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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促進人工智慧研究發展、推展人工智慧分析的專業訓練、提升

前瞻之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並與世界頂尖研究接軌，進而替東吳大學

與國內相關科技應用、產業發展注入新的動能與競爭力，於 106 學年

度第 2 次校務會議(民國 107 年 5 月 30 日)通過設立「東吳大學人工

智慧應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正式成為校級研究中心。 

AI(人工智慧)應用研究日新月異，為了讓 AI 能更普及到本校各

單位，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邀請各子計畫主持人共襄盛舉，舉辦東

吳大學 AI 應用研究研討會(民國 109 年 12 月 17 日)，呈現 108 學年

度成果；並邀請了中研院社會所吳齊殷副所長前來分享「AI 時代下，

人文社會學科的因應與改變」，還有人工智慧法律國際研究基金會秘

書長朱宸佐律師前來分享「AI 時代下，法律學科的因應與改變」。 

本手冊收錄九個子計畫的研究成果，內容涵蓋智慧法律、智慧金

融、智慧製造、智慧醫療、自然語言等面向，期待藉由 AI 研討會的

舉辦，讓 AI 應用研究能在本校繼續生根、茁壯。 

                                                 趙維良教授 

                                   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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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入場及簽到 

09:00-09:10 opening 趙維良副校長 

09:10-09:40 
AI 時代下，人文社會學科的因應與改變

吳齊殷副所長 

(中研院社會所) 

09:40-10:10 AI 時代下，法律學科的因應與改變 

朱宸佐律師 

(人工智慧法律國際研

究基金會秘書長) 

10:10-10:30 Q&A 

10:30-10:40 Tea break 

10:40-11:00 1. A-01 智慧化法律檢索 余啟民副教授 

11:00-11:20 2. A-02 人工智慧的應用與法律的應對 王煦棋教授 

11:20-11:40 3. B-01 東吳智慧金融平台與區塊鏈應用

場景之初步規劃 
沈大白教授 

11:40-12:00 4. E-01 利用自然語言處理及文字探勘技

術分析美國 NCBI 的 PubMed 生醫文

獻摘要資料庫建立細菌及古菌功能菌

群並運用於宏基因體數據分析 

楊鉅文教授 

12:00-13:00 用餐交流 

13:00-13:20 5. D-02 透過遷移學習建置社群憂鬱文章

偵測模型 
吳政隆助理教授 

13:20-13:40 6. D-03 利用 LARP at SCU 語料庫的自

然語言處理 
陳相州副教授 

13:40-14:00 7. D-01 用智慧協助尊嚴老化–言談中的

認知退化軌跡之探究與預測 
汪曼穎教授 

14:00-14:20 8. E-02 機器學習在化學中的應用 呂世伊教授 

14:20-14:40 9. C-01 落實「外包決策鏈」之最佳化策

略分析 
吳吉政教授 

14:40-15:00 綜合座談 

賦歸 

 























A-01 智慧化法律檢索 

余啟民 

Abstract 
 

108學年度 

• 支援校內學生區塊鏈社團(2019.06.10 成立)相關活動 

• 目前擔任指導老師，引介相關業界講師與學生交流，並安排參訪

活動。 

• 與財團法人人工智慧法律國際研究基金會於年底共同主辦研討會 

• 本計畫團隊多名兼任師資參與報告及與談 

• 配合法學院人工智能法制研究中心相關研究及活動 

• 持續就資策會科法所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條例進行法規調適研究 

• 參與王煦棋老師專案計畫，就「人工智慧倫理發展」進行報告 

• 提出計劃書爭取「監理科技(RegTech)」相關產學合作專案 

• 金管會(集保、存保) 

• 金控參與實驗(pilo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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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人工智慧的應用與法律的應對 

王煦棋 

Abstract 



2020/12/11

1

東吳大學
「人工智慧的應用與法律的應對」

報告人：王煦棋

法學院AI法制研究中心

PART 01

學生本位 兼顧專業與通識

樹立東吳在AI領域影響與口碑

回歸學術 腳踏實地 創造高品質

如切如磋 如琢如磨

人工智慧視野下之金融與財

金法制研討會

人工智慧X生技醫藥：應用情

境及法規新視野

法律科技在台灣和美國的發展和現況

金融科技發展現況—純網銀、電支電

票專法合一帶來的生態演進

AI時代的訊息產製與投放

.

.

.

大型
研討會 專題講座 大型研討會 2 場次

專題講座 23 場次

參與專家

PART 02 韓昆舉
營運長

熊誦梅
副總經理

孫欣
律師

梁鴻烈
律師

前智慧財產權法
院法官

安侯法律事
務所執行顧
問、私募基
金產業協同
主持人

普華商務法律
事務所合夥律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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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步青
律師

章曉科
博士

陳希佳
博士

王自雄
主任

北京德和衡律師
律師事務所

北京煒衡（上海）
律師事務所高級

合夥人

品誠梅森律
師事務所合

夥人

資策會科技法
律研究所主任

楊岳平
助理教授

臧正運
教授

林盟翔
副教授

朱宸佐
秘書長

金融科技與金融監
理法治

台灣大學法律學院
助理教授

資料賦權時代下
的金融與法律

政大金融科技監理
創新實驗室執行長

從設計思考連結
金融科技與監理

創新

銘傳大學財金法
律系副教授

財團法人人工
智慧法律研究
基金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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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東吳智慧金融平台與區塊鏈應用場景之初步規劃 

沈大白 

Abstract 

｢區塊鏈｣的最早應用是在虛擬貨幣(比特幣)，雖然在各國有不少的爭議，

但在國際上｢社區貨幣｣有上萬種之多，對於國際上地區之經濟發展有不少貢

獻，近年來在日本，法國，瑞士等均有成功結合｢社區貨幣｣與｢區塊鏈｣之成

功模式。本子計畫除探討此一最新之智慧金融趨勢外，並積極據以分析東吳

參與台灣在這方面之機會與方式。 

108 學年度本子計畫參與另一新興社區貨幣: ｢嘉義幣｣相關研究，工作

有二: (1)將影像辨識技術藉由空拍機，具體應用在梅山鄉茶園空拍影像，並

將相關生產履歷上到區塊鏈；(2)空拍機與 AI 影像辨識工作坊。 

 



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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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東吳智慧金融平台與
區塊鏈應用場景之初步規劃

沈大白陳建州
2020/12/11

1

東吳大學AI應用研究研討會

B-01東吳智慧金融平台與
區塊鏈應用場景之初步規劃

107學年:

高雄幣
1. 陳建州、沈大白、許晉雄，餐飲業存活的實體與數位空間分析: 以高雄市為例，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宜蘭，2019/7/11。

2. 陳建州，基於影像辨識的茶葉生產推估-人工智慧的觀點，中華科技金融學會
2019年度論壇，台北，2019/6/15。

3. 沈大白，社區貨幣商業模式:聯盟幣 2.0，中華科技金融學會2019年度論壇，台
北，2019/6/15。

4. 沈大白，高雄幣消費行為數據分析，中華科技金融學會2019年度論壇，台北，
2019/6/15)。

108學年:

嘉義幣
1. 茶園智慧影像辨識
2. 簡卡爾、張詒智、葉向原、羅道蹟、陳建州，空拍機與AI影像辨識工作坊，

東吳大學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2019/12/19。
2

茶園空拍影像智慧辨識(1/5)

痛點: 消費者不信任茶農、茶商所提供的
資訊

策略: 基於區塊鏈技術的生產履歷
a. 空拍影像(aerial photo)的建立是茶葉生產相關
資料產品(data product)的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b. 結合影像辨識(AI)技術的茶葉產量(面積)推估
使生產資訊更透明(transparent)

3

茶園空拍影像智慧辨識(2/5):
茶園空拍影像製作

4Source: 本研究

機型: Mavic 2 Pro

5

茶園空拍影像智慧辨識(3/5):
茶園空拍影像融合(100IMAGES--->1FUSION)

Source: 本研究

茶園空拍影像智慧辨識(4/5):
面積精準辨識，掌握生產資訊

6Source: 本研究

茶農A

茶農B

茶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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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園空拍影像辨識(5/5): 展望
AIOT->從靜態生產資料到動態生產資料

7Source: http://211.72.198.245:88/TTES-Weather/index.html
茶葉改良場測站: 梅山太和站

成果(1/2)

8

Source: https://www.taiwan-coin-ifarm.com/

成果(2/2)
SCI期刊

1. Ku CC, Chen CC, Dixon S, Lin HH, Dodd P. Patient pathways of tuberculosis care-
seeking and treatment: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 BMJ Global Health. 2020 5(6). (Q1, Public/Environmental/Occupational 
Health) (SCI)

2. Chen CC, Chiang PH, Chen YH, Fan IC, Chan TC.
Patient and health car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re associated with delayed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cases in Taiw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9 19(846 ). (Q3, 
Health care sciences/services)(SCI)

演講
1. 「量子計算與大數據分析」，資策會于濂波博士，2019/10/29@東吳外雙。
2. 「重溫四色理論，量子計算的觀點」，資策會吳國華博士，2019/12/31@東
吳外雙。

3. 「量子計算與大數據分析」，資策會于濂波博士，2020/1/4@東吳城區。
4. 「量子計算與大數據分析」，資策會于濂波博士，2020/5/30@東吳城區。

9

結論
透過空拍機(UAV)，建立茶葉生產履歷相
關的資料產品(data product)。
結合人工智慧(AI)與影像辨識，精確提供
茶園生產資訊，是區塊鏈共識驗證數據的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進一步結合AIOT(及時雨量、溫度、濕度
監測)，建立動態的茶葉生產推估，對茶葉
生產的歉收或豐收能及時預警。

