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合 RFID 與資料採礦技術發展圖書推薦系統 
黃喬次、王樹仁、陳新霖、姚智元、蔡佩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所 

Huang501@ncut.edu.tw 

 

摘要 

 
21 世紀可以稱為知識的時代，各個大專院校

的圖書館也不斷的新增書籍，以增加學生的競爭

力。然而，如何在廣大圖書館中取得讀者感興趣的

書籍，可以說是讀者的最大需求。此外，圖書館管

理人員也希望透過自動化的技術，幫助讀者節省借

還書等候時間，不但可以降低人事成本，對圖書館

的流動率也可以提高。 

本研究利用某大學的學生歷史借閱紀錄，期望

從大量的借閱書籍紀錄中找到讀者感興趣之資訊

並呈現給讀者參考，並以此概念建立一套圖書推薦

系統。此外，由於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近年來發展

非常的快，為了有效地改善讀者借閱之等候時間，

本 系 統 將 結 合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系 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透過 RFID

非接觸式辨識系統之特性，能有效減少讀者於借閱

書籍時之等候時間。 

本研究最終發展出一套以 RFID 為基礎的圖書

推薦系統，透過本系統讀者可以知道那些書籍借閱

頻率較高，並提供讀者書籍基本介紹，以增加讀者

借閱率。讀者除了利用本系統可得知書籍相關性

外，也可利用本系統所開發出來的借還書系統來縮

短借還書的時間，以達到讀者借閱率最大以及無人

圖書館之目標。 

 

關鍵詞：資料採礦、關聯規則、RFID。 

 

1. 前言 
 

隨著知識的演進，網際網路的發展已經使我們

的社會變成一個自動化的時代。圖書館也朝此方向

不斷邁進，希望以消費者為導向前進並主動提供服

務給讀者。然而，在眾多書籍以及刊物的圖書館環

境當中，讀者常常必頇耗費非常多的時間在找尋所

需之相關書籍。因此，如何找到讀者所感興趣之書

籍，乃是一大挑戰。此外，資訊時代的來臨，使得

我們對資訊的掌握斤斤計較，若能即時將書籍資訊

提供給讀者，方能增加圖書館使用效率。因此我們

需要一些方法和技術來分析並應用到使用者的個

人服務上。 

資料採礦是在大量資料中分析以及探索，目的

是為了找出有用的規則和資訊，在資料處理、人工

智慧、以及決策支援系統皆是重要的研究領域

【2】。資料採礦領域中，關聯法則在銷售交易資

料庫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功能乃是分析大

量的交易資料，找到商品之間的相關資訊。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自動化之資料收集已從

有線慢慢轉變成無線，在資料載體的應用也從條碼

（Bar Code）轉變到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的標籤（Tag），

期望已更安全、大量、快速的來存取資料。 

然而在圖書館管理當中，目前皆還是使用條碼

（Bar Code）來進行辨識工作，若能使用具有即時

性、讀取資料量大、耐環境性、可重複使用等 RFID

之特性，將可以有效改善傳統條碼所產生之缺失。

此外，若 RFID 能結合本研究之推薦系統，將能即

時推薦相關書籍給讀者，並減少讀者搜尋書籍時

間，借還書等候時間，以及盤點的效率等效益。 

 

2. 文獻探討 
 

2.1 資料採礦 
 

資料採礦(Data Mining)是近幾年來應用於資

料庫中相當熱門話題，利用各種統計分析和技術，

將過去所累積的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歸納和整合

等工作，期望從龐大資料中萃取出對企業有價值之

資訊，以利企業進行決策分析。 

透過資料採礦定義，我們可以知道資料採礦是

一個用來尋找對企業有價值的資訊，但是其背後卻

是藉由許多理論基礎的演算法所發展出來，像是決

策樹、關聯法則、類神經網路、時間序列等，依據

使用者的目的選用適當的方法。 

 

2.1.1 購物籃分析(Market Basket Analysis; 

MBA) 
 

