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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現今企業所面臨的處境，企業作業流程 e 

化，已經不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
題。因此，對欲在這塊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
企業來說，企業作業流程 e化無疑是一項重要
的利器。對一般企業而言，要將其企業內部流
程運作與對外營運之系統加以整合並非易
事，且整合的重心不應僅止於應用資訊系統，
作業流程的整合才是企業的最終的目的。因
此，建置一個可以彙整、處理及分析異質資訊
的系統，才能協助企業決策者作出靈活的決
策，以取得電子商務市場的新商機。 

本研究乃以企業作業流程 e 化應用的整
合觀念，設計一個 EAI 整合架構，前端提供
Web 化的介面，後端則以資料庫的概念作為
資料的處理並嘗試運用網頁挖掘(Web Mining)
之技術，挖掘出蘊含在網際網路中的一些重要
網頁資訊，並將這些挖掘回來的資訊放置在文
件倉儲(Document Warehouse)中儲存，可以結
合文件倉儲中的文字資訊與資料倉儲中的數
字資料，提供企業決策者合適的外部資訊，以
彌補資料倉儲只能提供數字資料的缺失，並進
一步提升企業的商業智慧。另外在後端資料庫
的技術中，設計一「資料庫存取元件產生器」
的架構，用來直接產生資料庫存取介面所需的
程式；本研究嘗試開發其雛型，並驗證建置企
業 e化作業流程之可行性。 

 
關鍵詞：企業應用整合；企業資訊入口網站；

電子商務；作業流程；XML；網頁
挖掘；文件倉儲 

 
Abstract 
 

In a rapid-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 
company must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to meet 

challenges and survive. A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EIP), an information gateway 
to multiple information sources, provides real 
time information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s to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at is, an EIP can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improve collaboration to facilitate 
E-Commerce and even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the EIP solutions are 
usually too expensive to the small business. With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 
approach, this thesis represents an economic way 
to design a low-cost EIP that leverages existing 
systems. Moreover, a prototype is implemented 
for validating the feasibility.  

In this data access, we utilized the web 
mining technology to mine some relevant and 
valuable web contents from the Internet and put 
these contents into the document warehouse. By 
combining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inside the 
document warehouse and the numeric data from 
the data warehouse, we can provid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ver those who work with just the 
numbers. 

 
Keyword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EIP), E-Commerce, Workflow, 
XML 

 
二、緣由與目的 
 
英代爾總裁暨執行長 Craig Barrett說：加

速網際網路成長和電子商務動力是台灣面臨
的迫切要務，他認為五年後將沒有網路公司，
因為所有的公司都會成網路公司，圖一是根據
資策會資料預測 e化成長的趨勢圖；台灣企業
的競爭力，可尋求資訊技術外包，而企業本身
就可以專注於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2 

 
根據 IDC在 2002年 6月的報告中顯示，

企業資訊入口網站相關解決方案的軟體市場
非但沒有緊縮，反而有明顯成長的趨勢，且預
計從 2001年的 5億 5千萬，增長至 2006年的
30億，由此可見企業 e 化的腳步已是刻不容
緩的事實。一般企業 e 化流程可分下列幾項
業務： 

l 企 業 資 訊 外 包 (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服務)：由服務提供者
(如蕃薯藤、雅虎)提供整合性的網路應
用程式建置與維護服務，包含網站程
式設計、網站機器購置與機器頻寬管
理維護等等。 

l 企業入口網站建置 (EIP,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促成企業內部資訊
分享、員工合作的企業內部網站，以
B2E(Business to Employee企業對員工)
為主。 

l 企業員工客戶之郵件帳號代管(E-Mail 
Hosting)：企業若想要提供每位員工電
子郵件帳號，不用自行建置與管理頻
寬、郵件伺服器，只要跟 ASP業者申
請代為提供此服務即可。 

l 企業行動化(企業 M 化)：利用各項嶄
新的無線通訊技術，使企業員工可以
隨時發送簡訊或無線上網等，可將企
業行動力"無線延伸"。 

l 電子商務(EC, E-Commerce)：將企業對

外資訊與經營方式網路化，不再需要
傳統的店面，即可有 365天 24小時，
沒有地域限制的經營生意。 

因此，對企業來說 e 化是勢在必行的工
作，就像電話和傳真機一樣，資訊系統已不可
避免地要成為今天、明天企業應用的基礎工
具，加上電腦軟體技術的發展，可供企業使用
選擇的軟體也越來越多。雖然每個資訊系統應
用在不同的領域及業務，但是它們之間也有很
多相互交叉，甚至重疊的資訊和資料。但這些
“資訊孤島”，相互之間並沒有暢通的資訊交流
與分享，造成企業中經常出現資訊和資料更
新、異動不同步甚至不一致的情形發生，加深
各個部門之間的矛盾，給企業內不同部門間的
人員在進行交流時帶來很多的困擾，甚至對客
戶也經常提供一些前後不一致的資訊，以致嚴
重影響企業的形象和信譽。 

