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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本研究探討主題為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PKMS, Product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將分為四大部分作深入的研究。第一部份為工業設計之轉變與需求，其探討

內容將以目前工業設計面對企業電子化、資訊自動化與產品知識管理策略時所需面臨的

轉變，及設計程序上的重新定義。第二部份為產品知識的定義，基於目前知識管理的盛

行，各家對於知識之定義各有見解、莫衷一是，因此在此章節中將針對本知識管理系統

所需應用之產品知識作相關定義，其中包含產品知識之範圍、組成型態、儲存方式及知

識傳遞表達等內容。第三部份為本研究所提出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架構，將提及資訊流

架構、發展性使用者介面、建議系統、編譯系統、回存系統與保存策略等六大部分，本

研究所提出之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也將以這六大部分所構成。第四部分則是此產品知識管

理系統之實作驗證，在此部份將以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系統分析標準文件為內容，所用

的系統分析表達法將以作者與業界建教合作發展之 QFD-SAR(QFD-Based System 

Analysis Representations)為主，將系統分析與系統設計兩部分之資料結合表現，此表

達法之詳細規格也將於本研究中說明。 

 

1.1研究動機 

產品設計及製造相關資訊在產品的生命週期中，是屬於相當重要的環節，佔相當多

的處理時間，亦常發生溝通困難的情形。在設計的流程中常需要大量的參考資料，並同

時產生大量的設計資訊，在過去針對這些資料的處理，常以堆疊資料的方式處理。在傳

統的設計流程中，設計師必須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去搜尋相關的資料，此舉無疑是減緩設

計流程的一大主因。另外在所產生大量的設計資料中，其實有相當多值得參考的資訊，

對於其他產品發展階段及未來新產品研發有很大的幫助，因此 PKMS建立便可提出一適

當之解決方案，供產品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對設計資訊的吸收與處理。 

因應目前市場競爭加劇，產品研發的效率也需相當程度的提昇，因此多項加速產品

週期的觀念及技術被提出，如：同步工程、產品資料管理、CAD/ CAM/ CAE…等。以目

前的趨勢而言，產品資料庫管理、網路化﹝電子商務﹞、同步工程 …等，是各產業所致

力引進及發展的。加速產品研發效率首重於設計階段的改善，因設計階段為產品實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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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最初階段，在此階段中所做的決定，皆影響後階段產品開發進行甚鉅。若能建立產

品知識管理系統，便可期望改善設計決策的正確性，並提供完備的產品設計環境。在此

系統中，將針對產品資訊的轉換，針對設計師的需求，提供其所需之資訊。並以設計建

議模組檢定其所設計之結果，以減低未來產品發展各階段的困擾，因此本論文需針對企

業資訊流分析，提出較佳的資訊流處理方式，以因應各企業單位之要求。 

 

1.2研究目的 

目前台灣的系統發展環境，因傳統的資料庫設計及現今流行的電子商務皆透露出極

大的商機訊息，所以相對減少投注於資料庫及電子商務基礎相關之企業資訊流的研究。

近年來網路的炒作，令B2B及B2C成為各大企業極欲投注的的主題，網路可以帶來大量

的客源是無可否認的，但若從另一方面觀察，在大量且迅速的訂單處理中，企業是否有

能力完善的處理，亦或需要不斷的擴編企業員工。當然有更佳的解決方式，便是建構企

業之PKMS且將資訊流自動化，加速公司資料處理的速度與能力。 

 在目前外部環境中，無法提供給國內中小型企業最佳的解決方案，因此欲改善運作

機制的企業也唯有求助國外軟體開發商，但是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及風險。資訊自動化

是以電子商務為肇端，接續為一連串之訂單審核、成本評估、製造及排程之系統，再加

上最終的進出口貿易系統。唯有將所有的資訊系統串起之PKMS，才可帶給企業最大的利

益，目前的Web-based系統之架構便提供給此系統較佳之整合方式。 

 產品資料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 PDM)對企業經營有著深遠的影響，一般

企業對於產品資料管理尚無完整的解決方案，更少企業可以將產品資料管理實際應用在

設計階段。而設計活動卻需要大量的資料參考，並同時產生相當可觀的資料量。若可以

加以分類整理重複應用，那將可以大幅的提昇產品設計的效率。將產品資料管理再延伸

加入與產品相關之資訊管理，如成本、進出貨、接單、人力資源⋯等，則形成所謂之產

品知識管理 (Product Knowledge Management, PKM)。 

 多數企業無法將企業內的產品資訊作有效之管理，無形中帶給企業資源上的浪費與

管理成本增加。此研究便是將企業長久以來的發展阻力轉換為助力，以產品知識管理系

統建構最佳之解決方案。在研究進行時將以設計活動之分析，分別簡述設計程序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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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各項資訊的需求重要性，接續以產品知識管理系統架構上的發展依序提出較可行之

解決方案。本系統在實作上將以Web-based為基礎架構，建構網路應用系統，以期未來

更佳的發展性及系統相容性。 

 針對此動機，本研究希望可以建構一自動化設計環境之架構，藉由此架構之發展性

及資料重複利用性，發展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以期更進一步將公司內部資料管理、經驗知

識傳承及資料保存方式提供一完整解決方案。目前階段性目標以設計及製造模組為討論

重點，因此本研究將專注於設計流程上的各項活動關係提供較佳的功能應用。 

 

1.3研究方法及步驟 

 

定義產品知識管理
範圍

定義產品 
知識組成型態

產品知識的儲存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架構

產品知識表達法

資訊流架構定義

中小企業型態

產品建議系統架構

產品編譯系統架構

產品回存系統架構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分析

系統實作驗證

系統實作

資料流程圖
資料字典
資料庫關聯圖

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以產品知識庫發展規劃企業內部資訊系統為目的，原計劃以UML為系統分析

工具，將主要產品知識庫架構發展完備後，再著眼於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四大部分。但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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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企業之合作案中，發覺UML的表現法較為複雜且難懂，因此另外發展出QFD-based的

系統分析表達法──QFD-SAR (QFD-Based System Analysis Representation)，此系統

分析表達法將以關聯性的表達方式，將傳統SA與SD的資料結合在一起，本研究以此種

系統表達法來傳達系統設計之結果。實際研究之執行步驟如圖1.1所示。本研究進行步

驟將先定義產品知識之範圍，並將各領域包括的產品知識加以分析其組成型態，決定其

組成型態後再選擇知識之儲存方式，最後在取出知識之方式將以QFD-SAR的方法來作關

聯查詢。決定知識之基本操作方式後，便進入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架構建構，在此部份

將針對本研究之產品知識管理系統說明需具備之功能及其系統架構方式。本產品知識管

理系統建構之目標對象為台灣之中小企業，因此將會針對生產組裝性產品之中小企業所

遭遇之困難及目前企業景況說明，同時有將針對兩岸之企業模式說明提出目前本研究之

因應方案──產品知識管理系統，最後在系統實作驗證上，將實際帶入與業界建教合作

發展之系統，加以修正完成。 

本論文將以實作之方式逐一演練此系統之實際功能。在系統實作上，目前採用

Windows 2000 Server為系統環境，並以ASP語言架構在IIS 5.0上及SQL Server 2000

為建構工具，此種Web-based系統在相容性維護性上皆有相當顯著優勢，未來趨勢將以

COM元件、三層式架構，配合 SQL Sever資料庫發展，將使系統擁有更加之相容性與發

展性。 

 本論文所提之 PKMS架構發展，已進行一年之久同時在相關研討會上有階段成果發

表。在發表的成果上已針對產品之設計建議及編譯模組、產品資料回存模組、產品資料

結構等，作相關之定義及架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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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研究 

在相關研究中將對本論文所提及之各部分領域加以說明。在本研究之相關論文方面

將提及產品資料管理系統、DFX與Concurrent Engineering、知識管理、企業電子化趨

勢及系統軟體發展趨勢等五部分說明，敘述目前相關領域之研究情況與趨勢。 

 

2.1產品資料管理系統 

 產品資料庫系統是提供產品資料整合、維護及管理的環境，產品資料的組成通常包

含數種不同的資料格式，因此現今發展的產品資料庫架構多為整合數種不同功能。以目

前產品資料管理系統所發展之趨勢而言，可以大略歸結出下列數種特色：[1] [2] [3] [4] 

[5] [6] 

 

1.以STEP為基礎的發展架構 

2.整合CAD軟體 

3.階層化架構 

4.物件導向概念之導入 

5.網路連結的趨勢 

6.整合其他程序之開發 

 

 近年來多數產品資料管理系統多採用STEP為產品資料交換之基準，就STEP而言，

為歐洲 ISO組織與美國 NIST所合作開發，其中分為多項協定，因產品類別不同而有所

分別，以目前轉換資料格式而言算是較為完整的架構，但在其資料格式本身相當複雜，

且並無法完全的解決圖形資料在交換時發生的資料遺失問題，在使用上仍以學術界研究

為主。產品資料管理整合CAD系統可令上游產品設計之資料更易於修改，產品資料因而

更易於維護。但另一方面而言，可能因CAD軟體的限制因而導致系統相容性減低。階層

化及物件導向之概念引入，為近年系統發展的趨勢，此二概念發展比以往其他方法更符

合人的思考模式，因此在系統的維護及發展上更為容易。網路本身的溝通性及廣大的相

容性是無庸置疑的，引入產品資料管理中更可提昇其功能及適用範圍，但引入網路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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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量到其所附加的風險。整合其他程序可見於一些研究報告中，此舉雖可增加資料庫

之功能，但也增加相當程度的系統複雜性，因此在此方面仍少有具體成果。以下列舉出

數篇以PDM為主要研究內容之論文。 

Wong and Sriram [7]提出一個分享式的工作平台(資料庫)模式，此架構為共同的

工作平台(資料庫)，各個部門工作者為代理人的角色。這模式的發展基礎建構於網路的

概念上，中心為分享式的資料庫或為工作平台稱為 Sever，各部門的代理人(client)存

取資料的同時，中心Sever也在同步作用。也就是說，全體部門的各項工作化為中心Sever

的單一動作。各部門所做的任何修改，其他部門也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得到訊息(如果都

維持在連線的狀態下)，相對的也就達到同步工程的要求，因此可減低部門間產生迴路

的機會。 

另一篇由 Pend and Trappey[8]所提出針對彈簧設計的 CAD整合 EDMS(Engineering 

Data Management System)研究，其提出之資料庫管理系統是配合CAD所發展，將所有彈

簧的特徵標準化，並且建立出數個特徵資料庫以供使用者取用。Pend and Trappey[8]

發展出的資料庫系統結構，是利用一個階層形式的資料庫系統管理及整合數個子資料

庫，另外在階層形式的資料庫系統及子資料庫間另設一編譯器，能夠將各個不同形式的

資料編譯成資料庫系統可以整合的資料。接著將 CAD工具整合至 EDMS中，在使用者經

由階層資料庫系統間的操作介面操作讀取、整合各個子資料庫資料後，必需經由CAD的

繪製工具將結果呈現在使用者的面前，讓使用者得知操作結果。此種整合 CAD的 EDMS

模式同時也可加入各種評估的子資料庫，在CAD工具呈現設計結果的同時，提示設計師

在製造及其他各領域中可能會面對的問題，如此不僅加快設計流程，更同時提供DFX的

考量，可以減低各部門間產生迴路的情形。 

在 Kovacs、Goff及 McClatchey的研究中[9]，將管理系統分為PDM系統及Workflow

管理系統，並且嘗試將兩者整合，此篇研究的目標在於提出 PDM系統及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整合並支援產品的發展生命周期，從設計到最後產品生產線的控制。

將 PDM系統使用於大尺度的工程上需要具備 PBS(product breakdown structure)、

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及ABS(assembly breakdown structure)。建立 PBS及

ABS至PDM系統中，可幫助PDM系統擷取設計的零件，但是產品結構日漸複雜後，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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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零件再爆炸，這也因此產生了 PDM的內部問題，在此採用 meta-data management

可以減輕這項問題，利用 PBS及 ABS的重複使用來加以定義零件。在實行 meta-data 

management時，將ABS的樹狀陳述法轉換為樹狀圖顯示，如此可以簡化資料管理的難度，

也因此完整的產品樹狀結構需得自於圖形表達法。 

另外 Urban、Shah、Rogers、Jeon、Ravi及 Bliznakov所發表的為一階層化及主動式

的資料庫系統[10]，並且採用物件導向的概念架構資料庫。在主文前提到所謂緊密結構

的資料庫系統及結構鬆散的資料庫系統，結構鬆散的資料庫系統便是一般最常用的資料

庫系統，而結構緊密的資料庫系統相對於一般資料庫系統而言，同樣具有階層化的架

構，但同時多了所謂global conceptual schema(GCS)，GCS可以將不同資料庫及使用者

介面整合至單一系統，即令資料庫間產生相互關係。因為GCS將所有資料庫統一，故結

構緊密的資料庫系統可以同時提供對資料不熟悉的使用者使用。在此資料庫架構中共分

為三個大物件，the heterogeneous component、active component及 design history 

component。 the heterogeneous component的 發 展 主 體 之 一 為 share design 

manger(SDM)，SDM在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視為黑板，提供各物件間的溝通、資料轉換、

設計元素產生關連及整體設計的批准。在 Active component中，和過去資料庫相比的

相異點在於過去資料庫為被動式的，系統執行的同時若發生錯誤便放棄執行，現有主動

式資料庫系統可以提供錯誤訊息傳送、錯誤偵測修改及資料及時更新維持等。相較之

下，主動式資料庫有較佳的執行效率，並且省去使用者相當的時間浪費。design history 

component是作者新開創的領域，目的在於增加設計者開發時，參考過去設計資料的方

便性及完整性，其使用的手法是將設計歷程記錄，並且存於資料庫中和其他相關檔案產

生關連。主要原因在於作者發現設計過程中常有相當多值得參考的設計過程。 

 

2.2 DFX與 Concurrent Engineering 

 基於最近幾年同步工程概念的引進，目前DFX系統的發展趨勢有下列幾種特徵：[11] 

[12] [13] [14] 

1.整合CAD系統 

2.以物件導向為基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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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系統之建立（包含判定原則及語法發展） 

4.以特徵為基礎的模型表達法 

5.以專家系統建構為目標 

6.強調使用Knowledge-based approach 

7.建立圖形使用者介面 

 

 早在1993年，DFX的觀念便已有相當成熟的發展，並持續往自動化的目標前進，以

期縮短產品研發之時程。再者除了以上各種發展特徵外，更進一步加入成本評估及製程

規劃。但以系統發展的難易度而言，加入製程考量可能會導致此系統發展複雜度增加，

如此導致系統發展成本增加，就必須要考量此系統發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DFX系統發

展不僅可加速產品研發速率，同時也可培養設計者對製造及組裝的概念，在綠色設計的

提倡下，DFX也成為一項重要應用技術。 

在Jianxin Jiao & Mitchell M. Tseng [15] 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提出需求管理

資料庫系統，主要因應產品在設計前之產品定義，經由前端系統大量引導出顧客之需

求，再將其功能需求與資料庫中已存在之Pattern比對，經由功能需求之組合分析可以

立即提出產品規格的定義，因此設計師或是決策者可以輕易依照此方式設計產品或訂立

產品發展策略等。不過此系統會面臨產品數量種類不同而需要定義不同之產品功能定義

Pattern，其數量類別難以完整提供產品功能定義之Pattern，因此至多侷限於幾種產品

類別發展。 

 Marcel Tichem & Ton Storm [16] 提出另一種以DFX為重點的設計程序架構，在其

發表研究中將設計活動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Execution of Design Activities、Result 

of Design Activities及 Coordination of Design Activities，此三部份分別執行產

生設計結果、以人工製品表現設計結果、控制設計程序進行及資源的應用。在此種設計

程序架構下另外定義以DFX為考量之產品資料結構，可以容納其他活動之功能資訊。藉

由此三部份設計程序結構相互控制可以達到協同設計的目標。在 Marcel Tichem & Ton 

Storm提出的架構中，仍屬於設計程序概念上的發展，而無較具體之實行方案，可以期

待未來其詳盡定義之設計程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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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T. Frezza, Steven P. Levitan & Panos K. Chrysanthis [17] 提出針對

設計品質提昇的應用模式，在定義基礎的設計程序為需求描述、合成需求、分析及評估

的過程，建構設計資訊流以一不斷學習及評估的流程至完成設計，其評估方式可以藉由

實際設計及模擬設計來比較預測值與實際執行之落差。 

陳裕民教授所提出具有整合性的報告[18]，此報告是針對產品開發期間成本評估的

模式。此篇研究所提的產品成本觀念是以設計為基準，因為其認為設計決定產品本身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成本，所以在開始設計時，便可同步的提供設計師成本評估的資訊，相

信在設計產品時可以就產品的定位做更完善的掌握，同時也減少開發產品時所必須面臨

的風險。 

 M. Rezayat [19] 以 IP3D (Integrated Product, Processes, and Protocols 

Development) 為考量建立 KBPD (Knowledge-based Product Development) ，同時應用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及KCs (Key Characteristics) 為實際建構之技術

考量，藉由KCs的組成來定義產品設計，而 KCs可以很輕易地被其他產品開發階段使用，

同時因為此系統是以網路為基礎架構，使用者可利用任何方式上網執行設計程序或資訊

擷取。M. Rezayat定義此系統為下世代的開發程序，可以重複使用大部分的產品資訊，

藉以提昇企業資源的循環使用性。 

 