購物籃分析是藉由交易資料庫或是點銷售系

統(Point of sale; POS)所產生的歷史資料，找出

消費者購買商品之相關規則(如 60％購買 SQL 

Server 會買 Data Mining)，以供決策者採取適當

行銷策略，以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15】。 

目前關聯規則演算法大多以 Apriori 演算法

為基礎來進行計算，其原理乃是根據統計學之條件

機率【16】。並依據信心水準(confidence)和支援

(support)為參考指標；其中信心水準 P(B︱A)是

指，在 A發生下，B會發生的比例，若信心水準越

高，代表這條規則越具有參考價值，但若是某家超

市發現 100％的人購買餅乾會買啤酒，但此交易次

數卻不到 10 次，那麼這條規則是否具有價值就值

得探討。因此除了信心水準外，另一項指標也非常

重要，那就是支援。支援 P(A∩B)代表符合 A 和 B

的交易次數，支援越高，代表就越值得重視。 



關聯規則是根據交易資料庫為基礎，以不斷的

計算候選項目組以及規則物件，其運算流程如圖

1： 

 

圖 1 關聯規則運算流程 

步驟一： 

掃描交易資料庫，將所有在交易資料庫的資料

轉換為單一候選項目的集合，並計算候選項目的支

援度。 

步驟二： 

此階段 Apriori 演算法會根據預先設定的最

小支持度為基礎，選擇候選項目，假設最小支援度

為 2，則大於或等於 2 的候選項目將會被挑選出

來，產生最大頻繁的項目集合。 

步驟三： 

繼 續 產 生 兩 個 項 目 的 項 目 組 (2-item 

itemset)，也就是一個交易中 2個項目同時出現的

狀況，而在第一次被剔除的候選項目將不會在出

現。因為 D 項目在第一次已經被剔除，因此在

2itemset 的候選項目集中，將不會在出現。 

步驟四： 

Apriori 會根據上述之方法，持續進行候選項

目並找到最大頻繁項目 

步驟五： 

利用 Apriori 求出最大頻繁項目集後，我們可

利用信心水準 P(B︱A)來判斷關聯規則是否成立。 

 

2.1.2資料採礦應用於圖書館案例 

 
近年來，資料採礦技術應用於圖書館議題分別

有讀者借閱行為分析、資源有效利用、個人化推薦

等問題之研究，以下將針對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回

顧。 

資料採礦技術應用於讀者借閱行為分析有，黃

淑霞（2007）利用資料採礦(Data Mining)的技術

來分析，藉由讀者借閱歷史資料提供圖書館個人化

推薦功能及相關館藏資訊服務，提供相關書籍給讀

者，並進一步分析借閱記錄之閱讀序列，以合作式

過濾資訊技術為基礎，為讀者分群及找出相同興趣

的讀者，提昇圖書館資源利用率及服務品質【6】。   
張慶昌（2006）透過資料採礦之關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s）和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分別探索國

小學童於圖書借閱中，書籍與書籍之借閱順序的關係，

並透過學童的性別、出生、家庭社會地位、學期成

績、圖書類別借閱數量、閱讀動機和學習風格，將

學童分成具有相似閱讀習性的群組【4】。Nicholson

（2006）透過書目探勘學結合資料採礦技術到圖書

服務中，不僅提供資料採礦在數位圖書館服務整合

的一個準則，也提供一個模型讓資料採礦研究者能

更系統的去探勘他們專業領域之問題【22】。 

就資源有效利用之研究有，呂家賢（2004）利

用學生借閱紀錄及資料採礦的決策樹將讀者作有

效的區隔，以借閱冊數為應變數，投入的自變數分

別有學期成績、學院別、有無辦理助學貸款及年

級，用此自變數來建立區隔的準則，協助圖書館進

行目標行銷，接著利用關聯規則建立不同讀者群的

圖書借閱關聯性【3】。蕭勝文（2003）發展一套

實驗型的模糊資訊選粹服務系統，利用模糊詮釋資

料在相關圖書與類別、讀者與類別之間建立不同程

度的關聯，使用者透過此系統的模糊檢索模組，可

以從檢索出的資料中，掌握書籍間的相關性，以便

進一步查找相關書籍，並提昇館藏使用率【8】。 

就個人化推薦之研究有 Chen（2008）利用貝

氏網路之概念建構一個個人化書籍推薦系統，並幫

助讀者找到書籍所在。並且以使用者滿意度的問卷

來瞭解推薦書籍的精確性，使讀者能更有效的利用

圖書館資源，圖書館系統的價值也能夠進一步被改

善【19】。Michail（1999）利用關聯規則並藉由

詢問或是瀏覽來尋找圖書館規則的再現【21】。 

 

