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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摘要 

 

在汽車的銷售市場中，可以發現中古車的銷售量漸漸的超過新車銷售量，顯

示台灣的消費者開始能夠接受購買中古車，而這中古車市場也是近年來車商進一

步經營的新興市場，也因中古車比新車低價格好入手，所以對於中古車價格的資

訊需求也遠比新車的多，也希望中古車價可以透明化。中古車價往往是中古車需

求者最注重的環節之一，因為中古車顧名思義價格理當低過新車，也有一定的折

舊率，但又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因素會影響中古車價。 

有鑑於此，本專題對中古車價格的影響因素做了小小的探討，並且查找了相

關文獻，也對類神經網路應用的文獻進行研究，再來我們把從組員公司取得的真

實資料做處理，針對中古車價格因子來運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做預測，而本專題

則是選用了 NeuroSolutions 此套軟體試圖建立一套中古車估價模型。 

 

關鍵詞：中古車、中古車價格、估價、類神經網路、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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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論 

在本章中，將分別介紹此專題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

究流程」、等項目。 

 

第一節、研究背景 

汽車在台灣已經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之一，但由於現今經濟不景氣，所以

新車的價格並非每個人都能夠負擔的，因此中古車的市場開始興盛。在觀察了台

灣汽車的銷售市場後，可以發現中古車的銷售量都已漸漸的超過新車銷售量，在

各種內外在環境的改變下，汽車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很多汽車廠商都開始注重中

古車這個市場，大財團的紛紛投入，國內五大廠牌中古車部的成立，再者因應加

入 WTO 交通部及經濟部國貿局，開放舊車進口的這項政策，更是影響了國內中

古車市場。我們也可以明顯察覺到，銷售中古汽車的店家，已經比新車的代理商

多出了好幾倍，中古汽車市場的潛力逐步顯現，規模隨之不斷擴大，在新車市場

逐漸萎縮的同時，中古車卻反而逆勢成長。 

 

而近年來也因為科技發達和網際網路的發展迅速，所以中古汽車商也在網路

開起了眾多交易平台，各個平台皆有最基本的車輛照片及車輛資訊，但有些平台

卻連最重要的價格都沒標上，而且各家中古車商平台的中古汽車價格也不一，有

時候明明同一台中古車，在不同的銷售平台上價格卻差異過大，是因為中古車含

有眾多的影響因素，以至於會使得中古車價格不同，換言之新車價格就不會了，

新車都會有固定的價格定價，最多就是各家車商的優惠促銷或代理關係，所以差

異並不會到很大，因此對於中古汽車需求者的購買意願來說，中古車的價格是被

注重的重要因素之一。 

 



 

2 

 

第二節、研究動機 

由上述研究背景來看，中古汽車市場蓬勃崛起，但由於中古汽車價格沒有那

麼的透明化和公開化，又加上中古汽車市場的交易資訊參差不齊，且一般大眾並

無車輛價格的鑑定能力，使得中古車價格詢問度高。再來則是中古車估價大多都

是由中古車商自行評估，沒有一個價格的基準，而中古車商在網路平台上所提供

的估價服務，多是簡單的初步評估給予一個價格範圍，或是填寫資料會有專人聯

絡，並現場服務估價，並沒有一個確實的中古車估價資訊。 

而類神經網路應用在很多方面，有關於預測性質的大部分是運用在股價預

測、不動產評估或其他診斷預測等，因此我們想應用類神經網路來做個中古車價

格預測，而恰巧在本組組員中，有人從事中古車商工作，對此中古車估價有一定

的了解，也可以提供我們真實資料來去做學術研究，所以最後才決定了此專題題

目，以上為我們的研究動機。 

 

第三節、研究目的 

1. 試圖建立一套中古車估價模型 

我們將組員公司所取得的真實資料做處理輸入，應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進行

訓練與測試，因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是屬於監督式學習網路，適合應用在診斷與

預測，所以我們期望能以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試圖建立出一套中古車估價模型，

此為我們研究目的之一。 

2. 確定此模式的價格預測準確性 

進行不斷的反覆訓練和測試，並擷取預測結果做資料分析，針對其預測值與

實際值間的誤差，試著調整輸入變數的性質的和模式，來得到最佳預測值，確定

此模式的價格準確性，此為我們的研究目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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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架構 

以下為本專題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1-1。 

研究背景

確定動機 確定目的

題目確定

蒐集文獻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研究成果

結論
 

 

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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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在本章中，將分成「類神經網路」、「中古車價因素」、「統計方法應用」三大

項目來做細部研究與應用探討。 

 

第一節先以介紹類神經網路，再來細分為類神經網路種類分類介紹和本專題

研究所應用的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後則針對有關於類神經網路應用在預測方面

的相關研究去做探討。 

 

第二節的中古車價因素，則是針對中古車價格的影響因素去找資料，將中古

車價格的影響原因分別敘述，了解中古車輛的價格是如何去做評估，有多少相關

事項會去影響中古車輛的價格。 

 

第三節統計方法應用，則是由類神經網路做為預測的相關研究中，去探討用

來檢定模式的統計方法有哪些，而哪些較適合運用在本專題研究的模式上，並做

統計方法的相關介紹與準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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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類神經網路 

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類似人類神經結構的一個平行計算

模式，是一種模仿生物大腦神經網路累積經驗過程，所建構出來的電腦數值網

路，能夠對於由外界所輸入的訊號具備儲存、學習、回想等一系列動作。 

 

