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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不論是 B2B 或者是 B2C 的商業模式，電子目錄儼然已經成為買賣雙方的

主要介面。電子目錄不再只是提供商品的規格，更是提供客戶服務的重要媒介。然而，一個擁有豐富

資訊的網站，如何對於不熟悉網站架構的使用者，或對購買商品特性不熟悉的使用者，協助他們做出

採購的決策呢？ 

本文試圖透過網站探勘技術，瞭解使用者的瀏覽目的，並將此探勘所得到的瀏覽樣式，推薦給

具有相同需求的使用者做為參考。同時，將推薦分為同類商品、相關產品、以及其他產品資訊說明三

種方式推薦，讓使用者更清楚推薦原因。 

本文以網站探勘的技術為基礎，提出概念限制型參考（CCR, Conceptual Constrained 

Reference）的交易識別方式，來確認交易為某類資訊的瀏覽，藉此確認使用者目的。之後，利用改

良的混合型順序性（MIXSEQ）相似度比對，對瀏覽路徑做叢集（Clustering）處理，以做為推薦的資

料集。在推薦策略方面，先將網頁做分類，區分為內容型網頁與導覽型網頁，推薦時以內容為主要的

推薦網頁，以提高推薦實用性。 

 

關鍵字：電子商務、電子目錄、網站探勘、推薦服務、個人化 

Abstract 

As the E-Commerce prevalence, E-catalo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face to a company 
through which customers interact, regardless of B2B or B2C. E-catalog not only provides product 
information, but becomes the important media of service providing for customers. However, how does 
an E-catalog assist casual/unfamiliar users with such rich information in their purchasing decision 
making? 

The challenge for Websites is how we know users needs? Thus, we will apply Web Mining 
technology to understand user’s needs and get usage pattern from previous browsing experienc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transaction identification, Conceptual-Constrained 
Reference (CCR), for understanding the goal of users in browsing the e-catalog. Furthermore, we use 
the MixSEQ similarity measure for web-usage clustering to create the recommendation dataset. 
Finally, we will classify pages into two types-content pages and navigation pages, and recommend 
those pages which are content types for users when they are browsing. 

 
Keyword：E-commerce、E-catalog、Web Mining、Recommendation service、Pers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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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越來越多的

零售商、入口網站紛紛提供電子目錄及豐富

的產品採購資訊，來做為企業與顧客之間的

銷售與行銷管道。然而，不論 B2B、B2C還
是 C2C，電子目錄均從中扮演了一個相當重

要的角色。電子目錄是以全球資訊網為平台

的應用，可以當做整個商業服務的虛擬前台

(Front-end)19。透過它，顧客可以進行產品資

訊的取得、訂購、付款、客服、回饋等，它

改變了傳統的廣告、行銷、配送、支援管道。 
從顧客的觀點來看，電子目錄提供顧客

選擇產品及服務的另外管道 19。電子目錄除

了有大量的產品資訊、讓在家購物更方便的

特性外，同時也將其他功能整合在一起，例

如與合作伙伴進行整合，彼此分享產品資料

庫。電子目錄提供者此時要思索的是，如何

透過虛擬的介面協助顧客？尤其當顧客一進

入店裡發現琳瑯滿目的商品陳列，如何讓顧

客快速找到需要的產品？如何協助顧客釐清

他的需求？ 
個人化的服務最常用的方式便是建立個

人偏好檔（User Profile），以便推薦使用者感

興趣的商品資訊，因此達到客製化的服務。

目前的資訊技術可以透過資訊內容過濾資訊

（Content-based Filtering），或者是透過合作
式的過濾（CF）推薦同好者喜愛的其他項
目。然而，這兩種技術均以靜態個人偏好檔

的方式預先設定使用者偏好，這對於需求不

明確或經常改變需求的顧客就顯得不怎麼合

適。 
Cooley將網站探勘（Web Mining）技術

技術應用在電子商務上，用它來探勘出使用

者的瀏覽樣式，以便獲得虛擬的使用者偏好

檔，進而從事目標行銷。更進一步的說，探

勘的目的是找出使用者瀏覽網站的使用樣式

（Usage Pattern），進而預測使用者的瀏覽路

徑，以達到協助使用者瀏覽網站的目的。 
本文將從網站經營者的角度，探討如何有

效地協助使用者獲取決策過程中有關的

資訊，並以網站探勘技術為基礎 23，改
善預測使用者行為的精確度，以及透過推

薦網頁分類的方式增進推薦的實用性。 

貳、使用者資訊需求分析 

一、個人決策資訊需求理論 

瞭解消費者行為模式，有助於提供使用

者所需要的功能，協助消費者購買 2。
Kalakota提出由消費者的角度規劃出產品/服
務採購時消費者的行為過程 1。此模型可簡
單區分為採購前決策、採購以及採購後互動。 

