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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想要基於協作雲概念下實作一個系統，並且有離線儲存、同步

技術、版本控制等功能，因為 CouchDB的特性有自動同步與離線儲存技術，符合

協同合作的要求，因此選用 CouchDB當作系統實作資料庫的選擇，另外也針對

CouchDB的同步與轉換機制做了詳細的討論。而在系統程式語言方面，為了達到離

線儲存的需求，簡單前後端語言溝通的負擔，選用了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採用的是純粹的 JavaScript語言，客戶端用了 jQuery、YUI3等

JavaScript，伺服器端使用的是 Node.js，達成了一種程式語言，兩個執行時間的

條件。確定系統框架與資料庫之後，最後使用盈餘預測系統來做為此實作之範例。 

關鍵字：協作雲、CouchDB、JavaScript、Node.js、離線儲存、盈餘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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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料同步一直是很重要的課題，如果資料庫裡面的資料無法正常的同步，會

造成怎樣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不論我更新了多少資料，下次又得從頭開始，

更遑論其他使用者能得到我的資料。早在 1981 年，Philip A.Bernstein與 Nathan 

Goodman就做過這樣的研究，如何在分散式的資料庫系統中達到同步控制的機制，

此研究設計了許多關於同步控制機制的演算法框架，來達到同步控制。 

而現今非常熱門的話題即雲端，強調 everything as a service，因此就出現

了新的困難點，如果加上雲端，那麼同步控制機制是不是又會更加困難，抑或是

可以達到什麼更高的層次呢？ 

隨著網路上面的資料量越來越大，在 2002年 Raymond K.Wong跟 Niocle Lam

認為使用者會想要查詢到之前版本的資料，因此提出針對 XML資料做的版本管理

系統，可以有效地管理及查詢到這些有意義的資料。此外，版本控制可以讓你電

腦系統維持最新的狀態，2010年一份研究由 Ruowen Wang 跟 Vasanth Bala提出

了一個新穎的工具叫做 Niiwa，他分析版本並儲存起來，並且使得程式在離線時能

夠繼續改寫，而此工具 Niiwa也實際應用在 IBM Research Compute Cloud(RC2)

上面。 

而近三年雲端的概念更是沸沸揚揚，在協作雲這個部分更是容易被提出來討

論，如何在雲端上面建立協作平台、平台如何管理以及資料如何同步都是非常困

難的問題，學校建立 e化平台不遺餘力，使用網路服務的技術來建立一個使用者

介面提供使用者整合以及溝通，所以 e化社群是一個高度協同合作的環境，不論

是 E-Learning Computational Cloud(eLC2)：Web Services Platform to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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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Collaboration(Sidhant Rajam , Ruth Cortez , Alexander Vazheninm , 

Subhash Bhalla，2010)或是 Private cloud for collaboration and e-learning 

services：from Iaas to Saas(Frank Doelitzscher , Anthony Sulistio , 

Christoph Reich , Hendrik kuijs , David Wolf，2010)都是強調建立一個協作

雲能達到怎樣的目的。然而，網路世界並不是無所不在的，總是會有斷線或是沒

有網路的時候，因此能夠離線作業也變得相當重要，如何離線工作並且能在上面

時同步也變成相當重要的議題。 

在這方面，現在廣泛應用的技術工具有 Google雲端硬碟以及 Dropbox。Google

雲端硬碟其實是很新穎的技術，結合了網路硬碟以及 Google文件，以往 Google

文件只能線上編輯，因此如何協作與同步就變成相當重要，2006年，Stijn Dekeyser

和 Richard Watson研究了 Google文件與其他協作軟體在學者撰寫文獻輔助軟體

的表現，點出其他軟體在同步版本的控制方面偏弱，因此 Google文件是比較好的

選擇，再之後，Google文件的使用率節節攀升。今年 Google文件結合網路硬碟，

Google推出雲端硬碟的服務，加入了離線儲存與作業的功能，使得 Google文件自

動與本機資源同步，也點出 Google重視離線儲存這個技術；另一方面，Dropbox

是早於 Google雲端硬碟的技術，Dropbox沒有華麗的介面，卻能在手機 App下載

排行高居不下，因為 Dropbox是推出離線儲存的先驅，建立 Dropbox帳號就會在

電腦裡面自動新增 Dropbox資料夾，往後本機資料與雲端資料會自動同步更新，

也可以設定某些檔案需要分享的對象為何。 

2010年 Hector Gonzalez 等人研究了一個以雲端為基礎資料管理與整合的服

務 Google Fusion，最重要的特點是他提供多個不同的使用者一起整合資料，創造

出協同合作的環境，使用者可以擁有私人的資料也可以分享給特定的使用者一起

協作，或是公開讓所有使用者從搜尋引擎裡面爬到。而 2011年 Meixing Le , 

Krishna Kant以及 Sushil Jajodia討論了在不同的雲端環境下要如何透過協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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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資料以及安全性相關的探討。 

基於以上理由，此研究主要是想要建立一個協作雲上面的實作應用，找到一

個完整個並行機制讓資料可以在不同的資料庫中同步，除了同步機制確認以外，

還能做到離線作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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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現況與目的 

在資料庫方面，此研究拿 CouchDB作為底層資料庫，因為 CouchDB特性很符

合這份研究，提供了很強大的備份機制、離線儲存以及上面同步等功能，其他更

詳盡內容將會在往後的章節做介紹。選定 CouchDB作為底層儲存的資料庫之後，

接下來便要決定客戶端以及伺服器端要使用哪種技術。 

(一) 研究現況 

在系統面主要遭遇一些困難，第一：前端介面複雜度高，很常碰到的情

況是前端直接呼叫後端系統，因此前端毫無架構可言，這樣會造成前端系統

維護成本高，維護不易；第二：前端後端程式語言不同，造成學習太過困難，

必須學習多種語言才能順利實作出系統，而且不同系統彼此之間溝通速度慢。

故本研究除了使用 CouchDB作為資料庫以外，還希望能針對以上幾點困難做

調整。 

(二) 目的與特色 

為了解決同步版本控制的問題，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基於協作雲的

機制下，實作出協作雲概念的系統，以盈餘預測系統為例，能達到離線儲存

上線同步並且定義出同步與協作機制，討論這個實作系統概念的可行性。研

究主要特色有三個。第一：為解決前端介面複雜度高，維護不易的問題，此

研究使用兩層式 MVC應用架構(2-level MVC application framework)，此架

構更嚴謹的定義前端介面，因此能更容易做前端介面的維護；第二：使用

JavaScript應用層框架(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這是一項技

術上新的突破，在客戶端與伺服器端皆使用 JavaScript語言，能達到純粹

JavaScript語言的環境，所以可以有效解決前後端程式語言不同的問題；最

後，本研究使用 CouchDB作為底層儲存資料庫，能順利達到離線儲存以及同

步的機制，系統與資料庫溝通也是透過 JavaScript，在前端的輸出可以更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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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三) 預期貢獻 

預期貢獻有五大方向，第一：本研究想要實作協作雲概念的系統；第二：：

因為 JavaScript應用層架構是新的技術，所以希望能做出 JavaScript應用

層架構的實作應用，不論在客戶端或是伺服器端都使用 JavaScript語言，並

且定義出明確的使用方法；第三：因為底層儲存資料庫使用的是 CouchDB，因

此希望能找出使用 JavaScript與 CouchDB互相連接的方式，並且針對關聯式

資料庫語文檔型資料庫的轉換機制作討論說明；第四，希望能完整說明

CouchDB的同步技術，如何利用 CouchDB做複製以及從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到

文件型資料庫(CouchDB)的轉換機制為何，明確定義出資料要如何重新設計；

最後：本研究提出兩層式架構解決前端複雜度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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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途徑 