其較精確之定義為：「是一種計算系統，包括軟體與硬體，它使用大量簡單

的相連人工神經元來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能力。人工神經元是生物神經元的簡單

模擬，它從外界環境或者其它人工神經元取得資訊，並加以非常簡單的運算，並

輸出其結果到外界環境或者其它人工神經元」（葉怡成） 

 

簡言之，類神經網路是具有學習能力之資訊系統，透過接收外在資訊來修改

系統中之神經元所建構而成，其模型運作類似人類大腦思考方式。且其利用學習

輸入與輸出範例，再透過數學技巧來決定程序的模式與一般統計方法大不同。目

前已發展之相關類神經網路模式除在組織架構上有所不同外，網路運作及使用上

亦不相同，然其基本概念皆由「處理單元」構成類神經網路之最基本單位，再由

「處理單元」組成「層」後，藉由「層」構成各種類神經網路模式。 

 

 

圖 2-1 人工神經元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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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神經網路它可以利用一組範例，即系統輸入與輸出所組成的資料，建立系

統模型（輸入與輸出間的關係）。有了這樣的系統模型便可用於推估、預測、決

策、診斷，而常見的迴歸分析統計技術也是一個可利用的範例，因此類神經網路

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統計技術。 

 

表 2-1 類神經網路研究發展史表 

時間 貢獻者 類神經網路模型 

1957 Rosenblatt 感知機(Percentron) 

1961 Steinbuch 學習矩陣(Lermatrix) 

1962 Widrow 自我調適線性元件(Adaline) 

1968 Grossberg 大系統模型 

1969 Willshaw 布爾 AM 

1971 Amari 布爾網路理論 

1972 Anderson 線性 AM 

1972-1984 Fukushima 認識機/神經認知機 

1972 Albus 雪崩網路理論 

1972 Vonder Malsburg 自組織原理 

1972 Kohonen AM 理論 

1975 Freeman AM 網路設計 

1977 Hecht-Nielsen 自適應大系統 

1977 Anderson BSB---盒中腦 

1978-1986 Grossberg 自我調適共振理論(ARTl 和 ART2) 

1980 Kohonen 自組織映射 

1974-1985 Rumelhart,webb 等 BP 理論 

1982 Hepfieid HNN 

1982 Psaltis,Hinton 等 聯想網路 

1982 Crz-Yong 學習網路 

1985 Hinton 等 Boltzman 機(BM)/Cauchy 機 

1986 Hecht-Nielsen Counter -- Propagation 

1986 Marks III 交替投影 NN(APNN) 

1986 Psaltis 光學 NN 

1988 Chua-Yang 細胞 NN(CNN) 

1985-1988 Kosko BAN/自適應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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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類神經網路分類 

類神經網路的模式有數十種，大致上依學習策略與網路架構加以分類。 

依網路架構來分有以下這三種 

1. 前向式架構網路(Feed Forward Network) 

2. 回饋式架構網路(Recurrent Network) 

3. 強化式架構網路(Reinforcement Network) 

 

而依學習策略而言，可以分為下列五種類 

A. 監督式學習網路(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所取得的訓練範例當中，包含輸入值以及輸出值，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輸入

值經由網駱的運算，會計算出一組推論值，將此推論值會與範例的輸出值比

較，來調整網路內的權重值，如此不斷地反覆計算，以達到推論值與輸出值

之差距達到最小，常應用於圖形辨認和預測領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即屬於

此類網路。 

 

B. 非監督式學習網路(Un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所取得的訓練範例當中，只有輸入值，從學習的範例去尋找範例內在聚類規

則，自行找出輸入資料的規則或趨勢，自組織映射圖網路即屬於此類網路。 

 

C. 混合式學習網路(Hybrid Learning Network)： 

結合無監督式學習與監督式學習，學習過程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以無監督

式學習調整輸入層與隱藏層間的連結加權值，達到將訓練範例聚類到隱藏層

單元的目的，如自組織映射圖網路。第二階段以監督式學習調整隱藏層與輸

出層問的鏈結加權值，達到學習訓練範例輸入向量對映輸出向量內在規則的

目的，如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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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聯想式學習網路(Associate Learning Network)： 

以狀態變數值為訓練範例，並從中學習範例的記憶規則，然後應用於只有不

完整狀態值，而需推論完整狀態的新案例，這種網路可以應用於擷取應用與

雜訊過濾。霍普非爾網路以及雙向記憶網路即屬於此類網路。 

 

E. 最適化應用網路(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Network)： 

對一模擬問題所設計的變數值，不僅使其滿足設計限制條件，並且使得我們

所定義的目標達到最佳狀態的設計目標。先設計問題的變數值，使其在滿足

設計限制下，達到最佳目標狀況的應用，這種網路可用在設計應用與網路應

用。霍普菲爾－坦克網路以及退火神經網路即屬於此類網路。 

 

1-2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倒傳遞神經網路的學習過程是屬於監督式學習網路，即表示學習範例中有輸

