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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圖書館設立之目的係為了提供全體人民增進本身知識之管道，為符合所有借閱者之需求，圖

書館中館藏各類（如資訊類等）之書籍，期望可提供借閱者獲得所需之資料。此外，透過網際網

路之架設與圖書系統之建置，借閱者可透過圖書系統與平台之搜尋功能輸入欲借閱之書籍，以強

化圖書借閱之效率與效果；然而，由於圖書館之館藏有限，並非完全能符合所有借閱者之需求，

故當借閱者經查詢後無此書籍館藏時，借閱者僅可待圖書館購置對應之圖書後，才可借閱所需之

圖書。於現今圖書館之推薦圖書採購流程中，雖然目前圖書館之圖書管理系統已提供推薦圖書採

購之功能，讓借閱者可提供圖書採購建議，然由於圖書館未充分宣傳此推薦書籍採購機制，或是

借閱者因書籍採購推薦流程過於繁複、採購作業過於冗長，致使借閱者無動力執行，導致圖書館

圖書採購員無法確切得知借閱者真正需要何種書籍。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提出一套「圖書推薦採

購模式」，以圖書借閱者所查詢之圖書資訊（如書名、作者等）為分析依據，藉以瞭解圖書借閱者

之圖書借閱偏好，進而採購借閱者所需之書籍。 

是故，本研究期望以文字探勘技術結合網際網路技術，發展並建構「圖書採購推薦」模式與

系統，以提供圖書採購人員進行圖書採購之建議。本研究所提之「圖書推薦採購模式」乃包含「以

字詞密度為基之關鍵字推論法則」（Keyword Density Thesaurus；KDT）、「以字詞順序為基之關鍵

字推論法則」（Keyword Sequence Thesaurus；KST）及「採購書單媒合法則」（Keyword-Book Mapping 

Model；KBM）等方法論；首先，KDT 法則與 KTL法則乃分析借閱者所查詢書籍字串，以擷取當中關

鍵字集，之後將關鍵字集作為 KBM 方法論之分析資料，結合外部書商資料庫之圖書資訊，即可推

論得推薦書籍名稱，最後由「圖書採購推薦」系統主動傳送圖書管理員書籍採購推薦清單，除可

降低人為處理之作業時間，也可使圖書館購得借閱者能真正所需之書籍。 

關鍵字：圖書館、圖書採購、資料探勘 

 

壹、 緒論 

圖書館設立之目的係為了提供所有使用者

（包含老師、學生及一般民眾等）增進本身知

識之管道，如以一般大學圖書館為例，透過網

際網路之架設與圖書系統之建置，借閱者可透

過圖書系統與平台之搜尋功能輸入欲借閱之書

籍；然而，由於圖書館之館藏有限，並非完全

能符合所有借閱者之需求。因此，當借閱者經

查詢後且無此書籍館藏時，借閱者尚可透過「填

寫圖書推薦購買表單」或「聯繫圖書委員」等

兩種方式向圖書館推薦購買書籍之清單。首

先，若透過「填寫圖書推薦購買表單」之圖書

推薦採購方式，借閱者需先登入圖書館系統，

並填寫圖書推薦購買表單（其中欄位乃包括：

書名、作者、出版者、書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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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Number；ISBN）及個人基本資料，而借