我們將焦點專注在採購前決策這階段。

從消費者的角度來看，任何重要的購買行為

都包含了某種程度的採購前思考，而消費者

在思考時會注意任何有助於抉擇的各種新舊

資訊，這便是電子目錄在設計時所應該要注

意的。因此，電子目錄必需提供不同的服務

機制給不同類型的使用者。 
市場研究對於採購行為做了下列的區

分：完全計畫採購、一般計畫採購、記憶

採購及完全無計畫採購等。若要讓使用者

由瀏覽者變成購買者，也就是使用者由發

現到付款(Discovery-to-Payment 
Cycle)24，必須要能夠提供消費者足夠詳
細的內容。因此，除了要提供豐富的內容

以及設計良好的網站流程外，還必需協助

使用者減少蒐集資訊所需的時間，並可以

依據使用者目前的知識呈現，推薦不同的

資訊，幫助使用者確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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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採購的資訊需求分析 

在 B2B的電子商務模式下，企業採購是
供應鏈中的一個鏈結 5。電子市集的出現是
一個關鍵性的應用。電子市集對買方而言，

可以降低採購成本、內部運作成本與縮短採

購時間；對供應商則可以強化產品推廣效

益、確定新價格訂定機制等。 
不論是事先規劃的直接採購或是非預先

規劃的間接採購，需求認知的錯誤往往是造

成不正確採購的主要原因。因此，對於企業

採購而言，設計良好的電子目錄應該要提供

快速且方便的搜尋功能，讓使用者確認需

求，當然也需要顧慮到消費者的行為模式。 
藉由上述的分析，我們試圖設計出一樣

技術來協助使用者達到下列目的： 
1. 提供相關的參考資訊，幫助使用者確認需

求； 
2. 提供有效的互動服務，幫助使用者瞭解產
品； 

3. 記錄及分析消費者的行為模式，幫助使用

者做有效率地資訊搜尋。 
 

參、網站推薦服務之相關研究 

在電子目錄中，最常提供的兩種服務便

是瀏覽與搜尋。瀏覽是指顧客並不清楚自己

的需求，透過逐步地瀏覽以確認自己的需

求；搜尋則是消費者清楚自己的需求 4，主
要從事更進一步的選擇與比價的動作。瀏覽

適合大多數的使用者，具有下列優點： 
1. 循序式瀏覽，具有方向性，可逐步找到所

需資訊； 
2. 結構式瀏覽，階層式分類產品資訊，略去

不相關的資訊。 
而缺點則有： 

1. 超連結過多時，容易造成使用者迷失方向

4； 

2. 分類定義不同時，使用者容易找不到資

訊。 
為了避免上述缺點，如何更有效地在使

用者瀏覽階段提供指引？這將是網站設計上

值得努力的方向。 

 
一、個人化瀏覽協助的相關技術 

在資訊過濾模式中，我們會先定義使用

者偏好檔以記錄使用者的喜好 4。系統透過
比對新的資訊與使用者的偏好檔來決定是否

要推薦新資訊給使用者 21。 
在這項技術中，最困難的階段不在於如

何提供相關的資訊，而是偏好檔中如何真實

地反應使用者的資訊需求 4。以下，我們將
介紹三種的資訊過濾技術：(1)以資訊內容為

主的資訊過濾；(2) 以合作式為主的個人偏好

過濾；(3) 以網站探勘為主的個人化推薦服

務。 

（一）以資訊內容為主的資訊過濾 

 
傳統的 IR，IF 領域的學者，便是利用內

容分析的方式，建立個人的偏好檔。通常是

利用一個或多個不相關的向量來代表使用者

常用的關鍵字或是分類。這種方法有幾個缺

點： 
1. 靜態式改變偏好檔，可能錯失使用者的潛
在需求； 

2. 使用者在不同情境可能扮演不同角色，如

此靜態的偏好檔就無法做出有效的推薦； 

3. 靜態式偏好檔無法隨著使用者的瀏覽行為

自行改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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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示 (Explicit)的回饋機制，容易造成使用