10



E-01 利用自然語言處理及文字探勘技術分析美國 NCBI 的 PubMed 生醫

文獻摘要資料庫建立細菌及古菌功能菌群並運用於宏基因體數據分析 

楊鉅文 

Abstract 
 

利用文字探勘技術分析美國 NCBI 的 PubMed 生醫文獻摘要資料庫以建立細菌及古菌功

能菌群並運用於宏基因體數據分析。成果可應用於生命科學、醫學及農漁畜牧等相關領域。 

第二年成果： 

1. 整合 PubMed 生醫文獻摘要、NCBI Taxonomy 資料庫中細菌與古菌的學名及描述生

物醫學相關現象的術語建立語料庫原型(prototype)。 

2. 以次世代定序技術(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收集文蛤智慧農業養殖微生物宏基因體

大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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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for 
emerging zoonotic virus research

SARS-CoV-2 as an example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

教授 楊鉅文

1 2

本人近五年(2015-2020)共發表28篇SCI 論
文(含8篇Q1及16篇Q2)。其中第一或通信
作者22篇。

3 4

5

https://viralzone.expasy.org/764?outline=all_by_speci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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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ralzone.expasy.org/764?outline=all_by_species

7

Genetic Codons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fer_RNA

9

15
15

12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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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Cui J, Li F, Shi Z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athogenic coronaviruses. Nat Rev Microbiol. 
2019 Mar;17(3):181-192. doi: 10.1038/s41579-
018-0118-9.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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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otential high 
pathogenic 
coronaviruses20

未來展望

1. 收集更多病毒數據

2. 使用不同的演算法進行更深入的分析

3. 將方法應用在其他新興感染病毒

21

謝謝聆聽

22



D-02 透過遷移學習建置社群憂鬱文章偵測模型 

吳政隆 

Abstract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17 年的報告指出，憂鬱症（depression）是導

致當代人們失能的最主要因素，全球預估有超過三億人受到影響，造成每年一

萬億美元的損失（WHO, n.d.）。根據 WHO 在 2012 年對 17 個國家所進行的調

查，平均有百分之五的人在前一年有憂鬱的症狀，十分普及（Marcus, Yasamy, 

van Ommeren, et al., 2012）。 

相對於成人的憂鬱症，年輕時期的憂鬱症較不易被偵測，往往要等到自殺

或自傷行為出現時，人們才會意識到這個人的確已經顯露了憂鬱的狀態。而根

據鄭泰安的研究，80%的人在自殺前會透露一些訊息（Cheng, 1995），能認識並

知覺到這些警訊，是防止不幸事件的重要關鍵。 

憂鬱情緒與憂鬱症狀的出現並不等同於憂鬱症，但是可以做為反應心理衛

生狀態的指標。人們在社交網絡上有許多可以表露情緒、尋求支持的管道。人

們自由地、「專注地」表達出的情感，在某個程度上，也能便捷地傳遞給合適知

曉的對象。我們要處理的問題，將會是訊息接收者是否能由這些片段而紛雜的

訊息中，辨識出心理衛生狀態的警訊、給予合適的支援。 

人工智慧已應用在多數商業、社會及工程等重大領域中，近幾年更加受到

重視，以致力於改善人類福祉為最終目標。而然直接對文字做分析的效果有

限，例如使用字典或知識圖譜等。著重撰寫者的語意分析任務和讀者的感受，

也是一個很重要研究議題，越來越多研究就針對讀者的情感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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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與動機

3

計劃背景與動機01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7年的報告指出，憂鬱症
（depression）是導致當代人們失能的最主要因素，全球預
估有超過三億人受到影響，造成每年一萬億美元的損失
（WHO, n.d.）。根據WHO在2012年對17個國家所進行的
調查，平均有百分之五的人在前一年有憂鬱的症狀，十分普
及（Marcus, Yasamy, van Ommeren, et al., 2012）。

4

相對於成人的憂鬱症，
年輕時期的憂鬱症較不
易被偵測，往往要等到
自殺或自傷行為出現時，
人們才會意識到這個人
的確已經顯露了憂鬱的
狀態。而根據鄭泰安的
研究，80%的人在自殺
前會透露一些訊息
（Cheng, 1995），能認
識並知覺到這些警訊，
是防止不幸事件的重要
關鍵。

理論依據
憂鬱情緒與憂鬱症狀的
出現並不等同於憂鬱症，
但是可以做為反應心理
衛生狀態的指標。人們
在社交網絡上有許多可
以表露情緒、尋求支持
的管道。人們自由地、
「專注地」表達出的情
感，在某個程度上，也
能便捷地傳遞給合適知
曉的對象。我們要處理
的問題，將會是訊息接
收者是否能由這些片段
而紛雜的訊息中，辨識
出心理衛生狀態的警訊、
給予合適的支援。

群體背景
人工智慧已應用在多數
商業、社會及工程等重
大領域中，近幾年更加
受到重視，以致力於改
善人類福祉為最終目標。
而然直接對文字做分析
的效果有限，例如使用
字典或知識圖譜等。著
重撰寫者的語意分析任
務和讀者的感受，也是
一個很重要研究議題，
越來越多研究就針對讀
者的情感去分析。

出發點

計劃背景與動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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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02

各類在文字中探勘情感因素的模型

直接對文字做分析的效果有限，例如使用字典或知識圖譜等。著重撰寫者的語意分析任務和
讀者的感受，也是一個很重要研究議題，越來越多研究就針對讀者的情感去分析。

1. UAM模型，可以捕捉讀者的情感反應(Liang等人，2018)。

2. 研究表情符號(emojis) 則可有效的獲得投資者的情感狀態。結合深度學習技術進行讀者情
感分類訓練，顯示深度學習與表情符號可以有效預測讀者的情感狀態(Mahmoudi等人，2018)。

3. 針對文章語意萃取技術則多數採用深度學習技術，直接對文章的原始資料進行估計。這意
味著模型的預測與特徵萃取可以經由一個大型的神經網路完成，不需要再經由特徵工程來獲
得文字特徵。Yang等人(2016)所提出的分層式關注網路(Hierarchical Attention Networks, 
HAN)，可以分層針對句子的字進行關注，再者針對文章的句子進行專們注解。

4. 後續有研究使用HAN模型來學習與預測使用者與商品的評論評級(Xing等人，2019)，也有
使用在電子健康紀錄資料來檢測不良的醫療事件預測(Chu等人，2018)，以及基於Aspect-
level的HAN模型來提升情緒分類精準度，(Cheng等人，2017)。

7

上述在文字中探勘情感因素之模型的不足

1. 在偵測憂鬱發文上，也多少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憂鬱情緒詞，
視同為憂鬱本身。這樣的偏誤在近年已被明確的指出，文句中不包含
內容的功能詞，反而更能準確地預測出發文者的狀態(Chung & 
Pennebaker, 2007)

2.假設上的缺失，是將憂鬱症患者的發文，都當做是有憂鬱情緒的發
文，忽略掉他們與他人無異，在生活中有大小事情環繞，一樣會有各
式的情緒。

研究目的02

8

以文章中是否有希望感為研究主軸

有效掌握憂鬱症患者的情緒狀態，從憂鬱症患者所寫的文章中辨識出
是否對未來還存有「希望感」，做為本計畫的研究主軸

本計畫將採用人工智慧技術中的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
建立「希望感」辨識模型

02

9

研究目的

無希望感文章

02

10

無希望感句子

最後一句無希望感

研究目的

有希望感文章

02

11

有希望感句子

最後一句有希望感

研究目的

PART 
0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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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介紹

研究方法04

13

使用 2種機器學習模型與 7種深度學習模型

 機器學習模型
1. SVM
2. Random Forest

 深度學習模型

1. FastText
2. TextCNN
3. DPCNN
4. TextRNN

5. TextRCNN
6. TextRNN 加入Attention層
7. Transformer

機器學習模型介紹

研究方法04

14

1. SVM：
SVM是一種監督式學習的方法，在解決小樣本、非線性及高維模式識
別問題中表現出許多特有的優勢。找出一個超平面(hyperplane)，使
之將兩個不同的集合分開。

2. Random Forest：
隨機森林是一個包含多棵決策樹的模型，在森林裡面建構一棵棵各自
獨立的決策樹，最後以取眾數(或取平均)來決定最終的結果。

深度學習模型介紹

研究方法04

15

1. FastText：
在文本分類任務中，fastText（淺層網路）往往能取得和深度網路相
媲美的精度，卻在訓練時間上比深度網路快許多數量級。

2. TextCNN：
將卷積神經網路CNN應用到文本分類任務，利用多個不同size的
kernel來提取句子中的關鍵資訊，從而能夠更好地捕捉局部相關性。

3. DPCNN：
基於word-level級別的網路-DPCNN，由於TextCNN 不能通過卷積
獲得文本的長距離依賴關係，而DPCNN通過不斷加深網路，可以抽
取長距離的文本依賴關係。

深度學習模型介紹

研究方法04

16

4. TextRNN：
遞歸神經網絡（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能夠更好的表
達上下文資訊。

5. TextRCNN ：
用雙向迴圈結構獲取上下文資訊，這比傳統的基於視窗的神經網路更
能減少雜訊，而且在學習文本表達時可以大範圍的保留詞序。

6. TextRNN 加入Attention層：
注意力（Attention）機制是自然語言處理領域一個常用的長期記憶
機制建模，能夠很直觀的給出每個詞對結果的貢獻，加入Attention
之後最大的好處，是能夠直觀的解釋各個句子和詞對分類類別的重要
性。