閱者於進行圖書採購推薦時，尚需至圖書館藏

書目錄中查詢此書籍是否存在，才可提出圖書

採購推薦申請，此方式一次只能推薦一至兩本

書籍之採購，並無法一次推薦多本書籍之採購

建議。此外，借閱者欲一次推薦多本書籍（如

五本或十本書籍）則需採取「聯繫圖書委員」

之方式，此方式乃由借閱者先行至圖書館之圖

書管理系統/平台下載推薦表單，待借閱者（如

學生）填寫資料完畢後，隨即呈報給圖書委員

（一般而言，由系上專任教師擔任）；之後，待

圖書委員統一彙整此學期之推薦採購書單時，

則轉交圖書管理員以進行圖書採購作業。上述

兩種圖書推薦採購方式，最後皆需由圖書管理

員先行蒐集所有圖書採購推薦書單，再需檢查

書單中推薦書籍是否已購買或館藏，經過審查

確認後，才可由採購書籍負責人匯整所有採購

推薦書單以進行購買。目前圖書館之圖書推薦

採購流程（即圖書館圖書推薦採購之 AS-IS 模

式），如圖 1 所示。 

 
圖 1、圖書館圖書推薦採購之 AS-IS 模式 

如圖 1 所示，目前圖書館之圖書採購流程

中，本研究乃歸納以下主要之問題： 

目前圖書採購推薦方式雖由使用者主動推

薦，然僅部分使用者獲知此推薦流程，未能符

合所有使用者需求 

整體圖書採購推薦之流程皆需以人為方式

執行，採購時間冗長及採購效率不佳 

本研究期望以文字探勘技術結合網際網路

技術，發展並建構「圖書採購推薦」模式與系

統，以提供圖書採購人員進行圖書採購之建

議。本研究所建置之圖書採購推薦模式乃先將

使用者透過圖書系統搜尋不到的書籍字串收集

並彙整，先行排除字串中贅字並記錄，再與本

圖書採購推薦系統所連結之外部資料庫（即書

商之新書資料庫）核對，獲得符合要求之書單

（即符合所有借閱者需求之採購書單），並傳回

圖書採購推薦系統，再由圖書館管理員進行購

買，因此本研究所提之圖書採購推薦流程乃為

系統主動式推薦，不需經由人員收集彙整書

單，亦不需透過圖書館管理員審查，故可提升

圖書館於圖書採購之效益。其改善後之圖書推

薦採購期望模式（To-Be Model）可以圖 2 表示

之。 

 
圖 2、「圖書採購推薦」之 TO-BE 模式 

貳、 相關文獻探討 

一、 資料探勘技術 

就資料探索之方法論與技術而論，資料挖

礦與分析技術不斷發展與進步，其主要包括分

群、分類、關聯解析等課題。就分群方法而言，

購物籃乃自動將所有具共通點之交易資料歸類

為同一族群，以有效進行群別判斷（Giudici 與

Passerone[10]）。而叢集分群為一種透過資料對

比建立相近資料模型之法則，其效果類似於購

物籃原理（Kamimura 等人[13]）。就分類方法而

言，決策樹機制為較常用之技術，其具有強大

分類與預測功能，並具有可以文字形式表達分

類規則之優點；其衍生之手法甚多，包括 CART

工具（Breault 與 Goodall[6]）、CHAID 工具、及

近 期 之 C4.5 樹 狀 結 構 演 算 法 （ Coppola 與

Vanneschi[8]；Chae 等人[7]），上述方法論皆已

被實際運用於不同應用領域之資料挖礦。 

此外，啟發式演算法沿襲人類思考模式，

亦廣泛應用於資料挖礦與分析領域中。當中，

類神經網路、基因演算法及模糊集合理論為近

年來運用較廣之演算法則。類神經網路模式

（Leu 等人[15]）與人類思考過程近似，可應用

於以訓練資訊進行學習並產生歸類和預測等模

型，故可於大量資料中不斷自行推論，擷取與

領域決策相關之資訊。基因演算法（Kamrani

等人[14]；Sörensen 與 Janssens[19]）則基於演化

與天擇機制找尋具預測效果之最佳參數，以避

免擷取過多無用之資訊。此兩法則之觀念大致

相同，主要為「擷取有用資訊、進行分析、支

援 決 策 」。 此 外 ， 模 糊 理 論 （ Nikravesh 及

Aminzadeh[18]；Honga 等人[11]）乃利用介於[0,1]

範圍間之隸屬程度值表示樣本點屬於某一群集

之程度；其乃運用於資料分析中程度化資料（如

語意、質化資料等）之分群。然而，此類資料

於資料分析領域中頗為常見（如滿意程度及喜

好程度等），因此，不論個人特質或產業營運資

料分析，皆可見此方法之應用。 

除上述基本方法論以外，近年來線上資料

庫已被廣泛運用，其資料儲存形式可為單一資

料倉庫集中儲存、分散式儲藏、或存在於操作

系統中。線上及時分析（On 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可協助使用者切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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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析 資 料 ， 以 找 出 所 需 之 資 訊 （ Ganti 與

Gehrke[9]）。而相關理論亦相繼被提出以增進資

料 分 析 之 精 確 性 與 效 率 ， 如 約 略 集 合 理 論

（ Ananthanarayana 等 人 [5] ） 及 隨 機 模 式

（Jenamani[12]）等方法論皆為補足上述理論不

足之處而發展。 

二、 圖書館之圖書採購模式 

圖書館目前面臨圖書經費緊縮及期刊、圖

書訂購費用上漲等問題，故圖書館如何以有限

的經費以滿足讀者需求，實為圖書館服務者之

一大挑戰。如以大學圖書館為例，政府逐年減

少對公私立大學補助，而大學於有限經費下，

行政單位實無法獨厚圖書經費而刪減教學研究

經費，是故，經費不足目前乃我國大學圖書館

經營所面臨的一大困境（游孟儒[3]）。此外，曹

健華 [2]乃利用線上分析處理技術（On 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分析讀者的歷史

