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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運用資料探勘技術，將未開發資料轉換為有價值的知識，然而管理者和使用者卻無法有效率而且容易操作，順利挖掘

企業有價值的知識。本研究目的是設計與實作以代理人為基礎的資料探勘系統，結合代理人技術與資料探勘的應用，設計

一個適合企業資料探勘環境。 本研究規劃設計代理人社群是由六個代理人所組成的，使用者透過權限代理人進行身份驗證

，向使用者介面代理人提出探勘任務請求，啟始整個資料探勘工作，經協調代理人的任務協調和工作指派，加上學習代理

人的提供偏好與案例資料輔助，資料探勘代理人透過資料收集代理人自資料庫擷取符合需求的資料集完成探勘任務，並且

將探勘結果以視覺化方式呈現給使用者。透過代理人之間協同合作的機制，讓企業員工能提高工作績效，以達成系統預期

目標。 本研究遵循PASSI 方法論建置以代理人為基礎的資料探勘系統，具體貢獻如下：(1)提出以代理人社群為基礎的資料

探勘系統架構與功能；(2)透過系統實作驗證代理人技術，確實可以有效的運用在資料探勘環境；(3)提供使用者容易使用並

且能無障礙執行複雜資料分析的資料探勘系統；(4)結合具跨平臺能力的機器學習軟體Weka ，實作資料探勘環境。所以本

研究所規劃與設計的資料探勘系統，確實可以有效降低使用複雜性與提高資訊正確性，降低使用者專業知識的需求，讓使

用者可以很容易完成企業知識獲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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