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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聞報導每天發生的重要事件，大量的新聞文件中，往往蘊含重要的資訊。文件資料探勘技

術用來發覺隱藏在大量文件中的特徵。然而，目前的文件探勘研究集中在歐美語系文件，且代表
文件的關鍵詞彙的擷取，都是人工處理。本研究以中文新聞文件為探勘對象，試圖發覺其中隱含

的知識。針對新聞文件的特殊結構，在收集關鍵詞彙方面，以混合式斷詞法進行中文斷詞，經過
關鍵既有詞彙擷取與關鍵新生詞彙擷取步驟，獲得每篇新聞文件的關鍵詞彙，代表該文件重要概

念，供後續探勘之用。在資料探勘方面，首先為切合新聞文件知識開採需求，使用概念階層樹建
構背景知識與關鍵詞彙。然後以關聯法則為基礎，我們提出三個改良式關聯模式：第一個是新生

詞彙關聯法則，第二個是結構化資料與高頻詞彙關聯，第三個是結構化資料與某同類詞彙關聯；
另外，以線性迴歸及卡方分配技術，分別探勘關鍵詞彙的報導趨勢與分佈情況。最後並以實驗驗

證此探勘架構的可行性。 
 
關鍵詞：文件資料探勘、知識發覺、關鍵詞彙擷取、關聯法則、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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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s reports important daily events. Implicit information hides in huge collection of news articles. 
Text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ims at discovering knowledge hidden in large collection of texts. How-
ever, current reported research focus on English texts and keywords are given manually. This paper 
studied text data mining in Chinese news articles. Utilizing the special structure of news articles, 
existing keywords and new keywords, representing the content of a news article, are automatically 
extracted using hybrid segmentation technique. Then, the mining process guided by domain knowledge 
proceeds. We proposed three types of extended association rules: new keywords association rules, 
association rules of structured data and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association rules of structured 
data and homogeneous keywords. Further, linear regression technique and Chi-square test technique 
are used to analyzing the reporting trend of keyword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concepts.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Keywords: text data mining, knowledge discovery, keyword extraction, association rules, tre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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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1.1 動機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與網際網路的興起，許
多文件由傳統紙上記錄方式，逐漸轉換為電子

化文件。例如，電子新聞網站、醫學百科網站
及最受矚目的大英百科全書的數位化，並提供

網上使用等。在時代的推演下，以數位化呈現
文件資料的方式，日益普遍，已成為一種重要

的傳播及儲存媒體。 

 

新聞文件具報導功能，蘊含大量資訊。特別是

報導當時重要事件，反映社會運作現況。經由
仔細分析大量的新聞文件，可以從中探勘出有

用的特徵(pattern)或知識。如果長期觀察社
會、經濟、政治等各領域的新聞文件，可以從

新聞報導中隱含的逐漸變化，進而發現社會現
象的消長。 

 

傳統以人工處理及分析文件的方式，耗費人力

和時間，僅能處理少量資料。而電腦化的資訊
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技術，無法有效探
勘出隱含在大量文件中的知識。目前普遍使用
的檢索系統為布林(Boolean)檢索系統，使用者

輸入一個或多個關鍵詞彙，經由交集、聯集與
差集的運算，配合模糊比對，尋找與檢索詞彙

相關的文件。但只能檢索出個別文件中，具有
符合或接近查詢條件的文件，無法進一步歸納

及推衍隱含在大量文件中的知識 [Singh 
1997]。有別於檢索技術，資料探勘技術可用來

挖掘隱含在大量資料中的有用知識[Fayyad 
1996b]。 

 

大部份資料探勘技術運用於傳統資料庫中的

大量資料。例如，應用於分析大量消費性交易
資料，可從資料庫中找出產品間銷售的關聯情

形，進一步幫助決策者訂定有利的行銷策略
[Agrawal 1993]。傳統資料探勘技術主要針對
結構化的表格資料，而忽略了非結構化或半結
構化的文件資料[Singh 1997]。相對於關聯式
資料庫中，定義明確的表格與欄位，所謂非結

構化資料，其內容為一長串的文字或數字，通

常無法直接取得關鍵資訊。半結構化資料介於
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之間，同時具備結構化

資料與非結構化資料。例如，新聞文件就屬於
半結構化資料，包含記者名字、報導日期、報

導地點等結構化部分與新聞本文的非結構化
部分。 

 

目前文件資料探勘研究都針對歐美語系文

件，而且代表文件內涵的關鍵詞彙都由人工擷

取，轉成結構化資料，儲存在資料庫中，進行
後續的探勘處理。人工處理速度慢且成本高。

此外，中文文件的詞彙組成方式和歐美語系文
件不同，需要特別的前置處理程序。歐美語系

的文件以空白作為詞與詞之間的區隔，然而中
文詞彙在詞與詞之間沒有明顯的斷詞點，電腦

無法直接判斷出有意義的詞彙。因此使用中文
文件進行資料探勘時，需要特別的處理程序，

以獲得具有完整概念的中文詞彙。 

1.2 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討如何將資料探勘技術，

應用於探勘蘊藏在大量中文新聞文件中的特
徵或知識。依據主要目的，分別針對以下各項

加以深入探討： 

 

1. 中文新聞文件的探勘架構：提出一個適用
於中文新聞文件的探勘程序，包括前置處

理、自動化關鍵詞彙擷取及探勘模式
(model)等相關問題。 

2. 如何擷取中文新聞文件中的關鍵詞彙及新
生詞彙：中文斷詞為中文文件處理的基本
步驟，雖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陳克健 
1986][Sproat 1990]，然而有別於一般性的
中文文件，新聞文件具有特殊的撰寫風

格。我們探討如何利用此特性提高中文斷
詞、關鍵詞彙及新生詞彙的擷取效率。 

3. 傳統資料庫探勘模式如何應用於文件資料
探勘：針對資料庫資料的探勘技術已經應
用 在 一 些 商 業 用 途 [Brachman 
1996][Fayyad 1996c]。但相較於資料庫探
勘，文件資料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及結構，

因此如何將探勘模式應用到文件資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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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加以探討。 

4. 如何由新聞文件探勘社會趨勢：新聞報導
反映社會現象，越熱門的事物，被報導的

機率越大；消逝中的事物，出現在新聞中
機率自然逐漸降低。因此，社會現象的消

長可以藉由長期觀察新聞報導中得到線
索。 

貳、 文獻探討 

2.1 資料庫探勘 

隨著時間的累積，多樣且大量的資料中，雖然

蘊藏寶貴的知識，資料量卻造成人工分析上的
困難。面對大量的資料，資料庫知識挖掘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KDD)研究
即針對此類問題，以電腦化的探勘流程，企圖

從大量資料中找出令人感興趣的特徵，用以表
示隱含的知識 [Brachman 1996][Fayyad 1996a, 
1996b, 1996c]。 

 

Fayyad 提出一個一般化的資料庫知識挖掘流
程，包括選擇、轉換、資料探勘及解譯 [Fayyad 
1996c]。然而，針對不同的應用領域，因不同
的資料型態、領域知識及探勘需求，必須對該