借閱館藏紀錄並產生關聯法則，以作為館藏推

薦的基礎，使圖書管理人員於有限預算中，給

予採購核心及熱門館藏圖書之意見，藉以維持

及滿足讀者需求。最後，Lin[16]乃針對網路閱

讀者閱讀行為進行調查，其中乃調查文章篇

幅、正面立志文章、負面報導等因素對閱讀者

之喜好影響，期望藉由使用者之閱讀習慣調

查，獲知多數閱讀者之偏好；此研究結果可提

供書商進行圖書庫存，或是提供圖書館進行圖

書採購與典藏之建議。 

除上述圖書館所面臨圖書經費緊縮狀況

外，圖書館與供應商之圖書採購時效性，亦逐

漸被重視。為了縮減與書籍販賣商之回應時

間，並減少消費者購書之繁瑣流程，圖書供應

商乃建立一套書籍資料存取系統，以達迅速交

易之目標。於此系統中販賣商端僅需輸入書籍

名稱，即可於圖書供應商資料庫中進行比對，

並列出符合之書籍資訊，最後回傳至販賣端，

消費者可即時得知購買圖書資訊，以作為購買

之參考（Lin[17]）。此外，目前圖書館與供應

商 亦 導 入 電 子 資 料 交 換 （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之採購方式，當中電子資料

交換採購與傳統圖書館採購流程之差異，係圖

書館、書商及出版商間乃以電腦連線方式進行

聯繫，此方式除可降低聯繫成本及採購時間

外，更可規避採購單與出貨單資料格式不同之

問題（薛理桂[4]）。甚者，長期訂購乃圖書訂購

之一種方式，由於圖書館館藏中具分期出版之

叢書，故無法以一整套書籍出版後才進行訂

購，圖書館往往需要採取連續訂購之採購方

式，館藏才不致於因疏漏未訂購而中斷（王元

仲[1]）。最後，由於稀有或罕見書籍僅為少數閱

覽者之閱覽需求，故易造成此類書籍之查詢次

數過少，導致無此類書籍之館藏意見；甚者鑑

於圖書經費有限，此類書籍易被圖書館採購人

員所取捨（Trade Off），導致部分使用者之權

利受到忽略，故為提升圖書館之服務品質，此

類書籍理應受到同等之重視（Zeugner[20]）。 

參、 系統功能簡介 

本研究乃以使用者於圖書館系統所輸入之字串

資料（即查詢不到欲借閱之書籍字串資料）為

分析基礎，透過本研究所建置之「圖書採購推

薦」系統，先行刪除不重要之贅字，並於搜尋

得所有字串中推論關鍵字，將關鍵字與外部書

籍資料庫進行比對（即書商之新書資料庫），取

得具備高度相關性之書籍清單並回傳「圖書採

購推薦」系統，最後，由系統主動將採購清單

傳至圖書管理員進行採購，如圖 3。透過本研

究所建置之圖書採購推薦系統，圖書館將自動

獲得使用者於微感中所欲借閱之書籍清單，除

可規避使用者填寫推薦書單至圖書館管理員審

核書單之過程，並降低人為處理之作業時間

外，更重要乃為藉由所有借閱者所查詢圖書之

依據，便能得知使用者真正所需之書籍，進而

推薦圖書採購員於圖書採購之建議，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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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圖書採購推薦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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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圖書採購推薦系統之應用流程 

