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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許多資訊科技資料與日俱增地累積下來，

伴隨而來的是累積了未經過整理的大量資料，面對這些資料，我們可

以運用資料探勘技術尋找深藏在資料內容的資訊，從大量的數據資料

中找出適合的演算法，做更進一步之解釋及分析，便能解決傳統繁瑣

的計算工作，成為一個龐大的資料庫。 

本專題主要目的是應用類神經網路探討影響 5G 類股投資報酬率

之關鍵因素，透過文獻資料中找出重要的 11項財務指標，接著從台灣

經濟新報 TEJ 資料庫中，取得台灣 5G 類股作為研究資料集，再利用

SPSS決策樹篩選出更重要的指標，最後用類神經的方法驗證準確度，

進而找出影響投資報酬率的關鍵因素。希望能輔助投資人對於財務指

標的選擇以及投資策略的擬定，並降低持有的風險。 

關鍵詞：資料探勘、類神經網路、決策樹、5G 類股 

 
 
 
 
 
 
 
 
 
 
 
 
 
 
 
 
 



 

II 
 

目  錄 

摘  要 ............................................................................................................. I 

目  錄 ............................................................................................................ II 

表目錄 ......................................................................................................... III 

圖目錄 ......................................................................................................... IV 

第壹章 緒論 .................................................................................................. 1 

1.1 研究背景 ........................................................................................... 1 
1.2 研究目的 ........................................................................................... 1 

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 3 

2.1 資料探勘 ........................................................................................... 3 
2.2 決策樹 ............................................................................................... 5 
2.3 類神經網路 ....................................................................................... 7 
2.4 財務指標 ........................................................................................... 8 
2.5 應用類神經網路之相關文獻 ......................................................... 10 

第參章 研究方法 ........................................................................................ 12 

3.1 研究流程 ......................................................................................... 13 
3.2 篩選重要變數 ................................................................................. 14 
3.3 資料預處理 ..................................................................................... 14 
3.4 決策樹 ............................................................................................. 16 
3.5 類神經網路 ..................................................................................... 17 
3.6 研究範圍 ......................................................................................... 17 
3.7 研究環境 ......................................................................................... 19 

3.7.1 台灣經濟新報 TEJ ................................................................ 19 
3.7.2 統計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 SPSS ......................................... 20 

第肆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 21 

4.1 決策樹篩選財務指標之重要變數 ................................................. 22 
4.2 類神經網路模型 ............................................................................. 25 

第伍章 結論 ................................................................................................ 27 

參考文獻 .................................................................................................... 28 

 

  



 

III 
 

 

表目錄 

表 1 資料探勘四種主要模組 ....................................................................... 4 
表 2 類神經網路探討股票之相關文獻 ..................................................... 10 
表 3 篩選重要變數 ..................................................................................... 14 
表 4 股票公司名稱 ..................................................................................... 17 
表 5 類神經網路模型輸入變數 ................................................................. 25 
表 6 類神經網路實驗成果 ......................................................................... 26 
 



 

IV 
 

圖目錄 
圖 1 CRISPD-DM 標準流程圖 ..................................................................... 5 
圖 2 類神經網路架構圖 ............................................................................... 7 
圖 3 類神經網路架構模型圖 ....................................................................... 8 
圖 4 研究流程圖 ......................................................................................... 13 
圖 5 資料探勘執行流程圖 ......................................................................... 15 
圖 6 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圖 ................................................................ 19 
圖 7 SPSS MODELER操作介面 ................................................................... 20 
圖 8 TEJ 匯出 EXCEL .................................................................................. 21 
圖 9 匯入 EXCEL資料集 ............................................................................. 22 
圖 10 K-MEAN集群分析 ............................................................................. 22 
圖 11 設定分割區 ....................................................................................... 23 
圖 12 設定欄位 ........................................................................................... 23 
圖 13 建立 C5.0 決策數模組 ...................................................................... 24 
圖 14 決策樹實驗結果 ............................................................................... 24 
圖 15 類神經網路模型摘要 ....................................................................... 25 
 



 

1 

第壹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近年來，經濟不穩定、定存利率低，大多人會選擇投資報酬率較高的理財方