決定系統使用 JavaScript應用框架、底層儲存使用 CouchDB之後，接著必須

決定要在此架構下建立什麼功能的系統當做實作範例。 

由於近年來投資理財已經成為許多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台灣的投

資市場中最活躍的係屬於股票市場。在股票市場中，所有人都想要當贏家沒有人

想要輸，但偏偏股票市場是一個極複雜的賽局，無法從中準確預估對手以及賽局

如何流動。如果所有投資者都是不知曉賽局情況，那麼做為進入賽局的參賽者來

說，這個行為跟賭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但如果部分參賽者了解些許賽局中情況，

形成資訊不對稱，那麼對於不知曉的一方來說勝算更是降低，更糟糕的情況可能

是不知情的參賽者甚至連其他參賽者知情與否也不可得，因此不論是新聞訊息或

是投資理財的部落格上常見到「95%的散戶會賠錢」這句話(散戶泛指參與投資理

財一般大眾)，這篇論文並不是要探討這個數據正確與否，只是在這句俗語底下有

個問題可以思考，就是該如何增加投資效益呢？ 

為了增加投資效益，方法之一了解更多賽局中的資訊，資訊獲得愈多獲勝機

率也就愈大。為了更加了解賽局中資訊，參考過去文獻，將影響股價的因素分成

技術面、基本面、籌碼面以及消息面。技術面是指反應變化的技術指標、走勢型

態以及 K線組合等；基本面則是從公司經營業績、營利能力和成長性著手；籌碼

面則是市場上主力進出場情況；而消息面是指新聞或是公司釋出利多利空消息

等。 

參考先前資料，本論文採用基本面分析。傳統上，股價與盈餘之關係是投資

人相當感興趣的問題，因為每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簡稱 EPS)是指公司普

通股在一會計期間所賺得之盈餘或發生的損失，每股盈餘常被用來當作評估公司

獲利能力的趨勢標準，因此在財務報表分析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而股價上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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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跌以代表了投資人對於公司前景看好與否，。再者，盈餘是公開且容易取得

的資訊，因此不只是投資人，這也是會計從業人員以及會計學者所關心的問題。

許多學者研究發現，在成熟的股票市場中，每股盈餘與普通股股價有著相當大程

度的關聯，基於以上理由，本研究以盈餘資料為基礎做為研究標的。 

簡銘宏(1990)的研究指出財務比率對於每股盈餘確實有預測能力，但因產業

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另外像是邱維正(1991)或是楊慧怡(2007)的研究也都指出產

業別對盈餘預測、本益比(股價／每股盈餘)都會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使用

本益比推測合理股價時也會根據產業別使用產業平均本益比。 

所以在 JavaScript應用框架之下，決定選定盈餘預測來當做此應用框架下的

實作範例，建立盈餘預測系統以及利用產業平均本益比來推測合理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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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論文架構 

本文共分為五章，其內容摘述如下： 

壹、緒論 

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現況與目的、研究途徑以及論文架構。 

貳、文獻探討 

從雲端運算、Collaboration Cloud、CouchDB、JavaScript應用框架以及盈

餘預測模型等五個方面進行文獻回顧。 

參、研究方法與架構 

說明資料來源、盈餘預測模型以及系統架構。 

肆、系統建置與研究結果 

說明系統實作需要的技術、需要定義的概念以及建置結果呈現。 

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根據實證結果提出本研究結論、限制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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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係本研究之論文架構。 

論文題目：在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下，使用盈餘預測方法以推測

合理股價──以台灣股市為例。 

 

圖 一 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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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本章從五個方面來進行文獻探討，分別是雲端運算、協作雲、CouchDB、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以及盈餘預測模型。前四個部分是系統概念

與架構，而盈餘預測模型則是主要功能。 

一、 雲端運算 

根據 NIST定義，雲端運算為使用無所不在、便利、隨需應變的網路，共享廣

大的運算資源，如網絡、伺服器、儲存、應用程式以及服務等，可透過最少的管

理工作及服務供應者互動，快速提供各項服務。 

雲端運算是一種模式，其依照需求能夠方便地存取網路上所提供的電腦資源， 

這些電腦資源包括網路、伺服器、儲存空間、應用程式、以及服務等可以快速地

被供應，同時減少管理的工作，可降低成本並提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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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NIST 美國國家標準局對雲端運算的定義圖 

雲端運算包含五大基本特徵(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及四個佈署模型

(Deployment Models)與三種服務模式(Service Model)。 

五項基本特徵分別為： 

(一) On-demand self-service： 

使用者可以依自己的需求直接於網路上取得所需之雲端服務，如網路硬

碟或者虛擬伺服器等等，而不需經過人工的機制。 

(二) Broad network access： 

使用者可以使用電腦、手機或者是更小的部件以標準的溝通機制透過網

路取得服務。 

(三) Resource Pooling： 

多人共享資源，如頻寬、儲存空間、運算資源以及記憶體。 

(四) Rapid elasticity： 

使用者能夠彈性且快速地重新佈署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五) Measured Service： 

服務是能夠被監控與測量其狀態的。 

四種佈署模型分別為： 

(一) Private Cloud： 

意旨企業自行建置雲端運算平台，其建置成本較為昂貴，但因為企業擁

有伺服器控管的權限，所以在安全性以及隱私上的防護較佳，大型企業通常

會建置企業本身的私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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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ublic Cloud： 

意旨建置於遠方租賃的伺服器或者是虛擬服務平台，甚至是服務本身，

使得企業不用去做資源或者是伺服器的控管，並且可以彈性的調整租用量。

但因為企業所有的資訊應用資料皆放置於遠端的公有雲上，因此在安全性與

隱私權的威脅相對來說較大。 

(三) Community Cloud： 

意旨多個組織間互相友善，合作建置共有的社群雲，使得組織間可以共

享其他組織所釋出的資源以及分攤雲端的維護費用。 

(四) Hybrid Cloud： 

將以上三種雲混和即為混和雲，是較為複雜的結構，會出現這種現象通

常為私有雲加公有雲。因為某些大型企業會有極大的資源處理需求，私有雲

的建置費用極其昂貴，因此會動態條用遠方的服務幫助其運算。 

而三種服務模式則分別為： 

(一)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也就是提供運算、儲存以及網路等基礎設備的服務，以提供內外部使用

者存取之用。為了幫助內部或外部使用者來存取使用，IaaS通常透過虛擬化

技術(Virtualization)來完成伺服器整合的基本作業。目前市面上的 IaaS以

Amazon EC2(Amazon Elastic Cloud 2), Google Compute Engine以及 IBM Smart 

Cloud最廣為人知。 

(二)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服務提供商提供運算平台給外部開發人員或者使用者，並提供整合的 API

以及相關的管理套件來方便開發人員來構建、開發以及佈署他們的系統，但

平台的管理成本相對較為昂貴。目前最有名的為 Google所推出的 Googl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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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GAE), Windows推出的 Azure以及 Amazon 的 S3。 

(三) Software as a Service： 

用戶向服務提供商租用雲端應用服務，使用者透過多種溝通協定對其所

租用的軟體進行操作或者取得運算結果。所有軟體的管理以及運轉皆由服務

提供商負責，對於使用者管理負擔以及成本的降低有不小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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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作雲相關討論 

(一) Concurrency Control  in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s 

 (Philip A. Bernstein and Nathan Goodman ,1981) 

同步一直是很重要的問題。在 1981年這篇論文中提到關於 concurrency 

control的方法，這份研究使用了很多的同步技術並且轉換成演算法來解決

concurrency control的問題，最後這份研究設計了關於 concurrency control

的演算法框架。 

(二) Managing and Querying Multi-Version XML Data with Update 

Logging(Raymond K.Wong and Nicole Lam , 2002) 

因為網路上面的資料量越來越大，因此需要控制管理這些資料就變成越

來越重要。作者認為使用者會想要查詢到之前版本的資料以及這些文件的變

動記錄，以及有效得查詢到某一特定的文件版本，這份研究提出了 XML的版

本管理系統，可以有效地管理及查詢到這些有意義的資料。 

(三) Extending Google Docs to Collaborate on Research Papers 

(Stijn Dekeyser and Richard Watson , 2006) 

