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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對於網路服務，由於企業範圍、企業應用及其相互整合的發展，網路服務供應商不僅除

了試著滿足網路服務用戶(或顧客)原有系統的要求外，更需滿足用戶系統外的功能需

求，以利在更具有競爭性的市場下生存。目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為，當用戶的差異性、

服務元件性能的區別性及網路資源的限制性等上述情況被考慮下，如何配置網路服務以

滿足所有用戶的需求。為了正式展現並塑模網路服務架構，本研究基於派屈網路來建造

其網路服務架構。然後，在考量用最高的服務質量選擇最好的構造滿足用戶的非功能性

要求下，提出一種最佳演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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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依照美國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網際網路組織協會定義，一個Web Services

是為了能允許不同電腦機台能作有效相互溝通而設計的一個軟體元件，甚至於可適用於

一般網路架構。而 Web Services 經常是指網際網路的應用程式，而該應用程式可以透

過遠端控制方式或網際網路(World Wide Web)方式去存取其資料進而逹成使用者的服務

要求。本研究計畫目的是針對現行網路服務架構的設計中，試圖以派屈網(Petri nets)

為分析工具，進而提供更有效率的存取方式，以利網路使用者更方便的網路服務。 

依據以上的定義，我們簡單的說明Web Services工作所需的相關幾個重要標準。因 Web 

Services是一種軟體元件，它能透過網際網路通訊協定及資料格式的開放式標準(例如 

HTTP、XML 及 SOAP等)來為其他的應用程式提供服務。更具體的說Web Services是一個

提供服務的元件，並且是建立在網際網路的開放標準為基礎。根據以上的認識，因此Web 

Services可作為提供服務的元件，且可用來建構分散式架構系統，實現分散式架構動態

整合、平衡負擔、單元升級等優點。網路服務[1]-[3]框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範

例以利分散式的計算。網路服務供應商發佈的網路服務和調用介面，他們打算通過使用

網路服務描述語言 (WSDL, Web Description Language)提供，並註冊到一個常見的註

冊表，位於通用描述、探索和整合(UDDI,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的網路服務。然後，應用程式發現所需的網路服務，並通過調用介面發送

請求。在網路服務供應商反應之後，他們可以通過使用非同步消息傳遞或遠端程序呼叫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模式中，調用簡單物件聯結協定(SOAP,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的服務。 

一般來說，網路服務供應商必須提供令人滿意的網路服務給所有的用戶，並且與其建立

穩定的連接服務。這種機制通常被建立在某種的服務程度同意上[4]。而網路服務性能

則可從兩方面進行評估。第一種是功能性的評估[5]。在這方面，所謂的功能性是指一

種服務可以被提供；並且在什麼情況下，這功能一旦被提供可以完全符合使用者的需

求。另一種則是非功能性的，譬如價格及服務品質(QoS, quality of service) [6]-[7]；

而服務品質則是評估、選擇及服務架構所必要的。現今的時代，使用UDDI基礎下的網路

服務探索僅只於在功能性上而已。它很難想像可能會有許多網路服務配置，可以滿足功

能的要求下執行不同的服務品質屬性。因此，本研究將置重點於如何動態配置網路服

務，而使網路服務供應商得以滿足所有用戶非功能性的要求。然而，這研究主要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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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來自「當網路供應商提供愈大的彈性及選擇性下，將需要花更多的努力找尋最佳網

路服務架構的難題」。舉例來說，根據本研究參考文獻[8]所述的相關統計資料，一群遠

端程序呼叫(RPC)服務可能會有超過200多個可候選的架構。因而造成選擇一個具高效能

的正確架構需要高水準的專業經驗與足夠的知識。除此之外，服務架構在動態非相同環

境下執行，便會產生不同限制情形發生。另當網路服務變得無法使用或不可靠時，其它

依賴應它的網路服務便必須被換置以適應新的環境。因此，如要達成運行時的高性能，

網路服務架構應在面對變化的各種環境中，立即決定適用的網路服務進行合作。 

網路服務構型管理問題也是網路服務管理研究中很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例如，故障管

