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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分析》 

試題評析 

今年系統分析的試題算是較具有挑戰性，需要有足夠的準備才能考得好，程度一般的考生恐怕不易拿到好

的成績。第一題問需求分析階段所要產出的系統需求規格書，這一題只要熟記就可望答得出來；第二題考

類別的兩種定義方式，只要觀念夠清楚，能想到類別與子類別，較容易拿分；第三題考軟體能力成熟度模

式整合(CMMI)的分級情況及其關鍵流程領域，屬於新趨勢性的問題，若事先沒有完整準備，恐怕拿不到

分數；第四題考使用者介面塑模中，如何進行靜態結構及動態行為之塑模，並要求以自動提款機(ATM)為

例作說明，題目中提示考慮詐欺案發生的情況，指的就是轉帳的需求，這一題要能夠以介面元件、介面藍

圖及狀態圖作完整描述並不容易。綜合而言，今年的考題對一般的考生應可拿 40~50 分，程度較好者才可

望得 60~70 分。 

 

一、於系統需求分析階段完成後產出的交付文件一般稱為「系統需求規格書」，需確實記錄各項需求說明，

請條列系統需求規格書應包含的基本項目，並簡要說明之。（20 分） 

【擬答】 

系統需求規格書包含六個章節及附錄，分述如下： 

第一章、前言 

簡單介紹使用單位的企業背景、現況及遭遇之問題，以及對所欲開發資訊系統之目標做一概括說明。 

第二章、信息描述 

主要進行資料領域的分析，其重點在規範所有與系統發生關係的重要資料，包括流動於功能之間的資料（以

資料流程圖表示）、資料內涵（以資料字典表示）、以及資訊結構（以實體關係圖表示）。 

第三章、功能描述 

將系統的主要功能需求做條列式說明，並對資料流程圖各階層中的處理程序進行描述。 

第四章、用戶介面描述 

包含用戶角色之定義、用戶界面之畫面草圖、以及界面的使用腳本。 

第五章、其他需求 

除了功能、資料領域與用戶界面的需求之外，還有許多有關系統品質的需求，如安全性、執行績效、可靠性、

可維護性與可擴充性等等。 

第六章、驗收準則 

在系統開發初期先行建立未來驗收系統之共同準則，包括執行績效之上下限、測試項目、預期之軟體效果及

其他特殊考量等。 

附錄－訪談記錄及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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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物件導向方法中，可用抽象的概念表達一些具有相同的屬性與方法的物件，這個抽象的概念稱之為

類別，請分別舉例並繪圖說明類別的兩種定義方式。（20 分） 

【擬答】 

類別的定義方式分為 
一、直接定義類別： 

將類別定義為一獨立類別，其定義中包含類別名稱（class name）、屬性（attributes）及運作（operations）等三部分。

例如可定義一「飛鷹族」類別來描述同一類的噴射戰鬥機物件，在此類別中包含有基地、編號、載重量、油料、

高度、速度等屬性，也包含有爬升至、加速、減速、投彈、讀取高度、讀取速度等運作。類別圖如下所示： 

 

飛鷹族 
基地 
編號 
載重量 
油料 
高度 
速度 

爬升至 
加速 
減速 
投彈 

讀取高度 
讀取速度 

 

二、定義為子類別： 

將類別定義為某一現有類別之子類別，如此除可繼承其超類別中的屬性和運作之外，本身亦可加入新的屬性和運

作。例如可定義「呱噪鷹」類別為「飛鷹族」類別之子類別，它除了繼承「飛鷹族」類別的所有屬性和運作之外，

本身亦加入功率屬性及電子干擾運作。類別階層圖如下： 

飛鷹族
基地
編號
載重量
油料
高度
速度
爬升至
加速
減速
投彈

讀取高度
讀取速度

呱噪鷹

功率

電子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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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品質可用所謂的軟體能力成熟度模式整合（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CMMI）來

認證評鑑，CMMI 提供連續式與階段式兩種方式進行評鑑，但階段式較常被採用，因此，請說明階段式

的 CMMI 的系統成熟度的五種分級為何？如要達到 CMMI 第三等級的成熟度，請問須完成那些關鍵流程

領域？（30 分） 

【擬答】 

一、CMMI 系統成熟度的五個等級為 

第一級：初始(Initial) 