肆、 系統特色 

整合不同使用者所需之功能，本系統開發

之重點共可分為「關鍵字維護模組」、「推薦書

單媒合模組」、「關鍵字推論模組」、「推薦書單

維護模組」、「系統參數設定模組」與「使用者

資料管理模組」等六大模組，系統乃依據使用

者之權限開放對應之系統功能。各模組之性能

說明如下： 

一、 關鍵字維護模組 



結合文字探勘技術之圖書採購推薦模式 4 

系統管理員亦可透過此模組進行關鍵字資

料（包含領域關鍵字集與系統所推論之關鍵字

集）之維護任務，包括查詢、新增、修改與刪

除等功能。 

二、 推薦書單媒合模組 

圖書館使用者之查詢字串乃於「查詢字串

收集模組」中取得；推論法則之關鍵字集乃於

「關鍵字推論模組」中取得；關鍵字集整併、

關鍵字集之專業領域區分與推薦書單媒合，則

於「推薦書單媒合模組」中取得。圖書館使用

者於圖書館查詢系統上搜尋欲查詢書籍資料

後，經由篩選與關鍵字推論，並進行關鍵字集

之專業領域區分之後再與外部書商之書籍資料

庫連結，擷取符合關鍵字之書籍，進而推論得

所欲推薦之書單，而圖書管理者即可依此書單

作為購買書籍之依據。 

三、 關鍵字推論模組 

系統使用者可透過此模組設定關鍵字判

定門檻值，以利系統執行關鍵字推論，進而利

用系統之圖書媒合模組取得該推薦書單。 

四、 推薦書單維護模組 

系統管理員亦可透過此模組進行書單資

料（書籍資料乃包含書籍之關鍵字、作者、摘

要、出版日等書籍基本資料）維護，包括查詢、

新增、修改與刪除等功能。 

五、 系統參數設定模組 

此模組提供系統管理者進行關鍵字判定

門檻值與推薦書單需求值之維護功能。 

六、 使用者資料管理模組 

提供系統管理者進行所有使用者資料之

查詢、新增、修改與刪除功能，此外，系統亦

提供使用者進行個人基本資料之維護功能（包

括個人資訊/密碼之查詢與修改功能等）。 

伍、 研究方法（系統開發工具與技術） 

本系統乃建置於 Microsoft WinXP 作業系

統上，以 JSP 語言開發系統之各項功能，採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資料庫系統儲存系

統運作過程之相關資料；以下乃分別介紹系統

開發時所使用之工具。 

一、JSP（Java Server Pages） 

由於 JSP 乃是以 Java 程式語言為基礎之網

站伺服器描述語言程式，故其乃繼承 Java 支援

跨平台與跨網站伺服器之優點，使網頁設計更

具彈性。除了能適用於各種網頁瀏覽器外，JSP

更具有下列數項優勢，如：平台與伺服器之獨

立性(JSP 技術可於所有符合 JavaTM 語法結構

的環境下執行)、模組程式之可重用性(JSP 元件

皆為跨平台且可重用之元件，減少程式開發時

間、增加程式彈性)、執行效率佳(JSP 僅於第一

次執行時被編譯成 Java Servelt，故除非網頁更

新，否則系統無需重新編譯)、與 HTML 緊密整

合(JSP 可嵌入 HTML 標籤中使用，可提高便利

性亦減少 I/O 問題)、標籤可擴充性(JSP 技術兼

容 XML 標籤技術，程式開發者可自訂標籤庫，

並充分利用與 XML 相容之標籤技術功能，減

少對 Scripting 語言之依賴，降低網頁製作者於

製作網頁與擴充網頁功能之複雜度)。 

二、關聯式資料庫—Microsoft SQL Sever 2005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為一關聯式資

料庫。其所含之各資料表皆可獨立運作，修改

資料表內容時不會互相影響，於查詢時可藉由

各資料表間之關聯性。此外，由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具有與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相容之特

性，其 SQL 語法可配合各種程式如 VB（進行

本機資料庫處理）、JSP（進行遠端資料庫處理）

等 進 行 大 量 資 料 之 處 理 與 運 算 ， 故 使 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作為系統後端資料

庫，可方便維護資料庫之資料結構、查詢、新

增、修改或刪除資料表之內容。 

陸、 系統使用對象 

為使系統運作順暢，本系統乃將使用者分

為圖書館使用者、系統管理者與圖書管理者三

種不同角色。以下即分別針對各類型之使用者

於本系統中可使用之功能進行描述： 

（一） 圖書館使用者 

1. 可輸入欲查詢之圖書名稱 

2. 可維護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個人資訊/密

碼之查詢與修改功能等 

（二） 系統管理者 

1. 可維護所有使用者之基本資料，包括查

詢、新增、修改與刪除功能 

2. 可維護系統資料庫內各表單資料 

3. 可維護關鍵字資料 

4. 可執行關鍵字推論機制 

5. 可執行採購書單媒合機制 

6. 可維護關鍵字推論模組與採購書單媒合

模組之參數 

（三） 圖書管理者 

1. 可下載本系統所推論之圖書採購推薦書

單 

2. 可修正本系統所推論之圖書採購推薦書

單 

3. 可設定關鍵字判定之門檻數值與推薦書

單需求值 

4. 可執行關鍵字推論與採購書單媒合機制 

整合不同使用者所需之功能，本系統開發

之重點共可分為「查詢字串收集/維護模組」、

「關鍵字推論模組」、「關鍵字維護模組」、「推

薦書單媒合模組」、「推薦書單維護模組」、「使

用者資料管理模組」與「系統參數設定模組」

等七大模組，系統乃依據使用者之權限開放對

應之系統功能供其使用，圖 5 即為此圖書採購

推薦系統之模組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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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圖書採購推薦系統模組功能架構 

