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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結合資訊檢索與影像辨識技術的行動商品評鑑平台 
 

研究生：高湘婷      指導教授：羅濟群 老師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摘要 

近年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長，消費者的購買行為在近幾年發生了顯

著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消費者的衝動購買(Impulse Buying)急速上升。由

於網際網路的普及與便利性，國人利用網路搜尋商品評價或評論的需求越來越

多，未來對於商品比價資訊與推薦的應用也將隨著行動網路的擴展而更為重要。

本研究有鑑於商品評鑑與行動服務的需要，提出一套有效的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 (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包含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eal-time Merchandis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RMIS)、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以及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 (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以提供即時之商品評鑑服務相關商品資訊的推薦。其中，即時

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利用區塊相鄰圖(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和自我組

織映射圖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學習各個商品影像特徵，並有效進行

分類，影像辨識正確率可達 81.25%。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結合多文件自動

摘要技術(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MDS)和化妝品評論詞彙本體論

(Merchandise Comment Term Ontology, MCTO)，取得商品評論摘要，並經領域專

家評論摘要語句比對後，正確率可達 78%，以幫助使用者於短時間判斷及取得重

要購買決策參考資訊。 

 

 

 

關鍵字：商品辨識、推薦系統、資訊檢索、自動摘要、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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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Hsiang-Ting Kao     Advisor: Dr. Chi-Chu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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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has obviously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with 

developments in social economics. This change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decreased 

ratio of planned purchases but not in the increase of planned (or spontaneous) 

purchases. This act of spontaneous or otherwise unplanned purchasing is called 

“impulse buying”. However, buy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costs more money always 

comes with negative responses, such as complaints and regret. Therefore, we propose 

and have designed a new 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the 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 This is a three-tier system composed of 

Real-time Merchandis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RMIS), 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 and 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 With this 

system, Mobile Users (MUs) take pictures of merchandise and send them to MMEP, 

RMIS integrates 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 and Self-Organizing Maps (SOM)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the merchandise through those photographs. MES and MRS 

provide Intelligence Agents (IAs) and Multiple-Document Summarization (MDS) to 

summarize recommendations on merchandise for MUs, all in real time. 

 

 

 

Keyword: Information Retrieval, Region Adjacency Graph, Self-Organizing Maps, 

Multiple-Document Summarization, Mobil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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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長，消費者的購買行為在近幾年發生了顯

著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消費者的計劃購買比率不斷減少，而非計劃(感

性)購買行為比率急速上升，這種感性因素驅使下的購買行為即稱為”衝動購買

(Impulse Buying)” [2, 18, 21]。 

由於工作緊張，業餘時間較少，導致消費者在購物過程可能極為倉促，再加

上外在環境，如人員推薦、商品促銷等，更讓消費者在衝動的情境下產生購物行

為。有研究指出，70%的消費者購物決策是未經過計劃的，且衝動購買型的消費

者都有著極快速的購物決策過程[17]；然而，在這個的情境下購買，卻也往往造

成花較高的金額購買商品，且據統計指出很多在購買後都有負面回應，如抱怨、

後悔等[16]。由於網際網路的普及與便利性，國人利用網路搜尋商品評價或評論

的需求越來越多，未來對於商品比價資訊與推薦的應用也將隨著行動網路的擴展

而更為重要。 

衝動購買(Impulse Buying)的特色為： 

(1) 極快速的購物決策過程。 

(2) 資訊不足。 

(3) 造成花較高的金額購買商品。 

(4) 購買後才發現商品不符合預期之效果。 

有鑑於上述相關服務所衍生之需求，一套商品評價或評論服務系統設計原則

與功能包括： 

(1) 商品辨識之即時性和正確性。 

(2) 取得商品資訊之方便性。 

(3) 需提供消費者經驗之商品評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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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提供商品價格比較和推薦。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影像辨識系統(Im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IS)、自我組織映射圖網

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智慧型代理人(Intelligent Agent, IA)、以及多文

件自動摘要技術(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MDS)結合在資訊系統上，提

供即時之商品評鑑服務。因此提出一套提三層次(3-tier)架構之行動式商品評鑑平

台(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包括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

(Real-time Merchandis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RMIS)、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

(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以及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 

 

1.3 章節規劃 

本研究分成五個章節，在第二章中介紹服務搜尋與推薦的研究，說明影像辨

識系統、智慧型代理人、多文件自動摘要、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等背景知識；

第三章說明系統方法設計原理，包括推論方法與流程設計分析等。第四章進行方

法效能評估，並分析說明系統架構與功能設計，再以「Case Study 案例」展示系

統實作。最後一章則說明本研究結論與未來研究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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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所設計之提供即時之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 (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是針對商品評鑑服務搜尋與整合之應用系統，一套基

於行動式服務導向之商品評鑑系統設計原則與功能包括：(1) 需即時辨識該商

品、(2) 取得即時之相關商品資訊、(3) 可快速瀏覽用過該商品之消費者評價與

評論，以及(4) 提供比價資訊與推薦。針對此研究背景知識與相關研究進行說明

如下。 

 