理需要網路服務構型資訊來追蹤缺點[9]。根據網路服務聯結和綁定管理付費與及費用

收費計算[10]。根據不同的變化，所有這些管理活動均需要知道目前的相依性，探索它

們的屬性和可能性，來執行服務的重新綁定。因此，開發一種不僅要考慮到基礎的服務

元件和資源計畫的網路服務架構，並且要符合使用者不同的網路需求的方法論，應是當

務之急。 

對於網路服務，由於企業範圍、企業應用及其相互整合的發展，網路服務供應商不僅除

了試著滿足網路服務用戶(或顧客)原有系統的要求外，更需滿足用戶系統外的功能需

求，以利在更具有競爭性的市場下生存。目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為，當用戶的差異性、

服務元件性能的區別性及網路資源的限制性等上述情況被考慮下，如何配置網路服務以

滿足所有用戶的需求。為了正式展現並塑模網路服務架構，本訪問研究的目的是基於派

屈網路來建造其網路服務架構。然後，在考量用最高的服務質量選擇最好的構造滿足用

戶的非功能性要求下，提出一種最佳演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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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申請人於 98 年 06 月 16 日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前往香港轉乘美國大陸航空公司班機

前往美國，於當地時間下午約二點終抵達紐華克機場，而訪問學校的主持人周教授於機

場接機，前往預定的飯店投宿，等安排妥當後周教授即要我一同前往西門子公司參加一

個研討會，該會於晚上六點舉行並於九點結束。花了二天的時間找尋長期住宿的地方，

終於經過比價與考慮交通便利性後，於是選擇住在紐澤西理工學院附近的學生宿舍

(University Central)，該宿舍每月租金為 1400 美元，離學校的實驗室約 300 公尺。 

來到該校報到時，系上的秘書幫我製作了學校的進出入管制卡，此卡可自由進出及使用

學校的各項設施，使用上非常方便。 

訪問期間，大部份時間皆在實驗室內和周教授的學生們及三位國外的訪問學者一同研究

討論相關的主題。期間並前往位於波士頓的名校，計有耶魯大學、哈佛大學和麻省理工

學院。雖是暑假期間但是仍然有很多教授及學生在校內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 

此次訪問研究期間機會難得，因此行除了在紐澤西理工學院從事研究外，並積極參與附

近學校的各項研討會及民間公司的產品發表會。並利用週末假日前往紐約市中心參觀名

勝及一些博物館和中國城。 

申請人於 9 月 15 日搭乘美國大陸航空公司返回香港並轉搭華航班機返國，完成這次三

個月的短期訪間研究。 

申請人此次訪問研究主要是針對動態網路服務架構之設計與分析，因此和該實驗室的研

究學者及學生，主要討論此一議題為主，我們一致認為網路服務框架使得傳統計算產生

一種新的革命。當一個網路服務無法滿足使用者多個功能需要時，便必須藉由動態配置

在一起以形成一種複合網路服務，以滿足用戶的需求。而服務構型和相關元件組成均是

自然相互形成的。服務組成包括三個不同但是重疊的方面；即，行為界面、設計性與和

諧性三方面[11]。行為界面係指在組成期間所捕捉給定個別服務行為的從屬性。設計性

係指處理與多種服務有關達到一個共同目標的合作過程。而和諧性則是描述在商務環境

中網路服務之控制流和數據從屬性，這二者通常藉由網路服務的商務過程執行語言

(BPEL, 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完成[12]。由於考慮到網路服務的商

務過程執行語言(BPEL)沒有正式的規範，為了現存的網路服務效率和效益，派屈網路

(Petri nets) [13]便被使用來執行網路服務的商務過程執行語言(BPEL)過程的正式驗

證。藉由網路服務的商務過程執行語言(BPEL)的句法引導，Stahl[14]將網路服務的商

務過程執行語言(BPEL)過程意涵轉換到派屈網路(Petri nets)。Lohmann等人[15]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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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種基於派屈網路(Petri nets)的框架，正式分析網路服務的商務過程執行語言