通用架構進行特殊化，以便能適用該領域，同
時充分利用該領域的特性，提高探勘的效率及

效果。通常該特殊化的處理並非一件瑣碎的
事，需要投注相當的心力。例如，應用在文件

資料的探勘，需要考慮資料是非結構化及半結
構化的問題。 

2.2 文件資料探勘 

文件探勘有別於一般資料庫探勘。一般的資料
探勘主要針對存放在資料庫中的結構化資

料。資料屬性定義非常明確，可以直接從欄位
中擷取資料。相對於資料庫的結構化資料，文

件資料是半結構化或是非結構化  [Feldman 
1995]。例如，新聞文件是屬於半結構化資料，

一篇新聞包含記者名字、報導地點、時間等結
構化資料及本文部分的非結構化資料。非結構

化部份為一長串敘述性文字，無法直接取得關

鍵特徵資料。[Dörre 1999]指出文件探勘具有
兩個主要困難點：(1)人工進行多樣且大量的文
件特徵選擇，缺乏效率且不敷成本。(2)文件資
料的內容維度數量過多，即特徵的屬性不易清
楚定義或界定。相較於資料庫探勘，文件探勘

流程需要更複雜的步驟，以解決這兩個困難
點。另外，需針對文件資料領域，提出探勘的

模式。 

 

Feldman 首先提出文件知識發覺(Knowledge 
Discovery in Texts or KDT)概念[Feldman 1995, 
1997b, 1998a]。作者以概念階層(concept hier-
archy)表示相關的背景知識，利用背景知識限
制及導引後續資料探勘的進行。作者以人工方

式給予每篇文件數個詞彙標籤(tag)代表該文
件內涵，以利進一步探勘。研究中以概念分佈

(concept distributions)方式分析文件集合中各
個子概念對於其他子概念的分佈情形。FACT
系統是以查詢為導向的文件探勘系統
[Feldman 1996, 1997c]，不同於傳統資料檢
索，查詢條件為個別文件必須滿足的條件；
FACT系統的查詢條件是跨文件的文件集合必
須滿足的條件。 

 

[Singh 1997]也是以人工方式給予半結構化文
件數個詞彙標籤，並以擴充式概念階層

(extended concept hierarchy, ECH)建構背景知
識。擴充式概念階層擴充了概念與概念之間的

兄弟關係，可探勘出四種法則：一般法則
(general rules)、父法則(parent rules)、子法則
(child rules)及兄弟法則(sibling rules)。[Singh 
1999]將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的文章對應到結
構化的資料表格，一篇文章對應(mapping)為一
筆交易(transaction)資料，並運用概念相關性
(concept-relatives)從稀疏矩陣得到重要項目集
合(large itemset)，這些重要項目集合即為符合
使用者特殊需求，並具高度相關性的知識。
IBM 的 Intelligent Miner for Text 利用群聚
(clustering)及分類(categorization)技術，對文件
集合進行群聚處理及分類處理。可以應用到顧

客關係管理，處理顧客抱怨電話或郵件[Dorre 
1999]。 

 

在文件資料探勘相關的視覺化技術方面，

[Feldman 1997a]將文件關鍵詞的關聯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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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方式表示，視覺化的呈現文件庫中，重要

詞彙的關聯以及關聯強度。[Feldman 1998c ]
面對大量文件資料，從主題圖(context graphs)
的建構，發展出趨勢圖(trend graphs)，趨勢分
析的方法為關聯性標界同時發生的頻率，透過

趨勢圖的圖形化介面，可探勘文件中概念的發
展趨勢。 [Aumann 1999]提出圓圈圖 (circle 
graph)藉以觀察大型文件庫中，概念和概念之
間 的 關 係 。 WEBSOM 利 用 自 組 圖

(self-organizing maps)神經網路將內容性質相
近的文件群聚在一起 [Lagus 1996]。 

 

在文件探勘應用方面，Wuthrich利用文件探勘
方式預測股市漲跌。不同於傳統預測方式，該

研究經由蒐集各大金融報紙網站上的文件資
料，統計文件內與金融有關的關鍵詞彙，並予

以權值，再以權值與收盤價的關係，推導股市
漲跌與關鍵詞彙間的關聯。利用這些探勘出的

關聯，進一步預測每日歐美亞的股市收盤指數 
[Wuthrich 1998] [Cho 1999]。Lent利用一個形
狀定義語言 SDL為基礎[Agrawal 1995]，以查
詢導向的方式，探索文件庫內的趨勢。例如，

查詢連續五年都大幅增加的專利申請 [Lent 
1997]。[Shewhart 1999]利用事先儲存的關鍵詞
彙，透過比對及計算，監測新聞文件中的熱門
話題。 

 

從以上文獻可發現文件探勘漸漸受到重視。然

而，上述研究都探討歐美語系文件，應用於中
文文件的探勘技術則付之闕如。再者，上述文

件資料探勘方法大多以人工方式給予各文件
相關的概念或關鍵詞彙。總而言之，我們認為

目前的文件探勘方法有兩項不足之處。首先，
利用人工給予關鍵詞彙不夠客觀，每個人所認

定的重要詞彙可能會有所不同，而且花費大量
的人力成本。其次，上述研究都是針對歐美語

系文件，文件的處理技術和中文不相同。中文
句子字字相連，詞與詞之間沒有明顯中斷符

號，需要斷詞處理。因此本研究提出適合中文
新聞文件探勘的架構，以及探討新聞的中文文

件處理技術，以便利進行中文新聞文件資料探
勘。 

參、中文新聞文件探勘架構 

3.1 探勘架構 

Fayyad 提出一個一般化的資料庫知識發覺流
程，包括選擇、轉換、資料探勘及解譯 [Fayyad 
1996c]。以此流程為基礎，我們針對中文文件
的特性，提出一個中文文件資料探勘架構(如
圖一)。 

 

 

 

 

 

 

 

 

 

 

 

 

 

 

 
圖一 中文新聞文件探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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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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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探勘架構包括幾個主要子系統： 

 

1. 既有詞彙擷取：新聞文件經由詞庫式斷
詞，得到詞庫中既有的詞彙。 

2. 新生詞彙擷取：新生詞彙不在詞庫中，無
法直接擷取。本研究以統計式斷詞的字元
相鄰頻率的基本概念為基礎，發展新生詞

彙的斷詞法則。 

3. 關鍵詞彙擷取：並非所有詞彙都是重要的
詞彙，經由此步驟篩選既有詞彙與新生詞

彙中的重要詞彙。 

4. 領域知識庫：存放領域知識，引導資料探
勘，以提昇探勘效率及效果。 

5. 資料探勘：設定探勘模式，配合領域知識
對擷取出的關鍵詞彙，進行資料探勘。本
研究探討的探勘模式包括新生詞彙關

聯、關鍵詞彙報導趨勢及詞彙分佈差異。 

3.2 前置處理 

前置處理主要目的是，從半結構化的新聞文件

中，擷取出關鍵詞彙，代表文件的內涵，以利
後續的資料探勘。主要的處理包括中文斷詞、

擷取既有詞彙、擷取新生詞彙及篩選關鍵詞
彙。 

3.2.1 中文斷詞 

電腦化文件分析的第一步驟為斷詞。中文文件
斷詞處理有別於歐美語系文件的斷詞程序。歐

美語系文件在詞(word)與詞間以空白隔開，只
需以空白為中斷點，即可斷出獨立的詞彙。但

中文句子字字相連，有意義的詞與詞間並無明
顯區隔，因此探勘程序需要包含中文斷詞，將

中文新聞文件斷成個別的詞目。 
 

中文文件斷詞大致上分為三種：詞庫式斷詞法
[Chen 1992]、統計式斷詞法[Fan 1988、Sproat 

1990]及混合式斷詞法[Nie 1996]： 
 

� 詞庫式斷詞法 
為目前普遍使用的斷詞方式，其演算法

相當直覺且實作容易。基本上將文件和
詞庫中收集的詞彙比對，進行斷詞。斷

詞的品質和詞庫的詞彙多寡有關，必須

時常對詞庫的內容加以更新。另外，有

學者將詞庫斷詞法，輔以一些詞性的結
構，發展出規則式斷詞法 [陳克健 

1986]，提昇斷詞的品質。 
� 統計式斷詞法 

統計式斷詞法乃參考一大型語料庫
(corpus)的詞彙統計資訊，以鄰近字元同
時出現頻率高低作為斷詞的依據。由於
語料庫和應用領域有關，不同語料庫間

的統計資訊不適合互用[Nie 1996]。再
者，因處理的時間複雜度，統計式斷詞

常受限於一階馬可夫模式 (first-order 
Markov models) [Li 1991]，大多只針對二
字詞進行處理，進一步擴充此模式會提
高演算法的時間複雜度[Nie 1996]。所以
兩字以上的詞彙如「大賣場」、「小額投
信」等就無法斷出。 

