跨語言架構 

針對跨語言的開發工具延伸，在此可

分為防火牆內部與防火牆外部兩種方式來

做探討： 

(1). 防火牆內部的可以使用RPC的方式作

為溝通： 

防火牆內部的部分可以使用RPC的方

式作為溝通的方式，因此當「管道層」建

立後各種開發工具，就可以透過 RPC的呼

叫方式連接到「管道層」「如圖 12」，至於

為何可以達到跨語言的開發，主要的原因

是 XML 的標準為各家軟體開發廠商所認

同，且其新一代的開發工具都支援 XML的

格式。 

 
圖 12. 在防火牆內連接「管道層」的跨語言架構 

而RPC的觀念是分散式架構中重要的

觀念之一，雖然各種開發工具使用的方法

不同但都能支援，而過去不同的開發工具

間無法達到此目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資

料格式的不一致且有關於物件封裝所造成

的問題也無法解決，例如 Microsoft ASP在

Windows 作業平台上，無法直接呼叫某些

標準的COM即是一個最佳例子，因此本文

提出的「管道層」改良架構是解決此問題

的方法。 

使用RPC呼叫只能用在相同的開發平

台上，針對異質平台間的溝通可以透過

Web Services的方式解決，Web Services雖

然可以輕易的達到異質平台間的溝通，但

相同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執行效能變

慢。 

(2). 防火牆外部的可以使用 SOAP 的方式

作為溝通： 

防火牆外部可以使用 SOAP 的通訊協

定，因為SOAP的通訊協定是建構在HTTP

之上，因此可以輕易的穿越防火牆連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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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層」「如圖 13」，加上傳輸的資料是

XML格式，因此可以容易達到跨語言的開

發工具整合目的，且使用 SOAP 的通訊協

定加上 XML資料格式的特性，可以達到異

質平台間的溝通，但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

舊有資訊系統的新技術更新與整。 

 
圖 13. 在防火牆外連接「管道層」的跨語言架構 

(四)、管道層與防火牆 

管道層與防火牆的關係，可視為組織

內部的第二道防火牆，這觀念與 Web 

Services的應用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在組

織內部所設立的第一道防火牆，即是傳統

的防火牆，一般的資訊系統無法容易的在

網路上溝通，與傳統的防火牆有很大關

係，因為傳統的防火牆除了一些必要的通

訊埠（例如 HTTP通訊 80 port）之外，大

部分的通訊埠都被檔在防火牆外部，如此

一來即可保證防火牆內部資訊系統的安全

嗎？當然是不一定，因為許多攻擊或資料

竊取，都是透過正常管道而來的，例如分

散式阻斷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DDoS)，更甚者如資料隱碼攻擊

(SQL injection)，這種因為資訊系統設計的

疏失，都是造成危險的原因之一。 

因此管道層可在舊資訊系統，引進

Web Services這類新技術時，當成是組織內

部的第二道防火牆，任何透過管道層出來

的資訊或服務，在設計與系統考量時都可

在管道層將不安全的設計避免掉，對系統

作更進一層的保護。 

防火牆的概念在於針對在所設定對規

則外，將一切於規則外的連結與連線需求

全部阻絕，針對此點「管道層」之所以能

成為第二道防火牆，其意義相同。例如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環境中，「管道層」可

以使用COM的方式呈現，在於 COM本身

的封裝特性上，如RPC的呼叫就已經具備

防火牆的功能，如同本文 2.1中「解決資料

交換與介面呼叫問題」所介紹有關COM的

特性。如此只要注意在實際呈現「管道層」

時，其中有關方法（Method）與屬性

（Property）的設計時特別注意，不要有類

似隱碼攻擊 SQL injection的設計漏洞即可

防範此類攻擊。 

再者針對類似分散式阻斷攻擊，「管道

層」本身就能阻擋一般針對 80port的攻擊，

因為光是送短封包並無法連上「管道層」，

例如最常見的登錄系統安全的帳號檢查，

一般的分散式阻斷攻擊，並無法連帶將使

用者的帳號密碼連帶送出，即使可以如同

網站的壓力測試，也不會使機器停擺，因

為關於此點作業系統或工具，將會替我們

將此問題排除，以 MS Windows 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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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在 IIS 部分有關惡意壓力測試的攻