學者在撰寫研究相關文獻的時候有許多軟體可以選擇，但是很少軟體可

以提供他們與其他人協同合作，像是同步版本的系統或是共同合作的系統在

當時使用情況還遠不急用電子信箱互相交換文件，主要原因出在系統可用性

以及協作環境存在衝突的問題。Google文件在這方面表現的非常好，特別是

學者想要與其他人協同合作一個共同的題目時。此研究比較了 google文件以

及其他解決方案發現用 google文件可以充分解決這些問題。 

(四) Google Fusion Tables: Data Management,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Cloud(Hector Gonzalez , Alon Halevy,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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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Jensen , Anno Langen , Jayant Madhavan , Rebecca Shapley and Warren 

Shen , 2010) 

Google Fusion是一個以雲端為基礎資料管理與整合的服務，讓大家上傳

表格式的資料,像是 spreadsheet,CSV等。最重要的特點是他提供多個不同的

使用者一起整合資料，創造出協同合作的環境，使用者可以擁有私人的資料 

也可以分享給特定的使用者一起協作，或是公開讓所有使用者從搜尋引擎裡

面爬到，這份研究主要是對 Fusion Table的使用做討論，討論這些協作者在

資料使用上面的細節，還有資料在系統中如何儲存。 

(五) Private cloud for collaboration and e-Learning services: from IaaS 

to SaaS(Frank Doelitzscher , Anthony Sulistio , Christoph Reich , 

Hendrik kuijs , David Wolf,2010) 

Hochschule Futwangen University(HFU)建立了一個私有雲基礎設施，

叫做 Cloud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CloudIA，CloudIA主要的目

標使用者是 HFU的教職員工與學生，以及讓外部的人進行協同合作的目的。

因此這份研究在介紹 HFU是如何建立這個私有雲，以及此私有雲是用怎樣的

模式讓這個數位平台能在整個大學的環境裡面達到協同合作的作用。 

(六) E-Learning Computational Cloud (eLC 2 ): Web Services Platform to 

Enhance Task Collaboration(Sidhant Rajam,Ruth Cortez,Alexander 

VazheninmSubhash Bhalla,2010) 

e化學習平台的建立是很仰賴雲端技術的。這是使用網路服務的技術建立

一個使用者介面提供使用者整合以及溝通，所以 e化社群是一個高度協同合

作的環境。此研究主要是要建立一個 e化學習的服務，來提升協同合作的效

率，透過建立這樣的平台，可以讓客戶透過雲端技術去分享資料以達到協作。 

(七) Always Up-to-date – Scalable Offline Patching of VM Images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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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 Cloud(Wu Zhou; Peng Ning; Xiaolan Zhang; Glenn Ammons; Ruowen 

Wang and Vasanth Bala , 2010) 

版本控制可以讓你電腦系統維持最新的狀態，這份研究主要是提出了一

個新穎的工具叫做 Niiwa，他分析版本並儲存起來，並且使得程式在離線時能

夠繼續改寫，而此工具 Niiwa也實際應用在 IBM Research Compute Cloud(RC2)

上面。 

(八) Cooperative Data Access in Multi-cloud Environments(Meixing Le, 

Krishna Kant, and Sushil Jajodia , 2011) 

這份研究討論在不同的雲端環境下，要怎麼透過協作來共享資料，像是

不同企業間擁有自己的資料，彼此共享但又存在某些規則不是完全公開分享，

這裡提出了使用權限規則去決定哪些企業可以得到哪些資料，以達到協作環

境同時又能確保資料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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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ouchDB  

CouchDB是近期新開發的資料庫技術，由 IBM 的 Damien Katz開發，開發者同

時也是 Lotus Notes的開發者之一，於 2005年初次發佈，而在 2008年成為 Apache

的專案。 

與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不同，CouchDB是以文件為基礎的資料庫。所謂文件型

資料庫，是只 CouchDB是以文件為儲存單位，因此不像關聯式資料庫一樣是有架

構的。在關聯式資料庫當中，每個數據表的字段都要定義為一種類型，像是 int、

char或是 datetime。但在 CouchDB裡面的字段只有三個：文件編號、文件版本號

以及內容，內容字段可以看成是一個 text檔案的文本，裡面可以隨意定義數據而

不用定義數據類型，但此數據必須要以 JSON格式儲存，也就是 key/value的格式，

但是在 value方面限制是自由的，可以是字串、陣列或是物件。CouchDB底層是

ERLANG語言，以 Restful API的格式提供服務，所以 CouchDB所有的讀寫能力都

可以通過簡單的 HTTP請求來實現，正因為採用那麼統一的服務接口，因此可以很

方便開發各種語言的個戶端，以方便不同開發者使用。 

在 CouchDB中，Database表示一個資料庫，每個 Database對應一個 Storage

以及多個 View Index(用來支持查詢以及儲存結果)。Database Storage中可以儲

存任意的 Document，用戶可以在 Database中自定義 View，方便對資料庫進行查

詢，View是使用 JavaScript進行定義，定義好的相關函數保存在 design document

中，而 View對應的具體數據則是存在 View Index文件中，我們可以透過上述所

說的 HTTP API請求 Database，Document，View，可以進行簡單的 Query以及其他

各種系統相關的信息。CouchDB的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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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CouchDB 架構圖 

而底層儲存結構是由 Header和 Body組成。以下是關於 Header與 Body的規

則與特性。Header包含兩個完全相同的 Header信息，每個 Header的 Size為 2048KB；

Header中前四字節為 magic code：$g、$m、$k、0；隨後為 Header的 payload，

通過 term_to_binary(db_header_record)產生；接下來是填充空格；最後是 16字

節的摘要信息(md5產生)；Header總長度為：單個 Header*2 =  2048KB。而 Body

是由兩個 B+Tree組成，其中一個 B+Tree根據文件編號進行組織，另一個 B+Tree以

seqnum(CouchDB內部使用的序號，用來只是最新版本的文檔)為 key。

fulldocinfo_by_id_btree使用文件編號作為 key，常用來根據文件編號來查找對

應的文件，fulldocinfo中包含對應文件的所有版本信息，通過這些信息，我們可

以獲取指定版本的文件；而 docinfo_by_seq_btree是使用 seq作為 key，當文件

被更新時，對應的 seq會增加。具體的文件數據(JSON格式)，以及 B+Tree混合儲

存與這個文件之中。通過 B+Tree，我們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指定的文件。整個 Storage 

File結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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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底層儲存結構圖 

所有的更新操作(包括文件的創建，修改和刪除)都是以在 Couch文件尾部追

加的方式(即 Append方式)進行。我們進行更新時，首先複製原有的數據信息(僅

僅針對修改，如果是創建那麼就沒有複製可言了)，隨後將其追加到文件的結尾，

這個時候就激發 B+Tree從 leaf 到 root的更新過程，更新的 Node信息也是採用

Append的方式寫入到文件的結尾，到達根節點時，我們將根節點信息寫入到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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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樣一次更新操作涉及 1次數據寫入，以及 LogN次節點更新，所以其複雜度

