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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VC設計樣式為基礎的應用程式產生器 

 

研究生：程鼎元      指導教授：羅濟群 老師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中文摘要 

由於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使用Web的方式進行建置多層式系統成了最佳

選擇，由於其透過一致的Web介面與標準統一使得建置成本低廉等因素，新一

代資訊系統發展均以此基礎做為發展之環境。但是以Web為應用程式系統則仍

舊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例如，程式碼撰寫後因結構鬆散使得管理不易、程式控

制碼本身與 HTML標記交錯於程式頁面當中，造成撰寫時與日後維護上的困難

度增加。 

本論文提出的程式產生器的架構是以Web應用程式開發環境，利用MVC

設計樣式為基礎，將程式邏輯與顯示畫面分離，進而建立良好的程式開發環境，

所產生的系統將可以大幅度的縮短開發的時間與成本。希望利用Web開放式環

境的特性，協助程式設計開發團隊能夠快速、有效率的建立資訊系統。利用儲存

Meta-data的概念，將已開發過的程式碼與文件等資料，以結構化的方式儲存於

資料庫中。  

關鍵字：產生器、MVC、Web-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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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lication Generator based on the MVC Design Pattern 

英文摘要 

Student: Ding-Yuan Cheng     Advisor: Dr. Chi-Chun Lo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t is the best choice to build up the 

multi-layer system by using Web-based architecture. By the Web interface and unified 

standard, the next gener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will be based on it a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solved by using Web-based 

application. For examples: the program code was too loose to manage, the program 

control code mixed with HTML tag in the web-pages, and so forth. They will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in programming and maintaining in the fu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present a Web-base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The thesis proposed the application generator which was web-based environment by 

using MVC design pattern. It can separate the logical control and the 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well programming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generated 

system could reduce the design time and cost. With meta-data concept, we store the 

program code and system analysis document which were structured in database. 

Keyword: Generator、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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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在本章裡先討論本論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後續各章的簡單

介紹。 

1.1   研究動機 

面對資訊快速變遷的時代，資訊科技的演變更是快速，從終端機與大電腦集

中式的架構到 Client-Server的 Two-tier演變成今日的Multi-tier、Thin-client的分

散式架構，一方面也受網路的普及與低價電腦所賜，資訊系統的開發技術也隨之

不斷進步，企業也由 Two-tier的架構轉而以多層次架構開發資訊系統，開發的複

雜度也隨之提高。 

在進行系統發展時，要面對者許多的問題要克服，在前人累積許多的經驗

後，卻有許多的專案發展時，最後的結果常常會面臨到無法順利完成或是提前終

止，實際上受限於技術層面的例子卻是在少數。因此過去在發展系統時常會依循

著傳統 SDLC方法來進行，的確讓系統在發展設計時解決了許多問題，像是人性

因素、使用者的問題…等等。在軟體開發時能夠以塑模[24][25]的概念來設計，

可以很快的轉換所應用的領域。 

系統設計與開發一直是從事資訊類工程師所面對最重要的技術挑戰，由於缺

乏一個有效的設計方法與平台，使得設計人員常常以一行接著一行的撰寫程式，

雖然透過物件導向與其他設計方法的提出，增進了設計時的效率，但是對於多人

開發團隊時所產生的問題，卻不是能夠靠個人的優異技術能力可以克服，這不但

使得資訊系統的開發與建置無法有效率的提升，也使得系統在開發時，設計人員

間的資訊無法交流；而在系統設計完成後，經常由於時程的壓力，在設計文件的

更新往往並未更新，往往造成日後的維護上的困難，如何能讓系統開發的效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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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解決上述的問題，這便是本論文要探討的主題。 

1.2   研究目的 

本篇論文之研究目的是參照現有系統開發技術，提出一個具有彈性與快速建

置系統的方法，透過把程式應用邏輯 (或稱商業應用邏輯) 與網頁呈現 (Layout) 

邏輯分離，即利用MVC(Model－View－Controller)設計樣式[1][2][3]為基礎，讓

系統建置者能夠利用這個設計樣式來設開發產生器，過去的研究指出使用

Domain Patterns在Web Application架構下開發系統已有越來越多的技術提供支

援，可大幅節省開發的時間與成本，因此本論文希望利用設計樣式的方法應用在

產生器的系統中，能夠改善資訊系統設計的效率。 

1.3  研究方法 

 

圖 1- 1 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 

整理出現有方

法論與技術 

個案實施 

修改與擴充 

資料收集 

開始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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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節說明 

第二章將探討目前網路應用程式與相關技術，包括資訊系統開發架構，相

關定義，並以範例說明。接著於第三章問題與改進構想中說明目前網路應用程式

在設計時所面臨的問題，如何解決，並且提出改進的構想和模型；第四章實作與

呈現實驗結果於第三章中所提出的模型；第五章、說明本研究所提出的設計方法

與使用分析；第六章、結論與未來展望：作為本研究的總結與未來可行的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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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在本章裡，主要介紹與說明與本論文主題相關的一些研究，一開始會先簡

介應用系統產生器的概念，並說明傳統上程式產生器的種類，進而探討現有開發

架構與方法；最後說明現有產生器的問題與分析目前採用技術的缺點。 

2.1   應用系統產生器 

產生器應用於系統的產生者，稱之為應用系統產生器，目前已有許多關於

應用系統產生器系統的研究[4][14][15][16][17]，製作應用系統產生器雖然能夠有

效提升軟體設計的產出，但是通常開發一個應用系統產生器時的成本遠高於直接

開發個別的應用軟體，所以欲開發應用系統產生器時應考量到開發成本的因素

[7]。採用產生器的優缺點如下(Cleaveland, 1998)[8]： 

優點： 

1.可降低程式碼的錯誤，能夠使得開發者專注於需求規格的錯誤。 

2.可由非專業程式設計師建構與維護軟體。 

3.易於建構與測試替代方案的雛型。 

4.藉由產生器自動產生標準介面或輸出規格，易於將建構的過程標準化。 

缺點： 

1.單一個應用系統產生器僅能在一些特定環境中有效使用。 

2.應用系統產生器很難建置，須要豐富的問題域知識、有能力去設計問題域

中的原生元件、須仔細設計使用者介面與表達需求規格的語言。 

3.發現應用系統產生器可用之處是很困難，且發現的時間點通常是在開發的

末期，很難再激發動力而重新開發。 

4.新技術的導入企業常引發管理上的問題。例如：如何且何時將應用系統產

生器導入企業的流程中？誰才是考慮這些問題的人？開發軟體產生器的

成本如何與未來所產生的效益作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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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基於以上的因素，所以Cleaveland 認為將應用系統產生器的概念與方

