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在網際網路推波助瀾下，數位資訊應用服務深入到各行各業，也

擴及世界各個角落，影響每個人工作與生活作息的習慣，隨著企業 e
化及電子商務的服務應用，7x24 全年無休、Service Always on 的 IT
資訊服務活絡了企業營收，家裡小孩寫作業普遍上網找資訊，作業寫

的是電子檔，在辦公室每天有讀不完的電子郵件，年輕人愛玩線上遊

戲，更愛在部落格上傳語音、影像、用火星文訴說分享心情點滴，這

些資訊服務除了要有足夠的網路頻寬外，更需要龐大儲存空間來儲存

這些資訊服務，隨著數位資訊大量且快速的成長，資訊的大小與數量

日漸增加，雖然資訊科技的進步讓儲存媒體的種類多元化與儲存容量

極大化進展，但企業面對如此越來越多的數位資訊若未預先規劃管

理，則資訊似乎多到沒地方可存，儲存系統似乎要永無止盡的增加，

還可能需要資訊時卻找不到甚至遺失的窘況。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背

景。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 傳統的文書資訊的管理 
 

在企業未電腦化以前，傳統的文書資訊處理都是對紙本資訊的處

理，管理人員必須根據資訊的重要性、資訊的機密等級、收發文單位、

收發文時間或保存時間等等，來做分類整理、查詢、取用、歸檔、銷

毀等工作，需要花費很多的人力、物力以及時間，除了這些繁雜的管

理工作外，還要找個夠大的檔案櫃及庫房空間來存放，並考慮存放時

如何分類擺放資訊，以便在需要時能迅速、方便找得到所要的文書資

訊，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庫存的存放環境，以免文書資訊保存不當導致

資訊的毀損，造成企業重大的損失。 
 
 

貳、 企業 e 化數位資訊儲存的管理 
 
    企業 e 化經營從資訊數位化，資訊系統自動化，行政辦公無紙化

下對資訊的依賴的程度越來越高、資訊儲存需求越來越大，而電子商



務逐漸成為企業營收主要來源，網站跨越時空限制也使得資訊服務需

維持 7x24 全年無休的服務，對於資訊的存取效率有著更高的回應要

求，建置雙主機及雙儲存系統的資訊鏡射複製，快速的備份還原機

制，異地備援資訊的複製以確保資訊服務不中斷，除了對資訊的保護

外更要做好資訊的安全管理，以避免重要營業資訊遭竊取，最後對於

資訊的歸檔保存是否符合法規要求及稽核需求。 
 
 

參、 資訊的爆炸性成長，資訊量越來越大 
 

根據 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2007]公佈調查指

出，2006 年全球資訊量大爆炸，全年的照片、影音檔、電子郵件、

網頁、即時通訊與行動電話等數位資訊量，高達 1610 億 GIGABYTE，
根據估計到了 2010 年，資訊在四年內將成長六倍，資訊量將到達了

9980 億 GIGABYTE，現有的電腦硬碟容量，恐怕負荷不了。 
 
網際網路的發展與應用，充滿著無限創新與應用的想像空間，隨

著近幾年網路資訊大量使用，越來越多人把照片和影音檔案傳到網路

上、寫部落格、收發電子郵件、或是下載音樂，網路世界的資訊流量

與儲存量，近幾年成長驚人。企業和公家機關首當其衝，未來控制網

路存取，和使用資源的伺服器，也必須升級，才能容納更多資訊流量；

像全球最大的網路搜尋引擎 Google，以及雅虎和 IBM，本身即擁有

超大容量的伺服器，可以處理驚人的資訊量。 
 
在政府機關方面，目前正在推動建立國家大型數位化建設，如「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包含「數位博物館計畫」、「國家典藏數位

化計畫」、「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及「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四項計畫，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數位化。其他單位如學校等，也已

