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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Web2.0 應用的快速發展，維

基(Wikis)與社交網路網站(Social Network 

Web Site)的使用普及，也因此產生更多元

的協同知識的建立與使用，推薦系統將有

助於使用者知識的取得與發現(Knowledge 

Discovery)，本研究提出一個混合式的線上

文件內容推薦技術，主要使用詞彙共現網

路分析與文件協同過濾等方法的整合來建

構出一個線上文件推薦服務模式與架構，

提供使用者以文件關鍵字進行搜尋與知識

探勘，利用詞彙關聯找到其他相關程度較

高之關鍵字，最後再依照文件評分系統，

推薦給使用者關聯主題下較符合使用者偏

好之文件。藉由擴展根據關鍵字的相關文

件的決策資訊，提升查詢的決策效率。本

研究以維基百科的精華文章做為推薦模型

的資料來源，建構一個自動化的線上文件

推薦雛型系統並進行驗證。 

關鍵詞：共現字分析、協同過濾、文件檢

索、推薦機制、服務設計 

 

1. 前言 

 

網際網路被視為一個大型的文件資料

庫，儲存著各式各樣的文件內容，Web2.0

更可以說是群體智慧的表現，其中，維基

(Wikis)即是結合Web2.0精神的一種資訊服

務 ， 亦 是 內 容 管 理 系 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具代表性的一

項應用，「它所強調的是一種開放式的知

識分享觀念、強化使用者互動，讓網路上

的使用者都可以對知識內容做自由的編輯

與修改的一個知識管理協作平台，這些知

識的正確性仰賴成員之間彼此的監督力量

來達成」(朱伯昇，2006)。雖然維基百科與

傳統網頁內容的產生方式，有著相當大的

變革，但一般使用者在查詢所需要的線上

文件內容時，亦可能因為接收到的訊息過

多且文章品質可能參差不齊，導致想取得

真正所需之內容更加困難。 

 推薦系統是一種可以減少使用者在過

濾大量搜尋結果負擔的一種資訊過濾

(Information filtering)機制，用來幫助使用

者在複雜的資訊空間中做出決定，基於對

使用者的認識以及偏好，針對其需求做出

分析，推薦其可能感興趣的項目，不但可

以減少使用者搜尋、過濾所需資料的時間

成 本 與 困 難 ， 還 能 降 低 資 訊 超 載

(Information overload)現象，本研究提出一

種混合模型，雖一樣以關鍵字檢索為出發，

但過程中結合了詞彙共現網路分析，將相

關程度較強之詞彙串聯起來，找出涵蓋這

些具有同一主題性質的線上文件後，再以

推薦系統常用的協同過濾方法，找出較符

合使用者偏好的文章，產生排序後的文件

推薦清單，以期幫助使用者花費較少的時

間就能在這一類的線上內容管理系統(Web 

CMS)或是文件管理系統中找到兼顧內容

與品質的文件。 

服務科學是一門跨領域的科學，整合

科學、工程、心理學、法律與管理等範疇，

並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將不同領域的專業

知識，整合到服務的創新與管理當中，以

建立高度專業之服務系統，以及發展出適

合使用者的服務類型，透過精緻與複雜的

合作關係設計，更可提高服務參與者的互

動。本研究以服務科學研究為目的，提出

個人化資訊推薦服務系統設計，做為網路

線上文件的創新服務應用。 

 

2. 相關文獻 

 

劉雯凱  董惟鳳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 

498745276@mail.fju.edu.tw  076144@mail.fju.edu.tw 



2.1 個人化資訊推薦服務 

 
「服務」意味著兩人面對面的互動，其

中一方提供服務，而另一方則接受它；現

今，「服務」的領域以及互動關係已經相

對變的複雜許多，而「服務系統」(Service 

Systems)則是可以在不同的設計背景下，結

合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實踐服務科學之跨

領域整合的系統化服務創新與自動化價值

共創，服務設計背景包含了人與人的服務

接觸、科技的增進、自助服務、多管道以

及多平台的服務(Maglio, et al., 2006; 