2.1 影像辨識系統(Im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IS) 

 隨著網際網路不斷地進步，網路資料傳輸不再僅僅侷限於文字部分，多媒體

影像的應用更為重要，為有效快速提供在衝動購買情境下之購物決策，行動式商

品評鑑平台(MMEP)結合影像辨識搜尋功能進行物品辨別，讓使用者僅需按下拍

照鈕即可進行商品評鑑。 

在許多的應用系統上影像辨識都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在實際的應用上現在已

經有許多辨識系統和演算法。在影像辨識這個領域，傳統上有多方法，包含有動

態規劃法(Dynamic Programming, DP)、彈性比對(Elastic Matching, EM)、最小距

離分類(Minimum Distance Classifier, MDC)，符號串比對(String Matching, SM)、

相關比對(Matching by Correlation, MC)、變形樣板(Deformable Templates, DT)

等。最近的一些研究則包括了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隱藏式馬可夫

模型(Hidden Markov Mode, HMM)。現今的符號辨識技術也有了顯著的成長，同

時在影像辨識還有影像修復的技術和辨識演算法也都有許多改善。有研究使用主

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去實做以外貌為基礎的臉部表現和辨識

[12, 20]。也有學者使用支持向量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去提高貝式

(Bayesian)辨識的正確度 [9]。因此，本篇論文使用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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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Organizing Map, SOM)去改善動態影像辨識還有提高研究中辨識的速度。除

此之外，也實做了一個結合資訊檢索技術之商品評鑑平台讓使用者實際使用。 

  

2.2 智慧型代理人(Intelligent Agent, IA) 

 智慧型代理人(Intelligent Agent, IA)是一個可以表現出人類部分認知和心靈

狀態的軟體或硬體，以達成理性行為為目的，例如依照使用者的特性可自動搜尋

網頁中符合使用者喜好或需求的資料，或者用於電子商務中可自同進行協商並為

交易帶來合理的買賣與利益。在“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MMEP)”中之應用層面列

舉如下。 

 

(1) 電子商務 

針對使用者的偏好與需求進行自動判斷與決策支援，以簡化使用者進行繁瑣

之工作。 

 

(2) 資訊蒐集擷取 

當前網際網路資料過於繁雜，使用者想找尋某一特定資訊既費時又耗力，所

幸推理引擎技術的成熟讓資料的搜集與擷取較為方便與直覺化。但是無效率的搜

尋只會讓資料重複地排列顯示，並無法精確地滿足使用者需求，透過代理人機制

可藉由儲存索引值或記錄使用者興趣及歷史瀏覽資料，更加準確為使用者搜尋出

最適之資料。 

 

(3) 資訊過濾 

利用智慧型代理人可事先定義過濾法則，進行資料之事先過濾，以降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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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並得出較有用之資訊，以提供旅遊。 

 

2.3 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MDS) 

近年來，由於電腦科技的迅速發展及網際網路的推波助瀾，使得部落格如雨

後春荀般地大幅增加，使用者可以輕易經由智慧型代理人於部落格中取得大量評

論資料，但在這種現象下，困難的反而是如何過濾掉不需要及重複的資訊，使得

使用者可以快速找到真正所需的資訊。為解決前述困難，”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

(MMEP)”利用多文件自動摘要系統的精簡性及去重複性，減少使用者閱讀時間，

幫助使用者於短時間判斷及取得重要資訊。 

本研究主要採用 MEAD 進行多文件自動摘要之實做，其環境建構在 Linux

作業系統，並以 Perl 程式語言進行開發[1]，運作流程主要如圖１所示包含如下。 

 

 
圖 1、MEAD 處理流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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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料預先處理 

將智慧型代理人擷取到之部落格內容(HTML)進行斷詞切字和分句處理，以

利後續進行字句權重運算。 

 

(2) 特徵選取 

設計不同之 Feature 進行字詞子句之權重計算，主要採用向心性(Centrality)、

語句長度(Sentence Length)、以及段落位置(Position)三個Feature[1, 13, 14, 24, 25]。 

 

(3) 分類器 

主要是透過權重(weight)用來計算每句句子的分數[8]。 

 

(4) 重新排序 

由於由 Classifier 僅是依句子相似度進行分數的計算與排序，故取得的句子

之間有可能存在相似度太高的問題，特別是在多文件自動摘要的情況，故 MEAD

有設計 Reranker 機制，其主要的作用在於重新計算句子與句子之間的相似度，

並設定門檻值以進行過濾，取出重要且彼此之間相似度不會太高的句子，取得後

再依設定的壓縮率進行 extract [3]。 

 

(5) 產出摘要 

依 Reranker 排序後之句子順序於原始文件中取出詞句，並重新組合產出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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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valuation 

主要是用來衡量系統的 text summarization system 績效，包括產出結果的效

果，以及使用者的滿意程度[11]。 

 

2.4 行動式服務商品評鑑平台 (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Service Platform, MMESP) 