式，例如：房地產、基金、期貨、或是資本的增值股票...等，其中投資股票可說

是相當普遍及重要的一種金融活動，可小額投資，門檻也相對較低，使得股票成

為眾多投資者的首要選擇，投資人買賣股票皆希望能夠有高報酬，並且能進一步

去降低風險。 

面對經濟環境變遷，投資理財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為了瞭解公司營運狀況，

投資人也會運用各種層面的分析來選擇買賣股票。因此，當公司營運策略轉變時，

投資人便會釋出或購買該公司股票，由此可知股票價值可以反映公司價值，使得

在投資時能夠做出最好的決策，能有效增進股票投資報酬能力。 

不過，科技日新月異，行動通訊產業鏈包含甚廣，5G(5 Generation)世代慢慢

開始嶄露頭角，5G 為發展到第五代的無線通訊技術。從 1G 到 5G 的演進，時代

的變遷，訊息的產生、傳輸到接收資料，網路通訊的背後蘊含著無法計算的行動

智慧。每一個新的通訊世代，代表的除了更快的網路速度外，5G 最大的改變就是

實現從人與人之間走向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行動通訊，實現萬物互聯，並且推

動社會發展。例如:移動醫療(Mobile Health， M-Health)、全自動無人駕駛(Fully 

Automatic Unmanned， UTO)、車聯網(Internet of Vehicles， IoV)、物聯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 

本研究將以利用決策樹及類神經網路等資料探勘技術，探討投資人投資台灣

5G 股票投資報酬率之關鍵因素，從眾多的財務指標中快速且有效地做篩選，以輔

助投資人對於財務指標的選擇以及投資策略的擬定，並降低持有的風險，進而獲

取有用的數據訊息作為制定決策之根基，以獲取更高的投資報酬率。 

1.2 研究目的 

目前投資市場上有許多的股票選擇，若能運用資料探勘的功效找出其中潛存

的規律性與行為模式，並鑑別出隱藏在資料庫中的樣式，則可藉以預測未來可能

發生的現象，挖掘出過去以大量人力資源才能揭露的隱藏樣式，本研究運用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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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樹及類神經網路來探討股票投資報酬率之關鍵因素，並以台灣最近興起的 5G

網路較具代表性的 47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並找出之間影響 5G 股票投資報酬率的

關鍵因素，且透過這 47 家公司的股票互相分析比較得知各個公司股價預測的準確

性以及報酬率，本研究目的如下： 

(1) 了解 5G 類股各公司的財務狀況概況，提供給投資人投資相關 5G 類股的

參考因素，以期提高投資報酬率。  

(2) 應用類神經網路及決策樹技術，探討提升 5G 類股投資報酬率之關鍵因素，讓

往後更多投資者已可以更了解其中的產業發展趨勢、走向以及往後對股價市

場的影響力。 

(3) 利用各項財務指標，更深入的了解其未來走向趨勢以及預測未來股價的漲跌，

讓投資者可以更有效的、精準的從中獲得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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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為探討 5G 股票的研究方法及解決問題模式，本章節蒐集相關理論及過

去之研究成果，內容涵蓋資料探勘、決策樹、類神經網路與財務分析及探

討 5G 股票之相關文獻。  

2.1 資料探勘 

在資訊科技逐漸發達的時代，人工流程大多邁入電腦化，伴隨而來的

問題即是累積了大量、複雜，未經過整理的資料，為了快速且有效率地處

理這些數據資料，以往繁瑣的計算與傳統統計報告已無法滿足現階段使用

者的需求了。  

運用資料探勘的技術，找出適合的演算法，就能進一步分析大量的數

據資料，此技術能解決傳統繁瑣的計算工作。  

資料探勘也稱為數據挖掘，資料挖掘，資料採礦。在儲存資料庫中，

從大量歷史資料，挖掘出有用的資訊。近幾年，資料探勘技術相當地熱門，

許多商業、金融業、製造業、開發業都會積極利用資料探勘的方法，掌握

所挖掘出的資訊，再選擇其投資，能有效降低風險並從中獲取利益[1]。  

資料探勘可分為四種主要的模組 :  資料分群、資料關聯、資料分類及循

序樣式探勘，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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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料探勘四種主要模組[2] 
模組 敘述 