法傳授給使用者，讓使用者發覺應用系統產生器可在工作流程中應用，由使用者

自行開發應用系統產生器，因此應用系統產生器可落實使用者自建(End user 

computing)的概念。系統分析與設計的技術大概可以分為結構化、物件導向與元

件導向三種，系統開發者也可以依產生器之不同特性進行系統分析與設計，若是

產生器可以組裝出物件導向的應用系統，則可以利用物件導向的系統分析與設計

的技術；若是以元件導向時的應用系統，須依元件導向的系統分析與設計的技術

[14]；以結構化產生器的系統分析與設計則可見Wu等人[4]或張益嘉[15]。 

程式產生器的分類依產生的方式可以分為主動型與被動型兩種。程式產生

器分為三種[7]：(1)商業資料處理的應用系統產生器。(2)程式語言的文法與詞彙

分析產生器。(3)CASE 工具中的程式產生器。依Jack Herrington[8]的分類則是以

產生的方法分為六種(見2.1.1小節之描述)。產生器主要是將特定問題域的需求規

格(Specification)轉換成程式片段、子程式(Subroutine) 或軟體系統，如圖2- 1所

示；例如過去就一直最常使用的C preprocessor，就是一種最簡單的產生器，C 

preprocessor控制#include、#define、#if與#ifdef等宣告，這種利用代換與插入檔案

產生的程式，也是最簡單的一種產生動作。 

 

Program Generated Application 
generator program description 

Application 
Database 

Domain Knowledge 

圖 2- 1 程式產生器(取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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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Code Generator的性質可以分為兩類，以下就針對Code Generator的性質

做簡單的分類與說明： 

I Passive Style: One-time code generation 

稱為被動型態的產生器，該產生器只會產生一次程式碼，產生過後就不

再更動。 

II Active Style: Integrated code generation 

而主動型的 Code Generator則可分類成六個種類，分別於下各小節中介

紹： 

2.1.1 型 1: Code munger 

 

Source Code 

Code munger 

Output File 

圖 2- 2 Code munger產生器架構圖(取自[7]) 

Code Munger是將給定的程式碼轉依據其特性換成另一種形式的輸出，其流

程如圖 2- 2所示，通常是依正規表示語法使用簡單的來源分析後，轉換輸出成另

外一個輸出的檔案，可以用在許多地方，例如用它來產生文件資料或是函數。以

C語言中#define為例，我們定義 PI如：#define PI 3.14159 

於是在程式中當遇到變數為 PI時，便會將 PI替換成 3.1419這個數值，使

用此架構的優點為： 

1. 從單一個檔案中讀入資料，在設計上較為簡易。 

2. 從單一個路徑下中讀入資料，不容易錯亂且管理方便。 

3. 從單一個標準輸入讀入資料，較節省讀取時間。 

缺點則是功能太過簡易，無法推廣使用在大型的專案系統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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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型 2: inline-code generator 

 

Source Code 

Inline-Code 
Expander 

Output Source Code 

Compiler

Executable

圖 2- 3 inline-code 產生器架構圖(取自[7]) 

Inline-code 擴展是一種簡化程式碼的方式，是以種特殊語法的方式將原本

的程式碼展開，而該語法則是透過產生器依據不同的需求提供轉譯，轉譯出的程

式碼再經過編譯器編譯成為可執行檔。該產生器運作的流程則如圖2- 3所示，茲

舉一範例如下表1所示： 

表 1 inline-code展開前範例 

 

void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sql-select: SELECT first, last FROM names> 

return;} 

經過inline-code generator讀入展開後，最後的產出結果如下表2所示： 

表 2 inline-code展開後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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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 

char *first; 

char *last; 

} *sql_output_1; 

  { 

    db_connection *db = get_connection(); 

    sql_statement *sth = db->prepare( "SELECT first, last FROM names" );

    sth->execute(); 

    sql_output_1 = malloc( sizeof( *sql_output_1 ) * sth->count() ); 

    for( long index = 0; index < sth->count(); index++ ){ 

      // ... marshal data} 

  } 

2.1.3 型 3: mixed-code generator 

 

Source Code 

圖 2- 4 mixed-code 產生器架構圖(取自[7]) 

Compiler

Output Source Code 

Mixed-Code 
Generator 

Exec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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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產生器從單一個檔案讀入來源資料，依據不同問題的需求，做了部

份的修改後再回存到該檔案，和 in-line code最主要的不同則是在於 I/O的部份，

mixed-code所產生的檔案和原始的檔案是同一個檔案，其流程如圖 2- 4所示，以

2.1.2 節中的例子變化如下： 

表 3 mixed-code轉換前範例 

 

void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 sql-select: SELECT first, last FROM names 
// sql-select-end 
return; 

} 

其中<sql-select: …> 程式碼的部份將會轉換成為如表 4所示： 

表 4 mixed-code轉換後範例 

 

void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sql-select: SELECT first, last FROM names 
struct { 

char *first; 
char *last; 

} *sql_output_1; 
{ 

db_connection *db = get_connection(); 
sql_statement *sth = db->prepare( “SELECT first, last FROM names＂ ); 
sth->execute(); 
sql_output_1 = malloc( sizeof( *sql_output_1 ) * sth->count() ); 
for( long index = 0; index < sth->count(); index++ ){ 

// ... marshal data 
} 

} 
// sql-select-end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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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型 4: partial-class generator 

 

Definition File Templates 

Partial-Class 
Generator 

圖 2- 5 partial class 產生器架構圖(取自[7]) 

Partial-class generator 首先會從一個定義檔中讀入所需要的資訊，緊接著會

使用一個 templates格式建立目的類別檔，而此類別檔案產生後，將由開發者自

行編譯成可用的目的檔，圖 2- 5為產生的流程，舉一範例如下：我們在某一個文

字檔中定義一類別為 Person，且類別的屬性有 first、middle、與 last三個，經過

Partial-Class Generator的處理後產生如下的結果： 

表 5  partial class轉換後範例 

 

Output base class Source Code 
Divided class custom 

Source Code 

Executable 

public class PersonBase { 
protected String _first; 
protected String _middle; 
protected String _last; 
public PersonBase() 
{ 
_first = new String(); 
_middle = new String(); 
_last = new String(); 
} 
public String getFirst() { return _first; } 
public String getMiddle() { return _middle; } 
public String getLast() { return _la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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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型 5: tier generator 