Spohrer, et al., 2007)。例如，當使用者登入

到 Amazon.com 或其他類似的網路書店時，

該網站將透過歷史購物清單以及使用過的

搜尋字串，把通用目錄將轉換成個人化目

錄並產生推薦清單，反映出使用者的偏好，

而一般傳統書店，卻只能藉由具有經驗的

員工針對顧客的購買偏好提出建議，Shafer

等學者(2001)曾經表示，「Amazon.com 或

其他類似的網路零售商提供了一個相當複

雜的推薦服務，該服務的背後需要蒐集與

分析數以百萬計的交易和查詢資料，才能

夠根據使用者的瀏覽行為動態調整目錄內

容與定價」。 

因為各種技術的引進，改變了傳統的服

務設計基礎，從人與人的服務接觸轉換到

以科技輔助的自助服務上，藉由資訊技術

的幫助，可自動蒐集使用者在網路上的行

為，不需要每次都要使用者主動提供個人

資料與相關偏好資訊；也因為技術的引進，

微妙的改變了服務中的人際與訊息互動關

係。 

WWW 在 1990 年代中期成為主流並

以相當驚人的速度成長，尤其是在服務系

統中，「使用者介面整合了全球網路服務

的資源，需要更多複雜的分析與測量技術

來克服服務的效率與品質問題」(Edmunds, 

et al., 2007; Wiggins, 2007)。「只需點擊一

次即可(just a click away)對於自助服務和

大多數網站都是重要的議題，因為它與服

務的可用性與品質有關，成功的線上服務

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使用者通過網站介面

的體驗」(Massey, et al., 2008)。 

 

2.2 維基(Wikis)文章品質的評估 

 
網頁搜尋是資訊檢索領域中一項典型

的研究問題，搜尋結果的覆蓋率通常被用

來評估一個搜尋引擎(Steve Lawrence and 

C. Lee Giles, 1998)，而像是網頁排名

(Lawrence Page, et al., 1999)和點擊率(Jon 

M. Kleinberg, 1999)等連結分析技術則是用

來衡量網頁受歡迎的程度，利用這些技術，

便可以將搜尋結果進行排序，增加搜尋的

效率。「網頁排名的得分可以利用點擊次

數來計算，無論是從其他網頁連結過來的

數目，或是從本身連結出去，具有較高的

網頁排名便可認定該網頁具有較高的品質」
(Brian Amento, et al., 2000; Xiaolan Zhu, et 

al., 2000)。 

網頁品質是一項主觀的衡量，並沒有絕

對的標準，除了網頁排名和點擊率外，相

關文獻中也探討了許多其他的指標來衡量

網頁的品質(Brian Amento, et al., 2000; 

Jiwoon Jeon, et al.,2006)，其中，(Xiaolan 

Zhu and Susan Gauch, 2000)使用了六項指

標，並且發現納入這些指標後，普遍改善

了搜尋的效果。但是，「這些品質的衡量

指標可能並不適合用於維基百科，因為維

基百科上的文章都依循著相同的設計介面

並且提供相同的取用性，另外，許多數據

來源還必頇從維基百科外部取得」(Jiwoon 

Jeon, et al.,2006)。 

維基百科豐富的資料內容也引起許多

研究者的興趣，包含利用文章編輯歷史的

資料格式來評估文章品質(Andrew Lih, 

2004)、Honglei Zeng 等學者(2006)運用動態

貝氏網路從修改的歷史紀錄中計算文章可

被信任的程度等；如何從大量的線上文件

中取得品質較高的文章亦是本研究的重點

工作之一，本研究亦將以維基百科文章為

分析對象，依照使用者偏好，建立相關品

質衡量指標。 

 

2.3 線上文件推薦系統 

 
「推薦系統是一種能夠有效透過個人



化的方式，在大量的資訊中，引導使用者

選擇出最有用或感興趣的資訊」(劉崇汎等，

2006)，推薦系統的基礎概念是從認知科學

(cognitive science)、逼近理論(approximation 

theory)、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預測理論(forecasting theories)、管理科學

