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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雞蛋在臺灣人的日常飲食中扮演著重要的營養供應角色，因此，維持雞蛋價

格的穩定性相當重要。本研究從多個來源蒐集 2010 年 11月 1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之蛋價資料，缺漏部分以插值法補足。我們蒐集影響蛋價的相關因子，建立

三個蛋價預測模型： (1)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2)ARIMAX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with Explanatory Variables Algorithm），

(3)長短期記憶（Long Short Short-Term Memory，LSTM）之類神經網路模型。我

們以標準的機器學習方法進行訓練和預測，結果顯示，在多元迴歸、ARIMAX和

LSTM 模型預測之均方根差（Root-Mean-Square Error，RMSE），分別為 9.2412、

9.3654和 3.0985元。因此，LSTM 表現遠遠優於另外兩者，較能捕捉 2023年台

灣較為異常且漲幅較大的蛋價。本研究提供一個且可行的 LSTM 的架構，供後

續研究人員或是政府單位建立模型之參考，並提早制定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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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ggs assum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aily dietary intake of the Taiwanese 

population, emphasizing their crucial nutritional contribution. Consequently, 

maintaining stable egg prices holds substantial importance. This study amalgamated 

egg price data from diverse sources spanning November 1, 2010, to April 30, 2023, with 

interpolated values to address gaps. Pertinent factors affecting egg prices were collected 

to establish three egg price forecasting models: (1) Multiple Regression, (2) ARIMAX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with Explanatory Variables Algorithm), 

and (3)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neural network model. Training and 

prediction were conducted employing standar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ologies. The 

outcomes revealed root-mean-square errors (RMSE) for egg price prediction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RIMAX, and LSTM models as 9.2412, 9.3654, and 3.0985 units, 

respectively. Consequently, LSTM outperformed the other two models, effectively 

capturing the pronounced and larger-scale egg price anomalies expected in Taiwan for 

the year 2023. This research furnishes a practicable LSTM framework,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or governmental entities aiming to construct models 

and implement anticipato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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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雞蛋對於臺灣人來說具有重要性，不僅是營養豐富的食物，提供了許多美味

且經濟實惠的飲食選擇，滿足了臺灣人對於多樣化飲食的需求，且在臺灣市場上

相對廉價，便於取得，因此，它成為許多家庭烹飪的主要食材之一。 

  因此，維持雞蛋價格的穩定性將變成非常重要，穩定的雞蛋價格有助於保護

消費者的權益，確保消費者能夠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到必需的食物。另外，穩定的

雞蛋價格對於農戶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農戶在生產雞蛋時需要投入資源，如飼

料、飼養成本等，維持雞蛋價格的穩定性能夠提供農戶更穩定的收入，鼓勵他們

進一步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並有助於促進供應鏈的協調和市場的效率，提供供

應商和零售商可靠的市場信號，促進市場的順暢運作。此外，雞蛋作為臺灣農業

的重要部分，其價格波動可能對整體經濟產生波及效應，如通脹壓力、消費者支

出變動等，維持雞蛋價格的穩定性有助於促進農業部門的可持續發展，並維護整

體經濟的穩定。 

  然而，如圖 1.1 所示，過往臺灣有經歷過幾次蛋價漲幅較高的時期，如 2015

年開始至 2016年 6 月，相關新聞報導截圖如圖 1.2所示，接著，在 2018年 9月

至 2019 年 5 月也經歷了另一波的漲價，相關新聞報導截圖如圖 1.3 所示。甚至

在近期，從 2022年開始蛋價一直不斷地攀升，並在 2023年到了歷史新高，有史

以來最高的蛋價，加上蛋價仍不斷的上漲，造成民眾搶蛋，各大超市蛋架上的雞

蛋常常被一掃而空，許多人買不到蛋，又可能進一步漲價。本研究將既有模式問

題整理為以下兩點： 

 

