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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架之

設計與實作 ─ 以 Facebook 應用程式為例 

研究生：黃世豪                     指導教授：羅濟群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摘要 

 在 web 2.0 應用服務當道的今天，各項基於 web 2.0 概念的網路應用服

務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而其中表現最為亮眼的當屬社交網路服務（SNS）。社

交網路服務商通常會開放其 API，使之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以吸引第三方

網路程式開發者在它的平台上開發應用程式，藉由群眾的力量來完善、豐富

其平台的內容與服務。然而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環境競爭激烈，社交平

台程式開發者基於搶占市場的因素，所以開發週期遠比一般的應用程式來得

短。這造成許多社交網路應用程式的效能低落，也由於不易維護或重構成本

過高，讓服務難以持續改善，甚為可惜！ 

 本論文提出一個易用與高性能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架來解決

上述的問題。此框架是基於 MVC 設計樣式的架構，將程式邏輯、資料內容

與顯示畫面分離，解決程式結構鬆散不易管理的問題，並使用 ORM 技術和

快取機制來改進程式效能。透過這個框架，社交網路應用程式開發者可以大

幅度的縮短開發的時間與維護成本，進而提供一個高品質的服務。根據實驗

結果證明，在大型且複雜的社交網路應用程式中，本框架能減少 31%程式碼

的行數，並提昇 2 倍的執行速度。 

 

關鍵字：SNS、開發框架、MVC、ORM、Facebook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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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Applic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MVC Pattern ─  A Case Study on 

Facebook 

Student：Shih-Hao Huang                       Advisor：DR. Chi-Chun Lo 

Nation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bstract 

 Web 2.0 Applications are hot and popular today, and web 2.0 based services 

are rapid growth. Th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is the most attractive 

service among the other web 2.0 based services. In order to attract third-party 

developers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o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providers open their own API. However, there are full of competitors i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Thus,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SNS application is 

shorter than general applications. For the above reasons, many SNS applications 

have low performance and they are difficult to maintai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fficient and easy-to-us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pplication framework to solve above problems. This 

framework is based on MVC design pattern, and it separates business logic, data 

model, and user interface from program code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It also use ORM technology and cache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NS applications.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framework can reduce number of lines of code by 31%, and double performance 

in large and complex SNS applications. 

 

Keywords : SNS, framework, MVC, ORM, Facebook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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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為緒論，主要在說明本論文的研究背景、動機與研究目的，並指出

現今社交網路服務開發者所面臨的問題，以及說明本論文的解決方法。最後

簡單的介紹後續章節的內容。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的網路發展中，以社交網路服務（SN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平台成長得最為顯著。知名的社交平台，像是 Facebook、MySpace 與 Orkut

都擁有數以百萬的註冊會員，並且用戶成長率驚人。以 Facebook 為例，在

2009 年 7 月初時，臺灣使用者才 63 萬人註冊，但短短半年後(2010 年 3 月)

已快速增長到 580 萬人次[17]。 

社交平台的成長不只是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於其

開放 API 給第三方網路程式開發者，讓他們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撰寫網路應用

程式，豐富平台上的內容與服務[9]。社交平台種種自由開放的態度和讓雙

方共同受益的模式，吸引了眾多的網路開發者，讓社交平台的網路應用程式

數量呈爆發性的成長。並且透過朋友間口耳相傳的群聚效應和眾多豐富、有

趣的網路應用程式(服務)的加持下，讓社交平台的使用者迅速地擴增，熱潮

蔓延至今。 

 然而社交平台是個開放的環境，在平台上的網路應用程式競爭激烈，開

發者往往面臨沉重的時程壓力，所以開發週期遠比一般的應用程式來得短

[1]。這造成了社交平台上充斥著許多結構鬆散且效能緩慢的應用程式，不

利於開發者維護與管理。對開發者而言，如何快速的在社交平台建立高效且

易於維護的應用程式，顯然是個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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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論文提出一個基於 MVC設計樣式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架，

用以提供一種在社交平台上快速開發高效且易於維護的應用程式的解決方

案。本框架的目標在於增進社交網路應用程式的三項能力: (1)改善程式結

構鬆散的問題、(2) 增進開發效率、(3)提昇執行速度。這三項的說明如下： 

 

(1)改善程式結構鬆散的問題 

 現今的社交網路應用程式一般的是採用 Script Language 來撰寫，常見的

有：PHP、Python、Ruby 和 ActionScript(Flash)等。Script Language 的目的

是希望讓程式設計師能快速的完成程式編寫的工作，所以通常設計得簡單易

用，並且透過直譯器的幫助，擁有程式撰寫後無需編譯，直接執行的特點

[3][11]。因此，Script Language 成為編寫網路應用程式的最佳選擇。Script 

Language 簡單易用、結構較為鬆散的特性，往往會造成程式設計師雖能快速

的開發出所需的程式，但程式的彈性不佳，造成後續維護者的困難[6]。因

此，本論文希望透過 MVC 的設計樣式來改善程式解構鬆散，缺乏彈性無法

重複使用的情況。 

 

