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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現今的資訊量過大，常常使人無法及時判讀重要的資訊。本文將以資訊視覺

化的概念呈現，秉持著「最少的油墨下呈現最豐富的資訊」和「讓閱聽者眼球覺

的有趣，增強互動性」的想法，將收集來的專利數據經過平台以視覺化的方式呈

現，讓人能更有有效率的理解資料所傳遞的訊息，而各國專利資料庫多以條列式

的方式提供使用者作為查詢，但是傳統條列式的專利資訊陳列方法並不能讓使用

者在所查詢到的專利資料中快速讀取有用的訊息，因此本論文將提出一個以視覺

化為核心的專利檢索資訊平台架構，並依其流程完成實作予以實現其功能，用以

輔佐使用者進行智慧電網技術相關專利的檢索與分析。在專利的檢索處理上，所

提出的架構先使用文字探勘的方法協助使用者將輸入的文章進行關鍵字排名，同

時使用者可輸入所選擇的關鍵字並進行全球專利資料庫的比對分析，將關鍵字對

標題、摘要及全文的占比以多樣視覺化的方式呈現給使用者，讓使用者能快速瞭

解資料概況，協助使用者做為搜尋專利資料的輔助工具，以期提升專利檢索資料

平台的使用效率。 

關鍵詞：專利分析、資訊視覺化、關鍵字分析、文字探勘、智慧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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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Constructing a Patent Keywords Analysis Platform based 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Name of Institute：Tungha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Graduation Time：(07/2018) 

Student Name：Ying-Wei Huang               Advisor Name：Hsin-Chun Yu 

Abstract：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day is tremendous,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interpret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This research will present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the le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under the ink" and "enhanc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viewer's 

eyeballs", and the collected patent data will be passed through the platform in order to 

assist people understand the data more efficiently. Moreover, the patent database of each 

country provides users as a query in a categorical manner, but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displaying patent information does not allow users to quickly read useful information in 

the patent information that is queried. The paper will propose a patent-based search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implement its functions according to its process 

to assist users in the search and analysis of patents related to smart grid technology. In 

the patent retrieval process, the proposed framework first uses the method of keywords 

extraction to peel off the articles, and the user can input the selected keywords and 

per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patent database. The keyword-to-title, 

summary and full-text ratios are presented to the user in a variety of visual ways, so that 

users can quickly understand the data profile and assist the user as a tool for searching 

patent material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patent search data platform. 

Keywords: Patent Analysis,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Keywords Analysis, Text Mining, 

Smart Grid 

 

 

 

 



 

III 

目次 

摘要---------------------------------------------------------------------------------------------------I 

Abstract----------------------------------------------------------------------------------------------I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5 

第三節 研究架構--------------------------------------------------------------------------5 

第二章、 文獻探討-------------------------------------------------------------------------------7 

第一節 專利說明--------------------------------------------------------------------------7 

第二節 資訊視覺化----------------------------------------------------------------------15 

第三章、 研究方法------------------------------------------------------------------------------18 

第一節 系統架構-------------------------------------------------------------------------18 

第二節 資料蒐集流程------------------------------------------------------------------20 

第三節 研究工具--------------------------------------------------------------------21 

第四章、 系統設計------------------------------------------------------------------------------24 

第一節 資料蒐集-------------------------------------------------------------------------24 

第二節 資料處理-------------------------------------------------------------------------25 

第三節 關鍵字分析------------------------------------------------------------------27 

第四節 視覺化平台建置----------------------------------------------------------29 

第五節 前端平台呈現---------------------------------------------------------3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36 

第一節 結論-------------------------------------------------------------------------------36 

第二節 未來發展與建議--------------------------------------------------------------37 

參考文獻-------------------------------------------------------------------------------------------38 

附錄-------------------------------------------------------------------------------------------------41  



 

IV 

表次 

表 2.1.3-1 CPC 主部技術代號介紹-----------------------------------------------------------13 

表 2.1.3-2 Y主部下之次部技術代號介紹---------------------------------------------------15 

表 2.1.3-3 合作專利分類 Y04S 技術說明---------------------------------------------------41 

 

 

 

 

 

 

 

 

 

 

 

 

 

 

 

 

 

 

 

 

 

 

 



 

V 

圖次 

圖 1.1 我國智慧電表總體架構圖--------------------------------------------------------------4 

圖 1.3 研究架構圖--------------------------------------------------------------------------------6 

圖 2.1.3-1 CPC與 IPC階層結構比較---------------------------------------------------------12 

圖 2.1.3-2 CPC 階層結構介紹-----------------------------------------------------------------13 

圖 2.2-1 視覺化過程----------------------------------------------------------------------------16 

圖 2.2-2 鑽石價格走勢圖----------------------------------------------------------------------17 

圖 3.1 系統架構圖------------------------------------------------------------------------------19 

圖 3.2-1 專利檢索-------------------------------------------------------------------------------20 

圖 3.2-2 專利資料蒐集流程-------------------------------------------------------------------20 

圖 3.3.3 Django 架構圖-------------------------------------------------------------------------23 

圖 4.1.1 PHP 之網路爬蟲程式----------------------------------------------------------------24 

圖 4.1.2 爬蟲之網頁資料----------------------------------------------------------------------25 

圖 4.2.1 Python 之資料前置處理程式-------------------------------------------------------25 

圖 4.2.2 標題與摘要之前置處理-------------------------------------------------------------26 

圖 4.2.3 內文之前置處理----------------------------------------------------------------------26 

圖 4.3.1 RAKE 之 Python 程式碼------------------------------------------------------------28 

圖 4.4.1 Stacked Bar Chart 之 Python 程式碼---------------------------------------------30 

圖 4.4.2 Donut Chart 之 Python 程式碼-----------------------------------------------------30 

圖 4.5.1 Django 文件架構----------------------------------------------------------------------31 

圖 4.5.2 後台管理之Admin.py程式碼------------------------------------------------------32 

圖 4.5.3 模型檔建立之Model.py程式碼 --------------------------------------------------32 

圖 4.5.4 環境建置之 Setting.py程式碼------------------------------------------------------32 

圖 4.5.5 Django 資料庫欄位介面------------------------------------------------------------33 

圖 4.5.6 Django 資料庫介面------------------------------------------------------------------34 

圖 4.5.7 瀏覽器顯示之 view.py方程式定義------------------------------------------------34 

圖 4.5.8 網頁串接之 url.py程式碼-----------------------------------------------------------34 

圖 4.5.9 視覺化平台呈現圖-1----------------------------------------------------------------35 

圖 4.5.9 視覺化平台呈現圖-2----------------------------------------------------------------35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有科學研究指出[1]，人類百分之八十的經驗來自於視覺，相較於閱讀整篇的

文字的廣告，人們更傾向觀看視覺化的訊息，也更容易對視覺化的資訊留下深刻

的印象。而根據全球性資訊及市場測量媒體集團尼爾森（Nielsen Holdings PLC）

調查顯示[1]，當使用者在瀏覽網站時，只會觀看網站中 28%的文字；而內容設計

網站 Column Five 提出[1]，有三個條件讓資訊視覺化受到喜愛：吸引力、理解力及

保留程度。吸引力是指在短時間內利用視覺化內容抓住使用者目光，理解力是指

幫助大腦簡化數據資料的過程，保留程度則是為使用者留下難忘懷之經驗。 

大數據的特性就在於大量、多元、動態變化等，但人類的五官及大腦辨識處

理的能力是有限的，常常過大的數據量導致超出人體可消化的程度。不過，人體

的感官中，視覺對於處理繁雜的訊息之反應能力最為優秀，在人類生活中，時時

刻刻都在透過視覺獲取各種的資訊，所以在相同的資料中，能利用視覺化圖表，

將更容易理解，降低解讀的困難及複雜度[2]。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略讀」已經成

為一種快速吸收資料的趨勢，視覺化的內容也讓讀者可以快速理解複雜的觀念，

讓作者想傳達的主題更加明瞭。 

維也納社會與經濟博物館計畫主持人奧特．聶瑞曾說過一句名言：「與其忘記

精準的數字，不如記得簡化的圖像」[2]。在傳達資訊時，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將資