2.3知識管理 

 在目前知識管理熱潮中，各學門皆強調其知識的應用，資料、資訊、知識、智慧等

四項本來就很難做區隔，如今知識管理被熱烈討論研究應用，究竟在一般研究應用者的

知識內容包含的部分有幾項。在微軟的知識管理策略應用一書中有概略的將其知識管理

的重點說明[20]，其定義知識管理系統就是能在正確的時間將正確的資訊傳給正確的人

[20]，其應用之知識管理範圍涵蓋產品設計層面、客戶管理層面、員工管理層面及經營

規劃層面等四大部分。在實行的過程中有兩大障礙需要克服，分別為知識來源的認定與

組織障礙。在知識管理實行的起點，便需要發掘出企業內部知識的來源，有可能來自於

個人、團隊、公司與外部合作技術轉移等，當然在知識來源確立後各種不同知識的型態

是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案來因應，一般在企業內部除可儲存結構化之資訊外，尚有 80%以



 

 10 

上是屬於不可儲存的知識，此種知識在挖掘也有相當的困難，因此知識分佈圖的概念便

成為此類知識管理應用的解決方案[21]。通常以Microsoft所定義之知識管理之精神而

言，建立一套適用的知識管理系統並非一項難題，尤其現在各軟體商接連不斷推出新的

企業解決方案，如：Oracle所建立的單一資訊處理中心之概念的知識管理方案，微軟提

出的SBS(Small Business Server)⋯等，皆為企業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其中然還包括

各個為企業量身定做服務之軟體商。在知識管理的執行面上最困難的一點，便在於企業

文化與人員組織之掌控。因此一套解決方案在軟體建構上除功能要夠齊全外，在實際推

行上的教育訓練落實，也需後續追蹤其人員對系統執行的完整度，如此知識管理系統才

算成功。 

 一般知識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釐清知識的來源及其組成，在 Kingston及

Macintosh所提出的論文中[22]，將知識分為不同類的型態，並且需要不同的表現法因

應之。其所分類之基準為What、How、When、Who、Where、Why，並以此為知識儲存及表

達之規則。此規則如同故事之結構，所謂人、事、時、地、物五樣為故事之基本元素。

人自小便是以聽故事為學習的主要方式，很多是非對錯等邏輯概念皆由故事學習而來，

因此在J. Kingston及A. Macintosh所提之對於知識管理領域有相當之貢獻。 

 

2.4企業電子化 

 在本章節中將針對台灣的中小型企業普遍遭遇之問題作分析，就作者與台灣企業建

教合作一年來，觀察到數個現存於台灣企業的問題，在此章節中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及內

部環境因素來探討。希望可以藉由問題之坦討與分析，謀求解決方案。 

 

2.4.1企業外部環境 

 以目前台灣的系統發展環境而言，還少有針對資訊流系統投注精力者，一方面因為

傳統的資料庫設計及現今流行的電子商務，皆透露出極大的商機訊息，吸引廠商的投

入。也因近年來網路的炒作，令B2B及B2C成為各大企業極欲投注的的主題。網路可以

帶來大量的客源是無可否認的，但若從另一方面觀察，在大量且迅速的訂單中，企業是

否有能力完善的處理，亦或需要不斷的擴編企業人員。當然有更佳的解決方式，便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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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流自動化，加速公司資料處理的速度與能力。 

 在目前外部環境中，無法提供給國內企業的最佳解決方案，因此欲改善企業運作機

制的企業也唯有求助國外軟體開發商，但是因此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及風險。一連串的

資訊自動化是由電子商務為肇端，接續者為一連串之訂單審核、成本評估、製造及排程

之系統，再加上最終的進出口貿易系統。唯有將所有的資訊系統串起，才可帶給企業最

大的利益，目前的網路技術便提供給我們最佳的解決方案。 

 

2.4.2企業內部環境 

一般台灣中小企業內部因為資金不足、缺少資訊研發部門、老闆對於資訊自動化之

效益不了解 …等等數種原因交織下，可能只引進單一部門之資訊系統，或根本沒資訊系

統，完全以人工方式處理等，而導致以下幾個資訊系統之缺陷： 

 

1.企業內部存在之資訊系統多無交互關係； 

2.系統間無法自動聯繫，需加入人力來處理； 

3.公司內部資料不一致； 

4.資料分散，各資料庫無法整合； 

5.資料重複性高； 

6.資訊處理動作重複執行； 

7.對資料正確性產生懷疑 

 

 若導入單一資訊流之資訊系統，便可以解決上列數種問題。利用Web-Based的資訊

系統本身具有系統及系統間連結方便的特性，因此可以解決第一、二項問題。在單一資

訊流的設計下，每一筆資訊皆藉由單一來源所產生，因此便無第三、五、七項問題。資

訊系統為單一系統流動設計便可解決第六項問題，另外藉由單一系統串起分散式資料

庫，可保有資料單一化及資料庫安全的特點。因此由以上述方式可以歸納出現今企業極

適合發展一種以Web-Based之單一資訊流系統。 

 一般企業電子化通常牽涉到其企業文化與員工習慣問題，若是要強迫其適應，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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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造成很大的障礙，如美國軍方提出的CALS(Continuous Acquisition and Life-cycle 

Support )，若強制執行於企業架構下，那最大的問題便是在於與企業文化相牴觸的情

況發生，而適應不良成為推行上最大的障礙[23]。在王立志、 鄭辰仰所提及企業電子

化所需具有的架構包羅萬象，若企業本身之流程並不完整，要導入企業電子化勢必會面

臨相當大的風險[24]。在電子資料交換(EDI,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上，Louis 

Raymond及Samir Blili提出一套評估的方式，藉以了解其企業採用的方式及程度[25]。 

 

2.5系統軟體發展趨勢 

 整體系統軟體發展的趨勢，因為企業電子化的關係而逐漸走向系統整合，將企業體

中各個部門所採用之系統軟體串聯，其資訊流之紀錄可以再利用，且企業流程中各項盲

點也因此更加透明化，企業體質也因此而改變，此間所帶給企業之利益是相當可觀的。

各系統間整合的最佳系統架構，便是以網路為架構的Web-based系統及各種分散式元件

開發的方法，此節中將逐一介紹之。 

 

2.5.1 Web-based的趨勢 

 在目前網路漸趨熱門的今天，可以大膽的預測未來絕大多數的系統皆會改變成為

Web-Based的系統架構。以 Web-Based開發系統可以增加系統資訊傳播的效率及範圍，

另一方面在系統開發上也具有較大的彈性空間，並且可以輕易達到分散式元件開發的結

構。 

 Web-Based系統的應用程度，近年來有急遽增加的趨勢，其應用的範圍包羅萬象，

但是皆有相同的採用因素，如：應用其網路的特性多人使用分享，加速資訊處理的速度，

因而節省可觀的時間成本⋯等，另一方面來看，也可經由網際網路直接與客戶接觸以獲

得客戶需求。整體說來Web-Based系統為所有參與的部門縮短其溝通的距離，如 K. Cheng, 

D.K. Harrison, P.Y. Pan發表的報告中，為增加產品生產的效率，提出 Web-Based的

設計支援系統[26]。此處利用到 AI技術及網路廣大的範圍，讓此系統可以提供給客戶

作線上立即的產品設計，以加速產品生命週期。在 M. Rezayat報告中，提出

Enterprise-Web Portal並整合CAD、PDM及ERP，期望此整合環境可以更加提昇產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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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效率[27]，因此所有員工皆可透過此系統作即時的線上討論，各部門間不再有部門

間的隔閡，可以輕鬆分享到其他部門的資訊，直接聯絡其他部門的人員，相同的精神也

見於A. Wong and D. Sriram[7]所提的分享平台架構。同樣透過資訊分享的精神，也可

如G.O. Huang, S.W. Lee, K.L. Mak[28]以DFX的精神，將專業資訊透過Web-Based架

構系統將其分享至各人員。 

 很多採用Web-Based的系統，目的之一便是提高生產效率，讓生產週期可以逐漸縮

短，且快速反映顧客的需求。這便需要一個完整表現製造資訊的方法，以避免設計及製

造間流程的迴路增加。M. Rezaya嘗試利用 KCs (Key Characteristics) 來縮短設計流

程[19]，並且利用XML語法來儲存相關資訊，以備隨時輸出不同格式之資料，但無提及

如何縮短設計與製造間的相關問題。在 M. Rezayat的報告中，提出 Knowledge-Based 

Product Development系統，期望此系統可以提供正確的資訊給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

用正確的格式，此系統是採用XML語法，主要利用XML在資料的定義詳盡及其具有網路

傳播的能力[27]。基於目前系統發展的趨勢，且在 PKMS系統中需要針對多模組的整合

應用，因此上述Web-based的系統架構提供實際的參考價值。另一篇由Lars Hvam提及

建構產品模型的方法[29]，因應各項不同產品的特性提出一套建立產品模型方法，卻無

在製造資訊表達上多所著墨。 

 

2.5.2元件開發與三層式架構系統 

 元件化對於系統開發究竟有多少好處呢？系統多會伴隨著公司成長而逐漸擴張，而

最初開發的系統如何跟得上公司日漸擴張的需求，這便是最重要的因素。為有效的利用

資源、提昇系統效能及易於擴充各項功能皆須借助分散式元件開發的利用。微軟定義

AxtiveX為網路元件發展的標準(符合 COM規格的元件)，若在網路應用系統中則交由

COM+(IIS5.0)或MTS(IIS4.0)負責執行AxtiveX元件。 

 另一種較佳的系統結構便是三層式架構，有別於一般主從式架構。主從式架構多利

用 Client端執行資料處理、邏輯運算及商業規則，因此有可能在資料量大時讓整個主

從式架構癱瘓。更加麻煩者為修改程式時，需到每一 Client端作修正，造成時間成本

的浪費。若利用三層式架構，一般分為 Presentation Layer(PL)、Business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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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BLL)及Data Access Layer(DAL)。PL負責使用者介面及連結COM元件，BLL負責

商業邏輯運算(封包在 COM元件中)，DAL負責資料庫連結(封包在 COM元件中)，因此在

修正系統時只要針對主系統的COM元件修正便可，更增加系統彈性。由此可見元件化發

展與三層式架構是相輔相成的。表2.1為主從式架構與三層式架構之比較： 

 

表2.1 三層式架構與Client/Sever架構之比較[30] 

 Client/Server 3 tiers 

User Interface Client Presentation Layer (Client) 

Business Logic Client Business Logic Layer 

Data Access Client Data Access Layer 

Data Safety Yes No 

Database Connection One client hold one connection One connection serve several 

clients 

 

未來系統發展的趨勢為多層式架構與元件化開發，因此在本論文中所提之 PKMS自

然也需朝此種角度發想，在實例驗證上也儘量朝相似之軟體發展方法上實行。 

 

2.6結構化系統分析[31][32] 

 結構化分析已在軟體界行之有年，早期的結構化分析可分為四階段，開發現行系統

實體模式、開發現行系統邏輯模式、開發新系統邏輯模式、開發新系統實體模式，如圖

2.1所示。所謂實體模式即是考量現場之人員設備，而邏輯模式則較單純化，完全只考

慮資料流與處理程序之間的關係，實際上由誰執行、哪部機器運作則完全不在考量之內。 

 

開發現行系
統實體模式

開發現行系
統邏輯模式

開發新系統
邏輯模式

開發新系統
實體模式

專案發起

書

現行系統

實體模式 邏輯模式

新系統

邏輯模式
實體模
式

新系統現行系統

 

 

 

 一個實體資料流程圖包含有機器名稱、工作人員名稱、表單編號⋯等，對於不熟悉

圖 2.1 傳統的結構化系統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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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人員實在是難懂。而邏輯資料流程圖則只要考慮到資料的存取及處理，因此會易

於瞭解。但對於圖2.1這種結構分析化的系統分法卻有數種缺點如下列： 

 

(1.) 系統分析師對於現行系統花費太多時間研究，客戶可能因此失去耐性，因而取消

專案進行。 

(2.) 客戶會開始懷疑花費那麼多時間研究一個即將淘汰的系統有何意義存在。 

(3.) 系統分析師花費太多精力於研究現行系統，而對於新系統的開發可能因而精疲力

竭，無法認真。 

(4.) 研究現行系統需花費大量的精力，但客戶本身對於現行系統就已經瞭若指掌，並

無任何實質意義存在。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傳統的結構化系統分析流程並不適用於現今競爭劇烈的社會，

通常企業對於新系統可能只有數周的開發時間，因此並無法接受浪費精力於舊系統之分

析上。圖 2.2，為新的結構化系統分析流程圖，為改善傳統之結構化系統分析流程圖的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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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新系統
        本質模式(Essential Model)
              ‧環境模式(Environment Model)
              ‧行為模式(Behavioral Model)

        建立新系統
        實施模式(Implementation Model)

        結構化設計
        建立處理機模式(Processor Model)
              ‧工作模式(Task Model)
              ‧程式製作模式(Program Implementation Model)

分析

設計

 

 

 新的結構化系統分析程序為建立本質模式，接續進入實施模式，最後進入結構化設

計的階段。本質模式的建立相對於傳統結構化分析程序是在於新系統的邏輯模式建立，

也就是在系統開發時程上會減少一半，使新系統開發更加的快速。 

 

2.6.1本質模式 

本質模式中包含著兩大部分─環境模式與行為模式，在本質模式的系統規劃中都是

以理想狀態為考量，並不需要針對硬碟容量、網路頻寬、存取速度及處理時間等問題多

所著墨，完全只要考量整體系統的執行架構即可。本質模式的製作需包含以下程序： 

 

(1.) 將資料流從儲存媒體中分開； 

(2.) 去除資料流中無用的資料項目； 

(3.) 以處理工作之名稱作為資流程圖的處理元件名稱 

(4.) 除去只有傳遞資料的處理程序 

(5.) 除去檢驗資料正確性的處理程序 

圖 2.2新的結構化系統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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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去除資料儲存中重複的資訊 

(7.) 去除因為資料處理速度而產生的資料儲存 

 

以上七點便是本質模式所需要考量到的地方。本質模式分為環境模式及行為模式，

接下來兩點便是探討此方面的詳細內容。 

 

2.6.2環境模式 

新開發一個系統時，最好先對系統所涵蓋的範圍作定義。不然系統分析越來越廣到

最後無法收拾也是一項大問題，在一個環境模式的定義中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文件： 

 

(1.) 系統目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2.) 概圖 (Context Diagram) 

(3.) 事件條例 (Event List) 

 

系統目的在於用一段簡短的文字描述出系統開發的主要目的。概圖主要是表達系統

與外界有哪些資料的往來，即是俗稱的太陽圖。事件條例是將系統所可能與外界溝通反

應的事件條列下來。如此一來便完成環境模式的分析。 

 

2.6.3行為模式 

行為模式是本質模式中的另外一部分，其內容包含系統分析較為完整的部分，詳細

內容如下列： 

 

1. 資料流程圖 

2. 資料字典 

3. 處理規格 

4. 實體─關係圖 

5. 狀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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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對於資料流程圖的做法為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但還是存在有

數項缺點，如：系統分析實在難以將一個龐大系統在第零圖時便完整涵蓋。另外如過系

統太過於龐大時，可能會使用到多位系統分析師，舉例來說六位系統分析師，卻因而將

系統切割成六大份，實際上系統並非可以如此分割。最後一個問題便是會將舊系統來當

作一個參考的藍本，實際上新系統要比舊系統要更加複雜，如此多不合理之處，另自上

而下的分析方式有待商確。另外一個較佳的系統分析方式為 Middle out的方式，此方

式的操作步驟是將每個功能用一個圓圈替代，再往下拆解及往上融合，如此一來即可避

免前述的各項問題。資料字典為紀錄每個資料元件、資料儲存檔及資料流構成之文件。

處理規格隨附在每個功能的說明文件，實體─關係圖則可確保每個資料檔間的關係及單

一性。最後可以開始製作狀態變化圖，其紀錄當資料自外部進入後，所造成的系統變化

一一紀錄下來。 

 

2.6.4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為系統資料流程圖對應到現場的分析工作，在此模式中系統分析師可能需

要針對每個處理程序作判別，其是否劃分為機器操作或是人工處理，在者為資料處理的

穩定性問題，可能需要重複的處理機制以防止系統當機時可以正常運作，另一方面可能

需要加入一些資料判讀等機制及對於資料處理的速度所需要的一些暫存檔的考量等，皆

需在此詳細分析說明。 

至此結構化系統分析的部分已經完成，接下來便是系統設計等問題。在此便不加以

著墨說明。 

 

2.7小結 

 經由上述幾個小節的探討，本研究發現提高企業之管理效率必須進行企業電子化的

程序，當然目前有此共識的企業不在少數，只是企業本身施行時便遭遇到相當多的困

難，目前進行企業電子化必須採用的基本技術便是產品資料管理、DFX及同步工程的觀

念及技術，並且在更進一步將各式資訊融合應用以形成所謂知識管理系統。目前在資訊

系統開發上，較具優勢的技術便是所謂 Web-based System的系統開發，此方式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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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帶來較佳的相容性、維護性及適用範圍，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採用產品資料管

理、DFX及同步工程之技術，在Web-based System的系統架構開發下，融合知識管理的

觀念，最後再以較為先進之系統分析方法執行系統開發，實為促成企業電子化願景的一

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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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業設計之轉變與需求 