資料分類 
針對資料集，分析資料的屬性和特徵分類加以定義，以建立

類組(class)。ex:用於已經分類的資料，分析顧客的共同點，

再依據這些共同點對尚未分類的資料做預測分類。 

資料關聯 

探討資料項目之間的關係，找出資料、其他項目集合相關性

的關聯規則。ex：顧客在購買服飾時通常還會再購買鞋子，

這樣服飾與鞋子之間就構成關聯性，可依照這樣的關聯性去

擺放商品位置來刺激消費者選購，達到最高獲利。 

 資料分群 

主要將資料相似與相異之處分別出來，分別歸類到數個群

集。ex：把商場內顧客購買服飾的品牌及顧客資料逐一分

群，統計銷量後，即可預測出某一客群偏好使用某一品牌商

品，再加以推銷。 

循序樣式探勘 

主要分析一些按次序排好的行列轉變，所得到的結果作為趨

勢，預測未來的狀態。與資料關聯最大不同點的是循序樣式

探勘以時間區分。ex：分析顧客在購買商品時，會先購買哪

些商品，以何種目標做為優先考量，藉由顧客購買商品的序

列模式，再採用更能獲利的行銷方式。 

在資料探勘分析上一個標準作業的流程，該流程涵蓋了所有資料探勘

研究步驟。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 SPSS 和  

NCR 在  1996 年為克萊斯勒做資料採礦時制訂。CRISPD-DM 標準流程，

所需的步驟及如圖 1 所示。  

(1) 商業理解（Business Understand）：資料挖掘最重要的部分。此流程包括了解

探勘的方向及目標，規劃如何收集資料，分析顧客給予的訊息及制定用何種

方式呈現報告。  

(2) 資料理解（Data Understand）：此流程是從初始的資料收集、整理資料後，對

資料做分析，過濾出相關資料，從資料中取得獨立相關變數，其目的是可以降

低訊息的重複性，提高變數最終的效果。 

 

(3) 資料預備（Data Preparation）：當確定資料來源分類之後，將資料清理、重構、

整合及缺漏值的填補，使得資料完整性更加的完善。  

(4) 塑模（Modeling）：將大量的資料分割成訓練與測試資料集，選用探勘演算

法及參數設定，完善的分析方法將用在資料中提取資訊，依分析結果來回修

正。  

(5) 評估（Evaluation）：評估當前的分析結果是否符合企業的目標與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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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資料中的隱藏資訊是否具有價值性。  

(6) 部署（Deployment）：若適用於企業，則繼續此項計畫，且須監控與維護該

資訊，然而產生最終報告及回顧整個專案。  

 

 

2.2 決策樹 

決策樹又稱分類樹，是一種監督式特徵萃取的演算法，廣泛的應用在解決分

類型態上的問題，讓使用者依照其目的將資料依據特性來加以分類，使用者可以

利用決策樹之各項不同的變數來判斷以及預測可能之結果。 

決策樹的主要功能，是藉由分類來建立出樹狀結構，所產生出來的決策樹具

有規則。依照各種方法的不同，步驟也不同，要產生決策樹，須先以訓練資料建

Business 

Understan

Data 
Understand 

Data 
Preparation 

Modeling 

Evaluation 

Deploymen
t

DATA 

圖 1 CRISPD-DM 標準流程圖[3] 



 

6 

立決策樹的模組，再進行測試資料及修剪決策樹，以及提升正確率，最後才可預

測新的資料[4]。 

如果決策樹的樹狀圖過多，代表每個葉節點包含的樣本資料數太少，會產生

過度配適現象，過度配適是模型對於範例的過度訓練，導致模型記住的不是訓練

資料的普通特性，是資料的局部特性。對測試樣本的分類反而會變得不精確[17]。 

如果原始的訓練資料呈現不完整或稀疏、有雜訊時，可能會導致產生的決策

樹太過複雜，因此必須再做適當的修剪[17]。一般分為以下兩種修剪方式： 

1.事前修剪：運用統計門檻值加以衡量，例如：卡方值或資訊獲得值等技術，評

估是否該繼續分割某內部節點成數個子分支或是應該立刻停止。 

2.事後修剪：允許決策樹超適情形的合理存在，當完成決策樹的建立之後，再來

進行修剪的程序。 

 

K-means 集群分析法  

屬於資料探勘領域，本次研究使用 K-means 演算方法[5]，固分別提出： 

(1) 選定變數 K 個初始集群的中心，K 為欲分群的數目。 

(2) 計算各個觀察值到每集群中心的遠近距離，再將每一個觀察值逐一分配到離其

最近的集群內。 

(3) 在事先假設的調整規則中，重新分配每一個觀察值到 K 組集群中。 

(4) 如果重新分配的資料點能滿足規則條件，則重複步驟(2)、(3)，直到資料點無

法重新配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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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網路又稱為人工神經網路，是一種由許多個處理單元以平行計算所構

