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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管理者多以資訊分類方式進行管理，以便讓需求者尋找所需之資訊（如網站管

理者、圖書管理員等），然而於網頁分類議題當中，多數管理者依靠領域專家所建置網

頁分類機制為依據以判定網頁文件類別，但此方式僅考慮網頁當中文字資訊可能導致分

類結果與需求者所需之資訊不符，其原因乃缺乏以撰寫者角度為考量，造成分類結果與

網頁原意有所差異，此外，由於僅考慮網頁文件當中文字資訊，但網頁文件外部特徵（顏

色、圖文編排）亦有可能影響需求者瀏覽結果，造成需求者與管理者對網頁內容理解不

同。因此本研究針對網頁文件為基礎發展一套「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以網頁使

用者與網頁設計者角度解析網頁文件文字資訊與網頁顯示特徵。 

本研究所提出「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包含「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

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首

先，於「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中考量使用者與設計者之習慣（如

瀏覽網頁瀏覽動線與撰寫網頁微感觀點），並結合眼動追蹤與標籤區域判定網頁重要區

塊與重點資訊，接著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擷取網頁當中顏色代碼以計算網

頁文件之主要顏色，進而判定網頁文件情緒類別；於「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則

結合關鍵字擷取技術解析網頁文字資訊，以獲知網頁文件之專業類別，最後彙整得知網

頁文件二維度類別。本研究發展模式與方法論之外，並依此為依據建構一套系統以進行

案例驗證，從而確認方法論與技術之可行性。整體而言，本研究提出一套二維度網頁文

件分類模式方法論，期望藉由此方法為依據分類網頁文件資訊內容，以及對需求者情緒

影響，讓提供者獲知網頁文件二維度資訊以給予適合需求者之網頁。 

 

關鍵字：網頁分類、知識管理、色彩心理學、眼動追蹤、標籤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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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website administrators mainly manage by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to allow the 

demanders to find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However, regarding the webpage 

classification topics, most administrators rely on the webpage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built 

by the experts of the field to determine the webpage categories.  Such methods may lack of 

consideration from the webpage article writer’s perspective, resulting in the differences in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nd webpage original meanings.  Moreover, since only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of the webpage is considered, the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bpage (color, 

graphic layout) may also affect the browsing results of the demanders and may lead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webpage contents.  Hence, this paper develops a 

Two-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webpage to analyze the webpage textual 

information and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ebpage users and designers.  

 This model is consisted of the Webpage Block Distribution and Tag-region Weighting 

(BDTW) module, Webpage Image Style Determination (WISD) module and Webpage 

Category Determination (WCD) module.  First, in BDTW module, the user and designer 

habits (such as the web browsing movement and the writing perspective of webp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combining with the eye movement tracking and tag-region judgment to 

determine the critical blocks and information of the webpage.  Then, in WISD module, the 

webpage color codes are acquired to calculate the major colors of the webpage, and further 

determine the emotional category of webpage.  The WCD module analyzes the webpage 

textual inform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keyword acquisition technology to identify the category 

of the webpage.  After that, the Two-dimensional category of the webpage can be obtained.  

In addition to the proposed model, this paper also develops a Two-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accordingly for case verification to confirm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 Overall,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ology of Two -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webpage to classify the webpage file information contents and the effects on the emotions 

of the demanders to assist webpage providers in providing webpage suitable for demanders 

with the generated two -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the web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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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研究背景 

本章乃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以下即分別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與「研究步驟」

等主題進行說明。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網路普及與便利性，人們已習慣透過書本轉而從網路上獲取知識，然而網路資

訊量龐大，造成知識網頁需求者難以從大量網頁中，尋找到所需之網頁資料，因此，藉

由將網頁文件分類，以幫助需求者有效管理網頁文件（Fujino等人，2007；Mahdavi等人，

2008），或者減少需求者尋找資料所花費時間（Shen等人，2007；Mahdavi與Cho，2007），

讓知識網頁需求者有效地尋找所需網頁資訊，乃成為目前網頁分類、管理中重要議題之

一。此外，為了吸引需求者瀏覽網頁，網頁設計者常藉由網頁色彩配置、圖文編排等，

以提升網頁整體美觀（Mirdehghani與Monadjemi，2009），藉以吸引需求者閱覽，然而此

方式容易造成需求者於瀏覽網頁文件時，因網頁文件視覺特徵對於知識網頁需求者情緒

（Wu等人，2008）、閱讀效率與記憶力等都可能產生影響，甚至可能影響需求者對於網

頁信任與滿意度（Cyr等人，2010），因此，知識提供者除了推薦需求者適當領域之網頁

外，亦需兼顧網頁文件視覺特徵對需求者情感影響。是故，若能有效歸類網頁文件資訊

與情感影響特徵，除了有效推薦知識網頁需求者預期之網頁文件外，亦可篩選含有對知

識網頁需求者不適、負面情緒觀感之網頁文件，讓需求者更為有效地獲取網頁文件當中

知識。 

目前知識網頁提供者雖可藉由領域專家所開發之網頁分類技術，將網路上眾多網頁

文件進行分類，以得知網頁文件類別。但多數分類方式，大多乃考量網頁文件內容（如

圖片、影片與文字等）為基礎以進行分類以及區分等級、針對關鍵字或標籤中所含括之

區段文字作為網頁分類之特徵，以作為網頁分類依據。因此，目前網頁分類大多以關鍵

字擷取（Li 與 Tsai，2013）、HTML 語法標籤內文字區塊（Lim 等人，2005）、語意特徵

（Chen 等人，2009）、影像特徵（Fersini 等人，2008）或者圖片特徵（Schettini 等人，

2002）等為依據，作為關鍵資訊分析基礎並進行網頁分類。以上方法雖能將網頁分類，

但缺乏以網頁撰寫者、設計者之撰寫網頁微感觀點為考量，而可能遺失設計者撰寫網頁

之重點文字等資訊，因網頁撰寫者、設計者對於網頁文字所使用標籤特性、以及文字資

訊於網頁文件中編排等，皆具網頁撰寫者、設計者撰寫該網頁文章之编撰重點。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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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加入設計者撰寫網頁文件觀點之考量，即可較為準確地將網頁文件分析、分類，進

而讓知識需求者有效取得具設計者原意之網頁文件。 

其次，網頁設計者於設計網頁時常以網頁色彩配置吸引需求者瀏覽網頁，然而過去

探討色彩對於人們情緒影響之研究（Wexner，1954），甚至探討色彩針對不同文化人們

影響差異（Adams與Osgood，1973；Ou等人，2004）之研究皆說明色彩具有影響人們情

緒之特性，此外，亦有針對色彩運用以探討人們心理狀態之研究（Jue與Kwon，2013），

並證實色彩能有效預測人們的心理狀態。因此從上述說明得知網頁色彩配置可能會影響

需求者生活或工作上情緒，是故若需求者瀏覽不適當之網頁文件色彩配置，可能產生負

面情緒，例如充滿壓力員工觀看太過陰沉之網頁文件配色，導致員工心情更加沉重，進

而降低工作效率；然而於目前網頁探勘領域中，較少研究探討網頁色彩配置對需求者情

緒之影響，導致多數網頁提供者僅能依自身觀點為依據進行判定，而此方式可能因知識

網頁提供者與需求者觀點不同，產生知識吸收之反效果。故知識提供者如何有效搜尋及

篩選適合色彩配置之網頁文件，以給予對應知識網頁需求者觀看，係為網頁探勘中值得

被探討之議題。 

綜上所述，知識提供者歸類網頁文件資訊方式，以及篩選適合之色彩配置方式，可

藉由領域專家所開發之網頁分類技術以得知網頁類別，但此分類技術缺乏設計者撰寫網

頁文件之微感觀點為考量，因而未能取得具設計者表達網頁文件之原意，導致網頁無法

被準確地分類，此外，知識提供者亦無針對網頁文件色彩配置作為需求者情緒影響之判

定機制，因而造成知識提供者僅能以自身觀點判定，但此方式可能因知識網頁提供者與

需求者觀點不同，而造成需求者觀看此份網頁文件感受不同。綜合上述，其既有之運作

模式如圖 1.1 之 AS-IS Mode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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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AS-IS Model 

 

如圖 1.1 所示，本研究乃將問題彙整並列點如下： 

1. 過去網頁分類技術缺乏以設計者撰寫網頁文件之微感觀點為考量：過去網頁文件分

類技術乃欠缺考量設計者撰寫網頁文件之微感觀點，導致遺漏設計者撰寫網頁文件

之原意，因而造成無法準確地分類網頁文件。 

2. 過去網頁分類技術缺乏以使用者瀏覽網頁文件之情緒感受為考量：知識網頁提供者

僅能用自身觀點判定網頁文件對需求者情緒影響，但可能因觀點不同，造成需求者

觀看網頁文件感受不同。 

 

有鑑於此，本研究期望藉由網頁文件標籤所含色彩代碼與文字型資訊為解析資料，

並考量使用者瀏覽網頁文件眼動軌跡，以及設計者撰寫網頁文件微感觀點為基礎，以進

行網頁文件類別判定，進而發展一套「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以幫助知識網頁提

供者有效推薦需求者適當領域之網頁文件，並篩選對需求者不適當情感影響之網頁文

件。首先，本研究「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乃由「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

重分配模組」以判定網頁文件中使用者所注視之重要區塊，以及解析網頁文件中含有設

計者原意之重要資訊，並藉由使用者與設計者觀點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以判定該網頁色彩配置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以及「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以針

對該網頁資訊內容進行分類。本研究之期望運作模式如圖 1.2 之 TO-BE Mode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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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TO-BE Model 

 

綜合上述，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1. 以使用者瀏覽網頁之眼動軌跡，以及設計者撰寫網頁之微感觀點為基礎進行分類： 

過去網頁解析技術乃透過網頁文件內容進行解析，但此方式則欠缺考量使用者瀏覽

網頁眼動軌跡（即使用者瀏覽網頁之眼睛瀏覽網頁之動線與習慣），以及設計者撰寫網

頁之微感觀點。因此，本研究乃提出「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乃

依據使用者與設計者觀點進行網頁文件解析，以得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 

2. 以網頁文件之色彩配置為主進行情緒類別判定： 

知識網頁提供者乃以自身觀點判定網頁文件色彩配置對於需求者情緒觀感影響，但

此方式可能因提供者之主觀意識造成使用者觀看此份網頁感受不同。因此，本研究乃提

出「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藉由解析網頁文件色彩，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主要

分析顏色，並藉由色彩分佈判定網頁文件對使用者情緒影響。 

 

整體而言，為了協助知識網頁提供者有效推薦需求者適當之網頁文件，本研究乃提

出「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方法論，以「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

組」判定網頁文件重要資訊與重點區塊，並做「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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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判定依據，以便針對網頁文件資訊內容，以及對需求者情緒

影響進行分類，以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資訊，如網頁文件對需求者情緒影響以及所歸類

之類別等二種不同維度，讓網頁提供者藉由二維度資訊判定此份網頁文件是否適合需求

者。 

 

1.2 研究步驟 

如前一小節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即以網頁使用者與網頁設計者觀點針對網頁文

件資訊內容，以及需求者情緒影響進行分類，進而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資訊，讓網頁提

供者藉由二維度資訊推薦適合之網頁文件給予網頁需求者。本研究乃利用網頁文件標籤

區域以及顏色代碼解析為基礎，並藉由使用者瀏覽網頁之眼動軌跡，以及設計者撰寫網

頁之微感觀點為根據，結合網頁文件分類、關鍵字擷取等方法，以發展「二維度網頁文

件分類」之方法論。而本研究為確立可行性，開發出一套以網際網路為基礎之網頁文件

二維度類別判定系統，藉由本研究規劃出之三大模組，使分類依據使用者與設計者觀

點、色彩配置對使用者情緒影響判定、網頁文件所含知識類別判定得以自動完成，即可

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步驟乃分述如下： 

 

步驟一、背景資料蒐集與研讀 

根據本論文之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乃針對網路使用者之使用便利性研究

探討網頁文件探勘以及網頁對於使用者各方面影響，所涉及之研究主題乃包括「使用者

瀏覽網頁行為分析」、「色彩心理學探討」及「網頁文件探勘」等三大研究方向，進行相

關文獻蒐集與研讀，以瞭解目前網頁分類領域之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進而建構本研究

之方法論與系統模型。 

 

步驟二、研究定位 

透過步驟一之文獻蒐集與研讀，可知過去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之相關研究主要

著重於使用者觀看文章或網頁之眼動軌跡進行探討。此外，於色彩心理學探討之相關研

究中，則直接針對各領域所配置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感受影響進行探討。最後網頁文件

探勘之發展中，多數研究則利用關鍵字分析、以資料庫去進行關鍵字比對或者圖文及影

音之分析，接著制定規劃完成之類別去進行分類。因此，本研究之目標即在於串聯此等

研究領域，發展出一套依照各標籤區域進行關鍵字與顏色代碼擷取，並依據區塊分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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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區域進行權重分配，再比對關鍵字間以及色彩間之隸屬關係，將網頁文件進行二維

度分類。最後根據此目標，將本研究各階段性研究項目加以界定，並依方法論建構、系

統開發、案例驗證與成果分析等程序，逐步完成本研究。 

 

步驟三、研究模式之建立與系統開發 

本研究共有四大主題需完成，其中各主題規劃之工作分述如下： 

主題一、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方法之探討 

 蒐集並研讀網頁探勘、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以及使用瀏覽網頁之眼動軌跡

相關資料與文獻 

 釐清影響網頁探勘之因子與可行之推薦方法 

 釐清網頁各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 

 釐清使用者瀏覽網頁之眼動軌跡 

主題二、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之資料解析探討 

 解析網頁文件分類之區塊分佈以及標籤區域 

 計算網頁文件分類其各區塊與標籤區域之權重分配 

 建立網頁文件分類之情緒觀感與知識類別判定法則 

主題三、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方法論發展 

 建立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方法論 

 建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方法論 

 建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方法論 

 建立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方法論 

主題四、系統功能開發 

 開發網頁文件分類之顏色代碼以及關鍵字、相關鏈結自動擷取功能 

 開發網頁文件分類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功能 

 開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功能 

 開發網頁文件知識類別判定功能 

 開發網頁文件分類自動判定所歸類之二維度類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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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案例驗證 

 根據步驟三所建構之研究模式與系統模組，本研究乃分別驗證各系統模組，最後藉

由各系統模組之驗證結果，以確認本研究所發展研究模式之正確性與實用性。 

 

步驟五、成果分析與結論 

根據案例驗證之執行成效，檢討本研究預期成果與實際成效間之符合程度，藉以評

估本論文所發展之方法論與系統模組是否具備可行性及效能，最後，藉由分析評估結果

規劃本研究之未來發展與應用方向。 

 

綜合上述之研究步驟說明可知，本論文首先乃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蒐集現有網頁文

件分類相關文獻，並於研讀相關文獻後確立研究方向；其次，依據研究方向建立本研究

之研究模式（包含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網頁文件色彩觀感及網頁文

件類別判定等），並以此為基礎開發一套能將網頁文件進行二維度判定之系統。最後，

以一案例驗證本論文所發展之方法論與系統模組，並透過成果分析，確認本研究之實用

價值。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1.3 所示。 

研究背景與動機、文獻回顧

研究定位

案例驗證

成果分析與結論

二維度網頁分類模式之規劃

系統功能模組建構

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之建立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
判定模組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
判定模組

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圖 1.3、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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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協助資訊需求者於龐大之網路資訊/文件中，迅速且便捷地尋得其

所需要之網路文件資料，以節省資訊需求者花費於資訊過濾與篩選之大量時間。因此，

於探討相關文獻前，先行釐清本研究之研究定位，以瞭解本研究與現今相關研究之差異

性及本研究之研究價值。 

 

2.1 研究定位 

本研究所涉及之研究主題乃包括「網頁文件探勘」、「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

及「色彩心理學探討」等三大研究方向，以下即進行相關研究文獻回顧及探討。 

於網頁分類之議題中，過去相關研究乃以「網頁文件探勘資料內容」、「網頁文件探

勘技術」及「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三方面進行探討。於網頁文件探勘資料內容之課

題中，相關研究主要針對HTML語法之標籤內文字或關鍵字進行探討，並提出對應之時

效性及需求性之分類網頁。而網頁文件之資料解析課題而言，過去相關研究之成果可由

「群集分析法」、「關聯分析法」及「資料分類法」等三方面進行探討。對於網頁文件探

勘技術議題而言，過去研究多數以資料探勘技術，以針對網頁所包含之資料特性，進行

資料探勘與網頁文件分類任務；是故，目前相關文獻應用於網頁文件之探勘技術，則包

含「結構樹分類法 」、「最鄰近區域分類法」、「主成份分析」及「類 神經網路 」等探勘

技術。於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議題中，乃針對網頁文件探勘應用於「教育訓練領域」、

「網路行銷領域」及「知識搜尋領域」等三方面領域進行探討。 

於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之議題中，過去相關研究可分為「使用者眼動軌跡追蹤」

與「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等二方面進行探討。於使用者眼動軌跡追蹤之課題中，

多數研究乃利用眼動軌跡追蹤儀追蹤使用者眼睛，藉以得知使用者觀看文章或網頁文件

時「瀏覽動線」與「視覺焦點」。而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課題而言，過去相關研究

之成果可分為網頁文件版面、影像分佈與詞句等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以及探討以使用

者視覺注意力為依據之系統建置與應用。 

於色彩心理學探討之議題中，過去相關研究可分為「色彩心理探討」與「色彩意象

應用」等二方面進行探討。於色彩心理探討之課題中，乃探討色彩對於人們情緒感受。

於色彩意象應用之課題，乃探討各領域色彩配置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以及探討以使用

者情緒為依據針對圖像進行色彩轉換，藉以得到符合使用者情緒之圖像色彩配置。 



 

9 
 

綜上所述，本論文所涉及之各項主題領域以圖 2.1 呈現其架構關係；圖中灰色部分

乃代表本研究所強調研究之主題。如圖 2.1 為本論文所發展之方法論主軸，過去已有許

多相關之研究成果；因此，對於本研究（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之文獻回顧乃依不

同研究議題搜尋相關文獻資料，並針對不同主題進行細節說明。故本章文獻回顧即針對

網頁文件探勘、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及色彩心理學探討等三個議題進行說明。 

 

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

網頁文件探勘

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

色彩心理學探討

網頁文件探勘技術

其他技術

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

網路行銷領域

網頁文件探勘資料內容

色彩意象應用

色彩心理探討

色彩配置應用

色彩轉換應用

網頁文件鏈結資訊

網頁文件影像資訊

網頁文件標籤資訊

網頁文件文字型資訊

瀏覽動線

視覺焦點使用者眼動軌跡追蹤

版面配置之於視覺影響

資料分類法

群集分析法

教育訓練領域

色彩之於視覺影響

年齡之於色彩認知

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

影像分佈之於視覺影響

知識搜尋領域

關聯分析法

其它領域

詞句文字之於視覺影響

視覺注意力之於系統應用

 
圖 2.1、研究定位圖 

2.2 網頁文件探勘 

對於網頁文件探勘議題而言，本研究乃針對網頁文件探勘資料內容、網頁文件探勘

技術與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進行相關文獻探討，期望於其中觀察網頁資料之探勘內

容、技術與應用方面，以更深一層瞭解網頁所蘊含之資料特性。 

 

2.2.1 網頁文件探勘資料內容 

於網頁文件探勘資料內容中，本研究乃針對「網頁標籤資訊」、「網頁文字型資訊」、

「網頁鏈結資訊」及「網頁影像資訊」進行相關文獻探討，期望從中探討出網頁文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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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重要資訊。 

 

(A)網頁標籤資訊 

於解析網頁文件內容時，Lim 等人（2005）乃提出以網頁文件中 UML 與 HTML 語

法或 Tag 等特徵作為網頁分類之分析資料，建構一套網頁自動分類系統，該研究乃提出

可以擷取網頁中網址與 HTML 語法等特徵，進而提供後續研究之網頁文件分類的分析

特徵與資料。Jenkins 與 Inman（2000）提出可調適自動化之網頁分類模式與技術，該模

式乃分析訓練網頁中出現頻率較高之字彙與 HTML 標籤屬性，並利用字彙自動產生分

類時所需使用之分類字彙，進而產生階層式之分類節點，最後根據階層式之分類節點上

的分類字彙，以針對測試網頁訂定類別；甚者，該研究亦可依據不同類型文件所使用之

語言，自動調整產生分類字彙。 

 

(B)網頁文字型資訊 

過去研究常以網頁文字型資訊為基礎，擷取當中關鍵字，並針對關鍵字關聯語意進

行解析（Tan與Zhang，2008）。Chen等人（2009）先行針對複合表與關聯表所能引導搜

尋之空間範圍及兩者間之搜尋關係，建構語義關連圖SRG（Semantic Relationship 

Graph），之後以天真貝式分類器為主，開發一套以語 意 關連圖為基之多關聯天真貝式

分類器，該分類器乃根據語 意 關聯圖之分析結果，排除不必要之特徵與關聯性，進而

避免產生無相關之連結。Chen及Hsieh（2006）乃提出一個以潛藏語意分析LSA（Latent 

Semantic Analysis）與網頁特徵選取WPFS（Web Page Feature Selection）為基礎之網頁關

鍵資訊選取方法，並結合支持向量機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之權重投票機制，

發展一套網頁分類技術。該研究之細部作法乃以LAS技術尋找文件關鍵字與文件之語意

關係，並 統計各字詞於文件內之隸屬程度，之後以WPFS方法萃取網頁文字特徵值，當

中，此兩特徵擷取方式係產生不同之結果，因此該研究乃利用SVM之權重投票機制，建

立關鍵字向量值，最後根據輸出之向量值與投票模式以確定網頁之類別，而研究結果亦

顯示該研究能更為精確地判斷各關鍵字之類別。此外，Zhang等人（2013）乃探討於網

頁論壇中兩性情感差異，當中該研究乃藉由不同顆粒性層級（Granularity Level）、句子

層級（Sentence Level）、片語層級（Phrase Level）與單字層級（Word Level）等以發展

一套演算法則與建置系統架構，並透過大型社群網站作為驗證資料進行情感分析，最後

透過分析結果得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主觀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基於句子層級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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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有可能表達積極和消極情緒（基於片語與單字層級分析上）。 

 

(C)網頁鏈結資訊 

於網頁分類議題中，Furnkranz（2002）乃考量網頁中之超連結網頁資料（Hyperlink 

Ensembles），以將網頁文件進行分類。該研究乃先從網頁之本文中取得分類特徵，之後

考量網頁文件中超連結特徵，連結至對應之網頁，並取得該網頁之所有分類特徵，並且

整合與目標網頁之特徵進行整合，以有效地針對目標網頁進行分類。Chau與Chen（2008）

提出一套機器學習方法，該方法融合了網頁內容分析和網頁結構分析。該研究利用網頁

內容、鏈結為基礎特徵，以作為機器學習運算法則輸入使用。該研究同時實施前饋/倒傳

遞神經網路與支持向量機設計了兩個實驗，並且該實驗進行兩個現有之網頁過濾方法關

鍵字與詞彙為基礎。實驗結果表明，該方法表現優於基礎的方法，尤其當訓練網頁文件

之數量很小時。該研究建議方法可以適用於特定主題之搜索引擎發展與其他Web應用程

序，如Web內容管理。 

另一方面，由於目前的網頁分類技術會因網頁之資訊不足而降低分類準確度，以及

因依據過多的鏈結網頁而降低網頁分類之效率，並且受到雜訊的干擾，為了解決上述問

題，許琇娟（2003）建構的分類器係將標籤區域與文件內容分離，該研究首先從文件內

容取得關鍵字，並用此關鍵字與每個標籤區域作比對，以獲取標籤區域之關鍵字，之後

該研究使用訓練資料所產生的標籤權重，以作為文件類別的相似度分析，若網頁類別相

似度達門檻值，即判定該網頁之類別，反之，則利用鏈結網頁（即尋找與目標網頁具關

聯性之網頁內容）之內容解析，以判定目標網頁所屬類別。 

 

(D)網頁影像資訊 

在過去的網頁分級中，僅針對網頁文字內容進行分級，然網頁內容不僅包含文字，

亦包含圖片形式及由數張圖片組合而成之影片形式，故 Fersini 等人（2008）提出分析影

像-區塊之技術，以提高網頁分類的準確性，該方法乃分析網頁之影像-區塊，並利用影

像-區塊內識別度及資料密集區塊，以確認該影像於網頁中之重要性，並將此網頁特徵

納入網頁分類之屬性之一，進而提昇網頁分類準確性。Alpuente 與 Romero（2009）乃

以圖像化結構開發一套網頁對照技術。首先，針對 HTML 編碼進行轉譯並擷取圖像化

結構網頁中 HTML 標籤，再將網頁標籤轉換時之封包進行壓縮，並依重複性與非重複

性以及標籤鏈結的長度是否影響結果，分成平行與垂直兩種結構。分析網頁結構後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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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關於網頁中圖像化之構成要素（即其最小範圍），並以這些範圍條件內尋找關聯網頁，

最後將這些關聯網頁以樹狀結構之型式呈現，再以子樹與子樹間之編輯距離來定義網頁

間相似度之測量方法，利用網頁之相似度完成分類，不僅可擴大搜尋範圍亦可增加分類

效率。 

有別於目前文件分類多數分析文字型資料，Wang等人（2006）乃 以每 25 維度為

單位之區域特徵向量，決定圖像檔之各區分區域之區域內容類型。此外，Schettini等人

（2002）建構一套分類與迴歸樹CART（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分類器，該

分類器乃藉由影像中的低階之感知特徵，以進行數位文件分類。 

綜上所述，網頁文件資料內容探勘無論是標籤資訊、文字資訊、鏈結資訊以及影

像資訊等，皆有許多文獻研究，使得網頁文件分類方式更加豐富、分類結果更加精準，

而依其不同探勘部分匯整成表，如表 2.1 與表 2.2 所示。 
 

表 2.1、網頁文件探勘資料文獻彙整表(1) 

 
 

解析部分 相關研究 解析法 目的與結果 

網頁標籤資訊 

Lim 等人（2005） 
UML、HTML 

標籤 
藉由擷取網頁中網址與 HTML 語法特徵，做為

網頁文件分類之分析特徵與資料。 

Jenkins 與 Inman
（2000） 

頻率較高之字彙

與 HTML 標籤 

該模式乃分析訓練網頁中出現頻率較高之字彙

與 HTML 標籤屬性，並利用字彙自動產生分類

時所需使用之分類字彙。 

網頁文字型 
資訊 

Chen 等人（2009） 語義關連圖、天真

貝式分類器 
根據語 意 關聯圖之分析結果，排除不必要之特

徵與關聯性，避免產生無相關之連結。 
Chen 與 Hsieh
（2006） 

潛藏語意分析與

網頁特徵 
藉由結合 SVM 之權重投票機制，發展一套網

頁分類技術。 

Zhang 等人

（2013） 
文章中句子架構

層級 

探討於網頁論壇中兩性情感差異，該研究藉由

論壇中男女性發言，以解析文章中顆粒性層

級、句子層級、片語層級與單字層級。 

網頁鏈結資訊 

許琇娟（2003） 
將標籤區域與文

件內容分離之分

類器 

藉由文件內容取得之關鍵字與標籤區域作比

對，再使用訓練資料所產生之標籤權重，作為

文件類別的相似度分析。 

Furnkranz（2002） Hyperlink 
Ensembles 

考量網頁中之超連結網頁資料，以將網頁文件

進行分類。 
Chau 與 Chen
（2008） 

網頁內容、鏈結 該研究利用為基礎特徵，以作為機器學習運算

法則輸入使用。 

網頁影像資訊 

Alpuente 與

Romero（2009） 網頁對照技術 
針對HTML編碼進行轉譯並擷取圖像化結構網

頁中 HTML 標籤，分析後即得網頁中圖像化之

構成要素，以擴大搜尋範圍、增加分類效率。 

Fersini 等人

（2008） 
分析影像-區塊之

技術 

分析網頁之影像-區塊，並利用其識別度及資料

密集區塊，以確認該影像於網頁之重要性，提

昇網頁分類準確性。 

Wang 等人（2006） 區域特徵向量 以每 25 維度為單位之區域特徵向量，決定 圖

像檔之各區分區域之區域內容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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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網頁文件探勘資料文獻彙整表(2) 

 

2.2.2 網頁文件探勘技術 

於網頁文件探勘技術中，過去研究多數都以資料探勘技術針對網頁所包含之資料特

性，進行資料分析與網頁文件分類任務；本研究乃針對「群集分析法」、「關聯分析法」

及「資料分類法」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A)群集分析法 

於結構分析法中，Artail 與 Fawaz（2008）乃以網頁中之超文字標記語言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標籤類型之關聯性分析方式，進而縮短 HTML 網頁分類

時間與提升其穩定度。該方法架構主要由(1)網頁之清除、(2)頁面之分類並產生子樹、(3)

子樹之比較與轉換及(4)分析子樹之相似性等四個階段組成。故該方法論先行從網頁中的

中介標籤語言 XML（Meta-Markup Language）檔案擷取資訊，並利用可擴展樣式語言

XSL（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分隔 HTML 檔案與節點以找尋 HTML 之標籤，

之後再以 HTML 標籤之特徵分析網頁之關聯性，並運用子樹分類法分類相關聯之網頁，

最後再針對網頁內容及標籤之關聯性與相似係數完成分類。 

於最鄰近區域分類法中，Kwon 與 Lee（2003）乃以最鄰近區域分類法 K-NN

（K-Nearest Neighbor），協助特徵之選取與標籤權重計算，改善以往文件與文件間之相

似特徵分類方法。當中，該方式主要由網頁選擇、網頁分類與網站分類等三個階段組成，

故需先行利用全球資源定位器 URL（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找尋網頁搜尋之路徑，

再以 BFT（Breath-First Traversal）演算法選擇最短路徑，之後運用 K-NN 演算法針對搜

尋後之網頁內容與標籤進行關聯性與相似度分析，並以權重加權方式估計相似度高之內

容與標籤，以完成分類任務。Pernkopf（2005）乃以模糊 K 最近點群域 K-NN（K-Nearest 

Neighbor）分類法輔以遺傳演算法提出一套改善簡易貝式分類器之機制。該研究先行針

對搜尋後之網頁內容與標籤進行關聯性與相似度分析，再利用遺傳演算法循序之特徵選

擇方式，從特徵子集中選取適合之特徵做為分類預測屬性，最後再依預測結果完成分類

任務。實驗結果顯示，該方法確實改善簡義貝式分類器之準確度。 

 

解析部分 相關研究 解析法 目的與結果 

網頁影像資訊 Schettini 等人

（2006） 
分類與迴歸樹

CART 分類器 
藉由影像中的低階之感知特徵，以進行數位文

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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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關聯分析法 

多數之文件檢索系統係使用關鍵字以查詢文件，此類系統之作法乃先從文件中擷

取文字，之後藉由所建構之權重值分配法則以賦予各關鍵字詞之對應權重值，然此狀況

下會產生兩個問題，一為如何準確的擷取關鍵字，二為如何確定關鍵字之權重值。有鑑

於此，Horng 及 Yeh（2000）提出一套檢索關鍵字方法（稱為 RK 法），以克服上述之問

題。該研究乃使用基因演算法以設定各關鍵字之權重，並且結合 Bigrams（雙字串）、

Document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文件自動分類）、Ranking（排序）和 PAT-tree 模型進

行文件關鍵字之檢索，其中任何型態的關鍵字（如人名、地址、技術術語等）皆可被擷

取與檢索，藉由上述之研究方法建立與研究實證顯示該研究之分類績效較先前研究為

佳，亦即代表可解決目前之文件關鍵字擷取與權重值設定之問題（Liu 等人，2000）。

Chen 等人（2009）提出兩個特徵選取網頁分類技術，該研究乃利用 DPM 減少輸入維度

與模糊排序分析之兩階段以分析網頁屬性，進而提昇網頁分類之準確性與效率。最後，

Li 與 Tsai（2013）乃提出一套網格知識結構概念分析法（Fuzzy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以解決因歧義字（即多義字、反義字）而造成文件無法有效分類之問題。當中該研究所

提出網格知識結構概念分析法，乃以正規化概念輔佐文件分類，透過正規化概念可將關

鍵字對類別的關係抽象化，進而達到較佳的雜訊控制，並藉由路透社（Reuters）新聞資

料集進行驗證，以顯示該研究所提出方法之精確度，此外，該研究透過參數分析得知針

對不同性質的資料集皆具有特定參數組合，故此法亦適合用於跨領域之文件分析。 

 

(C)資料分類法 

於資料分類法中，Kim等人（2005）乃結合Adaptive Boosting技術與Uncertainty-based 

Selective Sampling 技術，提出一套整合性 AdaBUS 技術，以提升貝氏文件分類法 Naïve 

Bayes Classification（NB）之文件分類準確率。該研究之細部作法乃先將訓練文件進行

初步之分類，以獲得初步文件分類結果，之後該研究乃以 Uncertainty-based Selective 

Sampling（US）技術，尋找分類結果中最不穩定之文件（亦即同時隸屬多個類別之文件），

並以人工方式重新分配類別，增加其分類擴增性（Augmentation），同時重新分配各文件

類別及文件屬性之權重。是故，經由數次迭代後所產生之最終分類模式，乃具備文件屬

性權重值分配之學習能力，最後研究結果亦顯示，此整合性模式能有效提升以 NB 

Classification、US 及未修改之 AdaBoost 分類法之文件分類準確率。此外，Youn 與 Jeong

（ 2009）結合天真貝式分類器 NB（Naive Bayes）、特徵比重分類法 CDFW



 

15 
 

（Class–Dependent–Feature–Weighting）與遞迴特徵消去理論 RFE（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建構一套 CDFW–NB–RFE 之文件分類方法。該方法首先從文件中選擇決

定性之特徵，並將此些特徵依比重進行分類，再針對分類後之文件特徵進行漸進式篩

選，最後將篩選結果作排序，以取得排序為前之特徵值及其分類屬性，提高分類器之準

確率。此外，Chen 等人（2006）結合「公平特徵集合選取」FFSS（Fair Feature-Subset 

Selection）演算法和「適應性模糊學習網路」AFLN（Adaptive Fuzzy Learning Network）

演算法，提出一套智慧型網頁文件自動分類模式。首先，FFSS 演算法乃公正地選取並

處理各類別之特徵，並辨識得當中具顯著分類之特徵，進而縮小特徵選取之範圍；其次，

AFLN 乃提供快速之學習能力模型，該演算法可藉由不斷的系統訓練，自動地糾正不明

確的分類行為，並藉由上述兩個演算法之整合，即可更有效地改善網頁文件分類績效。

最後，Runkler 及 Bezdek（2003）提出利用校正距離（即辨識字串相似度距離；Levenshtein 

Distance）及圖示距離（Graph Distance），將非數值資料轉換為關聯資料集以進行分析（如

網頁內容與瀏覽網頁紀錄等資料型態），之後透過 RACE 模式（Relational Alternating 

Cluster Estimation）進行分群與相關分析（亦即利用關聯性資料相對關係作為相似度距

離，以推論得分群）。當中，文字型態資料係以關鍵字分析技術以達文件分類與自動歸

檔之目的，此外瀏覽網頁紀錄則可用以分析使用者偏好，以作為區隔使用者偏好、網站

內容與網站類別之參考依據。 

 

(D)其它分析法 

除上述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外，亦有研究結合主成分分析方法，以進行網頁分類。

Zhang等人（2009）利用特徵選擇結合MLNB提出一套機制，使簡易天真貝式分類器於

多元標籤之分類效率上獲得改善。首先，該研究先行利用主要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分析網頁之主要構成要素以擷取特徵，並從特徵集中排除不相關

之特徵，之後利用遺傳演算法逐步進化之特性，從特徵子集中選取適合之特徵做為分類

預測屬性，最後再依預測結果完成分類任務。此外，Selamat與Omatu（2004）提出新聞

網頁分類方法 WPCM（Web P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此方法乃採用類神經網路，

先行取得主要成分和使用者導向（Profile-based）之分類特徵。當中新聞網頁係由 詞彙

加權（Term Weighting）方案所擷取，然而需蒐集相當大量之詞彙，因此乃使用主成分

分析（PCA）取得高度相關之特徵，PCA之結果乃包含各類別中最普遍之詞之階級輪廓

（Class-Profile）結合特徵向量。手動地選擇自各類別之普遍詞，並自加權部分使用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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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Entropy Weighting）方案，自各類別之固定數量之普遍詞中使用特徵向量，亦自PCA

中減少主要之成分，最後，將此特徵向量輸入至神經網絡進行分類，已達到分類之準確

度。依上述中，不同方面之研究技術按其探勘技術，將此部分文獻彙整成表，如表 2.3

所示。 

 
表 2.3、網頁文件探勘技術文獻彙整表 

 

分類法 相關研究 原則及目的 

群集分析法 

Artail 與 Fawaz
（2008） 

藉由網頁之清除、頁面之分類並產生子樹、子樹之比較與轉

換及分析子樹之相似性等四個階段，縮短 HTML 網頁分類時

間與提升其穩定度。 
Kwon 與 Lee
（2003） 

以最鄰近區域分類法，協助特徵之選取與標籤權重計算，改

善文件與文件間之相似特徵分類。 

Pernkopf（2005） 以模糊 K 最近點群域分類法輔以遺傳演算法提出一套改善簡

易貝式分類器之機制。 

關聯分析法 

Horng 與 Yeh
（2000） 

提出一套檢索關鍵字方法（稱為 RK 法），以克服多數之文件

檢索系統係使用關鍵字如何準確的擷取關鍵字如何確定關鍵

字之權重值。 

Liu 等人（2000） 
使用基因演算法以設定各關鍵字之權重，並且結合 Bigrams、
Document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Ranking 和 PAT-tree 模型

進行文件關鍵字之檢索。 

Chen 等人（2009） 
利用 DPM 減少輸入維度與模糊排序分析之兩階段以分析網

頁屬性，進而提昇網頁分類之準確性與效率。 

Li 與 Tsai（2013） 乃提出一套網格知識結構概念分析法，以解決因歧義字（即

多義字、反義字）而造成文件無法有效分類之問題。 

資料分類法 

Kim 等人（2005） 
結合 Adaptive Boosting 技術與 Uncertainty-based Selective 
Sampling 技術，提出一套整合性 AdaBUS 技術，以提升貝氏

文件分類法之文件分類準確率。 
Youn 與 Jeong

（2009） 
結合天真貝式分類器 NB、特徵比重分類法與遞迴特徵消去理

論建構一套 CDFW–NB–RFE 之文件分類方法。 

Chen 等人（2006） 利用 DPM 減少輸入維度與模糊排序分析之兩階段以分析網

頁屬性，進而提昇網頁分類之準確性與效率。 
Runkler 與 Bezdek

（2003） 
利用校正距離及圖示距離，將非數值資料轉換為關聯資料集

以進行分析，之後透過 RACE 模式進行分群與相關分析。 

其他分析法 

Zhang 等人（2009） 利用特徵選擇結合 MLNB 提出一套機制，使簡易天真貝式分

類器於多元標籤之分類效率上獲得改善。 

Selamat 與 Omatu
（2004） 

採用類 神經網路取得主要成分和 使用者導向之分類特徵，再

使用主成分分析取得高度相關之特徵，分析結果包含各類別

中最普遍詞之階級輪廓結合特徵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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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 

於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課題中，本研究乃針對網頁文件探勘應用於「教育訓練領

域」、「網路行銷領域」、「知識搜尋領域」或其他應用領域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A) 教育訓練領域 

網頁文件探勘應用於教育訓練領域中，多數應用乃針對網頁資訊進行分類，如 Fujino

等人（2007）針對網頁及科技文件（如學術論文及專利文件等）中多類別與單一標籤之

分類領域，提出一套以本文資訊及附屬資訊（如網頁連結、作者文件名稱等資訊）為分

析基礎之整合型文件分類模式。該模式乃利用貝式定理（Bayes）將先行文件內容予以

解析，並歸納與分類相關之重要元件（如關鍵字等）及其相對於本文之機率，之後利用

多元羅吉斯迴歸模式計算目標文件中各關鍵元件與類別之關係（即各元件之類別隸屬機

率值），最後以最大熵值原理獲得此目標文件/網頁與各隸屬類別關係。由於該研究之類

別判定模式乃以分析附屬資訊之為基礎，故相較於其他分類技術而言，該研究更適應於

網頁及科技文件之分類中。此外，Ma 等人（2009）乃以關聯性分析以擷取網頁新聞與

網頁內容之關鍵詞，再利用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運算法分析其網頁重要性並

做分群，最後利用分群結果以協助企業內部做決策管理，進而增加其管理效率。首先，

該研究先行依使用者之搜尋方式以權重估計方式進行分類，再針對網頁新聞引證之點閱

率依等級制度作排序，其次分析網頁內容以辨識網頁中屬性，以辨識其特徵與企業之關

聯性，再做進一步分類。 

過去研究透過網頁文件分類以過濾掉不適合資訊，如 Ahmadi等人（2011）乃提出

網頁過濾系統，該系統乃根據文字與視覺特徵進行色情網頁過濾。首先，該研究乃擷取

網頁中文字特徵（包含關鍵字與黑體字等）以及視覺特徵（包含鏈結、標籤與圖片等），

接著針對（1）文字特徵進行關鍵字詞判定，以釐清該網頁內容是否為色情網頁、（2）

視覺特徵分析乃採用一種全局或局部之指示功能，以針對圖片進行全局或局部分析，進

而得知此圖片是否為色情圖片，最後彙整文字與視覺特徵判斷結果以進行色情網頁過

濾。而 Choi等人（2013）乃針對含恐怖主義相關資訊之網頁文件進行分類，該研究乃以

關鍵字擷取方式，並藉由詞彙網路（WordNet）中字詞相似度，以及Google N-gram語料

庫中所提供的詞頻出現之次數為基礎，以建立一套文本分析方法，最後採用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進行測試，以說明該研究能有效分類含恐怖主義相關資訊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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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網路行銷領域 

網頁文件探勘應用於網頁行銷領域中，Yeh等人（2009）乃以人工類神經網路AN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與模糊邏輯演算法（Fuzzy 

Logic Algorithms）建構一套網頁分群機制，藉由分析網站內容與結構，以進一步了解網

路書店之潛在顧客。該研究主要分成三個階段：(1)先行分析資料庫與網頁字詞之關聯

性，以尋找可能購買客戶族群、(2)去除無效與不相關之網站資料、(3)分別以可能購買

者之資料與書籍進行特徵關聯性分析，並依等級制度進行分群，最後再比較各分群結果

以完成分群任務。此外，Mahdavi等人（2008）乃以K-means演算法與權重階層分類法結

合神經模糊模組（Neuro-Fuzzy Modeling）建構一套網頁文件分類機制，藉由該機制以

針對網頁中之超連結結構進行解析，以改善企業之顧客資訊管理效率。首先，該研究先

行利用K-means演算法與權重階層分類法，針對網頁索引之加權關鍵字進行分析，並依

其特徵屬性之相似度以作分群，最後再透過神經模糊模組依屬性間之關聯性尋找相似文

件，進而完成網頁分類。 

此外，亦有針對網路上評論文章、網誌內容等資訊做分類，以幫助企業公司進行產

品分析，如 Hung 與 Lin（2013）乃針對網路上之文章進行情感分析，以分析文章之情

緒傾向。當中該研究乃藉由 SentiWordNet 中 WordNet 為基礎，以判別文章中詞彙正面、

負面與中立等三個情感數值，進而藉由數值分佈判斷文章情緒傾向，此外，該研究乃提

出以詞彙相關性方法以修正 SentiWordNet 中情感字典，藉以改善情感字典內中立詞彙之

情感數值，以從中篩選情感數值錯誤或未能符合領域詞彙，進而提升文章情感分類之準

確率。 

 

(C) 知識搜尋領域 

於知識搜尋領域應用上，網頁文件探勘技術多數應用都用以改良搜尋時間，Shen 等

人（2007）結合網頁設計與其他數個在 LookSmart 網頁目錄上之最先進摘要演算法，建

構一套產生網頁摘要演算法，以提昇網頁分類之效率以及減少多餘之網頁訊息，進而減

少使用者於搜尋資料之網頁瀏覽時間。此外，Lin 等人（2002）建構一套 ACIRD（Automatic 

Classifier for the Internet Resource Discovery）智慧型文件分類與檢索系統，該系統主要

乃包含文件知識擷取機制、文件分類器與兩階段式搜尋引擎三部份，利用此三部份以提

升網路文件之分類處理效率，當中該系統係利用知識擷取機制，針對網路上已分類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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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進行知識擷取與吸收，並利用文件分類所學習之知識（即文件屬性），針對新進文件

進行分類，最後使用者可透過系統之兩階段搜尋引擎，搜尋得所所欲之知識文件。此外，

Mahdavi 與 Cho（2007）乃以「標籤標記法」與「連結創造邏輯（Link Creation Logic）」

針對標籤連結進行解析，並利用漸進演算法（Evolutionary Algorithm）與分類演算法

（Class Algorithm）於分類網頁中標籤連結，尋找適合顧客之拍賣網頁，進而增加顧客

之搜尋效率。 

 

(D) 其它領域 

Agarwal 等人（2010）乃以網路部落社群間之連結目錄為基礎，以關鍵字之點閱率

與內容之相似度分析建構一套網頁分類機制，該研究乃以分類部落社群內容之標籤連

結，可改善部落格社群之搜尋效率。首先，該研究先行針對標籤之符號與長度進行刪減

以尋找象徵性的字詞，利用基線演算法（Baseline Algorithm）與 K-Means 將內容依相似

度進行分類，並藉由入口網站之分析以獲得該網站之基礎型態與結構，最後再藉由分析

結果以分離部落社群與其子標籤，進而減少搜尋結果的連結。Zhan 等人（2009）乃利

用關鍵字詞與超連結之關聯性分析，以建構一套網頁分類機制，該研究藉由分析線上討

論區中顧客所發表之評論主題，以提升企業對顧客管理之效果。該研究架構主要分成三

個階段：(1)先行去除文章中不需要之語句及字詞，以減少不必要之資訊；(2)分析擷取

後之語句及字詞，並藉由超連結以尋找主題間之關連性；(3)依權重等級將字詞做排序，

再將分類結果呈現給企業使用者，進而提升網頁之瀏覽效率。Chen 等人（2008）乃潛

在語義分析 PLSA（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與結合最大期望 EM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演算法建構一套網頁分類機制，亦即藉由分析部落格中之

索引，以改善商業性部落格之搜尋效率。首先，該研究先行利用潛在語義分析部落格之

索引資料，並依字詞之相似性與權重等級以進行擷取，之後再以部落格間主題之特徵關

聯性，透過網路學習機制以完成網頁自動分類。 

此外，亦有針對幫助使用者進行決策，如 Yu 等人（2013）乃針對股市新聞進行情

感分類，以辨別股市新聞之正向或負向情感，進而幫助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中做出決策。

該研究乃針對文章中情緒字（Emotion Words）與情緒字所具備強度（Intensity）作為情

感分類特徵，以發展一套文脈熵模型（Contextual Entropy Model；CE），當中乃將已標

記情感之股市新聞文章做訓練資料以作為擴增情緒字之基礎，並利用文脈熵模型中熵測

量計算情緒字之強度，以自動擴增出與基礎字相似度較高之情緒字，最後說明利用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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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計算情緒字之權重，以找出更多有效情緒字可改善分類之效能，以及將情緒字強度

作為分類特徵能有效提升分類之準確率。 

綜述而論，網頁文件探勘技術之應用領域無論於教育訓練或網路行銷、知識搜尋

或是其它領域等，皆有許多相關文獻研究並依其不同應用領域彙整成表，如表 2.4 與表

2.5 所示。 
 

表 2.4、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文獻彙整表(1) 

 

應用領域 相關研究 所使用之方式與產生之效益 

教育訓練領域 

Fujino 等人

（2007） 

針對網頁及科技文件（如學術論文及專利文件等）中多

類別與單一標籤之分類領域，提出一套以本文資訊及附

屬資訊（如網頁連結、作者文件名稱等資訊）為分析基

礎之整合型文件分類模式。 

Ma 等人（2009） 

以關聯性分析以擷取網頁新聞與網頁內容之關鍵詞，再

利用邏輯回歸運算法分析其網頁重要性並做分群，最後

利用分群結果以協助企業內部做決策管理，進而增加其

管理效率。 
Ahmadi等人

（2011） 
提出網頁過濾系統，該系統乃根據文字與視覺特徵進行

色情網頁過濾。 

Choi 等人

（2013） 

該研究乃以關鍵字擷取方式，並藉由詞彙網路

（WordNet）中字詞相似度，以及 Google N-gram 語料

庫中所提供的詞頻出現之次數為基礎，以建立一套文本

分析方法，分類含恐怖主義相關資訊之網頁文件。 

網路行銷領域 

Yeh 等人（2009） 
以人工類神經網路、遺傳演算法與模糊邏輯演算法建構

一套網頁分群機制，藉由分析網站內容與結構，以進一

步了解網路書店之潛在顧客。 
 

Mahdavi 等人

（2008） 

以 K-means 演算法與權重階層分類法結合神經模糊模

組建構一套網頁文件分類機制，藉由該機制以針對網頁

中之超連結結構進行解析，以改善企業之顧客資訊管理

效率。 

Hung 與 Lin
（2013） 

該研究乃藉由 SentiWordNet 中 WordNet 為基礎，以判

別文章中詞彙正面、負面與中立等三個情感數值，進而

藉由數值分佈判斷文章情緒傾向，以分析文章之情緒傾

向，進而將產品評論文章、網誌內容等資訊，做情感喜

好或厭惡之分類，以幫助企業公司進行產品分析。 

知識搜尋領域 

Shen 等人

（2007） 

結合網頁設計與其他數個在 LookSmart 網頁目錄上之

最先進摘要演算法，建構一套產生網頁摘要演算法，以

提昇網頁分類之效率以及減少多餘之網頁訊息，進而減

少使用者於搜尋資料之網頁瀏覽時間。 

Lin 等人（2002） 
建構一套 ACIRD 智慧型文件分類與檢索系統，以針對

新進文件進行分類，進而讓使用者可透過系統之兩階段

搜尋引擎，搜尋得所所欲之知識文件。 

Mahdavi 與 Cho
（2007） 

以標籤標記法與連結創造邏輯針對標籤連結進行解

析，並利用漸進演算法與分類演算法於分類網頁中標籤

連結，尋找適合顧客之拍賣網頁，進而增加顧客之搜尋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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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網頁文件探勘應用領域文獻彙整表(2) 

 
2.3 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 

對於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之議題中，過去相關研究可分為「使用者眼動軌跡追

蹤」與「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等二方面進行相關文獻探討，期望從中得知使用者

瀏覽網頁文件之視覺習慣（如視覺焦點、瀏覽動線等），藉以使用者角度判斷網頁文件

中資訊重要性。 

 

