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媒體產製流程服務模式之研究 
    葉建寬      劉吉軒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所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所 

   g9326@cs.nccu.edu.tw    jsliu@cs.nccu.edu.tw 

 

摘要 
  隨著數位媒體的普及，多媒體的產量大幅

增加，媒體的產製已經不再限於各大機關團

體，產製的工作下放到個人的層級。然而相關

的知識與器材仍然不可或缺，一部作品的組

成，包含媒體器材的使用、資料的收集、創意

的產生、到網路發佈，以至於到市面上販售，

每一個層面都有其相對應的資訊。使用數位相

機、攝影機等等的器材雖然可以拍攝出許多具

有價值的作品，但以現今發達的多媒體產業角

度來看仍有進步的空間。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面

再做加值的動作就是一個當前相當重要的課

題。本論文建立一個動態的服務模式，應用於

多媒體的產製以及再利用，每一個服務都有它

的服務範圍，讓各領域的專業人士來使用，藉

由各式各樣自動化的服務組合來達到加值、整

合、收藏多媒體的目的。 

 

關鍵字：流程設計、服務、動態服務模式、多

媒體產製 

 

1.前言 
在講求數位化的現今，許多企業瞄準了具

有龐大商機的網路服務下手。展望未來，日益

進步的行動裝置搭配無所不在的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可以達到服務(service)

品質及數量一個新的高峰，各商家所推出的網

路服務也就日益增多。如何整合這些服務，就

是一個很重要且有實際價值的問題。 

 基於上述的情況，我們提出一些研究議題

來處理多媒體流程產製的方法，如多媒體製作

流程的分析、動態服務模式(dynamic service 

model)的建構方式、專家服務(expert service)等

等。在多媒體製作流程的分析方面，本研究藉

由分析現今多媒體製作流程，來找出製作流程

所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並將這些流程模組化，

將服務模式建立起來。而動態服務模式的建構

方式則是以流程的建立為起點，設計出適合用

在服務模式上的流程(workflow)，將適當的服務

加入服務模式中，由此衍生出許多服務設計時

的限制，如訊息的輸入輸出、服務的 Qos等等。

服務溝通則必須對溝通介面做必要的定義，讓

不同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訊息也能夠互相溝

通，減少訊息的流失。而服務平台的整合及運

作模式也是服務模式重要的一環。另外，本研

究將人以虛擬服務的方式加入服務平台中，填

補流程中因為找不到適當服務而產生的空缺。

專家服務與其他的服務合作和一般服務之間的

合作稍有不同。專家服務無法像一般服務那樣

嚴謹，許多是因為特殊案例的關係需要保留彈

性，藉由一些必要的規範尋求與其他服務合作

的可能，讓專家服務可以順利的在模組中完成

自己的任務。 

 

2.相關研究 
流程設計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整個服務模

式的效能與效果。於是產生了一種適合在服務

組合(service composition)上面應用的流程設計

方式，命名為 eFlow[1]。eFlow 利用三種節點

(node)來組成一個圖(graph)，分別是服務節點

(service node)、決定節點(decision node)、事件

節點(event node)，使用者可以利用這些節點來

定義出專案流程，套用在服務組合上面。 

服務的溝通也是服務模式的一大研究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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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雖然這些服務有同樣的設計方式，但因為

