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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WEB 2.0 的概念興起促使網路使用者從資訊接收者的角色轉變成資訊生產

者，並透過適當的網路平台與其他網路使用者進行資訊分享與互動。近年來，隨

著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已使網際網路中分享的資訊媒體從過去單純的文

字內容逐步演進到以影音多媒體為主流，並發展出許多影音分享網站。然而，為

方便使用者在龐大的分享影音資料中進行搜尋，此類網站往往會提供影片搜尋機

制。不若以文字描述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網站，影音分享網站每則影音檔案都只有

少量的描繪資料可供進行關鍵字比對，容易在比對時造成字串錯配（Word 

Mismatch）的問題，進而影響影音檢索的效能。本研究提出以社會性標籤為基礎

的擴充搜尋技術（STBQE），先藉由局部分析方法取得初步的影片搜尋結果，再

試圖利用使用者分享影片時，針對影片內容所制定的描繪標籤，來進行搜尋字串

擴充以及後續搜尋結果排序。本研究最後利用實證評估方式來比較現有影音分享

網站的搜尋機制與本研究提出 STBQE 的差異，而結果發現本研究提出擴充搜尋

技術能在特定情境之下改善現有方法的搜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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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turned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on the Web from the form of textual content into that of multimedia and fostered 

the development of video sharing websites. To ease the access of the large number of 

online videos, the sharing websites usually provide web surfers the mechanism for 

searching their targeted videos. However, traditional searching approaches that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contents may not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search for the online 

videos, which generally contain a few annotations given by the providers. As a result, 

keyword search has been one of the familiar approaches to the video retrieval, although 

it may suffer from the word mismatch problem. In this study, we inten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n retrieving the online video by proposing the Social-Tag-Based Query 

Expansion (STBQE) approach. To identify from the initial search results the context 

words relevant to the user’s query, our approach can use which to expand the search and 

well rank the search results. Our evaluation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posed STBQE approach is comparable to the performance benchmark, 

YouTube.com, under some evaluation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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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管理大師 Peter F. Drucker（2001）認為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Information 

Technology」為「Information」而不是「Technology」，僅著重技術層面的開發而

忽略資訊的本質，將使資訊科技成為一具空的軀殼，而不能使社會增值（Drucker 

2001）。以高互動性與個人化為核心的 WEB 2.0 概念被提出後，網路服務提供者

亦逐漸接受網路使用者從過去的資訊接收者轉變為資訊生產者，藉由提供適當的

網路平台讓使用者充份表達自己的意見，並與其他的使用者進行互動。著名的

WEB 2.0 技術提供者，像是 Amazon、 eBay、Google、MySpace、Yahoo、

YouTube 與 Wikipedia 等網路服務供應者，其提供網路使用者不需具備特殊資訊

技能，便能簡單快速進行資訊分享的網路平台與工具。 

近年來，隨著網路與資訊科技軟、硬體的快速發展，已使得網路中資訊分享

的媒體從單純的文字內容逐步演進到影音多媒體。相較於文字內容，多媒體擁有

較高的資訊豐富度，且能替代繁瑣或難以清楚表達的文字敘述，並減少文字使用

量，因此較能引起網路使用者的注意。根據知名網路研究機構 comScore
1在 2007

年 11 月針對美國網路使用者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超過 75%的網路使用者曾經

觀看過線上影片，且每位使用者平均花費 3.25個小時，相較於前年 1月的調查結

果成長 29%。更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在不計重複造訪人次的情況下，美國網路使

用者總計在該月觀看約 9.5 億部線上影片，而其中 2.9 億的影音來自

YouTube.com，Hitwise
2調查報告亦顯示，線上影片分享的市場正在持續大幅度地

成長。 

一般而言，影音分享網站多半會提供搜尋機制，方便使用者取得想要的影音

檔案。然而不同於傳統以文字描述為主要內容的網站，具備眾多的文字可供搜尋

引擎進行搜尋文字的比對，影音分享網站往往只能利用影音檔案的描繪資料

（Meta Data），例如標題、標籤與相關描述等少量的文字描述進行檢索比對。儘

管如此，由於線上影音資料數量的快速成長，以及使用者對於個人化服務的需

求，影音分享網站多半提供使用者自行制定影音描繪資料的功能，由使用者依據

自己的喜好來進行影音資料類別管理，讓使用者得以更快速檢索分享的影音資

料。舉例來說，YouTube.com 可讓影片發佈者給定影片標題（Title）、相關類別

（Type）、影片標籤（Tag）及相關內容描述（Description）等資料，除相關類別

中的選項係由服務平台先行定義外，其他資料皆可由使用者依喜好自行給定，以

方便日後對於個人分享影片的存取與管理。上述由使用者定義影片類別標籤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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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稱為社會性標籤制定（Social Tagging）或協同式標籤制定（Collaborative 

Tagging），其允許使用者依照自己的喜好給予文件或檔案相關的關鍵字或標籤，

讓使用者參與文件或檔案的分類過程，而非被動接受網站所提供的分類方式

（Chi & Mytkowicz 2007; Passant & Laublet 2008; Rowley 1995）。 

社會性標籤制定機制可結合眾人之志將線上資源進行分類標定，除直接反應

使用者的喜好外，並間接反應社會潮流，更可讓使用者依據熟悉的分類方式進行

資訊檢索。儘管如此，根據 Furnas et al.（1987）研究指出，不同兩個人使用相同

文字描述同一個概念的機率小於 20%。一般來說，不同使用者對於相同字詞的意

義往往會有不同的認定，且往往會使用許多創新且相異的詞彙來表達相同意義的

概念（Golder & Huberman 2006; MacGregor & McCulloch 2006）。此外，影音分享

網站提供扁平式而非階層式的社會性標籤制定，不同經驗背景的使用者在為相同

影片制定標籤時，可能會擷取不同階層的概念，而形成概念階層的特異性

（Specificity）（Golder & Huberman 2006; Zauder et al. 2007）。舉例來說，使用者

A與 B皆擁有跟「哈士奇」相關的影音，假設使用者 A對於狗具有高度興趣及擁

有豐富的相關知識，可能會採用比較特異的（Specific）標籤「哈士奇」來標註該

影片；相反地，使用者 B 對於狗的喜好程度及擁有的相關知識皆不及使用者 A，

則使用者 B 就可能會採用較一般化（General）的標籤「狗」來標註該影片。因

此，在仍是以關鍵字比對為主要搜尋方式的影音分享網站中，若使用者在進行影

片搜尋時未能給予適當的搜尋字串，則容易面臨字串錯配（Word Mismatch）的

問題，影響搜尋引擎的檢索效能（Wei et al. 2007; Carpineto et al. 2002; Xu & Croft 

2000）。此外，過去的研究亦指出，使用者平均只使用兩個字彙來進行資訊搜

尋，過少的搜尋字串往往也會影響搜尋引擎找出合適資料的機會（Croft et al. 