2.2 RFID 技術原理 
 

由於目前各行各業中商品的交易、處理、以及

盤點皆採用條碼（Bar Code）來進行產品辨識。隨

著資訊的發展以及顧客對商品的多樣化，採用傳統

條碼將造成諸多問題，若能有效提供一科技技術，

方能大幅改善因條碼所產生之相關問題。 

隨著 RFID 逐漸的演進，並根據標籤具有可重複讀

寫資訊、不需人工介入、可在惡劣環境中使用、與

資訊傳輸快速等優勢。 

 

2.2.1 RFID 基本組成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的組成如圖所示，

可以分成三個部份： 

讀取器(Reader)、標籤（Tag）、應用系統

（Application System），用來接收並轉換所讀取

到標籤的資料。 

其原理是利用讀取器(Reader)發出特定頻率

電波透過天線（Antenna）傳送給標籤（Tag），標

籤接受到電波後，會驅動標籤內部天線之動能將標

籤內之資訊傳回給讀取器，以提供應用系統

（Application System）做資料辨識之處理。 

Tag

Reader

Application System

TCP/IP or 
RS232

Antenna

Tag IC

Tag Antenna

 

圖 2 RFID系統架構 



2.2.2 RFID頻率與標準 

 
為了使國際間具有統一的溝通介面，標準的制

定格外重要，唯有國際間標準的統一化，才能進而

完成不同系統間溝通無礙的可能。目前 RFID 頻率

主要可分為低頻、高頻、超高頻、微波四種以及目

前國際標準之規範如表 1。 

表 1 RFID頻率與標準 
 主要應用領域 主要頻率 主要國際 

標準 

讀取距離 

較短之

RFID標

籤 

應用：動物、門禁、pos ISO 18000-2 

125~134KHz 

<5m 

ISO 18000-2 

135KHz 

應用：悠遊卡，圖書

館，商品管理 

ISO 15693 

13.56MHz 

0~1m 

ISO 18000-3 

13.56MHz 

ISO 18000-7 

433MHz 

讀取距離 

較長之 

RFID 

標籤 

應用：貨架或棧板管理 EPC GLOBAL 

UHF 

0~3.5 

ISO 18000-6C 

UHF 

應用：行李追蹤，供應

鏈管理 

 ISO 18000-45 

2.45GHz~ 

5.8GHz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 RFID的頻率分類及其在讀取上的優缺點如

下表 2。 

表 2 RFID頻率分類 
頻率 優點 缺點 
低頻 

(Low Frequency) 

在標籤接觸液體

或金屬時能有效

發出訊號 

讀取距離較短 

高頻 

(High Frequency) 

傳輸速度快，可對

多標籤進行辨識 
在金屬物品附近

無法正常運作 
超高頻 

(Ultra High 

Frequency) 

讀取距離遠，資訊

傳輸較快，已為市

場主流 

在陰濕的環境下

會影響系統運作 

極高頻/微波 

(Super High 

Frequency/Microwave) 

與超高頻類似 敏感性較高，未被

標準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3 RFID應用於圖書館案例 
 

傳統圖書館管理系統都是採用條碼（ Bar 

Code）來進行書籍辨識，而隨著 RFID 技術成熟以

及可取代條碼缺點之優勢，使得 RFID 導入在圖書

館案例越來越多。德州儀器（2008）與 3M Library 

Systems 成功將無線射頻識別 (RFID) 技術應用

在協助圖書館追蹤管理期刊雜誌【14】。工商時報

（2008）指出由 Web 2.0 概念延伸發展的 Library 

2.0，代表以讀者服務為導向，知識傳播中心將會

是「個人」【13】。經濟日報（2008）西雅圖公共

圖書館（Seattle Public Library）引進全新的無

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自動圖書分類系統。就算

在圖書館關門時刻，借書者依然可從戶外的「還書

口（Book Return）」投入借閱的書籍，輸送帶透

過 RFID讀取器會自動將書籍進行分類【12】。 

綜合 RFID 應用於圖書館之案例可發現，RFID

之導入不僅可為讀者產生廣大的方便性外，對於圖

書館業者可也帶來實質的利益。 

以讀者來說，其效益如下： 

1. 提供簡易操作的自助式服務：可自由掌握借還

書節奏，以節省時間 

2. 縮短等待及預約時間 

3. 提昇個人借閱意願 

 