(management science)等領域所延伸而來的，

1990 年代中期，學者們開始著重在倚賴評

分機制的推薦問題上，推薦系統便形成了

獨立的研究領域，「從學者 Goldberg 等人

在 1992 年提出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後，Resnick 與 Varian 在 1997 年

正式提出了推薦系統（Recommender 

Systems）」(楊亨利、黃仁智，2008)。 

根據 Resnick 等學者(1994)的分類，推薦

系統主要分成兩類：(1)內容式

(Content-based)過濾：以使用者本身過去所

購買的物品或喜好，推薦相似的產品。(2)

協同式(Collaboration)過濾：推薦的產品是

透過具有類似喜好或經驗的其他使用者的

喜好。爾後，有許多學者將上述兩種方式

混合使用，便逐漸形成第三種分類，(3)混

合式(Hybrid)過濾：結合內容式及協同式過

濾方法。 

 無論在學術界或業界，協同過濾式的

推薦系統相當多，「Grundy system」被認

定為是最早的協同過濾推薦系統，它使用

型態(stereotype)建立每個使用者的模型

(model)，推薦相關書籍給目標使用者參考，

後來的協同過濾推薦系統還有 Tapestry 

system、GroupLens、Video Recommender

及 Ringo 等，另外，Amazon.com 則與

Grundy system 同樣是運用協同過濾技術在

書籍的推薦上。 

由於內容式推薦及協同式推薦各有其

優缺點，為了讓推薦系統更有效率，過去

許多學者會將兩種方法搭配使用，如

Pazzani等(1999)及Melville等(2002)學者結

合了內容式過濾與協同式過濾方法形成混

合式的推薦方法，目的在提高推薦的正確

性並避免各種過濾方法的缺點。 

(Huang et al., 2000)採混合方法作為基

礎，應用在數位圖書館的領域上，為中文

書籍建立了圖形化的推薦系統。(Torres et 

al, 2004)亦混合了內容式過濾及協同式過

濾兩大方法，幫助數位圖書館建立起一套

推薦系統，其中，內容式過濾方法使用餘

弦相似度找出內容相近的論文，而協同式

過濾部分則採用最近鄰演算法，並依照文

章的引用關係作為排序的建議，這些學者

也發現這種混合方法比單一演算法來的更

有效率。 

 

3. 維基推薦服務設計 

 

本研究將提出一個新的服務架構，如圖 1

所示，採用文字探勘方法中的詞彙共現網

路分析加上推薦系統中常用的協同過濾方

法構成混合式的關鍵字檢索及線上文件推

薦服務，讓使用者更快速且正確的取得符

合自身偏好的資訊。 

 



 

圖 1 研究架構圖 

 

3.1 詞彙共現分析(Term Co-occurrence 

Analysis)模組 

 

3.3.1 詞彙擷取與權重計算 

 
文字探勘工具已漸趨成熟，本研究選

擇使用 SQL Server 軟體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tudio 所提供之

Term Search 及 Term Lookup 相關功能，建

立相關專案，除了可自動化進行斷詞工作

外，亦能方便的擷取出論文摘要之詞彙並

計算各詞彙出現在每篇文章中之次數。 

在評估詞彙的重要程度時，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是常用的一種計算方法，Term 

frequency(TF)表示詞彙出現在文件中的頻

率，詞彙的重要性隨著在某文件中出現的

次數成正比增加，但該詞彙如果重複出現

在多篇文件時，該詞彙可能就不具價值，

隨著在資料群中出現的頻率成反比下降，

所以利用TF和 IDF相乘的結果計算出詞彙

的重要性。(如公式所示) 

 

𝐖𝐢,𝐣 = 𝐓𝐅 ∗ 𝐈𝐃𝐅 =
𝐧𝐢,𝐣

 𝐧𝐤,𝐣𝐤
∗ 𝐥𝐨𝐠(

|𝐃|

|𝐝:𝐝 ∋ 𝐭𝐢|
) 

 
其中詞彙頻率（term frequency, TF）為給定

字詞在一文件中出現的次數，再經過正規

化的數值；而逆向文件頻率（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由總文件數目|D|

與包含該詞語之文件的數目做計算。 

 