(2)增進開發效率 

 雖說社交網路服務平台都會開放其 API 給外部第三方網路程式開法者使

用，但想在平台上開發應用程式絕非易事。以開發 Facebook 應用程式為例，

開發一個 Facebook 應用程式不算上基本的 Web 開發技術，還需額外掌握的

技術如下：FBML(類似 HTML)、FBJS(類似 JavaScript)、FQL(類似 SQL)[17]。

由此可見，開發一個社交服務應用程式所需的學習曲線並不低。因此，本論

文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程式介面，隱藏了不同技術的細節。讓開發者只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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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介面即可開發社交網路應用程式，大幅降低學習曲線，進而增進開發效率，

減少開發時間。 

 

(3)提昇執行速度 

 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 API call 通常需要進行大量的網路通訊動作，

所以其是一個相對沉重的操作，如圖 1 所示。因此，本論文藉由批次處理與

快取機制來減少 API call 所需的網路通訊次數，以提升程式的執行速度。 

 

 

圖 1 Facebook 應用程式執行流程 [17] 

 

 

 

1.3 章節規劃 

 本論文的章節規劃如下：第一章為緒論，闡述研究背景、動機、目的，

並概括性地描述研究的整體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概述 MVC 架構和 ORM

技術的定義與實現方法，並針對各方法之優劣進行比較。第三章為本論文提

出的一個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架，會在此章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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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開發框架的設計做出詳盡的解釋。第四章為實驗結果與討論，用實際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來驗證本框架的效果。第五章為本論文做總結，以及描述

未來尚可研究的方向。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本章節裡，主要介紹及說明本論文主題相關的一些研究內容。首先會

介紹 MVC 架構的定義，並說明 MVC 架構各個模組的用途與實現方式。接下

來會說明使用 ORM 技術的原因與常見實現 ORM 技術的模式探討。最後會

依據過去文獻的討論選出合適的快取機制方案。 

 

2.1 MVC 架構 

 現今的 web-based 程式總是習慣把使用者介面(HTML、CSS、JavaScript)

和伺服器端的程式(PHP、JSP、ASP)混在一起開發，所以常出現前端美工或

UI 設計人員和後端的程式設計師共同存取修改同一份檔案，因而造成衝突，

並加深彼此間溝通的成本。因此這個在八十年代為編程語言 Smalltalk－80

發明的一種軟體設計模式又開始受到大家的推崇，想讓系統擺脫 HTTP 導向

的開發模式，轉向較佳的軟體工程架構。 

 MVC 架構是軟體工程中的一種軟體架構模式，如圖 2 所示。根據[8]把

軟體系統分為三個模組：事務模組(Model)、呈現模組(View)和控制模組

(Controller)。它強制性的使應用程式的輸入、處理和輸出分開，藉由切割成

這三個模組，將使用者介面與程式邏輯分離，讓不同的部分各司其職，使得

系統的可維護性、可擴展性、靈活性以及封裝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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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VC 關係圖 [16] 

 

使用 MVC 架構擁有下列的優點[5][10]： 

 能夠使用不同的呈現模組(View)來顯示相同的資料。 

 能夠輕易的改變邏輯控制。 

 提高程式碼的重用率。 

 易於後續維護與管理。 

 易於分工，例如：美工人員和程式設計師可各自負責專長的領域，針對

同一專案分別開發。 

 

2.1.1 MVC 各模組的功能 

MVC 架構分成三個模組：事務模組、呈現模組、控制模組，其功能介紹

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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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模組(Model): 

 負責處理業務邏輯與數據操作，像是程式演算法的實作，以及對資料庫

的查詢與驗證。事務模組的編寫由程式設計師負責。 

 

呈現模組(View): 

 負責使用者介面的呈現，也就是使用者直接看到的畫面。通常一個系統

中會有多個呈現模組，每一個呈現模組負責表達事務模組的部分狀態。當事

務模組發生變化時，呈現模組能即時反應其最新狀態。 

 

控制模組(Controller): 

 負責轉發程式的請求並對其進行處理。控制模組是使用者與系統之間互

動的橋樑，程式的輸入(input)及輸出(output)都是由控制模組統籌處理。 

 

 簡而言之，MVC 機制是透過控制模組聯繫呈現模組和事務模組映射關係。

控制模組本身不輸出任何訊息和做任何處理，它只負責將使用者的請求轉成

針對事務模組的操作，和調用相應的呈現模組來顯示事務模組處理後的數

據。 

 

 

2.1.2 常見的控制模組設計模式 

 現有web-based的MVC機制在控制模組的設計上主要可分為兩類[13]：

Page Controller 和 Front Controller。接著本節會簡述這兩類實現的方式並進

行優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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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Page Controller 模式 

 Martin Fowler[13]對 Page Controller 的定義為：一個負責處理特定網站

頁面請求的物件。Page Controller 對網站的每一個邏輯頁面都有一個輸入控

制器(Controller)，每個控制器會將負責的使用者請求聯繫起來，做出對應的

處理。 

 

 

圖 3 Page Controller 的結構 [13] 

 

