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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向量迴歸分析在股票價格上之預測與軟體開發 

 
摘要 

在本論文中我們使用支撐向量機中的支

撐向量迴歸(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對台灣
的股票價格作曲線近似的模擬，再用從資料學

習中所產生的 model檔對未來的股價走勢做預
測分析，並繪出趨勢圖，讓投資者了解該趨勢

所在。我們提出在訓練檔案中所用的格子點搜

尋演算法找出最佳化的參數組合。所謂的格子

點搜尋法就是將我們所輸入的參數分出上下

限，並依此上下限，對參數做切割，而從其中

去找出，符合我們所期望的最佳 model檔。最
後我們採用 C#去開發成一軟體系統，及進行軟
工分析。 

關鍵詞：支撐向量機、股票價格、格子點搜尋 

1. 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是將使用者想預測的股票從

網路上下載下來，產生符合的檔案格式，再從

這個檔案讓使用者去訓練出較佳的model 
檔，最後利用model 檔預測出未來可能會出現
的趨勢。目前我們使用的輸入變數只有開盤

價，但期望在未來能加入多個經濟指標及公式

下，得出更完整及準確的學習及預測圖形，以

便經濟學者亦或是一般使用者能運用此軟體

得到未來的趨勢或者走向，幫助學者及使用者

能達到預期的目標進而改善社會經濟。 
1.1 投資概論 
投資一詞經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現，到底什

麼是投資，應當每個人都具備了廣義與狹義的

概念，可斟酌當時情境作適當的解釋。由於投

資是著眼於未來且具有不確定性，可能賺很多

錢，也可能賠錢，因此選擇投資工具亦是一門

學問，我們使用SVM以及C#撰寫了股票價格預
測程式，能讓有此需求之投資者，運用此程

式，判斷及預測出股票日後之價格趨勢。 
1.2 支撐向量機 
支 撐 向 量 機 (SVM ， Support Vector 

Machines)[1~2]在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生物科
技[3]、影像辨識[4]、文字分類[5]等領域以解
決各個領域分類、預測等相關的議題。支撐向

量機中包含了一個學習演算法和一個輸入空

間，輸入空間內含一個訓練集和一個測試集。

藉由訓練集的輸入，學習演算法可以找出一個

辨識器來處理分類問題，或是找到一個迴歸式

子來估算其預測值，並經由測試集我們可以知

道此辨識器或是迴歸式子的正確度。 
1.3 支撐向量回歸 
支撐向量機(SVM)[6]，是近年來被提出用

於預測的方法之一，主要是根據統計學習理論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為基礎[7]，並用結
構 化 風 險 最 小 誤 差 法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 principle,SRM)之原理的學習演算
法[8]。支撐向量迴歸的主要思想是針對二元分
類問題，在高維度空間中尋找一個超平面作為

二類的分割，以保證最小的分類錯誤率，而且

SVM 一個重要的優點就是能處理線性不可分
的情況。支撐向量迴歸是將自變術與應變數間

的對應關係(透過一個函數Φ )從原本較低維度
提高到高維度的特徵空間中，透過這個方法尋

找一新的對應函數，使投射出的預測效果最

佳，如圖一所示。 

 
圖一 SVM 概念圖 

1.4 RSV指標 
威廉R指標(%R，Williams Overbought / 

Oversold Index)。其公式如下： 
%R=(Hn Cn)/( Hn C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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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n日內最高價。 
Cn：當日收盤價。 
Ln：n日內收盤價。 