3.3.2 詞彙相似度 

 
詞彙共現關係(Mutual Information) 可

表示兩詞彙間關聯程度，根據詞彙在文件

中出現頻率，以及詞彙發生相鄰的機率計

算而得。詞彙共現關係越高，表示兩詞彙

間的關聯性越強，詞彙共現關係也已廣泛

地被應用在各種機器翻譯以及資訊檢索相

關研究上。 

共現分析最早是應用在科學文獻的共

現關係上(White & McCain, 1989)，它可以

用來自動架構主題關聯性，目前在資訊擷

取(IR)以及文獻計量學(Bibliometrics)的領

域當中，已經成為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而在向量空間模式中，最常被使用來設計

相似度函數的工具為餘弦係數(Cosine 

coefficient)，係數值介於 0 到 1 之間，當餘

弦值越接近 1，代表著向量夾角越小，兩詞

彙之間有極高的相似度。反之，餘弦值越

低，代表著兩詞彙的相似度越低。餘弦係

數公式如下式所示： 

 



𝐂𝐨𝐬𝐢𝐧𝐞(𝐱,𝐲) =
 𝐱𝐢𝐲𝐢
𝐭
𝐢=𝟏

  𝒙𝒊
𝟐𝒕

𝒊=𝟏 +  𝐲𝒊
𝟐𝒕

𝒊=𝟏

 

 

其中 x、y 代表兩個不同詞彙，𝐱𝐢代表詞彙

x 在第 i 篇論文中所出現的次數，𝐲𝐢代表詞

彙 y 在第 i 篇論文中所出現的次數，而 t 表

示為文章總數。 

 

3.2 協同過濾分析(Collaborative 

Filtering Analysis)模組 

 
協同式推薦藉由紀錄使用者的偏好及

相關統計方法，將相同偏好的使用者區分

在同一群體，利用相同群體的評價來推測

同一群體中其他使用者的偏好，舉例來說，

Amazon.com 及 ebay.com 皆有使用這方面

的技術，可根據某顧客以往的購買行為以

及具有相似購買行為的顧客群，推薦該顧

客可能喜歡的商品，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

準確，但這方面的應用已經越來越廣泛。 

從使用者角度出發的協同過濾推薦具

有許多優點，包含：內容分析的自動化程

度高、可以共用其他使用者的經驗以提高

推薦的精確度、發現潛在的興趣偏好以及

新資訊的推薦能力等。雖然協同過濾作為

推薦的機制已經受到相當廣泛的應用，但

其仍有許多問題上待解決，問題包含：稀

疏性問題(sparsely problem)、冷啟動問題

(cold-start problem)及擴充性問題

(scalability problem)。 

以使用者為基礎（User-based）的協同

過濾必頇找到與使用者偏好相同的一群使

用者，計算兩使用者之間的相似度，目前

較多使用的相似度演算法有 P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Cosine Similarity、

Adjusted Cosine Similarity 等，本研究將採

用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進行分析，

相關係數值的範圍為-1~1，當值接近 1 時

表示兩個變數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係，接

近-1 時表示有很強的負向關係，接近 0 時

則表示沒有線性相關， 

 

𝐬𝐢𝐦𝐚,𝐮 =
  𝐫𝐚,𝐢 − 𝐫𝐚  ∗ (𝐫𝐮,𝐢 − 𝐫𝐮 )
𝐦
𝐢=𝟏

  (𝐫𝐚,𝐢 − 𝐫𝐚 )
𝟐 ∗𝐦

𝐢=𝟏  (𝐫𝐮,𝐢 − 𝐫𝐮 )
𝟐𝐦

𝐢=𝟏

 

其中𝐬𝐢𝐦𝐚,𝐮表示主要使用者(a, 本研究

中為進行搜尋動作的使用者)與其他使用

者(u)的相關係數，𝐫𝐚,𝐢表示主要使用者某篇

論文的評分，𝐫𝐚 是主要使用者對論文的平

均分數，m 則是論文的總數。 

有了最相近的使用者集合，就可以針對

主要使用者的偏好(評分)進行預測，產生推

薦清單，本研究則採用下列公式計算加權

平均後的結果作為主要使用者對論文的評

分預測。 

 