入值也有目標值，當網路開始學習，將取得的訓練範例輸入至網路中，利用最陡

坡降法反覆地調節網路神經元間的連結加權值及偏權值，使網路輸出值與目標值

之誤差值沿梯度下降方向來修正，使兩者間誤差愈來愈小。因而適合於預測、分

類，及診斷等各方面應用，因此本專題選擇此網路來應用中古車估價，做為預測

中古車價格之模式。 

由許多單層網路所連結的倒傳遞神經網路是屬於多層前授型網路，其架構包

含有輸入層、隱藏層與輸出層，而每一層的網路，則由數個神經元或稱節點所組

成，而同一層中的神經元彼此不相連，不同層的神經元與其他層都是完全相連的

組織架構，在網路中某一個神經元的的基本架構，每一個神經元的輸出，都乘上

其相對應的加權連結值再加總，再透過激發函數的計算產生輸出訊號，是目前類

神經網路學習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應用實務最普遍的神經網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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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輸入層、隱藏層、與輸出層： 

1. 輸入層：在輸入層的神經元，用以表現網路的輸入變數，沒有計算能力，其

輸入變數的個數視處理問題的狀況而定，輸入的資料型態需先做正規化處

理，使用線性轉換函數，如 F(X)=X。 

2. 隱藏層：在隱藏層中的神經元稱為隱藏元，用以處理輸入單元送來的資料，

使用線性轉換函數。 

3. 輸出層：用以表現網路的輸出變數，當網路在訓練時，此輸出為一訓值，將

訓練值和實際值的誤差回饋互連接權值，以調整權值至最佳狀態，直至網路

收斂為止。其處理單元的個數亦視問題而定，使用的是非線性轉換函數。 

 

以下為四個輸入與一個輸出的倒傳遞網路模型圖： 

 

圖 2-2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型圖 

這個網路由三層的類神經單元所組成，第一層是由輸入單元所組成的輸入

層，而這些輸入單元可接收樣本中各種不同特徵，這些輸入單元透過固定強度的

連結連接到由特徵偵測單元後，再透過可調整強度的連結連接到輸出層中的輸出

單元，最後每個輸出單元對映到某一種特定的分類，這個網路是由調整連結強度

的程序來達成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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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測相關研究探討 

賴碧瑩(2007)內容為分別運用特徵價格及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來預測高雄市

不動產價格，此研究試圖建立一套大量估價模型，並透過實證分析得知，在總體

樣本數時，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預測較特徵價格法之預測能力較佳，在此研究後面

的實證分析有誤差分析等去說明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型的預測能力，並比較其研

究的另一個特徵價格法預測，雖然在不同的樣本分配下，有不同的預測能力，但

在相同變數、相同樣本時，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型之預測效果比特徵價格模型預

測效果精準，由此研究結果可以知道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在預測估價能力也確實為

佳。 

 

邱一薰(2005)運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做為預測台灣 50 股票指數的研究。在

網路評估部份是以實際股價與模擬股價平均誤差平方(mean square error, MSE)為

主要的評估模式，MSE 愈小則表示實際股價指數，與模擬所得之股價指數誤差

愈小，模擬出來的類神經網路的配適度愈佳。經實驗發現：此研究提出之類神經

網路模式具有良好的預測能力，類神經網路模式配合此研究提出之交易策略可獲

得較高的報酬。 

 

楊啟洲(2005)推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作為預測授信風險之工具原因在於其

具推導容錯及可適之能力。實作上提出 37 個整合後之區隔變數，接著以這 37 個

變數來建構初始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並以 T 金融機構民國 88~91 年的貸款戶契

約資料，來訓練該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初始的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完成訓練後，再

以民國 92~94 年的貸款戶契約資料來驗證其準確性。驗證結果，該網路的辨識

能力能夠接近 100%準確，證實其能有效辨識貸款戶的特徵及其分群，將可作為

權責人員決策時最有利的輔助工具，並藉此奠定日後推行各價值創造活動及顧客

關係管理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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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志明(2000)試圖找出對於上市公司財務危機具有解釋能力的因子，然後利

用統計方法建立一個預測模式用來解釋並預測財務危機，最後根據驗證樣本來檢

驗 Logit 模式與類神經網路模式的適用性，並且用該兩種預測模式比較其優劣性。 

研究結果發現，因素分析法所萃取出來的變數所建立的模型其預測能力不如

逐步迴歸萃取出來的變數所建立的模型，而使用類神經網路所得到的預測能力比

logit 模型的預測能力來的好。 

 

余泳儒(2008)在建構台灣養殖日本鰻之產地價格預測模型，採用類神經網路

之倒傳遞網路來建構預測模型，探討此模型之預測能力，並同時建構迴歸分析模

型，比較兩者之誤差。最後，統計檢定此兩種預測模式之預測誤差間，是否存在

顯著之差異。而模型之預測能力評估，則是使用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及平均絕對值誤差率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等統計指標，來對兩種預測模型之預測

能力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類神經網路模型之預測能力明顯優於迴歸分析模

型，並且經統計檢定結果，其間差異有統計上之顯著性。 

 

邵成麒(2005)本文則嘗試以類神經網路的應用於短期暴潮預測，研究中乃以

監督型的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所具有高度學習及處理非線性問題的能力來進行探

討。模式中將以風速、風向、氣壓及調合分析潮位作為主要的颱風參數。文中並

以將軍、成功、蘇澳及台中四個測站的實測資料進行驗證。由預測分析之結果發

現，本研究所建立的類神經網路於短期暴潮預測模式可有效推估未來 1~6 小時

後的暴潮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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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中古車價因素 