訊清楚傳達讓對方理解，然而如果將所有資訊完整的提供給對方，便可能導致對

方想要瞭解的意願降低，因此，如果能將數據完整做好整理，並有效利用資料視

覺化的輔助，使分析的過程能及報告呈現更加有趣，使最終呈現的視覺化圖表能

清楚傳達資訊的價值，讓人充分理解其內容及主題。 

而專利文件的數量相當可觀，且每年都以倍數在成長，再加上專利文件都隱

含大量的專業詞彙，若沒有有效的分析方法，將會花費許多人力及時間都無法有

效閱讀及理解其中資訊，此外傳統的專利分類方法，不易理解其專利間之關係，

近幾年所興起的資料視覺化與資料探勘技術進行專利文件之分析研究也逐漸受到

重視，透過發現其中隱含的特徵、關聯或新穎有趣的模式，以提供分析人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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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資訊[3]。面對大數據的熱潮，大家都想能充分利用數據，而不是迷失在龐

大的數據資料中，為了讓資料變得具有意義，將資料進行視覺化是個重要的過程，

透過資訊的降維，能讓人更容易理解資料中所潛藏知識及意涵。 

目前美國專利商標局在 2015 年推出 PatentsView 的新專利資料視覺化平台

（http://www.patentsview.org/）[4]，利用 1976 年至 2014 年 USPTO 所公開的大量

專利文件，連結發明人、機構名稱、地區和整體專利申請活動，以視覺化工具、

查詢工具和彈性應用程式介面，提供廣泛的使用者查找發明人申請專利的時間、

地點和申請趨勢，由此可見利用視覺化的專利檢索平台開始成為一種趨勢。 

而專利為企業無形的資產，專利文件包含了許多有用的資訊，包括能瞭解新

技術的發展動向與機會、評估研發的動向、探測競爭對手的動向…等，專利權使

公司的研發成果受到保護，對於技術的創新、研發還有未來的開發方向皆有重大

的影響[5]。 

Leu[6]認為企業使用專利分析來減少研發成本、計算及分析出相關產業技術，

強化研發成果，並且保護相關的智慧財產權，透過專利分析的方式更能容易的解

釋出技術發展的趨勢及現況。近年來，專利分析之重要性因高科技領域的創新過

程中變得複雜，導致創新研發時間週期所短，導致市場的預測很難準確，因此專

利分析的價值提高，另外許多公司利用專利分析來預測技術發展的趨勢，期望透

過專利分析鎖定市場趨勢，進而擁有創新的表現能使公司在市場上獲利[7] [8]。 

能源是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原動力，在近幾年來世界環境變遷及氣候異常的

影響下，使能源及電力議題更加受到重視，各國除了開始致力於尋找新能源，希

望能夠取代傳統能源外，也開始著手與新科技結合，想找出更多替代方案，減少

資源的浪費。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開始面對許多能源相關的議題，以潮

汐、風力及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來替代傳統的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能源發電，

儼然成為世界各國進行電力建設的新課題。但是利用再生能源發電具有不穩定的

特性，且過去所使用的傳統電網無法應付現今的電力建設需求，所以許多先進國

家提出了升級電網的計畫，並同時進行推動智慧電網（Smart Grid）的技術開發與

設置，如果能透過智慧電網，以更好的狀態生產及配送電力，來應付各種不同的

狀況，安全的控制能源的使用，將能使資源受到更有效的利用，進而節省不必要

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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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在 2009 年所提出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中[9]，提及將針對智慧電網及相關設備之投

資額上達 45 億美元，補助對象包括智慧電表、智慧電網區域實證及儲能實證等。

歐巴馬政府並將智慧電網視為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中一環，希望透過智慧電

網技術的活躍及投資的增加，能夠帶動經濟的穩定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歐洲則是最早跨國電網整合的地區，歐盟以能源、環境及永續發展為議題，

在1998年到2011年間開了三次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 FP），分別為FP5、

FP6 及 FP7，而在這三次的架構計畫中確立歐洲將以用續發展做為歐洲科技發展之

策略，並於 2005 年成立智慧電網技術平台（European Smart Grid Technology 

Platform, ETP Smart Grids），在此後還發表了歐洲未來電網構想與策略、歐洲未來

電網策略性研究議程及歐洲未來電網戰略部屬文件[9]，進而確立未來歐洲智慧電

網的發展方向。 

日本在智慧電網的推動上則主要是在強調在利用可再生能源、確保電力系統

能有效的運作，及從家庭到城市之能源規劃及管理。在 2009 年，日本召開一系列

的次世代能源社會系統協議會[9]，以智慧社區（Smart Community）做為主要核心

概念，想將現有的分散式能源進行整合管理，以在未來足夠支持居民的生活所需。 

台灣的能源政策中，主要是以推動節能減碳計畫及提高再生能源之使用為重

點項目，並將智慧電網納入在國家綠能低碳總行動方案的項目中，以推行智慧電

表之基礎建設發展、規劃智慧電網及使用智慧電力之服務，而在 2010 年經濟部更

研擬智慧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發展我國智慧電網之整體規劃架構[9]，如圖 1.1

所示。 

我國智慧電網系統推行主要有以下四項目標[9]：確保穩定供電、促進節能減

碳、提高綠能之使用及引領低碳產業，預計在 2021年能夠完成配電自動化的推動，

使再生能源可以納入供電系統中進行管理，而發展成為區域型態的儲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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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我國智慧電表總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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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經由上一節敘述，可以瞭解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在過去專利分析主要是找出

相關領域進行一次性分析，一般而言判斷專利文件需要深度閱讀其內容，才可以

明確判斷出該類別，因而需要耗費龐大的人力與時間成本。 

本研究將利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提供的國家專利資料庫之現今世界各國都

重視的智慧電網專利資料並結合資訊視覺化的介面進行研究，將對所蒐集的專利

資料進行資料前置處理，包含過濾資料內容，並使用文字探勘方式對資料進行斷

詞處理，再進行資料統整分析及篩選，最後建置一個優化的視覺化關鍵字分析平

台，將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之佔比（包含標題、摘要、內文）利用視覺化圖形

方式呈現，讓使用者面對複雜且大量的專利文件資料時，能夠迅速判讀，並可以

快速的選取出所需要的資料。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3 中所視，共分為五個章節，說明如下： 

1.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 

2. 第二章文獻探討：閱讀相關文獻，以國內外論文、相關期刊、著作…等，加

強定義主要研究項目所使用的工具與方法，本章主要介紹專利背景與發展概

況、資料視覺化、專利視覺化及關鍵字分析。 

3. 第三章研究方法：透過上述文獻的整理與回顧，制定研究流程，並說明專利

資料檢索之方法及蒐集、平台建置之流程及方法。 

4.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針對本研究進行研究結果與分析，包含將所蒐集的

資料以視覺化界面的呈現方式，及關鍵字分析，並加以探討結果。 

5.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針對本研究之結果加以說明及歸納，並給予後續相關研

究的方向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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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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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討論專利及資訊視覺化之國內外相關研究。第一節首先，將介紹專

利在各國的定義，再分別介紹世界著名的專利檢索系統，最後，針對專利中的分

類及本研究中用到的專利類別進行介紹。第二節主要針對資訊視覺化的概念部份

進行國內外文獻的研讀討論，再對國內外專利檢索網站之視覺化部份進行比較。 

第一節 專利說明 

一、 專利的定義 

專利，其主要目的是在於鼓勵大眾從事發明，主要由各國政府分別設立專利

制度，以保護發明人之權益，並讓專利權人與大眾之間以合法及適當的方式利用

發明，由此促進產業的發展。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 2014 年公布的資料中[10]，

將專利定義為：發明人對其創作或發明所提出之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以後，國

家將其技術公開並給予專利權，並賦予其在一定時間內具有保護權益之作用。而

所謂的具有專利權，是指在一定期限內及國家境內，賦予專利擁有者可以製造、

使用、販賣或排除其他人「進口」其發明至該國家境內之行為。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專利權皆有保護的共識，但目前各國對於專利權的類型、