成的，包括了硬體和軟體，它使用大量的相連人工神經元來模仿生物的能力。 

 歷經長時間不斷進化的人腦，目前學習能力和應變能力遠超過所有的數位電

腦和生物。因此我們猜測人腦中有某種優秀的運算邏輯，才能使人腦完成困難的

學習和辨識工作。 

基本原理為使用最除坡降法之觀念，將誤差函數給予最小化，倒傳遞類神經

網路之架構，而架構之功能分述及模型主要有網路連接、神經元、學習規則等，

如圖 2 所示。 

圖 2 類神經網路架構圖[18] 

 
自 1986 年由 Rumelnar 等學者研究發表後，類神經網路便飽受注意，基本

元件如下所敘述： 

1. 輸入層：接收訊息。  

2. 隱藏層：接收輸入層的訊息加以處理。  

3. 輸出層：將處理好的訊息傳出。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演算法分為兩個步驟，第一個階段為「學習過程」；

第二個階段為「回想過程」。  

 

1. 學習過程：網路依學習演算法，從範例中學習，經反覆的運算，以調整網路

連結的加權值。 
2. 回想過程：網路接受外來輸入，並依回想演算法，經反覆運算後，由輸出及

神經元將結果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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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類神經網路架構模型圖[18] 

X：輸入訊號。 

W：連接加權值。 

B：閥值或偏權值。 

Σ：集成函數，將 X 值和 W 值相乘後的總合。 

𝑓()：轉換函數，將 X 值、W 值和 B 值轉換成處理單元輸出。 

A：輸出結果。 

 

2.4 財務指標 

財務指標分析[6]指總結和評價企業財務狀況與經營成果的分析指依據民國

92 年 12 月 30 日修訂的「公開發行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之第  19 條

之 1 規定，公司所提供之財務概況應記載下列事項最近五年度簡明資產負

債表及損益表，並註明會計師姓名及其查核意見。公司過去五年度的簡明

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都會存留一份於台灣證券交易所，以供投資。  

 

本研究主要參考整體經濟因素，經由過去學者的研究中，我們採用較

常用到的 11 項財務指標，再透過決策樹篩選出更重要之財務指標，用於預

測模型。  

一、股東權益報酬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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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段時間內，公司利用股東投資，創造利潤，股東權益報酬率越高，代表

公司經營能力佳。是一種衡量公司獲利能力的財務指標。 

公式：股東權益報酬率=稅後盈餘/股東權益總額 

二、總資產報酬成長率 

用來衡量公司是否充分利用公司資產，創造利潤。比率越高代表公司資產報

酬運用的效率越好，具有良好的獲利能力。 

公式：總資產報酬成長率= (稅後淨利+ 利息×[1-稅率])/平均總資產 × 100% 

三、常續性 EPS (Earnings Per Share) 

是指公開市場上，每股給投資者帶來的收益。是公司的獲利指標。 

公式：常續性 EPS = 常續性利益 / 流通在外股數 

四、營業利益率 

企業創造一單位的營收所能產生的獲利。由於計算方式將過程中耗用的成本

列入考量，因此在關注企業的獲利能力時，營業利益率是一項重要指標。 

公式：營業利益率=(營業收入-銷貨成本-營業費用)/營業收入 

五、銷貨毛利率 

毛利率越高則表示企業的盈利能力越強，控制成本的能力越強。 

公式：銷貨毛利率＝(銷售收入-銷售成本)/銷售收入×100% 

六、稅前淨利率 

稅前淨利率高時，代表公司運用所有公司資源的獲利能力強。 

公式：稅前淨利率＝稅前淨利/營收×100% 

七、流動比率 

用來衡量公司短期內償還債務能力，又稱營運資金比率。過低的流動比例代

表若發生問題時，可能會發生週轉不靈。 

公式：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八、速動比率 

用來衡量公司流動性的重要比率之一，又稱為酸性測試比率。 

公式：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 流動負債 

九、現金流量比率 

反映了企業透過經營獲取足夠資金來償還債務和兌現承諾的能力。 

公式：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的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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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負債比率  

當企業處於成長期，獲利持續向上，適當的舉債能夠提供企業充足的資金擴

張，創造更多獲利來源。 

公式：負債比率=負債/總資產 

十一、長期資金適合率 

是指固定資產的長期資金來源，反映了企業的償債能力。比率愈高表示資金

來源愈穩固。 

公式：長期資金適合率＝(業主權益+長期負債)/(固定資產+長期投資)×100％ 

 