「價格」是決定是否進行購買的最主要因素，不過影響中古車價格制定的因

素實在是太多，包括年份、車況好壞、配備等級以及行駛里程數的多寡，因此儘

管相同車型及年份的中古車，也會有不同的市場價格。此時消費者該如何去判斷

其價格是否公道合理、是否符合市場行情價格，而不使自己成為「盤仔」被敲詐，

是購買中古車時極為重要的步驟。(2 手車訊) 

 

目前國內中古車網站的車輛價格資訊大多是經銷商發佈的在售車輛報價，跟

實際成交價會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中古車不像新車那樣是標準化商品，經過一

段時間的使用後進入中古車市場流通，每輛中古車都是獨一無二的，實際交易中

同年份、同款式的中古車因行駛里程、實際車況、交易物件等因素影響，實際成

交價格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差異。(台北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2-1 中古車輛顏色之影響 

購買新車時車輛的價格不會受到顏色的影響，價格統一，但是中古車則不

同，中古車的顏色會直接影響到車輛的價格，而且不同車輛受影響的程度也不

同！對中古車估價時很多人會忽視車輛顏色，而同型號同配置的中古車，會由於

顏色的不同賣出不同的價格，所以在車輛的評估時，車輛的顏色也是不可輕視

的。專家提醒買賣中古車的人，無論是經銷商還是消費者，在評估中古車價格時

車輛顏色也要考慮進去。對於經銷商來講，車輛的顏色好，消費者認可，車輛便

好賣，價格也自然高，但如果車輛顏色屬於個性化顏色，就會出現車輛積壓賣不

出去的情形，即便是賣出去，車輛庫存的時間比較久，佔用的資金時間也比較長，

若賣不了好的價格就會虧本。(台北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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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決定中古車評估價格，對於一款出售的中古車來說，市場保有量的大

小，也是直接影響車價的因素，此外在車輛的顏色車牌號碼，也是中古車商所看

重的。不同的車有不同的講究，比如商務車，深藍色就是較受歡迎的車款顏色，

而墨綠、紅色車款就明顯滯銷；而通常小車以銀灰色、黑色最為吃香。車牌號碼

也受到買家關注，特別在台南地區，如果是連著幾個「8」的車牌，在同一品牌

和相同車況下，也會比其他車牌的車輛價格要來得高。(wangdan112 發表在 8891

汽車社群的『幾大因素決定中古車評估價格？』) 

 

2-2 中古車齡之影響 

1 年以內：青春期，車況優良謹慎過戶，這種中古車基本上車況沒有什麼問

題，而且還可以繼續享受車商的保用期。 

2-3 年：成熟期，價格比較高車況良好，這車齡的中古車已經度過了磨合期，

正處於巔峰期，只要進行常規保養，基本上『健康』是不成問題，但如果是屬於

使用較頻繁的車輛，還是要視情況適當更換配件。 

4-6 年：中年時期，價格較低需認真檢修，這車齡的中古車只需要合理、適

時的保養，在性能上完全不會遜色於新車，車到中年時期通常會出現一些配件鬆

動的現象，包括車內的各種橡膠管，車蓋底下的一些配件等，要注意保養。 

7-10 年：垂暮之年，車況較差謹慎購買，大多數中古車到這時已屬高齡，既

使是相對耐用的歐洲車和美國車系，也是到了修補年齡，而且在配件上的購買也

較於困難。(台北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中古車價為一日一價，中古車的車輛年份、行駛公里數、車況等，是決定中

古車車價高低的主要因素。另外，流入中古車市場車輛數的多寡，以及新車折價

空間的大小，也是影響中古車車價的關鍵因素。中古車車價也伴隨著時間而產生

折舊，造成一日一價。(張啟隆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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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因素之影響 

楊偉光/台北報導：高油價對汽車產業的衝擊在中古市場浮現，車輛的油耗

表現成為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而國內最大中古車拍賣業者行將企業企劃科長黃

仁瑞指出，高油價時代來臨，加上媒體大篇幅報導省油車，並對車款的油耗表現

進行評比，提升消費者選買省油車的意識，省油車款在中古市場交易明顯增溫。

不過，黃仁瑞強調，決定中古車價格的因素眾多，油耗表現只是其中一項。(SUM

賞車網最新消息公告) 

 

Kooreman and Haan（2006）發現在中古車市場中，中古車的里程數若超過

10 萬公里時，有證據顯示會導致中古車價的突降。 

 

一些業內人士總結出中古車價格計算公式，通過「54321 法」估計中古車價

格。一般認為，一部車最多行駛 30 萬公里就報廢，超過 30 萬公里後，維修保養

費可能比車本身價值還高。因此將其分為 5 段，每段 6 萬公里，每段價值依序為

新車價的 15 分之 5、4、3、2、1。也就是說，新車開了第一段 6 萬公里後，就

耗去了新車價值的 5／15，而第二段 6 萬公里則消耗了總價值的 4／15，之後依

次遞減。如此類推，如果同款車型目前市場價為 10 萬，已行駛了 12 萬公里，那

麼該車還值 10 萬×（3＋2＋1)÷15＝6 萬(元)。(台北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而中古車與新車市場有著明顯連動關係，以品牌或車款個別來看，新車若銷

售成績好，同款車在中古車市場也會熱賣，價格行情就會較同車齡的其他車款來

得高，代表該款車口碑不錯，而折舊率也會較低。另外單一車款若使用滿意度較

低或車型已舊時，車主較會釋出，市場供給過多會造成其交易價格偏低。而有些

特定車款因造型、性能或曾為風雲車種，在中古車市場上則會持續長年熱銷。(賴

尚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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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統計方法應用 

