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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個人對於衡量理想的居住地區準則不同，但現有的調查僅考慮各地區的主

客觀因素提供一個綜合性指標，而並未考量到個人化的差異。本研究欲建構一套

個人化決策系統，可供使用者選擇自身關心的衡量項目，經由政府開放平台的客

觀數據，並以縝密的統計分析方法，最終以視覺化地圖的呈現個人的理想城市排

名。 

    本研究利用 R 軟體的 Shiny套件建構出互動式頁面，此程式須包含前端的互

動頁面與後端的統計分析兩大部分，首先，使用者於前端勾選欲關注的細項變數

後，後端將以收集的資料以勾選的變數進行主成分分析，並計算出各縣市的理想

總分與排名，再依設定好的理想區段將縣市分為三等級，最終將各等級以深淺不

同的顏色代表，並以 Leaflet 套件將顏色繪製於臺灣地圖上，並傳送至前端的頁

面中顯示。 

    我們藉由本次專題研究，發揮於統計學系學習的知識，建構了一個可供個人

需求來進行統計分析的系統，利用簡單的互動式操作，即可讓使用者清楚的解讀

複雜的統計分析的結果。 

 

 

關鍵字：資料視覺化、個人化決策系統、主成分分析、R 程式 Leaflet 套件、 R

程式 Shiny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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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teria to identify ideal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for each person. However, the 

reports in general most liveable survey did not evaluate the diversity. In this research, 

we construct a personalized decision system to find my ideal city. 

Shiny package in R program is used to build the interactive web page. Two parts 

are essential, including frontend visualization and backen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items that user selected, data retrieve from the government open data is utilized to 

estimate the scores for each city vi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he ranks for all 

cities transformed from scores are shown with colors. The Leaflet package is adopted 

to display the analytic results on the Taiwan map. 

 In this project, all techniques learned from college are used such as programming 

and statistical theory. We provide a interactive personalized system to mak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easy to understand. 

 

 

Keyword：Data visualization, personalized decision system,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R Leaflet package, R Shiny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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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與背景 

    所得較高就幸福嗎？還是社會福利好才算幸福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綜合了客觀的觀察數據與主觀的調查訪談的所有資訊，訂定各國家城市

的美好生活指數[1]；天下雜誌每年也針對臺灣各個縣市做了幸福城市大調查，共

調查了「經濟力」、「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等五大面向，每

個面向又包含了十二至十五個細項指標[2]，藉由綜合所有面向的指標，以訂定各

縣市的幸福程度排名。 

一般的幸福指標是從多面向的綜合性評比數據來衡量各縣市的幸福程度，但

缺少考慮到每個人對於各項指標的關注差異，舉例來說，有適學年齡孩子的家庭

也許會較注重文教方面的表現和治安、環境汙染等因素，即將畢業欲找工作的學

生可能會較在意所得支出等經濟上的情況，由於一般的美好生活幸福指標調查並

無法反映個人需求上的差異，因此我們欲建構一個依照個人化需求而找到自己心

中覺得幸福理想城市的方法。 

此外，由於有些幸福指標的計算方式是將每個縣市的各個指標排名後，再加

總計算總分予以排序，因此可能會造成一些城市因某項指標分數特別突出，即使

在多數指標上略低於其他縣市，最後的總分因那些特別突出的指標而使總分與排

名高於其他城市；相反的，有些城市在多數的指標都略高於其他縣市，但可能因

為某項指標排名特別低，導致在總分排名上遠遠落後其他城市。為了避免這種「一

竿子打翻一船人、一好遮三醜」的現象產生，我們試圖由各指標的原始數據，藉

由統計方法設定一套能夠客觀去訂定城市之間排名的方法。 

    因此本專題研究欲藉由客觀的政府調查數據，並允許主觀的挑選個人關注的

面向，以直覺方便的視覺化工具結合適當的統計方法，讓大家能夠更快速有效的

找出自己的理想生活城市。 

 

 



個人的理想城市 

                                    2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 (2017 年) 

1.2研究目的 

    由於市面上各機構調查的幸福指標，皆以綜觀性的衡量各城市的美好生活狀

態，但每個人認定美好生活在乎的面向或多或少有所不同，所以我們欲由政府豐

富多元化的開放資料，允許使用者自行挑選想關注的面向細項，再經由縝密地統

計分析，最終提供每個人自己的理想城市排名。 

    另一方面，為了使一般大眾也能輕鬆易讀地選擇關心的細項並檢視複雜的統

計分析結果，因此我們運用了所學的統計軟體程式，並搭配新興的視覺化套件，

讓對於不大熟稔統計學的使用者也能藉由我們提供的互動式個人化決策系統，獲

得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城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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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分析 