保護年限及申請規定皆有不同，而專利大致上可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樣

式專利三種。發明專利主要為保護思想的創作，著重在功能、技術、製造及使用

上的便利性的改進，範圍涵蓋了無一定空間型態之物質、有一定空間型態之物品、

方法、生物材料等，皆可以申請為專利。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相似，但重點主要

在於物品的結構如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新樣式專利為保護對物品之形狀、

花紋、色彩等透過視覺的創作，重點為表面視覺呈現的方式，與技術無關。以下

將根據 2012 年眾律國際法律事務網站之專利工程師陳弘易所整理資料[11]，對世

界主要專利大國之專利種類及相關規定進行簡介： 

1. 美國：美國將專利分為設計專利(Utility Patent)以及新式樣專利（Design Patent）

兩種。美國的設計專利相當於我國的發明專利制度，兩專利皆為自申請日或

主張之優先權日起十八個月後進行公開，但國際優先權部分設計專利期限為

12 個月，而新式樣專利期限則為 6 個月，兩專利權有效期限皆為申請日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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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及公告日起 14 年[11] [12]。 

2. 歐洲：歐洲地區的專利協定包含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的發明專利及歐盟的歐盟智慧財產局（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OHIM）新式樣專利。EPC 專利為一個共同審查平台，但並不

直接授與專利權， EPO 透過專利之審查結果，可直接被締約國所接受，而無

需在重新審查。EPC 之發明專利自申請日或主張之優先權日起十八個月後進

行早期公開，國際優先權期限為 12個月，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20年[11] 

[13]。 

3. 中國大陸：大陸將專利分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及外觀設計專利三種，

發明專利自申請日或主張之優先權日起十八個月後進行早期公開。國際優先

權部分發明專利與實用新型專利為 12 個月，外觀設計專利為 6 個月，而發明

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20 年，實用新型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

申請日起 10 年，外觀設計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0 年[11] [14]。 

4. 日本：日本將專利分為特許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及意匠設計專利三種，而日

本的特許專利相當於我國的發明專利制度，特許專利自申請日或主張之優先

權日起十八個月後進行早期公開。國際優先權部分特許專利與實用新型專利

為 12 個月，意匠設計專利為 6 個月，而特許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

起 20 年，實用新型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0 年，意匠設計專利

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5 年[11] [15]。 

5. 南韓：南韓將專利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三種，發明專利自

申請日或主張之優先權日起十八個月後進行早期公開。國際優先權部分發明

專利與新型專利為 12 個月，新式樣專利為 6 個月，而發明專利之專利權有效

期為自申請日起 20 年，新型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0 年，新式

樣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5 年[11] [16]。 

6. 中華民國：我國將專利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三種，發明專

利自申請日或主張之優先權日起十八個月後進行早期公開。國際優先權部分

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為 12 個月，新式樣專利為 6 個月，而發明專利之專利權

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20 年，新型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0 年，

新式樣專利之專利權有效期為自申請日起 12 年[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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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國專利檢索系統介紹 

專利資料庫的建置對於專利之檢索、分析與研究都是十分的重要，各國或相

關機構也都建立有資料庫，若能善加利用，對於科技之發展與專利的申請都是很

有幫助的，以下將對世界主要的資料庫作簡介。 

1. 美國專利商標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美國專利商標局主要提供 1976年以後美國專利之全文檢索，但 1790年至 1976

年之專利僅能以專利號及分類號作為查詢，還提供近兩年內申請美國專利之案件

查詢，而資料庫為每週更新一次[12] [18]。 

USPTO 資料庫的主要特色為[12] [18]： 

 提供參考文獻（References Cited）連結的功能，可立即連結至參考文獻中所引

用和被引用的美國專利中。 

 提供專利分類號之輔助檢索的介面，以協助使用者檢索專利分類號系統。 

 免費提供美國專利授證之專利全文影像檔。 

 檢索介面簡單易懂適合所有人，並有指令式檢索供專業人士使用。 

2. 歐洲專利局資料庫（Espacenet） 

歐洲專利局資料庫為歐洲專利局 EPO 所建置，以提供檢索歐洲專利局及歐洲

組織成員國之許可專利文獻、PCT 專利文獻及全世界 90 多個國家的專利文獻，可

說是全球最大的專利資料庫網站，並提供簡易檢索、進階檢索與合作專利分類號

CPC 檢索[13] [18]。 

Espacenet 資料庫的主要特色為[13] [18]： 

 可以提供查詢及鏈結至專利家族 (Equivalents Patent)。 

 提供專利分類號之輔助檢索。 

 免費提供約 50 多國以英文撰寫的專利文獻，並且可以瀏覽約 20 多個國家的

專利全文影像檔。 

 檢索介面的設計簡單易懂，另外設有輔助說明，適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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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信息檢索系統（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IPO） 

中國專利信息檢索系統為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和中國專利信息中心共同開發，

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可靠性，且收集了中國自 1985 年實行專利制度以來全部中國

專利資訊，包含全文影像檔與法律狀態等，且亦可搜尋近 100 多個其他國家、地

區與組織之專利資料，其資料庫同為每週更新[14] [18]。 

SIPO 資料庫的主要特色為[14] [18]： 

 提供所有中國專利之全文影像檔。 

 提供專利之法律狀態資訊。 

4. 日本特許專利資料庫（Japan Patent Office, JPO） 

日本特許廳專利檢索網站提供日本之特許專利檢索，並使用日本專用之專利

分類號 FI 及 F-Terms 作為檢索介面的輔助，以提供使用者對於專利分類號系統檢

索之輔助，且由於日本市場對全球企業乃是至關重要，所以日本特許廳同時也提

供英文版日本特許專利檢索網站以讓國內外人士方便查詢，但英文版網站僅提供

自 1976 年以來的日本公開特許（發明申請公開）之日本專利的英文摘要數據庫

（Patent Abstract of Japan, PAJ）提供查詢，而 PAJ 從 1993 年 1 月起也開始包括提

供法律狀態信息[15] [18]。 

JPO 資料庫的主要特色為[15] [18]： 

 提供日本特許專利之全文影像檔。 

 提供日本專利分類號 FI 及 F-Terms 的檢索介面輔助 ，以協助非專業人士使用

專利檢索系統能更加便利。 

5. 南韓專利檢索系統（Ko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ormation Service, 

KIPRIS） 

南韓專利檢索系統之專利說明書全文主要以以韓文為主，而資料庫涵蓋自

1979 年以後之專利資料包含專利書目、專利說明書及圖檔可供使用，並提供英文

查詢，摘要部分則會以英文顯示，也提供使用者將相關資訊由韓文翻譯為英文之

服務[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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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RIS 資料庫的主要特色為[16] [18]： 

 提供將韓文之韓國專利公報及經由韓國申請 PCT 的相關資料翻譯為英文。 

6. 中華民國全球專利檢索系統（Global Patent Search System, GPSS） 

全球專利檢索系統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建置，主要為了使我國各產業及中

小企業能夠有效快速掌握產業技術的發展趨勢。而此檢索系統整合全球五大專利

局（美、日、歐、韓、中國大陸）、WIPO 與本國之專利資料，以提供國內外使用

者便於跨國檢索，並提供簡易、進階、布林、表格式等多種檢索方式搜尋，更可

令使用者精準掌握所需資料，並了解產業間的技術發展狀況，為企業的專業技術

研發之專利做好布局[17] [18]。 

GPSS 資料庫的主要特色為[17] [18]： 

 以平行分散式運算為基礎搭配上非同步顯示，使在資料搜尋的過程中仍能同

時觀看資料，且檢索不受到查詢資料筆數上限的限制。 

 系統可提供中英日韓語言搜尋，並另外提供中英文之片語查找功能。 

 提供自動繁體與簡體字轉換及整合同音異體字，讓使用者不論輸入繁體或簡

體中文都能有效檢索對應之資料。 

 提供號碼檢索、布林檢索、進階檢索及表格檢索四種檢索模式，及便於使用

之檢索指令。 

 提供專利之影像資料包含公開公報、公開說明書、公開全文、專利公報、公

告說明書、公告全文以及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提供使用者標記清單功能，令使用者勾選所需的專利資料，便於閱讀並可讓