 因應目前知識管理時代的來臨，各學門皆在做適當的修正，當然工業設計也需因應

時代之潮流變遷加以修正方向，在一片企業電子化的呼聲中，企業中各個部門皆需做適

度的改革，當然也包括R&D部門，因此工業設計在設計程序的轉變及其設計本身之需求

越顯重要。本章將針對此部分加以討論。 

 

3.1設計程序 

 本節中將針對設計的進行程序做探討。以消費者心態的轉變而言，少量多樣的開發

已成為趨勢，故設計程序勢必需要加速，否則可能難以應付市場需求而逐漸被淘汰。再

加上必須重視設計所有的資訊流通過程，將資料作最佳的管理及運用，而非如過去一般

的將設計資料堆疊。也因此有些設計程序勢必要改變甚至翻新，以因應新型態的設計需

求。上述問題將由下列幾段分別分析陳述。 

 

3.1.1傳統的設計程序 

 在傳統的設計程序中，稱為手動的設計程序，因為在此階段中設計的進行全然靠手

工繪製、製作，設計師藉由草圖、草模、正圖、正模、工程圖 …等方式不斷嘗試最佳的

設計方案，經由每一階段中的平行思考，串起每一階段垂直式思考，不斷地進

行 Trade-off的分析評估，在各個可能成立的提案中協調出最佳的外觀及功能組合。但

是在此種模式下不但花費大量的精神及時間，且對於產出的設計資料並無法再度的利

用。舉例來說，每次設計案進行時，設計時天馬行空的思考可能只有在多種方案中找出

少數幾種較符合需求的設計，但如此並不代表其他想法便一無是處，若可以適當的管理

這些設計資料成為設計資料庫的一部分，相信對未來產品設計效率會有相當程度的幫

助，當然為達成此一目的，電腦化的設計程序是勢在必行。 

 

3.1.2整合 CAD的設計程序 ─ 半自動的設計程序 

 在過去十年中最被業界採用提昇設計效能的方式，便是 CAD軟體成為設計工具之

一。運用CAD軟體設計產品可以帶來相當多的優點，其一為設計流程的改變，設計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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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CAD軟體上預覽所設計出的產品，並可藉助其他CAM軟體直接轉換設計圖檔為加工

資訊，加速設計與製造間轉換的效率。其二為方便管理設計資訊，設計師在大量產生設

計資訊的同時，因為使用工具不同而產生之資料皆為電子化資訊，可藉由目前資料管理

之技術加以管理，方便日後再參酌設計歷史時的程序，藉此也可以達到資訊重複使用之

目的。因使用工具改變，設計師可以減少相當多設計時草圖、草模及正圖製作的時間，

藉此達到設計時程縮短的效用。以目前施行結果，企業導入CAD皆可以獲得相當大的利

益，但此設計方式仍只限於設計部門內部，若要加速產品研發效率則必須更進一步將資

訊流、設計考量推進至其他部門，也因此需要導入PDM來整合多項的資訊流動，使資訊

運用更有效率。 

 

3.1.3設計資料的編譯及轉換 ─ 全自動化的設計程序 

 在前述半自動化的設計程序中，導入電腦化的設計方式，可以輕易產生電子化設計

資訊。藉此可將設計資訊流延伸至其他部門，將設計資訊加以編譯，以符合每一部門不

同的需求。在此部分中，可將設計視為一個母體的角色，將資料同時且平均的供應給不

同的子個體，使每個子個體皆可同時間獲得第一手資訊。如此每個子個體便可同時做出

反應，不會產生縱向資訊流時的延宕情形。在此要強調資訊的重複使用性，因一旦資訊

可以重複的利用，重複的編譯為不同資料，則此項資料的使用效率越高，相對的越多部

門可以獲得其所需產品資訊，也因此可以加速其運作的效率，減低部門的時間浪費。在

目前的產業形態中，設計及製造間有很多溝通不良的情形，因此是目前最急需解決的問

題，在這可利用設計資料的更正、編譯、轉換，在設計資料要轉換時，依製造限制、條

件約束等，針對每一個設計元素做判定，確保資料轉換完成時可以儘量減少設計製造間

迴路的發生機會。 

 

3.2設計中導入電子商務後的轉變 

 電子商務是目前最熱門的一項觀念及技術，電子商務之目的無非是要增加客戶源、

降低溝通時的麻煩、增進產品研發的效率[33]。在電子商務中導入設計後，可以清楚的

發現設計的角色開始轉變。設計所負責的對象不再是設計主管，而向上提昇至客戶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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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設計師可以直接或間接接觸到客戶的需求。在電子商務中，設計部門的角色也漸漸

的改變，過去設計部門一直扮演著實質產品研發的起點，所謂『設、購、產、銷、務』

的流程，但因電子商務的興起，此流程似乎有被打破的情形。設計逐漸轉換為服務性質，

設計所接觸的人、事、物也因而改變，逐漸由設計主管轉換為顧客需求取向。 

 

3.3同步工程與 PDM系統導入設計後的轉變 

  

 

 

 

同步工程導入設計的主要功能在於期望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可以考量其他產品發

展流程的階段，尤其對於製造性的考量。若設計師可以憑藉著某種輔助系統所提供的專

業資料庫，隨時對設計產品做建議及更正，將可以期望此設計產品在後續的數階段可受

到較小的阻力及較少的迴圈產生，同步工程導入模式，如圖 3.1所示。PDM系統的觀念

主要源於同步工程的發展、CAD/CAM/CAE/CIM的風行、不同專業領域之自動化系統發展、

不同軟體間的資料轉換、產品設計期間大量的資料產生 …等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將 PDM

系統想像成為同步工程的更進一步應用，其應用也正好符合設計部門的需求。在設計與

PDM間的互動關係可分為以下數點： 

 

圖 3.1 同步工程設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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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量資料的產生、 

2.需參考大量不同領域的資料、 

3.設計資訊的正確性、 

4.設計概念的傳達、 

5.設計資料的傳達。 

 

基於上述幾點關係，可知設計與產品資料管理是相輔相成的，若要加速設計進程，

則產品資料管理是一項絕佳的方式。圖 3.1中可以清楚的表達設計過程中所需包含的同

步工程內容。 

 

3.4設計自動化 

 就設計活動而言，多以人為的思考活動為主軸，因此要針對設計行為自動化有實務

上的困難。因此在此處所提出的設計自動化環境主要以設計資訊參考、設計資訊處理、

需求分析及設計建議等幾個部分研究。此環境的建構主要以輔助設計為系統目標，並不

會取代原有的人為設計行為。一個完整的設計行為需要設計需求為起始，並在設計過程

中參考大量的設計資訊，在階段設計成果呈現後需要設計建議來約束設計創意的發想，

令設計創意更接近現實情況。整體設計行為進行時，亦須要同時進行設計審核來確認設

計品質，以確保人力物力運用的更有效率。本章節以上述之四個部分討論。 

 

3.4.1設計需求 

 在設計行為中，設計需求實際扮演一個起始者的角色，同時提供設計所需的主要資

訊。在此處的設計需求分析中，共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市場需求、策略需求、功能需

求及預測需求。此四種類型的需求涵蓋一項產品開發的各項考量，可以藉由市場需求分

析得到目前商品在市場上的定位、價格及使用族群等資訊；策略需求則是經由公司高階

主管決策後所定義出之產品行銷策略；功能需求旨在分析此項商品的各項功能組合；藉

由預測需求整合上述各項需求資訊，決定產品開發需要加入之創意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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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需求 

 在目前業界針對市場需求的取得，大多藉由問卷調查、使用者回函、產品銷售狀況

及各項成本統計分析等等。在設計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此產品在市場上的銷售潛力，藉

以控制產品所使用的材質、加工等變數來約束產品成本。除考慮成本外，在產品外形上

可能因為使用者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設計考量；另外在採購需求傾向上，需要將購買者

及使用者分開考量，因為產品的使用者和購買者可能會有所分別。在可能影響市場的大

趨勢也是考量的要素之一，如近來因為高科技蓬勃發展，因此消費者對於代表高科技的

銀色會有較高的偏好。文化的差別也會對於產品設計風格有所影響，因此在地域性的差

別上會反應在每一國的產品設計風格中。綜觀上述內容可知市場分析對於產品開發的重

要性，對於產品設計的市場需求我們可以概觀分為潮流趨勢、民族文化、使用族群、年

齡、購買族群、銷售潛力等類別。 

 

(2.)策略需求 

 策略需求其實從市場需求延伸而來，目前針對設計策略的分析方法有很多種，如

Portfolio分析法、Share Cost、SWOT及 Market Segmentation等等。從中我們可以得

到產品定位、產品成本分析、公司競爭力、新產品推出分析曲線等資料。藉由這些資料

判定每一階段產品開發的目標及需求。其實每個產品的設計目標並非絕對完美，而是如

何在各種需求中尋得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因此公司規模、競爭力及形象皆可能影響到

產品設計的表現，而在與競爭企業間各項比較取捨結果更會直接的影響產品設計的取

向。企業規模的發展會促使企業策略作出市場區隔、轉投資、市場結合等等行為，間接

影響到產品設計的策略需求，可能會對產品設計有不同的要求或是限制。 

 

(3.)功能需求 

 功能需求可以利用逆向工程的推演將所有的產品功能解構，藉由解構的結果了解產

品實際功能，並可進一步分析產品功能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可由顧客使用的回應、人

因工程上的考量將產品的功能進一步修正。在內在功能需求面的發展較趨向於機械電機

及電子方面的功能發展，而外在設計中考量到的較趨向於顏色功能、操作舒適度、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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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及少部分的機構功能等。就外在設計功能中，能靈活運用其他領域所開發出來的功

能特徵是最重要的，並且將各項功能所可能產生的交互作用予以設計，便可將產品設計

品質提升到一定的程度。若產品在內在功能上已發展至產品成熟期，若需更進一步的功

能發展只有借助於產品外在功能的改善，同時因為產品在接觸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時，第

一步便是從外觀上著眼，因此外在功能發展可對產品品質提昇及實質銷售量有直接的影

響。 

 

(4.)預測需求 

 在預測需求方面，一般企業對於產品的生命週期皆強調效率提昇，但是效率提昇的

結果僅可提升現有產品的利潤比例，若產品發展至黃昏階段，產品利潤空間便逐漸縮

小，在有限的利潤空間中是無法讓企業有所成長的。因此預測需求便成為產品發展相當

重要的一環。常言道〝需求是人創造出來的〞，因此需從上述幾項需求分析中，發掘顧

客需求的發展趨勢，藉以逐漸改變產品的功能、外觀、市場定位，甚至捨棄此項產品而

改投相關較具發展性之市場。針對產品的預測需求結果，可以及早將企業資源作妥善的

分配，不至於一味的投向黃昏期產品。 

 

3.4.2設計參考 

 在本研究中，設計參考是一項重要的議題，在設計行為中常需藉助參考大量的設計

資訊藉以啟發創造，所以提供大量有效的設計資訊成為加速設計流程的重要因素。但設

計參考資訊的多元化，讓系統很難以達到完整的資訊提供。基於此原因，若將企業內部

相關的設計知識予以流暢的重複運用，對於現有的台灣企業將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1.)設計修改 

 企業開發產品大部分時間皆處於修改設計階段，就以汽車業而言，汽車業可謂是設

計的領導指標，而每年都有新車款的推出，每五年有一次大改款，要因應如此變化劇烈

的設計環境，便只有藉助設計修改一途。在設計修改中，並不會牽涉到太多的設計參考

資訊，至少比創新設計所需求的資訊要少。因此在此方面的資訊提供，便需要作區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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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造成產品知識管理系統執行上的負擔，所謂好的資訊管理系統是在正確時間提供正確

的資訊給正確的使用者。 

 設計修改多著重於產品元素的比例修正，就汽車業而言，當業者要將特定車款升級

時，便將尊貴感覺的設計加入特定車款的構成元素。此舉並不會對車型變化有劇烈的影

響，但卻可以提昇車輛本身的價值感。就目前裕隆汽車針對 SENTRA車型的提昇，可見

裕隆在幾個重點處，如〝前進風口〞、〝牌照上方〞加裝金屬飾邊。除了在區分產品年份

及等級外，發展中國家也常使用設計修改來追逐市場需求。因此設計修正所需要的是以

原有產品為藍圖資料，再加上不同考量之設計需求及設計展現手法創造出不同時期的產

品。 

 

(2.)創新設計 

 在創新之設計中，所需要的資料和修改設計必定不同，更需要大量的各項資訊以衝

擊創意。常利用於創新設計的方式，可以就逆向思考、功能重新組合、功能擴大縮小應

用等方式設計全新的產品。企業若缺乏創新設計的能力，將會逐步限制本身市場的擴

展，也可能因為科技的改朝換代而使整個公司失去競爭力，因此企業要有隨時創新的能

力。以國內王安電腦而言，在科技急速發展的當時，並沒有預先察覺並創新其企業產品，

因而逐漸遭到淘汰。所謂創新的設計觀並不侷限於新產品的研發，就日本的軟體銀行發

展，就因掌握到時代的趨勢，創新其經營模式改變為軟體代理商模式，捨棄以往苦苦開

發新軟體的階段，因而創造出企業的另一片天空。因此創意對於公司企業是相當重要的

生存元素之一。 

 

3.4.3設計建議 

 設計程序中常因設計師疏忽而造成生產製造上甚至行銷回收上的困難，若在設計過

程中加以條件化的限制，藉以滿足後階段的產品開發流程，則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循

環。設計建議便是設計程序進行之時，對設計師提供相關的建議資訊，諸如產品安規、

模具限制、成本評估等等。本章節將對設計建議所使用的同步工程概念及目前提倡的綠

色設計做為設計建議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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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步工程概念 

 在同步工程的概念中，設計時便必須要考慮到採購、製造、銷售及回收等不同產品

開發過程的限制，才可減低設計所帶來衝突。在一般的產品開發過程中包含設、購、產、

銷、務，每一階段皆有須解決之問題，若在產品開發起始設計階段便將所有階段問題考

慮在內，便可適度減低各階段產品開發執行上的困難。設計活動可以視為多重因子融合

而成的結果，因此若需要將產品開發更貼合每一階段的需求，則在設計階段便需將所有

產品開發過程之需求限制考量在內。同步工程概念呈現在此系統中主要採DFX的方式，

因此在設計建議時便依照外掛模組的類別加以限制，以謀合不同階段的需求。當然在設

計資料參考的同時也需將所有產品相關開發的資訊加以分類呈現，讓設計師不僅單純接

受設計指令之資訊。 

同步工程可為企業帶來產品開發效率的效益，但在另一方面卻同時刺激著產品設計

師的創意，所謂觸類旁通便是在相關的資訊提供下可以激發出不同以往的創意思考，甚

至全新設計產品的發現。同時為確保企業內設計師的創意思潮，接觸不同部門資訊的刺

激也不失為一項創意啟發方法。 

 

(2.)綠色設計考量 

 近年來環保意識的抬頭，各項標準及法規也陸續加入環保相關之約束，例如

ISO14000及TCO99認證皆納入環保要項，作為認證審核的要項。綠色設計主要精神其實

與同步工程的實行方式相類似，產品設計師在產品開發的當時便需將環保的設計需求列

入考量。舉例而言，在產品材質塗料上的選擇可以無毒配方為標準，另外便是回收性的

考量，產品在設計當時便需考量拆解的程序及難易度，及所謂之 DFDA的概念。綠色設

計的考量範圍可以包括產品全生命週期，針對材料、製造程序、包裝、運輸、使用及廢

棄回收各階段考量。在綠色設計的評量標準中，包含組裝拆卸時間、能源材料的消耗度、

製造污染及廢棄物處理等四項，針對產品開發的檢核也可以依產品階段發展出不同的檢

核表格。在此處可以藉由設計建議解決之，針對環保規章的限制提供給設計師不同國家

的環保資訊，在裝配設計上適度的提供設計師每一個細部的裝配設計選擇。且提供上述

評量標準公式所計算出的評量分數，管制產品是否符合綠色設計的基本要求。 



 

 28 

3.4.4設計審核 

 設計審核為確保產品設計品質的必要手段，設計活動主要以人的思考行為構成主

體，因此要確保每一位設計人員皆盡其最大努力於此設計專案中，是一項相當困難的任

務。主要可以採取全面性與整體性的設計審議，並以設計專案樹狀分析圖，在設計專案

尚未開始時即安排適當之人員參與。 

因設計活動的進行通常會有大量資訊的參考，因此在本研究中，可以藉由設計資訊

的參考次數與資料量與設計諮詢的統計次數作一客觀之審核，同時在目前網際網路快速

發展的環境下，上網查資料的次數也會倍增，因此可利用此系統與網路路由器結合，統

計出上網查詢的次數作為審核依據。另一方面可以藉由各項數據之關係及相互變化估算

出此專案進行之人員效率。 

 

3.5 小結 

 在傳統之設計程序中，要因應目前企業電子化的趨勢，實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利

用CAD軟體輔助設計師進行設計工作，便成為一重要的設計程序改革。由3.1章節中所

討論的設計程序問題中，可以發現產品設計導入電腦輔助軟體實為一項提昇設計效率之

方案。在產品設計流程中絕非僅考量產品本身之美觀、功能及材質等問題，同時還需秉

持同步工程的精神，將產品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考量在內，如此才是真正促進產品發展