擊，將會替我們排除。 

「管道層」如果結合中間層的改良工

具，將能更強化效能，如（曾清義，民 90）

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中間應用層之改良

模組」[1]，即是一個最佳例子。所要解決

即是加強商業邏輯層的效率，解根據其所

提出的方法與實驗分析模組，經實際應用

於南華大學校務行政系統的架構上，確實

提高中間層（商業邏輯層）的執行效率且

費用極為低廉，以南華大學的選課系統為

例，所採用的伺服器主機為一般的 PC（個

人電腦）共三台，因此其費用的低廉程度

可想而知，至於執行效率可參考其論文研

究，而實際執行為南華大學校務行政系

統、選課系統，自 89學年度開始實施至今，

都採用其所的改良模式運作於系統中。 

 

肆、驗證與實作 
在第三章中本文提出一個管道層的改

良式架構，透過將舊有的分散式架構資訊

系統，將資料轉換成標準的 XML 資料格

式。在此章節中將以Windows作業系統平

台為實作的環境，透過 Microsoft Visaul 

Studio.NET 2003 及 Borland Delphi 7等開

發工具為實作範例的驗證工具，並以下列

所提出的三個步驟來轉換舊有的分散式架

構資訊系統，使舊系統能導入本文所提的

改良式架構中。 

一、舊系統應用管道層的驗證實作 

本小節介紹如何將舊有資訊系統導入

本文所提的架構中，透過下列三個步驟： 

步驟一、建置轉換 XML的介面與方法 

步驟二、建置管道層 

步驟三、透過管道層連接 MiddleWare 的

Web Services 

不論是主從式架構或是分散式架構系

統，如此就能為舊有的資訊系統注入新活

力。而本文的驗證採用南華大學校務行政

系統為實際驗證系統，南華大學校務行政

系統是以 Borland Delphi 所開發的分散式

架構資訊系統。 

(一)、建置轉換 XML的介面與方法 

針對舊有的資訊系統導入本文的架

構，第一個步驟先建置物件導向設計的介

面與方法，舊有的資訊系統如果為大型主

機系統或主從式架構系統，則必須執行此

步驟先建立出MiddleWare 這一層，如果是

分散式架構系統則不需要，因為不論哪種

作業系統平台，只要是採用元件發展方式

的物件導向設計，都存在相同的觀念。 

當確定舊有資訊系統的型態後，並完

成標準的介面與方法的設計後（或是舊有

的資訊系統早已經存在），再來就是將資料

轉換成標準的 XML資料型態，而針對資料

轉換的處理，依照XML的相關技術先建立

轉換檔，作為 MiddleWare資料轉換成標準

的 XML資料型態之用，本文採用 Borland 

Delphi中內附的工具(XML Mapping Tool)

將轉換檔格式檔案建立出來。 

轉換檔是一個 XML型態的檔案「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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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主要作為資料轉換用的對照檔，當舊

有系統中的 MiddleWare，要將傳統的資料

封裝格式轉換成標準的 XML 格式檔案

時，就必須先定義出轉換檔格式檔。 

 

 
圖 14. 轉換檔的內容 

當轉換檔建立後，下一個動作就是沿

用舊有系統中介面的方法，將資料透過轉

換檔的輸出成標準的 XML 格式「如圖

15」，這也是本文為何提出此改良架構的用

意，因為經過此步驟舊有的分散式架構資

訊系統，原先的MiddleWare 所提供的介面

與方法繼續存在著，而原有的應用程式或

其他功能可以正常的運作，這也意味著過

去所投資的舊有資訊系統，為當初的商業

邏輯建置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找到一個

再利用的價值。 

(二)、建置管道層 

元物件模組 COM是 Windows 作業系

統平台的核心技術，因此針對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上，多數的軟體廠商所開發

的工具，在於MiddleWare的呈現多以COM

的形式出現，而在Windows作業系統平台

上，COM以下列兩種型態出現[20]： 

 

圖 15. 轉換後的XML檔案格式的內容 

 

1.DLL(In-process)：大多是以服務的

型態出現（如Windows NT上的MTS或是

Windows 2000 Server 各本版中的元件服

務）。 

2.EXE(out-process)：大多屬獨立功能

性的型態，例如 Borland Delphi 以後的版

本，多以.EXE 型態建立系統所需要的

MiddleWare。例如在本範例中舊有的資訊

系統中，以 Borland Delphi建立.EXE 型態

的 COM成為舊有系統的 MiddleWare，因

此在管道層的建立上，只要遵守著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上的 COM 架構建

立的規範，即可以使用適當的工具實作出

管道層。 

因為管道層的主要工作在於連接舊有

資訊系統的MiddelWare，所以在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上，我們可以利用 COM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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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之間的溝通方式特性來建立管道