服務提供者不同，設計的語言可能也不同，甚

至在各地區的編碼上也有差異。這些服務即使

定義了輸入輸出和不變量，程式物件之間仍然

無法順利合作。必要的訊息的交流更是服務溝

通的一大障礙。Agent stub[5]是一種架設在每一

個網路服務(Web service)的前端的代理人，負

責處理訊息交流的事宜。但在開闊的網路環境

下，程式撰寫的語言種類繁多，為了要讓 Agent

能夠認識各種程式語言，勢必要用不同的語言

製作多份，更糟的是每次一產生新的語言，所

有系統的 Agent 都必須更新，成為一個龐大的

設計以及維護負擔。於是Multi-Agent Protocol 

(MAP) [2] 被設計出來了，MAP是一個通訊協

定而非設計語言，所以可以用多種語言來設計

這樣的代理人(Agent)。這個代理人不同於先前

提到的 Agent stub，不需要介入到各個網路服

務實際運作中，只有在網路服務啟動的時候才

需要呼叫代理人。代理人可以針對通訊協定的

描述，用各自的方法進行訊息的擷取，然後傳

遞給後端的網路服務，進行服務間訊息的交

流。代理人也負責把後端網路服務丟出的資

料，用對應的方式包裝起來，並確保訊息的傳

遞。 

 慕 尼 黑 大 學 的 Munich Network 

Management Team設計了一種針對服務管理的

服務模式[7]。新服務的加入必須透過一些驗證

的手段來確保它與系統相容性，以及服務和其

它服務的互動關係、新服務所扮演的角色、服

務所屬類別等等的設定等等。所有的步驟完成

後才能讓的服務加入系統中。 

 最常見的網路服務(web service)型架構能

將各種不同的應用程式利用網路組合，是一種

能夠跨平台、跨語言的服務架構。除了一般網

路的應用程式撰寫之外，主要有三種應用技

術，分別是WSDL、UDDI、SOAP三種核心元

素，這三種核心元素掌控網路服務的訊息傳遞

與服務搜尋、定義。 

 以上討論都是以服務為導向的研究，要將

數量龐大的服務統合管理，讓這些服務有合作

的空間。這些研究藉由一些管理的機制，以及

定義服務應該遵守的規範，加上服務之間的上

下層級組合各種服務，共同完成目標。雖然這

些研究讓服務的合作更加完善，但服務組合起

來後卻無法適應到各種應用環境。本研究從使

用者的角度出發來觀察這個問題，由使用者組

成服務模組，將任務以流程的方式來表現。而

服務平台則根據這個流程來找尋合適的服務，

將這些服務適當的組合起來。我們設想將服務

模式與流程結合，從使用者的角度來檢視以往

服務研究不足的部分，並配合以往的各種服務

模式研究與服務流程的設計，加上數位媒體產

製所需『人』的因素，填補實體網路服務不能

做到的部份，完成以使用者觀點的服務模式研

究。 

 

3.服務模型分析 
 針對多媒體服務整合平台設計，本研究使

用了動態服務模式為主軸，並依照多媒體的儲

存、傳輸以及使用的特性來架構一個服務的平

台。此服務模型包含了多媒體資料的再利用、

網路資源的整合、以及人力介入的便利性，並

考慮服務模式的架構，建立一個便利的多媒體

整合及利用方式。 

 

3.1 參與的角色 
 在服務平台中，每個人介入的角度並不一

樣，也並不一定會固定在同一角色上面，必須

視情況來決定自己的需求，適時的變換自己參

與的角度，在適當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能力。

本小節藉由各種角色所看到的角度，來發掘出

使用者可能的需求。 

 

觀眾 

觀眾泛指一些想觀看多媒體作品的群眾。以此

為出發點，服務平台必須具備一些協助觀眾的 



 

圖一 服務組合用於多媒體流程產製 

能力，像是協助觀眾找尋多媒體資料、多媒體

資訊的檢索功能等等，讓使用者可以輕易的取

得節目清單、概要等等的資訊。觀眾也可透過

一些推薦系統的協助，根據使用者的喜好，推

薦可能想要觀賞的節目，並詳列相關資訊以供

使用者參考，減少使用者在找尋多媒體資料的

時間。 

 

媒體製作者 

 媒體製作者可以細分為數位檔案加工、多

媒體內容策劃、數位檔案拍攝等等的有關人

員。服務平台對於媒體制作者的設計，必須考

慮到這些媒體製作者之間的交流活動，因為這

些活動可能是由許多人來主持，分工合作來完

成同一部作品。工作其間就會產生許多意見的

交流。因此參與這件工作的使用者建立了自己

的服務模式之後，必須給這些媒體製作者開通

的管道，讓其他使用者可以把訊息與資料傳遞

進來。使用者可以做相對應的修改，然後視情

況需要，再把資料傳遞出去。 

 另外一個議題是找尋與協調合作伙伴的

能力。因為某個使用者一時的靈感，而其他人

聽到他的意見之後，對這樣的點子感興趣，希

望能一起參與製作，並且找尋一些有能力實做

的使用者來加入。於是一群人就可以分工合

作，每個人依照自己的角色需要，由專案規劃

的人把服務流程建立起來，逐步去完成這個目

標。在製作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人員的變動，

像是熱情的減退、工作發生新的需求、組員意

見發生分歧、新成員的加入等等。在這樣的情

況下，服務平台就必須要提供找尋與協調合作

伙伴的能力。 

 

