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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內文： 

人工智慧技術大量商業化的時代已經到來，而 AI 技術開始在各個服務業的應用產生多

重的可能樣貌。在投資方面，市面上雖然已經有許多的投資工具，但在操作這些工具除

了需要具備一定的財金相關知識外，也可能因為不夠熟悉各個系統的操作，將會導致無

法將系統的功能發揮到極致。AI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不須另外安裝 APP，且提供語音輸

入、24HR即時問答等功能，可以使得一般投資人、專業投資人甚至是教學使用更快上手。 

 

 

 

關鍵字：AI 機器人,股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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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數位經濟的發展蔚為世界潮流。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及行

動通訊科技的崛起，加上大數據、雲端運算、物聯網等科技的日趨成熟，

全球經濟發展進入嶄新的紀元，也對傳統的經濟、產業發展模式，帶來

重大的挑戰與考驗。OECD 於 2016 年 6 月發布的「刺激數位創新以達成

長及包容」（Stimulating digital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inclusiveness）報

告，根據報告中引用 Melville et al.（2004）及 Andrews and Criscuolo（2013）

所提出的 IT 商業模型（IT Business Model）顯示，ICT 及 KBC 的投資將

帶動數位創新，進而提高商業表現（如更高的生產力、獲利能力和市占

率），最終導致更高的經濟成長。（如圖 1） 

圖 1：ICT 到總體產出 

根據該報告指出，數據和相關分析將成為企業進行創新和研發的必

備工具，其中，數據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源，而善用數據和分析工具

的廠商較有意願從事創新。諸多證據顯示，採取數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DDI）方式之廠商，生產效率較未採取數據驅動創新方式之

廠商高出 5-10%，且廠商的創新表現和是否使用資通訊科技及數據分析

有高度相關。其次，報告中還指出，僅對資通訊科技 (ICT) 進行投資是

不夠的；若要有效的運用資通訊科技 (ICT) 技術及數據資料，必須要對

具互補性的知識資本 (KBC) 進行額外的投資，特別是相關知識、技術 



3 

(know-how) 及新商業模式的組織改變。 

人工智慧技術大量商業化的時代已經到來，藉由以智慧音箱所建構

的 AI 智能服務將有機會成為不同產業領域的經營成功的重要關鍵因

素 (Hsiao et. al., 2016)。可以預見的是 AI 的發展勢必開始對人類社會的生

活與工作產生影響，而 AI 的發展也勢必會讓人類與機器必須親密的共同

合作，如果說現在是「互聯網＋」時代，那麼下一個盛世就是「AI＋」

的時代。智慧音箱拓展了人與機器溝通的嶄新概念，讓人與機器互動的

過程得以更為人性化。然而，智慧音箱的出現，也逐步誕生了人機合作

的多元型態，並讓 AI 技術開始在各個服務業的應用產生多重的可能樣貌。

若能夠探討此類 AI 服務(智慧音箱)的使用意向，將有助於我們釐清有哪

些因素是建構 AI 應用服務時的重要影響因子。智慧音箱是未來各國 AI 

發展的重要經營模式，藉由智慧音箱不但可以優化現有服務產業的服務

流程，同時也可以經由其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與 AI 翻譯技術進一步增加

各個領域產業的多元應用。人工智慧在協助開發人員處理基

於 AI 的 Web 服務組合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該研究除了描述使用 AI 探索

替代解決方案的當代方法的特徵外，該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利用 AI 進行

語義分析來生成且適應不同變化的 Web 之服務組合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Rodríguez et al., 2015; Guang et al., 2014; Gupta et al., 2004)。語音情緒辨

識是屬於情感運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一部分。Picard 教授在書中描

述情感運算的應用以及其重要性(Picard, 1997; Kaya et al., 2018)。El 

Ayadi et al. (2011)為語音情緒辨識之調查，針對設計語音情緒辨識系統有

三個方面，分別是選擇合適的語音特徵、設計合適的分類方法以及正確

的準備情緒語料庫及評估系統效能 (Eyben et al., 2013)。 

數位化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在近年來已經成為一

個潮流，其中金融科技（FinTech）在全球金融業已引領一股創新風潮，

並對傳統金融機構所提供之服務造成巨大衝擊。金融管理委員會（金管

會）宣布 2014 年為臺灣「金融科技元年」，金融產業逐年成長，自動化

投資理財顧問服務隨之興起，不同於以往以關鍵字作為基礎，深度學習

能夠讓互動對話需更自然，運用認知技術建立人性化服務不斷的訓練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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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智慧，進行語意分析及辨識，操作者即使不知道正確的關鍵字，也能