1995）。 

為了解決影音分享網站中以使用者自訂社會性標籤作為搜尋基礎，所容易引

發的字串錯配的問題，過去的研究多著重在發展自動或半自動化的技術，來擴展

影音的標籤（Ballan et al. 2010; Krestel et al. 2009; Yang et al. 2011），藉由增加影音

標籤的數量，以減低字串錯配的機率。然而，文獻中卻鮮少從另一個角度－增加

搜尋字串的數量或稱為搜尋字串擴充（Query Expansion），來探討影音搜尋可能

發生的字串錯配問題。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搜尋字串擴充技術在影音搜尋環境中

的可行性與效能進行研究。在文件檢索的環境中，字串錯配一樣是影響檢索效能

的一個主要問題，因此，過去有許多研究嚐試透過增加搜尋字串字數，以提高文

件和搜尋字串吻合的機率，減少字串錯配所帶來的影響（Xu & Croft 1996）。研究

進一步指出，即使列出一堆字串供使用者選擇用以擴充搜尋字串，使用者也很難

選到正確的擴充字串（Ruthven 2003; Hoeber et al. 2005），故需透過自動化的搜尋

字串擴充方式（Automatic Query Expansion），協助使用者進行搜尋字串的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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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檢索的效能（Wei et al. 2007）。考量搜尋字串擴充在傳統資訊檢索領域已被

廣泛地研究，且提出了許多搜尋字串擴充的演算法，故本研究將著重在於分析目

前主要的搜尋字串擴充演算法的優缺點，從中找出一個適用於影音搜尋應用的架

構，並考量影音分享網站的特性，適當修改選定的演算法，再以實際驗證方式評

估所提出的方法在現行的影音搜尋平台中的效能表現。 

根據 Au Yeung、Ginnins 與 Shadbolt（2007）的研究指出，在某一時間點或

某一影音檔內，使用者對於特定標籤幾乎不會同時用來形容不同的概念，若其伴

隨著不同的標籤出現在不同的影音檔案中，則該特定標籤可能代表不同的含意，

而與特定標籤共同用來描繪影片的標籤，則稱為此特定標籤的情境文字（Context 

Word）。據此，情境文字應可以協助評估影音所處的情境，並加以提升影音檢索

的效能。因此，本研究將提出一個以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Social-

Tag-Based Query Expansion，STBQE），利用情境文字的分析，來支援影音分享網

站中的影片資料檢索。此外，考量影音分享網站中資料經常變動的特性，本研究

採用局部回饋（Local Feedback）（Buckley et al. 1996）的搜尋字串擴充方式，將

初步搜尋結果做為擴充搜尋的基礎，並利用情境文字的特性建構擴充辭典，用於

擴充使用者的搜尋字串並做為搜尋結果的排序準則。 

本研究後續內容編排如下，第二章將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探討，第

三章會詳述本研究提出的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第四章說明實證評

估設計與重要結果，最後於第五章描述本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貳、文獻探討 

本章的重點在探討本文的相關研究成果，因為本文提出的社會性標籤為基礎

的擴充搜尋技術（Social-Tag-Based Query Expansion; STBQE）為一個以文字為基

礎的資訊檢索系統，並結合了搜尋字串擴充的概念，因此本章分別就資訊檢索與

搜尋字串擴充此兩大研究議題進行探討。除文字為基礎的檢索系統外，內涵式影

像檢索系統（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在影音或多媒體檢索的研究領域中

是另一個主流的研究方向。內涵式影像檢索系統主要利用影像的低階（Low-

level）、非文字（Non-Textual） 內容，例如，顏色、紋理、形狀等，來進行影像

的檢索或搜尋字串擴充（Haubold et al. 2006; Rahman & Bhattacharya 2009），因本

文的方法是以關鍵字為基礎的檢索方法，考量主題的相關程度與文章的篇幅限

制，故未於相關文獻探討中介紹內涵式影像檢索系統及其相關搜尋字串擴充方

法。有關內涵式檢索系統的相關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Lew 等人之研究成果

（Lew et al 2006）；而內涵式影像檢索系統相關的搜尋字串擴充方法，則可參考

下列文獻（Hong et al. 1998; Rahman & Bhattacharya 2009; Zhai, Liu &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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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一、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數量龐大且雜亂的資訊，若未經過系統化的規劃、分類、及索引，將導致使

用者無法在適當時間內取得其所需的資訊或知識（van Rijsbergen 1979）。儘管使

用者仍可藉由逐一檢視的方式來搜尋所需的資訊或知識，以滿足資訊的需求，然

而在面對快速成長的文件數量下，往往無法以上述人工方式檢索資料。也因此，

如何快速且正確的取得使用者所需的資訊，即為資訊檢索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從

過去相關文獻來看，在建構資訊檢索系統時所採用的模型架構主要可區分成三大

類，分別是布林模型（Boolean Model）、向量模型（Vector Model）及機率模型

（Probabilistic Model）（Baeza-Yates & Ribeiro-Neto 1999; van Rijsbergen 1979），

以下分別說明此三種模型。 

（一）布林模型 

布林模型是最早被提出來的資訊檢索方法，利用布林運算子的各種組合，取

得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使用者下達的搜尋字串，在與資料庫中的文件索引字

詞，符合布林運算時才會擷取該文件，反之則予以略過（van Rijsbergen 1979）。

舉例來說，假設 Q1、Q2、Q3為搜尋字串，並以公式 Q =（（Q1 AND Q2）OR Q3）

做為本次查詢基準，則檢索系統將會回傳同時具有 Q1 及 Q2，或者具有 Q3 的相

關文件給使用者。此種模型的主要缺點為無法對於檢索的文件進行適當排序。雖

然可以經由日期或者文件某些特性進行排序，但是卻無法真正滿足使用者對於檢

索結果進行相關性排序的需求（Harman 1993; Singhal 2001），也因而有向量模型

及機率模型等模型架構被提出。 

（二）向量模型 

向量模型以詞彙（Terms）作為文字區段的向量維度，並且將文字區段表示

成一個向量（Salton et al. 1975）。一般而言，文字區段會事先排除無意義的字

（Stopwords）形成一詞彙組合，詞彙組合中的每個字詞透過數學模式，計算其在

此段文字中的重要程度。通常在衡量字詞重要性時主要會考量三個重要因子包括

字詞頻率（Term Frenquency，TF）、文件頻率（Document Frenquency，DF）、及

文件長度（Document Length）（Singhal 2001）。字詞頻率用來衡量詞彙在文字區

段或文件內出現的次數，越多次代表此詞彙在文字區段或文件中具有較高的代表

性。文件頻率主要在計算詞彙出現在多少文件之中，若出現在越多文字區段或文

件之中，表示該詞彙為較常使用的字詞，例如：你、我、他等，文件頻率恰與字

詞頻率相反，文件頻率越高的字詞其重要性越低。因此，以文件頻率為基礎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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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方式，通常都會採用倒轉的文件頻率（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IDF），衡

量字詞的權重（Jones 1972）。最後，當多個文字區段或文件集合中所具有的文字

數量不相同時，則擁有越多文字的文字區段或者文件，通常會擁有較高的機率包

含較多的詞彙及較高的詞彙重複率，而文件長度被用以進行詞彙加權的正規化

（Singhal 2001）。 

目前字詞重要性的衡量方式，大都以上述三項的因子加以變化而成，常見的

方式包括有詞彙頻率與倒轉的文件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Salton et al. 1983）、資訊獲利（Information Gain，IG）

（Quinlan 1986; Mitchell 1997）、互訊息（Mutual Information，MI）（Fano 1961; 

