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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資料挖掘為對極龐大資料的探詢，探詢當中蘊含的規則、模式的方法。而會

探究這樣的方法便是因為現今我們能夠蒐集到的資訊是極為龐大的，而想透過人

腦直接利用這龐大的資料，讓人一眼便看出當中的規律在數據龐大之下是幾乎不

可實現的。而相對的，電腦則是處理龐大數據的行家，因此才會想研究資料挖掘

在電腦上的實現方法。 

而在現今便有著許多方法被討論出來，其中我們想實現的一是 Apriori 先驗

演算法，其方法能讓我們快速的找出資料當中的 frequient patterns 和其

association rules，二則為 DNN 模型，透過訓練模型，試著對資料進行預測分

類。 

 在 Python上循著這兩種方法實作出可執行的程式後，我們最後可以透過這

兩者從資料內尋找到一定的規則。對於找到的規則，有助於我們更瞭解資料間的

關係，從中推斷出有利的資訊從而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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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mining is a method of discovering patterns in large data sets.We 

explore such a method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we can collect today is 

extremely large, and if you want to directly use this huge data through 

the human brain.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under the huge amount of data.On 

the other hand, computers are experts at handling huge amounts of data, 

so we want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data mining on computers. 

Nowadays, many methods have been discussed. Two of the methods we want 

to implement are Apriori algorithm and DNN model. Apriori algorithm, which 

allows us to quickly find the frequent patterns and its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data sets. DNN model. Train the model and try to predict and classify 

the data. 

After we follow these two methods to implement executable programs on 

Python, we can finally find certain rules from the data through these two 

methods. The rules found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ta, infer beneficial information from it and u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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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標 

1.1 研究背景 

在極大量的資料中，我們可以探詢到某種規則、模式存在於這些資料內，而

這種探詢資料模式的行為被稱為資料挖掘。透過利用這樣的方法，我們可以在很

多事情上獲得啟發，像是在銷售、貿易上的運用，或是人類行為、心理的評估，

亦或是股價的跌幅估計，尤其在現今資訊量爆炸性增長的情況下，這種評估精準

度與資料量成一定正比關係的方法，也是隨之被愈發的重視，有著許多的論文探

討相關的資料、方法。因此，我們想試著從學到的方法中，嘗試實現對資料的挖

掘。 

 

1.2 研究目標 

透過對專題的討論，我們想透過 Python 來實現資料挖掘的程式，而主要實

現的是兩個，一為使用 Apriori先驗演算法來對資料進行 frequitent patterns

和其 association rules上的搜尋，二為將資料投入去訓練 DNN模型，嘗試使用

訓練出的模型進行分類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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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敘述 

2.1 資料來源 

此次資料來源 ilearn 2.0上[資料倉儲與資料挖掘]課程內，林明言老師提

供的資料集 customer_db_w_missing_csv.csv，其內部資料為辦卡顧客的資料當

中有著 customer_id，account_num，lname fname，address，city，

state_province，postal_code，country，customer_region_id，phone，

marital_status，gender，total_children，num_children_at_home，education，

member_card，age，year_income，expense 這些欄位，其中還有缺漏資料，缺

漏資料將會在後續章節中進行處理。

 

2.2 感興趣資料 

要想找出符合個人目的的資料模式，就必須對要使用資料的納入做出考量，

基於這樣的考量，在後面進行 Apriori和 DNN 模型訓練時主要選擇使用了以下的

屬性 total_children，num_children_at_home，education，member_card，

year_income，主觀上認為辦卡上的等級應該是與一個人的年收、教育和從家庭

撫養孩子數量考量家庭撫養能力等有關，而像是 customer_id等其它無關屬性則

會在後續實際操作時不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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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具敘述 

3.1 Google Colaboratory 

首先在環境上選擇使用了由 Google 提供的 Python 雲端開發環境

Colaboratory，在其內早已內建好大部分使用者經常使用到的函式庫，可以把程

式儲存在 Google Drive 上隨使取用，經過共享與組員方便探討程式碼，且在其

上環境又是共通的，不會出現在他人電腦可以，這邊電腦卻不行的情況。 

 

圖 3. 1 Colaboratory Logo 

3.2 Pandas 

Pandas 是 python 的一個開源數據分析函式庫，提供高效能、簡易使用的

資料格式(Data Frame)讓使用者可以快速操作及分析資料。 

 

圖 3. 2 pandas Logo 

 

3.3 MLXTEND 

MLXTEND是一個基於 Python的開源項目，在當中提供一些數據分析的工具，

其中提供了此一些函式，讓使用者可以簡單實現 Frequent Patterns 的一些演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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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MLXTEND Logo 

3.4 Keras 

Keras是一個在深度學習上目前流行的開放程式庫，當中有個很多深度學習

相關的 API 存在，為使用 Python 編寫，網上存在很多相關的教程、資源可以學

習，本次 DNN模型便是使用其實現。 

 

圖 3. 4 Keras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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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探勘過程 