以下作為三個部份，包含誤差分析與相關係數和迴歸分析，在很多的類神經

網路應用預測相關文獻中，發現很多學者都採用誤差去做分析和驗證，而誤差分

析有很多種，有 MAPE、FE、MAE、MSE，RMSE。而另外我們採用了相關係

數來做為預測值與實際值之間的相關性，在 3-2 相關係數也將做詳細介紹。最後

的迴歸分析是由陳老師建議的資料分析方法，我們也將拿來採用。以下針對了相

關文獻與其相關資料做探討。 

 

3-1 誤差分析 

廖志祥(2005)在教師專題中評鑑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式預測效能是以相對

誤差(RE)、相關係數(R)、平均絕對值誤差率(MAPE)和均方誤差(RMSE)來評估

網路預測效能。 

RE 為預測值與實際值誤差的比率，愈接近 0 代表誤差率愈小，正值代表預

測值過大，負值代表預測值過小。 

 

 

M：實際值；E：預測值。 

 

R 值是判斷實際值和預測值相關性的指標，愈接近 1 為愈具有相關性。 

MAPE 愈低代表預測值和實際值的平均誤差率愈小，RMSE 愈低代表預測值

和實際值的平均差距愈小。MAPE 和 RMSE 愈接近 0，代表模式的預測精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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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碧瑩(2007)研究中採用了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作為衡量整體評估誤差效果的準則，其模型所推估出不動產價格

預測值與實際交易價格可能存在的誤差程度，以百分比表示，當 MAPE 值越小，

表示整體模式推估偏差越小。其方程式表示如下： 

 

Pi：預測價格；Ti：實際價格；n：樣本數 

 

採用預測誤差(forecasting error; FE)作為衡量單一案例預測誤差效果準則，預

測誤差值低於一定可容忍誤差值內之樣本數佔所有樣本的比例，作為衡量每個預

估個案是否在容許的誤差範圍。其方程式表示如下： 

 

 

Pi：預測價格；Ti：實際價格 

 

 

n：預測誤差範圍之樣本相加次數。N：總樣本數 

 

n 乃根據預測誤差百分比小於 5%、5%～15%、大於 15%之樣本數，分別予

以加總而得，並且分別將此一樣本數 n 除以全體總樣本數 N，據以瞭解模型預測

效果。如果預測誤差小於 5%的 FE 百分比越高，代表預測值與實際值之差異小

於 5%的樣本所佔比例高，即模型的預測能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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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一薰(2005)論文中提到，一般評估類神經網路在函數性的目題，通常採用

「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平均誤差平方(mean square error, 

MSE)」或「平均誤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而在論文中則採用的則是平均誤差平方(MSE)。平均誤差平方為預測誤差平方和

之平均，此方法給予預測誤差較大的權數較重，是最普遍使用的誤差衡量統計

量。其方程式表示如下： 

 

Oi：觀測值；Ei：期望值；n：樣本數 

 

 

劉俊杰、蘇茂林、李家政(2005)為了檢驗網路學習成果，利用誤差均方根作

為評定倒傳遞網路誤差程度的基準，一組 n 個範例的誤差均方根（Root of Mean 

Square of Error RMSE）其公式為： 

 

Tij=第 i 個範例之第 j 個目標輸出值；Oij=第 i 個範例之第 j 個目標輸出值 

n=範例數；N=輸出變數數目 

 

 

總結以上的誤差分析，本專題研究將採用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來作為模型預測結果的好壞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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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關係數 

本專題研究我們也採用了相關係數來做為預測值與實際值之間的相關性，而

二變數間之相關程度與方向，而用以衡量相關程度大小與方向的量數稱為相關係

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其用途在於測量兩個數值變數間的線性關係，當兩變數有相關存在，並不代

表兩者一定存在因果關係，但是當相關程度高的時候，彼此的預測能力也高！因

此我們拿來檢定本專題研究的預測值與實際值之間的相關程度，看兩者之間的預

測能力是否為好。 

 

相關係數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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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迴歸分析 

本專題研究還找了統計科專長的陳老師詢問統計方法，老師建議我們也可利

用 Excel 內建的資料分析裡的迴歸去做分析，因此我們還有用了迴歸去做資料分

析，以下為介紹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可以分為簡單迴歸(Simple Regression)和複迴

歸(多元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簡單迴歸是用來探討 1 個依變數和 1 個自變

數的關係，複迴歸(多元迴歸)是用來探討 1 個依變數和多個自變數的關係。 

 

而迴歸分析經常用在解釋和預測二大方面，有關解釋方面，我們可以從取得

的樣本，計算出迴歸的方程式，再透過迴歸的方程式得知每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

影響力(貢獻)，當然也可以找出最大的影響變數，以進行統計上和管理意涵的解

釋。有關預測方面，由於迴歸方程式是線性關係，我們可以估算自變數的變動，

會帶給依變數的多大改變，因此可以使用迴歸分析來預測未來的變動。(俞洪亮、

蔡義清、莊懿妃，商管研究資料分析：SPSS 的應用，第八章-迴歸分析) 

 

