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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 
近二十年來的研究與發展

曾元顯

摘要

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是圖書資訊學探討的重點課題。隨著資訊科

技進步，全球資訊網的興起，數位文件的數量越來越龐大，各種

文件處理、加值、活化運用的需求增多，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

析的必要性越來越高。本文先簡介相關自動化技術近二十年來的

發展，並以採、編、典、藏、用的觀點，看待整個自動化作業的過

程；接著，以一些應用實例具體說明其效益，特別著重在關鍵詞

擷取、關聯詞分析、文件自動組織、主題分類建構等應用，讓讀

者具體領略其實務上的可行性；最後，說明這二十年來資訊技術

的進步幅度快速、應用範圍廣泛，在此僅能探討到一小部分。透

過這些介紹與案例展示，本文希望促進圖書資訊學與其他學科人

員，互相交流與合作的機會，以開展創新的資訊服務。

關鍵詞： 關鍵詞擷取，關聯詞分析，文件歸類，主題分類，資訊
檢索

前　　言

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向來是圖書資訊學探討的重點課題。圖書資訊學以

宏觀的角度，從政策、策略、社會因素到資訊技術應用等面向，探討各類文

件、資訊在生產與消費的生命週期中，牽涉到的採訪、編目、典藏、存取、

加值、利用與服務等議題。而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便牽涉到其中偏向策略與技

術的編目、典藏與存取的加值處理議題。然而，無論各類文件或資訊如何被組

織與分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供使用者（或用戶）便利的資訊利用。

傳統上，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處理的資料內容，主要是圖書館的各式館

藏，包含圖書、期刊、報紙、影音檔案等各類出版品或歷史文件，且主要的

服務對象為一般大眾（公共圖書館）、學校師生（學術或教育圖書館），以及特定

回
顧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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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機構人員（專門圖書館）。近數十年來，在電腦網路普及、數位文件風行之

後，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可應用的範圍（處理的文件類型與服務的用戶類別），

可擴大到任何有潛在價值的資訊利用情境。其應用案例，可包含網頁資料查

找、學術文件搜尋、訴訟（或專利）的前案檢索、新聞事件歸類、網民意見追

蹤調查、垃圾郵件過濾、文件自動摘要、關聯資訊擷取、生物資訊探勘、主

題趨勢辨識、商業智慧分析、自動詢答系統等，都成為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可

以探討的課題。

因此，本文就上述應用方向，探討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近二十年來

的發展。而傳統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議題，在圖書館學方面，是屬於基本的

核心課程（Chan, 2007; Chowdhury, 2010; Ogden, 1977; Olson & Boll, 2001; Taylor 
& Joudrey, 2008），有悠久的發展歷史、眾多的教科書以及實務的標準作業流
程，便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

本文探討的自動化發展，技術不斷創新、相關知識演變快速。雖可說是資

訊科技（工程或管理）的範圍，但其主要流程、所需背景知識，以及猶待解決

的問題，還是脫離不了上述：「採」（有潛在價值文件的採集與界定）、「編」（分

析、組織、編目）、「典」（資料的標準化與作業的法則化）、「藏」（有效率的儲

存與可長久的保存）、「用」（資訊的利用）等五項概念與流程。因此，這項看似

傳統的議題，在現在的環境中，其實牽涉了多種領域，特別與近年來的資訊檢

索、文字探勘、知識管理、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研究，有高度的相關性。

舉例而言，在1999年，瑞士蘇黎世Fritz Kutter基金會舉辦了「自動編目與
檢索競賽」（Automatic Cataloguing and Searching Contest）1。主辦單位提供了英

文、德文、法文、義大利文等四國語言近200年來的500本書籍資料。凡跟編
目有關的頁面，如封面、書名頁、版權頁、出版序、目錄、封底等，都被掃

描成影像檔後，再利用光學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gnition, OCR）軟體轉
換成數位文字提供給參賽者。而其競賽題目，分為15道布林表達式（欄位式）
查詢題，以及15道以自然語言描述的查詢題目。參賽者需根據這些資料以及題
目，提交系統產出的答案。從獲獎者的技術報告看來（Tseng, 2001），自動化索
引（資訊檢索）、關鍵詞擷取（文字探勘）、完整文句的詢答（自然語言處理）、

進階檢索模式的運用（機器學習）等技術，都被運用到。

此項競賽揭示了下列意涵：㈠此競賽的舉辦動機，提到：近年來圖書編目
的成本越來越高，甚至有高過圖書價格本身的情況（歐美地區人事成本昂貴，

要做到正確的主題分析與編目，人員訓練與編目時間成本高昂；而且事先的人

工編目，能否符合事後使用者的各種利用，還很難說），考量到目前資訊技術

1 該競賽網頁：http://www.kutter-fonds.ethz.ch/contest99.html已不存在，只剩歷屆競賽項目與得
獎名單：http://www.kutter-fonds.ethz.ch/PreviousPrizewinn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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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情況，因而舉辦此項競賽，以了解自動化技術可達到的績效程度，可否