4.1 Apriori實現方法 

本次實現 Apriori 是在 Colaboratory上使用 Python去實作的。為對資料進

行 Apriori演篹法的實現，首先便是要載入資料，這邊主要是透過 Colaboratory

有的 files.upload 方法去載入，可以看到其很簡單便可實現資料的載入。 

 

圖 4. 1 files.upload()介面 

載入的 csv資料最後是交給 Pandas去進行讀入，因 Pandas在 csv上提供很

多實用方法可在接下來的操作中被使用到。 

因為只對當中部分的資料有興趣，所以要先將感興趣的資料標記出來，這邊

寫了一介面可以透過勾選的方式簡單的勾選起來感興趣資料，方便隨時修改，而

後便可透過 Pandas 將其擷取出來。 

 

圖 4. 2 感興趣資料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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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Pandas將剛才的感興趣資料印出後可看到如圖 4.3的內容，而觀察它

可以發現當中有些缺失資料，所以後續開始進行資料清洗的動作。 

 

圖 4. 3 感興趣資料 

透過 Pandas中的 dropna()方法，再把資料印出便可看到剛剛含有缺失的資

料已經被去除了，剩下 7000多筆資料。 

 
圖 4. 4 清洗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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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為使用 Mlxtend 來實現 Apriori，必須先將資料轉化為 OneHotEncode

形式，才能符合輸入的條件，於是透過 Pandas，先使用 astype方法將所有數值

先轉換為 object型態，在使用 get_dummies 方法便可以順利將資料轉換成

OneHotEncode形式。 

 

圖 4. 5 OneHotEncode 形式資料 

再來便可使用 Mlxtend的 apriori來使用 apriori了，如圖 4.6 輸入找尋最

小 Itemset須為 2以上和 MinSupport為 0.1 便可得到 frequent pattern 如圖

4.7的結果。 

 
圖 4. 6 Apriori 程式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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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Apriori 程式碼結果-1 

也可改變程式碼，改透過 Absolute support 去得出結果。 

 

圖 4. 8 Apriori 程式碼-2 

 

圖 4. 9 Apriori 程式碼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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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frequent pattern 後，進一步引入 Mlxtend的 association_rules 便

可以用其去得到資料集的 association rule，效果如圖 4.10。 

 

圖 4. 10 Association Rules 

此外還可以看到 Lift，可透過 metric = “lift”和 min_threshold = lift

的底線來找出 lift 高於一定值的 association rule。 

 
圖 4. 11 Association Rules，使用 MinLift=1.2 限制 

另外，也可以使用 Pandas去查看在 year_income_40000.0 的 Associ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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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year_income_40000 的 Association Rules 

4.2 DNN分類預測實現方法 

本次實現 DNN也是在 Colaboratory上使用,在一開始我們建置一個簡易的

DNN模型。 

 
圖 4. 1313 模型建構部分 code 

在模型中我們需要加入全連接層使模型去對資料中的特徵進行過濾,而這邊

我們的激勵函數使用線性整流函數,該函數作用是使輸入的權重值小於 0的話則

輸出 0,而所有大於 0的權重則依照輸入值直接輸出。 

首先第一層的輸入層設定總共有 5個資料維度,分別是教育程度,年收入,結

婚情況,性別,年齡。 

接在輸入層後面的有 4層隱藏層,從第 1層到 4層分別有 256,128,64,32 個

神經元,每層隱藏層神經元如果越多的話越能對資料的特徵值進行更細緻的提取,

不過有時候太多反而會造成過擬合的現象發生。 

而最後一層輸出層則是對應了會員卡等級的 4個級別,分別為普通,銅,銀,

金,而訓練最佳化函數選擇最泛用的 adma函數,而模型測量的基準則以訓練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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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度為基準,全部設定好之後就可以將模型建構起來。 

 
圖 4. 1414 模型整體結構圖 

  接下來就是讓模型訓練使其對資料提取特徵。 

 

圖 4. 1515 模型訓練 code 

  而經過多次測試後,最終模型的準確度來到 63.19%。 

 
圖 4. 1616 模型訓練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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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5.1結果 

透過引用 MLXTEND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便實現了 Apriori先驗演算法來找出資

料的 frequitent patterns 和其 association rules，甚至還有 Lift 方法去看

資料間的提升度。而從資料訓練出來的 DNN 模型，也可對資料進行一定的預判。 

 

5.2討論 

透過 Apriori能看到資料間的關係，但由於資料種類上頗大，每個種非在每

次出現，所以 support的限制必須低些，才能看的到資料的關聯。而在 DNN模型

上由於我們不能準確的得知會員卡的等級是依照哪幾樣標準去評定的,所以我們

選擇了看起來比較有可能的幾項,不過一開始準確度只有 50 出頭,經過幾番嘗試

後也發現,這些資料中,總共有幾個孩子跟現在還在扶養的孩子數量並不會對結

果造成影響,而性別與結婚狀況分別可以讓準確度提升 9%及 4%,所以我們對資料

調整後並重新訓練該模型,發現準確度上升到了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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