層，以下使用 Borland Delphi的工具實作一

個.DLL 型態的 COM，來連接到原有以

Borland Delphi 建 立 .EXE 型 態 的

MiddleWare，COM與 COM之間的溝通首

先 必 須 先 瞭 解 所 要 呼 叫 COM 的

GUID(Globally Unique IDentifer)，然後建立

出所要呼叫的介面與方法「參見圖 33」，如

此即可完成管道層建置。 

當管道層以.DLL型態建立的COM出

現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上，以

Windows 2000 Server此版本為例，管道層

所呈現的型態「如圖 16」，透過管道層的建

置連接到舊有系統的 MiddleWare，即可完

成本文所提出的改良架構。 

以上是在Windows作業平台中所建立

的管道層，而此種方式只是管道層的呈現

方式之一，即使在Windows作業平台中，

管道層的呈現不一定以此方式出現，只要

符合本論文第三章中所提的管道層觀念，

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與工具來呈現管道層

的架構。 
 
圖 16. 管道層在Windows 2000 Server 的呈現 

(三)、透過管道層連接 MiddleWare 的 Web 

Services 

圖 17. 以 Viaul Studio.NET 所撰寫的Web Services 

 

Web Services 新科技的出現，使的過

去許多原本難以達成的需求，如今可以很

容易的達成，例如行通通訊的各項裝置連

接到企業組織的資訊系統。當管道層建立

後，Web Services可以很容易的透過管道層

連接到舊有的資訊系統，本文在 Web 

Services 的呈現，以 Microsoft Visaul 

Studio .NET 來實作透過管道層連接到

MiddleWare的Web Services「如圖 17」，如

此透過 Web Services 不只能解決異質平台

間的整合問題，且對於過去需要專業程式

設計人員才能開發的行動通訊整合，如今

都將因為Web Services 的提出更容易解決

此問題。 

透過管道層連接到MiddleWare的Web 

Services，除了解決上述的問題之外，舊有

的資訊系統可以透過管道層的架構，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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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呈現在各種支援 XML 的平台上（如

PDA、Smartphone 等）。 

二、Cross-Language 的驗證實作 

舊有的資訊系統在面臨更新時，除了

種種的考量因素外，對於開發、維護或技

術限制與工具瓶頸，都是對於舊有的資訊

系統所面臨到的最大內部問題，因此針對

開發工具的限制，在管道層建置後，可以

透過管道層的連接接收到舊系統所輸出的

XML型態資料，因此只要開發工具語言支

援 XML資料格式型態，就可以當成開發的

工具，或是使用其他技術快速開發各項使

用者的需求。 

在本小節的驗證中本文採用 Windows

作業平台上，三個國際知名的軟體廠商

Borland、Microsoft 與 Sysbase 所提供的開

發工具，來說明 Cross-Language 的實作，

以 Borland Delphi 所開發的南華大學校務

行 政 系 統 為 驗 證 系 統 ， 來 說 明

Cross-Language 的開發環境驗證： 

(一)、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讀取 XML資料的範例 

在 Microsoft 尚 未 推 出 .NET 

Framework[36]之前，在撰寫 ASP網頁程式

時，如果要將資料擷取到前端時，就必須

透過文件物件模組 (Document Object 

Model，DOM) [38]的技術來承接資料，因

此對於執行效率上的提昇，比過去使用

ASP內建的RecordSet Object來的快速與方

便。 

而對於新一代的.NET Framework架構

下的開發工具，將可以更容易解決過去

ASP開發工具中RecordSet Object的限制，

在資料處理的部分依然可以使用 DOM 的

技術接收 XML 資料「如圖 18」並作相關

處理。還可以使用 ADO.NET 的技術接收

XML資料，比舊有的ASP 更具擴展性。 

針對舊版 Visual Basic 6（或以前的版

本）當為資訊系統的開發工具，而其中使

用 ADO(ActiveX Data Object)當成資料存

取物件，是開發系統經常被用到的一種技

術，而在 .NET Framework 推出後，

ADO.NET的改進比舊有的ADO更具彈性

與效益，而ADO.NET 本身也支援 XML資

料格式，因此配合 VB.NET 也可以當成一

種開發的技術。 

 

圖 18. 以 DOM的方式接收 XML資料的

ASP.NET程式 

 

ADO.NET與舊有的ADO物件最大的

不同，除了 ADO.NET 因為建置在.NET 

Framework上，採用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方

式外，ADO.NET可以當成資料的容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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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資料以「離線」的方式存放在