評論家 

評論家可以視為進階的觀眾，只是從批判

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而不是以娛樂的方式來

享受這些多媒體內容。評論家要能夠對各種作

品做客觀的分析比較，並且提供這些多媒體資

料一些評論與說明，讓其他使用者可以獲得相

關的資訊，以及給予媒體製作者建議。也因為

評論家對於環境的熟悉，他們對市場的脈動、

觀眾的喜好、創意的程度、題材的分類等等都

會比較明瞭。評論家在服務平台裡面的角色定

義，偏向於資料整理與已完成數位內容加值的

部分。 

 

媒體提供者 

媒體提供者在服務平台中需要考慮到檔

案存取權限的問題。服務平台必須要提供一個

登錄的機制。以一般使用者來說，情況較為單

使用者登入 定義需求 流程設計 

找尋可用的服務 系統服務資

料庫 

找尋合作伙伴

(expert service) 

服務整合 
系統啟動 



純，只需要簡單的設定即可完成。但資料量大

且歷史悠久的資料庫的情況則較為複雜。這些

資料庫的存取權限設定方式皆相異。為了服務

平台讀取順利的需要，平台必須對資料庫存取

權限設定方式作一些簡單的規範。由媒體提供

者釋放自己的元資料(metadata)，在資料庫登入

服務平台同時，建立權限資料載入服務平台

中，讓平台可以知道存取的權限如何，是否要

付費等等的資訊。 

 

媒體發佈者 

 媒體發佈者的成員包含電視台、廣播節

目、製片商、廣告商等等。媒體發佈者不需要

自己生產這些作品，而是透過服務平台的連結

來找尋合作伙伴。他們發佈需要的訊息，交由

媒體製作者自由發揮。媒體製造者製作出來的

成品交給媒體發佈者，由媒體發佈者發佈出小

部份的內容試探反應，並做一些簡單的廣告。

經由評論家的評論，以及觀眾的反應來判斷出

版的價值，最後由媒體發佈者透過各自的通路

來發行作品，推薦反應良好的作品並發佈。 

 

3.2 服務類別 
 前一小節我們觀察各式各樣使用者的需

求，發現在多媒體產製流程中，服務平台會需

要幾個必須的服務，服務的內容視實際的情況

而定，各種需求也會衍生出不同的服務。為求

將來容易描述，我們將這些服務粗分為三類，

分別是收藏類服務、搜尋類服務、製造類服務

三種。本小節將對這三種類型服務做介紹，並

將可能需要此服務的角色找出來，對這三類的

服務做一些定義，並針對多媒體產製流程的情

況，列舉出服務的內容，方便將來服務平台加

入和分類新的服務。 

 

收藏類服務 

 收藏服務屬於服務平台中負責存放資料

與作品的機制，包含找尋可用資料庫、建立索

引資料表等等的工作。在一般的服務平台架構

中，資料庫會散亂的放置在各處，每個資料庫

都有自己的資料整理方式和他們的專屬資料。

除此之外，許多相同的資料也會重複多份的放

置在數個資料庫中。而收藏服務所做的事情就

是用來處理這樣的情況，藉著資料庫向服務平

台的登錄與整合，來彙整服務平台可用的資料

與作品。 

 

搜尋類服務 

 搜尋類服務的主要目的是協助使用者找

尋需要的媒體檔案。在這樣的服務平台下面，

特別是連製作過程中產生的中繼檔案都存下來

的情況，檔案的數量勢必龐大。搜尋類的服務

必須幫助使用者找到他們想取得的東西，減少

找尋資料時所耗費的資源及時間。此服務的工

作範圍很廣泛，以前一節的各種角色來說，觀

眾、媒體製作者、評論家、媒體發佈者都需要

這樣的服務。觀眾需要找尋想看的節目類型，

媒體製作者必須靠它來找尋素材，評論家也許

要此類服務來找出類似作品來比較，媒體發佈

者更需要它來找到可發佈的作品。 

 