深度學習模型介紹

研究方法04

17

7. Transformer ：
Transformer 實際上是一種基於注意力機制的 Seq2Seq 模型，近年
在圖像描述、聊天機器人、語音辨識以及機器翻譯等各大領域大發異
彩。

PART 
04

實驗數據展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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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數據展示04

資料介紹

1. 本計畫的資料集使用PPT憂鬱板
上的文章

2. 經過人工標記後得知每個文章的
全文希望感與最後一句的希望感

19

標記個數調整前

全文希望感

分數 類別個數
1 11
2 330
3 684
4 4,516
5 80
6 17

最後一句希望感

分數 類別個數
1 37
2 481
3 528
4 4,359
5 156
6 75
7 2

實驗數據展示04

資料介紹

3. 標記個數調整
 任務A: 全文希望感
分數1的資料合併到分數2 (資
料個數太少)

 任務B: 最後一句希望感
分數7的資料合併到分數6 (資
料個數太少)

20

標記個數調整後

全文希望感

分數 類別個數
2 341
3 684
4 4,516
5 80
6 17

最後一句希望感

分數 類別個數
1 37
2 481
3 528
4 4,359
5 156
6 77

實驗數據展示04

資料介紹

4. 希望感類別整理
 全文希望感
 全文_2C：無希望感以及有希望感兩類
 全文_4C：扣除無關乎希望感後，依希望感分級分類

 最後一句希望感
 最後一句_2C：無希望感以及有希望感兩類
 最後一句_5C：扣除無關乎希望感後，依希望感分級分類

21

實驗數據展示04

資料介紹

22

全文希望感

原始分數傾向 全文_2C 全文_4C
2 負向

負向 有
失望高

3 失望低

4 無關乎希望
感 無 X

5 正向
正向 有

希望低
6 希望高

最後一句希望感

原始分數 傾向 最後一句_2C 最後一句_5C
1 負向

負向
負向

有
失望極高

2 失望高
3 失望低
4 無關乎希望感 無 X
5 正向

正向 有
希望低

6 希望高

4. 希望感類別整理

實驗數據展示04

資料介紹 資料集基本資料

23

任務 數量 訓練集 驗證集 測試集

全文_2C

No. of document 2,803 934 935

Average sentence 21.76 21.99 21.87

Avg. word / per sentence 23.56 23.23 23.23

全文_4C

No. of document 530 177 176

Average sentence 23.13 23.74 23.37

Avg. word / per sentence 15.76 16.55 15.69

最後一句_2C

No. of document 2803 935 934

Average sentence 21.78 22.05 21.74

Avg. word / per sentence 23.71 22.82 23.18

最後一句_5C

No. of document 603 202 200

Average sentence 21.65 22.00 22.33

Avg. word / per sentence 18.66 18.90 19.66

參數介紹

 實驗時，使用訓練集訓練資料，驗證集用於調整參數
 最後以驗證及

實驗數據展示04

24

Parameter Value

RNN type GRU、LSTM

Learning rate 0.005、0.001、0.0005、0.0001

Hidden size 256、512

Oversampling True、False



2020/12/11

5

實驗結果

實驗數據展示04

25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SVM RandomForest DPCNN FastText TextCNN TextRCNN TextRNN TextRNN_Att Transformer

全文_2C 0.813 0.751 0.813 0.800 0.811 0.810 0.803 0.815 0.810
全文_4C 0.494 0.547 0.511 0.514 0.515 0.522 0.504 0.538 0.538
最後一句_2C 0.759 0.712 0.787 0.782 0.783 0.782 0.783 0.781 0.785
最後一句_5C 0.373 0.375 0.428 0.401 0.459 0.429 0.405 0.445 0.430

 全文希望感分類效果較最後一句希望感的效果好
 分類效果最好的是使用 TextRNN加入Attention層的模型對全文進行
有無希望感的分類

各模型 Test set F1-score 比較 Questions?

26



 

 

D-03 利用 LARP at SCU 語料庫的自然語言處理 

陳相州 

Abstract 

 

    本計畫案藉由分析台灣日語學習者在日語學習歷程上的困難點，思考如何運

用 AI 技術輔助學生的日語學習。現今 AI 技術日趨成熟，也逐漸開始應用在各

醫療、商務等領域上。因此在外語教學的現場上，該如何運用現今 AI 技術，也

是不得不思考的主題。本計劃案嘗試使用 AI 音箱，將現今既有的 AI 學習應用

程式實際導入在課堂教學上，並且藉由問卷與訪談調查的方式，摸索適合應用在

課堂教學上的 AI 技術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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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AI音箱所進行的初階日語語法學習
－以動詞被動態為例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陳相州

D-03 利用LARP at SCU語料庫的自然語言處理

1

前言

• 日本近年來開始展開融合AI技術的新教學型

態。

• 本計劃的目的為釐清學習者在日語動詞被

動態學習上使用AI音箱的成效與感想。

2

文獻探討（小川・中川2018）

•使用Google Home Mini的AI音箱，讓6名日本兒童

進行英語口說訓練。

•兒童面對Google Home Mini進行英語口說練習，而

此同時平板電腦會顯示Google Home Mini所聽取的

英語文字，藉此兒童能得以檢證自我的發音是否

正確。

•參與此研究的整體兒童皆表示「不會感覺丟臉，

能夠反覆進行英語口說練習」。 3

文獻探討（甲斐等2018）
•為了讓日語學習者可以將AI音箱當做日語動詞被

動態變換練習的對象，因此開發「受身の練習」
這個應用程式。

•此應用程式除了能夠判定正確與否之外，還有階
段性回饋功能、不擅長項目檢測功能、自動化程
度通知功能等三項回饋功能。

•學習者聽AI音箱所說的日語動詞原形，立即回答
該動詞的被動態。

•「有趣」、「操作簡單」、「方便」等正面的感
想居多。 4

•階段性回饋功能：為促進學習者自我察覺與自我

修正的功能，學習者至多能夠回答三次。

•不擅長項目檢測功能：特定動詞類別內若有兩題

到最後都無法正確回答的話，AI音箱即會顯示該

動詞類別的相關資訊在螢幕上。

•自動化程度通知功能：根據學習者整體練習的反

應速度與正確率，AI音箱會在全部練習結束後自

動顯示5階段評比的結果。
5

裝置

•AI音箱「Amazon Echo Show5」。

•受試者在AI音箱上使用「受身の練習」這
個應用程式，進行日語動詞被動態的變換
練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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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課題

A. 受試者的學習成效與既習者是否有差異。

B. 學習成效會受到單字熟悉度的影響嗎。

C. 學習成效在練習結束之後能否持續下去。

D. 受試者的AI音箱練習結果為何。

E. 受試者對於使用AI音箱的練習方式的感想為何。

7

受試者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一年級學生4名。

•這4名學生皆為進大學之後才開始學習日語

，無日語動詞被動態的相關知識。

8

事後調查與延遲調查的實驗

•受試者在利用AI音箱進行日語被動態練習的隔一

天以及一個月後，分別進行事後調查與延遲調查

的實驗。

•事後調查與延遲調查皆以詞彙判斷實驗的方式進

行。

•本計劃所使用的詞彙判斷實驗為提示受試者日語

動詞的原形，請受試者盡可能快速且正確地選擇

正確的被動態選項。
9

•詞彙判斷實驗的速度與正確度會受到受試者對該

單字熟悉程度的影響，因此在實驗用語的選擇上

也一併考慮動詞單字的熟悉度。

•從陳（2016）所建置的台灣人日語動詞熟悉度資

料庫，選取高熟悉度的動詞（1-1000名）與低熟悉

度的動詞（2878-3000名）單字各30個來當做詞彙

判斷實驗的刺激語。

10

•針對60個日語動詞的刺激語，分別設計正解、與

正解有關的非正解、完全無關的非正解等三個選

項。

•利用心理實驗軟體Superlab來進行詞彙判斷實驗。

•進入大學前已經學過日語動詞被動態的同樣一年

級學生19名為實驗的對照組。

11

事後調查的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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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2（族群）×2（熟悉度）的2因子變異

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族群的主效果、熟悉

度的主效果、與族群×熟悉度的交互作用都

沒有顯著的差異。

•針對不同熟悉度的日語動詞，受試者與既

習者在選擇動詞被動態選項的反應時間也

無顯著的差異。

13

事後調查的正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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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族群的主效

果、與族群×熟悉度的交互作用都沒有顯著

的差異。然而，熟悉度的主效果卻有顯著

的差異。

•在判斷高熟悉度動詞的被動態上，受試者

與既習者的正確度皆高於低熟悉度的動詞

。

15

事後調查的考察結果

•受試者利用AI音箱所進行的練習成效並不

能說與既習者有落差，兩者的判斷正確度

皆會受到單字熟悉度的影響，在判斷高熟

悉度動詞的被動態的正確度會較低熟悉度

動詞來得高。

16

延遲調查的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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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進行2（時期）×2（熟悉度）的2因子變異

數分析。

•時期的主效果、熟悉度的主效果、與時期×

熟悉度的交互作用都無顯著的差異。

•受試者在這兩個時期所做的詞彙判斷實驗

的反應時間並無顯著的落差，也沒有觀察

到動詞熟悉度的影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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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調查的正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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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進行2（時期）×2（熟悉度）的2因子變異