2.1資料收集 

    為了完整的考量各面向的客觀資訊，我們最初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open 

data) [3]，透過網頁中涵蓋分類的十八種資料集，再連結至各政府相關單位網站，

以尋找各種面向的細項變數資料。 

    本研究以臺灣的各縣市做為一個地區單位，因此原先欲納入臺灣所有共 22

個直轄市與縣市納入評比，但由於離島的連江縣、金門縣的資訊較不完整且資料

品質有許缺陷，因此我們最終選擇台北市、台南市、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

台中市、新竹市、新竹縣、彰化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嘉義市、苗栗縣、

南投縣、屏東縣、嘉義縣、台東縣、雲林縣、澎湖縣等 20個直轄市與縣市作為

研究對象。 

此外，各細項變數資料的年月份單位與年份起迄日並不完全一致，為了使資

料具有時間的一致性，因此更加小心的挑選資料變數；以降雨量與氣溫為例，中

央氣象局提供了每日的降雨量但僅提供每月的平均氣溫資訊，且兩者的起始日期

分別為 2008年與 1981 年統計時間並不一致，因此無法全數整合納入討論分析；

另過於久遠的資料可能與現在的情況差距過大，因此我們最終選擇了最近一年

2016年以年為單位的資料，使各變數的資訊能最貼近現今的環境。 

    最終共收集到 63個具有時間與地點一致性的細項變數，並參考天下雜誌/631

期 2017幸福城市評分的調查，將 63個細項變數簡易分為「經濟力」、「環境力」、

「施政力」、「文教力」與「社福力」五大面向。各細項的原始變數名稱列於表 1。 

2.2資料彙整 

    原始的 63個細項變數中，有些因為資料缺漏(如：火災傷亡率)，或是與其

他變數相似性太高，因此共計刪除了 7項變數，僅剩 56個分析變數(表 2)。 

   再者，為了於視覺化頁面呈現時，使用者能清晰了解各選項，因此將相似

的變數歸為同一個選項予以命名(表 3)，最終共計整合成 26個勾選選項(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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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原始 63個細項變數 

15歲以上民間高等教育比 平均每教保人員負擔幼生數 赤字占歲入比率 104學年度輟學率 

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活動次數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債務占歲入比率 營利事業營業家數 

營利事業銷售額年增率 55歲以上每百人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每萬機動車肇事數 人均營利事業銷售額 

經濟發展支出占歲出比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量 酒駕事件死亡數 15歲以上識字率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接受婦女福利服務占女性人口比率 刑案破獲率 低底盤公車數 

平均每人圖書資料費支出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量 火災傷亡率 縣市各層級公圖館借閱量 

2015地方文化支出執行率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歲入自籌財源比率 每人消費支出 

平均每人可分配藏書冊數 身障福利機構安置及日托占身心障礙比率 自籌財源年增率 人口增加率 

每年舉辦藝文展演活動次數 每縣市民享有之社福支出 刑案發生率 公立公共圖書館個數 

大專以上占就業人口比 志工人數占 15歲以上人口比率 下水道建設完工率 家戶聯網率 

外國專業人員人年增率 平均每教師教導學生數-國小 觀光旅館住用率 勞動參與率 

文創產業占營利事業家數比 高風險家庭個案平均面訪次數 污水處理率 人均文創產業營收 

每十萬人口自殺死亡率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總成績 公共運輸使用 失業率 

平均每教師教導學生數-高中 平均每鄉鎮市區發展協會與附屬社團數 PSI>100 日數比率 每人每年用電量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總歲出比 安養機構每工作人員服務老人數 垃圾回收率 每人每年油耗量 

平均每教師教導學生數-國中 平均每列冊關懷獨居老人被服務次數 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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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五大面向與刪除細項變數明細 

經濟力 環境力 施政力 文教力 社服力 

人均營利事業銷售額 PSI>100 日數比率 赤字占歲入比率 104學年度輟學率 每十萬人口自殺死亡率 

營利事業營業家數 污水處理率 債務占歲入比率 每年舉辦藝文展演活動次數 志工人數占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 

營利事業銷售額年增率 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每萬機動車肇事數 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活動次數 低底盤公車數 

