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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運用文字探勘技術，建

立一個股價漲跌分類預測模型。從股市新

聞發佈的時間對應股價一小時內漲幅紀錄

情形，透過支持向量機分類模型找出有用

的樣式，預測股價漲跌趨勢。本研究藉由

中文新聞文件斷詞後，利用新聞詞彙特徵

選取法，萃取出關鍵詞彙再由關鍵詞彙組

合、標記，將非結構化新聞文件資料轉換

為結構化資料，再與股價做配對加入漲跌

標記，並透過支援向量機建立分類預測模

型。實證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分類預

測模型可以精準的預測股價漲跌趨勢。 

關鍵字：文字探勘、股市新聞、支持向量

機 

一、 緒論 

股市是眾多投資方法中最能獲取高額

報酬的方法，但同時它也是眾多投資方法

中最具風險的一種。一般在選擇股票投資

標的時，最常採用的分析方式主要有基本

面分析及技術面分析兩種。基本面分析主

要考量上市公司的營運及財務狀況，藉以

預測未來可能之盈虧，以作為選擇股票投

資的依據;而技術面分析則著重過去歷史股

價的變動，並從中找出股價趨勢間的特

徵，藉以預測未來股價可能的漲跌趨勢，

作為股票買賣的依據。然而，不論基本面

分析或技術面分析都忽略了與股票上市櫃

公司相關新聞消息對短期股價的衝擊。 

文字探勘，一般而言，指的是從半結

構化(semi-structured)或非結構化

(un-structured)格式儲存的文件當中，發掘

出文件中隱含的、有意義且重要的資訊，

透過分析文件、特徵擷取的過程，從中粹

取出隱性資訊，進而處理儲存成為可被再

用的知識。依據Dau Sullivan (2001)的定

義，文字探勘為「一種編輯、組織及分析

大量文件的過程，主要提供分析人員或決

策者等特定使用者對特定資訊(如摘要、關

鍵字)，發現資訊特徵及其間的關聯性」。

Gidófalvi(2001)曾提出window of influence 

的概念，指出新聞中所包含的資訊在一定

的時間間隔，會對股市造成相當程度的影

響。Mittermayer (2004)則按新聞發佈前後

三分鐘之股價變動量，將影響個股漲跌的

新聞分類成「Good News」、「No Movers」

和「Bad News」三種類別，透過新聞分類

模型進行股票買賣之建議與預測。然而

「Good News」和「Bad News」所包含的

關鍵字具有許多重複性，因此造成分類之



正確性較低。 

鍾任明(2007)於研究中建構中文新聞

與台灣股市之預測模型，透過啟發式詞性

組合配合門檻值設定來萃取新聞關鍵詞。

研究發現股價漲跌反應與詞性組合規則對

正確率有顯著影響。 

如何掌握消息面以便對股票買賣做出

正確的決策，對於短期投資者而言，是相

當重要的課題。本研究整合中文斷詞處理

與關鍵詞彙萃取策略，再配合文字探勘相

關技術的運用，透過支持向量機，預測個

股價格漲跌的趨勢。本研究所建立預測模

型，可以作為短期投資者的參考。  

二、 研究方法 

（一） 新聞文件前處理 

1. 移除 HTML 標籤： 

由於有些標籤是與資料分析

無關的內容，所以必須事先

加以移除。 

2. 中文斷詞: 

