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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勤豐教授之研究－搜尋引擎之最優排
序﹕回顧綜覽﹑管理意涵與研究展望

文獻回顧，說明搜尋引擎與搜尋結
果排序之管理意涵，並提出未來發
展走向與相關研究課題。

• 引擎分類
• 引擎特色
• 排序方法
• 關鍵字詞
• 搜尋結果分群
• 排序變數
• 引擎策略發展
• 網站排名
• 引擎偏好分析
• 引擎消費區隔

搜尋引擎最優排序

• 運作方式
• 發展概況
• 搜尋結果排序方法
• 引擎相互排序情形
• 分類與策略聯盟

• 付費排序



第一代搜尋引擎 如早期的YAHOO

• 網頁建構人可以將自己網站加入搜尋引擎的
資料庫，自行命名網站，並用數行文字描述
自己的網站。

• 使用者鍵入搜尋條件後，搜尋引擎會找出和
搜尋條件一樣或相近的網站名字或描述。 第

一代的搜尋引擎希望網頁建構者自行決定可以代表自己的網站的詞句，
如【音樂和遊戲的下載】或【模擬器之家】等。

• 缺點：無法針對網頁內容進行搜尋。





第二代搜尋引擎 如Google

• 搜尋引擎使用一個Robot 程式，在網路上頡取資料，
並自動將取得的結果存入資料庫中。

• 網頁建構人建立並公布網站後，不需要鍵入任何資
料。
– Google的Robot 隨時可能將該網站及其下相連結的所有網頁加入
它的資料庫中，且其資料隨時更新。

• 搜尋結果以 Ranking（點閱比重）排列，點閱最多
者排在第一位。

• 優點：常用的網站或網頁，會排在前面。
• 缺點：搜尋到的結果太多，使用者真正想要的資料；
或是新的網頁，無法被顯示在前幾頁。







預測下一代的搜尋引擎

• 準確性：
–先將搜尋結果分類，再由使用者自行挑選相關
的類別以進行瀏覽。

–由使用者的回饋，提高搜尋結果中某種類型網
站的排名。

• 功能性：
–圖片、音樂、及影像資料的搜尋引擎。

–個人化的搜尋引擎。



語意理解 搜尋引擎

• 理解搜尋字串代表的涵義且具有某一定程度的智
慧能篩選搜尋結果。

• 結合文字探勘(Text Mining)與概念空間(Concept Space)

等相關技術，設計出具有一定理解能力之搜尋引
擎，並以ACT e-Service為驗證之應用情境，接
受使用者用自然語言發問之問題，準確列出問題
之答案。

• 包括文件探勘、資訊檢索、資訊粹取、概念空間
及相關Q&A系統等。



SimpleAct e-Service

• SimpleAct Self Service〈線上自助服務機制〉
• SimpleAct AI Mail〈Email自動處理機制〉

• SimpleAct Help Desk〈人員查詢機制〉
• SimpleAct Knowledge〈知識庫管理機制〉



‧文件探勘－從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文件當中，發掘出文件中隱
含的、有意義及 重要的資訊，可定義為分析文件並擷取其中重要的資訊
的過程。

‧資訊檢索－包括有效詞擷取、有效詞索引、全文檢索、文件自動
分類及文件自動摘要等。

‧資訊粹取－對資料進行文法剖析、名詞片語粹取以及語意理解等處理，
目的是希望能將資訊提供者所要傳達的訊息，充份且完備的表現出來以供使用者
充份了解運用。

‧概念空間
‧Q＆A系統－藉由自然語言處理法分析使用者輸入的問句，將問句依其型態
加以歸類，並擷取出問句的中心焦點後，從大量文件中找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答
案出來。



圖片搜尋

• 網際網路上要搜尋圖片以「文字」為基礎。

• 一般搜尋引擎（如Google 及 Alta Vista ），可
搜尋數以百萬計的圖片，但都是以「關鍵字」
為基礎。

• 圖片本身必須標上一些描述性的文字，或者所
謂的「中繼資料」（metadata），來與使用者
的關鍵字查詢進行比對（例如Corb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