� 混合式斷詞法 
將詞庫斷詞法及統計斷詞法整合。[Nie 

1996]利用詞庫斷出不同組合的詞彙，然
後利用詞彙的統計資訊，找出最佳的斷

詞組合。此法仍需要大型的語料庫提供
統計資訊。 

 
本研究結合詞庫式及統計式斷詞的優點，進行

既有詞彙擷取及新生詞彙擷取。先採用詞庫式
斷詞擷取既有詞彙，剩下的文字，再利用統計

式斷詞進行新生詞彙擷取。 

3.2.2 既有詞彙擷取 

詞庫式斷詞擷取既有詞彙。詞庫式斷詞作法

為，對照詞庫內收集的詞目，以比對句子中可
能隱含的詞目，找出可能的中斷點，以中斷點

斷出個別詞目。這些詞目皆為原來詞庫所收集
的詞彙，其演算法相當直覺，為目前普遍使用

的方法。 

3.2.3 新生詞彙擷取 

隨著潮流不斷演進，新生詞彙陸續被創造。因

此，新生詞彙很有可能代表一種新興社會現象
或新發明事物，在資料探勘中扮演重要角色。

詞庫的更新速度，通常無法趕上新生詞彙的創
造。所以，文件中不在詞庫中的詞彙，可以視

為新生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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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詞彙的擷取，我們使用統計式斷詞法的基

本概念，配合新聞文件結構的特性擷取新生詞
彙。觀察中文新聞文件可以得知，報導性的新

聞寫作通常會在第一段作整篇新聞的概要性
描述，第二段之後才作更詳盡的報導。事實

上，許多報導性或報告性的文件，都有類似的
文件格式。例如，調查報告、研究報告及學術

論文等。我們稱此撰寫風格為報告性文件撰寫
特性。因此，新聞文件的重要詞彙會在概要性

描述的第一段中出現，同時也會重覆出現在後
續的段落。利用此特性，我們可以新聞文件的

第一段為基礎，擷取至少在後續段落重覆出現
N次的連續字彙，作為新生詞彙。N為可設定

的系統參數。 
 

本方法不同於傳統統計式斷詞法是不需要使
用大量的語料庫，而是利用報告性文件撰寫特

性，提供統計資訊。此外，詞庫式斷詞已將已
知詞彙斷出，從剩下的文字中擷取新生詞彙，

大幅減少需要統計式斷詞的詞彙。 

3.3 關鍵詞彙篩選 

關鍵詞彙篩選步驟在於取得少數關鍵詞彙，以這些

關鍵詞彙表達文件內涵。文件經過斷詞處理後雖然

可以鑑別出各個詞彙，但各個詞彙在新聞文件中重

要性不同。例如，在犯罪新聞中的「槍枝」就比「終

於」等一般性詞彙重要，因此有必要從文件中過濾

掉一般性的詞彙，留下重要的關鍵詞彙以代表該文

件的關鍵資訊。這些關鍵資訊代表文件中一個個的

重要概念，可供往後探勘使用。 

 