經濟發展支出占歲出比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量 酒駕事件死亡數 15歲以上識字率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垃圾回收率 刑案破獲率 15歲以上民間高等教育比 高風險家庭個案平均面訪次數 

每人消費支出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量 火災傷亡率 縣市各層級公圖館借閱量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總成績 

失業率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歲入自籌財源比率 平均每人可分配藏書冊數 身障福利機構安置及日托占身心障礙比率 

家戶聯網率 每人每年用電量 自籌財源年增率 平均每人圖書資料費支出 接受婦女福利服務占女性人口比率 

人口增加率 每人每年油耗量 刑案發生率 公立公共圖書館個數 55歲以上每百人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大專以上占就業人口比 公共運輸使用率 下水道建設完工率 2015地方文化支出執行率 安養機構每工作人員服務老人數 

外國專業人員人年增率 

 

觀光旅館住用率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總歲出比 平均每列冊關懷獨居老人被服務次數 

勞動參與率 

  

人均文創產業營收 平均每鄉鎮市區發展協會與附屬社團數 

   

文創產業占營利事業家數比 每縣市民享有之社福支出 

   

平均每教保人員負擔幼生數 

 

   

平均每教師教導學生數-國小 

 

   

平均每教師教導學生數-國中 

 

   

平均每教師教導學生數-高中 

 

紅色底線標示者為刪除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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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細項變數整合成勾選選項一覽 

 

 

 

 

 

 

 

 

 

 

 

 

 

 

 

 

 

 

1. 企業經營力、 2. 家戶收支、3. 勞動力、4. 垃圾汙水處理、5. 天然能源耗量、6. 赤字債務、7. 交通事故、

8. 刑案事故、9. 自籌財源、10. 教育程度、11. 藝文展演、12. 圖書資源、13. 文化經費、14. 文創產

業、15. 師生比例、16. 兒童福利服務、17.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18. 婦女福利服務、19. 老人福利服務、

20. 社福資源 

 

 

 

 

表 4、勾選選項表 

經濟力 環境力 施政力 文教力 社服力 

家戶收支 環境汙染情形 赤字債務 教育程 志工服務 

家戶聯網率 垃圾汙水處理 交通事故 師生比例 低底盤公車 

企業經營力 天然能源耗量 刑案事故 圖書資源 兒童福利服務 

勞動力 公共運輸普及 自籌財源 藝文展演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觀光事業   文創產業 婦女福利服務 

   文化經費 老人福利服務 

    社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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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欲建構一個個人化的系統，使用者可由系統前端的頁面，勾選自身

關注的面向，再經由後端的統計程式分析得到各縣市的理想程度，再由前端的

頁面以視覺化的地圖呈現分析結果，讓使用者獲得個人的理想城市資訊，研究

流程見圖 1。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圖 1、研究流程圖 

前端 
由 Shiny package  

ui.R 建構 

後端 
由 Shiny package  

server.R建構 

統計資料 

分析 空間資料 

視覺化 

互動資料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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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統計分析 

3.2.1 選擇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目標是欲從使用者挑選出的細項變數數據，將其整合成一個數值，

並由此數值的大小關係，來代表各縣市的理想程度。 

    迴歸分析是最常見且簡易結合各變數數據的統計模型之一，然而，我們納入

分析的變數數量眾多，且部分變數意義可能具有相關性，因此易造成訊息的混

雜，此外，因為分析變數個數較探討的縣市數目多，所以可能造成模型的配適和

參數的估計不穩定。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這統計方法，可將原先眾多

的變數，藉由線性組合將維度縮減成數量較少的新變數，並使新變數間彼此無相

關性，且仍保有原先變數所提供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將採用主成分分析將各變數

的資訊整合。 

 

3.2.2 主成分分析 

    主成份分析於 1901年由 Karl Pearson創建[4]，是一種分析、簡化數據集的技

術。原有的變數由線性組合成新的變數，以達到資料縮減的目的，但能夠保留住

數據本身所提供的重要資訊。其方法主要是通過對共變異數矩陣進行特徵分解，

以得到數據的特徵向量(eigenvector)與特徵值(eigenvalue)。由於主成分分析主要

依賴數據提供的訊息，所以數據的準確性對分析結果影響很大。 

下述以最簡單的二維主成分分析為例，說明此統計方法的理論： 

1. 各觀察點原兩變數分別為 、  

2. 將各觀察點投影至新的二維軸線上 、 ，新產生的變數 、 稱為主成分，

此觀察點於新軸線上的數值為稱為主成分計分(principal components scores) 