為 O(logN)。  

CouchDB具有以下特性，在此提出來加以說明： 

(一) 底層使用 Erlang 編寫 

Erlang主要應用在電信業者，像是北電網路、T-Mobile等都會用 ERLANG

開發分散式系統，以達到共時(Concurrent)與容錯(Fault-Torrent)的能力，

除了共時與容錯，現在多核心與超執行緒(HT)的處理器環境，也提供 ERLANG

語言相當好的發揮環境。而 Erlang最主要的特色是平行導向程式設計，強調

多程序平行運行，並且以訊息對彼此溝通。我們可以想像如果系統要向發一

萬筆資料給不同的人，我們可能可以從第一筆發到第一萬筆，但是第一萬個

人收到的時間與第一個人收到的時間間隔可能相隔十分鐘，如果使用 Erlnag

就可以輕鬆將一萬筆資料同時送出，這一萬個聯絡人也會幾乎同時收到這些

資料。如果在發送的過程中有發生錯誤，這些節點也會回傳錯誤訊息請求重

發。當然 Erlang還有其他特點，但最主要的可以歸為三點：共時(Concurrency)、

訊息基礎(Massage Based)與分散式(Distributed)，那麼用 Erlang開發系統

的好處有以下幾點，第一：寫出來的程式，移轉到多核心的環境中執行，速

度會自然變快(甚至有可能達到線性加速，n個核心就提昇 n倍)；第二：可以

寫出容錯的系統，電腦當機之後會重新啟動；第三：寫出來的程式不可思議

地精簡。 

(二) 資料庫 CAP 特性 

資料庫有 CAP三個特性，分別是資料一致性(Consistent)、可用性

(Availability)以及分區容錯性(Partition Tolerance)。一致性是指所有客

戶端看到的資料皆是一致的，亦即多台主機間，任何時間點，同一筆資料的

一致性；而可用性指的是任何時間點資料都可以讀寫；分區容錯性則是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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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間出現斷層的容忍性，也就是主機間可不可以有一段時間不能相連(例如網

路斷線)。而理論上無法同時兼顧 CAP這三種特性，如果系統成長到不是一個

資料庫可以負擔所有資料的情形，通常會增加更多主機來擴充資料庫，因此

分區容錯性在大量資料的使用上更為重要，所以 NoSQL資料庫通常會選擇 CP

或 AP這兩種特性來設計。但不管選擇何種特性，最重要的還是主機間能夠同

步，當你在這台主機寫了一筆資料，而此筆資料要如何與其他主機間同步便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多數 NoSQL資料庫選擇的是 CP的設計，像是 CouchDB也

是滿足 CP兩個條件，CouchDB談的資料一致性與關聯式資料庫的意義不同。

CouchDB會採取最終一致性(Eventually Consistency)，也就是代表資料遲早

會一致的作法，因為 CouchDB的分散式設計會將資料分散複製到不同節點中，

每個節點各自也能異動資料，然後再彼此同步。同步過程就會有時間落差，

若同時讀取不同節點上的資料，會發生資料不一致的情況。 

以下是 CAP理論圖：

 

圖 五 CAP 理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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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版本同步控制 Multi-Version Concurrency Control(MVCC) 

在關聯式資料庫中，一個表格就是一個資料結構，如果想要更新一個欄

位，那麼就必須保證沒有其他使用者正在更新資料，也沒有人可以在資料更

新完成前讀取資料，所以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鎖定資料庫。如果有多個使用

者都想要讀寫資料庫，第一個進入資料庫的使用者就會鎖定資料庫，那麼其

他使用者就必須等待，直到第一個使用者使用結束，才輪到下個使用者，以

此類推。因此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會花很多時間浪費在等待進入資料庫的時

間。而 CouchDB的特性之依舊是 MVCC，在 CAP 理論中，CouchDB滿足了 AP，

其中可用性(Availability)是指隨時都能讀寫資料庫，也就是 CouchDB讀寫

均不鎖定資料庫(Non-Blocking I/O)。 

下圖為傳統資料庫與 CouchDB在讀寫方面之比較： 

 

圖 六 傳統資料庫與 CouchDB 在讀寫方面的比較圖 

所有 CouchDB的文件都會有版本號，如果你更新一個文件，其實是在下

一個版本號中做所有的更新，而舊版本的資料還是會全部保留。那麼 CouchDB

是如何做到讀寫不鎖定資料庫還是保持正常運作呢？在做任何更新之前，都

會先取得文件的版本號，接著在寫入時檢查目前文件版本號是否與取出時相

同，如果相同則代表從取出文件修改至寫入的過程中，文件並沒有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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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便可以寫入；但如果寫入時文件版本號超過讀出時的版本號，則代表文

件在取出更改的過程中被更新到其他版本，這時 CouchDB就會發出衝突通知，

告知使用者衝突的發生。 

 

圖 七 版本與衝突範例 

以上圖為例，USER1與 USER2都對 bob這個資料庫下指令取得版本號為

1-aaa，而後 USER1與 USER2按照先後順序分別寫入資料，USER1寫入資料時

順利寫入，但是 USER2寫入時版本已經由於剛剛 USER1的寫入所以更新為

2-bbb，因次發生衝突更新失敗。 

(四) 以文件為儲存基礎 

如上述所說，CouchDB的資料結構與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是不同的。

CouchDB是以文件為儲存單位，文件內容為 JSON格式的 key/value鍵對，而

文件內容的值可以是字串、數值或是日期格式，這些都是不受限制的，甚至

可以是陣列或是物件。與關聯式資料庫最大的不同是數據之間彼此沒有關連

性，因此也沒有關聯式資料庫中 join的觀念。而最重要的每個文件都有自己

獨特的文件編號，以方便讀取或是更新資料。 

(五) 用戶自定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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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chDB使用 View來做自定義查詢，使用的是 MapReduce來計算結果，

關於 MapReduce先在以下做簡單的介紹。 

關於 MapReduce： 

MapReduce是一個分散式的運算架構，讓開發者可以撰寫程式利用大

量的資源做分散式運算，得以處理相大龐大的資料量。圖三為 MapReduce

運作機制。 

 

圖 八 MapReduce 運作機制 

見圖三，MapReduce運作可以分成兩個部分，Map和 Reduce，大量的

資料在運算開始的時候，會被系統轉換成一組組(key,value)的序對並做

Spitting的工作，接下來分別傳給不同的 Mapper做 Mapping的動作，

Mapper處理完成之後也要將運算結果整理成一組組(key,value)的序對，

最後經由 Reducer做 Reducing的動作，整合所有 Mapping的結果，最後

才能將整體的結果輸出。 

CouchDB的儲存核心是很強的 B+Tree儲存結構，B+Tree儲存架構提供很

優秀的資料搜尋、更新以及刪除的功能。下圖是 CouchDB使用 B+Tree儲存資

料、文件以及 View，可以從中看出對資料庫發出一個請求並且透過 startkey

和 endkey建立搜尋條件之後，CouchDB是如何利用 B+Tree找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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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View 請求關係圖 

通過用戶自定義 View，我們可以匯集，統計數據，採用一個類似

Map/Reduce的過程。這裡的 Map將原始的 Document進行映射處理，Reduce

將 Map的中間結果進行重新歸併統計，總而生成最終結果。這裡和並行計算

中的 Map/Reduce有些不同。CouchDB 的 View 針對每個 Database，但是其與

Database關聯性不是很大，View是一些用戶自定義函數，處理從數據庫的

Document輸入，產生中間數據（如果沒有 reduce過程則為最終數據），然後

再通過 Reduce處理中間輸出，產生最終結果。 

CouchDB內部使用 JavaScript作

為 View的編寫語言，之所以採用

JavaScript，是和 CouchDB面向 Web

開發相關的。 View中包含兩個函數， 圖 十 MapReduce 使用範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6 
 

map與 reduce，圖十是兩個函數的基本用法。Doc是我們數據酷對應的文件，

因為我們採用 JSON格式儲存數據，所以文件再 JavaScript中轉化為物件。

Emit(null , doc)用來生成 map的中間結果，其中第一個參數 null表示結果

的 key，第二個參數為結果的 value。 

(六) Restful API 

CouchDB所有的讀寫能力都可以通過簡單的調用他的 HTTP請求來實現。

正因為採用那麼一種統一且簡潔的服務接口，可以很方便地開發各種語言的

客戶端，像是 C#、Futon、Java、Perl、PHP、Python、Ruby或是 JavaScript

以及 Node.js跟 ExtJS等都有提供支援，方便不同程序員使用。 

Restful API使用 HTTP的方法 POST，GET，PUT以及 DELETE來做基本的

CRUD(Create , Read , Update , Delete)操作。 

(七) 內建備份機制 

對於大多數資料庫來說，維持資料庫的一致性在單一的資料庫是相對簡

單地；真正困難地是如果維持多個資料庫間的一致性。如果今天客戶對資料

庫 A做了操作，要如何同步到資料庫 B、資料庫 C或是資料庫 D呢？ 

而 CouchDB不用擔心同步的問題，因為 CouchDB有內建備份機制，在不

同資料庫之間存在著最終一致性，也就是資料遲早會同步。因此根據 CouchDB

的備份機制，就可以輕鬆將兩台甚至多台資料庫的資料同步。在備份之後，

每個資料庫還是可以獨力作業。而此備份機制也支援離線作業，多台主機如

果互相連接，只要連上線後資料便會自動同步。 

下圖是 CouchDB增量複製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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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一 增量複製示意圖 