如圖 3 所示，Page Controller 可接收頁面的請求、提取相關的數據、更

新事務模組(Model)的內容以及向呈現模組(View)轉發請求。而呈現模組又

會向對應的事務模組要求顯示的數據，三者各行其職。除此之外，Page 

Controller的實現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每個Controller只需對特定的頁面負責，

符合物件導向設計的單一責任原則[7]。 

 

Page Controller 的主要職責有[13]： 

 解析 URL 並抽取出相關參數。  

 創建和調用相對應的事務模組來處理數據。  

 決定顯示哪一個呈現模組並把事務模組的訊息傳遞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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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Front Controller 模式 

 Martin Fowler[13]對 Front Controller 的定義為：一個可以處理所有網站

請求的控制模組。如圖 4 所示，Front Controller 把所有的請求通過一個處理

物件(通常稱為 Handler)來集中管理，該物件可在運行時動態地進行修飾，

然後把特定的請求轉發給對應的命令對象。 

命令對象(Command)本身是屬於 Controller 的一部分，代表控制模組觸

發的特定操作。在執行該操作之後，命令對象會選擇要使用哪一個呈現模組

來顯示頁面。通常，構建此模式的框架都會使用配置文件將請求映射到操作

上，以便於動態修改。因此，此模式的設計遠較 Page Controller 模式複雜。

圖 5 為 Front Controller 的運作流程。 

 

處理物件具有以下兩項職責[4]：  

 解析參數，必須接收來自 Web 伺服器的 HTTP Post 或 Get 請求，並從請

求中解析相關參數。  

 選擇命令，將請求中的參數與命令對象配對，然後將控制權轉移給該命

令對象，以便執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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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Front Controller 的結構 [19] 

 

 

 

圖 5 Front Controller 的運作流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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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將針對 Page Controller 和 Front Controller 的優缺點進行比較： 

 

表 1 Controller 模式比較表 

 Page Controller Front Controller 

優點 

1. Controller 只進行有限範圍

的處理，保持了簡單性。 

2. 效能表現較佳 

3. 易於實作 

1. 集中化控制，易於維護與管理 

2. 因集中控管之故，有較佳的安

全性 

3. 擴充性佳，可動態的添加命令 

4. 可以將在 Page Controller 中

會重複的程式碼抽取出來 

缺點 

1. 可能會造成 Controller 過度

分散，不易維護與管理。 

2. 擴充性較差 

3. 由於有多個 Controllers，可

能會產生重複的程式碼 

1. 設計較為複雜 

2. 效能表現較差 

 

 

2.2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ORM) 

 ORM 技術是隨著物件導向開發方法的發展而產生的，是一種為了解決物

件導向程式與關聯式資料庫存在著互不匹配現象的技術。ORM 是通過使用

描述物件和資料庫之間映射的 meta data，將程序中的物件自動持久化到關聯

式資料庫中。其本質上就是將資料從一種形式轉換到另外一種形式，但這也

就代表在此過程中需要額外的執行開銷。然而，ORM 通常作為一種中介軟

體(middleware)實現，因而存在許多機會來做優化，故在性能層面上影響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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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M 技術在實現上根據[13]的分類，有 4 種常用的設計模式：

(1)Table Data Gateway 模式、(2)Row Data Gateway 模式、(3)Active Record

模式 和 (4)Data Mapper 模式。 

 

2.2.1 Table Data Gateway 模式 

根據[13]定義：Table Data Gateway 是扮演一個資料庫的角色，通過它

可以處理所有對資料庫表格的訪問和操作，如圖 6 所示。Table data gateway

封裝了所有操作資料庫 table 或 view 的 SQL 語法，如：select、insert、update、

delete 等。當程式調用此 gateway 物件的方法即可與資料庫互動，存取資料

庫的數據。 

  

 

圖 6 Table Data Gateway 模式的示意圖 [13] 

 

 Table Data Gateway 的好處是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介面(interface)來存取資

料庫的數據，而且它通常是無狀態的，因為它只負責資料庫數據的傳遞而

已。 

而使用 Table Data Gateway 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從請求中返回的

多項查詢值。一種做法是返回簡單的資料結構，比如 Map；另一種做法就是

使用 Data Transfer Object(一個封裝數據，純粹用於傳輸的物件)，一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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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Data Transfer Object[4]。 

 

2.2.2 Row Data Gateway 模式 

 根據[13]定義：Row Data Gateway 對應資料庫中的每一筆數據記錄，

它的一個實例(instance)就是一行記錄，資料庫表格中的每一欄位映射於該物

件中相應的成員(field)。因此它是有狀態的，不像 Table Data Gateway 只是

簡單的存取介面而已。 

 

 

圖 7 Row Data Gateway 模式的示意圖 [13] 

 

 通常在設計 Row Data Gateway 時，會對資料庫中的每個表格對應一個

查詢類別，用以返回一個 gateway 物件作為其查詢的結果，如圖 7 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 Row Data Gateway 和 Active Record 模式十分類似，區別

在於其中是否包含業務邏輯(domain logic)。Row Data Gateway 只是包含數

據存取的邏輯，而沒有任何業務邏輯；而 Active Record 則包含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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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Active Record 模式 