在套用 Excel 資料分析裡的迴歸出來的迴歸統計，裡面有個 R 平方，是判定

係數，簡單的說，殘差平方和佔總平方和的百分比，就是這條迴歸線不能符合資

料的部份。1 減去這個部份當然就是這條迴歸線可以符合資料的部份。R 平方的

值界在 0 至 1 之間。如果這條線對資料的解釋就等於用平均數來猜，那麼 R 平

方就等於 0，如果這條線完全符合資料，一點殘差都沒有，R 平方就等於 1。在

實際上，R 平方當然通常不會等於 0 也不會等於 1，而是介在兩者之間。R 平方

越大，就表示這條迴歸線越能符合資料，也就是符合性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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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流程 

本專題的研究流程為先將取得的原始資料做整理處理，再整理出輸入的變數

資料，最後投入類神經網路建模軟體，建立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型，作訓練和測

試，最後將預測結果擷取出做資料分析驗證。以下為本專題研究的研究流程圖，

如圖 3-1。 

 

訓練資料取得

資料前處理

網路模型與參數決定

訓練網路至收斂

輸入觀察指標資料

輸出預測結果參考

資料分析驗證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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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工具軟體 

以下為本專題研究使用到的工具軟體，如表 3-1。 

 

表 3-1 使用工具軟體表 

工具軟體名稱 使用說明 

NeuroSolutions 

此為類神經網路建模工具，本專題研究主要

使用此套軟體來建立本專題研究的倒傳遞類

神經網路模式。 

記事本 
屬於純文字檔(.txt)用來存為上述建模工具

NeuroSolutions 所讀取的檔案類型資料。 

Microsoft Office Visio 2003 

此為圖表製作工具，用以繪製研究架構圖與

研究流程圖等。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 

此為統計運算工具，用以資料的處理、統計、

分析，圖表製作等應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10 

此為文書處理工具，用以文字撰打、圖表製

作，資料彙整等應用。 

Ulead PhotoImpact X3 此為影像處理工具，用以製作專題展海報。 

Adobe PhotoShop CS6 此為影像處理工具，用以製作專題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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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料取得處理 

資料收集與整理時，唯有了解該領域(Domain)的人，才知道他要整理哪些數

性的資料會影響到目標值的變化。由於良好可信賴的類神經網路，都是藉由訓練

而來，而訓練的資料品質是好的，所提供的資料屬性對目標值是有貢獻的話，則

網路訓練出來就會比較好，訓練良好的類神經網路，其適用性才會廣，才會較為

準確，因此資料整理變成為類神經網路建立的前一步重要課題。 

 

而本組專題的研究資料為本組成員的公司所提供，此組員為從事中古車商工

作，公司主要經營德國進口中古車的，以販售福斯(Volkswagen)與奧迪(Audi)為

主，此外公司在業界多年也有相當聲譽，堅持不販售事故車、泡水車及贓車，因

此也不收購此類型的車，所以在資料的提供上也不包含此類型資料。 

 

我們取得的資料為近兩年半來的實際經營資料，2010 年到 2012 年 6 月份的

真實資料，總共研究樣本資料為 531 筆。另外還需將資料分成訓練之用與測試之

用等資料檔案 2 種，而訓練資料是用來網路訓練之用，藉由訓練來收斂網路權

重，而測試資料則是用於網路測試之用，用來測試網路是否準確，是否有經過充

分訓練。以下為樣本分配表，如表 3-2。 

 

表 3-2 樣本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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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原始資料做整理處理，還花了很大的功夫和時間，針對其影響價格的

因素，將我們所需之估價因子做數值的轉換等等，將變數性質都以連續型變數來

呈現，使模式訓練測試後的預測準度提高。以下為變數說明表，如表 3-3。 

 

表 3-3 變數說明表 

 

 

其中顏色的百分比數值，是以顏資料下去做統計，計算出總樣本數的顏色數

量，再轉換成百分比數值，作為顏色因子的輸入變數之一，以下為顏色統計百分

比表，如表 3-4。 

表 3-4 顏色統計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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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步驟，我們還需將資料複製貼於記事本，儲存成 NeuroSolutions 所

可讀取的檔案類型資料，如下列幾張圖所示。 

 

此圖為資料整理處理過後，並將機密資料隱藏，留下所需之估價因子。 

 

圖 3-2 原始資料整理 

 

此圖為將所需輸入變數複製貼於記事本，並轉存成(.txt)檔案類型。 

 

圖 3-3 轉存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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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為完成資料前處理的資料檔案，用以投入 NeuroSolutions 訓練測試。 

 

圖 3-4 完成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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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NeuroSolutions 

開啟 NeuroSolutions 軟體，開始建立類神經網路模式，選擇 Multilayer 

Percepton(多層感知機)模型，以建立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式。 

 

圖 3-5 建立倒傳遞網路 

 

匯入輸入訓練變數檔案與輸出對照值檔案做設定。 

 

圖 3-6 輸入與輸出檔案設定 

交叉驗證設定與隱藏層設定，本專題研究則略過交叉驗證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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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隱藏層數設定 

 

隱藏層與輸出層設定，本專題研究為系統的預設最佳設定。 

 

圖 3-8 隱藏層與輸出層設定 

學習速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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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學習速率設定 

 

完成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式建立與其參數設定後訓練畫面。 

 

圖 3-10 訓練畫面 

 

完成訓練收斂後，開啟測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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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開啟測試資料 

 

匯入測試用的觀測值資料。 

 

圖 3-12 輸入測試資料 

 

以上步驟完成建立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式，並用以做中古車價格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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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資料分析 