者操作上的困擾。 
 

（二）以合作式為主的個人偏好過濾 

 
合作式過濾的方式(CF)並不是直接針對

內容項目做比對，而是找出相同喜好的使用

者，推薦他們共同喜好的內容項目 2121。如
此，可以針對非文字的資訊作推薦及過濾。 

合作式過濾的方式除了要克服規模

（Scalability）和預先建立偏好檔兩個問題

外，還需要解決另外兩個問題：確認使用者

需求以及推薦正確性。若網站提供的商品類

別眾多，推薦的項目可能與使用者想要的產

品種類差異甚大，沒有分類的推薦可能導致

不知所云。因此，推薦必須分別對不同類別

產品做進一步處理。 
 

（三）以網站探勘為主的個人化推薦服務 

 
網站探勘與合作式過濾有著異曲同工之

效。不同的是，合作式過濾必須要先知道使

用者的偏好檔，而網站探勘乃藉由觀察使用

者的瀏覽行為，利用叢集技術得到使用者的

虛擬偏好檔，進而做出推薦。利用網站探勘

技術推薦的優點是 16，免去編撰使用者偏好
檔的困難與麻煩；至於困難點則是，如何瞭

解使用者的瀏覽意圖？ 
 

二、探勘網站瀏覽模式的程序 
網站探勘的程序包括：(1)資料的前置處

理；(2)相似度比對；(3)叢集處理；(4)推薦策
略。其中以資料的前置處理最為麻煩，理由

是代理伺服器、瀏覽器快取機制，會無法正

確識別單獨的使用者以及 User Session。 
 

（一）資料的前置處理 

 
Cooley分別從網站設計者和使用者兩個

角度看資料的前置處理工作 9，網站設計者
必須將網站資料做分類並配置展現出來。從

使用者的角度來看，便是利用使用者的瀏覽

記錄，分析使用者的瀏覽行為並瞭解其意

圖，這部分的工作包括了：資料清除、使用

者識別、Session 識別、路徑完成以及交易識

別。 
交易識別的目的是將 User Session 切成

多個有意義的路徑，以利後續的探勘工作。

Cooley 利用MFR78 處理交易的切割。 

（二）相似度比對 

 
相似度比對能自動分類未知的使用者瀏

覽行為，這裡我們將使用者的瀏覽行為分為

三類： 
1. 以內容為主的相似度比對： 
依據瀏覽網頁的內容，判斷使用者是否瀏

覽相關的資訊。 

2. 非順序性的相似度比對： 
僅考慮使用者看過哪些網頁而不考慮瀏覽

的先後順序及網頁內容。一個網站若產品

資訊多樣化，不考慮瀏覽順序或不把瀏覽

路徑做適當切割，推薦時，並無法確認是

相關產品推薦，僅能說明是 「具有同樣嗜
好的推薦」。 

3. 順序性的相似度比對： 
同時考慮瀏覽的網頁以及瀏覽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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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念的確定 

 
確 定 使 用 者 是 否 瀏 覽 相 同 概 念

（Concept）的資訊是件不容易的工作，這個

問題與交易的切割、相似度的比對有一定的

關係。Cooley 利用 MFR 雖能找出使用者有
意義行為，但還是有以下的缺點： 
1. 忽略倒退型網頁對於瀏覽的意義； 
2. 無法知道使用者在同一概念中，有哪些連

結同時也被瀏覽了。 
因此，本文將改良切割法，使它能確定

使用者的瀏覽目的，並能解決上述MFR的不

足。 

肆、系統架構 

一、系統概觀 
圖 1 的系統架構主要參考 WebMiner 系

統 1718，，改良 MFR交易切割法、FM相似
度比對以及推薦策略。本系統同時具備離線

及線上兩種處理方式，以符合推薦的需要。

離線部分主要是蒐集並處理使用者在網站某

段時間內的瀏覽路徑，以及將使用者的瀏覽

行為作分類，產生虛擬的使用者偏好檔。工

作包括：網站架構挖掘、網頁分類、存取記

錄的前置處理、Session 識別、交易切割、交

易叢集。 
線上處理主要為推薦引擎處理網頁推薦

的工作。工作包括：追蹤線上使用者的

Session、比對資料庫中的虛擬偏好檔、找出

最適合的偏好檔、進行推薦。本文僅針對網

站模式化、交易識別、相似度比對以及推薦

策略進行說明。 

 