 根據[12][13]定義：Active Record 包裝了資料庫表格或視圖中的一筆數

據記錄，不但封裝資料庫的存取行為，也加入了該筆數據的業務邏輯，如圖

8 所示。Active Record 的資料結構應該要和資料庫表格的完全匹配，每個成

員皆要對應資料庫表格中的每一個欄位。並且成員的型別要和資料庫提供的

型別保持一致，並不需要在此階段手動的進行型別轉換。 

 Active Record 模式通常具有下列方法[12][13]：  

 透過 SQL 查詢結果建構一個 Active Record 物件 

 為插入資料庫操作預先生成一個 Active Record 物件 

 透過一個包含通用 SQL 查詢的靜態 Finder 方法，返回 Active Record 物

件 

 通過 Active Record 物件更新和插入資料庫數據 

 提供 Get/Set 成員 

 可實現部分業務邏輯 

 

 

圖 8 Active Record 模式的示意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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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務邏輯比較簡單並且能和資料庫表格相互對應時，使用 Active 

Record 模式相對於 Gateway 模式更加合適。因為它包含了業務邏輯和數據存

取能力，並且不需要 Data Transfer Object，減少了維護的工作量。不過 Active 

Record 對資料庫的耦合程度較高。 

 

2.2.4 Data Mapper 模式 

 根據[13]定義：Data Mapper 是 ORM 物件和資料庫之間傳遞數據的一個

中間層，使兩者保持獨立，如圖 9 所示。ORM 物件可以包含資料庫數據和

業務邏輯，數據存取的邏輯由 Data Mapper 完成，這使得 ORM 物件和資料

庫可以各自使用更符合自己的方式來組織數據的資料結構。Data Mapper 模

式將 ORM 物件與資料庫之間的耦合程度降至最低，甚至讓使用者只需操作

ORM 物件，無需再知道 SQL 和實質的資料庫。 

 通常使用 Data Mapper 需要藉由外部的配置文件儲存 ORM 物件與資料

庫的映射關係，例如 INI 或 XML 文件。這意味著使用此模式帶來良好的彈

性之外，也增加額外的管理開銷。因此，此模式較適用於資料庫與業務邏輯

映射關係複雜的大型專案[18]。 

 

 

圖 9 Data Mapper 模式的示意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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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將針對 Table Data Gateway 模式、Row Data Gate 模式、Active Record

模式、DataMapper 模式等四種常見的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模式進行比

較。 

 

表 2 ORM 設計模式比較表 

 Table Data 

Gateway 

Row Data 

Gateway 

Active 

Record 

Data Mapper 

複雜程度 最低 低 中 高 

資料庫耦合 

程度 

中 高 高 低 

OO 程度 最低 低 中 高 

維持狀態與否 無狀態 有狀態 有狀態 有狀態 

是否包含業務

邏輯 

無 無 有 有 

配置文件 通常沒有 通常沒有 可有可無 有 

適用範圍 小型應用 小型應用 中型應用 大型應用 

 

 

2.3 快取機制的選擇 

快取機制通常是增進一個資訊系統效能表現最簡單且有效的方式， 在軟

體層面的快取機制設計上通常是採用基於 key-value 模式的 hash table 結構來

進行資料儲存[20]。在雜湊函式的選擇上根據[15]的結果，當採用以字串為

key 時，所產生 value 的分散程度與生成速度為考量時，選擇 DJBX33A(Daniel 

J. Bernstein, Times 33 with Addition)演算法是最佳的選擇。其演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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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i) = hash(i-1)   33 + str[i] 

 

 如上式，DJBX33A 演算法不斷的將雜湊值乘上 33 並加上輸入字串的當

前字元碼(ASCII)，直至最後一個字元。並且演算法因為選定質數 33，因此

還可透過將乘法運算替換成位元運算配合加法，來提升效能。改善後的演算

法[2]如下： 

 

hash(i) = ((hash(i-1) << 5) + hash(i-1)) + str[i] 

 

 改善後的演算法在 Daniel J. Bernstein 的 Usenet Newsgroup 系統中首度使

用，至現今大多數流行的雜湊函式方案(Perl、Berkeley DB、Apache、MFC、STL)

皆採用此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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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個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 

開發框架的設計 

 

本章節會先闡述現今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所面臨的問題，在此問題定

義下，本論文提出一個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架。在

接下來的章節中會述說本框架的設計理念，並對框架內的各個模組和快取機

制做出詳盡的說明。最後簡述本框架的適用範圍與限制。 

 

3.1 問題定義 

 現今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環境競爭激烈，社交平台程式開發者基於

搶占市場的因素，所以開發週期遠比一般的應用程式來得短。但是要建構一

個高品質的社交網路應用程式所需的時間不匪，要考量程式的執行效能、可

維護性、重構難易度等。因此在開發社交應用程式時，其開發時程與程式的

品質往往難以兼顧。而本框架想要達成的目標如下： 

 改善程式結構鬆散的問題 

 增進開發效率 

 提昇程式執行速度 

 

因此，本論文提出一個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

架，以 MVC 架構強制性將使用者介面與程式邏輯分離，讓不同的部分各司

其職，改善程式結構鬆散的問題。並且使用 ORM 技術作為資料庫存取的中

介層，加快程式開發者的開發效率。最後輔以完善的快取機制提昇社交網路

應用程式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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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框架概述 