此類的產生器通常可用來建立完整的系統，有別於前面幾節所討論的產生

器都是以產生個別檔案或某些功能的函數與片段程式碼，而最常見的方式是使用

模式導向分析方式分析並產生整個系統。由圖 2-6可知 tier generator的輸入和輸

出是和 partial-class generator相同，tier generator 讀入定義檔並且使用樣板的方式

產生檔案，可以分別產生使用者介面、商業邏輯與資料連結三個部份達成多層次

的Web應用系統。 

 

圖 2- 6 tier 產生器架構圖(取自[7]) 

2.1.6 型 6: Full-Domain Language 

Full-Domain Language可以允許工程師輕易用該語言表達所達不同專業領

域裡的概念，該語言包括了對變數的宣告、邏輯判斷、分支跳躍等不同語法的支

援，設計者只需要對目前開發的系統，了解專業領域上的知識即可產生系統，例

如：行政事務系統、人事差勤系統…。但是這種高階語言在先天上就會有一些限

制，例如在數學分析計算方面的支援就會不如傳統上的 C或是 C++，要用到大

量的矩陣運算或是最佳化，效能的表現就不會太好。  

Compiler

Definition file Template 

Generator

Output Source Code 

Exec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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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VC設計樣式 

本節主要介紹MVC設計樣式的概念，但在介紹MVC之前，會介紹兩個相

關的軟體開發架構，常用於系統設計時的塑模方法，分述於 2.2.1節的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MDA)以及 2.2.2節的 Presentation-Abstraction-Control(PAC)是

用於使用者介面分析的表達工具。 

2.2.1 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 

模式驅動結構（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 MDA）是由 OMG定義的一種軟

體開發架構，主要是用來解決製作與維護高階文件時，文件品質低落的問題。 

整個MDA發展的生命週期則是如圖 2- 7所示，MDA在發展過程中步驟之

產出，強調其產出是由電腦可理解的正式模式（Formal Model）表達。 

 

Requirements Mostly 

圖 2- 7 MDA軟體開發之生命週期(取自[22]) 

Analysis 

Text 

Low-level design

PIM 

PSM 

Code 
Coding 

Testing 

Development 

MDA 
Proces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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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DA有三個核心模式[9]：平台獨立模式、特定平台模式與程式模式，

以下就分別介紹之。 

一、平台獨立模式(Platform Independent Model, PIM) 

PIM 是一種高階抽象的模式，該模式與所採用何種開發技術的獨立，PIM 

是分析與設計後的結果，主要是根據需求分析的結果，得到如何支援企業運作的

觀點來描述一個軟體系統，但是並不涉及描述系統開發與運作之平台。 

二、特定平台模式(Platform Specific Model, PSM) 

PSM則是一種特定平台的模式，該模式是相依於軟體開發技術，PSM的描

述方式主要是以所使用的開發工具來描述一個軟體系統，在描述時便會大量使用

該特定平台中的技術辭彙，例如：對關聯式資料庫 PSM 而言，辭彙包括 “table”、

“column”、 “foreign key”。一個 PIM的描述則會包含一個以上的 PSM，因為開

發的系統可能包含數種技術，PSM內的溝通則利用溝通橋樑來達成訊息交換。 

三、程式模式(Code Model, CM) 

每個 PSM最終會被轉成使用開發工具的程式碼，由於 PSM是相依於其開

發技術，因此 PSM轉成程式碼之過程非常直接。如果開發的系統中有多個 PSM

時，此時將會轉出多種的程式碼，而這些程式碼間的互動是藉由溝通橋樑來達成。 

 

PIM 2.Transformation: 
1.Transformation: 

圖 2- 8 MDA架構圖(取自[10])  

Rational 
PSM 

Component 
PSM 

Web 
PSM 

xSP Source 
Code 

Component 
Source Code 

PIM to Web 
PIM to Relation 

5.Communication 6.Communication 

Bridge Bridge 

3.Transformation: 4.Transformation: 

code generation code generation 

SQL 
Source Code 

7.Communication 7.Communication 

Bridg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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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轉換的架構圖則是如圖 2- 8所示，首先由使用者需求分析中製作出

PIM，接著由此描述出的 PIM轉成一個或多個的 PSM，例如圖 2- 8的Web PSM、

Rational PSM與 Component PSM，系統利用到此三者技術進行開發，則會產生三

個 PSM的描述，將 PIM轉換至 Rational PSM與程式樣版的研究(圖 2-8中步驟

1)可見[20]，類別圖轉換至物件關聯模式則可見[21]。最後則是將這些 PSM分別

轉成對應的程式碼，以此例來說，三個 PSM的程式碼分別會轉出 JSP程式碼、

EJB Component程式碼與 SQL程式碼，而這些不同的程式碼則是可以利用溝通

橋樑來達成相互間的溝通。 

2.2.2 Presentation-Abstraction-Control 

另外一個常用於使用者介面分析的表達工具則是利用 PAC架構，良好的介

面架構圖可以使得介面間的連接與控制關係清楚地表現，而 PAC是個常見的介

面架構表達的工具，PAC架構圖則如圖 2- 9  PAC架構圖所示。 

 

Abstraction  Control  Presentation 

A1    C1    P1 A2    C2    P2 …….. An    Cn    Pn 

圖 2- 9  PAC架構圖(取自[22]) 

PAC將使用者介面的設計細分成許多個子介面，其中的每個子介面都可視

為一個物件，每一個物件是展示(Presentation)、摘要(Abstraction)與控制(Control)

三個部份所組成。其中展示部份是定義該物件的外觀，並處理訊息的輸入及輸

出；摘要則是定義物件的功能及概念；控制部份則是展示與摘要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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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它的物件相互連繫的管道。利用 PAC進行使用者介面塑模[18]，這種作法

可讓模式只單純的作資料處理的動作，因此可利用 PAC模式提升在設計與維護

的效率。 

2.2.3 Model-View-Controller設計模式 

MVC是一種相當著名的而且廣泛被採用的設計樣式，最早可追溯到

Smalltalk1語言的Smalltalk-80版本，在Smalltalk-80中，使用者介面(UI)其背後主

要的概念就是MVC。 

 