建立圖書館數位化，多媒體電子教學等等，另外一些資訊處理儲存需

求資訊量相當龐大的產業如報業、廣電、氣象局、醫療等，所須儲存

的資訊量均相當龐大、驚人，對於管理大量資料和資訊來說，建立良

好的資料暨資訊的儲存機制，其重要性應該大於找到足夠的空間來存

放資訊，畢竟，只是購買大容量硬碟，將文件、檔案不經整理地堆放

其中，而缺乏配套的資訊分類、儲存分級、歸檔方案。其所花費的儲

存成本、管理成本將付出相當的代價，而且所能提供的資訊服務效率

將大打折扣。 
 
在企業內部對於快速決策的需求、劇烈成長的資訊量，以及外部



法規的要求(如巴塞爾協定 II)，都將持續驅動企業高度重視儲存在硬

碟中的資訊可用性。不管企業前端導入何種軟體應用，資訊量越來越

多，儲存系統就必須是動態且即時可用性，當資訊都具備了高度可用

性，企業才能在短至數秒、長至一小時內，掌握狀況以擬定決策。 
 
目前企業面對的是平均每兩年增加一倍的資訊成長速度，必須不

斷投注大筆資金採購儲存設備，以支援諸如 ERP、CRM、SCM 等系

統和應用程式所產生大量資訊的儲存需求。然而，隨著企業儲存基礎

架構日趨複雜，如何兼顧成本和效率的管理大量儲存資訊，已成為 IT
部門面臨的最大考驗。 
 
 

肆、 資訊歸檔保存法規要求 
 

根據 ESG(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ESG)研究評估，企業組織將

來必須保存 35,000 PB 以上的非結構性資訊作為日後參考依據，並得

以應用於法律訴訟程序，以及符合記錄保存的相關法規。 
 
一、 金融機構-巴塞爾協定 II(Basel Ⅱ) 
 

企業內部對資訊保存歸檔的要求以及外部法規的要求(如巴塞爾

協定 II)，巴塞爾協定 II 已經於 2006 年正式實施，不少金融機構已開

始做準備以因應法規要求，尤其是打算採用先進方法的跨國銀行。甚

至除了十大工業國外，許多國家中央銀行已經陸續開始宣布新的過渡

性規定，以讓國內銀行可以開始準備，逐漸接近新的國際規範。 
 

 
二、 電子郵件歸檔保存-沙賓(Sarbanes-Oxley)資訊法案項目之一 

 
由於沙賓等資訊相關法案的需要，如果只備份郵件已經無法滿足

當前的需求，現在企業除依法令在一定期限保存郵件外，在接受稽核

或訴訟時還必須隨時找到特定內容的郵件，否則將會受到處罰。另外

隨著電子郵件量的爆炸性增長，耗用的資源也不斷增加，如何更有效

率處理龐大的郵件資訊也成為一大課題。目前美國企業均需要遵循沙

賓法案，而日本約會在 2008 年通過類似的資訊稽核法案，歐盟應該

也會在數年內跟進，在這類政策已成趨勢下，與這些國家有業務往來

的企業顯然必須考慮引進歸檔系統，以免日後遭遇法律問題。 
 



 
三、 我國電信通信與網際網路接取紀錄之歸檔保存 

 
對於電信資訊的保存，我國電信法第 7 條有所規定，電信總局根

據上述法律之授權，於 2002 年 12 月 26 日制定「電信事業處理有關

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錄實施辦法」，要求電信業者應保存電信使用人

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

信日期、通信起訖時間等紀錄，並以電信系統設備性能可提供者為原

則。 
 

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對於電信事業通信紀錄之保存期限，市內

通信紀錄應保存 3 個月，而國際及國內長途通信紀錄與行動通訊紀錄

均應保存 6 個月。  
 

另外，對於第二類電信事業通信紀錄，依據交通部所發布的「第

二類電信事業管理規則」第 27 條則規定，電信業者對於調查或蒐集證

據，並依法律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者，應提供其資訊。業者

對屬於語音單純轉售服務通訊紀錄或是網路電話服務通信紀錄者，應

保存 6 個月。  
 

在網際網路接取服務部分，對於撥接用戶識別帳號、通信日期、

上下網時間紀錄與免費電子郵件信箱、網頁空間線上申請帳號時之來

源 IP 位址，以及當時系統時間等紀錄，保存期間均為 6 個月；ADSL
用戶與纜線數據機用戶之識別帳號、通信日期與上下網時間，以及張

貼於留言版、貼圖區或新聞討論群組之內容來源 IP 位址及當時系統

時間，則應保存 3 個月；電子郵件通信紀錄則為 1 個月。  
 

另外，虛擬行動網路服務通信紀錄則應保存 6 個月。對於違反本

條規定之第二類電信業者，依據電信法第 64 條第 2 項，處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則