取代或輔助人工的編目，從而降低人事或時間的成本。因此，自動化資訊組織

與主題分析，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針對某項應用，其效果如何、如何運用

的問題。㈡主辦單位不看系統自動編目或索引的過程與內容，而只從使用者端
看系統反應的結果。亦即，系統如何進行自動編目或索引，不是使用者關心的

議題（卻是必要的資訊處理過程），系統只要好用、可靠，能輕易檢索出想要的

資料即可。因此，就整體的資訊利用服務而言，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的處理過

程是幕後的基石，而資訊檢索系統則是前端重要的使用媒介。

綜上所述，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將運用到許多不斷精進的技術。

然而，為免陷於技術至上的迷思，或完全依賴工具解決問題，對各種類型文件

或知識資產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可以用：採、編、典、藏、用，這五項

要訣來看待其整個自動化過程，以了解全貌，並讓文件處理的目的不會失焦。

特別是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近二十年來）的時代，以
此五項要訣的角度來看，其可發揮的潛在效益，非常巨大。以Google為例，其
僅「採」集網頁，並以極其簡潔的介面，讓使用者方便快速的運「用」，即創造

巨大的產值與個人的效益。當然，Google在「編、典、藏」方面的先進技術，
才是其成功之處。然而，Google所創造出的效益，主要還是拜WWW網頁的內
容夠多、數量夠大、資訊類型廣泛，以及長尾效應下能夠滿足各方不同需求的

特性所賜。相對的，除了網頁有超連結的特性外，其他類型的文件，特別是機

構、企業內的文件，少了這些特性，Google技術所能產生的效益便難以移植。
本文將先廣泛介紹上述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的相關研究，其次簡要

敘述重要的技術發展趨勢，最後以一些應用實例具體說明其效益。本文一方面

希望圖書資訊學相關人員，不侷限於圖書館的情境，往外看到更多新的需求、

應用與進展；另一方面，也希望向不同領域的人員，介紹圖書資訊學看待文件

處理、知識加值的宏觀概念與既有的智慧，以促進各領域之間相互交流與合作

的機會。

二、相關研究與發展趨勢2

如同前述，自動化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與資訊檢索、文字探勘、知

識管理等議題息息相關，且幾乎都以由來已久的資訊檢索一詞，來涵蓋前述自

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的範圍（Salton, 1989）。因此，下面的相關研究介紹，
將資訊檢索等詞彙視為「採、編、典、藏、用」的相關概念一起探討，不特別

區分其細微差別。

2 本節有大部分改寫自：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一書中，由曾元顯撰寫的第七篇
第二章「資訊檢索技術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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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美國政府單位開始資助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包括TIPSTER計
畫（Harman, 1992）、MUC（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會議（Sundheim, 
1991）、TREC（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3資訊檢索評比會議，以探索從大量

訊息中偵測、擷取與摘要相關資訊的技術，其原先目的雖為增進情報分析能

力，後來則演變成較為學術且應用更廣的研究計畫。其中，特別是TREC評比
會議，自1991年起每年舉辦，至今已有二十餘年（江玉婷、陳光華，1999）。
歷年來，其根據文件類型、資訊需求的不同，舉行過各種研究任務的評比，

包括：主題檢索、資訊過濾、跨語檢索、全文影像辨識與檢索、語音與視訊

檢索、與使用者互動的情境檢索、巨量資料檢索、超連結之網頁檢索、新事

件偵測、詢答系統、生物資訊檢索、法律文件檢索、部落格訊息檢索等，都

是從「用」的角度看背後的技術可達到何種成效。（除此之外，另一種「用」的

觀點是，系統的設計是否符合人類的使用習慣、直觀的認知，或創新簡易而又

有趣的體驗方式，因此有另一個相關的研究，如：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專門探討這類議題。）此評比會議的重要貢獻，在提供
一套共用的測試集（包含文件集、問題集，與對應於每道問題的答案），以及相

同的評估準則與程序，使得各個研究團隊可在相同的實驗環境底下，反覆的自

我與互相比較，促使相關的技術能夠得到真正的進步。

由於TREC對相關研究社群的貢獻甚鉅，且有益於該國語文的資訊檢索與
情報分析研究，日本、歐洲、印度紛紛起而效尤，仿照TREC形式，各自舉
辦了NTCIR（NII Testbeds and Community for Information access Research，始於
1999年）、CLEF（Conference and Labs of the Evaluation Forum，更早名稱為：
Cross-Language Evaluation Forum，始於2000年）與FIRE（Forum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Evaluation，始於2008年）等具該國語文特色的資訊檢索評比會議。這
些評比，雖以資訊檢索為主軸，事實上也觸及資訊擷取、文字探勘、機器學習