速率提昇的最大因素。在施行企業電子化後，設計部門的需求將會隨著同步工程的施行

增加各種不同資訊的輔助參考，在電子化後所需要執行的各項工作，如：設計需求、設

計參考、設計建議⋯等，都是在建置企業電子化時所需注意的部分。在此節提出之功能

需應在電子化企業之資訊系統中有所對應，如此才能將工業設計帶入自動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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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產品知識定義 

 任何知識管理的解決方案皆需要和企業流程作緊密的結合，如：產品設計、客戶管

理、員工管理及經營規劃[18]。如此一來企業流程中優缺點將可輕易的察覺改善，企業

知識的來源也可以發現皆來源於上述之企業流程中。知識管理中常被人提及其重要性，

但最重要的實際執行面上，應在於台大工商管理系洪明洲教授所提的四大問題：如何知

道同仁所擁有的知識？同仁每天產生多少知識？知識要花多少時間傳輸到其他同仁身

上？知識究竟有沒有傳輸到[34]？ 

 當今知識管理大師─比爾蓋茲，擅長用網路來追蹤管理其員工所產生之知識，因此

可知網路是當今知識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項利器，在網路架構下的知識管理，所有人可輕

易在集中區獲得共享知識[34]。因此可知知識來源絕大部分是來自於員工本身，如何去

定義知識的範圍、組成、儲存及其知識表達法皆是知識管理的重點。本章節中將逐一發

展介紹產品知識範圍、產品知識組成型態、儲存及其表達法。 

 

4.1產品知識範圍 

 產品知識所包含的範圍極為廣泛，廣義來說產品知識包含所有產品相關之資訊運

用，諸如訂單資訊、設計資訊、製造資訊、倉儲管理資訊。就企業生存之要素來看，產

品為企業生存的主要因子，很難在世界上找到無產品卻可生存之企業。在產品知識的範

圍定義上，其可能的來源有收購、指派專責單位、融合、適應、網路等[21]，每種企業

知識的來源皆要相當的留意，以免喪失了知識管理的先機。 

收購上，企業可能經由購買技術甚至於收購另一企業的專門單位來增加本身之專業

知識，藉由此方式可以快速讓企業體得到相關的知識應用。舉例來說，威盛電子收購

Cyrix便可讓威盛電子增加處理器產品的產出，同時也讓威盛電子可以有足夠能力跨足

IA家電的研發及生產。指派專責單位在企業中最常見者便是指定某單位研發特殊目的之

產品，或是一個全新功能的產品設計。而融合則意指將各項知識交互影響，以產生不同

的產品設計。最常見的一個例子，便是在產品設計的同時若將多項產品知識結合，則可

能獲得一個全新的產品，復合功能的產品設計也是一種工業設計的手法。松下電子的麵

包機便是結合電鍋、烤麵包機及咖啡壺等三個相異的部門所創造出的產品。適應多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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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因應時勢潮流丕變所提出的各項因應方針，這些適應上的經驗皆為企業在經營策略

上相當重要的知識，在文化悠久的企業中常見因適應不良而逐漸被屏除於市場外的案

例，如王安電腦便是一例。但若經過多次潮流轉變而適應良好者，這些適應之經驗將可

提供未來潮流轉變時的參考，如：IBM在失去個人電腦的市場後，積極開創電子商務及

大型伺服器業務，藉此將企業帶入另一番不同的境地，這便成為此類大公司轉型的重要

經驗知識。上述各項方法皆是以企業為考量的結果，實際上，企業內部網路存在的知識

是過去經常被遺忘的部分，過去企業的經營模式可能以併購、員工受訓⋯等方式不斷的

從外面獲得新知識，但企業重要的知識卻是應該流傳於員工間的各種網路。儘管企業從

外在獲得新知識管道是相當重要的，但企業內部中蘊藏之知識內容本質上就比轉移來的

知識要更適用且具實用程度。舉例來說，基層員工針對其作業方式或許有些許煩惱，並

且其自身產生一些因應之道，在知識不受重視的時代這些知識可能在某群員工間相互流

傳，此方面的知識或許僅止於改善工作之舒適性或是工作之效率等細節方面，或可擴大

其施行範圍，則小改變足以擴大至影響企業之市場競爭力。 

 

4.2產品知識組成型態 

 在知識的組成上，最難以定義的部分便是知識的型態。一般說來，資料、資訊、知

識、智慧這四階段的區別是相當曖昧的，但整體來說可以金字塔的四個階層來表達，資

料為最底端的基礎，在上一層為資訊─由資料整理而來，第三層為知識，是一種可以協

助人員完成某件任務；最頂層為智慧，以成為可以由人員任意應用之資源，如圖4.1所

示。 

知識

資訊

資料

智
慧

 
圖4.1知識階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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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知識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釐清知識的來源及其組成，在企業中我們可將

知識的種類分為〝可擷取的知識〞及〝無法擷取的知識〞。 

無法擷取的知識來源包括專業人員經驗累積的判斷能力，如美國某石油公司曾經嘗

試將石油探勘的工作交由電腦進行，此公司僱用一建構專家系統之資深資訊人員跟隨石

油探勘顧問旁長達三年時間，當然建立了數萬條石油探勘之規則，但此計畫最後宣告失

敗，因為人類的智慧中包含有太多細微的判斷因子，是專家系統無法完全模擬的，此類

的知識便成為無法擷取的知識類。 

在可擷取的知識中，我們將其分類為系統內知識及系統外知識。系統內知識為企業

內部資訊系統中所累積之數據並加以結構化，換句話說此類知識即為結構化知識，可利

用各種已有的資料庫管理系統或是Data Mining的技術來管理應用。但對於系統外之知

識就無法利用相關工具來應用，在此有另一種將系統外之知識儲存的方式，即所謂說故

事的方式。故事的角色在人的生長過程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如 Karl Weick在

組織的感應曾提過「人們是以敘事的模式來思考，而不是辯論或是例證的方式。」[21]

人類相當多的行為會被故事內容牽引，舉例來說，小時後一定有很多人想成為白雪公主

或是白馬王子，者些思考模式皆由故事內容所引導，因此在人的的成長過程中，故事扮

演一個學習的重要角色，因此故事的表現方式提供系統外非結構化的知識一個相當好的

表達方式，唯一需要考量的部分便是敘事者的能力是否可完整精確的表達出內容。 

系統內知識為目前最常被提出討論的部分，在過去被稱為產品資料管理，但以目前

知識管理的精神下，將各項數據資料、圖形資料等結合應用，而非傳統資料管理的角度

只針對某領域的資料管理，將數種系統內之數據資料綜合應用，以輔助使用者作正確的

判斷。就產品設計的角度而言，在設計產品時所需同時考慮的層面相當廣泛，絕非僅止

於功能性或外觀上的考量，在成本獲利、市場銷售、製造甚至於環保等綠色設計等，皆

需要在設計階段便予以解決，以加速產品上市的時間。此方面的應用便是一種輔助判斷

決策之知識，此方面資料的儲存為全時段的資料回存，資料回存的越詳細則可提供的知

識將更精確。此種形式的資料需要透過各種相關的資料管理程序來提供資料的附加價

值，如成本評估便需要會計等相關的知識來作資料運算，藉各種公式運算結果來提供使

用者作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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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產品知識之儲存 

 因應在企業中存在的多種知識型態，相對於知識的儲存策略也就需要更多樣化。在

此節中將針對知識的儲存作說明。 

對於無法擷取之知識而言，可利用知識分佈圖的方式來因應此方面的知識儲存，知

識分佈圖實際上並未將知識儲存在系統中，而是以知識搜尋的方式將知識表現出來，藉

此企業內部可以輕易找尋到企業中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通常企業組織架構圖可以提供

知識分類及各部門所負責之專業知識範疇，但並無法找尋到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知識

並不是可由一個部門作代表，要有效的利用知識則必須要找出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知

識分佈圖的製作可以透過社會學家所提的〝雪球效應〞來追尋知識的起源，藉由推薦的

方式將每個人的人際網路結合在一起，便可以輕易找尋到知識的起源。另外在知識分佈

圖的應用需要一些相關工具將知識分佈圖的效用發揮到最大，如目前應用最廣泛的網

路，可利用視訊會議將問題傳達至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員作最即時的建議及問題的解決。 

 另一種可擷取的知識可分為系統內知識及系統外知識，系統外的知識多半為經驗的

傳承等問題，可以利用故事的方式來表達此種非結構化的知識。一般說來故事的敘事方

式為人類最能接受也是接受度最高的知識表達，從人幼年聽故事學習的方式便可以得到

相當的驗證。故事本身便包含著人、事、時、地、物等各項知識元素的說明，在 J. Kingston

及 A. Macintosh中提到利用 What, How, When, Who, Where, Why多面向的建構知識模

型[22]，而故事的結構中便包含這一切。 

 系統內知識的儲存需要貫穿整體企業才能達到系統內知識的完整性，此類型的資訊

是持續且連貫式的儲存，包含訂單資訊、製造傳票資訊、製造結果資訊、倉儲資訊、出

貨資訊等，幾乎企業內部的各項運作皆牽涉其中，所以可稱為一個全時段的資訊回存機

制。在此研究中，針對此部份提出的為單一資料庫的管理架構，在企業內部此方面最令

人困擾的一點便是資料的版本及重複性問題，若企業內部採單一資料庫之架構則可確保

資訊的版本正確，另一方面在資料庫維護的工作上有相對可減輕許多，如甲骨文其企業

知識管理系統便強調單一伺服器及資料庫的概念，將主機集中在美國西岸作統一的管

理，當然此架構仍需負擔單一資料庫的危險性，資料安全性問題仍需要特別注意。在此

方面之問題也曾與建教案的合作對象討論過，最後的結論依然是採用單一資料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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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的控管。分散式資料庫是有其好處，但在多項資訊要交叉使用分析便產生相當

大的困難度，最終的產品資料庫系統仍以單一資料庫為施行要件。 

 

4.4企業在兩岸間知識傳遞的困難點 

 雖然大陸方面已經逐漸的開啟自由經濟大門，但在制度上仍保有著計劃經濟的運作

模式，因此在大陸營運之企業體勢必與台灣之企業體架構不同，加上大陸本身人工成本

便宜等等因素，更促成兩岸企業之運作模式不同，本章節將針對此情況稍作分析及說

明，並在下章節導入產品資訊傳遞之模式與產品製造資訊表現法。 

 

4.4.1 硬體上資訊傳遞的障礙 

 兩岸間目前的資訊建設情況有極大的差距，目前台灣在網路建設上已經逐漸進入以

寬頻網路系統為主幹，而目前大陸台商密集的工業區，如：東筦、清溪等地在網路建設

上仍屬於起步階段，據當地工廠老闆的說法，目前在清溪寬頻上網仍是一線難求，加上

當地一些電信建設本來就不足，因此要實行兩岸間網路即時的資訊傳遞似乎有相當程度

的困難。目前有一些解決方案，如：集合幾間相關之工廠公司合力租用一條海底電纜，

如此便可經由海底電纜至台灣，再從台灣上國際網路，此舉可解決大陸方面上網的問

題，也可一併將兩岸間的國際電話費用節省下來。但是此方案每月支出的金額將近五十

萬台幣，並非每間企業皆可接受此種方案。目前來說，各種跨國性企業可以網路即時資

訊傳遞來解決其企業電子化之問題，如：甲骨文利用其開發之企業電子化解決方案，在

最近的會計年度中為其省下十億美金之譜的成本開銷，但若是無法解決基礎的資訊建

設，遑論省下此種成本支出。一般企業皆以節省工資開銷的角度下，而考慮遷往大陸，

而工資較便宜的開發中國家，其網路建設品質並無法被保障，一般大型企業還可以其企

業規模租用海底電纜且可平衡開支，但是傳統中小企業便無法從此方面著手，這亦是此

篇論文所探討的重點之一。 

 

4.4.2 相異的企業架構與組織管理 

 台商在大陸投資一般來說都是基於當地便宜的人力物力，專事生產及製造等勞力密



 

 34 

集工業，因此通常在台灣還是會留有貿易部門或是 R&D部門，但此種兩岸間不同的企業

文化及公司運作模式，不僅管理方式不同連企業組織架構都大相逕庭，在不同的企業體

質下，資訊要如何傳遞，且將企業引導至電子化的境地，皆需要詳細研究。一般說來系

統要設計好並不難，最困難之處在於企業電子化後系統實際的執行程度，很多企圖尋求

企業電子化的公司皆在此步宣告失敗。兩岸模式的企業體相形之下更顯困難，基於兩地

文化不同、風俗習慣各異，因此在系統執行層面便需要兩套不同的訓練模式因應之，若

以一貫通則並無法確保系統運作順利。在企業實行製造資訊電子化可能有幾點需要仔細

考量，一、企業內部員工對於電腦的使用習慣，二、企業本身架構問題，三、企業本身

之資訊建設，四、產品別與客戶結構，五、MIS部門之執行能力，六、依照不同地區設

定不同之訓練計劃，七、系統實行的追蹤改進計劃﹝至少需三個月以上﹞。如能照上述

七點考量執行則企業電子化的可能性應可增加。 

 

4.4.3 資訊系統架構 

 產品資訊傳遞的問題，不僅需考量到本身資訊系統架構的形式，同時也需要考量到

實際導入系統時，執行層面上的問題，這是一般導入資訊系統最容易功虧一簣的部分，

因此本章節討論的主題便著重這兩部分。 

Web-Based系統的架構相較於傳統的程式系統有多種好處。目前企業內部的資訊系

統逐漸有網路化的趨勢，自從 JAVA程式語言被提出時，其強大的跨平台相容性，被喻

為下一代的程式開發主流，網路架構的系統便逐漸被受重視。緊接而來，Microsoft.net

更加強其原本功能較弱的ASP程式語言成為ASP+，將原本VBScript語法替換為VB7語

言，可見其受重視程度。各項軟體開發技術也直接或間接指向Web-Based系統的架構，

如目前最新的XML資料架構，皆是以Web-Based系統架構為考量。 

 Web-Based系統的架構相對於一般的程式系統，所具有的最大優點在於安裝及維護

時的便利性。在Web-Based系統架構下，電腦只要具備一般的瀏覽器，便可輕易進入系

統使用。另一方面在於Internet的可及性，如：甲骨文所建置的企業電子化解決方案，

便是利用 Web-Based系統架構在 Internet上的可及性，舉凡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皆

可利用系統進行採購報價及批准簽呈等動作，大大減低人為行動上的時間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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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資訊傳遞方法 

 

製造傳票系統

匯出

製造傳票資訊

製造傳票資訊

製造傳票系統匯入

製造結果及製造傳
票資訊

製造結果及製造傳
票資訊

匯入

匯出

訂單系統台灣

大陸

人力攜帶 人力攜帶

備料 零件加工 組裝 出貨

 

 

 

 此節中主要是介紹目前兩岸間製造資訊傳遞的幾種方法及其各自的優缺點，第一種

資訊傳遞的架構如圖4.2所示，一種以人為傳遞媒介的方式，此種方式需考慮到企業本

身運作的模式為何，及其產品屬性是否允許製造資訊以非即時的方式傳遞，以此種方式

傳遞資料最為可靠且安全。以目前兩岸間的網路建設情況，台灣可以專線上網，但大陸

卻連撥接上網的品質仍存有可議之處，可見目前如要透過兩岸即時的網路傳遞，尚有一

圖 4.2 資訊傳遞架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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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障礙需要克服。以此種模式運作，製造資訊約每週可更新一次，實際情形需視企業在

兩岸間往來的頻率而訂。 

 第二種資訊傳遞方式又比第一種效率為佳，此種資訊傳遞模式如圖4.3所示，在兩

岸間皆建立 FTP站台，以每隔一段時間相互傳遞製造資訊方式來聯繫兩岸間的資訊傳

遞，此種方式需要兩岸間皆有專線可上網的情況才可達成，此種方式的缺點在於系統及

資料庫仍屬於分散的狀況，兩岸間的資料庫之隸屬關係不明確。由於資料傳遞已經上

Internet因此資料保密問題尚需考量。 

 

 

製造傳票系統

匯出

製造傳票資訊

製造傳票資訊

製造傳票系統匯入

製造結果及製造傳
票資訊

製造結果及製造傳
票資訊

匯入

匯出

訂單系統台灣

大陸

Transfermation Transfermation

備料 零件加工 組裝 出貨

F T P  站

F T P 站

I n t e r n e t

 

 

 

圖 4.3 資訊傳遞架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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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方式則完全將系統置於網際網路，此種方式為最理想的解決方案，各項加工

資訊及製造資訊皆可以即時更新，同時可在世界各處掌握到最新的生產接單情況，隨時

因應最新的突發狀況。此種運作模式，需兩岸間的網路建設皆已達到相當水準，可以隨

時上網更新查詢資料，在此種架構下的系統，資料庫已經是單一化的情況，無所謂資料

重複、版次衝突等問題，因此也減輕系統維護的複雜度。在此架構更需要考量防火牆的

建構及駭客的破壞問題，這似乎已經成為所有網路系統的痛處，如圖4.4所示。 

 

製造傳票系統訂單系統

台灣

大陸

備料 零件加工 組裝 出貨

Internet

研發設計部門貿易部門 單一資料庫

 

 

 