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使用 Excel 裡內建的資料分析『相關係數』來檢定此模式的預測值準確度。 

相關係數分析：用來測量兩個變數間的直線相關程度與方向的統計量數，一

般以 R 表示。 

R 為正數表示兩個變數間有正相關；正 1 表示完全正相關。 

R 為負數表示兩個變數間是負相關；負 1 表示完全負相關。 

R 為 0 則表示零相關。 

 

表 3-5 相關係數準則表 

R 值 說明 

| R | > 0.7 高度相關 

| R | < 0.3 低度相關 

0.3 < R < 0.7 中度相關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使用 Excel 裡內建的資料分析『迴歸』來檢定此模式預測結果的接近程度。 

迴歸分析：迴歸分析是用來分析一個或一個以上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數量關

係，用來瞭解當自變數為某數量時，依數量反應的數量或水準。 

迴歸統計裡的 R 平方：顯示趨勢線預測值與實際資料接近程度，為 0 到 1

的數字。當 R 平方為 1 或接近 1 時，趨勢線最為可靠，亦稱為確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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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絕對值誤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使用平均絕對值誤差 MAPE，又稱為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來檢定此模式預

測好壞之評估指標。 

其計算公式為，如圖 3-5。 

 

圖 3-13 MAPE 計算公式 

 

一般而言，MAPE 因為其分母為實際值，所代表為百分比為相對數值，因此

不受實際值與預測值單位與大小之影響，能夠客觀得獲得預測值與實際值之間的

差異程度。 

表 3-6 MAPE 評估預測準確度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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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預期研究成果 

本章將解說本專題研究的前幾次預測結果和最終預測結果。 

 

1-1 前次預測結果 

以下為模式還不穩定的初始預測結果，剛開始投入的輸入因子資料，顏色資

料還未轉換成百分比，僅為用代號數字替代顏色，而其他的變數也以原始資料型

態下去跑。 

 

 

圖 4-1 初始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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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關係數檢定是在分析實際值與預測值之間的關係。實際值(Desired)與預

測值(Out pp)兩者間的相關係數為 0.87，兩者的關係為正相關，但值還未很接近

1，所以有待調整。 

表 4-1 初始預測結果相關係數 

 

 

 

 

本迴歸統計檢定實際值(Desired)為 y，預測值(Out pp)則為 x。R 平方欄顯示

趨勢線預測值與實際值的接近程度為 0.76，顯示兩者的接近程度僅 76%，而標準

誤在 18.7 表示兩數值的誤差還很大，預測值還不夠準確！ 

 

表 4-2 初始預測結果迴歸統計表 

 

 

 

 

 

迴歸統計

R 的倍數 0.875225101

R 平方 0.766018977

調整的 R 平方 0.765554729

標準誤 18.70063356

觀察值個數 506

相關係數

欄 1 欄 2

欄 1 1

欄 2 0.8752251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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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誤差分析檢定將實際值(Desired)和預測值(Out pp)做了各數值間的絕對誤

差、誤差絕對值和相對誤差。並將誤差絕對值的平均和平均絕對值誤差比計算出

來，雖然 MAPE 結果顯示為 16.61%，在評估預測準確度之準則內為小於 20%為

預測能力優良，但整個預測能力還在優良的中間值，且平均誤差在 13.18，表示

誤差值還是很高，顯然還不夠準確。 

 

表 4-3 初始預測結果誤差分析表 

 

 

 

 

 

 

 

 

 

 

 

 

 

 

 

 

 

誤差絕對值 平均 平均絕對值誤差比

13.18 16.61%



 

35 

 

以下為投入因子變數資料調整後的預測結果，將顏色資料做了百分比，確定

其他因子資料，像是廠牌車型以新車價來做替換，然後將其他變數做了單位的轉

換，使其都為連續型變數。提高模式的預測能力及穩定度。 

 

 

圖 4-2 穩定後預測結果 

 

本相關係數檢定是在分析實際值與預測值之間的關係。實際值(Desired)與預

測值(Out pp)兩者間的相關係數為 0.94，兩者的關係為正相關。兩者的關係為正

相關，且值大於 0.7 且快靠近正 1 所以為高度正相關。 

表 4-4 穩定後預測結果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

欄 1 欄 2

欄 1 1

欄 2 0.9427399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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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迴歸統計檢定實際值(Desired)為 y，預測值(Out pp)則為 x。R 平方欄顯示

趨勢線預測值與實際值的接近程度為 0.88，顯示兩者的接近程度有增加了 10%，

但標準誤在 12.89 顯示兩數值的誤差還是很大，預測值也還不夠準確！ 

 

表 4-5 穩定後預測結果迴歸統計表 

 

 

 

 

本誤差分析檢定將實際值(Desired)和預測值(Out pp)做了各數值間的絕對誤

差、誤差絕對值和相對誤差。並將誤差絕對值的平均和平均絕對值誤差比計算出

來，MAPE 結果顯示為 11.69%，在評估預測準確度之準則內為小於 20%為預測

能力優良，比之前的 16.61%小了將近 5%，有提高了預測能力，但平均誤差在

8.66，誤差值還是偏高，顯然還需再作調整。 

 

表 4-6 穩定後預測結果誤差分析表 

誤差絕對值 平均 平均絕對值誤差比

8.66 11.69%
 

 

迴歸統計

R 的倍數 0.942739901

R 平方 0.888758521

調整的 R 平方 0.888537804

標準誤 12.89434779

觀察值個數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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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終預測成果 