等相關議題，如日本的NTCIR曾有專利資訊探勘評比任務，歐洲的CLEF則有
文字、語音、影像、跨語檢索等任務。由於TREC的模式，能提供大規模、可
比較、能重複利用的測試集與評估機制，讓有興趣的研究團隊做有效利用，大

幅降低相關研究的門檻，因而近二十年來，有各式、大量的資訊組織方式或主

題分析技術被提出來。

受網際網路全文網頁以及數位出版的蓬勃發展影響，文件處理有更多的

人員投入研究，早期從ACM SIGIR（ACM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會議獨自探討，到現在有更多的國際研討會，如CIKM（ACM Con-
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WSDM（ACM International 

3 TREC會議以及後續提到的日本NTCIR、歐洲的CLEF、印度的FIRE論壇、SIGIR等會議、
JASIST等期刊，都可在網路上找到其網站以及大量的相關文獻，為節省版面，在此不特別
顯示其網址與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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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JCDL（ACM/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ECIR（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等，
都將資訊檢索、文字探勘、知識管理列為主要的議題。而新興的國際期刊如

Information Retrieval或既有的老牌期刊如JASIS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PM（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
agement）、TOIS（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等，有關資訊組織或
主題分析的議題也急速擴增。

國內的相關研究，早期主要集中於圖書館學領域的資訊儲存與檢索、使用

者需求分析，與資訊系統的使用行為探討。自1990年代起，國內圖書資訊界與
電腦科學界陸續有：網頁版公用目錄搜尋系統（曾元顯、林瑜一，1998）、整合
代理搜尋系統（朱讚美，2000；謝欣君、張玉山、袁賢銘，1998）、中文搜尋
引擎（Chien, 1995a; Chien & Pu, 1996）、模糊搜尋（曾元顯、林瑜一，1998）、
音樂內容檢索（Tseng, 1999）、語音檢索（Bai, Chen, Chien, & Lee, 2002）、智慧
搜尋（Chien, 1995b）、網頁資訊擷取（Chang & Lui, 2001）、中文詢答系統（Sa-
saki, Chen, Chen, & Lin, 2005）、文字探勘（Tseng, Lin, & Lin, 2007）、影像內容
檢索（Lin, Chang, & Chen, 2005）等研究的投入。近十多年來也培養出相當多的
碩、博士級人才，相關的研究成果、技術與人力資源，也都逐漸移轉至國內產

業界。然而，跟國外或中國大陸等具有龐大市場的地區相比，國內研究的能量

與影響力仍有待持續投入與提昇，以便使正體中文的文件處理技術能隨國外技

術的演進而不斷進步，甚至能獨樹一格，成為正體中文相關研究的全球重鎮。

過去這二十年來，國內外相關技術不斷進步，但累積的知識也顯示：沒有

一種方法可有效處理各式文件以及各類應用，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的技

術，需隨待處理文件與應用方式的不同而加以調整。

即便如此，這段期間有多項技術的突破與進展，對世人的日常生活產生根

本的影響。展望未來，此影響仍將持續，並隨新技術、新環境、新需求而更行

發展。下面特別針對這方面的基礎研究與核心技術部分，簡要說明近二十年來

的進展。

㈠	索引建構
對文件的加值處理而言，索引建構是所有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任務的

基礎。過去學術界與實務界已發展出實用且高效率的演算法（Van Rijsbergen, 
1979），以及適合索引結構的資料壓縮方法（Witten, Moffat, & Bell, 1999），可同
時降低磁碟空間的需求，並提高執行效率。Google也曾提出其Google File Sys-
tem （Ghemawat, Gobioff, & Leung, 2003），用以對付巨量資料。近年來國際重要
的研討會雖已少見此議題，但從實務面上，此議題仍極為重要。如何設計良好

的索引結構，以應付即時的文件更動、容納上百種排序特徵、結合使用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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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得依照個人興趣、使用情境或社會網絡集體行為而調整的精準排序，不