Church & Hanks 1989）、卡方統計量（chi-square）（Schutze et al. 1995）等方式。

計算所有字詞重要性後，通常會以前 k 個重要程度較高的字詞做為文字區段或文

件的代表字詞，並用來將文字區段或文件表示成向量，以便後續進行與搜尋字串

的相似度計算。在進行文字區段或文件表達時，每個代表字詞都會被視為一個向

量維度以重新表達此文件，如下列公式所示： 

 D
→

 = (W1, W2, …, Wk)  (1) 

其中，D
→

代表文件的向量；Wj代表第 j 個字詞在文件 D 中的重要程度（權重）。

在將搜尋字串和文件轉換成向量後，便可針對兩個向量進行相似度的計算。向量

之間的夾角常被用來衡量兩個向量之間的相似程度，若平行則兩個向量相似度為

1；若垂直則相似度為 0（Singhal 2001）。其計算方式如下列公式所示： 

 Sim( Q
→

, D
→

) = 
Q
→

⋅D
→

| Q
→

|×| D
→

|

  (2) 

（三）機率模型 

根據機率排序定律（Probability Ranking Principle），文件群集應該依照文件

和搜尋字串的相似機率由高往低排列，以取得較佳的資訊檢索效能（Roberson 

1977）。但搜尋字串和文件的機率卻很難正確得知，因此機率模型主要以估計方

式來評估文件和搜尋字串相似的機率。機率檢索一開始是由 Maron 與 Kuhns

（1960）提出，雖陸續有研究提出不同的機率模型，但大部份的機率模型仍然以

Bayes定理為基礎，推估搜尋字串和文件的相似機率（Baeza-Yates & Ribeiro-Neto 

1999）。文件和搜尋字串相關和不相關的機率分別可以用P(R|D) 、P( R
—

|D)表示，

而文件排序則可以下列公式做為排序的基準： 



540 資訊管理學報 第十九卷 第三期 

 

 log








 
P(R|D)

P( R
—

|D)
 (3) 

經由 Bayes定理轉換可轉換成下列公式： 

 log








 
P(R)P(D|R)

P( R
—

)P(D| R
—

)
  (4) 

因為事前機率 P(R)及P( R
—

)，跟文件是否和搜尋字串相關互為獨立，對於排序

結果並無影響，因此可將公式進一步簡化如下列公式： 

 log








 
P(D|R)

P(D| R
—

)
  (5) 

不同的機率模型對於機率預估的方式，大部份則是由簡化公式引申變化而

成，而資訊檢索的效能差異，則會受到不同機率估計方式的影響。 

二、搜尋字串擴充（Query Expansion） 

搜尋字串擴充（Query Expansion）主要是利用相關文字來擴充增加使用者的

搜尋字串，以解決資訊檢索時因搜尋字串過少而導致無法正確比對的問題。搜尋

字串擴充的概念最早由學者 Jones（1971）提出，其透過數學模式的計算，以文

字共同出現頻率為基礎將相關文字進行分群，做為擴充字串的基礎。文獻中已有

許多搜尋字串擴充的方法，根據用於分析擴充字串的資訊來源之差異，主要可以

分成全域分析（Global Analysis）或局部分析（Local Analysis）兩種分析方法

（Attar & Fraenkel 1977; Carpineto et al. 2002; Cui et al. 2003; Dinh & Tamine 2011; 

Wei et al 2007; Xu & Croft 1996; 2000），以下針對文獻中一些代表性的搜尋字串擴

充研究進行討論。 

基於「高度相關的字串經常共同出現在相同的文件內」此一關聯假設

（Association Hypothesis），全域分析在所有的文件群集中，計算字串出現的次數

以及字與字之間的關係，建構一個統計式辭典，用以進行搜尋字串擴充（Jing & 

Croft 1994）。根據字串共同出現的情形，Jones（1971）提出將字串分成數個群

集，之後找出搜尋字串涵蓋的字串群集來進行擴充。Qiu 與 Frei（1993）提出概

念式（Concept-based）搜尋字串擴充技術，其特殊處在於挑選擴充字串時，擴充

字串需與整個搜尋字串而非其中的單一組成字串進行相似度評估。Gauch、Wang

與 Rachakonda（1999）認為高度相關的字串有可能是互補字，並不一定會共同出

現，但卻會有高度相似的情境字串（Contextual or Surrounding Terms），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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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情境字串的相似度來建構統計式辭典。考量字串可能不是獨立的況狀，

Deerwester 等（1990）認為文件群集涵蓋的重要概念應該由重要的潛在結構

（Latent Structure）而非所有的字串來表示，因此使用潛在語意索引（Latent 

Semantic Indexing）技術來找出文件群集中的重要潛在語意，之後將所有的文件

與搜尋字串都轉換到 LSI 潛在語意結構中來進行檢索。上述搜尋字串擴充技術採

取不同的策略來估算字串間的關係，但有一個共同點：使用文件群集中所有的文

件來進行分析，因此文件群集中任兩個字串只有一個相似度估算值。然而，文件

群集可能涵蓋許多的主題，兩個字串的相關程度在不同主題中可能差異很大，因

此全域分析在文件群集主題太廣時，可能會有檢索效能不彰的問題（Gauch et al. 

1999; Liu & Chu 2005）。例如，「哈士奇」與「臘腸」在討論狗的文章中可能是高

度相關的字串，但在討論餐廳的文章中則沒有顯著關聯。 

針對全域分析的缺點，局部分析不是使用整個文件群集，而是只針對原始搜

尋字串所取得的部份文件進行字詞萃取，以找出具有代表性的字詞來進行字串擴

充（Xu & Croft 1996）。局部分析可再細分成相關性回饋（Relevance Feedback）

及局部回饋（Local Feedback）兩種方式。相關性回饋（Rocchio 1971; Salton & 

Buckley 1990）是一種利用使用者對於初次搜尋結果逐一進行相關性判斷，將結

果區分成正、負兩種範例後，回傳給搜尋系統以修正進行再次搜尋的字串。在假

設使用者可以準確判斷搜尋結果和搜尋字串有無相關性的前提下，此種方式已被

證實有效（Harman 1992）。相關性回饋雖然可以提高搜尋引擎的效能，但回饋資

料必須要由使用者提供，在非強迫性之下使用者通常意願較不高，故此種方法較

少被採用。局部回饋（Local Feedback）（Attar & Fraenkel 1977; Khan & Khor 2004; 

Xu & Croft 1996; 2000）是因應使用者回饋意願不高的問題而提出，此方法假設搜

尋引擎傳回的前數筆文件都是正確的，在不經過使用者判斷的情況下，直接將這

些假設是正確的資料用於擴充搜尋字串。Attar 與 Fraenkel（1977）將搜尋引擎傳

回的前數筆文件中的字串進行分群，再用於擴充搜尋字串。Xu 與 Croft（1996）

則是找出搜尋引擎傳回的前數筆文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串來進行擴充。Khan與

Khor（2004）捨棄直接將擴充字串加到原始搜尋字串中的做法，直接將每個搜尋

字串視為一個額外的搜尋字串，分別進行檢索。採用與 Qiu 與 Frei（1993）相似

的概念，Xu 與 Croft（2000）提出局部情境分析（Local Context Analysis）技

術，其特殊處為僅分析搜尋引擎傳回前數筆文件的部分資訊（Passages）來進行

搜尋字串擴充，以避免文件過長夾帶過多不相關資訊，影響搜尋字串擴充的效

能。局部回饋的效能取決於搜尋引擎回傳的前數筆資料的正確性，若正確性不

高，則產生的擴充字詞可能會與原始的搜尋字串相關性不高，導致字串擴充失敗

（Cui et al. 2003; Huang et al. 2003; Xu & Croft 1996; 2000）。此外，搜尋字串的好

壞也嚴重影響局部分析的效能（Losada 2010）。局部分析方法基本上需要花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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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運算時間於關聯程度的計算，因此對於即時性要求高的互動式系統