製造類服務 

 製造類服務概括所有媒體製造過程中必

須的工具，如剪輯、配音、特效、影像處理、

浮水印等等的服務。此類服務大都需要良好的

網 路 架 構 ， 現階 段 以 用 戶端 - 伺 服端

(client-server)搭配較為合適。在用戶端設定、

預覽完成後，將原始素材上傳才開始實際的動

作，在軟硬體資源共享的情況下，亦可保護加

工技術不外流。 

 

3.3 服務型態 
 網路服務(web service)可以視為服務平台

中的基本小單位。服務平台建立初期會先由使

用者定義需求，接下來就是找尋這些服務，找

出來的服務標的、需求各有不同。本小節要討



論的是這些服務的服務形式。因為服務的形式

不同，服務平台要組合這些服務的難度也隨之

提高。服務形式粗分為三類，分別是 XML 網

路服務(XML Web Service)、GUI網路服務(GUI 

Web Service)與專家服務(Expert Service)。 

 

XML網路服務 

 XML 網路服務為目前網路上最常見也最

成熟的服務。市面上也有很多好用的工具可供

使用。XML網路服務使用當前最容易使用的，

不論是儲存、讀取、傳遞資料，接收端只要有

相對應的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即可

識別這些資料，還可以藉由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來建立資料樹，透過一些簡單的

函式來存取 XML檔案中的各節點的資料。 

 XML 在資料的傳遞與識別上有很大的優

勢，特別是在大量且多樣的文字資料上面。在

服務平台中此種服務的適應能力最強，服務的

資料傳遞也定義最明確，在服務整合的階段比

較不需要有太多考慮，多半可以順利完成。 

 

GUI網路服務 

 網路 GUI 為一般瀏覽網頁時最常看到的

模式。經過長時間的發展，web GUI已經成為

成熟的技術，製作者可以透過各種工具的協

助，輕易地設計溝通介面。相較於 XML 網路

服務， GUI網路服務在介面上更加人性化，且

此介面接受度廣，對一般的使用者來說上手也

容易。 

 GUI網路服務雖然有容易使用的優點，但

在服務平台建構服務模式上卻構成阻礙。其一

是路徑指派的複雜。其二是缺乏統一性，因為

網頁 GUI給了製作者很大的彈性，所以設計出

來的網路服務比較沒有固定格式。其三是服務

的功能定位，服務平台無法識別服務的功能及

需求。本研究以半自動的方式讓服務合作，由

使用者來操作此類服務，將結果送給下一個服

務，進行下一項工作。 

 

專家服務 

雖然網路服務生成的速度非常快，可用的

選擇也非常多，但以目前的環境來看，這些服

務也無法面面俱到的解決所有問題，特別是需

要大量創意與設計的多媒體內容產製，如電視

電影節目、廣播電台等等。上游的原始資料需

要有人來拍攝、錄音，甚至於藝術作品的製作，

在種種的呈現設計上皆需要人的巧思。許多數

位內容產製皆離不開人力的介入，但純粹以人

力來製作多媒體內容卻又過於瑣碎，部份工作

由網路服務來處理速度快、效果也不差。專家

服務就是為了讓人力能與網路服務能共存的設

計。 

 

4.服務平台架構 
 我們設計一個簡單的服務平台架構，如圖

一所示。使用者可以使用這個服務平台架構，

用流程的方式來設計自己的服務模式。 

 以下先針對架構中的幾個較為重要的模

組做簡單的介紹： 

 

使用者定義服務(user specification service) 

使用者可以提供自己的服務，用服務平台

能讀懂得方式，描述自己可以提供的協助，並

列出限制、以及希望得到的報償。然後以專家

的身份註冊到專家群(expert pool)裡面，提供給

將來需要這方面協助的人做參考，方便其他使

用者找到可用的虛擬服務。如果有實體的機

器，能提供某些服務，也可以透過服務註冊

(service register)來提供自己的服務，告知服務

平台服務的能力、實體所在、資料傳遞方式等

等。服務註冊接到這方面資訊後，必須檢查該

服務是否能在服務平台中使用，規格是否符合

規定等等。 

 

流程定義服務(workflow definition service) 

