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路拍賣平台使用語意網技術 
 

許乙清 張詠智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學生  

hsuic@nfu.edu.tw gord992001@gmail.com 
 
 

摘要 
 
隨著無所不在網路(Ubiquitous Web)技術的普

及應用，消費者可隨時隨地透過網際網路上購物網

站選購自己想要的商品，但現存的購物網站使用關

鍵字來對商品作分類，缺乏具有智慧能力來過濾出

消費者可能有興趣的所有商品，這將導致購物網站

流失潛在的商務交易。在本論文中將整合語意網技

術於現存的購物網站，以解決上述的問題，用知識

本體技術來建立商品的分類，並搭配使用者的喜愛

設定，以提昇購物網站具智慧的語意推論能力。此

外，本論文也建置一以語意為基礎的網拍平台

(Semantic Internet Auction Platform, 簡稱 SIAP)，來

實作與驗證如何將語意網技術整合至電子商務網

站。 
關鍵詞：語意網、知識本體、Jena、RDF、OWL 

1. 研究背景 

近年來網際網路技術不斷進步，改變了人們傳

統的消費模式，隨著上網人數的增加與無線網路普

及，電子商務網站的消費金額也逐年遞增，面對如

此龐大的新興電子商務，已經有越來越多軟體公司

投入當中，但是參考目前國內市面上有名的電子商

務網站，如 Yahoo!奇摩拍賣、露天拍賣、PChome
等等，都只是將物品分類單獨顯示，將很多單一項

目商品再往下分出數個子分類，這樣只有子父類別

的垂直分類，而沒有將與其他分類之間的關聯顯示

出來。所以現存的這些電子商務網站是使用關鍵字

來對商品作分類，缺乏具有智慧能力來過濾出消費

者可能有興趣的所有商品，這將導致購物網站流失

潛在的商務交易。 
在本論文中將整合語意網技術於現存的購物

網站，以解決上述的問題，用知識本體技術來建立

商品的分類，並搭配使用者的喜愛設定，以提昇購

物網站具智慧的語意推論能力。為了驗證如何將語

意網技術整合至電子商務網站，本論文建置一以語

意為基礎的網拍平台 (Semantic Internet Auction 
Platform, 簡稱 SIAP)，當網拍者登入本 SIAP 平台

時，系統自動依據網拍者喜好分類的設定，起動語

意推論並列出所有網拍者可能有興趣的商品，網拍

者也可以隨時更換自己喜愛的商品類別，這可節省

處理非喜愛商品的時間。 
第二節將介紹相關語意網技術與研究。第三節

使用 OWL 語言發展知識本體。第四節將說明 SIAP
平台的架構與開發環境。第五節展示 SIAP 平台的

實際操作。第六節是討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2. 相關技術與研究 

語意網(Semantic Web) [1-3]是網際網路發明人

柏納斯李（Tim Berners-Lee）於 1998 年提出的概

念，語意網是架構在現今網際網路之上來擴充其功

能，能使得網際網路上的資訊能有更好的語意，這

些豐富的語意可以描述網際網路上的任何資源，且

這種語意不僅人類看得懂，軟體程式也能解讀，進

而作出具智慧能力的判斷。語意網是下一世代網際

網路發展的主流趨勢，目前很多人所討論的 Web 
3.0 [4]，就需採用語意網技術來達到智慧型網際網

路的功能，而知識本體技術是語意網中主要使用的

技術，本論文所開發的網拍平台也是採用知識本體

技術來對網拍商品作分類與語意的關連描述。 

語意網技術已有成功被應用在不同領域的資

訊系統，用來提昇傳統 Web 為基礎資訊系統的智慧

能力，像說在傳統的推薦系統(Recommender System) 
[5]、跨平台的轉碼系統[6]、數位學習系統[7]、Web 
2.0 資訊平台[8, 9]等等。另外在 [10-12] 研究中，

是採用知識本體所提供分類的功能來達到語意表

達的能力。在[10]中是採用 RDF 標準來提昇 XML
在知識表達的能力，雖然 RDF 的語意功能尚不及

RDF Schema 或 OWL 來的完善，但至少已經有改

善 XML 的限制。而在[11]中則是採用 OWL 標準來

制定知識本體的標準，其方式是透過專家對特定的

應用領域制定知識本體，然後將該網際網路上的資

訊歸類成某一類別(Class)，使得資訊能繼承該類別

的知識，包括兩種知識的表示，第一種是父類別與

子類別的繼承功能，第二種是關連語意用來表示不

同類別間的關連描述。 

3. 知識本體發展 

本論文建置一以語意為基礎的網拍平台



(Semantic Internet Auction Platform, 簡稱 SIAP)，使

用知識本體技術來建立商品的分類，並搭配使用者

的喜愛設定，以提昇購物網站具智慧的語意推論能

力。在本節中將介紹本論文採用 OWL[13]所制定的

兩個知識本體，個人喜好知識本體(profile ontology)
與 商 品 分 類 知 識 本 體 (commodity taxonomy 
ontology)。個人喜好知識本體用來描述記錄網拍者