用最自然的對話方式尋得答案，讓投資資訊機器人顯得更具人性化與溫

度。 

然而，過去我們知道電腦可以解讀程式語言，而對於口語表達的語

言(自然語言)，電腦還尚未能像人類一樣輕易理解。使得機器學習自然語

言的相關技術，可說是建置更為強大的聊天機器人的重要關鍵因子。一

門語言的基底是由文字所構成的，機器必須先理解文字代表的意義，才

能經由語言轉換語音而回答出正確的答案，從小愛機器人、助理小冰、

Alexa、Siri 等，已經能看到近幾年 AI 語言技術商業化的成功所在。 

而聊天機器人由於不必額外下載安裝應用程式的特性，使其成為一

大串流平台，但其最重要的商業價值在於串接企業業務、引導客戶快速

完成流程，而不是僅僅作為回答問題的客服。因此本計畫的宗旨就是希

望透過我們每天都會用到的數位電子產品還有通訊軟體，讓我們可以透

過手機讓機器人輔佐我們可以更快速獲得需要的金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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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隨著資訊越加透明化及政府政策的鼓勵，可發現個人投資人（Retail 

Investor）及年輕族群的投資參與度逐漸上升。以美國股市為例，專以服

務個人投資人為主的美國數位新創券商  Robinhood 的用戶數截至

2020Q2 已達 1,300 萬人，較 2019 年底的 1,000 萬明顯成長，又如富途

牛牛 2021Q1 總開戶數達 195.7 萬人，YoY+1.4 倍；另根據 Citadel 

Securities 統計，美國個人投資者的日均交易量佔整體美股市場比例亦從 

2019 年的 10％ 提高至 2020 年 20％，顯示個人投資者除了人數增加

外，對整體市場的交易貢獻也越來越大。 

 

 

 

 

 

 

 

圖 2：台灣整體證券商市場分散 

然而目前股市投資人眾多，據臺灣證券交易所的統計資料顯示，民

國 110 年 6 月的開戶之投資人年齡分布顯示，61 歲以上佔了 29%，51-60

歲佔了 20%(詳見圖 3)。調查顯示，65 歲以上未退休長者，以股票做為

主要理財工具的比率高達六成，在所有年齡層占比達到最高，55 至 64

歲族群投資工具以股票為主的，也占了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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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使用股市投資年齡分布 

根據上述資訊可統計出臺灣大多是 50~65 歲之中老年人為主要

投資大戶，部分已退休時間彈性可隨時觀察股市變化，且資金也較青

年人雄厚。臺灣股票投資市場的主力中老年族群在使用數位裝置上比

例逐年增高，且網路使用比例也達將近八、九成。除了有基本的智慧

型裝置外，網路的發達也增加投資者使用的意願。各大金融業者因應

全球趨勢陸續將理財工具數位化，且中老年人口使用網路比例提高三

倍，電腦使用率也降低兩倍。 

於疫情爆發後，尚未數位化的銀行業者面臨存活難關。而前幾年

受到許多投資者關注的比特幣(bitcoin)，投資者需要一定程度的外語

能力，操作電腦介面等等，然而對於國內之中老年投資者在沒有這樣

的能力之下，會優先考慮開戶容易之證券戶頭，且投入資金門檻低彈

性高。此外，本土股市資訊與操作介面也都是中文的，能排除語言障

礙。然而現代人多用手機或智慧型平板進行股票交易，鮮少人使用電

腦，而手機面板從 4 吋至 7 吋左右，各廠商旗艦機型大概都在 6 吋，

對於老花人士操作上非常吃力。Mohadisdudis and Ali (2014)的研究也

指出視力障礙、對使用技術設備及其先進功能缺乏興趣和知識等多種

原因，導致年長者在使用智能手機方面存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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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使用者實際體驗分析 

