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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我國現有地方稅稅務系統的房屋稅稅籍資料 中的稅籍主檔為對象，使用Apriori演算法配合模糊理論，進行房

屋稅資料探勘，來找尋區域建築物「構造別、使用別」間的關聯 性規則。施政者在進行區域建設規畫時，往往缺少強力的

數據為 佐證，對該區域進行最有利建設，而只是規畫者隨著主觀的意念 進行建設，為解決上述的問題，都市建設規畫者

能透過本系統， 可找出個別區域中建築物之構造、使用類別的關聯性，於都市計 畫區域開發設計時，能搭配區域建築物

特性及使用類別，做出符 合區域最佳的整體規畫及建設。 從彰化縣一百五十七萬筆房屋稅紀錄中，統計出各鄉鎮市每 個

里（村）中的二十四種「構造別、使用別」所持有的比例，發 現愈都市化的區域，建物構造別以混凝土居多，鄉下則以磚

造居 多、木土造居次，與一般所持觀點吻合，本研究可提供確切數據 證明此一觀點。 居住區域的建物構造特色及使用別

的關聯性，關係著公共安 全及居住品質，針對統計出來的每個里（村）的「構造別、使用 別」資料，選出目標區域中（

包含數個里）進行關聯性探勘，找 出如「混凝土、自住」與「磚造、自住」有關聯性，顯示國人會 於房屋完工後，在頂

樓加蓋違章建築的習性有關，主政者可利用 此一關聯性進行如拆違建等行政政策或修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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