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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 
一、若你是某縣政府的資訊人員，正要為縣政府建置一個對外提供線上申辦服務的網站系統，你

準備採用傳統瀑布式方法論來進行開發，這意味著你將分成需求分析階段、系統分析階段以

及系統設計階段，循序地進行這個系統的開發。請問這三個階段各自的工作內容有何不同？

（15 分）為什麼瀑布模型要把它區分成不同的階段？（10 分） 

試題評析 

這題要求對瀑布式開發模式中各階段的工作內容進行解釋，不僅需要回答所要求的三個階段，

還需要詳細說明各階段的目標、工作內容以及相應原因，才能取得較高的分數。 

詳盡描述每個階段的目標和工作任務至關重要，同時要表現出對瀑布式模型的深入了解。另

外，補充討論瀑布模型的優缺點和挑戰，這樣才能在分數上有所突破。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資訊管理講義》第三回，蕭老師編撰，頁 22-23。

答： 
(一)瀑布模型是一種線性和順序式的軟體開發方法論，它將整個開發流程分為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

特定的工作內容和目標。對於縣政府建置一個對外提供線上申辦服務的網站系統，以下是三個主要階段

的工作內容：

階段 目標 工作內容 區分原因

需求分析階段 確定系統的主要

需求和功能。

收集和分析使用者需求、

制定系統規格、建立使用

案例、制定系統需求規格

書。

這個階段的目的是理解系統所需

的功能和性能。它確保開發團隊

和利益相關者對於系統的期望有

共識。

系統分析階段 將需求轉化為系

統的技術規格和

架構。

設計系統的架構、制定系

統設計書、定義系統的架

構、技術和平台。

這個階段的目標是確定如何滿足

需求，並為系統的實際開發建立

基礎。

系統設計階段 實際開發和建構

系統。

實際撰寫程式碼、測試、

撰寫文件、安裝、執行和

維護。

這個階段將前兩個階段的計劃轉

化為實際的系統，並進行測試和

實施。

(二)瀑布模型將軟體開發分為不同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特定的工作內容和目標，主要原因是為了：

1.控制和規劃：區分階段可以讓開發團隊在每個階段開始前就能夠確定目標和需求，有助於明確計

劃、控制和管理整個開發過程。

2.降低風險：瀑布模型的階段性能夠提早發現問題和缺陷，讓團隊能及早處理，減少後續開發階段的

風險。

3.易於管理：階段式的開發模式可以使開發進度更易於追蹤和管理，確保開發時程符合預期計劃。

4.瀑布模型的優缺點如下：

(1)優點：

•清晰明確：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目標和任務。

•易於理解：模型結構簡單，易於理解和使用。

•文件化：每個階段都產生文件和報告，便於溝通和後續參考。

(2)缺點：

•僵化性：一旦進入下一階段，很難回頭修改或調整。

•風險管理：對於需求變更或客戶反饋較無彈性。

•長時程：若在後期才發現問題，修改將變得更加昂貴和耗時。

總體來說，瀑布模型適合對需求穩定且能夠清晰明確定義的專案。然而，對於變動性高、需求不確定的專

案，它可能不夠靈活，因此需要其他更靈活的開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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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你是某市立醫院新任的資安長，請你以資訊安全的組成三要素：(1)機密性，(2)完整性以及

(3)可用性，請說明如何確保醫院系統內病患與病歷資料的安全。（25 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經典的理論套用假設情境的假想題。此題骨幹所問的是基礎理論，所以在答題上更要提

供詳細的解釋與實際作法才能獲得較好的分數。 

在解答中，清楚表達每個安全措施如何維護資訊安全，並且提供具體的例子或實際情境，可以

有效地突顯對資訊安全的理解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資訊管理講義》第三回，蕭老師編撰，頁 96。 

 
答： 
(一)作為一位醫院的資訊安全長，確保病患與病歷資料的安全至關重要，以下就資訊安全的三個基本要素與

實際作法分點說明： 

1.機密性： 
(1)實施存取控制：確保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員可以訪問敏感資料。這可以透過身分驗證機制、權限管

理和角色基礎的訪問控制來實作。 

(2)加密敏感資料：對病患和病歷資料進行加密，特別是在傳輸和儲存時，以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 

2.完整性： 
(1)實施數據完整性控制：使用數位簽章或數據完整性檢查來確保資料在儲存和傳輸過程中未被篡改

或修改。 

(2)定期備份：定期備份病患資料，以防止資料丟失或損壞，同時確保系統恢復運作的能力。 

3.可用性： 
(1)適當的冗餘和備份：建立冗餘系統和設備以防止單點故障，並確保系統的高可用性。 

(2)實施容錯和災害恢復計劃：制定應急計劃和恢復策略，以應對意外事件，確保系統在災害後能夠

快速回復。 

(二)此外，為了遵守相關的醫療隱私法規和法律，需要建立適當的政策和程序來保護病患隱私，包括教育和

培訓員工、定期進行安全審查和監控系統以及與外部供應商合作，確保他們也符合相關的安全標準和規

定。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確保醫院系統內的病患與病歷資料得到適當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從而保護醫