第二級：已管理(Managed) 

第三級：已定義(Defined) 

第四級：數量化管理(Quantitatively Managed) 

第五級：最佳化(Optimizing)。 

二、CMMI 第三級成熟度的關鍵流程領域包括 

(一)需求發展(Requirements Development produces)：提供客戶、產品與產品組件的需求與分析。 

(二)技術解決方案(Technical Solution)：用以發展、設計與實作對於需求的解決方案。 

(三)產品整合(Product Integration)：將產品組件組合成產品，確保產品已經整合、運作正常，並交付客戶。 

(四)驗證(Verification)：確保工作產品符合特定的需求。 

(五)確認(Validation)：證明產品或產品組件，於特定的環境下，確實能發揮特定的功能。 

(六)組織流程專注(Organizational Process Focus)：建立並維護組織流程與流程資產的瞭解，並且界定、規劃及執行

組織流程改善活動。 

(七)組織流程定義(Organizational Process Definition)：建立並維護可使用的組織流程資產。 

(八)組織訓練(Organizational Training)：發展人員的技巧與知識，使他們能有效地執行其角色。 

(九)整合的專案管理(Integrated Project Management)：調適組織標準流程的整合，建立並管理專案和其關鍵人員。

也涵蓋建立專案共同願景及整合團隊結構，以完成專案目標。 

(十)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界定風險發生前的潛在問題，使在達成目標之前的生命週期期間，在有需要時，

能規劃風險處理活動，以降低不利的衝擊。 

(十一)決策分析與解決方案(Decision Analysis and Result)：於作決策時，使用結構化的方法，依照已建立的準則，

評估各備選方案。 

(十二)適於整合之組織環境(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tegration)：提供整合的專案管理之基礎環境，並管理人

員以利整合。 

(十三)整合團隊合作(Integrated Teaming)：形成並維持整合的團隊以發展工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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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以詐欺案最常發生的自動提款機為例，並以司法人員或軍法官之觀點說明使用者介面塑模時，應考

慮之靜態結構與動態行為的重點為何？請以介面元件、介面藍圖、與狀態圖說明之。（30 分） 

【擬答】 

一、以司法人員的觀點考慮自動提款機(ATM)的詐欺問題時，主要是以轉帳的需求為主。在進行使用者介面塑模時，

靜態結構塑模主要是表達使用者介面及介面元件間之配置關係。例如郵局 ATM 轉帳（考慮存簿轉帳）作業所需

使用的介面藍圖可包括下列畫面： 

存簿提款

存簿餘額查詢

存簿轉帳

磁條密碼變更

晶片密碼變更

跨行轉帳

轉帳繳款

劃撥交易

保險單繳款

請選擇轉帳項目

轉入存簿 轉入劃撥

請選擇轉帳型態

非約定轉帳 約定轉帳

請輸入局號與帳號

輸入完請按『確認』鍵

確認取消

請輸轉帳金額

輸入完請按『確認』鍵

確認取消

A3 A4

A5 A6

A7

轉帳成功

A8

轉帳操作失敗

A9

重新操作取消

確認

請插入金融卡

請輸入金融卡密碼

輸入完請按『確認』鍵

確認取消
A1 A2

確認

主要的介面元件包括：

1.文字標籤：『請輸轉帳金額』

2.文字輸入框：

3.命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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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介面塑模中的動態行為塑模主要是描述介面間及介面內元件間之互動關係，以狀態圖為描述工具。例如

ATM轉帳作業的狀態圖如下： 

主畫面
A1

輸入密碼
A2

插入金融卡

功能選擇

A3

選擇"轉入存簿"

密碼正確

密碼錯誤
[3次以內]

轉帳項目選擇
A4

其他
選擇

系統其他

功能

轉帳型態選擇
A5
選擇"非約定轉帳"

輸入局號帳號
A6

選擇"存簿轉帳"

局號帳號正確

輸入轉帳金額
A7

局號帳號錯誤
[3次以內]

局號帳號錯誤[已達3次]

輸入金額

進行轉帳交易

密碼錯誤[已達3次]

取消

轉帳成功

交易失敗

轉帳成功確認
A8

確認

選擇後續作業
A9

取消

重新操作

其他選擇

其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