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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提    要 

研究內容重點： 

面對巨量資料及各式多樣化需求環境，擁有龐大資料處理、運算處理的資料中心已是不可

或缺的。此外，資料中心也必須快速地提供應用系統所需執行環境和資源，而即時回應使用者

所需要之運算和資料處理要求，資料中心亦可為雲（遠）端服務之提供者，使用者無需要耗費

時間或巨額成本，來佈署建置應用系統所需之各項資源或執行環境。 

傳統資料中心運作架構已無法滿足並回應使用者或開發者要求，僅能支援現有的系統，毫

無餘力或彈性迅速應付重要的新業務服務，因此近來較受關注的「軟體定義」（Software-Defined）

遂成為焦點。各家大廠紛紛提出從網路、伺服器、儲存設備、資料中心等軟體定義技術，幾乎

所有基礎架構技術都可以走向「軟體定義」。 

本公司配合證券市場推動資訊架構標準化之策略，希望未來導入 Linux 新平台過程中，評估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SDDC）架構改善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縮寫：IT）服務之

可行性及影響，並掌握相關技術之運用，爰進行本專題研究。本研究概分為二個主題，第一個

主題旨在探討 SDDC 相關架構及 Linux 平台下建構 SDDC 之技術應用介紹，第二個主題則為在

符合 SDDC 架構公有雲平台進行實作驗證之測試分析。 

本研究從 SDDC 相關架構及技術來看，並藉由實作測試更能深刻體認，SDDC 為每一項應

用提供了靈活性、高效率性與高可用度服務，無論是傳統平台，或是創新類型，如：高效能運

算、巨量資料、敏感性及無延遲型之應用等，未來應用服務佈建將基於軟體配置的策略及管理

自動化，變更時則透過軟體的自動調適，而非硬體層的工作負載平衡，並達成於合乎安全及法

規規範的要求下，跨越內部資料中心與外部連接，使服務更具彈性，且業務創新更具優勢。 

臺灣證券交易所資訊中心為國家重要關鍵基礎設施之一，若要朝向 SDDC 架構調整發展，

需要有縝密的規劃及實施作業計畫，以確保資訊中心運作不受影響，證券市場正常穩定運作，

而採用漸進式分階段的導入方式，可以減少對於現行資料中心維運作業之衝擊，亦可以讓資訊

人員漸漸熟悉適應 SDDC 架構整體運作方式。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SDDC）架構、技術應用及建置實務等專門領域知識及經驗，鑑於所知

有限，本研究報告仍多有疏漏，尚祈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結論與建議事項： 

一、結論 

隨著巨量資料潮流、破壞式創新環境（如金融法規鬆綁，科技監理沙盒等），企業若要保持

發展優勢，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縮寫：IT）已然成為一項驅動業務成果的重

要助力，如興新資訊科技出現（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物聯網），可協助企業拓展賴以存續的收

益流，不僅得以新的商機快速累積資本，並可打破市場局面及重新建立競爭性的佈局。 

以往，IT組織往往受限於系統管理的脆弱、封閉式之基礎架構及過時之操作方法，資源與

預算大都用於維持現狀，且辛勤工作卻僅足以支援現有的系統，即使馬不停蹄，亦難消化因新

需求迭增致大量積壓的工作，一旦陷入這種反應式惡性循環模式，就完全無法致力於研發使業

務成長並提供創新營運方法的系統與服務，如此，IT單位與業務單位之間的關係勢將日益緊繃，

而隨著不斷延誤營運服務的上線時程，企業亦喪失競爭力。 

若仍採用原有資料中心作業方式，IT組織將持續被動回應，竭盡資源也僅能支援現有的系

統，毫無餘力遞送重要的新業務服務，所以建構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就是用以打破這種不良循

環的最佳途徑之一。 

「軟體定義」某種程度來說就是將所有資源虛擬化，過去十多年間，伺服器虛擬化已開闢

一條輝煌之路，此外，儲存虛擬化、網路虛擬化、桌面虛擬化等技術發展亦日益成熟，虛擬機

器已由支持研發測試平台或簡單應用走向全面成熟階段，現今企業關鍵業務的應用也可以很穩

定地運行在虛擬化平台上，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調查，全球近 60% 的應用負載實現

了虛擬化，虛擬化已然成為下一代資料中心的核心。藉由虛擬化實現資源管控之自動化，正是

雲端運算的基礎，也是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的靈魂所在。本研究針對進行建構軟體定義資料中