使用者

網站

網頁類型

網站邏輯架構

網頁連結架構

網站粹取
(Site Crawling)

網頁分類

使用者存取記錄
（log files）

session識別

CCR交易識別
(transaction 
identification)

使用者sessions 使用者交易集

MixSEQ/PPED
CompleteLink 
clustering)

虛擬使用者profile
（Clusters）

網站

推薦引擎
Recommendation Engine

推薦引擎
Recommendation Engine

比對cluster

使用者瀏覽路徑
(Current Path)

推薦網頁分類

評分排行
（ranking）

圖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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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模式化 

廣義而言，我們可以將電子商務網站

視為電子目錄 19。我們可以簡單地視網
站的 URL 路徑為電子目錄的特例。路徑

代表了某種程度的分類架構，而每一個網

頁則代表分類型錄、產品型錄或產品內容

介紹。 
 

三、使用者存取記錄前置處理 
我們直接利用網站伺服器的存取記錄作

為使用者的瀏覽記錄。使用者的 Session 識別

可以透過 IP 、Agent(瀏覽器)或作業系統來

判定，並參考每個網頁的存取時間判斷是否

為另一個 Session的開始。當使用者兩頁的存

取間隔超過一定的時間，就視為另一個

Session 的開始。網頁補足(Path Completion)
可以透過網站的連結架構來判斷是否有連

結。此演算法主要是檢查相鄰兩頁間的是否

存在連結，若找不到連結則從歷史記錄中尋

找最近有連結的網頁。若還是找不到連結，

就表示這是另一個 Session的開始。 
 
四、利用概念限制做交易識別 

前一步驟雖然能找出每一個使用者的

Session，但是每一次的使用者 Session中可
能又包含了多個目的或不同概念。在本文

中，我們採用以概念限制參考的交易識別法

(Conceptual Constrained Reference ,CCR)，希
望能夠找出具有共同瀏覽目的的瀏覽行為

叢集，來作為往後使用者瀏覽時的推薦指

引。 

 

（一）概念的定義 

 
首先，我們必須先將網站分為多個概

念，交易識別時，我們可以依據瀏覽的概念

切割使用者 Session。概念的劃分由網站設計

者依據網站特性來決定，為了能讓網站設計

者，依據網站的特性與實際的探勘需求決定

概念的範圍，本文透過共同路徑 CLevel的定
義來決定概念區域。 

 

共同路徑

( ) 數目兩網頁具有相同路徑的, ≡ji UUCLevel  

我們將兩個網頁的 URL 路徑相比較，
由根目錄開始算起相同的目錄數目，就是共

同的路徑數。 
 

最小的共同路徑數目：minCLevel  

minCLevel表示每一個概念內的網

頁至少需要的最小相同路徑數目。圖 2
表示以 minCLevel=2的網站架構圖，每
一個節點代表一個 URL 路徑。虛線框則

表示所形成的概念。虛線框內的節點表示

在此概念的目錄，此框內所有目錄內的網

頁均為同一個概念。 

（二）CCR交易定義 

確定了如何劃分網站概念後，就可以藉

此概念的劃分進行交易的識別。使用者在某

特定概念瀏覽網頁的集合稱為一個交易。在

相同概念下瀏覽具有相同的目的，點選的網

頁與點選的順序越相近，其瀏覽行為越相

似。交易 T是依據存取時間排列的網頁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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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xxxT →→→→ ...321：  

 
必須滿足下列條件： 

均在同一概念

中而且要： 

 