以圖書業者來說，其效益有： 

1. 降低借還書作業處理時間：利用 RFID技術，以

RFID標籤取代條碼，可免除消磁及上磁的工

作 

2. 提高書籍分類與上架作業效率：對於不在架上

或歸錯架位的圖書，協尋工作較為容易 

3. 簡化盤點作業流程：以 RFID 一次可讀取多個之

特性來簡化盤點作業 

4. 提高書籍流通率：將重複性高之作業，透過 RFID

借還書系統，來增加其流通率 

5. 降低遺失率：RFID標籤可附著於任何媒體上，

如期刊、圖書、光碟、及錄影帶等，並且易

於隱藏 

 

3. 圖書業之資料採礦標準流程 

 
3.1 研究流程 

 
本論文主要是以 CRISP-DM (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資料採礦標

準流程(Chapman et al., 2003)【18】，並結合

RFID 技術來完成 CRISP-RFDM (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 and RFID) 資

料採礦與 RFID標準流程各階段性的任務，如圖 3。 

 

圖 3 CRISP-RFDM 資料採礦與 RFID 標準流程 

 



3.1.1定義系統問題 

 
本研究將針對本論文之研究背景，動機以及目

的進行相關文獻收集，透過文獻的收集及研讀，可

瞭解問題所在以及相關學者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

法，並進一步針對各學者的未來研究趨勢進行探

討、分析、整理並嘗詴以新技術導入，以完成此階

段任務。 

綜合文獻探討可得知，如何以 RFID 新興技術

來讀取及收集資料，並藉由讀者所借閱書籍，利用

資料採礦技術得知其關聯性，以提昇圖書館資源利

用率及個人服務最佳化，乃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 

 

3.1.2定義分析資料 

 
定義完系統問題後，再來是收集所需資料；此

階段包含收集初始資料、敘述資料、探索資料、以

及驗證資料品質。 

資料收集期間為 2007 年 8 月 31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學生借閱紀錄做為分析資料，其中，學

生基本資料庫包含學生代碼、性別、所屬單位、共

三項資料；交易資料庫包含借閱書籍名稱、書籍作

者、書籍類型、語文類型、借閱日期、書版商、條

碼編號共七項資料。 

 

3.1.3資料預處理 

 
資料預處理階段為將原始資料進行處理，並篩

選所需要的表格、變數、紀錄等，最終產生適合用

來建立模型的資料。此階段可能被執行多次且無順

序之分；這些任務包含選擇資料、清理資料、建構

資料、整合及格式化資料。 

為了達到良好的分析結果，將藉由 Excel軟體

將學生基本資料進行過濾、刪除等動作，以符合正

確的資料格式。 

 

3.1.4建立模型 

 
最重要的資料處理階段處理完善後，方可開始

建立模型。資料採礦方法的選擇與應用需針對企業

的問題來選擇，如此才會有好的結果，此階段包含

選擇模型技術、建立模型、評估模型。 

本研究將利用 SQL Server 2005 資料採礦軟體

來建立模型，使用 LabVIEW圖控程式開發出一套介

面並結合 RFID建立一套 RFID 圖書推薦系統。 

 

3.1.5評估模型 

 
模型建立完後，在應用之前，通常需要進一步

驗證模型，來評估模型預測的準確性，此階段包含

評估結果、程序回顧、決定下一個步驟。 

本研究除了利用信心水準、支持度作為規則衡

量指標外，有些學者認為必頇考量項目組的重要

性，公式如下:  

重要性

(A=>B)=log(
的條件機率中發生在非

的條件機率中發生在

AB

AB
)(1) 

根據公式，在「B 中發生 A條件的機率」若高

於「非 B中發生 A條件的機率」，則取對數後會大

於零，且當重要性越大時，代表 A 條件會造成 B

發生的機率提高。若為負值，則 A 條件下會抑制 B

的發生。利用三項指標作為關聯規則評估其優劣的

綜合判斷。 

 