Model 
模組 

Controller View 
控制中心 顯示層 

圖 2- 10 MVC運作模式 

"Model"所代表的是應用程式的商業邏輯，是用來執行資料的處理或轉換、

回應請求資料的要求，以及回應變更資料的要求，Model 不用去管 View與

Controller的設計方式，它們可以透過特定的介面相互溝通。 

"View" 是應用程式的表現畫面，也就是把資料做視覺化的呈現在使用者面

前，View透過特定的介面與Model溝通，設計時也不會相互影響。 

"Controller" 是應用程式的處理程序控制，提供改變Model中資料的機制，

透過 Controller抓住由使用者所發出的鍵盤或滑鼠事件，以便告知Model資料已

改變的事實，亦是透過特定的介面與Model溝通。可以透過這種設計模型把應

用邏輯、處理過程和顯示邏輯分成不同的單元分別實作，使得程式在維護上開發

                                                 
1 Smalltalk，一種物件導向程式語言，由Alan Kay所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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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相當大的助益。 

圖 2-11為一個簡單MVC範例，假設欲設計一個時鐘程式，依據顯示方式

的不同可區分為數位式與指針式時鐘兩種，兩者皆顯示相同的時間，其中計時的

部份就是MVC中的Model，該Model負責保存時間，也允許將時鐘設定成新的

時間；而數位式與指針式兩種呈現的方式不同，數位式的時鐘是利用數字的改變

來顯示時間，而指針式的時鐘則是以指針的移動來顯示時間，所表示的是相同的

時間；使用者可以利用滑鼠或是鍵盤操作時鐘，藉由事件的觸發，可以向Model

送出重新設定時間的請求，而利用滑鼠或是鍵盤發出改變Model的狀態，這部

份就是MVC中的 Controller。 

 

圖 2- 11 兩種不同顯示方式時鐘範例 

目前以MVC設計模式開發系統的例子，則是以Struts框架為首；Struts是

Jakarta下的一個子計劃[11]，其目的是以一個開放式的架構來建構Java的網路應

用程式，Struts就是以MVC設計模式而發展出來的架構。在Struts中的Model是利

用java beans 實作，JSP2對應到View，而Servlets3 對應到Controller與URI互相對

映，使得資料處理、系統功能以及外觀展現的處理能夠區分出來，整個的運作模

式如圖 2- 12所示： 

                                                 
2 JSP，Java Server Page，http://java.sun.com/products/jsp/ 
3 Servlet，Java Servlet Technology，http://java.sun.com/products/serv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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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View 
(Java Bean) (JSPs) 

圖 2- 12 MVC運作模式 in java 

1. Model部分： 

採用 JavaBean和 EJB元件，設計和實作系統的商業邏輯。根據不同的

請求從Action衍生具體Action處理物件。完成"做什麼"的任務來 呼叫由Bean

構成的商業組件。  

2. Controller部分： 

提供應用程式的處理程序控制(使用 Servlet)，負責處理從用戶端傳送的

請求，分析請求後決定適切的處理者，交給該執行者處理，最後交給適當的

View 元件展現；控制器的作用是從用戶端接受請求，並且選擇執行對應的商

業邏輯，然後把結果送回到用戶端。Struts提供了核心控制部分的實作，只需

要配置 ActionMapping物件。 

3. View部分： 

Struts應用中的 View部分是透過 JSP技術實作的。為了使用Model中的

ActionForm 物件，必須用 Struts提供的自定義標籤建立 HTML Form，利用

Struts提供的自定義標籤庫編寫使用者介面把應用邏輯和顯示邏輯分離，

Struts框架透過這些自定義標籤建立了 View和Model之間的聯繫。 

基於 MVC Framework 的設計、觀念與技巧，java opensource也提出各式

各樣的解決方案，例如：apache 就實作了 jakarta turbine、jakarta struts、jakarta 

Controller 
(Servlet) 

Browser 
 (User) 

Display  
request  forward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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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stry、avalon⋯等；opensymphony 的 webwork、webwork2；其他的還有 

Maverick、JPublish、JApple⋯ 等等；也有包含更多的 J2EE 架構的實作 

framework，例如：expresso、SOFIA、Spring等。所以MVC設計模式在許多重

要軟體開發的場合中，都會出現它的足跡，也可以想見它的重要性。 

2.3  潛在問題與改進 

本節所要討論的是產生器的潛在問題與改進的構想。首先說明現有產生器

的潛在問題，再探討應用系統產生器的組成元件，最後並提出幾個改進的構想，

與應用系統建構的方法論。 

本研究以市面上的 CASE Tool - Rational Rose為例，簡介 Rose所提供的功

能以及其優缺點做出如下整理： 

1. 簡介： 

Rational Rose是一個可以輔助進行物件導向軟體系統分與設計的視覺化工

具，在尚未撰寫任何程式之前，可以利用該軟體為系統塑模工具，利用 UML描

述系統規格，以確保系統的周嚴性與完整性。 

2. 所支援程式碼： 

Ration Rose提供了 C++、XML DTD、Visual Basic、C#、CORBA、Web 

Application等程式語言的程式碼產生，設計人員可以利用 UML語言塑模出系統

的設計規格書與系統文件，並利用 Rose所提供的還原工程，產生程式碼。 

3. 多數只支援單機版本： 

Ration Rose只提供了單機版產生程式碼，無法讓產生的程式碼與多人共

享，設計階段的資訊無法在程式設計人員間流通，資訊的交流必須透過網路分享

或其他的方式進行。 

4. 在Web Application上的不足： 

其中Web Application所產生的程式碼只是針對網頁中的元件產生對應的程

式碼，這些程式碼只包括 User Interface的外觀，對於建立整個應用系統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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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說，尚欠許多功能。 

從 2.2節討論的例子中，我們可以發現不同類型的產生器與的各個產生器的

特性，也可以發現不同的產生器在產生程式碼上不同的地方，將各類型產生器功

能比較、優缺點整理如表 6 各類型產生器比較表所示： 

表 6 各類型產生器比較表 

特性 Code munger Inline-code Mixed-code Partial-class Tier/layer 

產生架構 單機使用 單機使用 單機使用 單機使用 單機使用 
資料來源 單一檔案 單一檔案 單一檔案 多個檔案 多個檔案 
產生結果 單一輸出 不同檔案 單一輸出 單一輸出 單一輸出 
環境設定 手動設定 手動設定 手動設定 手動設定 手動設定 
Template 無 無 無 有 有 
產生型態 靜態產生 動態產生 靜態產生 靜態產生 動態產生 
資料儲存 無 無 無 無 無 
優點 1.容易使用 