心相關探討並實作測試驗證，歸納整理重點如下： 

(一)軟體定義資料中心，不僅僅是系統虛擬化，是指 IT架構達到虛擬化和自動化概念。現時

傳統數據中心架構開始邁向虛擬數據中心時代，而虛擬這兩個字已經不只是談虛擬系統，純

粹「一機多用」不能滿足 SDDC架構，因此發展到網絡和儲存兩者也能虛擬化，甚至於資訊安

全防護機制虛擬化，讓所有 IT設備成為虛擬裝置，為未來發展靈活多變和易於擴充。 

(二)軟體定義資料中心顛覆傳統以基礎設施為主的資料中心，其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以應用程

式或業務服務為重點的作業環境，專注於運算、網路、儲存元件等資源之妥適配置，確保業

務服務可以正常運行。這種轉變使得以往扮演被動角色的服務提供者，轉身成為主動變革的

推動者，督促及培育 IT人員具備承擔未來工作負荷的能力。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純粹以應用

程式的工作負載需求，使企業用戶能以最有效和最符合服務水準協議的方式，部署和執行其

所需之應用程式。 

(三)軟體定義資料中心將是 IT演變的下一個階段，也是迄今較為有效的基礎架構方法，它並

非透過重新編寫複雜之程式排程，以避開專屬硬體這類既有的不靈活特性，而是繞過這些束

縛，轉而改變資料中心所有服務之交付方式，藉由對儲存、網路連接、安全設定與可用性設

定等資源處理集中化、抽象化和自動化，聚合所提供之服務，並結合策略原則、自動化資源

調配和監控功能為使用。 

(四)軟體定義資料中心為每一項應用提供了靈活性、高效率性與服務水平協議，無論是傳統

的平台，或是創新的類型，如：高效能計算、巨量的資料、敏感性及無延遲型之應用等，未

來的軟體發布是基於軟體配置的策略及管理自動化，變更時則透過軟體的自動調適，而非硬

體層的工作負載平衡，並達成於合乎安全及法規規範的要求下，跨越內部資料中心與外部連



接，使服務更具彈性，且業務創新更具優勢。 

(五)軟體定義資料中心也有一些隱含風險： 

1.企業若缺乏健全的運作與管理機制，如在個人資料保護、資料通訊安全、法規遵循與公

司治理方面，未主動導入安全性配套措施，則敏感性資料便有易於外流之虞，如運用外部

資料中心（公有雲）所提供部份資源。 

2.若倉促的導入 SDDC，未考量現行存在軟硬體平台如何移轉整合，則將導致日後技術孤立

的情況，而分散以不同方式來執行和管理各式基礎架構的多個管理區，將會限制 IT運用共

通環境以驅動自動化的能力； 

3.若 IT缺乏跨越環境的可移植性，也將會限制其移轉工作負載之能力，從而降低企業達成

最佳管理成本、風險管控及服務品質的能力。 

(六)在建構軟體定義資料中心之技術上，開源方案 OpenStack提供了一個非常好架構，協助

有意打造類似於主要公有雲比如亞馬遜網路服務系統（AWS）和 Google Cloud Platform（GCP）

的彈性私有雲。然而企業導入與建置 SDDC時，必須更著重在簡化部署與管理、高可用性、安

全性、網路使用彈性及資料保護等特性，目前已有不少 Linux系統技術廠商藉由強化 OpenStack

架構來協助企業發展符合 SDDC架構之企業級私有雲平台。 

(七)本研究透過實作驗證，確實可體驗 SDDC所帶來之果效，分項說明如下： 

1.整合式操作監看介面，需求者可以快速調配及設定各項系統資源，以往需要專業之系統

工程師及管理員來處理，解決了以往實體硬體不容易設定或配置系統資源的難題。 

2.自動化佈建系統可隨時依據應用系統來調整調度資源，以往需求變更時，在資源調整獲

取上，至少需要數小時到天，但本次實作過程中，無論是主機、資料庫及網路設定，皆可

在數分鐘內建置完成。 

3.計費系統可確實掌握資訊系統使用資源情況，在租用及配置設備時可以隨時提供參考依

據。 

4.在資源配置相同情況下，在軟體定義資料中心和傳統資料中心上運作資訊系統，其系統

效能並無明顯差異存在。 

5.體驗具 SDDC架構之公有雲資料中心來建置運行應用系統，是認識此架構特性之最佳途

徑，在沒有個資集資安風險之情況，可以從備援環境或測試環境來著手，也可將低系統整

體成本。 

 