廢止其許可。 
 
 

伍、 服務不中斷支持業務的永續經營 
 

隨著網際網路的應用發展應用，電子商務已是企業經營主要的業

務來源，各行各業的電子商務網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像一些經營相

當成功的網站類型如旅遊網、購物網、訂票網、拍賣網、人力仲介網



等等，也由於網路的跨越時空、無遠無遠弗界的特性，使得這些電子

商務的網路經營都是 7x24 全年無休，網站資訊的服務不中斷變成基

本必要條件。 
 

除電子商務外，像電信服務業即是一個服務不中斷的典型產業，

其營運皆是架構在資訊通信的 IT 基礎建設上，從電信開台至今服務

從未停歇，各種電信加值服務、計費系統、網管系統、客服系統等等

皆是以資訊為核心，資訊服務更是 7x24 全年無休。 
 

其他諸如金融業的 ATM、信用卡服務、企業 ERP 等等，皆是日

常永不停頓的資訊服務代表，資訊都是業務的核心，服務中斷將影響

日常重要的商業營運外，服務中斷的賠償損失，企業形像與商譽的損

失等等，服務中斷嚴重無法復原時將導致業務流失進而被淘汰，所以

妥善保護資訊以確保服務不中斷，透過資訊的即時複製、快速有效的

備份與還原機制、異地資訊的複製備援等等，也才能支持業務的永續

經營。 
 
 

陸、 客戶對儲存資訊存取效率的期望 
 

以網頁存取效率為例，根據陳英士[2007]研究顯示，使用者在按

下按鍵之後，如果在 8 秒鐘之內沒有顯示出他所要看的網頁，使用者

就會開始覺得網站的回應時間很差，如果超過 10、11 秒鐘的話，使

用者甚至可能會認為網站出了差錯。此若為電子商務網站，屆時使用

者就會改拜訪其它的商務網站，因而流失商機。  
 
在資訊存取的效率上要能達到最佳狀況，若在硬體不提升的情況

下，可以從資訊的檢索達成，尤其是資訊歸檔保存後，資訊總量非常

多的情況下，透過規劃設計良好的檢索指標即可迅速存取所要的資

訊。另外是以資訊生命週期的管理解決方案，將很少存取的資訊搬移

到其它較低階的儲存系統上，在現有的儲存系統上只保留較長存取的

資訊，則在資訊的減量後，對於所要存取的資訊自然能達到最佳化，

較容易達成客戶對資訊存取效率的期望。 
 
 

柒、 儲存設備容量越來越大 
 



過去幾年以來，硬碟機的資訊儲存容量以非常驚人的速度在成

長，IBM 公司於 1956 年生產世界上第一個硬碟，Hitachi 從 1991 年

就開始研究硬碟，其未想到至 2007 年就發展出 1TB 硬碟。美國 IDC
公司硬碟研究經理表示：「毫無疑問的，這是電腦界的一個歷程碑。

電腦界發展不過 51 年，人類就創造出 1TB 位元容量的硬碟」。表 1-1
為目前市場主要使用的單一儲存媒體，儲存容量都介於 100GB到 1TB
之間，對於一般個人用戶已足足有餘。 

 
表 1-1 單一儲存單元最大容量 

單一儲存設備 容量 說明 
藍光光碟 100GB  
SATA 硬碟 500GB  
FC 硬碟 300GB  
Sun StorageTek T10000 單卷磁帶機 500GB 下一代 1TB 
Hitachi 硬碟 1TB 2007 第一季上市

資料來源：Sun 和 iThome 網站[2007] 
 
企業或大型機關學校在日常營運上需要大容量的儲存系統，對儲

存的高可用性與存取效率也有一定的要求，大型儲存系統是借由磁碟

陣列的技術將眾多單一儲存媒體設備組合而成，所謂的磁碟陣列是由

很多便宜、容量較小、穩定性較高、速度較慢磁碟，組合成一個大型

的磁碟組，利用個別磁碟提供資訊所產生的加成效果來提升整個磁碟

系統的效能，如表 1-2，目前市面上一般大型儲存系統容量皆為數十

Terabyte 到 PetaBytes 的超大儲存空間。 
 

表 1-2 大型儲存設備最大容量 
大型儲存系統(磁碟陣列) 最大容量 說明 

HDS USP1100 Disk array 32 PB 磁碟總數加總容量 
SUN StorageTek SL8500 modular 
library system 