 RSV(未成熟隨機值)就是威廉指標補數
值。其公式如下： 

 RSV=100-(Hn-Cn)/( Hn-Cn)*100 
RSV是以衡量買方力道來表現，而%R是以

衡量賣方力道來表現，但二者是一體二面，這

二個值都是界於0~100，且RSV+%R=100。 
其應用正好與威廉指標相反，亦就是RSV

指標的數值越大代表賣方力道越小，數值越小

代表買方力道越小，故當100-%R小於20 時，
表示賣超，%R大於80時代表買超。在本論文
中，採用的是RSV指標做為買賣盤訊號偵測。 

2. 系統架構與分析 
2.1 SVR Model之架構 
根據圖二中可看出，若我們對於原本之輸

入檔予以多點輸入對一點輸出之下，學習出來

之圖形會較原本準確，並且使用較少的支撐向

量點即可擁有不錯的學習效率及效果，我們也

用此架構寫出以舊有之參數點當做學習之經

驗輸入，進而得出未來可能之預測點。在訓練

檔案時，日價格預測一共分為：單點與十對一

點兩種格式。其中單點為一輸入對一輸出，我

們所採用的是輸入是天數，輸出是股價開盤

價；而在十對一為十點輸入對一點輸出，我們

所採用的輸入是其股票的前十天開盤價，對應

隔天的開盤價，主要作此分別是想知道我們實

際輸入股價來做預測是不是真的會比單純用

天數來的準確。在月均價與趨勢預測則是一律

使用十對一格式。 

 
圖二 SVR Model 架構圖 

2.2 系統外部架構 
在程式環境方面，我們運用C#編寫並加入

支撐向量機作為主體，針對股價做學習及預

測，使用者能在我門的程式中下載過去到現在

的日或月的股價，並透過系統繪出學習圖及預

測圖，以便分析與判斷用，請參考圖三。 

 
圖三 外部架構圖 

2.3 系統內部架構 
此系統主體概念在與使用者輸入資料後，

可經過訓練資料後，透過格子點搜尋法找出最

佳之Model檔以便未來預測之用，再透過測試
資料及計算誤差後，可得出想要之預測圖形，

如圖四所示。 

 
圖四 預測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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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介面介紹 
本軟體系統之系統圖如圖五所示， 

 
圖五  軟體系統之系統圖 

使用者安裝軟體後，進入主畫面會看到五

個按鈕可點擊，在個別點擊後會有對應視窗彈

出，分別有曲線近似模擬、趨勢預測、程式說

明、關於作者、範例程式五方面： 
(1) 曲線近似模擬： 
提供讓使用者在程式中即可下載需要的

檔案，並且提供使用者選擇股票代碼及時間，

讓使用者能多選擇是此程式較人性化部份，下

載完檔案後能進入學習區塊模擬及學習曲線。 
(2) 趨勢預測： 
使用者若學習出參數好的Model檔後，能

運用此區塊判斷接下來幾天或幾月的趨勢，當

然，在此的判斷只是經過SVM學習後的假設曲
線，並不足以真正影響使用者對股票漲跌的判

斷，僅供參考。 
(3) 程式說明： 
給予初次使用此程式的使用者類似Help檔

的區塊，若有操作或是流程方面不懂的部份，

能到此查詢。 
(4) 關於作者： 
此區塊放置我們自己的檔案及專題老師

的資訊，給予對此有興趣的同好能互相切磋及

交流的方法及訊息。 
(5) 範例程式： 
對於較需範例參考方可了解此程式的使用

者設計的區塊，畢竟文字只能概述無法真正傳

達精隨於使用者，為了解決此問題，特別想到

若先做好範例，給使用者直接看了後，應能有

概略了解加上簡單實際操作後，及可熟悉此程

式。 
2.5 系統之活動圖 

經由圖六所示之活動圖，可清楚看出我們

程式的主體由主畫面開始延伸建構，再經由五

個子選項可得使用者所欲之資訊，分別試曲線

近似模擬、趨勢預測、程式說明、關於作者、

範例程式，以下先以進入曲線近似模擬為例說

明。 

 
圖六 主畫面活動圖 

再透過主畫面進入曲線近似模擬後，能進

而進入資料處理如圖七所示，可下載股價檔

案。 

 
圖七 資料處理活動圖 

並且在此載好所需檔案後，能夠轉換成程

式中所需之必要格式，而在轉換之中，RSV指
標亦會跟著必要格式檔轉換而出，在往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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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時能夠使用此檔判斷目前的股價及趨

勢。由資料處理後轉成必須之檔案，緊接著回

曲線近似模擬視窗，可進行股價檔案之訓練及

學習，從圖八看出此動作之流程架構。 
 

 
圖八 曲線近似模擬活動圖 

在訓練出Model檔後，能經由單點繪圖或
者多點繪圖與原始檔進行比較，進而觀察學習

出檔案之相似度，如圖九及圖十所示，可看出

進行繪圖之動作流程。 

 
圖九 單點繪圖活動圖 

 
圖十 多點繪圖活動圖 

完成上述步驟後，即可退回主畫面進行趨

勢預測步驟，如圖十一所示，能讀入訓練出之

Model檔進行預測模擬，並透過RSV指標的輔
助，得到適切的資訊。 

 
圖十一 趨勢預測活動圖 

 另外在主畫面亦有範例程式可供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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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二 範例程式活動圖 

3. 結果與討論  
對於支撐向量機迴歸模型之預測績效，以

MSE(mean square error)及總支撐點向量
(Total_SV)等統計量來評估，統計量的定義如
表一所示。當MSE愈小則預測出之值愈接近真
實值，而總支撐點向量愈小則代表使用較少點