資料輸出及列印。 

三、 合作專利分類與智慧電網專利技術類別介紹 

為了讓使用者及各國專利局能有效及快速方便的檢索各種資料，而建立專利

分類，是一種專利文件檢索的方式，以用來確定專利申請案件中的新穎程度，並

加以進行評估其專利相較過去專利之進步幅度及稀有程度，目前國際間較為熟知

的專利分類系統，包括國際專利分類（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合

作專利分類（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 CPC）、美國專利商標局所採用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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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專利分類（United States Patent Classification, USPC）[12]、歐洲專利局所採用的

歐洲專利分類（European Classification, ECLA）[13]及日本專利局所採用的 FI（File 

Index）分類和 F-term（File Forming Term）分類[15]，而本研究主要資料為 CPC 分

類中 Y04S 之類別的資料，因此本節將只針對 CPC 分類及 Y04S 進行說明。 

1. 合作專利分類號（CPC） 

 由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 David Kappos 與歐洲專利局局長 Benoît Battistelli 在

2010 年 10 月 25 日所簽屬的協議[19]，兩國之專利局將開發以歐洲專利分類系統

（ECLA）為基礎，並納入兩局最佳分類實務的共同分類系統，而將此分類命名為

「合作專利分類（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 簡稱 CPC）」，CPC 分類系統以

ECLA 為基礎，但涵蓋了美國專利分類系統（USPC）包含將近 25 萬個分類，並於

2013 年 1 月 2 日正式宣布啟用，而該系統為全球性的文件分類系統。 

 

圖 2.1.3-1 CPC 與 IPC 階層結構比較 

參考資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6 

SIPO 在 2013 年 6 月 3 日與 EPO 簽署備忘錄[19]，打算將 CPC 系統引進以作

為 SIPO 內部的分類系統，而在接受過 EPO 專家訓練後，從 2016 年 1 月起，對專

利新申請之案件開始進行 CPC 分類；KIPO 則是於 2013 年 6 月 5 日及 2014 年 6

月 3 日，分別與 USPTO 及 EPO 簽署備忘錄[19]，自 2015 年 1 月起對所有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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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案件以 CPC 進行分類。世界五大專利局（IP5）中，僅有 JPO 仍繼續維持

使用其自行開發的 FI 及 F-term 進行分類，其他成員都已陸續將 CPC 納入其專

利分類系統，CPC 以有成為全球專利分類系統的趨勢，而各國專利分類制度也邁

入了新的里程碑。 

 CPC 與 IPC 具有相同的階層結構，如附圖 2.1.3-1 所示，都是由部到目，在絕

大部分的情況下，CPC 都比 IPC 更精緻化，而相較於 IPC，CPC 是具有更多更仔

細的文字附加及分類表可供檢所查閱。 

表 2.1.3-1 CPC 主部技術代號介紹 

主部代號 主部名稱 

A 人類生活必需品 

B 作業操作、運輸 

C 化學、冶金 

D 紡織、造紙 

E 固定建築物 

F 機械工程學包含照明、加熱、武器、爆破 

G 物理學 

H 電學 

Y 新興發展技術 

參考資料：USPTO 網站 

 

圖 2.1.3-2 CPC 階層結構介紹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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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 分類號主要分為五階階層結構[12]，分別為主部（Section）、主類（Class）、

次類（Subclass）、主目（Main Group）及次目（Subgroup），其中主部為英文大寫

字母 A~H 與 Y，主類為兩位數字，次類為主類之後單一英文字母，主目為次類後

1~4 位數字，而次目為主目之/後 2~6 位數字。其中主部英文字母所代表之技術如

表 2.1.3-1 所示，A 為人類生活必需品，B 為作業操作及運輸，C 為化學及冶金，D

為紡織及造紙，E 為固定建築物，F 為機械工程學，G 為物理學，H 為電學及 Y 為

新興發展技術，共計 9 大主部。如下圖 2.1.3-2 所示，以分類 Y04S10/123 為例，Y

為主部，04 為主類，S 為次類，10 為主目，123 為次目。 

2. Y04S 介紹 

「Y 部」為 CPC 所特有，也是索引碼的一種，Y02 分類機制原本是 2009 年 

EPO 和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為進行專

利趨勢研究而訂定[12]，其作為補充 CPC 分類表中 A 到 H 部之附加資訊，內容整

合 USPTO 商業方法（Business Methods）分類架構、交叉參照技術文獻次分類

（Cross-Reference Art Collections）與暫時性的分類註（Digests）至分類表之次類

中，或是用於標記（Tagging）橫跨多個部的新興技術（Emerging Technologies）。 

目前包括 9 個次分類如表 2.1.3-2：氣候變化（Y02A）、建築物（Y02B）、溫室氣體

捕集（Y02C）、減少使用 ICT（Y02D）、能源（Y02E）、工農業（Y02P）、納入交

通運輸的減排技術（Y02T）、廢棄物（Y02W），再加上關於智慧電網類（Y04S），

已涵蓋了完整的永續科技（Sustainable Technologies）領域。 

Y04S作為Y主部下面之次部，其申請的專利內容為與智慧電網（Smart Grids）

有關技術，包含以改善電力發電、傳輸、分發、管理或使用之系統整合與電網運

行、通信或信息技術相關的技術，而 Y04S 下之主目及次目之細項資料詳細情況請

參考附件一，表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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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2 Y 主部下之次部技術代號介紹 

次部代號 次部技術 

Y02A 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 

Y02B 與建築有關的氣候變化減緩技術 

Y02C 溫室氣體的捕獲、儲存、分類或處置 

Y02D 減少信息和通信技術中的氣候變化減緩技術[ICT] 

Y02E 減少與能源發電、輸電或配電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 

Y02P 生產或加工貨物的氣候變化減緩技術 

Y02T 與運輸有關的氣候變化減緩技術 

Y02W 與廢水處理或廢物管理有關的氣候變化減緩技術 

Y04S 

系統整合與電網運行、通信或信息技術有關的技術，以

改善電力發電、傳輸、分發、管理或使用，即智慧電網

（SMART GRIDS） 

參考資料：USPTO 網站 

第二節 資訊視覺化 

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是指利用不同的統計圖表、立體模型等圖形

化工具，從複雜且龐大的資料庫中萃取出有價值的資料，並將其轉換成容易理解

及閱讀的訊息[20]。學者 Regine 在 2008 所發表的 Visualizing：Tracing an aesthetics 

of data 文章中[21]，對資料視覺化的定義為：「資料是一門交錯的科學，其利用圖

像的廣大傳達功能，為科學與社會研究的進程中所發現大量抽象資訊事件，其所

蘊含的意義，導致原因及之間的依存關係，提供人們一個亦於理解的解釋」。 

視覺對於人類是一項重要的感官，人類能夠運用此來接收大量資訊，當眼球

所視大量文字資料時，則不易接收其資料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視覺化的方式，有

許多人將呈現方始使用各種類型的圖表呈現，也依據資料型態不同的圖表，或以

顏色等多種方式呈現資料間的差異，藉由資訊展現的方式也可以藉由視覺上容易

凸顯的重點來讓使用者更關心。 

人類的視覺系統視有效率與細微事務的模式搜尋器。大腦跟視覺皮層組成了

一個大規模的平行處理器，提供資訊到人類認知中新的高速管道，再處理高層次

方面，感知與認知是彼此緊密且相關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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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視覺性的動物，而視覺更佔據了大腦一半以上的訊息處理資源，因為人

腦對於視覺的屬性有較敏感的詮釋，使用視覺表現來探索資料，使資料更具意義

[23]。資料的視覺化的關鍵是針對各式各樣的資料類型，使用形狀、大小、顏色等

適當的視覺屬性，透過這些方法，使其成為易閱讀、容易理解的資訊。 

隨著科技的發展，資料量也跟著增加，視覺化技術便是重要的數據處理方法，

資訊視覺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即將大量的資料處理後，在以人類可以較

容易接受的圖形或表格，來傳達訊息[24]。而人們在面對大量資料的時候需要花費

較多的時間與精力來理解，為了讓使用者能有效的進行分析與瞭解內容資料，透

過圖片即可達到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的效果[25]。 

一個成功的視覺化能方便使用者快速掌握即吸收所傳達的訊息[26]。資訊視覺

化可透過四階段來做規劃[25]，分別是數據的收集和儲存、預先處理階段、數據視

覺表示及人類感知，其視覺化過程是意圖如圖 2.2-1。 

 