在多個資料庫同步的環境中，一旦文件被更新，其他資料庫的文件也會

一同被更新，如果多個不同資料庫裡的同一個文件被更新，那麼更新機制便

會參照前面 MVCC所述，以取得之版本與寫入之版本做比較，最先寫入的會取

得寫入權，並且自動同步至其他資料庫，而後寫入的則會發生衝突。其他複

製機制將在第四章做更詳盡的討論。 

同樣是 NoSQL，CouchDB很容易被拿來跟 MongoDB與 Cassandra做比較，因為

當中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也有許多不同之處，以下先對 MongoDB與 Cassandra

做簡單介紹。 

MongoDB是一個基於分佈式文件儲存的數據庫開源項目。由 C++語言編寫。旨

在為 Web應用提供可護展的高性能數據儲存解決方案。他的特點式高性能、易部

屬、容易使用以及儲存數據非常方便。主要特性有以下幾點：面向集合儲存，容

易儲存對象類型的數據，所謂面向集合(Collection-Oriented)，意思是數據被分

組儲存在數據集中，稱為一個集合。每個集合在數據庫中都有一個唯一的標識名，

並且可以包含無限數目的文檔。集合的概念類似關聯式資料庫裡面的表，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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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不需要定義任何模式(Schema)；模式自由(Schema-free)，意味著對於儲存

在 MongoDB數據庫中的文件，我們不需要知道他的任何結構定義；支持動態查詢；

支持複製與故障恢復；使用高效的二進制數據儲存，包含大型對象(如視頻等)；

自動處理碎片，以支持雲端計算層次的擴展性；支持 Ruby、Python，Java，C++、

PHP等多種語言；文件儲存格式為 BSON(一種 JSON的擴展)；可通過網絡訪問。 

Cassandra是基於 Java的分佈式鍵值資料庫。他不像 MySQL包含 JOIN操作，

他幫你處理分佈式資料。你可以考慮整個 cluster是一個很大的 hash table。所

有的容錯翰資料分割都是由 cassandra自己處理。他提供了增量的可擴展性(這意

味著你可以增加新的機器來容納更多的處理)。Cassandra還支持 Column功能，使

他比純粹鍵值的資料庫更方便。在 Cassanddra中，他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四、五維

的 hash table。從上而下層次結構如下圖所示： 

 

圖 十二 Cassandra 資料結構圖 

Cassandra使用 consistent hash來做 key partition。每個節點在 Cassandra 

cluster中將在 ring中選取一個 token(0 < token <2
32
)。所以每個節點都會在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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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一個相對應的位置，當新的 key輸入時，他將使用 MD5 hash，找到在 ring

裡面的下一個節點。資料將被儲存在相對應的節點。 

 以下是 CouchDB、MongoDB與 Cassandra的比較表： 

 CouchDB MongoDB Cassandra 

編寫語言 Erlang C++ Java 

主要特點 資料庫一致性 

版本控制機制 

保留一些友善的 SQL

屬性 

三者之中績效最好 

許可 Apache Apache Apache 

協定 HTTP/Restful API Custom (BSON) Custom (Thrift) 

優點 有大量數據，但更新

量不大，需要預先定

義查詢 

動態查詢、方便數據

經常更動，定義索引

而非 MapReduce 

大量數據、所有系統

裡的元件都是用 Java

寫成 

舉例 CRM、CMS系統，主機

與主機的複製機制 

大部分想要用 MySQL

當資料庫的情形 

銀行、財務產業的系

統，寫入速度大於讀

取 

表 一 CouchDB、MongoDB 與 Cassandra 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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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 介紹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是一個網路應用框架，結合了多項技術

而形成整體框架，像是 CSS3、JavaScript、HTML5、Node.js、YQL、YUI，而此應

用框架有下列幾點特色：第一：它在客戶端及伺服器端皆 p使用 JavaScript，以

往 JavaScript只能在客戶端運作，而伺服器端往往需要使用 PHP或是 JSP等其他

語言；第二：整個運作環境是純粹的 JavaScript，不再需要不同語言之間的溝通；

第三：它是一個程式語言，兩個執行期(Runtime)，分別在客戶端與伺服器端各跑

一次。以下分別針對 JavaScript應用架構、YUI以及 Node.js做進一步說明。 

(一) JavaScript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圖 十三 JavaScript 應用架構 

上圖六為 JavaScript的應用架構，主要分成 Module、SandBox、

Application Core以及 Base Library這四個部分。 

Module最重要的特性是每個Module在整個網路應用架構下都是獨立的，

而網路應用模組是包含 HTML、CSS以及 JavaScript，Module 具有以下特色：

每個 Module彼此沒有關係；Module不能直接使用其他 Module；不能創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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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變數；所有操作都是透過 SandBox；不能在 Box之外操作 DOM物件。Module

主要功能就是創造有意義的使用者經驗，像是天氣的 Module就是在告知使用

者天氣狀況而股票的 Module就是提供使用者股票市場相關訊息。 

Sandbox主要特點有三個，第一是一致性，他必須建立 Module標準的呼

叫格式，以提供 Module對 Sandbox使用的方法；第二是安全性，所有 Module

運用全部都要通過 Sandbox，不得互相呼叫也不得沒透過 Sandbox直接使用；

最後是溝通性，Sandbox是 Module之間要互相溝通的重要角色，正因為 Module

之間不能直接互相呼叫，因此更需要透過 Sandbox來達到互相溝通的效果。 

Application core就是一個應用層的控制者，這個部分必須告訴 Module

何時必須初始，何時必須終止。此層主要的特點有四個，第一個是管理 Module

的生命週期，如同上述，必須告訴 Module何時初始以及終止；第二個部分是

讓 Module之間可以互相溝通，與上面 Sandbox 不同的是，Sandbox是 Module

呼叫與使用的管道，而真正的管理是由 Application core控制；第三點是一

般的錯誤處理；第四點是此層必須是可以擴充的，不管是在錯誤處理、Ajax

通訊、新的 Module建立、一般使用等等，都是要可以繼續擴張的。 

最後 Base Library提供了基本的運作，在一般使用上有幾個目的，可以

轉換 XML、JSON等格式、還有對物件的操作、對 DOM的控制以及 Ajax的通訊。 

只有 Base Library知道現在的運行環境是哪個瀏覽器，其他部分不需要

知道，而只有 Application core知道是哪個 Base Library被使用，只有

Sandbox知道是哪個 Application core在使用，但 Module只知道 Sandbox的

存在，其他的東西 Module全然不知，這就是整個 JavaScript的運作架構。

好處就是不同的應用都可以建立在這個框架下，在這個定義嚴謹的架構下每

個部分是分開獨立的，不管是管理或是維護上都可以達到更高效率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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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UI 

YUI是 Yahoo!的使用者介面資料庫(Yahoo! User Interface Library)，

是一個包含了 JavaScript以及 CSS的框架，YUI的特色是可以跨瀏覽器支援，

不像有些前端語言需要針對不同瀏覽器寫不同的語法，而 YUI主要的功能有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的操作，發送 Ajax的請求，建立許多類型的套