2.5 應用類神經網路之相關文獻 

類神經網路是模擬人腦的神經系統所建構的模型，主要從過去資料樣

本中學習，再經過許多的平行處理，進而達到知識的累積及呈現的目的。  

財務分析和預測的領域方面大量使用到類神經網路這項技術，加上類

神經網路可以接受模糊不清和不完整的輸入訊息，因此在提高財務獲利率

或者是傳統分析方法上都有的顯著的成果，不過目前看來在預測未來的股

價漲跌幅正確度還是有不少成長空間。  

曾思博 [7]提出「資金配置」理論，判斷出類神經網路輸出的信心值大

小決定入資金的比重程度。信心值越大，投入資金的比重越大，反之，信

心值不足夠的時候，只能投入部份資金，或者完全不交易。在實證中發現，

資金配置模型結合類神經網路股價預測，將會使整體個投資報酬率提高，

統整後依時間排序如表 2 所示。  

表 2 類神經網路探討股票之相關文獻 
時間 作者 方法 結論 

1991 
Bergersong&
Wunsch[19]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專家系統 投資報酬可達 6.6 倍。 

1995 
Chiang，
Urban，
Baldridge[18]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線性迴

歸、非線性迴歸 

預測績效：類神經網路模式

優於線性迴歸模式，線性迴

歸模式又優於非線 性迴歸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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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者 方法 結論 

1996 故國瑜[8] 類神經網路 
紡織與電子電機兩項產業的

獲利績效相當，且都比整體

市場來得好。 

1998 張道行[2]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受到股價短線消息影響波

動，所以使用短期技術指標

成功率比以基本陎資料預測

長期股價趨勢的成功率來得

低。 

1999 吳秉奇[6]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等待出場策略比一般出場策

略較佳，利用較少次的交易

數累積獲利。 

1999 曾思博[7]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利用資金配置投入，每次投

入相同資金有比較好的報酬

率。 

2004 黃綺年[9] 

集群分析、自我組織映射網

路、機率類神經網路、迴歸

分析、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改良式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無論分類或預測效果類神經

網路均優於統計方法。 

2005 蔡正修[10] 
迴歸分析、倒傳遞類神經網

路、適應性網路模糊推論系

統 

預測效果以傳統統計方法最

佳，其次為改良式倒傳遞類

神經網路，而適應性網路模

糊推論系統績效最差。 

2011 蘇偉庭[11]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類神經

網路 
自我組織映射網路預測結果

較為準確，平均預測度 60% 

2015 端木和奕[12] 
類神經網路、倒傳遞類神經

網路、模糊分群 

沒有一種指標對每檔股票都

最有關連性，只有對某檔股

票適合的指標。良好的分群

有助於類神經預測。 

2017 簡壬申[13] 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模型擬定投資策略買

賣及持平，準確率達 57% 

2018 林憲民[14] 線性迴歸、類神經網路 
受到外資操盤情況增加，導

致技術指標較重要於財務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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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台灣經濟新報 TEJ 資料庫，收集5G概念股公司2014年到2019年共

5年期間的季資料為樣本，經由過去諸多學者研究中採用11項財務指標，資料共

計1344筆，先進行資料預處理，清除重複及無效(空值)的資料紀錄，以確保每間

公司資料的完整性，清除異常值後，共計採納47家5G概念股公司的11項財務指標

資料，共計1128筆，研究方式使用了SPSS Modeler決策樹用於篩選出更重要的變

數，最終篩選出6項財務指標，再利用類神經網路建立模型，進行實驗，以期找

出影響5G類股投資報酬率之關鍵因素。 

 

  



 

13 

3.1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分為六個步驟，以下說明 。 

[1]研究動機與目的:針對 5G 概念股進行股價重要因素預測。 

[2]搜尋相關文獻:找出過去較常用的 11 項財務指標及相關變數用於參考。 

[3]決策數篩選:運用決策樹進一步做變數的重要性篩選。 

[4]建立預測模型:建立類神經網路模型，預測準確度。 

[5]實驗結果分析:用模型預測結果來分析影響 5G 概念股投報率之因素。 

[6]研究結論:最後將分析後的結果，整理為結論。  

 

研究動機與目的 

搜尋相關文獻探討 

決策樹篩選重要變數 

建立類神經網路模型 

實證結果與分析 

結論 

圖 4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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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篩選重要變數 

本研究主要參考整體經濟因素，經由過去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我們採用最常

用到的 11 項財務指標，再透過決策樹篩選出更重要之財務指標，用於預測模型，

如表 3 所示。 

表 3 篩選重要變數 

 