3. 新變數 、 為原變數 、 的線性組合，且均值保持不變為 0 

4. 新變數 、 與原變數 、 的總平方和相同，總變異數也相同 

5. 解釋總變異的百分比一定比任何原始變數 、 解釋總變異的百分比大 

6. 新變數 、 的相關係數為 0，即 、 不相關 

若將二維推廣至 p個維度，所有 p個新軸中能解釋原變數最多的變異，則訂

為第一主成分，記為 ；再者，剩下的 p-1 個新軸中，能解釋最多 未解釋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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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者，訂為第二主成分，記為 ；以此類推第三、第四至第 p主成分。 

 

    本研究中，我們以相關矩陣來進行主成分分析，其步驟如下： 

假設有一組原始變數  

1. 原始資料標準化： 

 

 

2. 建立相關矩陣： 

當變數單位相同時，可用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求特徵值與特徵向量，但單位

不同時應以相關矩陣求特徵值與特徵向量較為合理。  

R  

 

3. 將標準化後的變數轉換成主成分，求特徵值與特徵向量，表示如下：  

    

其中 是 p 個主成分，彼此間無相關。 

    

主成分 c總變異與原變數 x 總變異相同，即 

 

若 ，且 最大， 即為第一主成分； 

， 

且 ， 

若 最大， 即為第二主成分；以此類推。 

為相關矩陣 R 的第 i 個特徵向量(eigenvector)，  為相

關矩陣 R 的第 i 個特徵值(eigenvalue)。 

 

4. 保留主成分個數： 

決定保留主成分個數的方式可以透過觀察陡坡圖(圖 2)，以觀察主成分解釋比

例，根據 Kaiser rule，將僅保留特徵值大於 1之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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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構指標分數： 

    我們將保留的主成分乘上變異數解釋比例後加總，作為新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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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視覺化應用 

3.3.1 互動資料視覺化 

為了讓使用者能簡單依照自己的需求挑選關注的變數，並清楚得到理想的

城市排名情況，因此我們建構一個簡易的頁面，可讓使用者能於該頁面操作勾

選變數並由地圖的圖示了解分析結果，而不須自行判讀複雜的統計分析數據。 

R-studio 程式的 Shiny套件[5]提供了方便的工具，可用於製作資料分析者

與使用者互動的頁面，使一般大眾能更簡易的藉由統計的分析了解其關心的議

題。Shiny套件主要分為 ui.R 與 server.R 兩大部分，ui.R 為前端程式碼，用以

描述互動頁面的呈現與排版，server.R 為後端程式碼，用以負責分析、計算與

繪製圖表，並將結果傳遞給前端；因此當使用者打開瀏覽器時，R-studio 程式

的 Shiny套件會依照中 ui.R 的程式碼，產生使用者看到的頁面內容，並在瀏覽

器中顯示。 

我們設計的主頁面包含左中右三大部分，左側邊包含兩個版面的切換功

能，分別顯示「主程式」和「關於」，點選「主程式」可切換至勾選變數與地

圖顯示頁面，點選「關於」可顯示指導老師以及組員的相關資訊；中間部分設

計為變數勾選區，將五大面向經濟力、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的各

細項設定為複選選項，使用者勾選完畢後可按下「點一下，觀看結果」的按鈕

後，指令即會套入後台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的結果將於頁面右側以地圖呈現；

頁面呈現的程式碼皆寫入 ui.R 中。 

此外，server.R 城市中包含連結前後端的操作指令與後端統計分析的程

式，其中藉由 input 與 output 兩個函式連結前端與後端的相關指令與動作，先

將使用者與前端選取的變數條件設定為 input，再讀取本研究蒐集的資料與採

用的主成分分析，並將結果數據和地圖圖示設定為 output，並運用 renderPrint

函式生成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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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空間資料視覺化 

3.3.2.1 使用空間資料視覺化的原因 

   使用者挑選的細項變數，經由主成分分析後，則會整合得到各縣市的

理想程度的分數，但為了讓使用者更容易辨識排序，因此我們將各縣市的

分數由大排到小並可列出總排名。 

    而相對於文字上的結果顯示，我們想要將結果能夠用更吸引人的方式

來呈現。於是我們以「空間資料視覺化」的方式，將結果鑲嵌在臺灣地圖

上，透過地圖上顏色深淺的變化，讓使用者更快速的接收結果。 

    在這個部分我們使用了 R 程式語言中的 Leaflet 套件，Leaflet 源自

JavaScript，用來創建互動式頁面地圖。它除了繪製地圖外，還可以將我們

想要顯示的數據嵌入地圖中，這也是我們選擇使用它的重要因素，希望透

過這樣的顯示結果，能夠方便使用者在短時間內即可以很輕鬆且清楚地得

到答案。 

 