 目前實際和業界合作的案例，仍是以第四章所說的第一種方法實行，一方面是因為

其企業本身已經習慣此種操作模式，另一方面視此種方式傳遞資訊可以達到比較可靠的

結果。圖 4.5為其傳遞製造資訊的模式，先利用網頁去呼叫批次檔，再啟動由 FoxPro

所寫的資料表匯出程式，將資料表匯出後再利用ASP程式所撰寫的圖形繪出程式將製造

資訊所使用到的圖形資訊逐一匯出，如：美工圖、標籤⋯等。匯出至特定資料夾後，由

人工攜帶進大陸，再由 FoxPro所寫的資料表匯入程式匯入資料庫，接續利用 ASP所寫

的圖形匯入將圖形資料依匯出資料檔逐一匯入資料庫。 

圖 4.4 資訊傳遞架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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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訊審核系統

FoxPro匯出資料表
匯出圖片
﹝ASP程式﹞

資料表群
圖形資料及匯出紀

錄檔

Taiwan Buffur Directory

資料表群
圖形資料及匯出紀

錄檔

China Buffur Directory

製造資訊審核系統

FoxPro匯入資料表
匯入圖片
﹝ASP程式﹞

 

 

 

 在此種資訊傳遞的模式下結合 Html格式的傳票資訊，再加上本研究所提出的製造

資訊表達模式，製造資訊將可以更可靠完整且多樣化的傳遞至彼岸。企業電子化在兩岸

企業體架構中，可以說遭受相當大的阻礙，一般企業電子化的解決方案皆是以網路為強

調重點，但此方式在大陸某些較落後的區域並不合適，因為此地連資訊建設都呈現相當

貧乏的狀態，最基本上網都有問題，要利用網路達成便相當不容易，但是我們仍可為未

來預留升級空間，若以Web-Based的系統架構來構築，在未來資訊建設完整時將可直接

應用於網路上。未來不僅需要針對其系統開發方面著手，另個角度來看，設定系統導入

之步驟將是一大難題，任何良好的系統若無人員的實際落實也無用，因此一套好的學習

機制便顯得相當重要，若此學習機制可依存在系統中，則系統執行可增加深度及廣度，

這才是資訊自動化的關鍵，亦是本研究未來持續的目標。 

圖 4.5 兩岸間資料匯出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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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產品知識表達法 

 在此節中將針對製造資訊表達加以詳細描述，一般所知最為普遍之製造資訊為 BOM

表，但是BOM表並無法完整的表現出製造所需的各項資訊，對於已經生產一段時間的舊

有產品上，或許已經足夠，但是BOM表的資訊並無法滿足剛開發的新產品。在此，本研

究開發出一新的資訊表達法，配合傳統的BOM表將可更加完整的表達製造資訊，減少設

計師與製造部門間的誤解產生。 

 

4.5.1 基本定義 

 一般資訊表達方法較少利用結構關聯化的方式來將多種製造資訊整合在一起。本研

究所發展之資訊表達法主要是採相互關聯的方式，將相關的製造資訊串連在同一個表達

模式中，如圖4.7為製造資訊表達法基本形。在圖4.7中以元件的圖形為中心點向四面

發散，在最左方的梯形方塊，說明此元件的名稱及編號等基本資訊，左方為各負責加工

之部門，上方所表達之資訊為加工動作之內容，右方所表達的資訊為各種加工動作之結

果，下方所表現資訊為其加工的各項參數，諸如：時間、人力、成本⋯等，最右邊所顯

示的資訊為此元件所關聯的BOM表結構，如其子組件及父組件之關係，如此一來便可清

楚了解每個元件之製造程序，及其組件之間的關係。圖4.7中箭號辨識表達每個部分間

的關聯性，每個部分所組成之前後關係可表達其製程的排序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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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製造資訊表達基本形 

圖 4.6 產品 BOM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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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製造資訊表達與應用 

 單就BOM表所顯示之製造資訊，並無法涵蓋所有製造訊息，如圖4.6所示，BOM表

僅顯示元件名稱規格。若是將BOM表結合本研究所提出的製造資訊表達法，則可將製造

資訊做一較完整的表達，兩造的連結關係是以超鏈結方式連結，如圖4.8 BOM表中，點

選任一組件名稱便可進入製造資訊表達的頁面。將此方式應用在工廠管理上，不僅使資

訊能完整表達，更可依照各種元件來分配製造工作及追蹤其製造結果。圖4.9為實際以

單一零件來做製造資訊表達，製造資訊及其關聯很清楚的呈現在單一的資訊表達模式

中。 

 

 

 

 

圖 4.8 BOM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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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小結 

 在本章提出知識的定義中，針對所謂知識的存在作進一步的剖析，可深一層了解知

識所具有的各種特色，進而對於知識提出較佳的控管方式。在本章探討的結果中，可以

得知企業中所蘊藏知識的多樣化，對於目前許多兩岸之企業結構，知識的運作更形困

難。因此對於資訊的傳遞、表達需要更進一步的發展。在此部份我們得到知識傳遞及表

達的基本模式，應用此傳遞之模式可確保企業知識傳遞之可靠度及資訊完整性。而知識

的表達在此是更加重要的一環，在合作案中，本人對於企業在知識表達上的需求，絕不

僅止於目前多數企業所採行之紙本報表的模式，而是要尋找將知識融合在一起的方式。

因此，基於工業設計的角度作者發展出產品知識的表達法，秉持標示性語言及關聯式圖

形表達法之特性，可將更多的產品資訊及製造資訊整合在一起，對於資訊的使用效率及

傳達效率將可更進一步的提昇。 

圖 4.9 製造資訊表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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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品知識管理架構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主要從產品資料管理系統延伸而來，PKM仍保持階層式架構共分

為四個階層，第一層為可發展之圖形使用者介面(Developable Graphic User Interface, 

DGUI)，主要功能為各建議及編譯模組的設定、個人化使用者介面的設定及連接使用者

與系統間之動作。第二層為建議系統(Advice Message System, ADS)，主要功能為提供

各產品開發階段之統計結果、針對產品設計之建議及成本估量等結果顯現，有助於執行

人員在執行過程中減少錯誤的發生，因而加速產品開發的效率。另一方面主管也可藉由

建議的查詢，提供產品上的各項統計分析結果，提供決策時的快速參考。 

 

 

D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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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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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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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sDatabase

 
圖 5.1 PKMS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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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為產品編譯系統(Product Data Compiling System, PDCS)，產品編譯系統可

以依照外掛之模組不同提供給不同階段人員的產品資料。第四階層為產品資訊回存系統

(Product Data Augmentation System, PDAS)，此階段決定產品資料構成之結構，並且

負責將各階段之產品資訊整合至產品資料庫中，以備未來產品資料的存取方便，並且同

時需具備依時間變化將產品資料轉換成其他更易保存之資料格式，亦可解決產品資料日

益擴大導致系統執行效率低落之問題。 

產品資料管理系統之所以發展成為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主要因為此系統不但提供執

行人員之意見輸入機制，藉以保存專案進行之經驗知識。另一方面在整體企業資訊的保

存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整體之PKMS架構展示於圖5.2。 

 

5.1建議系統模組 

 

User Interface

System environment

Model
Decomposed

Advice Process

Plug-In Modules

Input

Output

 

 

建議系統發展同樣採階層式的系統模式，並同時使用 Reusable software library

的概念於系統環境及系統資料格式上的發展。本系統架構共包含三個階層，第一層為系

統環境的發展提供維護及修護其他模組的功能，並提供使用者介面設定，可針對不同使

圖 5.2 建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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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提供不同之設定，如圖5.3所示，使用者可以透過其使用者介面設定所需之功能或

資訊，而這些設定結果將視為 DGUI的顯示規則，儲存於資料庫當中。從另一方面應用

在此建議系統中，也可供選擇其所需建議系統模組，做最佳的建議組合。第二層為產品

圖形資料分解，因應接下來數個建議模組的應用，故需統一的產品特徵單元，即為 BOM

表的產生，目前Pro/Engineering已經提供BOM表的產出。第三階層為建議模組的發展，

模組將以Plug-in方式加入系統，因此可發展不同領域之建議系統，如以貿易業務作考

量為考量，則可朝發展工廠產能建議、倉儲管理建議或出貨進度建議⋯等方面發展，在

此方面本研究採ASP語言撰寫Web-Based系統，在本方面及具有較佳的擴充性。整體系

統架構可見於圖5.2。 

 

 

 

 

5.2編譯系統模組 

 在此節中，以製造需求為準則，產生製造所需求之資訊。此專業資料編譯器將以

Reusable software library之概念為發展基礎，發展出外掛式架構之專業編譯器。在

此架構中，較為特殊之處為擷取規則庫，可針對不同領域產生不同之擷取規則，未來編

譯模組之趨勢將可朝自動產生規則庫之模式發展。本編譯系統將如同圖5.3之系統模組

圖 5.3 系統模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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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般，使用者可以自由設定其工作內容所需之資料類型，藉此濾除對於其工作內容

來說屬於多餘的資訊。圖 5.4所示為每編譯模組所需具備之結構，Key會顯示於DGUI之

設定頁面，Compiler Process則為編譯程式模組，Compiler Database 為儲存於 DGUI

的資料庫中之設定規則。 

 

 

Key Compiler Process
Compiler database

 

 

 

 

Compiler Module

Compiler Module

Compiler Module

Compiler Database

Compiler Database

Compiler Database

Next Process

 

 

圖 5.4 Compiler Modules Structure 

圖 5.5 Compile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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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的 PKMS的架構陳述中提到，本系統之編譯規則庫可以利用使用者介面予

以設定及調整，以符合每個不同特性的公司。但在本論文中並不強調本系統可以完全符

合每一公司的不同特性，只是嘗試提供一個可以作修改調整的系統發展方向，或許在真

正實行系統時除了調整外，還需要針對編譯模組作小部份的調整。我們真正的目標是提

出一個更具使用彈性的系統。 

類似於前節之建議系統模組的發展，本編譯系統將以外掛式的架構發展，使用者可

以藉由使用介面挑選其所需要之編譯模組作順序排列。因此編譯程序便是由一連串的編

譯模組所構成，每一個編譯模組中包含三個部分，分別為鍵值、編譯程序及其本身所需

之資料庫。鍵值為安裝時嵌入使用者介面，供使用者挑選設定用；編譯程序為本身執行

資料比對輸出的程序；資料庫提供編譯程序所需之資料。編譯系統執行程序如圖5.5所

示。 

在資料編譯流程中，由多個編譯模組所構成。使用者透過使用者介面選定所需之編

譯模組，再經由這些編譯模組組成編譯程序。在編譯模組的安裝之初，便已對編譯模組

作排序，因此使用者可以不需針對編譯模組的順序及其資料輸出的順序作調整，另外也

可以透過使用者介面重新設定模組的順序以符合其所需。資料的編譯程序是以各個模組

構成，模組內的編譯程序則是利用CAD圖形資訊，抽出相關部分作資料比對，並且輸出

至另一資料格式中，此模組程序結束後，便將資料傳至下一模組進行比對，直至所有模

組程序結束。整體概觀的流程可見於圖5.5。 

 

5.3回存系統模組 

資料更新及維護在一般資料管理上是無可避免的，可是要如何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卻

是各資料管理者的一大問題。資料的完整性需考量到多方面的因素，如：版本、資料鏈

結、相關資訊搜尋、資料分析及歷史資訊。同樣在產品知識管理中，產品生命週期之資

訊流中，產生出大量的資訊及需要大量的修改，需將此間所產生及修改之資訊做評估並

記錄下來，以維持產品資料的完整性，方便日後對於產品資料分析及參考並充分利用發

揮每一筆資訊的最高效用。 

利用歷史紀錄方式發展出全時段的產品回存機制，並嘗試將產品資料作一完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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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存系統中將以 History data agent發展來達成全時段的資訊回存之功能。在

History data agent的架構中可歸納出下列幾項特徵： 

 

1.將伴隨著主資訊流之變化 

2.紀錄資料的變化情形，而非備分資料 

3.回存History data agent產品資料庫中 

4.History data agent之解譯器發展，以解讀內部紀錄 

5.可將各時間節點等紀錄狀態回復 

 

在全時段資料回存機制完成後，可以帶來除了傳統回存機制功能外的優點如下列：

1.資料回溯功能；2.可節取出不同時間點的資料；3.依照不同資料特徵分類去搜尋分析

資料。幫助產品開發時期資料的完整性，及資料使用徹底的程度。 

 

Excution Resules

User Opinions

Merge Process
Augmentation Data

Standard product
data

Merge Process Augment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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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port

 

 圖 5.6 Aug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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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存系統的起始端需經由使用者介面輸入，並經過兩次整合，將執行結果及使用者

訊息結合至標準的產品資料中。第一次整合時，將使用者訊息及實行結果整合成一單獨

的資料群，第二次整合時，則從產品資料庫中，調出原始的產品資料，將其與第一次整

合之 Augmentation Data整合，再存回產品資料庫中。整個流程圖可見於圖 5.6。產品

資料回存系統將包含公司內部資訊系統的各個部分，秉持產品知識管理之精神，凡與產

品相關之資訊皆為產品知識構成之元素之一，因此全時段的資料回存有絕對必要。相對

於此龐大之資料群勢必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機制來維護，因此上述之五項管理特徵也為

資料回存後系統所需具有的基本功能。 

 另一種資料回存模式是針對於企業內部組織架構之資料更新，此方面關聯到知識分

佈圖的建立及維護工作。因企業在運作過程中，常有所謂人員之調度，因此要確保每一

個知識源的正確性，將知識分佈圖結合企業之人事管理。 

 

5.4發展性使用者介面 (DGUI, Developable Graphic User Interface) 

發展性使用者介面在目前客製化系統軟體趨勢中提供一最佳之解決方案，傳統的系

統分析工作中不同系統發展分析的程序，常以不同的系統分析師來作系統分析之工作，

其來源可能為承包系統發展之軟體公司，或是由顧客本身提供系統分析結果給予軟體公

司發展。在此分析結果所採用之呈現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此結果可能為系統發展流程上

帶來困擾。另一方面若是在顧客方面無法提供系統分析之資料，則其所提供的需求可能

相當多樣化，如此便造成軟體發展上問題點，如：資料不完備、資訊誤解...等。因此

採用發展性使用者介面來輔助顧客作軟體介面發展的擷取，便顯得相當重要。知識擷取

上，考慮的不僅是擷取的效率，還有其正確性，並且需從操作過程中不斷執行資料更新，

加強系統的執行能力。本發展性使用者介面將採用Web-based的相關技術作發展，以目

前網路流行趨勢下，網頁的組成模式便成為最適合驗證的 DGUI (Developable Graphic 

User Interface)，基本上網頁是以連結方式來構成整體頁面的表現，如果可以將網頁

連結關係群組化，並將其妥善運用相信可以達成系統客製化趨勢的目的。 

 本研究所定義之發展性使用者介面，即為依使用者之操作程序或使用者喜好，將其

操作介面重新定義，目前此概念將應用於系統操作程序上，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將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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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此功能需求之定義儲存於資料庫中，以玆發展系統靈活應用。此章節中將分為三

個部分做介紹，分別為流程定義、畫面定義及元件定義，同時說明如何實際執行。 

 

5.4.1流程定義 

 在系統分析上，最重要的一環便是系統流程的定義，在Web-based系統架構中，系

統連結的方式採用所謂的超鏈結，因此超鏈結便成為決定系統流程的關鍵要素。如圖5.7

所示，系統流程的組成等於系統鏈結的組成，因此只要針對系統鏈結作適當之管理及定

義，便可以創造出不同流程之系統。 

 

 

 

 

 針對系統鏈結的管理及表達，本研究採用的方式為數字編碼來表達每一程序間之流

程。如下圖 5.8所示﹝p~表示流程編號，s~表示畫面編號，p~表示元件編號﹞，在

process_bom資料表中之 seq_no欄位即是定義系統鏈結關係，舉例而言，〝0001〞中之

〝01〞即是定義編號 s001畫面之執行序列，如遇兩執行畫面編號相同，即是代表此兩

執行畫面皆起源於相同原始畫面，而系統迴路的表現方式，如圖5.8中橢圓所標示之序

號〝1905〞，其中〝19〞即是定義系統迴路之標示，其中〝9〞即代表迴路產生，而〝1〞

是表示迴路回到系統中序號〝0001〞的流程。 

 在圖5.8中item_no欄位即是上一階層之畫面或流程，而 part_no即代表下階層之

畫面或元件，例如process_bom資料表前7列即表示p001中包含s001~s007的畫面。 

 

圖 5.7系統鏈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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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畫面定義 

 執行畫面的定義中，包含執行或顯示的元件組成，如圖5.7所示畫面內容的鏈結，

因此所需定義的部分包含畫面的規格及元件的組成兩部分。在元件的組成方面，可以從

圖 5.8中了解，如 process_bom資料表中第一列資料所示，編號 p001流程中包含執行

畫面 s001，其中包含六項元件在此畫面中。s001畫面包含哪些元件，可由圖 5.8中 8

至13列資料得知。畫面的詳細規格可由圖5.9中第二列資料表達，其中包含畫面編號、

畫面名稱、畫面鏈結路徑及畫面規格。 

 

 

 

圖 5.8 系統拆解資料表 

圖 5.9 元件規格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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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元件定義 