3.3 資料預處理  

大部分資料是不完整、不一致的，無法直接進行資料探勘，或探勘結果差強

人意。為了提高其質量，便使用了資料預處理技術，像資料清理、集成(整合)等，

這些資料處理技術在資料探勘之前使用，將能大大提高資料探勘模式的質量，還

能降低實際所需要的時間。 

對於原始資料先稽核完整性和準確性。完整性稽核是檢查單位或個體是否

有遺漏，所有的調查指標及項目是否齊全。準確性稽核主要包括二點，一是檢

查資料資料是否真實地反映了實際情況，內容是否符合實際；二是檢查資料是

否有錯誤，計算是否正確等。 

最後做資料清理，主要是要達到格式標準化，清理填寫缺失或異常的值，

重複資料的清除。最後資料整合(Data integration)，目的為將蒐集到的大量資料

合併與對齊，達成資料一致性、排除資料重複等問題，能更準確、快速地進行

資料探勘。 

  

財務指標  

股東權益報酬率 總資產成長率 

常續性 EPS 營業利益率 

銷貨毛利率 稅前淨利率 

流動比率 速動比率 

現金流量比率 負債比率 

長期資金適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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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首 先要先經過四項工作，分別是選取輸入資料、轉換資料、資料

探勘、解釋結果，如圖 5 所示。 

選取輸入資料：是指定要探勘和分析的資料，資料來源是 TEJ 資料庫中的

公司資料，從多個資料表中，取得表格或記錄文字檔。  

1. 轉換資料：為降低資料量，首先將收集的資料作整理、清除重複及無效

(空值)的資料紀錄，確保公司資料的完整。  

2. 資料探勘：方法使用分類、分群及關聯等，從轉換後的資料中發掘存

在的多種特徵及資訊。  

3. 解釋結果：以 Excel 檔案匯出結果。  

  

資料庫 

選取的資料 

選取 轉換 探勘 解釋結果 

轉換資料 摘要資訊 相似資訊 

圖 5 資料探勘執行流程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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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決策樹 

 本研究採用 C5.0 決策樹演算法，主要能夠處理連續型變數與離散型變數作以

解析，並將運算的結果產生出決策樹(decision tree)或者是規則集(rulesets)兩種模型

，再經由最大資訊增益 information gain value)的欄位來分析樣本。。 

以下為 C5.0 決策數演算法資訊增益計算公式說明如下： 

在 C5.0 初始化時，在不考慮屬性下資訊亂度： 

𝐼𝑛𝑓𝑜ሺ𝐾ሻ ൌ െ൜𝑓𝑟𝑒𝑞 ൬𝐶,
𝑆

|𝑋|
൰൨ logଶሾ𝑓𝑟𝑒𝑞

ୟ

ୠୀଵ

ሺ𝐶,
𝑆

|𝑋|
ሻሿሽ_______________ሺ1ሻ 

考慮屬性的情況下資訊亂度﹕ 

𝐼𝑛𝑓𝑜௬ሺ𝑋ሻ ൌ െቈቆ
|𝑋|
|𝑋|

ቇ 𝐼𝑛𝑓𝑜ሺ𝑋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௪

ୀଵ

ሺ2ሻ 

公式(1)與公式(2)相減後的資訊度差量： 

GainሺYሻ ൌ InfoሺBሻ െ 𝐼𝑛𝑓𝑜ሺ𝐵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ሺ3ሻ 

分割節點的熵值： 

SplitInfoሺYሻ ൌ െሾ
|𝑋|
|𝑋|

logଶ
|𝑋|
|𝑋|

ሿ

௪

ୀ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ሺ4ሻ 

資訊增益比例： 

GainRatioሺYሻ ൌ
GainሺYሻ

SplitInfoሺY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ሺ5ሻ 

在公式（1）中|X|是為訓練資料在各類別之總個數；目標的屬性中含有的類

別為 C；在類別下包含的資料筆為 Xb；在公式（2）中|X|是為在選定屬性下的訓

練資料中各類別之總個數；輸入的屬性數量為 W；InfoxY(B)代表在某一情況選擇

下一個候選屬性的熵值（Entropy）；在公式（3）中Gain(Y)代表資訊增益,Info(B)