(BPEL)過程的相互作用行為。Zeng等人[16]則是提出一種所謂″服務品質認知中介軟體

″(QoS-aware middleware)於網路服務組成，他們模型法據稱可保證服務品質的整體最

佳性。前面提到的研究主要是過程導向及提供進階之組成。然而，假使每個網路服務只

能從事單項的工作流程[16]，這似乎便反駁了上述所談論的網路服務可以一再重覆支援

許多工作流程任務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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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我們瞭解服務架構可以處理導向函數視圖中的問題。它通常是在服務元件體系架構(SCA, 

Service Component Architecture) [17]下所完成的。服務元件體系架構(SCA)經由不

同的服務組成來建立在服務封裝上。在提供服務並且消耗其它服務的組成部分被實現之

後，便透過服務導線建造商業應用。在與導向過程的服務組成相比較，面向功能的服務

構造更能產生較多的敏捷性和靈活性。舉例來說，如果兩種服務使網路服務成形，這兩

種服務可能於實現的過程中被順序執行或者是平行相依。  

一個服務元件體系架構(SCA)模組透過建構和導線連接組件、入口點和外部服務被組合

而成。入口點是可提供模組外部組件使用的界面代表。假如在模組裡的組件取決於在模

組外部的服務提供，則此服務被描述為外部服務。服務元件體系架構(SCA)組件操作於

兩個層次；例如，系統內和模組內的組合元件。動態構造可以被功能性的組合件所塑模。

然而，服務元件體系架構(SCA)是根據開放的導向服務架構合作所被發展且目前現今的

研究中發現大多數服務元件體系架構(SCA)無法與服務品質(QoS)合作[18].  

    作為一個動態形成的服務從屬圖(SDG, service dependency graph) [10]已被廣泛

用來描述已選擇的網路服務內的關係。然而，服務從屬圖(SDG)是基於網路服務描述語

言(WSDL)並且只討論功能性的方面。它很難支援到網路服務的動態構造處理並處理非功

能性的需求。例如，Hasselmayer [10]於網路服務下提出一種從屬管理架構，並且用Jini

連接技術科技。Liang和Su[19]提出一種基於″和″(AND)/″或″(OR)關係圖來探索網路服

務的服務從屬圖(SDG)。前面提到的研究集中於功能的方面，完全沒有考慮到用戶的非

功能性的需求。  

    進一步來說，雖然有很多研究論文[6]-[8]、專案，例如METEOR-S [20]、以及中介

軟體，例如SwinDeW [3]以及GlueQoS [21]；然相較於服務品質(QoS)的網路服務選擇，

它們並沒考慮到服務架構操作在環境下的時間效能，及接受動態改變的個別服務品質。

這些相關的研究促使在本研究提出在此相關的研究工作。  

    網路服務提供動態構型於服務元件上的不斷改進、資源可用性的變化、或是使用者

需求。而銷售管理服務取決於收集訂單的訂單管理服務、收取費用的用戶付費服務、及

交付貨物的後勤服務等三大的網路服務。這些三種網路服務有″和″(AND)的相互關係。

顧客付費服務更進一步地端賴兩種付款服務，例如，匯款與銀行賬戶等兩種服務方法。

在圖一是以虛線來顯示並說明此二者的虛設網路服務關係是″或″(OR)的相互關係。不

過，此兩種服務方法仍有一同驗證顧客信用的功能從屬性。銀行賬戶服務也是採用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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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表示其是虛設的服務，因為在後續的構造只能選擇一個，也就是銀行賬戶服務僅能在