150 PB 磁帶一次塞滿時，

磁帶可換帶 
資料來源：HDS 和 SUN 網站[2007]  

 
 

捌、 儲存設備效率和成本多元化 
 

儲存設備的存取效率，決定在硬碟設計是架構在那一類別的介

面，也因為硬碟不同介面特性，而讓儲存設備有了不同等級效率成本



的分類，所以一般使用上較重要較常使用的資訊才存放於存取表現佳

的 Fiber 或 SCSI 硬碟上，較少使用的資訊則可移動到存取效能較低

的 SATA 硬碟上，而很少使用或要歸檔保存的，只需使用磁帶或光碟

進行備份，表 1-3 為不同儲存介面特性的在資訊應用上的分級。 
 

表 1-3 不同儲存介面特性的在資訊應用上的分級 
儲存設備類別 儲存設備特性 說明 

FC 介面磁碟機 高可靠度與高

存取效率 
用於高階儲存系統上，適合當線上

儲存系統 
SCSI 介面磁碟

機 
高可靠度與高

存取效率 
用於高階儲存系統上，適合當線上

儲存系統 
SATA 介面磁碟

機 
高容量與中上

的存取效率 
用於低階儲存系統上，適合當近線

儲存設備、備份用儲存系統、歸檔

用儲存系統 
磁帶機 無容量限制與

較低的存取效

率 

用於當離線儲存設備，屬循序讀寫

設備，故搜尋速度較磁碟機慢 
可更換磁帶所以沒有容量限制，具

可攜性所以可以當簡易異地備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根據 SNIA 資訊[SNIA, 2005]指出，從 1995 至 2004 根據一些典

型大型企業資訊成長的產業分析報告與經驗指出，有大約 80%的儲存

資訊在 30 天內沒有被存取過，如圖 1-1 所示。 
 

 



圖 1-1 儲存資訊 30 天內沒被存取的比例 
資料來源：SNIA [2005] 

 
 

但將資訊以 30 天為界分類有沒有被存取，資訊以多少天有沒有

被存取的頻率分類，並不代表 30 天後資訊已經沒有價值或未來不會

被存取使用，所以 Peterson [2005]提到要用新的定義來說明資訊的有

效性，更精細的說明分類定義，所以定義資訊的有效性應分為如下三

類，並統計分析儲存資訊儲存所佔比例為有效使用的 56%，其餘偶而

使用加上很少使用的占 41%，如圖 1-2 所示。所以儲存系統上所常使

用的資訊僅佔約儲存一半的容量而已。 
 

一、 很少使用(Inactive)的資訊：表示不再需要被變更而且很少被存取

使用的資訊，如為符合法規的歸檔保存查或稽核使用。 
 
二、 偶而使用(Reference)的資訊：表示不再須要被變更但是仍然需要

偶而存取使用的資訊。 
 
三、 有效使用(Active)的資訊：表示須要被變更而且平時存取使用的

資訊。 
 

 
圖 1-2 儲存資訊有效常存取使用比例 

資料來源：SNIA [2005] 
 
 

基於企業資訊量快速成長，企業無法無限度的擴充儲存空間，因

此企業必須根據資訊的生命週期發展出一套對於儲存和資訊的管理

策略，以因應企業對於法規遵循、日益增加的資訊量、儲存成本的限

制、維持企業永續經營與資訊安全等需求，達到有效的資訊管理、儲

存空間利用、提高資訊搜尋和存取的效率。 



 
 