3.1.6 應用模型 

 
模型評估完後，最後階段乃是探討本研究所發

展之系統是否具有可行性，此階段包含計畫發佈、

計畫監督與維護、產生最終報表、回顧專案。 

若本系統能夠持續的應用在圖書館，監督與維

護就變的相當重要，管理階層必需進行人員訓練，

並定期維護，以確保系統能夠正常運作。以及對整

個專案之優缺點進行詳細的紀錄，以作後續分析更

進一步的參考指標，使其專案趨於完整。 

 

4. 系統架構與設計 
 

根據先前章節之敘述，本研究乃是結合 RFID

與關聯規則演算法來開發出一套圖書推薦系統及

借還書系統。此系統之任務主要是根據使用者的歷

史借閱資料，利用關聯規則進行書籍推論並將結果

顯示於系統上，提供讀者相關書籍，期望提升其借

閱率；此外，為了節省讀者因借還書籍其等候時間

過長，本研究將利用 RFID 設備，建構一套借還書

籍系統，此系統將可大幅改善傳統因條碼所造成等

候時間過長之缺失。 

 

4.1 系統核心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核心架構如圖所示。首先，取得

書籍之借閱紀錄及個人基本資料以供分析者製作

適合用來分析的資料表，並存在後端資料庫中，以

供後續分析使用。其次，使用者可選擇所欲點選之

功能模組，如書籍推薦系統或是借還書系統。不論

使用者點選擇那一功能，都會進行帳號及密碼之確

認，確認無誤後，系統將自動顯示使用者基本資

料，如所屬單位、性別等，以及借閱歷史紀錄，如

日期、書籍名稱、作者、出版商等資訊。在書籍推

薦系統中，使用者可根據借閱歷史紀錄進行基本資

料查詢及相關書籍推薦，推薦結果將以關聯性最高

者呈現給使用者。此外，本研究將以 RFID 標籤及

相關設備來進行書籍之借閱及歸還動作。 



書籍推薦系統 借還書系統

進行登錄

使用者與歷史資料

相關書籍
推薦

RFID讀取書籍

資料匯入資料庫中
書籍借閱資料基本資料取得

依使用者自行點選功能模組

帳密確認後，自動顯示個人
資料及歷史借閱紀錄

根據使用者借閱紀錄進行書
籍推薦

利用RFID進行借還書讀取

圖 4書籍推薦系統之核心架構 

 

5. 個案分析與系統實作 

 
本研究個案為針對某大學圖書館之 96 學年度

管理學院學生借閱資料並針對學生基本資料、借閱

紀錄來進行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採礦方法為

購物籃分析中的關聯規則並結合 RFID，來開發出

一套書籍推薦系統。以下將針對分析結果提出說

明： 

 