限於巨大的商業搜尋引擎或雲端架構才能擁有，而可落實到伺服器、桌機等級

的電腦設備，且為注重隱私的企業、機構，甚至個人所能採用。這些議題仍是

自動化資訊組織有待突破的研究課題。

㈡ 檢索模型
配合索引結構，檢索模型近年來重大的發展與長足的進步，過程如下：從

早期的布林邏輯精確比對，完全仰賴使用者提出精簡正確的查詢詞彙來控制整

個檢索流程；進展到向量空間模型，允許查詢條件以自由文字描述；再到機率

模型，獲得更有效的排序；近十年來則有語言模型，讓各種改進得以有可靠的

數學邏輯推演，脫離經驗法則式的權重猜測與設定，解決字彙不匹配的問題；

最近，在商業搜尋引擎採用上百種特徵據以排序檢索結果後，排序學習變成拯

救人工調整上百個特徵權重的必要手段。排序學習不僅成為近年來最重要的商

業智慧之一，也將與語言模型繼續成為未來檢索理論的重要研究課題。

㈢ 查詢模式
查詢模式是屬於上述五項概念中「用」的部分，是最接近使用者經驗的流

程。相較於系統底層的索引建構與系統上層的檢索模型，使用者端的應用情

境、使用模式、互動介面、查詢意圖等議題，乃主題分析應用成功之關鍵。

另外，查詢的表達（formulation）、精鍊（refinement）、擴增（expansion）與回饋
（feedback）等研究，也是資訊查找利用時的重要議題。如何開創新的應用情境
（如趨勢偵測）、設計更便利的互動介面（如語音輸入、動態感知、擴增實境、

3D呈現）、解讀使用情境的查詢意圖（如根據所在位置或前後瀏覽的文件，正
確解讀所需資訊），都是新一代主題分析技術有待研發之課題。

㈣ 延伸應用
在1990年代中期Web被開始大量運用於電子商務後，各種資訊檢索、擷

取、組織、分析、探勘的需求，進一步刺激了這個領域的發展，更多相關議

題被提出討論，如詢答系統、資訊擷取、主題分類、事件歸類、訊息過濾、

複本偵測、多媒體資訊檢索、跨語檢索、廣告推薦、社群意見分析與惡意訊

息的防範等。過去這些課題雖有相當的研究，然而針對不同文件的類型（如書

目、新聞、網頁、部落格、學術文獻、社群網站討論群組、個人偏好與健康

資訊等）、領域（如法條、專利、生物資訊）與樣態（如文字、語音、空間資

訊），都有需要客製微調與整合之處，甚至於需要應用或開創新的處理模式，

以達到更高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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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行動搜尋
近年來無線網路普及，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大量使用，造

就行動中搜尋資訊的需求。這類需求，不僅止於資訊的擷取，常伴隨著後續的

行動。例如，旅行在陌生的環境中，以語音輸入或以手機拍攝實物影像，再藉

由語音辨識、文字辨識或圖像比對，自動尋找最近的相關服務（如具特定菜色

的餐館，或具特定造型、設施的旅店），進而上線預約或電話預定等。這類將

靜態資訊（如：地址）與動態資訊（如：路線、訂位狀況）串連，資訊流與金流

（預約費用）整合，加上多模態資訊（文字、語音、影像、地圖資訊）的擷取與

呈現（如：資訊視覺化、虛擬實境）之技術與服務，也是近年來重要的研究議

題。

㈥ 整合發展
僅是前面兩項基礎研究（索引建構與檢索模型）的演進與應用，便造就了

市值極高的搜尋引擎產業。其他傳統的重要議題與新興應用，則可讓資訊組織

與主題分析的研究與技術，滲透到更廣泛的範圍，如數位典藏、知識管理、電

子商務、市場民調、數位學習、資訊服務等。從搜尋引擎Google提供包含網
誌、影音、翻譯、地圖與學術搜尋在內的各項資訊處理服務，即可知道自動化

資訊組織與分析的研究與應用，在現在的時空環境，幾乎無所不在。

三、應用案例

由於相關的自動化技術，近年來不斷的演變、精進，在有限的篇幅難以窮

舉，且每種新興的技術，在不同的應用場域成效各有所長。因此，本節僅就筆

者過去研發的相關技術，說明其應用情境，供讀者了解其能發揮的成效，做為

了解此類技術發展與應用現況（或足跡）的參考。

㈠ 關鍵詞擷取應用
「關鍵詞自動擷取」是一種辨認數位文件內有意義且具代表性字串（string）、 

片語（key phrases）、詞彙（keywords），或內容片段（key segments）的自動化技
術。由於關鍵詞是呈現文件主題意義的最小單位，因此大部分對非結構化文件

的自動處理，如自動索引、索引典自動建立、內容摘要、主題分類、文件歸

類、資訊過濾、事件偵測與追蹤、知識探勘、資訊視覺化、相關回饋、檢索

提示、關聯知識分析、自動化權威控制等，都必須先進行關鍵詞擷取的動作，

再進行後續的處理。因此，關鍵詞擷取是所有文件自動處理的基礎與核心技

術。

然而，關鍵詞的認定，有時頗為主觀。為能自動化處理，筆者假設關鍵

詞為文件中重複的特定字串（其左接詞與右接詞，在文件的不同地方會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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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發展出一套快速、簡單、有效的規則，來擷取文件的關鍵詞彙。有趣

的是，此自動擷取方法與語言文字關係不大，可運用於英文、中文文件（需過

濾停用詞），以及光學自動辨識過的雜訊文件上（Tseng, 1998），甚至也可直接
運用在多媒體的數位文件上，例如音樂檔案，以擷取其中的關鍵旋律（Tseng, 
1999）。此項技術的優勢與應用範圍，是其他關鍵詞擷取技術，如（Chien, 1997; 
Witten, Paynter, Frank, Gutwin, & Nevill-Manning, 1999），沒有具備的特性。