以下為此專題研究的最終預測成果，在輸入變數穩定之後，我們將其模式參

數做調整，我們發現在參數值的設定上，隱藏層的數量不宜過多，隱藏層的值設

在 1 至 2 層為最佳，且在設定學習速率時的 MSE 值在 0.00001 和 0.000001 是最

好，才不會太快就停止訓練！ 

 

 

圖 4-3 最終預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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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關係數檢定是在分析實際值與預測值之間的關係。實際值(Desired)與預

測值(Out pp)兩者間的相關係數為 0.98，兩者的關係為正相關，且值大於 0.7 也

已接近正 1 所以為高度正相關。 

表 4-7 最終成果相關係數 

 

 

 

 

本迴歸統計檢定實際值(Desired)為 y，預測值(Out pp)則為 x。R 平方欄顯示

趨勢線預測值與實際值的接近程度為 0.97，顯示兩者的接近程度非常接近，而接

近 1 趨勢線為最可靠，說明預測值與實際值的接近程度很高。而標準誤在 6.29

也比之前的數值少了很多，誤差值減少準確率提高。 

 

表 4-8 最終成果迴歸統計表 

 

 

 

 

相關係數

欄 1 欄 2

欄 1 1

欄 2 0.9862722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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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誤差分析檢定將實際值(Desired)和預測值(Out pp)做了各數值間的絕對誤

差、誤差絕對值和相對誤差。並將誤差絕對值的平均和平均絕對值誤差比計算出

來，MAPE 結果顯示為 7.27%，在評估預測準確度之準則內為小於 10%，結果為

預測能力高準確，且平均誤差在 4.9 也比前次預測結果少了很多！ 

 

表 4-9 最終成果誤差分析表 

 

 

 

 

以上總結在最後的預測成果資料分析與前次的預測結果資料分析比較後，發

現平均誤差小了很多且預測能力也提高了很多，雖然有少數幾筆的誤差較大有影

響到平均誤差，但 R 平方趨勢線顯示說預測值和實際值已經是非常之接近，表

示此模式的預測能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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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以下為本專題研究的結論，將分別介紹「預期研究效益」和「預期研究限制」。 

 

第一節、預期研究效益 

本專題應用了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來建立了一套中古車價估價模型，也將模式

調整到最後的預測值與實際值相接近，利用了 Excel 來做資料分析與各項檢定，

驗證此模式拿來預測中古車價的準確率甚高，確定此模式的可行性。 

本專題研究主要是驗證類神經網路可拿來應用在中古車估價，且結果確實是

可行的，預測性也頗高，雖然本專題研究僅為學術性研究，並未實際套用建構出

介面使用，但未來若組員公司有需求，將可結合發展出一套中古車估價系統。 

 

第二節、預期研究限制 

以下為本研究之預期研究限制。 

1. 本專題所取得的真實資料範圍，是由組員公司所提供的近兩年半來的經營資

料，需對外界做保密，所以僅為本專題拿來做研究使用，故本專題的研究樣

本不提供，此為本專題預期研究限制之ㄧ。 

2. 因組員公司不販售也不收購事故車、泡水車及贓車，所以本專題所取得的資

料上是沒有這些資訊的，僅能針對所取得的部分資料來做預測，此為本專題

預期研究限制之二。 

3. 最後預測出來之中古車價格雖然與實際價格已經較為接近，但還是有少數幾

筆差異度略高，經與資料比對查證發現為特殊案件，屬於較特殊車型等，此

為本專題預期研究限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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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分工執掌和進度表 

以下為本組組員工作分配表，如表 6-1。 

表 6-1 工作分配表 

工作任務項目 

組員姓名 

卓 

怡 

葶 

蔡 

翰 

杰 

陳 

鴻 

霖 

黃 

菀 

柔 

陳 

燕 

玲 

李 

易 

純 

專題整體規劃  V   V V 

蒐集文獻資料 V V V V V V 

文獻資料彙整 V   V V  

文獻探討 V   V V  

取得資料      V 

選定工具軟體  V V   V 

軟體研究  V V   V 

資料前處理 V V V V V V 

輸入訓練測試  V V   V 

結果擷取輸出 V   V V  

資料分析 V   V V  

文字撰寫圖表製作 V   V V  

展覽海報製作     V  

簡報檔製作  V   V  

專題報告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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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專題時程進度甘特圖，期初如圖 6-1，期初之後因更換專題題目，所以期中期末的時程進度如圖 6-2。 

 

年月份

週別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系統規劃部分

系統分析部份

簡報製作

系統架構

工具選定

工具研究

文字撰寫

圖表製作

企劃書製作

101年2月 101年3月 101年4月 101年5月

任

務

名

稱

專案擬定

文獻收集

資料彙整

專案編輯

系統功能

時

間

100年9月 100年10月 100年11月 100年12月 101年1月

 

圖 6-1 期初時程進度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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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份

週別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01年11月 101年12月

任

務

名

稱

更換專題題目

工具軟體選定

工具軟體研究

資料取得處理

資料訓練測試

時

間

101年6月 101年7月 101年8月 101年9月 101年10月

文字撰寫圖表製作

企劃書製作

期末簡報製作

專題展+海報製作

文獻收集

統計方法分析

期中簡報製作

模式調整訓練

資料分析

文獻探討

 

圖 6-2 期中期末時程進度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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