2.單一個標準
輸入讀入 

1.簡化設計時
的複雜度 
2.使用不同語

言，易於實作

1.所產生輸
出的檔案是

不同檔 
2.易於實作 

1.利用已定義
與樣版的檔案

產生輸出 

1.有定義與
樣版的檔案

2.動態產生
輸出的檔案

缺點 設計過的規

則不易於重

複利用 

沒有一套良

好管理

inline-code的
方法 

沒有一套良

好管理已產

生程式碼的

方法 

需要良好的分

析出物件類別 
架構討論較

缺乏完善方

法論 

範例 Define in C Macro in C C J2EE - 

本論文依照產生器的不同特性，分別說明在設計產生器時，可能會遭遇到

的問題，並提供解決方式來改進產生器： 

問題 1：只支援單機版本的產生器佔大多數 

解決方式：產生器系統架構改用以Web-Based的架構 

過去程式產生器的系統架構大多都為單機式的版本，一次只能作業在同一

台機器上，對於多人使用的系統開發需求並無法滿足，實際的運作方式只好將工

作切割，把不同功能或子系統分別交付，最後再匯集個別產生的程式後組合。本

論文改進的方法，是透過Web-Based的架構，利用網路分享的方式，讓具有共同

任務的小組同時作業，如圖 2- 13產生器系統架構所示： 

 19



 
使用單機式 使用網路式 

圖 2- 13產生器系統架構 

問題 2：樣版資料來源只來自於單一檔案 

解決方式：以資料庫作為資料來源 

讀取的範本檔或是樣版資料的來源可以分為：單一檔案與多個檔案；前者

通常讀入資料較簡短，有時讀取的來源就在相同的檔案中，如 inline code 類型；

另外一種改進方式則是從多個來源檔讀取，在系統的設計上較有彈性，對於模組

或功能的描述也可以放在不同的檔案中。本論文所提出的方法是以資料庫做為資

料來源的儲存體，將定義好的樣版資料儲存於資料庫中，更有助管理，產生器資

料來源方式表示如圖 2-14。 

 

Source Code 
Source Code Database 

Generator Generator Generator 

單一來源 多個來源 使用資料庫 

圖 2- 14產生器資料來源 

問題 3： 畫面設計與程式無法重覆利用 

解決方式：利用 Template定義輔助設計 

利用樣版所定訂出的資料可以節省撰寫與開發的時間，進而可以重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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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發過的程式碼或是使用者介面等部份，雖然不同程式語言有不同的支援方

式及語法，透過MVC設計樣式，將常用的函數程式碼與使用者介面定義成

Template，將Model與 View的設計分離，可以快速的進行設計工作。圖 2- 15

畫面樣版的例子是顯示一個使用者介面樣版之範例系統畫面；畫面上方的選項是

做為選擇子系統的分類，畫面中所顯示的五個選項：首頁、資源管理、資源瀏覽、

用戶管理、系統管理等；當指標移動到該選項時，則會跳出一下拉式選單，讓使

用者選擇各個子功能，畫面中用戶管理下就提供了個人信息、修改個人信息、權

限申請、用戶組管理、設定用戶組、修改用戶權限⋯等九個子功能。 

 

透過樣版定義可產生不同畫面 

分項的選單為各個子系統功能 

顯示選單顯示為子系統下

的各個管理功能 

圖 2- 15畫面樣版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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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應用系統程式產生器之設計 

經由第一章的研究動機說明，可以了解本論文要做的方向，於是收集、研

究了許多相關的文獻，如第二章所介紹，在探討的過程中，了解到何謂應用系統

產生器，了解產生器的設計方式，也了解到使用MVC設計模式的好處，接著本

論文提出改良後應用系統產生器之設計，在此章中，3.1節先對系統設計的原則

做說明，3.2節則是描述系統操作的整個流程，接著再對本論文提出的應用系統

產生器做詳細的設計描述，3.3.1節則是針對系統架構說明，3.3.2則是說明所提

供系統模組。 

3.1  系統設計原則 

實作支援所有的程式語言並不是本篇論文的主要目的，本論文最主要是提

出彈性的設計架構，藉由產生良好的程式碼快速完成資訊系統建置。因此建議可

選擇網路應用程式中最常用的三種語言：JSP、PHP、ASP之一來進行設計，系

統設計原則需符合以下功能系統特性： 

A. 以開放式網路環境為基礎架構，可使得多人同時進行設計工程 

B. 採用MVC概念為架構發展 CASE Tool 

C. 以 XML[13]為資料儲存方式，可彈性設計語言格式 

D. 以設計樣板[2]的方式，藉以應用在不同領域之快速轉換 

E. 將分析階段之 meta-data直接按照正式規格輸出發展手冊 

F. 定義綱要資料可以使得多語言的程式設計環境，快速達成 
 

目前大多數的程式語言所提供的圖形使用者介面都將View與 Controller 合

併，若是將 View 與 Controller合併則稱之為 Delegate元件[10][11]，由 Delegate

負責 View 與 Controller 的責任，即接收使用者發出的請求，並與Model溝通，

在Model 狀態改變時，Delegate就會向Model取得最新的資料來更新自己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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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本論文的設計架構中，MVC 的部份將以Model-Delegate 設計架構來實現，

如圖 3-1所示，在 3-2節中說明產稱器運作操作的流程，如何利用MVC設計模

式支援應用程式產生器於 3-3節中描述系統架構與系統模組的設計。 

Model 

 

圖 3- 1 Model-Delegate 的架構圖(取自[26]) 

3.2  系統流程 

 

圖 3- 2系統使用個案圖 

圖 3-2為利用 UML繪製之系統使用個案圖，說明了設計人員在建構系統

時，可以先從建立檔案物件開始，也就是以關聯式資料表的 Table。頁面之間流

 

View Controller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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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轉變與控制權的轉移則依照各個子系統功能的需求來設定執行的先後順

序。樣版的格式可以由檔案或資料庫中讀入，搭配使用者自行定義的標記，可以

將部份 Script language輸出至外部版面控制頁面；資料庫連線控制的程式碼則輸

出到中心邏輯控制檔案中；系統中 meta-data則是包括負責儲存所要產生的應用

系統相關的資料表與功能函式，該資料表可經由使用者介面將應用系統之需求塑

模建立至產生器中，功能函式則是將系統常使用到的程式模組化，將其儲存於資

料庫中，做為輸出時的系統 include file或是 library。 

 

圖 3- 3 以MVC設計模式應用系統產生流程圖 
 

執行產

生程序 

資料庫 

選擇屬性環

境資料設定 

產生程式碼 

產生環境設定檔 

輸入關聯式 

檔案資料

Web 

產生文件與報表檔案 

Global.CSS 

Web Page

Word、pdf 
Excel 

系統資料

是否已建

立完成 

是 否 

系統是否

符合需求 

開始 

階段一： 
建立 Model 

階段二： 
建立 View 

階段三： 
利用 Controller輸出 

否 

是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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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系統產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所需要的應用系統資訊輸入階

