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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營運狀況與決策分析，企業主

利用 ERP 的資料來產生各式各樣的報表。

若干資訊系統例如資料倉儲系統、線上分

析處理系統等，都能夠滿足管理者對資訊

取得的需求。但是建置這些系統無論成本

或是時間都相當多，對中小企業而言是緩

不濟急又負擔不起。本研究利用資料複寫

(Data replica)和觸發程序(Trigger)，建置一

個可營運的資料儲藏所(Operational Data 

Store, ODS)，很快就可以讓企業管理者快

速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關鍵詞：ODS、資料複寫、觸發程序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decision analysis, business 

owners take advantage of ERP data to 

generate a variety of reports. Some 

information systems such as data storage 

systems,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systems, are able to meet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 made by the manager. But build 

these systems, whether or time costs are 

considerable, for SMEs is being slow and 

unaffordable. In this study, data replication 

and trigger procedures, data storage by 

(Operational Data Store, ODS) build an 

operations quickly so that business managers 

can quickly obta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Keywords: ODS, Data replica, Trigger 

 

1. 前言 

 

企業資訊的取得有三個方式。第一是

從 ERP 系統上取得，大都是屬於 OLTP 的

內容，包括進出貨統計、出貨單據、傳票、

生產資料或是分析性的報表。但這類型報

表的生成是利用最底層的交易資料表產

生，並不適合執行長時間的交易分析。第

二是從 OLTP 的交易性資料中取得資訊，

經過彙總整理之後產生的彙總資料表，可

以再進一步做分析而得到有用的資訊。大

都經過一段期間的整理，才能產生各類型

的彙總資料表。這取決於企業對這些資料

表的需求迫切性，彙總資料表產生後，企

業的資訊人員會依據管理者的需求撰寫不

同的報表，使用這些資料表進行分析。但

是這些報表仍屬於傳統類別的分析報表，

以銷售分析為主，對於高階管理者在決策

分析上雖有幫助，但終究屬於傳統條列式

分析報表。 

第三是藉由資料倉儲裝置來產生資

訊。先將各種不同型態的來源資料經過提

取、轉換、和匯入步驟，存放至資料倉儲

伺服器，再用商業智慧軟體產生報表或查

詢結果。此類型資訊的查詢與報表的功能

可以同時存在，是一個相當方便的解決方

案，但是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及高昂成本。

如果建置一個可營運的資料儲藏所

(Operational Data Store，ODS)，將資料彙

總，一樣可滿足管理者需求，但時間少成

本低。所以本研究提出以資料複寫和觸發

程序這兩種技術[7][8]，建立一個提供即時

資訊的 ODS，以提供管理者做到報表控管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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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文獻 

 

2.1 資料複寫 

 

資料複寫有兩個優點。 

(a)改善並提高應用系統的延展性和可用

性，一方面把複寫資料當備份，另一方

面將複寫資料利用轉換程序來產生其他

新的資料表加以利用。 

(b)將不同類型資料，透過資料複寫，把資

料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庫中。 

以下說明資料複寫概念，資料複寫的架構

中有三種角色，即發行者(Publisher)、散發

者(Distributor)、和訂閱者(Subscriber)，如

圖 1 所示。這三種角色的功能說明如下[1]。 

(1) Publisher：資料複本的發行者，是資料

來源者，簡單說就是出版者的角色。其

功能是維護來源資料以及確保發行集

的資料可以使用。 

(2) Distributor：負責資料發佈、傳送到各

個訂閱者的伺服器上。其功能為散佈系

統資料、儲存散發歷程紀錄的資料。 

(3) Subscriber：從發行者那裡取得所需資

料。訂閱方式有發行訂閱及提取訂閱兩

種。前者就是由發行者主動傳送發行資

料給訂閱者。後者則是依提取者的時程

要求，來提取發行資料。 

 

 

圖 1、複寫服務的架構圖 

 