1. 蛋價易受各種因素影響，造成民眾搶購： 

蛋雞容易受氣溫、禽流感和天災等因素而造成產蛋量下降，甚至是雞隻死亡，

此外供應蛋雞的飼料主要為玉米和小麥，大多需從國外進口，飼料進口價格

常常浮動不定，加上近期烏俄戰爭導致玉米小麥價格上漲，也直接或間接的

反應在蛋價上。最後蛋價上漲導致民眾恐慌而搶購，讓蛋價進一步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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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較無針對未來蛋價的可靠預測模型 

目前僅有各大農委會或是政府的相關機關網站，有整理每日或是每週的蛋價、

飼料價格和蛋雞隻數等會影響蛋價的資料，但目前並無整合的網站，可以同

時一次看到多維度的資料，造成民眾或是飼養人員查找的不便，且目前都僅

以相關的資料表格或是敘述性統計的折線圖呈現資料，查看者僅能看到過往

的趨勢和目前的資料，並無相關的蛋價預測模型，能夠預測未來有可能的上

漲時間，並且提早準備和預防。 

 

 

圖 1.1、臺灣歷史蛋價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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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15年開始至 2016 年 6月蛋價相關報導 

 

 

圖 1.2、2018年 9月至 2019 年 5月蛋價相關報導 

 

  綜上所述，本研究期望透過參考過往蛋價漲價的相關報導，以蒐集可能影響

蛋價的相關因子，並參考預測蛋價的相關文獻，建立預測蛋價時間序列的模型，

接著輸入可能影響蛋價的因子資料，最後評估模型建立之正確性和精確性，並將

預測結果供一般民眾和政府機關參考。本研究期望模式歸納於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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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可能影響蛋價的相關因子，並建立蛋價資料集： 

透過查找相關的新聞報導，以收集可能影響蛋價的因子，以此做為資料及的

欄位拓展資料集的維度，接著依照可能影響蛋價的因子進行資料探勘，到民

間農業團體、政府機關和公開資料集等相關網站，查找是否有影響蛋價因子

的歷史資料，最後將進行補值和去除異常值等資料預處理，完成蛋價資料集，

並提供後續模型建立使用。 

 

2. 建立多個蛋價預測模型，並比較個模型之間的優劣： 

透過參考過往預測價格模型，並評估各模型對於預測蛋價的可行性與準確定，

找到對於預測蛋價較為可行的演算法，接著透過建立多個模型，比較各模型

是否能藉由歷史資料預估未來蛋價，取代人工預測的方式，最後以均方根誤

差評估各模型的優劣，並以最佳預測模型作為本研究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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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房地產價格於建築、投資、公益等相關議題會有重大影響，如何建構精確預

測房地產價格的模型，一直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因此 Qingqi Zhang（2021）

對基於多元線性回歸房價預測的廣泛研究，將重點放在對模型影響最大的關鍵因

素上，評估具有特定特徵的房地產的經濟價值，並確定回歸因素背後的因果關係。

首先該研究利用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影響房價的主要因素，選取影響一般房

價的顯著因素，進行組合分析演算法。接著，該研究建立房價預測的多元線性回

歸模型，並應用波士頓房地產價格數據集對該方法進行了檢驗，通過本文的數據

分析和測試，綜上所述，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預測和分析

房價，而演算法仍可以通過更先進的機器學習方法進行改進。 

 

 ARIMAX Model 

  雞蛋在國人飲食佔有相當重要的成分，而近年來雞蛋價格屢創新高且波動大，

導致許多業者與消費者對於高價雞蛋有苦難言。因此，唐婉庭（2019）想藉由觀

察過去雞蛋價格，與蛋雞內部產業之生產週期變化，以及外部環境因素，加以探

討影響雞蛋產地價格變動之因素，數據蒐集自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之數

據，作為執行 2018 年雞蛋產地價格之預測依據，並採用時間序列 ARMA 模型，

進行設計基本模型以及加入內外部因素後的延伸模型，利用兩種不同的模型架構

對月平均雞蛋產地價格走勢之檢定，最後比較不同預測模型之準確度後建立雞蛋

產地預測模型，以確認影響雞蛋產地價格變動之主要因素。結果顯示，要預測臺

灣雞蛋月平均產地價格，不僅需考慮過去雞蛋產地價格，也須觀察其他變數。影

響臺灣雞蛋產地價格變動的因素有：前兩期的產地價格、前兩期的產蛋箱數、當

期換羽隻數、當期淘汰隻數、前一期產地氣溫以及農曆新年因素所影響。因此，

相關單位必須整體追蹤監控上述數據資訊之變動，如此才能有效降低雞蛋產地價

格無預警波動以穩定產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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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Model 