 畫面中所包含的元件定義同樣可由圖5.9中表達，其中定義了元件的編號、名稱、

鏈結路徑及元件規格，但重要的是其最後所定義此元件開發所需之時間，以此為依據可

將每一規劃完成的系統估計初期所需之發展時程及所需使用之人力。 

 元件在畫面上顯示之位置定義，紀錄於圖5.8 process_bom資料表中，其所定義之

方式如圖5.10所示，將畫面分割為9等或25等份，再將每等份標號，以此標號可大略

定義元件在執行畫面之位置定義，其定義結果儲存於圖 5.8中畫面對應元件的序號欄

位，如圖5.8中8~13列之seq_no欄位資料。而系統便可依照此關聯性將不同的頁面組

成，呈現在使用者介面上。 

 

1 2 3 

4 5 6 

7 8 9 

 

 

 

5.5產品知識保存策略 

 圖5.11中產品資料庫是整個PKMS的中心，負責提供所有的產品資料來源。以目前

資料庫設計的趨勢，分散式的資料庫結構是目前對資料安全及存取效率的最佳解決方

案，但資資訊交互應用之層面有較大的缺點，因此在本研究中實際運行操作仍為單一資

料庫之結構，在實行知識保存策略則採分散式資料庫之概念，將不同階段的產品知識儲

存在不同資料庫中。在圖 5.11中 PDAS是負責產品資料庫的維護，在 PDAS中可分為三

部分，第一部份為產品資料的擷取，負責在每位使用者登入的同時更新產品資料庫，如

圖 5.11上半部所示。第二部份為產品資料的年限維護，依照產品資料的不同年限以當

時資料之需求及重要性為考量，將產品資料作不同形式的處理 [7]，藉以減少產品資料

庫的負擔，提昇產品資料庫的執行效率，如圖 5.11之下半部所示。第三部份為產品資

圖 5.10 元件位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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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編譯執行結果之回存，此部份將執行人員之意見及執行之編譯資料與原有之產品資料

建立關聯，構成最基礎之產品資料單元。 

 

產品資料庫

現有產品資料庫

採購

行銷

貿易

製造

服務

產品資料庫
更新程序

2~4年產品資料

4~10年產品資料

10~20年產品資料

登入PKMS 進入PKMS主畫面

User

Other Processes

 

 

5.6資訊流規劃管理 

 本節中將針對資訊流系統中的資料架構，將如何形成、如何呈現 …等作探討，此節

中再細分兩小節，分別對主資訊流及輔資訊流作定位及剖析。 

 

5.6.1主資訊流 

 在企業內部的資訊流管理，其實會有一項資料流貫穿整體企業，而其他資料可能扮

演的角色在於輔助資料的完整性。舉例而言，當企業接到一筆訂單的同時，對於貿易部

門來說這訂單可能純粹只有訂單資料，而這資料在設計部門便會在附加上許多以此訂單

圖 5.11 PKMS之資料保存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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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客戶需求、市場趨勢等等，相同資訊到製造部則會再附加上物料供應、排程等。

對於主資訊流的取決，可藉由下列數種特性來獲得： 

 

(1)資料來源相同且具連續性； 

因為主資訊流具有單一性，且會貫穿流動於整體企業，只是以不同面貌、

不同名稱出現而已。 

 

(2)可觀察不同部門之資訊流，比對之； 

現在較自動化企業多為數套不同部門的系統在執行，因此可以比對不同系

統之資料，找出一項可以貫穿企業的資料變數。 

 

(3)多為訂單資訊所延伸出之資訊； 

現今企業多以訂單多寡為企業競爭性多少之依據，也因此訂單成為所有企

業資訊流的起點。除整體資訊流外，尚有許多附加的資訊，隨著主資訊流附

加或替換，這便是我們所需要解析的部分。 

 

5.6.2輔資訊流 

 如上節所述，除主資訊流外構成企業資訊流系統還需要多種不同的資料來輔助。首

先簡單的對中小型企業架構分解，以製造業而言一般中小型企業會具有貿易部、設計

部、MIS部門、製造部門等。貿易部門所需的資訊可粗列如後，訂單資料、發票資料、

帳務資料、排程資料；設計部門所需之資料則為，訂單資料、顧客需求、市場取向、安

規資料、製造資料；MIS部門在公司內部主要扮演系統維修及電腦軟硬體維護之工作，

在此便不加以贅述；製造部門所需之資料為，訂單資料、物料資料、排程資料、倉儲資

料等。 

 這些資訊流系統中所觸及之資料皆為企業運作所必須，因此若對一般性的資訊流系

統作定義，我們可將資訊流系統作圖5.12的表現。從圖5.12中，我們可發現主資訊流

上隨時貼附不同之資訊，以改變成為不同部門所需求之資料型態，在這裡我們希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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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不同部門的操作介面來選擇其所希望隨附之資料，資料將由資料庫中擷取出來，不

同的資料庫將由不同部門來負責維護，以確保資料庫中資訊的完整性，也可達到分散資

料庫的優點。因為主資訊流只有一項資料流動，因此可以確保資料版本為最新的版本。 

 

 

 

5.7主動式資訊提供 

 在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中，為達成知識管理之目標，系統將以主動式資訊提供使用者

相關之業務上資訊，如此一來將資訊更進一步自動化，即可稱之為知識管理。主動式資

訊提供為系統在使用者操作產品知識管理系統的同時，將其操作之程序等紀錄下來，並

在未來可依照其紀錄內容將系統做適切的改變，如：操作功能重新定義、定時提供較多

人點選查詢之資訊。在此本研究將以一個人資訊紀錄板將相關資訊作告知，並且本系統

可依使用者之操作習性作適度修改。達到智慧查詢自動調適的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初步

目標。 

 本產品知識管理系統因採單一資料庫結構運行，在資訊的融合上已有相當多的系統

配合，雖在本系統執行上多屬查詢等操作模式，但實質上系統在運作的同時已有設計推

論系統、電子商務系統、ERP管理系統等多系統同時以此單一資料庫運作。設計推論系

統中包含Pro Engineering之支援，可以即時將客戶之設計概念轉換成為產品資料，或

是設計方向之參考資料等。電子商務系統則可將訂單直接從客戶端引入此資料庫中，在

訂單審核通過的同時，製造傳票也同時產生，因此各部門資訊可在此單一資料庫中作即

時的傳遞交互應用。 

圖 5.12 The relation of main information and assis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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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小結 

 在此部份所討論之主題為產品知識系統的架構，包含產品知識管理系統所需要之功

能及結構特徵⋯等。對於產品知識管理系統而言，產品建議、產品編譯、及產品回存系

統為系統內知識操作的基本功能，因而此方面為本研究之研究重點。此外，一個資訊系

統最大的問題便在於實行上的問題，企業員工相互排斥新系統導入，所以一個較具有親

和力的使用者介面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個重要的發展性使用者介面，便更需要被重視

發展。基於一個工業設計的角度而言，所重視的不僅是產品知識的操作、設計意念的傳

達，更重要的部分還有一個可以符合多數人需求的系統介面。另外在系統中重要的部

分，便是系統中資訊流的組成方式，以產品的角度來說，資訊流絕對是和產品有息息相

關的因果，同時也是維持企業運作最重要的因素，基於以上幾點，便可得出訂單資訊流

便是我們產品知識管理系統最主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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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統實作驗證 

 在本章節中將針對系統實作及軟體設計兩方面說明，就系統設計而言，以作者與建

教合作廠商所開發的系統分析標準文件(QFD-SAR, QFD-Based System Analysis 

Representation)作為系統分析及設計。本系統分析之標準文件強調的重點在於系統分

析後資訊間之關聯性表達，因此可將系統分析及設計之結果更清楚的呈現。在 QFD-SAR

中包含的資料共有四大項分別為： 

 

1. 系統分析流程圖 

2. 資料關聯圖 

3. 執行畫面設計資訊表達法 

4. 資料字典 

 

這四大項包含傳統系統分析與設計所需求的各項資訊，因此可以很清楚將產品知識

管理系統作完整的表達。 

 

6.1 QFD-SAR (QFD-Based System Analysis Representation)簡介 

 本編譯程式之系統分析將採筆者所發展之關聯式系統分析表達法，並於此章節中予

以詳細介紹。整體關聯式系統分析表達法共可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系統流程拆解定

義，其二為執行畫面定義，接下來兩小節將針對此兩部分說明。 

 

6.1.1系統流程拆解定義 

 在系統流程拆解上，如傳統系統分析之概念，以階層化的表現方式，每個系統分析

結果皆須拆解至執行畫面為基本元件，若以一般程式撰寫人員來說，圖形化的表示會加

速其了解系統大略架構，在系統流程拆解之說明上，需包含到三大部分，如下所示： 

 

1. 系統發展目的之說明定義 

詳盡定義此系統之屬性、客戶、設計者等資訊，且說明系統應用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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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之公司狀態，在未來可以隨時清楚的查詢系統內容。 

2. 系統執行流程之拆解 

系統分析絕無法直接拆解至最細微的資料流程，因此需要多重流程的拆

解，將系統簡單且詳盡的表達。 

3. 流程畫面之拆解 

本研究之表達法最精華處便在於系統畫面之表達，因此需要將系統資料

流程圖拆解至最小單位為畫面連結之流程，才可與畫面之關聯式表達作相互

之參照。 

 

第一階段系統發展目的之說明定義，如圖 6.1所示，大略表明輸入資訊及輸出資訊

之定義說明，系統下方同時可說明此一系統發展之目的。第二階段系統流程圖是以流程

圖拆解之方式將系統執行之整體流程展現。如圖 6.2所示。第三階段再將每單一流程拆

解至系統執行畫面。如下圖 6.3所示。將流程再次展開至最小單位執行畫面，其餘流程

當然也依序展開。將系統流程展開至最小執行畫面單位後，接下來便是定義每一執行畫

面之詳細內容。 

 

 
 

 
圖 6.1系統發展目的之說明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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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至 6.3皆以較簡單之系統流程圖來作表達，實際上系統分析之資料流程圖還

需加入資料檔及資料流之流向表達，在此小節中，因只說明 QFD-SAR之定義，因此採

用較為簡單易懂之流程圖。 

 

6.1.2執行畫面定義 

 執行畫面之定義，如圖 6.4，在圖形左方為定義此執行畫面每一個操作程序的觸發

器，且因顏色不同有不同性質，較深色為系統參數所觸發之處理程序，較淺色為按鈕所

觸發之處理程序，無色之部分則為其他種觸發器所觸發之處理流程，可能為下拉式選

單、滑鼠移動⋯等。 

圖 6.4上部所示，為處理過程之說明，包含此處理程序可能包含之公式計算，存取

資料表欄位之說明皆在此處，此部份可以因應操作程序之多寡而向上延伸。在圖 6.4右

部，為說明每一個處理程序所可能的處理結果，可能為顯示資料、存入資料或跳至其他

圖 6.2系統流程

圖 6.3系統流程中之執行畫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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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畫面⋯等，皆由此處說明之。下半部之定義為此執行畫面所可能牽涉到的資料欄

位，此處可以和資料字典的部作交叉查詢，以清楚明確定義資料處理的過程。在圖 6.4

最右方所顯示者為此執行畫面之前後流程關係，簡單說便是系統資料流程的一部分，在

此處說明可以輕易地讓使用者了解此執行畫面會接收及傳遞之變數，分別為哪些執行化

畫面所輸出及承接。 

另外此資訊表達法可以同時達到工作查核及管理等功能。因在此資訊表達法中已將

所有的操作程序分離，因此程式編譯人員可將功能分批完成，每完成一個功能即可將此

操縱程序變色或是作標記，如此系統編譯的 Leader便可很輕鬆且清楚的掌握每個組員的

進度，因此將可提高管理效率，避免專案進度落後。舉例來說，若在系統開發過程中，

突然某一系統編譯組員離職，此時若無法即時替部人員，則專案進度勢必拖累，但若採

用此種表達法，則專案領導者可以清楚得知此畫面程式之進行進度，並且可具體要求接

替人員繼續編譯其他畫面程式功能。 

 



 

 61 

 

 

 
圖 6.4系統執行畫面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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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範例─傳票資訊畫面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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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統執行畫面定義上，主要採六面體展開及 QFD 矩陣分析法之概念融合而成，

其基本型如圖 6.4所示。在圖 6.4中央為執行畫面之圖形定義，再執行畫面之左方為輸

入的資訊定義，畫面上方為此執行畫面之執行程序定義，畫面右方為執行程序所產生之

結果，在畫面下方所定義為此執行畫面的執行過程中所需要的資料庫欄位定義。在此圖

的最右方定義此執行畫面與其他執行畫面之關聯。圖 6.5為一資訊表達法之範例，以此

種畫面定義之方式可充分表現出一般傳統系統分析之各項資訊之相關聯性，並且令傳統

之 SA標準文件更具易讀性。 

 

6.1.3 資料關聯圖 

 由圖 6.6所示，在資料關聯圖中很清楚的顯示資料表及資料表間之關聯情況、每個

資料表之組成欄位及其主鍵值。資料關聯圖之功能主要為提供程式設計師在撰寫存取資

料表程式之參考，一般資料庫完成資料表關聯後，便可確保資料之正確性、合理性及無

重複之情況發生，因此資料表關聯便是建立資料存取之規則，而此存取規則便是由資料

表關聯圖來作清楚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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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資料字典  

圖 6.6 SQL Server之資料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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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字典方面本研究採用三種不同形式的表格，作資料字典之說明，分別為資料

元素定義、資料流定義及資料儲存定義。基本上此三類型之資料字典表格，在形式上相

差不遠，不同處在於第三、五及七列之定義不同。此三種不同資料表需要相互查詢應用

才可發揮完整之資料定義。在業界有人將資料字典定義結果來產生Web-Based的應用系

統的雛形，可見資料字典的建構對系統分析工作佔有相當之份量。資料字典目前對於軟

體業界主要之功能在於系統之追蹤，舉例來說，當某軟體公司完成一應用系統之案件，

而負責此應用系統之系統分析人員在不久後離職，留下一個需要長時間維護之應用系

統，資料字典在此時便可輔助新接手之系統分析人員了解此系統之設計邏輯。但一般說

來，要了解別人所設計之程式可說是相當困難，曾有人說過：要了解他人撰寫之程式，

不如自己直接寫一個新的程式。因此若有其他可以加強系統設計邏輯之表達工具，則工

作將可節省下相當多的人力。QFD-SAR便是利用很多其他的關聯法及流程圖來使系統邏

輯更加清楚。如表6.1所示，資料元素定義主要功能為定義資料庫之欄位，在表6.1中

可見清楚定義資料元素之名稱、資料性質、使用目的、歸屬之資料檔及系統中組成之資

料流⋯等，皆有詳盡之定義。 

 

 表6.1 資料字典─資料元素定義 

系統名稱：SA系統分析系統 

設計者：Discovery              2001/3/29 

資料元素名稱：客戶電話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參用資料流： 

參用檔案： 

意義： 

 

值域與單位： 

 

說明： 

 

 表6.2 資料字典─資料儲存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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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SA系統分析系統 

設計者：Discovery              2001/3/29 

資料儲存：客戶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 

 

組成： 

 

說明： 

  

 表6.2所示，此表格所定義者為資料庫中資料表的部分，和商用資料庫最大差別在

資料表意義的說明上，一般資料表的定義常在於資料表之名稱，組成之資料欄位，而無

就資料表之應用意義說明，因此直接查閱資料庫中資料表的組成是很難了解其資料之結

構為何。有人說：設計一套資訊系統，只要定義完其資料結構，則應用系統便呼之欲出。 

 

 表6.3 資料字典─資料流定義 

系統名稱：SA系統分析系統 

設計者：Discovery                                       2001/3/29 

資料流：客戶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 

終點： 

意義： 

 

組成： 

 

說明： 

 

 最後，為資料字典之資料流定義部分，如果說前兩者是構成資料結構的元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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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定義就是構成資料結構的結構體，如同水泥與鋼筋一般。在表6.3中可以清楚發現資

料流定義有起始、終點之說明，轉換成流程圖便是，一個個流程箭號，串起每個系統處

理流程。 

 

6.2系統分析文件 

 本知識管理系統之實作部分採 IBM PC架構，作業系統為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並以IIS5.0為WEB-Based System之伺服器，在系統撰寫方面採用ASP3.0之語

言，資料庫管理系統採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在此架構下可以獲得穩定的系

統運作環境。 

 

6.2.1系統目的、概圖與事件條列 

 在此節中所說明的部分為結構化系統分析之本質模式中的環境模式文件，詳細文件

內容如下列： 

 

l 系統目的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儲存企業內部所有之產品相關資訊，並提供企業內部各項資

訊之交叉查詢，每位員工一登入的權限不同顯示不同之功能項目。產品知識管理系

統同時提供產品資料之編譯功能，編譯資料之內容依個別需求以 E-mail的方式或

網頁查詢之方式傳遞。 

 

l 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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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知識
管理系統

設計部

大陸員工

工廠

訂單系統

訂單

設計資料

倉儲製造出貨訊息

製造傳票

管理者

Mail Server

建議訊息及編譯資料

周報表

建議訊息及編譯資料

建議訊息

查詢

客戶訂單

概    圖

 

 

 

 

l 事件條列 

(1.) 客戶下訂單 

(2.) 自訂單系統接下確認訂單 

(3.) 設計部門輸入設計資料 

(4.) 主管查詢各項進度資料 

(5.) 輸出建議與編譯資料至Mail Server 

(6.) 定時由Mail Server發信給各相關人員 

(7.) 輸出製造傳票至工廠 

(8.) 工廠回饋各項之製造、倉儲及出貨訊息 

 