1. 交易內任意兩個網頁 ji xx , ，

( ) CLevelxx ,CLevel ji min>=   

2. 網頁的類型可以是導覽型網頁或內容型

交

性

（三）跨概念處理 

前概念進入另一個概念

時，

交易的形成，使用者

一進

（四）CCR交易識別優點 

下列的優點： 

網頁。 

類

類型 2的交易。 

當使用者離開目

會形成另外一個類型 1 的交易，此時使

用者的瀏覽目的與之前會有所差異。然而，

使用者在瀏覽網站時，也有可能在不同的概

念中，發現相關訊息而跨概念瀏覽。為了避

免相關資訊可能跨不同概念，交易時會記錄

到新類型交易的第一頁網頁，這樣可以記錄

使用者除了看此分支，還會進行其他類的交

易瀏覽，以便用來推薦使用者「相關產品」

或「其他概念資訊」。 
圖 2 說明兩種不同

CLevel=2

 

入網站先瀏覽 A、B 概念下的網頁，之

後，瀏覽 B’次概念下的網頁。此時，A,B,C
會形成類型 1的交易。接著，瀏覽 C、D後，
又瀏覽另一個概念中的 E網頁。此時，C,D,E
會形成類型二的交易。使用者若繼續瀏覽的

話，則又會再形成另一個類型 1的交易。 
 

相較於MFR，CCR具有
A

C

B'B

D

E

min

類型1
交易

類型2
交易

圖 2：以 CCR處理的交易識別
易類型： 

使用者瀏覽網頁之間的關連

，

錄使用者「第一次」或「重新」

 
下，使用者除了第一次瀏覽的次

1. 確

中，可以瞭解使用者在哪一

2. ： 

別 2 兩

 

為了瞭解

並且避免交易過大，我們將 CCR的交易

型分為兩種： 
 類型 1 
主要是記

進入此概念時，瀏覽的次概念網頁； 
類型 2 
同一概念

概念外，瀏覽其他次概念時，都會被視為

定使用者在某特定的概念下瀏覽的相

關連結： 

在一個交易

個網址後做反覆的瀏覽以及分支，瞭解

使用者看了此產品，選擇了哪些同類型

的連結，避免無法瞭解倒退（Back 

Reference）的瀏覽行為。 
減少叢集處理所需要的時間

將交易類型區分為類別 1 及 類

種，通常類型 1的交易數目較類型 2少，

因此我們可以分開對這兩種交易類型的

瀏覽行為做分析，提供推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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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模型 
多不同的特徵矩陣所組

合而

(Hit Matrix) 
覽的次數，並加

 陣(Sequence Matrix) 
並以算數

路徑觀看相同的

內容

大的差異在於某一

瀏覽

五

Session 是由許
成，在此我們使用 20 
 
 點選矩陣
計算相鄰網頁依序被瀏

總。 
序列矩

找出兩網頁出現的相對位置

平均數的方式平均。 
使用者可能透過不同的

，若完全將瀏覽的順序列入，則會使得

不相似度提高。因此，我們在決定序列矩陣

時，會將網頁類型納入考慮，用以降低被提

高的不相似度。本研究所提出的混合型順序

性（MIXSEQ）比對，乃藉由考慮網頁類型，

給予不同的順序編碼。 
混合型順序性編號最

頁 Hub Page，反覆瀏覽此頁的內容型網
頁連結時，這些內容型網頁的順序均相同。

內容頁之後的網頁，順序值會繼續增加，直

到重返 Hub Page，再從 Hub Page的順序繼續
編號。圖 3 便說明了混合型編號後的結果。 

( ) 1, 21 =xx ， ( ) 2, 22 =xx ， ，( ) 3, 32 =xx

( ) 4, 43 =xx ， ( ) 5, 34 =xx ， 

( ) 4
2

44, 53 =
+ ( ), x 535 =x ， =xx ，

( ) 5, 65 =xx ， ( )2 6,6 =xx ， 2x  
 
之後，我們會產生兩個矩陣，分別為點

選矩陣 列矩陣 ，其中z為此網
站的所 有 網頁數 目 範 例中的

( ) 7, 7 =x

H
ZM 2、序

S
ZM 2

。假設

{ }7654321 ,,,,,, xxxxxxxZ = 。 HM 27
矩陣中的

xij元素代表網頁xi到網頁 瀏覽次數，而
SM 27 矩陣中的x

xj的

的瀏覽編號。底下為圖三的點選矩

⎦⎢
⎢
⎢
⎢
⎢
⎢
⎢

⎣

=

0000000
0000010
0100100
0000100
0021000

27
HM

 

00
7000320
0000010

27
SM

 