複寫資料內容有兩種： 

(a)發行項：發行者所發行的資料內容，包

括特定資料表的資料，檢視表、觸發程序。 

(b)發行集：一個以上的發行項所構成的集

合。發行集是複寫的基本單位，也是訂閱

的基本單位。 

圖 2 描述複寫拓樸架構，說明資料伺服器

與資料副本之間的關聯性，伺服器之間資

料流動方式的邏輯。還有數項複寫處理(代

理程式)負責發行者與訂閱者之間的資料

移動與複製。 

 

 
圖 2、複寫拓樸 

 

再來說明如何在伺服器上設定複寫功

能及發行資料。然後設定散發者，並建立、

啟用訂閱者。最後將資料同步，即可依照

所設定的方式進行資料複寫的工作。在建

立複寫之前必須在資料庫資料夾底下，建

立名為複寫資料的資料夾並設定使用者權

限及安全性設定。然後按照下列步驟設定

複寫相關資訊。 

(1) 設定散發者：主要是設定散發者的機

器、並設定快照集資料夾，並設定散發

資料庫的名稱、檔案的資料夾。 

(2) 建立發行集：可以透過新增發行集精

靈，選擇欲發行之資料庫並選擇發行集

的模式(例如交易式發行集)，同時設定

快照集代理程式排程，然後給予發行集

名稱即可。 

(3) 設定資料集的訂閱工作：透過新增訂閱

精靈，選擇欲訂閱之發行集名稱，並選

擇複寫傳送方式的基礎，例如發送訂閱

或提取訂閱。在此要設定訂閱者及訂閱

的資料庫，並設定合併式代理程式安全

性及將訂閱的排程同步即可完成。 

(4) 驗證：資料複寫經過上述步驟後，最重

要的是驗證上述步驟是否正確。透過資

料庫複寫下的選項「啟動複寫監視器」



驗證步驟是否正確。 

在[6]提到複寫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

從一個資料伺服器複寫資料到另一個資料

伺服器，二是在資料伺服器和用戶端之間

做資料的複寫。前者是用來支援下列五點

的需求： 

(1) 改善資料延展性或可用性 

(2) 建立資料倉儲和產生報表 

(3) 整合多個站台資料 

(4) 整合異質性資料庫的資料 

(5) 卸載批次處裡等。 

後者則是應用在下列三點的需求： 

(1) 企業與行動使用者交換資料 

(2) 消費者零售店面 POS 應用程式的資料

複寫模式 

(3) 整合多個站台資料。 

同時建議使用者在選定複寫模型時，必須

要考慮資料發行者、散發者、及訂閱者資

料庫的規劃。複寫模型不外乎是點對點、

中央發行者、中央發行者與遠端散發者、

中央訂閱者及發行訂閱者等幾種關係。 

在[3]中探討如何將量販店分支機構銷

售資料同步到總公司。即使網路中斷，各

分店亦可正常作業，並於網路恢復時，再

將資料傳回總公司。執行複寫之前應仔細

規劃以提高資料的一致性，降低網路頻寬

需求以避免日後處理異常狀況的工作。設

計複寫機制時要注意下列各點。 

(1)複寫資料是否需要更新或由誰來更新。 

(2)關於一致性、自主權、與延遲時間的資

料散發需求。 

(3)複寫環境包含商務使用者、技術基礎建

設、網路與安全性的特性。 

(4)複寫方式與複寫選項。 

(5)複寫拓樸及其如何搭配何種複寫型別的

方式。 

同時作者也認為複寫機制可以支援日益增

加的分散性、移動性的可攜式營運方式，

且可共享跨異質性平台及資料庫的資訊。 

在[4]中提到資料複寫技術是一種高效

率、安全又簡單的資料共享方法。對於分

散式的異質資料庫系統，提供資訊整合的

方法。原始資料修改後，透過及時複寫手

法可以使副本資料和正本一致。該研究強

調有效率的資訊同步分享平台，是全球運

籌管理重要的成功因素。本文認為這也是

企業整合資源必需考量的重要因素，而且

本研究將朝向多個站台資料整合的實作。 

許、雷兩人在論文[2][3][4][5]中提到資

料複寫機制的應用，值得企業在資料管理

時參考，其重點描述如下。以商品的配銷

管理為案例，提出運籌管理的各項服務。

以資料庫複寫技術為核心達成資料共享，

並連接企業營運總部與經銷商之間的資

料。資料複寫可以協助分散式交易得到以

下幾點好處。 

(1)允許多個站台保持相同資料的副本。 

(2)使用者可以在網路離線時處理資料複

本，然後在網路連線後，將異動資料傳送

出去。 

(3)使用複寫資料作為備份，在伺服器故障

時提供複本資料。 

(4)各銷售據點可選擇不同的複寫方式、不

同的同步頻率、不同的網路架構，使連線

成本降到最低。 

 