為增加某一屬性之熵值。 

本研究選用 SPSS 決策樹為篩選重要變數的方法，將 47 家 5G 概念股的財務

指標設為輸入資料，先利用 K-means 將資料庫分類為二群，分別為營餘與非營餘

公司，再將 11個財務指標導入，再將資料分割為 67%的訓練資料與 33%的測試資

料，篩選後得到更重要的 6 項財務指標，依重要程度排序為銷貨毛利率、速動比

率、負債比率、總資產成長率、股東權益報酬率、現金流量比率，共計 112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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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網路是一種運算系統，範圍包含了軟硬體，用於模擬生物神經的能力，

人工神經元可從外在環境中學習，並將學習的資料，加以分析後給予權重，再透

過運算後神經元轉換為函數，最後轉換計算得到輸出值，用於套用至外在環境。 

 

人工神經元的輸入值與輸出值關係式如下： 

𝒀𝒋 = 𝒇൫∑ 𝒘𝒊𝒋𝒙𝒊 െ  𝜽𝒋𝒊 ൯ 

𝒀𝒋 = 輸出變數，模擬神經元模型輸出訊號 

𝒇 = 模擬神經元的轉換變數，包含應限制函數、線性及非線性函數 

𝒘𝒊𝒋 = 連結加權值，模擬神經元模型的連結強度 

𝒙𝒊 = 輸入變數，模擬神經元輸入訊號 

𝜽𝒋 = 偏權值，模擬神經元的閥值 

 本研究先使用 TEJ 資料庫取得 5G 相關公司類股的資料集，經由決策樹篩選

重要變數後，再將資料集分割為 67%的訓練資料與 33%的測試資料，利用 K-

means 將資料庫分類出營餘與非營餘公司，將篩選過後的財務指標輸入模型內，

模型採用多層感知器 MLP，隱藏層設定為 1 層。 

 

 3.6 研究範圍 

本研究從 TEJ 資料庫選擇較具指標性的台灣 5G 產業各公司股票，採用 2014

年到 2019 年期間季資料為研究資料集，共計 1344 筆，再進行資料預處理，去除

異常資料後，共計選用 47 間公司，1128 筆資料，公司如表 4 所示。 
 

 

表 4 股票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2314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17 鴻海科技集團造股份有限公司 

2330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332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45 智邦科技公司 235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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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2356 英業達集團 2368 金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382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383 台光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2395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2454 聯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55 全新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85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016 嘉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037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045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3062 建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05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3152 璟德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163 波若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21 台灣嘉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34 光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63 上詮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380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19 譁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0 聯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491 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96 智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82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704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04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4906 正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58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971 英特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77 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74 信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49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5388 中磊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439 高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152 百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213 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269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74 台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85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46 南亞電路板股份有限公司 

8086 宏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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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研究環境 

 使用台灣經濟新報(TEJ)資料庫抓取公司資料，再用 SPSS 進行篩選及實驗，

以上都是經過眾多考量比較後，再挑選出功能最完善、容易使用者操作的軟體，

藉此來進行本次研究。 

 

3.7.1 台灣經濟新報 TEJ 

台灣經濟新報(TEJ)[16]成立於1990年4月，是由一群精通資料收集、經濟分析與

電腦應用的專業人員共同組成的團隊，專門提供證券金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

服務。其主要業務是銷售國內外證金、金融產業與總體經濟方面數據資料，並提供

經濟分析、模型設計與資料庫構建方面的諮詢服務。隨著資訊科技蓬勃發展與電腦

普及的時代，藉由使用資料庫來進行理財投資分析，勢必成為大家使用的方式之

一。因此許多國內外知名的機構，也都以台灣經濟新報作為資料供應商。台灣經濟

新報（TEJ）系統圖，如圖6所示。 

圖 6 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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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統計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  SPSS Modeler 

 SPSS 是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的簡稱，為 IBM 公司的一系列

用於統計學分析運算、數據挖掘、預測分析和決策支持任務的軟體產品及相關服

務的總稱，我們使用的部分是 SPSS Modeler 數據挖掘。利用此軟體進行決策數及

類神經的研究與實驗，系統圖展示如圖 7 所示。 

 

  
圖 7 SPSS Modeler 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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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在台灣經濟新報TEJ平台中，我們採用47家具有代表性的5G概念股公司股

票之交易資料，加入了股東權益報酬率、總資產成長率、常續性EPS、營

業利益率、銷貨毛利率、稅前淨利率、流動比率、速動比率、現金流量比

率、負債比率、長期資金適合率，總共11個財務指標變數來進行預處理，

如圖8所示。  

 
圖 8 TEJ 匯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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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決策樹篩選財務指標之重要變數 
(1) 匯入Excel資料集：採用47家具有代表5G公司的股票交易資料，加入股