 
六、叢集模型 

ij元素則代表網頁xi到網頁xj

陣值和序

列矩陣值： 

⎥
⎥
⎤

⎢
⎢
⎡

1000110
00000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0000
0000060
0500500
0000500
00440
x
1

x2

x3

x
4

x
5

x

x7

6

minCLevel=2

1

2

3

4

4

4

5

7

斜體:順序+並行編號

內容型網頁

導覽型網頁

5 6

5

圖 3：MIXSEQ編號後的結果 
 將交易進行群聚後，我們使用「算數平

均數 算出叢集的質心，最後的結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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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是由多個特徵矩陣的總和： 
{ }SH MMC ,=  

每一個特徵矩陣為交易的特徵矩陣之算

數平均： 

∑
=

=
N

i

F
i

F M
N

M
1

1
  

N

七、相似度比對 
相似度比對是用來衡量兩使用者行為的

相似

的 Sessions 叢集處理在一起。本文採用

的 FM 定義 20 將 Session
及叢集用

序兩種特徵，因此，我們需要為兩 陣分別

設定不相似度的權重值Ws, Wh。 
相似度測量，我們採用 Project Pure 

Euclidean Distance (PPE
 

為叢集所包含的數量(Cardinality)。 

 

度，透過此方式，將「具有相似行為」

Shahabi 等人提出
特徵矩陣做不相似度的比對，不相

似度的總和為個別不相似度的加權平均值： 

s
S

h
HF wDwDD ×+×=  

 
在本研究中，僅使用網頁點選、網頁順

矩

不

D)，以避免 Session
比對叢集時，過度衡量不相似度，其公式為：

( )
2
1

0,1

2, ⎟⎟
⎠

⎞
⎜⎜
⎝

−=⎟
⎠
⎞

⎜
⎝
⎛ ∑

⎛→→ N

≠

八、叢集處理 
本研究使用 Hierarchical Method 中的

Complete-Link Clustering 建立群集。此演算

的優點是兩叢集間物件的距離均相差最

叢集處理後，我們必須選擇

某一個門

的群組，

線上使用者 Session s 並與叢集 C 進行比

個叢集的比對值。由於我們

想得

= ai
ii

i

baBAPPED  

 

法

大。進行階層式

檻值(TDC)值，將叢集合併成較大
減少叢集數，以方便之後的應用。 

 
九、推薦方法 

推薦引擎負責利用離線時建立的樣式，

進行線上的推薦作業。它會產生一組排序過

推薦資料列表供使用者參考。推薦引擎記的

錄

對，得到與每一

到相似度值而非不相似度值，因此我們

要定一個上限 maxPPED使得  
( ) ( ) CccsPPEDMaxPPEDcsmatch ∈−= ,,,  

十、推薦得分計算 
 
在網站中，導覽型的網頁僅作為瀏覽相

關網頁的指引，因此，直接推薦內容型網頁，

比推薦導覽頁網頁更具有意義。推薦 集

亦為 FM，包含點選矩
陣與 列矩陣，因此我們要推薦矩陣中，每

一個

叢

中，叢集的資料結構

序

segment(u1,u2)的 u1或 u2 網頁。首先，
我們定義 DF (Distance Factor)，用它來計算

推薦網頁與 Session的距離： 

( )
⎩
⎨
⎧

∈
∉∧=∨=+−

=
Sui

SuuuuunuuSeqWeight
uDF

 f,0
 if,1),maxWeightlog(

)( 2121

 
因此，內容型網頁 u的推薦得分

−

計算如下： 
( ) ( ) ( )

cuuuuu

uDFuuHitWeight
N

csmatchu
u

c

∈=∨=∀

××= ∑
, 

,)(,1,Rec

21

21
 

 

若是資訊系統提供的服務回應，是讓使

用者難以解釋的，將會造成顧客的反感 3。
此，為了讓使用者瞭解推薦的目的，我們

推薦分為三類： 

十一、推薦資訊分類 

因

將

 同類產品推薦 
{ }CLevelusCLevelcontentutypeofCcu j

c
j

c
j min),()((s)REC2 >∧=∧∈=

 
供使用者做產品選擇、比較時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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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薦這類產品中，使用者最常瀏覽