5.1 書籍關聯分析 

 
透過關聯規則之目的在於希望從交易資料庫

中得知那些書籍項目將會被借閱，進而推薦給讀者

相關書籍，來提高書籍借閱率。資料收集期間為

2007年 8月 31日至 2008年 7月 31日學生借閱紀

錄做為分析資料，其中，學生基本資料庫包含學生

代碼、性別、所屬單位、共三項資料；交易資料庫

包含借閱書籍名稱、書籍作者、書籍類型、語文類

型、借閱日期、書版商、條碼編號共七項資料。 

資料前處理主要可分成兩部份，第一階段使用

Access 以及 Excel 將資料進行彙整、並將有遺漏

值(Missing Value)之交易資料刪除，以製作成可

分析用的表格形式；第二階段將資料匯入至 SQL 

Server 2005 資料採礦軟體中進行分析。 

本研究將最小支持度門檻值設定為 7、最小信

賴度門檻值設為 20％(陳子榛，2008)【5】，關聯

規則將透過此兩項門檻值篩選出規則。分析結果可

得知不同書籍類型其借閱程度的機率，利用此規則

來推薦讀者相關書籍類型。 

表 3書籍與書籍關聯規則分析結果 

支持度 信心水準 重要性 規則 1 規則 2 

24 0.667 1.19  普通論叢   心理學 

14 0.667 1.00  心理學   經營學 

13 0.667 0.99  商業   經營學 

7 0.636 1.54  語文總集   語言文存學 

11 0.625 0.79  理論學   語言文存學 

29 0.462 1.61  製造   工程 

19 0.455 0.18  應用化學   工程 

23 0.444 0.69  西洋史地   經營學 

19 0.444 0.30  目錄學總

論  

 倫理學 

15 0.407 1.04  東洋文學  特種文藝 

8 0.385 0.22  法律  傳記 

16 0.364 0.79  攝影   語言文存學 

14 0.348 0.16  數學   工程 

24 0.348 0.61  經營學  工程 

13 0.333 0.21  迷信   數學 

23 0.333 0.59  經營學  數學 

50 0.333 0.25  工程   數學 

8 0.32 0.60  東洋文學  工程 

 

透過書籍與書籍關聯規則分析過後，規則說明如

下： 

1. 普通論叢     心理學(支持度=24、信心水準

=0.667、重要性=1.19)：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24 項，以及借閱普通論叢的讀者，有 67％會

再借閱心理學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2. 心理學     經營學(支持度=14、信心水準

=0.667、重要性=1.00)：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14 項，以及借閱心理學的讀者，有 67％會再

借閱經營學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透過書籍與書籍關聯規則分析過後，規則說明如

下： 

3. 普通論叢     心理學(支持度=24、信心水準

=0.667、重要性=1.19)：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24 項，以及借閱普通論叢的讀者，有 67％會

再借閱心理學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4. 心理學     經營學(支持度=14、信心水準

=0.667、重要性=1.00)：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14 項，以及借閱心理學的讀者，有 67％會再

借閱經營學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5. 商業     經營學(支持度=13、信心水準

=0.667、重要性=0.99)：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13 項，以及借閱商業類的讀者，有 67％會再

借閱經營學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6. 語文總集     語言文存學(支持度=7、信心水

準=0.636、重要性=1.54)：符合這條規則共

有 7項，以及借閱語文總集的讀者，有 63％

會再借閱語言文存學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本研究除了分析書籍與書籍關聯規則外，為了

達到書籍推薦多樣化，將分析班級與書籍之間的關

聯規則，其結果如所表 4所示。 

表 4班級與書籍關聯規則分析結果 

支持度 信心水準 重要性 規則 1 規則 2 

12 0.75 0.49 流科所碩四 數學 

58 0.707 0.49 電子碩一甲 數學 

33 0.7 0.61 四工三丙 工程 

40 0.583 1.01 工管碩二 統計 

25 0.543 0.97 冷凍碩一 特種文藝 

15 0.5 0.49 精機所碩三 工程 

19 0.474 1.36 四景二甲 財政 

15 0.473 0.47 電機碩一 工程 

14 0.471 0.47 電子碩一乙 工程 

65 0.467 0.49 四冷四甲 商學；經營學 

22 0.455 0.30 資電所碩二 數學 

58 0.45 0.47 四資三乙 商學；經營學 

 

透過班級與書籍關聯規則分析過後，規則說明

如下： 

1. 流科所碩四     數學(支持度=12、信心水準

=0.75、重要性=0.49)：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12 項，以及流科所碩四的讀者，有 75％會借

閱數學類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2. 電子碩一甲     數學(支持度=58、信心水準

=0.707、重要性=0.49)：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58 項，以及電子碩一甲的讀者，有 70％會借

閱數學類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3. 四工三丙     工程(支持度=33、信心水準

=0.7、重要性=0.61)：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33

項，以及四工三丙的讀者，有 70％會借閱工

程類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4. 工管碩二     統計(支持度=40、信心水準

=0.583、重要性=1.01)：符合這條規則共有

40 項，以及工管碩二的讀者，有 58％會借閱

統計類書籍，且重要性大於零。 

本研究將根據書籍與書籍關聯分析結果及班

級與書籍關聯分析結果來做為本推薦系統之書籍

推薦。 

 

5.2 系統實作 

 
根據第四章之系統架構及第五章之分析結

果，本節將針對系統實際進行操作，並介紹系統之

程式功能與結果。 

 