 根據[14]定義：框架(framework) 是在一個給定的問題領域內，一個應

用程式的一部分設計與實現。框架是一個可重複使用的設計，它規定了應用

的體系結構，協同組件之間的依賴關係、責任分配和控制流程。簡單來說，

框架可以看成是一個應用程式的半成品，開發者把自己的應用程式架築在框

架之上並加以擴展，即可快速地產出滿足其需求的應用程式。 

 本論文所提出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框架就是一個

能幫助網路開發者快速地開發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工具。開發者將程式

建構在本框架之上，由本框架負責管理程式和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SNS)平台之間實際的 API call，並將執行結果回傳到瀏覽器，如圖

10 所示。開發者只需專注於自身業務邏輯和頁面呈現的設計，底層繁瑣的工

作會由框架完成，加快開發者完成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速度。 

 

SNS Platform

Facebook MySpace Orkut

Framework

Facebook 
App

MySpace 
App

Orkut
 App

Browser

 

圖 10 本框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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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框架的設計 

 本論文所提出的框架如圖 11 所示，主要分成控制模組、呈現模組、事務

模組、SNS API 模組和其他幫助使用者簡化開發的函式庫。 

 

Controller
Model

Active

RecordView

Database

Helper & Library 

Module

URL parsing

Routing

Cache

Cache

hit miss

hit

miss

Browser / Client

Output Buffering

SNS Platform

SNS API

Batching

Caching

API call

 

圖 11 框架的架構圖 

 

首先由控制模組(Controller)接收來自使用者的請求，因應請求找出對應

的事務模組(Model)和呈現模組(View)回應。事務模組負責業務邏輯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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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數據的調用，呈現模組負責畫面的輸出，兩者各司其職，互不干擾。並且

因應效能考量，在事務模組的調用提供了快取機制的加強，在呈現模組則加

入緩衝機制。最後在 SNS API 模組上，採用批次處理與快取機制來減少 API 

call 所需的網路通訊次數，以增進效能。 

 接下來，此小節會針對上述的各個模組進行詳盡地介紹，並闡述本框架

的快取機制。 

 

 

3.3.1 控制模組(Controller)的設計 

 控制模組的設計是根據[4][13][19]所提出的 Page Controller 和 Front 

Controller 模式為基礎(Page Controller 和 Front Controller 模式請參見第二章

2.1.2 節)，針對社交網路服務平台所設計的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混合模式，

稱之為 Hybrid Controller 模式。如圖 12 所示，Hybrid Controller 模式在處理

請求時，不像 Front Controller 模式般強制將所有請求都交由一個 Handler 集

中控管，而是類似 Page Controller 模式將請求交由對應的 Controller 執行。

在 Controller 內部運行的機制又類似於 Front Controller 模式，先將請求(URL)

進行解析，從中找出對應的行動對象並執行之。 

 行動對象(action)是指開發者依照應用程式或服務的業務邏輯，自行撰寫

的函式。在函式中，開發者可以調用相對應的事務模組來處理資料庫數據，

並決定由何者呈現模組負責畫面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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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from Browser

Controller Module

parse URL

choose action to  run

execute action
(user-defined function)

Model Module

View Module

Response to Browser
 

圖 12 Hybrid 模式的結構 

 

 

不過在行動對象的歸屬上，Hybrid Controller 模式又與 Front Controller

模式有很大的不同。Front Controller 模式是將行動對象(或稱命令對象)與

Controller(在 Front Controller 模式稱 Handler)分離，中間透過一個抽象的介

面降低行動對象與 Controller 的耦合程度，增加彈性；Hybrid Controller 模式

則是將行動對象包含在 Controller 之中，如此便無 Front Controller 模式將行

動對象分離後造成執行的額外開銷。並且由於本框架是基於 Script Language

開發的，所以透過其動態執行的特性，因而無需透過行動對象的分離，即可

達到類似與 Front Controller 模式程度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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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 Hybrid Controller 模式與其他常見的 Controller 模式之差異比較

整理由表 3 所列。 

 

表 3 Hybrid Controller 模式與其他模式的比較表 

 Page Controller Front Controller Hybrid Controller 

實作難度 易 難 易 

執行效能 佳 差 佳 

集中控管能

力 
無 佳 中 

擴充能力 差 佳 中 

後續維護能

力 
差 佳 佳 

 

 

3.3.2 呈現模組(View)的設計 

 呈現模組的設計理念則是「讓美工人員或介面設計師容易使用」為準則。

此理念是基於分工的考量。在正常情況下，將程式的介面或畫面交由專業的

美工人員和介面設計師，不但可取得較佳的使用者體驗，也由於分工之利，

通常可有效地減少開發時程。但這些「藝術人員」往往不善於程式的編寫，

更甚於對程式語言一竅不通。因此，將呈現模組包含一些程式語言的元素顯

然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然而，今日許多呈現模組是基於樣板引擎(Template Engine)實現的。樣