數分析。

•時期的主效果、與時期×熟悉度的交互作用

都無顯著的差異，僅有熟悉度的主效果呈

現顯著的結果。

•受試者在練習隔一天以及一個月後所進行

的詞彙判斷實驗的正確度並無顯著的差異

，會影響到受試者判斷的正確度的僅有動

詞的熟悉度。 20

遲延調查的考察結果

•受試者在利用AI音箱進行日語動詞被動態練

習的隔一天以及一個月後所進行的實驗反應

速度與正確度皆無顯著的差異，因此可以說

受試者的學習成效在練習結束後仍舊持續。

•受試者的判斷正確度在這兩個時期皆僅受到

動詞熟悉度的影響，高熟悉度動詞的被動態

的選擇正確度會較低熟悉度動詞來得高。
21

學習單的調查

•自我評量表：由受試者自我評量在練習前後對於日

語動詞被動態的理解以及能否正確變換。

•理解記錄表：請受試者寫下如何獲得日語動詞被動

態的相關知識，以及學習感想等。

•練習記錄表：請受試者記錄AI音箱的練習分數、程

度判斷結果以及自我反省等內容。

22

學習單的分析結果
•自我評量表的結果：Before→After

•理解記錄表的結果：受試者主要是透過網路來學

習日語動詞的被動態規則，而且規則對於受試者

而言並不難。

•練習記錄表的結果：整體而言，平均分數可以達

到滿分的7分，然而平均程度卻多為2「稍低」與3

「普通」。

23

•「回答的時候只要稍有猶豫，就會被判定為錯誤

」、「發音不正確，也會判定為錯誤」、「遇到

沒有學過的動詞，動詞的發音得先記牢」等的回

饋比較多。

•受試者在練習的初期，僅會著重於是否能夠正確

地變換動詞的被動態，而隨著練習次數的增加，

也會開始著重日語的音韻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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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訪談

•在進行事後調查之前，針對每一位受試者
進行事後的訪談。

•主要針對受試者所填寫的學習單進行更深
入的訪談，訪談時間約15-20分鐘。

25

事後訪談的分析結果（正面回饋）

26

事後訪談的分析結果（負面回饋）

27

學習單以及事後訪談的考察結果

•利用AI音箱所進行的日語動詞被動態的轉換練習

，不僅是文法層面而已，也一併同時訓練到學習

者的「聽」技能與「說」技能。

•平均分數可以達到近滿分的7分，然而卻在5階段

程度評比卻無法得到高程度的判定結果。

–反應速度慢→尚未完全自動化

28

結論
A. 受試者的學習成效與既習者是否有差異。

–在利用AI音箱進行動詞被動態變換練習的隔一天，

針對4名受試者以及19名既習者進行採用詞彙判斷實

驗方式的事後調查。

–結果顯示，兩族群之間並未有顯著的差異，亦即利

用AI音箱進行學習的受試者其學習成效並不能說與

既習者有所差異。

29

B. 學習成效會受到單字熟悉度的影響嗎。

–受試者與既習者這兩個族群在選擇日語動詞被動態

時，會受到該動詞的熟悉度影響，在判斷高熟悉度

動詞的被動態的正確度會比低熟悉度動詞來得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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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習成效在練習結束之後能否持續下去。

–在利用AI音箱練習的隔一天以及一個月後所進

行的事後調查與遲延調查的結果可以得知受試

者的反應時間與正確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亦

即受試者的學習成效在練習結束之後也能夠持

續下去。

31

D. 受試者的AI音箱練習結果為何。

–受試者的AI音箱的平均分數趨近滿分7分，然而

卻無法得到高程度的判定結果。

–從此可知，受試者的日語動詞被動態的變換極有

可能尚未達到完全的自動化。

32

E. 受試者對於使用AI音箱的練習方式的感想

為何。

–整體而言受試者滿足於利用AI音箱的練習方式

，正面的回饋意見比較多。

–受試者在練習的初期，僅會著重於是否能夠正

確地變換動詞的被動態，而隨著練習次數的增

加，也會開始著重日語的音韻面。

33

未來的課題

•本計劃的受試者僅4名，未來在增加受試者

人數的同時，也會積極思考如何運用AI音

箱至日語教學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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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 用智慧協助尊嚴老化–言談中的認知退化軌跡之探究與預測 

汪曼穎 

Abstract 

 

台灣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於 2017首次超越幼年(0-14歲)人口比例，而在

2018到達 14%老人的「高齡社會」，國人的健康平均餘命與平均壽命之間的差距

約有九年，也就是平均每個老人大約有九年時間需要照護資源的投入。因此如

何幫助高齡長者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與尊嚴之維持，並縮短重度醫療照護資源

投入的時間，乃是重要課題之一。 

有限政府資源無法因應所有老化衍生的照護需求，但老化帶來的失智與失

能狀態也是無法避免的。因此，需協助政府積極應對與提供融入個人化尊嚴維

護的預防與醫療，是指標性且廣泛認同的政策方向。人工智慧(AI)科技的應用

可以協助普及式運算模式，結合電腦裝置來感知人際互動的環境變化模式來發

展可維護長者尊嚴的照護模式。 

相對於生理與體能的衰弱，認知衰弱(cognitive frailty)是新近提出的概

念，代表個體處於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不足的狀態，造成無法彌補的

亞(suboptimal)認知功能展現，也是在當前各種失智與阿茲海默症(AD)藥物臨

床試驗紛紛失敗的現況下，具有潛能預防策略角度。為及早因應認知衰弱所造

成的後續生理與體能性急速惡化，透過心理測驗進行認知評估雖然是具有信效

度的取向，但心理測驗的施測需要特殊場域以及人力資源，較難大規模推行；

且「傳統的心理測驗工具」不易用來監控長者的認知狀態，而降低一級與二級

預防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計畫採用語音辨識技術來探索高齡長者之認知功

能，嘗試發展「語音 AI智慧化之認知功能辨識系統」，應用於高齡長者早期認

知衰弱的預警模式。 

未來發展，將在汪曼穎院長的指導下，持續收集樣本、提升數據資料量，

建置特殊群體焦點團體、會談之文字資料庫、與認知執行功能數據資料庫。由

於目前聲紋資料沒有區分發話者進行收音，為了支援巨資團隊測試與優化聲紋

來源辨識的演算法與模式，所以根據焦點團體的影音進行整理，逐字稿依照每

一段發話，詳細登錄發話者身分，每一段發話的起迄時間點與發話內容，並且

登錄插話(interruptions)並分析插話的性質是屬於打擾(intrusive)或是附和

(cooperative) (Li, 2001)。持續收集更多數據以提升資訊飽和度，並進行相

關演算法之開發與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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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1)
語文探索語字詞計算(LIWC)分析長者對談
資料與執行功能之關係

7

分析結果_相關熱點圖

8

LIWC

執行功能
對談行為

分析結果

9

結論

• 注意力控制能力較佳的參與者，其言談使用
較多的總詞彙數、特定人稱代名詞與感知歷
程詞；較少的工作詞

• 同時，在言談的語詞運用上，更為貼近與投
入當下環境或脈絡，也有較高的認知複雜度，
並且對於別人的言談有較多的附和

• 這些新的發現符合執行功能與個體社會互動
行為間的支持角色，也符合過去許多用社會
互動來進行認知功能促進的研究看法，具有
理論與應用面的發展價值。

Executive 
Function

Social
Engagement

Speech

研究成果(2)
以文字探勘探索長者語詞運
用與認知功能的關係

10

CTT與詞頻逆向文件頻率、詞性迴歸分析

11

不論 CTT1或是CTT2，此
模型的R-square皆為負值，
表示詞頻逆向文件頻率之
迴歸模型比0模型還差。

CTT1 百分等級的預測曲線，
只集中落於50至85中間

CTT2 百分等級的預測曲
線，只集中落於>43處

各詞性使用數量與認知功能之相關性分析

12

非謂形容詞與
CTT-2P為負相關

時態標記的使用數
量在CTT-1與CTT-2

之間差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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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機器學習在化學中的應用 

呂世伊 

Abstract 
 

  In this proposal, we will develop a database based on first-principle methods focus 

on the Gibbs free energy and static first-order hyperpolarizability organic molecule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re is no available database collecting the two import 

properties. Our database will include more than 10,000 molecules containing the 10 

different element types of H, C, N, O, F, S, P, Cl, Br and I. In the first year (107 academic 

calendar year), we have carried out B3LYP/6-31g(2df,p) geometry optimization of 

more 10000 organic molecules and then obtained the corresponding Gibbs free energy. 