2.3.1 使用者眼動軌跡追蹤 

於使用者眼動軌跡追蹤之課題中，過去研究乃利用眼動軌跡儀追蹤使用者於觀看文

章或瀏覽網頁時眼睛之眼動軌跡，期望從中得知使用者瀏覽網頁文件時瀏覽方向以及第

一眼視覺焦點。 

 

(A) 瀏覽動線 

使用者於網頁文件之瀏覽動線研究中，Wang與 Day（2007）乃利用眼動儀追蹤瀏覽

者於瀏覽有意義路徑時，瀏覽者注意力的分佈，以得知路徑上廣告影響瀏覽者程度，並

且該研究乃採用實驗室實驗法進行眼動儀測試。從該研究得知廣告訴求調整：廣告於路

徑初期與末期應採用理性訴求，而中期應採用感性訴求。網站資訊安排：網站資訊初期

應採用容易引起瀏覽者興趣之資訊。此外，網站重要資訊放置順序乃應由左至右、有上

至下。此外，Schiessl等人（2003）以人眼追蹤系統追蹤男性與女性觀看網頁文件之閱讀

動線。該研究要求受試者上網找尋網頁文件中鏈結，同時利用人眼追蹤系統追蹤受試

者。其追蹤結果發現男性於觀看網頁文件時，大部分先行瀏覽圖片較少瀏覽文字，而女

應用領域 相關研究 所使用之方式與產生之效益 

其他領域 

Agarwal 等人

（2010） 

以網路部落社群間之連結目錄為基礎，以關鍵字之點閱

率與內容之相似度分析建構一套網頁分類機制，進而減

少搜尋結果之連結。 

Zhan 等人

（2009） 

利用關鍵字詞與超連結之關聯性分析，以建構一套網頁

分類機制，並將分類結果呈現給企業使用者，進而提升

網頁之瀏覽效率。 

Chen 等人

（2008） 

以潛在語義分析與結合最大期望演算法建構一套網頁

分類機制，亦即藉由分析部落格中之索引，以改善商業

性部落格之搜尋效率。 

Yu 等人（2013） 

該研究乃針對股市新聞進行情感分類，以辨別股市新聞

之正向或負向情感，進而幫助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中做出

決策。該研究乃針對文章中情緒字與情緒字所具備強度

作為情感分類特徵，以發展一套文脈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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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於觀看網頁文件時，則仔細瀏覽網頁文件之文字內容，故得知男性乃以圖片與寬鬆導

向瀏覽為主、女性則以文字與精確導向瀏覽為主。 

此外，使用者於平面廣告眼動軌跡方面，Rayner等人（2001）以眼動儀記錄閱讀者

閱讀平面廣告，以得知閱讀者於平面廣告閱讀動線。首先該研究讓閱讀者以購買廣告內

產品為目的，進行平面廣告閱讀，同時利用眼動儀進行記錄，由紀錄結果發現，閱讀者

於閱讀平面廣告時先簡單瀏覽圖片，其次進行閱讀文字，最後才細看圖片，由上述結果

得知文字內容有助於閱讀者理解圖片，以及從該研究得知閱讀者於平面廣告之閱讀動

線。但Rayner等人（2008）後續研究中繼續以眼動儀記錄閱讀者閱讀平面廣告，但閱讀

者分為二組，一組乃以觀看此廣告是否喜歡為主，另外一組以廣告內容實用性為主，同

時利用眼動儀進行記錄，結果顯示閱讀者瀏覽圖片時間比閱讀文字時間長。故綜合上述

結果得知閱讀者閱讀平面廣告乃因不同目的而有不同閱讀動線。 

 

(B) 視覺焦點 

使用者於網頁文件之視覺焦點研究中 ，Oulasvirta等人（2005）利用眼球運動對網

頁區域進行探討，該研究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測試，測試使用者第一眼焦點與記憶

最深刻網頁區域，實驗組為知道該網頁區域，而對照組則相反，從實驗結果得知，使用

者第一眼焦點與記憶最深刻皆落於網頁左邊之區塊中。此外，顏色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

研究中，Pearson與Schaik（2003）乃針對網頁文件呈現方式與鏈結選單顏色進行重複測

量實驗。該研究針對鏈結選單進行視覺式搜尋程序與交互式搜尋程序並重複測量，以得

知鏈結選單配置與顏色對於使用者有何影響，其結果表示鏈結選單顏色為藍色明顯比紅

色容易被發現，而鏈結選單配置於網頁文件左邊與右邊容易被使用者注意。因此，該研

究認為藉由組織性編排網頁文件內容，以提升網頁文件使用者之視覺搜尋能力並達到較

佳網頁文件使用能力（Park與Noh，2002）。 

此外，Yang（2013）乃探討大學學生於課堂上對於PPT（PowerPoint）之視覺注意

力，該研究乃於實際課堂上以主題為恐龍的簡報進行上課，其上課時間為 12-15 分鐘，

而學生分為 10 名地球科學學系與 11 名非地球科學學系，共 21 名，並於上課期間藉由

眼球軌跡系統記錄學生們上課之眼球運動，當中乃記錄學生於各區塊所注視時間，並藉

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與T檢定分析（T-Test Analysis），以分析學生

們之眼球運動數據與背景，以及簡報中不同格式之投影片關聯，其結果表明學生重點注

視於簡報中文字區塊與所敘述區塊，地球科學學系比非地球科學學系的學生對於文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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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注視較高，但圖片區塊其差異性不大，而注視密度（Fixation Densities）與掃視路徑

（Saccade Paths）顯示地球科學學系學生具備較好的資訊解讀與整合。另外，Changa等

人（2012）乃探討電腦資訊呈現方式與密度對於學習者之視覺搜尋能力（Visual Search 

Ability）與工作記憶負荷度（Working Memory Load）影響。該研究乃設計兩種 4x4 大

小之資訊密度表示方式測試 22 位受測者，當中測試方式乃分為資訊同時呈現與連續呈

現等兩種，其測試結果表明學生的注意力中，具有較高視覺搜索能力和較低工作記憶負

荷度，比低視覺搜索能力和高工作記憶負荷度之學習者更好。 

 

2.3.2 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 

於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之課題中，過去研究乃探討網頁文件中版面配置、影像

分佈與詞句等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並且探討過去研究以使用者視覺注意力為依據之系

統建置與應用，期望從網頁文件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中得知網頁文件區塊之視覺注意

力。 

 

(A) 版面配置之於視覺影響 

網頁文件版面配置對於使用者注意力影響研究中，Hong等人（2004）針對網頁展示

模式（圖示與文字）與資訊格式（橫向與垂直）進行討論，並且調查該設計功能對於使

用者與網站互動影響。該研究結果指出產品圖示展示模式比文字展示模式佳、而橫向格

式比垂直格式佳，因圖示展示與橫向格式資訊搜尋時間花費較少，且產品名稱與圖較容

易記憶（Lee與 Benbasat，2003）。此外，亦有研究針對網頁文件設計與意象進行研究，

王欽泉（2005）乃以感性工學之理論為基礎，將使用者對網頁文件產生之意象感覺也列

入網頁文件設計要素，讓設計者設計網頁文件同時，除了網頁功能性之外，還能兼顧到

使用者從視覺方面所產生之意象為考量，另外，讓使用者在視覺效果與網頁文件功能都

感到滿意。該研究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收集網頁文件樣本與形容詞經由集群分

析，以得知實驗用代表性網頁文件樣本，並使用實驗問卷方式篩選出代表性形容詞語

彙。第二階段將代表性框架型網頁樣本與代表性形容詞語彙進行實驗及複迴歸分析，最

後找出影響意象產生之設計網頁文件要素類目為何。從研究結果得知使用者對於網頁文

件意象，此外，從框架型網頁的設計、設計要素類目的使用及意象三方面提出設計準則

作為日後設計者參考使用。以及 Hsu（2012）乃針對部落格（Blog）版面對於年輕人性

別與視覺偏好之關聯性，該研究乃藉由多元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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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ALSCAL分析與PREFMAP分析等進行分析，並藉由使用者對於部落格版面喜好

繪製三維度感性空間（Perceptual Space），進而挖掘使用者隱藏之感性版面配置，以及

檢視與性別相關之理想點，當中感性空間中三個維度分別為圖像類型、版面風格與圖文

比例，其分析結果顯示四個典型之部落格版面影響了使用者喜好與理想點於感性空間分

佈。 

此外，過去研究亦有針對網頁文件對於使用者第一印象進行探討，Schenkman與

Jonsson（2000）討論網頁帶給使用者第一印象。該研究以多維度分析與偏好判斷進行使

用者觀看網頁第一印象調查。從結果指出使用者對網頁的第一印象，大致分為四個重

點：美觀、圖表搭配文字、整個網頁的概述和結構。而 Stenfors等人（2003）探討眼球

運動與網頁相互關係，藉由追蹤眼球運動可以得知眼球運動與網頁相互作用取決於：(1)

網頁資訊是否為使用者需求、(2)網頁資訊之呈現方式、以及(3)網頁資訊於區域空間上

安排，此些因素都會影響到使用者與網頁之間相互作用之關係，從結果得知如何改善使

用者對網頁注意力影響。最後，Heijde（2003）以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為研究基礎，探討網站易用性、實用性與享樂性，並且該研究提出「感知

視覺吸引力」，同時說明其影響性。該研究乃利用問卷方式進行網站之易用性、實用性

與享樂性調查，其問卷調查結果得知感知視覺吸引力對易用性、實用性與享樂性有顯著

影響，並且說明了網站除了易用性與實用性之外，網站娛樂性與視覺美觀都可以增加使

用者之使用程度。另外，Park等人（2004）乃針對網頁提出網頁使用者需求不僅易用性，

還包含適當情感；同時，網頁設計者也希望網頁不僅傳達資訊，也影響使用者印象。然

而，使用者需求與設計者希望通常不盡相同。因此，該研究探討設計者之主要目標乃找

出設計網頁關鍵因素，才能設計出符合使用者美感需求之網頁。 

 

(B) 影像分佈之於視覺影響 

影像分佈對於視覺影響中，多數研究都以探討網頁文件廣告為主，Diao與Sundar

（2004）探討網頁廣告型態對使用者之指向反應（Orienting Response）與記憶效果。該

研究實驗方式乃透過四個內含靜態廣告、動態廣告與彈出式廣告等網頁對參與者進行測

試，其測試乃藉由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m；ECG）測量使用者於觀看網頁時心跳反

應，以得知該廣告引起參與者自動處理反應（Automatic Processing），進而得知參與者

指向反應，最後於指向反應結果得知於彈出式廣告較容易吸引使用者注意力，於記憶效

果方面則動態廣告較容易讓使用者留下印象。此外，Calisir與Karaali（2008）探討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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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廣告內容與瀏覽方式對於廣告識別度影響。首先，該研究將參與者分為漫無目的

與明確目的瀏覽，其次，該研究針對廣告於網頁上配置分為三種（左上、中間與右上等）

與廣告內容，接著讓參與者進行網頁瀏覽，最後利用問答方式以得知參與者是否觀看指

定廣告。其結果得知明確目的參與者對於網頁廣告識別度與廣告位置並無差異，但參與

者對於廣告識別度顯示明確目的比漫無目的之參與者識別度還高。而Ryu等人（2007）

比較於網頁左右兩側中圖像式廣告與文字型廣告評價以及喜好。該研究乃採用實驗室實

驗法（Laboratory Experiment）針對廣告位置（左與右）、廣告模式（圖像與文字）與網

頁內容（相同與不同）等因素進行網頁廣告配置，接著讓受測者進行網頁瀏覽實驗，最

後詢問有關於網頁內容之問題，以得知圖像式與文字型廣告對於學生影響，其結果表示

當網頁內容一樣時，網頁左側適合放置圖像式廣告，右側則放置文字型廣告。最後 Drèze

與Hussherr（2003）乃探討網頁廣告點擊率（Click Through Rate；CTR）做為測量網路

廣告效果之所以下降原因。該研究乃利用眼動軌跡裝置追蹤受測者瀏覽網頁之眼動軌

跡，受測者分為年齡、性別與瀏覽網頁經驗等三個變數，其實驗方式乃要求受測者從入

口網站（其入口網站為英國最大的三個入口網站）進行該主題（例羅浮宮資訊、杜邦公

司電話等）答案搜尋，此外，受測者瀏覽網頁過程中會限制受測者瀏覽過八個網頁與廣

告，其實驗過程中完全沒告知受測者任何廣告資訊，最後針對網頁使用者瀏覽網頁中廣

告回憶（Recall）、識別（Recognition）和經驗（Awareness）等進行問卷調查。其調查與

眼動軌跡紀錄結果表示重複廣告會導致較低的點擊率，但是有利於品牌識別和廣告回

憶，以及有經驗瀏覽者會迴避網頁中廣告，進而造成點擊率下降。 

 此外，過去研究亦有針對圖片色彩對於使用者視覺進行探討，Lee等人（2005）透

過商品色彩配置，以探討視線軌跡與色彩喜好之關聯性。該研究乃採用八種不同色彩分

別對應到七種商品上，接著讓受測者觀看商品並同時記錄其眼動軌跡，最後要求受測者

對八種色彩依照喜好程度進行排序。其眼動軌跡紀錄結果與受測者色彩喜好程度排序結

果比較後得知，色彩配置喜好程度越高之商品，其被凝視之時間、次數與視線返回次數

越高，並得知視線軌跡可反應內在喜好程度。Shimojo等人（2003）乃探討視覺焦點與

受測者偏好之間瀑布效應（Cascade Effect）關係。該研究乃利用眼動儀追蹤受測者觀看

二張不同圖片之眼動軌跡，以觀察受測者對於圖片之偏好是否會反映於視覺上。該研究

分為二個實驗分別為不限制時間觀察受測者眼動軌跡對於二張不同臉孔圖片，另外一個

實驗則限制受測者對於二張圖片擬視時間，並且以2次、6次或12次等方式交替出現。第

一個實驗視線剛開始是均勻地分布在兩張不同臉孔圖片上，但是隨著時間逐漸接近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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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並於前二秒鐘凝視分布才開始逐漸偏到最後做出選擇之圖片，而另外一個實驗則

操弄受測者觀看臉孔圖片時間，以得知眼睛觀看圖片越久是否會影響受測者偏好，其操

弄時間結果顯示重複交替呈現6次與12次之情境，可發覺看得越久之臉孔圖片被選為較

具吸引力機率顯著高於觀看時間較短之臉孔圖片，最後該研究可由二個實驗得知凝視行

為也對偏好行為意識產生顯著影響。最後，Fletcher等人（2009）探討人們對於陌生臉

孔辨識（即探討內部特徵之注意與臉孔辨認正確率之關係）。該研究採用臉孔配對作業

（Face-Matching Task）來測量其臉孔辨識能力，其實驗方式乃藉由螢幕呈現二張圖片，

讓受測者進行2秒與6秒辨識時間，當中相似圖片乃經由將另外一張圖片中臉孔之外部特

徵（如頭髮）進行改變，進而讓受測者進行二張圖片辨識是否為同一個人，其中受測者

觀看內部特徵（如鼻子、眼睛與嘴巴等）乃藉由受測者凝視百分比進行分析。受測者於

2秒辨識時間中，其增加內部特徵注視，受測者對於辨識臉孔正確率提升，但於6秒辨識

時間卻無顯著增加，因此，即可得知人們對於陌生臉孔中內部特徵注視有助於提升臉孔

辨識正確率，但提升正確率卻有限。 

 

(C)詞句文字之於視覺影響 

於詞句構造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中，Juhasz與Rayner（2004）乃利用眼動儀追蹤讀

者於觀看文章中句子之眼動軌跡。其實驗將目標詞放置於文章內，並探討讀者於閱讀文

章中字頻（Word Frequency）、熟悉度（Subjective Familiarity）、字長（Word Length）、

具體程度（Concreteness）與習得年齡（Age of Acquisition；AoA）等因素對於讀者之凝

視時間影響，最後以多元迴歸分析方式針對眼動記錄進行分析，並可得知此五種因素對

於讀者閱讀之影響差異，其中字頻與熟悉度會影響一開始讀者閱讀文章之凝視時間，以

及字長影響讀者於回視之凝視時間，此外，若僅控制文章中字詞之字頻與習得年齡，其

無法準確得知讀者習得字詞之年齡。此外，Williams與Morris（2004）乃探討字詞熟悉

度（Subjective Familiarity）對於讀者閱讀文章之影響。該研究乃追蹤讀者之眼動軌跡，

其實驗方式乃利用內含目標詞之句子所構成文章以給予讀者閱讀，接著於閱讀完畢並給

予讀者進行選擇題問卷回答，其選擇題問卷乃藉由字頻 （Word Frequency）、主觀熟悉

度（Subjective Ratings of Familiarity）與知識意義（Meaning Knowledge）所構成。其回

答結果彙整得知讀者對於字詞熟悉度影響文章中出現頻率低之字詞閱讀理解時間，若控

制其字詞熟悉度，則文章中字詞出現頻率高或低，對於讀者閱讀文章理解時間影響不具

差異性。是故，讀者不論熟悉度高或低，於閱讀文章一開始皆需花費較長理解時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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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閱讀才顯示其字詞熟悉度差異性。最後，Kaakinen等人（2003）乃探討背景知識與工

作記憶（Working Memory Capacity；WMC）對於讀者閱讀文章之眼動軌跡影響。該研

究實驗為讀者閱讀二篇文章，其中一篇為讀者熟悉文章，並且利用眼動儀記錄讀者於閱

讀文章之眼動軌跡，其閱讀完畢後對讀者進行問卷測試，以得知讀者對於文章熟悉度，

最後針對眼動記錄中進行分析，其分析內容為讀者凝視時間、重讀時間與往回凝視時

間。藉由問卷與記錄分析結果可以得知無論工作記憶力高或低皆受背景知識影響，此

外，高工作記憶之讀者對於不熟悉文章則針對於首次資訊之凝視時間較長，而低工作記

憶之讀者則對於重讀時間與往回凝視時間之花費時間較長。 
 

(D)視覺注意力之於系統應用 

過去研究乃經由視覺注意力為依據以建構系統，進而判別圖像對於使用者顯著之區

塊，Zhang等人（2008）乃建立一套以視覺感知為基礎之個性化圖像檢索技術（Personalized 

Image Retrieval Technique Based on Visual Perception），該技術乃利用使用者視覺注意力

（Selective Visual Attention）所注視圖像區塊，以進行圖像檢索。首先，該研究乃利用

眼動追蹤法（Eye-Tracking Technique）追蹤使用者觀看圖片之眼動軌跡，進而得知使用

者感興趣區域（Region-of-Interest；ROI），並利用選擇性視覺注意力模組進行圖片顯著

區塊之分割，進而得知圖片各區塊，接著配合眼動軌跡選擇感興趣之區塊以做為圖像檢

索，該技術乃利用了使用者感興趣區域與眼動軌跡進行圖像檢索，以解決了圖像檢索耗

時且主觀之缺點。Lee等人（2011）提出一套從影像中擷取低階與高階特徵之計算模組，

最後以機械學習方式結合低階與高階特徵，進而得知影像中人眼視覺注意力之分佈。首

先，該研究乃先行擷取影像中低階特徵（如色彩、方向與運動等）與高階特徵（如影像

中人臉），接著經由具有機械學習模組結合低階特徵與高階特徵進行分析，進而得知使

用者視覺注意力分佈顯示圖，其中該模組經由具有人眼視覺注意力分佈狀況之訓練樣本

進行回歸訓練（Regression Training）。最後該研究乃進行客觀分析與主觀分析，於客觀

分析乃利用接受器操作特性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與線性相關

係數（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LCC）等二個分析進行顯示圖比較，於主觀分析乃

藉由模組所呈現視覺注意力分佈是否與實際相符。從客觀分析與主觀分析即可得知兩項

特徵之整體表現比單一項特徵表現更加穩定，以及該模組可有效地預測人眼注意之分

佈。過去研究亦有研究針對影片，Lin等人（2010）提出一套基於注意力模組之教學影

片結構化方法，以解析黑板授課為主之教學影片，進而得知教學影片中注意力分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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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乃先行解析影像中視覺與聽覺，其視覺分析乃解析講者寫在黑板上之字跡與講述為

主，以及聽覺分析乃解析講者上課中語音為主，接著藉由彙整視覺與聽覺分析資訊，進

而產生以學習為中心之注意力曲線，讓學習者從注意力曲線得知此段教學影片中講者期

望學習者投注注意力程度，最後進行黑板授課之教學影片驗證，以驗證是否有效擷取講

者視覺與聽覺資訊，進而產生注意力曲線，並且進行老師與學生問卷評估，即得知該模

組能有效將教學影片結構化，藉以得知學習注意力曲線。 

此外，亦有研究乃檢查圖像中資訊量，以進行圖像突出區塊加強，Ke等人（2011）

提出一套影像強化演算法，以使圖像顯示更接近人們視覺感受。該影像強化演算法乃藉

由雙邊色調調整（ Bilateral Tone Adjustment ； BiTA ）與突 出區域對比增強

（Saliency-Weighted Contrast Enhancement；SWCE）等進行影像強化。首先，該研究乃

利用雙邊色調調整方法針對影像中過暗或過亮之區塊進行調整，並且對於影像中重要資

訊多之區塊亮度進行調整，最後將調整過後影像數據進行突出區域對比增強支計算，進

而得知各區塊之突出值，當中突出值愈高之區域表示人們對此區域感興趣程度愈高，因

此被調整之程度也就愈高。此外，該研究乃利用突出值權重相對熵與雜訊程度之比值以

評估影像強化品質，並顯示該影像強化演算法能夠達到高程度影像強化，且同時保留該

影像品質。Gopalakrishnan等人（2009）提出以圖像中色彩與方向分佈為基礎之顯著區

域檢測模組。首先，該研究分為以圖像顏色與方向等二種為基礎之顯著區域檢測，於以

圖像顏色分佈為基礎之顯著區域檢測，乃藉由圖像主導色以設定於色相飽和度

（Hue-Saturation）之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中期望最大值演

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EM），並用高斯混合模型計算於HS色彩空間中色彩群

集間距離與相對應色彩於色彩空間中相對關係，以得知顏色顯著圖。於圖像方向分佈為

基礎之顯著區域檢測，乃利用傅葉爾轉換（Fourier Transform）頻譜調整圖像中局部色

彩，以得知圖像中局部分佈顯著圖，最後選擇兩者中較顯著之顯著圖作為最終結果，進

而獲知整體圖像顯著區域。該研究乃利用實際圖像進行實驗，即得知該模組能以簡單與

客觀方式顯示圖像顯著區塊數據，進而從顯著區域數據得知使用者所注視之區塊。 

另外，亦有研究針對人類視覺為基礎建立影像修改系統，Hong（2012）乃提出一套

基於人類視覺系統(Human Visual System；HVS)與四叉樹分割（Quadtree Partitioning）之

資訊嵌入方法。該研究乃先行計算影像區塊之複雜度，並運用四叉樹分割將圖像區塊進

行分割，以分割成尺寸大小不同區塊，當中小區塊為複雜度高區塊，而大區塊為平滑區

塊（Smooth Regions），接著透過鑽石編碼嵌入法（Diamond Encoding Technique）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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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量小的嵌入大區塊以保持影像品質，並將資料量大的嵌入小區塊以提升影像資訊負載

量，最後透過研究比較說明該方法比起其它 HVS 方法，提供更好圖像品質和更多資訊

負載量。Hong 等人（2013）乃改良過去研究以提出一套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以提高

影像承載資訊量並提高影像品質，該研究乃藉由影像鄰近三個像素來取得所在像素之預

測值，並藉由人類視覺特性，以估算所在像素值其最大可容許修改誤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JND)，進而讓像素進行可自行適應性位移，藉以減少位置圖（Location Map）

大小，最後透過研究比較，以說明該研究所提出方法於影像中資訊低載量或高載量時，

其影像品質均優於過去研究，且能承載資訊量更多。 

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議題中，本研究可以從「使用者眼動追縱」課題所探討使

用者眼動軌跡文獻結果了解使用者觀看文章或瀏覽網頁時使用者眼球瀏覽方向，以及第

一眼觀看網頁文件時所注視之區塊，並且從「使用者瀏覽網頁視覺探討」所探討網頁特

徵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文獻結果，從網頁版面配置課題中得知網頁版面配置影響使用者

第一眼觀看印象以及瀏覽效率，從影像分佈課題中得知使用者瀏覽網頁注意力分佈，從

詞句文字課題中得知使用者瀏覽網頁文件時文字資訊閱讀方式，最後探討視覺注意力應

用於系統中相關研究，故本研究將此部分文獻彙整成表，如表 2.6、2.7 與表 2.8 所示。 
 

表 2.6、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文獻彙整表(1) 

 

探討使用者眼動軌跡 相關研究 所使用之方式 

使用者 
眼動軌跡追蹤 

瀏覽動線 

Wang與 Day（2007） 
利用眼動儀追蹤瀏覽者於瀏覽網頁有意義

路徑時，瀏覽者注意力的分佈，以得知路

徑上廣告影響瀏覽者程度 。 

Schiessl等人（2003） 
以人眼追蹤系統追蹤男性與女性觀看網頁

文件之閱讀動線。 

Rayner等人（2001） 
以眼動儀記錄閱讀者閱讀平面廣告，以得

知閱讀者於平面廣告閱讀動線。 

Rayner等人（2008） 

以眼動儀記錄閱讀者閱讀平面廣告，但閱

讀者分為二組，一組乃以觀看此廣告是否

喜歡為主，另外一組以廣告內容實用性為

主，同時利用眼動儀進行記錄。 

視覺焦點 

Oulasvirta等人（2005） 
利用眼球運動對網頁區域進行探討，該研

究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測試，測試使

用者第一眼焦點與記憶最深刻網頁區域 。 

Pearson與 
Schaik（2003） 

針對網頁文件呈現方式與鏈結選單顏色進

行重複測量實驗。該研究針對鏈結選單進

行視覺式搜尋程序與交互式搜尋程序並重

複測量，以得知鏈結選單配置與顏色對於

使用者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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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文獻彙整表(2) 
探討使用者眼動軌跡 相關研究 所使用之方式 

使用者 
眼動軌跡追蹤 視覺焦點 

Yang（2013） 

該研究乃於實際課堂上以主題為恐龍的簡

報進行上課，其學生分為地球科學學系與

非地球科學學系，並於上課期間藉由眼球

軌跡系統記錄學生們上課之眼球運動，當

中乃記錄學生於各區塊所注視時間，以分

析學生們之眼球運動數據與背景，以及簡

報中不同格式之投影片關聯。 

Changa 等人（2012） 
該研究乃設計兩種 4x4 大小之資訊密度表

示方式測試 22 位受測者，當中測試方式乃

分為資訊同時呈現與連續呈現等兩種。 

使用者瀏覽 
網頁視覺探討 

版面配置於 
視覺影響 

Hong等人（2004） 
針對網頁展示模式（圖示與文字）與資訊

格式（橫向與垂直）進行討論，並且調查

該設計功能對於使用者與網站互動影響。 

王欽泉（2005） 

針對使用者對網頁產生之意象感覺也列入

網頁文件設計要素進行探討，讓設計者設

計網頁文件時，還能兼顧到使用者從視覺

方面所產生之意象為考量。 

Hsu（2012） 

該研究乃藉由多元尺度分析、ALSCAL 分

析與 PREFMAP 分析等進行分析，並藉由

使用者對於部落格版面喜好繪製三維度感

性空間，進而挖掘使用者隱藏之感性版面

配置，以及檢視與性別相關之理想點。 
Schenkman 與 

Jonsson（2000） 
以多維度分析與偏好判斷進行使用者觀看

網頁第一印象調查。 

Stenfors 等人（2003） 

探討眼球運動與網頁相互關係，藉由追蹤

眼球運動可以得知眼球運動與網頁相互作

用取決於三個因素，並探討此些因素是否

影響到使用者與網頁之間相互作用之關

係。 

Heijde（2003） 以科技接受模型為研究基礎，探討網站易

用性、實用性與享樂性。 

Park 等人（2004） 針對網頁提出網頁使用者需求不僅易用

性，還包含適當情感等方面進行探討。 

影像分佈於 
視覺影響 

Diao 與 Sundar（2004） 探討網頁廣告型態對使用者之指向反應與

記憶效果。 

Calisir 與 Karaali（2008） 
探討廣告位置、廣告內容與瀏覽方式對於

廣告識別度影響。 

Ryu 等人（2007） 
比較於網頁左右兩側中圖像式廣告與文字

型廣告評價以及喜好。 

Drèze 與 Hussherr（2003） 
探討網頁廣告點擊率（ Click Through 
Rate；CTR）做為測量網路廣告效果之所

以下降原因 。 

Lee等人（2005） 透過商品色彩配置，以探討視線軌跡與色

彩喜好之關聯性。 

Shimojo 等人（2003） 探討視覺焦點與受測者偏好之間瀑布效應

關係。 

Fletcher等人（2009） 探討人們對於陌生臉孔辨識（即探討內部

特徵之注意與臉孔辨認正確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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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文獻彙整表(3) 

 

探討使用者眼動軌跡 相關研究 所使用之方式 

使用者瀏覽 
網頁視覺探討 

詞句文字之於 
視覺影響 

Juhasz 與 Rayner
（2004） 

利用眼動儀追蹤讀者於觀看文章中句子

之眼動軌跡。 
Williams與Morris

（2004） 
探討字詞熟悉度對於讀者閱讀文章之影

響。 

Kaakinen等人（2003） 探討背景知識與工作記憶對於讀者閱讀

文章之眼動軌跡影響。 

視覺注意力之於 
系統應用 

Zhang等人（2008） 

建立一套以視覺感知為基礎之個性化圖

像檢索技術，該技術乃利用使用者視覺

注意力所注視圖像區塊，以進行圖像檢

索。 

Lee等人（2011） 

提出一套從影像中擷取低階與高階特徵

之計算模組，最後以機械學習方式結合

低階與高階特徵，進而得知影像中人眼

視覺注意力之分佈。 

Lin等人（2010） 
提出一套基於注意力模組之教學影片結

構化方法，以解析黑板授課為主之教學

影片，進而得知教學影片中注意力分佈。 

Ke等人（2011） 

提出一套影像強化演算法，以使圖像顯

示更接近人們視覺感受。該影像強化演

算法乃藉由雙邊色調調整與突出區域對

比增強等進行影像強化。 

Gopalakrishnan等人

（2009） 

提出以圖像中色彩與方向分佈為基礎之

顯著區域檢測模組，利用該系統乃得知

顏色與分佈顯示圖，最後選擇兩者中較

顯著之顯著圖作為最終結果，進而獲知

整體圖像顯著區域。 

Hong（2012） 

提出一套基於人類視覺系統與四叉樹分

割之資訊嵌入方法，乃先行計算影像區

塊之複雜度，並運用四叉樹分割將圖像

區塊進行分割，接著透過鑽石編碼嵌入

法將資料量小的嵌入大區塊以保持影像

品質，並將資料量大的嵌入小區塊以提

升影像資訊負載量 。 

Hong 等人（2013） 

改良過去研究以提出一套可逆式資訊隱

藏技術，藉由影像鄰近三個像素來取得

所在像素之預測值，並藉由人類視覺特

性，以估算所在像素值其最大可容許修

改誤差，進而讓像素進行可自行適應性

位移藉以減少位置圖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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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色彩心理學探討 

於色彩心理學探討之議題中，過去相關研究可分為「色彩心理探討」與「色彩意象

應用」等二方面進行探討，期望從中探討出色彩對於使用者之情緒感受，以做為依據進

行網頁文件情緒感受判定。 

 

2.4.1 色彩意象應用 

於色彩意象應用之課題中，本研究乃探討室內、網頁文件、電影及其他領域色彩配

置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以及探討以使用者情緒為依據針對圖像與影像進行色彩轉換，

藉以得到符合使用者情緒之圖像色彩配置，期望從中了解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 

 

(A) 色彩配置應用 

於色彩配置應用中，過去研究亦有針對室內、網頁文件、電影及其他領域色彩配置

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進行探討，首先，於室內與建築物外觀色彩配置研究中，Cubukcu

和Kahraman（2008）乃探討建築外觀色彩配置對使用者評價與認知之影響。該研究分為

二個實驗階段，第一階段，該研究乃將受測者分為建築師與非建築師，並針對八張不同

意象圖片進行建築物外觀色彩喜好與語意之評分，接著進行第二階段，該研究乃配置同

樣色相、九種不同明度與彩度之圖片，以讓受測者選出喜好度最高之明度與彩度。最後

彙整二階段結果顯示，建築師與非建築師對黃色與藍色喜好度較高，並對於高明度與中

低飽和度、中高明度與高飽和度喜好度較高；另外，建築師與非建築師對於令人喜歡、

自然與激勵等色彩語意評價不同，故從上述結果得知建築外觀色彩配置有助於提升使用

者喜好，以增加建築物使用頻率與經濟價值。另外，針對室內色彩配置中，Yildirim等

人（2007）乃針對室內顏色運用對於年齡與性別之情緒與認知能力影響進行調查。首先，

該研究於咖啡廳與餐廳內進行二個階段視覺測試，其第一階段室內顏色為淺色（黃色）、

第二階段室內顏色為對比深色（紫色），其餘家具與裝飾品皆保持不變，接著利用 250

人參加每階段視覺測試。該研究測試結果顯示（1）紫色裝潢比黃色評價高（2）男性則

比女性更在意場地氣氛（3）年青顧客比老年顧客對於場地氣氛要求更高。最後該研究

結果有助於了解各顏色對於商業室內設計重要性，並得知客戶對於店面氣氛屬性之看

法。此外，Avramova等人（2010）針對辦公室環境顏色對員工之工作效率與心情進行探

討。該研究利用同樣數目之男性與女性員工進行紅色、綠色與白色情緒問卷前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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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工作效率結果顯示受測者於紅色環境辦公室做報告錯誤率減少，而在白色環境辦

公室錯誤率最多，並且於紅色環境辦公室之心情方面顯示女性員工在處理事情上更加緊

張、男性員工則少了活力。 

 而網頁文件色彩配置研究探討中，Wu等人（2008）針對網頁商店探討音樂與顏色

之氣氛對消費者情緒反應與購物行為之研究。該研究將音樂分為快節奏與慢節奏、顏色

分為暖色系與冷色系進行實驗。其結果得知音樂與顏色影響消費者情緒，進而影響消費

者購買意願，當網頁音樂為快節奏與顏色為暖色系時，消費者會感到快樂與興奮。此

外，Cyr等人（2010）針對網站之顏色設計對情緒影響、顧客信任與滿意度進行探討。

該研究設計以三種不同顏色（灰色、藍色與黃色）網站針對不同國家文化族群（日本、

加拿大與德國）之顧客進行測試，測試方式乃以眼動軌跡追蹤或對網頁使用者進行問卷

調查與訪談等。從測試結果得知網站顏色影響不同文化顧客對於網站信任、滿意度之一

個重要決定因素，大部分文化族群都不喜歡以黃色為主體之網站，而德國人則喜歡藍色

為主體之網站、加拿大人則喜歡灰色為主體之網站。Mirdehghani與Monadjemi（2009）

提出一套自動化網頁審美評估系統，以評估網頁對於使用者之審美評價，當中乃採用圖

像處理技術與類神經網路技術（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為基礎以評估網頁文

件。首先，該研究乃先行建立多尺度與多方向性之紋理，以及感性色彩屬性之網頁文件，

接著匯入類神經網路模型以做為訓練資料，並以此為依據將網頁轉成圖片檔以進行審美

評價計算。該研究驗證方式乃藉由各大學之學校網站作為測試資料，以評估系統審美評

價之正確性。 

此外，亦有針對針對產品色彩配置進行探討，Hsiao與Tsai（2004）乃運用灰色理論

（Gray System Theory）於產品之色彩計畫，以預測產品色彩意象之評估。該研究乃將國

際照明委員會（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clairage；CIE）色彩系統中主要之RGB（R

為紅色、G為綠色、B為藍色）三色取等距之連續數值，以模擬具體樣本基本色彩，接

著利用灰色關聯生成（Gray Relational Generating Operation；GRGO）之運算預測樣本色

彩與語意詞彙之對應隸屬值，並用灰色聚類（Gray Clustering）運算預測多色產品之色

彩意象評價。該研究並與與倒傳遞神經網路（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相比較，

其預測結果指出灰色預測模型乃預測意象評價較為有效。Schifferstein與Tanudjaja（2004）

探討色彩與香水氣味之關聯性。該研究以PAD情緒量表（Pleasure Arousal and 

Dominance；PAD），當中P代表愉悅度，A代表激發度及D代表支配度之衡量項目，針對

香水色彩與氣味適合度進行問卷評量，以得知香水與色彩之關聯性。首先，該研究讓受



 

34 
 

測者感受不同香水氣味，以得知適合代表香水氣味之色彩，並藉由 15 組評量詞組（每

個情緒構面各 5 組評量詞組）與 16 種色彩製成一份問卷，最後利用問卷讓受測者評量

香水所呈現色彩與氣味對情緒之適合度，進而得知香水與色彩之關聯性。該研究從色彩

與氣味之關聯性結果發現色彩與氣味適合度並非隨機，其主要因素為明度而非彩度與色

相。Porcherot等人（2013）乃探討香水產品之色彩配置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該研究乃

藉由三個實驗進行測試，於第一個實驗中，該研究要求 102 名使用者針對 9 個不同芳香

衣物柔軟劑說出自身情緒感受，接著藉由ScentMove™問卷進行口頭情緒測量，而於第

二個實驗中乃驗證是否能有效優化色彩與香水的一致性，該研究藉由 70 名受測者參與

色彩與香水配色進行測試，最後於第三個實驗中乃檢測色彩與香水的一致性是否會導致

主觀情緒反應顯著增加，該研究乃要求 95 名受測者針對實驗二優化香水說出自身的情

緒感受，其實驗說明了香水顏色影響使用者情緒，但優化香水並未增加主觀情緒反應，

且整體來說藉由香水與色彩配置來主導使用者情緒，其作用是有限的 。而 Wu與Chen

（2009）乃探討客製化產品色彩組合選項之介面設計與使用性影響。該研究乃採用雙色

沙發作為樣本，並利用實驗設計的L18直交表設計出 18 種介面設計，18 種介面設計乃探

討四個因素分別為色彩顯示、色彩名稱、色彩形式與色彩排列，每個受測者進行此 18

種介面的色彩搜尋實驗，並針對每一個介面作主觀滿意度調查，實驗研究結果採取模組

化分項色票顯示，進而設計客製化產品色彩選擇之介面，並對消費者作產品色彩意象調

查，再運用模糊層級分析FAHP(Fuzzy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以發展出一種輔助決

策模式。該研究藉由影像合成技術將所篩選之色彩與沙發配置單元進行擬真組合，透過

模糊層級分析決策模式，可決定候選方案之優先排列順序，讓消費者快速評選最適化產

品色彩配置。另外，客製化產品色彩輔助決策模式可讓消費者迅速自行組合設計產品色

彩，滿足個性化消費模式以及不同消費者之個別產品風格與色彩意象需求。Hsiao等人

（2006）乃利用審美度公式與色彩調和理論應用，建構一套可針對不同膚色配置衣料色

彩之配色諮詢系統。該研究首先擷取影像中膚色區域，並從膚色區域中提取影像RGB值

（R為紅色、G為綠色、B為藍色），接著將RGB值轉換為曼賽爾（Munsell）表色法，以

進行審美度公式計算，其計算結果可得知膚色於審美度之排名，進而得知對應配色，並

以日本色彩研究所制定日本色彩研究所配色體系（ Practical Color Co-ordinate 

System；PCCS）之色票進行實驗，以不同實驗者之膚色色彩進行衣料之配色。最後該

研究驗證得知實驗者偏好於較鮮艷及較明亮之色彩配色；而膚色深淺也影響很大，於膚

色較深之實驗樣本中，淺色調、淡色調與淺灰色調色彩審美度較高；在膚色較淺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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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中，暗色調與灰色調色彩審美度較高。Shin等人（2010）乃提出一套情感預測系統

（Emotion Prediction System），藉以預測圖片內紡織衣物對於使用者之情緒感受。該研

究乃以色彩與圖片作為分析基礎，並從中得知色彩量化（Color Quantization）結果與多

層次小波轉換（Multi-Level Wavelet Transform）資料，進而制定對應情緒形容詞，接著

運用K-means分群演算法、貝式分類法（Naïve Bayesian）與多層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MLP)等三種代表性類別判定方式進行評估，其結果亦可得知多層感知器模

型優於其它兩種模型，最後藉由以多層感知器為基礎之情感預測系統與其它研究相互比

較方式，證明該方法可以有效地應用於紡織行業和圖像檢索。Hsiao等人（2013）乃提

出產品諮詢與模擬系統，以幫助設計師能取得最佳化的產品色彩配置，進而刺激使用者

購買慾望。該研究乃藉由互動式基因遺傳演算法所建立創造性演化系統，以獲知設計師

設計方案，並藉由延伸區域萃取演算法所建立色彩模擬系統，以模擬色彩配置於產品上

樣式，進而幫助設計師取得最佳色彩配置，最後該研究乃藉由摩托車產品色彩設計案例

進行驗證，以說明系統執行可行性，並說明可應用於其它設計領域。 

於其它色彩配置探討中，Kang（2003）乃利用隱藏式馬可夫模型檢視電影情節中含

有情緒之色彩。該研究以 恐懼、悲傷和歡樂三種情緒作初步分析，並且收集這三種情緒

出現色彩畫面、動作與鏡頭切換頻率，以利用 隱藏式馬可夫模型拓撲結構進行檢視。該

研究結果得知色彩與情緒氣氛有著重要關連性，暗調與藍色、暗調與紅色、低飽和度色

彩會營造出令人恐懼氣氛，而暗調與低飽和度可營造出悲傷感覺，另外，歡樂氣氛只需

要明亮色彩即可。Lee與Pai（2012）乃探討字體與顏色對使用者情緒感受之影響。該研

究乃利用受測者進行兩個實驗，分別探討不同字體與顏色對使用者情緒感受，其情緒感

受可分為外觀因素：複雜-簡單（Complex-Simple）、豪華-樸素（Luxury-Plain）、躍動-

沉靜（Active-Passive）、隨興-規矩（Causal-Regular）、柔軟-堅硬（Soft-Hard）與評價因

素：美麗-醜陋（Beautiful-Ugly）、喜歡-討厭（Like-Dislike）與友善-嚴肅（Friendly-Serious）

等。實驗一乃調查 74 個不同種類字體對於使用者情緒感受，實驗二乃調查 72 種不同顏

色之字體對於使用者情緒感受。其字體與顏色對於使用者情緒感受結果，可得知透過字

體外觀與評價因素描述字體之情緒感受並且字體比顏色更具有影響力，此外，柔軟-堅

硬與友善-嚴肅等情緒感受受顏色影響，複雜-簡單、豪華-普通、躍動-沉靜、隨興-規矩

美麗-醜陋與喜歡-討厭等同時受到顏色與字體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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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色彩轉換應用 

多數研究乃針對圖像進行色彩轉換，以產生使用者所需求畫風或色彩配置。於畫風

轉換當中，Chang等人（2010）乃探討影像之畫風轉換，並根據不同畫家繪畫風格進行

轉換，以產生具有畫家風格之影像。該研究乃先行建構專業畫家資料庫，該資料庫建構

方式乃針對畫作影像進行平均值移動演算法，以得知切割過後影像區塊，並使用紋理重

新合成方法，即可得知此畫家繪畫紋理之軌跡，接著擷取影像中顏色並轉換為LUV色彩

空間（L代表明度、U代表色彩從綠色到紅色之範圍、V代表色彩從藍色到黃色之範圍），

最後將LUV色彩與紋理並儲存於資料庫，以完成畫家資料庫建構，之後即可針對影像進

行紋理重新合成方法，以產生此畫家風格之紋理與色彩配置。是故，該研究能幫助使用

者從數百張中選出適合目標圖像之畫風，並且產生具有畫家風格之影像。此外，Jiang

等人（2006）乃探討中國傳統繪畫（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TCP）中線條特徵對

於分類之有效性。該研究乃利用邊緣線條直方圖（Edge Size Histogram；ESH）擷取國

畫中線條特徵，並計算國畫紋理資訊做為分類之特徵值，以及利用顏色直方圖（Color 

Histogram）以得知顏色於國畫中所占之比例，最後運用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針對國畫線條、紋理與顏色等特徵以進行國畫分類，因支援向量機需

要訓練樣本較少，且容易訓練並具有良好歸納衍生能力，因此該研究乃利用支援向量機

進行實驗，其線條特徵對於中國傳統繪畫之分類效益性為有效。 

於影像圖片色彩轉換當中，Sun等人（2006）乃提出改進顏色分佈熵（Improved Color 

Distribution Entropy；I-CDE）進行特徵值計算，以加強圖片檢索正確率。該研究乃先行

將圖片轉換至HSV（Hue Saturation Value；HSV，H代表色相、S代表飽和度及V代表明

度）色彩空間，同時將圖片色相、飽和與明度等量化，並以環狀直方圖計算色彩分佈與

資訊熵，以得知圖像相似度。最後該研究比較空間顏色直方圖（Spatial Chromatic 

Histogram；SCH）與地理資訊統計方法（Geographical Statistics；GeoStat）等圖像檢索

技術對於圖像檢索正確率，因空間顏色直方圖與地理資訊統計方法都針對圖像顏色之空

間分佈為特徵，以進行圖像檢索，其改進顏色分佈熵、空間顏色直方圖與地理資訊統計

方法比較結果得知改進顏色分佈熵對於圖像檢索正確率比空間顏色直方圖與地理資訊

統計方法高。Kuo等人（2008）提出一套非監督式色彩影像顯著區域分割技術，以提升

影像色彩分割之效率。該研究之非監督式色彩影像顯著區域分割技術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階段乃使用非參數密度估測技術（Non-Parametric Density Estimation）擷取影像中主

要顏色，並用於影像之量化，進而讓量化影像之標籤圖形成分割區域。第二階段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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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顯著區域定義二個參數分別為重要性指數（Importance Index）用來衡量一個區域重

要性與合併可能性（Merging Likelihood）用來衡量重要性指數外其他區域合併適用性，

第三階段則針對合併適用性進行檢查以合併區塊。該研究所提非監督式色彩影像顯著區

域分割技術，對於影像色彩分割有較佳分割能力以及計算皆具較佳之效率。Huang等人

（2009）提出一個重新著色演算法以幫助色彩視覺缺陷者或色盲觀看圖片色彩組合。首

先，該研究乃解析圖片色彩中CIELAB（CIE 1976 L*,a*,b*；CIELAB指國際照明委員會

所制定LAB色彩空間，而L為亮度、a和b為顏色對立維度）色彩空間，並藉由高斯混合

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中期望最大值演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EM）方法重新調整其色彩空間，其調整方式乃依照其色彩視覺缺陷病（Color Vision 

Deficiency；CVD）進行高斯混合模型平均向量調整，以達到其圖片色彩重新著色。最

後利用自然圖像進行實驗，即得知其重新著色演算法有效性，以幫助色彩視覺缺陷者針

對色彩視覺之缺陷進行圖片重新著色，讓色彩視覺缺陷者得知此圖片色彩組合。Yang

與Peng（2008）則以區域分割為基礎，提出區域調色與長條圖匹配等兩種方式做色彩微

調，以讓使用者依照心情進行影像色彩轉換。首先，該研究乃分析影像圖片以得知色彩

長條圖匹配，接著使用者選擇目前心情，則該影像圖片依照使用者目前心情進行色彩微

調，進而得知符合使用者心情之影像圖片。其中該研究乃利用強而有力心情代表紅色，

神秘心情代表紫色，專業心情代表灰色與黑色，清新心情代表藍綠色，流行、太陽與友

善心情代表黃色，激烈、大膽與刺激心情代表紅色，清新與自然心情代表綠色，平靜與

悠閒心情代表藍色等心情以對應顏色。 

此外，圖像色彩轉換常應用於照片膚色調整，Shugrina 等人（2006）乃利用人臉辦

識以得知使用者表情與筆觸並結合影像色彩，以計算表情之情緒，最後參考表情、色彩

情緒與筆觸進行影像色彩變更，以得知符合使用者情緒之影像。Tsai 等人（2009）針對

膚色提出一套自動色彩校正方法，以改善膚色辨識率，進而提升人臉偵測之效率與正確

性。首先，該研究挑選十張範本影像，接著利用挑選出範本影像對需校正影像進行比對，

當校正影像與範本影像之 RGB（Red、Green and Blue，R 代表紅色，G 代表綠色，B 代

表藍色）直方圖差別越小時，此範本影像為需校正影像對照組，以執行色彩校正與膚色

偵測，再藉由邊緣偵測判定水平邊緣存在，並計算眼睛灰階值，以判斷人臉位置的正確

性。該研究自動色彩校正方法能自動選取適合之範本影像，且不受人種膚色與眼鏡佩帶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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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色彩心理探討 

 於色彩心理探討課題中，過去相關研究可分為色彩對於人們視覺影響，以及色彩對

於不同年齡層影響，期望從中得知色彩對於人們情緒意涵。 
 

(A) 色彩之於視覺影響 

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研究中，Wexner（1954）針對八個顏色與十一個情緒進行

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藍色代表安全、舒適與溫和，紅色代表刺激、保護、反抗與興奮，

橙色代表煩惱與沮喪，黑色代表消沉與有力，紫色代表高貴與神秘，黃色代表快活與快

樂。另外，Adams與Osgood（1973）則針對各種不同文化情感與顏色相似性關係進行探

討，其探討各文化顏色情緒結果得知紅色為正負向情緒，黑色與灰色通常為負向情緒，

白色、藍色與綠色為正向情緒，另外，白色、灰色與黃色顏色較為薄弱，黑色與紅色顏

色較為強烈。此外，則有研究針對兒童情感聯想與顏色進行調查，最後本研究將Wexner

（1954）、Adams與Osgood（1973）針對色彩與情緒之關係進行彙整，如表 2.9所示。 
表 2.9、顏色情緒彙整表 

 

 

 

 

 

 

 

於圖片色彩研究中，Wei 等人（2008）乃利用影像圖片情感模型得知影像圖片之主

要色彩，最後利用三維情感模型以得知影片圖片色彩情緒意涵。首先，該研究乃利用粒

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與模糊 C 均值聚類（Fuzzy C-Means 

Clustering）進行色彩分割，以得知影像圖片之主要色彩，最後利用三維情感模型做影片

圖片色彩情緒意涵分類。此外，過去研究除了圖片色彩解析之外，亦可搭配圖片語意特

徵解析以建構一套分類系統，Lee 與 Chiang（2010）提出一套以場景語意導向之影像分

類方法，以針對場景影像中語意進行類別分類。該研究乃先行解析影像中低階特徵（如

顏色與紋理特徵），並將當中 HSV 顏色（HSV 當中 H 為色相、S 為飽和度、V 為明度）

色系 顏色 Wexner（1954） Adams 與 Osgood（1973） 

淺 
色 
系 

白色  正向情緒、薄弱 
藍色 安全、舒適與溫和 正向情緒 
紅色 刺激、保護、反抗與興奮 正負向情緒、強烈 
橙色 煩惱與沮喪  
黃色 快活與快樂 薄弱 
綠色  正向情緒 