企業要解決這些矛盾，一種辦法是對現有
系統全面推倒重來：將企業的各個資訊系統全
部更新成一個單一的管理系統，各個部門都在
這個單一的系統上運作，但考慮到成本、實施
週期和困難度因素，這不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解
決方案。而另一種辦法是從整體來考量企業的
整個資訊系統，根據實際需要，對各個應用系
統進行總體規劃，選擇一個合適的匯集平臺，
把企業的“資訊孤島”匯集起來。這種解決方案
不管是從實施難度上，還是從實施成本、時間
週期和技術上來考慮都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員
工不論從企業內部或從企業外部存取企業資
料，皆提供一致的介面供使用者操作，不僅可
以減少錯誤，亦使企業資訊資源的效能達到極
大化，因此，設計彈性的資訊架構，來整合現
有系統，將是企業促進企業作業流程 e 化最
快的方法，如何即時的提供一致性的整合資
訊，滿足顧客及決策者的需求，是現今企業必
須重視的問題。 

在資料擷取的正確性與效率方面，企業中
各部門的資料不論是作業性的紙本或已登錄
成電子型式的資料或曾經花錢購買的外部資
料(如：IDC或 Dataquest)，及公開在網際網路
上林林總總的資料，若能利用資料倉儲的技
術，提供決策者或知識工作者，分析性的資料
將帶給企業很大的利基。 

本研究前端技術是透過企業資訊入口網

圖一 企業 e化成長趨勢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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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以下簡稱 EIP) 的觀念建構；後端資料擷
取部份則以使用者所給予的條件為基準，利用
網路挖掘(Web Mining)的技術，將搜尋引擎所
回傳的相關資源作一些分類和相關性比對的
處理，呈現給使用者更高度相關的網頁文件資
料，最後在使用者的推薦下，將網頁內容的一
些重要特徵粹取出來，並重新整理成文件方體
(Document Cube)的形式，自動散佈至其他可能
會需要此一資訊的相關人員，提供給企業資料
分析師，成為資料倉儲的資料來源，將有價值
的網頁內容經過適當的格式轉換後放入企業
資料倉儲中儲存，以供未來分析之用；資料庫
處理的部份則提出一個「資料庫存取元件產生
器」的架構，用來解決存取資料庫物件時所需
的程式工作，不僅減化使用者的工作，在資料
庫維護上也將更為簡單。 

本研究以 EAI 的觀念，作為企業作業流
程 e化的架構，以整合既有資訊資源，達到企
業應用整合的目的；同時本研究亦開發雛型系
統，實作部份架構功能，來評估整體架構的可
行性。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以系統設計及實作的方式，研究其對前端
使用者與後端處理的影響，作為企業自行
開發 EIP的參考。 

2、探討中、小企業在現行作業系統平台上，
如何以低成本開發其 EIP 系統，及其所需
的架構設計與持續改善的方向。 

3、探討元件技術 (Component Technology) 在
EIP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在系統開發過
程中提供的助益及未來發展。 

若企業作業流程 e 化的目標是為了增進
員工、供應商及顧客的協同合作關係，並整合
資訊資源以增進決策品質，則其應該具備某些
特性才能達到預定目標，例如：易於使用、協
同資訊共享及安全性等。本研引入 EIP 的觀
念，無非是想整合異質資訊資源，以單一資訊
窗口將複雜的資訊世界單純化，故具有以下的
優點： 

l 增進生產力及效能 

EIP 將工作所需的一切資訊與工具整合
在一起，並具有簡單友善的操作介面，使用者
只需幾個 Clicks 即可得到所需的資訊，甚至

完成一件工作；個人化操作介面的特性，使得
使用者能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工作;適當的警
示訊息，可以減少錯誤的發生。 