根據我們之前針對此項技術的實驗，在沒有運用大量詞庫的情況下，書目

資料的關鍵詞擷取準確度為90%，新聞全文資料的準確度為 86%。而在運用12
萬詞的詞庫後，新聞全文的關鍵詞擷取準確度為96%，其中每篇新聞有33%個
關鍵詞為詞庫中沒有收錄的詞彙。

此項技術，最早應用於輔仁大學的圖書書目檢索上（曾元顯、林瑜一，

1998），後來試用於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簡稱社文中心）蒐藏的
「中國消息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CNA）新聞剪報資料庫中（曾元顯，

2002）。約在1953-1982年間，CNA在香港蒐集大陸各省報紙的新聞剪報，在
1996-1998年時，社文中心將約60萬篇剪報掃描成影像檔，其中約有30萬份已

圖1　從OCR文件自動擷取關鍵詞提供查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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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輸入篇名、日期等欄位，讓使用者據以查詢跟調閱剪報影像檔案。為進一

步研究全文搜尋的可行性，我們將其中約8,439篇經OCR光學文字辨識成數位
文字檔（蔡孟竹、曾元顯，2003）。針對這些正確率平均僅70%的新聞，進行
關鍵詞擷取，建成關鍵詞庫，再以模糊搜尋方式，提供使用者第一階段先搜尋

關鍵詞庫，勾選適當的關鍵詞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全文檢索。

圖1所示的範例（Tseng, 2001），在第一階段的關鍵詞模糊查詢時，可找出
文件中字串相近的詞彙，其中包含近義詞，也包含辨識錯誤的同義詞。如圖1
左例中「農村幹部」、「工農幹部」是查詢詞「鄉村幹部」的近義詞，而第三個詞

彙「鄉村幹都」則是文件中辨識錯誤的查詢詞。圖1右例中則顯示，不必進行第
二階段的全文檢索，第一階段的查詢，即可獲得文件中有用的資訊，亦即「反

革命份子」，有「萬玉昌」、「王洪富」等人。此兩案例顯示，此種設計的查詢效

益，不僅比單獨使用查詢詞直接檢索文件，可找到更多相關文件，而獲得較高

的查全率（recall），同時也可更快了解文件中包含的訊息，而無須看到全文文
件。從某種程度上，這已解決部分的「查詢不匹配」、「同義詞」、「近義詞」等需

要人工維護權威控制詞的問題。

㈡ 關聯資訊應用
某些關鍵詞之間，具有主題上的相關（如屬於相同主題或事件），或具備某

種屬性的關聯（如上、下位詞），若能善加利用，可提升檢索的成效、提示使用

者更佳的檢索詞彙，或呈現文獻中隱含的知識。隨著應用場域的不同，擷取相

關詞或其關係屬性的方法也相異，這方面的技術文獻相當多，如：（Chen, Yim, 
Fye, & Schatz, 1995; Hearst, 1992; Sanderson & Croft, 1999），惟成效不易比較。
這十多年來我們也發展出兩套方法，以因應不同的應用場合。

第一套方法，乃依據主題上相關的詞彙常會一起出現在同一句子的現象，

找出關聯詞彙，以便用於查詢提示或文獻內容摘要。

如圖2所示（Tseng, 2002），在一萬多篇的產業新聞資料庫中，使用者輸入
「mp3」，系統立刻回應相關的詞彙，如：「音樂」、「CD」、「播放」等跟mp3主題
上直接相關的詞彙；另外也回應了：「中環」、「國碩」等跟mp3播放器有關的公
司。對於此項產業的初入門者，也許一開始不了解「中環」、「國碩」跟mp3的
詳細關係，但從圖2點選「中環」即可顯示兩者的密切關係：文件顯示中環公司
是mp3播放器的大廠，一年出貨量可達100萬台。另外，系統中若還包含預先
建立的結構化資料，也可立即顯示中環公司的各項數據與資訊，讓使用者只下

達一個查詢詞「mp3」、點選「中環」，即可獲取（access）領域專家等級的知識。
這對初入門者可說是一項極為便利的知識取用工具，而其背後又無須進行太多

的人工知識管理作業（只有廠商資料庫需要維護，但此項資料亦可透過其他公

開或官方網站，以程式代理人自動抓取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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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關聯詞應用於產業新聞檢索案例

圖3與圖4是第一套方法的另一項應用。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在2013年頒
發傑出研究獎給70位國內的優秀學者，並邀請其各自撰寫感言一篇，除了簡介
自己的研究貢獻，篇末也有受獎人的致謝文字。受獎人之一的臺師大科教中心