商品評鑑服務先期研究在 [27]，提出行動式服務商品評鑑平台 (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Service Platform, MMESP)，如圖 2 所示，包含即時商品辨

識、商品評論建議、以及商品比價推薦等服務，以提供使用者可以利用各種行動

設備進行存取遠端的商品評鑑服務，分述如下。 

 

 
圖 2、行動式服務商品評鑑平台(先期研究)系統架構圖 

 

(1) 即時商品辨識 

即時商品辨識服務主要提供多媒體處理與影像辨識相關服務，包含即時多媒

體傳輸技術和即時影像辨識技術等功能設計。使用者可即時透過手機照相機，將

物品拍照並經由即時多媒體傳輸技術透過行動通訊網路(3G 或 IEEE 802.11)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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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至伺服器。即時影像辨識技術接收到圖片影像後，即時結合區塊相鄰圖

(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和自我組織類神經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進行影像處理與分類，進行商品辨識。 

 

(2) 商品評論建議 

商品評論建議服務包括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與 MEAD 模組等功能設計。

當即時商品辨識服務完成辨識後，將傳輸商品資訊至商品評論建議服務，再經由

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向 Google Blog Search 進行相關部落格文章之搜尋，於各

個部落格中找尋相關商品評論資訊，並將其 Crawl 和 Parse 下來存為 Blog 

Corpus。最後，透過 MEAD 模組將相關部落格文章中之商品評論擷取出來，並

直接運用向心性、段落位置、語句長度作為特徵，以字頻分析方式為主進行自動

摘要，提供給使用者購買決策參考。 

 

(3) 商品比價推薦 

商品比價推薦服務所提供之功能包括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與比價推薦

機制等功能設計。當即時商品辨識服務完成辨識後，將傳輸商品資訊至商品比價

推薦服務，再經由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向比價網及相關網路進行商品價格相

關資訊進行搜尋，於各個電子商務網站中找尋相關商品價格資訊，並將其 Crawl

和 Parse 下來存為商品價格 Corpus。最後，透過比價推薦機制將相關商品價格

Corpus 中之價格資訊擷取出來，並進行比對和商品推薦，以有效讓使用者了解

該商品相關價位區間，選擇最便宜的價格進行購買。 

 

然而，即時商品辨識服務中的即時影像辨識技術主要採用區塊相鄰圖(RAG)

和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OM)等技術，雖然可達到良好的辨識正確率，但卻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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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相鄰圖(RAG)演算法進行最佳化。另外，在商品評論建議的部分採用 MEAD

模組進行多文件自動摘要之實做，如此雖然可以透過字頻分析取得摘要語句，但

卻未支援語意和評論語句之分析。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區塊相鄰圖(RAG)演

算法和評論摘要語句進行改良和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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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方法與設計 

有鑑於之前行動式服務商品評鑑平台(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Service 

Platform, MMESP)[27]在商品評鑑服務於即時影像辨識和商品評論技術的不足，

本研究將針對區塊相鄰圖(RAG)演算法和評論摘要語句進行改良和最佳化，提出

一個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架構

圖如圖 3 所示，，包含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eal-time Merchandis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RMIS)、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以及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 (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其中，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結合商品即時影像辨識系統(圖 3 中的

(a)元件)，針對區塊相鄰圖(RAG)演算法進行最佳化；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

結合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圖 3 中的(b)元件)，加入語意分析以改良 MEAD 演算

法，相關系統方法設計原理分述如下。 

 

 
圖 3、系統架構圖 

 

3.1 即時影像辨識系統(Im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IS) 

即時影像辨識系統(Im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IS)結合區塊相鄰圖(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和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等技

術，進行即時多媒體影像處理和商品辨識，其主要流程有：(i) 轉換成 RGB(紅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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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矩陣、(ii) 模糊處理、(iii) 色彩降階、(iv) Histogram、(v) 區塊及相鄰關係、

(vi) 區塊合併、(vii) 區塊相鄰圖(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viii) 自我組織

映射圖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以及(ix) 相似度判斷等步驟，如圖 4

所示。 

 

 
圖 4、影像辨識流程圖 

 

先將商品影像進行 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運算，取得各個商品影像

特徵，再放到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OM)進行訓練，讓類神經網路學習各個商品

特徵。當取得即時影像時，可將影像進行即時比對與分類，並辨識並取得該影像

之商品資訊，以進行後續之評論與推薦。 

本研究以 Java 語言為基礎，結合影像處理的方法，利用 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的技術來使影像辨識搜尋時不會受到旋轉、放大或是縮小、以及部

份子圖的影響，而可以檢索出所需相似的影像。其主要處理流程分述如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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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轉換成 RGB(紅綠藍)矩陣 

將輸入之即時影像轉換成 RGB 向量矩陣表示，以進行後續運算。以下我們

將以倩碧的水磁場保濕乳液這個化妝品照片(如圖 5 所示)為例進行後續處理。 

 

