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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分析已是目前科技趨勢之一。本研究目的為改良傳統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演算法，並發展一套適用於巨量資料下之社會運算系統，找出存在於社會結構中未知且有價值的資訊。 

社會網絡分析(SNA)常用於探究網絡中節點之間的連結關係。而過去 SNA 軟體(如 UCINET)僅適用於在

節點已知的狀況下，才能進行分析。本研究改良既有的 SNA 演算法，可適用於巨量資料或資料量不斷地更新

的情況下，仍可利用 SNA 找出有實務意涵的結果或商業策略。除此之外，本研究亦開發一套網頁版的應用程

式介面，供使用者在連結或上傳資料後，便可產生即時分析結果。舉例而言，銀行業者可將客戶資料繪製成

網絡圖，透過本研究系統找出對於股票或基金有興趣的潛在客戶；或是想將新股票資訊介紹給客戶時，要透

過哪些人散佈訊息最有效率。在系統評估方面，本研究與多位金融業資深經理進行質性訪談，都得到許多正

面的系統回饋。例如，該系統可省去研發上的資源，並結合該企業的行銷策略。此外，使用者在系統使用上

的實驗回饋，也得到量化的支持。在同一個實驗情境下，使用該系統搜尋目標所發費的時間、搜尋目標的正

確性、容易操作性、愉悅感，相較於未使用系統皆有明顯地改善。最重要的，本研究所改良的演算法及系統

架構，可供未來研究者來運用，並且適用於各種產業。例如，醫療業可運用該分析找出各種併發症之間的關

聯性，要控制哪個併發症才能有效降低致死率等。未來研究者可依照改良演算法與架構，根據其研究情境來

發展不同的商業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