張俊彥主任獲邀代表70位受獎人上台致詞。但由於張主任不懂其他領域的研究
內容，也不知大家在得知受獎後的情意面向（affective aspect），從過去跟筆者合
作的經驗中（Tseng, Chang, Rundgren Chang, & Rundgren, 2010），他靈機一動，
遂跟國科會事先索取這70篇感言，再交由筆者進行關鍵詞擷取與詞彙關聯分
析，終能不負應邀代表致詞的托付。

圖3顯示這70位得獎學者的貢獻領域，左上角顯示半導體、光電、奈米
以及細胞研究等領域，右邊則顯示醫學、物理、資訊、農業生技等領域，左

下角則顯示勞工、觀光、產業績效等領域。綜合而言，社會科學受獎者比例較

低，生、醫、農、理、工等領域的受獎人較多，反映出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

成果，能見度較高。

圖4顯示這70位得獎者致謝感言的常見詞彙，從中可知國科會當然是最被
感謝的對象，其後是學生、家人、師長。頒獎典禮上，張教授上台報告這兩張

圖，沒有受到質疑，顯示其大略反映了大家的認知。無須詳讀並自己摘要這70
篇感言，一圖勝千言的意境，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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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13年70篇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獎 
感言研究貢獻段落關鍵詞彙關聯圖（彩圖請見電子檔）

圖4　 2013年70篇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獎 
感言致謝段落關鍵詞彙關聯圖

第一套方法，可在圖 2看到詞彙關聯圖的效益。然而該圖並沒有顯示
「mp3」跟「音樂」與「中環」分別是何種關係。若能將詞彙間的關係釐清，則可
據以進一步篩選資訊。例如，要求系統只顯示mp3播放器的「製造」廠商，那
麼圖2就可去除無關的詞彙，讓出更多空間來顯示除了中環、國碩之外的可能
廠商。

第二套方法，便是為了獲取詞彙之間明確的關係屬性而開發。我們參考

相關的研究（Fader, Soderland, & Etzioni, 2011），並運用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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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健研究員的句法剖析程式（Hsieh, Bai, Chang, & Chen, 2012），以自然語言
處理技術，發展一套中文開放領域關係擷取（Chinese Open Relation Extraction, 
CORE）系統 （Tseng et al., 2014）。此套系統，可擷取文句中的三元素，如：（詞
彙1，關係，詞彙2），此乃最基本的知識表達方式之一。例如，輸入一句：「愛
迪生發明了燈泡。」，此系統可輸出：（愛迪生，發明了，燈泡）。

此種知識三元素，除可補強前述的關聯詞彙圖外，亦可直接運用於知識

性的搜尋服務。我們將聯合報系2002-2009年約200萬篇的新聞，逐句剖析擷
取後，建立上述三元素的資料庫，提供如圖5所示的運用。若使用者想查詢
「哪些事務源自中國」，則可在關係詞中輸入「源」，在第三個輸入框中輸入「中

國」，系統即可比對出符合這兩個欄位的結果。圖5可看出系統有機會把相關的
答案列舉出來（雖非全部正確），而成為一個圖書館線上問答服務（參考服務）

的自動化系統。

圖5　什麼「源」自「中國」的詢問範例（彩圖請見電子檔）

關聯詞的應用還有很多。如新聞語料中有關國、高中生活與科技教科書

概念的關聯圖，可運用於大眾素養量表（問卷）的設計，以了解大眾日常生

活所需科學知識（Tseng et al., 2010）。如歷年來爭議不斷的核四是否續建、餿
水油長期滲入到各類食品的事件。當碰到這類問題時，民眾有否足夠知識進

行決策（選對民意代表與其政策）、平時更加注意食安問題，以及誤食有害食

物後知道如何自行調處身體照顧行動等，都需要去了解現行的國、高中教科

書，能否傳授足夠相關生活知識給予國民，以促進國家整體的良性發展。另外

一例，則是協助犯罪偵察（Tseng, Ho, Yang, & Chen, 2012）。關聯圖的這類運用
已超乎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固有的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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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產業知識活化應用
如前所述，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對圖書館的實務相當重要。但更多單