幾個候選選項中做出選擇。  

    因此，網路服務就其功能作用選擇不同的網路服務。我們塑模這個問題作為服務功

能的從屬性構造(SFDC，Service Functional Dependecy Configuration)。單一的網路

服務可能提供有多種服務功能的從屬性構造(SFDCs)。不過，同時段僅會有一個構造可

以被單一個網路服務所選擇。若我們使用兩個規範架構[22]-[24]，將網路服務從屬性

圖轉換成派屈網路；也就是轉換結合″和″(AND)和選擇″或″(OR)功能於派屈網路中。在

我們增加幾個有關服務品質(QoS)的參數和測量數據之後，我們便能自動導出最佳化的

網路服務架構。我們推測參考到本研究的每一研究人員已對派屈網路有初步的基本認知

[13],[25]-[28]。下列定義後續將被使用。  

 

定義 1： 派屈網路是一個五個元素的組合， 可定義為PN = (P, T, I, O, M), 其中 

1)P = {p1, p2, . . . , pm}，m > 0，稱之庫所(Place)，是一種以圓圈表示的有限組

合。 

2)T = {t1, t2, . . . , tn}其中n > 0，稱之變遷(Transition)，是一種以條狀表示的

有限組合，其與P的關係為: P ∪ T ≠ ∅ and P∩ T = ∅. 

3)I : P × T → {0, 1}，為輸入函數，其表示為從P到T所有的方向弧組合。  

4)O : P × T → {0, 1}，為輸出函數，其表示為從T到P所有的方向弧組合。 

5)M : P → {0, 1}，是一個m × 1 列的向量，它第i個元素代表第i個P所內含有Token 的

數量，且最初的標記被註記為M0， Token 則是用黑點表示。 

    所有從變遷(transition)出去到庫所(place)的組合註記為t‧，而所有從庫所

(place)進入到變遷(transition)的組合，則註記為‧t；另同樣地，所有從庫所(place)

出去到變遷(transition)的組合與所有從變遷(transition)進入到庫所(place)的組

合，則分別被註記為 t‧ 及 ‧t。在圖二中，t‧
1 = {p2−4}、‧t1 = {p1}、p‧

5 = {t2−4}，

且(p‧
5)‧ = t‧

2 ∪ t‧
3∪ t‧

4 = {p6−8}. 

定義2: 服務組合 Se = WS ∪ {sdummy}，其中WS = {s1−z}為有限的網路服務組合，sdummy 表

是虛設的服務，其可能是為實際網路服務所需選擇的要項或是組合要項。 

定 義 3: 服 務 功 能 從 屬 構 型 網 路 (S-net ， service functional dependency 

configuration net)，為一非週期循環性的派屈網路。如果: 

1)對所有的 s 屬於 Se，便會存在 p 屬於 P， s 將對應到派屈網路服務 p。同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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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s 是需設網路服務，其對應到的派屈網路服務 p。 

2)對所有的 t 屬於 T，假如 |t‧| > 1 且對所有的 p1、p2 存在於 t‧ 中， 則一定會

有″和″(AND)的關係式存在於 p1 與 p2 之間。另對所有的 t 屬於 T， 假如 |t‧| = 1，‧t 

= {p} 且 |p‧| > 1，則會存在有″或″(OR)關係式於 (p‧)‧ 中。 

3)每一個變遷(transition)僅有一個輸入的方向弧(input arc)且至少一個輸出的方向

弧(output arc)。 

4)註記為 p′ 的庫所(place) 表示其無任何的方向弧輸入，這輸入的方向弧表示為顧客

的需求服務，因此可以得到 M0(p′) = 1，且 M0(p) = 0，對所有的 p ≠ p′。  

5)標記(marking)於服務功能從屬構型網路(S-net)的變化規則如下: 

i.假如對所有的 p 屬於 ‧t， M(p) ≥ I(p, t)，則對於所有 t 屬於 T 均可以

被擊發，反之亦然。並且我們註記 E(M) 為一個在標記(marking)之下可以擊

發的變遷(transition)組合。 

ii.從標記 M 經某一個變遷 t 擊發到 M′ ，可被註記為 M[t > M′，其中如果 I(p, 

t) = 1，則M′(p) = 0；另一方面，如果O(p, t) = 1 且 M′(p) = M(p) 則 M′(p) 