𝐏𝐚𝐢 = 𝐫𝐚 +
  𝐫𝐮,𝐢 − 𝐫𝐮  ∗
𝐤
𝐮=𝟏 𝐬𝐢𝐦𝐚,𝐮

 𝐬𝐢𝐦𝐚,𝐮
𝐤
𝐮=𝟏

 

 

其中𝐏𝐚𝐢表示為主要使用者對文章 i 的

預測評分，𝐬𝐢𝐦𝐚,𝐮表示主要使用者(a)與使

用者(u)之間的相關係數，k 表示選擇鄰近

使用者的數目，𝐫𝐮,𝐢表示使用者 u 對文章 i

的評分，𝐫𝐚 是主要使用者對文章的平均分

數。 

圖 3 簡易表示此小節綜合概念，當預測

主要使用者對第五篇論文的分數時，首先

會利用 Pearson 相似度公式找到相關性較

高具有相同偏好的鄰近使用者 User2 和

User3，而鄰近使用者數目可視資料量的多

寡作調整，接著透過預測評分之公式計算

出結果。 

 

圖 2 協同過濾概念示意圖 

 

為了運用協同過濾技術，必頇紀錄使用

者的相關輪廓，本研究將利用模擬方式進

行此部份的研究。 

 

3.3 結合詞彙共現及協同過濾之混合式

推薦模組(Hybrid Recommendation 

Module) 

 



當使用者搜尋某關鍵字時，便可透過詞

彙網路的基礎找到其他關聯程度較高之詞

彙。 

 

 

圖 3 詞彙共現網路示意圖 

 

由詞彙共現網路分析圖形中可以看出，

與詞彙A具有關聯性的詞彙分別為詞彙B、

C、D、E 其中又以詞彙 B 和詞彙 C 的相關

性較高(cosine coefficient 數值均為 0.083)，

因此，除了使用者的搜尋目標「詞彙 A」

外，本系統亦會推薦給使用者包含「詞彙B」

及「詞彙 C」的所有文章清單。 

除了找出包含關聯性較強的詞彙並列出

包含該關鍵字的文章清單外，其中，清單

的順序是以詞彙出現在文章中的頻率及前

一小節協同過濾方法所計算得來的分數作

加權平均後的結果為依據，與一般文件資

料庫使用論文名稱、作者、年份等排序基

礎不同，以期替使用者省下瀏覽大量的論

文的時間，更快得到真正感興趣或對使用

者本身有幫助的文件。 

 

表 1 產生推薦清單 

Term Document FQ. CF. MN. 

TERM A Doc.27 185 5 0.50 

TERM A Doc.18 118 3 0.19 

TERM A Doc.33 6 6 0.02 

TERM B Doc.96 49 8 0.80 

TERM B Doc.05 7 5 0.07 

TERM C Doc.57 4 5 0.50 

TERM C Doc.22 2 8 0.40 

 

其中，FQ.為該詞彙出現在某篇文章中之頻

率，CF.為某使用者的評分資訊，MN.為加

權平均後的數值，公式如下： 

 

𝐌𝐍𝐭,𝐝 =
𝐅𝐐𝐭,𝐝

𝐌𝐀𝐗 𝐅𝐐𝐭,𝐝 
+

𝐂𝐅𝐭,𝐝

𝐌𝐀𝐗 𝐂𝐅𝐭,𝐝 
 

 

其中 t 表示某關鍵字，d 為包含關鍵字 t

之文章。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服務系統架構流程如下圖： 

 

 



 

圖 4 維基推薦服務系統架構流程圖 

 

使用者欲查詢維基百科文章(本研究簡

稱文件)，輸入關鍵字進行搜尋時，本系統

會利用 AJAX 自動完成技術，提供依照

TF-IDF權重排序過的關鍵詞彙讓使用者選

擇，並透過 Cosine 相似度計算出其他與搜

尋詞彙共現程度較高之詞彙，接著找出包

含這些詞彙之文章，最後再依照協同過濾

計算的加權結果，將這些文章加以排序並

推薦給使用者做為參考。 

 