東權益報酬率、總資產成長率、常續性EPS、營業利益率、銷貨毛利率

、稅前淨利率、流動比率、速動比率、現金流量比率、負債比率、長

期資金適合率，總共11個財務指標變數來進行預處理，如圖9所示。  

 
(2) 使用K-mean集群分析：使用K-mean集群分析，把所有公司分為兩群

，來判斷公司是否有營餘，如圖10所示。  

圖 9 匯入 Excel 資料集 

圖 10 K-mean 集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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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分割區：設定訓練分割區大小為67%和測試分割區大小為33%，如

圖11所示。 

 

(4) 設定欄位：先設定各個欄位測量的型別(例如連續、種類、旗標…，再

進行讀取每個欄位的值，最後再設定每個財務指標變數為輸入變數，

如圖 12 所示。 

 

圖 11 設定分割區 

圖 12 設定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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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立 C5.0 決策數模組：建立決策樹 C5.0 的模組，在設定規則，如圖

13 所示。  

 
(6) 實驗結果：使用決策樹 C5.0 來預測變數的重要性，最終得出 6 個重要

的變數，以「銷貨毛利率」影響最大，速動比率、負債比率、總資產

成長率、股東權益報酬率和現金流量比率次等影響，還有其它 5 個變

數，因為影響並不大，在最終的實驗結果上並不會特別顯現出來，如

圖 14 所示。  

 

  

圖 13 建立 C5.0 決策數模組 

圖 14 決策樹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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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類神經網路模型 

 以決策樹篩選後得出更具影響力的 6 項財務指標，刪除重要性較低的財

務指標後，5G 類股資料集共計為 1128 筆資料，利用 K-means 將資料庫分

類出營餘與非營餘公司，再將資料分割為 67%訓練資料與 33%測試資料，

將決策樹篩選過後的 6 項關鍵因素輸入類神經網路模型內，類神經網路模

型設定為（多層感知器 MLP），隱藏層設定為一層。類神經網路模型輸入

變數如表 5 

 
表 5 類神經網路模型輸入變數 

銷貨毛利率  
速動比率  
負債比率  

總資產成長率  
股東權益報酬率  
現金流量比率  

 
 本研究實驗顯示該模型精確度為 96%。類神經網路模型摘要如圖 15 所

示。  

 

 
 
 

圖 15 類神經網路模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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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類神經網路實驗研究成果變數整理成表 6 
 

表 6 類神經網路實驗成果 
變數名稱  變數重要性  

股東權益報酬率  0.33 

現金流量比率  0.30 

速動比率  0.17 

銷貨毛利率  0.13 

負債比率  0.05 

總資產成長率率  0.02 

＊變數趨近於 1 為重要；趨近於 0 為非重要  

 
 本研究選用 6 項財務指標，資料共 1128 筆，利用 K-means 將資料庫分

類出營餘與非營餘公司，再將資料分割為 67%訓練資料與 33%測試資料，

將影響投資報酬率之 6 項關鍵因素輸入模型，將模型設為多層感知器，隱

藏層設為 1 層。經過類神經模型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其準確度達 96%，故實

驗證實使用 6 項財務指標，在類神經網路模型中可看出預測股價效果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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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 

本研究採用 11 項財務指標作為研究樣本，使用決策樹 C5.0 來預測變數

的重要性，最終得出 6 個對營業利益較顯著的重要變數，以「銷貨毛利率」

影響最大，速動比率、負債比率、總資產成長率、股東權益報酬率和現金

流量比率為次等影響。  

 

本研究以 C5.0 決策樹分析出影響股票投資報酬率之關鍵因素，再利用

類神經網路進行實驗，找出最具影響力的變數，分析出這些影響投資報酬

率之關鍵因素，希望能讓投資人更能掌握股價漲跌的趨勢，有利於投資人

有效的投資。  

 

藉由類神經網路模型進行實驗，結果其準確度為 96%，故實驗可知，

透過類神經網路學習以及選取適合的基本指標，可對投資人提供一個良好

的投資環境，在選擇高投資報酬率的股票外，同時也能降低不少風險，讓

投資人多一種選股的方式可以參考。  

 

投資人主要關注的顯然還是股票報酬率的高低，希望未來有更多的相

關研究論文，就能讓投資人在選擇買賣股票時能夠有更好的選擇，也期望

關於類神經的應用會越來越普及，讓一般大眾都能使用此方法來選擇投資

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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