  時間序列的問題，是在機器學習的知識領域中，應用和需求最廣泛的問題之

一，因此，王柏鈞（2020）透過 LSTM 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以股價預測，首先該文

章透過 Sliding window 技巧將較長的時序資料，變成許多較短的時序資料，利用

將 Stride（步伐）設定為 1，而 window-size（窗口大小）設定為 7，讓資料增加

為 7倍，相當於每隔一天就取一個星期的資料，接著將透過 Sliding window 處理

後的股價資料，輸入至 LSTM 模型中進行訓練，但該文章發現今日股價與昨日收

盤價較為相關，導致 LSTM 模型容易 OverFitting，訓練效果不佳，因此透過在層

與層之間加入 20%的 Dropout，最後成功建構預測股價之 LSTM 模型，均方根誤

差（Root-Mean-Square Error，RMSE）為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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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數定義與資料預處理 

  本研究以文獻之變數選擇作為參考，並加入飼料價格、氣溫平方項、食物類

消費者物價指數三變數，本研究預測氣溫應有最適溫度，因此加入氣溫平方項。

資料期間為 201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本研究將訓練集定為 2010

年 11月 1日至 2020 年 10月 28日之資料（佔 80%），測試集為 2022 年 10月 29

日至 2023年 4月 30 日（佔 20%），各變數定義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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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變數名稱與來源 

變數名稱 定義與來源 

雞蛋價格 以行政院農委會資料開放平台提供之家禽交易行情 (白肉雞/ 

雞蛋) 作為蛋價（日資料）。 

產蛋箱數 當週平均每日雞蛋生產量 (箱 /200 顆 )，以中華民國養雞

協會提供之歷年蛋雞生產數量統計總表，表中之產蛋隻數（月

資料）。 

淘汰隻數 各蛋雞場淘汰蛋雞數量之總和，以中華民國養雞協會提供之

歷年蛋雞生產數量統計總表，表中之淘汰隻數（月資料）。 

換羽隻數 各蛋雞場執行換羽之蛋雞數量總和，以中華民國養雞協會提

供之歷年蛋雞生產數量統計總表，表中之目前換羽隻數（月資

料）。 

飼料價格 以中央畜產會畜產品查詢系統提供之現行品項平均價格查詢

的產地農場價格，其中的蛋雞飼料作為飼料價格（月資料）。 

氣溫 以農業氣象觀測網監測系統提供之農業站每日氣溫數據，採

用 6 個蛋雞主要生產地區做平均，分別為：彰化、嘉義、高

雄、屏東、台南、雲林，對應之農業站分別為：台中農改、義

竹分場、旗南農改、高雄農改、畜試所、雲林分場（日資料）。 

氣溫平方項 為捕捉最適氣溫。 

農曆新年 虛擬變數，春節第一天所在之月份，該月份值為 1，其餘則為

0。 

食物類消費者

物價指數

（CPI） 

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提供之食物類消費者物價指數（月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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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大都為月資料，因此本研究使用內插法進行補值，各變數補值方法如

表 3.2所示： 

 

表 3.2、各變數補值與處理 

變數名稱 補值與處理方法 

雞蛋價格 當天蛋價為「議價」、「休市」，則以前後一天價格平均代替，

若需連續補多天價格，則須補值的第一天補前一天價格，最

後一天補後一天之價格，中間以第一天與最後一天之平均代

替。 

蛋雞數量 先將月資料除以 30 天，再以三次樣條插值法（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補完整個月的值。 

