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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財政部擁有國人大量的財政資料，財政資訊中心負責財政資料的處理，同時負責財政部

資訊體系之整體規劃、協調及研考；配合政府發展巨量資料應用的政策，瞭解巨量資料的技

術及應用為無可旁貸之職責。

本文係因出席「2015 年巨量資料國際會議」(IICBD 22015 : IInternational CConference oon

BBig DData)，聚焦於巨量資料的技術及應用，撰寫本報告以作為相關業務精進之參考。主要

包含下列三項主題：

一、分別就 Pentaho、Jaspersoft、Splunk、Tableau、Karmasphere 等 5 項巨量資料分析工

具進行軟體商業模式、可處理資料型式、可接受資料來源、可支援資料庫及可適用作業系統

等進行比較，同時針對其特點條列說明。

二、針對世界上 67 個國家的資料開放入口網站進行是否提供英文網頁、是否使用

CKAN 平臺、所提供資料集數量、Global Open Data Index 及 Open Data Barometer 評比結果

等進行比較。

三、說明對非結構化文字進行語意分析的主要流程及原則，包含：輸入資料、資料處理、

分類、計分、產製報表等 5 項模組。

關鍵字：IICBD 2015、Big Data、Big Data Analytics Tools、Open Data、Senti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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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簡介及參加目的

一、主辦單位及會議簡介

本 次 參 加 之 會 議 為 「 2015 年 巨 量 資 料 國 際 會 議 」 (IICBD  22015 :  IInternational

CConference oon BBig DData)，係由「世 a界 a科 a學 a工 a程 a及 a技 a術 a學 a會」(WWorld AAcademy oof

SScience EEngineering aand TTechnology) 主辦，該學會每年於世界各主要城市辦理科學、工

程及技術等領域一系列之研討會，以提供學者發表論文及相互研討之機會。

本次會議型式為跨領域之論壇，就巨量資料領域所遇到的實際挑戰及解決方案，由

研究者、從業者和教育工作者介紹和討論最新的創新技術、發展趨勢和關注焦點。 會議

中除由講者發表論文外，亦有部份主題以壁報 (Poster) 方式展示。

二、會議時間及地點

本次會議於 104 年 2 月 12 日至 13 日假馬來西亞吉隆坡 Pacific Regency飯店的 33樓

會議廳舉行。

        

圖 1 及圖 2　馬來西亞吉隆坡 Pacific Regency飯店外觀及會議首日之 Keynote Speech。

三、會議行程

表 1　會議行程表：完整議程詳如附錄，並簡要說明如下。

日期 行程

104 年 2 月 11 日 　啟程（臺北 → 吉隆坡）

104 年 2 月 12 日 　ICBD 2015 : Session I 及 Session II（詳附錄）

104 年 2 月 13 日 　ICBD 2015 : Session III 及 Session IV（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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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2 月 14 日 　返程（吉隆坡 → 臺北）

四、參加目的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例如：社群媒體、行動裝置、物聯網等，以及政府資料開放

的結果，帶來大量 (Volume)、多樣 (Variety) 及快速 (Velocity) 的巨量資料，如何利用巨

量資料分析，提供新的服務以及發展新的政策，是現代化企業及政府都需面臨的課題。

本部擁有國人大量的財政資料，本中心負責財政資料的處理，同時負責本部資訊體系之

整體規劃、協調及研考；配合政府發展巨量資料應用的政策，瞭解巨量資料的技術及應

用為無可旁貸之職責。

本次會議為跨領域之論壇，主題十分龐雜，多涉科學及工程領域（詳附錄），本報

告將聚焦於此次會議所聆聽或收集有關巨量資料的技術及應用，以作為相關業務精進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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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要關注議題

一、巨量資料分析工具比較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verse Collection of Big Data 

Analytics Tools1)