圖 2.2-1 視覺化過程（Ware, 2012）[25] 

康仕仲提出要有效呈現一個高品質的資訊視覺化圖表必須考慮到以下四點

[27]： 

1. 深度：在資料中融入呈現專家的角度，讓大眾能透過專家的角度，更理解其

資訊要呈現之內容。 

2. 極簡：僅呈現有用的資訊、符號及文字，避免過多的雜訊干擾。 

3. 好用：將資料用圖像表達出正確想傳遞的訊息，使的好的資料像說故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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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人理解更深層的訊息內容。 

4. 忠實：將資料的正確程度完整的呈現。 

而對於資料視覺化的呈現方式，學者概略來說可分為以下兩派意見[20]： 

 敘事型視覺化：主張表現資訊的正確性，應以呈現「最詳盡資訊」為目的。 

 研究型視覺化：主張強調圖表的設計感，讓「閱聽者印象深刻」為目的。 

敘事型學者中的經典代表Tufte 教授[28]主張良好的視覺化作品應該以少量簡

易的圖像去表達出最多而完整的訊息，因此他定義了一個「Data-Ink Ratio」指標

來代表圖表中的資訊量及使用的油墨量的比值，而比值越高的作品代表更能有效

傳遞資訊，也代表這作品是傑出的視覺化作品 [29]。而研究型的學者[22]則主張強

調圖表背後所代表的故事性，能否引起讀者興趣，使之覺得有趣，並一眼就能快

速明瞭圖表中所要傳達的意涵。 

而資訊圖表在 80 年代正開始興起，Tufte 便引用了在 1982 年時代雜誌著名

設計師 Nigel Holmes 一個圖表作品[29]（圖 2.2-2 所示），而定義了一個叫圖表垃

圾（Chartjunk）的名詞，因為在 Tufte 教授提出的 Data-Ink Ratio 的角度中，這幅

作品使用了過多的油墨，只為了將圖表做裝飾美化，所以他覺得 Nigel Holmes 的

作品算不上是好的視覺化作品，但是，這張過多華麗裝飾的圖表，卻比最初的單

純折線圖更讓人印相深刻，大家都記住了這女性的腿部曲線對應的是 80 年代初期

的鑽石價格，而正是研究行學者的主張。 

 

圖 2.2-2 鑽石價格走勢圖（Nigel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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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提出建置一個輔佐使用者搜尋專利資料的關鍵字分析平台，並著重

在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關鍵字檢索資料，以利於使用者迅速判讀檢索之資料。我

們採用文字探勘技術做為關鍵字推薦的排序，再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關鍵字搜尋

的資料概況。本章在第一節描述系統架構的部分；第二節為介紹建置系統所使用

到的模組及其功用簡介。 

第一節 系統架構 

以圖 3-1 之系統架構圖所示，整體系統建置流程共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資料

蒐集、資料處理、關鍵字分析及視覺化平台的建置及呈現。 

1. 資料蒐集 

以資料爬蟲的方式，將全球專利檢索系統中我們所需要的 Y04S 資料，進行蒐

集。 

2. 資料處理 

將上述蒐集到的專利資料進行轉檔並進行前置處理，使專利說明書之內文與

標題分離，並利用文字探勘的方式進行斷詞切字，方便後續之關鍵字分析使用，

最後將標題、摘要及內文依照年份排序，以利後續視覺化平台建置之使用。 

3. 關鍵字分析 

利用前置處理後的專利說明書內文資料，以 Rake 演算法進行關鍵字提取及分

析，以利使用者在鍵入關鍵字時有參考依據。 

4. 視覺化平台建置及呈現 

此部份主要提供視覺化結果予使用者使用，並透過介面所呈現出來之資訊，

讓使用者更容易判讀專利資料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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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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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蒐集流程 

本論文研究資料來自於中華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球專利系統資料庫，以

進階檢索的方式，選取CPC代碼為Y04S這個類別項目下，從 2007/1/1至 2017/12/31，

近 10 年來所有的資料，之後再選取資料庫中美國公開日為基準的資料共 8296 筆，

進行爬蟲，其檢索代碼為 ID=20070101:20171231 AND (CS=Y04S*)，詳細網站資

訊如圖 3.2-1 所示。 

 

圖 3.2-1 專利檢索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圖 3.2-2 專利資料蒐集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而在蒐集流程上，首先必須設置爬蟲（Crawler），抓取專利系統資料庫中專利

資料儲存至資料庫，並且給予一個辨識號（ID），而後每天更新專利資料至資料庫，

而爬蟲的設定則是使用排程方式，每一周定期抓取新資料樣本，詳細流程如圖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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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以下將分別針對資料處理、關鍵字分析及視覺化平台的建置及呈現所使用到

的工具及方法進行說明。 

一、 資料處理 

前置資料處理的工作，分別為針對資料進行刪除重複及內容不全之檔案、格

式的轉換、斷詞及刪除常用字（Stop Word）、詞性還原（Stemming）及最後將已經

處理好的資料依照年份進行分類。藉著這些資料的前置處理，過濾雜訊，以便後

續分析及系統建置之使用。 

(一).   刪除重複及內容不全之檔案 

本研究蒐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球專利系統資料庫中 CPC 代碼為 Y04S 之專

利資料共 8296 筆，經刪除資料內容不全及合併專利內容相同之專利文件後，最後

共計 8228 筆資料。 

(二).   格式的轉換 

本研究經過爬蟲所抓取的檔案格式為 txt 檔，但因為專利全文在做文字探勘部

分需要使用 xml 檔，所以利用 Python 進行轉檔，以便後續使用。 

(三).   斷詞、刪除常用字及詞性還原 

利用文字探勘的方式，將專利資料中的全文部分進行斷詞、刪除常用字及詞

性還原，以下是會使用到的 Python 套件： 

1. 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包（NLTK） 

是 Python 的自然語言處理包，為了讓電腦能夠理解我們所使用的自然語言，

而研發的套件，目的是讓電腦能夠分析、轉換集生成自然語言重要技術，分析主

要是透過統計機率模式、機器學習…等方式，去分析文字，瞭解文件所傳達的意

義，轉換是將文字資料轉換成另一種形式，比方說自動翻譯，而生成是指讓電腦

透過應用可以自己生成是當的語句[30] [31] [32]。 

2. Shutil 

Shutil 是 Python 中的文件操作模塊，Shutil 提供了大量的文檔操作，特別針對

文檔的拷貝與刪除，而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目錄和文檔操作及壓縮操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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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S 

OS 模組是 Python 的操作模組，用來處理像是文件和目錄這種需要手動的操作，

OS 模組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操作系統的接口函數，而這些函數是由平台指定的，而

且能在不同的操作系統平台中之特定函數間自由切換，而實現跨平台操作[34] [35] 

[36]。 

(四).   資料儲存 

最後將前置處理好的檔案部分，依照專利標題、專利摘要及專利全文分別以

各年度資料分類儲存，以便後續視覺化繪圖時能方便使用資料。 

二、 關鍵字分析 

以下將針對 RAKE 提取關鍵字方式進行說明。 

在 2010 年由 Stuart Rose, Dave Engel, Nick Cramer and Wendy Cowley 發表的

Automatic keyword extraction from individual documents 論文中所提出的方法[37]，

RAKE 算法是用來作為關鍵字（Keyword）提取的方法，在英文中關鍵字通常涵蓋

多個單字，RAKE 法先利用標點符號將文章劃分成若干個句子，而句子之間再透

過空格分化成多個單字，排除 and, the, of 等不具有意義的單字，最後提取出關鍵

字。 

三、 視覺化平台建置與呈現 

1. Python 

Python 是由 Guido van Rossum 在 1989 年所開發的新的直譯式語言[38]，直到

1991年 2 月他將 Python 0.9發布在 alt.sources這個新聞論壇後，才開始廣為人知，

接著在 1994 年 Python 1.0 正式發表，並且成立專屬討論區＂comp.lang.python ＂，

奠定了 Python 日後發展的第一步。 

而近年來Python受到許多歡迎，是因為單以一種語言就能在許多領域上應用，

包含機器學習、App 撰寫、遊戲程式設計、大數據分析等，可說是一種萬用的程

式語言。而讓 Python成為萬用語言的最大原因是 Python含有豐富的函式庫（Library）

可供使用[39]。 

但是儘管 Python 能夠使用的領域廣，但他有一個致命缺點就是執行緩慢，

Python 的架構工程師為了讓 Python 在各種場域發揮得宜，做出的取捨使 Python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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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佳化，犧牲了效能[39]。 