（Interactive System）可能會造成運作上的困難（Gauch et al. 1999）。 

不論是使用全域分析或局部分析的方式進行字串擴充，都會面臨詞意混淆，

亦即同字異義與異字同義的問題，因此有研究提出以辭典為基礎（Thesaurus-

Based）的方式，來解決詞意混淆問題，以改善字串擴充效能（Gong et al. 2005; 

Gong et al. 2010）。比較常見的辭典如WordNet（Miller et al. 1990），其類似標準

的辭典，包含字的定義及字與字之間的關係，而差異之處在於標準辭典是使用字

母順序排列，WordNet 則是以概念當做排序依據（Gong et al. 2005）。此外，

WordNet 亦使用階層式的概念架構，分成上位詞（Hypernym）、同義詞

（Synonym）及下位詞（Hyponym）。Synset 則是 WordNet 最基本的單位，一個

Synset 代表的是一個概念；而上位詞指的是在階層概念中位於 Synset 上層的概

念；下位詞則指的是位於 Synset 下層的概念。舉例來說，WordNet 3.0 對

「Computer」所定義的上位詞有｛Machine, Device, Entity｝，下位詞則是｛Analog 

Computer, Digital Computer, Home Computer｝。儘管以事先建立的標準辭典來進行

字串擴充可以解決部份詞意混淆的問題，然而當使用者可以依據自己的習慣及喜

好來給予相同影片不同的描述文字，且其使用的字詞往往會隨時間經過而不斷創

新時，則無法隨時更新的辭典（Thesaurus），就顯得不適用於快速變動的 WEB 

2.0環境中來進行搜尋字串擴充。 

考量全域分析、局部分析與辭典為基礎等搜尋字串擴充方法的優缺點，本文

認為使用局部分析來進行影音搜尋環境的搜尋字串擴充較為適當，原因在於：(1)

影音分享網站內的影音資料通常涵蓋相當多的主題，因此使用全域分析無法適當

處理兩個字串的相關程度在不同主題中可能差異很大的問題；(2)影音分享環境中

使用者用於標註影音的標籤可能是經常變動的，例如，「小三」一詞是最近數月

使用者高度使用的一個標籤，當採用辭典為基礎的擴充方法時，使用的辭典可能

完全不涵蓋小三這個詞彙，若是使用全域分析，標註「小三」一詞的影音檔在整

個影音資料庫中可能只占一部分，因此「小三」一詞在建構出來的全域式統計辭

典可能是一個不太顯著的字串。反觀，使用局部分析方法可避免上述的兩點問

題，因統計辭典建構的基礎是原始搜尋字串所取得的部份文件。此外，相關性回

饋需要使用者的即時回饋，實用性較低，因此本文採用局部回饋的方式來發展所

提之以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Social-Tag-Based Query Expansion，

STB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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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性標籤為基礎之擴充搜尋技術 

在影音分享網站的使用環境下，使用者可依喜好給予自己發佈的影片進行字

詞標註，用以描繪該影片內容或對其進行個人化分類。一般來說，使用者通常會

給予一個以上字詞（標籤）來共同描繪影片所呈現的內容或概念。因此，某些標

籤集合往往會共同出現以表示某個特定內容或概念，而經常伴隨著某標籤 Ti共同

出現以標註不同影片的相關標籤，由於其可能隱含標籤 Ti所處的情境或與標籤 Ti

共同表示某個概念，在本研究中稱這些相關標籤為標籤 Ti的情境文字。基於上述

標籤標註的特性，本研究提出以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Social-Tag-

Based Query Expansion，STBQE）。STBQE 先試圖找出使用者所下達的搜尋字串

相關的情境文字，藉由豐富搜尋字串的情境，來提高影片搜尋的效能。在現有的

影音分享環境中，每部影片的發佈者通常會提供與影片內容高度相關的標題與標

籤（類似文章關鍵字），因此本研究主要利用這兩種資訊來做為找尋搜尋字串相

關情境文字的基礎。除此之外，本研究採用局部分析的方式來擴充搜尋字串。由

於影音分享環境的資料處於經常性變動的狀態，在WEB 2.0中使用者往往會創造

許多新用詞，例如「補教人生」、「開箱」等。如文獻所述，若使用全域分析方法

則需經常進行重新分析，才能有效處理不斷創新的詞彙。局部分析的字串擴充方

式只針對部份的文件進行詞彙分析，以找出具代表性的詞彙來進行字串擴充（Xu 

& Croft 1996）。從這個角度來看，局部分析的方式應較能因應詞彙多變的環境，

本研究因此採用此方式來進行搜尋字串擴充，以期能改善影音搜尋引擎的效能。 

本研究提出的 STBQE 方法主要包括情境文字辭典建構及影音檢索兩個階段

（如圖 1 所示）。在情境文字辭典建構階段，首先會利用使用者的搜尋字串進行

影音檔案初步檢索，並由檢索的結果中計算影音檔案標籤之間的關聯程度，以建

立情境文字辭典。緊接著在影音檢索階段中，將利用前階段建立的辭典來擴充使

用者的搜尋字串，並以擴充後的字串再一次進行影音檔案檢索，之後將檢索到的

影音檔案依據其情境與使用者搜尋字串之間的相關程度進行排序。以下詳細說明

各階段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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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影音搜尋

排序之搜尋結果

影音資料庫影音資料庫

影音排序

使用者搜尋字串

情境文字辭典建構

初步搜尋結果初步搜尋結果 初步影音搜尋

搜尋字串情境擴充

情境文字辭典建構階段情境文字辭典建構階段

影音檢索階段影音檢索階段

情境文字辭典情境文字辭典

 

圖 1：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之流程圖 

一、情境文字辭典建構階段 

情境文字辭典建構階段主要在建立情境文字辭典，作為後續搜尋字串情境擴

充之依據。如圖 1 所示，此階段主要包含二個步驟，分別為初步影音搜尋及情境

文字辭典建構。在初步影音搜尋步驟中，使用者所下達的搜尋字串 Q 將利用關鍵

字比對方式，找出所有描繪資料中（包括標題、標籤、內容描述等資料）含有搜

尋字串 Q的影片集合 V。 

緊接著，在情境文字辭典建構步驟中將分析搜尋字串 Q與影片集合 V中所出

現的個別標籤 ti的相關性。在評估搜尋字串 Q 與標籤 ti的相關性時，除考量兩者

在所有影片的標籤中共同出現的頻率外，由於標題往往反應影片發佈者對於影片

內容的簡短想法，而使用者通常也會參考影片標題來決定是否為所需的影片，因

此本研究更進一步考量分別出現 Q 與 ti的影片標題的相似度。據此本研究提出用

以衡量搜尋字串 Q與影片標籤 ti相關性的公式如下： 

 CWi = Freq(Q, ti) × Sim(TGq

→

, TGi

→

)  (6) 