ADO.NET中，而針對舊有的ADO 物件則

無法做到此點，因此在此範例中特別提出

作為參考。 

在此範例中先將管道層的 COM 建

立，透過管道層將 XML 資料輸出，在

VB.NET 中以 ADO.NET接收 XML資料，

並以 VB.NET的 DataGrid 將資料呈現在畫

面上「如圖 19」。 

圖 19. 以 DOM 的方式接收 XML 資料的

VB.NET程式 

 

DOM 本身的限制在於對大量資料存

取，造成執行效能不佳，針對此點可以使

用 SAX(Simple API for XML) [16]來解決

DOM 的限制，由於 SAX 本身採用 Event

的特性，因此對於XML資料的讀取可以片

段的讀入，即使 XML本身的資料結構有錯

誤，也可以讀取到相關的資料，再者不同

於 DOM必須全部的 XML資料讀完後，才

能對 XML 處理的方式讓 SAX 的彈性更

大，當 XML資料檔案太大時，則可以採用

SAX 的方式來讀取 XML 資料。即是

VB.NET 採用 SAX的方式，透過管道層讀

取舊系統上Middleware輸出的 XML資料。 

SAX的出現與 DOM將會有互補的作

用，在舊系統套上管道層的架構後，由於

透過管道層所接收的資料都是 XML 的資

料格式，因此針對XML資料的接收與處理

的相關技術瞭解，是本文架構延伸的另一

個議題，必須特別注意。 

(二)、使用 Borland Delphi7讀取 XML資

料的範例 

由於本範例也是由 Borland Delphi 所

開發的，因此對於相同開發工具將更容易

運用。在 Delphi 工具中一樣支援標準的

XML 資料讀取，為了讓此範例更具說服

力，此範例並不使用原有的 Delphi Provider

輸出資料的機制，而是如同 Microsoft 的相

關開發工具一樣接收 XML資料。 

在 Borland Delphi 中 以

XMLTransformProvider VCL 元件，讀取由

舊有的資訊系統所輸出的 XML資料，透過

Delphi中的ClientDataSet VCL元件將XML

資料呈現出來「如圖 20」。 

雖然本文採用的驗證系統也是由

Borland Delphi所開發，但 Delphi的開發工

具依然支援 XML格式的讀取，及 DOM相

關的技術的處理，因此即使本文採用的驗

證系統不是 Delphi所開發的產品，但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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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上本文所提出的架構，與遵照 XML的格

式轉換型態，依然可以使用此工具為開發

工具。 

圖 20. 以 Borland Delphi7程式呈現 XML資料 
 

(三 )、使用 Sybase PowerBuilder9 讀取

XML資料的範例 

本範例使用 Sybase PowerBuilder9 程

式開發，以 DataWindow 接收管道層傳出的

XML資料並呈現在 DataWindow 中「參見

圖 21」， DataWindow 是使用 Sybase 

PowerBuilder為開發工具經常使用的物件。 

圖 21. 以  PowerBuilder9程式呈現XML資料 

由上述三個範例的實作可以說明在

Windows 作業平台上的三個常見的開發工

具，Visual Basic、Delphi與 PowerBuilder

都能使用 XML的資料交換格式，並且可以

透過管道層的連接，將舊有資訊系統的資

料以新的開發工具針對系統「整合」，不再

受限於開發工具。 

 

 

 

 

 

 

圖 22. 連接管道層的Web Services 
 

三、結合 Web Services的實作 

(一)、PDA行動通訊的實作範例 

Web Services 的出現不止帶來企業間

更容易的溝通與互動，由於 SOAP 通訊協

定的出現，讓訊息的傳遞所遇到的限制大

為降低，過去開發行動通訊需要高技術門

檻，隨著Web Services 及其他軟體廠商所

開發出來的工具，將降低其技術門檻使開

發行動通訊變得更容易。透過管道層連接

到舊有的資訊系統，可以輕易的將資訊以

Web Services的方式「如圖 22」，讓行動通

訊輕易的擷取舊系統上所提供查詢的服務

資料，要完成行動通訊的建置除了建置好

管道層之外，以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位助理）行動通訊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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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必須完成下列兩個步驟： 

1.建置透過管道層連接舊資訊系統

MiddleWare 的 Web Services： 

「如圖 22」。 

2.開發行動通訊（如 PDA）的應用程式： 

行動通訊的開發目前已有許多工具，

例如本範例所採用的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透過Web Services與 XML相

