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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少商業網站嘗試分析使用者的資料，以期增加網站經營效 率與決定顧客服務導向。然而，現今似乎尚未存在專業的個人

化 跨網站式購物引擎，得以自動分析網路上相關商品網頁，並依照 個人事先設定或系統分析的個人喜好，將正確且完整

的商品資訊 提供給網路消費者。所以如何提供完整的個人化專業網頁資訊， 已是推動線上購物迫切需要解決的議題。 本

研究藉由圖文購物引擎雛型系統之建置，嘗試結合了調適 性類神經的模糊推論技術，經由學習使用者瀏覽手機網頁的紀錄

與回饋分數，以建立一套個人化機制，來提供使用者個人化跨網 站式的商品圖文資訊，並可進一步分析使用者喜好改變的

直觀意 義。所提出之機制，亦經由三週實驗來驗證其可行性及價值。包 括第一週利用50 名使用者之瀏覽紀錄，來建立所

有使用者初次 登入之隸屬度函數；在第二週時，另外46 名使用者，則以第一 週結果為基礎，透過主觀認定方式，來進行

個人網頁分數的調 整。第三週時，則將系統預設網頁分數及個人化後的新網頁分 數，在網頁上並陳提供給實驗者；最後

並透過問卷回饋的方式， 來瞭解此一個人化架構之效能。實驗結果顯示，在大部份的情況 下，本個人化機制的確可以有

效地反映出使用者的主觀喜好。希 望藉由本系統所提供之個人化跨網站式的商品圖文資訊，能有效 改善現今線上購物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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