經過之前的中文斷詞步驟，可以得到既有詞彙及新

生詞彙，本節分別以四個步驟過濾這些詞彙，擷取

關鍵既有詞彙及關鍵新生詞彙，代表關鍵詞彙。 

3.3.1 關鍵既有詞彙 

新聞文件通常包含類似的內容結構。在新聞報

導中，新聞文件通常具有下列的結構──「標
題」、「日期」、「類別」、「內容」及「記者ｘｘ

ｘ報導」等結構化資訊，接著為新聞的本文。
如果將一篇新聞分成具有結構性的前半部份

及不具結構性的本文部份，新聞文件可視為半
結構化資料。針對此特性，關鍵既有詞彙擷取

可分為結構化部分與非結構化部分。由於結構

化資料擷取相當直覺且明確，在此不予贅述，

以下則說明本研究在非結構化部分的截取程
序。 

 
在非結構化本文的關鍵既有詞彙擷取上，本研

究針對新聞文件的特性，提出四個主要過濾方
法： 

 
1. 剔除單一字元的詞目：從斷詞結果觀察可

以發現，單一字元的詞目通常無法表達一
個完整的概念，很少具備成為關鍵詞彙的

特質。例如：到、及、與、時、酒、水、
肉… .等。雖然酒、水、肉等名詞表達完整
概念，但大部份還是以多字元詞目情況
下，成為文件中的關鍵詞彙。例如葡萄

酒、自來水、豬肉。 
2. 擷取名詞與動詞：經觀察發現重要關鍵詞

彙詞性主要有名詞與動詞兩種，或由這兩
種詞性複合而成的複合詞彙。因此第二步

驟經由剔除掉一些不重要的詞性類別，可
以提升關鍵詞彙擷取的品質。 

3. 首段詞彙及頻率規則：依據新聞撰寫特性
通常重要的詞彙會出現在概要性描述的

第一段，然後再重複地出現在其他段落。
在這個步驟只留下出現在第一段的詞

彙，而且出現頻率超過門檻值N，也就是
在第一段以後至少出現 N-1次。 

4. 過濾一般性詞彙：此步驟為過濾一般性詞
彙留下關鍵詞彙。在資料檢索領域，最常

使用的方法是逆向文件頻率(Inverse Docu-
ment Frequency, IDF)，反映詞彙在文件集

合中的分佈情形[Spark Jones 1972]： 
 

IDF(w)=log2(n)-log2(O(w))+1                             
 

其中n是文件集合的文件總數，O(w)是包
含詞彙w的文件總數。當w出現在一半以

上的文件，則其 IDF小於等於0，我們可
以認為這個詞彙出現在大部分文件中，因

而對於文件集合中的文件較不具有鑑別
性。例如有一文件集內含1000個文件數，

有兩詞A和B在文件集都分別出現了2000
次，詞頻皆為2000，無法由此區分兩詞彙

的重要性。以文件數的角度來看，若A與
B分別出現在100篇及900篇文件之中，

則A及B兩詞的逆向文件頻率分別為4.3



 8

及1.1，由此可發覺A的逆向文件頻率4.3

明顯高於 B的逆向文件頻率 1.1，表示 A
比B更具區別文件的能力，是為較關鍵的

詞彙。 

3.3.2 關鍵新生詞彙 

在新生詞彙擷取步驟中，以統計式斷詞斷出不

在詞庫中的重複性詞目組合。但有些為無意義
的詞彙，必須刪除。另外，有意義的詞彙不一

定是關鍵性詞彙，例如「用來」、「但是」等一
般性詞彙。根據新聞撰寫特性及實驗，本研究

歸納出以下四個過濾規則，篩選關鍵新生詞
彙。 

 
1. 去除含功能性詞性字詞：根據實驗觀察，
發現重複性字詞中，如果包含某些詞性的
字時，大都無法成為關鍵性詞彙，可以剔

除。例如：含有「喔」、「嗎」。表一為可
考慮剔除的詞性類別。 

2. 首段詞彙及頻率規則：如同篩選關鍵既有

詞彙，關鍵的新生詞彙必須出現在首段及

其他段落，至少共N次以上。 
3. 出現持續性：為確認新詞彙代表的是一個

新的社會現象或新事物，而不是一個突發
個案事件所產生的臨時性詞彙，新生詞彙

必須具有出現持續性。我們以x天為一個
觀察區間，將文件庫的新聞文件集合依據

報導的時間，切割成連續的區間，詞彙必
須出現在至少y個觀察區間，並且於觀察

區間中出現至少z次，表示新生詞彙出現
的持續性。x, y及z都是系統參數。 

4. 領域相關經驗法則：從實驗觀察得知，關
鍵新生詞彙的形成方式，和應用領域有

關。很難全部用通用的規則過濾，需要輔
以領域相關的經驗法則。例如在社會新聞

方面，常會斷出「長張溫鷹」、「長廖正豪」
及「長李大維」等之類的重複性字詞。針

對此類的重複字詞，可以考慮利用領域相
關的停字清單(stop list)方式過濾。

 
表一  可剔除的詞性類別 

詞性 說明 

感嘆詞(I) 一般出現句子前，例如：喔，瞭解 

語助詞(T) 幾乎都出現在句尾，如：你來嗎？ 

連接詞(C) 包括 1.對等連接詞，如：張三和李四，2.列舉連接詞，如：身分證、戶口名簿
等證件，3.句尾關聯連接詞，如：你不來的話，我也不來，4.關聯連接詞，如：
雖然他聰明，但是不用功 

副詞(D) 在動詞與主詞之間，如：他可能回去了 

介詞(P) 一種帶論元的功能詞，如：他從家裡來 

代名詞(Nh) 如：他、她、它… . 

定詞(Ne) 包括 1.數量定詞，如：兩輛、年約三十，2.特指定詞，如：某名人，3.後置數
量定詞，如：五十歲開外，4.指代定詞，如：這代表什麼 

後置詞(Ng) 出現在詞組尾的帶論元功能詞，如：三年來、理論上 

V_2 此詞性標記只有一個字：有 

 

3.4 資料探勘 

在取得關鍵資訊之後，配合領域知識庫中的領

域知識，進行資料探勘。在本研究，我們提出

關聯法則探勘、趨勢分析及分佈差異探勘。 

3.4.1 領域知識庫 

領域知識可以引導資料探勘，適當的運用領域

知識可大幅提升探勘效率與品質。本研究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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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探勘過程亦加入領域知識的輔助，利用概念

階 層 建 構 背 景 知 識 [Han 1993][Feldman 
1995]。概念階層可視為一種階層樹，越接近
根節點存放越高層次的一般化概念，越接近葉
節點則為越明確化的概念，如圖二所示。本研

究的概念階層結構中，葉節點存放的資訊是新
聞文件中的關鍵詞彙，每個葉節點有指標指向

包含該節點詞彙的文件，以加速探勘處理。例

如：概念「台北」代表所有與「台北」相關聯
的文件集合。利用概念階層可以有效地進行一

般化的運算，找出更概觀或簡潔的資訊，如
「70%的犯罪案件發生在台北及高雄市」，這

樣的資訊在導入概念階層後，可得到「犯罪事
件大都發生在高人口密度的地方」。 

圖二 「高人口密度城市」概念階層樹範例 

 

3.4.2 詞彙關聯探勘 

Agrawal於百貨業的銷售產品分析研究中，提
出關聯法則概念 [Agrawal 1993]。關聯法則
「A」à「B」表示產品 A與產品 B於銷售上
的關聯性。本研究以關聯法則觀念為基礎，針
對文件特性，加以修改及擴充，進行關鍵詞彙

關聯探勘。經由文件前置處理取得新聞文件中
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訊，輔以階層結構的概

念階層樹，我們提出三種擴充式關聯探勘模
式：新生詞彙關聯法則、結構化資料與高頻詞

彙關聯及結構化資料與某同類詞彙關聯。 
 
新生詞彙關聯法則 
一個新生的詞彙可以視為一個新的特徵，可能

代表新事物或新興的現象。再者，一個詞彙的
實質意義和該詞彙出現的場合或文章有很大

的關聯。當我們不了解一個新生詞彙時，由伴
隨該詞彙的一些句子或常一起出現的詞彙，多

少可以增進我們對該詞彙的了解。因此，我們
以新生詞彙的關聯法則，提供發覺新事物或新

興現象的線索。 
 
給予一文件庫及一個詞庫，視不在詞庫中的詞
彙為新生詞彙。進行混合式斷詞及擷取關鍵新

生詞彙。然後，進行新生詞彙關聯法則探勘，
探勘結果為一個新生詞彙關聯法則集合。新生

詞彙關聯法則的格式如下： 
 

X/S,Dà<W1/c1, W2/c2, W3/c3, … > 
 
其中 S為含有新生詞彙 X為關鍵詞彙的文件

篇數比率。D為關鍵新生詞彙X在文件資料庫
中，最早出現的日期。兩個參數反映新生詞彙

X受重視的程度：D值相近的兩個新生詞彙，
S值愈大表示被報導的越多，越受重視。式子

的箭頭右邊為一串列，按 ci由大至小排列。
Wi為 X之外的其他關鍵詞彙，ci表示 Wi和 X

的關聯強度；也就是 X出現下，Wi也會出現
的機率。其值為含有 X及 Wi詞彙的文件數除

以含有X詞彙的文件數。例如一條新生詞彙關
聯法則如下，其中的D值142表示距離文件庫

中的最早日期的天數： 
 

� 紅籌股/0.09%, 142à<香港/0.83, 中國
/0.61, 概念/0.55, 大陸/0.38, 表現/ 

0.33, 企業/0.33, 指數/0.22, 股價/0.22, 
交易/0.16, 證券/0.16, 預估/0.16, 經濟 

0.16, 基金/0.16, 股票/0.16 > 
 

結構化資料與高頻詞彙關聯 
觀察在不同結構化資料節點的高頻率關鍵詞

彙，可以瞭解對應於不同結構化資料，新聞報
導的特性。此模式的關聯法則如下： 

 

高人口密度城市 

台中 台北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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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ch, d, i/sà<uw1/c1, uw2/c2, ⋯., uwn/cn>                       