產蛋箱數 先將月資料除以 30 天，再以三次樣條插值法補完整個月的

值。 

淘汰隻數 先將月資料除以 30 天，再以三次樣條插值法補完整個月的

值。 

換羽隻數 先將月資料除以 30 天，再以三次樣條插值法補完整個月的

值。 

飼料價格 使用線性插值法（Linear interpolation）補完整個月的值。 

氣溫 使用線性插值法對缺漏值進行補值。 

消費者物價指

數 

將月資料補成每日資料。 

 

  插值法程式碼示例如圖 3.1和圖 3.2所示： 

 

 

圖 3.1、三次樣條插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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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線性插值法 

 

  各變數補值後之結果如圖 3.3、圖 3.4、圖 3.5、圖 3.6、圖 3.7和圖 3.8所示： 

 

 

圖 3.3、食物類 CPI補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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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產蛋箱數補值結果 

 

 

圖 3.5、淘汰隻數補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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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換羽隻數補值結果 

 

 

圖 3.7、飼料價格補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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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氣溫補值結果 

 

  本研究透過表 3.3初步觀察資料之敘述性統計和圖 3.9觀察各變數之相關

性。 

 

表 3.3、敘述統計表 

變數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農曆新年(是=1) 4559 .082 .275 0 1 

蛋價 4559 28.456 5.629 16 45.5 

食物類 CPI 4559 92.544 7.992 77.86 108.81 

產蛋箱數 4559 103908 11113.6 87454.7 125250 

淘汰隻數 4559 32943.2 8615.46 14457.1 65204.7 

換羽隻數 4559 41487.5 16156 12000.5 195604 

飼料價格 4559 13.533 1.029 12.11 16.9 

前一天氣溫 4559 23.988 4.51 5.933 3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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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各變數相關係數表 

 

  為使模型結果不受單位影響，本研究將所有變數正規化（Normalization）後

再使用，正規化結果如圖 3.10所示。 

 

 

圖 3.10、資料正規化之部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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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如圖 4.1所示，為本研究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之程式碼。 

 

 

圖 4.1、多元迴歸模型程式碼 

 

  多元迴歸模型以線性關係解釋應變數與自變數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如表 4.1

所示，若逢農曆新年（虛擬變數 = 1），則蛋價會下降 2.0166元；食物類 CPI上

升 1單位，蛋價則上升 0.5339元，以此類推。 

  若逢農曆新年、產蛋箱數越多、淘汰隻數越多、換羽隻數越多，蛋價會越低；

食物類 CPI越高、前一期氣溫越高，蛋價則越高，與參考文獻之研究結果相同，

RMSE 為 9.2412，R 平方為 0.313。 

  本研究預期氣溫平方項應為負向，如此才會有最適氣溫，但結果與預期相反，

本研究猜測與淘汰隻數有關，氣溫越極端，淘汰隻數越多，氣溫的一部份已被淘

汰隻數解釋，而導致結果與預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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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多元迴歸模型結果 

 
 

  如圖 4.2 所示，多元迴歸模型之預測能力不甚理想，RMSE 為 9.2412，R 平

方為 0.313，與實際價格平均相差大約 9元。 

 

 

圖 4.2、多元迴歸預測結果 

 

  由表 4.2可知，將氣溫變數去除後，除了新年變數變得不顯著之外，各變數

結果變化不大，且 RMSE上升至 11.7518，R 平方下降至 0.179，代表氣溫對於預

測蛋價依舊是重要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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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多元迴歸模型結果（去除氣溫） 

 

 

  表 4.3為將訓練集拉長至 2022/01/26（佔 90%），飼料價格方向改變並符合我

們的預期，其餘變數方向均無變化，RMSE 下降至 6.4765，準確度大幅上升，表

示多元迴歸模型要以 2022年之前的資料，預測 2022後的特殊情形較困難。 

 

表 4.3、多元迴歸結果（訓練集拉長） 

 

 