深 
色 
系 

紫色 高貴與神秘  
黑色 消沉與有力 負向情緒、強烈 
灰色  負向情緒、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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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顏色直方圖，接著利用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LSA）以解析各

場景中重要低階特徵值，並計算其類別相似度，以得知其影像類別，最後經由實際實驗

得知此影像分類方法可有效應用於場景分類。Lee 與 Huang（2007）提出一套以語意為

導向之消費者影像檢索系統，以針對消費者之數位照片進行分類，進而幫助消費者管理

自己數位照片。首先，該研究乃先行擷取影像中低階特徵（Low-Level Feature 指顏色），

並進行顏色量化，以得知其影像代表顏色，接著進行高階語意（高階語意 High-Level 

Semantic 指人類、交通工具、植物與建築物等類別）分析，最後彙整其低階特徵與高接

語意進行分類。此外，該系統提供使用者三種不同查詢方式分別為：範例影像查詢、語

意向量查詢以及與使用者互動方式進行權重類別查詢，最後經由三階段顏色特徵照片進

行實驗，即得知此系統能夠改善消費者以主觀意識判定數位照片之類別，並提供更加符

合人類知覺之影像檢索方式，以幫助消費者管理自我照片。 

Wei等人（2004）乃提出一套緊湊集合特徵之色彩情緒分析與次要類型區別進行電

影情緒轉換判斷。該研究利用電影場景表示顏色與整部電影所提取情緒，以進行全局調

色板差別判斷，進而得知電影情緒轉換，表 2.10 為Wei等人（2004）所提出色彩與心情

關聯表。 
表 2.10、色彩與心情關聯表 

色彩 情緒 
黑色 憎恨、哀痛、悲傷與不確定 
白色 哀痛、不幸與沮喪 
紅色 愛情、憎恨、生命與高貴 
橘色 快樂與愉快 
黃色 快樂、清楚與愉快 
綠色 平靜、和平與生命 
藍色 和平、平靜與高貴 
紫色 愛情、高貴與權威 

 

此外，亦有研究針對色彩色相對於使用者感受進行探討，首先 Sun 和 Morovic（2002）

乃探討影像色彩品質之於使用者主觀偏好。首先，該研究乃利用 15 名受測者對色域對

應演算法（Gamut Mapping Algorithm；GMA）所呈現四種不同影像色彩品質進行評估，

其評估方式乃藉由問卷評估影像之整體與局部色彩，並將測試過程錄音，且以錄音檔中

口語評論詞句轉化成色差、明度差、彩度差、色相差、對比差與細部差異等六個因素，

以得知色彩品質之於受測者主觀偏好因素影響。其主觀偏好因素結果顯示受測者對於影

像色彩之明度與彩度較為敏感，因此，於影像色彩再造可注重色彩明度與彩度。Camg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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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02）探討圖像（如網頁、圖片等）背景色與前景色之配色偏好關係。該研究乃

從 HSB（Hue Saturate Bright；HSB，，H 代表色相，S 代表飽和度及 B 代表亮度）色彩

選出八個不同色相、飽和度與亮度等背景色，接著受試者針對背景色提出對應前景色，

以得知受測者對於背景色最佳搭配前景色。其背景色與前景色配對結果顯示，受測者對

於高飽和度與高亮度之配色偏好較高，此外，對於各種不同前景色中，藍色為受測者配

色偏好最高之背景色。而 Jue 與 Kwon（2013）乃藉由色彩運用探討人們心理狀態。該

研究乃藉由 16 個藝術畫，以及二群不同心理狀態的受測群進行實驗，當中受測群心理

狀態乃分為心理疾病與心理健康，而 16 個藝術畫分為對色與彩色等二種類型，接著讓

受測者分別要求挑選一張畫，並針對藝術畫色彩與受測者詢問結果進行分析，其結果表

明色彩使用數量、色彩列表方式與色彩涵義等可能影響受測者選擇，此外，該研究亦證

實色彩能有效預測人們的心理狀態。 

另外，Ou 與 Luo（2006）乃針對兩種不同顏色配色（如紅、綠與藍三種顏色，該

研究乃探討紅與藍配色、紅與綠配色或綠與藍配色）進行研究，以建構出一套數值化色

彩和諧模組。該研究乃從 CIELAB（CIE 1976 L*,a*,b*；CIELAB 指國際照明委員會所

制定 LAB 色彩空間，而 L 為亮度、a 和 b 為顏色對立維度）色彩空間中選出 54 種色

彩，並利用 54 種色彩組合出 1432 組色彩配色樣本以進行色彩和諧實驗，其實驗方式乃

透過受測者於一個黑暗房間裡觀看陰極射線管（Cathode Ray Tube；CRT）所顯示色彩

配置，並填寫色彩和諧評估指標，其色彩和諧評估指標分為由非常和諧到非常不和諧等

共十個階段，最後依靠評估指標結果以建構一套數值化色彩和諧模組。其評估指標結果

可以得知色彩和諧由明度、色相與彩度所影響，以及藍色廣泛被視為最適合之搭配色

彩。Ou 等人（2004）乃探討單一顏色對於不同文化之情緒感受。該研究實驗方式乃利

用 31 名受測員（當中分為 14 名英國人與 17 名中國人）評估 20 種顏色，其評估方式乃

藉由 10 種情感尺度並分成三個因素：（1）評價因素為乾淨-骯髒（Clean-Dirty）、喜歡-

討厭（Like-Dislike）與鮮明-暗沉（Fresh-Stale），（2）潛能因素為重-輕（Heavy-Light）、

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e-Feminine）與柔軟-堅硬（Soft-Hard），（3）活動因素為熱-冷

（Warm-Cool）、現代-古典（Modern-Classical）、躍動-沉靜（Active-Passive）與緊張-放

鬆（Tense-Relaxed）。其實驗乃利用受測員於一間黑暗房間裡觀看螢幕顯示色彩，並於

色彩觀看後進行情感尺度之問答，並得知顏色中喜歡-討厭與緊張-放鬆因文化不同而有

差異性，其差異性為（1）喜歡-討厭情緒感受：中國受測者傾向於乾淨、鮮明或現代情

緒感受顏色，而英國受測者則無此現象、（2）緊張-放鬆情緒感受：英國受測者傾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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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情緒感受顏色，而中國受測者則傾向於堅硬、重、男性化或骯髒情緒感受顏色，最

後該研究確立了三個色彩情緒之感受分別為躍動、重量與熱等。接著 Ou 等人（2012）

乃評估不同文化對於兩種色彩組合之情緒感受。該研究乃藉由色彩心理物理學實驗針對

八種國家文化（英國、台灣、法國、德國、西班牙、瑞典、阿根廷、伊朗）進行實驗，

其受測者共 223 名，並於陰極射線管顯示器中呈現 190 種色彩組合，讓受測者針對不同

色彩組合填寫語意量表，當中語意量表分為溫/冷、重/輕、主動/被動、喜歡/不喜歡等四

種，其實驗結果顯示各文化於溫/冷、重/輕、主動/被動等三種回答一致，而對於喜歡/

不喜歡語意中各受測者群呈現差異，藉由因素分析後發現阿根廷對於被動語意色彩喜歡

程度高於其它受測群。而針對同文化受測者性別、專業背景（設計與非設計）與年齡等

進行分析得知，女性受測者喜歡顏色對於高亮度或低彩度之色彩組合高於男性受測者，

設計背景受測者喜歡低色度色彩組合，或者兩種相似色彩組合比非設計背景受測者更

多，老年受測者喜歡色彩對於高亮度或高彩度之色彩組合高於年輕受測者。 

 

(B)年齡之於色彩認知 

過去研究亦有針對不同年齡層對於色彩認知進行研究，Burkitt 等人（2003）探討兒

童針對特定主題之色彩配置時，兒童是否用特定顏色以表達自己對圖像之情緒。該研究

乃針對四到十一歲兒童進行實驗，其實驗方式乃要求兒童完成三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對

圖像（其圖像為樹、狗與人）進行色彩著色，接著第二個任務藉由談話方式讓兒童對於

十種色彩排出順序（對於色彩喜好程度），最後一個任務則針對特定主題（其特定主題

如討厭的人、可愛的狗等方式），讓兒童進行主題色彩著色。經由三個任務得知兒童對

於喜歡之圖像，則用喜歡之色彩進行著色；反之，兒童討厭之圖像，則用討厭之色彩進

行著色，故從上述結果得知兒童能藉由色彩表達自己之情緒。另外，Boyatzis 與 Varghese

（1994）乃利用六十位兒童分為二組進行調查，其調查方式為讓兒童提出自己喜歡顏

色，接著讓兒童觀看八種不同顏色並詢問此顏色所給予感覺，調查結果得知兒童正向情

緒為淺色（例粉紅色、藍色與紅色等）與負向情緒為深色（例棕色、黑色與灰色等）。 

此外，Manav（2007）乃探討住宅內色彩配置對用戶感覺。首先，該研究共五十個

不同年齡性別參與者，接著實驗環境色彩位置、照明系統與觀察者位置等被限制住以進

行實驗，其實驗方式乃藉由參與者針對三十種不同形容詞挑選對應之色彩，接著由參與

者挑選色彩不同，而被要求前往住宅內不同區塊進行觀察，最後彙整觀察結果後得知參

與者會隨著明度及彩度改變而對色彩感覺不同，並且性別與年齡影響住宅內色彩配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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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之因素，因年齡越高則選擇黑色配置越高，而女性則喜好鮮艷顏色配置。以及 Ou

等人（2012）乃評估不同年齡層對於色彩之情緒感受是否有差異，該研究藉由二種實驗

樣本進行測試，當中實驗 1 為 30 個單一顏色，實驗 2 為 190 組顏色組合，接著藉由溫/

冷、重/輕、主動/被動、喜歡/不喜歡等四種語意量表評估色彩喜好與情感，另外於實驗

2 中加入協調/不協調，而受測者乃分為 40 名受測者（包含 20 名年輕人與 20 名老年人）

進行實驗 1，以及 32 名受測者（包含 16 名年輕人與 16 名老年人）進行實驗 2，共 72

名受測者，其實驗結果顯示老年受測者對於單一顏色所有樣本評估為較少主動、較少喜

歡、較冷等語意高於年輕受測者，而色彩組合中，老年受測者對於淺色系色彩組合評估

為較少主動、較冷的等語意高於年輕人，老年受測者對於無色對、相似色對等評估為較

冷、較少喜歡、較不協調等語意高於年輕受測者。 

色彩心理探討議題中，本研究可以從「色彩意象應用」課題所探討色彩應用於人們

生活上文獻結果了解人們對於生活上色彩配置情緒影響，以及從色彩轉換課題中得知過

去研究乃利用色彩對人們意象感覺，以進行圖片、產品等色彩轉換，進而得到符合使用

者所需之色彩配置，並且從「色彩心理探討」課題所探討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之文

獻結果中，了解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意涵，以及各年齡層對於色彩意涵。故本研究將此

部分文獻彙整成表，如表 2.11、2.12 與表 2.13 所示。 

 
表 2.11、色彩心理探討文獻彙整表(1) 

 
表 2.12、色彩心理探討文獻彙整表(2) 

色彩探討方式 相關研究 原則與目的 

色彩意象

應用 
色彩配置應用 

Cubukcu 與 Kahraman（2008） 
探討建築外觀色彩配置對使用者評價與

認知之影響。 

Yildirim 等人（2007） 調查室內顏色運用對於年齡與性別之情

緒與認知能力影響。 

Avramova 等人（2010） 針對辦公室環境顏色對員工之工作效率

與心情進行探討。 

Wu等人（2008） 針對網頁商店探討音樂與顏色之氣氛對

消費者情緒反應與購物行為之研究。 

Cyr 等人（2010） 針對網站之顏色設計對情緒影響、顧客

信任與滿意度進行探討。 
Mirdehghani 與 Monadjemi

（2009） 
提出一套自動化網頁審美評估系統，以

評估網頁對於使用者之審美評價。 

Hsiao 與 Tsai（2004） 運用灰色理論於產品之色彩計畫，以預

測產品色彩意象之評估。 
Schifferstein 與 Tanudjaja

（2004） 
探討色彩與香水氣味之關聯性。 

Porcherot 等人（2013） 探討香水產品之色彩配置對於使用者情

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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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探討方式 相關研究 原則與目的 

色彩意象

應用 

色彩配置應用 

Wu 與 Chen（2009） 探討客製化產品色彩組合選項之介面設

計與使用性影響。 

Hsiao 等人（2006） 
利用審美度公式與色彩調和理論應用，

建構一套可針對不同膚色配置衣料色彩

之配色諮詢系統。 

Shin 等人（2010） 
提出一套情感預測系統，藉以預測圖片

內紡織衣物對於使用者之情緒感受。 

Hsiao 等人（2013） 
提出產品諮詢與模擬系統，以幫助設計

師能取得最佳化的產品色彩配置，進而

刺激使用者購買慾望。 

Kang（2003） 利用隱藏式馬可夫模型檢視電影情節中

含有情緒之色彩。 

Lee 與 Pai（2012） 探討字體與顏色對使用者情緒感受之影

響。 

色彩轉換應用 

Chang 等人（2010） 
探討影像之畫風轉換，並根據不同畫家

繪畫風格進行轉換，以產生具有畫家風

格之影像。 

Jiang 等人（2006） 探討中國傳統繪畫中線條特徵對於分類

之有效性。 

Sun 等人（2006） 提出改進顏色分佈熵進行特徵值計算，

以加強圖片檢索正確率。 

Kuo 等人（2008） 提出一套非監督式色彩影像顯著區域分

割技術，以提升影像色彩分割之效率。 

Huang 等人（2009） 提出一個重新著色演算法以幫助色彩視

覺缺陷者或色盲觀看圖片色彩組合。 

Shugrina 等人（2006） 利用人臉辦識以得知使用者表情與筆觸

並結合影像色彩。 

Tsai 等人（2009） 
針對膚色提出一套自動色彩校正方法，

以改善膚色辨識率，進而提升人臉偵測

之效率與正確性。 

Yang 與 Peng（2008） 
提出區域調色與長條圖匹配等兩種方式

做色彩微調，以讓使用者依照心情進行

影像色彩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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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色彩心理探討文獻彙整表(3) 

 

2.5 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乃以網頁文件為基礎，以判定網頁文件對使用者情緒

感受以及專業領域，因此，本研究藉由此三大方向進行文獻探討，並歸納本研究與過往

研究之差異，如表2.14至2.20所示。於2.2節之文獻回顧可知，過去「網頁文件探勘」之

相關研究都以標籤、文字型、鏈結、影像等網頁資訊進行探勘，以取得網頁文件資訊，

再利用探勘技術（如結構樹分類法、最鄰近區域分類法、主成份分析及類神經網路等）

解析網頁文件資訊，以進行網頁文件分類。由2.3節之文獻回顧可知，過去研究常利用眼

動追蹤儀追蹤使用者眼睛觀看文章、網頁等實驗，以及探討網頁文件中版面配置、影像

色彩探討方式 相關研究 原則與目的 

色彩心理

探討 

色彩之於視覺

影響 

Wexner（1954） 研究八個顏色與十一個情緒對於使用者

情緒影響。 

Adams 與 Osgood（1973） 探討各種不同文化情感與顏色相似性關

係。 

Wei 等人（2008） 
解析影像圖片之主要色彩，並利用三維

情感模型進而得知影片圖片色彩情緒意

涵。 

Lee 與 Chiang（2010） 
提出一套以場景語意導向之影像分類方

法，以針對場景影像中語意以及色彩進

行類別分類。 

Lee 與 Huang（2007） 
提出一套以語意為導向之消費者影像檢

索系統，以分類消費者之數位照片，進

而幫助消費者管理自己數位照片。 

Wei等人（2004） 
提出一套緊湊集合特徵之色彩情緒分析

與次要類型區別進行電影情緒轉換判

斷。 

Sun 和 Morovic（2002） 
探討影像色彩品質之於使用者主觀偏

好。 

Camgoz 等人（2002） 
探討圖像（如網頁、圖片等）背景色與

前景色之配色偏好關係。 
Jue 與 Kwon（2013） 乃藉由色彩運用探討人們心理狀態。 

Ou 與 Luo（2006） 研究兩種不同顏色配色進行研究，以建

構出一套數值化色彩和諧模組。 

Ou 等人（2004） 探討單一顏色對於不同文化之情緒感

受。 

Ou 等人（2012） 乃評估不同文化對於兩種色彩組合之情

緒感受。 

年齡之於色彩

認知 

Burkitt 等人（2003） 
探討兒童針對特定主題之色彩配置時，

兒童是否用特定顏色以表達自己對圖像

之情緒。 
Boyatzis 與 Varghese（1994） 探討色彩對於兒童感覺。 

Manav（2007） 乃探討住宅內色彩配置對於不同年齡用

戶感覺。 

Ou 等人（2012） 乃評估不同年齡層對於色彩之情緒感受

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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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與文字詞句等對於使用者視覺影響。由2.4節之文獻回顧可知，色彩應用於人們生活

上並且對於人們情緒影響，以及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意涵，以及各年齡層對於色彩觀感。 

整體而言，有別於先前之研究，本研究藉由 2.2 節之文獻回顧所探討「網頁文件探

勘」議題，可得知網頁文件標籤特性，如粗體標籤所含括文字重要性以及文字被含括標

籤區域越多其重要性越高，並藉由 2.3 節之文獻回顧所探討「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分析」

議題，所得知使用者於瀏覽網頁文件時眼動軌跡（如視覺焦點與瀏覽動線），以制定網

頁文件不同區塊所對應重要性亦不同，故本研究彙整此二項方法以建構「網頁文件區塊

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藉由設計者設計網頁時的標籤特性，以及使用者瀏覽

網頁時的動線為依據，進而制定網頁文件各區塊與標籤文字之權重值。接著藉由 2.4 節

之文獻回顧所探討「色彩心理學探討」議題，所得知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意涵（如藍色

使人放鬆），以建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以進行網頁文件背景顏色解析，進

而判定網頁文件帶給使用者情緒感受。最後藉由 2.2 節之文獻回顧所探討「網頁文件探

勘」議題以建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以擷取標籤區域中文字資訊，進而推論

網頁文件專業領域，最後乃彙整其情緒感受與專業領域，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二維度

網頁文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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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1) 

比較研究 分析

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本研究 網頁

文件 ● ● ● ●  ● ● ● ● ● 
提出二維度網頁分類模式，幫助提供者獲知設計者

之原意，並能客觀判斷對需求者情緒影響，故可藉

二維度資訊推薦需求者合適之網頁 

Lim 等人（2005） 
網頁

文件  ● ● ●      ● 
提出網頁 Tag、UML 與 HTML 語法皆可作為網頁特

徵 
Jenkins 與 Inman

（2000） 
網頁

文件  ● ●       ● 自動產生分類所需字彙 

Chen等人（2009） 
網頁

文件   ●       ● 
可排除不必要之特徵與關聯性，進而避免產生無相

關連結之分類器 
Chen 與 Hsieh
（2006） 

網頁

文件   ●       ● 建構一套更為精確地判斷各關鍵字類別之分類器 

Furnkranz（2002） 網頁

文件   ● ●      ● 
提出超連結語法可作為分類特徵，進而提升分類準

確率 
Chau 與 Chen
（2008） 

網頁

文件   ● ●   ●   ● 
提出適合應用於特定主題搜索引擎發展或其他 Web
應用程序等分類器 

Alpuente 與

Romero（2009） 
網頁

文件  ● ●  ●  ●   ● 提出以圖像化結構技術開發一套網頁對照技術 

Fersini 等人

（2008） 
網頁

文件   ●  ●  ●   ● 
提出分析影像-區塊之技術，以提高網頁分類的準確

性 
Wang 等人

（2006） 
圖像

檔     ●     ● 提出 25 維度為單位區域特徵向量之圖像檔分類器 

Schettini 等人

（2006） 
數位

文件     ●     ● 提出低階感知特徵之數位文件分類器 

Artail 與 Fawaz
（2008） 

網頁

文件  ●     ●   ● 
提出以 HTML 標籤類型之關聯性分析方式，進而縮

短網頁分類時間與提升其穩定度 
Kwon 與 Lee
（2003） 

網頁

文件  ● ● ●   ●   ● 
以最鄰近區域分類法，協助特徵之選取與標籤權重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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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2) 

比較研究 分析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Pernkopf（2005） 網頁文件  ● ●       ● 改善簡易貝式分類器之準確度 
Horng 與 Yeh（2000） 

Liu 等人（2000） 網頁文件   ●       ● 
解決目前之文件關鍵字擷取與權重值設定之問

題 

Chen 等人（2009） 網頁文件   ●       ● 
提出兩個特徵選取網頁分類技術，進而提升網

頁分類之準確性與效率 
Kim 等人（2005） 網頁文件   ●       ● 提升貝氏文件分類法之準確率 

Youn與 Jeong（2009） 
Chen 等人（2006） 
Runkler 與 Bezdek

（2003） 

網頁文件   ●       ● 
藉由結合不同演算法與分類法，以提升網頁分

類之準確性 

Zhang 等人（2009） 網頁文件  ● ●    ●   ● 
改善簡易天真貝式分類器於多元標籤之分類效

率 
Selamat 與 Omatu

（2004） 網頁文件   ●       ● 
提出以類神經網路取得主要成分和使用者導向

之分類特徵 

Fujino 等人（2007） 網頁及科

技文件  ● ● ●      ● 提出適合網頁與科技文件之分類模式 

Ma 等人（2009） 網頁新聞   ●       ● 
協助企業內部做決策管理，進而增加其管理效

率 
Ahmadi 等人（2011） 網頁文件  ● ● ● ●     ● 提出以文字與視覺特徵，進行色情網頁過濾 

Yeh 等人（2009） 網頁文件   ●    ●   ● 獲知網路書店之潛在顧客 
Mahdavi 等人（2008） 網頁文件   ● ●      ● 改善企業之顧客資訊管理效率 
Shen 等人（2007） 網頁文件   ●       ● 提昇網頁分類之效率以及減少多餘之網頁訊息 
Lin 等人（2002） 網頁文件   ●       ● 提出檢索系統之兩階段搜尋引擎 
Mahdavi 與 Cho

（2007） 網頁文件  ● ● ●      ● 於拍賣網站應用中，提升顧客搜尋效率 

Agarwal 等人（2010） 網路部落  ●  ●   ●   ● 改善部落格社群之搜尋效率 

Zhan 等人（2009） 網頁文件   ● ●      ● 
提出分析線上討論區中顧客所發表之評論主

題，以提升企業對顧客管理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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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3) 

比較研究 分析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Chen 等人（2008） 網頁文件   ●       ● 改善商業性部落格之搜尋效率 
Wang與 Day（2007） 網頁文件       ●  ●  提出網站資訊安排之重要性 

Schiessl 等人（2003） 網頁文件   ●    ●  ●  
提出男性與女性閱讀網頁動線之差

異 
Rayner 等人（2001） 平面廣告   ●  ●  ●  ●  提出讀者於平面廣告之閱讀動線 

Rayner 等人（2008） 平面廣告   ●  ●  ●  ●  
提出讀者閱讀平面廣告時，因不同

目的而有不同閱讀動線 

Oulasvirta 等人（2005） 網頁文件       ●  ●  
提出使用者於觀看網頁時第一眼焦

點與記憶最深刻區域 
Pearson 與 Schaik 

（2003） 
Park 與 Noh（2002） 

網頁文件    ● ● ●   ●  
藉由組織性編排網頁內容，以提升

使用者視覺搜尋能力，並達到較佳

網頁文件使用能力 
Hong 等人（2004） 

Lee 與 Benbasat（2003） 網頁文件   ●  ●  ●  ●  
比較網頁展示模式與資訊格式之優

勢 
Schenkman 與 Jonsson 

（2000） 網頁文件   ●  ● ● ●  ●  
以二維度分析與偏好判斷使用者觀

看網頁第一印象調查 

Stenfors 等人（2003） 網頁文件   ●    ●  ●  
藉由結果獲知如何改善使用者對網

頁注意力影響 

Heijde（2003） 網頁文件     ● ● ●  ●  
提出網站易用性、實用性、享樂性，

並提出感知視覺吸引力  

Park等人（2004） 網頁文件     ● ● ●  ●  
探討設計者之主要目標乃找出 
設計網頁關鍵因素 

Diao 與 Sundar（2004） 網頁廣告     ● ● ●  ●  
網頁廣告型態對使用者之指向反應

與記憶效果 

Calisir 與 Karaali（2008） 網頁廣告   ●  ●    ●  
探討廣告位置、廣告內容與瀏覽方

式對於廣告識別度影響 

Ryu 等人（2007） 網頁廣告   ●  ●  ●  ●  
比較網頁左右兩側中圖像廣告與文

字廣告評價以及喜好 

Drèze 與 Hussherr（2003） 網頁廣告     ●    ●  
探討網頁廣告點擊率做為測量 
網路廣告效果之所以下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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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4) 

比較研究 分析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Lee 等人（2005）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  

提出視線軌跡可反應內在喜好程

度 

Shimojo 等人（2003）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凝視行為也對偏好行為意識產生

顯著影響 

Fletcher 等人（2009）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對於陌生臉孔中內部特徵注視有

助於提升臉孔辨識正確率 

Juhasz 與 Rayner（2004）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眼動儀追蹤讀者於觀看文章中句

子之眼動軌跡 

Williams 與 Morris（2004）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字詞熟悉度對於讀者閱讀文章之

影響 

Kaakinen 等人（2003）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背景知識與工作記憶對於讀者閱

讀文章之眼動軌跡影響 

Zhang 等人（2008） 圖像     ●   ● ● ● 
提出以視覺感知為基礎之個性化

圖像檢索技術 

Lee 等人（2011） 影像     ● ●   ● ● 
可有效地預測受測者觀看影像中

人眼注意之分佈 

Lin 等人（2010） 影片   ●  ●    ● ● 
可解析黑板授課為主教學影片，進

而得知教學影片中注意力分佈 

Ke 等人（2011） 圖像     ●    ● ● 
提升圖像顯示，讓圖像更接近人們

視覺感受 

Gopalakrishnan 等人 
（2009） 圖象     ● ●   ● ● 

該研究能以簡單與客觀方式顯示

圖像顯著區塊數據，進而得知使用

者所注視之區塊 
Cubukcu 與 Kahraman 

（2008） 
建築外觀 

色彩     ● ●  ●   
探討建築外觀色彩配置對使用者

評價與認知之影響 

Yildirim 等人（2007） 室內顏色      ●  ●   
室內顏色運用對於年齡與性別之

情緒與認知能力影響 

Avramova 等人（2010） 辦公室環境 
顏色      ●  ●   

探討辦公室環境顏色對員工之工

作效率與心情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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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5) 

比較研究 分析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Wu等人（2008） 網頁商店      ●  ●   
網頁商店探討音樂與顏色之氣氛對消費

者情緒反應與購物行為之研究 

Cyr 等人（2010） 網頁 
 

    ●  ● ●  
網站之顏色設計對情緒影響、顧客信任與

滿意度 
Mirdehghani 與 Monadjemi 

（2009） 網頁     ● ●  ●  ● 
提出一套自動化網頁審美評估系統，以評

估網頁對於使用者之審美評價 
Hsiao 與 Tsai（2004） 產品樣本      ●  ●  ● 預測產品色彩意象之評估 

Schifferstein 與 Tanudjaja 
（2004） 產品樣本      ●  ●   提出色彩與香水氣味之關聯性 

Wu 與 Chen（2009） 產品樣本      ●  ●  ● 
客製化產品色彩組合選項之介面設計與

使用性影響 

Hsiao 等人（2006） 圖片     ● ●  ●  ● 
建構不同膚色配置衣料色彩之配色諮詢

系統 

Shin 等人（2010） 圖片     ● ●  ●  ● 
提出一套情感預測系統，藉以預測圖片內

紡織衣物對於使用者之情緒感受 

Kang（2003） 電影樣本     ● ●  ●   
利用隱藏式馬可夫模型檢視電影情節中

含有情緒之色彩 
Lee 與 Pai（2012） 文字字體   ●   ●  ●   字體與顏色對使用者情緒感受之影響 

Chang 等人（2010） 影像     ● ●    ● 
該研究乃根據不同畫家繪畫風格進行轉

換，以產生具有畫家風格之影像 

Jiang 等人（2006） 影像     ● ●    ● 
中國傳統繪畫中線條特徵對於分類之有

效性 
Sun 等人（2006） 圖像     ● ●    ● 加強圖片檢索正確率 
Kuo 等人（2008） 影像     ● ●    ● 提升影像色彩分割之效率 

Huang 等人（2009） 圖像     ● ●    ● 提出圖像重新著色演算法 

Shugrina 等人（2006） 圖像     ● ●  ●  ● 
表情。色彩情緒與筆觸進行圖像色彩變

更，以得知符合使用者情緒之影像 
Tsai 等人（2009） 圖片     ● ●  ●  ● 提升人臉偵測之效率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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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6) 

比較研究 分析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Yang 與 Peng（2008） 圖片     ● ●  ●  ● 以讓使用者依照心情進行影像色彩轉換 
Wexner（1954） 色彩樣本      ●  ●   色彩對於使用者情緒影響 

Adams 與 Osgood（1973） 色採樣本      ●  ●   不同文化情感與顏色相似性關係 
Wei 等人（2008） 影像     ● ●  ●  ● 圖片色彩情緒意涵分類 

Lee 與 Chiang（2010） 影像   ●  ● ●  ●  ● 以場景語意導向之影像分類方法 
Lee 與 Huang（2007） 影像   ●  ●   ●  ● 以語意為導向之消費者影像檢索系統 

Wei等人（2004） 影像     ● ●  ●  ● 解析電影情緒轉換 
Sun 和 Morovic（2002） 影像     ● ●  ●   影像色彩品質對於使用者主觀偏好影響 

Camgoz 等人（2002） 圖片     ● ●  ●   
圖像（如網頁、圖片等）背景色與前景

色之配色偏好 
Ou 與 Luo（2006） 色彩樣本      ●  ●   建構出一套數值化色彩和諧模式 
Ou 等人（2004） 色彩樣本      ●  ●   單一顏色對於不同文化之情緒感受 

Burkitt 等人（2003） 兒童色彩 
感知     ● ●  ●   

兒童是否用特定顏色以表達自己對圖像

之情緒 

Boyatzis 與 Varghese（1994） 兒童色彩 
感知     ● ●  ●   色彩對於兒童感覺 

Manav（2007） 樣本      ●  ●   住宅內色彩配置對於不同年齡用戶感覺 
Zhang Y 等人（2013） 網頁文章   ●     ●  ● 探討於網頁論壇中兩性情感差異 

Li 與 Tsai（2013） 網頁文件   ●       ● 
乃提出一套網格知識結構概念分析法，

以解決因歧義字，而造成文件無法有效

分類之問題。 

Choi 等人（2013） 網頁文件   ●       ● 
該研究能有效分類含恐怖主義相關資訊

之文章。 

Hung 與 Lin（2013） 網頁文件   ●     ●  ● 

分析文章之情緒傾向，進而將產品評論

文章、網誌內容等資訊，做情感喜好或

厭惡之分類，以幫助企業公司進行產品

分析。 

Yu 等人（2013） 網頁文件   ●     ●  ● 
針對股市新聞進行情感分類，以辨別股

市新聞之正向或負向情感，進而幫助投

資者在股票市場中做出決策。 



 

52 
 

表 2.20、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與過去文獻差異彙整表(7) 

比較研究 分析類型 二維度 
分類 

標籤 
資訊 

文字 
資訊 

鏈結 
資訊 

影像 
資訊 

色彩 
資訊 

網頁 
結構 

使用者 
情感 

眼動 
軌跡 

技術 
開發 優勢 

Yang（2013）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  

乃探討大學學生於課堂上對於 PPT
（PowerPoint）之視覺注意力。 

Changa 等人（2012） 受測者 
眼動軌跡   ●  ●    ●  

乃探討電腦資訊呈現方式與密度對於學

習者之視覺搜尋能力與工作記憶負荷度

影響。 

Hsu（2012） 網頁部落      ● ●  ●  
乃探討部落格（blog）版面對於年輕人性

別與視覺偏好之關聯性。 

Hong（2012） 影像     ●    ● ● 
乃提出一套基於人類視覺系統與四叉樹

分割之資訊嵌入方法。 

Hong 等人（2013） 影像     ●    ● ● 
乃改良過去研究以提出一套可逆式資訊

隱藏技術，以提高影像承載資訊量並提

高影像品質。 

Porcherot 等人（2013） 香水產品      ●  ●   
探討香水產品之色彩配置對於使用者情

緒影響。 

Hsiao 等人（2013） 產品色彩      ●  ●  ● 
提出產品諮詢與模擬系統，以幫助設計

師能取得最佳化的產品色彩配置，進而

刺激使用者購買慾望。 

Jue 與 Kwon（2013） 使用者 
情緒      ●  ●   乃藉由色彩運用探討人們心理狀態。 

Ou 等人（2012） 使用者 
情緒      ●  ●   

乃評估不同文化對於兩種色彩組合之情

緒感受。 

Ou 等人（2012） 使用者 
情緒      ●  ●   

乃評估不同年齡層對於色彩之情緒感受

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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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 

本研究所提出之「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乃以「網頁設計者」與「網頁使用者」

觀點先行探討，以得知網頁設計者於設計網頁文件時，所表達網頁文件之重要資訊，並

以網頁使用者於微感時觀看網頁文件時，所注視網頁文件之重點區塊。是故，本研究首

先乃開發「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以解析網頁區塊之重點資訊

內容，之後即可進行後續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於網頁類別判定方法論中，本研究

乃開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以判定該網頁所呈現之情緒類別，以及「網頁文

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判斷該網頁所呈現專業類別，最後彙整專業類別與獲得情緒類

別，以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分類結果，本研究之分析流程與模式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方法論之流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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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1 可得知本研究模式架構，當中於乃行將目標網頁文件（如圖 3.1 中 Input

區塊）執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以解析網頁文件中重要區

塊與重點資訊，進而獲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資訊（如圖 3.1 中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

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後亦可選擇執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

專業類別判定模組」，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中，乃先行建立顏色代碼資料庫以

擷取網頁文件中顏色代碼，即可得知網頁文件色彩分佈，並參照重點區塊資訊權重值，

即可得知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如圖 3.1 中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而於網頁文件專

業類別判定模組中，乃先行解析網頁標籤所含括關鍵字詞，接著配合重要區塊資訊權重

與網頁標籤的屬性，並參照關鍵字與類別之關係係數，即可得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如

圖 3.1 中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最後將判定完成之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進行彙

整，亦可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如圖 3.1 中 Output 區塊），進而獲知網頁文件二維

度管理意涵，讓提供者能藉由二維度類別篩選符合需求者情緒感受，且推薦需求者所需

類別的網頁文件，以提升使用者於網頁中獲取知識效率與效果，當中各模組之細節於以

下分別敘述之。 
 

3.1 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 

於設計網頁內容時，網頁設計者常用文字粗體、斜體等方式，以突顯其網頁文章重

要資訊給予使用者得知；另一方面，於瀏覽網頁時，網頁使用者於微感中所注視之網頁

重點，亦可代表此網頁所呈現之重點內容偏好。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網頁文件區塊

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乃針對網頁設計者與使用者觀點進行探討，以獲知該網頁在網頁

設計者與網頁使用者之創造與瀏覽中，所呈現的網頁重點資訊。以下分別探討網頁文設

計者與網頁使用者觀點對網頁重點資訊擷取之過程，最後彙整上述網頁使用者與設計者

觀點之權重分配，以計算網頁中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權重。 

 

3.1.1 網頁使用者觀點 

網頁使用者於觀看網頁文章之過程中，多數網頁使用者第一眼常看網頁文章當中圖

片、影片等，其次為網頁文件內容，而從過去研究當中可以得知，當網頁文章無圖片、

影片，則網頁使用者第一眼為網頁文章左邊，並且依照其順時鐘方向看，可以由此得知

網頁文件之區塊分佈之不同，而其注意力亦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乃解析網頁文件上區

塊分佈，以計算其區塊分佈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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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網頁使用者觀點，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以得知使用者於瀏覽網頁時眼動軌跡，

並以此為依據設定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值，接著擷取網頁文件中區塊分佈，以進行區

塊位置權重計算。因此，本研究針對「網頁使用者觀點」可分為二大主要議題進行探討，

分別為「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值原則設定」與「網頁文件區塊分佈分割判定」。首先

將網頁文件區塊分佈分割判定所使用之符號定義與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符號定義 

ALWl 第i個區塊分佈之總權重 

LRWi 第i個由左至右區塊之權重值 

TBWj 第i個由上至下區塊之權重值 

N(LRW) 目標網頁文件中由左至右區塊之權重值總和 

N(TBW) 目標網頁文件中由上至下區塊之權重值總和 

LRT 目標網頁文件中由左至右區塊之權重門檻值 

TBT 目標網頁文件中由上至下區塊之權重門檻值 

 

議題 1─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值原則設定 

 本研究依據使用者之眼動軌跡以設定網頁區塊分佈之權重值原則，Oulasvirta（2005）

指出使用者在網頁之第一眼視線焦點與記憶最深刻區域，使用者在瀏覽網頁時，第一眼

視線焦點與網頁文件記憶最深刻區域皆為左邊網頁區塊，可由此研究知道左側區塊重要

性。王欽泉（2007）從框架型網頁之結構、編排架構與版面設計方式等三方面解析框架

型網頁編排設計方式： 

1. 框架型網頁結構 

框架型網頁以導覽列輔以頁面分割作為基本編排方式，而此種結構方式仍以「頂部

導覽+頁面分割」與「左側導覽+頁面分割」最為使用者了解，如圖 3.2 與圖 3.3 所示。 

 以頂部作為導覽列與頁面分割之複合結構中可細分為：「頂部導覽+左側框架」、「頂

部導覽+右側框架」、「頂部導覽+左右側框架」、「頂部導覽+水平分割」、「頂部導覽+

垂直分割」與「頂部導覽+其他」等六種以頂部作為導覽之結構，如圖 3.4 所示。 

 以左側作為導覽列與頁面分割之複合結構中可細分為：「左側導覽+頂部框架」「左

側導覽+底部框架」等二種以左側作為導覽之結構，如圖 3.5 所示。 

最後搜尋網站實例當中，以「頂部導覽+頁面分割」之複合結構為主要設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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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側導覽+頁面分割」之複合結構則比例較少。 

 

頁
面
分
割

左
側
導
覽

 

圖 3.2、頂部導覽+頁面分割 圖 3.3、左側導覽+頁面分割 

  
圖 3.4、頂部導覽與頁面分割之複合結構 



 

57 
 

左
側
導
覽

頂部框架

左
側
導
覽

底部框架

 
圖 3.5、左側導覽與頁面分割之複合結構 

 

2. 框架型網頁編排架構 

 框架型網頁編排架構可劃分成兩種分類基礎架構「分欄式架構」與「區塊式架構」，

如圖 3.6 與圖 3.7 所示。此外，大多數網頁編排架構都以混合使用居多，因為編排上較

具彈性。 

 分欄式架構為直式劃分模式，把頁面訊息分為數個欄位。 

 區塊式架構則是利用輔助線、圖形、色彩等，把頁面分割成若干區塊。 

 

分欄式

 

區塊式

 

圖 3.6、分欄式架構 圖 3.7、區塊式架構 

 

3. 框架型網頁版面編排方式 

 框架型網頁版面以劃分欄位之多寡作為訊息區隔配置，欄位編排方式主要可分為

「二欄」、「三欄」、「四欄」與「多欄」等四種，大部分網頁採用二欄至四欄編排方式，

至於多欄則比例較少，以避免分欄數過多造成視覺分散，如圖 3.8 至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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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一 欄二

 

欄三欄二欄一

 

圖 3.8、二欄編排方式 圖 3.9、三欄編排方式 

欄一 欄二 欄三 欄四

 

………欄一 欄二 欄三 … … …

 

圖 3.10、四欄編排方式 圖 3.11、多欄編排方式 

 

 因此，本研究參考王欽泉（2007）之框架型網頁編排設計，以設計網頁文件區塊分

佈；本研究亦參考 Oulasvirta（2005）之第一眼視線焦點與記憶最深刻區域，設定網頁

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大小，最後建構一套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值設定原則。 

 本設定原則乃根據各區塊分佈位置給予權重設定值，其設定原則分為二部份，分別

為從左至右與從上至下順序制訂權重，其說明如下： 

1. 其從左至右制定權重方式：左區塊至右區塊依序遞減權重值，並依序命名權重設定

值為LRW1、LRW2至LRWi，其權重總合為 1。 

2. 其從上至下制定權重方式：上區塊至下區塊依序遞減權重值，並依序命名權重設定

值為TBW1、TBW2至TBWj，其權重總合為 1。 

 最後彙整二部份之權重值，以得知此第l個區塊之總權重ALWl如圖 3.12 與公式(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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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值設定原則 

 

 
TBTLRT

)TBW(N
TBW

TBT
)LRW(N

LRWLRT
ALW

ji

l +

×+×
=  (3.1) 

 

議題 2─網頁文件區塊分佈分割判定 

 本研究針對此議題提出網頁標籤<frameset>型、文字型網頁等區塊分割解析方式，

以判斷目標網頁文件區塊分佈。首先，判斷目標網頁文件分割方式，若網頁文件分割方

式為標籤<frameset>，則進入分割判定法則一（A）。若分割方式為非結構化方式（即網

頁文件區塊分割以表格與斷行等方式進行分割），則進行分割判定法則二（B）。若分割

方式為利用 CSS 語法制定網頁進行分割，則進行分割判定法則三（C），如圖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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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網頁文件區塊分佈分割判定流程圖 

 

分割判定法則一（A）：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之分割方式 

本法則乃解析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之分割方式。首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

<frameset>標籤區域並拆解成目標網頁文件分割標籤與分割欄列係數，接著判斷網頁文

件中<frameset>標籤區域之分割標籤以得知此目標網頁文件分割方式，並利用分割方式

不同以進行分割欄列係數轉換成固定值，最後計算目標網頁文件區塊比例大小，其符號

定義與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符號定義 

WDT 所考量之目標網頁文件 

WDi 第i份網頁文件 

FTn 第n個<frameset>標籤區域所包含之字串與程式編碼 

Wn,k 第n個<frameset>標籤區域之第k個字串 

Fn 第n個<frameset>所分割之分割欄列字串 

Fn,j 第n個<frameset>所分割之第j個分割欄列係數 

j,nF′  第n個<frameset>所分割之第j個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FTNFT
⋅

 目標網頁文件中最後一個<frameset>標籤區域 

FNn,F
⋅

′  第 n 個分割欄列字串中所分割之最後一個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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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S 網頁程式碼編碼常用以含括字串之符號與運算子符號集合，即 RemS={ “ , 

= } 

PCm 第m個分割標籤，當m=1 時，PC1=cols，m=2 時，PC2=rows 

cols_Set <frameset>標籤區域分割標籤為垂直式分割之集合 

rows_Set <frameset>標籤區域分割標籤為水平式分割之集合 

SepS 網頁程式碼編碼常用符號或係數以進行標籤間分隔之符號集合，即

SepS={ , } 

FPC 網頁文件之分割方式 

C 網頁文件存在 cols 標籤之程式碼 

R 網頁文件存在 rows 標籤之程式碼 

CR 網頁文件同時存在 cols 標籤與 rows 標籤之程式碼 

MAXH 目標網頁文件解析度面積之高度（以下簡稱高係數） 

MAXW 目標網頁文件解析度面積之寬度（以下簡稱寬係數） 

SegSm 第m個分割欄列係數之符號集合，當m=1 時，SegS1為%，m=2 時，SegS2

為* 

N‧FT 目標網頁文件中含<frameset>標籤區域之個數 

N‧F 分割欄列字串中含分割欄列係數之個數 

FLm 網頁文件中垂直式分割之第m塊分割區塊面積 

FWm 網頁文件中水平式分割之第m塊分割區塊面積 

 

步驟（A1）：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frameset>標籤區域 

本步驟乃擷取網頁文件之<frameset>標籤區域，以拆解並取得最具分析意義之標籤

與係數。目標網頁文件WDT乃劃分多個<frameset>標籤區域FTn（n=1, 2, 3, ..., NFT），而

<frameset>標籤區域亦劃分多個字串Wn,k（k=1, 2, 3, ...）。首先乃擷取<frameset>標籤區

域FTn，並將判斷<frameset>標籤字串Wn,k中判斷是否存在分割標籤PCm（即cols與

rows），假設<frameset>標籤字串中存在第一個分割標籤PC1（即cols），則判定為垂直式

分割集合cols_Set，反之，假設存在第二個分割標籤PC2（即rows），則判定為水平式分

割集合rows_Set，待判斷<frameset>標籤字串後即可擷取分割標籤字串Wn,k，並去除分割

標籤PCm與含括字串與運算子之符號RemS，即可得第n個分割欄列字串Fn，之後乃以分

隔符號SepS做分隔，以從第n個分割欄列字串中獲得多個分割欄列係數Fn,j（j=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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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如表 3.1 所示，其擷取方式如公式(3.2)與圖 3.14 所示。 

 

 
圖 3.14、目標網頁文件分割標籤與分割欄列係數擷取 

 

 

}F,,F,F{F
mSRePCWFand

Set_rowsFTthenkWinexistPCIFotherwise
mSRePCWFand

Set_colsFTthenkWinexistPCIF
},W,,W,W{FT

}FT,,FT,{FTWD

F

FT

N,n2,n1,nn

2k,nn

nk,n2

1k,nn

nk,n1

k,n2,n1,nn

N21T







=

−−=

∈∀

−−=

∈∀

=

=

 (3.2) 

 
表 3.1、<frameset>標籤區域所包含之分割欄列係數彙整表 

 Fn,1 Fn,2 …… Fn,j  …… 

FT1 F1,1 F1,2 …… F1,j …… 

FT2 F2,1 F2,2 …… F2,j  …… 

…… …… …… …… …… …… 

FTn Fn,1 Fn,2 …… Fn,j …… 

…… …… …… …… …… …… 

 

步驟（A2）：分析目標網頁文件之分割方式 

本步驟乃利用網頁文件中<frameset>標籤區域中是否存在於 cols_Set 或 rows_Set 集

合，以進一步判定其分割方式 FPC，其判定公式如公式(3.3)所示。 

 假設目標網頁文件WDT中<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於cols_Set集合則分割方式

FPC為垂直式分割方式C（如圖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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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目標網頁文件WDT中<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於rows_Set集合則分割方式

FPC為水平式分割方式R（如圖 3.16 所示）。 

 假設目標網頁文件WDT同時存在cols_Set與rows_Set集合之兩個<frameset>標籤區

域FTn則分割方式FPC為混合式分割方式CR（如圖 3.17 所示）。 

 

 
RFPCthenSet_rowsWDIFotherwise

CFPCthenSet_colsWDIFotherwise
CRFPCthenSet_rowsWDandSet_colsWDIF

T

T

TT

=φ≠∩
=φ≠∩

=φ≠∩φ≠∩
 (3.3) 

 

………

欄
一

欄
二

欄
三

  <frameset cols="1, 2, 3, …… " >
    <frame name="欄一" >
    <frame name="欄二" >
    <frame name="欄三" >

.

.
  </frameset>

 

列一

列二

列三

.

.

.

  <frameset rows="1, 2, 3, …… " >
    <frame name="列一" >
    <frame name="列二" >
    <frame name="列三" >

.