= 1。 

    注意到這邊所提出的服務功能從屬構型網路(S-net)是在下列文獻所提的派屈網路

各項範疇內 [13], [29]–[35]。 

定義4: 服務功能的從屬性構造(SFDC)如果在時間 ζ 下，可以被註記為C(p′, ζ)，且

與 P 的子網路關係為:  

1)p′ 屬於 C(p′, ζ) 且  

2)所有的 p 屬於 C(p′, ζ)，假如 p‧≠ ∅，存在t 屬於 p‧ 且所有的 p″ 屬於 t‧ ， p″ 

屬於 C(p′, ζ)。 

    舉例來說，網路服務從屬圖(Web service dependency graph)的服務功能從屬構型

網路(S-net)。且可列出所有庫所(place)與網路服務(Web service)的關係。最後，我

們將舉一個服務功能的從屬性構造(SFDC)，C(p′, ζ) = {p′, p1-8, p12, p14}來做說明，

為了方便，虛構網路服務(dummy Web service)將不被列入構型中。 

    一般來說，每一個功能性的網路服務可能會有幾個服務品質(QoS)參數，且可藉由

實際量測來評估。服務品質(QoS)參數可以被視為一種運行庫、事務支援、構型管理、

成本及相關安全性的性質[7]。每個均由相關度量值及次度量值所組成。例如較大的輸

送量、較高的可靠性、較快的機動性和較大的彈性。較快的反應時間，較少的滯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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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較低的成本值也是首選因素。我們推測在時間 ζ 下的非虛構網路服務服務品質參數

是ψ(p, ζ)。一般情況下，高數值的ψ(p, ζ)表示高的品質。例如ψ(p, ζ)可以是

生產力，其表示一段時間內已完成的服務請求數量。為了反映成本，ψ(p, ζ)被定義

為零值減去所涉及的請求服務。如果從p的得不到任何的任何服務，則ψ(p, ζ) = −

∞。考慮服務的全功能取決於它自己的功能；它依賴的次服務，我們推測一個C(p′, ζ)

的服務品質(QoS)參數是所有非虛設相關服務的服務品質(QoS)參數。例如: QoS(C(p′, 

ζ)) = f (ψ(p,ζ) | p  C(p′, ζ) \ {pdummy})∑ p  C(p′, ζ) \ {pdummy}ψ(p,ζ)。我們的演

算法則為，給定 p′ 及 ζ，尋找派屈網路服務功能從屬構型網路(S-net)中的最佳C(p′, 

ζ)，正如有著最高QoS(C(p′, ζ))的服務功能的從屬性構造(SFDC)。 

 

    一般來說，當更多相依的網路服務被加進到構型時，構型服務品質(QoS)參數便會

變差。例如，當與單一個別的網路服務相比較，整體的網路服務似乎在可靠性、反應性

及成本上均來得比較差。基於此種特性，本研究所提的演算法則，在發現目前構型的服

務品質參數比最佳化的構行糟時，便會停止繼續延此網路服務構型搜尋下去，並立即轉

向搜尋另一種構型。因此，C(p′, ζ)的服務品質(QoS)參數便會依此演算法則不斷地上

升。依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論，那就是當我們所提的演算法完成運算時，此時便會

得到擁有最佳服務品質參數(QoS(C(p′, ζ)))的構型(C(p′, ζ))。另一提的是，此演算

法則所遇到最差的情形就是搜尋所有的可達樹狀圖來得到最佳化的最佳服務品質參數

(QoS(C(p′, ζ)))的構型(C(p′, ζ))。  

定理1: 假如|P \ {p′, pdummy}| = η，前面所提及最差的演算法則情況為O(eη)，其中e ≈ 

2.71828 為此演算法則的基礎。 

證明: 我們註記構型編號為Ω。另在最糟的情況下，我們有k個虛設網路服務，註記為 k 

個群，其中每一群與其它群之間有一個″和″(AND)的關係式。在第 i 個群中，我們會有

xi (i = 1, 2, …, k)的網路服務，其中每一個網路服務與其它的網路服務存在有″或″(OR)