其中 Freq(Q, ti)為標籤 ti 與搜尋字串 Q 共同出現在影片集合 V 中的頻率，而

Sim(TGq

→

,TGi

→

)則是影片標籤中含有 Q 的影片標題集合和影片標籤中含有 ti 的影片

標題集合之間的餘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Singhal 2001）。本研究認為兩者

標題集合的詞彙相似程度越高，則 Q 和 ti的相關程度應該越高，並藉此相似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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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Q 與 ti的關聯程度。舉例說明其計算方式，假設有四部影音檔案分別為 v1、

v2、v3及 v4，其中 v1、v2及 v3影片的標籤中含有 Q（以 TGq表示此標題集合）；而 

v3及 v4則含有 ti（以 TGi表示此標題集合）。我們可以透過詞彙萃取的技術，來取

得 TGq和 TGi各自包含的所有詞彙，再行比較 TGq和 TGi兩者擁有詞彙的相似程

度。所得的相似度越高，則表示 Q 和 ti兩者共同出現的影片越多或是非共同出現

的影片中字彙相似度高。 

由於影片的標題通常是由句子組成，需要先進行字詞截取後方能進行比對。

又標題中可能會夾雜多種語言，因此本研究先將非中文的字詞直接斷出，再將剩

下的中文部份以教育部的語料庫進行詞彙比對，斷出有意義的中文字彙。緊接著

將以聯集方式找出 TGq 與 TGi，並將兩者以向量方式表示，並以過去研究經常採

用且表現較佳的 TF×IDF衡量方式來表達每個字彙在向量中的權重（Billhardt et al. 

2002; Larsen & Aone 1999; Roussinov & Chen 1999; Wong & Yao 1992）。最後，在

獲得每個字彙 ti與 Q的相關程度 CWi值後，進行由大到小排序，並取前 kc個重要

字彙成為情境文字集合 C，以做為後續情境文字擴充及影片搜尋結果排序的依

據。 

二、影音檢索階段 

影音檢索階段主要包含三個步驟（如圖 1），分別是搜尋字串情境擴充、再次

影音搜尋、及影音排序。在搜尋字串情境擴充階段，本研究採用前一階段建構的

情境文字辭典，做為擴充搜尋字串的候選詞彙來源。由於情境文字與搜尋字串 Q

具有高度相關的字彙且其具備多樣性，應有助於搜尋出更多與搜尋字串相關的影

片。儘管如此，由於情境文字集合 C 中的字彙數量眾多（前 kc個 CWi值高的字

彙），為避免過度擴充，本研究進一步選取情境文字辭典中前 km 個重要字彙做為

搜尋字串的擴充字彙，用以進行影片再次搜尋。 

在再次影音搜尋步驟中，本研究利用擴充後的情境文字以取得更多與搜尋字

串相關的影片。由於擴充的情境文字所表達的概念可能涵蓋不同階層，有可能是

搜尋字串的同義字、或是相關字、亦或是概念階層中上下層關係的字彙。基於

此，本研究以 OR 的方式來進行再次搜尋，亦即逐一利用各個擴充的情境文字進

行影音檢索，以取得與不同擴充情境文字相關的影音檔案，再將各別搜尋結果的

聯集來做為最後搜尋結果。本研究期望可以此方式解決使用者在文字使用上的特

異性，以找出不同概念階層且可能與使用者搜尋字串相關的影音檔案。 

在取得重新搜尋的結果後 STBQE 將執行影片排序的步驟，亦即將最有可能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影音給予較高的顯示順位。本研究藉由比對影片的描繪資訊與

情境文字集合 C 的相似度來進行影片的排序，描繪資訊中出現越多搜尋字串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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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文字，則越可能為使用者所要搜尋的影片，應該獲得較高的順位，反之則應

降低其顯示順位。此外除考量情境文字出現的數量外，亦須考慮個別情境文字的

重要性以及描繪資訊本身資料的長度。出現高重要性文字的影片應有相對較高的

順位；而在出現相同數量與相同權重字彙的情況下，描繪資訊較短的影片也應具

有相對較高的順位。舉例來說，假設影音 v1與 v2的描繪資訊分別擁有 10 個與 20

個字彙，且 v1與 v2的描繪資訊中擁有符合搜尋字串情境文字的相同字彙，則此時

v1 的情境媒合程度應較 v2 高。再者，影片的描繪資訊如前所述大致包括影片標

題、標籤、內容描述、及文字評論與回應。一般來說，相較於內容描述以及文字

評論與回應的內容，影片的標題與標籤通常會與影片本身具有較高度的相關。據

此，本研究初步利用標題和標籤兩種影音描繪資訊來進行搜尋結果排序，並進一

步考量兩者之間權重的分配對於排序結果的影響。本研究提出影片排序的衡量公

式如下： 

 CRp = Σ
i∈C








α × 
CWi ⋅ Hip

HW
 + β × 

CWi ⋅ Tip

TW , ∀p ∈ RV  (7) 

其中 CRp為影音 p 的排序分數，分數越高則順位越前面；RV 為影片重新搜尋後

的結果；C 為搜尋字串的情境文字集合；CWi指的是情境文字 ti對於搜尋字串 Q

的權重值；Hip、Tip ∈ {0, 1}分別表示影音 p 的標題及標籤中是否出現情境文字

ti，若有為 1，反之為 0；HW、TW 分別代表標題萃取出的詞彙數量及標籤數量的

加權值；α、β分別指標題和標籤所佔的權重，且 α + β = 1。 

肆、實證評估 

一、評估方法 

（一）實驗設計 

在 STBQE 比較基準（Baseline）的選擇上，最簡單的方法是實作一個不包含

搜尋字串擴充功能的傳統資訊檢索技術，如採用空間向量模型（Vector Space 

Model）之資訊檢索系統（Baeza-Yates & Ribeiro-Neto 1999）。然而採用這樣的技

術作為比較基準可能有失公允，因現有商用影音搜索系統多已加入額外的資訊來

進行搜尋結果排序的工作，例如 Google 的搜尋結果已加入 PageRank 的指標來進

行排序，且搜尋結果普遍優於傳統資訊檢索技術。因此，本文未選擇傳統資訊檢

索技術作為比較基準，相反地，我們決定採用最廣為使用的商業系統（State-of-

the-art）作為 STBQE 的比較基準。目前影音搜尋市場主要由 YouTube.com 所領

導，在所有線上影音提供商市佔率位居第一，故本研究將以 YouTube.com 的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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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做為比較基準，來評估使用社會性標籤擴充搜尋字串對於影音搜尋效能

的影響。 

為瞭解本研究提出的 STBQE 方法在實際使用環境中的表現，本研究招募 50

位曾在一個月內使用過 YouTube.com 的使用者擔任受測者。為使受測者能夠在一

致的平台與介面中進行實驗，避免因實驗環境差異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架設一

個實驗用搜尋網站（如圖 2 所示）。在實驗方面，參與實驗的受測者皆被要求根

據自己當下最想要搜尋的影片，下達一個或多個中文搜尋關鍵字。透過

YouTube.com 提供的 API，該網站能取得初步搜尋結果，該結果也是本研究比較

基準 YouTube 的檢索結果，之後本文提出的 STBQE 會依據該結果進行後續的情

境文字辭典建構、搜尋字串擴充、再次影音搜尋與影音排序等工作。在獲得兩者

的檢索結果之後，網站會將結果聯集並以隨機排序方式將影片的畫面呈現在網頁

中，並讓受測者勾選哪些影片與自己所下達的搜尋關鍵字相關，而受測者的回饋

即為本研究評估影音檢索效能的依據。 

 