 
其中swch, d, i代表某結構化資料概念階層樹ch、

深度d節點i的概念。s為支持度，亦即為swch, 
d, i概念在總文件中出現的比率。式子右邊的uwi

為與 swch, d, i節點概念關聯的非結構化關鍵詞
彙，ci為此關鍵詞彙的信心度值，亦即文章中

出現swch, d, i概念，也出現uwi詞彙的比例，uwi
按關聯信心度ci由大到小排序。例如以「報導

地點」建構結構化資料的概念階層樹，並將新
聞文件中的報導地點一般化到區域層次「北

部」、「中部」、「南部」等。其中北部地區
的報導中，前十個高頻率詞彙的關聯法則如

下： 
 

� 北部/55.2%à<逮捕/6%, 死亡/3.8%, 
收押/3.7%, 命案/3.6%, 在逃/3.4%, 綁

架/2.1%, 自殺/2.1%, 綁匪/2.1%, 逃亡
/2.1%, 血案/2.1%> 

 
結構化資料與某同類詞彙關聯 
針對某一結構化資料的概念階層的節點，和其
它某一同類關鍵詞彙的關聯比較。此模式的關

聯法則如下： 
 

swch, d, i/s à<uw1/c1, uw2/c2, ⋯., uwn/cn>                      
 

式子左邊的swch, d, i代表某結構化資料概念階層
樹ch、深度d節點i的概念，s為swch, d, i在總

文件中出現的比率，亦即支持度；式子右邊的
uwi 為其它某一同類的非結構化關鍵詞彙，ci

為此關鍵詞彙的信心度值。例如以「報導地點」
建構結構化資料的概念階層樹，並一般化到

「北部」、「中部」、「南部」，收集有關犯
罪工具的關鍵詞彙，建構犯罪工具的概念階層

樹，並進行適當的一般化，可以獲得如下形式
的關聯法則： 

 
� 北 部 /40.0%à<手 槍 /56.5%, 持 刀

/30.2%, 衝鋒槍/13.3%> 

3.4.3探勘新聞文件趨勢 

新聞事件報導的多寡，可以反應社會現象的趨
勢。例如，飆車事件報導的增加，很可能表示

飆車現象有增加的趨勢。關鍵詞彙代表該篇新

聞報導的重要內涵，因此關鍵詞彙出現的頻率

及關鍵詞彙頻率的變化情形，可以當成社會現
象趨勢的一個重要指標。 

針對擷取出的關鍵詞彙，新聞文件的趨勢探
勘，我們是以線性方程式模式，表示詞頻的變
化趨勢：利用線性回歸計算線性方程式，取得

方程式的參數：斜率、截距及母體判斷係數。
這些參數提供一些趨勢的線索，可引導分析人

員進行深入分析。 

給予一新聞文件庫 W及觀察區間長度 n 天。
|W|表示整個新聞文件庫涵蓋的時間區間天
數，將文件庫切割成 |W|/n 個長度為 n的連續
觀察區間。累計每個觀察區間中，各個關鍵詞

彙出現的文件篇數，然後對每一個關鍵詞彙進
行線性回歸計算，方程式模式如下： 

 

Y=SX+O 

 

其中 X 表示觀察區間，Y 表示詞彙的文件篇
數。S為斜率，O為截距。利用最小平方差的
線性回歸技術 [Keller 1994]，斜率 S、截距 O
及母體判定係數 R2可以分別計算如下：  

 

 

XSYO −=  

  

  

 

 
 

其中 

X 、Y ：為 X 與Y 的平均值 

：利用迴歸方程式計算出的預測值 

:母體判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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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一個六維的值組表示詞彙 K 的趨勢探
勘結果： 

 

<K, Q, P, S, O, R2> 

 
Q 為在文件庫中包含有詞彙 K 為關鍵詞彙的
比率；亦即含有關鍵詞彙 K 的文件篇數除以
總文件篇數。P為指定的觀察區間長度。斜率
S表示關鍵詞彙文件篇數的變化情形，正斜率
表示增加的趨勢，負斜率表示減少的趨勢，S
值愈大表示變化越大，趨近於零表示篇數幾乎

維持穩定。截距 O 的大小和第一個觀察區間
的詞彙頻率有關，篇數越多，截距越大。負的

截距表示第一個區間或前幾個區間的詞頻可
能為零或比較小，而後面幾個區間的詞頻較

大。母體判斷係數 R2為預測的可靠性，估算
單一關鍵詞彙實際詞頻與預測詞頻之影響變

異，R2越大，表示 X 對Y 之直線型影響密切
度越高，趨近效果越好。可視為趨勢的穩定

性，母體判斷係數愈小表示趨勢的變異性較
大，不是穩定的增加、減少或持平。 

如果觀察區間由零開始編號，每次增加一，則

斜率代表平均每個觀察區間增減的詞彙文件

篇數。例如 <教育, 1.3%, quarter, 4.0, -1.5, 

0.74>表示在文件庫中包含有「教育」為關鍵

詞彙的文件篇數占 1.3%，平均每季約增加四

篇。回歸結果的可靠性為 0.74。 

3.4.4 分佈差異 

新聞事件的分佈可能有差異。例如針對區域分

佈或發生時間分佈的差異性。一種分佈分析的
方法是利用文件自動分類技術，先將新聞分

類，再進一步統計及比較分佈情形。文件自動
分類技術頗複雜，通常需先人工分類，再利用

分類好的文件訓練分類系統。本研究提出另一
種分佈分析方法：透過關鍵詞彙分佈情形，提

供分析人員新聞事件的概略分佈狀況。 
 

本研究使用無母數統計方法的卡方分配檢驗
分佈情形。非結構化詞彙針對某同類結構化資

料的分佈情形，可用下列式子表示： 
  

uw/sà <sw1/c1, sw2/c2, ⋯., swn/cn>  (χ2 )                    

其中 

 

      ∑
=

−
=

k

i i

ii

e
eO

x
1

2
2 )(

                                            

        

iO ：uw詞彙與 swi概念關聯的新聞文

件篇數 

ie  ：uw詞彙依含swi概念文件比例分配
的預期篇數 

                  

其中，關聯法則左邊的uw表示某一非結構化
關鍵詞彙，s為 uw在總文件中出現的比率。

關聯法則右邊的 swi表示某結構化資料概念階
層中同一深度的節點，ci為此關鍵詞彙的信心

度值，也就是文章中出現uw，亦出現swi概念
或詞彙的比例。χ2 愈大，則表示uw詞彙相對
於sw1,⋯, swn的預期分佈相差越大。 
 

對於卡方分配的預期分佈，以新聞文件在概念
階層中同一深度節點的比例為預期分佈。例

如：所有新聞文件報導地點在「北部」、「中
部」、「南部」所佔比例為10:5:1，而文章中

包含「掃黃」此一關鍵詞彙，出現在此三地的
比例卻為 18:5:1，此時出現明顯分佈上的差

異，也就是「掃黃」詞彙出現在報導地點為「北
部」的頻率相對於中部及南部，比預期高許

多，據此應可推論掃黃事件的分佈很可能北部
高於其他地區。 

肆、 實驗 

本研究以86及87年社會及財經新聞作為實驗

的文件庫，社會新聞共 9,282篇，財經共有
20,236篇。由於網路上取得的文章為 HTML格

式，此格式檔案內容除了新聞報導外，還包含
額外的顯示控制資料，雛形系統自動篩選過濾

出網頁中所需之新聞內容，其中主要包括結構
化與非結構化資料部分。 
 
本實驗以中研院的中文詞庫當作斷詞詞庫，進

行詞庫式斷詞與詞類標記。沒有收錄在該詞庫
的詞彙，就當作是新生詞彙。中央研究院詞庫

小組建構的詞庫中，所使用的詞彙是由中研院
所蒐集的平衡語料庫中擷取出來的詞彙，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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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的內容總計有9,529,233個詞彙[中文詞知識