.
  </frameset>

 
圖 3.15、垂直分割欄數 圖 3.16、水平分割列數 

 
圖 3.17、混合式分割 

 

步驟（A3）：轉換網頁文件之分割欄列係數 

 由於網頁分割欄位之設定數值呈現方式不一，因此先將其分割欄列係數統一，以便

於計算目標網頁文件之區塊面積等網頁基本屬性。分割欄列係數呈現方式可分為：固定

值（即網頁分割欄位中設定值為純數字之係數，例：50、600 等）、符號 SegS1（即網頁

分割欄位中設定值以百分比表示之係數，例：20%）與字元 SegS2（即*；代表網頁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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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時所剩餘之空間）三種，本步驟欲將其係數呈現方式轉換為固定值（亦即轉換符號

SegS1 與 SegS2 以固定值表示之）。 

於轉換分割欄列係數前，需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中解析度面積之寬係數（MaxW）

與高係數（MaxH），藉由擷取寬係數（MaxW）與高係數（MaxH）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

之最大解析寬度與高度，以作為後續固定值轉換之計算依據；接著判定目標網頁文件之

分割欄列係數（固定值、符號SegS1或字元SegS2）、<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之集合

（即cols_Set與rows_Set）及其對應之解析度面積（即高係數MaxH或寬係數MaxW），待

判定分割欄列係數、對應之集合與解析度確定後，即可進行分割欄列係數之轉換以得知

轉換分割欄列係數。最後判斷目標網頁文件之<frameset>標籤區域數量，乃以評估修正

其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與寬係數MaxW），以便計算下一個<frameset>標籤區域FTn，

其轉換後分割欄列係數如表 3.2 所示。 

綜合上述，根據欄列係數不同表示方式，故彙整三種結果。(1)當分割欄列係數為固

定值（即網頁分割欄位中設定值為純數字之係數，例：50、600 等），則進入流程（A3-1）

直接轉換為轉換分割欄列係數。(2)當分割欄列係數存在符號SegS1（即網頁分割欄位中

設定值以百分比表示之係數，例：20%），則進入流程（A3-2）與對應之解析度面積相

乘。(3)當分割欄列係數為符號SegS2（即*；代表網頁分割欄位時所剩餘之空間），則進

入流程（A3-3）利用其它係數相加與對應之解析度面積相減。最後轉換完分割欄列係數

後進入流程（A3-4）以判斷目標網頁文件之<frameset>標籤區域數量，以評估修正其解

析度，其詳細流程如圖 3.18 所示。 

 

 
圖 3.18、轉換網頁文件之分割欄列係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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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分割欄列係數修正之彙整表 

 Fn,1 Fn,2 …… Fn,j …… 

FT1 1,1F′  2,1F′  …… j,1F′  …… 

FT2 1,2F′  2,2F′  …… j,2F′  …… 

…… …… …… …… …… …… 

FTn  1,nF′  2,nF′  …… j,nF′  …… 

…… …… …… …… …… …… 

 

流程（A3-1）固定值轉換係數：假設分割欄列係數為固定值（即網頁分割欄位中設定值

為純數字之係數，例：50、600 等）則直接轉換為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j,nF′ ，如公式(3.4)

所示。 

 

 
j,nj,n

j,n21

FFthen
jFinexistnotSegSandSegSIF

=′

∀
 (3.4) 

 

流程（A3-2）百分比轉換係數：若分割欄列係數中存在SegS1（即網頁分割欄位中設定

值以百分比表示之係數，例：20%），則根據<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於不同集合（即

cols_Set與rows_Set），並對應其目標網頁文件所含之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或寬係數

MaxW）相乘，以得知其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j,nF′ ，其計算公式如公式(3.5)所示。假設

<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於cols_Set集合，則對應其目標網頁文件之寬係數MaxW相

乘，反之，<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於rows_Set集合，則對應其目標網頁文件之寬高

係數MaxH相乘，以得知其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j,nF′ 。 

 

 

Hj,nj,n

nj,n1

Wj,nj,n

nj,n1

MaxFFthen

Set_rowsinexistFTandjFinexistSegSIFotherwise

MaxFFthen

Set_colsinexistFTandjFinexistSegSIF

×=′

∀

×=′

∀

 (3.5) 

 

流程（A3-3）字元*轉換係數：若分割欄列係數為SegS2（即*；代表網頁分割欄位時所

剩餘之空間），則先將其它轉換分割欄列係數相加，並根據<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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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集合（即cols_Set與rows_Set），而減去相對應之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或寬係

數MaxW），以得知其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j,nF′ ，其計算公式如公式(3.6)所示。假設<frameset>

標籤區域FTn存在cols_Set集合，則減去寬係數MaxW，反之，<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

在rows_Set集合，則減去高係數MaxH，以得知其轉換分割欄列係數 j,nF′ 。 

 

 

∑

∑

′−=′

∀=

′−=′

∀=

jall
j,nHj,n

nj,n2

jall
j,nWj,n

nj,n2

FMaxFthen

Set_rowsinexistFTandjFSegSIFotherwise

FMaxFthen

Set_colsinexistFTandjFSegSIF

 (3.6) 

 

流程（A3-4）修正解析度面積：本步驟乃判定目標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區域FTn之數

量，以評估修正其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與寬係數MaxW）。假設目標網頁文件中存

在二個以上之<frameset>標籤區域FTn，則取出目標網頁文件中最後一個係數
F‧Nn,F ，修

正對應之高係數（MaxH）或寬係數（MaxW），以便於下一個<frameset>標籤區域FTn計

算，其計算公式如公式(3.7)所示。 

 

 
F‧

F‧

Nn,HnFT

Nn,WnFT

FMaxthenSet_rowsinexistFTand1NIFotherwise

FMaxthenSet_colsinexistFTand1NIF

=>

=>

⋅

⋅  (3.7) 

 

步驟（A4）：計算目標網頁文件之區塊面積 

 本步驟乃利用轉換後分割欄列係數以計算網頁文件之區塊面積。首先利用步驟（A3）

中所擷取之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與寬係數MaxW），以作為區塊面積計算之依據，

接著判斷<frameset>標籤區域FTn存在之集合（即cols_Set與rows_Set），待得知解析度面

積與標籤區域存在之集合後，即可判斷第n個<frameset>標籤區域位置，以進行分割欄列

係數去除之評估與解析度面積之修訂，最後乘上相對應之解析度面積，即完成網頁文件

之區塊面積計算。 

 根據上述說明，因標籤區域位置不同而有二種計算方式，如以下之說明： 

(1) 假設第n個標籤區域非最後一個標籤區域，則去除每個標籤區域中分割欄列係數之

最後一個係數
F‧Nn,F 至最後一個標籤區域

FTNFT
⋅
前，即結束去除作業，接著乘上相對



 

67 
 

應之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或寬係數MaxW），即完成網頁文件之區塊面積計算，

最後擷取去除之係數以修訂相對應之解析度面積（高係數MaxH或寬係數MaxW），

以進行下一個標籤區域計算，其計算公式如公式(3.8)所示。 

 

 

Set_rowsinexistFTandNjwhereFMAX

Set_rowsinexistFTandNjandNnwherejFMAXFL

Set_colsinexistFTandNjwhereFMAX

Set_colsinexistFTandNjandNnwherejFMAXFW

nFj,nw

nFFTj,nwm

nFj,nH

nFFTj,nHm

⋅

⋅⋅

⋅

⋅⋅

=′=

≠≠∀′×=

=′=

≠≠∀′×=

 (3.8) 

 
(2) 假設第n個標籤區域為最後一個標籤區域

FTNFT
⋅
，即乘上相對應之解析度面積（高係

數MaxH或寬係數MaxW），以完成網頁文件之區塊面積計算，其計算公式如公式(3.9)

所示。 

 

 

jFMAXFLthen
NnandSet_rowsinexistFTotherwise

jFMAXFWthen
NnandSet_colsinexistFTIF

j,nHm

FTn

j,nwm

FTn

∀′×=
=

∀′×=
=

⋅

⋅

 (3.9) 

 

經過上述四個步驟之推論，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frameset>標籤區域分割方

式、區塊分佈與面積。 

 

分割判定法則二（B）：網頁文件非結構化之分割方式 

本法則乃解析網頁文件非結構化之分割方式（即網頁文件區塊分割乃非<frameset>

與 CSS 語法等特定方式進行分割，而以表格與斷行等方式進行分割）。首先，把目標網

頁文件之標籤區域轉化成 DOM Tree 架構（Document Object Model Tree 即網頁文件之標

籤區域以樹狀結構表示），接著擷取 DOM Tree 中區塊標籤區域（區塊標籤區域即進行

網頁文件區塊分割之標籤，例 table），並判斷區塊標籤區域中標籤之數量以賦予對應權

重值，最後利用 DOM Tree 中標籤節點以得知區塊分佈，其符號定義與詳細步驟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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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定義 

NRj 目標網頁文件中第j個標籤所含括之標籤區域 

DOMT 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 

DOMi 第i個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 

TR 標籤位於網頁空間位置 

NTj,k 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第j個標籤節點位於第k個位置 

BN 網頁文件程式碼中常用以表示區塊、表單與列表之標籤（以下簡稱區塊標

籤），即 BN={ table , tr , td , …} 

BNRq 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第q個區塊標籤至下一個區塊標籤前

所含括之標籤區域（以下簡稱區塊標籤區域） 

N(BNRq) 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第q個區塊標籤所含括之標籤區域中

標籤節點數量 

N(DOMT[NT]) 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標籤節點數量 

DOMT[BNRq] 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中標籤節點數量N(BNRq)占DOMT中標籤節點數量

N(DOMT[NT])之比例權重 

BNRq,j,k 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之第j個標籤節點

位於第k個位置 

NTD(NTj,k , NT1,1) 第j個標籤節點位於第k個位置與第 1 個標籤節點位於第 1 個位置之差

距值 

BNRq(NTj) 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中第j個標籤節點與第 1 個標籤節點位置之最小差距值 

 

步驟（B1）：目標網頁文件之標籤區域轉化文件物件模型架構 

本步驟乃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中標籤區域與網頁空間位置以進行DOM Tree架構之

轉化。目標網頁文件WDT乃劃分多個標籤區域NRj（j=1, 2, 3, ...），DOM Tree架構由多

個區塊標籤區域BNRq（q=1, 2, 3, ...）所構成。首先，本步驟乃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

標籤區域NRj，並利用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原則（請參照模組 3.1）以判定標籤之網頁空間

位置TR，待得知標籤區域與網頁空間位置之後，即可從標籤位於網頁空間位置中得知上

下層次關係（其結果整理如表 3.3）、從標籤區域得知標籤節點歸屬關係，最後進行目標

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轉化，即得知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DOMT，其流

程圖如圖 3.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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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標籤節點位於網頁文件中所在位置彙整表 

 TR=1 TR=2 …… TR=k …… 

NT1 NT1,1 NT1,2 …… NT1,k …… 

NT2 NT2,1 NT2,2 …… NT2,k …… 

…… …… …… …… …… …… 

NTj  NTj,1 NTj,2 …… NTj,k …… 

…… …… …… …… …… …… 

 

 
圖 3.19、目標網頁文件之轉換流程圖 

 

步驟（B2）：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區塊標籤區域擷取 

 本步驟乃擷取DOMT（即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第q個區塊標籤區

域BNRq，以進行標籤節點數量計算並賦予相對應權重與得知目標網頁文件區塊分佈。

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BNRq則由多個標籤節點NTj,k所組成。 

 首先，本步驟乃先擷取DOMT（即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之標籤節點

中含區塊標籤BN至下一個區塊標籤BN前（區塊標籤BN網頁文件程式碼中常用以表示區

塊、表單與列表之標籤，其彙整表如表 3.4），待結束擷取作業，即得知第q個區塊標籤

所含括之標籤區域BNRq。接著計算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BNRq之標籤節點數量所對應權

重，其權重計算乃考量DOMT所有標籤節點與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之標籤節點數量，如

公式(3.10)與表 3.5 所示，假設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中標籤節點數量N(BNRq)所占D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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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標籤節點數量N(DOMT[NT])之比例係數DOMT[BNRq]，即得知此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

BNRq所對應之權重值。 

 
表 3.4、區塊標籤彙整表 

統一標籤名稱 標籤類型 HTML 標籤 

區塊標籤 BN 

區塊式標籤 <TABLE> 、 <TBODY> 、 <TR> 、 <TD> 、 <TH> 、

<CAPTION>、<DIV>、<SPAN>、<IFRAME> 

表單式標籤 <FORM>、 <FIELDSET>、 <EGEND>、 <INPUT>、

<TEXTAREA>、<SELECT>、<OPTION>、<LABEL> 

列表式標籤 <OL>、<LI>、<UL>、<DL>、<DT 、<DD> 

 

 
])NT[DOM(N

)BNR(N
]BNR[DOM

},BNR,,BNR,BNR{WD

T

q
qT

q21T

=

= 

 (3.10) 

 
表 3.5、區塊標籤區域中標籤節點數量所占DOMT中標籤節點數量之比例係數 

 DOM1 DOM2 …… DOMT …… 

BNR1 DOM1[BNR1] DOM2[BNR1] …… DOMT[BNR1
] …… 

BNR2 DOM1[BNR2] DOM2[BNR2] …… DOMT[BNR2
] …… 

…… …… …… …… …… …… 

BNRq DOM1[BNRq] DOM2[BNRq] …… DOMT[BNRq
] …… 

…… …… …… …… …… …… 

 

最後乃利用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中第j個標籤節點位於第k個位置與第 1 個標籤節點

位置之差距值NTD(NTj,k , NT1,1)，以取得其中最小差距值BNRq(NTj)，則此標籤節點代

表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之位置，如公式(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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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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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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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

=

=





















=





















 (3.11) 

 

 經過上述二個步驟之推論，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中區塊分佈

與區塊內標籤節點數量。 

 

分割判定法則三（C）：網頁文件CSS語法之分割方式 

網頁文件 CSS 語法之分割方式。首先，本步驟乃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head>標

籤區域以得知選擇器與屬性設定值，接著擷取<body>標籤區域並轉化成文件物件模型架

構（參照分割判定法則二），待得知選擇器、屬性設定值與文件物件模型架構後，即可

利用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以取得對應選擇器與屬性設定值，並得知其區塊標籤區域乘上對

應權重，其符號定義與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符號定義 

HB 目標網頁文件之 head 標籤區域 

EBi(SR , PE) 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選擇器SR與屬性設定值PE，例h1{font-size:9pt}稱為

CSS設定區域，h1 位置稱為選擇器，{font-size:9pt}位置稱為屬性設定值 

EBi(SR) 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選擇器SR 

EBi(PE) 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屬性設定值PE 

N(PEi) 第i個CSS設定區域之屬性設定值PE中設定值數量 

Wk[EBi] 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第k個字元 

SRi 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選擇器，當SR=1 時，則此設定區塊為標籤選擇器；

SR=2 時，則此設定區塊為Class選擇器；SR=3 時，則此設定區塊為ID選

擇器 

PEi,j 第i個CSS設定區域之屬性設定值中第j個設定值 

VAi 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選擇器宣告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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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T[BNRq] 目標網頁文件中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之修正後權重 

 

步驟（C1）：目標網頁文件之 CSS 區域擷取 

 本步驟乃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head>標籤區域中CSS設定區域，以進行選擇器判

斷與屬性設定值擷取，如公式(3.12)所示。head標籤區域HB乃劃分多個CSS設定區域

EBi(SR , PE)（i=1, 2, 3,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即串樣式列表）提供選擇器SR

作為宣告方式與屬性設定值PE以設定其網頁文件樣式，例h1{font-size:9pt}中h1 位置稱

為選擇器、{font-size:9pt}位置稱為屬性設定值，其選擇器包含「Class選擇器」、「ID選擇

器」與「標籤選擇器」等三種，而屬性設定值則可以設定其字體大小、顏色等影響網頁

文件外觀，其選擇器詳細敘述如下： 

(1) Class選擇器：Class選擇器乃以句點作為宣告方式，例如 .one{color:#FF0000;}。 

(2) ID選擇器：ID選擇器乃以#字號作為宣告方式，例如 #one{color:#FF0000;}。 

(3) 標籤選擇器：屬性選擇器乃以標籤名稱作為宣告方式，例如 h1{color:#FF0000;}。 

 

 








=
=

=

=

otherwise
'#'][EBWIF

'.'][EBWIF

3
2
1

SR

},PE) , (SREB,PE), , (SREBPE), , (SR{EBHB

i1

i1

i

i21 

 (3.12) 

 

步驟（C2）：CSS 設定區域相對應之標籤與設定值數量判斷 

完成選擇器判斷與屬性設定值擷取後，本步驟即可進行CSS設定區域相對應之標籤

與設定值數量計算，以得知標籤區域之對應設定值數量權重值。首先，本步驟乃擷取第

i個CSS設定區域中選擇器宣告變數VAi，即#one{font-size:9pt}中#one為ID選擇器宣告變

數one，以得知此CSS設定區域對應之標籤，接著計算第i個CSS設定區域之屬性設定值

PE中設定值數量N(PEi)，例#one{font-size:9pt}中font-size:9pt位置就稱為設定值，以得知

此標籤區域之對應設定值數量，如公式(3.13)與表 3.6 所示。 

 

 
},EP,,EP,EP{)PE(EB

3SRIF)SR(EB
2SRand1SRIF][EBW)SR(EB

VA

j,i2,i1,ii

ii

iii1i
i

=




=
==−

=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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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CSS 設定區域解析彙整表 

CSS 設定區域 選擇器 變數 屬性設定值 

EB1(SR , PE) EB1(SR) VA1 PE1,1 …… PE1,j …… 

EB2(SR , PE) EB2(SR) VA2 PE2,1 …… PE2,j …… 

…… …… …… …… …… …… …… 

EBi(SR , PE) EBi(SR) VAi PEi,1 …… PEi,j …… 

…… …… …… …… …… …… …… 

 

步驟（C3）：目標網頁文件之標籤區域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轉化與總權重計算 

本步驟乃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body>標籤區域並轉化成文件物件模型架構（參照分

割判定法則二），接著利用標籤節點對應之 CSS 設定區域中設定值數量，以修正區塊標

籤區域之比例權重（參照分割判定法則二中步驟 B2），即得知此區塊標籤區域之修正後

總權重。 

首先，本步驟乃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body>標籤區域並轉化成文件物件模型架構

（詳細轉化步驟參照分割判定法則二），以得知各個標籤節點NTj,k與區塊標籤區域

BNRq，接著利用第i個CSS設定區域中選擇器宣告變數VAi比對各個標籤節點NTj,k，以得

知此標籤節點對應之CSS設定區域中設定值數量N(PEi)，最後修正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中

標籤節點數量N(BNRq)占DOMT中標籤節點數量N(DOMT[NT])之比例權重DOMT[BNRq]

（參照分割判定法則二中步驟B2），即得知此第 q塊區塊標籤區域之總權重

DWT[BNRq]，如公式(3.14)與表 3.7 所示。最後乃利用分割判定法則二中公式(3.10)，以

得知此區塊標籤區域中標籤節點與第 1 個標籤節點位置之最小差距值BNRq(NTj)，則此

標籤節點代表第q個區塊標籤區域之位置，如圖 3.20 所示。 

 

 


 ∀∀φ≠∩×

=
otherwise]BNR[DOM

j,iNTVAIF)N(PE]BNR[DOM
]BNR[DW

qT

k,jiiqT
qT  (3.14) 

 
表 3.7、CSS 設定值數量修正後之比例係數 

 DOM1 DOM2 …… DOMT …… 

BNR1 DW1[BNR1] DW2[BNR1] …… DWT[BN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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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R2 DW1[BNR2] DW2[BNR2] …… DWT[BNR2] …… 

…… …… …… …… …… …… 

BNRq DW1[BNRq] DW2[BNRq] …… DWT[BNRq] …… 

…… …… …… …… …… …… 

 

 
圖 3.20、目標網頁文件 CSS 語法之轉換與總權重計算流程圖 

 

 經過上述三個步驟之推論，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 DOM Tree 架構中區塊分佈與

各區塊對應之 CSS 設定值數量。 

 
 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此議題提出網頁標籤<frameset>型、文字型網頁與 CSS 網頁

等三種區塊分割解析方式，以得知各網頁文件區塊分佈。因此，針對三種不同區塊分割

解析方式，本研究亦提出三個分割判定法則以進行不同解析方式之判斷，其判定法則如

下： 

(1) 分割判定法則一（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之分割方式）乃判斷網頁文件分割標籤

<frameset>，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frameset>標籤區域分割方式、區塊分佈與面積。 

(2) 分割判定法則二（網頁文件非結構化之分割方式）乃將網頁文件之標籤區域轉化成

DOM Tree 架構，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 DOM Tree 架構中區塊分佈與區塊內標籤

節點數量。 

(3) 分割判定法則三（網頁文件 CSS 語法之分割方式）乃先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head>

標籤區域，以得知選擇器與屬性設定值；接著擷取<body>標籤區域並轉化成文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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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模型架構，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 DOM Tree 架構中區塊分佈與各區塊對應之

CSS 設定值數量。 

 根據上述分割判定法則後，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區塊分佈，亦可從中取得隱藏

資訊。其隱藏資訊乃根據分割判定法則不同而有不同取得，例如於分割判定法則一即可

得知其他各區塊面積；根據分割判定法則二乃可取得區塊內標籤數量，分割判定法則三

則可取得區塊對應之 CSS 設定值數量。最後藉由區塊分佈與其它重要之網頁資料，以進

一步判斷各區塊分佈之重要性。 

 

3.1.2 網頁設計者觀點 

網頁設計者於網頁文章之設計過程中，多數網頁設計者係利用超文件標示語言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HTML）以進行文章內容之撰寫與編排。由於超文件標

示語言，主要係利用成對出現的標籤以指定網頁文字之呈現方式，是故，網頁設計者僅

需運用適當之網頁標籤，網頁文件即可設計與傳統文章相同之閱讀模式。如同一般文章

之寫作方式，網頁設計者即可利用網頁標籤以設定網頁文件之標題、摘要、關鍵字、章

節標題等內容，此外，網頁設計者亦常以粗體、斜體或加底線之方式強調字詞之獨特性

與重要性。其次，除上述標籤屬性各具其代表性外，相同種類之標籤但位於不同位置標

籤區域（即外部標籤亦可含括內部標籤），其所包含文字區塊之重要性亦不盡相同。因

此為了區別不同種類與相同種類但不同位置的標籤區域，本研究乃解析網頁空間規劃

（即標籤區域配置關係），以進行各空間規劃配置下之標籤區域權重設定。 

是故，針對網頁設計者觀點，本研究乃先擷取網頁文件中與分類相關（即含括文字

型資料）之標籤（即分類依據標籤擷取機制），之後針對不同空間規劃下標籤區域權重

分配（即標籤位置解析機制）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於「網頁設計者觀點」可分為二

大主要議題進行探討，分別為「分類依據標籤擷取機制」及「標籤位置解析機制」。其

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議題1─分類依據標籤擷取機制 

於網頁文件標示語言中，所有的標籤（包含文件類型聲明標籤、HTML 文件宣告標

籤、網頁頭部標籤、網頁主體標籤、註解標籤與顏色標籤等）皆具備其特定之用途，而

被成對標籤所含括的文字內容，通常亦反映出其所屬標籤的性質，如「網頁頭部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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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head>、<title>、<bgsound>、<meta>、<style>及<script>等標籤）主要用以宣告

整個文件相關格式、型態、網頁名稱、Script 描述語言及樣式表等設定值之區段，當中，

標題文字標籤<title>除代表此網頁之名稱外，設計者亦常利用標籤<h1>至標籤<h6>（即

顯示 6 種大小不同標題文字），以突顯出主題的字彙。 

此外，「網頁主體標籤」（即<body>）乃含括所有欲顯示於網頁之文字、圖形及其它

的多媒體文件等（即需置於<body>與</body>標籤之中），當中於網頁文字顯示方面，網

頁設計師常使用粗/斜體字標籤（包含<b>、<strong>、<cite>及<em>等標籤）、「列表法

標籤」（包含<ol>、<li>、<ul>、<dl>、<dt>及<dd>等）及「引述文字標籤」（<blockquote>）

以強調網頁中所顯示字詞之重要性。 

綜上所述，於一份網頁文件中，被不同之標籤所包含之文字區域，其所代表之意義

與重要性亦尚存差異，因此，由於本研究之網頁分類模組係以網頁中文字型資料為分析

依據，亦即以網頁標籤中「網頁頭部標籤」及「網頁主體標籤」為主，並考量當中文字

語調加強標籤，以作為本研究分類依據之標籤，當中所需探討之網頁標籤彙整如表 3.8。 
 

表 3.8、分類依據標籤列表 
標籤類型 標籤名稱 重點文字標籤 

網頁頭部標籤 <title> 標題文字設定標籤 (T) <h1>、<h2>、<h3>、<h4>、<h5>、<h6> 

網頁主體標籤 <body> 

粗體文字標籤 (B1) <b>、<strong> 
斜體文字標籤 (B2) <address>、<cite>、<dfn>、<em>、<i> 
列表法文字標籤 (B3) <ol>、<li>、<ul>、<dl>、<dt>、<dd> 
引述文字標籤 (B4) <blockquote> 

超連結標籤 <a href > 導引網路節點標籤 (AH)  
 

透過上述之分類依據標籤擷取機制，本研究乃於網頁文件進行分類時，首先儲存各

標籤中文字區域之內文，並擷取當中具代表性之關鍵字，之後考量各網頁標籤所強調重

要性進而賦予不同權重值（如標題文字標籤或粗/斜體字標籤等），以進行網頁類別隸屬

係數之計算與類別之判定。 

 

 

議題 2─標籤位置解析機制 

待上述分類依據標籤擷取（即文字型標籤）完成後，由於相同種類之標籤但位於不

同位置之標籤區域，其所包含文字區塊之重要性亦不盡相同，為了區別不同種類與相同

種類但不同位置的標籤區域，因此本研究乃參考許琇娟（2000）之網頁空間規劃，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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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位處不同位置之標籤區域權重設定。 

由於超文件標示語言具有網頁文件空間規劃的功能，因此本研究須進一步探討標籤

區域於網頁空間上關係。許琇娟（2000）指出常見之網頁文件空間規劃係劃分為三種：

(1)平行式空間規劃、(2)巢狀式空間規劃及(3)混合式空間規劃（本研究乃分別將其定義

為 TypeI、TypeII 及 TypeIII，如圖 3.21 至圖 3.23 所示），首先將標籤位置解析機制所

使用之符號定義，並說明各空間規劃之標籤區域權重值設定原則。 

(1) 平行式空間規劃：由於標籤區域皆為獨立存在，彼此間不互相影響，因此於此規劃

下之標籤區域之權重設定僅參照各標籤重要性即可。 

(2) 巢狀式空間規劃：由於一個標籤區域中（稱為外層標籤區域），其所含括之內容除

了字彙外，尚包含其它標籤區域（稱為內層標籤區域），導致部分文件內容可能會

同時由一個外層與多個內層標籤區域所含括，因此重疊區域中之網頁內容，主要以

內層標籤區域權重最高。 

(3) 混合式空間規劃：此空間規劃係同時運用平行式與巢狀式標籤區域處理原則，因此

於權重計算方式與巢狀式空間規劃相同。 

 

   
圖 3.21、平行式空間規劃 (Type I) 圖 3.22、巢狀式空間規劃 (Type II) 圖 3.23、混合式空間規劃 (Type III) 

 

綜上所述，為避免標籤型態名稱相同但所代表重要性不同之標籤區域，而視為是相

等之情形（即將喪失許多有助於網頁文件分類之重要資訊）。因此本研究乃先將文字型

標籤予以擷取，並配合標籤區域之空間規劃，以區分得此些在重要性上可能不同的標籤

區域。 

 

3.1.3 觀點下權重分配 

完成使用者觀點與設計者觀點後，即可得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接著本

研究即可計算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權重分配，並彙整其結果即可得知網頁文件中重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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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內重要資訊權重。首先，本研究利用使用者觀點得知重點區塊，與設計者觀點得知重

要資訊，並藉由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彙整，以得知重要區塊資訊。因此，本研究於「觀

點下權重分配」可分為三大主要議題進行探討，分別為「使用者觀點資訊權重」、「設計

者觀點資訊權重」及「觀點下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其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議題 1─使用者觀點區塊權重 

 於使用者觀點資訊權重計算中，本研究乃針對網頁使用者於微感中所注視之網頁重

點區塊，以進行重點區塊位置權重計算。本研究從網頁使用者觀點中得知區塊分佈位置

權重值、目標網頁文件之區塊分佈與其它重要之網頁資料，接著進行各區塊位置之權重

計算，以得知重點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其符號定義與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符號定義 

lALW  第 l 個區塊權重值 

TBBk 目標網頁文件中由上至下第k個位置之權重值 

]WD[Rnt Tl  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區塊權重ALW之分佈係數 

 

本研究針對此議題提出各區塊權重值計算方式，以計算三種不同分割方式，進而得

知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首先，根據分割法則不同（如表 3.9 所示），以進行

不同計算方式，故彙整三種計算公式。(1)當目標網頁文件根據分割法則一進行區塊分

割，則以步驟（D1）彙整區塊分佈與區塊面積權重。(2)當目標網頁文件根據分割法則

二進行區塊分割，則以步驟（D2）彙整區塊分佈與區塊內標籤節點數量權重。(3)當目

標網頁文件根據分割法則三進行區塊分割，則以步驟（D3）彙整區塊分佈與區塊對應之

CSS 設定值數量權重。最後得知各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後，則進入步驟

（D4），以進行目標網頁文件之各區塊權重值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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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各分割法則彙整表 
分割法則 網頁文件分割方式 隱藏資訊 
分割法則一 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 區塊面積 
分割法則二 網頁文件非結構化 區塊內標籤節點數量 
分割法則三 網頁文件 CSS 語法 區塊對應之 CSS 設定值數量 

 

步驟（D1）：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之各區塊權重值 

本步驟乃計算網頁文件<frameset>標籤區域中各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

首先，本步驟乃利用此區塊面積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比例、參照使用者觀點之網頁文件

區塊分佈權重值設定原則與網頁文件分割方式，以進行計算此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

權重值，如公式(3.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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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D2）：網頁文件非結構化之各區塊權重值 

本步驟乃計算網頁文件非結構化分割方式中各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首

先，本步驟乃利用此區塊標籤區域中標籤節點數量N(BNRq)所占DOMT中標籤節點數量

N(DOMT[NT])之比例係數DOM[BNRq]、參照使用者觀點之網頁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

值設定原則與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以進行計算此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

重值，如公式(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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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步驟（D3）：網頁文件 CSS 語法之各區塊權重值 

本步驟乃計算網頁文件CSS分割方式中各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首先，

本步驟乃利用比例係數DOM[BNRq]修正後標籤數量權重DW[BNRq]、參照使用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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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網頁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值設定原則與網頁文件之文件物件模型架構，以進行計算

此區塊位於目標網頁文件之權重值，如公式(3.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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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步驟（D4）：網頁文件之各區塊權重值正規化 

 此步驟因目標網頁文件內各區塊權重值不等於 1（即 1ALW
lALL

l ≠∑ ），因此，於此步

驟乃將目標網頁文件內各區塊權重 ALW 正規化，正規化如公式(3.18)所示，正規化過後

可得分佈係數 ]WD[Rnt Tl ，如表 3.10 所示。分佈係數 ]WD[Rnt Tl 越大則代表此區塊位於

目標網頁文件之重要性越大。 

 

 
∑

=
lALL

l

l
Tl ALW

ALW]WD[Rnt  (3.18) 

表 3.10、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區塊權重ALW之分佈係數 

 WD1 WD2 …… WDT …… 

ALW1 ][ 11 WDRnt  ][ 21 WDRnt  …… ][1 TWDRnt  …… 

ALW2 ][ 12 WDRnt  ][ 21 WDRnt  …… ][2 TWDRnt  …… 

…… …… …… …… …… …… 

ALWl ]WD[Rnt 1l  ]WD[Rnt 2l  …… ]WD[Rnt Tl  …… 

…… …… …… …… …… …… 

 

議題 2─設計者觀點資訊權重 

於設計者觀點資訊權重計算中，本研究乃針對網頁設計者設計網頁時，網頁標籤於

不同空間規劃下標籤區域權重分配進行計算。本研究從網頁設計者觀點中得知重疊區域

中之網頁內容，主要是以最內層標籤區域之標籤特性呈現，因此完全賦予最內層之標籤

區域；然而，由於此內層標籤區域為多層標籤區域所含括，故此內層標籤區域的意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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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適當地增強，因此於此內層區域亦需附加外層區域之權重值，以加強表現此標籤區

塊字詞之重要性，是故此區域之權重計算方式如公式(3.19)與表 3.11 所示，相關變數定

義如下。 

Wj,TR 分類依據標籤j位於網頁空間位置TR所分配之權重值，當中 ,...}B,B,T{j 21∈

（請參照網頁設記者觀點表 3.11）； ,...}TypeIIA,TypeIB,TypeIA{TR ∈ （請參照設

計者空間規劃圖 3.21 至圖 3.23）。 

iα  含括於標籤 j（網頁空間位置 TR）之第 i 個外層標籤權重附加值。 

 jiiallTR,j W)(1W ⋅



 αΣ+=  where 10 ≤≤ iα  (3.19) 

 
表 3.11、標籤區域權重設定彙整表 

標籤 
代碼 
(TR) 

平行式空間規劃 
(Type I) 

巢狀式空間規劃 
(Type II) 

混合式空間規劃 
(Type III) 

A B A B A B C D 
T WTi,TypeIA，當中<Title>僅出現於Type I之A區域，故僅考慮此區塊之權重 

B0 WB0,TypeIA WB0,TypeIB WB0,TypeIIA WB0,TypeIIB WB0,TypeIIIA WB0,TypeIIIB WB0,TypeIIIC WB0,TypeIIID 
B1 WB1,TypeIA WB1,TypeIB WB1,TypeIIA WB1,TypeIIB WB1,TypeIIIA WB1,TypeIIIB WB1,TypeIIIC WB1,TypeIIID 
B2 WB2,TypeIA WB2,TypeIB WB2,TypeIIA WB2,TypeIIB WB2,TypeIIIA WB2,TypeIIIB WB2,TypeIIIC WB2,TypeIIID 
B3 WB3,TypeIA WB2,TypeIA WB3,TypeIIA WB3,TypeIIB WB3,TypeIIIA WB3,TypeIIIB WB3,TypeIIIC WB3,TypeIIID 
B4 WB4,TypeIA WB4,TypeIB WB4,TypeIIA WB4,TypeIIB WB4,TypeIIIA WB4,TypeIIIB WB4,TypeIIIC WB4,TypeIIID 
AH WAH,TypeIA WAH,TypeIB WAH,TypeIIA WAH,TypeIIB WAH,TypeIIIA WAH,TypeIIIB WAH,TypeIIIC WAH,TypeIIID 

 

議題 3─觀點下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 

完成使用者觀點與設計者觀點權重設定後，即可得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權重與重要

資訊權重分配，最後彙整其結果即可得知網頁文件中重點區塊內重要資訊。首先，本研

究利用使用者觀點區塊權重得知重點區塊權重 ]WD[Rnt Tx ，與設計者觀點資訊權重得知

重要資訊權重 TR,jW ，並藉由重點區塊權重與重要資訊權重彙整，以得知重要區塊資訊

]WD[Bit Tt,j,l （即 ]WD[Bit Tt,j,l ，目標網頁文件中第 l 個重點區塊所含括於標籤 j 之第 t

個外層標籤權重附加值），彙整方式如公式(3.20)與表 3.12。如公式(3.20)所示，本研究

乃利用網頁使用者門檻值 IbTh 與網頁設計者門檻值 InTh 為制定網頁權重著重之觀點。 

 

 TR,jTlTt,j,l WInTh]WD[RntIbTh]WD[Bit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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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本研究所提出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乃以網頁標籤區域為分析基礎，先

行蒐集各顏色對應顏色代碼資料，並從標籤區域擷取當中顏色代碼（例擷取<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FF0000">xx</span>中之background-color:#FF0000），之後，判

定該顏色代碼是否為RGB代碼，若為RGB代碼（如#FF0000 或#000000 等），則得知顏色

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其中包含「紅色」（MC1）、「綠色」（MC2）、「藍色」（MC3）、「黃

色」（MC4）、「青色」（MC5）、「紫色」（MC6）、「黑色」（MC7）、「白色」（MC8），如表

3.12 所示）之分析係數，以判定目標顏色接近於特定主要分析顏色；反之，則進行目標

顏色代碼轉換，如圖 3.24 所示。首先將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功能所使用之符號定義如

下： 

 

 

圖 3.24、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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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主要分析顏色（參考文獻顏色情緒彙整表） 
顏色 16 進位制 

對應情緒 
編號 名稱 紅 綠 藍 
MC1 紅 255 0 0 活躍、興奮 
MC2 綠 0 255 0 平靜 
MC3 藍 0 0 255 放鬆 
MC4 黃 255 255 0 歡樂 
MC5 青 0 255 255 平靜 
MC6 紫 255 0 255 神秘 
MC7 黑 0 0 0 失落、低沉 
MC8 白 255 255 255 樸素 

 

符號定義 

Di 既有訓練網頁文件庫中之第i份網頁文件 

CT 目標顏色代碼 

MCn 第k種主要分析顏色 

WDi 第i份網頁文件 

WDT 所考量之目標框架型網頁文件 

TA(CT, MCn) 目標顏色代碼CT與主要分析顏色MCn之分析係數 

TC(CT,DCr) 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DCr之轉換係數 

TC(CT,DCg) 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DCg之轉換係數 

TC(CT,DCb) 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DCb之轉換係數 

]WD[Rct Tn  目標網頁文件WDT與主要分析顏色MCn之加權後顏色類別分析係數 

MAXr 三原色當中DCr之最大值 255  

MAXg 三原色當中DCg之最大值 255 

MAXb 三原色當中DCb之最大值 255 

DCr 三原色之紅色 

DCg 三原色之綠色 

DCb 三原色之藍色 

 

首先於匯入目標網頁文件前，本研究乃先行匯入訓練網頁文件，以建構一個龐大顏

色代碼資料庫，之後即可匯入目標網頁文件，以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中顏色字串，並將顏

色字串拆解成顏色代碼（如#FF0000 等）與文字字串（如red等），接著判定該訓練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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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顏色代碼是否為RGB代碼，若為RGB代碼（例FF0000、000000），則依序擷斷目標

顏色代碼字元，分別以W1、W2、W3, …, W6代表之，當中W1、W2、W3至W6乃以二個

字元為一組，依序代表紅、綠、藍之轉換係數，最後藉由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紅DCr、

綠DCg、藍DCb之轉換係數（TC(CT,DCr)、TC(CT,DCg)與TC(CT,DCb)），以判定目標顏

色代碼CT與主要分析顏色MCn之分析係數TA(CT, MCn)，其判定結果彙整於表3.13所示。 

 
表 3.13、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紅DCr、綠DCg、藍DCb之轉換係數表 

CT C1 C2 …… CT …… 

DCr TC(C1,DCr) TC(C2,DCr) …… TC(CT,DCr) …… 

DCg TC(C1,DCg) TC(C2,DCg) …… TC(CT,DCg) …… 

DCb TC(C1,DCb) TC(C2,DCb) …… TC(CT,DCb) …… 

 

本研究所提之判定目標顏色代碼CT接近於主要分析顏色MCn之分析係數TA(CT, 

MCn)判定公式詳細說明如下，首先判定目標顏色代碼接近於主要分析顏色紅（MC1）、

綠（MC2）、藍（MC3）之分析係數TA(CT ,MCn,)，若該判定之分析係數小於顏色判定

門檻值，則進行判定目標顏色代碼接近於主要分析顏色黃（MC4）、紫（MC5）、青（MC6）

之分析係數TA(CT ,MCn,)。另外，若判定之三顏色分析係數平等則進行判定目標顏色代

碼接近於主要分析顏色黑（MC7）或白（MC8）之分析係數TA(CT ,MCn,)，如圖 3.25 所

示。 
 

 
圖 3.25、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紅DCr、綠DCg、藍DCb之流程圖 

如圖 3.25 所示，當中之顏色判定門檻值為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紅DCr、綠D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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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DCb之轉換係數中，最大值轉換係數與其次轉換係數兩者相差不大時，則會造成計算

過後之最大分析係數值不超過門檻值 66%，例橘色顏色代碼（#FFA500）與顏色紅DCr、

綠DCg、藍DCb之轉換係數中，最大值為 255 與其次轉換係數 169 兩者相差不大時，其

最大分析係數結果判定為 60%不超過門檻值 66%。另外，三原色分析係數平等為目標顏

色CT與顏色紅DCr、綠DCg、藍DCb之轉換係數中，顏色紅DCr、綠DCg、藍DCb所轉換

係數一樣時，如灰色顏色代碼（#808080）與顏色紅DCr、綠DCg、藍DCb之轉換係數中，

其轉換係數結果為紅 128、綠 128、藍 128，其分析係數結果三者相等。 

 本研究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功能分為幾大步驟進行之；其流程包括顏色標籤擷

取技術與轉成 RGB 代碼、計算目標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與目標網頁文

件所包含顏色代碼之正規化整等步驟。各步驟之細節說明如下。 

 

步驟（E1）：顏色代碼擷取技術與轉成RGB代碼 

 本研究乃以網頁文件當中標籤區域為分析基礎，以擷取當中顏色代碼進而轉換為

RGB 代碼，最後藉由 RGB 顏色代碼轉換，以獲知紅、綠、藍之色彩分佈。首先本研究

於網頁文件顏色代碼擷取前需先行匯入訓練網頁文件，以建構顏色代碼資料庫，當中本

研究乃統一以 16 進制顏色代碼作為後續計算，因 16 進制顏色代碼為現今網頁設計常用

顏色代碼（即#FF0000、#FF00FF 等），接著亦可進行顏色代碼資料庫與目標網頁顏色代

碼比對，以判斷目標顏色代碼是否可轉換為 RGB 代碼，若可轉換則進行截斷，反之則

進行轉換，最後將顏色代碼依序截斷後，亦可獲知紅、綠、藍之轉換係數，其詳細步驟

流程圖，如圖 3.26 所示，以下詳細步驟說明： 

步驟（E1.1）顏色代碼匯入：藉由訓練網頁文件先行匯入，以自動擷取訓練網頁當中色

彩標籤後一位之顏色代碼，並匯入顏色代碼資料庫當中，接著藉由系統管

理者或領域專家以建立不同類型顏色代碼之間關聯性，即 red 與#FF0000

都可稱為紅色，故將 red 與#FF0000 建立色彩關聯。 

步驟（E1.2）顏色代碼解析：將目標網頁文件匯入，以擷取網頁文件中標籤所含括顏色

字串（<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FF0000">顏色</span>），並去除當

中符號字元「"：」，接著將字串拆解成顏色代碼（#FF0000）與文字字串

（顏色）。 

步驟（E1.3）顏色代碼判斷：目標顏色代碼之判別，若為 RGB 顏色代碼則進行步驟

（E1.5），反之則進行步驟（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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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E1.4）顏色代碼比對：網頁中顏色代碼與顏色代碼資料庫比對，若隸屬於顏色代

碼資料庫，則將此顏色所對應顏色代碼資料取出。 

步驟（E1.5）顏色代碼截斷：將取得RGB顏色代碼，依序截斷並命名W1、W2、W3至

W6等。 

步驟（E1.6）顏色代碼轉換：其中W1、W2、W3至W6等二個字元為一組，當中每一組

依序代表紅、綠、藍之係數，並藉由公式(3.21)以將各組轉換為紅、綠、

藍之轉換係數，其轉換公式如公式(3.21)所示。 

 

 

6,5,4,3,2,1i,

15]W[VTHENF
14]W[VTHENE
13]W[VTHEND
12]W[VTHENC
11]W[VTHENB
10]W[VTHENA

 WIF  where

16]W[V16]W[V)DC,TC(C

16]W[V16]W[V)DC,TC(C

16]W[V16]W[V)DC,TC(C

'W''W'DC

'W''W'DC
'W''W'DC

'W''W''W''W''W''W'C

i

i

i

i

i

i

i

0
6

1
5bT

0
4

1
3gT

0
2

1
1rT

65b

43g

21r

654321T

=∀
















=
=
=
=
=
=

=

⋅+⋅=

⋅+⋅=

⋅+⋅=

+=

+=
+=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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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顏色代碼擷取技術與轉成 RGB 代碼之流程圖 

 

步驟（E2）：計算目標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 

 本研究乃藉由目標顏色代碼與各顏色之轉換係數（參照表 3.13），以代入表 3.14 之

公式，進而得知目標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當中表 3.14 乃分成三個群組

以計算不同主要分析顏色係數，分別是判定紅色、綠色、藍色為群組一，黃色、紫色、

青色為群組二，黑色、白色為群組三。首先將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紅DCr、綠DCg、

藍DCb之轉換係數代入表 3.14 群組一公式，以算得目標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紅

（MC1）、綠（MC2）、藍（MC3）之分析係數，若算得分析係數最大值不超過門檻值

（66%），則目標顏色代碼可能隸屬主要分析顏色黃（MC4）、紫（MC5）、青（MC6）

故代入表 3.14 群組二公式。另外，若算得紅（MC1）、綠（MC2）、藍（MC3）三顏色係

數平等則代入表 3.14 群組三公式。 

本研究乃藉由表 3.14 已初步判定目標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

)MC,TA(C nT ，其結果彙整表 3.15 所示，並參照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中，

顏色代碼標籤位於重要區塊資訊之權重值 ]WD[Bit Tt,j,l ，進而計算出加權後顏色類別分析

係數 ]WD[Rct Tn ，如公式(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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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目標顏色代碼CT與顏色紅DCr、綠DCg、藍DCb之公式表 
顏色群組 分析顏色 目標顏色代碼 公式 

群 
組 
一 

紅 )MC,TA(C 1T  )DC,TC(C)DC,TC(C)DC,TC(C
)DC,TC(C

bTgTrT

rT

++
 

綠 )MC,TA(C 2T  
)DC,TC(C)DC,TC(C)DC,TC(C

)DC,TC(C

bTgTrT

gT

++
 

藍 )MC,TA(C 3T  
)DC,TC(C)DC,TC(C)DC,TC(C

)DC,TC(C

bTgTrT

bT

++
 

群 
組 
二 

黃 )MC,TA(C 4T  
)DC,TC(C)DC,TC(C)DC,TC(C

)DC,TC(C)DC,TC(C

bTgTrT

gTrT

++

+
 

青 )MC,TA(C 5T  
)DC,TC(C)DC,TC(C)DC,TC(C

)DC,TC(C)DC,TC(C

bTgTrT

bTgT

++

+
 

紫 )MC,TA(C 6T  
)DC,TC(C)DC,TC(C)DC,TC(C

)DC,TC(C)DC,TC(C

bTgTrT

bTrT

++
+  

群 
組 
三 

黑 )MC,TA(C 7T  
bgr MAXMAXMAX ++

++
−

)DC,TC(C)DC,TC(C)DC,TC(C
1 bTgTrT  

白 )MC,TA(C 8T  
bgr MAXMAXMAX ++

++ )DC,TC(C)DC,TC(C)DC,TC(C bTgTrT  

 
表 3.15、目標顏色代碼CT與主要分析顏色MCn之分析係數表 

 C1 C2 …… CT …… 

MC1 TA(C1,MC1) TA(C2,MC1) …… TA(CT,MC1) …… 

MC2 TA(C1, MC2) TA(C2,MC2) …… TA(CT,MC2) …… 

…… …… …… …… …… …… 

MC8 TA(C1, MC8) TA(C2,MC8) …… TA(CT,MC8) …… 

 

 ]WD[Rnt)MC,TA(C]WD[Rct Tl
iall

niTn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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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E3）：目標網頁文件所包含顏色代碼之正規化 

 此步驟因目標網頁文件內不同顏色所包含顏色群組並不相同，故此步驟乃將目標網

頁文件內所分別包含群組一、群組二與群組三之分析係數彙整並正規化，正規化公式如

公式(3.23)所示，正規化過後可得顏色類別分析係數 ]WD[Rct T
'
n 。顏色類別分析係數

]WD[Rct T
'
n 越大則代表目標網頁文件越趨近主要分析顏色所對應之情緒；若顏色類別分

析係數 ]WD[Rct T
'
n 為 0，則代表目標網頁文件與主要分析顏色無相關性，其結果彙整於

表 3.16。 

 

 
]WD[Rct

]WD[Rct]WD[Rct
Tn

nall

Tn
T

'
n

Σ
=  (3.23) 

 
表 3.16、目標網頁文件WDT與主要分析顏色MCn之顏色類別分析係數表 

 WD1 WD2 …… WDT …… 

MC1 ]WD[Rct 1
'
1  ]WD[Rct 2

'
1  …… ]WD[Rct T

'
1  …… 

MC2 ]WD[Rct 1
'
2  ]WD[Rct 2

'
2  …… ]WD[Rct T

'
2  …… 

…… …… …… …… …… …… 

MC8 ]WD[Rct 1
'
8  ]WD[Rct 2

'
8  …… ]WD[Rct T

'
8  …… 

 
小結 

本研究乃以網頁文件中顏色代碼為分析基礎，並藉由顏色代碼解析與係數彙整，以

判定目標網頁文件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因此，本研究乃提出了「網頁文件意象

風格判定模組」，期望能藉由此模組分析網頁文件色彩，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所趨近主

要分析顏色，進而獲知目標網頁文件所給予網頁使用者之情緒感受。 

 

3.3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本研究所提出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乃以網頁標籤區域為分析基礎，先

行蒐集網頁文件當中文字型資料，並擷取當中關鍵字詞、標籤區域與位置，以進行網頁

文件類別判定，若判定結果不明確，則擷取其鏈結網頁，以做進一步判定。因此，本研

究提出二階段之網頁文件類別判定，分別為「階段一：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與「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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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以進行類別判定，如圖 3.27 所示。其詳細說明如下： 

 

 
圖 3.27、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流程圖 

 
階段一：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 

本研究所提出之「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乃以網頁標籤區域為分析基礎，先行蒐集當

中文字型資料並擷取當中關鍵字詞，之後配合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針對各

空間規劃與區塊分佈下之標籤區域權重值，並配合領域關鍵字與專業類別之隸屬關係

（需由領域專家先行建置），即可初步得知此目標網頁文件之所屬專業類別。首先將網

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所使用之符號定義如下： 

 

符號定義 

Di 既有訓練網頁文件庫中之第i份網頁文件 

F(Nj,KWi) 標籤j所含括標籤區域中發生關鍵字KWi之次數 

Gk 第k種專業類別 

KWi 經關鍵字整併後，關鍵字集合之第i個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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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j,KWi) 訓練網頁文件Dj中發生關鍵字KWi之次數 

Nj 標籤j所含括之標籤區域，當中 ,...},,,{ 210 BBBTj∈  

R(Gk,KWi) 關鍵字KWi與專業類別Gk之隸屬係數 

]['
Tk WDRlt  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專業類別Gk之關係係數 

][ Tk WDRlt  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專業類別Gk之類別隸屬係數 

WDi 第i份網頁文件 

WDT 所考量之目標網頁文件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式可分數個步驟進行之。首先，於建構模式前需由系統管

理者或領域專家建構一龐大關鍵字資料庫，此任務可運用孫銘聰、侯建良（2003）擷取

訓練網頁文件之字串，歸納出現頻率較高且屬於關鍵字詞者為關鍵字，進而得到所有網

頁文件之關鍵字集；這些關鍵字於不同網頁文件之發生頻率可整理如表 3.17。 

 
表 3.17、各訓練網頁文件之領域關鍵字整併頻率摘要表 

 KW1 KW2 …… KWi …… 

D1 N(D1,KW1) N(D1,KW2) …… N(D1,KWi) …… 

D2 N(D2,KW1) N(D2,KW2) …… N(D2,KWi) …… 

…… …… …… …… …… …… 

Dj N(Dj,KW1) N(Dj,KW2) …… N(Dj,KWi) …… 

…… …… …… …… …… …… 

 

其次，利用領域網頁文件（如網頁新聞文件等資料）與專業類別之相關特性，將已

知內容與專業類別之文件認定為訓練文件（即表 3.17 之Dj），並根據侯建良、林峰興與

畢威寧（2003）之方法論，將專業類別與關鍵字隸屬係數加以計算及精確化後，即可針

對所有類別分別得到關鍵字KWi與專業類別Gk之隸屬係數R(Gk,KWi)，其結果整理如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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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關鍵字與專業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表 

 KW1 KW2 …… KWi …… 

G1 R(G1,KW1) R(G1,KW2) …… R(G1,KWi) …… 

G2 R(G2,KW1) R(G2,KW2) …… R(G2,KWi) …… 

…… …… …… …… …… …… 

Gk R(Gk,KW1) R(Gk,KW2) …… R(Gk,KWi) …… 

…… …… …… …… …… …… 

 

本研究之網頁類別判定模式亦以此兩關係表為基礎，進而分為幾大步驟進行之；其

流程包括網頁標籤區域之界定、網頁專業類別隸屬係數運算及專業類別隸屬係數之正規

化等步驟。各步驟之細節說明如下。 
 

步驟（F1）：界定網頁標籤區域 

如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所界定，本研究所將考慮之網頁文

件資料先行以各網頁標籤進行區分，因此可將目標網頁文件WDj乃劃分多個網頁標籤區

域（NT,NB0,NB1,NB2,NB3,NB4）合併而成，如公式(3.24)所示。 

 

 { }
410

,...,,, BBBTj NNNNWD =  (3.24) 

 