療數據免受未經授權的訪問、修改或損失。 

 

三、決策支援系統可分為資料導向（Data Oriented）與模式導向（Model Oriented）兩大類型，請你

以智慧城市的各項運用（例如：交通管理、能源管理、災害預防與處置等）為例，舉例說明

它們可以運用那些資料導向與模式導向的決策支援系統。（25 分） 

試題評析 

此題也是非常好的假想題，同學除了要懂決策支援系統的分類外，更需要理解智慧城市的常見

應用，答題上要盡可能利用以下幾點搶分： 

1.提供具體例子。 

2.解釋其作用和效益。 

3.兩種模式的差異。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資訊管理講義》第一回，蕭老師編撰，頁 70-73。 

 
答： 
決策支援系統在智慧城市的各個範疇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下舉例說明資料導向與模式導向決策支援系統在智慧城市中的運用： 

(一)交通管理： 

1.資料導向：交通感應器、監視攝影機和GPS資料等提供即時交通狀況和數據。這些資料可用於交通預

測、擁擠區域識別、交通流量優化等。 
2.模式導向：基於過往交通模式建立的預測模型，可提供未來交通狀況的預測，有助於路線規劃、交

通管制和事故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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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管理： 

1.資料導向：智慧計算系統收集能源使用資料，用於分析能源使用趨勢、優化使用方式、發現能源浪

費等。 
2.模式導向：基於能源使用模式的分析和預測模型，用於預測能源需求、規劃能源供應和優化能源分

配。 
(三)災害預防與處置： 

1.資料導向：氣象感測器和地震監測器等資料提供即時天氣和地震資訊。這些資料可用於災害風險評

估和預警。 
2.模式導向：建立災害模擬和預測模型，基於歷史數據和模式推斷，以提前識別和預測可能發生的災

害。 
(四)社區安全與犯罪預防： 

1.資料導向：安全攝影機、社群媒體監測等提供即時犯罪活動和安全資訊。利用這些資料，可以快速

識別危險區域和時段，改進巡邏策略，以及提供快速響應。 
2.模式導向：基於歷史犯罪數據建立的犯罪模式和預測模型，用於預測潛在犯罪熱點和犯罪行為，以

協助預防和減少犯罪發生。 
 

以上所述的資料導向和模式導向決策支援系統，均利用了即時或歷史資料，但其分析和應用方式略有不

同。資料導向偏向即時資料分析，用於提供即時決策支援；而模式導向則更依賴於過去資料和模式建構，

用於預測和長期規劃。 
 
四、若你是一家成衣連鎖店的資訊人員，老闆想要針對公司的成衣銷售資料進行資料探勘。資料

探勘可以分為非監督式（Unsupervised Data Mining）以及監督式（Supervised Data Mining）兩

種類型，請說明兩者有何差異？（10 分），並舉例說明，針對客戶購買資料的分析，非監督

式跟監督式的資料探勘，分別可以作什麼樣的運用。（15 分） 

試題評析 
此題也是一種經典的二元題型，透過兩種東西的比較來考驗同學對於理論的掌握度，答題上一

定要針對題目所問的概念有清楚定義和比較，並且延伸出兩者的價值和意義，最後利用總結強

調差異性，這種答題架構可以明確幫助同學思考而且讓改題者清楚掌握思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資訊管理講義》第二回，蕭老師編撰，頁 78-81。 

 
答： 
非監督式（Unsupervised Data Mining）和監督式（Supervised Data Mining）在資料探勘中的差異如下： 
(一)非監督式資料探勘： 

1.定義：非監督式資料探勘是一種在資料中尋找模式或結構的方法，而不需要預先標記的目標變數。 
2.特點：此類型的分析目標是發現資料集中的模式、群組或關聯性，且不需要事先知道結果。 
3.例子：在成衣銷售資料的分析中，非監督式資料探勘可以用於「客戶分群」。例如：透過消費者的

購買行為和偏好來將客戶分為不同的群組，發現潛在的消費者族群或市場區隔。 
(二)監督式資料探勘： 

1.定義：監督式資料探勘需要有事先標記的目標變數，透過訓練模型來預測或分類新的資料。 
2.特點：此類型的分析需要事先了解目標變數或結果，並從已標記的資料中學習模型，然後用於新資

料的預測或分類。 
3.例子：在成衣銷售資料的分析中，監督式資料探勘可用於「銷售預測」。透過過去的銷售資料、促

銷活動、季節性因素等來訓練模型，以預測未來特定產品或款式的銷售量。 
綜上所述，非監督式資料探勘用於發現資料中的模式或群組，而監督式資料探勘則用於預測或分

類有標記目標的資料。這兩種方法可用於成衣銷售資料的不同面向，從而提供洞察和決策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