圖 2：本研究架設之搜尋網站介面 

（二）評估準則 

資訊檢索系統效能的衡量，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評估準則，衡量系統不同面

向的效能。召回率（Recall）和準確率（Precision）為資訊檢索與文字探勘較常用

使的評估準則（Makhoul et al. 1999），而其他的評估準則通常為此兩項指標的變

化延伸。召回率評估檢索到的相關文件涵蓋所有相關文件的比率，而準確率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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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所有檢索的文件中有多少是相關文件。由於在實際環境中的影音檔案數量相

當龐大，無法讓使用者檢視所有檔案是否符合所需，因而傳統召回率及準確率須

微幅修改方能適用於本實驗評估。本研究最後採用的評估準則包括前 N 筆資料準

確率（Precision）、平均準確率（AP）、及平均效益（AU），其分別說明如下。 

本研究採用傳統的準確率來評估影音檢索系統取回的前 N 筆影音能夠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命中程度，計算方式如下所示： 

 Precision = 

Σ
r=1

N

 R(r)

N
  (8) 

N 為搜尋引擎檢索回的影音數量；r 代表影音的排序；R(r)指排序為 r 的影音

是否為相關的影音檔案，相關為 1，不相關為 0。 

影音檢索除了考量取得正確資訊的能力外，也應該考量影音檔案的排序位

置。對於搜尋字串的關聯程度越高的影音檔案，應該要放置在影音檢索列表的越

前端，讓使用者較先閱讀到使用者認為最相關的影音檔案，減少觀看到不相關影

音的機率。為了評估檢索排序結果的優劣，本研究採用 Voorhees 與 Harman

（1999）所定義的平均準確率（Average Precision, AP）做為評估準則。AP 數值

越高代表系統檢索影音的排序效能越好，其計算方式如下列公式所示： 

 AP = 

Σ
r∈R

P(r)

|R|
  (9) 

|R|代表使用者認定相關的影音集合數量；P(r)指的是當排序為 r 的相關影音之準

確率。 

舉例來說，搜尋引擎根據搜尋字串檢索出 20 份的影音檔案，其中 4 份為使

用者認為與搜尋字串相關的影片，其在搜尋結果的排序分別為 1、2、4 及 10。則

第 1個影片的準確率為 1/1=1，第 2個影片的準確率為 2/2=1，第 3個影片的準確

率為 3/4=0.75，第 4 個影片的準確率為 4/10=0.4。故平均準確率（AP）為

(1+1+0.75+0.4)/4=0.7875。 

平均準確率將搜尋結果的排序納入考量，改善傳統準確率沒有考量排序效能

的缺點。儘管如此，其衡量的是使用者獲得資訊的效益，仍未考慮檢索影音過程

中獲得資訊的成本。亦即若搜尋引擎提供過多非使用者所需的檔案，則使用者需

要花費額外的時間進行檢視，無形中也會增加資訊獲得的成本。因此，本研究將

平均準確率的分母修改為檢索取回的檔案數量，提出考量資訊檢索成本的平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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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Average Utility, AU）指標，如下列公式所示： 

 AU = 

Σ
r∈R

P(r)

N
  (10) 

舉例來說，搜尋引擎檢索到 20 筆認為相關的影音檔案，但只有 4 個影音檔

案是使用者認為相關的，且在搜尋結果的排序分別為 1、2、4 及 10，則 AU 為

（1+1+0.75+0.4）/20=0.1575。 

二、影音檢索效能分析 

在使用本研究所提 STBQE 時需考量關鍵字擴充數量（km）、情境文字數量

（kc）、標題和標籤權重分配（α、β）以及詞彙字數長度加權方式（HW、TW）

等四項參數，本研究以實驗方式決定各參數的較佳值來進行後序的比較分析。表

1 為各參數的數值範圍及最終採用的參數值，本研究最後採用擴充字數為 3、情

境文字數為 45、標題權重為 0.5、標籤權重為 0.5、詞彙長度加權方式使用 log 加

權。 

表 1：參數範圍及採用數值 

參數名稱 變數名稱 參數範圍 調整間距 採用數值 

關鍵字擴充數量 km 0~3 1 3 

情境文字數量 kc 5~50 5 45 

標題權重 α 1~0 0.1 0.5 

標籤權重 β 1~0 0.1 0.5 

詞彙數目加權 HW與 TW 1. 沒有加權 

2. 詞彙數量 

3. Log（詞彙數量+1） 

4.（詞彙數量）2 

NA Log（詞彙數量+1） 

表 2：單一關鍵字與多個關鍵字受測者勾選資料分析 

 受測者數量 
平均勾選 YouTube 

回傳影片數 

平均勾選 STBQE

回傳影片數 

平均勾選 

影片比例 

單一關鍵字 32 7.63 8.56 45.16% 

多個關鍵字 18 10.39 6.33 44.99% 

總和 50 8.62 7.76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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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能比較分析 

根據先前的研究結果顯示（Wei et al. 2007），搜尋關鍵字的多寡會顯著影響

擴充搜尋的效能，故本研究先將 50 個受測者根據提供的搜尋字串中關鍵字的數

量分成單一關鍵字與多個關鍵字兩群，再分別進行檢索效能的比較。表 2 數據顯

示，在單一關鍵字的群集中共有 32 名受測者，其平均勾選 YouTube 回傳影片及

STBQE回傳影片數量為 7.63及 8.56；而多個關鍵字群集中則有 18名受測者，其

平均勾選 YouTube 回傳影片及 STBQE 回傳影片數量為 10.39 及 6.33；平均總共

勾選的影片比例分別為 45.16%及 44.99%。當受測者利用單一關鍵字進行搜尋

時，STBQE 所回傳的前 20 部影片中能夠提供相對較多的相關影片；反之當受測

者利用多個關鍵字進行搜尋時，則受測者認為 YouTube 能提供相對較多的相關影

片。圖 2(a)–(c)分別為 STBQE 與 YouTube 在取回 2~20 筆影音檔案時的

Precision、AP 與 AU 等指標的比較結果。實驗結果發現，本研究所提出之

STBQE 在 Precision 與 AU 兩項指標皆優於 YouTube 的檢索結果，但 AP 指標較

YouTube差。Precision與 AU佳但 AP差表示 STBQE在最前幾筆影音（例如，前

2筆）的檢索排序可能較 YouTube差，但整體（前 20筆）的相關比數與排序結果

卻是較佳的。舉例來說，如果只觀察前 2 筆的影音排序，有兩個影音搜尋引擎皆

取得 1 個相關檔案，此時有一個搜尋引擎給予相關檔案排序 1，但另一個給予排

序 2，前者 AP 值為 1，後者為 0.5，AP 值的差距高達 0.5，即使第 2 個搜尋引擎

在其他相關檔案的排序較第 1 個搜尋引擎佳，也很難追回 0.5 的 AP 差值。整體

而言，我們認為 STBQE 在單一關鍵字的檢索效能是較 YouTube 為佳的，原因在

於，單一關鍵字所能表達的檢索需求較為有限，因此使用社會性標籤來進行搜尋

字串擴充能夠改善檢索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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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單一關鍵字 Precision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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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b)：單一關鍵字 AP評估結果 