段，包括建立 Model與 View Page，以及最終的應用系統產生階段，產生流程如 

圖 3- 3所示，運用 Code Generator產生 Application可產生完整程式碼，資料庫

是資料的來源；輸入與產生階段的步驟則分別如下所列： 

階段一：建立 Model 

步驟1. 關聯式檔案資料輸入 

步驟2. 函數與副程式碼建立 

階段二：建立 View Page 

步驟1. 使用者頁面建立 

步驟2. 圖檔與其他資料 

步驟3. 環境資料設定 

階段三：利用 Controller產生程式 

步驟1. 產生系統目錄 

步驟2. 產生環境設定檔 

步驟3. 產生函數檔案 

步驟4. 產生使用者頁面 

步驟5. 產生處理頁面(Process Engine or EJB) 

步驟6. 產生報表(System Report) 

 

以圖 3-4 來說明使用者與系統的互動關係，使用者透過 Delegate將資料輸

入到資料庫中，是建立 Domain Entity，儲存在資料庫中的 meta-data是產生器

model的資料來源，等待資料建立完成後，就可以進行資料與程式的產生，使用

者可以直接瀏覽或下載產生的結果，進一步的修改核心 model，以符合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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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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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 Code 

Generator Controller 

5.產生資料

6.展示結果

 

圖 3- 4使用者與系統的互動關係圖 

3.3  系統設計 

本小節是針對本論文提出的應用系統產生器設計內容做詳細的設計描述，

3.3.1節則是針對應用系統產生器的架構與元件做說明，3.3.2則是說明系統的模

組，並解釋各個模組如何達成MVC設計樣式之支援。 

3.3.1 系統架構 

本應用程式產生器系統的設計主要是以Web-based環境為基礎，使用者可

以透過 HTTP協定連線至產生器的引擎中心，透過此一引擎進行整個應用系統的

產生；而產生的程式碼，則是儲存在主機端的檔案庫。 

當使用者端(即設計人員)透過網路連線後，將想要產生的應用系統相關資料

鍵入後，產生器的引擎便會根據已經設計好的樣版資料，包括 Presentation Tier

的使用者介面端程式、Model Tier的商業邏輯與 Control Tier的程式流程控制等

三個部分，產生輸出至檔案系統中儲存，整體運作架構則如圖 3- 5所示： 

 26



                                                                                

 

圖 3- 5 系統運作架構 

系統組成元件則包括使用者介面頁面(View Page)、功能函式庫(Deployment 

and function)、檔案物件庫(Other Files)、meta-system(Database Schema)、應用系

統功能(xSP)等部份。其中使用者介面部份為系統與使用者互動的操作介面；功

能函式庫提供應用系統運算或處理的功能函式，將常用的功能函式儲存於資料庫

中，例如：西元日期與民國日期轉換運算、匯率轉換等常用運算功能；而

meta-system 為記錄應用系統架構與運作流程的資料庫，meta-system 可視為整

個應用系統運作的驅動中心，利用此一 Table driven的方式將系統環境設定、檔

案物件、系統報表等資訊以資料表格(Table)的方式儲存，系統於建置時，就可以

依據 Table中的資料產生該系統的環境設定檔，如 Config.xml或 Config.CSS等檔

案，系統組元件則如圖 3-6所示。 

Application 

Internet 
(TCP/IP) 

Web-page 
HTTP 

Presentation Tier

Model Tier 
Information 
Depository 

Control Tier 

User Tier Generator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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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Page HTML 

xSP ASP JSP 

Other Files Image file HTML Application 
Generator 

System Deployment 
Descriptor 

Config.xml Config.CSS 

Database 
Schema 

Table and 
Relation 

Module and 
meta-data 

圖 3- 6 應用程式產生器系統組成元件 

3.3.2 系統模組 

本小節依據本論文中設計之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將應用系統產生器設計成

七大模組，系統模組架構圖則如圖 3- 7所示，其中檔案物件模組與功能函數模組

是系統的核心，負責MVC中的Model；而樣版定義模組與環境設定模組，是負

責MVC中的 View；結果輸出模組與流程物件模組是負則MVC中的 Controller。

以下就針對各個模組所提供的功能進一步描述： 

 

應用系統產生器 

圖 3- 7系統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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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檔案物件模組 

利用檔案物件模組，將關聯表與資料字典定義，並將這些資料建立至資

料庫系統中。除了設定資料表格鍵值、每個欄位的型態與長度，也從關聯表

建立檔案物件間的關聯，表 7則是檔案物件的資料庫表格。 

表 7 「檔案物件」資料庫表格 

資料元素名稱 欄位名稱 欄位型態 欄位長度 主鍵  外鍵 
編號 ID Numeric 9 *  
中文名稱 Chi_Name Varchar 50   
英文名稱 Eng_Name Varchar 100   
功能說明 Fun_Desc Varchar 255   

2. 功能函數模組 

功能函數模組則是將系統共用的函數由專人設計完成後，建立至資料庫

系統中，透過統一集中的方式管理，可以使得設計的工作更容易進行，表 8

是 include檔資料庫表格，預覽程式碼會顯示類似表 9：抓取現在函數範例。 

表 8 include檔資料庫表格 

資料元素名稱 欄位名稱 欄位型態 欄位長度 主鍵  外鍵 
編號 ID Numeric 9 *  
類別 varchar 50    
名稱 varchar 50    
內容 text 16    

表 9抓取現在函數範例 

 

<% 
function webtime()' 抓取現用時間(包括時分秒) 

webtime = date & " " & hour(time) & ":" & minute(time) & ":" & second(time) 
end function  
%> 

3. 流程物件模組 

流程物件模組則是設定頁面間轉移的先後順序，可以透過系統分析文件

中有關於環境圖、流程圖(Flow Chart)、處理描述與藍圖(Drawing)等資訊進行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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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樣版定義模組 

透過樣版定義模組設定，顯示於使用者介面的 View的呈現畫面，每一

個物件都能夠設定其屬性，並可以與檔案物件相互搭配。 

表 10 「使用者介面」CSS設定檔案範例 

 

a:active 
{ 
 FONT-FAMILY: 新細明體; 
 FONT-SIZE: 11pt; 
 TEXT-DECORATION: none; 
} 
a:hover 
{ 
 FONT-FAMILY: 新細明體; 
 FONT-SIZE: 11pt; 
 TEXT-DECORATION: none; 
} 

表 11 CSS檔資料庫表格 

資料元素名稱 欄位名稱 欄位型態 欄位長度 主鍵  外鍵 
id id numeric 9 NOT 

NULL,PK 
 

形態 形態 varchar 50   

 