 
圖 5、輸入圖片 

3.1.2 模糊處理 

本研究主要觀察圖形中每一個像素(pixel)周圍相鄰像素之 RGB 值，利用

Gradient Magnitude Image (GMI)的觀念進行模糊處理。實驗中以 3x3 大小的像素

區域(如圖 6 所示)為例，再取得該區域最小的 RGB 值作為中間像素之 RGB 值，

再讓圖形中每個像素皆經由此程序進行模糊處理。 

 

 
圖 6、GMI 示意圖(3x3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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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顯示倩碧的水磁場保濕乳液照片經由模糊處理後的結果。 

 

 
圖 7、模糊處理 

3.1.3 色彩降階 

將模糊化後的圖片對 RGB 三原色分別進行降階，例如：分別從 256 階除以

64 後降為 4 階，使得原本 2563=16,777,216 種降為 43=64 種顏色數。產品圖片經

過色彩降階處理後如圖 8 所示。 

 

 
圖 8、色彩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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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長條圖(Histogram making) 

再把降階後 64 種顏色累計出現的 pixel 數以長條圖的方式紀錄下來，以檢查

實際圖形的處理是否有出現問題或是誤差。 

 

3.1.5 區塊及相鄰關係 

把圖形中相同顏色而且相鄰的點標示成同一個區塊。 

 

3.1.6 區塊合併 

為了不讓太多碎裂的小區塊影響程式執行的速度，把圖形中一定比例以下的

碎裂區塊與其周圍較大的區塊作合併的動作，如圖 9 所示。 

 
圖 9、區塊合併 

 

3.1.7 區塊相鄰圖(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 

經過以上步驟的處理之後，取出其中面積比例最大的前 k 個區塊，把這 k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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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的顏色、面積比例、形狀、以及相鄰區塊數目存成一個二維陣列，並且把這

k 個區塊彼此的相鄰關係存成區塊相鄰圖(RAG)。 

 

表 1、RAG 實驗結果之區塊數和平均 RGB 值 

Target Value 

Segments 1419 

Average Red 2.196912 

Average Green 2.025552 

Average Blue 2.045424 

 

表 2、RAG 實驗結果之前 5 大區塊的形狀和 RGB 值 

Segment No. area measureof The
Perimeter

=Shape  R G B

1 7.528407 3 3 3

2 7.785796 0 0 0

3 16.14663 3 3 3

4 7.850506 3 3 3

5 7.528407 3 3 3

 

3.1.8 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 

將每個商品所產出之不同的 RAG 特徵放入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OM)進行

訓練，透過 SOM 演算法之運算可學習各個商品特徵，並可有效進行分類。 

 

3.1.9 相似度判斷 

當新的影像進來時，可與 SOM 運算後之分類進行相似度判斷，本專題以餘

弦定理進行相似度計算，再將找出相似的商品，以提供後續評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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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 文 件 自 動 摘 要 技 術 (Automatic 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AMDS) 

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結合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即時將各個部落格中

相關商品之評論進行自動摘要，有效減少資訊量，萃取出重點評論摘要，讓使用

者能快速瀏覽過去購買該商品之消費者看法與經驗。 

 

3.2.1 預先定義(Predefine) 

在預先處理的部分，我們建立一個化妝品評論詞彙本體論(Merchandise 

Comment Term Ontology, MCTO)，其中包含了化妝品評論詞彙集合(Merchandise 

Comment Term Set, MCTS)和相關評論詞彙集合(Relevant Comment Term Set, 

RCTS)。在詞彙建立的部分，本篇論文使用了自然語言處理(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和知識表現(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KR)技術進行文件自動摘

要[20, 22, 26]，圖 10 是化妝品評論詞彙本體論(MTCO)的建立過程。 

  

 
圖 10、MCTO 建置流程圖 

 

I. 化妝品評論詞彙集合(Merchandise Comment Term Set, MCTS) 

首先，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Blog Content Retrieval Agent, BCRA)會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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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Blog Search Engine 上搜尋有關化妝品的部落格文章(圖 10 的步驟 1)，擷

取到的部落格文章將會由數個專家進行閱讀並找出其中關於化妝品評論的摘要

句子，這些句子將會成為實驗的訓練資料(training data)並用來建立化妝品評論詞

彙集合(MCTS)。 

部落格擷取取代理人(BCRA)在分析詞性的部分使用了 Stanford Log-linear 

Part-Of-Speech (POS) Tagger library [19]，利用此套件可以找出摘要句子裡面的名

詞和形容詞等以進行後續處理(圖 10 的步驟 2)。本研究採用名詞和形容詞來建立

化妝品評論詞彙集合(圖 10 的步驟 3)。 

II. 相關評論詞彙集合(Relevant Comment Term Set, RCTS) 

在相關評論詞彙集合(RCTS)的建立上，根據已經建立好的化妝品評論詞彙

集合(MCTS)裡面的詞彙去做分類，名詞的部分使用了 Wordnet library [10]分別去

找出名詞的上行詞和上行詞，同時也找出形容詞的的同義字和反義字(圖 10 的步

驟 4)。最後，再將原本在化妝品評論詞彙集合(MCTS)裡的名詞和形容詞之詞彙

集擴充成為最終的相關評論詞彙集合(圖 10 的步驟 5)。 

 