  有鑑於食物通膨（food_inflation）和產蛋箱數（box_egg）兩因子可能需要一

段時間才會反映在蛋價上，而非直接對當日蛋價產生立即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

將食物通膨因子延後 30天，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7天，也就是透過 30 天後的食物

通膨因子和 7 天後產蛋箱數因子預測當日的蛋價，其餘因子根據唐婉庭（2019）

使用當天資料預測，以測試是否能提升最終的預測結果，多元迴歸模型結果如表

4.4所示，多元迴歸預測結果如圖 4.3所示，RMSE 為 13.2135，R 平方為 0.257，

與實際價格平均相差大約 13元，預測結果誤差不減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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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多元迴歸模型結果（食物通膨和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圖 4.2、多元迴歸模型預測結果（食物通膨和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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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RIMAX Model 

  自我迴歸-移動平均差分模型（ARIMAX）為一時間序列模型，自我迴歸（AR）

項為使用第 t 期之應變數作為解釋變數放入模型，負責捕捉重點期間，差分（I）

為將前或後 t 期減去當期，以穩定時間序列，平均移動（MA）項為以前 t 期作為

解釋變數放入模型，負責捕捉長期趨勢，ARIMAX為 ARIMA之延伸模型，X代

表允許納入外生變數。 

  本研究通過穩定性檢定、自我相關函數圖（ACF）、偏自我相關函數圖（PACF）、 

季節性檢定來選擇模型參數，以下為各檢定之結果： 

  穩定性檢定：檢驗應變數是否有恆定的統計特性，例如：均值、變異數等，

虛無假設：時間序列具有單位根（也就是不穩定），檢定結果 p-value 為 0.0461，

拒絕虛無假設，時間序列穩定。 

  由如圖 5.1 所示，時間序列有持續的自我相關性（ACF 拖尾），如圖 5.2 所

示，只有前一期與當期有顯著相關（PACF於第 2期截尾），因此選擇使用一階自

我迴歸項 AR(1)，不使用移動平均項（MA），如圖 5.3所示，第三列為季節性檢

定，若時間序列具有季節性，則應為單一頻率圖，代表本研究的時間序列並不需

要考慮季節性，且時間序列不具單位根，因此本研究不選擇差分，綜上所述，本

研究僅選擇模型之參數 AR(1)。 

 

 

圖 5.1、ACF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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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PACF圖 

 

 

圖 5.3、季節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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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MAX模型程式碼如圖 5.4所示： 

 

 

圖 5.4、ARIMAX 模型程式碼 

 

𝑃𝑡 = 𝑐 + 𝛽1𝑋1 + 𝛽2𝑋2 +⋯+ 𝛽𝑛𝑋𝑛 + 𝜑1𝑃𝑡−1 + 𝜃1𝜖𝑡−1 + 𝜖𝑡 

  上式為 ARIMAX 之方程式，𝑃𝑡為當期蛋價，𝑐為截距項，𝑋1~𝑋𝑛為自變數（外

生變數，例如：淘汰隻數）而𝛽1~𝛽𝑛為自變數之係數，𝑃𝑡−1為前一期的蛋價，而

𝜑1為其係數，𝜖𝑡−1為前一期之誤差項，𝜃1為其係數，𝜖𝑡為當期誤差項。 

  模型結果彙整如表 5.1所示，與多元迴歸模型解釋方法相似，若逢農曆新年，

則蛋價會下降 1.6554 元；食物類 CPI上升一單位，蛋價則上升 0.5016 元。若逢

農曆新年、產蛋箱數越多、換羽隻數越多，蛋價會越低；食物類 CPI越高、前一

期氣溫越高、前一期蛋價越高，蛋價則越高，與參考文獻之研究結果相同。sigma2

為誤差項之標準差，其顯著代表模型擬合程度不好，無法很好解釋資料的變異性，

或有尚未考慮到的因素梅放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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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ARIMAX 模型結果 

 

 