而本研究的後台部分運用許多 Python 的函式庫進行關鍵字前置處理及視覺化

平台的建置，主要的後台架構皆由 Python 撰寫而成，而前端也是連結 Python 的網

站函式庫 Django，可說是本論文所建置的系統中最重要的使用工具。 

2. Django 

Django 是一個使用 Python 為基礎開發的網頁應用程式框架（Framework），是

一種 MTV（Model-Template-View）軟體架構模式[40]，在 Python 的網頁開發中被

廣泛運用，因為注重組件的重用性和可插拔性，使開發複雜、資料庫驅動的網站

變的更簡單架設。 

如圖 3.3.3 所示，在 Django 的框架的 View 是特定網址（URL）的回呼函式

（Callback Function），而回呼函式會決定哪一個資料被獲取，所以 View 描述的是

"你看到的訊息"。進一步來說，Django 採用樣板（Template）的方法，將內容（Content）

從展現的視圖中分離，而 View 所指定的 Template 則會描述"你如何看到、長什麼

樣子"，即 View 和 Template 都是關於資料顯示的部分，Django 收到請求之後將決

定適當的 View。 

 

圖 3.3.3 Django 架構圖 

資料來源：Django 介紹-https://djangogirlstaipei.gitbooks.io 

https://djangogirlstaipei.gitbook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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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設計 

本研究設計一套專利分析比對視覺化平台，提供使用者能了解某項當前的專

利趨勢，而資料視覺化的部分可以讓使用者能更有效率且清楚了解資料分布。同

時也提供文章關鍵字分析，讓部分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知道查檢搜尋方向，避免因

為關張細節關鍵字不清楚而浪費時間大範圍查詢。本章節首先介紹資料收集，其

中包含資料來源選定與爬蟲技術導入；第二部分將會說明資料收集後的處理細節

與分類方式；在第三部分將會介紹平台所提供的關鍵字萃取分析；最後兩小節將

會介紹前後端串接與結果畫面呈現。 

第一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利用全球專利檢索平台搭配爬蟲技術產生資料以供分析，將抓取專利

資料存取至後台資料庫。本文使用 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作為爬蟲程式撰

寫語言，目的在於抓取專利文件中的專利標題、摘要與內文等三項資料，部分程

式語言之建置如圖 4.1.1 所示。而網路爬蟲程式在抓取單篇網頁內容後暫存為文字

檔（txt），之後可以隨時轉成為需要之檔案格式，資料儲存結果如 4.1.2 所示。 

 

圖 4.1.1 PHP 之網路爬蟲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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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爬蟲之網頁資料 

第二節 資料處理 

在資料處理部分，因為爬蟲資料結果裡包含標題、摘要與內文，在同步分析

中會有效率及準確性問題。因此本文將標題與摘要轉存為 Xml 檔，另一方面撰寫

程式將標題和摘要去除，使原本的文字檔案只保留內文的部分，而資料前處理是

使用 Python 組成，部分程式語言之建置如圖 4.2.1 所示。

 

圖 4.2.1 Python 之資料前置處理程式 

在處理完標題及摘要去除與轉存後，後台分析軟體可以透過欄位分佈去分析

標題與摘要部分，另一方面，關鍵字分析程式也能更準確的萃取文章重點。Xml

之標題及摘要與前處理後文字檔結果如圖 4.2.2 與圖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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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標題與摘要之前置處理 

 

圖 4.2.3 內文之前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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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前處理完後，本文依照年份進行分類，由 2007 至 2017 和總年份共分

成 12 組資料集，因本文所建置平台會呈現往年每年相關專利比對結果，讓使用者

明白是否有上升或下跌趨勢。 

第三節 關鍵字分析 

資料探勘中的關鍵字分析與萃取技術在現今社會已行之有年，從監督式到非

監督式都已有不凡且成熟的成果，而現在常見的關鍵字萃取方式可以分為 TF-IDF

與 RAKE 兩種技術，分別詳述如下： 

1. TF-IDF（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 是一種用在訊息檢索與文字探勘中的加權技術，用字詞出現的頻率來

評估對於文件集或資料庫中某份文件的重要程度[41]，是目前很常見的關鍵字詞頻

與逆詞頻之計算方式，其中 TF（Term Frequency）目的在衡量一個詞在某文檔中

出現的頻率次數，一個文檔中多次出現的詞大多數具有特殊意義，但並非所有都

具有代表性，例如常見的你、我、他，雖然出現頻率高但卻不具備任何意義，而

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為逆向檔案頻率即逆詞頻，就針對在所有文檔

中出現頻率過高的某一詞去做一個參數調整。TF-IDF 公式如下所示： 

𝑇𝐹𝑖,𝑗 =
𝑛𝑖𝑗

∑ 𝑛𝑘,𝑗𝑘
 

i = 特定文件中所出現的其中一種特定單詞 

j =某一特定文件 

       𝑛𝑖𝑗：關鍵字詞在檔案中出現的次數 

∑ 𝑛𝑘,𝑗𝑘 ：檔案中所有字詞出現次數之和 

𝐼𝐷𝐹𝑖 = log
𝑁

𝐷𝐹𝑖
 

N：文件資料庫之文件總數 

                𝐷𝐹𝑖：關鍵字詞 i 出現在資料庫中的次數 

最後將 TF 值乘以 IDF 值，對每個字詞都算出一個數值，就可以得到 TF-IDF，

而如果特定檔案中之 TF 值為高詞彙頻率，而 IDF 值為低檔案頻率，則可得到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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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 TF-IDF，而 TF-IDF 傾向濾掉常見之詞彙留下特殊重要的詞彙。 

TF-IDF = 𝑇𝐹𝑖,𝑗 × 𝐼𝐷𝐹𝑗 

 

圖 4.3.1 RAKE 之 Python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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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KE（Rapid Automatic Keyword Extraction） 

RAKE 是另一種能夠精準計算關鍵字權重的方式，除了基本的詞頻之外，

RAKE在關鍵字權重計算上還加入了候選詞選擇、特性計算和對關鍵詞評分選擇。

字詞出現的順序也會影響權重大小，例如若字詞在首尾出現則代表其重要性越高。

與 TFIDF 最大的不同在於 RAKE 的關鍵字不受限於一，可以是由兩字以上的字組

成的詞彙。另外一方面 RAKE 的特性在於適用單篇文檔分析，在做單一文章關鍵

字萃取時有很大的優勢。 

 總結以上特點，本文再謹慎比較後決定採用RAKE技術於關鍵字萃取模型上，

因為在分類時可能會出現某一類別專利只存在單一文檔，若導入 TF-IDF 則會造成

所有字的權重一樣，會讓使用者不知何從選擇。RAKE 特性在於能做單篇文檔分

析，且在平台即時性上也佔很大優勢，不需要像 TF-IDF 中的 IDF 計算需要逐一比

較某詞在資料集中所有檔案的出現頻率，所以我們最終選定以 RAKE 作為本論文

中關鍵字分析之方法，而 RAKE 關鍵字萃取之開發程式碼如圖 4.3.1 所示。 

第四節 視覺化平台建置 

收集資料整理完後，本文採用 Python 做為後台視覺化圖像產生的程式語言，

選用 Python 原因在於其圖像設計套件的多樣性與完整性。另外一方面，Python 是

開放性語言，在圖像設計上的套件選擇也會較多且彈性，而本研究將導入 matplotlib

結合 numpy等工具來呈現圖像。在圖像設計上，本文設計Donut Chart與Stacked Bar 

Chartz 來視覺化呈現資料，其中 Donut Chart 將用於關鍵字組合的專利比較，而每

年的統整圖則將使用 Stacked Bar Chart。兩種設計圖的程式碼如下圖 4.4.1 與 4.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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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Stacked Bar Chart 之 Python 程式碼 

