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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資訊

系統架構方法是持續演化的。從過

去幾十年以來，系統架構的建置方

法，就有如在蓋建築物一樣：首先

決定需要什麼樣的系統，然後確認

需要那些重要的子系統以及這些子

系統互動的方式。接著，持續以這

樣的方式拆解，直到所規劃的系統

足以讓開發團隊做出這些個別的子

系統，然後將這些子系統整合以建

立出理想中的系統。不過這樣的方

式最近幾年來已經有些改變，而且

變化的比率逐漸增加。

網路的影響

隨著網路系統從1990年代普

及之後，系統架構開始有了改變。

主從式架構的出現成為當時的主要

設計類型，網路能力成為架構中必

要的元素。系統不再是放在一個諾

大房間中的一組巨大機器，然後使

用終端機操作。取而代之的，是許

多能夠散佈於任意地點的一般個人

電腦。

未來受到網路影響系統架構改

變，則是系統的整合。我們很容易

就發現，讓操作者在不同的系統

中輸入相同的資料，是非常浪費時

間，同時也很容易出錯的。所以我

們開始嘗試做系統整合的事情，讓

資料能夠共享。這樣的趨勢，就產

生了「以服務為導向」(SOA)的架

構。SOA的基本觀念，是讓提供服

務的供應者，在網路上以可用服務

的方式提供資源，網路上的任何應

用程式都可以直接提出要求而獲得

服務。所謂的「服務」就是針對想

要提供的能力定義出完整的介面。

SOA讓系統走入動態程式碼的時

代，出現能夠根據新的業務需求自

動調整，而不需要修改程式碼的應

用程式。

服務的普遍應用

跟許多吸引眾人目光的新科技

一樣，SOA一開始並沒有能夠表現

出符合大家期待的能力。也與許多

其它熱門科技一樣，當經過十多年

之後，熱潮退燒，SOA的真正效益

才慢慢地開展出來。如我們現在所

見的，許多的功能都以服務的方

式呈現，並且也普遍被許多企業採

用。例如，Facebook和Goolge所提

供的驗證服務。如果你開啟了一個

網站，然後想要在先驗證使用者允

許使用網站上的所有功能，你並不

需要自己建置驗證子系統－只要使

用這些這類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相

同的情況，評論留言區、社群媒體

整合、使用者統計，以及其它許多

的功能也都能以服務的方式提供。

整個雲端運算的革命，事實上是一

種將運算硬體轉移到隨選服務。

雖然目前的面貌不是當初設想

的方式，SOA革命確實是明確發生

的。大部分的企業目前在整合上

的努力，讓系統介面能夠公開使

用。這通常是指「應用程式介面」

(API)的基本哲學理念。API基本哲

學的最有名的事件，或許是「the 

Steve Yegge rant」這段文字中的描

述，其中作者責怪Google沒有採用

Amazon以API為優先設計的哲學。

這篇怒氣衝衝的言論，基本上是強

烈期待所有的系統功能都應該藉由

未來的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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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統架構的重點放在針對現有服務資源進行重新設定以
強化企業能力，而不是單純的重新建置整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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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的方式在網路上顯示出來，一