其中，左式WDj乃第j份網頁文件，而右式NT至NB4則為所考量網頁頭部標籤<title>所含

括之網頁文字資料，以及網頁主體標籤<body>中文字標籤B0 或文字強調標籤B1 至B4

所含括之網頁文字資料。 

 

步驟（F2）：統計目標網頁文件關鍵字發生頻率 

待界定網頁標籤區域後，利用此運用孫銘聰、侯建良（2002）關鍵字擷取方法，擷

取目標網頁文件WDT中各網頁標籤區域所包含之關鍵字，其結果整理如表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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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目標網頁文件WDT之關鍵字發生頻率表 

WDT KW1 KW2 …… KWi …… 

NT F(NT,KW1) F(NT,KW2) …… F(NT,KWi) …… 

NB0 F(NB0,KW1) F(NB0,KW2) …… F(NB0,KWi) …… 

NB1 F(NB1,KW1) F(NB1,KW2) …… F(NB1,KWi) …… 

…… …… …… …… …… …… 

Nj F(Nj,KW1) F(Nj,KW2) …… F(Nj,KWi) …… 

…… …… …… …… …… …… 

 

步驟（F3）：計算目標網頁文件與專業類別之關係 

此步驟乃利用目標網頁文件關鍵字出現頻率（參照表 3.19）、領域關鍵字與專業類

別關係之訓練資料庫（參照表 3.18），以及參照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之重

要區塊資訊 ]WD[Bit Tt,j,l ，進而計算目標網頁文件WDT 與各類別Gk 之關係係數

]WD[Rlt T
'
k ，以初步判定此目標網頁文件類別偏向，並編列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專業類

別Gk之關係係數表；其分別如公式(3.25)及表 3.20 所示： 

 

 

,...}B,B,B,T{jwhere

]WD[Bit)KW,N(F

]WD[Bit)KW,N(F)KW,G(R
]WD[Rlt

210

Tt,j,lij
lalljalliall

Tt,j,lijik
lalljalliall

T
'
k

∈

⋅ΣΣΣ

⋅⋅ΣΣΣ
=

 (3.25) 

 
表 3.20、目標網頁文件與專業類別之關係係數表 

 WD1 WD2 …… WDT …… 

G1 ][ 1
'
1 WDRlt  ][ 2

'
1 WDRlt  …… ]['1 TWDRlt  …… 

G2 ][ 1
'
2 WDRlt  ][ 2

'
2 WDRlt  …… ]['

2 TWDRlt  …… 

…… …… …… …… …… …… 

Gk ][ 1
' WDRltk  ][ 2

' WDRltk  …… ]['
Tk WDRlt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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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係係數 ]['
Tk WDRlt 乃以關鍵字KWi出現於所有網頁標籤區域Nj中之次數，並配

合網頁空間規劃之權重值設定作為評斷比例，以及考量關鍵字與專業類別之隸屬係數

R(Gk,KWi)，以初步獲得此關係係數。 

 

步驟（F4）：計算目標網頁文件與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 

由於目標網頁文件之關係係數總和不為 1（即 1][' ≠Σ Tk
kall

WDRlt ），因此，於此步驟

乃將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專業類別Gk之關係係數 ]['
Tk WDRlt 予以正規化，如公式(3.26)

所示，可得另一係數（即目標網頁文件WDT 與專業類別Gk 之類別隸屬係數，

][ Tk WDRlt ），其關係整理如表 3.21。此值愈大即代表目標網頁文件愈偏向該對應專業類

別；若該值為 0，則表示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專業類別Gk無相關。因目標網頁文件WDT

之類別隸屬係數 ][ Tk WDRlt 為正規化後之係數，故其總和為 1（即 1][ =Σ Tk
kall

WDRlt ）。 

 

 
][

][][
'

'

Tk
kall

Tk
Tk

WDRlt

WDRltWDRlt

Σ
=  (3.26) 

 
表 3.21、目標網頁文件與專業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表 

 WD1 WD2 …… WDT …… 

G1 ][ 11 WDRlt  ][ 21 WDRlt  …… ][1 TWDRlt  …… 

G2 ][ 12 WDRlt  ][ 22 WDRlt  …… ][2 TWDRlt  …… 

…… …… …… …… …… …… 

Gk ][ 1WDRltk  ][ 2WDRltk  …… ][ Tk WDRlt  …… 

…… …… …… …… …… …… 

 

經過上述四個步驟之推論，即可獲知目標網頁文件之隸屬類別。亦即根據此網頁文

件之標籤區域與網頁空間規劃結果，並利用關鍵擷取技術，本研究即可判定目標網頁文

件之專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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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 

由於單一網頁文件無法涵蓋所有欲陳述之知識，故網頁設計者常利用目標網頁中之

網頁鏈結標籤（即<a href>）以建立超連結，並使使用者由網路上之某一個節點跳到另

一個網路上的節點（即可以由一份 HTML 文件跳到另一份 HTML 文件），以獲取更多相

關知識，因此目標網頁與所鏈結之網頁尚具備高度關聯性之關係。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目標網頁中網頁鏈結標籤，並參照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

區域權重分配模組所建構，擷取當中各網頁鏈結標籤之權重值，以及對應鏈結網頁之標

題文字（即擷取<title>標籤之內文），進而評定各鏈結網頁與目標網頁關聯程度高低，建

立不同關聯等級之區隔，以選定關鍵等級之鏈結網頁，並修訂目標網頁之專業類別。首

先說明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所使用之符號，並說明此階段推導過程。 

 

符號定義 

jβ  相關程度遞減排序後之第j個鏈結網頁的修正權重係數 

LWDt 目標網頁文件之第t個鏈結網頁 

M[LWDt] 目標網頁文件WDT與鏈結網頁LWDt之關聯係數 

][ Tk WDMRlt  目標網頁文件WDT與專業類別Gk之修正類別隸屬係數（即利用鏈結網

頁關聯程度修正類別隸屬係數 ][ Tk WDRlt ） 

])[( TITLEWDN T  目標網頁文件WDT之<title>標籤區域所包含之字數 

][ '
jk WDRlt  為選擇之前S個鏈結網頁中，排序為第j個鏈結網頁 '

jWD 與專業類別Gk

之類別隸屬係數 
'
jWD  依關聯係數M[LWDt]遞減排序後之第j個鏈結網頁 

 

步驟（G1）：計算各鏈結網頁之關聯係數 

首先，定義目標網頁與各鏈結網頁之關聯係數為其與對應鏈結網頁中標題文字字元

重複比例，並結合鏈結網頁之鏈結標籤區域所分配之權重計算而得。因此，記算目標網

頁WDT與其第t個鏈結網頁LWDt之標題文字重複字數比例，並配合標籤區域之權重值計

算其與鏈結網頁LWDt之關聯係數M[LWDt]，如公式(3.27)所示。 

 

 TRAH
T

tT
t W

TITLEWDN
TITLELWDTITLEWDNLWDM ,])[(

])[][(][ ⋅
∩

=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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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 ])[][( TITLELWDTITLEWDN tT ∩ 係代表目標網頁與第 t 個鏈結網頁之標題文字重

複字數比例。 

 

步驟（G2）：制定各鏈結網頁預選等級 

依據關聯係數M[LWDt]之計算結果予以排序，依此排序結果可制定預選等級。如選

定排序前S個鏈結網頁為修訂目標網頁類別之層級，即應賦予各鏈結網頁對應之權重值

jβ （j=1,…,S），以修訂目標網頁之類別。 

 

步驟（G3）：修正目標網頁與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 

選定前S個鏈結網頁後，由關聯係數最高之鏈結網頁指定權重為 1β 、其次 2β ，依此

類推直至 sβ （排序為前之權重值大於等於後者）。本研究乃依此權重修正目標網頁與各

領域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以求得修正後類別隸屬係數 ][ Tk WDMRlt ，如公式(3.28)所示。

此外，定義公式(3.28)中之 ][ '
jk WDRlt 為選擇之前S個鏈結網頁中，排序為第j個鏈結網頁

'
jWD 與類別Gk之類別隸屬係數。 

 

 10
1

])[(][
][ 11

1

'
k

1 ≤≤≤≤≤
+

⋅+
= −

=

=

Σ

Σ
βββ

β

β
ss

j

s

j

jj

S

j
Tk

Tk where
WDRltWDRlt

WDMRlt (3.28) 

 

此公式可用以修訂表 3.21，以提升計算目標網頁與類別之隸屬係數正確性；因此，修正

後目標網頁之類別隸屬係數表如表 3.22 所示。 

 
表 3.22、修正後目標網頁文件與類別隸屬係數表 

 WD1 WD2 …… WDT …… 

G1 ][ 11 WDMRlt  ][ 21 WDMRlt  …… ][1 TWDMRlt  …… 

G2 ][ 12 WDMRlt  ][ 22 WDMRlt  …… ][2 TWDMRlt  …… 

…… …… …… …… …… …… 

Gk ][ 1WDMRltk  ][ 2WDMRltk  …… ][ Tk WDMRlt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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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完成上述各階段推論後，即可判定未分類網頁文件之隸屬類別。由於現有之網頁文

件類別判定技術未能考量以下兩點問題：(1)各標籤所含括之文字意義不同（如主題文字

之標籤區域可擷取關鍵字詞較少，然該標籤區域卻是代表該網頁文件最重要之資訊）；

(2)相同種類之標籤但位於不同位置標籤區域，其所包含文字區塊之重要性亦不盡相同之

網頁文件設計方式，皆視各標籤區域之內容為同等重要資訊。因此，本研究乃建構一套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期望藉由考量標籤屬性與標籤位置，以建構標籤區域

權重分配機制，並配合關鍵字擷取技術及網頁鏈結之關聯特性，以判定目標網頁文件之

隸屬類別，進而達成網頁文件分類之目的。 
 

3.4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 

本研究乃以「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為基礎，「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

定模組」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判定結果為判定依據，以進行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之判斷，最後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如圖 3.28 所示），即

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對於使用者與設計者所具代表意義，以下詳

細敘述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過程說明、結果、應用說明與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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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二維度網頁文件流程圖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過程說明 

首先，本研究在進行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前，乃需進行「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

權重分配模組」以得知網頁文件設計者所表達之重要資訊與使用者所注視之重點區塊，

接著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判定，以

得知其專業類別隸屬係數與顏色分析係數，並從判定結果得知其網頁文件之專業類別與

情緒類別，當中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乃以「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為基礎

進行判定，故判定出類別符合網頁文件設計者與使用者所注重之觀點。 

待得知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後，即可進行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本研究乃以專

業類別與情緒類別進行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二維度網頁文

件類別（即Gk[MCn]，代表網頁文件專業類別Gk與情緒類別MCn之二維度網頁文件類

別），其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如表 3.23 與圖 3.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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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彙整表 

 MC1 MC2 …… MC8 

G1 G1[MC1] G1[MC2] …… G1[MC8] 

G2 G2[MC1] G2[MC2] …… G2[MC8] 

…… …… …… …… …… 

Gk Gk[MC1] Gk[MC2] …… Gk[MC8] 

…… …… …… …… …… 

 

 
圖 3.29、二維度網頁文件判定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結果與應用說明 

得知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後，使用者可以從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結果得知目標

網頁文件專業領域與帶給使用者之情緒意涵；因此，使用者能從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中

得知目標網頁文件與專業類別、情緒類別之關係，同時設計者亦能從判定結果得知設計

專業領域網頁文件時更適合表達情緒之顏色（如圖 3.30 之 Part 4 所示）。本研究針對二

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優勢歸納出以下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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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判定 

 

 當設計者於撰寫專業領域網頁文件時，亦能兼顧此份網頁文件帶給使用者之情緒 

 讓使用者於觀看網頁文件時得知情緒意涵外，並結合目標網頁文件專業領域，以得

知設計者表達給予使用者之領域意涵 

未來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之技術應用上，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可應用於網

頁文件查詢、網頁文件新聞等方面，以增加使用者之查詢方式。舉例說明，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可應用於 YAHOO 奇摩、MSN 等查詢網站之網頁查詢與網頁新聞，當使用者

進行網頁文件查詢時，即可以查詢出結果以二維度類別分類，讓使用者更容易找尋所需

之網頁文件，而網頁新聞應用則可以改善網頁新聞不止專業類別可供選擇，並提供情緒

類別讓使用者選擇，亦使使用者之選擇更多元。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案例說明 

舉例說明，假設專業類別分別為科技、財經、政治、體育、健康、影劇、旅遊與藝

文等八種網頁文件專業類別，而情緒類別分別為紅色（興奮）、綠色（活力）、藍色（放

鬆）、青色（平靜）、黃色（歡樂）、紫色（神秘）、黑色（低沉）與白色（樸素）等

八種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因此，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可以得出 64 種二維度類別判定（如

圖 3.31 與表 3.24 至表 3.31 所示）。 

由圖 3.31 當中可以看出專業類別「科技」與情緒類別「紫色」之關係，其二維度網

頁文件類別判定結果為紫色科技網頁，同時可以得知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意義為「令使

用者感到神秘的科技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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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二維度網頁文件示意圖 

 

由表 3.24 至表 3.31 當中可以看出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之關係，並且得知二維度網

頁文件類別判定結果與意義。舉例而言，二維度網頁文件判定結果除了得知情緒意涵「綠

色（活力）」與得知專業領域「科技」外，還可以得知其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其領域意涵為「綠色科技代表環保科技產業」即說明目標科技網頁文件內容乃以環保科

技產品為主。因此，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於使用者與設計者應用層面說明如下：（1）使

用者能藉由領域意涵得知設計者所要表達資訊，即設計者設計目標網頁文件乃以環保科

技產業為主；（2）設計者於設計網頁文件時，以參考其領域意涵選擇更適合表達之情緒

顏色，即設計者設計推銷科技產品之網頁則可利用「紅色」與「黃色」，以突顯此科技

產品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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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科技）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科技 
領域 紅 紅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 
科技型網頁 

紅色讓科技產品更加明顯，適用於推銷

熱門科技產品網頁 
科技 
領域 綠 綠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 
科技型網頁 

綠色科技代表環保科技產業，適用於環

保科技產業網頁 
科技 
領域 藍 藍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 
科技型網頁 

藍色科技網頁乃一般公司網頁配色，讓

使用者輕鬆瀏覽網頁 

科技 
領域 黃 黃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 
科技型網頁 

黃色購物網頁有助於使用者購買商品

後同時感到滿足、愉快的心情，適用於

推銷科技產品網頁 
科技 
領域 

青 青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 
科技型網頁 

青色適用於運動型之科技產品 

科技 
領域 

紫 紫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 
科技型網頁 

紫色適用於獨特創造性之科技產品網

頁 
科技 
領域 黑 黑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 
科技型網頁 

黑色給予科技產品質感，適用於著重品

質之科技產品網頁 
科技 
領域 白 白色科技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 
科技型網頁 

白色令科技產品帶有未來科技的感

覺，適用於新科技產品網頁。 
 

表 3.25、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財經）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財經 
領域 紅 紅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 
財經型網頁 

紅色於財經股市代表下滑，因此，紅色

財經網頁則表示目前股市行情差 
財經 
領域 綠 綠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 
財經型網頁 

綠色於財經股市代表上漲，因此，綠色

財經網頁則表示目前股市行情好 
財經 
領域 藍 藍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 
財經型網頁 

藍色財經網頁乃一般公司網頁配色，讓

使用者輕鬆瀏覽網頁 

財經 
領域 黃 黃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 
財經型網頁 

黃色財經網頁帶給使用者歡樂之感

覺，鮮少財經網頁設計者使用黃色為主

要顏色 
財經 
領域 青 青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 
財經型網頁 

青色網頁令使用者感到憂慮，鮮少財經

網頁設計者使用青色為主要顏色 

財經 
領域 紫 紫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 
財經型網頁 

紫色網頁代表神秘網頁，適用於獨特創

造性，因此，鮮少財經網頁設計者使用

紫色為主要顏色 
財經 
領域 

黑 黑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 
財經型網頁 

黑色網頁使人感到低沉，鮮少財經網頁

設計者使用黑色為主要顏色 

財經 
領域 白 

白色財經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 
財經型網頁 

白色財經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一般網頁配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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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體育）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體育 
領域 紅 

紅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體

育型網頁 
紅色代表熱情、興奮能讓使用者感到熱

血，適用於競賽活動之體育網頁 
體育 
領域 綠 

綠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體

育型網頁 
綠色適用於自然步道慢跑、爬山等性質

之體育網頁 
體育 
領域 藍 

藍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體

育型網頁 
藍色適用於自由性質與水上活動之體

育網頁 
體育 
領域 黃 

黃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體

育型網頁 
黃色體育網頁適用於遊玩性質體育活

動 
體育 
領域 

青 青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體

育型網頁 
青色適用於水上活動之體育網頁 

體育 
領域 

紫 紫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體

育型網頁 
紫色體育網頁代表神秘體育網頁，鮮少

體育網頁設計者使用紫色為主要顏色 
體育 
領域 

黑 黑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體

育型網頁 
黑色適用於挑戰性質、困難之體育網頁 

體育 
領域 白 

白色體育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體

育型網頁 

白色體育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一般網頁配

色。 

 
表 3.27、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政治）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政治 
領域 紅 紅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政

治型網頁 
紅色政治網頁則表示重大事件發生 

政治 
領域 綠 綠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政

治型網頁 
綠色政治網頁則表示地方事件發生 

政治 
領域 藍 藍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政

治型網頁 
藍色政治網頁則表示全國性新聞事件

發生 
政治 
領域 黃 黃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政

治型網頁 
黃色政治網頁則表示重要人物死掉事

件發生 
政治 
領域 青 青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政

治型網頁 
青色政治網頁則表示政治社論與遊行

事件發生 
政治 
領域 紫 紫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政

治型網頁 
紫色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政治網頁 

政治 
領域 黑 黑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政

治型網頁 
黑色政治網頁則表示貪污事件發生 

政治 
領域 白 白色政治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政

治型網頁 

白色政治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一般網頁配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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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健康）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健康 
領域 紅 

紅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健

康型網頁 
紅色適用於危害身體之健康網頁 

健康 
領域 綠 

綠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健

康型網頁 
綠色健康代表綠色食物，適用於提倡食

用綠色食物保持健康之健康網頁 
健康 
領域 藍 

藍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健

康型網頁 
藍色適用提倡運動保持健康之健康網

頁 
健康 
領域 黃 

黃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健

康型網頁 
黃色適用於朝氣、活力與歡樂之健康網

頁 
健康 
領域 

青 青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健

康型網頁 
青色適用於提倡運動保持健康之健康

網頁 
健康 
領域 

紫 紫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健

康型網頁 
紫色適用於心理方面之健康網頁 

健康 
領域 

黑 黑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健

康型網頁 
黑色適用於禁止標語、噩耗之健康網頁 

健康 
領域 白 

白色健康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健

康型網頁 

白色健康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一般網頁配

色。 

 
表 3.29、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旅遊）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旅遊 
領域 紅 紅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旅

遊型網頁 
紅色適用於熱血性質之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綠 綠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旅

遊型網頁 
綠色適用於健康性質之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藍 藍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旅

遊型網頁 
藍色適用於玩水性質之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黃 黃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旅

遊型網頁 
黃色適用於歡樂性質之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青 青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旅

遊型網頁 
青色適用於玩水性質之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紫 紫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旅

遊型網頁 
紫色適用於探索未知地區之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黑 黑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旅

遊型網頁 
黑色適用於晚上活動性質旅行網頁 

旅遊 
領域 白 白色旅遊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旅

遊型網頁 

白色旅遊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一般網頁配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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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影劇）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影劇 
領域 紅 

紅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影

劇型網頁 
紅色適用於愛情文藝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綠 

綠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影

劇型網頁 
綠色適用於動作冒險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藍 

藍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影

劇型網頁 
藍色適用於動作冒險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黃 

黃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影

劇型網頁 
黃色適用於喜劇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青 青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影

劇型網頁 
青色適用於動作冒險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紫 紫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影

劇型網頁 
紫色適用於科幻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黑 黑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影

劇型網頁 
黑色適用於恐怖驚悚類之影劇網頁 

影劇 
領域 白 

白色影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影

劇型網頁 

白色影劇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一般網頁配

色。 

 
表 3.31、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藝文）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二維度網頁 
文件類別 

二維度網頁文件 
類別意義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領域意涵 

藝文 
領域 紅 紅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的藝文型

網頁 
紅色令使用者感到興奮、熱血之藝文作

品網頁 
藝文 
領域 綠 綠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充滿活力的藝文型

網頁 
綠色令使用者感到活力之藝文作品網

頁 
藝文 
領域 藍 藍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放鬆的藝文型

網頁 
藍色令使用者感到放鬆之藝文作品網

頁 
藝文 
領域 黃 黃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歡樂的藝文型

網頁 
黃色令使用者感到歡樂之藝文作品網

頁 
藝文 
領域 青 青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平靜的藝文型

網頁 
青色令使用者感到平靜之藝文作品網

頁 
藝文 
領域 紫 紫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神秘的藝文型

網頁 
紫色令使用者感到神秘之藝文作品網

頁 
藝文 
領域 黑 黑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低沉的藝文型

網頁 
黑色令使用者感到低沉之藝文作品網

頁 
藝文 
領域 白 白色藝文 

網頁 
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藝文型

網頁 
白色藝文網頁令使用者感到簡潔以及

幫助使用者自由瀏覽網頁。 

 

小結 

完成上述各推論後，即可判定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並且從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中

得知此網頁文件意義。首先，本研究進行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前，乃需進行「網頁

文件區塊與資訊權重分配模組」與「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判定目標網頁文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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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類別與專業類別，待得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後，即可進行二維度網頁文

件類別判定。當中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乃彙整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故使用者能從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中得知目標網頁文件與情緒類別、專業類別之關係，除此之外，亦

能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所具代表意義，進而幫助提供者推薦合適網

頁文件，以讓需求者獲取網頁知識。舉例來說，如圖 3.32 亦可藉由網頁需求者之個人基

本資料，如年齡「21」、性別「男」與興趣「程式設計」等為依據，以得知需求者可能

所需專業資訊為「科技」類別，並透過與需求者溝通、提問等，以推論可能符合需求者

之情緒感受為「放鬆」情感，因此，提供者亦可藉由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判定結果，推

薦需求者所需專業類別資訊，且符合需求者情緒感受之網頁文件，以讓需求者能有效獲

取網頁文件中資訊。 

 

興趣 :程式設計

性別:男

年齡:21

 網頁需求者  網頁提供者

放鬆情感

科技類別

網頁文件1

 
圖 3.32、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推薦示意圖 

 

未來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結果可應用於網頁文件查詢、網頁文件新聞分類等方

面，以增加使用者之查詢方式，透過查詢結果以二維度類別分類，讓使用者更容易找尋

所需之網頁文件，且讓使用者不止專業類別可供選擇，並提供情緒類別讓使用者選擇，

亦使使用者之選擇更多元。此外，因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為情緒類別與專業類別彙整，

故亦能幫助網頁設計者於網頁撰寫之品質與使用者閱讀文章之效率，其優勢歸納出以下

二點： 

 設計者於撰寫專業領域網頁文件時，亦能藉由二維度類別判定結果獲知網頁文

件帶給使用者之情緒感受，以兼顧網頁文件對使用者之情緒影響。 

 藉由二維度類別判定結果，讓使用者於觀看網頁文件時得知情緒意涵外，並結

合網頁文件專業類別，以得知設計者表達給予使用者之領域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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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小結 

完成上述各階段推論後，即可判定未分類網頁文件之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進而得

知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由於現有之網頁文件類別判定技術未能考量以下兩點問題：（1）

僅能進行單一觀點考量，未能同時考量網頁設計者與使用者之觀點；（2）僅能進行單一

類別判定，未能考量二維度類別判定。因此，本研究乃建構一套「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

模式」，期望藉由考量網頁文件設計者與使用者觀點，以建構「網頁文件區塊與資訊權

重分配模組」，以得知網頁文件設計者所表達之重要資訊與使用者所注視之重點區塊，

並擷取網頁文件中顏色代碼、關鍵字與標籤，以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判定，以得知目標網頁文件之隸屬類別與顏色分析係

數，進而得知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當中各模組建立依據說明如表3.32。 
 

表 3.32、各模組建立依據與演算法彙整表 
模組名稱 參考文獻議題 發展法則 演算法 

網頁文件區塊與 
資訊權重分配模組 

網頁文件探勘議題 區塊分佈擷取法則 
DOM架構轉換技術 
（張智星，2011） 
（既有研究方法） 

使用者瀏覽網頁行為 
分析議題 標籤區域界定法則 啟發式演算法 

（創新研究方法）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 
判定模組 色彩心理學探討議題 

顏色代碼擷取與 
轉換法則 

顏色代碼轉換技術 
（Yang與Huang，2013） 

（既有研究方法） 

情緒類別判定法則 
情緒類別判定法則 

（Yang與Huang，2013） 
（既有研究方法）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 
判定模組 網頁文件探勘議題 

專業類別判定法則 

文件關鍵字擷取法則 
（侯建良、孫銘聰，2003） 

（既有研究方法） 
關鍵字與類別隸屬係數計算法則 

（侯建良、林峰興、畢威寧，2004） 
（既有研究方法） 

鏈結關聯程度推導 
法則 

鏈結關聯程度推導法則 
（Yang，2012） 
（既有研究方法） 

 

最後藉由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進行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以得知二維度網頁文

件類別，進而達成網頁文件二維度分類之目的，其二維度網頁文件判定之結果，讓提供

者能篩選適合的情緒類別，以及推薦所需的專業類別，進而有效推薦需求者適合的網頁

文件，以讓需求者能有效獲取網頁文件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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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統架構 

根據第三章所發展之方法論與模式，本研究乃開發一套以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

式，而此模式共包含「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

格判定模組」及「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三大模組。藉由三大模組之運作使分類

依據標籤區域界定、區塊分佈解析、關鍵字擷取、色彩代碼分析與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

判定得以自動完成，即可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對於知識網頁提供者而言，本研究

能協助知識網頁提供者更加精準分類網頁文件類別，以及篩選適當網頁文件色彩配置，

以給予知識網頁需求者觀看，讓需求者能有效閱讀網頁文件當中知識。本章即針對本研

究所提之「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分別以系統核心架構、系統功能架構、資料模

式定義、系統流程與系統開發工具進行說明。 

 

4.1 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核心架構 

本研究所發展之「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其運作流程主要可分為「網頁文件

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專業

類別判定模組」等三大模組層次，此系統之核心架構如圖 4.1 所示。茲將各層次之詳細

流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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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文字型資料

擷取關鍵字詞

配合領域關鍵字與類別之隸屬關係

規劃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權重值

顏色代碼分析

顏色代碼轉換

規劃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權重值

顏色代碼與主要顏色之分析係數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

網頁上傳

擷取網頁分析資訊

區塊分佈解析

眼動軌跡依據 網頁空間規畫

標籤區域界定

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

建立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

擷取鏈結標籤

修定網頁文件類別之隸屬關係

網頁與主要顏色之類別分析係數

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

網頁文件上傳
input

process

output

 
圖 4.1、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核心架構 

 

網頁文件上傳 

系統人員將未分類網頁文件上傳至系統，系統即擷取此份目標網頁之基本資料，並

存儲於系統中，以讓後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網頁文件意象風

格判定」、「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兩大模判定該網頁文件所屬類別。 

 

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本研究所發展之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系統可分為「標籤區域權重

分配」與「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兩大功能。於「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功能中，可透過標

籤區域界定和網頁文件空間規劃，以建立標籤區域權重分配。而在「區塊分佈權重分配」

功能中，可透過區塊分佈解析和使用者眼動軌跡為依據，以建立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完

成上述功能即可得知網頁文件各區塊與標籤區域重要性。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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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發展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系統可分為「顏色代碼轉換」和「網頁文件

意象風格判定」兩大功能。於「顏色代碼轉換」功能中，乃先行分析網頁文件當中顏色

代碼，並判定顏色代碼是否為 RGB 代碼，若不為 RGB 代碼則進行轉換，接著利用「網

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功能判定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再規劃標籤區域

與區塊分佈權重值，即可初步得知該顏色代碼於網頁文件當中顏色類別分析係數，最後

彙整此份網頁文件中所有分析係數，進而得知網頁文件所屬情緒類別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本研究所發展之網頁類別判定系統可分為「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和「鏈結網頁

關聯程度推導」兩大功能。於「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中，系統蒐集網頁文字型

資料並擷取其標籤內之關鍵字，再規劃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權重值，並配合領域關鍵字

和隸屬關係來獲取初步網頁。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進行推論後，若所擷取之網

頁資訊尚無法得知其所屬專業類別（即代表此目標網頁可分析之資訊量不足），則需利

用「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功能將其網頁中之鏈結解析，以修訂該網頁文件之專業類

別。 

 

4.2 系統功能架構 

為提升知識網頁提供者查詢所需或篩選適當網頁文件之效率，本研究乃發展一套二

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提供者可藉由輸入欲查詢之網頁文件名稱或將網頁文件上傳至

系統，進而使用本系統所提供之各項功能。為使系統運作順暢，本系統乃將使用者分為

網頁查詢使用者、系統管理者二種不同角色。當網頁查詢使用者上傳欲分類之網頁文件

時，系統乃先行將網頁文件進行分析，並擷取得各標籤區域得之關鍵字詞以及顏色代

碼，接著依據各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之權重分配，以推論目標網頁文件之二維度類別。

於本系統完成網頁文件分類後，網頁查詢使用者可得到相似分類網頁文件資訊。是故，

系統即依據使用者之身份開放對應之系統功能，以清楚劃分各使用者於系統中扮演之角

色與具備之權限。以下即分別針對此二類型之使用者於本系統中可使用之功能進行描

述： 

 

網頁查詢使用者 

1. 可輸入欲查詢之網頁文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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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上傳未分類網頁，以執行網頁分類功能 

3. 可查閱/下載相同分類之網頁文件 

4. 可查詢、修改、刪除個人基本資料 

 

系統管理者 

1. 可新增、查詢、修改、刪除所擷取之網頁文件資料 

2. 可新增、查詢、修改、刪除關鍵字庫之相關資料 

3. 可執行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權重分配模組 

4. 可新增、查詢、修改、刪除所擷取之文字型與顏色標籤資料 

5. 可執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6. 可執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7. 可修改、查詢系統權重值 

8. 可新增、查詢、修改、刪除所有系統使用者之基本資料 

 

整合不同使用者所需之功能，本系統開發之重點共可分為「網頁文件維護模組」、「網

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網頁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專業

類別判定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關鍵字維護模組」、「系統權重模組」

及「使用者資料維護模組」等八大模組，系統乃依據使用者之權限開放對應之系統功能

供其使用，圖 4.2 即為此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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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者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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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區域權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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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維護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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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查詢

關鍵字修改

關鍵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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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代碼轉換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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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件查詢

網頁文件修改

網頁文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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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維護模組

網頁標籤新增

網頁標籤查詢

網頁標籤修改

網頁標籤刪除

鏈結網頁之關聯係數設定

 
圖 4.2、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功能架構 

 

各模組之性能說明如下： 

(1) 網頁文件維護模組 

 網頁文件新增：讓網頁查詢使用者上傳欲分類之網頁文件，並將資料進行擷取。 

 網頁文件查詢：讓網頁查詢使用者查詢所上傳之網頁文件資料或已分類之網頁文

件。 

 網頁文件修改：讓系統管理者修改錯誤網頁文件基本資料。 

 網頁文件刪除：讓系統管理者刪除錯誤網頁文件基本資料。 

(2) 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 

 網頁標籤新增：提供系統管理者將網頁文字/顏色標籤資料匯入並維護於系統中。 

 網頁標籤查詢：提供系統管理者查詢已維護之文字/顏色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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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標籤修改：提供系統管理者修改錯誤之文字/顏色標籤。 

 網頁標籤刪除：提供系統管理者刪除錯誤之文字/顏色標籤。 

(3) 網頁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區塊分佈權重分配：針對網頁文件區塊分割進行解析，並衡量各個區域分佈間重要

性，以藉由不同重要性之區塊內資訊進行權重分配。 

 標籤區域權重分配：針對網頁文件資料進行空間配置解析，並衡量各個空間位置不

同之重要性，以依據不同重要性之網頁空間內之標籤區域進行不同權重分配。 

(4)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顏色代碼轉換：對已擷取網頁文件中顏色代碼進行 RGB 代碼轉換。 

 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將已上傳之網頁文件進行情緒類別判定。 

(5)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將已上傳之網頁文件進行專業類別判定。 

 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可將已擷取之鏈結網頁和目標網頁進行比對，分析其關聯

程度。 

(6) 關鍵字維護模組 

 關鍵字新增：提供系統管理者將關鍵字資料匯入並維護於系統中。 

 關鍵字查詢：提供系統管理者查詢已維護之關鍵字。 

 關鍵字修改：提供系統管理者修改錯誤之關鍵字。 

 關鍵字刪除：提供系統管理者刪除錯誤之關鍵字。 

(7) 系統權重模組 

 標籤區域權重設定：可依據不同重要性之標籤區域進行其權重設定。 

 區塊分佈權重設定：可依據不同重要性之區塊分佈進行其權重設定。 

 網頁類別隸屬係數運算：可進行標籤區域內之關鍵字所應隸屬類別之係數運算。 

 鏈結網頁關聯係數設定：可將已擷取之鏈結網頁和目標網頁進行比對，設定其中之

關聯係數。 

 類別係數之正規化：可依照權重之設定及判定後類別係數之比對，將各類別計算過

之係數進行修正。 

(8) 使用者資料維護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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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使用者資料維護：系統管理者可進行新增、查詢、修改、刪除使用者之基本資

料。 

 個人基本資料維護：可提供網頁查詢使用者新增、查詢、修改、刪除其基本資料。 

 

由於本系統乃架構於網際網路環境下，故可允許多位網頁查詢使用者使用其分類功

能。其中使用者可分為網頁查詢使用者與系統管理者，依權限不同分別可執行：網頁查

詢使用者即可透過網頁文件維護模組上傳欲分類之網頁文件，或者下載欲找尋類別之網

頁文件，且可透過使用者資料管理模組，進行個人基本資料之查詢與修改，維護系統內

所有使用者之基本資料。而系統管理者則可透過網頁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

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以判別網頁文件二維度

類別，此外，可藉由系統權重模組來修改系統各個參數資料與修訂權重、以及透過關鍵

字維護模組、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修改分類依據之關鍵字、標籤、顏色代碼資料，

將以上模組之資料建立、修訂後即可作為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之判定依據。其系統

運作架構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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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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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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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料模式定義 

本研究所發展之系統乃以網頁文件分類為基礎，並配合資料庫技術進行系統開發，

期能使知識文件分享、網頁文件重點資訊與重要區塊解析、分類所依據文字與顏色資訊

分析與媒合知識維護等任務可讓使用者透過本系統即時完成。依據系統運作需要，將二

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資料分為「使用者管理資料」、「網頁文件內容擷取資料」、「二

維度類別判定資料」與「系統參數資料」等四部分，以下即分就各部分包含之資料表說

明其資料定義。 

 

使用者管理資料 

此資料乃設計有效控管系統中所有使用者，其包含之資料表與相關定義如下： 

 使用者資料表：記錄系統使用者（包括系統管理者與一般使用者）之基本資料。 

 

網頁文件內容擷取資料 

 此資料之目的乃記錄網頁文件基本資料、網頁分頁資料、系統所判定區塊分佈與標

籤區域資料，另外，維護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所需之資料，包括關鍵

字資料表、標籤基本資料表、區塊分佈資料表、標籤區域資料表，以有效進行分類依據

關鍵字推論、顏色代碼解析，進而判定目標文件之二維度類別，其所屬之資料表及其相

關定義說明如下： 

 網頁文件基本資料表：記錄網頁文件名稱、類型、上傳時間、關鍵字與摘要等基本

資料內容。 

 網頁分頁資料表：記錄網頁文件所含之分頁資料。 

 鏈結網頁資料表：記錄網頁文件所含之鏈結名稱與網址資料。 

 網頁文件/鏈結網頁：記錄網頁文件與鏈結網頁對應關係，以及鏈結網頁階層。 

 網頁文件/關鍵字：記錄網頁文件與關鍵字對應關係。 

 關鍵字資料表：維護關鍵字 ID 及關鍵字等資訊。 

 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資料：乃記錄使用者所上傳之網頁文件內標籤所含括文字內容

以及所在標籤、區塊位置。 

 標籤基本資料表：維護目前系統所解析網頁文件中所有文字標籤、顏色標籤等資料。 

 區塊分佈資料表：維護不同區塊分佈所對應權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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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區域資料表：維護不同標籤區域層級所對應權重資料。 

 

二維度類別判定資料 

 此部分乃記錄網頁文件中二維度類別之所有相關資料，包含目標網頁文件經系統判

定後所隸屬之類別、目標文件類別之各種判定方式與系統內各文件類別之相關資料，其

包含之資料表與相關定義說明如下： 

 網頁文件/類別資料表：記錄網頁文件與類別之隸屬關係 

 專業類別資料表：維護網頁文件專業類別 ID 與專業類別名稱資料。 

 情緒類別資料表：維護網頁文件情緒類別 ID 與情緒類別名稱資料。 

 預選等級資料表：維護鏈結網頁不同等級所對應權重資料 

 

系統參數資料 

系統參數資料乃記錄系統中所使用之參數資料，其包含之資料表與相關定義如下： 

 系統參數資料表：記錄系統參數 ID、系統參數說明、系統參數值及參數中文名稱

等資訊。 

 

上述各資料乃為系統中各功能模組所需使用或產生之各項資訊，並依其所規劃之資

料表型式記錄於資料庫中，用以支援系統各功能模組執行其任務。此外，透過各項資料

表間之關聯性（Entity Relationship Model；ER Model）設計，使本系統研究所發展之二

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可讓使用者方便地進行知識篩選與歸類，並有效提升系統之彈

性、效率性與正確性。各資料表間之關聯性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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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件基本資料 

網頁文件編號 

網頁文件名稱 

網頁文件上傳時間 

網頁文件類型 

網頁文件摘要 
 

網頁文件分頁資料 

網頁文件編號 

網頁文件分頁編號 

網頁文件檔案名稱 
 

區塊分佈與 

標籤區域資料 

網頁文件編號 

標籤資料編號 

標籤編號 

標籤內容 
 

重要資訊資料 

重要資訊編號 

標籤資料編號 

重要資訊權重 
 

鏈結基本資料 

標籤資料編號 

鏈結資料網址 
 

標籤區域資料 

區域編號 

區域名稱 

權重編號 
 

標籤基本資料 

標籤編號 

標籤名稱 

標籤敘述 

權重編號 
 

系統權重資料 

權重編號 

權重敘述 

權重 
 

區塊分佈資料 

分佈編號 

分佈名稱 

權重編號 
 

預選等級資料 

預選等級編號 

預選等級 

權重編號 
 

顏色代碼資料 

顏色代碼 

顏色標籤 
 

關鍵字基本資料 

關鍵字編號 

關鍵字名稱 
 

類別基本資料 

類別編號 

類別名稱 
 

關鍵字/類別資料 

關鍵字編號 

類別編號 

關鍵字/類別隸屬係數 
 

網頁/類別資料 

類別編號 

網頁文件編號 

網頁/類別隸屬係數 

判定次數 
 

網頁文件/關鍵字資料 

網頁文件編號 

關鍵字編號 
 

RBG 顏色資料 

標籤資料編號 

R 顏色係數 

B 顏色係數 

G 顏色係數 
 

重點區塊資料 

重點區塊編號 

標籤資料編號 

重點區塊權重 
 

 
圖 4.4、系統之資料模式關聯性 

 

4.4 系統流程 

本節乃針對「系統功能流程」與「系統資料流程」兩部分進行說明；其中，系統功

能流程將介紹使用者於各功能模組之功能流程規劃，而系統資料流程則介紹系統內各項

資料傳遞之流程關係。 

 

4.4.1 系統功能流程 

如 4.2 節所述，本系統實際運作乃依不同功能進行區分，包括「網頁文件維護模組」、

「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關鍵字維護模組」、「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

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系統權

重模組」與「使用者資料庫維護模組」等八大模組，以下即說明各系統功能之流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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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件維護模組 

網頁文件維護模組可供使用者上傳欲分類之網頁文件，並進行資料解析與擷取，以

作為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之分析資料，以及讓使用者查詢自己所上傳網頁文件資訊（即

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此外，系統管理者亦可根據系統中所維護之網頁文件內容，執

行網頁文件之查詢、新增、修改與刪除功能，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5 所示。 

 

 
圖 4.5、「網頁文件維護」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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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 

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提供系統管理者可執行新增、查詢、修改與刪除等功能

維護各類網頁標籤，「標籤新增」功能可讓系統管理者輸入欲新增之標籤與標籤敘述；「標

籤查詢」功能可讓系統管理者利用查詢系統所維護之網頁標籤資訊；「標籤修改」與「標

籤刪除」功能則可讓系統管理者修改或刪除已維護錯誤標籤資訊，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6 所示。 

 

 
圖 4.6、「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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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維護模組 

關鍵字維護模組提供系統管理者可執行新增、查詢、修改與刪除等功能維護各類關

鍵字集，「關鍵字新增」功能讓系統管理者新增於專業領域有關之關鍵字；「關鍵字查詢」

功能可讓系統管理者查詢系統所維護關鍵字資訊（即關鍵字與專業類別之隸屬係數）；

「關鍵字修改」與「關鍵字刪除」即讓系統管理者修改或刪除錯誤之關鍵字資訊，其流

程設計概念如圖 4.7 所示。 

 

 
圖 4.7、「關鍵字維護」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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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上傳待分類之網頁文件後，系統管理者可執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

配模組之「區塊分佈權重分配」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功能。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

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乃先行利用「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判斷網頁文件設計方式，以對應

不同區塊解析法則，以得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並依據使用者眼動軌跡判定區塊重要

性，即可得知網頁文件區塊權重分配；在「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中，系統則先解析標籤

區域而後進行網頁空間規劃，再將其具代表性之標籤擷取出來，以得知網頁文件重點資

訊，之後建立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8 所示。 

 

 
圖 4.8、「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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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待判定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後，系統管理者即可執行網

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當中本模組包含「顏色代碼轉換」與「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

定」功能。本模組乃利用「顏色代碼轉換」功能先行解析網頁文件當中顏色代碼，並將

顏色代碼轉換至 RGB 代碼，以便進行「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計算其顏色代碼

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以及顏色代碼於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所賦予權重值，即可

得知目標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9 所示。 

 

 
圖 4.9、「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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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待判定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後，系統管理者即可執行網

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當中本模組包含「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與「鏈結網頁關

連程度推導」功能。首先，於「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中，系統乃先行蒐集網頁文字型資

料並擷取其標籤內之關鍵字，再規劃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權重值，並配合領域關鍵字和

隸屬關係，即可得到「初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另外在「鏈結網頁關連程度推導」中，

由於單一網頁資訊量不足，造成網頁無所屬類別，此時系統則會利用其網頁中之鏈結進

行推導，之後即可知到目標網頁所屬專業類別，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10 所示。 

 

 
圖 4.10、「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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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權重模組 

為使網頁文件分類更能符合系統管理者與查詢使用者之需求，故提供「系統權重模

組」，此模組可進行「標籤區域權重設定」、「區塊分佈權重設定」、「標籤權重設定」、網

頁文件/類別隸屬係數值」與「鏈結網頁預選等級設定」等參數之修改功能。於「標籤區

域權重設定」中系統管理者可以依照不同網頁空間區域重要性，以設定不同權重值。於

「區塊分佈權重設定」則設定不同區塊重要性之權重值。於「標籤權重設定」則制定頭

部標籤、主體標籤與顏色標籤等權重值。而「網頁文件/類別隸屬係數值」則設定關鍵字

與類別所對應之隸屬係數值，以及顏色代碼與類別之分析係數值。最後在「鏈結網頁預

選等級設定」則是針對鏈結網頁與目標網頁進行比對，以設定其鏈結與網頁文件關連等

級之係數權重，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11 所示。 

 

 

 
圖 4.11、「系統權重模組」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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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料維護模組 

本模組可提供使用者進行個人基本資料之維護，包括使用者個人基本資料之瀏覽與

修改等。此外，也提供系統管理者對所有網頁文件使用者資料進行資料查詢、新增、刪

除與修改，並透過此功能開放使用者權限，以進行系統之人事控管及使用者所使用之網

頁文件資料之控管，其流程設計概念如圖 4.12 所示。 

 

 
圖 4.12、「使用者資料維護」功能流程 

 

4.4.2 系統資料流程 

 本系統運作之初，乃先收集網頁文件以進行「網頁文件上傳」任務。首先，於上傳

網頁文件前，需先行維護系統判定所需之資料，即「系統權重模組」、「網頁文字/顏色標

籤維護模組」與「關鍵字維護模組」，以讓「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

組」解析所上傳網頁文件資訊，即可建構目標網頁文件區塊分佈權重分配與標籤區域權

重分配（即網頁文件當中顏色代碼與關鍵字於不同區塊分佈或標籤區域之權重值制

定），接著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即擷取顏色代碼資料、規劃標籤區域與區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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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權重值及判定顏色代碼與主要分析顏色之關係），以及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即蒐

集文字型資料、擷取關鍵字、規劃標籤區域與區塊分佈權重值及配合領域關鍵字與類別

之隸屬關係），以得知網頁文件情緒類別與專業類別。因此，根據以上模組之運作可以

得到「目標網頁之二維度類別」，並將輸出之資料回傳至資料庫，以完成回饋之動作。

本系統之資料流程如圖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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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系統資料流程 

 

4.5 系統開發工具 

本系統乃建置於 Microsoft WinXP 作業系統上，並以 JSP 語言開發系統之各項功能。

本系統採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資料庫系統做為儲存系統運作過程之相關資料，

最後則以瀏覽器 IE8.0 呈現，以下乃分別介紹系統開發時所使用之工具。 
 

JSP（Java Server Pages） 

JSP 是由 Sun Microsystem 公司倡導，並集合其他公司共同建立之動態網頁技術標

準。由於 JSP 乃是以 Java 程式語言為基礎之網站伺服器描述語言程式，故 JSP 繼承 Java

支援跨平台與跨網站伺服器之優點，使網頁設計更具彈性。當使用者透過瀏覽器向伺服

器端要求開啟 JSP 網頁時，架設於伺服器端上之 JSP 引擎乃先將 JSP 網頁轉譯為 Servlet，

其次再將 JSP 執行後所產生之 HTML 文件傳送至用戶端，並同時顯示執行結果於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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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因此，用戶端於瀏覽器中所見之內容並非 JSP 網頁之原始內容，而是 JSP 網頁執

行後所產生之 HTML 文件，讓使用者無法看到程式執行過程，藉以保護使用者智慧財

產權。此外，JSP 尚具有以下特性： 

 用戶者端環境：各種網頁瀏覽器均可，如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 等。 

 伺服器端環境：Windows、Linux、Unix 和 Mac 等作業系統，並加上 Java 程式編譯

工具「J2SDK」與 Tomcat 等 JSP 伺服器。 

 伺服器端搭配資料庫：如 SQL Server、My SQL、Oracle 等資料庫系統。 

 平台與伺服器之獨立性：JSP 技術語法於伺服器建立後，可以在任何具有符合

JavaTM 語法結構的環境平台下執行，使得所建立之網站具有更高之穩定性與可攜

性。 

 JSP 執行效率佳：JSP 僅於第一次執行時需要被編譯成 Java Servelt，並載入記憶體

中以便下次瀏覽，故除非網頁更新，否則系統無需重新編譯。 

 JSP 與 HTML 緊密整合：由於 JSP 支援伺服端 Scripting 語言之環境，因此 JSP 可嵌

入 HTML 標籤中使用。 

 JSP 標籤可擴充性：由於 JSP 技術兼容 XML 標籤技術，使程式開發者能自訂標籤

庫，並充分利用與 XML 相容之標籤技術功能，減少對 Scripting 語言之依賴，降低

網頁設計者於設計網頁與擴充網頁功能之複雜度。 
 

關聯式資料庫—Microsoft SQL Sever 2008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為一種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此種資料庫採用資料分類表格化之架構，將相關資料組成表格，且表格間具

有關聯性。其優點在於其所含之各資料表可獨立運作，修改資料表內容時不會互相影

響，且查詢時可藉由各資料表間之關聯性；此外，可利用 SQL 語法進行資料查詢，以

快速擷取所需之資料。另外，由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具有與網際網路應用程式

相容之特性，且 SQL 語法可配合各種程式如 VB（進行本機資料庫處理）、JSP（進行遠

端資料庫處理）等進行大量資料之處理與運算，故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作為

系統後端資料庫，可方便維護資料庫之資料結構、查詢、新增、修改或刪除資料表之內

容。因此，本系統乃利用上述兩種工具做為系統開發工作，並將系統架構於 Web 環境

中，讓使用者能藉由瀏覽器充分使用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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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系統實作與案例驗證 

根據第四章所提出之系統架構與規劃，本研究乃發展一套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

統，並藉由文獻蒐集以建置具備情緒感受之網頁文件，以及蒐集「google新聞、yahoo

奇摩新聞」等專業類別之網頁文件為案例，以分析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論與系統功能模

組之可行性；以下乃以測試網頁文件作為案例闡述系統之應用與二維度網頁分類成果。

於第5.1節中以測試文件為案例，闡述系統之應用實效，並於第5.2節中檢驗與評估二維

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類別推論績效，最後本系統內各功能模組之詳細介紹乃彙整於附

錄。 

 
5.1 系統案例之應用流程 

為驗證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於實務應用之可行性，本研究乃以一篇測試網頁文

件為案例驗證對象，並以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三大核心功能模組（包含「網頁文

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及「網頁文件意

像風格判定模組」等推論模組），以進行網頁文件之二維度類別判定，進而評估本研究

所發展之方法論與開發之系統是否具備可行性。故以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案例驗

證中，本研究乃分別就「網頁使用者」及「系統管理者」進行各功能模組之介紹，以說

明此系統於實際應用之運作方式，如圖 5.1 所示。 
 

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

(A1)系統權重參數設定

(B1)網頁文件上傳

(B2)網頁文件查詢

(A2)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
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A3)網頁文件專業類別
判定模組

(A4)網頁文件情緒類別
判定模組

(B)網頁使用者

(A3)低於門檻值，進行鏈結關聯程度推導功能(A)系統管理者
 

圖 5.1、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實際應用流程 

 

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應用流程如圖 5.2 所示，為使本系統能有效達成二維度網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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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類，系統管理者須事先設定系統權重，待設定完畢後即可開始運作。接著網頁使用

者需蒐集欲分類之網頁文件，並藉由系統將蒐集之網頁文件上傳，上傳至系統後，系統

管理者即可藉由系統之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將欲分類之網頁文

件勾選並送出後，系統即計算目標網頁文件當中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接著進入二種不