位，如私人機構，也有類似的需求，只是傳統上沒有圖書館或知識管理單位的

編制。以最近接觸產業界的需求為例，企業在設計、製造、生產、行銷、客

服的過程中，累積了許多知識資產，如各項過程中的文件、規範、日誌、答

客問、分析報告、問題討論與解決記錄等，包含了有形、無形、整理過與未

整理過的各項知識資產。為了讓上述的資產活化、便利後續的利用與加值、幫

助新人快速進入狀況、降低人員異動的訓練成本，遂有運用資訊組織與主題分

析的技術，來活化其知識資產的需求（曾元顯，2014）。
在幫助企業滿足其需求的過程中了解到，從實務面來看，企業的使用者只

需關心「用」的部分，「採、編、典、藏」則為機構內部的圖書館、資訊中心或

知識管理單位要處理與建立相關機制的部分。

圖6所示，是以各項技術處理資料後，呈現的使「用」範例4。圖中被分析、

整理的資料，為聯合報系2002到2009共八年約200萬篇的新聞報導。透過如：
關鍵詞擷取、關聯詞分析、文件自動摘要等自動化處理後，使用者如要調閱相

關文件，僅需輸入適當的關鍵詞，系統便能列出相關的文件與其摘要、對應的

相關詞彙，以及該關鍵詞的時間篇數序列，進而達到檢索、摘要、關聯、分

類統計的目的。

例如，圖6的輸入詞彙為「凌華」，從檢索結果右上角的詞彙關聯圖以及
左邊的文件摘要，可大略看出凌華為一家工業電腦廠商，且跟：新普、瀚宇

博、威達電等公司有產業上的關係（事實上他們都是工業電腦相關廠商）。對

此領域不熟的用戶，僅需輸入一個簡單詞彙，便能了解資料庫中隱含的各種資

訊。此外，圖中的時間序列，若運用在客戶問題的反應上，可得知哪些產品的

失效（或成熟）的週期；若運用在常見問題上，則可讓公司的回應人員更快找

到類似的問題與相關的答案，提昇問題解決的時效，建立良好的客戶關係。透

過此類系統，讓初學者或入門者，即時且便利地存取專家等級的知識，而不

怕職務異動造成的知識斷層，是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最重要意義，以及最直接

有效的用處。

然而，當文件資料越來越多時，數位資料需要進一步分門別類，以便快速

縮小搜尋範圍、統計各類別（如產品的某種瑕疵）的發生次數、並降低同義異

名或同名異義的問題。也就是說，完整而理想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境界，應

能完成下列各項任務，對產業界才有最大的助益：

l	詞彙控制：聚合同義異名、區別同名異義詞彙；

4 為了不透露過多的企業資料，圖6的內容僅為示意圖，但已是該企業第一階段使用的系統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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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詞彙關聯：蒐集並建立上、下位詞，或廣義、狹義、相關詞；

l	內容摘要：擷取文件的重要內容（動態查詢導向摘要或靜態重點摘要）；

l	主題歸類：將主題相關的文件聚集成類；

l	文件分類：建構分類架構，之後將文件按類歸檔；

l	資訊檢索：知識架構的分類瀏覽、關鍵詞的資源查詢、資訊片段或全文

的取用、類別或時間的交叉分析、預警性的提示，或意外的知識發現。

上述問題都是學術研究一直在解決的課題，特別是詞彙控制、詞彙關聯與

文件分類的部分，以往只能依賴人工處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所幸我們過去

發展的技術，已觸及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雖然無法完全解決，但以自動化或

半自動化方式，已可降低人工處理這些問題所需的極大成本。

圖7的範例，是查詢「intel」的結果，從詞彙關聯圖中，可看出資料庫記載
的同義異名詞為：「英特爾」，也可看出其主要的產品（具有隸屬關係的詞彙），

有：處理器、晶片組等。

前端的系統使「用」方式與上述範例，被企業接受後，我們才開始著手系

統後端「採、編、典、藏」的處理工作。其中資料採訪蒐集的範圍，由企業指

定；而文件館藏、歸檔、儲存的部分，也由其資訊部門自行處理。我們協助

的，是其中的「編」（分析、組織、編目）與「典」（資料標準化與作業法則化）

部分。由於細節無法全盤揭露（合約所限），下文僅就部分資料，進行範例式的

說明。

圖6　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後的資料運用範例之一（彩圖請見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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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與圖9範例 5，是以企業內部的客訴資料，進行的自動化文件歸類的結

果。從中文範例，可看出：「無法開機」、「不開機」、「重複開機」等，在企業的

資料庫裡，幾乎是同義異名詞，且根據客訴的日期，此問題有可能在將近半年

時間內會再出現。英文範例也有類似情形，有關Cold boot（冷啟動）的 fail（失
效）案件，都被歸類在一起。這對於文件主題的分門別類、依照文獻保證原則

按類給目（資料中有該類文件才訂定該分類名稱）的知識分類與管理，具有極大

的輔助作用。

從歸類結果，可建議該有的類別名稱，然後依照企業的領域範圍，組織成

其需要的分類架構，據以將文件分門別類，方便後續依類找文的應用，或結合

關鍵詞查詢，了解該關鍵詞在每個類別的分布狀況，做查詢篩選或資產分析的

依據。

• 68 Docs. : 0.1269 （開 機 :94.9213） 
– 9235 : 2 Docs. : 0.77 （重覆 :4.90, 重覆開機 :2.12, 會重覆 resent:2.12, 

resent:2.12, 開機時無法到window畫面 :2.12） 
  • 20xy/4/16:無法開機（會重覆Resent） 
  • 20xy/5/27:開機時無法到Windows畫面，重覆開機 