二、建議 

證券市場是一個高度倚賴資訊作業的市場，臺灣證券交易所早在民國 74年就開發了電腦輔

助撮合交易系統，屬於全球證券市場先驅之一，目前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共有上市公司 1029家、

上櫃公司 742家；上市權證 11,890檔、上櫃權證 2,064檔；投資人開戶數集中市場 18,157,938

戶、櫃買市場 13,716,421戶；集中市場每日平均 11,972,855筆委託、2,087,695筆成交、櫃買

市場每日平均 1,310,662筆委託、172,533筆成交；這些作業高度倚賴電腦科技，因此，交易電

腦系統的速度、可靠、安全，是證券市場運作順利的關鍵，臺灣證券交易所新建資訊中心提供

了一個電腦交易系統運作的堅實環境。 

建構 SDDC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其中包括經驗、技術、設備、經費、甚至維運人員的習慣等

都是必須要完整考量的複雜議題。因此，本研究針對臺灣證券交易所資訊中心朝向 SDDC架構發

展，茲建議如下： 

(一)臺灣證券交易所資訊中心為國家重要關鍵基礎設施之一，若要朝向 SDDC架構調整發展，



需要有縝密的規劃及實施作業計畫，以確保資訊中心運作不受影響，證券市場正常穩定運作，

而採用漸進式分階段的導入方式，可以減少對於現行資料中心維運作業之衝擊，亦可以讓資

訊人員漸漸熟悉適應 SDDC架構整體運作方式。配合證券市場資訊架構標準化之推動，本公司

未來將建置 Linux軟硬體平台，建議可從三個階段或模式來思考如何逐步導入 SDDC架構： 

1.初期階段（SDDC公有雲模式）：Linux平台建置前，可利用現有外部符合 SDDC架構之公

有雲平台，來建置一些無機敏性或非關鍵性之應用系統，以迅速佈建所需要之開發測試環

境或備援環境。如此，在 Linux平台建置前可使資訊人員有機會熟悉 SDDC運作模式，並可

縮短應用系統開發建置時程，降低系統開發及備援成本。 

2.中期階段（SDDC私有雲模式）：由於 Linux平台主要應用於交易系統關鍵服務方面，因此

這階段導入 SDDC架構，將以自行建置為主，同時必須考量容錯處理機制、資源調校優化管

理等重要關鍵項目。Linux平台下已有支援 SDDC發展之技術方案可供評估選擇，甚至能夠

支援不停頓運作環境，以確保關鍵服務運行不中斷。 

3.長期階段（SDDC混合雲模式）：未來須全面檢視各應用系統之特性，如個人資料保護、資

訊通訊安全、系統需求變動性，來決定其採用外部或內部 SDDC之佈建應用服務環境，如此，

不但可保有運用 SDDC架構之彈性靈活度，也可達到降低整體資訊成本的支出。 

(二)檢視資訊中心基礎架構，可考量配合運用先進之新式超融合式基礎架構，將伺服器、網

路架構、通訊協定、應用系統功能及各項資訊服務皆納入考量及調整，才能簡化 SDDC建構之

複雜度。超融合架構的每個機箱「Infrastructure in a box」，就是一個含有運算與儲存資

源的基礎「積木（Build Block）」單元，再透過分散式軟體將多臺機箱組成叢集，可像堆疊

積木般，組成適合不同應用情境的叢集。因此，只要將更多節點加入到叢集中，就能擴展整

個叢集的效能與容量。 

(三)為建置符合 SDDC架構之新型態資料中心，應評估採用適當之建構管理工具軟體，以提供

一個整合式的集中管理介面，用來配置實體和虛擬資源，也能自動進行生命週期管理，也會

自動更新和升級 SDDC軟體套件來簡化維運，同時建立資訊中心整體即時監控機制，作為改善

SDDC運作效能及優化調整依據。 

(四)持續研究軟體定義資料中心之架構及技術，包含軟體定義網路、軟體定義儲存、軟體定

義防護架構及 OpenStack技術等，同時蒐集相關技術之發展及應用動態建立資料庫，作為未

來建置或改善臺灣證券交易所資訊中心朝向 SDDC架構發展之參考，以因應新興金融交易環

境，並面對未來新型態創新企業之競爭。 

 

附註：一、報告內容提要應包括下列二部分： 

(一) 研究內容重點 

(二) 結論與建議事項 

二、本提要表須附電子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