Fo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we selected 479 molecules randomly to perform machine 

learning process. The linear regression, ridge and lasso methods have been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subset of molecules. What we learned will give an indication of future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for the whole set of more10000 mole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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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在化學中的應用
呂世伊

東吳大學化學系

109年12月17日

1

Machine Learning

• Unsupervised learning
• Supervised learning

2

Supervised Learning: 
Feature Matrix and Labels

3

ModelFeature Matrix
(Descriptors)

Correlation
Prediction

Labels

Regression

4

Machine Learning in Chemistry (QM/ML)

5

Taken from Int. J. Quantum Chem. 2015, 115, 1058-1073

Target properties of this study: 
非線性光學極化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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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properties of this study (Labels)

7

主要探討的性質是分子的旋轉平均線性極化率（𝛼）和旋轉
平均第一超極化率（�̅�）：

�̅�
3
5

𝛽𝛼
1
3

𝛼

為了簡潔起見，在以下的內容中，我們使用符號0和0

代替對應的旋轉平均靜態性質。

其中ij和ijk是笛卡爾坐標系中的張量分量。

Computational details 
(計算細節)

8

•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s: Gaussian 16
• Machine learning: Python package of the scikit-learn

9

Public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Database 
(PCCDB)

Avogadro 
(Converting to 
the SMILES 

format)

Geometry optimization 
(MMFF94s; AM1; 

B3LYP/6-31G(2df,p))

Property calculations 
(MP2(Full)/6-
311+G(2d,p)) 

Machine 
learning

3699 molecules

10

這些分子的組成元素包含氫、碳、氮、氧、磷、硫等元素。
圖(A)及圖(B)分別是α0數值及log10(β0)數值的分佈圖，具有近
似常態分佈的型態，平均值標準差分別為109.7536.84 au及
1.960.45 au。

(A) α0數值的分佈圖 (B) log10(β0)數值的分佈圖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

11

分子表述 (Molecular representation)

12

量子化學計算 Schrodinger Equation:

“The atomic charges and atomic relative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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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矩陣 (Feature Matrix)

•庫倫矩陣（Coulomb matrix；CM）

13

Kernel Ridge Regression (KRR) 機器學習法

14

: Training data

 Ridge regression: λ (regularizer)

 Linear regression:
 Kernel regression:

 Kernel Ridge regression:

所使用的Kernel函數

15

K 𝑥 𝑥 exp
𝑥 𝑥

2𝜎

K 𝑥 𝑥 exp
𝑥 𝑥

2𝜎

Gaussian kernel函數

Laplacian kernel函數

Taken from Int. J. Quantum Chem. 2015, 115, 1058-1073

Hyperparameters of λ and 𝛔

• 𝛔決定kernel運算時，資料點之間的長度尺度，數值越小，代表
資料點之間的關係越小。也就是說，kernel函數的半徑越寬，
則每一個資料點的影響就越遠。經驗顯示，高的值會產生一
個較低複雜度的模型；而低的值則會產生一個較不易一般化
的模型。

• λ決定ridge regression方法中，模型的複雜度，數值越小，代表
模型的複雜度越高，導致擬合過度(overfitting)的現象，在機器
學習的過程中，非負的λ可以防止擬合過度的現象出現；引入λ
是源自於所謂的L2正則化(L2 regularization)，目的是在模型的
可一般化與在訓練集的效能之間尋找平衡位置。在這個方法中，
個別分子描述元的貢獻會被限制，避免過度偏重某些分子描述
元，進而降低模型的複雜度。

16

機器學習過程

17

訓練集(Training set, 1000) 預測集(Prediction set, 
2699)

次訓練集
(Sub-training set, 900)

確認集
(Validation set, 100)

Tuning 
hyperparameters

模型評估
(Model evaluation)

模型選擇
(Model selection)

評量尺規 (Metrics of evaluation)

18

RMSE

 
1

𝑁
𝑌predicted 𝑌actual

MAE  
1

𝑁
𝑌predicted 𝑌actual

𝑅 𝑌predicted, 𝑌actual

∑ 𝑌predicted 𝑌 𝑌actual 𝑌 ;

∑ 𝑌predicted 𝑌 ∑ 𝑌actual 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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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結果與討論)

19 20

21 22

預測集分子的實際值與KRR模型預測值的散佈圖(0)，
橙色直線的斜率等於1

(A) Gaussian kernel (B) Laplacian kernel

R2 = 0.97 R2 = 0.98

23

預測集分子的實際值與KRR模型預測值的散佈圖
(log10(0))，橙色直線的斜率等於1

(A) Gaussian kernel (B) Laplacian kernel

R2 = 0.40 R2 = 0.44

進一步工作

24

Δ-machine

B3LYP/6-31G(2df,p) Geometry

MP2(Full)/6-311+G(2d,p)

MP2(Full)/6-31+G(d,p)
B3LYP/6-311+G(2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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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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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吳吉政、許晉雄、鄭江宇、呂明頴 

一、專業諮詢服務：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案 

1、「頻譜電子委託東吳大學推廣部輔導訓練計畫」，擔任主持人，2019/11/01~2020/10/31，經

費總額：1,610,000 元，繳校行政管理費 210,000 元。 

2 、「頻譜電子產業供應鏈數位連結與 AI 應用計畫 - 建置案」，擔任主持人，

2019/04/01~2021/12/31，經費總額：3,650,000 元，繳校行政管理費 5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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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討會 

(1) Prathama, F., Senjaya, W. F., Yahya, B. N., and Wu, Jei-Zheng (2019/09), “Analysis framework for 
next-items recommendation using local process model on a pairwise comparison datase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dustry3.5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sinchu, Taiwan, September 
25-27. (Best Paper Award) 

2、交流：Sarkar, B. (韓國延世大學)、Sarkar, M. (韓國延世大學)、Sarkar, M. (韓國延世大學) 

三、人才培育：指導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半導體晶圓廠綠能規劃之模型建構與分析」，企業管理學系四年級 A 班，蘇佳寶，執行中。 

四、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群體多準則決策制定之量化確效與學習模型」(MOST108-2221-E-031-001-MY2)，主持人，

2019/8/1~2021/7/31，總經費：1,413,000 元，管理費 111,000 元。(執行中) 

五、學術論文 

(1)  Mishra, U., Wu, Jei-Zheng, and Sarkar*, B. (2021/01), “Optimum sustainable inventory 
management with backorder and deterioration under controllable carbon emission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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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shra, U., Wu, Jei-Zheng, and Tseng, M.-L. (2019/12), Effects of a hybrid-price-stock 
dependent demand on the optimal solutions of a deteriorating inventory system and trade credit 
policy on re-manufactured produc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41, 118282. 

六、產學合作：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 

輔導頻譜電子規劃產業供應鏈數位連結與 AI 應用計畫(導入建置案) 

七、國際合作：科技部雙邊研究計畫(臺德 (MOST-BMBF)雙邊科技策略合作人員交流計畫) 

「以替代能源為基之策略性半導體網絡設計(2/2)」(MOST109-2911-I-031-501)，擔任主持人，

2020/1/1~2020/12/31，經費總額：238,500 元。(執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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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一、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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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術研究
•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1、「群體多準則決策制定之量化確效與學習模型」(MOST108-2221-E-
031-001-MY2)，主持人，2019/8/1~2021/7/31，總經費：1,413,000元，管理
費111,000元。(執行中)

• (二)學術論文 (5篇國際合作SCI Q1期刊論文發表)
 1、Mishra, U., Wu, Jei-Zheng, and Sarkar*, B. (2021/01), “Optimum sustainable inventory management with 

backorder and deterioration under controllable carbon emiss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79, 123699. (SCI 
2019 IF 7.246, 6/41 86.585% Q1 GREEN & SUSTAINABLE SCIENCE & TECHNOLOGY; 8/53 85.849% Q1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19/265 93.0190% Q1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Mashud, A. H. M., Wee*, H.-M., Huang, C.-V., and Wu*, Jei-Zheng (2020/11), “Optimal replenishment policy for 
deteriorating products in a newsboy problem with multiple Just-In-Time deliveries,” Mathematics, 8(11), 1981. (SCI 
2019 IF 1.747, 28/325 91.538% Q1 MATHEMATICS)

 3、Mishra, U., Wu, Jei-Zheng, and Tseng, M.-L. (2020/05), A sustainable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for a 
controllable carbon emissions rate under shortag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56, 120268. (SCI 2018 IF 6.395, 
6/35 84.286% Q1 GREEN & SUSTAINABLE SCIENCE & TECHNOLOGY)

 4、Mishra, U., Wu, Jei-Zheng, Tsao, Y.-C., and Tseng, M.-L. (2020/01), Sustainable inventory system with 
controllable non-instantaneous deterio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mission rat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41, 
118807. 

 5、Mishra, U., Wu, Jei-Zheng, and Tseng, M.-L. (2019/12), Effects of a hybrid-price-stock dependent demand on the 
optimal solutions of a deteriorating inventory system and trade credit policy on re-manufactured produc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41, 11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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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二、產學合作，三、國際合作，四、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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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產學合作
• (一)受補助/委託執行各類研究發展及應用

 1、輔導頻譜電子規劃產業供應鏈數位連結與AI應用計畫(導入建置案)

 三、國際合作
• (一) 科技部雙邊研究計畫(臺德 (MOST-BMBF)雙邊科技策略合作人

員交流計畫)
 1、「以替代能源為基之策略性半導體網絡設計(2/2)」(MOST109-2911-I-

031-501)，擔任主持人，2020/1/1~2020/12/31，經費總額：238,500元。(
執行中)

 四、人才培育
• (一)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指導

 1、「半導體晶圓廠綠能規劃之模型建構與分析」，企業管理學系四年級
A班，蘇佳寶，執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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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五、學術活動，六、專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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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術活動
• (一) 研討會

 1、Prathama, F., Senjaya, W. F., Yahya, B. N., and Wu, Jei-Zheng
(2019/09), “Analysis framework for next-items recommendation using local 
process model on a pairwise comparison datase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dustry3.5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sinchu, Taiwan, September 
25-27. (Best Paper Award)

• (二) 交流

 1、Sarkar, B. (韓國延世大學)、

 2、Sarkar, M. (韓國延世大學)

 3、Erawan, M. (印尼 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

 六、專業諮詢服務
• (一) 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產業升級創新平台導入建置案

 1、「頻譜電子委託東吳大學推廣部輔導訓練計畫」，擔任主持人，
2019/11/01~2020/10/31，經費總額：1,610,000元，繳校行政管理費210,000元。

 2、「頻譜電子產業供應鏈數位連結與AI應用計畫-建置案」，擔任主持人，
2019/04/01~2021/12/31，經費總額：3,650,000元，繳校行政管理費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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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中小企業為經濟動力的主要來源之一，
其多數成功模式多在利基市場，發展少樣多量的優質服務