綜上所述，本計畫擬研發並導入尖端創新技術，整合金融科技

(Fintech)、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 Xiao et al., 2020)、DEA、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ethi and Pasiouras, 2010)、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Zhang and Ram, 2000)、大數據(Big data; Khezrimotlagh et al., 

2019)等創新技術，開發建置「AI 智能語音股市投資分析系統」，提供雲

端運算後可利用之資訊，協助解決投資分析等高階難題(如圖 4)。 

從 Cmoney 財金資料庫下載需符合 ESG 公司之財務報表，使用價值

投資方法『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與華倫·巴菲特(Warren 

E.Buffett)』作為選股條件，將分析篩選後之結果，利用 Python 與之 flask

功能並且串接 Linebot-sdk，接篩選後結果在 Line@上應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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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內容要點 

  一、市場分析 

現在市面上已有許多投資工具，像是網頁版的鉅亨網、Yahoo 股市、

財經 M 次方、Goodinfo!；APP 則是有投資先生、三竹股市、籌碼 K 線；

電腦安裝系統版本有法人投資決策系統、XQ 全球贏家等…。 

但在操作這些工具上較為繁雜，使用者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財金相關

知識，同時又要學習不同系統的操作方式，且系統條件篩選單一設定，如

同時有多個條件，則需分別輸入，若因為不夠熟悉各個系統的操作，將會

導致無法將系統的功能發揮到極致。 

因此我們發想出了「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使用者在操作投資工

具時，不須另外安裝其他 APP 或是尋找適合的投資工具網頁，在 LINE 上

即可操作。並且 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結合了 24HR 即時問答、複合式

條件查詢等功能，介面也以圖文選單的方式呈現查詢功能，讓使用者在操

作投資工具時能一目了然查詢功能且更加的快速方便。 

  二、操作優勢 

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在操作方面有以下幾個優勢： 

(一) 不須另外安裝 

我們將 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與 Line@做結合，Line 作為現代

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通訊軟體，投資人在使用這項功

能時，不必另外下載其他 APP 即可使用。 

(二) 語音輸入功能 

根據統計臺灣大多是 50~65 歲之中老年人為主要投資大戶，中老

年人在打字輸入上較容易出現不便，在閱讀上也較為吃力，因此 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特別結合語音輸入，即便不會打字又或是不會使

用界面上的操作按鈕，只要說出想詢問的股市相關問題，AI 智能語

音股市機器人就能回覆使用者的問題。 

(三) 24HR 即時問答 

根據 2022 臺灣網路調查顯示出，臺灣行動寬頻的使用普及率高

達 81.47%，其中為臺灣主要投資大戶的 50~59 歲中老年人使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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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手機及無線上網者的比率也高達 89.7%；且手機在現代人的生活當

中也變成形影不離的物品，相較電腦來說攜帶也較為方便。 

使用者 24 小時不受到時差的影響，無論何時何地是透過打字或

是語音輸入， AI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皆能立即回覆使用者，使得使

用者能夠隨時瞭解股票市場最新情況。 

(四) 一問一答查詢 

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面對使用者提出的所有問題都能做出相

對應的回覆，精準分析使用者的問題。在一次又一次的問答對話當中，

可以不斷的優化機器人判斷意圖的精準度與廣度，讓 AI 智能語音股

市機器人的回覆越來越接近使用者的需求。 

例如：使用者輸入任意一家公司的名稱或是股票代號，系統將自

動回覆完整的公司名稱、股票代號、最新一筆收盤價、成交筆數與資

料日期；如輸入的資料機器人無法辨識，使用者則是會得到查無此資

料的回覆。 

(五) 圖文選單 

我們收集了十大投資人最關注的幾個股市問題，在 AI 智能語音

股市機器人介面上的按鈕會自動出現，使用者只要點選按鈕不需再輸

入問題即可獲得相對的問題回覆，引導使用者操作流程方便快速搜尋，

讓使用者體驗優化。 

(六) 複合式條件查詢 

使用者在查詢問題時不會只輸入單一指令，雖然複合式條件查詢

功能在電腦 AP 版本皆可以做到，但手機 APP 版本寥寥無幾，因此我

們想利用資料庫組合比對的方式，提供複合式條件篩選功能，利用交

集的概念，去找出使用者想要得到的資訊。 

AI 智能語音股市機器人在 LINE@上能同時輸入多個條件，且在

資料輸入的同時完成計算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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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使用對象 