0.25

0.3

0.35

0.4

0.45

0.5

0.55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AU

Top-kVideos

YouTube STBQE
 

圖 3(c)：單一關鍵字 AU評估結果 

緊接著，我們分析 STBQE 與 YouTube 在多個關鍵字的檢索效能差異。如圖

4(a)–(c)所示，YouTube 在 Precision、AP 與 AU 等 3 個指標上皆顯著優於 STBQE

方法，比較結果與單一關鍵字時完全相反。本研究推測其可能的原因是兩個以上

的關鍵字能夠表達的檢索需求已經相當豐富，且影音檔案所擁有的少量描繪資訊

若存在兩個以上的關鍵字，但卻不會被認定為相關影音的機率相當低，因此以社

會性標籤來進行搜尋字串擴充並無法提升檢索效能，甚至可能會因為過度擴充而

降低搜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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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多個關鍵字 Precision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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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b)：多個關鍵字 AP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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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c)：多個關鍵字 AU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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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STBQE 在單一關鍵字的檢索效能優於 YouTube，但在多個關鍵字

時較 YouTube 差。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 STBQE 在擴充字串時，針對每

個關鍵字各自進行擴充後再分別進行影片搜尋，而導致搜尋出的影片內容發散。

而根據初步搜尋結果來建構的情境文字辭典可能也因此無法聚焦，造成後續進行

排序時無法真正定位使用者所要搜尋的影片情境。此外，STBQE在使用單一關鍵

字進行搜尋的情況下獲得較好的效能。儘管 Hawking（2006）的研究指出使用者

的平均搜尋字串長度為 2.3 個字（Word），但其主要是針對使用英文進行資料搜

尋的環境。一般來說英文多會以複數字來表達一個概念，例如資訊檢索以英文表

達則為 Information Retrieval兩個字，相較於中文表示則只有「資訊檢索」一個關

鍵字。而本研究實驗的樣本也顯示，在不限定受測者使用的搜尋對象及字串長度

之下，約有三分之二的受測者會使用單一關鍵字來進行影片搜尋，這也表示本研

究提出的方法能被應用在實際的搜尋環境中。 

（二）初步搜尋結果之影響分析 

本研究認為初始搜尋所得到的影片與標籤的數量應該會影響檢索的效能。影

片的描述標籤越少，可能暗示著影片所表達的內容單純、特定，須用或可用以描

繪影片的文字數量少、差異相對較小；相反地，影片的描述標籤越多，則可能隱

含著影片所表達的內容複雜，須用或可用以描繪影片的文字數量多、差異也可能

相對較大。因此，若使用者所下達的搜尋字串，其初步搜尋結果中影片的描述標

籤較少，可能表示使用者所要搜尋影片內容比較特定，而當使用者的搜尋想法越

特定，則搜尋引擎應相對給予更精確的結果。基於此，本研究進一步藉由初步搜

尋結果中影片標籤的比例來瞭解不同情境下對搜尋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定義影音-標籤密度指標，其計算方式為每個使用者的初步搜尋結果中

影片的數量除以所有共同出現的標籤數量。本研究依據計算出的影音-標籤密度由

大到小排序後，再將資料均分成三群，亦即形成高、中、低密度三群，並分別觀

察不同影音-標籤密度對於搜尋效能的影響。舉例來說，假設有 6 個使用者其初步

搜尋結果的影音-標籤密度分別為 0.3、0.1、0.5、0.2、1.0及 0.7，則排序後第 5、

6 位使用者屬於高密度群集；第 1、3 位屬於中密度群集；第 2、4 位則屬低密度

群集。高密度表示初步搜尋結果中影片描述標籤較少，影片內容可能比較特定；

相反地，低密度可能表示初步搜尋結果中影片描述標籤較多，影片內容較複雜。 

本研究分別分析單一關鍵字及多個關鍵字的結果，並於表 3 及表 4 分別列出

兩者的相關資訊。比較單一關鍵字及多個關鍵字在高、中、低密度三群的影音-標

籤密度發現，單一關鍵字的密度值遠高於多個關鍵字的密度值，表示利用單一關

鍵字進行影片搜尋的使用者其所要搜尋的對象大多明確。此外，不論關鍵字數多

寡，高密度的群集其影音-標籤密度都遠大於中、低密度群集，而後兩者之間的差

異則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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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單一關鍵字─影音及標籤數量相關資料 

 平均初始搜 

尋影音數量 

平均共同出 

現標籤數量 

影音－標籤 

密度最大值 

影音－標籤 

密度最小值 

影音－標籤 

密度平均值 

高密度 596.09 231.45 11.02 1.25 4.06 

中密度 285.46 300.00 1.23 0.78 0.98 

低密度 290.10 507.20 0.75 0.33 0.59 

總計 393.69 341.19 11.02 0.33 1.92 

表 4：多個關鍵字─影音及標籤數量相關資料 

 平均初始搜 

尋影音數量 

平均共同出 

現標籤數量 

影音－標籤 

密度最大值 

影音－標籤 

密度最小值 

影音－標籤 

密度平均值 

高密度 400.67 408.67 1.34 0.61 0.96 

中密度 134.67 284.67 0.52 0.43 0.47 

低密度 144.00 421.00 0.41 0.13 0.31 

總計 226.44 371.44 1.34 0.13 0.58 

 

表 5 顯示在不同影音標籤密度下使用單一關鍵字與多個關鍵字進行搜尋之受

測者勾選相關影片的狀況。數據顯示在單一關鍵字群集中，除高影音標標籤密度

的情況呈現差異不大的情況外，其餘兩者的情況下都是 STBQE 被受測者認為回

傳的相關影片較多；反之在多關鍵字的情況下則仍是以 YouTube 的相關影片數量

較多。然而不論搜尋關鍵字數量，兩種方式在低影音標籤密度的情況下，其搜尋

效能皆明顯比另兩種情況來得差。推論可能的原因為，低影音標籤密度的影片其

描繪標籤的用字可能較多且發散，而較不容易找到使用者認為相關程度較高的影

片。 

表 5：不同影音標籤密度下單一關鍵字與多個關鍵字受測者勾選資料分析 

 單一關鍵字 多個關鍵字 

 
平均勾選 YouTube 

回傳影片數 

平均勾選 STBQE 

回傳影片數 

平均勾選 YouTube 

回傳影片數 

平均勾選 STBQE 

回傳影片數 

高密度 8.45 8.36 12 6.33 

中密度 8.36 10.27 11.83 7.83 

低密度 5.9 6.9 7.33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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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a)呈現搜尋字串為單一關鍵字時，不同程度的標籤密度下 Precision 的表

現。在低密度的情形下，YouTube.com 的搜尋效能明顯隨著影片排序增加而急遽

下降，這可能是由於低密度群集中影片的描述標籤較多差異較大，導致單純使用

關鍵字搜尋方式的效能會受到明顯影響。相對地，STBQE透過情境文字擴充及比

對方式來搜尋並排序影片，因此在影片-標籤密度低時，其搜尋準確度大致維持穩

定。在高密度群集的表現上，STBQE 的數據較為出色，影片-標籤密度高代表搜

尋出的影片內容較明確且所有的影片大致上呈現相同的概念。儘管如此，影音可

能由不同面向來表達概念，利用情境文字來進行排序，某些程度上可以反應出目

前較多使用者上傳及觀看的影音種類。而在標籤密度為中等時，YouTube 在 k 小

於 14時優於本研究的 STBQE，但 k大於 14時呈現相反結果。 

圖 5(b)為單一關鍵字在不同密度時，AP 數值的變化情形。在高密度群集中

仍是以 STBQE 的效果為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YouTube 在低密度的獲得的