– 65108 : 66 Docs. : 0.26 （開機 :89.54） 
  • 20xy/2/21:無法開機
  • 20xy/2/27:開機有救護車聲 
  • 20xz/12/7:無法開機。 
  • 20xy/4/12:開機不正常，時而開機時而不開機 
  • 20xy/6/14:無法開機
  • 20xy/5/6:使用兩個禮拜後，突然冒煙，之後無法開機
  • ⋯

圖8　主題歸類結果範例（中文）

5 為免透漏過多細節，實際的資料都經模糊化處理，如：西元年代皆換成20xy等四個數字與
字母形式，而產品編號則以XYZ等代號取代，或經過噴霧處理。

圖7　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後的資料運用範例之二（彩圖請見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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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建構的分類架構進行文件分類，不論自動式，或人工作業（人工確

認），經過一段時間後，多少會出現分類不一致或類別混淆的情形，這時再引

入分類一致性自動偵測與處理（曾元顯、王峻禧，2007），使分類架構持續地符
合企業的需求。

上述各種處理步驟與技術（如：關鍵詞擷取、文件歸類、分類架構建立），

都沒有標準答案，因此難以事先預估成效。僅能以文獻保證原則，擷取出適

當的關鍵詞、關聯詞，與分類描述詞，再透過人工的分析、組織、整理與

加工，以獲得品質較佳、成效較好的結果，來活化既有的知識資產，增進使

「用」的效果。

圖10　以半自動化方式抓取出雜訊資料範例（查詢結果經過噴霧處理）

此外，這些自動化技術，也需要高品質的輸入才能獲得高品質的輸出。若

最前端的資料蒐集階段沒有管控好資料的品質，則後續的自動處理效果將大打

折扣。例如，圖10顯示企業實際的資料中，的確有雜訊的問題。例如cold boot

• 5 Docs. : 0.45 （cold boot:16.95, degree:3.97, test:1.93, fail:1.80） 
• 20xx/10/3:When cold boot test at -5 degree, It is failed. Test count:1500 

Passed count:480 === Cold boot @ -5 degree ... 
• 20xw/6/2:Cold boot（XY） / -25 degree test fail & XY boot machine count 

times not mach. AT boot machine count ... 
• 20xw7/7:Cold boot（XY mode） / -40 degree test Fail. Systems hang on 

“00” in the -40 degree. 
• 20xw/2/3:Cold boot（XYZ） at 75 degree failed. System hangs on debug 

code “00” or “F0”. 
• 20xx/7/4:Cold boot（XYZ） -45 degree fail 08/02 test two phase temp: -40 

degree 1000 cycle is pass. 

圖9　主題歸類結果範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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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32篇文件，但輸入錯誤的clod boot也有13篇，在輸入的資料中，約有高達
10%的雜訊或錯誤。

關於此項協助企業活化其知識資產的案例，難以再多做說明。但從上面的

實例中（圖6到圖10），我們過去十多年來發展的技術，到現在仍可運用於實務
的情境，顯示自動化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有其歷久彌新的重要角色。

四、結　語

圖書館學長年研究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課題，在理論與實務上產出的知

識成果，珍貴而實用。資訊技術的進步，讓數位文件大量暴增，不僅引發更多

需求，也帶來更多的應用機會。我們從過去接觸的各類文件處理案例，以圖書

館學的「採、編、典、藏、用」角度，進行各種自動化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發

現確能帶來具體的效益，不僅可盤點既有的知識資產，讓其活化，更可幫助建

立可長可久的文件處理流程與運用模式，除了解決既有的沉痾，甚至可進一步

創造新的價值。

這二十年來資訊技術的進步幅度驚人，相關的文獻成長快速，各種理論與

技術百家爭鳴，即便我們在此領域進行理論研究、技術發展、觀摩考察與實務

應用，具備了十多年的經驗，也僅能探討到一小部分，並列舉一、二實例，

供讀者具體領略其相關的研究與發展。更完整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自動化技

術與應用，則有待更多的介紹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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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subject analysis (IOS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As the fast adva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digital documents are emerging 
in a pace such that automated IOSA become inevitable.  This article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automatic techniques in recent decades 
and promotes a tranditional viewpoint based on the workflow of: (1) data 
collection and aggregation, (2) cataloguing, (3) regulation, (4) archving, and (5) 
usage, to regulate the whole process when applying automated techniques to 
any IOSA task.  Some application examples are then described to let the readers 
have a feel of the feasibility of these techniques; specifically the applications 
of keyword extraction, association analysis, document clustering, and topic 
categorization are mentioned.  We conclude that the related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are still developing in a quick pace such that only a few 
percentages of them can be mentioned.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LIS and other fields.

Keywords: Keyword extraction; Association analysis; Document clustering; 
Topic categoriz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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