圖 6.7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系統分析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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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資料流程圖 

 在系統分析流程中，本研究所採用的系統分析方法由結構化分析法發展而來，其中

所使用到的表達工具包含傳統的資料流程圖(DFD, Data Flow Diagram)、資料字典、資

訊表達圖及資料關聯圖，來針對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作規劃，如圖6.8所示，在知識管理

系統的架構當中共包含了四大模組，建議系統、編譯系統、發展性使用者介面及回存系

統等四大部分，其中針對於主動式資訊提供的部分為獨立於此四大模組之外，目前已開

發設計之功能為製造傳票之訊息提供及系統自動編譯顯示規則，使用者登入本系統後，

每次查詢皆會被紀錄於系統中，並且在日後會依使用者之查詢紀錄而決定隱藏功能，此

功能可以檢測使用者在被賦予系統功能後，有無確實執行其份內工作，其自動設定的結

果將會由個人資訊紀錄板同時通知系統管理員及使用者本身。本研究採機率判定之方式

決定系統功能之隱現，其判定公式如下列，(a.)計算總次數，(b.)計算各功能被執行之

機率，(c.)依各機率值小於0.1則功能隱藏，反之則功能保存： 

 
 

本論文中將只針對四大部分之架構說明，至於詳細之系統分析資料流程圖見附件

一。在資料流程圖的表達方面如下列說明所示： 

(1.)── 表示處理程序，可以在向下拆解； 

(2.)── 表示系統的使用者介面； 

(3.)── 表示資料檔，可以存取資料，相當於資料庫中之資料表； 

(4.)── 表資料流，可顯示資料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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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傳票審核

登入者資料

登入者資料

大陸製造傳票
資料庫

製造傳票

台灣製造傳票
資料庫

製造傳票

登入畫面

登入者資料

系統使用者資
料表

登入者資料

Dynamic 
Display Page

The Display 
Item Setting

權限設定儲存
庫 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登入者資料

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No

BOM表查詢

出貨與產能查
詢

設計進度查詢

設計零件查詢

登入者資料

登入者資料

登入者資料

Output Data 
Setting

Query Page

E-mail Process

Output Data 
Format Storage

登入者資料

登入者資料

編譯資料設定

編譯資料設定

AMS

PDCS

DGUI

PDAS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資料流程圖如圖6.8所示，對應於產品知識管理之架構可分為

DGUI, AMS, PDCS, PDAS等四大部分及設計參考等重要觀念，將分述於下： 

 

l 發展性使用者介面 (DGUI, Developable Graphic User Interface) 

在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中，除了知識管理的功能外，在系統操作效率更是錙銖必

較，因此良好的操作介面便更形重要。一個優良的操作介面不外乎要提供使用者需

圖 6.8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系統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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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資訊，並且要將多餘無用的資訊濾除，如此來使用者所接收到的資訊都是絕對

有用的，而非混淆的無用訊息，一個強調使用者量身定作的介面便應運而生。發展

性使用者介面的基本精神便是以此為出發點，可提供使用者設定其個人之資訊諮詢

頁面及系統操作頁面，因此可更有效率的操作系統。在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系統分

析圖中每位使用者在進入系統後，均會先進入 DGUI中的 Dynamic Display Page。

在此頁面中會依照個人權限的不同及私人喜好設定來決定顯示的功能項目，因此不

同部門之人員可以經由部門主管的設定而限定顯示系統功能的範圍，此外也可藉由

人員私下的喜好設定來決定其最終操作介面的顯示情況，因此 DGUI是在資訊安全

及客製化的考量皆具備的情形下較為完善的解決方案。 

 

l 產品編譯系統 (PDCS, Product Data Compiler System) 

如圖6.8所示，產品編譯系統提供兩種產品資訊擷取之方式，第一種進入系統

中，由Query Page中獲得編譯之產品資訊；另一種方式則透過E-mail的方式收取

相關之產品資訊。此兩種方式皆可透過Output Data Setting Page中設定其個人之

資訊組成，設定結果將儲存於Output Data Format Storage的資料表中。兩種資訊

傳送、顯示及編譯方式皆從此資料表中讀取產品資料編譯規則。 

 

l 建議系統 (AMS, Advice Message System) 

在建議系統中提供了四種建議模式─零件查詢、設計進度查詢、BOM表查詢及出貨

進度查詢等。將來建議模組還可以針對企業需求大幅開發，目前以設計建議及貿易建議

之建議模組為主。 

 

(1.)零件查詢 

 目前此四種不同建議模組將整合在同一使用者介面之下，使用者可藉由下拉式功能

表逕行切換需要查詢之種類。本質上建議系統和編譯系統的架構是相類似的，差別在於

編譯系統提供較為主動式的資訊傳遞，而建議系統則提供使用者查詢頁面，另一方面編

譯系統提供之資訊及建議系統提供之資訊性質不同。編譯系統提供為產品資料給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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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而建議系統所提供之資訊比較偏向輔助決策之功能，舉例來說，建議資訊會參酌

著統計分析的結果等，但編譯系統的資訊則為產品資料需要人員作進一步的處理。 

 建議系統的第一部份為零件查詢，在此提供設計人員針對各項元件進行不同類型之

查詢，使用者可以透過自訂查詢項目頁面訂定需要顯示之零件資訊，包含零件規格、零

件成本、零件庫存⋯等訊息。使用者從DGUI之Dynamic Display Page中進入後，即可

輸入其需要查詢零件之特徵，如零件編號、分類、組件名稱、編號⋯等。在顯示之結果

中可以進入自訂查詢項目頁面設定使用者所需之資訊類別，這些顯示規則將會被儲存於

查詢項目資料儲存表中，並且在每次查詢結果都會以此為規範列出資訊內容。設計師設

計一項新的零件時可以同時參考到全公司過去所生產之相關零件，對設計師而言可以輕

易而快速的作修改設計，為一項重要的設計參考功能。資料流程見圖6.9。 

 

登入者資料

Dynamic 
Display Page

查詢頁面

零件資料表

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自訂查詢項目
頁面

查詢項目資料
儲存表

登入者資訊

設定之查詢資料

設定之查詢資料

 

 

 

 

 

圖 6.9 零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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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進度查詢 

 設計進度查詢將提供設計部管理人員查詢及企業決策人員查詢，最主要目的為提供

每季、每月或每年之設計成果，另一方面也可查詢客戶所指定案件之設計進度成果。同

樣也可針對設定設計查詢之查詢結果。可供查詢之內容包括設計案名稱、負責設計師、

設計說明、零件圖形、設計進度、預期交件日期⋯等，設計查詢之查詢選項包括依年查

詢、依季查詢、依月查詢、依客戶查詢、設計師查詢⋯等。同樣如零件查詢，由Dynamic 

Display Page進入設計進度查詢頁面，可由自訂查詢項目頁面設定查詢規則，和零件查

詢差異在於E-mail Process，因設計進度和時間變數有大幅關係，因此可以依照設定時

間將設計進度寄到使用者之指定信箱中，隨時掌握最新之設計進度有利於商場的競爭。

如圖6.10。 

 

登入者資料

Dynamic 
Display Page

查詢頁面

自訂查詢項目
頁面

查詢項目資料
儲存表登入者資訊

設定之查詢資料

設定之查詢資料

設計進度資料

檔

設計進度查詢條件

設計進度查詢結果

E-mail Process

設定之查詢資料

設計進度查詢結果

 

 

 

 

圖 6.10 設計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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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M表查詢 

 BOM表查詢之目的在於確認設計之完整性，可供設計部門主管掌控設計品質，同時

設計師也可透過此功能來刺激創意或設計系列性產品。在BOM表查詢的資料流程圖中可

以發覺和其他建議模組有相當大差異的地方，在於BOM表查詢之資料流程圖中並無包含

Dynamic Display Setting Page，主要原因在於BOM的資料特性，因為BOM表為查詢結

果為一固定式的資料呈現，且其主要在表現產品零件之關聯性及物料之組成，故設定顯

示內容之功能便顯得無意義。如圖6.11，程序上同樣從Dynamic Display Page進入BOM

查詢輸入畫面，將車型編號種類等查詢要件輸入後，至車型資料表、BOM表及零件資料

表中查詢，將產品炸開至最小零件狀態，顯示於車型BOM表查詢結果顯示頁面。公司內

部在設計新車型的同時可以將相關車型的BOM表列出，因而可將新車型以BOM表列示之

基本車型來加以變化，創造出新車型。 

 

BOM查詢輸入
畫面

車型BOM表查
詢結果顯示頁

面

BOM表查詢條件

BOM表

車型資料表

零件資料表 BOM表零件編號

車型編號

BOM表資訊

Dynamic 
Display Page

No

登入者資料

 

 

 

(4.)出貨與產能查詢 

 出貨進度查詢主要因應貿易管理之需求，讓負責貿易之部門可以很清楚快速的掌握

訂單的出貨情形。尤其以兩岸模式運作的企業而言，此方面的資訊便更顯重要。此模組

圖 6.11 BOM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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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未來更進一步的發展結合倉儲管理系統，因此可以輕易地將倉庫中庫存量、線上製

造量及已出貨量作交叉比對，訂單處理人員可以隨時調節訂單以解決囤積過量零件之壓

力，另一方面設計師也可以倉儲存貨之情形調整設計策略，適時推出新車型來調節倉庫

存貨之壓力。在系統資料流程圖方面，如圖 6.12，從 Dynamic Display Page進入出貨

查詢模組之查詢頁面，並可在進入自訂查詢項目頁面設定出貨訊息的傳遞方式及訊息內

容，同樣如零件查詢模組及設計進度查詢模組一般，將設定規則儲存到查詢項目資料表

中，在往後以頁面顯示或是E-Mail傳送之方式即時傳遞出貨訊息。 

 

登入者資料

Dynamic 
Display Page

查詢頁面

各項製造出貨
日期紀錄檔

查詢項目資料
儲存表

自訂查詢項目
頁面

製造出貨日期查詢條件

製造出貨查詢結果

設定之查詢資料

設定之查詢資料

登入者資料

E-mail Process
製造出貨日期查詢結果

 

 

 設計進度查詢及出貨進度查詢可透過 DGUI的設定將查詢結果及模組整合，未來如

果發展出更多查詢模組，則可將相關性查詢模組結合傳遞訊息，則此結果將可以提供更

高的建議效率及效果。 

 

圖 6.12 出貨進度查詢 



 

 76 

l 產品資料回存系統 (PDAS, Product Data Augmentation System) 

產品資料回存為全時性且範圍廣泛之程序，在本研究中，採和產品資料息息相關之

製造傳票審核系統為產品資料回存之實例。製造傳票系統在企業中涵蓋了大部分的資料

流程，從訂單確認後一直到生產完成出貨都涵蓋在製造傳票系統之中，當然還必須有其

他輔助管理的資訊系統，如倉儲管理系統、會計系統⋯等。本研究所採用的實例為組裝

性製造業且為跨兩岸經營之企業，在其資訊系統中以製造傳票涵蓋面最廣，因此在產品

資料回存的驗證上採用製造傳票系統。 

 

Ø 製造傳票系統 

製造傳票審核
程序

選擇之傳票資料
製造傳票選擇
頁面

訂單主檔

客戶檔

客戶資訊

訂單資訊

製造傳票

大陸資料匯出

製造傳票

台灣資料匯出 製造傳票

台灣資料匯入

製造傳票

大陸資料匯入

製造傳票查詢

登入者資訊

製造傳票相關
日期設定

製造日期

製造傳票

大陸製造傳票
資料庫

製造傳票
台灣製造傳票
資料庫

製造傳票

登入者資料
Dynamic 
Display Page

 

 圖 6.13 製造傳票審核 



 

 77 

 製造傳票系統處理的涵蓋面較廣，因而為本研究所提之 PDAS驗證，每件企業

生產之產品包括樣品皆須經過此道手續，因此製造傳票系統可為產品資料維護之主

幹。如圖6.8及圖6.13所示，製造傳票系統從Dynamic Display Setting Page登

入製造傳票選擇畫面，在製造傳票選擇頁面中有各式功能連結，而每項功能依登入

者之權限決定顯示與否。此製造傳票系統較為複雜之處在於企業本身為跨兩岸運作

之結構，設計研發接單等部門在台灣，而製造部門設於大陸，因此牽涉到資料傳遞

及表達之問題。圖 6.12中，即可見台灣與大陸資料相互匯出、匯入之功能，而傳

票之在系統內部傳遞方式採權限更改之方式，登入者審核結束後傳票之狀態便更

新。 

 

Ø 製造傳票系統之簡介及定位 

本計劃目前所發展的系統共包含數部分，在本製造傳票審核系統之前銜接電子

商務產品服務系統及設計支援服務系統，設計支援系統涵蓋在產品服務系統中，在

後銜接大陸之物料系統及倉管系統，整個系統流程圖可見圖6.14。未來可望再加入

高階主管決策系統，以完成企業內部完整的資訊處理流程。製造傳票系統建置採用

Web-based的系統架構，以Microsoft ASP Language為系統發展語言，目前已確切

連結SQL Server資料庫。以此種系統架構有下列數種系統發展優勢。 

 

1. 具良好之擴充性； 

2. 程式修改時，僅需針對Server之程式修改； 

3. 簡化系統與系統間之連結； 

4. 若採多層式架構則可分散Server之工作量，增加工作效率； 

5. 單一資料庫； 

6. 可輕易發展COM封包之ActiveX程式。 

 

 在製造傳票系統之功能方面，因採Web-based之系統架構，而有更多樣性之系

統功能表現，目前傳票系統所具有的功能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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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動搜尋前端系統之訂單資料 

2. 可以增加訊息通知尚未審核之審核者 

3. 產品零件之圖片瀏覽 

4. 產品之組件拆解圖示 

5. 審核歷史資訊 

6. 審核留言功能 

 

 

 

 
圖 6.14 整體系統資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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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資料關聯圖 

 

 圖 6.15 產品知識管理資料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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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資訊表達法 

 在本論文中提及之資訊表達法實證部分，僅限於系統分析流程章節中所提及的部

分，完整之系統資訊表達法見附錄三。 

 
圖 6.16 建議系統查詢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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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產品資料編譯系統_Query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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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建議系統之自訂查詢項目選擇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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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Output Data Setting Page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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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製造傳票選擇頁面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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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資料字典 

 資料字典在系統分析工作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研究在產品知識管理系統的資

料字典方面分析，只列出資料儲存定義及資料流定義的部分表格，詳細之資料字典列表

請見附錄二。 

 

6.5.1資料儲存定義 

 本節將列出系統資料流程圖中所提及的幾項資料表及資料流之分析。其餘較完整的

資料字典分析請見附錄二。 

 

 表 6.4 資料字典─BOM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BOM表 英文：bomfil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產品 BOM表的內容，包含父子關係、零件類別、組件數目等 

 

組成：item_no, part_no, class_no, seq_no, qty_stand, compare 

 

說明： 

  

 

 

 

 

 

 表 6.5 資料字典─各項製造出貨日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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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各項製造出貨日期紀錄表 英文：manufactdate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各項製造、出貨、結關等日期 

 

組成：reckey, orderno, itemno, item_spec, style, m_date, m_date_p, m_date_gb, start, 

closedate, close 

 

說明： 

 

 表 6.6 資料字典─車型資料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車型資料表 英文：cartmaste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有關車型的相關資訊圖片等 

 

組成：item_no, cartname, jpg1, drawing1, cart_customno 

 

說明： 

 

 表 6.7 資料字典─客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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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客戶檔 英文：custome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客戶相關資料 

 

組 成 ： cust_id, user_id, password, cust_short, comp_name, residence, address, 

contacter, sex, telephone1, telephone2, fax, pobox, zipcode, email, mainitem, url, note, 

login_time, login_ip, authority, big5 

說明： 

 

 表 6.8 資料字典─訂單主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訂單主檔 英文：ordhd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每筆訂單的詳細資訊，不包含訂單內容的產品 

 

組成：orderno, cust_id, cust_refno, user_id, conselect, ord_date, shipment, priceterm, 

ptrimplace, ptrimnation, ordstate, ord_note 

說明： 

 

 表 6.9 資料字典─訂單明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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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訂單明細檔 英文：orddetail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每筆訂單所訂購的產品規格等 

 

組成：reckey, orderno, item_no, item_spec, style, item_name, qty, unit_pack, m_I_qty, 

pack_style, in_pack, out_pack, cubicfeet 

說明： 

 

 表 6.10 資料字典─零件資料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零件資料表 英文：partmasters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各項零件的詳細資訊，包含圖檔 

 

組成：part_no, class_no, type, version, actual_weight, material, picname, note1, note2 

 

說明： 

 

 表 6.11 資料字典─顯示項目資料儲存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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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顯示項目資料儲存表 英文：athority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各頁面功能或元件的設定資訊 

 

組成：name, type, function01~function20 

 

說明： 

 

 表 6.12 資料字典─部門說明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部門說明檔 英文：deprt_describe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說明部門之編號及名稱 

 

組成：deprt_no, deprt_name 

 

說明： 

 

 

 表 6.13 資料字典─設計進度資料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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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設計進度資料檔 英文：case_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 

 

組成：case_no, case_name, caseindex, leader, customer, starttime, endtime, memo, 

state 

 

說明： 

 

 表 6.14 資料字典─系統登入紀錄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系統登入紀錄檔 英文：login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 