5. 結果輸出模組 

結果輸出模組最後將會輸出包括：外部環境組態檔(XML file)、外部版

面(Web Page)、共用函數(include file)與商業邏輯程式碼(Servlet or Bean/ 

Engine)。結果輸出模組最後將會輸出包括：外部環境組態檔(XML file)、外部

版面(Web Page)、共用函數(include file)與商業邏輯程式碼(Servlet or Be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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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境設定模組 

環境設定模組則是提供了對於系統模組設定、系統版面設定、使用者帳

號管理等環境資訊設定，在Web 互動式應用程式的操作環境，本模組負責整

個MVC設計模式中 View的展現，使用介面可以自由更改顯示的樣式，但不

會影響系統其他的功能。其中系統模組是依照系統分析規格描述所產生，系

統版面設定則與使用者帳戶管理相互搭配。 

表 12 模組檔資料庫表格 

資料元素名稱 欄位名稱 欄位型態 欄位長度 主鍵  外鍵 
id id decimal 9 ＊  
模組 模組 nvarchar 255   
排序 排序 decimal 9   
形態 形態 smallint 2   
預設 預設 smallint 2   
連結 連結 nvarchar 255   
顏色 顏色 nvarchar 50   
底色 底色 nvarchar 50   
 

7. 報表產生模組 

應用系統多半需要具備報表產生功能，而報表產生模組則是設計用來產

生與應用系統相關資料，提供使用者儲存為一般文件或是試算表型態文件，

報表的內容則依據使用者需求塑模階段產生規格，結構化塑模主要的工具可

以利用事件、環境圖、流程圖(Flow Chart)、處理描述、藍圖(Drawing)、資料

詞彙(Data Glossary)、實體關係圖、關聯表、正規化關聯表、資料流程圖(Data 

Flow Diagram)、結構圖、HIPO 與處理規格描述等工具，詳細討論可見[23]。 

 

 31



第四章、系統實作與評估 

本章節將以一個行政事務管理系統為實際個案，利用本論文提出的系統完

成實際個案的實驗，透過 meta-data輸入的建立與分析的結果實作該應用系統，

並產生該系統的文件、程式頁面等資料，輸出的結果均能在很短的時間立即產

生。第一節為本研究所採用的實際個案之介紹，說明該案例的內容與需求；第二

節則是利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方法建構個案之應用系統，透過建構的過程能夠更

了解與驗證本論文所設計的產生器；第三節為評估與結論。 

4.1  研究個案說明 

本個案主要是以提供竹福企業日常行政庶務管理的電腦系統為例，其管理

內容包括了：人員的每日出缺勤管理，能夠將出缺勤的資料予以電腦化，並且處

理人員請假的核定與申請等作業，以了解人員的出缺勤狀況，可做為考績與獎懲

的參考資料來源。物品採購與庫存管理則是以企業日常性的庶務性用品為主，若

是有任何需要的文具、紙張等用品，提供採購與庫存電腦化的作業，讓物品的使

用資料更透明，申請的手續與管理也更為簡便，而物品採購則是提供總務人員管

理聯絡廠商資料、採買記錄。而車輛派遣管理則是讓竹福企業的公務車輛的使

用，預約與登記電腦化，各單位人員若是需要使用公務車或派遣等，都可向總務

單位登記與預約。而會議室使用管理則是預約登記未來某時間想要使用的會議

室，透過在網路上提前登記與申請，可以將申請的流程透明且簡便，讓管理者在

管理會議室時，也省下若干溝通與協調的時間，增進管理與作業上的效率。 

該行政事務管理系統的系統目標為： 

1. 建構企業內部線上申請作業與管理的資訊系統，有助於日常營運的作業。 

2. 資訊系統能夠產生相關報表，以利管理作業以及相關決策的制定。 

3. 系統能夠方便擴充，讓維護作業簡易節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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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行政事務管理系統所提供的功能為：  

1. 系統管理 

提供系統管理者針對系統經常性需要管理之功能，包括使用者帳號管理、

組織管理、系統權限設定、資料異動管理以及系統版面設定⋯等功能。 

2. 出勤管理 

出勤管理功能主要是處理人員假別的核定、申請、查詢、報表列印、上下

班出缺勤的資料管理，可做為其他資訊作業處理的資料來源，如薪資計算與獎金

發放等功能。 

3. 採購管理 

採購管理功能主要是提供採購人員將文具辦公用具以及日常庶務用品資

料，做歸檔與彙整的功能。 

4. 物品管理 

當訂購後的物品購入後，將其資料鍵入彙集，於發放給使用者時，做有效

的清點與庫存管理等功能。 

5. 車輛管理 

車輛管理功能係為讓公務車的派遣與使用，得到妥善的管理與控制，有使

用需求的人便登記預約車輛。 

6. 會議室管理 

對於目前可使用的會議室，依據所登記的先後順序與閒置狀況，排訂給需

要預定的使用者，管理者可透過適當的協調將會議室出借給需要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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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構個案-以行政事務管理系統為例 

本小節主要是以 4.1節中所描述的個案為例，利用 3.2節中所設計的產生器

為工具，建構竹福企業行政事務管理系統，圖 4-1建構應用系統狀態圖是用來說

明本小節建構個案的流程，登入本系統後，便可以進行系統資料的建置，而建立

的資料包括該應用系統的Meata-data與 Page View，接著是將建立函式庫與環境

變數資料，直到這些前置作業都完成後，便可以進行程式碼產生工作。 

 

圖 4- 1建構應用系統狀態圖 

我們將使用者與系統的互動關係以圖 4-2表示，首先把竹福企業行政事務管

理系統的 data model輸入到資料庫中，建立行政事務管理系統的 domain entity，

當資料建置完成後，Delegate 便將請求傳給 Generator Controller，由 Controller

產生資料，再將結果展現給使用者。 

 

以下我們依照 3.2節中的系統流程說明整個案例的產生過程： 

階段一：建立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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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依照關聯式檔案資料輸入至Model中 

本步驟是將資料表新增至資料庫中，包括設定資料表的名稱，資料

欄位的名稱、屬性與型態，資料來源則可由系統分析後的類別圖所取得，

竹福企業行政事務管理系統的類別資料與設計規格由於礙於篇幅，也並不

是本論文的研究重點，故在此並不詳細列出，圖 4-2是資料表格的新增建構

畫面。 

 