本論文作者就市面常用之 5 項巨量資料分析工具比較如下表：

表 2 巨量資料分析工具比較表

分析工具 軟體模式 資料型式 可接受資料來源 可支援資料庫 作業系統

Pentaho 開源軟體 結構化資料

半結構化資料

Hadoop, NoSQL,
Analytic
Database

MongoDB, 
Cassandra HBase

Windows, Linux,
OSX

Jaspersoft 商業軟體

開源軟體

結構化資料

非結構化資料

JDBC, Delimited
text, Positional

text, LDIF, XML

Mongo DB,
Cassandra, Redis,
Riak, CouchDB
Neo4j, HBase

OS Independent

Splunk 商業軟體 非結構化資料

時間序的文字

Files, the
network scripted

outputs

IBM DB 2, SAP,
Sybase

Windows XP,
Vista, 7 and 8

Tableau 商業軟體 結構化資料

非結構化資料

Database, Cubes,
Hadoop Cloud

MySQL,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EMC, GreenPlum

Windows 8.1,
Vista or Server
2012 R2, 2012,
2008 or 2003

Karmasphere 商業軟體

開源軟體

結構化資料

半結構化資料、

非結構化資料

Web logs,
Mobile devices,

and Sensors

Base HDFS file
data

Red Hat /
CentOS / Ubuntu

Linux

並分析其個別特點如下：

(一) Pentaho Business Analytics2

１、易於處理大量資料。

２、具彈性且有許多插件 (plug-in) 可應用。

３、適用於資料探勘及預測性分析。

４、提供三種瀏覽數據方式以洞察資料特性。

(二) Jaspersoft3

1 該文作者為 S. Vidhya, S. Sarumathi, N. Shanthi。

2 Pentaho Business Analytics: http://www.pentaho.com/product/product-overview。

3 Jaspersoft: http://www.jasper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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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處理即時資料。

２、可整合不同種類的資料，經由虛擬化的詮釋層或是使用傳統資料倉儲的 ETL4工具。

３、提供視覺化及數位儀表板等工具。

４、提供非專業設計者可用的視覺化設計工具。

(三) Splunk5

１、可快速及簡單地處理巨量資料。

２、可適用於主要的 Hadoop 平臺，包含第一代的 MapReduce 及 YARN。

３、Splunk Hadoop Connect 可提供 Splunk 及 Hadoop 的雙向整合。

４、Splunk企業版在資料收集、分析及視覺化上具領先地位。

(四) Tableau6

１、操作便利，經由少數點擊即可瀏覽數據。

２、資料來源可簡易地分層處理。

３、在移動設備上，提供撥動、頁籤及點選等功能。

４、對記憶體的使用十分有效率。

(五) Karmasphere7

１、提供結構化的數位儀表板工具。

２、提供 SQL 資料瀏覽工具。

３、已預先安裝 250種以上的 Hadoop演算法。

４、具有 SPSS、SAS 及 R 三種分析模式。

二、資料開放平臺分析 (An In-Depth Analysis of Open Data Portals as an Emerging Public 

E-Service8)

4 ETL指 Extract-Transform-Load，意謂資料萃取、轉換及載入。

5 Splunk: http://www.splunk.com。

6 Tableau: http://www.tableau.com。

7 Karmasphere已併入 FICO Big Data Analyer: http://www.fico.com。

8 該文作者為 Martin Lnen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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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世界各國 Open Data 入口網站比較表，2014 年 Global Open Data Index或Open Data

Barometer 評比前 5 名者，已標示如黃底；另臺灣則標示如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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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以下簡稱 Open Data）為近年來頗受各國重視的新興電子化政府服務，

本論文作者收集了 67 國的 Open Data 入口網站資料，並製作比較表如圖 3。

圖 3 之 Global Open Data Index 為「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對世界各國 Open Data 之評比，Open Data Barometer 則為「英國開放資料研究院」

(Open Data Institute) 與「網際網路基金會」(World Web Foundation) 合辦之評比。取前述

兩項評比前 5 名者綜合來看，依其英文國名排序，包含：丹麥、芬蘭、法國、紐西蘭、

瑞典、美國及英國等。另外，臺灣 2014 年在Global Open Data Index 評比為第 11 名。

從圖 3亦可發現提供英文入口網站者共 42 國，佔 63%；採用 CKAN 平臺者共 25 國，

佔 37%。臺灣之 Open Data 入口網站則未提供英文版本，亦非屬 CKAN 平臺。

圖 4　各國 Open Data 入口網站所提供資料集數量分佈圖

另外，作者亦製作了各國 Open Data 入口網站所提供資料集數量分佈如圖 4，資料

集數量在 100 至 500 項之間者最多，共 19 國；資料集數量在 5,000 項以上者，共 12 國。

臺灣Open Data 入口網站目前（104 年 5 月 11 日）則共提供 7,846 項資料集9。

三、語意分析 (Enhance the Power of Sentiment Analysis10)

處理非結構化的文字進行語意分析亦為巨量資料的重要應用，本論文作者簡要說明

了語意分析的流程及方法。

語意分析主要可分為 5 個模組，依序為：輸入資料、資料處理、分類、計分、產製

9 經查本國 Open Data 入口網站：http://data.gov.tw。

10 該文作者為 Yu Zhang, Pedro Deso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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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