3.2.2 預先處理(Preprocess) 

將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處理後之 HTML 進行擷取，並依序定義各個文章

(Document)編號和語句(Sentence)編號，以利後續進行各語句權重計算和摘要產

生。 

 

3.2.3 特徵選定(Feature Selected) 

在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 (MES)主要採用向心性 (Centrality)、語句長度

(Sentence Length)、以及相對位置(Position)三個Feature進行字詞子句之權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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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向心性(Centrality) 

本研究首先先建立相關評論詞彙集合(RCTS)，再設計一詞彙權重演算法以

訓練資料中專家擷取出來的摘要句子，計算相關評論詞彙集合(RCTS)中每個詞

彙的字詞頻率(Term Frequency, TF)作為該詞彙之權重。當計算評論文件中的某個

語句 Si時，語句中每個詞彙可依詞彙權重演算法之詞彙權重進行計算，如方程式

(1)所示。其中 ni為語句 Si之詞彙數，wi,j為語句 Si中第 j 個詞彙，TF(‧)為詞彙

權重演算法以取得該詞彙之權重。 

( )
RCTSw

SScoreMAX

wTF
SScore ji

Centrality

n

j
ji

iCentrality

i

∈∀=
∑
=

,
1

,

))((
)(                   (1) 

 

II. 語句長度(Sentence Length) 

可以選定句子的長度要大於 m 個字詞，才將語句列入選擇考量，對於評論文

件中的某個語句 Si而言，語句長度特徵值計算方式如方程式(2)所示。 

⎩
⎨
⎧

≤
>

=
mn
mn

SScore
i

i
iLength ,

,
0
1

)(                                          (2) 

 

III. 相對位置(Position) 

考量文章中品牌名稱或產品名稱(Production Name, PN)出現後的句子所在位

置來評估給予權重。在實作上，先計算訓練資料中出現產品名稱(PN)後的句子所

在位置為專家擷取出來的摘要句子之機率，再以此機率計算相對位置特徵值。對

於評論文件中的某個語句 Si而言，相對位置特徵值計算方式如下列方程式所示。

其中 TSa為訓練資料中的第 a 個語句，CS 為專家擷取出來的摘要句子集合。 



 

 19

( )
⎩
⎨
⎧ ≥∈

= −+

otherwise 0,

 and in   if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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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PNTSPNCSTSP
SScore jajia

iPosition          (3) 

 

3.2.4 分類器(Classifier) 

就每個特徵來討論，每個特徵的重要程度有所不同，而 Classifier 主要在於

做加權總和，計算出各個語句的權重。假設向心性(Centrality)的權重是 w1，語句

位置(Position)的權重是 w2，表示如方式程(4)所示。 

)()]()([)( 21 iLengthiPositioniCentralityiOverall SScoreSScorewSScorewSScore ××+×=  

                                       (4) 

3.2.5 重新排序器(Reranker) 

主要在於重新計算語句與語句之間的相似度，並設定門檻值以進行過濾，取

出重要且彼此之間相似度不會太高的語句，取得後再依設定的壓縮率進行

extract。 

 

3.2.6 產生摘要(Summery) 

將 Reranker 所 extract 出之語句順序，依 Preprocess 處理之文章(Document)

編號和語句(Sentence)編號和原始評論文件進行對應(Mapping)，取得多評論自動

摘要內容，並把最後結果產出，提供給使用者快速瀏覽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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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與模擬結果分析 

本章將針對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進行系統設計與實作，並驗證系統方法。 

 

4.1 系統實作 

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MMEP)主要採用智慧型代理人機制、影像辨識技術、

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多文件自動摘要、以及推薦決策支援服務等技術，並於無

線通訊網路環境之手持式設備(如 3G 手機)上展現，透過軟、硬體設備之支援，

讓行動式使用者能充分掌握手持式設備取得商品評鑑服務。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

(MMEP)實作環境採用 Intel (R) Pentium (R) Dual CPU 1.6GHz中央處理器、2.0 GB

記憶體與 Microsoft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之電腦主機進行相關實作，開發程式語

言為 Java，資料庫管理系統(DBMS)則採用 MySQL Server。而使用者連結至網際

網路進行商品評鑑服務之存取主要由 JSP (Java Server Pages)開發完成，經由超文

本傳輸協定(Hypertext Transmission Protocol, HTTP)標準進行傳輸。 

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MMEP)包含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商品評論建

議子系統(MES)、以及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RS)，如圖 3 所示，提供使用者存

取商品評鑑服務，以下將針對各個子系統進行實作與說明。 

 

4.1.1 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 (Real-time Merchandis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RMIS) 

 位於網際網路前端之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主要提供多媒體處理與影

像辨識相關服務，包含即時多媒體傳輸技術和即時影像辨識技術等功能設計。 

當使用者有購買衝動時，可即時透過手機照相機，將物品拍照並經由 J2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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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P 2.0)技術透過行動通訊網路(3G 或 IEEE 802.11b)即時傳輸至伺服器。即時