l 降低資訊的延遲與決策錯誤 

EIP可保持資訊最新的狀態，讓使用者可
以隨時得到最新資訊，避免過時資訊所造成的
誤判情況；同時由於整合的資訊是全方位的，
也能避免單方面資訊所造成的決策偏差。 

l 增進協同合作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企業部門因地理疆界
而分散世界各地，EIP的架構有助於分散資源
的整合，小到跨專案、跨部門的整合，大到跨
國的整合，EIP架構讓企業員工、供應商及顧
客，形成供應鍵的整合，增進協同合作的效
益。 

l 資訊資源的整合 

EIP 開放的架構能夠連接企業內外的系
統，發揮資訊供應鍵的價值。同時也能彈性的
增加新系統，或汰換已不適任的系統，而不易
造成系統不相容及使用者重新教育訓練的問
題。 

l 降低維護成本 

EIP 直接將資訊資源整合並可提供管理
機制，使得系統管理的人力資源得以精減。同
時集中式的管理架構，也使得逐一更改每部電
腦的設定、安裝應用軟體，這類耗費人力的情
況不再出現，有效降低系統的維護成本。 

隨著 EAI 觀念的普及，以整合取代全新
的開發的模式，可能成為未來軟體系統發展的
趨勢，亦即資訊系統的發展將是以整合現有元
件為主，加上部分新發展的元件來形成整個軟
體解決方案。同理，全新開發的元件，也應被
整合進現有的資訊架構中，才能達到協同合作
的效果。因此，除了新發展的功能外，新的程
式碼應扮演黏著 (glued) 的角色，將現有的元
件組合成所需的功能或服務，才能發揮舊有軟
體元件或系統的最大效益。 
  
三、結果與討論 
   

為了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行政院 1999
年即通過「產業自動化和電子化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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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供應鏈與需求鏈的 B2B 電子商務應
用。然而，根據調查，國內 108萬的中小企業，
至今仍有近八成的企業尚未建置電子商務系
統（e 化），有 B2B經驗的則不到 15％，顯
示三年來中小企業 e化，仍有許多困境無法克
服。企業作業流程 e 化推動會窒礙難行，無
非是有下列幾個因素： 

l 員工的流動率高，企業常需要培訓人
員 

l 員工對導入新系統的抗拒 
l 事前缺乏策略規畫，外包軟體合作對
象選擇不當 

l 企業 e 化的系統學習曲線長，使用者
不易上手 

l 公司高層領導階層不支持 

如今，台灣中小企業的 e化出現了各式各
樣的解決方案，尤其對經營傳統產業的企業主
來說，e化的流程或資訊科技的運作方式並不
熟悉，沒有能力判斷那個的 e化工具或解決方
案最適合自己的企業，讓許多中小企業裹足不
前，但不容否認的是，企業作業流程 e化仍是
未來的趨勢，但問題是：在電子商務環境未臻
成熟前，又該如何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解決
方案」？「e化不 e化？」確實是個令中小企
業頭痛的問題！  

延伸自網際網路入口網站，其目的在以單
一的資訊窗口，讓企業可以協調決策支援、協
同合作、知識管理以及企業應用整合等目標，
以提昇整體營運的績效。經由 EIP使用者透過
一致的介面，即可獲得即時資訊並使用所有資
源與工具來完成日常工作，大幅降低片斷資訊
誤導決策的可能性；而透過工作流程管理、專
案管理及文件管理等協同合作功能，知識工作
者的工作產出也能有效的提高，進而增進企業
整體的運作績效。 

企業內普遍存在的各類異質舊系統、應用
程式、工作流程及資料來源類型，各有不同的
任務及目的，使用者不僅必須學習各種不同的
系統操作，且還要在不同系統間轉換，將某系
統的資料轉換再輸入到另一個系統，為了要使
這些資源整合作有效的利用，常常付出了相當
的代價成本，卻效果不彰。本研究即是考慮到
眼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問題，為避免有些 e
化作業流程或資訊科技運作並不熟悉的企

業，卻盲目的投下資金，不但無法節省成本增
加企業獲利，反而瘦了自己的荷包，也得不到
預期的成效。因此，在低成本及不影響前端及
後端使用者的考量下，實作企業作業流程 e 
化導入的雛型架構。 

 