同維度類別判定，若系統管理者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則先行將網頁文件顏

色代碼統一轉換成 RGB 代碼，以計算網頁文件與情緒類別分析係數，另外，若系統管

理進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系統則計算網頁文件之類別隸屬係數及網頁文件分類，

其分類結果分為二種，若隸屬係數大於門檻值，則係數愈大愈趨近該類別，若隸屬係數

小於門檻值，則系統建議網頁文件使用者進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以獲取更精確之

網頁文件分類結果。最後網頁文件使用者可透過網頁文件查詢功能檢視所上傳之網頁文

件與二維度分類結果，完成本系統之應用。 
 

 
圖 5.2、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應用流程 

 

 網頁使用者蒐集網頁文件資料 

系統管理者將系統權重設定完畢後，系統即開始運作。由於本研究是以測試網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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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驗證案例，因此網頁使用者可先行下載具備專業類別或情緒類別之網頁文件進行分

類，下載時將檔案存成 HTML 檔或是 MHT 檔，下載完畢後，即可利用本系統進行網頁

文件分類。如圖 5.3 所示，當中本研究乃以下載「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

之網頁文件為案例，以進行系統案例之應用流程說明。 
 

 
圖 5.3、網頁文件「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 

 

 （A1）系統管理者設定系統權重參數 

本系統於使用三大核心功能模組判定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前，系統管理者需事先將

本系統各項參數設定完畢。因此，系統管理者必須設定網頁文件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

並且維護網頁文字/顏色標籤、關鍵字與系統權重。首先本系統以網頁標籤區域為分析基

礎，因此設定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便有其重要性，讓本系統將標籤與顏色標籤為

依據以擷取網頁文件當中資料，如圖 5.4 所示，其次關鍵字維護模組，本系統乃以關鍵

字與類別之係數做為專業類別判定，是故關鍵字維護模組需事先維護網頁文件當中關鍵

字，讓系統能有效取得網頁文件之重要字詞，如圖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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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網頁標籤新增功能」介面 

 

 
圖 5.5、「關鍵字新增功能」介面 

 

最後系統權重模組乃維護核心功能模組所有權重，包含標籤權重、關鍵字與類別隸

屬係數與門檻值等功能，當中標籤權重功能乃設定標籤權重值，如圖 5.6 所示；關鍵字

與類別隸屬係數設定乃制定目標關鍵字與類別關聯程度，以讓核心模組為依據判斷網頁

文件專業類別，如圖 5.7 所示；系統門檻值包含「網頁文件類別判定門檻值」以及「預

選等級門檻值」，則透過門檻值之設定能協助系統管理者判別計算後之係數值所代表之

涵義，如圖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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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標籤權重分配」介面 

 

 
圖 5.7、「網頁文件門檻值」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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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關鍵字/類別係數」介面 

 

 （B1）網頁使用者上傳欲分類之網頁文件資料 

待網頁使用者將資料蒐集完畢後，網頁使用者即可將欲判定類別之網頁文件，透過

「網頁文件上傳功能」上傳至系統中，以使系統判定目標網頁文件之類別。「網頁文件

上傳功能」乃提供網頁使用者將網頁基本資料匯入系統資料庫內，舉例說明，網頁使用

者依序輸入此網頁名稱為「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類別為「科技」、關鍵

字為「平板電腦」、「微軟」與摘要等網頁基本資料，並瀏覽上傳網頁檔名為「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之檔案（如圖 5.9 之內容），最後按下「確定」鍵後，即完成

網頁上傳作業。 
 

 
圖 5.9、「網頁文件維護模組」上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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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管理者進行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當網頁使用者將網頁文件蒐集並上傳至系統完畢後，即交由系統管理者利用網頁文

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以判定網頁當中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網頁文件

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主要包含「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及「標籤區域

權重分配」功能。當系統管理者點選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並勾選網頁文件名稱「絕

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進行區塊分佈判定後，系統即得知網頁分割方式為「非

結構化分割方式」，如圖 5.10 所示，接著藉由網頁當中區塊標籤判斷，以界定網頁區塊，

即可獲知目標網頁區塊分佈（如圖 5.11 得知目標網頁之文字標籤、顏色標籤資訊與鏈結

標籤等區塊分佈資訊，當中網頁文字標籤區塊分佈資訊可得知網頁當中標籤名稱「title」

及內容為「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並位於網頁區塊分佈層級為「1」等），

最後參照區塊權重分配原則，並藉由各區塊所含網頁文件區塊內容資訊、區塊位置所對

應之權重係數與區塊所含括標籤數量等資訊，以計算區塊於網頁中重點區塊係數，即可

得知區塊名稱「網頁文件區塊 1」之重點區塊係數「46%」，如圖 5.12 所示。 

 

 

圖 5.10、「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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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2) 

 

 
圖 5.12、「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重點區塊權重 

 

其次系統管理者使用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功能後，系統即解析網頁文件當中標籤、標

籤所含括區域以及字詞，並篩選不包含字詞之標籤區域，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如圖

5.13 所示可得知標籤區域「b」所含括字詞「平板電腦」位於標籤區域層級「3」），最後

依據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原則與標籤本身權重，以計算網頁文件每一個標籤區域所對應權

重值，即可得知網頁文件所含重要資訊，如圖 5.14 至圖 5.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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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標籤區域界定 
 

 

圖 5.14、「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重要資訊權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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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之重要資訊權重(2) 
 

 （A3）系統管理者進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當完成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後，系統管理者即可使用網頁文

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首先，系統管理者點選網頁文件名稱「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並按下「資料送出」鍵後，系統則先行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之關鍵字與各專業

類別之關鍵字/類別隸屬係數，以及參照重點資訊與重要區塊權重值，進而計算目標網頁

與各領域類別之目標網頁/類別隸屬係數，即可得知「科技」、「生活」等之類別隸屬係數

為「45%」、「30%」，故此目標網頁文件較為趨近於「科技」專業類別，如圖 5.16 所示。

如圖 5.16 可得知該網頁文件隸屬係數不超過門檻值（系統預設門檻值為 0.5），故系統

管理者即執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功能，系統乃先行擷取該網頁所有對應之鏈結網

頁，再者系統計算各網頁之鏈結關聯係數，並參照鏈結網頁預選等級以賦予對應鏈結之

權重，進而修訂網頁之所屬類別，即獲知修訂後類別隸屬係數，如圖 5.17 可得知「科技」

專業類別之係數亦修正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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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 

 

 
圖 5.17、「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鏈結關聯程度推導功能 

 

 （A4）系統管理者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當完成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後，系統管理者亦可使用網頁文

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首先權限內使用者點選網頁文件名稱「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並按下「資料送出」鍵後，系統即參照顏色代碼資料庫，將目標網頁文件顏

色標籤（即「firebrick」與「indianred2」）所對應顏色代碼（「#B22222」與「#EE6363」）

取出，並將顏色代碼依序截斷，以得知「B2」、「22」與「22」，最後系統進行 RGB 顏色

代碼計算，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當中顏色標籤「indianred2」所含顏色內容「開發人員

預覽版」與 RGB 顏色代碼「238.99.99」等顏色資訊，如圖 5.18 所示。接著進行網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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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系統即計算目標網頁文件當中 RGB 顏色代碼「238.99.99」，並進

入分析顏色（紅、綠、藍）計算，可得知其紅「0.72」、綠「0.13」、藍「0.13」之分析係

數，最後系統藉由目標網頁文件每各顏色之分析係數、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權重進行計

算，即可得知網頁文件情緒類別黃色分析係數「60%」、紫色分析係數「10%」、青色分

析係數「23%」等，並從分析係數可以得知網頁文件整體顏色中「黃色」占「60%」，而

黃色對情緒影響為「歡樂」，因此可以得知網頁文件帶給需求者歡樂感受，如圖 5.19 與

圖 5.20 所示 
 

 

圖 5.18、「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之顏色代碼轉換功能 
 

 

圖 5.19、「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情緒類別判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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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之情緒類別判定(2) 
 

 （B2）網頁使用者查詢已分類之網頁文件 

待系統管理者將網頁文件分類完畢後，網頁分類資訊即儲存於資料庫中，網頁使用

者可隨時透過「網頁文件查詢功能」查詢所上傳之網頁文件是否分類完成，「網頁文件

查詢功能」乃提供網頁文件使用者查詢已上傳之網頁資料，以方便網頁使用者瞭解系統

內各項網頁文件資料之維護結果。若查詢過後之網頁文件資訊，僅呈現網頁文件詳細資

訊，如圖 5.21 所示，則表示未進行網頁文件分類，若判定完成，則網頁使用者即可查看

已分類過後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及情緒類別，如圖 5.22 至圖 5.23 所示。 

 

 
圖 5.21、「網頁文件查詢」網頁文件詳細資料 



 

141 
 

 
圖 5.22、「網頁文件查詢」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結果 

 

 
圖 5.23、「網頁文件查詢」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5.2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驗證與評估 

本研究乃以方法論為基開發一套「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並利用網頁文件

進行績效驗證。當中系統驗證與評估可分為「意象風格驗證方式說明」與「意象風格驗

證結果分析」等二大步驟進行說明。「(A)意象風格驗證方式說明」乃說明系統驗證資

料之蒐集與建置，以作為系統驗證基礎，並將相關資料彙整進而匯入系統資料庫等程

序，同時說明本模組之驗證設計方式與驗證指標，另外「(B)意象風格驗證結果分析」

則依據驗證設計方式進行系統推論，以獲知本模組之類別推論績效，其意象風格驗證與

評估流程圖如圖5.24。如亦可說明本研究「(A)意象風格驗證方式說明」乃分為「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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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統正確性驗證」與「系統長期趨勢驗證」等二大部份進行驗證，並藉由「(B)意象

風格驗證結果分析」說明驗證結果，即「系統正確性」與「系統長期學習」。 
 
 

 
圖 5.24、意象風格驗證與評估流程圖 

 

(A)意象風格驗證方式說明 

 本研究所提出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乃協助網頁提供者判斷網頁色彩對

於需求者情緒感受影響，讓提供者能藉由本研究所推薦適當網頁文件給予需求者。故於

驗證之前，本研究乃先行建置驗證樣本，並將驗證樣本作為本研究系統驗證與分析之基

礎，接著說明系統驗證方式與定義系統驗證指標。以下乃針對各主題之驗證方式（即

「(A-1)意象風格驗證資料蒐集與建置」、「(A-2)意象風格驗證實施方式說明」與「(A-3)

意象風格驗證指標定義」）依序說明。 

 

(A-1)意象風格驗證資料蒐集與建置 

本研究乃透過文獻探討了解現今網頁常用版型，進而建置「網頁文件樣本版型」，

最後藉由色彩情緒與網頁樣本版型，以完成「意象風格樣本建置」。故以下即針對「網

頁文件樣本挑選」與「意象風格樣本建置」進行說明。 

於「網頁文件樣本挑選」中，本研究乃參考王欽泉（2007）與黃涵貞（2006）之版

型架構，如圖5.25所示，當中王欽泉（2007）乃從框架型網頁之結構、編排架構與版面

設計方式等三方面網頁設計方式進行探討，並說明現今網頁框架設計以「頂部導覽+頁

面分割」與「左側導覽+頁面分割」最為使用者了解，而黃涵貞（2006）則參閱國內外

網頁版型樣式之書籍，並經過網頁設計者篩選與刪除，以選定八種不同版型樣本。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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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乃以黃涵貞（2006）之專家篩選結果為依據（即圖5.25中網頁樣本版型7），並參

考王欽泉（2007）中「頂部導覽+頁面分割」與「左側導覽+頁面分割」等網頁結構進行

修改，以作為本研究之網頁樣本版型。 

於「意象風格樣本建置」中，本研究乃參考黃涵貞（2006）利用領域專家根據網頁

形容詞為基礎所選擇網頁色票為依據，針對本研究所建置情緒類別進行網頁樣本配色，

進而獲得16份網頁樣本（即每個情緒類別各2份），如表5.1所示，接著以網頁文件樣本作

為基礎，將樣本內顏色代碼依據網頁安全顏色範圍（Web Safe Colors；網頁安全顏色即

於任何瀏覽器或系統環境上所呈現顏色都一致，共216個顏色代碼）內進行遞減或遞增，

但遞減或遞增後係數以不超過最大值與最小值為限（即顏色係數最大值255與最小值

0），並以此方式獲得176份訓練樣本，即完成網頁樣本與訓練樣本建置。 
 

表 5.1、網頁文件情緒分類類別 
色彩編碼 色彩 色彩情緒 黃涵貞（2006） 

C1 紅 興奮 熱鬧的 
C2 綠 活力 年輕的、清新的 
C3 藍 放鬆 穩重的 
C4 黃 歡樂 熱情的、活潑的 
C5 紫 神秘 神秘的 
C6 青 平靜 悠閒的、涼爽的 
C7 黑 低沉 憂鬱的 
C8 白 樸素 明亮的 

 

 
圖 5.25、測試資料與版型合併 

 

(A-2)意象風格驗證實施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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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模組之驗證實施方式說明方面，本研究驗證方式乃分為「受測

者與系統正確性驗證驗證」與「意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方式」等進行說明。於「受

測者與系統正確性驗證」課題中，本研究乃將 16 份網頁樣本為基礎進行問卷設計，接

著讓受測者對 16 份網頁樣本與 1 份重複樣本進行情緒感受評估，並將受測資料進行正

確性與重複性驗證，藉以驗證受測者對於網頁文件之情緒感知差異性，進而刪除感受差

異過大之受測資料，其次，於系統情緒類別判定方面，本研究乃先行匯入 48 份訓練樣

本作為基礎資料，接著匯入 16 份網頁樣本於系統中，讓系統推論 16 份網頁文件之情緒

感受，最後統計篩選過受測者之受測資料評估網頁情緒類別與受測者自身感受是否符

合，藉以驗證本系統之正確性。 

 當中本研究受測者乃邀請年齡 20 到 25 之大學生，且大學生皆屬於資訊管理學系，

共計 10 位受測者，另外，問卷設計乃參考邱柏清（2004）針對網頁介面對於使用者情

緒影響之情緒測量問卷，以建立本研究之情緒評估問卷，如圖 5.26 所示，邱柏清（2004）

之情緒測量問卷為七個量尺分別為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當受測者給予 4 至 7 分數，

則表示同意該網頁樣本具備該情緒類別，若受測者給予 1 至 3 分則表示不同意，若 3 至

4 分則表示沒意見，最後本研究所建置 16 份網頁文件樣本如表 5.2 與表 5.3 所示。 

其次「意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方式」課題中，本研究乃將剩餘128份訓練樣本

分為4個週期並於每週期匯入系統中，即每週期匯入不重複訓練樣本32份，接著將前述

16份網頁樣本於每週期訓練樣本匯入後進行情緒類別判定，最後藉由網頁樣本每週期判

定以計算網頁樣本情緒評估分數，進而分析於不同顏色代碼資料量下之長期學習趨勢。 

 

 

圖5.26、情緒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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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意象風格驗證資料(1) 
網頁 
編號 網頁文件樣本 網頁文件 

顏色分佈 
網頁 
編號 網頁文件樣本 網頁文件 

顏色分佈 

網頁 
樣本 

1 
 

輔助顏色 1： 
#663366 

輔助顏色 2： 
#000000 

主要顏色： 
#666666 

網頁 
樣本 

2 
 

輔助顏色 1：
#996666 

輔助顏色 2：
#333333 

主要顏色：

#666666 

網頁 
樣本 

3 
 

輔助顏色 1：
#FF6600 

輔助顏色 2：
#FF0033 

主要顏色： 
#FF9999 

網頁

樣本 
4 

 

輔助顏色 1：
#FF9933 

輔助顏色 2：
#FF6666 

主要顏色：

#FF0033 

網頁

樣本 
5 

 

輔助顏色 1：
#FFFF00 

輔助顏色 2：
#99CC00 

主要顏色：

#FFFF66 

網頁

樣本 
6 

 

輔助顏色 1：
#990066 

輔助顏色 2：
#99CC00 

主要顏色：

#FFFF00 

網頁

樣本 
7 

 

輔助顏色 1：
#CCFFFF 

輔助顏色 2：
#99CC00 

主要顏色：

#CCFF00 

網頁

樣本 
8 

 

輔助顏色 1：
#FFFF00 

輔助顏色 2：
#99CC00 

主要顏色：

#99FF33 

網頁

樣本 
9 

 

輔助顏色 1：
#33CCFF 

輔助顏色 2：
#FFFFFF 

主要顏色：

#CCFFFF 

網頁

樣本

10 
 

輔助顏色 1：
#00FFCC 

輔助顏色 2：
#33CCFF 

主要顏色：

#66FFFF 

網頁

樣本

11 
 

輔助顏色 1：
#3333FF 

輔助顏色 2：
#666666 

主要顏色：

#336699 

網頁

樣本

12 
 

輔助顏色 1：
#33FFFF 

輔助顏色 2：
#003366 

主要顏色：

#003399 

網頁

樣本

13 
 

輔助顏色 1：
#663366 

輔助顏色 2：
#9900CC 

主要顏色：

#999999 

網頁

樣本

14 
 

輔助顏色 1：
#CC9966 

輔助顏色 2：
#663366 

主要顏色：

#9966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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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意象風格驗證資料(2) 
網頁 
編號 網頁文件樣本 網頁文件 

顏色分佈 
網頁 
編號 網頁文件樣本 網頁文件 

顏色分佈 

網頁

樣本

15 
 

輔助顏色 1：
#CCFF99 

輔助顏色 2：
#FFFF66 

主要顏色：

#FFFFFF 

網頁

樣本

16 
 

輔助顏色 1：
#FFFF66 

輔助顏色 2：
#FFFFFF 

主要顏色：

#CCFFFF 
 

(A-3)意象風格驗證指標定義 

為有效判斷系統所判定網頁文件之情緒類別是否符合，本研究將以「受測者正確性

與重複性」等二項指標進行受測者評估，藉以檢視本研究所挑選受測者皆具備有效判斷

網頁文件情緒感受，最後藉由「推薦成功率（Successful Rate；SR）」驗證指標進行系統

正確性評估，以驗證系統所推薦情緒類別之準確性。 

 受測者正確性為「受測者之評估分數」與「所有受測者之情緒評估分數平均」之差

異平均，相關符號定義如下： 

iTW  第i份測試樣本 

ji,TW  第i份測試樣本中第j位受測者之評估分數 

TWS  受測者之受測次數 

)WAVG(T i  第i份測試樣本之情緒評估分數總平均 

OA  受測者之受測者正確性（Observer Accuracy） 

 

( )( )
TWS

TWAVGTW
OA iall

2
ij,i∑ −

=  

 

 受測者重複性為「受測者之第一次評估分數」與「受測者第二次評估分數」之差異

平均，相關符號定義如下： 

TWS  受測者之受測次數 

iTF  第i位受測者之第一次評估分數 

iTS  第i位受測者之第二次評估分數 

OR  受測者之受測者重複性（Observer Repea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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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S
)TSTF(RO

2
ii −=  

 

 推薦成功率為計算「系統判定結果所推薦之情緒類別」與「受測者對於網頁樣本情

緒感受之情緒類別選擇」之準確度，相關符號定義如下： 

Case A 系統推薦且受測者選擇 

Case B 系統推薦但受測者不選擇 

Case C 系統不推薦但受測者選擇 

Case D 系統不推薦且受測者不選擇 

RN  推薦總次數 

SR  系統推薦成功率 
 

表 5.4、系統推薦與受測者選擇之發生情況 

系統推薦 
使用者選擇 

選擇 不選擇 

推薦 推薦命中（Case A） 推薦失敗（Case B） 

不推薦 系統判定錯誤（Case C） 系統判定正確（Case D） 

 

RN
DCaseACaseSR +

=  

 

(B)意象風格驗證結果分析 

待意象風格驗證樣本建置與蒐集完後，亦可進行「受測者與系統正確性驗證」與「意

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最後藉由驗證結果以說明本系統之判定績效與正確性。因

此本研究乃分為二個階段以進行系統驗證，分別為「（B-1）受測者與系統正確性驗證結

果分析」與「（B-2）意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方式」，最後透過「（B-3）意象風格驗

證結果整體分析」說明網頁文件意象風格模組之分析結果。以下分三個主題說明本研究

之驗證結果。 

 

（B-1）受測者與系統正確性驗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乃藉由網頁樣本與各情緒類別之組合為基礎進行問卷設計（問卷詳細資料請

參閱附錄二所示），接著讓受測者針對網頁樣本色彩配置與情緒類別之符合程度進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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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當填寫完後則從問卷中選擇一項情緒類別資料進行受測者正確性與重複性驗證，即

獲知受測者所提供資訊之穩定性，當中本研究乃選擇各問卷中歡樂情緒類別作為驗證資

料，並將問卷各項目編號轉換為 1 至 7 分，其評估結果如表 5.5 與圖 5.27 所示。 

 於表 5.5 中亦可得知「受測者 1」對於「網頁樣本 1」所給予情緒評估分數「5」等

各受測者評估分數，並獲知「受測者 1」於整體受測者中評估資料之正確性「2.4」與重

複性「0.25」，而於圖 5.27 中亦可得知多數受測者正確性係數落於 1.5 至 2.5 之間，即表

示多數受測者於判斷網頁文件情緒感受無差異，而重複性係數都落於 0.5 以下，亦說明

受測者具備良好主觀感受。 

 
表 5.5、受測者評估資料之正確性與重複線驗證 

網頁樣本名稱 
受測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網頁樣本 1 6 3 6 7 5 6 6 7 6 7 

網頁樣本 2 5 4 6 5 5 6 5 5 7 7 

網頁樣本 3 4 6 4 5 6 5 6 6 5 5 

網頁樣本 4 5 5 6 5 6 5 6 6 6 5 

網頁樣本 5 4 6 3 3 5 4 3 5 4 3 

網頁樣本 6 3 5 2 1 3 2 1 3 2 3 

網頁樣本 7 5 6 6 5 6 4 5 6 4 6 
網頁樣本 8 4 6 5 6 4 6 6 5 6 5 
網頁樣本 9 5 4 4 3 3 4 6 3 4 3 

網頁樣本 10（重複樣本） 2 3 3 4 3 4 4 3 4 3 
網頁樣本 11 4 1 4 4 4 4 4 4 4 4 
網頁樣本 12 4 1 6 5 6 4 5 6 5 6 
網頁樣本 13 2 2 1 3 2 3 2 1 3 2 
網頁樣本 14 1 2 1 2 3 2 1 2 3 3 
網頁樣本 15 5 4 5 6 5 6 6 5 6 5 
網頁樣本 16 5 4 6 5 4 6 6 5 5 6 

網頁樣本 17（重複樣本） 3 5 3 4 4 3 3 2 4 3 
正確性評估 2.4 3.2 1.95 2.1 2.3 1.6 2.2 1.95 2.15 2.05 
重複性評估 0.25 0.5 0.25 0.25 0.5 0.25 0.5 0 0.2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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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受測者正確性與重複性之分佈趨勢圖 

 

 當完成受測者與網頁樣本評估後，亦可匯入網頁樣本於系統中，進而判定網頁文件

情緒類別，最後藉由受測者情緒評估分數與系統所判定情緒類別進行比較，進而驗證系

統正確性。當情緒評估平均分數大於 4 即表示大多受測者同意網頁樣本具備該情緒感

受，並以此為依據藉由驗證指標驗證系統判定結果是否符合，其受測者評估資料與網頁

情緒類別判定結果如表 5.6、圖 5.28、圖 5.29 與圖 5.30 所示，當中表 5.6 亦可獲知「網

頁樣本 1」於系統判定結果「低沉 C7」與受測者評估結果「低沉、神秘」，並得知系統

所判定情緒類別於受測者之感受程度（即情緒評估平均值「6.3」）與推薦成功率

「87.50%」。此外，受測者詳細評估資料請參閱附錄三所示。 

 藉由圖 5.6、圖 5.28、圖 5.29 與圖 5.30 統計結果可得知於第一階段系統正確性驗證

中受測者對於情緒類別判定結果所給予分數最低達「2」分，最高可達「6.3」分以及大

多樣本標準差低於 1，並且整體平均值為「4.58（佔整體量表比例 65%）」，而系統推薦

成功率集中於「50.00%」至「90.00%」之間，其推薦成功率平均值為「71.09%」，最後

對於受測者情緒感受符合之判定結果共有 11 份，不符合則共有 5 份，即說明判定正確

份數佔整體份數 68%。整體而言，針對系統判定正確份數與推薦成功率而言，其系統對

於網頁文件之情緒類別判定結果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 



 

150 
 

 
表 5.6、受測者評估資料與網頁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網頁樣本 

名稱 

網頁情緒類別判定 
受測者情緒感受評估結果 

（情緒評估平均值大於 4） 

推薦 

成功率 
情緒 

類別 

情緒評估 

平均值（整體比例） 標準差 

網頁樣本 1 低沉 C7 6.3（90.00%） 0.64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2 低沉 C7 5.6（80.00%） 0.66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3 興奮 C1 5.3（75.71%） 0.64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4 興奮 C1 5.8（82.86%） 0.60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5 活力 C2 4.3（61.43%） 0.46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6 興奮 C1 2.1（30.00%） 0.83 歡樂、活力 62.50% 

網頁樣本 7 歡樂 C4 5.8（82.86%） 0.90 歡樂、活力、平靜、放鬆、樸素 50.00% 

網頁樣本 8 歡樂 C4 5.8（82.86%） 0.60 歡樂、活力 87.50% 

網頁樣本 9 樸素 C8 3.8（54.29%） 0.98 活力、平靜、放鬆 50.00% 

網頁樣本 10 活力 C2 3.4（48.57%） 0.66 平靜、樸素 62.50% 

網頁樣本 11 低沉 C7 5.1（72.86%） 1.04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2 放鬆 C3 5.2（74.29%） 0.75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3 樸素 C8 2（28.57%） 0.77 低沉、神秘 62.50% 

網頁樣本 14 樸素 C8 2（28.57%） 0.40 低沉、神秘 62.50% 

網頁樣本 15 樸素 C8 5.5（78.57%） 1.00 活力、平靜、放鬆、樸素 62.50% 

網頁樣本 16 樸素 C8 5.3（75.71%） 0.70 歡樂、平靜、放鬆、樸素 62.50% 

整體平均值 4.58（65.00%） 推薦成功率平均值 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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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第一階段系統正確性驗證之受測者情緒評估分數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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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第一階段系統正確性驗證之推薦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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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第一階段系統正確性驗證之受測者同意份數分佈趨勢 

 

（B-2）意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結果分析 

於第二階段意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之作法乃以第一階段驗證作為第一週期，並

將以 16 份網頁文件樣本為基礎，進而延伸所獲得 128 份訓練網頁，再分為 4 個週期依

序匯入系統後端之資料庫中，藉由持續匯入分析不同訓練網頁資料量下之 16 份網頁樣

本解析結果，並了解「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之績效變化趨勢，最後依據網頁文

件情緒類別修正結果為基礎與第一階段問卷測試結果進行比較。故此階段中本研究乃將

系統各驗證週期受測者評估資料與推薦成功率彙整如表 5.7，受測者同意份數、情緒類

別評估分數與推薦成功率之分佈趨勢如圖 5.31、圖 5.32 與圖 5.33 所示。此外，系統每

週期驗證資料如附錄四所示。 

由表 5.7、圖 5.31、圖 5.32 與圖 5.33 可得知，以每週期匯入 16 份網頁訓練樣本之

下，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結果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之份數增加至 14 份，且受測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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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評估分數提升至「5.04」分，即說明受測者同意系統判定結果符合網頁樣本之情緒感

受，且受測者對於整體系統判定結果感到滿意，而系統推薦成功率則提升至「75.78%」，

亦說明系統判定情緒類別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故系統整體數據可知網頁情緒類別判定

模組分類能力良好，且網頁情緒類別判定模組具學習能力。 
 

表 5.7、網頁情緒類別判定結果之每週期績效彙整 
網頁情緒 
類別判定 

驗證週期 
平均 

第一週期 第二週期 第三週期 第四週期 第五週期 

受測者 
評估資料 

平均值 
（整體比例） 

4.58 
（65.00%） 

4.76 
（68.00%） 

5.04 
（72.00%） 

5.04 
（72.00%） 

5.04 
（72.00%） 

4.89 
（69%） 

標準差 1.47 1.48 1.22 1.22 1.22 1.32 
成長率 - 0.18 0.28 0 0 0.09 

推薦 
成功率 

平均值 71.09% 72.66% 75.78% 75.78% 75.78% 74.22% 
標準差 0.13 0.15 0.12 0.12 0.12 0.13 
成長率 - 1.57% 3.12% 0 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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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各驗證週期受測者對於情緒類別之評估分數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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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第二階段系統長期學習趨勢之系統推薦成率平均值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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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第二階段系統長期學習趨勢之受測者同意份數分佈趨勢 

 

（B-3）網頁文件意象風格驗證結果整體分析 

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驗證結果整體分析」而言，本研究乃分為「二階段之驗證分

析結果」與「兩階段之驗證成效」進行說明，以說明本系統整體驗證結果與價值。 

綜合二階段之驗證分析結果，可觀之無論受測者評估網頁情緒類別之整體情緒評估

分數、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之判別結果或系統推薦成功率，皆可看出「網頁文件意象風

格判定模組」之情緒類別判定結果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亦可說明本系統之正確性。首

先於「受測者與系統正確性驗證結果分析」中可看出，本系統於初期網頁資料量為 45

份時，其受測者對於情緒類別判定結果之情緒評估分數整體平均值為 4.58 分（佔整體比

例 65%），且系統推薦成功率平均值為 71.09%，此外，系統判定結果符合受測者情緒感

受之份數共 11 份（佔整體比例 68%），故藉由上述數據亦可獲知本系統之情緒類別判定

結果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而於「意象風格長期學習趨勢驗證方式」中，則可看出隨著

不同週期數下，匯入訓練網頁文件亦同時增加，而藉由訓練網頁增加亦可修訂網頁情緒

類別判定結果，讓系統判定結果與受測者對於網頁樣本之情緒感受相符，當中藉由訓練

網頁匯入，讓系統判定結果符合受測者之情緒感受份數增加至 14 份（佔整體比例

87.5%），且情緒評估分數整體平均值提升至 5.04 分（佔整體比例 72%），以及系統推薦

成功率提升至 75.78%。此部份亦可證明了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可行性與正確性，且只

要不斷訓練更多正確之網頁文件資料，本系統之判定績效便會更加成長，即判定結果更

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 

綜合兩階段之驗證成效後，各項受測者情緒符合份數、系統推薦成功率與整體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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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下於三個週期內呈現收斂狀態，因此，顏色代碼若限定於網頁安全顏色內時，本系

統匯入約 128 份訓練用網頁文件後，可讓系統判定結果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之結果佔整

體比例 72%，且情緒評估分數提升至 5 以上的水準，以及系統推薦成功率提升至

75.78%，即說明受測者同意本系統針對網頁樣本所判定情緒類別，故本研究所建置之系

統可有效應用於網頁文件情緒分類判定，並能判定符合受測者情緒感受之情緒類別。 

 

5.3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驗證與評估 

本研究乃以方法論為基開發一套「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並利用「Yahoo

奇摩新聞」之網頁文件進行績效驗證。其中，系統驗證過程可分為系統訓練與測試等二

大步驟進行說明。故本研究乃分為「(C)專業類別驗證方式說明」說明系統驗證資料之

蒐集與建置、驗證設計方式與驗證指標，並藉由「(D)專業類別驗證結果分析」說明本

研究推論績效，其專業類別驗證與評估流程圖如圖5.34所示。 
 

 

圖 5.34、專業類別驗證與評估流程 
 

(C)專業類別驗證方式說明 

 於「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驗證之前，本研究乃先行說明驗證樣本由來，以

及說明系統驗證方式與定義系統驗證指標。以下乃針對各主題之驗證方式（即「(C-1)

專業類別驗證資料蒐集與建置」、「(C-2) 專業類別驗證實施方式說明」與「(C-3) 專業

類別驗證指標定義」）依序說明。 

 

(C-1)專業類別驗證資料蒐集與建置 

本研究乃以「Yahoo 奇摩新聞」作為本系統驗證資料，首先於 Yahoo 奇摩新聞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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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載驗證所需之新聞網頁文件資料，並依據新聞主題將網頁文件區分為「G1 資訊

類」、「G2 社會類」、「G3 財經類」、「G4 體育類」、「G5 健康類」、「G6 教育類」、「G7 藝

文類」、「G8 影劇類」、「G9 旅遊類」及「G10 生活類」等共十種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如

表 5.8 所示），其各類別之網頁文件匯整後，共計 1450 筆網頁文件資料。 
 

表 5.8、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分類 
分類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 分類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 

G1 資訊類 G6 教育類 

G2 社會類 G7 藝文類 

G3 財經類 G8 影劇類 

G4 體育類 G9 旅遊類 

G5 健康類 G10 生活類 

 

(C-2)專業類別驗證實施方式說明 

於驗證實施方式說明方面，為驗證本論文所提出之方法論與系統績效，本研究乃針

對系統正確性與長期學習趨勢進行驗證，以說明本系統之有效性與可行性。首先從不同

十類新聞網頁文件中（即「資訊類（G1）」、「社會類（G2）」、「財經類（G3）」、「體育類」

（G4）、「健康類」（G5）、「教育類（G6）」、「藝文類（G7）」、「影劇類（G8）」、「旅遊類

（G9）」與「生活類（G10）」等共計 1470 份網頁文件），挑選出 350 份網頁文件作為訓

練資料（即各類別 35 份訓練資料），以建立關鍵字與專業類別之關係係數，接著由此十

大類別中，隨機挑選兩份文件（共計 20 份，整理如表 5.9）作為測試資料，並利用訓練

階段所修正之「關鍵字與類別之關係係數」，推論此 20 份測試網頁文件之隸屬類別，最

後藉由觀察系統所推論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是否符合該新聞網頁文件之實際類別，以確

認本研究所提方法論之正確性。 

待完成上述之第一階段之系統績效驗證後，於第二階段中，本研究將剩餘之 1100

份新聞網頁文件分為 10 個週期持續匯入系統中，即每週期皆再匯入 110 份新聞網頁文

件（各類別 11 份新聞網頁文件）；於各週期中乃利用前述 20 份測試新聞網頁文件重新

進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推論，以分析系統於不同訓練網頁文件數量下之長期學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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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驗證用之 20 筆網頁文件資料表 
類別 網頁文件名稱 內容 

科技類 

軟體開發轉大人 Android 開放

設計 
Google 宣告，將以 Android 平台推動行動網路的創新應用，

成為第一個以網路為概念，讓開發者設計的行動作業系統。 

發現類地球行星  太空移民有

望? 

美國太空學者最近有重大發現，有個小行星，質量結構與地

球非常類似，上面有沒有生物居住，人類有沒有可能移民到

這顆超級小行星上，現在引起熱烈討論。 

社會類 

國道鷹架塌／台籍莊永和慘死 

家屬不捨哭斷腸 

國道六號北山交流道的坍塌意外，造成了 7 名工人死亡，其

中一名是台灣籍的工頭莊永和，當他遺體被挖掘出來時，等

待著奇蹟出現的家人，心都碎了。 

上工沒幾秒就被壓夾縫中 手機

救了他 

在工地崩塌意外中受傷的張志誠，滿臉驚悚回憶說，昨天中

午剛到工地就被壓在夾縫中，他趕緊打電話向介紹工作的友

人梁博文求救。 

財經類 

「定額進用」制 保障弱勢工作

權 

身心障礙者找工作大不易，總是到處碰壁，勞委會從 98 年

7 月開始推動「定額進用制度」，目前為止，已經有 6 萬多

名身障者找到工作，比法定人數還要多。 

數據報喜 美股收紅 美股繼創下 1939 年來最佳 9 月表現後，在 10 月份第 1 個交

易日延續這股多頭氣勢，3 大指數全面收紅。 

體育類 

SBL／加盟台灣大 蘇翔翊要

向鄭志龍吸取「中國經驗」 
與中國新疆等三隊因條件談不攏，「小四」蘇翔翊決定先回

到 SBL，而且在雲豹打球，還可向龍哥學習「中國經驗」。 

中華職棒／庫倫若沒打總冠軍

賽 誰能壓制牛左打群 

今年總冠軍賽牛象爭霸，兄弟象可能會捨棄「守護神」庫倫，

屆時能否壓制牛隊的左打群，這或許會是今年牛象爭霸的關

鍵。 

健康類 

季節流感疫苗開打 衛署掛號費

最多 150 元 
公費季節流感疫苗今天開打，今年統一規定接種疫苗掛號費

從免費到 150 元，衛生所大部分都不收取費用。 
受韓風影響 縮鼻頭與鼻翼手術

漸熱門 
近幾年韓風吹進台灣，韓國盛行的整型風氣也因此傳到整個

亞洲地區，其中鼻頭縮小的整型逐漸開始熱門。 

教育類 

3 年內大考不考英聽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今天明確表示，大學要考英聽，須在 3 年

前公布，因此在民國 102 年以前，大考不可能加考英聽。 

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 
六年內三度獲得政大教學特優及社科院優良教師的政大政

治系副教授郭立民，任教十八年沒有發表過論文，日前政大

校教評會以他拒絕教師績效評量八年為由，決議「不續聘」。 

藝文類 
霹靂國際化 打造布袋戲王國 

不同於傳統本土布袋戲，「霹靂」系列是以企業形態，多角

化經營，結合聲光動畫，創新劇情，還拍成電影進軍國際，

堪稱「台灣國寶」。 

故宮南宋展 最大借展規模 故宮博物院大展「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從國

內外商借上百件文物，是故宮最大規模借展。 

影劇類 

金馬獎／爆冷門！ 「艋舺」僅

入圍金馬獎 4 項 
金馬獎入圍名單公佈，原本呼聲最高的「艋舺」，只入圍 4
個獎項。 

500萬峇里島完婚？ 侯佩岑明

夏出閣 
侯佩岑的婚禮延宕了 1 年多，現在地點終於有譜，花上將近

500 萬元，改到峇里島。 

旅遊類 

淡季玩花東 車不塞、人不擠、

更省荷包 
台灣的花東地區由於路途較遠，造就花東旅遊熱潮集中在寒

暑假，而其他月份，自然人潮較少。 

法國啟動紅色警示 國人前往須

當心 

外交部昨晚表示，法國政府已啟動「紅色」警示，呼籲旅居

法國或近期擬赴法國旅遊或洽公的國人提高警戒，請國人隨

時注意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旅遊資訊。 

生活類 

5 成超大杯飲料 大腸桿菌超標 消基會抽查市售「超大杯飲料」，發現有 1 家的生菌數超量，

還有 8 家的大腸桿菌超標，容易引發腸胃炎。 

把寵物肖像紋上身 國內 40%
飼主有意願 

美國刺青客作風大膽，不少人把心愛的寵物紋在自己身上，

象徵「形影不離」，而台灣民風較保守，不過若是將自己心

愛的寵物紋上身，在 757 位受訪國人當中，有 40%人表示有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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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專業類別驗證指標定義 

為有效比較採用不同判定指標之推論結果，本研究將以「分類召回率」、「分類正確

率」與「類別隸屬係數」此三項量化指標進行系統績效驗證，藉以檢視本論文推論目標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與其實際網頁文件類別之相符程度。 

其中，分類召回率乃為一相對比例值，為「實際類別與推論類別相符之類別個數」

與「實際類別個數」之比例。相關變數定義如下： 

Ri 系統推論網頁文件類別時，第i份網頁文件之類別推論召回率 

mi  第i份網頁文件實際所屬類別與推論類別相符之類別個數 

ni 第i份網頁文件實際所屬類別之個數 

 

i

i

n
m

=iR
 

 

另外，分類正確率則為一相對比例值，為「實際類別與推論類別相符之類別個數」

與「推論類別個數」之比例，期望藉由此項指標評估系統推論之類別與實際類別間的差

異程度。相關變數定義如下： 

iA  系統推論網頁文件時，第i份網頁文件之類別推論正確率 

im  第i份網頁文件實際所屬類別與推論類別相符之類別個數 

ic  系統推論第i份網頁文件之隸屬類別個數 

 

i

i

c
m

=iA
 

 

類別隸屬係數乃代表「系統推論目標網頁文件於實際類別隸屬係數」；此外，類別

隸屬係數之平均值乃為一相對比例值，其代表「系統推論目標網頁文件於實際類別隸屬

係數之總和」與「系統推論網頁文件總數」之比例，期望藉由此項指標評估系統推論之

目標網頁文件於各類別偏好與實際類別偏好間平均符合程度值。若此指標值越趨近於

「1」，則表示系統之類別隸屬係數推論成效越佳，故類別隸屬係數及其平均值之定義如

下： 

 



 

158 
 

 
NT

WDG
AveWDG

i

NT

i
Σ
== 1   

 

其中，WDGi為系統推論第 i份網頁文件於實際類別之隸屬係數值，而 NT 乃代表系統於

該週期下需測試之文件總數。 

 

 

(D)專業類別驗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乃將系統驗證結果分為「第一階段驗證結果分析」與「第二階段驗證結果分

析」兩大項目。於「第一階段驗證結果分析」項目中，乃以新聞網頁測試系統進行「網

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與「網頁文件鏈結程度推導」之正確性，以瞭解系統擷取新聞網

頁之內容、系統初期網頁文件類別結果之績效散佈狀況。而於「第二階段驗證結果分析」

項目中，本研究乃於各測試週期新增訓練網頁文件（即訓練用具分類代表性之新聞網頁

文件），以評估不同訓練資料量下系統進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與「鏈結網頁關

聯程度推導」功能之績效。以下即以「（D-1）第一階段驗證結果分析」、「（D-2）第二階

段驗證結果分析」與「（D-3）驗證結果整體分析」等三主題說明本研究之驗證結果。 

 

（D-1）第一階段驗證結果分析 

於第一階段系統驗證中，本研究先由 1470 份與「資訊類」、「社會類」、「財經類」、

「體育類」、「健康類」、「教育類」、「藝文類」、「影劇類」、「旅遊類」及「生活類」內容

相關之網頁文件中，共挑選 350 份新聞網頁文件作為訓練資料（各類別 35 份訓練資料），

並逐一匯入系統中，以作為第一階段驗證之基礎訓練資料。以下即針對各項指標說明系

統驗證過程，並分析系統驗證之結果。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20 份指標網頁文件） 

 在 350 份新聞網頁文件作為訓練資料之基礎下，系統針對 20 份指標網頁文件之網

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平均召回率與為 60%（標準差為 0.4899），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

定平均準確率為 60%（標準差為 0.4899），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平均類別隸屬係數

為 52.60%（標準差為 0.1809）；其中，指標網頁文件之推論結果與指標網頁文件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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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完全符合之網頁文件共 12 份，佔總測試網頁文件之 60%。而驗證結果之網頁文件

專業類別判定召回率、準確率與類別隸屬係數的分佈趨勢如表 5.10、圖 5.35、圖 5.36

與圖 5.37 所示。於表 5.10 可得知網頁文件名稱「數據報喜 美股收紅」之理想類別「財

經類」，而系統判定之實際類別為「財經類」，並且類別隸屬係數「40%」，最後藉由分

析系統判定之實際、推論、正確類別個數等，以獲知系統召回率與正確率皆為「100%」。 

整體而言，此階段中系統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平均召回率與平均正確率之分佈

趨勢趨於兩極化，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平均類別隸屬係數之分佈趨勢則趨向常態分

布，即表示在本階段中，大多數之指標網頁文件經本系統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後，可

獲得準確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斷結果。 
 

表 5.10、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 

網頁文件名稱 理想 
類別 

實際 
類別 

實際 
類別 
個數 

推論 
類別 
個數 

正確 
類別 
個數 

指定最大值 類別 
隸屬 
係數 

召回 
率 

正確 
率 

國道鷹架塌／台籍莊永和慘死 家屬

不捨哭斷腸 G2 G10 1 1 1 0% 0% 35% 

上工沒幾秒就被壓夾縫中 手機救了

他 G2 G5 1 1 0 0% 0% 19% 

「定額進用」制 保障弱勢工作權 G3 G3 1 1 1 100% 100% 49% 
數據報喜 美股收紅 G3 G3 1 1 1 100% 100% 40% 
SBL／加盟台灣大 蘇翔翊要向鄭志

龍吸取「中國經驗」 G4 G9 1 1 1 100% 100% 39% 

中華職棒／庫倫若沒打總冠軍賽 誰
能壓制牛左打群 G4 G4 1 1 1 100% 100% 79% 

3 年內大考不考英聽 G6 G6 1 1 1 100% 100% 72% 
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 G6 G6 1 1 1 100% 100% 81% 
季節流感疫苗開打 衛署掛號費最多

150 元 G5 G5 1 1 1 100% 100% 72% 

受韓風影響 縮鼻頭與鼻翼手術漸熱

門 G5 G5 1 1 1 100% 100% 67% 

軟體開發轉大人 Android 開放設計 G1 G1 1 1 1 100% 100% 55% 
發現類地球行星 太空移民有望? G1 G9 1 1 1 0% 0% 37% 
霹靂國際化 打造布袋戲王國 G7 G7 1 1 1 100% 100% 51% 
故宮南宋展 最大借展規模 G7 G9 1 1 0 0% 0% 35% 
金馬獎／爆冷門！ 「艋舺」僅入圍金

馬獎 4 項 G8 G8 1 1 1 100% 100% 67% 

500 萬峇里島完婚？ 侯佩岑明夏出

閣 G8 G9 1 1 0 0% 0% 46% 

淡季玩花東 車不塞、人不擠、更省

荷包 G9 G9 1 1 1 100% 100% 58% 

法國啟動紅色警示 國人前往須當心 G9 G9 1 1 1 100% 100% 80% 
5 成超大杯飲料 大腸桿菌超標 G10 G5 1 1 0 0% 0% 41% 
把寵物肖像紋上身 國內 40%飼主有

意願 G10 G7 1 1 0 0% 0% 29% 

平均值 60.00% 60.00% 52.60% 



 

16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100%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召回率

目

標

網

頁

文

件

數

量

 
圖 5.35、第一階段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召回率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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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第一階段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正確率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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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7、第一階段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隸屬係數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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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20 份指標網頁文件） 

在 350 份新聞網頁文件作為訓練資料之基礎下，系統針對 20 份指標網頁文件之鏈

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平均召回率與為 65%（標準差為 0.4770），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

導平均準確率為 65%（標準差為 0.4770），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平均類別隸屬係數

為 59.90%（標準差為 0.1692）；其中，指標網頁文件之推論結果與指標網頁文件之理想

結果完全符合之網頁文件共 13 份，佔總測試網頁文件之 65%。而驗證結果之鏈結網頁

關聯程度推導召回率、正確率與類別隸屬係數的分佈趨勢如表 5.11、圖 5.38、圖 5.39

與圖 5.40 所示。於表 5.11 可得知網頁文件名稱「數據報喜 美股收紅」之網頁文件專業

類別判定結果外，亦可得知藉由鏈結關聯程度推導後，所修正類別隸屬係數「67%」。 

整體而言，此階段中，系統之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平均召回率與平均正確率之分

佈趨勢趨於兩極化，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平均類別隸屬係數之分佈趨勢則趨向常態

分布，即表示在本階段中，大多數之指標網頁文件經本系統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後，

可獲得準確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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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鏈結關聯程度推導 

網頁文件名稱 理想 
類別 

實際 
類別 

實際 
類別 
個數 

推論 
類別 
個數 

正確 
類別 
個數 

指定最大值 類別 
隸屬 
係數 召回率 正確率 

國道鷹架塌／台籍莊永和慘死  家
屬不捨哭斷腸 G2 G10 1 1 1 0% 0% 36% 

上工沒幾秒就被壓夾縫中 手機救

了他 G2 G5 1 1 1 0% 0% 18% 

「定額進用」制 保障弱勢工作權 G3 G3 1 1 1 100% 100% 70% 
數據報喜 美股收紅 G3 G3 1 1 1 100% 100% 67% 
SBL／加盟台灣大 蘇翔翊要向鄭

志龍吸取「中國經驗」 G4 G9 1 1 1 0% 0% 54% 

中華職棒／庫倫若沒打總冠軍賽 

誰能壓制牛左打群 G4 G4 1 1 1 100% 100% 82% 

3 年內大考不考英聽 G6 G6 1 1 1 100% 100% 77% 
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 G6 G6 1 1 1 100% 100% 81% 
季節流感疫苗開打  衛署掛號費最

多 150 元 G5 G5 1 1 1 100% 100% 74% 

受韓風影響  縮鼻頭與鼻翼手術漸

熱門 G5 G5 1 1 1 100% 100% 71% 

軟體開發轉大人 Android 開放設計 G1 G1 1 1 1 100% 100% 65% 
發現類地球行星 太空移民有望? G1 G1 1 1 1 100% 100% 55% 
霹靂國際化 打造布袋戲王國 G7 G7 1 1 1 100% 100% 71% 
故宮南宋展 最大借展規模 G7 G9 1 1 1 0% 0% 46% 
金馬獎／爆冷門！ 「艋舺」僅入圍

金馬獎 4 項 G8 G8 1 1 1 100% 100% 68% 

500 萬峇里島完婚？ 侯佩岑明夏出

閣 G8 G9 1 1 0 0% 0% 36% 

淡季玩花東 車不塞、人不擠、更省

荷包 G9 G9 1 1 1 100% 100% 62% 

法國啟動紅色警示  國人前往須當

心 G9 G9 1 1 1 100% 100% 73% 

5 成超大杯飲料 大腸桿菌超標 G10 G5 1 1 0 0% 0% 53% 
把寵物肖像紋上身 國內 40%飼主

有意願 G10 G7 1 1 1 0% 0% 39% 

平均值 65.00% 65.00% 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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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第一階段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召回率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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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9、第一階段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正確率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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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0、第一階段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隸屬係數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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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第二階段驗證結果分析 

第二階段系統驗證之作法乃以第一階段驗證中，匯入系統資料庫之 350 份網頁文件

為基礎，將剩餘之 1100 份訓練用網頁文件再分為十個週期依序匯入系統後端之資料庫

中，並以第一階段驗證時所選取之 20 份指標網頁文件重新進行系統績效測試，以瞭解

系統於不同訓練資料數量基礎下進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及「鏈結網頁關聯程度

推導」之績效變化趨勢，進而分析本系統是否具備學習成長能力。以下乃針對「網頁文

件專業類別判定」及「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之各項指標說明系統第二階段各週期（即

第二週期至第十一週期）驗證過程，並分析系統各週期之驗證結果。 

 

第二階段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之指標網頁文件結果 

此階段中各週期驗證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指標網頁文件之資料相關結果可整理

如表 5.12，而各驗證週期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之績效分佈趨勢如圖 5.41 所示。 

由表 5.12 可知，以每週期增加 110 份訓練用網頁文件為單位，平均每週期網頁文

件專業類別判定召回率與準確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皆為 2.50%；而判斷網頁文件專業類