2.2 觸發程序 

 

觸發程序[15]是當包含有觸發程序的

資料表中發生異動的指令時，就啟動在這

個資料表中的預存程序，亦即針對特定的

資料表在發生異動的指令動作時，指定固

定執行一連串的程式。在[16]一書中提到，

觸發程序有下列幾項的優點： 

(1)利用 Trigger 做資料表的異動紀錄。 

(2)可以維持各種整合限制條件。 

(3)一般使用者感覺不到指令程序被執行，

透過此可以簡化使用者的某部分的工作。



(4)在分散式資料庫上，由於資料可能被重

複儲存在不同的資料庫站台上，可以透過

觸發程序以維持個站台的資料一致性。 

(5)觸發程序可以用來加總欄位值得總數，

或是可以透過其計算出某一個欄位之值，

使之可以即時且正確。 

(6)可以簡化管理的程序，例如增加一筆出

貨單內容時，此時透過觸發程序可以對該

出貨單產品的存量，執行扣除的動作指令。 

 

2.3 商業智慧 

 

 1989 年首次出現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這個名詞[9]，Moss[17]認為商

業智慧不是一個產品，也不是一個系統，

是個蒐集並整合交易性資料，然後透過決

策支援應用工具， 讓企業容易存取商業資

訊的架構。根據 1996 年 Greene 為商業智

慧所下的定義：「商業智慧是將與企業運作

有關的重要性資訊蒐集整理，用來管理目

前和將來的商業運作環境的一個過程」

[14]。在[11]中提到知識管理必須藉由商業

智慧及協同技術才可以獲得效益，並提出

知識管理的組成架構為營運系統，資料倉

儲，商業智慧應用部分如圖 3 所示，並指

出商業智慧是一個複雜的階段而且不是一

蹴可成的。 

 

圖 3. 商業智慧框架圖。 

 

 針對商業智慧的實做，本研究是採用

類似於圖 4 [18]的方式。資料來源端可能有

Excel、ORACLE、或是 ERP 資料，經過

ETL (SSIS) 建立資料倉儲，再進一步透過

SSAS 的功能，建立商業智慧的 OLAP，最

後使用不同的前端工具軟體來展現資料，

提供管理經營者需求的分析資料。 

 
圖 4. MS SQL 商業智慧架構圖。 

 