四、計畫成果自評 

「企業資訊入口網站」已是為企業作業流
程 e 化中，達到「整合」的精神，提供企業
各型資訊系統中的單一閘道，不論是操作介面
的整合，或是異質應用系統的整合，都是 EIP
整合觀念的實現，而實現 EIP也就實現企業作
業流程 e 化的目標。因此，設計一個簡易且
低成本的 EIP架構，用以整合企業內外的資訊
資源，亦不失為應用 EIP 觀念的理想解決方
法，本研究以企業流程 e 化為目標，利用現
有 EAI 的觀念，作為發展 EIP 的底層技術，
因此在 EIP系統的設計上，分為兩個主要的思
考方向，一為既有資訊系統的整合，包括現有
的應用程式或資料庫管理系統等；另一則是
EIP機制或特性的實現，包括虛擬工作區與個
人化設定等等。本研究所發展的雛型系統，則
以包裝 (Wrap) 資料庫管理系統為例，來展示
既有資訊系統的整合，並以實作個人化工作區
為例，來顯示 EIP的主要特性。在資料搜尋方
面，透過網頁資訊挖掘系統的雛型架構，可幫
助企業組織去挖掘蘊藏於網路上有運用價值 
的網頁文件提供給企業員工使用。員工可以從
文件倉儲中搜尋相關文件來回應問題，幫助決
策者在短時間內做出有效、正確的決策。對於
有價值的文件，可透過本系統「公開發行與訂
閱」的功能，將此篇文件散佈給其他有興趣的
人。 

本研究透過雛型系統的實作，以實現企業
作業流程 E 化之研究，從分析設計到實作與
測試，我們得到以下四點結論： 

l 詳細分析仔細設計，確保 EIP的彈性 

由於 EIP系統具有很高的複雜度，因此在
分析階段必須盡可能的補抓需求，並在設計階
段仔細的檢視，才能及早發現問題並彌補不
足。一旦進入實作階段後，任何問題的發現，
須以倍數的努力才能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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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Tier 架 構 增 進 系 統 延 伸 性 
(Extensibility)與擴展性 (Scalability) 

本雛型系統以 N-Tier 主從式架構作為系
統架構，原因在於其能降低系統元件間的耦合
程度，增加延伸性及擴展性，尤其是展示邏輯
層與資料存取層，更為整體架構彈性的關鍵。
展示邏輯層隔離客戶端程式，降低其與企業邏
輯元件的相依程度；資料存取層則能有效隱藏
資訊來源，降低系統對特定資料來源的依恃
度，結合 N-Tier 架構與元件技術，大幅增加
了整體系統的彈性。 

 

l 善用元件技術，加速系統的發展 

元件技術 (Component Technology) 提供
程式邏輯重複使用的支援，實現軟體 IC的理
念，其介面與實作分離的特性，更能加速系統
的開發過程。本研究即以元件技術 (COM)，
將版面設定相關功能組成 PLayout元件，以重
複使用程式邏輯來產生使用者介面。同時也以
PDBAccess元件，來包裝既有的資料庫系統，
透過公開一致的介面來存取資料庫。 

l 善用資料庫存取元件產生系統，加速
資料的處理 

資料庫不僅可作為資訊的儲存體，尚可進
一步善用其運算能力，來加速資料的處理效
率。本研究雛型系統的資料處理原則，即是儘
可能在資料庫中完成所有處理，減少資料擷取
出來後的額外處理，及多餘的資料傳輸，透過
預儲程序進行資料庫操作，不但能簡化資料操
作的方式，更可增進資料處理的效率。 

l 元件技術豐富化 

本研究採用 COM 作為元件開發的技術
選擇，然而元件的開發技術，尚有 OMG 的
CORBA及 Sun的 EJB，皆有良好的元件開發
技術。將來若能彈性應用 COM/DCOM、
CORBA或 EJB技術所開發的元件，不但能豐
富系統的功能，尚能擴大對異質平台的支援。
因此，多重元件技術的搭配使用，將為本系統
元件技術應用的持續改善方向。 

l 使用 XML Metadata 

為了加強元件的可攜性  (Portability)，
Metadata 須能任意跟隨元件移動，並以 XML
檔案的形式存在，以利元件的快速部署。例
如：以 PDBAccess及 PLayout而言，參數的初
值在建構函式 (Constructor) 中指定，雖然可
以在執行階段 (Runtime) 改變參數值，但若更
改其建構函式中的初值，則必須重新編譯元
件，降低了元件使用上的便利性。因此，與元
件相關的Metadata，應能以 XML檔案的形式
存在，以增進變動的彈性與使用的便利性。 

l 研究限制 

根據 Rational Unified Process，軟體開發
流程應為反覆的  (Iterative) 與循序漸進的 
(Incremental)，亦即整個開發程序會經過多次
循環，來強調不同的重點。然而限於時間因
素，本研究的雛型實作流程並未經過多次的循
環，因此將來的方向即是尋求其改善空間，以
彌補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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