別判定類別隸屬係數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1.89%，故可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分

類能力良好，且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具學習能力。 

 
表 5.12、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之指標績效彙整 

網頁文件 

類別判定 

各週期訓練用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網頁文件數量 

平均 
第一週期      

350 份 

第二週期      
460 份 

第三週期      
570 份 

第四週期 
680 份 

第五週期 
790 份 

第六週期 
900 份 

第七週期

1010 份 

第八週期 
1120 份 

第九週期 
1230 份 

第十週期

1340 份 

第十一週期 
1450 份 

召回 

率 

平均值 60.00% 65.00% 70.00% 75.00% 75.00% 75.00% 80.00% 80.00% 85.00% 85.00% 85.00% 75.91% 

成長率 - 5.00% 5.00% 5.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0.00% 2.50% 

標準差 0.4899 0.4770 0.4583 0.4330 0.4330 0.4330 0.4000 0.4000 0.3571 0.3571 0.3571 41.78% 

正確 

率 

平均值 60.00% 65.00% 70.00% 75.00% 75.00% 75.00% 80.00% 80.00% 85.00% 85.00% 85.00% 75.91% 

成長率 - 5.00% 5.00% 5.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0.00% 2.50% 

標準差 0.4899 0.4770 0.4583 0.4330 0.4330 0.4330 0.4000 0.4000 0.3571 0.3571 0.3571 41.78% 

類別 

隸屬 
係數 

平均值 52.60% 54.45% 55.50% 60.05% 61.95% 63.55% 65.20% 65.25% 69.50% 70.95% 71.45% 62.77% 

成長率 - 1.85% 1.05% 4.55% 1.90% 1.60% 1.65% 0.05% 4.25% 1.45% 0.50% 1.89% 

標準差 0.1809 0.1918 0.1895 0.1650 0.1613 0.1648 0.1403 0.1478 0.1612 0.1451 0.1402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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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各驗證週期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之績效分佈趨勢 

 
第二階段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之指標網頁文件結果 

此階段中各週期驗證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之資料相關結果可整理如表 5.13，而各

驗證週期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之績效分佈趨勢如圖 5.42 所示。 

由表 5.13 及圖 5.42 可知，以每週期增加 110 份訓練用網頁文件為單位，平均每週

期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召回率與準確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皆為 2.50%；而判斷鏈結網

頁關聯程度推導類別隸屬係數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1.52%，故可知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

導模組分類能力良好，並呈現穩定的推論能力。 
 

表 5.13、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之指標績效彙整 

鏈結網頁 

關連程度推導 

各週期訓練用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網頁文件數量 

平均 
第一週期      

350 份 

第二週期      
460 份 

第三週期      
570 份 

第四週期 
680 份 

第五週期 
790 份 

第六週期 
900 份 

第七週期

1010 份 

第八週期 
1120 份 

第九週期 
1230 份 

第十週期

1340 份 

第十一週期 
1450 份 

召回 

率 

平均值 65.00% 70.00% 80.00% 80.00% 80.00% 85.00% 85.00% 90.00% 90.00% 85.00% 90.00% 81.82% 

成長率 - 5.00% 10.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5.00% 2.50% 

標準差 0.4770 0.4583 0.4000 0.4000 0.4000 0.3571 0.3571 0.3000 0.3000 0.3571 0.3000 37.33% 

正確 

率 

平均值 65.00% 70.00% 80.00% 80.00% 80.00% 85.00% 85.00% 90.00% 90.00% 85.00% 90.00% 81.82% 

成長率 - 5.00% 10.00% 0.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5.00% 2.50% 

標準差 0.4770 0.4583 0.4000 0.4000 0.4000 0.3571 0.3571 0.3000 0.3000 0.3571 0.3000 37.33% 

類別 

隸屬 

係數 

平均值 59.90% 61.20% 63.30% 66.25% 67.90% 69.00% 68.10% 70.40% 75.80% 75.00% 75.10% 68.36% 

成長率 - 1.30% 2.10% 2.95% 1.65% 1.10% -0.90% 2.30% 5.40% -0.80% 0.10% 1.52% 

標準差 0.1692 0.1546 0.1330 0.1080 0.0806 0.0768 0.0904 0.0705 0.0834 0.1016 0.0979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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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各驗證週期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之績效分佈趨勢 

 
（D-3）驗證結果整體分析 

綜合二階段之驗證分析結果，可觀之無論評估網頁文件類別結果之績效散佈狀況，

或評估不同訓練資料量下系統進行「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與「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

導」功能之績效狀況，皆可看出本系統之有效性。於「第一階段驗證結果分析」中即可

看出，本系統於初期網頁文件資料量為 350 份時，其「正確率」與「召回率」即可達到

60%，而類別隸屬係數之平均也可準確至 52.60%。而於「第二階段驗證結果分析」中，

則可看出隨著不同週期數，本系統也隨著訓練網頁文件之增加而成長，於網頁文件專業

類別判定時，其「正確率」與「召回率」可提升至 85.00%，且類別隸屬係數之平均也

提升至 71.45%。此外，於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時，其「正確率」與「召回率」已達

至 90.00%，而類別隸屬係數之平均也升至 75.10%。此部份證明了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

可行性，且只要不斷訓練更多正確之網頁文件資料，本系統便會更加成長。 

綜合兩階段之驗證成效後，可將各項驗證指標之相關結果整理如表 5.14。由表 5.14

可知，各項驗證指標之收斂前每週期平均成長率及整體每週期平均成長率皆為正數，且

各項驗證指標皆於十個週期內呈現收斂狀態，因此，以本研究所選驗證個案（即 Yahoo

新聞網頁文件）為例，當本系統使用約 1010 份至 1120 份訓練用網頁文件時，可讓系統

之各項推論績效提升至 90%以上的水準，故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可有效應用於網頁文件

分類判定，並準確地依據判定結果給予使用者分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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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各項驗證指標成長率之彙整表 

驗證指標 整體平均值 收斂週期 收斂前每週期 
平均成長率 

整體每週期 
平均成長率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召回率 75.91% 第七週期 3.33% 2.50%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正確率 75.91% 第七週期 3.33% 2.50%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類別隸屬係數 62.77% 第九週期 2.11% 1.89% 
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召回率 81.82% 第五週期 3.75% 2.50% 
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正確率 81.82% 第五週期 3.75% 2.50% 

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類別隸屬係數 68.36% 第九週期 1.99% 1.52% 
 

5.4 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管理意涵說明 

 於完成「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驗證後，

即可以此為依據說明「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管理意涵，藉以瞭解本研究之實

用性。當中本研究管理意涵說明方式可分為「系統應用情境說明」與「系統分析結果

評估」等二大步驟。「(E)系統應用情境說明」乃說明本系統之樣本蒐集與情境實施方

式，另外「(F)系統分析結果評估」則依據情境實施方式進行推論，並藉由推論結果說

明本系統之管理意涵。 
 

(E)系統應用情境說明 

 本研究乃說明系統所判定樣本由來與系統情境實施方式。以下乃針對各主題（即

「(E-1)系統樣本資料蒐集」與「(E-2)系統情境實施方式說明」）依序說明。 
 

(E-1)系統樣本資料蒐集 

 本研究乃以「網頁新聞」作為本系統樣本資料，並藉由「網頁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與「網頁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訓練樣本作為基礎資料。首先，本研究乃從搜尋引擎下

載驗證所需之 10 份新聞網頁文件作為測試樣本，當中所搜集新聞網頁文件資料包含

yahoo 奇摩、聯合新聞網、PChome 新聞、世界新聞網、中時電子報等各種網站之新聞

資料，以做為本系統測試樣本，當中所選擇 10 份新聞網頁測試樣本分別對應「G1 資訊

類」、「G2 社會類」、「G3 財經類」、「G4 體育類」、「G5 健康類」、「G6 教育類」、「G7 藝

文類」「G8 影劇類」、「G9 旅遊類」及「G10 生活類」等十種專業類別，其測試樣本內

容如表 5.15 所示，以及測試樣本網頁樣式如圖 5.43 至圖 5.48 所示，接著將意像風格判

定模組所建置 176 份色彩樣本與專業類別判定模組所蒐集 1450 份新聞樣本作為本系統

之測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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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測試樣本內容 
網頁 
來源 

類

別 
網頁文件 

名稱 內容 

聯合 
新聞網 

科

技

類 

手機晶片產

品  博通向

聯發科下戰

帖 

手機晶片市場再添新變化，博通昨日發表 3 套公版設計，有助手機廠商加

速 3G 智慧型手機開發；高通預定明年 1 月 23 日將再度於中國大陸深圳

舉辦 QRD 供應商大會為新產品造勢，而日系廠商富士通、DoCoMo 與

NEC 合作開發的新款智慧手機晶片也傳明年 6 月問市，對聯發科、展訊

等廠商競爭態勢值得關注。  

影

劇

類 

倫敦影評人

協會獎 「少

年 PI」入圍

4 項 

倫敦影評人協會公布入圍名單，「愛‧慕」、「新宗教大師」各入圍 7 項，

李安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入圍 4 項，包括最佳影片、導演、攝影和

剪輯。  

中時 
電子報 

財

經

類 

安定基金融

資招標  財

長：尊重公

股銀不干預 

國華人壽標脫，金管會保險安定基金須賠付得標者 883 億元，其中 570
億元須向銀行團融資。 

體

育

類 

12 歲 蕭 筠 
赴美學網球

一家同心 

網球青少女 12 歲組排名第 2 的蕭筠，有著父母籌資，親友與中市黎明國

中慷慨協助，正在美國佛羅里達網球訓練營，認真的揮拍吸收新知。小女

孩滿滿知恩的心：「有大家幫忙我才能受訓，我要好好努力不浪費他們的

心意才行。」 

PChome
新聞 

健

康

類 

平補還是溫

補？中醫冬

補大剖析 

入冬進補，是台灣人的例行公事，但光顧著進補，卻忽略「補過頭」恐會

造成的腎發炎、肥胖、皮膚狂冒痘、腸胃不適等問題，中醫師特別針對民

眾常見的疑慮，如什麼體質適合怎麼補、又要怎麼補、平補和溫補區別在

哪等，做出詳盡解釋，要讓大家補出健康，來年頭好壯壯。 

社

會

類 

美濃農地遭

盜採 8 年後

仍未復原 

民國 93 年時，有不肖業者在高雄美濃吉洋里一帶，盜採 10 多處，總面積

超過 1 甲地的農地砂石，造成農地上有深達近 12 層樓高的大坑洞，這個

被當地民眾稱作「大峽谷」的地形，不僅至今還是無法恢復原狀，在莫拉

克風災後，更有緊鄰的農田，發生崩落到谷底的情形，甚至還有農民，因

此跌落到峽谷內，這樣的現象，相關單位至今仍無法解決。 

Yahoo 
奇摩 
新聞 

教

育

類 

教學特優副

教授  政大

不續聘 

六年內三度獲得政大教學特優及社科院優良教師的政大政治系副教授郭

立民，任教十八年沒有發表過論文，日前政大校教評會以他拒絕教師績效

評量八年為由，決議「不續聘」。 
藝

文

類 

霹靂國際化 
打造布袋戲

王國 

不同於傳統本土布袋戲，「霹靂」系列是以企業形態，多角化經營，結合

聲光動畫，創新劇情，還拍成電影進軍國際，堪稱「台灣國寶」。 

世界 
新聞網 

旅

遊

類 

康州神秘市 
造訪最老捕

鯨船 

康州有兩個賭場對華人賭客頗具吸引力，其實位於兩賭場不遠的神秘市

(Mystic)海事歷史悠久，陳列著世界上最後一艘木製捕鯨船，也是不錯的

觀光景點。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康州神

秘市 造訪最老捕鯨船。 

生

活

類 

小娃愛蘋果 
家長為難 

聖誕季節充斥商業氣息，很多小朋友想要昂貴的電子用品和新奇玩具。根

據調查，6 到 12 歲的美國兒童，大多數把蘋果 iPad 列為今年最想要的禮

物，但是 iPad 價格從 329 元到 829 元不等，為子女買禮物的負擔承重，

令不少家長頗感為難。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孩子想要蘋果 給家長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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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聯合新聞網」頁面(1) 圖 5.44、「聯合新聞網」頁面(2) 

  

  
圖 5.45、「世界新聞網」頁面 圖 5.46、「Yahoo 奇摩新聞」頁面 

  

  
圖 5.47、「PChome 新聞」頁面 圖 5.48、「中時電子報」頁面 

 

(E-2)系統情境實施方式說明 

 於系統情境實施方式說明，為驗證本論文所提出之方法論與系統管理意涵，本研

究乃藉由「網頁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驗證資料為依據，

以重新判定樣本資料之二維度類別，進而說明本系統之管理意涵。首先，本研究乃將

各模組訓練樣本（即意像風格判定模組所建置 176 份與專業類別判定模組所蒐集 1450

份訓練樣本）匯入系統中，接著將 10 份測試樣本匯入系統，以推論測試樣本之二維

度類別，最後本研究乃藉由網頁樣本資訊與二維度類別資訊，以說明本系統二維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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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管理意涵。 

 

(F)系統分析結果評估 

待系統樣本建置與蒐集完後，亦可進行系統情境實施，最後藉由實施結果以說明本

系統之管理意涵。因此本研究乃藉由「（F-1）網頁樣本二維度類別判定」以判定網頁樣

本之二維度類別，並透過「（F-2）二維度分類系統管理意涵說明」說明本系統之管理意

涵。以下分二個主題說明本研究之情境實施結果。 

 

（F-1）網頁樣本二維度類別判定 

 本研究乃將所蒐集 10 份網頁樣本匯入系統中，以判定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首先，

本研究乃將 176 份色彩樣本與 1450 份新聞樣本匯入系統中，以作為本系統訓練資料，

接著將 10 份測試樣本進行二維度類別判定，其判定結果如表 5.16 所示。當中藉由表 5.16

可得知網頁文件名稱為「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經由系統判定後，其專業類別

「教育」隸屬係數「90%」，而情緒類別「樸素」分析係數「67%」，因此，可獲知其網

頁文件內容為「教育」類型資訊，且色彩配置對使用者情緒影響為「樸素」。 
 

表 5.16、網頁樣本二維度類別判定 

網頁樣本名稱 
網頁專業類別判定 網頁情緒類別判定 

專業類別 隸屬係數 情緒類別 分析係數 
手機晶片產品 博通向聯發科下戰帖 科技 95% 放鬆 66% 
倫敦影評人協會獎 「少年 PI」入圍 4 項 影劇 85% 興奮 54% 
安定基金融資招標 財長：尊重公股銀不干預 財經 84% 樸素 66% 
12 歲蕭筠 赴美學網球一家同心 體育 84% 樸素 63% 
平補還是溫補？中醫冬補大剖析 健康 80% 放鬆 64% 
美濃農地遭盜採 8 年後仍未復原 社會 72% 放鬆 64% 
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 教育 90% 樸素 67% 
霹靂國際化 打造布袋戲王國 藝文 87% 樸素 67% 
康州神秘市 造訪最老捕鯨船 旅遊 65% 低沉 65% 
小娃愛蘋果 家長為難 生活 70% 低沉 65% 

平均值 81.2%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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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二維度分類系統管理意涵說明 

 待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判定後，亦可得知網頁樣本之二維度類別（即專業類別

與情緒類別），並藉由網頁樣本二維度類別，幫助提供者篩選網頁文件，並將網頁文件

進行歸類，讓提供者能針對不同需求者之需求，以有效給予需求者適合且所需之網頁文

件，同時藉由網站類型與二維度類別資訊，讓使用者得知網頁文件中二維度類別之管理

意涵，進而更佳有效獲知網頁設計者所要表達資訊，如表 5.17 所示。 
 

表 5.17、新聞網頁樣本之二維度類別管理意涵 

新聞網頁樣本名稱 
二維度類別 

二維度類別資訊 二維度類別意涵 專業 
類別 

情緒 
類別 

手機晶片產品 博通向

聯發科下戰帖 科技 放鬆 令使用者感到放

鬆的科技型網頁 
該網站提供「輕鬆」網頁版面，讓使用者能

「舒適輕鬆」瀏覽網頁中「科技」類型文章。 

倫敦影評人協會獎 「少

年 PI」入圍 4 項 影劇 興奮 
令使用者感到興

奮的影劇型網頁 
該網站藉由紅色色彩配置，以表示該網頁為

「熱門資訊」，以吸引使用者瀏覽此篇「影

劇」類型文章。 
安定基金融資招標 財
長：尊重公股銀不干預 財經 樸素 令使用者感到樸

素的財經型網頁 
該網站提供「樸素」網頁版面，讓使用者能

「有效」瀏覽網頁中「財經」與「體育」類

型文章，為一般新聞版面常用配置。 12 歲蕭筠 赴美學網球

一家同心 體育 樸素 令使用者感到樸

素的體育型網頁 
平補還是溫補？中醫冬

補大剖析 健康 放鬆 令使用者感到放

鬆的健康型網頁 
該網站提供「輕鬆」網頁版面，讓使用者能

「舒適輕鬆」瀏覽網頁中「健康」與「社會」

類型文章。 美濃農地遭盜採 8 年

後仍未復原 社會 放鬆 令使用者感到放

鬆的社會型網頁 
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

不續聘 教育 樸素 令使用者感到樸

素的教育型網頁 
該網站提供「樸素」網頁版面，讓使用者能

「有效」瀏覽網頁中「教育」與「藝文」類

型文章，為一般新聞版面常用配置。 霹靂國際化 打造布袋

戲王國 藝文 樸素 令使用者感到樸

素的藝文型網頁 
康州神秘市 造訪最老

捕鯨船 旅遊 低沉 令使用者感到低

沉的旅遊型網頁 
該網站提供「低沉」網頁版面，讓使用者能

「平復自身情緒」，以瀏覽網頁中「旅遊」

與「生活」類型文章。 
小娃愛蘋果 家長為難 生活 低沉 令使用者感到低

沉的生活型網頁 

 

由表 5.17 可知新聞網頁文件名稱為「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經由系統判定

後，其網頁文件歸類於「教育」資訊，而視覺特徵對於需求者情緒感受影響為「樸素」，

因此，可獲知二維度類別資訊為「令使用者感到樸素的教育型網頁」，並藉由網頁類型

為「新聞網頁」、情緒類別為「樸素」與專業類別為「教育」等資訊，以獲知該網頁之

二維度類別為「該網站提供樸素網頁版面，讓使用者能有效瀏覽網頁中教育類型文章，

為一般新聞版面常用配置」，進而讓提供者可藉由此結果推薦合適網頁文件給予需求

者，其提供者推薦需求者之網頁文件方式說明如下： 

 若網頁需求者容易受到網頁視覺特徵影響，則提供者亦可推薦情緒類別為「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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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網頁新聞，即網頁文件名稱為「安定基金融資招標 財長：尊重公股銀不干預」

與「教學特優副教授 政大不續聘」等。 

 若網頁需求者欲瀏覽科技新聞，則提供者可推薦專業類別為「科技」，即網頁文件

名稱為「手機晶片產品 博通向聯發科下戰帖」等網頁新聞。 

 若網頁需求者欲得知目前熱門影劇新聞，則提供者可推薦二維度資訊為「令使用者

感到興奮的影劇型網頁」，即網頁文件名稱為「倫敦影評人協會獎 少年 PI 入圍 4

項」等網頁新聞。 

 綜上所述，即可說明本系統亦能幫助提供者判定網頁文件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以

讓提供者獲知網頁二維度類別，進而證明本研究方法論之實用性。當中本研究所推論之

二維度網頁文件類別，能讓提供者針對需求者不同需求，以推薦適合網頁文件給予需求

者，並藉由網頁資訊與二維度類別，讓使用者更容易獲知網頁文件當中資訊。 

 

5.5 小結 

 綜合上述，本研究乃建置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並以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

組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進行系統驗證，當中藉由情緒評估問卷、受測者正確性

與重複性、推薦成功率等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之驗證，以及藉由分類召回

率、分類正確率與類別隸屬係數等驗證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其針對各模組驗證

之分析結果彙整如下： 

 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部份，由驗證結果得知訓練樣本為48份時，其「推薦

成功率」為71.09%，待匯入96份訓練樣本後，其「推薦成功率」提升至75.78%並達

到收斂，有鑑於此，可說明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具可行性。 

 於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部份，由驗證結果得知350份訓練樣本時，其「分類

召回率」與「分類正確率」皆達到60%，待匯入1010份至1120份訓練樣本後，可讓

系統之「分類召回率」與「分類正確率」推論績效提升至90%以上，鑑於上述數據，

即表示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之可行性。 

最後藉由上述模組之驗證結果，以說明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可判定網頁文件

之情緒類別與專業類別，接著藉由網頁樣本之二維度類別（即情緒類別與專業類別），

驗證本系統之管理意涵，進而說明本研究方法論之有效性，且說明二維度類別亦可幫助

提供者推薦合適網頁給予需求者，並讓需求者更容易獲知設計者於網頁中所要表達資

訊，進而更佳有效獲知網頁文件當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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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未來發展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以及便利性，人們習慣從網路上獲取知識，然而現今網路資訊量

已呈爆炸性成長，造成網頁需求者難以找到所需之網頁資訊，因此如何有效尋找到網路

上文件或資訊已成為現代人吸取知識過程中之重要議題。此外，網頁設計者常藉由色彩

配置與圖文編排等，以吸引需求者點選網頁文件，以及兼顧網頁文件整體美觀，但此做

法可能影響到需求者瀏覽網頁時情緒感受。是故，若能歸類網頁文件當中資訊與情感影

響特徵，以協助提供者推薦適當之網頁文件，進而能讓需求者更為有效地獲取網頁文件

當中知識。目前網頁文件資訊歸類方式，以及篩選適合之色彩配置方式，乃藉由領域專

家所制定網頁分類技術，以針對網頁文件進行分類，但多數網頁分類技術都以關鍵字擷

取或者 HTML 語法標籤內文字區塊為依據以進行分類，此分類技術缺乏以網頁設計者

之撰寫網頁時標籤使用、文章段落等資訊為考量，而可能忽略設計者撰寫網頁之關鍵資

訊，此外，鮮少研究針對網頁色彩配置對需求者情感之影響進行探討，造成提供者僅能

依靠自身觀點判定，但此方式可能因知識網頁提供者與需求者觀點不同，產生知識吸收

之反效果。因此，本研究乃發展一套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此模式共包含「網頁文

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及「網頁文件專

業類別判定模組」三大模組。為確認此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分類方法論之可行性，本研

究將開發一套以網際網路為基礎之二維度網頁類別判定系統，藉由三大模組之運作使標

籤特性界定、區塊分佈解析、關鍵字與顏色代碼擷取、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判定得以自

動完成，以協助知識網頁提供者判斷網頁二維度資訊。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目標乃判斷網頁文件二維度資訊，以協助提供者推薦適當之網

頁文件給予需求者，因此，對於網頁提供者而言，本研究則能協助提供者以客觀角度判

斷網頁文件色彩配置對需求者情緒影響，以及準確地判定網頁文件所歸類領域，進而讓

需求者於龐大之網路資訊/文件中，迅速且便捷地取得其所需要之網路文件資料，以節省

花費於資訊過濾與篩選之大量時間。根據上述之研究課題，以下將於第 6.1 小節總結本

研究所完成之工作與任務，並於 6.2 小節說明本研究方法論之具體貢獻與成效，最後於

第 6.3 小節歸納本研究未來發展之議題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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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論文總結 

 依據第一章研究背景中「研究步驟」所述，本論文可將完成工作分為五項任務，以

下乃分別說明各項任務之成果。 

1. 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方法論之建立： 

(1) 蒐集並回顧標籤區域解析之相關研究與文獻 

(2) 蒐集並回顧網頁空間規劃之相關研究與文獻 

(3) 蒐集並回顧區塊分佈解析之相關研究與文獻 

(4) 以標籤區域、網頁空間規劃以及區塊分佈為基礎，建立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

域權重分配之方法論 

2.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式之建立： 

(1) 蒐集並回顧網頁文件分類之相關研究與文獻 

(2) 建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式 

3.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式之建立： 

(1) 蒐集並回顧色彩對使用者情緒影響之相關研究與文獻 

(2) 建構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式 

4. 系統功能模組建構： 

本研究乃以「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為依據，同時運用 JSP（Java Server Pages）

語法進行開發，並利用 SQL Server 2005 來存取資料庫，以開發「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

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

組」、「網頁文件標籤/資料擷取模組」、「關鍵字維護模組」、「網頁文件維護模組」及「系

統參數設定模組」等七大功能模組，並整合此七大功能模組於同一環境下執行之「二維

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之後，網頁提供者即可透過二維度網頁類別判定系統，取得網

頁文件之情緒類別及專業類別，以作為網頁提供者推薦網頁給予需求者之參考。 

5. 案例驗證與成果分析： 

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論與系統之正確興與實用性，本研究乃針對「網頁文件

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等兩模組進行驗證，並藉由兩模

組驗證結果說明本系統之有效性，進而確認本研究所提模式與技術之正確性、合理性。

待模式驗證完成後，最後檢討實際成效與預期成果間之符合程度，並由分析評估瞭解本

研究之未來發展與應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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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貢獻與成效 

整體而論，本研究乃提出「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方法論，與建構一套「二維

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期望藉由考量標籤屬性、位置與區塊分佈，以建構區塊分佈與

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機制，並配合關鍵字擷取技術及網頁中顏色代碼分佈，以判定目標網

頁文件之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進而得知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讓網頁提供者亦可推薦

合適網頁文件給予網頁需求者。以下則分別藉由「理論方法」、「技術開發」與「實務

應用」等三種層面說明本研究之具體貢獻與成效。 

 

理論方法 

 本研究以歸類網頁文件當中資訊與情感影響特徵為基礎，以發展一套「二維度網頁

文件分類模式」，以判別網頁文件所歸類之類別，與網頁文件視覺特徵對使用者之情緒

感受影響，進而判別網頁文件之二維度類別。此方法論之相關重點成效乃歸納如下： 

 本研究乃以使用者瀏覽網頁之眼動軌跡（如瀏覽動線與視覺焦點），以及設計者撰

寫網頁之微感觀點（如網頁標籤特性）為基礎，以建立本模式權重制訂依據，進而

判別網頁文件之二維度類別，讓專業類別之判定結果更加精確，且情緒類別判定結

果更加符合使用者之感受，進而讓提供者能推薦適合網頁文件給予需求者。 

 本研究乃以網頁文件色彩特徵為基礎，以判別網頁文件對於需求者之情緒感受，讓

提供者不須依靠自身觀點判別網頁文件對於需求者情緒影響。 

 

技術開發 

 本研究乃以「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方法論為依據，同時運用 JSP（Java Server 

Pages）語法進行開發，並利用 SQL Server 2005 來存取資料庫，進而建置「二維度網頁

文件分類系統」，其系統具體成效乃歸納如下： 

 本研究乃開發「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網頁文件意象風格

判定模組」、「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網頁文件標籤/資料擷取模組」、「關鍵

字維護模組」、「網頁文件維護模組」及「系統參數設定模組」等七大功能模組，以

進行網頁文件之二維度類別判定、系統參數維護、關建字維護與標籤資訊維護。 

 本研究乃建置「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以進行「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各項指標驗證，當匯入至一定訓練資料數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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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模組即能有效歸類網頁文件專業類別，以及判定色彩配置對於需求者之情緒影

響，進而說明本系統之實用性，並透過系統驗證結果說明本研究的二維度類別管理

意涵。 

 

實務應用 

本研究所建置之「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可有效歸類網頁文件之專業類別，以

及推薦合適情緒類別，故本系統可應用資訊篩選與網頁推薦，並藉由專業類別與情緒類

別彙整，以判別網頁文件二維度類別，進而幫助需求者有效獲取網頁文件知識，其具體

貢獻與成效乃歸納如下： 

 本研究藉由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之判定，亦可幫助網頁提供者篩選網頁文件視覺特

徵，以及歸類網頁文件專業資訊，以讓需求者有效取得所需的網頁文件資訊，以及

推薦符合需求者情緒感受的網頁文件，進而讓需求者有效獲取網頁文件當中資訊。 

 本研究藉由網頁文件之二維度類別推論，讓使用者於觀看網頁文件時得知情緒意涵

外，並結合網頁文件專業類別，以得知設計者表達給予使用者之領域意涵，以及設

計者於撰寫專業領域網頁文件時，亦能藉由二維度類別判定結果獲知網頁文件帶給

使用者之情緒感受，以兼顧網頁文件對使用者之情緒影響。 

 

6.3 未來展望 

依據第 6.1 與 6.2 小節所述，本研究乃完成研究步驟所規劃之各項任務，並提出「二

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方法論與「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理論層面、技術層面以及實

務應用層面之成效與貢獻。而後續發展方面，綜合本論文之研究成果與既有文獻再結合

未來資訊發展之拓展，發現本論文尚有若干研究主題具有深入研究之價值，歸納未來發

展方向如下： 

1. 發展一套有效解讀關鍵字語意之網頁分類推論法則 

本研究所提出之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分類係參考領域專家所建立之關鍵字來做為關

鍵字庫基礎，但為加強關鍵字庫內各網頁關鍵字類別之準確性，故未來可探討加入潛藏

語意分析 LSA（Latent Semantic Analysis）與網頁特徵選取 WPFS（Web Page Feature 

Selection）為基礎之網頁關鍵資訊選取方法，期望能有效解讀關鍵字分類之同意詞。 

2. 發展一套以色彩意象為基礎之網頁文件整體色彩風格判定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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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提出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僅能解析網頁當中色彩配置，而無法解析網頁

文件當中圖片、影片色彩，故期望未來能探討加入解析各種網頁文件色彩資訊（如圖片

與影片等），使本研究之模式達到整體網頁文件色彩分佈解析。 

3. 發展一套多維度網頁文件分類模式 

本研究所提出模式僅能以二個維度觀點（即專業類別與情緒類別等）進行網頁文件

分類，因此本研究期望未來能多加入一個維度觀點進行網頁文件分類，以讓本研究之模

式達到多維度網頁文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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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系統功能操作說明 

 本研究所發展之二維度網頁文件分類系統乃以本文中第 4.4.1 節所提出系統功能流

程為依據，並開發「（A）網頁文件維護模組」、「（B）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C）

關鍵字維護模組」、「（D）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E）網頁文

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F）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與「（G）系統權重模組」等

七大模組，以下分別介紹此七大模組中各功能詳細說明。 
 

（A） 網頁文件維護模組 

為使權限內使用者方便維護各網頁文件相關資料，本系統乃開發「網頁文件維護模

組」。本程式乃提供使用者將網頁文件上傳、查詢、刪除及修改等功能。網頁文件維護

模組包含「（A-1）網頁文件上傳功能」、「（A-2）網頁文件查詢功能」、「（A-3）網頁文件

修改功能」與「（A-4）網頁文件刪除功能」等四大功能；其中「網頁文件上傳功能」乃

提供權限內使用者將網頁文件基本資料（如網頁文件名稱、摘要等）匯入系統資料庫內；

「網頁文件查詢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查詢所有網頁文件之內容，以方便使用者瞭

解系統內各項網頁文件資料之維護結果，以及讓使用者查詢以判定完成之網頁文件二維

度類別資料；「網頁文件修改功能」與「網頁文件刪除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修改

與維護錯誤或老舊過時之網頁文件資料，進而保持網頁文件資料之正確性與即時性。 
 

（A-1）「網頁文件上傳功能」之程式運作 

權限內使用者可透過「網頁文件上傳」功能將網頁文件基本資料匯入並維護於系統

資料庫中。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文件上傳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文件上傳之系統介面

予權限內使用者，而權限內使用者可於該介面輸入欲新增之網頁文件名稱、類別、關鍵

字及摘要等網頁文件基本資料，並選擇瀏覽網頁文件之檔案上傳（詳見圖 A.1 至圖 A.2

之內容）。待權限內使用者輸入/點選介面之所有選項並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即

呈現使用者所輸入網頁文件基本資料，以讓使用者再一次確認，如圖 A.3 所示，最後當

使用者確認完畢並按下「確定送出」鍵後，即完成網頁上傳文件作業，並且將資料新增

成功與所新增網頁資訊提供予使用者得知，如圖 A.4 所示。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文件上傳」功能時，系統乃提供使用者網頁

資料新增介面予使用者，此時權限內使用者依序輸入目標網頁文件名稱為「絕地反攻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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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window8 開放下載」、推測類別為「科技」、關鍵字為「微軟」、「作業系統」（使用者

亦可點選「增加欄位」按鈕，以新增多筆關鍵字）與摘要等網頁基本資料，並瀏覽上傳

網頁檔名為「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之檔案，詳見圖 A.1 之內容，此外使

用者亦可點選「增加上傳欄位」按鈕，以上傳多筆網頁分頁資料，如圖 A.2 所示，接著

當使用者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即呈現使用者所輸入網頁文件基本資料，以讓使

用者再一次確認，如圖 A.3 所示；最後使用者按下「確定」鍵後，即完成網頁上傳作業，

如圖 A.4 所示。 
 

  
圖 A.1、網頁文件上傳(1) 

 

  
圖 A.2、網頁文件上傳之上傳欄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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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網頁文件上傳(2) 

 

  
圖 A.4、網頁文件上傳(3) 

 

（A-2）「網頁文件查詢功能」之程式運作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查詢所需之網頁文件資料，本系統乃開發「網頁文件查詢」功

能，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查詢已上傳之網頁文件資料。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件查

詢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查詢之網頁資料（如圖 A.5 所

示），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網頁名稱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供使

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群組」等方便使用

者勾選眾多網頁文件，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查詢之網頁文件（如圖 A.6 所示），即可按

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資料呈現於系統頁面下，權限

內使用者亦可於此介面中得知網頁文件詳細資料（如圖 A.7 所示）、專業類別（如圖 A.8

所示）與情緒類別（如圖 A.9 所示）之判定結果，即完成查詢網頁文件資料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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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件查詢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

所要查詢之網頁資料（如圖 A.5 所示），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網頁名稱「微軟」時（如

圖 12 所示），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供使用者勾選，即取得網頁文件

名稱名為「微軟推出新世代視窗作業系統」、「周永明：對微軟仍有信心」及「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三筆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資料。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查

詢之網頁文件「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如圖 A.6 所示），即可按下「確定

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資料呈現於系統頁面下，權限內使用者

亦可於此介面中得知網頁文件詳細資料，即得知網頁文件名稱為「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上傳時間為「2012 年 03 月 07 日」、網頁預估類型為「科技」及

網頁文件摘要等（如圖 A.7 所示），此外，亦可得知網頁文件專業類別隸屬係數（即專

業類別「科技」與網頁文件之隸屬係數「0.72」）以及所判定結果「科技」（如圖 A.8 所

示）；另外，使用者亦可得知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分析係數「黃色」約佔整體網頁文件顏

色「60%」，並參照類別情緒對照表，以獲知此份網頁文件對使用者情緒影響為「活力」

（如圖 A.9 所示），即完成查詢網頁文件資料之步驟。 
 

  
圖 A.5、網頁文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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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6、網頁文件查詢之查詢資料 

 

 
圖 A.7、網頁文件詳細資料 

 

 
圖 A.8、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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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9、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A-3）「網頁文件修改功能」之程式運作 

網頁文件修改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之使用者修改錯誤之網頁文件資料，進而保持網頁

文件資料之正確性。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件修改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查詢欄

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修改之網頁文件名稱，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網頁名稱時，系統則自

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供使用者勾選（如圖 A.10 所示），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

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網頁文件（如圖 A.11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修改之網頁文件，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

合該查詢條件之網頁資料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A.12 所示），最後使用者修訂錯誤

之網頁文件資料後（如圖 A.13 所示），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系統自動將

網頁文件資料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訊息「網頁資料修改成功」顯示於系統介

面上（如圖 A.14 所示），即完成修改網頁文件資料之步驟。 

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文件資料修改」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查詢欄位讓使

用者鍵入所要修改之網頁名稱，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網頁文件名稱「微軟」進行查詢，

系統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如圖 A.10 所示），接著勾選需修

改之網頁文件「微軟推出新世代視窗作業系統」（如圖 A.11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

要修改之網頁文件，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如圖 A.12 所示）。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

條件之網頁文件資料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以讓使用者於修改網頁資料，即將網頁文件

名稱「微軟推出新世代視窗作業系統」修訂為「微軟推出新世代視窗作業系統新聞」（如

圖 A.13 所示），並於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後，系統自動將網頁資料於系統資料庫中

修改，同時執行修改後之網頁資料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A.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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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0、網頁文件修改(1) 

 

 
圖 A.11、網頁文件修改(2) 

 

 
圖 A.12、網頁文件修改之修改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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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3、網頁文件修改之修改資料(2) 

 

 
圖 A.14、網頁文件修改(3) 

 

（A-4）「網頁文件刪除功能」之程式運作 

網頁文件刪除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之使用者刪除錯誤網頁文件資料，進而保持網頁文

件資料之正確性。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件刪除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查詢欄位

供使用者輸入所要刪除之網頁資料，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網頁名稱時，系統則自動呈現

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供使用者勾選（如圖 A.15 所示），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

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網頁文件（如圖 A.16 所示）。

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刪除之網頁文件，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

條件之網頁文件資料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A.17 所示），最後確認是否為錯誤之網

頁文件後，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刪除」鍵後，系統自動將網頁資料於系統資料庫中

刪除，同時執行訊息「網頁文件刪除成功」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A.18 所示），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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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刪除網頁文件資料之步驟。 

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文件刪除」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查詢欄位讓使用者

鍵入所要刪除之網頁文件名稱，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網頁文件名稱「微軟」進行查詢，

系統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網頁文件（如圖 A.15 所示），接著勾選需刪

除之網頁文件「微軟推出新世代視窗作業系統新聞」（如圖 A.16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

完所要刪除之網頁文件，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如圖 A.17 所示）。系統即將符合該

查詢條件之網頁資料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最後使用者於下方按下「確定刪除」鍵後，

系統自動將網頁資料於系統資料庫中刪除，同時執行訊息「網頁文件刪除成功」顯示於

系統介面上（如圖 A.18 所示）。 

 

 
圖 A.15、網頁文件刪除(2) 

 

 
圖 A.16、網頁文件刪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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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7、網頁文件刪除之刪除資料(1) 

 

 
圖 A.18、網頁文件刪除之刪除資料(2) 

 
（B） 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 

為使權限內使用者方便維護網頁標籤，本系統乃開發「網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

組」。本程式功能乃提供使用者於網頁上新增、查詢、刪除及修改各網頁標籤資料。網

頁文字/顏色標籤維護模組包含「（B-1）網頁標籤新增」、「（B-2）網頁標籤查詢」、「（B-3）

網頁標籤刪除」與「（B-4）網頁標籤修改」等四大功能；其中，「網頁標籤新增」功能

乃提供權限內使用將網頁標籤基本資料（如標籤名稱與標籤功能等）匯入系統資料庫

內，「網頁標籤查詢」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查詢所有網頁標籤資料之內容，以方便

使用者瞭解系統內各項網頁標籤資料之維護結果。「網頁標籤修改」與「網頁標籤刪除」

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修改與維護錯誤之網頁標籤資料，進而保持網頁標籤資料之正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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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網頁標籤新增功能」之程式說明  

權限內使用者可透過「網頁標籤新增」功能將標籤資料新增並維護於系統資料庫

中。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標籤新增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文字/顏色標籤新增之系

統介面給予權限內使用者（如圖 B.1 示），而權限內使用者可於該介面輸入欲新增之標

籤名稱、標籤功能與標籤權重，同時按下「確定送出」鍵。待權限內使用者輸入標籤名

稱後，系統會判斷此標籤是否已經維護於資料庫，若標籤已維護於系統中，則會出現「已

有此標籤!」（如圖 B.2 所示），若此標籤無維護於系統中，則可輸入標籤功能（如圖 B.3

所示），當使用者需新增多筆標籤資料時，則可點選標籤欄位維護中「增加欄位」按鈕

（如圖 B.4 所示），即顯示標籤新增選單，以供使用者輸入欲新增之標籤資料（如圖 B.5

所示），並按下「確認送出」鍵後，系統即完成標籤之新增作業，同時系統亦存取資料

庫中（如圖 B.6 所示）。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標籤新增」功能時，系統乃提供網頁文字/

顏色標籤新增介面給予使用者（如圖 B.1 所示），此時權限內使用者輸入標籤「body」，

系統會判斷此標籤「body」是否已經維護於資料庫，若標籤無維護於系統中，則可輸入

標籤功能「網頁文件主體標籤」（如圖 B.3 所示），當使用者需新增第二筆標籤資料，則

可點選標籤欄位維護中「增加欄位」按鈕，即顯示標籤新增選單（如圖 B.4 所示），以

供使用者輸入欲新增第二筆標籤資料，即標籤名稱「iframe」與標籤功能「分割框架標

籤」（如圖 B.5 所示），待權限內使用者輸入完畢並按下「確定送出」，則會出現使用者

所輸入標籤資料以及標籤基本資料新增成功等資訊，即完成標籤之新增作業，同時系統

亦存取資料庫中（如圖 B.6 所示）。 
 

 
圖 B.1、網頁標籤新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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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2、網頁標籤新增(2) 

 

 
圖 B.3、網頁標籤新增之新增標籤(1) 

 

 
圖 B.4、網頁標籤新增之新增標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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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5、網頁標籤新增之新增標籤(3) 

 

 
圖 B.6、網頁標籤新增(3) 

 

（B-2）「網頁標籤查詢功能」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查詢所需之標籤資料，本系統乃開發「網頁標籤查詢」功能，

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查詢已新增之標籤。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字/顏色標籤查詢功

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搜尋之標籤（如圖 B.7 所示），當權

限內使用者鍵入標籤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

式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標籤功能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

標籤（如圖 B.8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查詢之標籤，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

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B.9 所示），即完成查

詢標籤資料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標籤查詢」功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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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搜尋之標籤（如圖 B.7 所示），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標籤「h」進行

查詢，系統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但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眾多，

因此使用者藉由「欄位全選」以勾選全部標籤（如圖 B.8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

查詢之標籤，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顯示於系統頁

面右方，即呈現使用者所勾選之標籤名稱「h1」、標籤功能「文字標題」以及標籤權重

「0.8」（如圖 B.9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B.10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5」、「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B.11 所示）。 
 

 
圖 B.7、網頁標籤查詢(1) 

 

 
圖 B.8、網頁標籤查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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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9、網頁標籤查詢(3) 

 

 
圖 B.10、網頁標籤查詢(4) 

 

 
圖 B.11、網頁標籤查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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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網頁標籤修改功能」之程式說明  

網頁標籤修改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之使用者修改錯誤之網頁標籤資訊，進而保持網頁

標籤之正確性，本系統乃開發「網頁標籤修改」功能。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字/

顏色標籤修改功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修改之標籤，當權限

內使用者鍵入標籤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

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標籤功能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標

籤（如圖 B.12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修改之標籤，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

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B.13 所示），最後使用者

修訂錯誤之標籤後（如圖 B.14 所示），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系統自動將

標籤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訊息「標籤修改資料成功」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

圖 B.15 所示），即完成修改標籤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標籤修改」功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

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修改之標籤，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標籤名稱「body」進行查詢，系

統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接著勾選標籤「body」（如圖 B.12 所示），

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修改之標籤，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如圖 B.13 所示）。系統即

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以讓使用者於修改，當中於欄位中輸入正

確標籤資訊，即「網頁文件主體標籤」修改為「網頁主體標籤」（如圖 B.14 所示），並

於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後，系統自動將標籤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修改後

之標籤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B.15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B.16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5」、「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B.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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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2、網頁標籤修改(2) 

 
圖 B.13、網頁標籤修改之修改資料(1) 

 

 
圖 B.14、網頁標籤修改之修改資料(2) 

 

 
圖 B.15、網頁標籤修改之修改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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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6、網頁標籤修改(4) 

 

 
圖 B.17、網頁標籤修改(5) 

 

（B-4）「網頁標籤刪除功能」之程式說明  

網頁標籤刪除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之使用者刪除錯誤之標籤資料，進而保持標籤之正

確性。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字/顏色標籤刪除功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位供

使用者輸入所要刪除之標籤，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標籤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

件之標籤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標籤

功能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如圖 B.18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刪除之標籤後，

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

圖 B.19 所示），最後確認是否為錯誤之標籤後，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刪除」鍵後，

系統自動將標籤於系統資料庫中刪除，同時執行訊息「標籤刪除成功」顯示於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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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圖 B.20 所示），即完成刪除標籤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標籤刪除」功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

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刪除之標籤，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標籤「body」進行查詢，系統即

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接著勾選錯誤之標籤資料「body」（如圖 B.18

所示），接著按下「確定送出」鍵（如圖 B.19 所示）。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

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最後使用者於下方按下「確定刪除」鍵後，系統自動將標籤於系

統資料庫中刪除，同時執行訊息「標籤刪除成功」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B.20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B.21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5」、「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B.22 所示）。 
 

 
圖 B.18、網頁標籤刪除(1) 

 

 
圖 B.19、網頁標籤刪除之刪除資料(1) 



 

208 
 

 

 
圖 B.20、網頁標籤刪除之刪除資料(2) 

 

 
圖 B.21、網頁標籤刪除(2) 

 

 
圖 B.22、網頁標籤刪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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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鍵字維護模組 

為使權限內使用者方便維護關鍵字資料，本系統乃開發「關鍵字維護模組」。本程

式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新增、查詢、刪除及修改各關鍵字資料。關鍵字維護模組包

含「（C-1）關鍵字新增」、「（C-2）關鍵字查詢」、「（C-3）關鍵字刪除」與「（C-4）關鍵

字修改」等四大功能；其中，「關鍵字新增」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將關鍵字新增於

系統資料庫內。「關鍵字查詢」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查詢所有關鍵字，以方便使用

者瞭解系統內各項關鍵字之維護結果。此外，「關鍵字修改」與「關鍵字刪除」功能乃

提供權限內使用者進行修改與維護錯誤之關鍵字，進而保持關鍵字之正確性。 
 

（C-1）「關鍵字新增功能」之程式說明  

權限內使用者可透過「關鍵字新增」功能將關鍵字資料新增並維護於系統資料庫

中。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關鍵字新增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新增之系統介面予權限

內使用者（如圖 C.1 所示），而權限內使用者可於該介面可輸入欲新增之關鍵字，若需

新增多筆關鍵字資料，則可點選關鍵字欄位維護中「增加欄位」按鈕，以增加關鍵字輸

入選單（如圖 C.2 所示），待權限內使用者輸入關鍵字，系統會判斷此關鍵字是否已經

維護於資料庫，若關鍵字無維護於系統中，則會出現詢問權限內使用者是否新增（如圖

C.3 所示），待權限內使用者按下「確定」，系統彈跳出新增關鍵字與各類別之關係係數，

接著權限內使用者輸入完關鍵字與各類別之關係係數（如圖 C.4 所示），並按下「確認」

鍵後，系統即完成關鍵字與類別係數之新增作業（如圖 C.5 所示）。最後待使用者新增

完關鍵字資料後，並於下方按下「確定送出」按鈕，系統自動將關鍵字資料存取資料庫

中，同時執行訊息「關鍵字新增成功」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C.6 所示）。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關鍵字新增」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新增介

面給予使用者（如圖 C.1 所示），若需新增多筆關鍵字資料，則可點選關鍵字欄位維護

中「增加欄位」按鈕，以增加關鍵字輸入選單（如圖 C.2 所示），此時權限內使用者輸

入關鍵字「衛星」，系統會判斷此關鍵字「衛星」是否已經維護於資料庫，若關鍵字無

維護於系統中，則會出現詢問權限內使用者是否新增（如圖 C.3 所示），待權限內使用

者按下「確定」，系統則彈跳出新增關鍵字「衛星」與各類別「科技」、「生活」等之新

增頁面，接著權限內使用者輸入完關鍵字與各類別之關係係數後並按下「確定」（如圖

C.4 所示），則會出現關鍵字「衛星」與各類別「科技」、「生活」等之關係係數「0.8」、

「0.2」等新增完成（如圖 C.5 所示）；最後使用者按下「確認送出」按鈕，系統自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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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資料存取資料庫中，同時執行訊息「關鍵字新增成功」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C.6 所示），即完成關鍵字之新增作業。 

 

 
圖 C.1、關鍵字新增(1) 

 

 
圖 C.2、關鍵字新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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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3、關鍵字新增之新增資料(1) 

 

 
圖 C.4、關鍵字新增之新增資料(2) 

 

 
圖 C.5、關鍵字新增之新增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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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關鍵字新增(3) 

 

（C-2）「關鍵字查詢功能」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查詢所需之關鍵字資料，本系統乃開發「關鍵字查詢」功能，

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查詢已新增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關鍵字查詢功能時，系

統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搜尋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

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

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關鍵字（如圖 C.7 所示）。

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查詢之關鍵字，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

件之關鍵字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C.8 所示），即完成查詢關鍵字資料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關鍵字查詢」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

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搜尋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電」進行查詢，系統

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但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眾多，因此使

用者藉由「欄位全選」以勾選全部關鍵字（如圖 C.7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查詢

之關鍵字，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關鍵字顯示於系統頁

面右方，即呈現使用者所勾選之關鍵字「電子」與各類別之關係係數（如圖 C.8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C.9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5」、「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C.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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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7、關鍵字查詢(1) 

 

 
圖 C.8、關鍵字查詢(2) 

 

 
圖 C.9、關鍵字查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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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關鍵字查詢(4) 

 

（C-3）「關鍵字修改功能」之程式說明  

關鍵字修改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之使用者修改錯誤之關鍵字，進而保持關鍵字之正確

性，本系統乃開發「關鍵字修改」功能。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關鍵字修改功能時，系統

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修改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

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

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關鍵字（如圖 C.11 所示）。

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修改之關鍵字，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

件之關鍵字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C.12 所示），最後使用者修訂錯誤之關鍵字

後（如圖 C.13 所示），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系統自動將關鍵字於系統資

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訊息「關鍵字名稱修改成功」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C.14 所

示），即完成修改關鍵字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關鍵字修改」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

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修改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電」進行查詢，系統

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接著勾選「電子寵誤」與「電子商誤」

等二筆錯誤之關鍵字（如圖 C.11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修改之關鍵字，則可按下

「確定送出」鍵（如圖 C.12 所示）。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關鍵字顯示於系統頁面

右方，以讓使用者於修改關鍵字欄位輸入欲修改之關鍵字「電子商誤」修改為「電子商

務」、「電子寵誤」修改為「電子寵物」（如圖 C.13 所示），並於下方按下「確定修改」

鍵後，系統自動將關鍵字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修改後之關鍵字資訊顯示於系

統介面上（如圖 C.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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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C.15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5」、「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C.16 所示）。 
 

 

 
圖 C.11、關鍵字修改(1) 