4.1 實驗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Wikipedia)是線上且免費的，

使用者可以輕易讀取它的內容，也可以貢

獻相關的知識進行編輯，維基百科儼然已

經成為世界上內容最豐富、協同作業的百

科全書，目前已擁有超過兩百種語言版本，

超過一千三百萬的使用者，英文版也有三

百五十萬篇以上的文章，透過網路社群的

力量，維基百科對文章內容有相當嚴格的

管控，可迅速對有問題的文章內容進行處

理。 

目前在英文版文章中，有三千多篇被評

選為精華文章，評選的準則包含：具有專

業水準、全面性的、有文獻或可靠資料支

撐的、無偏見的以及較不受事件發生或時

間影響的，故本研究選擇此資料來源進行

分析。 

維基百科提供多種方式下載其文章內

容，本研究選擇以該網站所提供之功能(如

圖 4-1)，將精華文章匯出成 XML 檔案。本

研究亦自行撰寫了相關程式將該網站提供

之 XML 檔案經適當解析後儲存到系統資

料庫中。 

 

4.2 詞彙共現分析 

 
SQL Server 軟體在詞彙擷取功能提供

了 TF-IDF 計算，透過詞彙擷取轉換編輯器，

便可以計算出每個關鍵詞彙的 TF-IDF 數

值，產生全部詞彙共 420103 個，下表擷取

了前 50 個權重較高之詞彙片語，分數介由

5938.386 到 2276.253 之間。藉由產生這樣

子的清單，便可瞭解所有文件中權重較高

的詞彙，可提供使用者作為查詢線上文件

資料庫的參考。 

 



表 2 權重前五十名之詞彙片語 

RANK TERM SCORE RANK TERM SCORE 

01 New York 5938.386439 26 fs player 2963.675314 

02 tropical storm 5847.974379 27  Winter Olympics 2860.484289 

03 United States 5465.817734 28  San Francisco 2830.072209 

04 New York Times 5089.560487 29  Associated Press 2804.150504 

05 video game 4787.730638 30  New Jersey 2742.828498 

06 United Kingdom 4579.835567 31  Star Trek 2736.280315 

07 NHL season 4554.907817 32  font color 2727.411083 

08 English football 4288.301689 33  span id 2718.057261 

09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4255.716502 

34  
prime minister 2694.613475 

10 vcite journal 4215.477527 35  South Park 2665.88104 

11 
World War II 3964.765519 

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27.45656 

12 
New South Wales 3945.489831 

37  Summer 

Olympics 
2564.327567 

13 ref name 3872.267412 38  Soviet Union 2487.330857 

14 New Zealand 3480.239908 39  El Greco 2480.226229 

15 
Virginia Tech 3388.48316 

40  Western 

Australia 
2471.411097 

16 Rolling Stone 3346.748792 41  North America 2459.621726 

17 Final Fantasy 3339.78048 42  Link FA 2437.337654 

18 dead link 3334.906405 43  Los Angeles 2428.862668 

19 
ref group 3231.435618 

4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07.363486 

20 ice hockey 3222.197981 45  South Australia 2396.803768 

21 Puerto Rico 3088.976164 46  BBC NEWS 2370.773713 

22 World War 3081.874657 47  BBC Sport 2332.916965 

23 Greater Manchester 3060.276226 48  Washington Post 2312.110498 

24 Kingdom Hearts 3053.772544 49  vcite web 2311.996555 

25 solar system 3051.731666 50  North Carolina 2276.253563 

 

透過上述步驟找出存在於每篇文章的

詞彙後，本研究接著使用 SQL Server 軟體

所提供之「詞彙查閱」功能，計算出每個

詞彙出現在每篇文章的次數，有了詞彙與

文章的對應關係後，便可計算出詞彙共現

Cosine 相似度數值，為了明確顯示詞彙共

現網路，圖 5 中選擇以表 1 權重最高之五

十個詞彙片語，透過 UCINET 軟體繪製出

網路圖形，並選擇顯示出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最高之二十五個節

點。 

 

 



 

圖 5 詞彙片語網路圖 

 

 