板引擎透過解析其支援的特殊標籤(tag)，並將標籤替換成後台數據，因而達

到將程式邏輯與顯示畫面分離之效。而樣板引擎往往也支援一些程式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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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例如：流程控制語法（foreach、while、if else）、函數、模板內的數

學計算、正規表示式等等。這造成使用樣板引擎儼然在使用一個簡易的程式

語言，似乎只有減輕程式設計師的負擔，對美工或介面設計師而言，毫無助

益。 

 所以，本框架在設計呈現模組時不採用樣板引擎來實現。在內容渲染上

採用標準的 HTML 和 CSS，在調用後台資料上使用原生 Script Language 的

標籤來替換後台數據。透過這些標準標籤格式，讓美工或介面設計師可以利

用視覺開發工具，無需撰寫程式即可進行頁面設計。 

 

 

3.3.3 事務模組(Model)的設計 

 事務模組的職責是負責處理業務邏輯與資料庫的數據操作。業務邏輯會

隨著企業組織的不同，有著不同的實現方式。因此根據上述事務模組的特性，

在設計上採用 Design Pattern 中的 Template 模式實現。框架本身只提供事務

模組的基本功能與雛形，實際的業務邏輯交由開發者自行實現。在處理資料

庫數據的部份，框架提供 SQL 的包覆類別與 ORM 方案。 

 SQL 的包覆類別(Wrapper Class)其目的是提供一個通用的資料庫存取介

面，支援不同廠商關聯式資料庫的 SQL 語法。開發者只需要使用這個通用介

面即可無視不同資料庫之間的差異，輕易達成無痛的轉換資料庫，降低轉換

成本。 

 ORM(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的設計上，考量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

式有著開發時間急迫的特性 5，決定使用 Active Record 模式(ORM 各模式的

特點，請參見第二章 2.2 節)。Active Record 模式主要是透過分析資料表格

的 meta data，並將分析後的資訊建構成對應此表格的 ORM 物件，物件成員



 

25 
 

的型別和資料要與資料庫欄位保持一致。透過這個與資料庫表格完全對應的

物件，取代傳統上使用 SQL 來操作資料庫的方式，其運作流程如圖 13 所示。 

  

                                                          Cache

查詢資料表格的 meta data

分析 meta data

將資料表格的欄位與
ORM物件的成員配對

實際資料庫數據的操作

返回執行結果

透過ORM物件
進行資料庫操作

 

圖 13 Active Record 模式的運作流程 

 

 

 使用 Active Record 模式在分析和處理資料表格的 meta data 並對應成

ORM 物件的階段，明顯比傳統使用 SQL 來操作資料庫的方式多出很大的開

銷。因此，本論文基於資料庫表格的 schema 是不常變動的前提下，將此階

段的結果快取起來，以降低開銷，提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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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SNS API 的設計 

 SNS API 設計目的是提高執行社交網路服務 API 的速度和改善其易用性。

在性能部分，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 API call 通常需要進行大量的網路通

訊動作，這使得其 API call 是個相對昂貴的操作。因此，為了解決頻繁的網

路呼叫所造成的性能損失，本框架透過批次處理與快取的機制，用以降低社

交網路服務 API 執行網路呼叫的頻率，提高執行的速度。 

 改善 API 易用性的部份，本框架包覆了原有的社交網路服務 API，用以

簡化原生 API 的複雜性。以 Facebook API 為例，當使用發送訊息(feed)API

時，開發者要配合 JavaScript 來定製一個訊息骨架才可以正確使用。這造成

開發者調用此 API 時，必須撰寫兩種程式語言，大大增加使用 API 難度。而

本框架的 SNS API 無需使用額外的程式語言，降低 API 的使用難度，進而

提昇開發效率。 

 

 

3.3.5 快取機制的設計 

 本論文在快取機制的設計參考目前市面上流行且成熟的產品 Memcached

的機制，採用 Hash Table 作為快取的儲存結構。Hash Table 的優點在於查詢

速度很快，其平均查詢時間為 O(1)，因此非常適合作為快取機制使用。而雜

湊函式是決定 Hash Table 效能成敗的重要考量，因此根據[15]的比較，採用

以字串為 key 時，所產生 value 的分散程度與生成速度為考量時，DJBX33A

演算法有很好的表現。因此，採用此演算法作為本論文快取機制的雜湊函

式。 

 在碰撞處理上本論文採用鏈結法(chaining)因應，也就是當發生不同的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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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字串卻產生相同雜湊值的情形時，將新加入的值使用額外的節點存放，用

以解決碰撞問題。此外為了增加快取機制的健壯性，本論文採用 LRU(Least 

Recently Used)演算法作為快取置換策略(cache replacement policy)。此演算

法是基於時間局部性(temporal locality)原則，也就是當一筆資料被使用後，

短時間內被使用的機率極高。因此基於此原則，當快取要進行置換時，移除

最近最少使用的內容可有效的增加快取命中的機率。表 4 為本論文在快取機

制設計所使用的技術一覽。 

 

 

表 4 快取機制設計的整理表 

考量項目 實作的演算法 

資料結構 Hash Table 

雜湊函式 DJBX33A 

碰撞處理 Chaining 

快取置換策略 LRU 

 