 

 
圖 C.12、關鍵字修改之修改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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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3、關鍵字修改之修改資料(2) 

 

 
圖 C.14、關鍵字修改之修改資料(3) 

 

 
圖 C.15、關鍵字修改之修改資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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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6、關鍵字修改(2) 

 

（C-4）「關鍵字刪除功能」之程式說明 

關鍵字刪除功能乃提供權限內之使用者刪除錯誤之關鍵字，進而保持關鍵字之正確

性。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關鍵字刪除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

所要刪除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

鍵字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群組」等

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關鍵字（如圖 C.17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刪除之關鍵字，即

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關鍵字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

圖 C.18 所示），最後確認是否為錯誤之關鍵字後，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刪除」鍵後，

系統自動將關鍵字於系統資料庫中刪除，同時執行訊息「關鍵字刪除成功」顯示於系統

介面上（如圖 C.19 所示），即完成刪除關鍵字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關鍵字刪除」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

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刪除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電」進行查詢，系統

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接著勾選「電子寵物」與「電子商務」

等二筆錯誤之關鍵字（如圖 C.17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刪除之關鍵字，則可按下

「確定送出」鍵（如圖 C.18 所示）。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關鍵字顯示於系統頁面

右方，最後使用者於下方按下「確定刪除」鍵後，系統自動將關鍵字於系統資料庫中刪

除，同時執行訊息「關鍵字刪除成功」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C.19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使用者可選擇每頁呈現「5」、

「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C.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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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7、關鍵字刪除(1) 

 

 
圖 C.18、關鍵字刪除之刪除資料(1) 

 

 
圖 C.19、關鍵字刪除之刪除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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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0、關鍵字刪除(2) 

 
（D） 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 

為凸顯各項資訊於網頁文件中不同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之重要性，本研究乃開發

「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此模組係依使用者與設計者於網頁瀏

覽及撰寫為依據，以判別目標網頁文件所含資訊於區塊分佈及標籤區域中重要性，即可

得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藉以給予當中資訊對應權重值。「網頁文件區塊分

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主要包含「（D-1）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及「（D-2）標

籤區域權重分配」功能，其中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乃先行判斷使用者所上傳網頁文件

之設計方式，並依照不同設計方式（即 Frameset 標籤、非結構化與 CSS 等設計方式）

以給予對應區塊解析法則，即可將目標網頁文件劃分成多個區塊，並參考使用者眼動軌

跡為依據所建立區塊權重分配，即可判斷網頁文件重點區塊。其次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功

能則以網頁標籤為依據進行區分，因此可將目標網頁文件乃劃分多個網頁標籤區域合併

而成，並依照網頁空間規劃所建立區域權重分配，以賦予標籤區域對應權重值，即可得

知網頁文件重要資訊。 
 

（D-1）「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程式運作 

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區塊分佈權重分配功能（如圖 D.2 所示）時，系統即針對使用

者所要判定之網頁文件中設計方式，包含網頁 Frameset 標籤、非結構網頁及 CSS 語法

等設計方式，以給予對應區塊解析法則，其解析方式簡述如下： 

1. 若網頁文件設計方式為利用 Frameset 標籤方式（如圖 D.3 所示），則給予分割判定

法則一針對目標網頁文件當中 Frameset 標籤進行解析，進而解析所網頁文件框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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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方式（如圖 D.4 至圖 D.6 所示）。 

2. 若網頁文件設計方式為非結構化方式（即網頁文件區塊分割以表格與斷行等方式進

行分割）（如圖 D.7 所示），則給予分割判定法則二利用區塊標籤針對網頁文件進行

判斷，以得知網頁文件區塊分佈（如圖 D.8 至圖 D.9 所示）。 

3. 若網頁文件利用 CSS 語法進行網頁文件設計（如圖 D.10 所示），則給予分割判定法

則三，以解析網頁文件當中 CSS 語法並藉由區塊標籤判定網頁區塊分佈（如圖 D.11

至圖 D.12 所示）。 

經由上述三個法則解析後，即可得知網頁文件各區塊分佈，接著依照使用者瀏覽網

頁文件之眼動軌跡為依據建立區塊權重分配原則，針對每一個區塊給予對應權重值，即

可得知網頁文件重點區塊，並以圖方式彙整呈現網頁文件各區塊重要性，其區塊分佈權

重分配功能詳細流程圖如圖 D.1 所示。 

舉例而言，當使用者欲判定三份不同網頁文件之區塊分佈，其網頁文件名稱分別為

「疑似飛碟在南華大學上空出沒」、「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與「推特超載

當機 世界盃可能再當」等，如圖 D.2 所示，使用者需先點選網頁文件名稱為「疑似飛

碟在南華大學上空出沒」進行區塊分佈判定，系統即解析目標網頁文件設計方式，以判

定網頁文件分割方式為「Frameset 標籤分割方式」，如圖 D.3 所示，進而給予分割判定

法則一，以解析網頁文件主框架網頁，如圖 D.4 至圖 D.6 所示，即可得知網頁文件「疑

似飛碟在南華大學上空出沒」共分為「left.htm」、「News.htm」與「top.htm」等三個框

架網頁，其中藉由解析主框架網頁與三個框架網頁資料，以得知網頁文件名稱 left.htm

區塊分佈位置「1」以及網頁當中文字標籤名稱「title」及內容為「網頁文件資料查詢」

等網頁資訊，網頁文件名稱 top.htm 區塊分佈位置「2」、網頁當中文字標籤名稱「title」

及內容為「網站標題」等網頁資訊，網頁文件名稱 News.htm 區塊分佈位置「3」以及文

字標籤「title」及內容為「疑似飛碟在南華大學上空出沒」，鏈結標籤「a_href」、鏈結名

稱「小行星即將掠過地球 沒有撞擊風險」與鏈結網址「http://tw.rd.yahoo.com...」等網

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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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區塊分佈權重分配流程圖 

 

 
圖 D.2、區塊分佈權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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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3、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Frameset 標籤設計方式(1) 

 

 
圖 D.4、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Frameset 標籤設計方式(2) 

 

 
圖 D.5、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Frameset 標籤設計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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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6、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Frameset 標籤設計方式(4) 

 

其次，使用者點選網頁文件名稱「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進行區塊分

佈判定，系統即得知網頁文件分割方式為「非結構化分割方式」，如圖 D.7 所示，進而

給予對應分割判定法則二，系統藉由網頁文件中區塊標籤判斷，以界定網頁文件區塊，

即可得知網頁文件「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之區塊分佈，如圖 D.8 至圖 D.9

得知「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標籤區塊分佈資訊、顏色標籤區塊分佈資訊

與鏈結標籤區塊分佈資訊，當中網頁標籤區塊分佈資訊可得知網頁當中標籤名稱「title」

及內容為「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並且位於網頁區塊分佈層級為「1」等。

網頁顏色標籤區塊分佈資訊可得知網頁中顏色標籤「#FF0000」及內容為「銀髮族商機

蓬勃發展」，所在區塊分佈層級為「1」等。鏈結標籤區塊分佈資訊可得知網頁文件鏈結

名 稱 「 消 費 電 子 大 展  平 板 電 腦 最 夯 」 、 鏈 結 網 址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news/tech/3c/popular/...」與區塊分佈層級「2」等。 

 



 

224 
 

 
圖 D.7、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非結構化設計方式(1) 

 

 
圖 D.8、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非結構化設計方式(2) 

 

 
圖 D.9、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非結構化設計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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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使用者點選網頁文件名稱為「推特超載當機 世界盃可能再當」進行區塊分佈

判定，系統即得知網頁文件分割方式為「CSS 語法分割方式」，如圖 D.10 所示，進而給

予對應分割判定法則三，系統即針對每一個標籤以及標籤所對應選擇器進行區塊分佈判

定，如圖 D.11 至圖 D.12 所示，即可得知「推特超載當機 世界盃可能再當」網頁文件

基本資料、網頁文件標籤區塊分佈、網頁文件顏色標籤區塊分佈與網頁文件鏈結標籤區

塊分佈等資訊，網頁文件標籤區塊分佈資訊包含文字標籤「title」所含括文字內容「推

特超載當機 世界盃可能再當」，以及所在區域分佈層級「1」，而網頁文件顏色標籤區塊

分佈資訊包含顏色標籤「#FF0000」所含括文字內容「資訊 3C 最多瀏覽」，以及所在區

域分佈層級「1」，最後網頁文件鏈結標籤區塊分佈資訊包括鏈結標籤「a_href」所含括

鏈 結 名 稱 「 相 機 拍 出 3D 照 片  民 眾 呼 驚 奇 」、 鏈 結 網 址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news/tech/3c/popular/....」，以及所在區塊分佈層級「2」。 
 

 
圖 D.10、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CSS 標籤設計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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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1、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CSS 標籤設計方式(2) 

 

 
圖 D.12、區塊分佈權重分配之 CSS 標籤設計方式(3) 

 

完成上述流程即可判定三份網頁文件重點區塊分佈位置，接著參照使用者眼動軌跡

為依據所建立區塊權重分配原則，將網頁文件區塊分佈進行權重分配計算，即可得知網

頁文件重點區塊。如圖 D.13 所示可得知 Frameset 標籤分割方式重點區塊，其計算方式

乃藉由區塊名稱「News.htm」所含網頁文件區塊內容資訊，以得知區塊位置所對應之權

重係數與計算後區塊面積佔整體網頁文件比例等資訊，最後藉由區塊位置權重係數與區

塊面積比例，以計算此區塊於網頁文件中重點區塊係數「31%」，如圖 D.13 所示，當中

重點區塊係數越高，即代表越容易被使用者注視與瀏覽。 

 



 

227 
 

 
圖 D.13、Frameset 標籤分割之重點區塊權重 

 

如圖 D.14 所示可得知非結構化設計方式重點區塊，以及如圖 D.15 所示可得知 CSS

語法設計方式重點區塊。其重點區塊計算方式乃將判定區塊分佈由上至下依序命名為

「網頁文件區塊 1」、「網頁文件區塊 2」與「網頁文件區塊 3」等，並藉由各區塊所含網

頁文件區塊內容資訊，區塊位置所對應之權重係數與區塊所含括標籤數量等資訊，以計

算區塊於網頁文件中重點區塊係數，即可得知非結構化設計方式中區塊名稱「網頁文件

區塊 1」之重點區塊係數「47%」，如圖 D.14 所示；CSS 語法設計方式中區塊名稱「網

頁文件區塊 1」之重點區塊係數「40%」，如圖 D.15 所示，當中重點區塊係數越高，即

代表越容易被使用者注視與瀏覽。 

 

 
圖 D.14、非結構化設計方式之重點區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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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5、CSS 語法設計方式之重點區塊權重 

 

（D-2）「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程式運作 

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功能（如圖 D.16 所示）時，首先，系統即

解析使用者所要判定之網頁文件當中標籤，以界定各標籤之標籤區域，其此篩選不包含

字詞之標籤區域，進而取的含重要字詞之標籤，最後計算各標籤被含括之標籤區域，即

可得知網頁文件各標籤區域層級，如圖 D.17 與圖 D.18 所示，接著依照網頁空間規劃為

依據建立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原則，針對每一個標籤區域層級給予對應權重值，即可得知

網頁文件重要資訊，如圖 D.19 至圖 D.21 所示。 

舉例而言，當使用者欲判定網頁文件名稱「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之

標籤區域，使用者需勾選網頁文件名稱為「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人心」進行標

籤區域判定，如圖 D.16 所示，系統即解析網頁文件當中標籤、標籤所含括區域以及字

詞，並篩選不包含字詞之標籤區域，即可得知網頁文件「銀髮族商機 電子寵物慰撫老

人心」中標籤區域「strong」所含括字詞「電子寵物」位於標籤區域層級「5」，如圖 D.17

與圖 D.18 所示。最後系統依據網頁空間規劃所建立之標籤區域權重分配原則與標籤本

身權重，以計算網頁文件每一個標籤區域「strong」所對應權重值「10%」，即可得知網

頁文件所含重要資訊，以及網頁文件中鏈結名稱「消費電子大展 平板電腦最夯」之重

要資訊係數「50%」與顏色標籤名稱「#FF0000」之重要資訊係數「50%」，如圖 D.19

至圖 D.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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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6、標籤區域權重分配 

 

 
圖 D.17、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標籤區域界定(1) 

 

 
圖 D.18、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標籤區域界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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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9、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重要資訊權重(1) 

 

 
圖 D.20、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重要資訊權重(2) 

 

 
圖 D.21、標籤區域權重分配之重要資訊權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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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 

本系統開發「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乃以網頁標籤區域所含括文字字串為分

析基礎，藉以利用關鍵字擷取技術，並參照關鍵字頻率、類別關係係數、重點區塊與重

要資訊等，以判定網頁文件專業類別。此外，若網頁文件類別判定之結果尚無法凸顯網

頁之類別時，本系統乃進一步藉由網頁文件鏈結資訊，以修訂網頁文件專業類別。「網

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模組」乃分為「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與「鏈結關聯程度推

導功能」。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乃利用此運用孫銘聰、侯建良（2002）關鍵字擷取方法，

擷取目標網頁文件中各網頁標籤區域所包含之關鍵字，利用目標網頁文件關鍵字出現頻

率、領域關鍵字與類別關係之訓練資料庫，以及參照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

分配模組所判定網頁文件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進而計算目標網頁文件與各類別之關係

係數，以初步判定此目標網頁文件類別偏向，之後將關係係數予以正規化，可得目標網

頁文件與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即可獲知目標網頁文件之隸屬類別。若網頁文件之隸屬

類別不超過門檻值（即代表類別判定結果較不鮮明），則進入「鏈結關聯程度推導功能」

擷取當中各網頁鏈結標籤之權重值，以及對應鏈結網頁之標題文字（即擷取<title>標籤

之內文），進而判定各鏈結網頁與目標網頁關聯程度高低，建立不同關聯等級之區隔，

以選定關鍵等級之鏈結網頁，並修訂目標網頁之類別。 
 

（E-1）「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之程式說明 

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主要流程乃分為二段，本研究乃先說明「網頁文件專業

類別判定功能」判定網頁文件之專業類別，其次說明判定結果不如預期則使用「鏈結關

聯程度推導功能」修訂類別隸屬係數。首先當目標網頁文件完成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

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判定後，權限內使用者即可選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功能，如圖

14 所示，系統即利用關鍵字擷取方法以擷取目標網頁文件內關鍵字之發生頻率，以獲知

關鍵字發生頻率，並參照關鍵字與類別關係之訓練資料庫（如圖 E.1 所示）以及重點資

訊與重要區塊權重值，以計算目標網頁文件與各類別之關係係數，進而初步得知專業類

別偏向，並將關係係數予以正規化，如圖 E.2 所示。若此網頁類別隸屬係數都不大於門

檻值，系統則會建議使用者繼續進行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功能，如圖 E.3 所示。待權

限內使用者點選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功能，系統即利用目標網頁標題對應鏈結網頁中

標題文字字元重複比例，並結合鏈結標籤之重要區塊與重點資訊權重計算，而得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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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與鏈結網頁關係係數，最後參照各鏈結網頁預選等級（如圖 E.4 所示）之後選定排

序過後之前幾名鏈結網頁並賦予相對應權重值，以計算鏈結網頁之權重後，即修正目標

網頁與各領域類別之類別隸屬係數，如圖 E.5 與圖 E.6 所示。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點選網頁文件名稱「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

並按下「資料送出」鍵後（如圖 E.1 所示），系統則先行擷取網頁文件之關鍵字與各專

業類別之隸屬係數（如圖 E.2 所示，當中關鍵字「作業系統」與類別「科技」之隸屬係

數為「0.9」），以及參照關鍵字於網頁文件當中重點資訊「1.2」與重要區塊權重值「2.8」，

進而計算網頁文件與各類別之隸屬係數，此隸屬係數值越大則代表越趨近該類別。經由

系統之運算後，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名稱「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與專

業類別「科技」之隸屬係數為「45%」，故網頁文件較為趨近於「科技」專業類別，如

圖 E.3 所示，並可經由點選網頁文件圓餅圖以獲知各類別隸屬係數分佈，如圖 E.4 所示。

但此網頁類別隸屬係數皆小於門檻值時，則系統會建議使用者繼續進行鏈結網頁關聯程

度推導功能，如圖 E.3 所示。 
 

 
圖 E.1、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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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2、領域關鍵字與類別關係 

 

 
圖 E.3、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2) 

 

 
圖 E.4、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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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乃先行擷取此目標網頁所有對應之鏈結網頁，再者系統乃計算各網頁之鏈結關

聯係數，並參照鏈結網頁預選等級，最後系統乃選定排序前二名鏈結網頁（包含「周永

明：對微軟仍有信心」與「微軟推出新世代視窗作業系統」），並賦予對應之權重值，進

而修訂目標網頁文件之所屬專業類別。因此，經由「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模組運算

後，即可得知修訂後類別隸屬係數，系統並提供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判定之類別與係數給

予使用者對照，經由對照之後發現此目標網頁文件由原本網頁文件類別判定為「科技」

專業類別之係數「45%」，經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修正後，該網頁文件與「科技」專

業類別之係數亦修正為「72%」（如圖 E.5 與圖 E.6 所示）。 
 

 
圖 E.5、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功能(1) 

 

 
圖 E.6、鏈結網頁關聯程度推導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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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 

本系統開發「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乃以網頁文件當中顏色標籤為分析基

礎，並藉由顏色代碼資料庫將顏色標籤轉換為 RGB 代碼，以計算 RGB 代碼所對應主要

分析顏色，最後彙整主要分析顏色係數、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等，即可判定網頁文件情

緒類別。「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乃分為「顏色代碼轉換功能」與「網頁文件情

緒類別判定功能」。 

顏色代碼轉換功能乃解析網頁文件當中顏色標籤（即#FF0000、red 等），並判斷顏

色標籤是否為 RGB 代碼，若不為 RGB 代碼則比對顏色代碼資料庫，以計算出對應 RGB

代碼，即完成顏色代碼轉換，並可進行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此功能首先將 RGB

代碼依序截斷，以得知三原色紅綠藍之轉換係數分佈，接著系統藉由轉換係數分佈以判

定目標顏色接近於主要之分析顏色，最後系統計算每個顏色主要分析係數、重點區塊與

重要資訊權重，並將其係數正規化後，即可獲取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分析係數。 

 

（F-1）「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之程式說明 

當目標網頁文件完成網頁文件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分配模組判定後，權限內使

用者即可選擇網頁文件意象風格判定模組，以判定網頁文件意象風格。首先，當權限內

使用者點選顏色代碼轉換功能時（如圖 F.1 所示），系統即參照顏色代碼資料庫，將目標

網頁文件顏色標籤所對應顏色代碼取出，並藉由系統計算即可得知目標顏色 RGB 代碼

係數（如圖 F.2 所示）。完成網頁文件顏色代碼轉換功能後，接著權限內使用者即可點選

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如圖 F.3 所示），系統乃先行將 RGB 代碼依序截斷，以得

知三原色紅綠藍之轉換係數分佈，接著系統藉由轉換係數分佈進行主要分析顏色係數計

算，當主要分析顏色（紅、綠、藍）之分析係數不超過門檻值，則系統進行下一階段主

要分析顏色（黃、紫、青）判定，但若分析係數一樣，則進入主要分析顏色（黑與白），

因此，完成上述步驟後，即可得知目標顏色與主要分析顏色之分析係數。當完成目標網

頁文件中每個顏色判定，系統即計算每個顏色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權重，並將其係數正

規化後即可獲取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分析係數，進而獲取網頁文件情緒類別。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點選網頁文件名稱「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

並按下「資料送出」鍵後（如圖 F.1 所示），系統即參照顏色代碼資料庫，將目標網頁文

件顏色標籤（即「firebrick」與「indianred2」）所對應顏色代碼（「#B22222」與「#EE6363」）

取出，並將顏色代碼依序截斷，以得知「B2」、「22」與「22」，最後系統進行 RGB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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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計算，即可得知目標網頁文件名稱「絕地反攻 微軟 Window8 開放下載」當中顏色

標籤「indianred2」所含顏色內容「開發人員預覽版」、顏色代碼 16 色「#EE6363」、RGB

顏色代碼「238.99.99」與顏色「印度紅」，如圖 F.2 所示。接著權限內使用點選網頁文件

情緒類別判定功能（如圖 F.3 所示），系統即計算目標網頁文件當中 RGB 顏色代碼，當

中 RGB 顏色代碼「238.99.99」進入分析顏色（紅、綠、藍）計算，可得知其紅「0.72」、

綠「0.13」、藍「0.13」之分析係數，另外，RGB 顏色代碼「178.34.34」因低於門檻值，

則進入分析顏色（黃、紫、青）計算，即可得知黃「0.41」、紫「0.17」、青「0.41」之分

析係數，最後系統藉由目標網頁文件每個顏色之分析係數、重點區塊與重要資訊權重進

行計算，即可得知網頁文件情緒類別紅色分析係數「5%」、綠色分析係數「1%」、藍色

分析係數「1%」、黃色分析係數「60%」、紫色分析係數「10%」、青色分析係數「23%」、

黑色分析係數「0%」與白色分析係數「0%」，並從分析係數可以得知網頁文件整體顏色

中「黃色」占「60%」，而黃色對情緒影響為「歡樂」，因此可以得知網頁文件帶給需求

者歡樂感受，如圖 F.4 與圖 F.5 所示 
 

 
圖 F.1、顏色代碼轉換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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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2、顏色代碼轉換功能(2) 

 

 
圖 F.3、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1) 

 

 
圖 F.4、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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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5、網頁文件情緒類別判定功能(3) 

 
（G） 系統參數設定模組 

本模組乃提供權限內使用者進行「標籤權重分配」、「網頁文件門檻值」、「網頁區塊

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制定」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參數制定」等參數之修改功能。本研

究將考慮之網頁文件資料先行以各網頁標籤進行區分，使權限內使用者能立即對類別判

定與關聯程式推導結果作出適當反應（亦即直接於系統中進行標籤權重、網頁文件門檻

值、網頁區塊分佈與標籤區域權重與網頁文件專業類別之參數修改），進而使網頁文件

分類更能符合系統管理者與領域專家之需求。 
 

（G-1）「標籤權重分配」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修改標籤權重，本系統乃開發「標籤權重分配」功能，以提供

權限內使用者修改已維護之標籤權重。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標籤權重分配功能時，系統

乃提供標籤查詢欄位讓使用者輸入所要修改權重之標籤名稱（如圖 G.1 所示），當權限

內使用者鍵入標籤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供使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

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標籤功能群組」等方便使用者勾選眾多標

籤（如圖 G.2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修改權重之標籤，即可按下「確定送出」鍵，

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標籤資訊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如圖 G.3 所示），最後使用

者重新修訂標籤權重後（如圖 G.4 所示），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系統自

動將標籤權重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訊息「標籤權重修改成功」顯示於系統介

面上（如圖 G.5 所示），即完成修改標籤權重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標籤權重分配」功能時，系統乃提供標籤查詢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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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修改權重之標籤名稱（如圖 G.1 所示），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標籤

名稱「s」進行查詢，系統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標籤，接著勾選所要

修改權重之標籤「address」（如圖 G.2 所示），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

該查詢條件之標籤名稱與功能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並且同時呈現同樣功能之標籤，以

讓使用者確認其它同樣功能之標籤正確性以及標籤權重修改，另外使用者可點選「應用

例子」連結，以得知標籤於網頁呈現方式（如圖 G.3 所示），最後使用者於欄位輸入修

正後標籤權重，即標籤「address」權重「0.6」修訂為「0.7」（如圖 G.4 所示），並於下

方按下「確定修改」鍵後，系統自動將標籤權重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修改後

之標籤權重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5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G.6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5」、「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G.7 所示）。 
 

 
圖 G.1、標籤權重分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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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2、標籤權重分配(2) 

 

 
圖 G.3、標籤權重分配之實際例子 

 

 
圖 G.4、標籤權重分配之權重修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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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5、標籤權重分配(2) 

 

 
圖 G.6、標籤權重分配(3) 

 

 
圖 G.7、標籤權重分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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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網頁文件門檻值功能」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維護網頁文件門檻值，本系統乃開發「網頁文件門檻值」功能，

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維護門檻值。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網頁文件類別判定門檻值功能

時。則系統會顯示現在門檻值以及門檻值功能（如圖 G.8 所示），若使用者需修改門檻

值則可點選「修改門檻值」鍵，即顯示修改門檻值欄位，接著於維護門檻值欄位輸入欲

修訂之係數（如圖 G.9 所示）。若使用者需新增網頁門檻值則可點選頁面下方之「增加

欄位」按鈕，即顯示網頁門檻值輸入表單，以供使用者輸入門檻值名稱、門檻值功能說

明以及門檻值（如圖 G.10 所示）。最後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

該門檻值於系統資料庫中更動，並同時執行更動後之門檻值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

圖 G.11 所示），即完成門檻值修改與新增之步驟。 

    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網頁文件門檻值」功能時。則系統會顯示現在門檻值資料，

即門檻值名稱「鏈結網頁預選等級」、門檻值功能說明「鏈結網頁預選等級…」與門檻

值「2」（如圖 G.8 所示），若權限內使用者需修改「鏈結網頁預選等級」門檻值則可

點選「修改門檻值」鍵，即顯示修改門檻值欄位，接著於修改門檻值欄位輸入欲修訂之

係數「3」（如圖 G.9 所示），此外，若使用者需新增門檻值則可點選「增加欄位」，

即顯示門檻值輸入選單，以供使用者輸入門檻值名稱「網頁類別判定門檻值」、門檻值

功能說明「網頁類別判定門檻值…」以及權重「0.5」（如圖 G.10 所示）。最後於頁面

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該門檻值「鏈結網頁預選等級」資料於系統資

料庫中修改，以及新增門檻值「網頁類別判定門檻值」資料，同時執行更動後之門檻值

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11 所示）。 
 

 
圖 G.8、網頁文件門檻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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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9、網頁文件門檻值之修改門檻值(2) 

 

 
圖 G.10、網頁文件門檻值之新增門檻值 

 

 
圖 G.11、網頁文件門檻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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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區塊分佈權重值」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維護區塊分佈層級權重，本系統乃開發「區塊分佈權重」功能，

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維護區塊分佈權重。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區塊分佈權重功能時（如

圖 G.12 所示），使用者可透過輸入查詢欄位（如圖 G.13 所示），以獲知網頁當中區塊分

佈個數所對應權重值（如圖 G.14 所示）。若使用者需維護系統當中區塊分佈權重值則可

點選「修改區塊權重值」按鈕，系統即呈現所維護區塊分佈層級、功能以及權重（如圖

G.15 所示），當中若使用者需修改區塊分佈權重值則可點選「修改區塊權重」按鈕，即

顯示修改欄位，接著於修改欄位輸入欲修訂之權重（如圖 G.16 所示），若使用者需新增

未維護之區塊分佈資訊則可點選頁面下方之「增加欄位」按鈕，即顯示區塊分佈層級輸

入表單，以供使用者輸入區塊分佈層級、區塊分佈功能以及區塊分佈權重（如圖 G.17

所示）。最後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該區塊分佈權重於系統資

料庫中修改以及新增，同時執行更新後之區塊分佈權重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18 所示），即完成新增區塊分佈權重值維護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區塊分佈權重值」功能時，使用者可透過輸入「3」

於查詢欄位（如圖 G.13 所示），以獲知網頁當中「3×3」區塊分佈所對應權重值（如圖

G.14 所示）。若使用者需維護系統當中區塊分佈權重則可點選「修改區塊權重」按鈕（如

圖 G.15 所示），當中若使用者需修改區塊分佈「9」之權重值「0」則可點選「修改區塊

權重」按鈕，並於修改欄位輸入欲修訂之權重「0.1」（如圖 G.16 所示），此外，若使用

者需新增區塊分佈資訊則可點選頁面下方之「增加欄位」按鈕，並輸入區塊分佈層級

「10」、區塊分佈功能「第 10 區塊層級」以及區塊分佈權重「0」（如圖 G.17 所示）。最

後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該區塊分佈「9」權重值於系統資料

庫中修改以及新增區塊分佈「10」資訊，同時執行更新後之區塊分佈權重資訊顯示於系

統介面上（如圖 G.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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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12、區塊分佈權重值(1) 

 

 
圖 G.13、區塊分佈權重值之查詢權重(1) 

 

 
圖 G.14、區塊分佈權重值之查詢權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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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15、區塊分佈權重值之修改權重(1) 

 

 
圖 G.16、區塊分佈權重值之修改權重(2) 

 

 
圖 G.17、區塊分佈權重值之新增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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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18、區塊分佈權重值(2) 

 

（G-4）「標籤區域權重值」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新增與修改標籤區域層級權重，本系統乃開發「標籤區域權重

值」功能，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維護標籤區域權重。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標籤區域權重

功能時，系統即呈現所維護標籤區域層級、功能以及權重。若使用者需修改標籤區域權

重則可點選權重維護功能欄位中「修改權重」按鈕，即顯示修改權重欄位，接著於權重

維護功能欄位輸入欲修訂之權重（如圖 G.19 所示），若使用者需新增未維護之標籤區域

則可點選頁面下方之「增加欄位」按鈕，即顯示標籤層級權重輸入表單（如圖 G.20 所

示），以供使用者輸入標籤區域層級、標籤區域功能以及標籤區域權重（如圖 G.21 所示）。

最後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該標籤區域權重於系統資料庫中修

改以及新增，同時執行更新後之標籤區域權重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22 所示），

即完成新增標籤區域層級與修改標籤區域權重資料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標籤區域權重值」功能時，系統乃呈現系統中所

維護標籤區域資料，即標籤區域層級「8」、功能「第 8 標籤層級」以及權重「0.8」。若

使用者需修改標籤區域層級「8」權重則可點選「修改權重」按鈕，即顯示修改權重欄

位，接著於修改權重欄位輸入修訂後權重「0.85」（如圖 G.19 所示），此外，若需新增一

筆標籤區域資料，使用者則可點選頁面下方「增加欄位」（如圖 G.20 所示），即顯示標

籤層級權重輸入選單，以供使用者輸入標籤區域層級「10」、標籤區域功能「第 10 層標

籤層級」以及權重「0.95」（如圖 G.21 所示）。最後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

系統自動將標籤區域層級「8」權重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以及新增一筆標籤區域層級

「10」，同時執行更改後之標籤區域權重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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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19、標籤區域權重值之修改權重 

 

 
圖 G.20、標籤區域權重值之新增層級(1) 

 

 
圖 G.21、標籤區域權重值之新增層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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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22、標籤區域權重值(2) 

 

（G-5）「關鍵字/類別之係數設定」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修改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本系統乃開發「關鍵字與類別之係

數設定」功能，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修改已新增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當權限內使用者

選擇關鍵字與類別係數設定功能時，系統乃提供關鍵字查詢欄位供使用者輸入所要搜尋

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鍵字時，系統則自動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供使

用者勾選，其勾選方式可藉由「勾選欄位」、「欄位全選」或者「點擊關鍵字群組」等方

便使用者勾選眾多關鍵字（如圖 G.23 所示）。待使用者勾選完所要查詢之關鍵字，即可

按下「確定送出」鍵，系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關鍵字與類別係數顯示於系統頁面右

方（如圖 G.24 所示），最後使用者若需修訂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則可於修改隸屬係數欄

位輸入修訂後隸屬係數（如圖 G.25 所示），並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系統自

動將關鍵字與類別係數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同時執行訊息「隸屬係數修改成功」顯示

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26 所示），即完成修改關鍵字與類別係數設定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設定」功能時，系統乃提供

關鍵字查詢欄位讓使用者鍵入所要修改類別隸屬係數之關鍵字，當權限內使用者鍵入關

鍵字「電」進行查詢，系統即於查詢欄位下方呈現符合查詢條件之關鍵字，接著勾選關

鍵字「平板電腦」（如圖 G.23 所示），則可按下「確定送出」鍵（如圖 G.24 所示）。系

統即將符合該查詢條件之關鍵字顯示於系統頁面右方以讓使用者進行修改，當中於隸屬

係數欄位中重新輸入關鍵字與類別係數，即關鍵字「平板電腦」與類別「科技」係數從

「0.9」修訂為「0.8」、以及類別「生活」係數「0.1」修訂為「0.2」（如圖 G.25 所示），

並於下方按下「確定修改」鍵後，系統自動將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於系統資料庫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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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執行修改後之關鍵字與類別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26 所示）。 

此外，系統乃提供每頁呈現資料筆數供使用者選擇（如圖 G.27 所示），使用者可選

擇每頁呈現「10」、「20」、「30」與「40」等資料筆數（如圖 G.28 所示）。 
 

 
圖 G.23、關鍵字查詢(1) 

 

 
圖 G.24、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設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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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25、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設定(2) 

 

 
圖 G.26、關鍵字與類別之係數設定(3) 

 

 
圖 G.27、關鍵字查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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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28、關鍵字查詢(3) 

 

（G-6）「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之程式說明  

為方便權限內使用者新增與修訂鏈結預選等級權重值，本系統乃開發「預選等級權

重值設定」功能，以提供權限內使用者維護預選等級權重。當權限內使用者選擇預選等

級權重值設定功能時，系統即呈現所維護鏈結預選等級、功能以及權重（如圖 G.29 所

示）。若使用者需修改預選等級權重值則可點選「修改權重」按鈕，即顯示修改權重欄

位，接著於修改權重值欄位輸入欲修訂之權重（如圖 G.30 所示），若使用者需新增未維

護之預選等級則可點選頁面下方之「增加欄位」按鈕，即顯示預選等級輸入表單（如圖

G.31 所示），以供使用者輸入預選等級、預選等級功能以及預選等級權重（如圖 G.32 所

示）。最後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該預選等級於系統資料庫中

進行修改或新增，同時執行更新後之預選等級資訊顯示於系統介面上（如圖 G.33 所示），

即完成新增預選等級與修改預選等級權重資料之步驟。 

 舉例而言，當權限內使用者執行「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功能時，系統乃呈現系統

中所維護預選等級資料，即預選等級「3」、功能「第 3 鏈結指定權重值」以及權重「0.6」

等資訊（如圖 G.29 所示）。若使用者需修改預選等級「3」權重值則可點選「修改權重」

按鈕，即顯示修改權重欄位，接著於修改權重欄位輸入修訂後權重「0.65」（如圖 G.30

所示），此外，若使用者需新增未維護之預選等級，則可於頁面下方點選「新增欄位」

按鈕，即顯示預選等級輸入表單（如圖 G.31 所示），以讓使用者輸入預選等級「5」、預

選等級功能「第 5 鏈結指定權重值」以及預選等級權重「0.4」（如圖 G.32 所示）。最後

於頁面下方按下「確定送出」鍵後，系統自動將該預選等級「3」於系統資料庫中進行

修改，以及新增預選等級「5」資料，並同時執行更新後之預選等級資訊顯示於系統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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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如圖 G.33 所示）。 
 

 
圖 G.29、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1) 

 

 
圖 G.30、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之修改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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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G.31、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之新增預選等級(1) 

 

 
圖 G.32、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之新增預選等級(2) 

 

 
圖 G.33、預選等級權重值設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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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網頁情緒評估量表 

 

你好： 
這是一份有關網頁色彩情緒之學術調查問卷，麻煩各位受測者花費時間填寫問卷內容。請各位受測者於瀏覽網頁樣本後，再勾選

該樣本所對應情緒感受符合程度，若受測者對於網頁樣本之情緒類別有所感受的話，請根據感受強度勾選 5、6、7，若感受不同則勾選

1、2、3，最後若網頁樣本完全沒感受則勾選 4。 
謝謝你的幫忙 研究生：黃家偉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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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2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3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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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4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5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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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6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7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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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8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9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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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0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1 樸素 □ □ □ □ □ □ □ 

 



 

261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2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3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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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4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5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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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6 樸素 □ □ □ □ □ □ □ 

 
 

 

 非常同意 沒意見 完全不同意 
 7 6 5 4 3 2 1 

低沉 □ □ □ □ □ □ □ 

興奮 □ □ □ □ □ □ □ 

歡樂 □ □ □ □ □ □ □ 

活力 □ □ □ □ □ □ □ 

平靜 □ □ □ □ □ □ □ 

放鬆 □ □ □ □ □ □ □ 

神秘 □ □ □ □ □ □ □ 

網頁文件樣本 17 樸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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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受測者情緒感受評估資料 

 附件 3 乃說明「5.2.1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驗證與評估」中受測者對於各網頁樣本之情緒評估分數，當中包含受測者對於網頁樣本中

每個情緒類類別評估分數、該樣本與情緒類別之評估分數平均值與標準差等資料，最後藉由評估分數分析圖呈現，如同「網頁樣本 1」
中受測者對於情緒類別「低沉」之平均情緒評估分數「6.3」，其各受測者情緒評估分數標準差「0.64」。 
 

網頁樣本名稱 情緒感受 平均值 標準差 評估分數分佈圖 

 
網頁樣本 1 

低沉 6.3 0.64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1.6 0.66 

歡樂 2.4 0.66 

活力 2.3 0.46 

平靜 2.5 0.81 

放鬆 2.5 0.67 

神秘 6 0.63 

樸素 2.2 1.17 

 
網頁樣本 2 

低沉 5.6 0.66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1.8 0.60 

歡樂 2.7 0.78 

活力 2.9 0.83 

平靜 1.9 0.70 

放鬆 2.2 0.75 

神秘 4.5 0.81 

樸素 2.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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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樣本名稱 情緒感受 平均值 標準差 評估分數分佈圖 

 
網頁樣本 3 

低沉 2 0.63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5.3 0.64 

歡樂 4.7 0.78 

活力 4.1 0.70 

平靜 2.6 0.80 

放鬆 3.3 0.46 

神秘 1.4 0.49 

樸素 1.7 0.64 

 
網頁樣本 4 

低沉 2.2 0.75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5.8 0.60 

歡樂 5.6 0.49 

活力 5.2 0.60 

平靜 2.3 0.64 

放鬆 2 0.45 

神秘 2 0.63 

樸素 1.7 0.46 

 
網頁樣本 5 

低沉 2.1 0.7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5.3 1.10 

歡樂 5.2 0.60 

活力 4.3 0.46 

平靜 1.8 0.60 

放鬆 1.5 0.50 

神秘 1.6 0.49 

樸素 1.9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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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樣本名稱 情緒感受 平均值 標準差 評估分數分佈圖 

 
網頁樣本 6 

低沉 2.9 0.54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1 0.83 

歡樂 4.2 0.75 

活力 5.1 0.70 

平靜 1.7 0.46 

放鬆 1.8 0.60 

神秘 3.6 0.80 

樸素 1.3 0.46 

 
網頁樣本 7 

低沉 1.3 0.46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6 0.66 

歡樂 5.7 0.98 

活力 5.1 0.70 

平靜 5.1 0.70 

放鬆 4.5 0.50 

神秘 1.6 0.49 

樸素 4.6 0.49 

 
網頁樣本 8 

低沉 1.6 0.49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9 0.54 

歡樂 5.8 0.60 

活力 5.4 0.66 

平靜 3.4 0.49 

放鬆 3.4 0.49 

神秘 1.4 0.49 

樸素 3.8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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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樣本名稱 情緒感受 平均值 標準差 評估分數分佈圖 

 
網頁樣本 9 

低沉 1.5 0.5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4 0.49 

歡樂 3.3 0.46 

活力 4.9 0.70 

平靜 5.7 0.78 

放鬆 5.7 0.90 

神秘 1.6 0.49 

樸素 3.8 0.98 

 
網頁樣本 10 

低沉 2 0.0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 0.63 

歡樂 2.2 0.60 

活力 3.4 0.66 

平靜 5.1 0.54 

放鬆 4.4 0.49 

神秘 1.3 0.46 

樸素 4.2 0.60 

 
網頁樣本 11 

低沉 5.1 1.04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1.4 0.66 

歡樂 1.5 0.50 

活力 1 0.00 

平靜 1.6 0.49 

放鬆 5 0.63 

神秘 1.8 0.98 

樸素 1.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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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樣本名稱 情緒感受 平均值 標準差 評估分數分佈圖 

 
網頁樣本 12 

低沉 4.5 0.67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1.5 0.50 

歡樂 1.4 0.49 

活力 1.8 0.75 

平靜 1.5 0.50 

放鬆 5.2 0.75 

神秘 1.8 0.87 

樸素 1.5 0.50 

 
網頁樣本 13 

低沉 4.6 0.49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3 1.00 

歡樂 2.3 0.90 

活力 2.3 0.90 

平靜 2.2 0.87 

放鬆 2 0.77 

神秘 4.8 0.40 

樸素 2 0.77 

 
網頁樣本 14 

低沉 4.2 0.4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2.3 1.00 

歡樂 1.9 0.70 

活力 2.3 0.90 

平靜 1.5 0.50 

放鬆 1.6 0.49 

神秘 5 0.77 

樸素 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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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樣本名稱 情緒感受 平均值 標準差 評估分數分佈圖 

 

網頁樣本 15 

低沉 1.2 0.4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1.9 0.94 

歡樂 3.3 0.46 

活力 4 0.00 

平靜 4.7 0.64 

放鬆 4.5 0.67 

神秘 2 0.77 

樸素 5.5 0.50 

 

網頁樣本 16 

低沉 1.2 0.4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低沉 興奮 歡樂 活力 平靜 放鬆 神秘 樸素

 

興奮 3 0.89 

歡樂 4 0.00 

活力 3.5 0.50 

平靜 4.8 0.87 

放鬆 4.7 0.78 

神秘 1.8 0.87 

樸素 5.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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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系統每週期驗證資料 

 
 附錄四乃說明「5.2.1 網頁文件意象風格驗證與評估」中系統每週期判定結果、情緒

評估分數與推薦成功率，以獲知系統每週期成長。當中表 A.1 乃說明系統第一週期至第

五週期判定結果與分析係數，而表 A.2 至表 A.4 則說明每週期系統績效成長，此外，於

第三週期過後，因系統判定結果已達收斂，故將第三、四、五週期判定結果彙整成一張

表。 
 

表 A.1、系統每週期網頁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網頁樣本 
名稱 

驗證週期 
第一週期 第二週期 第三週期 第四週期 第五週期 

情緒 
類別 

分析 
係數 

情緒 
類別 

分析 
係數 

情緒 
類別 

分析 
係數 

情緒 
類別 

分析 
係數 

情緒 
類別 

分析 
係數 

網頁樣本 1 低沉 C7 34% 低沉 C7 34% 低沉 C7 54% 低沉 C7 54% 低沉 C7 54% 
網頁樣本 2 低沉 C7 34% 低沉 C7 34% 低沉 C7 34% 低沉 C7 48% 低沉 C7 48% 
網頁樣本 3 興奮 C1 45% 興奮 C1 65% 興奮 C1 65% 興奮 C1 65% 興奮 C1 65% 
網頁樣本 4 興奮 C1 56% 興奮 C1 56% 興奮 C1 56% 興奮 C1 67% 興奮 C1 67% 
網頁樣本 5 活力 C2 25% 歡樂 C3 31% 歡樂 C3 31% 歡樂 C3 31% 歡樂 C3 31% 
網頁樣本 6 興奮 C1 25% 興奮 C1 18% 興奮 C1 18% 興奮 C1 18% 興奮 C1 18% 
網頁樣本 7 歡樂 C4 28% 歡樂 C4 28% 歡樂 C4 28% 歡樂 C4 39% 歡樂 C4 39% 
網頁樣本 8 歡樂 C4 28% 歡樂 C4 28% 歡樂 C4 28% 歡樂 C4 28% 歡樂 C4 39% 
網頁樣本 9 樸素 C8 23% 平靜 C6 28% 平靜 C6 28% 平靜 C6 28% 平靜 C6 28% 
網頁樣本 10 活力 C2 23% 活力 C2 23% 平靜 C6 30% 平靜 C6 30% 平靜 C6 30% 
網頁樣本 11 低沉 C7 0% 低沉 C7 0% 放鬆 C3 21% 放鬆 C3 21% 放鬆 C3 21% 
網頁樣本 12 放鬆 C3 33% 放鬆 C3 50% 放鬆 C3 50% 放鬆 C3 50% 放鬆 C3 50% 
網頁樣本 13 樸素 C8 0% 樸素 C8 0% 樸素 C8 0% 樸素 C8 12% 樸素 C8 12% 
網頁樣本 14 樸素 C8 20% 樸素 C8 20% 神秘 C5 27% 神秘 C5 27% 神秘 C5 27% 
網頁樣本 15 樸素 C8 40% 樸素 C8 40% 樸素 C8 40% 樸素 C8 40% 樸素 C8 40% 
網頁樣本 16 樸素 C8 30% 樸素 C8 30% 樸素 C8 30% 樸素 C8 30% 樸素 C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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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第一週期受測者評估資料與網頁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網頁樣本 
名稱 

網頁情緒類別判定 
受測者情緒感受評估結果 
（情緒評估平均值大於 4） 

推薦 
成功率 情緒 

類別 
情緒評估 

平均值（整體比例） 標準差 
網頁樣本 1 低沉 C7 6.3（90.00%） 0.64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2 低沉 C7 5.6（80.00%） 0.66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3 興奮 C1 5.3（75.71%） 0.64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4 興奮 C1 5.8（82.86%） 0.60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5 活力 C2 4.3（61.43%） 0.46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6 興奮 C1 2.1（30.00%） 0.83 歡樂、活力 62.50% 

網頁樣本 7 歡樂 C4 5.8（82.86%） 0.90 歡樂、活力、平靜、放鬆、樸素 50.00% 
網頁樣本 8 歡樂 C4 5.8（82.86%） 0.60 歡樂、活力 87.50% 
網頁樣本 9 樸素 C8 3.8（54.29%） 0.98 活力、平靜、放鬆 50.00% 
網頁樣本 10 活力 C2 3.4（48.57%） 0.66 平靜、樸素 62.50% 
網頁樣本 11 低沉 C7 5.1（72.86%） 1.04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2 放鬆 C3 5.2（74.29%） 0.75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3 樸素 C8 2（28.57%） 0.77 低沉、神秘 62.50% 
網頁樣本 14 樸素 C8 2（28.57%） 0.40 低沉、神秘 62.50% 
網頁樣本 15 樸素 C8 5.5（78.57%） 1.00 活力、平靜、放鬆、樸素 62.50% 
網頁樣本 16 樸素 C8 5.3（75.71%） 0.70 歡樂、平靜、放鬆、樸素 62.50% 

整體平均值 4.58（65.00%） 推薦成功率平均值 71.09% 

 
表 A.3、第二週期受測者評估資料與修正後網頁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網頁樣本 
名稱 

網頁情緒類別判定 
受測者情緒感受評估結果 
（情緒評估平均值大於 4） 

系統推薦 
成功率 情緒 

類別 
修正後 

情緒類別 

情緒評估 
平均值 

（整體比例） 標準差 

網頁樣本 1 低沉 C7 低沉 C7 6.3（90.00%） 0.64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2 低沉 C7 低沉 C7 5.6（80.00%） 0.66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3 興奮 C1 興奮 C1 5.3（75.71%） 0.64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4 興奮 C1 興奮 C1 5.8（82.86%） 0.60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5 活力 C2 歡樂 C3 5.2（74.28%） 0.60 興奮、歡樂、活力 50.00% 

網頁樣本 6 興奮 C1 興奮 C1 2.1（30.00%） 0.83 歡樂、活力 62.50% 

網頁樣本 7 歡樂 C4 歡樂 C4 5.8（82.86%） 0.90 
歡樂、活力、平靜、放鬆 

、樸素 50.00% 

網頁樣本 8 歡樂 C4 歡樂 C4 5.8（82.86%） 0.60 歡樂、活力 87.50% 
網頁樣本 9 樸素 C8 平靜 C6 5.7（81.42%） 0.78 活力、平靜、放鬆 50.00% 
網頁樣本 10 活力 C2 活力 C2 3.4（48.57%） 0.66 平靜、樸素 87.50% 
網頁樣本 11 低沉 C7 低沉 C7 5（71.42%） 0.63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2 放鬆 C3 放鬆 C3 5.2（74.29%） 0.75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3 樸素 C8 樸素 C8 2（28.57%） 0.77 低沉、神秘 62.50% 
網頁樣本 14 樸素 C8 樸素 C8 2（28.57%） 0.40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15 樸素 C8 樸素 C8 5.5（78.57%） 1.00 活力、平靜、放鬆、樸素 62.50% 
網頁樣本 16 樸素 C8 樸素 C8 5.3（75.71%） 0.70 歡樂、平靜、放鬆、樸素 62.50% 

整體平均值 4.75（67%） 推薦成功率平均值 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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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第三、四、五週期受測者評估資料與修正後網頁情緒類別判定結果 

網頁樣本 
名稱 

網頁情緒類別判定 
受測者情緒感受評估結果 
（情緒評估平均值大於 4） 

系統推薦 
成功率 情緒 

類別 
修正後 

情緒類別 

情緒評估 
平均值 

（整體比例） 
標準差 

網頁樣本 1 低沉 C7 低沉 C7 6.3（90.00%） 0.64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2 低沉 C7 低沉 C7 5.6（80.00%） 0.66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3 興奮 C1 興奮 C1 5.3（75.71%） 0.64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4 興奮 C1 興奮 C1 5.8（82.86%） 0.60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5 歡樂 C3 歡樂 C3 5.2（74.28%） 0.60 興奮、歡樂、活力 75.00% 

網頁樣本 6 興奮 C1 興奮 C1 2.1（30.00%） 0.83 歡樂、活力 62.50% 

網頁樣本 7 歡樂 C4 歡樂 C4 5.8（82.86%） 0.90 
歡樂、活力、平靜、放鬆 

、樸素 50.00% 

網頁樣本 8 歡樂 C4 歡樂 C4 5.8（82.86%） 0.60 歡樂、活力 87.50% 
網頁樣本 9 平靜 C6 平靜 C6 5.7（81.42%） 0.78 活力、平靜、放鬆 75.00% 
網頁樣本 10 活力 C2 平靜 C6 5.1（72.85%） 0.54 平靜、樸素 87.50% 
網頁樣本 11 低沉 C7 放鬆 C3 5（71.42%） 0.63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2 放鬆 C3 放鬆 C3 5.2（74.29%） 0.75 低沉、放鬆 87.50% 
網頁樣本 13 樸素 C8 樸素 C8 2（28.57%） 0.77 低沉、神秘 62.50% 
網頁樣本 14 樸素 C8 神秘 C5 5（71.42%） 0.77 低沉、神秘 87.50% 
網頁樣本 15 樸素 C8 樸素 C8 5.5（78.57%） 1.00 活力、平靜、放鬆、樸素 62.50% 
網頁樣本 16 樸素 C8 樸素 C8 5.3（75.71%） 0.70 歡樂、平靜、放鬆、樸素 62.50% 

整體平均值 5.04（72.00%） 推薦成功率平均值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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