 

組成：reckey, name, account, time_ 

 

說明： 

 

 表 6.15 資料字典─權限說明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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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權限說明檔 英文：powe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各權限的說明 

 

組成：power, describe 

 

說明： 

 

6.5.2資料流定義 

 表 6.16 資料字典─登入者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登入者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登入畫面、使用者資料表、Dynamic Display Page、Query Page、查詢頁面、

製造傳票選擇頁面 

終點：使用者資料表、Dynamic Display Page、Query Page、查詢頁面、自訂查詢

項目頁面、BOM表查詢輸入畫面、製造傳票選擇頁面、製造傳票查詢頁面 

意義：傳送登入者相關資訊，如名稱及權限等。 

組成： 

說明： 

 

 表 6.17 資料字典─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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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The Display Item Setting、權限設定儲存庫 

終點：權限設定儲存庫、Dynamic Display Page 

意義：依照每個登入者權限決定顯示的設定項目資料 

 

組成： 

 

說明： 

 

 表 6.18 資料字典─編譯資料設定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編譯資料設定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Output Data Setting、 Output Data Format Storage 

終點：Output Data Format Storage、E-mail Process 

意義：編譯產品資料的的設定資料 

 

組成： 

 

說明： 

 

 

 表 6.19 資料字典─設定之查詢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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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設定之查詢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自訂查詢項目頁面、查詢項目資料儲存表 

終點：查詢項目資料儲存表、查詢頁面 

意義：查詢頁面之查詢條件功能的顯示設定資料 

 

組成： 

 

說明： 

 

 表 6.20 資料字典─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查詢頁面 

終點：零件資料表 

意義：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組成： 

 

說明： 

 

 

 表 6.21 資料字典─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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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零件資料表 

終點：查詢頁面 

意義：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組成： 

 

說明： 

 

 表 6.22 資料字典─選擇之傳票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選擇之傳票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製造傳票選擇頁面 

終點：製造傳票審核頁面 

意義：將所選擇的製造傳票編號及使用者權限傳送至審核畫面 

 

組成： 

 

說明： 

 

 

 表 6.23 資料字典─製造傳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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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製造傳票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製造傳票選擇頁面、台灣製造傳票資料庫、大陸資料匯入、大陸資料匯出、

台灣資料匯出 

終點：台灣製造傳票資料庫、大陸資料匯入、大陸資料匯出、台灣資料匯出、大

陸製造傳票資料庫、台灣資料匯入 

意義：製造傳票─製造產品之依據 

組成： 

 

說明： 

 

6.6小結 

 除上述之系統外，業界上開發數種知識管理應用程式，如目前市面上與知識管理相

關軟體Microsoft SBS(Small Business Server)，以此商業系統而言，其功能延續微軟

所出產的各項應用系統及辦公室軟體，因此其功能可說是相當的強大，但就企業的現實

面考量，企業體本身需要大量引入微軟的作業系統，在成本上的花費不可謂不高[35]。

從另一點來看，電腦設備的更新費用也將相當驚人，眾所皆知微軟在其作業系統及應用

程式更新相當快速，而微軟每出新版程式，其系統對於硬體的要求便又上一階，因此企

業體是必要隨著軟體更新而加強硬體設備，此硬體更新的負擔及系統更換所需的人力物

力，都將加重企業體本身成本的提高。就本研究所發展的產品知識管理系統而言，其優

點具有相容性高、導入容易、成本便宜、修改彈性強，因此可以適合台灣中小型企業導

入。 

 

 

7.結論與未來發展 

 設計及製造間的問題一直是產品開發時的關鍵，若能將設計及製造之問題減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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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新產品的時間便可縮短，在減低新產品的開發時間後，必定會提昇公司之產值及其在

市場上的競爭力。通常產品在市場上的優勝劣敗會取決於新產品推出的時機，若和對手

開發相同的產品，但卻比對手早推出於市場，在消費者心中所留下的第一印象將是先推

出的公司，如此在未銷售前就已將領先對手一步，將製造及設計間的迴路縮短是本研究

之目的。 

 

7.1說明 

 本研究主要以工業設計的角度來建構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一般產品生命週期分為

設、購、產、銷、務等階段，因此可知產品設計在產命週期的重要性，雖說以目前同步

工程及 DFX的概念，產品週期可能起始於任何階段，但產品設計始終扮演產生產品的

首要階段，故以工業設計的角度來建構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方向有其適切性與前瞻性。

本研究除討論針對於傳統系統內開發管理之部分知識，並針對系統外無法儲存之知識作

較深入的探討且提出解決方向。本研究發展的部分包含下列幾類： 

 

a. 產品知識表達與傳遞 

在此種資訊傳遞的模式下結合 Html格式的傳票資訊，再加上本研究所提出的

製造資訊表達模式，製造資訊將可以更可靠完整且多樣化的傳遞至彼岸。企業電子

化在兩岸企業體架構中，可以說遭受相當大的阻礙，一般企業電子化的解決方案皆

是以網路為強調重點，但此方式在大陸某些較落後的區域並不合適，因為此地連資

訊建設都呈現相當貧乏的狀態，最基本上網都有問題，要利用網路達成便相當不容

易，但是我們仍可為未來預留升級空間，若以Web-Based的系統架構來構築，在未

來資訊建設完整時將可直接應用於網路上。 

 

b. 產品建議與編譯系統 

將製造及設計間的迴路縮短是本研究之目的，期望設計師可以減低產品設計製

製造問題，本研究中提出的資訊建議系統及資料編譯系統期能達到的目的是將產品

設計一些不合理處，以建議系統回應設計師，藉此達到設計修正之目的。另外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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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表達法，則是令加工人員或是一般人員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設計師之創意，以

減少設計人員及製造人員間的誤解。在設計進行時，若提供詳盡的設計需求，則設

計構想將可以輕易的釐清；若可以提供足夠的參考資訊，則設計進行將會相當迅

速；若能提供正確的設計建議，則所設計出的產品資料，將可望減少迴圈在各部門

間出現。 

 

c. 產品資料回存系統 

產品資料回存系統應遍存於企業中，本論文採製造傳票審核系統涵蓋企業內部

資訊處理超過 60%，其涵蓋的範圍包括，設計資料、訂單資料、製造資料、各項進

出貨資料⋯等，相當廣泛。 

 

d. 發展性使用者介面 

一個資訊系統最大的問題在於實行上的問題，會與企業員工相互排斥，所以一個

具有親和力的使用者介面便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對於加強使用親和力的發展性使用

者介面，更需要被重視發展。基於一個工業設計師的角度而言，所重視的不僅是產

品知識的操作、設計意念的傳達，更重要的部分還有一個可以符合多數人需求的系

統介面。 

 

e. 產品知識保存 

一般說來，產品資料管理系統皆有資料附載過重的問題，本研究所提之產品知識管

理系統，亦有相同的問題存在。本研究在對於企業知識保存上，希望可以提出較佳的解

決方案。在產品知識保存的策略中，基本上以資訊的貢獻度來決定以其他格式  (如：

PDF、WDL、STEP…) 來保存資料。 

 

f. 資訊流規劃 

在系統中重要的部分，便是系統中資訊流的組成方式，以產品的角度來說，資訊流

絕對是和產品有息息相關的因果，同時也是維持企業運作最重要的因素，基於以上幾

點，便可得出訂單資訊流便是我們產品知識管理系統最主要的部分。本研究對於產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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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流規劃是採用主資訊流及副資訊流的分離，可清楚的將企業內各部門所需的資訊釐

清，更增加系統的實用性。 

 

此次研究中針對資訊審核系統實際開發，可以發現 Web-based的系統架構減輕不少

系統開發者的時間。並且就某些相類似的功能可以重複的使用拷貝，但還需要一些修

正。在目前或許還看不出此系統對於企業的影響，但是可預見的是元件化的開發方式將

可以大幅縮短系統開發時間及修改時間。此系統真正貢獻將於實際使用後漸漸顯露出

來，各項統計分析的資料也可以透過 Announce System呈現在企業主管面前。 

 

7.2本論文已完成部分 

 本論文實作部分已經完成部分有下列： 

a. 產品建議與編譯系統 

b. 產品資料回存系統(約涵蓋企業內部70%之資訊流程) 

c. 發展性使用者介面 

d. 資訊流規劃 

 

7.3本論文因限制未完成部分 

 另外，因時間及個人之能力範圍有限並無法將所有企業內部之資訊系統發展完備，

有待未來逐步之實現。本論文因限制未完成的部分有下列： 

 

a. 產品知識保存策略 

因產品知識保存策略並非此次本論文之重點，且在系統建構未完成時，進行此

部份之實證，似乎有些言之過早。因此在產品知識管理系統發展漸趨完成後，再深

入此方面探討。 

 

b. 產品編譯及建議模組 

對於此次研究的架構中，並無詳細針對於建議及編譯模組之細部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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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未來可針對於每部門之需求提出較為適當編譯及建議模組之實行。 

 

c. 製造傳票以外之產品資料回存系統 

產品資料回存系統目前以製造傳票系統為實證對象，因其涵蓋之範圍並非企業

內部所有資訊處理的程序，因此未來還可針對於此部分加以驗證。 

 

d. 主動式資訊提供 

目前僅簡單的提供一種資訊及系統自動判定顯示功能，未來可再將此部分應用

更廣，提供更多樣化的產品資訊。 

 

7.4未來研究方向與可行性 

未來研究方向不僅需要針對其系統開發方面著手，另個角度來看，設定系統導入之

步驟將是一大難題，任何良好的系統若無人員的實際落實也無用，因此一套好的學習機

制便顯得相當重要，若此學習機制可依存在系統中，則系統執行可增加深度及廣度，這

才是資訊自動化的關鍵，亦是本研究未來持續的目標。 

發展此 PKM系統之目的便是為減低各部門間誤解之發生。此系統所有的特徵，如：

重複使用、網路應用、物件導向、Plug- in模組化及客戶化概念趨勢，皆為目前軟體發展

的主流。應用其方式將可望改善系統各方面功能性及發展性。此系統所包含的四個部分

架構仍在發展試驗中，其中建議系統的架構已趨完整，其餘部分可望於下階段研究中個

別發展。另外在統合此四部分架構之環境發展將也是未來發展的計劃之一。此系統發展

完全後，期望可對企業界之產品開發流程有更進一步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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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之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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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傳票審核

登入者資料

登入者資料

大陸製造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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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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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畫面

登入者資料

系統使用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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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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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play 
Item Setting

權限設定儲存
庫 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登入者資料

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No

BOM表查詢

出貨與產能查
詢

設計進度查詢

設計零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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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者資料

Output Data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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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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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資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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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產品知識管理系統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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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零件查詢 

圖 9.3 設計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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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BOM表查詢 

圖 9.5 出貨紀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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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傳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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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 製造傳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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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製造傳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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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 製造傳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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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工作聯絡單 

圖 9.10 美工圖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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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 製造結果 

圖 9.12 製造日期、出貨日期及結關日期設定



 

 112 

車型零件與標
籤審核頁面

標籤設定頁面

標籤維護登入
依顧客查詢結

果

標籤資料維護

美工標籤與零
件車型關聯紀
錄檔

客戶檔

美工與標籤資
料檔

 

 

 

 

 

 

 

 

 

 

 

 

 

 

圖 9.13 標籤設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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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資料字典 

 表 6.4 資料字典─BOM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BOM表 英文：bomfil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產品 BOM表的內容，包含父子關係、零件類別、組件數目等 

 

組成：item_no, part_no, class_no, seq_no, qty_stand, compare 

 

說明： 

 

 表 6.5 資料字典─各項製造出貨日期紀錄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各項製造出貨日期紀錄表 英文：manufactdate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各項製造、出貨、結關等日期 

 

組成：reckey, orderno, itemno, item_spec, style, m_date, m_date_p, m_date_gb, start, 

closedate, close 

說明： 

 

 表 6.6 資料字典─車型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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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車型資料表 英文：cartmaste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有關車型的相關資訊圖片等 

 

組成：item_no, cartname, jpg1, drawing1, cart_customno 

 

說明： 

 

 表 6.7 資料字典─客戶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客戶檔 英文：custome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客戶相關資料 

 

組 成 ： cust_id, user_id, password, cust_short, comp_name, residence, address, 

contacter, sex, telephone1, telephone2, fax, pobox, zipcode, email, mainitem, url, note, 

login_time, login_ip, authority, big5 

說明： 

 

 表 6.8 資料字典─訂單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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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訂單主檔 英文：ordhd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每筆訂單的詳細資訊，不包含訂單內容的產品 

 

組成：orderno, cust_id, cust_refno, user_id, conselect, ord_date, shipment, priceterm, 

ptrimplace, ptrimnation, ordstate, ord_note 

說明： 

 

 表 6.9 資料字典─訂單明細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訂單明細檔 英文：orddetail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每筆訂單所訂購的產品規格等 

 

組成：reckey, orderno, item_no, item_spec, style, item_name, qty, unit_pack, m_I_qty, 

pack_style, in_pack, out_pack, cubicfeet 

說明： 

 

 

 表 6.10 資料字典─零件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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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零件資料表 英文：partmasters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各項零件的詳細資訊，包含圖檔 

 

組成：part_no, class_no, type, version, actual_weight, material, picname, note1, note2 

 

說明： 

 

 表 6.11 資料字典─顯示項目資料儲存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顯示項目資料儲存表 英文：athority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儲存各頁面功能或元件的設定資訊 

 

組成：name, type, function01~function20 

 

說明： 

 

 表 6.12 資料字典─部門說明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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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部門說明檔 英文：deprt_describe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說明部門之編號及名稱 

 

組成：deprt_no, deprt_name 

 

說明： 

 

 表 6.13 資料字典─設計進度資料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設計進度資料檔 英文：case_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 

 

組成：case_no, case_name, caseindex, leader, customer, starttime, endtime, memo, 

state 

 

說明： 

 

 表 6.14 資料字典─系統登入紀錄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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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系統登入紀錄檔 英文：login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 

 

組成：reckey, name, account, time_ 

 

說明： 

 

 表 6.15 資料字典─權限說明檔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儲存：權限說明檔 英文：power 

別名： 英文別名： 

流入資料： 

流出資料： 

意義：紀錄各權限的說明 

 

組成：power, describe 

 

說明： 

 

 

 表 6.16 資料字典─登入者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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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登入者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登入畫面、使用者資料表、Dynamic Display Page、Query Page、查詢頁面、

製造傳票選擇頁面 

終點：使用者資料表、Dynamic Display Page、Query Page、查詢頁面、自訂查詢

項目頁面、BOM表查詢輸入畫面、製造傳票選擇頁面、製造傳票查詢頁面 

意義：傳送登入者相關資訊，如名稱及權限等。 

組成： 

說明： 

 

 表 6.17 資料字典─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元件顯示設定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The Display Item Setting、權限設定儲存庫 

終點：權限設定儲存庫、Dynamic Display Page 

意義：依照每個登入者權限決定顯示的設定項目資料 

 

組成： 

 

說明： 

 

 

 表 6.18 資料字典─編譯資料設定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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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編譯資料設定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Output Data Setting、 Output Data Format Storage 

終點：Output Data Format Storage、E-mail Process 

意義：編譯產品資料的的設定資料 

 

組成： 

 

說明： 

 

 表 6.19 資料字典─設定之查詢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設定之查詢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自訂查詢項目頁面、查詢項目資料儲存表 

終點：查詢項目資料儲存表、查詢頁面 

意義：查詢頁面之查詢條件功能的顯示設定資料 

 

組成： 

 

說明： 

 

 

 表 6.20 資料字典─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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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查詢頁面 

終點：零件資料表 

意義：設計零件查詢條件 

 

組成： 

 

說明： 

 

 表 6.21 資料字典─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零件資料表 

終點：查詢頁面 

意義：設計零件查詢結果 

 

組成： 

 

說明： 

 

 

 表 6.22 資料字典─選擇之傳票資料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122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選擇之傳票資料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製造傳票選擇頁面 

終點：製造傳票審核頁面 

意義：將所選擇的製造傳票編號及使用者權限傳送至審核畫面 

 

組成： 

 

說明： 

 

 表 6.23 資料字典─製造傳票 

系統名稱：產品知識管理系統 

設計者：黃致理                                        2001/5/16 

資料流：製造傳票 英文： 

別名： 英文別名： 

起點：製造傳票選擇頁面、台灣製造傳票資料庫、大陸資料匯入、大陸資料匯出、

台灣資料匯出 

終點：台灣製造傳票資料庫、大陸資料匯入、大陸資料匯出、台灣資料匯出、大

陸製造傳票資料庫、台灣資料匯入 

意義：製造傳票─製造產品之依據 

組成： 

 

說明： 

 

附錄三 資訊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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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4 建議系統查詢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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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5 產品資料編譯系統_Query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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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6 建議系統之自訂查詢項目選擇頁面 



 

 126 

 

圖 9.17 Output Data Setting Page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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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8製造傳票選擇頁面表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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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歷 

 

姓      名：黃致理 

 

籍      貫：台灣省台中縣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66年4月9日 

 

學      歷：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1999/9 ~ 2001/6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995/9 ~ 1999/6 

      內湖高中     1992/9 ~ 1995/6 

      誠正國中     1989/9 ~ 1992/6 

      胡適國小     1983/9 ~ 1989/6 

 

經      歷：曾擔任班代、系學會總幹事、畢籌會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