3.3.2.2 Leaflet 簡介 

    Leaflet 是時下廣為運用的開源 JavaScript 庫之一的套件[6]，它可以直

接使用許多主流的地圖數據作為輔助圖層，如 OpenStreetMap, Mapbox

等，進而將地理信息數據做視覺化的操作。除了在線的地理數據外，也可

以很容易的使用 shapefile格式和 json 格式以及 sp封包中的空間與經緯度

數據。 

     除了繪製地圖外，還可以在地圖圖層中輕鬆地使用點標記、線條和

多邊形等視覺化要素來顯示常用的地理信息。像是我們要定位座標就可以

用點標記，要框選某個特定地區則可以用多邊形的方式鎖定範圍。在標示

區域還可以再使用當滑鼠移動到該區域時，顯示出相對應的內容。 

    Leaflet 對於文檔輸出系統也有著良好的支持，可方便地在 knitr / R 

Markdown文檔和 Shiny系統中嵌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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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Leaflet 運用 

1.將數據分級及定義其分級顏色： 

    首先從資料分析中，得到各縣市的理想程度的分數，但為了讓使用

者更容易辨識排序，因此我們將各縣市的分數由大排到小並可列出總排

名。之後再依排序劃分為「普通」、「良好」、「優良」三個理想程度，並

使用指令來將三個理想程度依序由淺到深對應出指定的顏色。如果是使

用原先連續型的資料(程式計算後的原分數)的話，我們可以使用

colorNumeric 或 colorBin 等的指令來做出顏色淺到深的漸層，但是由於

我們是三個不同的分級因此使用 colorFactor 函式，圖 2顯示三個理想程

度分級的顏色對應。 

 

 

圖 2、理想程度分級顏色對應圖 

 

2.使用 Leaflet 函數繪製地圖及顯示結果 

    先基本建構出我們的網頁地圖，將地圖中心定位在

120.97°E,23.98°N，再使用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open data)所提供的「直

轄市、縣市界線(TWD97經緯度)」資料來繪製出臺灣的基本輪廓及各

直轄市、縣市之間的界線，並套用在線上的地圖中。在網頁中的設計，

還包含地圖右上方製作一個方格，來顯示出我們將分級及顏色對應圖，

方便使用者對照。 

    最後將結果再帶入我們繪製的地圖中，依照結果將各縣市填上分級

顏色，並對應顯示在各個縣市中，當滑鼠游標移至直轄市、縣市方塊中，

即會顯示出「縣市名稱、等級分級、總排名數」。 

 

3.鑲嵌在 Shiny系統中 

    在 Shiny系統 ui.R 中將頁面右方設定為顯示地圖，並調整其大小以

完整顯示出我們使用 Leaflet 函數所繪製出的臺灣地圖。 



個人的理想城市 

                                    14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 (2017 年) 

第四章 研究結果 

藉由上述的研究方法，我們提供了一個個人化的系統，提供給使用者在主畫

面勾選關心的細項變數，並在主畫面右方的方格中顯示繪製出的地圖結果；資料

數據的分析和繪製地圖的過程在後端作業，僅提供統計分析者參考，並不提供給

一般使用者於頁面前端看見。以下我們以一個實際例子來演示我們的研究結果與

使用介面： 

介面打開後如圖 3，使用者就可以看到我們彙整的五大面向，總共 26項的

變數。使用者可以自行依照自己對於理想中的縣市標準所考量的因素，去選取符

合自己需求的變數。 

 

 

圖 3、初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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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使用者對於家戶聯網率、觀光事業、垃圾污染處理、天然能源耗量、刑

案事故、教育程度、圖書資源、工服務、老人福利服務、社福資源，這 11 個變

數感到關心，因此他在「經濟力」、「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

五大面向中做勾選，然後按下按鈕來進行統計分析 (圖 4)。 

 

 

圖 4、勾選後的頁面 

 

 

    選擇好變數之後，Shiny系統會將得到的指令傳回後端由 R-Studio 程式來進

行主成分分析，圖 5是主成分的各項數據。(註：此結果僅提供給後端統計分析

者參考)  