5.2.1書籍推薦系統實作 

 
步驟一： 

系統操作：此功能根據使用者欲登入之系統，

如書籍推薦系統或借還書系統進行點選。 

 
圖 5主畫面 

步驟二： 

系統操作：使用者利用帳號及密碼進行登入作

業，若驗證成功，則下方會顯示驗證成功訊息；若

失敗，會請使用者再次確認帳號及密碼。 

 
圖 6書籍推薦系統登入畫面 

步驟三： 

系統操作：登入書籍推薦系統後，系統會自動

顯示使用者基本資料及借閱歷史紀錄。 

 
圖 7書籍推薦系統使用者與歷史紀錄畫面 

步驟四： 

系統操作：此功能可以根據使用者欲查詢之書

籍，進行書籍基本資料查詢及書籍的所在位置。 

 
圖 8書籍基本資料畫面 

步驟五： 

系統操作：在步驟四中，若欲查詢該書籍之位

置，可點選書籍位置按鈕，即可出現該書籍的平面

位置圖，以提供使用者快速找到書籍。 



 
圖 9書籍位置平面圖 

步驟六： 

系統操作：使用者可根據班級推論及書籍推論

進行相關書籍推薦。以書籍推論來說，借閱心理學

書籍有 67%會借閱經營學，因此推薦經營學中借閱

次數最多者推薦給讀者。若以班級推論，機械碩一

的學生有 40％的機率會借閱語言文存學，因此推

薦語言文存學中借閱次數最多者推薦給讀者。 

 
圖 10班級與書籍推論結果 

 

5.2.2借還書系統實作 

 
步驟一： 

系統操作：使用者利用帳號及密碼進行登入作

業，若驗證成功，則下方會顯示驗證成功訊息；若

失敗，會請使用者再次確認帳號及密碼。 

步驟二： 

系統操作：登入借還書系統後，系統會自動顯

示使用者基本資料及借閱歷史紀錄。 

步驟三： 

系統操作：按下借書讀取按鈕後，透過 RFID

讀取器會讀取到附有 RFID標籤的資訊，如圖 11。

按下確定借書按鈕後，在個人借閱歷史紀錄即會新

增一筆資料，並在借閱狀態中顯示借閱中，如圖

12。 

 

圖 11借書讀取畫面 

 
圖 12 借閱歷史紀錄畫面 1 

步驟四： 

系統操作：按下還書讀取按鈕後，透過 RFID

讀取器會讀取到附有 RFID標籤的資訊，如圖 13。

按下確定還書按鈕後，在個人借閱歷史紀錄將不會

顯示借閱中，如圖 14。 

 
圖 13還書讀取畫面 1 

 
圖 14借閱歷史紀錄畫面 2 

 

6. 結論 

 
隨著知識的爆增與電腦科技的發展，新一代的

新鮮人倘若無法有效提昇自己的競爭力，隨時有可

能就會被淘汰。閱讀書籍儼然已經成為提昇競爭力

最佳的方法之一。然而，如何在蘊藏廣大書籍的圖

書館中有效的結合資訊科技並提供更多的書籍給

予讀者，為各個圖書業者之目標。因此，本研究利

用資料採礦能夠從大量資料中找出潛在人類行為

的交易模式，希望能夠從書籍與書籍中找出有價值

的資訊，並推薦給讀者。由於考量到在借閱書籍時

所造成的等候時間問題，本研究也結合了無線射頻

辨識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新興技術，藉此改善傳統使用條碼所產生的

等候時間。因此，本研究結合資料採礦與 RFID 技

術開發出一套以讀者為導向之圖書推薦系統及借

還書系統，以提供更多元化之書籍給予讀者參考，



最終期望提升讀者書籍借閱率最大以及借還書等

候時間最小。 

本研究具體貢獻有以下幾點： 

1. 利用關聯規則演算法找出讀者借閱書籍之間的

相關規則，並根據分析結果能進一步的推薦

相關書籍給讀者 

2. 透過 RFID能夠快速辨識以及一次能讀取多個

之特性，開發出一套借還書系統，能使讀者

在借還書籍時等候時間較小 

3. 以 LabVIEW 圖控程式開發借還書系統以及圖書

推薦系統，能有效即時提供訊息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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