在[10]中提到經營管理者的決策一般

可分為長期決策與短期決策兩種。資料倉

儲因為有儲存大量歷史資料與彙總資料，

適合提供長期決策用的分析資料。相反地

短期決策的需求則需要近期的、最新的、

詳細的交易資料，所以 ODS 的概念與架

構，比較適合支援短期決策的需求。ODS

的基本概念與資料倉儲相似，以主題導

向、整合的、揮發性、現階段、和細部資

料為主要儲存對象，這些資料經過進一步

的彙整即可載入資料倉儲。ODS 與 DW 有

三點不同。 

1. 作業資料儲存庫中的資料具有揮發

性，亦即資料是可以被異動的，可以執

行新增、修改、刪除等操作。 

2. 作業資料儲存庫所儲存的為最新的資

料，任何應用程式觸發的資料異動都會

更新至作業資料儲存庫，其更新的頻率

甚至可以是每次交易完成即更新一次。 

3. 作業資料儲存庫中的資料是詳細的交

易資料，而不是彙總的資料，假如作業

資料儲存庫中含有彙總資料，則必須是

動態彙總資料，亦即每完成一筆交易，

必須重新計算彙總資料。 

由上述可以知道ODS是儲存到目前為止最

新的資料，以支援管理者進行不同層次的

決策分析，ODS 相較於 DW 是較小型的架

構，但其基本導入概念是相同的，仍需整

合不同的資料來源，執行 ETL 的程序將資

料導入 ODS。 

在[11]中提到 ODS 具有部分 DW 的主

題導向及整合特性，但是 ODS 仍舊可以在

作業環境中維持它的即時性，也就是資料

可以隨時被異動。對企業而言，應該只有

一個集中的ODS來達成該企業所需要的資

料整合。該文也指出 ODS 是屬於第三正規

化的型態資料庫，並帶出 Inmon 對 ODS 所



下的定義:「具有主題導向的、整合性的、

時間變動性的、即時性的資料儲存庫」

[19]。ODS 資料變動的頻率可分為三級。

第一級是交易檔產生交易時，及時的異動

資料。第二級是資料每隔 2~4 小時會被匯

入 ODS 資料庫。第三級是以日(24 小時)為

期間將資料彙總轉入 ODS 資料庫。ODS

資料也可將已經整理好的資料，轉入企業

的資料倉儲資料庫中做更進一步的應用。 

 

3. 研究方法 

 
處理方法分為三個階段描述如下。第

一階段：從 ERP 資料庫將資料複製至 BI

資料庫中。亦即當銷售資料發生異動後，

立刻透過觸發程序產生 ERP 銷售分析表。

同時針對銷售客戶產品等資料做 ETL 程

序，將銷售資料表變成單一筆紀錄的資料

表。以 ERP 資料庫主機為發行者及散發

者，對 BI 資料庫進行散發資料的動作，而

BI 資料庫也將被設定為訂閱者的角色，並

以發行訂閱作為此次的訂閱模式，資料複

寫的模式設定為交易式複寫。同理也將客

戶及產品資料發生異動時，將資料複寫至

BI 資料庫主機之客戶及產品基本資料。 

第二階段：規劃彈性報表的設定功

能。報表的設定及管理最主要重點是在設

定報表代號種類、傳入的參數條件、報表

列印時的模板、報表所需要的另類參數、

報表產生模板時需要傳入的標題欄位說明

設定、設定該報表下拉時的報表代號及所

需要傳遞的參數、和最後該報表可使用的

人員代號。 

 第三階段：設計報表查詢資料模組功

能。資料查詢及設計功能說明步驟如下： 

1. 選擇報表大類。 

2. 選擇該報表大類之可用之報表代號。 

3. 依據設定報表查詢參數，輸入查詢範圍。 

4. 依據報表代號之 SQL 語法，配合顯示第

一層報表，並在此功能上設計往下展開

及往上合併，若不選擇展開角度時，以

往下展開之第一筆資料代替。 

5. 最後設計列印按鈕選項，將此資料依設

定之可選擇模板，彈出選擇可以列印之

報表格式。 

 

4. 實做與測試 

 
為驗證所提方法可行，選擇一家中等

規模的食品企業合作，導入方法實做與測

試。這個企業總部位於台北，在台中、高

雄、南投設有分支機構，所有的分支機構

以網路連接，構成一個 VPN 網路。實驗結

果顯示，以觸發程序做為資料 ETL 的轉換

程式至第三正規化資料表，確定可行且結

果正確無誤。搭配資料複寫方法將資料複

製至另一個資料庫主機，是一種簡單快速

又安全的做法，且不需要特別撰寫程式，

可以達到即時的轉換資料。不必透過以預

存程序搭配資料庫排程功能，定時將資料

移轉至另一個資料庫主機及時又方便。 

 

5. 結論 

 
本研究以觸發程序搭配資料複寫機

制，將資料移轉至另一個主機。利用資料

庫本身的安全機制，不僅免去撰寫程式所

帶來的不便，同時透過以預存程序搭配資

料庫排程功能，定時將資料移轉至另一個

主機所帶來的資料不即時性的困擾。需求

的設備成本低廉，增設資料庫主機成本也

不高，但卻可以建立廉價的 ODS，及時提

供企業管理者所需要的資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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