 流程定義服務是整個服務平台架構中，定



義工作流程的核心部分。使用者可以在這裡將

自己的任務流程設計出來，服務平台則處於輔

助的角色，提供一個設計流程的工具，讓使用

者可以透過這個工具定義每一個步驟，包括步

驟的起使條件、執行中的條件以及結束條件。

另外，時間的控管在流程設計中也是重要的一

環，關係到服務與服務間的繫結時程，某些步

驟必須在前一步驟完全完成之後才能進行，某

些則不必，皆由使用者來決定。 

 

評估服務(assessment service) 

 評估服務屬於流程定義服務的後續工

作，用來評估產生的服務模式是否可行。其主

要的工作可分為下列三點： 

a.評估流程是否產生錯誤，每個步驟可能會有

一個服務以及其所屬的許多看不見的子服務，

如此錯綜複雜的流程圖可能會產生無窮迴圈或

是死結。評估服務必須避免這樣的情況產生，

通知使用者修改流程。 

b.評估服務模式流程中的服務是否可靠，對服

務的穩定性做簡單的評分，是否有多次中途停

止運作的紀錄，關係到整個服務模組的健康程

度。 

c.評估服務是否協調，訊息傳遞是否流暢，中

間是否有些管道是關閉的，服務之間的合作不

良會不會造成任務的阻礙等等。 

 

服務組合(service composition) 

 此階段是服務模式流程中眾多服務是否

能合為服務模式的關鍵。各服務經過前面的評

估服務，檢測這些服務是否正常，以及服務間

的溝通管道是否順暢。服務組合要聯絡各項服

務，把服務組合成一個整體，設定必要的參數、

介面連結，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專案。服務模

組中的服務各司其職，使用者也可以在這個服

務模組裡合作，共同達成目標。 

 

4.1 流程設計 
 本小節對此服務平台做簡單的應用。以政

治大學為背景，從校內不同的單位收集個人資

料，整合成數位內容並產出。先對現況做簡單

的描述，並設計專案流程，再透過服務平台將

這個流程實現，成為一個完整的專案。 

 

情境描述 

政治大學畢業了許多學生，而這些學生或

多或少會在學校裡面留下痕跡。這些痕跡分散

在學校內不同的單位裡面，像是系所、社團、

教務處、學務處、秘書室、圖書館等等。這些

單位有自己的資料庫存放資料。我們將這些資

料蒐集起來，利用這些資料組合成個人在校的

特輯，將這些資料串聯成『記憶河流』。 

 

圖二 服務平台架構



河流中的每一筆資料單獨存在沒有什麼特殊

意義，但可以對這些資料加值。這些沒有特殊意義

的資料經過適當的包裝組合後，就能夠具有完整的

資料內容。把個人的資料萃取出來，用一些製作數

位內容的技術，加入當時校園的影像，做個人的回

憶展示，或是把傑出的校友以專輯的方式做展示，

也可以達到宣傳的效果。 

 

情境流程化 

 基於上述的情境，我們將此專案簡單劃分為四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蒐集資料』，找出分散在

校園內各單位可能包含的資料，將這些材料準備

好。第二個階段是『整理資料』，將這些資料分門

別類建檔，建立元資料(metadata)與各項資料的註

解。第三個階段是『表現資料』，將前一步驟整理

完成的資料加工，把資料去蕪存菁，處理成更容易

觀賞的方式。最後第四階段是『發佈資料』，將先

前做完的數位媒體檔案，找尋適當的管道呈現及發

佈。 

 

4.2服務設計 
 前一小節所設計的工作流程必須要有相對應

的服務來配合。服務平台在流程定義服務階段，取

得使用者的專案流程，平台依照流程中各步驟的需

要，來找尋適合的服務。接下來是服務組合階段，

將服務組成一個服務模組。而關於『記憶河流』的

專案，我們將流程定義為四個階段，設計適用的服

務，服務列舉如下： 

 

第一階段『取得資料』 
取得資料服務 

 此服務的目的是協助使用者取得相關資料。使

用者在這裡選擇提供資料的單位，分別為傳播學院

的政大校訊、校內新聞、學生作品、網路電視台、

政大之聲等等，以及圖書館的碩博士論文、期刊、

投稿資料等等，還有教務處的學生在學成績，以及

學務處的學生基本資料。服務平台則幫助使用者聯

絡這些單位，取回該單位資料庫的明細，讓使用者

知道使用資料的限制、使用資料的條件、以及存在

資料的細節。 

 