  如圖 5.5所示，模型預測效果不理想，RMSE 為 9.3654，本研究認為問題出

在模型設定，例如：考慮到運送時間，產蛋箱數可能需要使用前幾期、CPI為落

後指標，應使用前一個月的較為合理。 

 

 

圖 5.5、ARIMAX模型預測結果 

 

  有鑑於食物通膨（food_inflation）和產蛋箱數（box_egg）兩因子可能需要一

段時間才會反映在蛋價上，而非直接對當日蛋價產生立即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

將食物通膨因子延後 30天，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7天，也就是透過 30 天後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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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因子和 7 天後產蛋箱數因子預測當日的蛋價，其餘因子根據唐婉庭（2019）

使用當天資料預測，以測試是否能提升最終的預測結果，ARIMAX 模型結果如

表 5.2 所示，ARIMAX 預測結果如圖 5.6 所示，RMSE 為 13.8329，R 平方為-

2.775，與實際價格平均相差大約 14元，預測結果誤差不減反增。 

 

表 5.2、ARIMAX 模型結果（食物通膨和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圖 5.6、ARIMAX 模型預測結果（食物通膨和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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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Model 

1. LSTM模型架構 

  LSTM 為類神經網路模型，如圖 6.1所示包含輸入層、隱藏層和輸出層，以

本研究的蛋價預測模型為例，本研究之 LSTM 模型輸入數為 8輸出數為 1，表示

透過 8個特徵預測 1個價格。 

 

圖 6.1、類神經網路架構 

 

  LSTM 為循環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之延伸，RNN的

模型架構（如圖 6.2 所示）特色為會將上一個輸出加入至下一個的輸入，使模型

具有歷史記憶性，但此架構較為單純，容易使較久但仍然重要影響當期資料的歷

史資訊，經過多次迭代後，權重低至幾乎無法影響當期的輸出。 

 

 

圖 6.2、RNN模型架構（Christopher Ola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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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TM 模型架構如圖 6.3所示，以 RNN為基礎加入 Input Gate、Output Gate

和 Forget Gate分別控制輸入、輸出和遺忘的權重，該權重由激活函數 Sigmoi 轉

換為 0 至 1 的數值（如圖 6.4 所示），並且將輸入透過激活函數 tanh 轉換為-1 至

1的數值（如圖 6.5 所示），相當於將輸入由 1個變為 4個，權重透過梯度下降和

反向傳播法讓模型自主學習，讓模型具有遺忘和記憶的能力，以提升模型的預測

效果。 

 

 

圖 6.3、LSTM 模型架構（Christopher Olah，2015） 

 

 

圖 6.4、Sigmoid 激活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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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Tanh激活函數 

 

2. LSTM模型訓練與參數調整 

  本研究採用雙層的 LSTM 進行訓練和預測，首先將資料進行正規化後，將

80%的資料輸入至模型中進行訓練，Epochs 為 100 訓練結果之 Loss 折線圖如圖

3.6所示，訓練結果為欠擬合，預測結果如圖 3.7所示，預測效果很差不可用。 

 

 

圖 6.6、初始 LSTM 訓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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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初始 LSTM 預測結果 

 

  推測有可能為資料量太少，因此模型過早學習到不必要的特徵，因此在訓練

集 Loss 下降過早，但在測試集 Loss 無法下降判定為訓練失敗，因此本研究透過

Sliding Window 將時序資料變成許多筆短短的時序資料，重複每間隔一天就取一

周的資料，讓資料集數量擴充為 7倍，Stride（步伐）相當於 1，window-size（窗

口大小）相當於 7，等同於每隔一天就取一個星期的資料，並且在隱藏層中間加

入 20%的Dropout，訓練結果如圖 3.8所示，發現模型產生過擬合，測試集在Epochs

為 15至 20左右降至最低，而後逐漸上升，表示模型訓練過頭。 

 

 

圖 6.8、LSTM 過擬合訓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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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將 Epochs 調整為 15，訓練結果如圖 3.9 所示，模型訓練成功，