在註冊時所設定的相關資料，包括帳號、地址、

email、電話，而個人喜好部份的設定會參考到商品

分類知識本體，設定對那些種類的商品有興趣，在

圖 1 中顯示出個人喜好知識本體的架構，圖 2 中是

該知識本體的部份 OWL 標示語言碼。 

 
圖 1. 個人喜好設定知識本體 

 

圖 2. 使用者喜好知識本體部份 OWL 標示語言碼 

在商品分類知識本體內主要制定各商品的分

類與關連性，除了父子類別的繼承關係外，還包含

知識本體中重要的語意功能，如 Symmetric、
InverseOf、Transitive 等等的語意關連，在圖 3 中顯

示出商品分類知識本體的架構，圖 4 中是該知識本

體的部份 OWL 標示語言碼。 

 

 

圖 3. 商品分類知識本體 



 

圖 4. 商品分類知識本體部份 OWL 標示語言碼 

 

4. 系統流程及架構 

本節介紹 SIAP 平台的架構與系統開發環境。 

 

4.1 系統開發環境 

本研究主要以 Windows XP 系統為開發環境，

並使用 J2SE(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開發

平台，利用 NetBeans IDE 6.8 編輯程式內容，整體

程式開發以 JSP(Java Server Pages)、Java 為主。此

外，商品資訊的描述檔與使用者 Profile 的 RDF 檔

案輸出，是利用 JSP 輸出檔案的方式，從資料庫選

取資料後產生。最後再透過後端的 Java 程式內匯入

Jena 推論引擎  [14]，將商品資訊的描述檔案與

OWL 知識本體做推論，再利用 Jena 剖析使用者

Profile 過濾推論結果後至後端資料庫抓取資料呈

現，而本研究開發工具及技術如表 1 所示： 

表 1. 開發與應用環境 

 

圖 5.系統架構與流程 

項目 開發與應用環境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伺服器 Apache tomcat 6.0 

開發程式 
JSP、Html、Netbeans、

RDF、OWL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1.6 

資料庫 MySQL6.0 

語意推論引擎 Jena 



4.2 平台架構 

SIAP 平台架構主要分為三個大區塊，包含用戶

端、網路服務端以及資料後端，如圖 5 所示，並根

據不同區塊所包含內容於下段說明。 
 
用戶端 
    用戶端主要包含所有系統使用者，及使用者操

作介面。使用者只需透過網路連線至本系統，而尚

未註冊過之使用者則先行註冊，以利系統根據使用

者喜愛商品分類，選取在喜愛分類之中以及有關係

的商品顯示給使用者購買，若已註冊完畢者，可登

入系統，使用上傳商品等功能及觀看相關商品資

料。 
 
網路服務端 
    網路服務端主要包含所有 JSP 動態網頁及網

路服務器，本系統主要是以 JSP 動態網頁做為網頁

程式開發，由於 JSP 技術是以 Java 程式語言做為腳

本語言，因此包含 Java 技術具有的所有好處，包含

強大的儲存管理及安全性等。此外使用 JSP 技術還

有多項優點，分別為可以使用 HTML 與 XML 做為

頁面格式的設計、可利用 JDBC 技術與後端資料庫

做連結、內嵌 DOM 技術做 XML 文件的剖析、透

過 JavaBean 與後端程式做分析連結等，皆為本系統

網路服務端主要使用的技術。 
 
資料後端 
    資料後端主要包含資料庫、推論引擎以及各種

推論所需文件。而資料後端主要是處理資料儲存及

推論的動作。資料儲存方面，每當有使用者註冊或

上傳商品時，系統會將網路服務端所傳送的資料做

儲存。在推論後端中，系統將商品各分類及之間的

關係，並根據 OWL 中包含的多種特性，將具有此

些特性之關係列出，主要為 Symmetric、InverseOf
與 Transitive，以 OWL 格式輸出。此時具備的所有

推論檔案，包含使用者個人設定的 Profile 與商品關

係 Fact 這兩個 RDF 檔案與知識本體的 OWL 檔案，

首先將 Fact 與 OWL 檔案進行推論，找出所有推論

結果，其中包含許多不需要的推論結果，再行撰寫

程式剖析 Profile 檔案進行過濾，最後利用 JavaBean
將各個推論結果回傳至 JSP 頁面整理後置資料庫尋

找相關資料顯示給使用者觀看。 
 
 
 

平台操作流程步驟如下: 