中文語系不如印歐語系，字

與字間可利用空白符號區

隔。因此，本研究利用中研

院斷詞系統CKIP將新聞文件

加以斷詞。 

3.詞性選取： 

中研院斷詞系統CKIP 也提

供詞性標記，一般來說，中

文句子中最重要詞性為動詞

與名詞Tsai[8]。 

（二） 新聞詞彙特徵選取法 

由於中文詞集是一個開放集合，並不

存在任何一個詞典或方法，可以盡數羅列

所有的中文詞彙。因此關鍵詞彙的自動抽

取成為分詞的先期準備步驟。一般而言，

文件中高頻詞彙與文件主題有較高的關聯

性，可以取之為特徵詞彙來代表整份文

件。本研究利用中研院提供之中文詞頻統

計，分類統計出該詞性在新聞文章出現的

次數。再利用新聞詞彙權重的概念選取新

聞文件中具鑑別度之關鍵詞。 

（三） 新聞詞彙權重 

語詞出現於各類別文件中的頻率

(Term Frequency, TF)越高，代表該詞在文

件中越重要。但若該詞在一篇文件中出現

頻率很高，且在其他所有文件中出現頻率

也很高，則代表此詞彙太普通不具有代表

性，所以詞彙TF值高，不ㄧ定代表該詞較

重要。故為了改善這樣的缺點，加入考量

反向文件頻率(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所以在某一特定文件內的高詞語頻

率，以及該詞語在整個文件集合中的低文

件頻率，可以產生出高權重的TFIDF。另

外，基於每份文件的詞彙量並不相同，例

如：長篇新聞中詞彙可能多達近200 個，

但短篇新聞中詞彙可能不到50 個，當一重

要詞彙出現在長篇新聞中，其權重相對較

出現在短篇新聞中高，因此，本研究將詞

彙TFIDF加以標準化。 

（四） 詞性組合 

由於中文斷詞後的候選詞太多，且單



一的字詞較無意義，透過啟發式的詞類序

列，透過合併詞彙的方式降低候選詞的維

度，並形成有意義的各類片語。 

（五） 建立片語-文件矩陣 

當某片語出現時，則標示為1，反之則

為0，透過二元標記的方式表達該文件之特

徵片語。如圖1所示。 

片語1 片語2…片語n 

文件1 

： 

文件m 

1 

： 

1 

0  …  1 

：     ： 

1…    0 

  

圖 1 詞彙-文件矩陣 

（六） 標記股價漲跌類別 

新聞文件透過前述處理步驟轉換為結

構化資料，再與設定的反應時間內之歷史

股價做配對加入漲跌標記，上漲標記為1，

下跌標記為0，探討不同新聞文件中各類片

語對股價漲跌的影響。 

（七） 建立支援向量機分類模型 

支援向量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擁有強大的推廣能力並使用統計學

習理論為其理論基礎，是目前被廣泛應用

在分類問題的一個方法，主要是希望將資

料分佈在空間中，可能是二維、三維、甚

至多維座標中，然後利用一個多項式或是

三角函數組成的方程式將資料分割成兩

邊，也就是它能夠原有的訓練資料所在的

空間透過核心運算子(kernel operator)

轉換成另一個更高維的空間 F。它的目標

是自 F 中找出一個 最佳的分割超平

面，這個超平面能夠達到將兩類點分的最

開，利用找出來的核心函式(kernel 

function)將資料的座標輸入，即可知道資

料是不是屬於這個類別，以此將資料分類。 

本研究模型中整合了新聞文件與股價

的量值資訊，利用所建立的詞彙-文件矩陣

代表的新聞文件所內含的資訊，接著依據

每篇新聞的發布時間，將對應的量值資訊

作配對後，作為支援向量機的輸入資料。

在新聞發佈的特定時間內股價的上漲與下

跌作為輸出變數。 

三、 資料來源 

本研究預測模型將整合中文新聞與股

價分時資料建立個股股價漲跌趨勢預測模

型。中文新聞資料來自 Money DJ 理財網的

個股相關新聞，股價分時資料包含了每一

分鐘股價的變化，取自於兆豐證券。實驗

資料收集的時間為2007年1月1日至2009

年 12 月 31 日。另外，為了探討新聞文件

對股價所產生的短期效應，取樣上需配合

下列的限制： 

1、新聞的發布時間限定於台股交易時間

內。 
2、新聞文件中必須包含所選定實驗個股之

股票代號或是公司名稱。 

3、新聞文件中不能出現兩個或超過兩個的

股票代號或是公司名稱。 

 



四、 實證分析 

本實驗標的為台灣股票上市公司的鴻

海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

2317），主要探究個股新聞發佈後一小時

內對個股股價之影響，所以本實驗設定股

價對新聞的反應時間為十五分鐘、三十分

鐘、四十五分鐘與六十分鐘。實驗資料中，

2007年1月1日至2008年12月31日共有138

筆資料為訓練資料集，2009年1月1日至

2009年12月31日共有55筆資料為驗證資料

集。探討個股新聞發佈後一小時內個股股

價的漲跌情形，實驗結果如下： 
 

表1 反應時間十五分鐘之實證結果 

預測 

實際 
上漲 下跌 正確率 

上漲 26 0 100 % 

下跌 0 29 100 % 

 
 
 
表2 反應時間三十分鐘之實證結果 

   
預測 

實際 

上漲 下跌 正確率 

上漲 25 0 100 % 

下跌 0 30 100 % 

 

 
表3 反應時間四十五分鐘之實證結果 

預測 

實際 
上漲 下跌 正確率 

上漲 15 0 100 % 

下跌 0 40 100 % 

 

 

表 4 反應時間六十分鐘之實證結果 

預測

實際 
上漲 下跌 正確率

上漲 13 0 100 % 

下跌 0 42 100 % 

 
由實驗結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建構的預

測模型預測股價漲跌情形與實際股價漲跌

情形正確率可到達100 %。 
 
五、 結論 

本研究提出一個股市新聞的文字探勘

模型來預測一小時內股價漲跌情形，藉由

中文新聞文件斷詞後，利用新聞詞彙特徵

選取法，萃取出關鍵詞彙再由關鍵詞彙組

合、標記，將非結構化新聞文件資料轉換

為結構化資料，再與股價做配對加入漲跌

標記，並透過支援向量機建立分類預測模

型。由實例的驗證，驗證本方法是快速且

有效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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