的關係式。然後，我們便會得到  及 ，其中 。

當x1 = x2 = …  = xk = αη/k，便可證明 便可得到最大值(αη/k)k。在最糟的形狀

中，我們便必須比較(αη/k)k的次數來得到最佳構型。我們依我們的演算法則將(αη/k)k

轉換成 y (k)= k*ln(αη/k) 。然後，可以得出 y′(k) = ln(αη)-ln(k) -1 及 y″(k) 

=-1/k，其中y′(k)與y″(k)分別為y(k)的一階微分導數及二階微分導數。讓y′(k)=0，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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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得出k=αη/e。另考慮y″(k)<0 (k值>0)，y(k)便會在k=αη/e時，達到它的最大值。

結果，我們可以得到 及最差的演算法則情況為O(eη)。 

     因此，“構型最佳化(OptimalConfiguration)＂演算法則的複雜性於最糟情況下

約等於O(eη) (考慮相對小的α、e及在大型服務功能從屬構型網路(S-net)的η)。雖然

在最糟的情況下，本研究的演算法則已被證明約是呈現指數形態的時間常數，但是其時

間變化的幅度僅依從屬構型網路(S-net)中的″或″(OR)關係情況來做改變(非依據所有

庫所(place)來變化)，且亦端賴實際的環境情況。舉例來說，雖然在從屬構型網路

(S-net)，η = 15、α = 2，但是僅有16個可以選擇的構型。另一方面，在我們的演算

法下，其構型產生可以是同步進行運算。這意謂，每一個有關聯的變遷(transition) 

t ，可以被同時擊發。一旦此多重運算機制成立，便可更加速我們所提的演算法則。進

一步地說，我們在獲得最佳構型的情況下，亦可獲得比使用者(或顧客)預期更好的效

能。因此，一旦他們找到他們想要的網路服務構型，本演算法亦會立即停止運算，來符

合到使用者(或顧客)的實際期盼及需求。這也說明了本研究所提的演算法則合乎應用

性。 

    為了評估 “構型最佳化(OptimalConfiguration)＂演算法則，本研究報告將模擬

構型在顧客滿意率中的表現做為評估依據。以給定的時間(ϒ)為執行週期下，我門以

Invoking(ϒ)符號代表需求值、以Satisfied(ϒ)符號代表滿意度值。因此，使用者滿意

率便為Cγ(ϒ) = Invoking(ϒ)/Satisfied(ϒ)。除此之外，我們將與目前已被提出的兩

種典型演算法則來做比較。第一種方法稱之固定式(Fixed)的演算法，其選擇第一種可

行的架構且永遠不會改變。另一個則是稱之隨機式(Random)，其採隨機選擇構型而不考

慮性能的方式。 

    本研究報告為了方便模擬，特將網路服務成本(cost of the Web service)作為服

務品質(QoS)的參數。在正常的情況下，吾人可以推測，當處理變化性很高的環境中，

其網路服務成本便會隨之變化。 

    然而，隨機式(Random)演算法並非在所有情況都比固定式(Fixed)的演算法好。在

模擬環境過程中，在考慮到正常分佈變化總數與其正常分佈相符情況下，我們註記在正

常分佈下，固定式(Fixed)與隨機式(Random)演算法的獲得成本分別為N(μF, σ2
F)及N(μR, 

σ2
R)，其中N(μ, σ2)表示平均為μ的正常分佈，而σ為其標準差。從成本分佈參數，可以

很容易初步得到 μF >μR 及 σF ≈ σR。另推測可承擔的價格為N(μU, σ2
U)，我們可得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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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Fixed)與隨機式(Random)演算法的顧客滿意率分別Φ((μU-μF)/ )及