關技術可以很容易開發行動通訊。 

當管道層建置好之後，要完成行動通

訊應用程式撰寫之前，必須透過 Web 

Services 連接到管道層擷取所需要的資料

「如圖 22」，而Web Services 在本文的範例

中是以ASP.NET所開發。 

關於行動通訊的應用程式開發，其觀

念如同上述的範例一般並無太大的差異

點，所不同的是選擇的開發工具會有所限

制，例如在本範例中所採用的工具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3，在開發

行動通訊的應用程式，一樣以 ADO.NET

為接收 XML資料，也是透過管道層連接到

舊有的資訊系統，不同的是中間多了一個

Web Services「如圖 22」。 

但有關於開發工具的限制，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3為例，由

於建置在Windows .NET Framework的架構

上，因此對於.NET Framework本身的物件

類別都能引用，不同的是行動通訊所使用

的是.NET Compact Framework，可以說是

一種精簡的.NET Framework，因此在實際

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撰寫上，會與一般

Windows 作業平台上所開發的應用程式語

法有所差異，但大致上的觀念都相同，所

以經由 Web Services 透過管道層，一樣可

以將資料呈現在行動通訊上「如圖 23」。 

 

 

 

 

 

 
 

 

圖 23. 以 PDA 接收 XML資料的範例 
 

(二)、Linux平台的實作 

本研究除了能達到 Cross-Language、行

動通訊等特性外，在橫跨不一樣的作業系

統平台上一樣能達到其需求。針對不一樣

平台的實作，本範例選擇以Redhat Linux7.2

為作業系統，以 Borland Kylix3.0為開發工

具，而使用的方法是以Web Services 的方

法作為呈現（本文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來

實作，但此部分並非本文所要深入探討

的，因此不做詳細說明）。 

在 Redhat Linux7.2的平台上所撰寫的

應用程式，一樣透過管道層連接到舊有的

資訊系統，接收 Middleware 轉出的 XML

資料型態，並以Borland Kylix3的工具所撰

寫的程式，將資料顯示在螢幕上「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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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在 Linux平台上接收「管道層」所傳出

的 XML資料範例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資訊科技的進步與不斷的推陳出新，

對於組織的影響在於提供更多解決方法的

參考，而非只是一昧的追求新的科技與技

術。許多組織當面臨舊有的系統更新與整

合時，所考量的並非只有新科技或是成

本，「穩定」與「成功」的舊系統更新，或

是導入新系統更是組織重要的考量，畢竟

不論組織是否為營利機構，都有其一定的

成立宗旨，而在資訊科技進步的今日，當

組織引入資訊系統後，必然會面臨資訊系

統的老舊與不符合需求使用，而如何在不

需購置新系統的前提下，為舊有的資訊系

統注入新活力，正是本文提出的三個研究

目的的意義所在。 

本文在第三章所提出的「管道層」改

量式架構，在第四章的驗證中以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為實驗平台，以南華大學校

務行政系統為驗證的系統，針對本文所提

出的三個研究目的及驗證結果如下： 

（一）、改進傳統的三層式架構，利用 XML

為資訊交換格式，建構出新的架構： 

在改進舊有的三層式架構系統，在原

有的Middleware中將輸出的資料轉換為標

準的 XML資料型態，並提出「管道層」改

良式架構觀念，為舊有的資訊系統提供另

一個更新與整合的節決方案。 

（二）、在更新或改進系統時，結合 Web 

Services 技術，讓資訊系統更具延

展性： 

在「管道層」建置後結合Web Services

技術，可為舊有的資訊系統提供一個延伸

架構的基礎，在本文第四章的驗證中實際

以 PDA 行動通訊的範例，說明透過 Web 

Services技術連接「管道層」擷取舊有資訊

系統的資料。 

（三）、因應 XML的特性，延伸出跨語言

(Cross-Language)的快速開發環

境： 

XML 的標準由 W3C 組織所制訂，其

相關的技術近年來已逐漸的被應用，而本

文將 XML當成資料的交換格式，運用各大

軟體廠商的開發工具支援 XML 的潮流趨

勢，延伸出 Cross-Language 的開發工具特

性，並在第四章實際以不同語言的開發工

具，與結合XML相關技術（如 DOM、SAX）

驗證本文所提出的第三個研究目的。 

本文所提出的「管道層」改良式架構，

其精神在於此架構的概念而非技術上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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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或創新，因此針對本文作第四章所提出

的驗證，只是「管道層」改良式架構的一

種呈現方式，這也是本文日後延伸作研究

的另一個議題。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與方向 

本文所提出的改良式架構與其相關的

研究目的，其重點觀念與實際驗證都以

Windows 作業平台為主，針對在其他作業

平台（如Unix平台）則較少介紹，因此在

日後的研究重點，除了放在「管道層」改

良式架構的不同呈現上，在其他作業平台

上將本文架構的實際導入，並且作相關的

驗證亦是本文未來的研究方向與重點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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