者是使用者瀏覽此類產

品看了哪些資訊。 
 關產品推薦（同概念產品推薦） 

的產品資訊。或

相
{ }CLevelusCLevelcontentutypeofCcu j

c
j

c
j min),()((s)REC2 =∧=∧∈=

 
當使用者看了某產品後，推薦其子產品

的資訊或相關訊息。 
 其他相關概念資訊推薦 

( ){ }CLevelusCLevelcontentutypeofCcu k
c
k

c
k min),((s)REC3 <∧=∧∈=

 
透過此類推薦，使用者會瀏覽不同概念

下的資訊，同時推薦給其他使用者做參

 

分排

頁推薦的 名門檻值N1, N2, N3，將同類產品

網頁排名前N1名的網頁、相關產品網頁前N2

名的網頁、其他概念網頁前N 名的網頁都推
薦給

、模擬環境設計 

本研究為了使實驗更具真實性，我們採

的網站架構及內容作為我

們的實驗平台。同時，模擬使用者透過瀏覽

在此我們參考 8 的實驗
方法，設定參數來模擬瀏覽路徑。 

誤。在

不相

考。 

將推薦網頁分為三類之後，分別依照得

序產生列表，我們可以選擇各類內容網

排

3

使用者。 
 

伍、實驗與討論 

一

用 taiwan.cnet.com

器模擬網站的情境。

產生一組虛擬的瀏覽路徑作為之後模擬

之資料集，參數設定如表 1。在這次的虛擬
瀏覽路徑中，我們將Pd設為 0，同時，均預設
使用者先進入硬體專區，以避免因為網站架

構的不完整，導致產生的瀏覽路徑有

似度衡量方面，設點選矩陣權重

Wh=0.8，序列矩陣權重Ws=0.2。 

  
表 1  實驗參數說明及設定 

參數名稱 說明 設定值

minCLevel 決定網站的概念範圍。  2 

P 使用者瀏覽產品比較 詳細資訊 0.6 a 、

的機率值。 

Pc 使用者瀏覽相 品資訊的機 0關產

率。 

.2 

Pd 使用者瀏覽其他概念資訊的機

率。 

0 

Pb 使用者退回前一頁的機率。 0.2 

t1, t2 啟視窗的最少、最多值。 1, 1 同時開

L,V User Session的長度： %VL±  20, 0.5 

Session 數 1000  

 
二

實 易識 似

預測品質的影響以及統 分

後的相關統計。因此，我們要評估的項目

要為預測的品質。包含：(1) MFR,CCR交
較；(2)不同交易識別

法的

用者的（後續）

瀏覽

、實驗設計與方法 
本 驗要測試不同的交 別法、相

度比對，對 計叢集

析

主

易識別法的預測品質比

與門檻值的關係；(3)CCR交易識別法與

MIXSEQ的預測品質比較。 
我們將使用者的瀏覽記錄分為兩個資料

集，前 80%為訓練資料集，後 20%測試資料

集 6。訓練資料集的目的是建立使用者行為

叢集，而在測試資料集的使用者則視為線上

使用者。接著，我們將每位使

行為分為觀察階段以及預測之後的行

為。 
 
三、評估標準 

在這裡我們改良 IR 領域常用的評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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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call）  回收率（Re

)(
)( RA

ecall
目前提供的相關網頁

=  
AnsSet

r
之後點選的網頁

精確率（   Precision）

)(
)(

RelSet
RA

precision
所有提供的網頁

目前提供的相關網頁
=  

單一的評 量值 HM 

recallprecision

HM 11
2

 

+
=

HM值越高，表示回收率與精確率同時也

很高 4。 
四、實驗結果比較與分析 

（一

限制的交易切割方式，經過叢

為，在較低的門

檻表現很出色，有較高的預測品質。門檻越

4）。這說明了

CCR

）MFR與 CCR之比較 

以概念為

集分析後預測使用者瀏覽行

高，兩者的表現越趨近（如圖

此種識別方式在低門檻時，預測品質較

高且更能確定使用者的瀏覽意圖。 
 

0

0.05

0.1

0.15

0.2

0.25

0.7 0.8 1 1.3 1.4 1.5 1.6 1.7 1.8 1.9 2 2.2TDC

av
er
ag
e 
H
M

0.3

0.35

0.4

MFR+NonSEQ

CCR(HIT)+NonSEQ

CCR(BIT)+NonSEQ

 
圖 4 MFR與 CCR在 HM上的比較 

 
另一個實驗中，我們並不加總 CCR交易

內網頁的點選次數，只看是否有出現（稱為

CCR-BIT），然後再進行一次叢集處理。我們

發現，在低門檻值的時候，CCR-BIT的預測
品質依舊比 MFR 來的好，但是比 CCR-HIT
來的差。然而在高門檻值的時候，HM 值降

低的速度比MFR及 CCR-HIT均來的慢。會

導致這樣的結果，我們推論是由於 CCR交易

識別計算點選次數（HIT 數）擴大了不相似

度所致。 
 

0

10

20

30

40

TDC

70

50

60

(%
)