 多數企業是在既有營運模式的前提之下成長

 提供勞工工作機會仍是穩定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礎

 工業3.5：邁向工業4.0，工人智慧升級至人工智慧成功路徑
• 萃取既有工人之智慧，開創智慧製造與生產的升級動力

• 台灣中小型製造業以勤奮具靈活彈性賺管理財，然而隨著時代的變
遷，許多關鍵管理訣竅內隱在老師傅與專家們的智慧中，未來隨著
接班、擴廠、退休潮等因素，既有的管理決策優勢將可能失守

 在複雜的供應鏈體系中，優化自身的生產排程與存貨規劃
，以強化競爭優勢

5 東吳大學人工智慧AI應用研究中心 東吳大學推動人工智慧運用計畫

案例企業：頻譜電子(CTC)

創立時間 76/4/30

營業項目 電源轉換器(電源模組)的研發製造及銷售

主要客戶 RECOM 德國、航空業(波音飛機)、汽車
業(Tesla)、電子業(西門子) 

主要商品 1. 自動控制工業用電源模組
2. 醫療用電源模組
3. 航空產業用電源模組
4. 交通運輸產業用電源模組
5. LED Driver/Power Supply
6. Converter(工業用電源模組)

產品銷售模式 直接銷售給企業客戶B2B運作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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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概況

 電源模組廠商積極投入智慧製造
與智慧生產的轉型

電源模組相關公司

台達電

光寶科

康舒

至寶

群電

僑威

頻譜電子

2017年10月

7 東吳大學人工智慧AI應用研究中心 東吳大學推動人工智慧運用計畫

2017榮獲經濟部第20屆小巨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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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鄧白氏中小企業菁英獎六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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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經濟部第28屆國家磐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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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武功，唯快不破

 存貨是必要且重要的
• 交期、彈性與服務為中小企業爭取外銷訂單的優勢

• 提前準備存貨是縮短交期的重要工具

11 東吳大學人工智慧AI應用研究中心 東吳大學推動人工智慧運用計畫

存貨模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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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訂購點與安全存貨的設定

13

安全存貨平均前置時間需求再訂購點 

每日需求之標準差

固定前置時間天數

平均每日需求

預設值，用來代表服務水準

再訂購點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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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準則(Multiple Criteria)存貨分類問題

 存貨分類法能夠對產品進行區別和分類，能反映出每類產
品的價值對庫存、銷售、成本等總價值的影響，並能針對
物品的重要性做出鑑定，甚至是減少庫存成本。
• A類品項是需要嚴格控制、準確記錄、確保安全庫存水位能符合前

置時間內的需求；

• B類品項則需要稍微控制，良好記錄並維持一定的庫存量；

• C物品則是需要簡單控制、最少記錄，
且安全庫存量可降到最低。

• ABC存貨分類法以考量多個準則為
主要發展趨勢，以提高實用性。

 大量的多準則存貨分類
對管理者是頭痛的問題
• 成品少量多樣，需求預測無法準確

• 如何同時考慮多個準則，
例如數量、價值、需求變異、客戶別等？

14

價值

高

低

少 多數量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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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多準則決策在學術論文的應用廣泛，現實生活中也常面臨
涉及多個目標或準則的決策，且準則間可能互相衝突

 為解決多準則決策問題，已發展出多種方法協助決策者

 每個決策者的偏好皆不相同，互動式方法有助於萃取決策
者偏好

 文獻中對於多準則決策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多屬於「應然」
，卻少有搭配「實然」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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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屬性決策分析方法之比較

 研究動機(Wu and Tiao, 2018)
• 決策者的偏好不盡相同，但非互動式方法並未考慮決策者的偏好。

 研究目的
• 面對眾多方案，決策者該使用何種存貨分類方法較為可信且有效，

以協助決策者做出較好的決策，提升決策品質

• 互動式方法是否能較非互動式方法，提供較符合決策者偏好的方案
16

決策者

決策工具決策者偏好

最佳方案理想方案

決策者心中的理想方案與
決策工具提供的最佳方案
間是否有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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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X. (2012). Multiple criteria ABC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using two

virtual i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50(6), 1702-1713.

Chen (2012)的模型

本研究模型此參考點與其得分
為與決策者互動後求得

無法萃取工人智慧

無參考點、沒有與決策者互動

多準則存貨分類模型
Multiple Criteria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MCIC)

以理想解為參考點，沒有與決策者互動

Ramanathan, R. (2006). ABC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with multiple-criteria using 
weighted linear optimization.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33, 695–700.

Ramanathan (2006)的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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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步驟

 資料準備：取得並轉換成品訂單數量，並彙總供應鏈各階層
產品族之每日需求

 計算各產品族之多準則評量結果

 資料正規化或標準化

 篩選、互動評量與排序(R的lpSolve套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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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 決策者排序 決策者評分 

1 5 NA 

2 4 0.4 

3 3 0.6 

4 6 NA 

5 2 0.6 

6 1 0.8 

1

6
1

1

max  

. . 0.8

1,  1,..,

0, 1,...,

n

j ij ij
i

n

ij i
i

n

ij ik
i

ij

Q w y

s t w y

w y k M

w i N











 

 









4

東吳大學人工智慧AI應用研究中心 東吳大學推動人工智慧運用計畫

There might be differences…

x

y

19

max

max

19

What if the decision-maker 
directly ranks them?
What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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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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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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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M Reward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Kendall’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20

Basis Method 3

Rank

R0

Rank

R3
# Concordance # Discordance

1 2 8 1

2 1 8 0

3 3 7 0

4 6 4 2

5 7 3 2

6 4 4 0

7 5 3 0

8 8 2 0

9 9 1 0

10 10 - -

40 5

(# ) (# )

( 1) / 2

Concordance Disconcordance

n n
 




40 5

10(10 1) / 2

35
0.778

45

 




 

Item

i

Basis Method 1 Method 2

Rank 

R0

Rank 

R1

Abs. Dev.

D1

Rank 

R2

Abs. Dev. 

D2

1 7 7 0 5 2

2 9 9 0 9 0

3 8 8 0 8 0

4 6 6 0 4 2

5 3 3 0 3 0

6 4 4 0 6 2

7 2 2 0 1 1

8 1 1 0 2 1

9 10 10 0 10 0

10 5 5 0 7 2

Total 0 1

[-1, 1]

1 1

1 1 0

MAD1 (Mean Absolute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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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gent-Based Model

22

MCIC Methods
• Proposed Interactive Model
• Compromise Point
• R Model (2006) (linear)
• Chen Model (2012) (ideal)
• Highest Volume (practice)

Decision-Makers’ 
Preferences on 

Ranking

Alternative Generation
• Real data from the case
• Three Criteria: 

Volume, CV, Tracking Signal

Preference Generation (the Agent)
• Weight Distribution: Uniform, ROC, RS
• Utility Function: Linear, Prospect (with 

risk preferences p)

Kendall’s Tau Coefficient
Rank Test

MCIC: Multiple Criteria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Wu and Tia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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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en (2012)的C模型(理想解)

方法比較

1. 本研究互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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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amanathan (2006)的R模型(無參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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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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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妥協解(compromise)

5. Chen (2012)的C模型(最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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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 Functions Settings
The Agent Decision-Maker (代理決策者)

1 LINEAR

2 PROSPECT

24

D. Kahneman,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 (1979) 263–291.

j jw pw 

risk preferences

0.5: Risk averse
1.0: Risk neutral
2.0: Risk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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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ROC

RS

Weight Settings: Uniform, 
Rank Order Centroid (ROC), Rank Sum (RS)

25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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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區間：2018/01/01~2019/06/30  1~546 (天)

 26,381筆訂單

 4,217個成品品項

26

案例公司的相關數據

客戶代號、日期、工單單號

訂單單號、品名、E1

E2a、E2b、E3、訂單數量

廠牌代碼、廠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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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之2階層存貨

 E1 有515 個產品族品項

 E2a 有3,100 個產品族品項

 E2b 有2,268 個產品族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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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需求數量—長尾效應

 大多數的訂單需求數量來
自於少數的品項

 有許多品項僅有一兩筆訂
，且需求數量很少

 可先透過篩選標準區分出
C類存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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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數量V、CV、
TS為準則

 資料正規化(標
準化)

29

採用的準則與模式

 2

1

T

jt j
t

j
j

v V

CV
V







 
1

1

T

jt j
t T

j T

jt j
t T

v V
TS

v V

 

 










min( )
,  ,

max( ) min( )

ij ij
j

ij
ij ij

jj

x x
y i j

x x


 



max( )
,  ,

max( ) min( )

ij ij
j

ij
ij ij

jj

x x
y i j

x x


 



望大

望小

東吳大學人工智慧AI應用研究中心 東吳大學推動人工智慧運用計畫

Weight Settings: Uniform, 
Rank Order Centroid (ROC), Rank Sum (RS)

30

 Weight settings
• 1 Uniform: 1/3, 1/3, 1/3

• 2 Rank Order Centroid (ROC): 11/18, 5/18, 2/18

• 3 Rank Sum (RS): 1/2, 1/3, 1/6

 Sequencing
• 1 Uniform 1: 1/3, 1/3, 1/3

• 2 ROC (H 11/18, M 5/18, L 2/18)
 1: HML, 2: HLM, 3: MHL, 4: MLH, 5: LHM, 6: LMH 

• 3 RS (H 1/2, M 1/3, L 1/6)
 1: HML, 2: HLM, 3: MHL, 4: MLH, 5: LHM, 6: L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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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係數(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變異係數合理範圍參考
• 1週1筆工單：2.6458