圖 4- 2 資料表格的新增建構畫面 

步驟2. 函數與副程式碼建立 

本步驟是將常使用的函數建立至資料庫中，函數的管理與分類則依

據建立人員的判斷，以圖 4-3為例，便是設計一個函數將阿拉伯數字轉換成

大寫國字，而建立的程式都會在輸出階段一起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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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建立函數範例 

階段二：建立 View Page 

步驟1. 使用者頁面建立 

本步驟是使用者頁面設計人員將畫面設計好，也就是 HTML的

Web-Page，這些顯示的頁面將做為輸出時統一的畫面，頁面層次的設定方

式可以依據子系統別做群組管理，分析的方法建議可以利用 2.2.2節中所介

紹的 PAC架構來描述，以圖 4- 4為例就是提供使用者進行系統畫面的設定。 

 

圖 4- 4 系統畫面設定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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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圖檔與其他資料 

圖檔資料建立是提供使用者介面的顯示樣式的設定，使用者介面與

程式邏輯間的分離，能夠讓 View的設計與Model的設計分離，以達到MVC

設計樣式的好處。 

 

圖 4- 5 設定引用圖檔資料 

步驟3. 環境資料設定 

此處的環境資料設定，依據所使用的系統與語言而不同，常見的設

定如Web Server的目錄環境、環境設定檔(Config.xml或 Config.CSS)⋯等。 

階段二：產生階段 

步驟1. 產生系統目錄(System Directory) 

步驟2. 產生環境設定檔(Configuration) 

步驟3. 產生函數檔案(Function and sub-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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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評估與結論 

本系統測試平台實作了「應用系統程式產生器」，資料庫建立完成後，依據

產生的不同檔案類別產生文件與程式碼。測試資料庫則總共產生 54表格、653

個欄位，及 393個程式頁面。 

藉由 View與Model分離的概念，便能在設計產生器時快速的支援系統開發

的工作，雖然在支援功能上功能尚未能完備，但是透過MVC設計模式的概念，

應用到程式產生器中，可提供未來的開發人員一個設計的參考；由 1.12.2.1一節

中討論可知，PSM轉出 Code部份尚未有相關之研究，本論文可提供未來研究者

於設計時的一個參考。 

在實作的過程中也以實際的案例顯示了本論文提出方法的可行性，產生出

的應用系統通常無法一次滿足使用者需求，可以依據 3.2.3節中所描述的流程，

不斷的修改，直到符合使用者需求為止。實作功能的完整性並不是本論文的研究

重點，以 Rose Enterprise為例，雖然使用 UML進行塑模分析，但是該軟體的價

格要 40 多萬台幣，對於預算短缺的中小企業而言一筆龐大的費用，再者，Rose

所產生的程式碼，多以類別、介面、方法等宣告產生為主，在企業邏輯的輔助設

計上並不完整。透過產生器設計的改良後自行設計，輔以其他軟體工程上的分析

方法，相信能夠提供未來設計者與企業一個更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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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本章節主要分為兩個部份，第一節總結本研究的成果與貢獻，第二節提出

研究的限制與未來的研究方向，期盼後續研究者能夠有進一步的研究。 

5.1  研究成果與貢獻 

本研究所提出的設計架構，研究成果整理如以下幾點說明： 

1. 應用系統程式產生器概念與設計 

本研究由文獻與研究報告中整理出應用系統產生器的各種類型，分別

討論不同類型的產生器設計的架構，以範例分別說明，並討論現行相

關軟體技術的發展，設計人員可以依據各別的需求設計開發出合適的

產生器。 

2. 應用系統程式產生器的改良 

本研究提出一個以MVC架構設計為基礎的產生器，透過模組化與樣

版程式的方式，可以使得產生出的程式邏輯與畫面分離，設計人員可

以依據分析人員所塑模出的分析結果，直接將塑模資料鍵入產生器系

統中，用以產生所需的應用系統。 

3. 個案實作 

 本研究以一個實際個案，透過系統實驗的操作產生實際的程式碼與文

件，做為範例系統。 

本研究的貢獻可由以下幾點說明： 

1. 由於編譯式的程式語言牽涉到編譯程式的設計與其他的問題，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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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便以直譯式語言為主的應用程式產生器，改進目前市面上只以編

譯式語言的產生器的不足。 

2. 發展一個以Web-based環境的網路應用程式，這也是目前資訊系統開

發的主流之一，在實務上十分需要良好的方法增進開發的效率；網路

應用程式的環境又可以克服單機版本一次只能由單一使用者者操作的

缺點。 

3. 將系統設計綱要資料儲存於資料庫，藉由維護綱要資料來完成系統設

計與開發。 

4. 分析各個產生器類型之優劣，並提出以MVC架構為基礎，作為設計與

開發的方法，提升設計的速度。 

5. 結合 2.4.1節中所討論的MDA設計模式，利用本研究之設計平台架構

做為Web PSM to Source Code 的基礎架構，使得整體系統開發的方法

論更臻於完備。 

5.2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 由於網路應用程式環境下與系統連線時，需要考量到伺服器逾時的問

題，例如：SQL Server預設至多 600 秒、Web Server預設至多 900 秒

而 http connection則則是約 20 秒。當連線逾時發生，無法預期是因為

系統忙碌或是網路壅塞造成當機。 

2. 每秒所能產生的檔案個數與時間為線性關係，在系統執行大量 IO時，

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測試結果如圖 6- 1所示，故當資料量超過Web 

Server或資料庫伺服器所能負荷時，便會停止運作，故於產生時必須

考量輸出檔案的個數；建議解決的方式可以依據子系統功能別劃分，

一次只產生一個子系統，或是利用 2.2.2節中的 PAC模式的階層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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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輸出產生資料。 

 

圖 6- 1 產生檔案個數 

未來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以MVC架構和Web-Based環境下設計建置應用程式

產生器，讓開發人員能夠透過這樣的平台與機制可以加速開發的工作。以此一機

制為起點，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希望未來能夠在此架構上，朝以下幾

個方面進行：

1. 目前產生器主要多半針對單一語言為主，未來應結合 UML方式減少使

用不同語言時開發設計的時間。

2. 將儲存於資料庫中的 ，以 XML的格式儲存，以建立一個完

善的 ，使得在未 利用更完整的函

式庫進

3. 期望能夠在未來提供一個以Web Services為基礎的環境，將產生的程

式或文件資訊透過以 協定，分享並傳送系統分析資訊於所需要

的使用者，讓產生器中的各個功能提供給開發團對中的成員，建立一

個更完善應用系統產生環境。

 

 

meta-data

Tag Library 來資訊系統開發時，能夠

行開發工作。 

S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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