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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專案管理》 
 

試題評析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份試題返璞歸真。第一題為型態管理；第二題則是Scrum開發

模式；第三題屬UML之循序圖與溝通圖；第四題則為結構化分析與設計之資料塑模。學員如能熟

讀講義內容，應可獲得一定之分數。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高上系統專案管理講義》第10章，張又中編撰，頁10-28~36。 
第二題：《高點‧高上系統專案管理講義》第2章，張又中編撰，頁2-24~25。 
第三題：《高點‧高上系統專案管理講義》第6章，張又中編撰，頁6-5~10； 

《高點‧高上系統專案管理講義》第7章，張又中編撰，頁7-13~16。 
第四題：《高點‧高上系統專案管理講義》第5章，張又中編撰，頁5-13。 

 

一、基準線（baseline）的建立在軟體型態管理（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中是必須且重

要的。請問如何透過基準線對軟體型態項目（Software Configuration Item）進行控管？在複雜的

軟體專案進行過程中，您會在那些開發階段建立基準線？（25分） 

答： 
型態管理(Configuration Management)是在軟體發展過程中，提供一套有效管理與控制軟體開發過程中變更作業

的方法，建立完整的資訊以提供軟體設計人員使用，對軟體設計人員的生產力與品質管理方面將有極大的幫

助。在整個軟體生命週期，針對型態項目予以定義和控制各種變更、記錄與報告型態項目的實際狀況，以確保

其完整性與可追蹤性的管理過程者。 
基準線可分為： 
1. 型態基準線(Configuration Baseline)：由型態文件擷集而成者。 
2. 功能基準(Functional Baseline)：初始建立的規格、合約。 
3. 分配基準(Allocated Baseline)：需求被核准後的工作產品狀態。 
4. 開發基準(Developmental Baseline)：開發過程中的工作產品狀態。 
5. 產品基準(Product Baseline)：專案可發行的內容。 
 
二、Scrum是常見的一種敏捷開發方法，其中Sprint Review與Sprint Retrospective是Scrum中的兩個重

要活動。請問Scrum中的Sprint Review與Sprint Retrospective在執行時機與執行目的上有何不同？

（25分）  

答： 
衝刺檢視(Sprint Review)為整個衝刺週期結束後，召開衝刺檢視會議，將成果展示給產品負責人，Scrum專家、

開發者都必須參加，最好能邀請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一同與會並表示意見。其後，產品負責人召開衝刺自

省會議(Sprint Retrospective Meeting)，檢討與改進專案的軟體開發流程，並提出改善方案(Keith, 2010)。會議後

由Scrum專家撰寫衝刺總結報告，最後召開產品清單精進會議，總結問題與經驗。 
 

三、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是一種用來描述、設計和建立軟體系統的統一標準語言，而

其中的循序圖（Sequence Diagram）和溝通圖（Communication Diagram）兩種圖形可直接互換。

請說明這兩種圖形有何異同？（25分）   

答：  
(一)循序圖描述一使用案例中參與物件及物件間的互動行為，強調以時間發生之先後順序表達物件間的訊息傳

遞與處理程序。溝通圖則是強調以物件的結構化組織表達物件間的訊息傳遞與處理程序，其使用圖形

(Graph)或網路圖(Network)格式來表示物件間的資料鏈結(Link)關係，並以編號表示訊息的先後順序。 
(二)循序圖與溝通圖都是屬於UML的動態圖形；差異在於循序圖描述系統運作時物件間的互動行為，著重以時

間之先後順序為主軸，來表達物件間的訊息傳遞與處理程序。溝通圖則是表達相關物件間之連結結構，並

能同時呈現物件間的資料流程、控制流程與訊息傳遞活動。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四、資料庫設計完整性的限制是指在資料庫中維護資料的一致性、準確性和有效性的規則和限制。

這些限制旨在確保資料庫中的資料符合定義的規範和標準，並且不會發生不一致或無效的情

況。常見的資料庫設計完整性的限制包含了實體完整性、參照完整性、值域完整性及空值完整

性等。請說明何謂實體完整性與參照完整性限制？（25分） 

答：  
實體完整性限制(Entity Integrity Constraint)為關聯中的主鍵屬性不可為虛值；或複合主鍵中的任一屬性皆不可

為虛值。因主鍵具可識別該關聯值組的獨特性。 
參照完整性限制(Referential Integrity Constraint)則是外來鍵可為虛值或存在相匹配的外來鍵值，即當外來鍵參

考(Reference)到其他關聯的候選鍵時，其值必須存在。若未能達成參考完整性，則會破壞關聯間的值組一致

性，亦即資料庫存放了不正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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