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接收到圖片影像後，即時結合區塊相鄰圖(RAG)和自我組

織映射圖網路(SOM)進行影像處理與分類，進行商品辨識，流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處理流程圖 

 

(1) 即時多媒體傳輸技術(Real-time Multimedia Transmission, RMT) 

設計可傳輸之多媒體資料庫包含文字(Text)和圖片(Picture)。使用者利用 3G

手機或 PDA 上的照相機將欲購買之商品即時拍攝下來，商品影像資訊即時傳回

給後端之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以利進行後續影像辨識處理，並提供使用

者即時性與便利性之快速商品評鑑服務。 

 

(2) 即時影像辨識系統(Im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IS) 

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結合區塊相鄰圖(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

和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等技術，進行即時多媒體影

像處理。將商品影像進行 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運算，取得各個商品影

像特徵，再放到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OM)進行訓練，讓類神經網路學習各個商

品特徵。當取得即時影像時，可將影像進行即時比對與分類，並辨識並取得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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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之商品資訊，以進行後續之評論與推薦。 

 

4.1.2 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 (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 

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所提供之功能

包括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與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等功能設計。 

當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辨識完成後，將傳輸商品資訊至商品評論建議

子系統(MES)，再經由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向 Google Blog Search 進行 Blog 相

關資訊進行搜尋，於各個部落格中找尋相關商品評論資訊，並將其 Crawl 和 Parse

下來存為 Blog Corpus。最後，透過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將相關 Blog Corpus 中之

商品評論擷取出來，並製成摘要型式，提供給使用者購買決策參考，流程如圖

12 所示[26]。 

 

 
圖 12、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處理流程圖[26] 

 

(1) 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Blog Content Retrieval Agent, BCRA) 

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主要提供有模糊搜尋機制、HTML Crawler、以及

HTML Parser 等，各功能說明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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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模糊搜尋機制 

提供模糊運算與判斷，建立搜尋相關之關鍵詞字庫，以關鍵詞字庫內容主動

向 Google Blog Search 進行搜尋。 

II. HTML Crawler 

將 Google Blog Search 搜尋後之結果，如回傳之各個部落格內容進行 Crawl，

追蹤相關連結之網頁並將 HTML 內容暫存。 

 

III. HTML Parser 

將 HTML Crawler 取得之 HTML 進行 HTML tag 解讀，取得主要資訊，並有

效去除相關特殊字元(如單引號和雙引號)和避免 SQL Injection 等攻擊問題，建立

Blog Corpus 以利後續之多文件自動摘要之推論。 

(2) 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Automatic 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AMDS) 

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結合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即時將各個部落格中

相關商品之評論進行自動摘要，有效減少資訊量，萃取出重點評論摘要，讓使用

者能快速瀏覽過去購買該商品之消費者看法與經驗。 

 

4.1.3 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 

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所提供

之功能包括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與比價推薦機制等功能設計。 

當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辨識完成後，將傳輸商品資訊至商品比價推薦

子系統(MRS)，再經由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向比價網及相關網路進行商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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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關資訊進行搜尋，於各個電子商務網站中找尋相關商品價格資訊，並將其

Crawl 和 Parse 下來存為商品價格 Corpus。最後，透過比價推薦機制將相關商品

價格 Corpus 中之價格資訊擷取出來，並進行比對和商品推薦，以有效讓使用者

了解該商品相關價位區間，避免荷包大失血，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RS)處理流

程如圖 13 所示。 

 

  
圖 13、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RS)處理流程圖 

 

(1) 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Merchandi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Agent, 

MIRA) 

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主要提供有模糊搜尋機制、HTML Crawler、以及

HTML Parser 等，各功能說明分述如下[26]。 

I. 模糊搜尋機制 

提供模糊運算與判斷，建立搜尋相關之關鍵詞字庫，以關鍵詞字庫內容主動

向比價網和相關網站進行搜尋。 

 

II. HTML Crawler 

將比價網和相關網站搜尋後之結果，如回傳之各個電子商務網站內容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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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l，追蹤相關連結之網頁並將 HTML 內容暫存。 

 

III. HTML Parser 

將 HTML Crawler 取得之 HTML 進行 HTML tag 解讀，取得主要資訊，並有

效去除相關特殊字元(如單引號和雙引號)和避免 SQL Injection 等攻擊問題，建立

商品價格 Corpus 以利後續之比價推薦機制之推論。 

 

(2) 比價推薦機制(Price Comparing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 PCRM) 

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MRS)提供比價推薦機制，透過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

人取得相關商品於各個電子商務網站中之價格進行比較，提供 Price-Oriented 

Recommendation 的方式，讓使用者快速了解相關價格區間，取得最低價位之同

等商品相關資訊，以決定是否購買該商品。 

 

4.2 系統效能評估 

本節將針對影像辨識時間、影像辨識正確率、商品評論摘要正確率分別進行

評估與分析，以驗證方法的可行性和準確度。 

 