Φ((μU-μR)/ ))。其中Φ(x) =為拉氏函數(Laplace function)。在可承受的

價格固定在390時，我們可以計算以固定式(Fixed)演算法下的顧客滿意率為Φ(x) = 

Φ(0.2941) =0.6141，這數字與圖四的模擬結果相近。因此當μF > μR及σF = σR，隨機式

(Random)演算法將有較高的顧客滿意率。然而，如果固定式(Fixed)演算法第一次所選

擇的服務構型為 μF < μR (例如，{P′, P1-6, P8, P10, P12, P15})，它便會得到比隨機式(Random)

演算法高的顧客滿意率。 

    總結來說，前面提及的模擬結果證明我們的演算法最適用於在傳送高服務品質(QoS)

的網站服務(Web Service)下請求變化度非常高的還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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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為因應網路服務和服務元件與資源的限制情況，及面對多元化和急變的使用者要求

下，如何管理存在的網路服務來形成一種高性能架構以迎合非功能性的需求，便變得越

來越重要。本研究為解決此問題，美國理工學院周教授研究團們曾特提出一種系統化的

方法(註：即以上所提的研究方法)。 

    首先，為了展現網路服務及自動的構型，其研究基於派屈網路下，提出一種服務功

能性的從屬構型。第二，基於這個構型網路，再提出一種最佳化的演算法，使其能夠傳

回有最佳服務品質(QoS)參數的服務構型。經與其它強制窮舉的搜索方法相比，此演算

法通常無需要搜索的所有可能的構型，來獲得最佳的一個構型。請注意到Zeng等人於服

務品質網路服務組成認知(QoS-aware Web services composition)一文[16]中所提到演

算法則[16]。因此我們可以在使用者不同需求及改變下能夠建立最高效能構型的演算法

則。經與他們的演算法則做比較，在處理大規模的問題上，其網路服務的選擇將造成電

腦運算成本的負擔；然而，就他們所提的演算法則，其不僅將網路服務可再使用性納入

考率，且可以同時處理多種程序而顯得更有效能。最後，無論是理論的分析及實際的模

擬結果，均可證實他們所提的演算法則，確實可以達到最高的顧客滿意率。 

    除此之外，他們所提的演算法則還可以輕易地整合已存在網路服務環境，說明如

下。首先，依根據客製化或是特殊規範需求，探索所有的網路服務。第二，藉由在服務

資訊中分析所有功能組成及選擇，來建立完整的服務功能從屬構型網路。第三，在所有

的構型中選擇服務品質屬性(QoS attribute)。第四，對所有非虛設的網路服務，收集

其服務品質屬性值。 

    延伸本研究所提出的演算法來處理顧客多重需求的網路服務(例如，最低成本構型

可能無法最佳的顧客滿意率)，將是未來我們未來的工作目標。未來的探索將朝向在多

重需求情況下，尋找較適宜對等機制來建立合適的構型，而這也將是重要且有趣的議

題。目前於派屈網路理論中被提出的基本虹吸(elementary siphon)及彩色派屈網路

(colored resource-oriented Petri nets)等觀念，應可以做為未來複雜的網路服務之

塑模、分析、規劃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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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國科會補助金額似乎不足以應付紐澤西的生活物價指數，建議應提高補助金額。 

二、本次短期訪問研究發現大陸地區的教授出訪人數眾多而且訪問期間長達二年，建議

國科會應提高教授訪問研究的人數及延長訪問期間，以期增進研究能量的開發。 

三、本次短期訪問研究發現大陸地區及印度出國的留學生數目非常的多，反而國內的留

學生卻很少見到，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鼓勵國內優秀學子到國外進修研究，以培養

國際觀。 

四、感謝國科會及國防大學理工學院，給予申請人此次訪問研究機會，雖然時間不長，

但個人收穫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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