 
圖 5、主成分分析數據 (僅截取第一至第十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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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根據 Kaiser’s rule與陡坡圖，選擇特徵值大於 1的主成分，從圖 6中

可以看出特徵值大於 1的主成分有七個，因此我們保留了前面七個主成分，來做

後續的計算。(註：此陡坡圖僅提供給後端統計分析者參考) 

 

圖 6、陡坡圖  

 

 

 

    利用新的主成分計算出各個縣市的總分(圖 7)，並依總分高低排序，再依照

「優良」、「良好」、「普通」分為三級(圖 8)，用以定義成由深到淺的顏色，方便

後續於各縣市中填入色塊。 

 

         

圖 7、 縣市指標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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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縣市排名與分級指標 

 

 

 

    最後，系統將繪製好的地圖傳回 Shiny前端，顯示出來的畫面如圖 9， 

使用者即可根據各縣市的深淺判別理想程度。 

 

 

圖 9、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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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本次的專題研究，我們由 R 程式語言建構了一套簡單明瞭、容易操作的個人

化決策系統，使用者可以選取自己關心的細項變數，經由後端程式的統計分析，

再藉由頁面的地圖顏色，迅速清楚地得到自己的理想縣市的程度。 

    我們也用完成後的成品試著做出了多組不同變數的分析結果，從中我們可以

在選擇不同變數得出的結果來跟天下雜誌做一些比較。根據我們的資料與分析方

法，當我們把所有 26項變數全部勾選，結果顯示六都的顏色都比其他縣市來得

深，也就是說明他們的排名等級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說明，六

都在綜合性評比仍是優於其他縣市。而「天下雜誌/第 631期」依照五大面向去

統計分析所得出的結果，顯示臺北市排名第一、其他五都(台南市、新北市、桃

園市、高雄市、台中市)分別排在第五、六、七、八、九名，也都是位居前面，

兩者相互比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是因為使用的變數不同，所以結果並不盡

相同。由此可知我們所做的分析結果與市面上其他報導和調查可得到相似的結

果，這也說明我們的研究資料與方法是具有可信度的。 

    而我們也一直在強調，使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選擇關心的變數，所以

當在單向、或是單一選擇變數時，就不一定會是六都的排名會在前端，反而是沒

有這麼都市化的縣市可能會名列前茅，像是當使用者在乎環境更勝於經濟發展

時，六都的等級就會相對較低，但是這也是符合一般的常理判斷。比起市面上其

他報導和調查都是已經做好排名，且固定變數的分析結果，我們的研究結果更貼

近使用者，提供更方便的管道。 

    總而言之，我們這次的研究建構了一套個人化決策系統，比起市面上其他報

導和調查所分析的內容，更加貼近每個使用者的需求與理想，不論是綜合性的評

比，或是某些特定變數作評比中，可以知道每個縣市其實都有自己的優、缺點，

而在於每個人如何去做選擇，我們提供了更方便、有效的系統提供給使用者判斷

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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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討論 

    本研究提供了全臺灣各縣市的理想程度，以縣市做為分析單位可能仍過於粗

略，若能更精細地分析各鄉鎮或鄰里的理想情況，可能會更利於使用者選擇居住

區域考量；然而，現有的政府開放平台僅有少部分的變數提供鄉鎮的資訊，即使

臺中市政府的網站也僅提供極少數的鄰里訊息，若之後政府的開放平台能提供更

多資料，則我們可再更新資料與地圖以提供更精準的訊息。 

 此外，本研究將各縣市依照排名分為優良、良好、普通三個程度，並未詳列

各縣市的排名；我們嘗試過使用經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縣市總分，由漸層色將結果

繪製在地圖中，但可能因總分間過於接近時，漸層的效果反而讓地圖看起來很難

辨識；後來也嘗試改用將排名做漸層色的繪製，卻發現排名間隔的顏色區隔太小

也不太容易辨識，所以，最後我們決定將排名分組歸類，把 20個縣市依排名分

成 3等份，讓使用者可以更容易讀取結果。 

再者，原本設計的版面將勾選變數的方格都放在上排，顯示地圖放在下方 

(圖 10)，但這會造成使用者須將頁面往下滑才能看見整個地圖，因此我們又更新

了程式重新編排版面，最終使用的介面將顯示結果地圖置於右方，我們希望經由

使用者嘗試後能給予我們些許回饋，將來可再根據這些意見編修更清楚的頁面。 

 

 

圖 10、調整前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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