庫小組 1993, 1995]，經過合併處理後，目前在
該詞庫中收錄78,410個詞彙， 

4.1 前置處理 

關鍵既有詞彙擷取方面。首段及詞頻規則的詞
頻門檻值設定為2，也就是除了在首段外，至

少還需出現在其他段落一次。在過濾一般性詞
彙及低頻詞彙中，扣除IDF值小於6.5及大於

9的詞彙，亦即出現的篇數超過447或小於79

篇的詞彙。表二為經過各個步驟過濾後，社會

與財經新聞剩餘的詞目數，詞彙數目分別由
4,563,904及7,527,102降至1,182及1,018。 

 
關鍵新生詞彙擷取方面。首段及詞頻規則的門

檻值設為2，也就是除了首段外，至少還需出
現在其他段落一次以上。在持續性步驟的詞彙

觀察區間x與出現的觀察區間數y及出現次數
z，分別設定一個月為一個觀察區間與至少於

兩個觀察區間都各出現至少一次。表三為各步
驟過濾後，剩餘的詞彙數。 

 

表二 關鍵既有詞彙擷取各步驟及剩餘詞彙數 

進行步驟 社會新聞剩餘詞彙數 財經新聞剩餘詞彙數 

1.經詞庫式斷詞詞目數 4,563,904 7,527,102 

2.剔除單一字元的詞目 1,952,560 4,273,004 

3.擷取動詞與名詞 1,604,705 3,738,878 

4.首段及詞頻規則  509,149 1,826,467 

5.過濾一般及低頻詞彙      90,054   186,198    

6.合併及累計相同詞彙       1,182     1,018 

 

表三 關鍵新生詞彙擷取各步驟及剩餘詞彙數 

進行步驟 社會新聞剩餘詞彙數 財經新聞剩餘詞彙數 

1.經統計式斷詞詞目數   56,792  174,563 

2.去除含功能性詞性詞彙   32,847   94,379 

3.首段及詞頻規則    5,244   13,147 

4.出現持續性      3,412    4,715 

5.合併重複性新生詞彙        401    1,225 

6.領域相關經驗法則        347        918 

 

4.2 關鍵詞彙擷取評估 

本研究以 8位資管所研究生及 2位大四學生，
進行文件關鍵詞彙擷取實驗。實驗人員都不清

楚本研究系統中，所使用的關鍵詞彙擷取方
法。文件方面，依時間順序將新聞文件庫切割

成二十區段，每個區段各取出一篇社會與財經
新聞，形成社會與財經新聞各 20 篇。每一篇
新聞文件給予五人進行人工關鍵詞彙擷取。紀
錄每個關鍵詞彙同時被幾個人擷取為關鍵詞

彙，至少為一，至多為五。 

 
表四為系統及人工擷取關鍵詞彙平均個數比
較。針對每一篇新聞，人工擷取重疊四次或五

次的詞彙，個數相當少，約只有一個到兩個左
右，表示評估人員對於關鍵詞的認知也存在相

當大的差異性。驗證了人工擷取關鍵詞彙會有
客觀性問題的說法。 

4.2.1 首段及詞頻規則法評估 

首段及詞頻規則法的實驗主要在於，觀察重要
詞彙出現在首段的比例，以及出現在首段的重

要詞彙亦重複出現在後面段落的比例。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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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現在首段的詞彙數」除以「每篇新聞中

評估者圈選的詞彙總數」，評估重要詞彙出現
在首段的比例(以 F值表示)。另外，出現在首
段的重要詞彙亦重複出現在後面段落的比例

(以 S值表示)，則以「出現在首段及後面段落
的詞彙數」除以「出現在首段的詞彙數」獲得
其值。 
 

 
表四 系統及人工擷取關鍵詞彙平均個數統計 

 
實驗結果如表五，可發現本實驗之新聞文件，
具有首段摘要及重要資訊出現在後面段落的

特性。二十篇社會新聞中，使用者評選之關鍵
詞彙中出現在首段的比例，在兩人、三人、四

人及五人認同的關鍵詞彙集合下，分別有平均
78.1%、95.1%、100%、及 100%的比例，而出

現在首段的關鍵詞彙中，亦出現在後面段落的
比例，分別有 95.2%、96.9%、98.3%、及 100%
等。財經新聞的實驗結果亦有相當高的比率。
由此也顯示，社會與財經兩類新聞文件格式沒

有明顯差異，即表示此兩類的新聞寫作皆具有
高程度的首段摘要寫作特性。 

 

表五 評估關鍵詞彙分佈在首段及後續段落假設 

關 鍵 詞 彙 受 認 同 人 數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F S F S F S F S F S 
社會新聞 59.1% 89.1% 78.1% 95.2% 95.3% 96.9% 100.0% 98.3% 100.0% 100.0% 
財經新聞 57.9% 86.7% 80.0% 94.6% 86.9% 97.2% 100.0% 100.0% 100.0% 100.0% 

4.2.2 關鍵詞彙評估 

以人工擷取的關鍵詞彙為標準，比較系統擷取
的成效。比較的方法為資訊檢索領域常使用的

正確率(precision)與召回率(recall)。正確率為
同時被人工及系統擷取之詞彙個數與系統擷

取之詞彙個數的比率。召回率為系統所擷取之
個數和人工所擷取個數之比率。表六為 20篇
社會新聞與 20篇財經新聞關鍵詞彙擷取平均

正確率、召回率。 

系統擷取詞彙數
的詞彙數評估者與系統同時擷取

正確率 =

              

評估者擷取的詞彙數
的詞彙數評估者與系統同時擷取

召回率 =

            

表六 關鍵詞彙擷取「正確率」與「召回率」統計 

 
本研究的結果和 Chien的研究做比較。[Chien 
1997]的中文關鍵字擷取評估方法中的「書目
索引」方式為：人工方式從包含 20 萬中文字

元的一本書中，擷取出 190個關鍵字，然後比
對系統擷取結果。當考慮關鍵字完全相符的情
形，約有三成正確率，四成三的召回率；如果

人 工 擷 取 關 鍵 詞 彙 個 數     
 

 
系統擷取 
個數 受一人認同 

個數 
受二人認同 
個數 

受三人認同 
個數 

受四人認同 
個數 

受五人認同 
個數 

財經新聞 11.5 18.1 8.45 4.2 2.0 0.7 
社會新聞 10.3 16.7 8.5 4.8 2.4 1.0 

關 鍵 詞 彙 受 認 同 人 數 

一人 兩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正確率 召回率 正確率 召回率 正確率 召回率 正確率 召回率 正確率 召回率 

社會新聞 39.7% 23.3% 30.5% 34.6% 20.8% 44.3% 12.6% 52.3% 8.6% 87.9% 
財經新聞 53.1% 34.4% 38.9% 52.0% 25.8% 67.1% 16.5% 81.5% 7.7%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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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考慮關鍵字的意義，不須完全字面相符的

話，約有三成八正確率與五成六的召回率。而
本研究在財經新聞有五成三的正確率與三成

四的召回率，正確率優於 Chien的研究，召回
率遜於其研究；社會新聞在有三成九的正確率

與兩成三的召回率，正確率略優於 Chien的研
究，召回率遜於其研究。但 Chien研究中的評
估人員只有一位，較容易受個人主觀影響。如
觀察本研究在多人同時認同的關鍵詞彙的召