4.3 協同過濾之資料模擬結果 

 
研究過程中，模擬了十位使用者對每篇

文章進行評分的動作，分數以亂數方式產

且介於 1~10 分之間，並以 0 分表示使用者

尚未評分之項目，藉由使用者相似度之計

算，便可得到尚未評分項目之預測分數，

以 USER1 為例，計算所得最相近之使用者

為 USER10 和 USER2，皮爾森相關係數分

別為 0.003210915799316599 及

0.003210915799316507，經由協同過濾方法

計算後的預測評分如表 3 所示。 

 

表 3 模擬協同過濾計算結果(使用者 1) 

文章名稱 USER1  USER2  USER3  USER4  USER5  USER6  USER7  USER8  USER9  USER10  

0.999...  7 5 7 4 8 5 3 4 10 9 

2009 … 6 0 7 5 7 5 0 4 0 9 

Puerto … 8 10 0 3 0 3 5 9 5 4 

Axis naval … 6 7 6 8 0 3 9 0 3 0 

Battle of … 3 5 9 5 4 8 5 5 6 7 

Guy … 3 0 10 9 8 3 7 0 4 3 

Rachel … 3 9 8 0 6 7 4 9 0 10 

Golden … 9 10 7 6 3 0 10 3 7 8 

William … 9 9 6 5 5 8 8 0 6 3 

Ima Hogg  6 0 4 9 8 6 7 4 0 6 

….. … … … … … … … … … … 

 

4.4 服務介面與結果顯示 

 
圖 6 是使用者一(USER1)作查詢後的結

果，當使用者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詞彙

「Harry Potter」後，本系統會自動運算出

與「Harry Potter」詞彙共現程度較高的其

他詞彙，如「J.K.Rowling」等，列出包含

該詞彙的文章，並依照詞彙出現在文章中

的頻率以及協同過濾的評分兩者之加權平

均作為排序的依據。圖 7 則是模擬使用者

二(USER2)的查詢結果，雖然查詢的詞彙依

舊為「Harry Potter」，但因為個人的喜好

不同，使得協同過濾的結果影響了推薦文

章排列的順序。 

 



 

圖 6 使用者 1 的查詢結果 

 

 

 

圖 7 使用者 2 的查詢結果 

 

 

5. 結論 

 

目前 Web2.0 共享平台日益擴增，維基

(Wikis)、部落格(Blog)、與社交網站 face 

book 等，大量使用者的參與知識分享，帶

來了更龐大的網路分享文件，本研究探討

以分析維基文件之間的關聯性產生一種有

效率的查詢推薦方式，然而，「文件推薦

系統」是一種可以減少使用者在過濾大量

搜尋結果負擔的一種資訊過濾(Information 

filtering)方法，可減少使用者搜尋、過濾所

需資訊的時間成本，並降低資訊超載現象

(Information overload)。本研究也以使用者

的偏好與檢索需求，發展具有「詞彙共現



分析」與「協同推薦」機制的整合進行文

件推薦。針對使用者的偏好與需求，作更

進一步的推薦基礎。本研究採用詞彙共現

分析方法，讓使用者在檢索時描述不完整

或對相關知識有限等情形下，能自動延伸

至可能隱藏的相關主題詞彙，增加搜尋廣

度；並同時運用協同過濾方法，根據個人

偏好作出推薦預測，並依此排列搜尋結果

的順序，提升推薦效果。 

詞彙共現分析以及協同過濾方法在文

字探勘和推薦系統的領域中，都是經常被

使用到的技術，本研究將之結合並搭配熱

門的維基百科文章進行個人化的線上文件

推薦服務系統設計，大幅提升實務應用貢

獻。本研究除自行撰寫的程式外，搭配軟

體工具輔助，可快速建立完整的自動化分

析模組，且能應用於多種不同的資料來源，

如此便可提升分析效率並降低研究門檻。 

研究限制則是在以使用者為基礎的協

同過濾方法時，必頇蒐集使用者對文件之

偏好，但目前大多數線上文件管理系統，

包括本研究將分析的維基(Wikis)文章，都

尚未提供相關的評分機制，故本研究相關

文件評分資料將使用模擬方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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