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專題報告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專題生： 
(10710140)游竣傑 
(10710151)謝雨倫 
(10710130)鄭宇傑 
(10710123)邱  邦 
(10710137)王盛弘 
(107101A1)吳竑慶 

 

 

指導老師: 曹祥雲 老師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資
訊
管
理
系 

 

畢

業

專

題 
 

爬
蟲
與POI

資
料
庫
建
置
之
研
究 

 

一
一
Ｏ
學
年
度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專題報告審核書 

本校     資訊管理系     系（所）  

游俊傑(10710140)、謝雨倫(10710151)、 

鄭宇傑(10710130)、邱邦(10710123)、 

王盛弘(10710137)、吳竑慶(107101A1)                              

等君所提論文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會  

委員：  

          

          

 

        指導教授：            曹祥雲             

系主任：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專題報告在致理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所撰寫。 

 

專題名稱：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專題提要，授予致理科技大學，

得重製成電子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

科技網路連線，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光碟或紙本重製發行。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專題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

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

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不限時間與地

域，惟每人以一份為限。並可為該圖書館館藏之一。 

 

本論文或專題因涉及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申請，請將本論文或

專題全文延至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後再公開。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

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

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同意 不同意 

 

 

學生簽名： 
(親筆正楷簽名) 

 

指導老師姓名： 
(親筆正楷簽名)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摘要 

 

專題報告名稱：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頁數：總頁數 

校系別：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完成時間：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專題生：游俊傑、謝雨倫、鄭宇傑、邱邦、王盛弘、吳竑慶                             

指導教授：曹祥雲 

 

關鍵詞：論文、格式規範、中文摘要、關鍵詞 

 

現今這個世代人人隨身都有智慧行動裝置，台灣和與台灣相鄰的香港等各區

域的搜尋成為一項新興的熱點服務。然而為了讓區域搜尋這方面提供更準確和

最新的資訊服務，必須讓使用者能夠方便快速的準確搜尋到附近的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 POI)，例如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要素，食、衣、住、行、育、樂等，一

些店家的地點。 

 

所以我們組員在曹祥雲老師的協助下，根據原本的 POI 資料庫，去查詢店家

的最新地址資訊，看看有沒有店家關店或搬家的，還是新增或維持不變的，並

更新資料庫，提供最新的資訊。 

 

如今很多商家或企業都會建立官方網頁，或是透過社群平台建立粉絲專頁，

在網頁上詳細的介紹他們的資料，隨著這類型網頁的數量累積，現在網際網路

已成為了最大的 POI 資訊來源。 

 

 

 

 

 

 

 

 



 

 

 

 

 

ABSTRACT 

 

Thesis Titl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Pages： 

University：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raduate School：Departma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ate：May, 2022                        Degree：Master  

Researcher：YOU,JIUN-JIE; SHIE,YU-LUEN; JENG,YU-JIE; CHIOU,BANG; 

           WANG,SHENG-HUNG; WU,HUNG-CHING 

Advisor：CAO XIANG YUN 

 

Keywords： 

 

Nowadays, everyone has a smart mobile devices with them , and search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 which is adjacent to Taiwan, has become an emerging hot 

service. However ,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area search, users must be able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earch for 

nearby Point of Interest (POI) , such as people most frequently exposed to food, 

clothing , housing , transportation , and education. The location of some stores. 

 

Therefore, our team members ,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eacher Cao ,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OI database, check the latest address information of the store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tore closing or moving, or new or unchanged, and update the database 

to provide the latest information. 

 

Nowadays, many businesses or enterprises will set up official webpages, or 

create fan pages through social platforms to introduce their information in detail on 

the webpages.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such types of webpages, the Internet has 

now become the largest POI informatio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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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着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的普及，出門在外，一台手機就可以處理和幫助大

大小小的各種事，給人們帶來極大的便利，例如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台手

機就能幫你找到你要走的路。 

網路地圖能帶來給我們極大的便利，不過除了一些基本的地理資訊外，還

必須要仰賴其背後持有大量資料的資料庫，才有資料可以搜尋使用。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遊客使用智能手機查找附近餐廳或停車場，因

此，包含業務/組織的 POI 數據庫名稱、地址、位置（經度，緯度）和支持的簡

單描述讓用戶查詢特別有用。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我們受 Here 這家地圖資訊公司的委託，與他們合作，要取得台灣及香港相