• 2週1筆工單：3.7417

• 3週1筆工單：4.5826

• 4週1筆工單：5.2915

31

d
d

 CV 

1週1筆工單 2週1筆工單 3週1筆工單 4週1筆工單

Day Qty Day Qty Day Qty Day Qty

1 700 1 700 1 700 1 700

2 0 2 0 2 0 2 0

3 0 3 0 3 0 3 0

4 0 4 0 4 0 4 0

5 0 5 0 5 0 5 0

6 0 6 0 6 0 6 0

7 0 7 0 7 0 7 0

Mean 100 8 0 8 0 8 0

Stdev 264.58 9 0 9 0 9 0

CV 2.6458 10 0 10 0 10 0

11 0 11 0 11 0

12 0 12 0 12 0

13 0 13 0 13 0

14 0 14 0 14 0

Mean 50 15 0 15 0

Stdev 187.08 16 0 16 0

CV 3.7417 17 0 17 0

18 0 18 0

19 0 19 0

20 0 20 0

21 0 21 0

Mean 33.33 22 0

Stdev 152.75 23 0

CV 4.5826 24 0

25 0

26 0

27 0

28 0

Mean 25.00

Stdev 132.29

CV 5.2915

平均每日需求

每日需求標準差
變異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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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訊號(Tracking Signal, TSignal)
目前設定值為12週(近3個月)：7*4*3

32

-1.00-0.15

0.51

介於-1至1，
-1代表近期
完全無需求

追蹤訊號：
> 0.2 積極建庫存
-0.3~0.2 保守庫存
< -0.3 建庫存有風險

實際最佳範圍仍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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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篩選
• 因長尾效應，僅保留佔累積需求量之前95%的產品族，並以回推加

總的天數為3個月合計90天，即Δ=90，計算需求變化追蹤訊號(TS)
，僅保留不低於-0.9的產品族，其餘篩選為C類產品族，以0分評定

• E1、E2a、E2b分別有295、2,439、1,763筆C類產品族

• 其餘各220、661、505筆產品族將進一步多準則模型評分與分類

 互動評量與排序
• 扣除與決策者互動所需時間，程式運算僅需不到10秒。

• 評分後保留佔累積總需求量之前75%的產品族為A類存貨，其餘為
B類存貨進行分類。

33

供應鏈階層 A 類 B 類 C 類 合計

E1 168 52 295 515
E2a 481 180 2,439 3,100
E2b 344 161 1,763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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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品項A類存貨之精簡評分結果

34

產品族 V CV TS 總分 
決策者 
評分 

決策者

排序

E1-0234 0.0021 0.5618 1.0000 0.8360 0.6000 3 
… … … … …   

E1-0364 1.0000 0.9601 0.7288 0.8000 0.8000 1 
E1-0188 0.2052 1.0000 0.9105 0.8000 0.8000 2 

… … … … …   
E1-0422 0.4172 0.8960 0.8205 0.7653 0.6000 5 

… … … … …   
E1-0123 0.5612 0.8123 0.6972 0.6897 0.6000 4 

… … … … …   
E1-0130 0.5952 0.8245 0.5502 0.6765 0.6000 6 

… … … … …   

0.0 0.2 0.4 0.6 0.8 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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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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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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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化
需
求
變
異
係
數

(C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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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a品項A類存貨之精簡評分結果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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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族 V CV TS 總分 
決策者 
評分 

決策者 
排序 

E2a-2241 1.0000 0.9733 0.6540 0.8000 0.8000 1 
E2a-0692 0.5975 0.8934 0.4788 0.6343 0.4000 4 
E2a-0639 0.5636 0.8863 0.6230 0.6201 0.6000 3 

… … … … …   
E2a-2442 0.4204 0.9355 0.7439 0.6000 0.6000 2 

… … … … …   
E2a-0899 0.0174 0.5744 0.9551 0.5445 NA 6 

… … … … …   
E2a-0508 0.0323 1.0000 0.4426 0.5111 N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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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b品項A類存貨之精簡評分結果

36

產品族 V CV TS 總分 
決策者 
評分 

決策者 
排序 

E2b-0682 0.2092 0.9413 0.8425 0.8971 
E2b-0090 0.2632 0.9147 0.8492 0.8874 0.6000 6 
E2b-1773 0.4201 0.8835 0.7597 0.8260 0.6000 5 

… … … … …   
E2b-1569 1.0000 0.9192 0.6753 0.8000 0.8000 1 
E2b-0930 0.3122 1.0000 0.5983 0.8000 0.8000 2 

… … … … …   
E2b-0319 0.6914 0.8627 0.6740 0.7716 0.6000 4 

… … … … …   
E2b-2165 0.0042 0.4862 1.0000 0.7545 0.6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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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1
 本研究提出之互動方法之方案排序與代理

決策者的排序一致性高(Tau1)(統計顯著)

 少數設定下，無參考點(Tau3)有極小優勢

 整體上，理想解參考點(Tau4)最差

37

W Seq Uty p Tau1 Tau2 Tau3 Tau4 Tau5

1 1 1 1.00 0.644 0.644 0.632 0.436 0.644

2 1 1 1.00 0.623 0.623 0.615 0.529 0.623

2 2 1 1.00 0.618 0.618 0.594 0.402 0.618

2 3 1 1.00 0.603 0.603 0.605 0.592 0.603

2 4 1 1.00 0.528 0.528 0.496 0.301 0.528

2 5 1 1.00 0.654 0.654 0.651 0.510 0.654

2 6 1 1.00 0.940 0.570 0.553 0.338 0.557

3 1 1 1.00 0.643 0.643 0.634 0.512 0.643

3 2 1 1.00 0.621 0.621 0.601 0.398 0.621

3 3 1 1.00 0.646 0.646 0.637 0.548 0.646

3 4 1 1.00 0.575 0.575 0.551 0.343 0.575

3 5 1 1.00 0.649 0.649 0.645 0.467 0.649

3 6 1 1.00 0.605 0.605 0.592 0.377 0.605

0.642 0.614 0.600 0.443 0.613

W Seq Uty p Tau1 Tau2 Tau3 Tau4 Tau5

1 1 2 0.50 0.689 0.689 0.673 0.461 0.689

2 1 2 0.50 0.678 0.678 0.672 0.552 0.678

2 2 2 0.50 0.627 0.627 0.593 0.404 0.627

2 3 2 0.50 0.644 0.644 0.646 0.605 0.644

2 4 2 0.50 0.969 0.515 0.483 0.298 0.498

2 5 2 0.50 0.742 0.711 0.712 0.529 0.709

2 6 2 0.50 0.945 0.572 0.542 0.345 0.752

3 1 2 0.50 0.705 0.705 0.697 0.538 0.705

3 2 2 0.50 0.632 0.632 0.601 0.403 0.632

3 3 2 0.50 0.699 0.699 0.692 0.565 0.699

3 4 2 0.50 0.569 0.569 0.536 0.343 0.569

3 5 2 0.50 0.703 0.703 0.697 0.490 0.703

3 6 2 0.50 0.966 0.625 0.604 0.394 0.597

1 1 2 1.00 0.644 0.644 0.632 0.436 0.644

2 1 2 1.00 0.623 0.623 0.615 0.529 0.623

2 2 2 1.00 0.618 0.618 0.594 0.402 0.618

2 3 2 1.00 0.603 0.603 0.605 0.592 0.603

2 4 2 1.00 0.528 0.528 0.496 0.301 0.528

2 5 2 1.00 0.654 0.654 0.651 0.510 0.654

2 6 2 1.00 0.940 0.570 0.553 0.338 0.557

3 1 2 1.00 0.643 0.643 0.634 0.512 0.643

3 2 2 1.00 0.621 0.621 0.601 0.398 0.621

3 3 2 1.00 0.646 0.646 0.637 0.548 0.646

3 4 2 1.00 0.575 0.575 0.551 0.343 0.575

3 5 2 1.00 0.649 0.649 0.645 0.467 0.649

3 6 2 1.00 0.605 0.605 0.592 0.377 0.605

1 1 2 2.00 0.598 0.598 0.586 0.415 0.598

2 1 2 2.00 0.592 0.592 0.584 0.516 0.592

2 2 2 2.00 0.579 0.579 0.558 0.376 0.579

2 3 2 2.00 0.582 0.582 0.585 0.585 0.582

2 4 2 2.00 0.528 0.528 0.506 0.296 0.528

2 5 2 2.00 0.618 0.618 0.612 0.499 0.618

2 6 2 2.00 0.541 0.541 0.528 0.316 0.541

3 1 2 2.00 0.607 0.607 0.597 0.497 0.607

3 2 2 2.00 0.581 0.581 0.562 0.374 0.581

3 3 2 2.00 0.613 0.613 0.603 0.536 0.613

3 4 2 2.00 0.555 0.555 0.538 0.328 0.555

3 5 2 2.00 0.608 0.608 0.601 0.451 0.608

3 6 2 2.00 0.567 0.567 0.555 0.354 0.567

0.653 0.613 0.599 0.442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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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2a