4.2.1 影像辨識時間分析 

影像辨識時間的長度與圖片的解析度高度相關，當圖片解析度越高時，將需

要花費更長久的處理時間。因此，本研究主要選擇數個較常見的圖片解析度格式

(如：240x320、480x320、640x480、800x480、800x600、1024x768、以及 1280x960)

進行實驗。在實驗中令每個圖片解析度格式各實驗 100 次，再取平均值觀察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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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解析度格式所需之影像辨識時間長度。實驗結果顯示，在“240x320”、

“480x320”、“640x480”、“800x480”、“800x600”、“1024x768”、以及“1280x960”

的格式中，影像辨識時間長度分別為 0.38 秒、0.85 秒、1.55 秒、1.55 秒、1.82

秒、3.27 秒、以及 5.46 秒，如圖 14 所示。 

 

 
圖 14、在不同圖片解析度之商品辨識時間分析 

 

4.2.2 影像辨識正確率分析 

本研究收集每項商品 240 張(24 個商品，每個商品各 10 張)商品照片來進行

模式訓練，資源來源為各個商品網站或拍賣網站所提供之公開資料、以及自己所

拍攝之照片。在此章節中將採用 k-fold cross-validation 方法來進行系統效能評

估，將每筆資料分別進行交叉訓練和測試評估，其中資料筆數共 240 筆(k = 240)。

首先，取出一筆資料為測試資料，其他 239 筆資料進行模式訓練；當訓練結束後，

再將測試資料輸入進行評估，並判斷正確率。依上述方式將每筆資料進行測試，

累計重覆執行 240 回。 

實驗採用 Gradient Magnitude Image (GMI)、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

k-Nearest Neighbor (kNN)、或 Self-Organizing Maps (SOM)等方法進行商品種類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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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實驗數據如表 3 和圖 15 所示。其中由於採用 RAG 演算法時，將與面積比例

最大的前 k 個區塊高度相關，因此在本研究中將 k 值設為 5~9，分別以 kNN 演算

法和 SOM 演算法分別進行正確率分析。實驗結果顯示若採用 kNN 演算法，正確

率分別為 22.08%、36.67%、43.33%、47.92%、以及 48.33%；但當改採用 SOM

則可改善為 76.25%、78.33%、80.83%、81.25%、以及 81.25%。因此，本研究在

RAG 演算法的部分將取出面積比例最大的前 k 個區塊的影像特徵，再利用 SOM

演算法結合 GMI 和 RAG 進行 MMEP 實作，並在 4.2 節中以 Case Study 的方式

進行實例展示。 

 

表 3、在不同最大區塊數量下之商品辨識正確率分析 

the number of the largest segments (k) GMI+RAG+kNN GMI+RAG+SOM

5 22.08% 76.25% 

6 36.67% 78.33% 

7 43.33% 80.83% 

8 47.92% 81.25% 

9 48.33% 81.25% 

 

 
圖 15、在不同最大區塊數量下之商品辨識正確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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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商品評論摘要正確率分析 

本實驗將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BCRA)於 Google blog search engine 中找到

的文章中隨機挑選 12 篇，並將文章分配 4 位專家以取得這些文章正確的摘要句

子。在此章節中將採用 k-fold cross-validation 方法來進行系統效能評估，將每筆

資料分別進行交叉訓練和測試評估，其中資料筆數共 12 筆(k = 12)。首先，取出

一筆資料為測試資料，其他 11 筆資料將以 3.2.2 節所提到之方法進行模式訓練；

當訓練結束後，再將測試資料輸入進行評估，並判斷正確率。依上述方式將每筆

資料進行測試，累計重覆執行 12 回。表 4 顯示這 12 次實驗後的結果，依多文件

自動摘要(AMDS)演算法取得之摘要句子與專家擷取之正確摘要句子進行比對，

評估平均正確率為 78%。由此可證實多文件自動摘要(AMDS)演算法將可取得文

章中重要的評論摘要句子，透過此摘要句可讓使用者有效且快速了解該商品。 

 

表 4、文件自動摘要正確率 

 
專家擷取之

摘要語句數 

MEAD 擷取之正

確摘要語句數 

MEAD 

正確率 

AMDS 擷取之正

確摘要語句數 

AMDS 

正確率 

Expert 1 15 6 40% 11 73% 

Expert 2 9 3 33% 6 67% 

Expert 3 5 3 60% 5 100% 

Expert 4 16 7 44% 13 81% 

Total 45 19 42% 35 78% 

 

本研究以化妝品「倩碧水磁場保濕乳液」為例進行商品評論摘要，採用 MEAD

和 AMDS 分別進行實作，結果如圖 16-a 和圖 16-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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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a、商品評論摘要內容(MEAD) 圖 16-b、商品評論摘要內容(MMEP) 

 

4.3 案例展示 

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MMEP)主要先由使用者進行商品拍照並上傳至伺服

器，再進行即時商品辨識、商品評論摘要、商品比價等服務，如圖 17 所示。 

 