1. 網拍者輸入資料(註冊、上傳商品)。 
2. JSP 程式將資料儲存於資料庫。 
3. JSP 程式選取將資料庫中的推論資料。 
4. 資料庫回傳推論資料。 
5. JSP 程式輸出商品資料(Fact)與使用者個人

設定(Profile) 。 
6. 知識庫產生知識本體(OWL) 。 
7. 將商品資料(Fact)、網拍者個人設定

(Profile)、知識本體(OWL)置入 Jena 推論引

擎。 
8. JSP 程式利用 JavaBean 啟動 Jena 推論引擎

進行推論。 
9. JSP程式利用 JavaBean獲得 Jena推論結果。 
10. JSP 程式將推論結果編碼成 HTML 標示語

言並回傳顯示給網拍者。 

本 SIAP 平台中的網拍者都必須先填寫註冊資

料表，而此資料表中除了使用者的帳號密碼等基本

資料外，也提供了本系統中所有商品的分類以供勾

選，當使用確定註冊後，這些資料除了儲存在資料

庫中，也會包裝成 RDF Profile 檔案，以利系統在推

論時可以得知使用者所喜愛的分類商品，過濾出喜

愛分類的商品關係。此部分在推論系統中是最重要

的區塊，利用 OWL 中 Symmetric、InverseOf、
Transitive…等特性，建立出每個分類之間的關係描

述，只要將紀錄商品間關係的 RDF Fact 檔案與此

OWL 知識本體一同置入推論引擎中，推論引擎就

可以經由知識本體中所包含的特性，進而將原本看

不出來的關係推論出來，此法對於知識的呈現有很

大的幫助。 

5. 系統展示 

SIAP 平台是一網頁介面的 Web 應用系統，底

下分別展示平台中網拍者註冊、動態顯示網拍商品

與上傳網拍商品操作。 
 

網拍者註冊 
網拍者在註冊時填寫網拍者的帳號、密碼，

E-Mail、聯絡電話與地址，還需勾選喜好商品之分

類，如圖 6 所示。 
 



 
圖 6. 網拍者註冊介面 

這些資料除了儲存在資料庫中外，還會以

RDF 檔資料格式輸出，請參考圖 7 所示，作為語意

推論時過濾的參考。該 RDF 檔是使用者喜好知識本

體的事實資料(Fact)，在 SIPA 平台中每位網拍者都

有一個 RDF 檔。 

 
圖 7. 使用者個人設定 Profile 檔案 

 
動態顯示網拍商品 

網拍者成功登入 SIAP 平台後，所顯示的首頁

中除了有功能選單外，SIAP 平台會自動依據網拍者

喜好分類的設定，將知識本體與商品上傳所產生之

Fact 檔案置入 Jean 推論引擎進行語意推論，經由剖

析網拍者的喜愛分類資料，在圖 8 中顯示部份剖析

喜愛分類檔的程式。 

圖 8.剖析個人設定 Profile 並過濾推論結果部分程

式碼 

在圖 9 中則顯示在伺服器端執行資料過濾的動

作，最後透過 JavaBean 獲得推論結果，並由 JSP 程

式將結果編碼成 HTML 標示語言顯示在網頁上，請

參考圖 10。 



 
圖 9.部分過濾的資料 

上傳網拍商品 
網拍者可隨時隨地登入 SIAP 平台來上傳商

品，上傳商品需設定商品名稱、商品價錢及類別，

參考如圖 11。  

 

 

 

 

 

圖 10.顯示推論結果部分 

 

圖 11.商品上傳



在確定資料內容及送出後，這些資料除了儲存

於資料庫中外，還會輸出成 RDF 格式的 Fact 檔案，

參考如圖 12，在推論時與知識本體 OWL 一起進行

輸出資料的推理。  

 

圖 12.商品關係 Fact 部分檔案 

六、結論 

在本論文使用知識本體技術來建立商品的分

類，並搭配使用者的喜愛設定，以提昇購物網站具

智慧的語意推論能力，並建置一以語意為基礎的網

拍平台(Semantic Internet Auction Platform, 簡稱

SIAP)，當網拍者登入本 SIAP 平台時，系統自動依

據網拍者喜好分類的設定，起動語意推論並列出所

有網拍者可能有興趣的商品，網拍者也可以隨時更

換自己喜愛的商品類別，這可節省處理非喜愛商品

的時間。本論文所發展的商品分類與個人喜好知識

本體是採用 OWL 語言來建立，包括網拍者的喜好

設定與商品的描述資訊都是使用這兩個知識本體

架構來建置成 RDF 檔案。目前 SIAP 平台中商品分

類知識本體只侷限在資訊領域的商品分類，未來可

繼續發展其它領域的商品分類，以增加本平台的實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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