關圖資，所以請我們先利用來自政府開放平臺(Opendata)上的資料，接著再根據

他們的資料庫格式轉入，其中的資料清理(data cleaning)需要大量的成本，為了

解決地圖資料庫在處理龐大資料上的過程需要花大量人工及時間，試圖想辦法研

究一個深度學習來縮短這些成本。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在現今科技發達下，雖有政府開放平臺(Opendata)企業的登記資料，但是有

些店家名稱的顯示或一些欄位還是會有不一致的情況發生，例如店家興趣點 POI 

(Point of Interest, POI)會有一些漏掉，在查詢的過程中還發現部分 POI 會出現在

除了開放平台的其他網頁中，例如 Facebook，官網等。 

在現有的深度學習大多用於影像分析，而資料分類則存在著需要藉由人員來

資料標記。在網路上深度學習分類的文獻較少，且我們試圖解決日後不需倚靠著

大量人工標記成本，所以希望透過結合深度學習並加入訓練資料分類及修改甚至

清除的動作，讓訓練模式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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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 POI 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 

 
電子地圖上某個地標、景點，用以標是出該地所代表的政府部門、各行各業

的商業機構(加油站、百貨公司、超市、餐廳、酒店、便利商店、醫院等)、旅遊景

點(公園、公共廁所等)、古蹟名勝、交通設施(各式車站、停車場、超速照相機、

速限標示)等處所。由於興趣點必須包含名稱、類別、經緯度、海拔等資料才能在

電子地圖上呈現。 

 

通常興趣點的來源可分為三種: 

 

(一)公司 

 
是專門建構此類資料的商業公司，如 Google 地圖、Sensis、WhereiS、

CarteBlanche、Papago、高得、百度地圖、Here 等業者。這類興趣點的優勢是資料

眾多，不過相對而言內容稍嫌制式化、且內容豐富度各家不一。 

 

(二)自製 

 
是網友自發性的製作，這一類資料最符合「興趣點」的本意，因為網友自行

編輯上傳該地點的文字、照片、影片、甚至個人評論心得等，使之成為真正符合

旅遊指南的興趣點。還有一種另類的興趣點資料便是「測速照相」的興趣點，喜

歡開快車的網友搜羅各路段的速度限制，以及各地的固定式、流動式超速照相機

的設置地點，上傳網路供駕駛們使用參考。 
 

(三)客製化 

 
來源是第一種資料的延伸運用，也就是客製化興趣點。譬如某地方政府打算

振興當地的觀光及商業活動，於是可以和電子地圖資料公司專案合作，除了介紹

當地的名勝遊覽行程，更可結合當地商家的資料推出優惠活動，以吸引旅客前往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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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Here 公司 

Here 是一個總部設於荷蘭埃因霍溫的跨國企業集團，提供電子地圖、地理位

置服務及導航服務。曾是諾基亞旗下的子公司，現為德國汽車廠商奧迪、BMW、

戴姆勒合資持有。 

HERE 地圖包括建築、公園、交通等資訊，同時提供到商業公司的導航，例如：

Garmin、BMW、亞馬遜、甲骨文公司。 

此外，HERE 地圖不僅在諾基亞、微軟 Lumia 手機上提供服務，還能執行在其

他作業系統上，包括 iOS、Android 和 Firefox OS，和 BMW、福特等廠牌的汽車車

載系統。Here 地圖提供定位服務、地理資訊系統和政府的解決方案。通過 Bing，

MapQuest 和雅虎地圖提供電子地圖。Here地圖有 200多個國家地圖，在 94個國

家提供語音導航，在 33個國家提供交通資訊，在 45個國家為 49000特色建築提

供室內地圖。 

 

跨平台: 

 

(一)Here 地圖 

 

       目前，HERE地圖在 196個國家可用，有內建路線規劃導航功能、離線地圖、

3D路標和 45個國家 29000獨特建築室內地圖。收藏列表顯示最喜歡的 25個地方，

並且顯眼。搜尋問題和其他使用者資料。這個應用整合了基於擴增實境技術的

LiveSight功能。之後手機就會掃描使用者周圍的環境，並給出相關資訊，如位址、

電話號碼和消費者評級等，並在手機相簿中顯示預覽。 
 

(二)Here Drive 

 

       提供 94 個國家駕車導航。提供視覺和聲音的限速提醒。在超過 60 個國家

和 50 種語言的街名的離線語音。使用者介面為駕駛員設計，而且地圖資料包括轉

彎限制、邊界和單行道等 260 多個方面。 
 

(三)Here Transit 

 

       擁有 50 多個國家 700 多個城市公共運輸資訊，一個應用整合了火車、輪

船、公交、電車和步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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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技術 

  一、Minecraft office: 