待評鑑商品

拍照和傳輸照片

即時商品辨識系統

即時傳輸服務

商品辨識技術

即時商品辨識
商品評論建議系統

部落格文章代理人

多文件自動摘要

商品比價推薦系統

商品資訊代理人

比價推薦機制

商品比價推薦

商品評論摘要

 
圖 17、系統操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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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當使用者走在路上看到有購買衝動的商品時，可以拿起手機隨手拍

下。 

Step 2: 將照片上傳至評鑑系統，連結到『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點選『瀏

覽』選擇圖片，如圖 18-a、18-b、18-c 所示。 

Step 3: 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 接收到圖片影像後，將自動進行商品辨

識，會即時結合區塊相鄰圖(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和自我組織映射圖網

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進行影像處理與分類，而進行商品辨識尋找符合

的商品，並列出此商品相關資訊供使用者參考，如圖 19 所示。 

 

 
圖 18-a、即時商品辨識(手機版) 

 

 

圖 18-b、即時商品辨識(Facebook 版) 圖 18-c、即時商品辨識(Google Gadget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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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傳

展示

待評鑑商品

 
圖 19、即時商品辨識 

 

Step 4: 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自動到 Blog Corpus 中擷取相關評論和商

品使用心得資訊。 

Step 5: 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將各評論資訊進行內容摘要萃取，並呈現於手

機上，如圖 20 所示。 

 

取得摘要

展示

部落格資料

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

部落格內容擷取代理人

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

標題

商品評論
部落格文章

標題

商品評論
部落格文章

標題

商品評論
部落格文章

標題

商品評論
部落格文章

 
圖 20、商品評論建議 

 

Step 6: 當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辨識完成後，將傳輸商品資訊至商品

比價推薦子系統(MRS)，再經由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向比價網及相關網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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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商品價格相關資訊進行搜尋，於各個電子商務網站中找尋相關商品價格資訊，

並將其 Crawl 和 Parse 下來存為商品價格 Corpus。 

Step 7: 比價推薦機制列出比價資訊，在不同的比價網同樣的商品並不一定

擁有一樣的價格，透過比價推薦機制將相關商品價格 Corpus 中之價格資訊擷取

出來，並進行比對和商品推薦，以有效讓使用者了解該商品相關價位區間，避免

荷包大失血，如圖 21、圖 22 所示。 

 

取得最便宜價格

展示

商品價格資料

商品比價推薦子系統

商品價格資訊擷取代理人

比價推薦機制

標題

電子商務網站
商品價格資料

標題

電子商務網站
商品價格資料

標題

電子商務網站
商品價格資料

標題

電子商務網站
商品價格資料

 
圖 21、商品比價推薦 

 

 
圖 22、商品推薦系統 

最便宜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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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由於”衝動型購買行為消費者”之購物決策過程十分短暫與快速，往往都在當

下情境的渲染就馬上做下決定。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區塊相鄰圖 (Region 

Adjacency Graph, RAG)、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elf-Organizing Maps, SOM)、智

慧型代理人(Intelligent Agent, IA)、以及多文件自動摘要技術(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MDS)結合在資訊系統上，提供即時之商品評鑑服務。當使用者在

購物衝動時，可以利用各種行動設備進行存取遠端的商品評鑑服務，其中包括

3G 手機和個人數位助理器(PDA)，經由無線行動通訊網路(如：GPRS/UMTS/LTE

或 IEEE 802.11)，透過應用程式或網頁瀏覽器等存取資訊系統中相關服務。 

因此，提出一套提三層次 (3-tier)架構之行動式商品評鑑平台 (Mobile 

Merchandise Evaluation Platform, MMEP)，包括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eal-time 

Merchandis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RMIS)、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rchandise 

Evaluation Subsystem, MES) 、 以 及 商 品 比 價 推 薦 子 系 統 (Merchandise 

Recommendation Subsystem, MRS)。其中，即時商品辨識子系統(RMIS)利用區塊

相鄰圖(RAG)和自我組織映射圖網路(SOM)學習各個商品影像特徵，並有效進行

分類，影像辨識正確率可達 81.25%。商品評論建議子系統(MES)結合多文件自動

摘要技術(Multiple Document Summarization, MDS)和化妝品評論詞彙本體論

(Merchandise Comment Term Ontology, MCTO)，取得商品評論摘要，並經領域專

家評論摘要語句比對後，正確率可達 78%。讓使用者可以直接用手機拍攝商品，

並傳輸至後端伺服器進行即時運算處理，立即將商品辨識資訊、消費者評論、以

及相關商品價格比較回報，幫助使用者於短時間判斷及取得重要購買決策參考資

訊。 

未來的研究方向包括了擴充商品項目還有提高系統的準確率。在商品項目的

擴充上，包括了在同樣化妝品這個產品項目下增加更多的圖片資料，提高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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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識的正確率。同時也將應用擴展到其他的商品項目，例如說 3C 產品的資料等。

系統的準確率和效率則是透過使用其他資訊檢索技術以及考慮更多的有可能影

響的因子加入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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