MFR+NonSEQ

CCR(HIT)+NonSEQ

CCR(BIT)+NonSEQ

MFR+NonSEQ 4.707086211 5.372217959 17.16551548 28.44717319 30.23791251 47.83832182 50.65234075 53.38961371 54.00358148 56.3059606 28.44717319 60.88513686

CCR(HIT)+NonSEQ 6.804809414 8.23740087 17.24226145 35.14965464 37.91250959 47.76157585 50.11511896 51.21514454 52.67331798 53.6965976 57.25249424 60.68048094

CCR(BIT)+NonSEQ 5.244308007 7.700179074 17.34458941 38.39856741 39.80557687 52.26400614 53.38961371 53.97799949 54.59196726 55.07802507 59.32463546 61.72934254

0.7 0.8 1 1.3 1.4 1.5 1.6 1.7 1.8 1.9 2 2.2

 
圖 5 MFR與 CCR在成功查詢率上的比較 
 

此次實驗共做了 3909次。但並不是每一

次的查詢都能夠找到適合的叢集，因此我們

比對兩者的成功查詢率。大致上兩者的成功

查詢 相差不遠，不過 CCR 在 HM 較高

時，成功查詢率也較高（如圖 5）。 

（二）順序型編號與混合型編號之比較 

 
我們均以 CCR方式切割，並使用順序性

編號與混合性編號做比較。如圖 6 所示，利

查詢的成功率在特定門檻值下

高

率

用混合型編號會使得預測的 HM 略下降，但

另一方面，在

均 出許多（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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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成功查詢率的影響 

 
再看特定門檻值下的叢集數（圖 8），

順序型的叢集數一直都比混合型的叢集數

多，這代表用順序型的編號不易使叢集叢

聚，雖然 HM較高，但是所要付出的比對成
本也就相 業網

站而言，其 難免會受

影響。 

HM
合

為如此，當門檻值大時，容易形成較大的叢

改進。

 

對提高。對於更多使用者的商

效率以及規模擴展性均

綜合而言，我們提出的 CCR 交易識別

法，在查詢成功率有較好的效果。不過，

值僅在門檻較低的時候，表現較好。而混

型順序性的相似度比對，對於降低相似度有

達到其效果，使得叢集數減少。不過，也因

集，因此預測的品質也隨之降低。這在未來

的研究中，有相當的空間可以繼續做探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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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CCR+SEQ 與 CCR+MIX 

對叢集數的影響 

陸、結論與未來方向 

使用者個人化服務將是電子商務中最重

要的一環，透過推薦系統的協助以及網站探

勘的技術，將有助於提昇網站服務的品質，

時，也是電子商務網站達到差異化的競爭

策略。 
我們利用 evel，讓網

站管理者依據電子目錄特性訂定概念範圍，

。並透過 CCR為依
據的概念限制，識別出主要產品的瀏覽路徑

以及

比對，藉此減少因為瀏覽先後順序

而增

同

簡單的參數 minCL

以了解使用者的瀏覽目的

相關產品的瀏覽路徑，同時避免因交易

太長而無法確定使用者瀏覽目的。相似度測

量方面，結合順序性與非順序性比對提出

MIXSEQ
加的不相似度。模擬結果發現，利用此

方法計算瀏覽順序，能有效減少叢集的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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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HM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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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對於推薦系統的規模變化很有幫助。同

時我們也將推薦的網頁予以分類，讓使用者

清楚推薦的原因，這有助於提升推薦的可用

性。 
電子目錄上的推薦服務還有很大的研究

空間，如何預測使用者的意圖便是個棘手問

題？除此之外，如何過濾無意義瀏覽以及提

供更精確的服務？也是未來繼續研究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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