 

圖 4.4.2 Donut Chart 之 Python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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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前端平台呈現 

在關鍵字萃取和視覺化圖像生成完成後，本文將導入 Django 作為前端平台建

置架構。Django 是一個使用 Python 開發 Web 的應用程式框架，Django 屬於一種

大而完整的 MTV 架構，Django 平台套件會負責在合適的時機呼叫定義的方程式，

圖 4.5.1 為本文平台開發之 Django 文件架構。 

 

圖 4.5.1 Django 文件架構 

在此架構下，可以將資料庫（SQLITE3）、後台（Python）與瀏覽器（Google 

Chrome）串接起來，以下將針對資料庫儲存設計與瀏覽器結果呈現做詳細介紹。 

一、 資料庫儲存設計 

有別於其它資料庫結構設計（如：MySQL），SQLLITE3 不需要額外設定欄位

名稱、屬性和值，SQLite3 的介面設計均可在 Model.py 文件中修訂切更新效率快，

同時在輸入值的部分可採用介面化的方式。因此本文選用 SQLITE3 作為資料庫格

式，依照研究目的將前面資料分類後的結果儲存在此資料庫。在 Django 中設計資

料庫相關的文件包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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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後台管理-Admin.py 

Django 透過 Admin.py 去控管所有資料夾，只要將設計好的資料庫名稱寫進即

可完成串接。另外一方面此文件會記錄使用者權限設定。在本研究中有設定一個

超級使用者（SuperUser）帳號密碼以及一個資料庫名稱（Post），部分程式碼如下

圖 4.5.2 所示。 

 

圖 4.5.2 後台管理之 Admin.py 程式碼 

2. 建立模型檔-Model.py 

Model.py 主要是 Django 架構中用來宣告 Database Class 的文件，可以在此文

件中定義或同步資料庫名稱、欄位及屬性，Django 會依據這些設定建立資料夾以

供儲存，資料庫宣告程式碼如下圖 4.5.3 所示。 

 

圖 4.5.3 模型檔建立之 Model.py 程式碼 

3. 環境建置-Setting.py 

在 Django Setting.py 中可以設定資料庫類型以及資料庫路經設定和名稱，相關

程式碼如下圖 4.5.4 所示。 

 

圖 4.5.4 環境建置之 Setting.py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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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rls.py 

此檔案在 Django 架構中主要負責用來管理後台路徑連結，將創建好的資料庫

路徑串接好以供前端瀏覽器可以訪問。 

在撰寫好資料庫相關的 Python 程式碼後，將透過 cmd 指令方式來執行所有相

關動作包含建立、刻入欄位名稱與特徵和設定使用者權限。其指令順序如下： 

python manage.py makemigrations >> python manage.py migrate >> python manage.py 

createsuperuser  

最後創立的資料庫結果如圖 4.5.6 所示，而其中儲存資料介面如圖 4.5.5 所示。 

 

圖 4.5.5 Django 資料庫欄位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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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 Django 資料庫介面 

二、 瀏覽器結果呈現 

在完成串接資料庫與視覺化圖形製作後，Django 將透過 view.py 和 url.py 和

html 來達到瀏覽器呈現的效果。其中 url.py 負責將 html 檔案中呼叫 Python 變數的

部分串接到相對應的事件或方程式中，而定義對應事件或方程式的工作將在

view.py 中完成。圖 4.5.7 為 view.py 部分程式碼。 

 

圖 4.5.7 瀏覽器顯示之 view.py 方程式定義 

而在連接呼叫 url.py 的程式碼也如下圖 4.5.8 所示。 

 

圖 4.5.8 網頁串接之 url.py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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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全部部屬完成後，在瀏覽器（Google Chrome）輸入本地端的 url 即可

呈現。視覺化平台呈現如圖 4.5.9 所示。 

 

圖 4.5.9 視覺化平台呈現圖-1 

 

圖 4.5.10 視覺化平台呈現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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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將對本論文進行總結及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第一節將整理本

論文所實作之系統平台的相關議題給予結論，第二節則為未來建議將探討未來相

關研究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我們都可以瞭解專利對一個企業來說是重要的智慧產權保障，而面對技術更

新的過快，使專利資料日益龐大，難以整理判讀，而世界各國目前較多人使用的

五大專利檢索平台都沒有進行視覺化的介面，在檢索的過程中皆必須逐一閱覽才

能理解資訊，而逐一閱覽的方式花費太多人力資源，若能利用視覺化的方式先行

呈現出所查詢的專利資料概況，提供使用者利用圖形先進行資料總體的判讀，將

更有效的讓使用者瞭解資料的重點，降低閱讀資料所需花費的時間，以提升專利

檢索的效率，帶動提高平台的使用率。 

本論文提出建置一套以視覺化為基礎之專利關鍵字分析之平台系統，輔佐使

用者在專利檢索中，能迅速的掌握專利資料的概況，提升檢索效率。而本研究所

建置的系統特色為： 

1. 關鍵字推薦：一般專利檢索系統普遍都有提供關鍵字檢索的部分，但如非專

業人士，對於相關領域之關鍵字，並不能有效判斷，因此本研究主張提利用

文字探勘的方式，讓使用者上傳專利資料全文檔案，提供關鍵字分析，並將

關鍵字詞彙做排序，以提供使用者更精準的關鍵字，以利選擇所要鍵入的詞

彙，避免所鍵入之詞彙無法找到所對應的專利資料。 

2. 視覺化圖形：目前世界前五大檢索系統中缺乏視覺化的介面呈現資料，只有

USPTO 推出的 Patents View 用以讓使用者查找發明人申請專利的時間、地區

與申請趨勢，因此本研究提出將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先以視覺化的圖形呈

現，讓使用者初步了解該關鍵字在歷年之專利標題、專利摘要及專利全文出

現頻率，有別於過去專利資料以條列式的方式呈現資料，讓人得逐一判讀才

能吸收資訊，視覺化的圖形能夠使讀者先簡易判讀所檢索之資料概況。 

本論文將所提出的視覺化關鍵字分析系統利用 Python 進行實作，雖然在資料



 

37 

處理速度上尚未能有所提升，但本論文實際建置系統之結果符合當初的預期及目

的，但考量到使用者需求，還有許多能夠改善及加強的部分，一個視覺化的關鍵

字分析平台對於使用者來說是相當有效率的輔助工具。 

第二節 未來發展及建議 

本研究實作建置系統後，發下以下四個要點，值得做為未來專利視覺化關鍵

字分系統平台建置時的改善方向： 

1. 美化平台介面：本研究因資料分析為關鍵字對應專利標題、摘要及專利全文

之占比，其所能呈現的視覺化圖形有所限制，且因為每個人對於審美的標準

及概念並不相同，所以建議未來可依照需求，將介面及目前的視覺化圖形加

以美化，也將其他視覺化圖形，如：泡泡圖、環狀圖、雷達圖等，結合其他

專利資訊的分析應用在系統中，使系統更加完善。 

2. 資料範圍：本研究主要只蒐集全球專利分析系統中美國公開部分從 2007 年至

2017 年之 CPC 分類中的 Y04S 次類資料，但這僅是專利資料中的小小一環，

在未來建議可以加入其他分類系統及其他項目資料，不會受限於智慧電網之

專利資料檢索時才能夠使用，使的整體系統更加完備。 

3. 提升處理速度：本研究因專利數據資料量多且複雜，其中部分資料之單篇專

利全文內容量過於龐大，而導致程式在執行關鍵字排序推薦及視覺化圖形呈

現時，比對及繪製圖形所需要耗費的時間過於攏長，進而建議未來能更優化

程式及資料庫，以降低在網頁中呈現資料分析所需要耗費的時間。 

4. 系統上線：雖然目前系統已經初步建置完成，但系統要能上線使用還要面對

實際的環境情況加以修改，並能夠符合使用者的期待，所以目前離上線使用

還有許多方向仍要改進，期許未來能夠改善成功完成上線。 

以上四點為目前所建置之視覺化關鍵字分析平台尚未完成之工作，若能從中

改進，對專利視覺化分析平台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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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2.1.3-3 合作專利分類 Y04S 技術說明 