由微軟公司開發的辦公軟體，其中我們都是用 Excel。 

 

  二、Opendata(政府開放平臺): 

指的是一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這種資料不受著作權、專利權，

以及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會公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版

使用。  

 

  三、.Tgos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台灣內政部資訊中心維運的系統，定位為全國地理空間資料及網路服

務搜尋取用、瀏覽查詢與加值媒合之入口，擁有最完整及正確的全國地理

資料與網路服務之查詢目錄與詮釋資料庫，可以很方便地在平台上找到自

己想要的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 

 

  四、Google 地圖: 

由 Google 公司所開發，是 Google 公司向全球提供的電子地圖服務，地

圖包含地標、線條、形狀等資訊，提供向量地圖、衛星相片、地形圖等三種

視圖。街景功能提供水平方向 360°及垂直方向 180°的街道全景，讓使用者

能檢視所選城市地面上街道不同位置及其兩旁的景物。 
 

  五、香港地址解析器: 

由於香港的地址和台灣不一樣，所以需要這個用來拆解複雜的地址、

地址轉座標、中英翻譯地址、統一地址格式。 

 

  六、Python 軟體: 

是一種廣泛使用的直譯式、通用型程式語言。相比於 C++或 Java，Python

讓開發者能夠用更少的代碼表達想法。 

(一) spider : 

是一個使用 Python 語言的開放原始碼跨平台科學運算整合開發環境

(IDE)。 

 

(二) jupyter notebook: 

是一個介於 IDE 以及 Editor 之間的一個讓你可以寫 code 的工具。並利

用直譯語言的特性，可以很容易的逐行執行並且做到資料視覺化，

而且可輸出成 Html5 嵌入到任何網頁或是 Blog 上，或是用 notebook 的

形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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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內容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內容 

 

一、台灣資料 

由於資訊會不斷的更新變動，台灣政府開放資料平台上的資料與 Here 公司

的內部資料庫資料會有一些不同，我們使用了內政部的 Tgos (地理資訊圖資雲

服務平台)，這個平台裡面可以進行各門牌批次比對的動作，也就是說可以先比

對店家是否還在，以及門牌地址的正確性，經過輸出後的檔案再整理完後，提

供給我們的合作對象 Here 公司查詢及檢查的動作，除了使用 Tgos，也有使用

Google 地圖，以及直接去店家的官網去查詢。以下有流程與解說。 

 

二、香港資料 

由於香港的資訊有些比較不容易取得，地址格式也與台灣不同，所以我們

先利用 Python 寫出一支網頁爬蟲程式，爬取各店家官網上分店的各種資訊，因

為抓取下來的資料還沒有很詳細，接著再利用香港地址解析器來拆解複雜的地

址、地址轉經緯度、中英翻譯地址、統一地址格式。彙整到 Excel 及資料庫上，

最後統整的結果結合到 Here公司的資料庫進行篩選與檢查。以下有流程與解說。 

 

第二節 研究流程 
至 Tgos、店家的官網、Google 地圖等等進行搜尋，經由已建好的資料庫執

行新增、修改、刪除的動作，最後供客戶查詢，如下圖流程由此可見。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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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其一 

 

將網站上的店家資料利用 Opendata、Tgos 或 Python 抓出來並匯成 Excel。 

 

 
圖 3-2 

 

研究流程其二 

 
將資料進行分類: 

新增:A 

修改:M 

刪除:D 

不變:K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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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驗結果 
 
一、結案報告 

 
(一) 主要做台灣和香港兩個部分 

 

此圖表為台灣和香港的類別與資料的筆數 

圖 4-1 

 

 

(二) 台灣的 POI 類別筆數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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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的 POI 類別 

(四) 圖 4-3 

 

 

(五) 獎勵 

做資料的酬勞 

 

 

 
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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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來源評估第一次繳交-台灣 

 

資料準確度的統計 

圖 4-5 

 

(七) 來源評估第二次繳交-香港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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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來源評估第三次繳交-台灣 

圖 4-7 

 

(九) 來源評估第四次繳交-香港 
 

 

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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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工具 

 

台灣資料的部分我們大多都是運用 Tgos 這個平台去批次查找店家門牌地址，

但是還是會有漏網之魚的情況發生，所以這部分解決方案我們經過討論選擇使用

Google 街景服務去尋找，輔助我們這方面的資料的完整度，不過也不用太大擔心，

因為 Tgos 很少找不到或有漏掉的資料，正確率相當的高！另外使用這個平台也有

一定的限制，要特別注意的是每一帳戶的使用者似乎有每月一定的查詢量，像我

們遇到的狀況是每個月限制一萬筆，所以我們要好好規劃並利用這些資源去分

配，達成我們的需求。 

 