第三節 研究目的 

資訊在企業 e 化、數位化下，應用越來越多元化，也讓資訊的儲

存需求越來越大，企業到處分散的資訊儲存不僅管理不易、管理成本

也高，更不用說資訊無法共同分享，隨著網路已進展成寬頻世代，對

於企業而言各分支機構不再受限於網路通訊頻寬限制，也隨著儲存系

統的容量極大化下，使得機房共構，IT 基礎設施集中化，儲存集中

化下，演變成建構資料中心(Data Center)的趨勢，我國政府的資訊改

造便規劃建立 13+1 個資料中心，研究整理探討如何打造企業的資料

中心。 
 
建構資料中心也讓資訊儲存集中化，資訊儲存要能發揮有效的管

理，必須讓資訊儲存服務要與業務需求能夠接軌，由業務與資訊使用

與管理人員共同協商討論將資訊做分類，大家根據業務對資訊儲存的

需求，鑑定資訊對企業的價值，再根據資訊生命週期管理概念，以資

訊生命週期的演變從資訊的建立、使用、到最後的歸檔或刪除，資訊

的價值也會隨著時間的流逝，使得資訊對企業的價值程度從最重要到

不重要，以對資訊的價值與資訊生命週期的探討，擬定資訊生命週期

管理策略。 
 

依據資訊對企業的價值並融入資訊生命週期的演變，制定資訊生

命週期管理策略，讓資訊依價值與隨生命週期的演變儲存於分級的儲

存系統上，並隨著資訊價值的轉變透過自動化資訊生命週期管理軟體

將資訊自動搬移於分級儲存系統上，透過有效管理資訊儲存將對企業

價值高的資訊儲存於高階的儲存系統上，比較沒有價值不重要的存放

到低階便宜的儲存系統上，還有大量累積長期不用但具保存價值的資

訊就歸檔保存，以節省儲存成本，提升資訊檢索效率，資訊生命週期

管理包含資訊保護、備份、資安、歸檔等策略，打造一個永不中斷的

資訊服務，確保資訊服務支援企業的永續經營。 
 
因此本研究目的希望透過建立一套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的架

構，幫助企業瞭解自身對資料暨資訊儲存、使用之現況與未來需求，

再將企業內的資訊分類，進一步給予企業策略上之建議，協助其擬定

符合企業本身需求的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透過觀察網際網路資訊呈爆炸性的成長，資訊對儲存

設備空間的需求殷切等諸現像，資訊也有生命週期及其資訊價值的演

進，引發本研究的背景及動機，制定研究主題方向為企業資訊生命週

期管理策略之探討研究，並釐清定義本研究的目的大綱。 
 
並進而搜集研究探討有關資訊生命週期管理之相關文獻，也搜集

企業界幾個擁有大量資訊儲存的業者諸如醫療業、媒體業、政府單位

的氣象局及檔管局等來瞭解其對大量資訊儲存管理的現況，企業不只

面對大量資訊的儲存，更要面對符合各種國內及國際新的資訊歸檔儲

存法規的要求，必須在特定時間內快速從企業歷年累積的資訊搜尋取

得特定資訊，對於遵循法規必須大量資訊歸檔儲存，有效率的資訊儲

存管理更加重要，透過搜集瞭解各種現有資訊歸檔法規的要求，以提

供企業及早規劃因應遵循法規對於資訊儲存管理的影響及需求。 
 
隨著寬頻網路的普及讓資訊集中化變得更加可行，企業建立機房

共構的資料中心漸成趨勢，探討如何打造與建構一個服務永不中斷的

資料中心，資料中心使得資訊集中化，更要對資訊的儲存管理制定更

有效率的管理策略。 
 
資訊儲存管理策略要植基於資訊的價值，讓企業重要且價值高的

資訊儲存使用企業最重要的儲存資源，以受到完整的保護且能快速存

取使用，透過對企業資訊做價值的分類，輔以資訊生命週期對企業的

資訊價值演進變化，研究制定出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的策略。 
 
根據前面所研究制定的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以有著大量資訊

儲存的單一企業案例，來檢核企業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的實施完整

可行，根據檢核結果並提出企業所欠缺可以加強的資訊管理策略建議

作法，除此之外並進一步以有著大量資訊儲存的多個企業案例來檢核

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的共通性，並提出共通的資訊管理策略建議作

法，以期讓企業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之探討更加實用而完整。 
 
最後以資訊生命週期管理策略之探討研究結論與建議完結，本研

究較偏向以資訊儲存方面作探討，限於才疏學淺，若有研究不周或值

得更進一步研究可留待後面精英繼續研究。 
 

 



 

 
 

 研究目的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生命週期管理 
相關文獻探討 

企業資訊儲存現況與歸檔

法規對儲存管理影響探討

個案研究探討與解決方案規劃

結論與建議

資訊價值分類與生命週期管理策略探

資訊集中化的資料中心打造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