一、 教學人員 

財金系有許多的課程都需要使用到投資工具查詢資料，但在操作這

些工具時，常因步驟繁多或是學生不了解操作方式，而導致操作時間過

長。 

如將其用於財金系相關課程教學使用，取代繁雜的網頁（ex,鉅亨網、

財經 M 平方等）、系統（ex,Cmoney等）操作。能於課堂上快速搜尋到所

需資料，節省操作時間。 

二、 一般投資人 

係指自己看盤、下單交易的投資人，一般稱為散戶。雖散戶大部分

個別投入的資金並不多，通常介於幾萬元至幾十萬元不等，但因人數相

當多，加總起來仍約占每日台股成交量的五成，然而也因人數眾多，各

自都有各自的操作想法，所以難以彙整成一個統一的力量去左右某支個

股的未來趨勢。 

市面上雖已有許多投資工具提供投資人使用，但在操作這些工具上

仍需具有相關的財金知識又或是因不夠熟悉系統的操作，而導致無法將

系統功能發揮到極致。 

然而使用 LINE@除了不須下載多個 APP，僅須在 LINE 上即可操作

外，採用的問答方式以及圖文選單引導操作流程，可清楚瞭解頁面功能，

方便快速搜尋，以提供做為投資決策。 

三、 專業投資人 

係指符合一定條件，並以書面向信託業、證券商或保險業申請為高

淨值投資法人、專業投資人之法人或基金，或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其

中自然人應符合： 

（一）提供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財力證明；或單筆投資逾新臺幣三百

萬元之等值外幣，且於該受託、銷售機構之存款及投資（含該筆投資）

往來總資產逾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並提供總資產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之財力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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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人具備充分之金融商品專業知識、交易經驗。 

（三）投資人充分了解受託或銷售機構受專業投資人委託投資得免除之

責任後，同意簽署為專業投資人。 

在投資界相當有影響力的兩位人物: 

一位是被譽為價值投資之父的「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

班傑明·葛拉漢的投資理念十分強調投資者的個人心理以及債務情況，強

調投資者須在安全情況範圍內購買。所提出的投資理論有:橫斷法、預期

法、安全邊際、投資事業化管理。 

一位是被稱為奧馬哈的神諭的「華倫•巴菲特(Warren E.Buffett)」—以長

期的價值投資與簡樸生活聞名，由於巴菲特投資股票的眼光獨到又奇特，

信奉所謂「價值投資法」，投資哪種產業的股票該產業就會走紅。因此巴

菲特被眾多投資人尊稱為「股神」。 

而 LINE@也使用了價值投資法，「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

與華倫•巴菲特(Warren E.Buffett)」來作為選股條件，對於提供給專業投

資人較有說服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A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3%B9%E5%80%BC%E6%8A%95%E8%B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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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商業匯總模式 

Key Partners 

(關鍵合作夥伴) 

Key Activities 

(關鍵活動) 

Value Proposition 

(價值主張) 

Customer 

Relationships 

(顧客關係) 

Customer Segments 

(目標客層) 

1. 財務資訊公司 

2. 學校專業教授 

3. 業界專家 

4. 專業技術人員 

1. 金融資訊介面開

發 

2. 金融資訊語意分

析 

3. 一問一答查詢 

4. 圖文選單 

5. 複合式條件查詢 

1. 提供即時性雲端

分析系統，各項財

務資訊分析及處

裡 

 

2.提供完整 API 連

結，從蒐集、分析、

決策至下單之完整

商業服務工具 

提供資訊智慧化服

務及專家技術指導 

1. 銀行業 

2. 一般投資者 

3. 中小型企業 

4. 大專院校 Key Resources 

(關鍵資源) 

Channels(通路) 

1. 建立商業標準 

2. 建立品牌 

3. 提出專利 

提供人員直接協助

及雲端服務 

Cost Structure (成本結構) Revenue Streams (收益流) 