38

W Seq Uty p Tau1 Tau2 Tau3 Tau4 Tau5

1 1 1 1.00 0.496 0.496 0.532 0.411 0.496

2 1 1 1.00 0.537 0.537 0.557 0.520 0.537

2 2 1 1.00 0.461 0.461 0.494 0.354 0.461

2 3 1 1.00 0.566 0.566 0.573 0.595 0.566

2 4 1 1.00 0.383 0.383 0.407 0.261 0.383

2 5 1 1.00 0.535 0.535 0.565 0.501 0.535

2 6 1 1.00 0.444 0.421 0.462 0.306 0.444

3 1 1 1.00 0.533 0.533 0.558 0.498 0.533

3 2 1 1.00 0.465 0.465 0.501 0.358 0.465

3 3 1 1.00 0.550 0.550 0.570 0.540 0.550

3 4 1 1.00 0.421 0.421 0.456 0.302 0.421

3 5 1 1.00 0.516 0.516 0.550 0.453 0.516

3 6 1 1.00 0.455 0.455 0.495 0.350 0.455

0.489 0.488 0.517 0.419 0.489

W Seq Uty p Tau1 Tau2 Tau3 Tau4 Tau5

1 1 2 0.50 0.530 0.530 0.569 0.420 0.530

2 1 2 0.50 0.585 0.585 0.611 0.540 0.585

2 2 2 0.50 0.462 0.462 0.487 0.343 0.462

2 3 2 0.50 0.593 0.593 0.606 0.600 0.593

2 4 2 0.50 0.972 0.367 0.391 0.254 0.537

2 5 2 0.50 0.620 0.583 0.621 0.516 0.620

2 6 2 0.50 0.953 0.421 0.449 0.300 0.779

3 1 2 0.50 0.587 0.587 0.619 0.519 0.587

3 2 2 0.50 0.469 0.469 0.497 0.349 0.469

3 3 2 0.50 0.592 0.592 0.620 0.553 0.592

3 4 2 0.50 0.415 0.415 0.439 0.294 0.415

3 5 2 0.50 0.562 0.562 0.602 0.468 0.562

3 6 2 0.50 0.931 0.470 0.506 0.350 0.601

1 1 2 1.00 0.496 0.496 0.532 0.411 0.496

2 1 2 1.00 0.537 0.537 0.557 0.520 0.537

2 2 2 1.00 0.461 0.461 0.494 0.354 0.461

2 3 2 1.00 0.566 0.566 0.573 0.595 0.566

2 4 2 1.00 0.383 0.383 0.407 0.261 0.383

2 5 2 1.00 0.535 0.535 0.565 0.501 0.535

2 6 2 1.00 0.444 0.421 0.462 0.306 0.444

3 1 2 1.00 0.533 0.533 0.558 0.498 0.533

3 2 2 1.00 0.465 0.465 0.501 0.358 0.465

3 3 2 1.00 0.550 0.550 0.570 0.540 0.550

3 4 2 1.00 0.421 0.421 0.456 0.302 0.421

3 5 2 1.00 0.516 0.516 0.550 0.453 0.516

3 6 2 1.00 0.455 0.455 0.495 0.350 0.455

1 1 2 2.00 0.457 0.457 0.489 0.396 0.457

2 1 2 2.00 0.512 0.512 0.528 0.509 0.512

2 2 2 2.00 0.427 0.427 0.458 0.339 0.427

2 3 2 2.00 0.552 0.552 0.556 0.590 0.552

2 4 2 2.00 0.381 0.381 0.417 0.264 0.381

2 5 2 2.00 0.507 0.507 0.532 0.494 0.507

2 6 2 2.00 0.393 0.393 0.432 0.295 0.393

3 1 2 2.00 0.503 0.503 0.524 0.486 0.503

3 2 2 2.00 0.428 0.428 0.462 0.341 0.428

3 3 2 2.00 0.526 0.526 0.542 0.532 0.526

3 4 2 2.00 0.404 0.404 0.441 0.300 0.404

3 5 2 2.00 0.481 0.481 0.511 0.443 0.481

3 6 2 2.00 0.419 0.419 0.456 0.336 0.419

0.529 0.486 0.515 0.417 0.505

 本研究提出之互動方法(Tau1)與
無參考點(Tau3)排序結果較貼近代理決策
者的排序結果，Tau3略優於Tau1

 整體上，理想解參考點(Tau4)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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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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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Seq Uty p Tau1 Tau2 Tau3 Tau4 Tau5

1 1 1 1.00 0.548 0.548 0.566 0.505 0.548

2 1 1 1.00 0.521 0.521 0.517 0.498 0.521

2 2 1 1.00 0.549 0.549 0.562 0.494 0.549

2 3 1 1.00 0.525 0.525 0.513 0.524 0.525

2 4 1 1.00 0.519 0.519 0.545 0.460 0.519

2 5 1 1.00 0.544 0.544 0.554 0.526 0.544

2 6 1 1.00 0.579 0.532 0.566 0.482 0.547

3 1 1 1.00 0.536 0.536 0.536 0.508 0.536

3 2 1 1.00 0.556 0.556 0.573 0.502 0.556

3 3 1 1.00 0.536 0.536 0.533 0.519 0.536

3 4 1 1.00 0.545 0.545 0.571 0.488 0.545

3 5 1 1.00 0.547 0.547 0.564 0.519 0.547

3 6 1 1.00 0.539 0.539 0.569 0.491 0.539

0.542 0.538 0.551 0.501 0.539

W Seq Uty p Tau1 Tau2 Tau3 Tau4 Tau5

1 1 2 0.50 0.609 0.609 0.630 0.557 0.609

2 1 2 0.50 0.562 0.562 0.560 0.534 0.562

2 2 2 0.50 0.592 0.592 0.608 0.533 0.592

2 3 2 0.50 0.555 0.555 0.545 0.549 0.555

2 4 2 0.50 0.580 0.530 0.555 0.472 0.528

2 5 2 0.50 0.654 0.595 0.614 0.568 0.615

2 6 2 0.50 0.594 0.562 0.599 0.512 0.788

3 1 2 0.50 0.587 0.587 0.590 0.552 0.587

3 2 2 0.50 0.602 0.602 0.621 0.544 0.602

3 3 2 0.50 0.580 0.580 0.580 0.558 0.580

3 4 2 0.50 0.569 0.569 0.593 0.510 0.569

3 5 2 0.50 0.659 0.597 0.621 0.558 0.597

3 6 2 0.50 0.637 0.593 0.627 0.543 0.698

1 1 2 1.00 0.548 0.548 0.566 0.505 0.548

2 1 2 1.00 0.521 0.521 0.517 0.498 0.521

2 2 2 1.00 0.549 0.549 0.562 0.494 0.549

2 3 2 1.00 0.525 0.525 0.513 0.524 0.525

2 4 2 1.00 0.519 0.519 0.545 0.460 0.519

2 5 2 1.00 0.544 0.544 0.554 0.526 0.544

2 6 2 1.00 0.579 0.532 0.566 0.482 0.547

3 1 2 1.00 0.536 0.536 0.536 0.508 0.536

3 2 2 1.00 0.556 0.556 0.573 0.502 0.556

3 3 2 1.00 0.536 0.536 0.533 0.519 0.536

3 4 2 1.00 0.545 0.545 0.571 0.488 0.545

3 5 2 1.00 0.547 0.547 0.564 0.519 0.547

3 6 2 1.00 0.539 0.539 0.569 0.491 0.539

1 1 2 2.00 0.510 0.510 0.524 0.472 0.510

2 1 2 2.00 0.495 0.495 0.489 0.474 0.495

2 2 2 2.00 0.503 0.503 0.513 0.454 0.503

2 3 2 2.00 0.509 0.509 0.496 0.510 0.509

2 4 2 2.00 0.492 0.492 0.518 0.435 0.492

2 5 2 2.00 0.512 0.512 0.521 0.499 0.512

2 6 2 2.00 0.485 0.485 0.516 0.439 0.485

3 1 2 2.00 0.507 0.507 0.506 0.482 0.507

3 2 2 2.00 0.509 0.509 0.524 0.459 0.509

3 3 2 2.00 0.511 0.511 0.507 0.497 0.511

3 4 2 2.00 0.502 0.502 0.525 0.448 0.502

3 5 2 2.00 0.512 0.512 0.524 0.488 0.512

3 6 2 2.00 0.492 0.492 0.518 0.451 0.492

0.548 0.540 0.554 0.503 0.549

 本研究提出之互動方法(Tau1)與
無參考點(Tau3)排序結果較貼近代理決策
者的排序結果，Tau3略優於Tau1

 整體上，理想解參考點(Tau4)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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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roposed Method v.s. Others

 整體而言，本研究互動式方法之Tau係
數平均0.572優於其他四種方法之0.547
、0.556、0.454、0.554。

 方法因核心最佳化模型相同，因此排序
結果相似，對比的Tau係數如下：
• Proposed v.s. 妥協解: 0.970

• Proposed v.s. 無參考點: 0.927

• Proposed v.s. 理想解: 0.830

• Proposed v.s. 數量最大解(互動): 0.974 

 妥協解與數量最大解為同一點，後者提
供互動後的偏好值，排序結果與本研究
之互動法排序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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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V CV TS

1.000 0.919 0.675

0.312 1.000 0.598

0.004 0.486 1.000

E2a

V CV TS

1.000 0.973 0.675

0.032 1.000 0.477

0.005 0.515 1.000

E2b

V CV TS

1.000 0.960 0.729

0.205 1.000 0.911

0.002 0.56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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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本研究相較文獻之分析方法，著重於決策者之互動，並以
做為模型學習之依據，以實際廠商資料計算，並提供改善
存貨規劃之依據。

 本研究建立一智慧訂單偏好萃取架構，透過大數據分析結
合多準則ABC存貨分類方法萃取訂單之偏好架構，以外顯
化工人智慧。

 可協助決策者做「跳脫框架思考」(Thinking out of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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