方面可以有助於，另外一方面則是

能夠減少企業功能重複開發（以及

付費）的數量。

API如何影響系統的架構

到目前為止，以API為優先作

法的主要效果，已經讓開發人員習

慣於他們所設計API規格製作文件

並公開化。不過對於Amazon以API

為優先作法的主要信念，是建立於

能夠減少因為在多個系統重複開發

相同功能的程式，所

帶來的成本降低。因

為大部分的企業都要

好幾年才會更新一次

系統，但隨著時間的

推移，這些影響將會

讓人感覺到，特別是

當以API為優先作法與

建置前重複使用的作法結合，會需

要系統開發人員重複使用在企業中

已經存在的功能然還才開發新的。

當越來越多的系統讓他們的功

能可以經由API分享出來，而開發

團隊也被要求必須在開發之前確認

有沒有可重複使用的子系統，這將

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原本想要建

立的新系統，會被以現有功能整合

的新功能的方式重新設計。由於各

種不同的目的，在整個系統之間重

複的數量是令人驚訝的。大部分的

系統需要一種儲存與讀取資料的方

法，又大部分的系統需要驗證與使

用者授權的方法，同樣的大部分系

統需要有能力顯示文字與繪製圖

形。這些列出來的功能或許都能夠

從企業已經存在的資源中，不斷地

被重複使用。對於早期的系統開發

人員，開發人員會需要自行設計屬

於自己系統中的上列功能，成為系

統中的一個迷你功能系統。但隨著

這些基本的功能都可以採用服務的

方式提供，系統設計者的工作就從

必須設計整個系統，演化成在系統

生態系統中設計增加邊際能力。

趨向以功能為中心的架構

我們目前都必須面對企業生態

系統，所需要各類的功能快速擴

張，並且都逐漸以服務的方式設

計，尤其在雲端的環境更是如此。

雲端供應商之間也以提供更多的功

能作為與對手之間競爭籌碼，並且

也已經可能藉由整合新的服務與一

些現有軟體或是描述性與語言，而

開發出一些基本的系統。如此一

來，開發人員就只需要幾個星期的

時間建立出許多不用自己設計功能

系統，這在以往可能需要好幾個月

的時間。雲端供應商所提供的基本

系統，可以透過加入所需要使用的

新服務而快速提昇功能，如果還沒

有服務可以使用，則可以安裝額外

的模組補充。想要在實際建置之

前，就嘗試找出系統的所有細節是

沒有意義的，我們需要新的方式思

考系統架構與設計。

大部分的情況下，在一個企業

中，已經存在有許多服務可以使

用，建立新的系統應該要先清楚定

義出所需的系統需要那使用些功

能，然後與目前已經存在的所有服

務功能清單進行比對。這樣的作法

可以顯示出在企業內部已經存在多

少可用的理想系統，並且也清楚有

多少功能是需要另外開發的。現有

可以使用的功能與需要再定義能力

的功能，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正是

企業目前的能力與想要達到能力之

間的差異。當我們走向未來，系統

架構的主要任務就會從設計整個系

統轉移成確定目前能力差異，然後

設計縮小差異的最佳方法。

我們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這種

以功能為中心的架構是否會比較容

易進行。我們能夠掌握整個企業

中所有可用的服務，事實上是有很

嚴厲的限制。任何誠實的網路管理

員，都會承認他們無法掌握在他們

所管理的網路上，所有可用的完整

服務清單。他們可能知道有什麼機

器連接到網路上，這些機器運行什

麼軟體，以及這些機器開啟那些通

訊埠與通訊協定。不過這些資訊只

能告訴我們這類內容網路層級的觀

點，而無法披露這類項目的實際

使用方式。例如，在網路上使用

著8443通訊埠，並且接受HTTP連

線，有可能表示只是單純提供簡單

的網頁資料內容，但也可能實際上

當我們走向未來，系統架構的主要任務
就會從設計整個系統轉移成確定目前能
力差異，然後設計縮小差異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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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該介面提供許多REST服務。

當然目前有方法可以顯示出這

類內容，不過大部分都是採用手動

的方式。例如，維護一份企業中所

有可以使用的服務清單百科，不過

這就必須要求開發人員在每次建置

新的或是異動服務的時候，就需要

同步更新這份清單。當然採用自動

化的方式，表示能夠以即時識別並

且建立服務介面的目錄，這樣是更

有效率，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個主

題了。

例外情況

某些地方還是需要使用傳統的

系統架構處理，因為這些環境需要

這樣的系統才能運作。當在營運

環境中將功能公開於整個企業會產

生問題的時候，就需要採用傳統的

方式，也就是整體設計新的系統。

例如，航空飛行控制系統就真的無

法以呼叫由地面所提供的服務或是

相關的功能，因為這會影響飛行安

全。類似的情況，衛星系統以及其

它類型的內嵌型軟體，都需要在系

統本身提供重要的功能，而無法以

呼叫外部服務取代。

傳統的系統架構並不會整個消

失，不過那的確已經是舊的方式，

而我們現在應該要開始思考如何實

際上改善系統架構的效率，以便更

能支援目前企業快速演化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