 

 在快取資料是否需要同步的議題上，本論文傾向「不強制要求所有的快

取資料皆需進行即時同步」。因為快取資料的同步，需要將可持久化儲存的

來源資料(在網路應用程式中，通常為資料庫數據)與快取資料保持一致。此

舉就會涉及到執行相對於緩慢的檔案 I/O 操作，影響快取的效能。 

 因此，本框架提供了兩種快取資料同步的方式：定時同步快取和即時同

步快取。定時同步快取機制適用於非即時性的資料，只有在超過使用者定義

的時間以後(時間單位為分鐘)，才進行資料同步動作。不然無論來源資料是

否發生變動都會直接傳回快取資料；而即時快取同步機制則適用於即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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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當來源資料發生變動時，就會立即進行資料同步動作，使快取資料永

遠是最新的資料。此兩者的詳細運作流程見圖 14。 

 

開始執行

快取是
否存在

快取是
否過期

從資料庫讀取資料
並存入快取

No

Yes

Yes

No

從快取
取得資料

清除快取

開始執行

快取是
否存在

從資料庫讀取資料
並存入快取

No

Yes

從快取
取得資料

紀錄所使用的
資料表名稱

判斷操作
類型

讀取操作

寫入操作

清除有相同資料表
名稱的快取

定時同步快取 即時同步快取

判斷操作
類型

讀取操作

寫入操作

 

圖 14 快取機制運作流程 

 

 

3.4 討論 

 本論文提出的框架其設計是極具彈性的，只要將社交平台的 API 添加至

SNS API 模組，即可完全適用於任何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更甚者，本

框架也可運用於 web-based 的應用程式，無需進行任何的修改。因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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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性極佳。 

 但本框架存在一個限制，由於框架的 SNS API 模組是建構於社交網路平

台的原生 API 之上。所以當社交網路平台的 API 改版或更新時，就可能會影

響到 SNS API 模組的效用，嚴重點可能會造成 SNS API 無法使用。因此當社

交網路平台 API 發生變動時，SNS API 模組也要隨之進行修改，以維持其正

常的運作。 

 

 

 

 

 

 

 

 

 

 

 

 

 

 

 

 

 

 

 



 

30 
 

第四章、 系統實作與模擬結果分析 

在此章節會實作本論文提出的框架，並對框架的正確性進行驗證。接著

再針對 Facebook 平台的應用程式進行實驗。以不同規模的 Facebook 應用程

式來衡量本框架的開發效率和系統性能。 

 

4.1 系統實作 

 本框架採用 PHP程式語言開發，依據第 3章 3.3節框架的設計進行實作，

實作的模組如圖 15 所示。其中控制模組(Controller)、呈現模組(View)、事

務模組(Model)、SNS API 模組其功能在第 3 章已有詳細的說明。Helper & 

Library 模組目前支援：電子郵件、日誌、分頁、資料驗證、檔案上傳、圖形

驗證碼等功能，用以幫助開發者能更輕鬆的開發社交網路應用程式。 

 

Controller

Model

Active

RecordView

Database

Helper & Library 

Module

Cache

Cache

hit miss

hit

miss

SNS API

Facebook
API

ValidationEmail

Log Upload

Pagination Captcha

 

圖 15 框架實作模組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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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系統流程 

 系統流程如圖 16 所示，首先系統從控制模組接受到使用者從瀏覽器發出

的請求後，依據使用者的請求將其解析成對應的執行動作(Action)。而此執

行動作是程式開發者自行定義的函式，開發者需在此處決定對應的事務模組

與呈現模組為何，並可依據執行動作的即時性來決定是否需要採用快取機制，

以增進程式執行速度。若是需要快取，則系統會自動將此執行動作的結果快

取起來，開發者無需手動調用快取模組。 

 當控制模組在執行使用者自定義的動作或函式時，會取得對應事務模組

的內容將其渲染至呈現模組。最後呈現模組緩衝所有需要渲染的內容至瀏覽

器輸出，完整呈現使用者的請求結果。 

 

Request from Browser

Controller Module

parse URL

choose action to  run

execute action
(user-defined function)

Corresponding Model 
Module

Corresponding View 
Module

Response to Browser

buffering

Need Cache? NO

YES

automatic cache 
user-defined function 

of controller

data

 

圖 16 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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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擬結果分析 

在此小節，會先對本論文所提出的開發框架進行正確性驗證，確保本框

架是可信賴的。再來為了衡量本框架在實際環境中，能提昇多少社交網路應

用程式的開發效率與系統性能，本論文採用 2 個實際運行中的 Facebook 應用

程式以本框架進行改寫。將使用本框架的程式與原始程式進行比較分析，用

以驗證本框架的效用。 

 

4.2.1 實驗環境 

 Facebook 應用程式需要開發者自行建構伺服器環境與 Facebook 平台通

訊，因此本實驗所需的程式皆建置於表 5 的環境中。 

 

表 5 實驗平台環境 

硬體環境 
Intel Core 2 Duo CPU E8200 @ 2.66Ghz 2.67Ghz 

1.87GB RAM 

軟體環境 

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Apache 2.0.63 

Mysql 5.0.51b 

Memcached 1.2.6 

 

