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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政府實施「週休二日」政策以來，國人國內旅遊次數大幅成長， 其中又以自行規劃旅遊行程為主，且利用電腦網路取得

旅遊資訊有 明顯增加的趨勢。另一方面，隨著新的網際網路架構－「語意網」 的提出，主張將網上有意義的內容結構化

，也將促使網路上的資源 及服務更易取得和分享。 現今「語意網」的研究，皆集中於知識本 體與基礎語言的探究與設計

，有關邏輯推理架構和應用的研究尚在 起步中。因此，本研究嘗試從服務提供的觀點，設計旅遊語意網整 體服務系統架

構，其目的是提供使用者便利、幾近自動化的旅遊行 程規劃與旅程服務。本雛型系統由四個模組所組成。首先，使用者 

透過「使用者介面模組」提出個人旅遊需求及資源限制條件，接著 「旅遊服務排程模組」依據使用者需求，規劃出合理的

行程。在行 程規劃的過程中，需不斷地透過資訊檢索的動作，分別向「旅遊服 務註冊中心」的資訊檢索機制下達查詢的

請求，以獲取相關旅遊服 務摘要或詳細資訊。一旦使用者確認該行程規劃後，行程服務預約 機制將會與「旅遊服務提供

模組」溝通以進行行程服務預約事宜， 最後，系統透過使用者介面模組呈現完整的旅遊行程規劃暨服務預 約狀態給使用

者。 因此，本研究透過「語意網」為基礎之資訊檢 索技術、旅遊排程方法與服務預約機制相結合，建立一個可依據 旅遊

者之個別喜好，來進行旅遊行程安排的雛型系統。藉由本系 統，使得旅遊行程安排能夠更準確地符合旅遊者的個別需求，

且 達到將旅遊服務自動串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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