回率，則明顯提高。顯示本研究對於新聞文件
關鍵詞彙擷取上，對多人同時認同的關鍵詞彙

大部分可以擷取出。 

4.2 資料探勘 

新聞文件經由關鍵資訊擷取之後，在知識探勘

階段，分別以關聯法則探勘、趨勢探勘、與分
佈差異探勘，進一步進行知識擷取工作。 

4.2.1詞彙關聯探勘 

關聯法則探勘的結果分為三個小節，分別為新
生詞彙關聯法則探勘、結構化詞彙與高頻詞彙

關聯、結構化詞彙與同類詞彙關聯。 
 
新生詞彙關聯法則 
探勘基本關聯法則方面，以關鍵既有詞彙與新

生詞彙為基礎的關聯法則探勘模式，部份財經
新聞的基本關聯法則探勘結果如下，法則右邊

的關鍵詞彙只顯示關聯度超過 15%或前十五
個詞彙： 

 
� 適足率, 0.12%, 229à<資本/1, 自有/0.51, 財
政部/0.47, 增資/0.40, 規定/0.40, 新版/0.36, 
風險/0.36, 國際/0.31, 比率/0.23, 資產/0.23, 

董事長/0.23 清算/0.20, 轉投資/0.20> 
� 晶圓廠, 0.07%, 101à<半導體/0.71, 園區
/0.61, 代工/0.53, 產業/0.53, 預估/0.53, 合作
/0.38, 生產/0.38, 全球/0.38, 廠商/0.38, 興建

/0.38, 成長/0.38> 
� 詢價圈購/0.07%, 93à<增資/0.92, 現金/0.92, 

承銷/0.69, 上市/0.53, 制度/0.53, 證管會
/0.53, 市價/0.53, 股東/0.46, 發行/0.46, 價格

/0.38, 證券/0.30, 辦理/0.30, 股票/0.30, 行情
/0.23, 調整/0.23, 規定/0.23, 財政部/0.23, 問

題/0.23, 股價/0.15> 

� 換匯點/0.07%, 248à<國外/0.61, 新台幣/0.53, 

法人/0.53, 報價/0.46, 交易/0.38, 外匯/0.38, 
投機/0.38, 央行/0.30, 套利/0.30, 亞洲/0.23, 

大型/0.23, 匯率/0.23, 貶值/0.23, 台幣/0.23, 
利率/0.15> 

 
從關聯關係中可發現，適足率與資本的信心度

為 100%，可推演得知，兩詞彙有非常密切的
關係，事實上「資本適足率」是一完整財經重

要詞彙，與財政部規定企業增資有關。晶圓廠
的關聯關係可推測與半導體代工有關。在社會

新聞方面的一些關聯特徵如下： 
 
� 簽賭案, 0.24%, 142à<法官/0.36, 職棒/0.31, 
專案/0.31, 偵辦/0.31, 檢察官/0.31, 表示

/0.31, 英豪/0.27, 球員/0.27, 嘉義/0.27, 嘉義
市/0.22, 放水/0.22, 地方法院/0.22, 省議員

/0.18> 
� 土石流, 0.24%, 213à<昨天/0.45, 發生/0.40, 
活埋/0.40, 調查/0.31, 造成/0.31, 人員/0.27, 
進行/0.27, 士林/0.27, 檢察官/0.22, 災情

/0.22, 前往/0.22, 地檢署/0.22, 災害/0.22, 災
變/0.22, 豪雨/0.22, 上午/0.22, 三芝/0.22, 政

府/0.18, 要求/0.18, 檢方/0.18, 事件/0.18, 疏
散/0.18> 

� 躁鬱症, 0.11%, 116à<警方/ 0.5, 自殺/ 0.5, 
精神/ 0.5, 身亡/ 0.40, 台北/ 0.40, 現場/ 0.40, 

發現/ 0.40, 年級/ 0.30, 表示/ 0.30, 驗屍/ 
0.30, 神情/ 0.30, 母親/ 0.30, 高雄/ 0.30, 清

晨/ 0.30, 父親/ 0.30, 殺死/ 0.30, 跳樓/ 0.30, 
學生/ 0.30, 臥室/ 0.20> 

 
結構化詞彙與高頻詞彙關聯 
本文選用社會新聞，結構化資料選用報導地
點，並一般化到北中南東離島等區域。實驗結

果發現針對報導地點而言，北中南東等不同區
域的高頻率詞彙的類別，沒有顯著的不同。離

島的高頻詞彙則跟軍方較有關聯。 
 

本研究另外用 86年度的焦點新聞實驗，總共
11359篇，其中北、中、南、東、離島各6955、

271、247、29、16篇，及3841(33.8%)篇沒有
註明報導地點。實驗報導地區和各區前 20個

高頻詞彙的關聯，結果可以發現不同區域的高
頻率詞彙類別有明顯的差異。從下列的關聯法

則，可以發現發生在北部的焦點新聞偏重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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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面。中部偏弊案，南部則偏社會新聞。東