件等。而且因為 Dav Glass的開發，目前已經可以使用 YUI在伺服器端的

Node.js執行了。 

(三) jQuery 

jQuery是一套跨瀏覽器的 JavaScript函式庫，強化 HTML與 JavaScript

之間的操作。由 John Resig在 2006年 1月的 BarCamp NYC上釋出第一個版

本。目前全球有 28%的網站使用 jQuery，是目前最受歡迎的 JavaScript函式

庫。jQuery免費且為開放原始碼，使用 GPL和 MIT許可證雙協議[3]。jQuery

的語法設計使得許多操作變容易，如操作文件（document）、選擇 DOM 元素、

動畫效果、事件處理、發展 Ajax以及其他功能，用 jQuery撰寫可以輕量化

程式碼，將原本需要寫到 50行的程式碼用 10 行處理完。除此之外，jQuery

提供 API讓開發者將自己所寫的功能融入 jQuery內。jQuery有以下特點：跨

瀏覽器的 DOM選擇、事件驅動、CSS操控、特效及動畫、Ajax、延伸性以及輕

量級等。 

(四) Node.js 

Node.js是 Ryan Dahl於 2009年所創造的框架，建立在 Chrome瀏覽器的

JavaScript引擎上，此引擎的名稱為 V8，受益於 V8的即時(Just In Time)

編譯功能，Node.js應用的運行速度幾乎可以與本機比擬，對比之下，Node.j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0%8F%E8%A6%BD%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JavaScript
http://zh.wikipedia.org/wiki/JavaScript
http://zh.wikipedia.org/wiki/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sig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E5%B9%B41%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6%94%BE%E6%BA%90%E4%BB%A3%E7%A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GNU%E9%80%9A%E7%94%A8%E5%85%AC%E5%85%B1%E8%AE%B8%E5%8F%AF%E8%AF%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T%E8%AE%B8%E5%8F%AF%E8%AF%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JQuery#cite_note-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4%BB%B6%E7%89%A9%E4%BB%B6%E6%A8%A1%E5%9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Ajax
http://zh.wikipedia.org/wiki/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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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 PHP以及 Ruby快上許多，相較於 YUI是在瀏覽器端執行，Node.js則是

在伺服器端執行。Node.js有以下幾點特色：非同步的 I/O、模組為基底的系

統、建立於 HTTP伺服器的函式庫以及事件驅動的特性。非同步的 I/O是指在

程式底下的函式必須立即回傳值，以此達到更高效率；模組化的系統是指

Node.js是在需要的時候才將要用到的模組載入，這讓 Node.js的程式碼相較

之下比較輕量化；而且也擁有內建的 HTTP伺服器端的函式庫；最後事件驅動

的特性與傳統的執行緒驅動的作法不同，相較於執行緒驅動會耗費大量的記

憶體，事件驅動的方法是可以耗費較少資源，缺點是互動性比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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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盈餘預測模型 

根據張嘉玲(2007)的文獻，可將盈餘預測模型劃分與歸類。盈餘預測資訊的

來源，按照使用者不同可以分為時間序列模型以及分析師盈餘預測模型。按照是

否針對盈餘進行拆解又可劃分成盈餘彙總數字為基礎的盈餘預測模型以及以盈餘

組成要素為基礎的盈餘預測模型，而後者按照拆解方式又可分為盈餘功能性解構

的盈餘預測模型以及資金基礎解構的盈餘預測模型(洪慧娟，2002)。除了以盈餘

為基礎的盈餘預測模型以外還有以成本習性為基礎所解構的盈餘預測模型，像是

Banker and Chen(2006)以成本變動性與成本僵固性等成本習性所提出的 CVCS模

型。各個盈餘預測模型按照上述分類彙整成圖七。 

 

圖 十四 盈餘預測模型之劃分與歸類 

以下，引用相關文獻對上圖時間序列模型中各個盈餘預測模型作更深入的解

釋。 

(一) ROE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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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模型屬於以盈餘彙總數字為基礎的傳統盈餘預測模型，Ruland(1978)

曾述及，盈餘預測資訊之使用者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盈餘預測模型以形成對

企業未來盈餘之預期，而在選擇盈餘預測模型時，經驗豐富、判斷準確與成

本較高之盈餘預測模型較容易受到資訊使用者之青睞。因此僅以企業過去盈

餘為基礎所建構之盈餘預測模型，如 ROE模型，所預測之企業未來盈餘，理

論上並不應該視為市場對企業未來盈餘預期之替代變數。然而，Ruland(1978)

強調，以企業過去盈餘為基礎所建構之盈餘預測模型實為判定特定盈餘預測

模型是否具有盈餘預測能力之最低門檻。 

(二) OPINC 模型 

OPINC模型屬於盈餘功能性解構之傳統盈餘預測模型，Fairfield et 

al.(1996)以 1973年至 1986年每七年為一樣本期間，建立以盈餘彙總數字為

基礎之盈餘預測模型與盈餘功能性解構之盈餘預測模型，據以預測 1981年至

1988年平減後稅後淨利(bottom-line ROE)，實證結果顯示：將盈餘彙總數字

拆解成平減後營業損益、平減後營業外純益、平減後特殊項目與平減後非重

複發生項目，將使估計錯誤數絕對值之平均數從 0.2958下降至 0.2735，換言

之，相較於以盈餘彙總數字為基礎之盈餘預測模型，盈餘功能性解構之盈餘

預測模型具有較高之盈餘預測能力。 

(三) CASHFLOW 模型 

CASHFLOW模型屬於資金基礎解構之傳統盈餘預測模型，Sloan(1996)以

1962年至 1991年為樣本期間，將盈餘拆解成應計數與現金流量，以探討應計

數與現金流量之盈餘預測能力。實證結果顯示：現金流量與應計數之迴歸係

數皆顯著異於零，換言之、現金流量與應計數在盈餘預測上皆具有解釋能力。 

Banker and Chen(2006)以 1988年至 2001年每四年為一樣本期間，建立

以盈餘彙總數字為基礎之盈餘預測模型與資金基礎解構之盈餘預測模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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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測 1992年至 2002年平減後營業部門淨利。實證結果顯示：將盈餘彙總

數字拆解成應計數與現金流量，將使估計錯誤數絕對值之平均數從

0.1427(0.1215)下降至 0.1420(0.1206)，換言之、相較於以盈餘彙總數字為

基礎的盈餘預測模型，資金基礎解構的盈餘預測模型皆具有較高之盈餘預測

能力。 

(四) CVCS 模型 

Banker and Chen(2006)以理論推導之方式，利用成本變動性與成本僵固

性等成本習性建構 CVCS模型，並從實證的角度，探討 CVCS模型盈餘預測之

盈餘預測能力。實證結果顯示：不論相較於以盈餘彙總數字為基礎之 ROE模

型、盈餘功能性解構之 OPINC模型或是資金基礎解構之 CASHFLOW模型，CVCS

模型皆具有較高之盈餘預測準確度與較豐富之資訊內涵，換言之，CVCS模型

在理論上與實證上皆具有一定程度之合理性。 

(五) 多變數迴歸模型 

此模型之變數為先前文獻中提出，楊慧怡(2001)以各公司的財務比率為

資料來探討其與公司每股盈餘之間的關連性。為了提高其解釋能力，楊慧怡

(2001)檢視各財務比率與每股盈餘之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再以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對財務比率的分類，對同一財

務屬性選出與每股盈餘相關係數高且具有意義的財務比率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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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 資料蒐集整理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蒐集台灣 2001年~2011年上

市公司的財務資料。 

資料處理的部份，由於不同產業本益比相差甚鉅，而且產業平均 EPS也不盡

相同，因此將資料按照 TEJ產業別分類，分別有水泥工業、食品工業、塑膠工業、

紡織工業、電機機械、電器電纜、化學生技醫療、玻璃陶瓷、造紙工業、鋼鐵工

業、橡膠工業、汽車工業、電子工業、建材營造、航運、觀光、金融保險、貿易

百貨、證券、投資信託、油電燃氣、綜合等 22個產業。 

二、 盈餘預測模型 

(一) 盈餘預測模型 

1. ROE 模型(以盈餘彙總數字為基礎之盈餘預測模型) 

ROEt = ϒa0+ ϒa1ROEt-1+Ԑat 

ROEt：t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盈餘； 

ROE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盈餘；  

2. OPINC 模型(盈餘功能性解構之盈餘預測模型) 

ROEt = ϒb0+ϒb1OPINCt-1+ϒb2NOPTAXt-1+ϒb3SPECIALt-1+Ԑbt 

ROEt：t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盈餘； 

OPINC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營業損益； 

NOPTAX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營業外純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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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平減後特殊項目； 