Y04S 
與電力網絡運行，通信或信息技術有關的系統集成技術，用於改進電力生

成，傳輸，分配，管理或使用，即智能電網。 

Y04S 10/00 支持發電，輸電或配電的系統。 

Y04S 10/10 以監控，控制或運行的電網元件或設備為特徵的系統。 

Y04S 10/12 
這些元件或設備屬於或涉及能量發生單位，包括分散式發電[DER]或負載

側發電。 

Y04S 10/123 能源生產單位屬於或涉及可再生能源。 

Y04S 10/126 

能源生產單位是或涉及基於電力的車輛，即電動車輛[EV]或混合動力車輛

[HEV]（遠程或合作收費 Y04S 30/12;與運輸部分的互操作性相關的細節，

例如車輛識別、身份驗證、身份證明或賬單 Y04S 30/14）。 

Y04S 10/14 
該元件或設備屬於或涉及儲能單位（用於包含不間斷電源或備用發電機

Y04S 20/12 的系統）。 

Y04S 10/16 元件或設備屬於或涉及電力變電站。 

Y04S 10/18 元件或設備是或包括開關，繼電器或斷路器，例如：智能電子設備[IED] 。 

Y04S 10/20 元件或設備是或涉及保護元件，裝置或系統。 

Y04S 10/22 
該元件是靈活的交流輸電系統[FACTS]或功率因數或無功功率補償或校正

單位。 

Y04S 10/24 元件或設備是或涉及電壓調節單位。 

Y04S 10/26 元件或設備是或涉及測量單位。 

Y04S 10/265 元件或設備是或涉及相量測量單位[PMU] 。 

Y04S 10/30 
以狀態監測為特徵的系統，例如 故障，溫度監測，絕緣體監測，尖端放

電。 

Y04S 10/40 以顯示信息為特徵的系統，例如：數據或控制。 

Y04S 10/50 
支持電力網絡運行之管理的系統或方法，涉及與負載端終端用戶應用程序

的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未使用）。 

Y04S 10/52 停電或故障管理（未使用）。 

Y04S 10/522 故障檢測或位置。 

Y04S 10/525 電力恢復。 

Y04S 10/527 電能質量監測。 

Y04S 10/54 操作方面的管理，例如：規劃，負載或產能預測，維護，建設，擴張。 

Y04S 10/545 計算有效之低碳管理或電力系統運行的方法或系統。 

Y04S 10/56 供應鍊或物流。 

Y04S 10/58 財務方面。 

Y04S 10/60 報告、信息提供、統計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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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4S 20/00 
支持終端用戶固定應用管理或操作的系統，包括配電的最後階段以及地方

一級的控制，監控或操作管理系統。 

Y04S 20/10 系統之特點為監控、控製或操作的終端用戶元件或設備（未使用）。 

Y04S 20/12 

在最後的配電階段涉及的儲能裝置，不斷電[UPS]系統或備用、應急發電

機的元件或設備（涉及發電，輸電和配電的儲能裝置 Y04S 10/14；不斷電

系統或備用、應急發電機作為最終用戶應用 Y04S 20/248）。 

Y04S 20/14 元件或設備涉及保護元件，開關，繼電器或斷路器。 

Y04S 20/16 元件或設備屬於或涉及電源插頭，插座，變壓器或電源板。 

Y04S 20/18 一個或多個元件是直流電網、電網或配電線路。 

Y04S 20/20 終端用戶應用程序控制系統（未使用）。 

Y04S 20/22 以控制為目標的系統（未使用）。 

Y04S 20/221 一般電源管理系統。 

Y04S 20/222 電力需求響應系統，例如 卸載，尖峰用電調節。 

Y04S 20/224 降載、電力中斷、零售電價需求響應。 

Y04S 20/225 系統進入節能模式，即睡眠、低功耗或待機模式。 

Y04S 20/227 智能居家技術或建築物自動化設備管理系統。 

Y04S 20/228 涉及家庭自動化通信網絡為特徵。 

Y04S 20/24 該系統是由終端用戶應用程序為主（未使用）。 

Y04S 20/242 終端用戶應用程序是家用電器或涉及家用電器。 

Y04S 20/244 家用電器正在或涉及加熱通風和空調[HVAC]單位。 

Y04S 20/246 該系統涉及遠程操作燈具或照明設備。 

Y04S 20/248 
涉及不斷電[UPS]系統或備用/緊急發電機的最終用戶應用程序（用於不間

斷電源系統或最後配電階段 Y04S 20/12 的備用或緊急發電機）。 

Y04S 20/30 智慧電表。 

Y04S 20/32 遠端讀表系統。 

Y04S 20/322 靜態型產品。 

Y04S 20/325 移動型產品。 

Y04S 20/327 遠端讀表系統包括打開/關閉電源的機制。 

Y04S 20/34 判定用戶行為對環境影響的系統。 

Y04S 20/36 用於檢測或報告異常的方法或設備，例如：故障、停電、洩漏。 

Y04S 20/38 通過分析電流或電壓波形來識別單個負載。 

Y04S 20/40 
顯示關於時間的使用情況，例如：監測使用情況的變化、使用情形與天氣

監測。 

Y04S 20/42 聯網的公用水、電表，例如：在一棟建築物內。 

Y04S 20/44 顯示水電費價格或成本。 

Y04S 20/46 遠端顯示儀表度數。 

Y04S 20/48 判斷將網路中個主機資料分散到各主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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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4S 20/50 改裝已安裝的儀表。 

Y04S 20/52 計算生成能量或電力的系統。 

Y04S 20/525 監測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例如：太陽能電板之性能。 

Y04S 30/00 交通領域特定終端用戶應用的系統。 

Y04S 30/10 支持電動或混合動力車輛互用性的系統（未使用）。 

Y04S 30/12 遠端或合作充電。 

Y04S 30/14 與共同操作相關的細節，例如：車輛判別、認證、識別或計費。 

Y04S 40/00 
通信或信息技術支持電力生成、傳輸、分配或終端用戶應用程序管理的特

定方面。 

Y04S 40/10 具體的通信技術方面（未使用）。 

Y04S 40/12 
監控、控制或管理單位與監控、控制或操作電氣設備之間的傳輸結構或支

持之細節。 

Y04S 40/121 使用電力網絡作為傳輸的支持。 

Y04S 40/122 使用脈衝信號。 

Y04S 40/123 使用修改網絡功率信號的參數。 

Y04S 40/124 使用數據傳輸線。 

Y04S 40/125 使用電話線。 

Y04S 40/126 使用無線數據傳輸。 

Y04S 40/127 借助移動電話。 

Y04S 40/128 使用互聯網。 

Y04S 40/14 與數據或信號的處理或調節有關的方面（未使用）。 

Y04S 40/143 通過專用傳輸進行通信。 

Y04S 40/146 通過電網傳輸進行通信。 

Y04S 40/16 
監控、控制或管理單位與被監控、控製或操作的電氣設備之間的覆蓋通信

網絡間之管理細節。 

Y04S 40/162 與配置或供應有關。 

Y04S 40/164 與網絡拓撲有關。 

Y04S 40/166 與故障管理有關。 

Y04S 40/168 與進行性能監控有關。 

Y04S 40/20 信息技術特定方面（未使用）。 

Y04S 40/22 計算機輔助設計[CAD]、模擬、建模。 

Y04S 40/24 
網絡安全、保護計算機或計算機系統免遭未經授權的活動之排程，例如：

網絡安全。 

Y04S 50/00 
市場活動涉及與電力網絡運營和通信或信息技術有關的技術的系統的運

作。 

Y04S 50/10 能源交換，包括從終端用戶應用流向電網。 

Y04S 50/12 結算、開發票、購買或出售交易或其他相關活動，例如：成本或使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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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4S 50/14 
市場營銷，即市場調查和分析、測量、促銷、廣告、買方分析、客戶管理

或獎勵。 

參考資料：USPTO 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