部則偏環境及交通。離島則和軍方及交通較有
關聯。 

 
� 北部/61.2%à<修正案/0.9%, 營建/0.9%, 

約見/0.9%, 處分/0.9%, 總統制/0.9%, 比
率/0.9%, 項目/0.9%, 盈餘/0.8%, 納入

/0.8%, 法人/0.8%, 變更/0.8%, 黨務/0.8%, 
中央政府/0.8%, 衛生署/0.8%, 刑事/0.8%, 

委員/0.8%, 不足/0.8%, 主計處/0.8%, 規
範/0.8%, 副院長/0.7%> 

� 中部/2.4%à<賄選/6.2%, 農會/5.9%, 質詢
/4.7%, 偵訊/4.4%, 暴力/4.4%, 到案/3.6%, 

收押/3.6%, 省政/3.6%, 芳苑/3.6%, 總幹
事/3.3%, 黨員/3.3%, 總部/2.9%, 綁票

/2.5%, 南下/2.5%, 設廠/2.5%, 搜索/2.5%, 
道路/2.5%, 理事長/2.5%, 老人/2.2%, 財

團/2.2%> 
� 南部/2.2%à<園區/6.4%, 瓦斯/.2%, 球員

/4.8%, 爆炸/4.0%, 醫院/4.0%, 南下/4.0%, 
設廠/3.6%, 急救/3.6%, 巡視/3.6%, 關係

企業/3.2%, 工業區/3.2%, 警局/2.8%, 生
命/2.4%, 進駐/2.4%, 危險/2.4%, 開槍

/2.4%, 國中/2.4%, 恐嚇/2.4%, 事故/2.4%, 
醫生/2.0%> 

� 東部/0.3%à<公園/13.7%, 面積/13.7%, 登
陸/13.7%, 災害/13.7%, 房屋/10.3%, 公路

/10.3%, 中斷/10.3%, 有期徒刑/10.3%,合
法/6.8%, 公務員/6.8%, 正常/6.8%, 交保

/6.8%, 圖利/6.8%, 審核/6.8%, 儀式/6.8%, 
農業/6.8%, 許可/6.8%, 偵訊/6.8%, 動工

/6.8%, 鐵路/6.8%> 
� 離島/0.1%à<班機/18.7%, 軍方/12.5%, 國

華/12.5%, 監督//6.2%, 豬肉/6.2%, 妻子
/6.2%, 任期/6.2%, 演習/6.2%, 功能/6.2%, 

法律/6.2%, 長官/6.2%, 查獲/6.2%, 質詢
/6.2%, 管制/6.2%, 爆炸/6.2%, 空難/6.2%, 

老人/6.2%, 輔選/6.25, 戰機/6.2%, 文化
/6.2%> 

 
結構化詞彙與某同類詞彙關聯 
以「報導地點」建構概念階層樹並一般化到「北
部」、「中部」、「東部」、「南部」和「離

島」。另外，建一「犯罪型態」概念階層，子
節點包括「綁架」、「搶劫」、「強暴」、「賭

博」及「偷竊」關鍵詞彙。運用結構化資料與

同類詞彙關聯模式，得到下列關聯法則。從中

可觀察北中南部對指定的犯罪型態詞彙的關
聯沒有明顯的不同。但東部及離島的犯罪型態

詞彙的關聯則明顯不同於北中南部。 
 

� 北部/56.1%à<綁架/33.0%, 搶劫/24.4%, 
強暴/15.9%, 賭博/15.6%, 偷竊/11.1%> 

� 中部/13.3%à<搶劫/29.2%, 綁架/23.3%, 
賭博/20.0%, 強暴/17.5, 偷竊/10.0%> 

� 南部/11.7%à<綁架/25.0%, 搶劫/25.0%, 
賭博/20.6%, 強暴/14.7%  偷竊/14.7%> 

� 東部/1.9%à<賭博/100.0%,  綁架/0.0%, 
搶劫/0.0%, 強暴/0.0%, 偷竊/0.0%> 

� 離島/0.7%à<偷竊/100%, 綁架/0.0%, 搶劫
/0.0%,  賭博/0.0%, 強暴/0.0%> 

4.2.2趨勢分析 

在探勘發展趨勢方面，以關鍵既有詞彙與關鍵

新生詞彙為基礎的趨勢探勘模式，部分社會新

聞趨勢結果如下： 

 

� <環境, 3.6%, quarter, 3.2, -1.7, 0.86> 

� <教育, 1.3%, quarter, 4.0, -1.5, 0.74> 

� <省議員, 0.7%, quarter, -1.4, 14.6, 0.66>  

 

環境與教育方面的報導平均每季頻率分別增

加 3.2及 4篇，可推估此議題漸受重視。省議

員相關的報導佔文件庫比率並不高，而且有減

少的趨勢。部分財經新聞趨勢結果如下： 

 

� <升值, 1.4%, quarter, 6.6, 6.4, 0.72> 

� <重整, 0.3%, quarter, 1.5, 0.7, 0.69> 

� <裁員, 0.25%, quarter, 1.8, -1.7, 0.67> 

4.2.3 分佈差異 

以非結構化資料對結構化資料報導地點一般

化到區域為例。以86年為例，3819篇社會新
聞文章中，扣除沒有報導地點624篇，其餘分

佈「北部」、「中部」、「南部」、「東部」
和 「 離 島 」 的 篇 數 各 為 21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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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15.8%)、448(14.2%)、72(2.2%)和26(0.8%)

篇。探勘出的法則如下所示。其中出現「手槍」
詞彙的篇數共 79篇，分佈情形在「北部」、

「中部」、「南部」、「東部」和「離島」的
篇數各為42、16、21、0和0篇，經運算卡方

分配值為 14.5。由此值可知含「手槍」詞彙
新聞文件對報導地區的分佈情形和所有文件

對報導地區的分佈情形有差異：基本上是「手
槍」詞彙出現在南部及中部的報導，比預期的

比例還多。「軍方」詞彙的分佈差異更大，在
離島的分佈比預期多出許多。「抗議」及「贓

物」詞彙的則和預期分佈叫接近，顯示這些詞
彙的分佈較沒區域性的區別。 
 
� 手槍/2.5%à<北部/53.2%, 南部/26.6%, 中
部/20.3% 東部/0 離島/0>  (14.5) 
� 軍方/0.9%à<北部/43.3%, 中部/16.7%, 南
部/23.3% 東部/0% 離島/16.7%>  (97.7) 
� 抗議/0.9%à<北部/69%, 南部/13.8%, 中部

/13.8% 東部/3.5 離島/0>  (0.5) 
� 贓物/0.5%à<北部/64.7%, 南部/17.7%, 中
部/17.7% 東部/0 離島/0>  (0.7) 

伍、討論 

本研究探勘的結果，基本上是巨觀的特徵，而
非微觀的知識。也就是，提供大量資料中隱含

的特徵，作為進一步深入探討特徵形成的原因
以及該特徵所代表的精確意義。例如，趨勢分

析中的「省議員」詞彙有下降趨勢，只提醒分
析人員省議員的相關報導減少，至於為何減少

及這些關於省議員新聞的議題，則需分析人員
進一步探索。例如，搭配關鍵詞彙關聯分析，

觀察常和省議員詞彙一起出現的其他關鍵詞
彙。 
 
受限於實驗資料取得不易，如果能分析更長時

間區段的新聞文件集合，例如十年的新聞文
件。相信在趨勢探勘方面可以探勘出更有顯著

的特徵。另外，從實驗中發現，在同一篇或同
一類文件中，會因寫作習慣或需要，以不同詞

彙表達相同概念，例如「自殺」、「自盡」與「自
裁」。對此同義詞彙的問題，如果可以引進一

同義詞詞典，在關鍵資訊擷取步驟處理中，將
同意詞彙頻率合併，可讓詞彙頻率統計更為準

確。 

 
從我們較熟悉的社會新聞判斷，探勘所得的結
果，頗能反映社會的現象。因此，本探勘架構

的探勘出的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參考性。特別是
應用到分析人員所不孰悉的專業領域，有助於

了解該陌生領域；或應用於分析早期年代的新
聞資料，例如 20 年前的新聞文件，本探勘方
法有助於不同時代的人，了解當時的社會概
況。 
 
本研究提出的文件探勘方法，其適用性事實上

不只侷限於中文新聞的文件類別。雖然本研究
以中文新聞集合為例，但文中所提出的方法，

亦適用於其他的中文文件，只要該文件撰寫格
式具有全文摘要及全文詳述等兩個部分的格

式架構，而且文件集合具有跨時間紀錄的特
性，即可適用於本研究探勘流程中的處理方

法。 

陸、結論與未來方向 

面對文件量暴增的時代，需要電腦化的文件處
理工具，幫助使用者進行文件分析與知識擷

取。查詢導向的資料檢索技術，無法挖掘隱藏
在大量文件中的特徵。目前的文件探勘技術都

針對歐美語系文件，而非中文文件，且關鍵詞
彙擷取的前置處理都是人工作業。本研究的貢

獻在於，提出一個包含自動化前置處理的中文
新聞文件資料探勘架構。並針對報告性文件的

撰寫格式，提出文件的關鍵詞彙擷取方法。在
探勘模式方面，利用新生詞彙提供發覺新社會

現象或新事物的線索；以關聯法則為基礎，我
們提出三類擴充式關聯法則；以及分析關鍵詞

彙分佈差異等方法，挖掘大量文件中隱含的特
徵。 
 
下列兩點是值得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1. 找尋其他適用於文件探勘的興趣指標：

本研究在關聯法則探勘模式中以信心度
及支持度作為過濾法則數量的興趣指

標，可獲得一些探勘成果。針對不同的
需求，可考慮其他的興趣指標。資料探

勘領域中，其它的興趣指標，包括功效
(strength) [Dhar 1993]、收益量(gain) 
[Fukuda 1996] 、 興 趣 (interest) [B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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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定獻(conviction) [Brin 1997]、拉
普拉斯[Webb 1995]等，分別具有不同的
特性和用途。如何將其它興趣指標應用

到文件資料探勘，或配合文件特性，尋
找其他特殊指標，是值得未來研究的方

向。 
2. 中英夾雜文件處理：現在許多中文文件

都夾雜英文，特別是科技類文件或財經
類文件，部分英文詞彙隱含有用的訊

息。但對於夾雜的英文字彙部分，需要
特別的處理與判斷，是值得進一步探討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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