3. CASHFLOW 模型(資金基礎解構之盈餘預測模型) 

ROEt = ϒc0+ϒc1CFOt-1+ϒc2ACCRUALt-1+Ԑct 

ROEt：t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盈餘； 

CFO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CCRUAL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應計數； 

4. CVCS 模型(以成本習性為基礎) 

ROEt = ϒd0+ϒd1‧Dt+ϒd2‧ROE t-1+ϒd3‧St-1+ϒd4‧St-1‧Dt+Ԑdt  

ROEt：t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盈餘；  

ROE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盈餘； 

Dt：t年銷貨收入減少與否之虛擬變數，減少時為 1，否則為 0； 

St-1：t-1年期初股東權益帳面價值平減後銷貨收入淨額； 

5. 多變數迴歸模型(選取財務屬性相同、相關係數高之財務比率) 

根據楊慧怡(2001)文獻中選用之七個財務比率為自變數。 

應變數：每股盈餘； 

自變數：營業費用率、現金流量比率、負債比率、流動比率、營收成長

率、營業利率成長率、營業利益率； 

迴歸模型為通用表示式：Y = α+β0X0+ β1X1+…+ β7X7+Ԑ 

Y：應變數； 

Xi：自變數； 

α, β：迴歸估計係數；  

Ԑ：誤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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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數定義 

1. 平減後盈餘(ROE)【T3920/T2000】 

2. 平減後營業損益(OPINC)【(T3925-T3300-T3510)/T2000】 

3. 平減後營業外純益(NOPTAX) 

   【(T3400-T3500+T3510-T3447-T3489+T3547+T3590-T3910)/T2000】 

4. 平減後特殊項目(SPECIAL)【(T3434+T3489-T3547-T3590)/T2000】 

5. 平減後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CFO)【T7210/T2000】 

6. 平減後應計數(ACCRUAL)【(T3920-T7210)/T2000】 

7. t年銷貨收入減少與否之虛擬變數(Dt) 

8. 平減後銷貨收入淨額(S)【T3100/T2000】 

以下將各研究變數與其相對應資料來源，彙整成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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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本研究使用之變數與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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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架構 

(一) 傳統 MVC 應用框架 

 

圖 十五 傳統 MVC 應用框架 

在傳統框架中使用者的請求經由 View傳至 Controller，由 Controller

改變 Model狀態，接著再通知 View，最後由 View回應給使用者。View的主

要功能為前端使用者介面的呈現；Controller是負責轉發請求，對請求進行

處理；而 Model是包含邏輯運算、演算法、數據管理和資料庫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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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level MVC 應用框架 

 

圖 十六 2-level MVC 應用框架 

相對於原本傳統 MVC架構，2-level MVC應用框架(兩層式 MVC應用框架)

是在傳統 MVC的 View裡面在放一層 MVC，如圖九所示，此層 MVC稱為 Frontend 

MVC。 

Frontend MVC的組成為 View、ViewController以及 View Model，使用

者在介面操作送出請求，會把請求交給 ViewController，而 ViewController

會連結一組 View Model，此 View Model包含一組 Event Map以及一個 Model 

List裡面的 Model，因此 ViewController會在 Event Map裡面登記許多 Event 

Handler並且對應至該 Model。在整個 Frontend MVC裡面會有多個 View 

Controller並對應至多組 Model，這麼做的好處是在客戶端的程式架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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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更清楚，並且把前端程式對於 DOM的操作用完整的架構儲存起來。 

前端架構使用 Frontend MVC的架構，接著就能將狀態移轉圖(來自使用

者案例)轉換成 Frontend MVC的標準訂定出來，利用 ViewController對 DOM

的操作能力以及事件處理和模型登記來對應狀態移轉圖中的狀態。詳細轉換

標準會在下個章節中呈現。 

 

(三) 系統架構 

圖十為建立在 2-level應用框架、JavaScript 應用框架與 Hadoop架構下

之系統架構。

 

 

圖 十七 系統架構 

由系統架構可以看出，使用者送出公司資訊後，會進入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JavaScript應用框架)，在此框架中客戶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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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架構以及 YUI3、jQuery來處理，伺服器端有 JavsScript 

Controller透過 Node.js來運作，JavaScript Controller有兩個組成單元，

稱作 DB單元以及 BO單元，DB單元透過 Node.js的模組 cradle來跟 CouchDB

做連接，此模組是專門為了 Node.js連接 CouchDB而開發的，另外 BO單元負

責處理商業邏輯的部份，像是迴歸分析、盈餘預測以及推測合理股價。因此

前端接收到公司資料之後，先把公司資料傳進資料庫中取得相對應的公司會

計科目資料，再將許多年度的會計科目經由 BO 單元做迴歸分析，分析完之後

將盈餘與股價資料回傳至使用者介面，除了一般傳統電腦的使用者介面以外，

還可基於 JavaScript應用框架將資料在伺服器端執行完成之後以 HTML形式

回傳至前端，如此還能將資料輸出至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等運算功能較

差之雲端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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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建置與研究結果 

一、 系統實作與建置 

(一) 客戶端 

在客戶端方面，採用了網頁設計基本的 HTML 與 CSS Style做為使用者介

面的排版，功能方面加入了 jQuery與 YUI3兩種語言來撰寫。公司搜尋條件

使用了 jQuery中的 autocomplete，最後資料呈現在畫面上則使用 YUI3來當

作填寫工具。 

(二) 伺服器端 

在伺服器端採用了 Node.js當作開發工具，使用的是純粹的 JavaScript

語言。在系統裡面會用到以下功能，index 為 Node.js驅動的 js檔案，server

主要功能是開啟伺服器端網頁，router為接收 URL所傳入之參數，另外還有

requestHandlers是前端主要呈現的模組，使用者介面以及執行函數接在這個

模組裡面執行。 

前面有介紹過，Node.js是以模組為基底的，因此模組的建置與使用就變

得相當重要，這裡提出本系統的其中一個模組當範例來說明如何建立與運用

模組，首先建立一個 requestHandlers的 js 檔，由下圖所示能看到此 js檔

案中包含兩個函數，start與 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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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八 模組中 start 函數 

 

圖 十九 模組中 upload 函數 

函數內容不是本研究重點，重點是在 requestHandlers這個模組中建立

此二函數之後，要如何讓這個模組與其函數成為真正的模組讓其他 js檔使用

呢？就是利用 export，利用 export將函數匯出即可，要將 requestHandlers

的 start與 upload函數匯出即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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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 利用 export 匯出模組函數範例圖 

只需要短短一行：exports.函數名稱 = 函數名稱，即可將函數匯出，此

模組與其函數此時已經可以供其他 js檔使用。接下來介紹如何使用模組，使

用 require函數將模組路徑即名稱以參數方式丟入可以引用，如果是 Node.js

內建模組則只需要名稱不需路徑，以下圖為例子說明： 

 

圖 二十一 模組引用說明範例圖 

依上圖所示，上圖為 index首頁的模組引用範例，從圖中可以看出 index

頁面裡用 require函數引用五個模組，分別是 http、url、server、router

以及 requestHandlers，前兩個 http以及 url 是 Node.js內建模組，因此參

數不需要加上路徑即可成功引用，而後面三個 server、router與

requestHandlers是內建模組，在引用內建模組是必須要有路徑位置與模組名

稱，路徑位置可以是絕對位置也可以是相對位置。從上圖中成功引用五個模

組，在與前面範例介紹的 requestHandlers結合說明，接下來只需要下指令

requestHandlers.start()就可以執行 requestHandlers中剛剛建立的 start

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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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庫端 