第二階段『整理資料』 
資料整理 

 資料整理為第二階段的服務，目的在整理服務

平台在第一階段時所取得的資料。第一階段服務平

台由許多不同的來源取得的資料。這些資料不但檔

案類型複雜、命名上也不統一，不確定的因素相當

多。故此服務以專家服務的方式來處理，將各種檔

案依照內容分類放置，並針對這些資料設計元資料

(metadata)，方便將來使用這些資料。 

 

第三階段『表現資料』 
 此階段因為牽扯到人類的視覺、聽覺的設計，

且做出來的成品也需要創意，現階段很難用自動化

的方式實做。將來若有自動化的網路服務也可以套

用到此階段，成為服務平台的一部分。此階段的四

個服務以專家服務來完成。 

 

設定主題 

 參考一般數位設計，第一個步驟是設定主題。

設定主題服務確立此數位檔案的目標該出現甚麼

樣的內容、數位檔案的觀賞者族群範圍等等。此服

務將一些基本的主軸定義清楚，後續的製作就依此

方針來設計。此設定並不限定單一的發佈方式，可

以套裝的概念，將資料以各種表現方式呈現，如網

頁、影片、廣播劇等等。 

 

資訊架構 

 此服務要將第二階段整理過的資料做更進一

步的處理。第二階段對資料整理重點，在於讓後面

的服務更容易讀懂資料內容。此服務則是根據前一

服務所設定的主題來做資料架構上的分析。藉由資

訊層級上的劃分，去除旁枝的資料，讓觀眾得以更

容易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意義。 

 

資訊互動 

 現今的多媒體比起以往豐富許多，以往只有傳

統的影片、音樂、圖片可以選擇。拜現在發展蓬勃

的工具軟體所賜，互動式的多媒體在網路上大放異

彩。資訊互動從一般的網頁 CGI到 DVD電影選擇



模式，到相對複雜的遊戲模式，以及逐漸發展的數

位電視互動。資訊的互動上有很多選擇，多媒體內

容的設計彈性很大。在此階段設計媒體與使用者的

互動模式，讓做出來的作品更有吸引力。 

 

資訊呈現 

 資訊呈現是製作此數位媒體的最後階段。此服

務將前面的設計付諸實現。根據先前服務所設計的

主題、資訊架構、資訊互動方式設計出實際的數位

內容，將資訊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第四階段『發佈資料』 
檔案分配服務 

 此服務將一階段做成的作品依照使用者的要

求，找尋適合發佈的位址。在此設計中，有圖書館

數位典藏、網路電視台、網頁伺服器三個目標可以

選擇，由此分配服務將資料檢視其它發佈單位的情

況，依照使用者要求將資料送到目標服務。 

 

小結 
 服務平台根據使用者設計的流程專案『記憶河

流』，透過服務搜尋，找出上述適用的服務。服務

平台透過服務組合將這些服務整合起來，組合成一

個記憶河流專案的服務模組。此服務模組允許各服

務資料的傳遞。服務模組的第一階段，先將資料從

校內的各個服務單位蒐集起來。服務模組的第二階

段透過各式服務，將第一階段取得的資料做適度的

整理。第三階段則是設計並呈現第二階段整理過的

資料，使這些資料成為容易吸收的數位資訊。第四

階段則是將數位資訊發佈出去，成為有效流傳的資

料。 

 

5.討論 
本研究建立了一個應用於多媒體流程產製的

服務模式，從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點，設計一個服

務平台整合環境，使用者依照自己的需求建立專案

流程。服務平台則根據這個流程來找尋適合的服

務，並將這些服務依照規則，整合成一個服務模

式，成為一個特殊專案的服務模式個體，各項服務

可以在這個平台裡面合作。另外，基於多媒體流程

產製需要大量人力的特性，本研究還加入了人的因

素，透過制定一些共同的規範，讓人以專家服務的

方式進入服務平台中。各方面的專家可以透過這個

服務模式與其他人以及其他服務來合作，共同推動

此特殊專案，將使用者的各種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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