香港地區資料的部份我們是如上面有提到就是除了利用網路上以及 Here 公司

提供的現有資料去查詢外，查不到的資料就寫一支 Python 網頁爬蟲程式去抓取某

店家官網上的分店資訊，但此時抓取下來的資料是相當雜亂的，而且資料部分有

點遺漏加上不是我們要的資料庫格式，接著我們會利用 Excel 軟體先進行資料人工

處理，例如說篩選功能，很快就能找到殘缺的欄位，再利用香港地址解析器把需

要的資料填補上去，少部分甚至會使用到 FB、開飯喇等網頁，為了確保資料庫能

規模化且完整度。 

 

三、TGOS 平台的定位：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的定位是對本專題來說是網路服務搜尋取用，該網

路服務之查詢目錄有很完整的資料庫當後盾，我們只需在 TGOS 平台，經過比對

查詢資料就能發現想要的內容是什麼，不僅讓我們專題文獻上有所幫助，還能讓

一般民眾只要申請一個帳號，就可以很方便地在平台上查詢自己想要查的資料，

而且還是免費的。 

 

四、TGOS 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一般民眾完整的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查詢，只要透過

TGOS，就可輕鬆查詢全國有什麼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如果要更清楚的內容及資

訊，可向該單位承辦人申請或進一步詢問，完全免費。另外比較深層一點是還可

以讓網路地圖服務的需求者先做套操作及瀏覽，判斷使否要使用。 

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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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層次使用者之使用效益： 

 

本平台建置成功以後，無論是政府機關一般民眾都可以有資料的收穫，以下

簡單說明比較常見的使用者來進行分析。 

 

(一)教育單位 

對於環境教育相關議題上，因為要能快速取得教學的內容和研究素材，所以

如果說能透過免費的 TGOS 平台，這樣就可以不用使用成本較高的空間視覺分析，

成為教育單位喜歡用的網站之一。 

 

(二)一般民眾 

透過原始資料的供應及政府、民間 GIS 系統快速建立，都能讓一般民眾可以

直接獲取資料流通的便利以及該效益。透過網路使用 TGOS 取得資料，不僅有一

點社會平等的概念，且能讓民眾對社區環境衛生意識更為了解，等同有綠化環境

的功效。 

 

 

 

六、TGOS 平台的使用限制： 

  

(一)雖然功能強大的 TGOS 可以快速查詢大量資料，但現在還無法百分之百保

證所有的網路地圖服務永遠正常上線，因為 TGOS 平台像是匯集後的大海，網路

地圖服務就像是山上分支下來的河流，有幾條路堵住或是本身沒有水(資料)就無法

匯到海洋(TGOS)，所以如果有發現有這種情況發生的一般民眾可以主動通知該單

位，讓他們儘速復原，以避免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二)仍未容納全國所有的地理資料 

由於有些資料牽涉機密性、敏感性，所以權責單位沒有向 TGOS 平台上申請，

這點還請使用者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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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我們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先參照 Here 列出的名單後，分配每個組員負責的範

圍，再利用 TGOS(經緯度)、Opendata(立案店家查詢)等資源去抓名單內各店家

的相關資訊後，將這些資料編輯成 Here 要求的格式，再把大家處理完的資料結

合，建立一個大型資料庫以供 Here 查詢。但從一開始參照名單到最後資料編輯

完成，之中需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及精力，因此作業的速度及資料的準確度也會

不太穩定。 

 

因此我們也抽空討論交流如何讓作業更有效率，後來指導老師建議我們可

以使用深度學習，讓 AI 學會自動分類、處理大量資料，不論在速度、準確度都

可以有飛躍式的提升。雖然還是會有少部分資料需要人工，不過這方法的確讓

我們可以更省時省力的去作業，這也是我們未來的期許。 

 

第二節 未來發展 

 

本專題已將資料庫建立完畢，剩下資料清理以及後續維護的部份，然而日

後可能還是會有其他新名單需要抓資料，所以我們期待能早日實現上述所提到

的深度學習技術。 

 

我們持續會對深度學習去做研究，期待這技術能早日開發出來，並被廣泛

應用，讓作業流程更加方便迅速。同時也希望未來 AI 能主動去自我思考模糊的

資料叢，去預測該店家應分類在哪個業種(餐廳 or 大賣場 or 專賣店…)，並讓電

腦也能懂人類的語言，使這項技術能夠更加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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