因為 CouchDB的特色有內建備份機制，支援離線儲存與線上同步以及文

件為儲存基礎等特性，所以這個小節主要是針對 CouchDB的這兩個特色做討

論。 

1. CouchDB 同步機制 

在講解同步機制前，先放上 CouchDB簡易結構圖如下： 

 

圖 二十二 CouchDB 簡易結構圖 

簡易結構圖如上，我們可以看到 CouchDB是可以存取許多個資料庫，

也就是 CouchDB是多個資料庫所組成的。而一個資料庫 A是由若干個文

件(Document)所組成，一個資料庫可以存放許多的文件，然一個文件 a

裡面組成元件有文件編號、文件版本號以及文件內容包含 key以及 value

若干組。而了解 CouchDB結構後，我們來看看許多客戶端主機與一台主

機想要將所有資料同步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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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三 多台客戶端主機與主機連接示意圖 

客戶端 A、B、C與 HOST皆為雙向同步，因此可以想像成資料在彼此

之間會完全互相傳遞，接下來看這其中是如何運作。假設客戶端 A更新

一筆資料，因為客戶端 A有箭頭指向 HOST，也就是客戶端資料會與 HOST

同步，同步完成後，因為 HOST資料發生改變，便會通知客戶端 B與客戶

端 C，接著將資料同步於客戶端 B 與 C，經過這樣的同步程序後，客戶端

A、B、C與 HOST就會保持資料一致性，不論是哪個客戶端對資料庫更動

一筆資料，所有與其連線的主機將會與該資料庫進行同步。 

而事實上同步指的是資料庫間的同步，而且不限定資料庫名稱、使

用者資料等條件，更詳盡的同步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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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四 CouchDB 同步機制詳細示意圖 

如上所述，同步不限定資料庫名稱與客戶端用戶，因此從圖二十四

中可以看出，其同步可以是客戶端 A的資料庫 A與 HOST端的資料庫 D以

及客戶端 B的資料庫 C和客戶端 C的資料庫 B 互相同步，且不受到其他

相同命名資料庫之干擾，也就是只要設定好，任何名稱的資料庫不論幾

台都可以互相同步，這也是 CouchDB同步機制中很強大的一部分。 

從剛剛到現在，我們討論的都整個資料庫的同步，但是其實 CouchDB

的同步機制還有類似篩選器(Filter)的功能，資料庫與資料庫間可以只

保有一部分文件同步，以下圖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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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五 CouchDB 同步機制加上篩選器 

上圖表示資料庫 A的文件 a1與 b1與資料庫 HOST的文件 a1、b1進

行雙向同步；而資料庫 B的文件 a1、b2與資料庫 HOST的 a1、b2做雙向

同步；資料庫 C的文件 a2、b2以及 c1與資料庫 HOST的文件 a2、b2、c1

做雙向同步。雖然資料庫 A、B、C總共有七個文件總數，但是由於資料

庫 A與資料庫 B中都存有文件 a1，所以扣除重複的部份總共有六種文件，

也就是資料庫HOST的文件總數。資料庫C的文件並未與其他資料庫相同，

因此可以看做是整個資料庫同步(即使資料庫 C還有其他文件也可不進行

同步)，資料庫 A與資料庫 B有相同的文件 a1，可看做未加入篩選器時的

同步機制，不論誰更新都會同步至資料庫 HOST 接著再同步至另外一台資

料庫，此外，資料庫 A與資料庫 B都分別擁有自己才有的文件，分別是

b1與 b2，此資料會與資料庫 HOST進行同步更新但不受其他資料庫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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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統關聯式資料庫轉換文件導向資料庫之規則 

由於 CouchDB是 schema-less的資料庫，但所謂 schema-less，其實

就是指沒有 schema，當然也沒有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裡面合併(join)的

概念。然而，儘管 CouchDB本身沒有提供這樣的支援，真的需要用到關

聯式表格的時候還是能使用一些小技巧，像是重新定義 schema，利用新

的文件加上 View就可以做到合併(join)的用法。在本小節會舉簡單的例

子稍作說明。 

 

表 三 學生資料表 

 

表 四 公司資料表 

上面兩張分別是學生資料表以及公司資料表，在關聯式資料庫中，

若要查詢該學生所在的公司其電話及地址變可使用 join的觀念將兩張表

格合併，不過在 CouchDB中並沒有這樣的概念，那麼要如何做這樣的功

能呢？先從下圖左邊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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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六 簡易轉換規則說明圖 

上圖可以看到 Student與 Company資料表裡的資料格式，以 JSON格

式展示，資料表內有各自的文件編號、文件版本號還有文件自己的屬性。

今天如果希望 Student與 Company有所連結，就可透過圖二六最下面所

示，在 Student資料格式的 Company改成儲存 Company為 AAA這間公司

的文件編號，如此一來只要從 Student表格中取出 Company的值(此時為

文件編號)，再利用文件編號去找到此間公司的詳細資訊，雖然此方式稍

較複雜，但是在沒有 schema 的 CouchDB中，已經可以利用此方法解決資

料關連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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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結果 

(一) 系統介面呈現 

進入系統之後輸入公司名稱或代號，而後經過計算則會輸出公司合理股

價。輸入與輸出畫面可在下兩張圖中看到： 

 

圖 二十七 系統輸入 

 

圖 二十八 系統輸出畫面 

從圖中可以看到，輸入公司代號之後，系統會輸出根據 ROE、OPINC、

CASHFLOW、CVCS以及多變數迴歸等五種模型之預測盈餘結果，根據五種不同

的預測方式產出不同的結果並分別列出。 

因為本研究旨在建立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與 CouchDB的

連線機制，盈餘預測系統只是拿來實作的範例，因此系統介面並無美化，僅

是將連線機制確立並且印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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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與研究困難點 

本研究有幾個困難點，第一：儘管提供了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轉換至文

件導向資料庫的規則，但是畢竟 CouchDB原本就不是設計給複雜資料用的。

剛好本研究採用的範例需要的資料是公司的會計科目，並沒有太過複雜的結

構，否則複雜架構的資料用 CouchDB處理會非常困難。第二：由於 CouchDB

特性的關係，資料量只會越來越大，而該如何在版本控制與 Compaction之間

取得平衡，依舊是很困難的。第三：因為本研究採用 JavaScript 應用框架，

此為目前較新穎的技術，因此實作上面仍有許多資料搜尋是相對困難許多，

但是相信往後技術越來越成熟這方面問題也會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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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未來展望 

這份研究主要是利用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來實作盈餘預測系

統，實作出符合前後端(客戶端、伺服器端)同一程式語言的架構，而底層資料庫

技術使用的是 CouchDB，CouchDB特點有內建強大的備份機制，因而可以做到離線

儲存、自動同步等功能。此研究雖然不是建立協同合作的平台，但有特別針對

CouchDB的同步機制加以說明，也點出 CouchDB 是很適合作為協同合作平台的底層

資料庫選擇，但也因為 CouchDB版本控制機制的緣故，資料量變大會非常占空間

也是最大的問題。 

本研究最終有實作出以 CouchDB為資料庫的系統，並且探討 CouchDB所提供的

同步機制與離線儲存技術，能利用這些技術運用到其他地方並且做出實作雲的概

念，較可惜的是此次系統並沒有提供完整的協作機制，只是針對這些協作機制做

詳細的討論。這次的研究只是一個實作研究，說明以 CouchDB當做資料庫能符合

協作環境的需求，因此若要實作協作雲系統 CouchDB將是底層資料庫的選擇之一，

而盈餘預測系統只是本研究的一個實作範例，並沒有提出更新的架構，往後的研

究不論是提出新的盈餘預測方法、利用 JavaScript Application Framework建置

其他系統或是討論更多 CouchDB的應用這幾個方面，都能有不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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