4.2.2 實驗評估方式 

 實驗評估的項目為使用本框架後能提昇多少開發效率與系統性能。衡量

開發效率的指標為：程式碼行數(Lines of Code)。衡量系統性能的指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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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各項指標的定義如下。 

 

 程式碼行數：開發者編寫 Facebook 應用程式的程式碼總行數。此數值越

小越好。 

 回應時間:使用者從瀏覽器造訪 Facebook 應用程式直至接收所有的

response 封包所需的時間。此數值越小越好。 

 

 在之後的實驗，回應時間皆是採用 1000 個不同連線的平均值。 

 

4.2.3 實驗一 －框架正確性驗證 

 本框架除了 SNS API 模組外，其餘模組皆使用 PHPUnit 工具進行單元測

詴，確保各個模組皆正確無誤。而 SNS API 模組是完全建構於社交網路平台

原生 API 上的一個包覆類別。如圖 17 所示，當使用者使用 SNA API 模組進

行呼叫時，實際執行 API Call 的對象是社交網路平台原生 API。因此 SNS API

模組能保證在原生 API 無誤的前提下，正常運作。 

 基於上述的理由，可以保證建構於本框架上面的程式能夠正確無誤的運

行。也就是說當程式發生非預期的錯誤時，此錯誤應當屬於開發者的程式邏

輯錯誤，非本框架之責任。 

 

SNS API Wrapper

Native SNS API
API Call

API Call

 

圖 17 SNS API 模組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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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實驗二 － 實際案例：心理測驗 

 實驗一的程式是一個簡單的心理測驗，藉由判斷使用者回答的選項，給

出相對應的測驗結果，見圖 18、19。而第一項實驗就是利用此簡單的程式，

來驗證本框架在小型社交網路應用程式中的成效，實驗結果如表 6 所示。 

其中，表 6 的回應時間是取問題頁面(圖 16)和測驗結果頁面(圖 17)的算

數平均數計算而得。 

 

 

 

圖 18 小型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 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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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小型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 畫面 2 

 

 

表 6 實驗二結果 

 原始程式 使用本框架後的程式 

程式碼行數 158 行 146 行 

回應時間 2.425 秒 2.175 秒 

  

 

從實驗一的結果可看出，在小型的社交網路應用程式中使用本框架，改

善的程度有限。程式碼行數從原先的 158 行縮減到 146 行，縮減程度有限。

而回應時間從 2.425 秒縮短到 2.175 秒，性能雖提高了一成，但對使用者來

說，並無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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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實驗三 － 實際案例：GameBox 

 實驗二的程式是一個已經在 Facebook 上經營的小遊戲分享平台 ─ 

GameBox，見圖 20、21。GameBox 是一個可以讓 Facebook 使用者推薦喜歡

的小遊戲給朋友，並對此遊戲進行討論的社交網路應用程式。第二項實驗則

使用這個相對複雜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來驗證本框架在大型社交網路應用

程式中的成效，實驗結果如表 7 所示。 

此外根據 Google Analytics 分析流量後發現，首頁是 GameBox 性能瓶頸

的所在。故實驗二只有計算首頁(圖 18)的回應時間。 

 

 

 

圖 20 大型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 畫面 1 



 

37 
 

 

 

圖 21 大型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 畫面 2 

 

 

表 7 實驗三結果 

 原始程式 使用本框架後的程式 

程式碼行數 2621 行 1820 行 

回應時間 12.701 秒 5.513 秒 

 

 

 從實驗二的結果可看出，在業務邏輯複雜的程式中使用本框架，表現遠

比小型的社交網路應用程式出色。其程式碼行數從原先的 2621行縮減到 1820

行，縮減幅度有 31%。而回應時間更從 12.701 秒縮短到 5.513 秒，性能提高

了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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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現今社交平台的發展如火如荼，各個平台的成長率皆十分驚人。然而在

建置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過程中，對於開發效率與系統性能卻難以兼顧，

讓開發者甚為困擾。因此，本論文提出一個基於 MVC 架構的社交網路服務

開發框架來解決此問題。 

實驗結果證明，本框架對於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的開發效率與系統性

能皆有明顯的提昇，並且在大型且業務邏輯複雜的程式中，表現更為亮眼。 

此外透過使用本框架來重構 GameBox 平台後發現：將程式邏輯與顯示畫

面分離，能有效地改善程式結構混亂的問題。程式可讀性也大幅的提高，利

於後續維護與管理。 

 

5.2 未來展望 

未來研究的方向整理如以下幾點： 

(1)  增加其他的 SNS API 實作 

目前本框架在 SNS API 模組方面，只有完成 Facebook API 的實作。

為來可以再針對 MySpace、Orkut、Twitter 等熱門社交平台的 API 進行實

作，驗證本框架在不同社交平台的成效。 

 

(2) Open Source 

本框架未來欲發佈成 Open Source Project，與全球廣大的程式開發者

們一同驗證與改善本框架，使之成為一個成熟的社交網路服務應用程式開發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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