最終模型預測結果如圖 3.10所示，RMSE 為 3.0985，LSTM 資料前處理程式碼如

圖 3.11所示，最終模型程式碼如圖 3.12所示，模型參數如表 3.1所示。 

 

圖 6.9、LSTM 訓練成功結果 

 

 

圖 6.10、LSTM 最終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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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LSTM 資料前處理 

 

 

圖 6.12、LSTM 模型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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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LSTM 模型參數 

參數名稱 參數 

Cells 64 

Layers 2 

Dropout 0.2 

optimizer adam 

loss mean_squared_error 

epochs 15 

batch_siz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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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與未來展望 

1. 實用性 

  本研究透過迴歸分析和類神經網路方式，取代人工預測蛋價的，並改為從大

數據中找到可能影響蛋價的因子和趨勢，以預測未來有可能的漲價期間，從而提

早制定措施預防避免民眾恐慌，並且有利於政府或民間相關單位政策制定。 

 

2. 創新性 

  本研究以時間序類分析的類神經架構 LSTM 對蛋價進行預測，有別於過往

採用機器學習如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需進行多重的特徵工程步驟，確保各項特

徵對於預測價格有效、正確且不會互相干擾，LSTM 僅需制定好架構，並且合理

的調整參數，使模型預測效果達到最佳，而不用對特徵進行較多的處理。 

 

3. 貢獻與效益 

  如表 7.1所示，本研究最終的研究成果為使用 LSTM 的預測效果最好，過往

較無使用類神經網路，針對臺灣蛋價進行預測，因此本研究提供一個有效且可行

的方式，並於本文中說明 LSTM 的架構與參數，可供後續研究人員或是政府單位

建立模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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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各模型預測結果彙整 

模型名稱 多元迴歸模型 ARIMAX LSTM 

RMSE 9.2412 9.3654 3.0985 

預測時間 2020/10/29 至 2023/04/30 

預測結果圖 

橫軸：時間 

縱軸：蛋價 

   

 

4. 未來展望 

  在 LSTM 模型預測效果為三個模型之中最佳，但 3塊錢的誤差仍較大，可能

參數未調整至最佳，可以再透過參考更多研究成果以調整神經網路架構，或是透

過反覆調整參數進行訓練，以精進 LSTM 的預測效果。此外，深度學習為黑盒模

型，相較於時間序列分析的可解釋性較差，因此仍須精進時間序列分析模型之預

測準確度，供政府單位參考，才能進一步透過判斷各項因子對於蛋價的影響，使

政策能夠更加對症下藥，精準地解決蛋價浮動的問題。 

  多元迴歸模型與 ARIMAX 模型之表現不甚理想，原因除了變數的選擇，還

有模型設定上的問題，變數的共線性問題可以使用變異數膨脹因子（VIF）檢測，

時間序列模型在變數調整的需考量更多，例如：產蛋箱數、CPI等受時間影響的

變數。使用日資料需更小心處理變數、模型，才能發揮模型的預測能力。此外，

本研究透過將食物通膨因子延後 30 天，產蛋箱數因子延後 7 天，在多元迴歸模

型與 ARIMAX 模型表現皆不盡理想，甚至更差，本研究在延後因子時間手法上

過於粗糙，僅透過作者之主觀判斷，應透過詢問專業人員意見，以評估該手法之

正確性和有效性，才能真正提升模型預測表現。 

  接著，本研究尚未建立網頁或是應用程式，並無提供使用者介面方便使用者

查看與互動較為可惜，本研究預測蛋價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期望未來能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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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氣預報等應用程式，建立一個介面開放給一般大眾使用，提升本研究建構模

型之效益。 

  最後，於資料方面希望政府將禽流感撲殺數（並無官方彙整的資料集）、淘

汰蛋雞數量、換羽蛋雞數量等與蛋價相關資料收集的更加完善，並將資料集以檔

案、網頁形式或提供 API以便透過爬蟲取得資料，形成動態資料，透過不斷自動

更新資料，使模型更加準確，也能提供給使用者及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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