輪入資料模組主要針對不同資料來源，利用網站爬蟲或 API（應用程式界面）讀取

資料來源。

資料處理模組又可細分如下：

(一) 清理文字：去除原始資料中不需要的部份文字。

(二) 斷字：將原始文字依標點符號、連接詞、數字……等斷開。

(三) 提取詞幹：如將 consign、consigned、consigning 及 consignment皆提取為 consign。

(四) 轉入矩陣：將提取之詞幹轉入矩陣。其中又分為 Term Frequency 矩陣（標示某詞幹在

某篇文字出現次數的矩陣）及 Term Presence矩陣（標示某詞幹是否在某篇文字出現

的矩陣）。

分類模組則將詞幹進行分類，依預先輸入之語料庫，區分為正向詞及負向詞。

計 分 模 組 則 可依不同演算法進 行 。 文 中共舉出 S Score Classifier 、 Maximum

Entropy、Support Vector Machine、Weighted Maximum Entropy、Weighte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等五種演算法。以其中最簡化之 S Score Classifier 為例：

NSS=
正向詞次數 −負向詞次數
正向詞次數 + 負向詞次數

×100

所計算出之 NSS (Net Sentiment Score) 介於-100 至 100 之間，愈小表示某詞幹出現

在某篇文字時，對該詞幹的負向情緒愈大，反之則表示正向情緒愈大。

最後該文則展示了將計算結果以表列、圓餅圖或長條圖展示的方式。

         

圖 5　語意分析結果的展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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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巨量資料分析工具之選擇

目前本中心實作之小型「財政巨量資料分析平臺」，其資料分析工具主要使用

Tableau。

依前文表 2 之巨量資料分析工具比較表，Pentaho、Jaspersoft、Splunk 及 Tableau 等

四項工具可適用於 Windows 作業系統，與本中心目前同仁使用之終端電腦作業系統相

符，但其中 Jaspersoft 及 Tableau 可接受資料來源及可支援資料庫較為完整。

因本中心目前所處理之財政資料多為非即時之批次資料，尚無法利用 Jaspersoft 適

合用於處理即時資料之特點，故目前使用 Tableau 作為分析設計及視覺化展示工具尚屬

恰當。

二、資料開放精進方向

我國目前（截至 104 年 5 月 11 日）Open Data 入口網站已提供 7,846 項資料集，與

前文圖 4 相較，其數量實屬不低。惟若細就資料集之資料類型，仍有 2,122 項資料集其

資料類型為「其它」11，在資料品質面上仍有待加強之處。

另外，Global Open Data Index僅從資料集所涵蓋的 10 個面向進行評比，包含：

(一) Transport timetables

(二) Government budget

(三) Government spending

(四) Election results

(五) Company register

(六) National map

(七) National statistics

(八) Legislation

(九) Postcodes/zipcodes

11 意指其資料格式為專屬的資料格式，例如：使用 Excel格式，而非 CSV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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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missions of pollutants。

而Open Data Barometer 評比則分為九個維度，評估的面向更為廣泛，包含：

(一) 政府整備度 (Readiness: Government)

(二) 企業整備度 (Readiness: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三) 社會整備度 (Readiness: Citizen and civil society)

(四) 政府課責資料集 (Dataset: Accountability)

(五) 社會政策資料集 (Dataset: Social policy)

(六) 創新應用資料集 (Dataset: Innovation)

(七) 政治影響力 (Impacts: Political)

(八) 經濟影響力 (Impacts: Economic)

(九) 社會影響力 (Impacts: Social)

雖然本國 Open Data 入口網站在 Global Open Data Index 的 2014 年評比為第 11 名，

但若改以 Open Data Barometer 方式量度，則其成果尚待評估。故除了資料集的涵蓋面

向外，未來在Open Data 的整備度及影響力上，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三、輿情收集及語意分析

在語意分析主要的 5 個流程中（輸入資料、資料處理、分類、計分、產製報表），

不管在資料爬蟲、斷字斷詞、計分演算法、產製報表等面向，其實學界都已有完整的演

算法及工具，市面上也都有成熟的產品。

惟語意分析的結果極度依賴準確的語料庫，以及正向詞彙與負向詞彙的明確定義。

但這部分高度與專業領域相關，如何針對議題建立語料庫、正向詞彙及負向詞彙，將是

解決輿情收集及語意分析任務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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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會議議程

- 12 -



- 13 -



- 14 -



- 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