Precision 不佳，但是卻擁有高的 AP 值，表示 YouTube 找到的相關影音較少，但

在排序上給予較高的排序，因而第 6 筆資料之後呈現 AP 數值逐漸下滑的現象。

而 STBQE 在低密度的數據表上現，則是持續的有找到相關的影音，因此 AP 值

才會維持在一定的水準。最後，圖 5(c)為 AU 的數值，結果呈現 STBQE 在高、

低密度的效能通常較 YouTube好，且 YouTube在低密度效能快速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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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a)：影音標籤密度對單一關鍵字 Precision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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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b)：影音標籤密度對單一關鍵字 AP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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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c)：影音標籤密度對單一關鍵字 AU的影響 



以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支援影音分享網站中之影片檢索 557 

 

接著觀察多個關鍵字在不同影音-標籤密度下檢索效能的差異，從圖 6(a)–(c)

中可以得知，YouTube 在高、中、低密度的情形下，Precision、AP 與 AU 等效能

指標皆明顯優於本研究提出的 STBQE，顯示當利用多個關鍵字進行搜尋時，利用

社會性標籤來擴充原始搜尋字串並無法改善檢索效能，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分別

對各個關鍵字進行擴充，導致過度擴充而使得主題更加模糊。反過來看，單純以

關鍵字比對的方式反而能夠更清楚鎖定目標。此外，我們也發現在提供多關鍵的

情形下，YouTube 在高密度群集的檢索效能反而呈現快速下降的趨勢，此結果恰

好與單一關鍵字時獲得相反的結果，其可能的原因是過多的關鍵字反而在對描述

標籤較少、概念較明確的影片進行搜尋比對時造成額外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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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影音標籤密度對多個關鍵字 Precision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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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b)：影音標籤密度對多個關鍵字 AP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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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c)：影音標籤密度對多個關鍵字 AU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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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數據可知，在單一關鍵字的表現上，本研究提出的 STBQE 優於

YouTube 的影音檢索。在低密度的數據可以觀察到，本研究可以有效解決使用字

詞的差異，提升影音搜尋效能；而高密度的表現上，情境比對的方式可以較正確

地進行排序。此外，在多個關鍵字的數據上，YouTube 則較本研究提出的 STBQE

有較佳的搜尋效能，這可能是由於 STBQE 採用聯集方式擴充搜尋範圍，反而導

致模糊了搜尋結果。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為解決以關鍵字為基礎的影音搜尋方式所造成字串錯配的問題，本研究提出

以社會性標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技術（STBQE），以設法擴充使用者搜尋字串的

情境，提高影片搜尋效能。本研究以 YouTube 搜尋引擎做為比較基準，並分析在

不同關鍵字數與不同的影音－標籤密度下，兩種影音檢索系統的效能。實證評估

結果顯示，本文所提 STBQE 在搜尋字串為單一關鍵字時獲得較優於 YouTube 的

檢索效能，然而在搜尋字串為多個關鍵字組成時，檢索效能不如 YouTube。此結

果表示若使用者可以清楚描述所要搜尋的影片內容，則傳統關鍵字搜尋方式便能

夠達成相當不錯的效能；相對地，若僅用單一關鍵字進行搜尋，則本研究提出之

STBQE利用擴充情境文字的方式來擴充使用者搜尋字串，能有助於改善利用單一

關鍵字搜尋時資訊需求不明確的問題。另一方面，由於 STBQE 針對搜尋字串中

的每個關鍵字分別進行擴充及搜尋，因此在面對使用者利用多個關鍵字進行搜尋

時，反而因過度擴充而讓資訊發散，進行降低檢索效能。此外本研究進一步發

現，在單一關鍵字搜尋且初步搜尋結果中的影片-標籤密度高時，利用 STBQE 來

進行擴充並再次搜尋，能獲得較佳的搜尋結果 

本研究貢獻可從技術與實務應用兩方面來說明。在技術方面，針對影音搜尋

環境可供搜尋資訊過少的問題，先前研究多著重在自動或半自動標籤建議的研究

上，鮮少探討搜尋字串擴充技術在此環境下的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以社會性標

籤為基礎的擴充搜尋方式，並以實證研究方式評估搜尋字串擴充技術在實際的影

音搜尋環境（YouTube）中的效能。本研究所提技術利用少量的影片標籤資訊來

進行搜尋字串擴充，將影片搜尋與排序方式從傳統以「點」為主的關鍵字比對，

轉變成以「面」為主的情境比對，而本研究的實證評估結果也顯示，STBQE在搜

尋字串為單一關鍵字時普遍優於單純關鍵字比對的 YouTube。從宏觀的角度來

看，本研究提出以局部回饋分析，且利用社會性標籤來建構字串擴充辭典的方

式，確實能用於具有字詞快速變動特性的WEB 2.0環境中，並有助於提升影音搜

尋的效能。在實務應用方面，一般來說在中文影片搜尋環境中多半以使用單一關

鍵字搜尋居多，雖目前並無相關研究統計，但以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來說，即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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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的受測者只用單一關鍵字進行搜尋，又如結果所示 STBQE 在單一關鍵

字時能夠獲得相對較佳的效能，因此在實務上應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此外，本研

究所僅利用影片本身的描繪資訊來進行字串擴充，其可架構在原有的利用關鍵字

比對的搜尋引擎之上，不需進行大規模的系統修正即可應用。再者其雖需兩次搜

尋，但在現有的分散式搜尋架構下應能使執行時間在合理的範圍內，而適用於線

上即時搜尋回應的環境。 

本研究仍有下列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1)本文目前僅針對中文進行處

理，但實務上一個影音檔案的標籤可能其他語言的文字，因此未來需延伸

STBQE，使其能考量不同語言影片標籤的差異。(2)本文僅利用情境文字相似度來

排序檢索得的影音檔案，但在WEB 2.0快速變動的環境下，額外的因素，例如影

片發佈時間或是使用者對於新影片的偏好等，都會是影響使用者判斷影音檔案是

否相關的依據，未來研究應將 WEB 2.0 環境下的重要因素納入排序時的考量。

(3)STBQE 僅利用影音檔案的標籤來進行情境文字辭典的建構，但影音檔的其他

描述文字，尤其是標題，可能也包含了重要的情境資訊，因此未來在建構情境文

字辭典也應將這些資訊納入評估。(4)本研究著重於分析目前主要的搜尋字串擴充

演算法的優缺點，並加以考量影音分享網站的特性來適當修改選定的演算法，進

而提出一個適用於影音搜尋應用的演算法。因此，在實際驗證方面，本研究針對

所提的概念在實際的影音搜尋環境中與現行搜尋引擎進行搜尋效能的比較，而結

果也顯示本研究提出的字串擴充方法可在某些情境下提升影片搜尋的效能。基於

此，在未來的研究上，我們將進一步考慮比較不同字串擴充演算法之間的優劣，

以其能分析出一個更佳的應用於影音搜尋環境的字串擴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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