1. 聘請業界專家指導 

2. 硬體設備 

3. 內部員工 

產品/服務 權利金收入 其他收入 

1. 產品服務收入 

2. AI 分析系統 

技術指導授權 廣告收入 

表 1:商業模式匯總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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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說明 

為了能如期如質的完成專題報告，以下系統開發所需使用之環境與技術、資料

來源及預期系統功能等，相關說明如下： 

本計畫擬研發並導入尖端創新技術，整合金融科技(Fintech)、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 Xiao et al., 2020)、DEA(Lu et al., 2016; Khezrimotlagh et al., 2019)、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ethi and Pasiouras, 2010; Paul et al., 2021; 

Codlin et al., 2021)、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Zhang and Ram, 2000)、大數據

(Big data; Khezrimotlagh et al., 2019)等創新技術，開發建置「AI 智能語音股市

投資分析系統」，提供雲端運算後可利用之資訊，協助解決投資分析等高階難

題。 

開發建置「AI 智能語音股市投資分析系統」將分為幾大步驟 : 

(一)架設財經資料庫；(二)語音分析系統；(三)語意分析處理；(四)機器學習 

一、 架設財金資料庫 

 使用 MySQL、SQL Server 等軟體，來製作財經資料庫。 

 以便使用者以語音查詢資料時，即時分析查詢找出正確答案回覆使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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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音分析系統 

 透過手機麥克風把使用者的問題轉換為文字內容。 

 採用資料探勘分析與文字探勘分析，利用演算法去計算出，並免產生打

錯字的痛苦。 

 將文字進行正規化處理，切分出多個子句，以利下步驟的分析。 

三、 語音分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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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問題放入系統內建問題集中做比對，如果有比對到對應的答案，就將

結果輸出給使用者。 

四、 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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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中文單字的架構、人工輔助，來學習新的詞彙以及類別。 

 電腦暫存區: 當電腦暫存區有項目符合一週內被搜尋超過30次的，就會進

入機器學習模式。 

 機器學習:會根據中文單字的架構分析可分為 

1. 1Begin(單詞起頭的第一個單字) 

2. Middle(單詞中間的單字) 

3. End(單詞中的最後一個單字) 

 新增問題集內容: 機器會自我學習增加問答集內容 

 學習結果:學習後的電腦能夠分類巴菲特選股至欄位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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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甘特圖 

為能讓本計畫案能如期如質地執行，訂定以下之研究進度甘特圖（如下圖），概定

時間自 111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112 年 05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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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證結果 

 

Step.1 一問一答 

透過預先寫入資料庫的問答及回答

問題 

 

操作範例如右圖： 

 

 

Step.2 股市基本查詢 

透過公司代號或公司名稱查詢最新

一筆收盤價、成交筆數與資料日期 

 

操作範例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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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1 資料庫欄位查詢 

透過複合式語法查詢符合條件的公司名稱 

規則如下: 

1. 公司類別後須加關鍵字 “的” 

只限開頭且單筆方式(例如：正確：“水泥工業的”， 

錯誤：“水泥工業”， 

“水泥工業或航運業的”) 

公司總類別： 

水泥工業 

電機機械 

玻璃陶瓷 

汽車工業 

通信網路 

其他電子 

金融保險 

其他 

食品工業 

電器電纜 

造紙工業 

半導體 

電子零組件 

建材營建 

貿易百貨 

農業科技 

塑膠工業 

化學工業 

鋼鐵工業 

電腦及週邊設備 

電子通路 

航運業 

油電燃氣 

文化創意 

紡織纖維 

生技醫療 

橡膠工業 

光電 

資訊服務 

觀光事業 

存託憑證 

電子商務 

Step.3.2 資料庫欄位查詢 

2. 欄位條件彼此間須加關鍵字“且” 

例如：正確：“收盤價>=10 且收盤價<30”， 

錯誤：“收盤價介於 10 與 30 之間”， 

“收盤價>=10，收盤價<30” 

 

欄位條件可接受下列方式: 

1. > 或 大於 

2. < 或 小於 

3. >= 或 大於等於 

4. <=或 小於等於 

例如：正確：“收盤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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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盤價大於等於 10”， 

錯誤：“收盤價 10”， 

“收盤價=30” 

操作範例如右圖： 

 

表 2：實證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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