柒、 系統使用環境 

於系統之兩大關鍵字推論功能模組中，於

此本研究乃以「密度關鍵字集」之推論過程為

例。首先，當圖書管理者執行關鍵字擷取功能

時，系統乃根據所設定之門檻值進行關鍵字集

之推論；之後，圖書管理者可於「關鍵字擷取

模組」中執行「以密度為基」功能，系統即開

始推論「以字詞密度為基」之關鍵字，並可於

介面勾選具代表性之候選關鍵字，系統即依據

勾選之候選關鍵字推論得「密度關鍵字集」（如

圖 7），再以所推論之關鍵字集於「關鍵字分類

模組」中選擇分類法則，將關鍵字集進行分類，

包括「以主題為基」、「以使用者喜好為基」及

「以學術論文為基」之關鍵字分類，點選「以

主題為基」按確定鍵後，系統即進行關鍵字之

領域區分，亦即將密度關鍵字集區分至「總

類」、「哲學類」及「宗教類」等十個購書類別

中；最後，系統管理者必需先於「系統參數設

定」之「書籍需求值設定」功能進行需求值之

設定，將「總類」、「哲學類」及「宗教類」等

十個類別之需求值設定（如圖 8），而系統亦根

據所設定之需求值進行推薦書單之媒合（即推

薦對應之書名及數量之推薦書單）。待上述關鍵

字之推論法則及系統參數設定後，系統管理者

即可於「推薦書單之媒合模組」中點選「主題

分類之書單媒合」功能，使系統進行書單媒合

之推論，此外系統亦提供「出版日期排序」、

「銷售量排序」及「兩者皆選」之書單排序方

式予圖書管理者選擇（如圖 9），系統即進行

推薦書單之媒合，並將書單之媒合結果顯示於

系統介面中，圖書管理者亦可下載此書單之推

論結果，以作為購買書籍之決策建議（如圖

10）。 

 

圖 7、密度關鍵字集 

 

圖 8、以密度關鍵字分類結果 

 

圖 9、書單排序方式選擇介面 

 

圖 10、下載書單之推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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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究結論及未來發展 

本研究於理論方法、技術開發與實務應用

等層面皆具相當之成果與貢獻，以下即分別說

明本研究於此三層面之具體成效。 

一、 理論方法層面： 

本研究提出一套圖書採購推薦模式，包含

「關鍵字推論模式」與「採購書單媒合模式」

等，以提供圖書採購人員進行圖書採購之建議。 

二、 技術開發層面： 

本研究完成圖書採購推薦平台之技術開

發，整合關鍵字擷取、關鍵字整併與關鍵字分

類等功能於一系統中，透過此些功能加速推薦

書單之媒合，並提供不同專業領域尋找所需之

書籍建議，以減少作業時間及節省人力資源，

進而提升圖書館於圖書採購之效率。 

三、 實務應用層面： 

由於使用者於圖書館內所輸入之「書籍查

詢字串」等資料不易取得，故以使用者所填寫

之「書籍查詢字串」問卷取代原始資料（即使

用者圖書查詢字串）確認系統技術之可行性。 

而後續發展方面，綜合本論文之研究成果

與過去之相關文獻，發現本論文尚有若干研究

主題具有深入研究之價值，歸納未來發展方向

如下： 

（一） 系統參數之權重值自動推論法則： 

本研究所提出之十類系統參數，其權重值

乃由系統管理者與圖書管理者之需求自行設

定，故未來可探討系統參數權重值對系統推論

績效之影響，發展權重值自動推論法則，藉由

系統自動推論方式決定各系統參數之權重，以

降低人為判定權重時所造成之誤差。 

（二） 類神經網路圖書採購推薦模式： 

進行圖書採購推論時，除利用文字探勘技

術外，尚可發展以類神經網路為基礎之圖書採

購推薦模式，利用類神經網路技術具備自我組

織、自我學習能力、非線性處理與歸納推理能

力等特性，透過大量訓練資料之學習過程，發

展一可預測借閱者需求之穩定模型，以有效推

論需求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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