數可學到一樣準確的數值，能減少程式負擔且

有較大延展性於爾後更多點之學習與預測之

用。 
表一 

統計量 定義 
MSE MSE = Σ(a i− p i) 2 / n 

Total_SV 使用總支撐向量數 
a i：真實值 p i：預測值 
本論文使用 C.J.Lin所開發之 LIBSVM 

(aLibrary for Support Vector Machines)工具及
C#編寫之程式進行開發及驗證。 
在本實驗之驗證階段，使用格子點演算法

技術於訓練集上找出最佳化之參數組合，再利

用此參數組合以訓練資料集建實際的支撐向

量機迴歸預測模型，最後再以測試資料集來評

量支撐向量機迴歸預測模型對於新進資料之

預測能力如何。而在此我們實際跑了兩個範例

程式以供觀看與測試，分別為聲寶以及味全兩

家公司。 
請參考圖十三及圖十四為範例一，此兩圖

為味全公司從民國81年至96年個股日成交資
訊之圖形，大約有4000多點以供學習，由圖可
看出，學習及預測出之圖形準確度還蠻高的，

證明我們的程式是有準確性在的，而在爾後證

明MSE及TSV的過程差異性不大，鑑於此，我
們只貼出學習時之圖形以及最後預測出的圖

形，而證明MSE以及TSV我們以下一個範例作
詳解。圖十五及圖十六為範例二。 

 
圖十三 味全股票之學習及預測圖 

 
圖十四 味全股票之預測部分放大圖 

 
圖十五 聲寶股票之學習及預測圖 

 
 圖十六 聲寶股票之預測部分放大圖 



2009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IT) 

另外我們將聲寶從民國81年至96年個股日
成交資訊做為範例程式，大約有4000多個參數
點供學習，以驗證預測出之迴歸模型是否接近

真實值，以此我們整理出表二(a)及表二(b)所
示。 

表二(a) 
 C = 1 C = 10 

G=0.04 1831(TSV) 
1.615(MSE) 

1701(TSV) 
0.1996(MSE) 

G=0.08 2072(TSV) 
3.135(MSE) 

1929(TSV) 
0.1771(MSE) 

G=0.16 2412(TSV) 
5.8052(MSE) 

2192(TSV) 
0.2731(MSE) 

G=0.32 2829(TSV) 
11.197(MSE) 

2601(TSV) 
0.5514(MSE) 

G=0.64 3242(TSV) 
21.241(MSE) 

2969(TSV) 
0.8911(MSE) 

G=1.28 3621(TSV) 
32.194(MSE) 

3336(TSV) 
1.4564(MSE) 

表二(b) 
 C = 100 C = 1000 

G=0.04 1761(TSV) 
0.1285(MSE) 

2005(TSV) 
0.0983(MSE) 

G=0.08 2004(TSV) 
0.0981(MSE) 

2224(TSV) 
0.0856(MSE) 

G=0.16 2257(TSV) 
0.0872(MSE) 

2319(TSV) 
0.0855(MSE) 

G=0.32 2542(TSV) 
0.0913(MSE) 

2537(TSV) 
0.0909(MSE) 

G=0.64 2923(TSV) 
0.0992(MSE) 

2921(TSV) 
0.0992(MSE) 

G=1.28 3286(TSV) 
0.1072(MSE) 

3286(TSV) 
0.1072(MSE) 

相關參數調整比較之結果可參圖十七

(a)、(b)、圖十八、圖十九及圖二十這四個圖形。 

從MSE觀點，由圖十七與圖十八看出，在
固定參數P之下，參數C愈大，MSE跟著變小，
但是MSE不一定會隨著調整參數G的比例而增
加或減少，以此証明出，若調整參數C對MSE
的影響變化會較好。 

從TSV觀點，由圖十九可看出，若調整參
數G愈大，則使用之TSV愈多，再反觀圖二十，
儘管參數C愈大，但TSV不一定隨著增加或減
少，由此可知，TSV最主要參數應為G，而TSV
大小會帶來的影響即是，當使用較多TSV時，
Model檔亦會學習到較多之極端值，而模擬出
來之Model對於預測未知檔案時的容許誤差度
會較小，造成圖形之不準確。 

 
圖十七(a) 參數G對MSE影響 

 
圖十七(b) 參數G對MSE影響 

 
圖十八 參數C對MSE影響 

 
圖十九 G對TSV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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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參數C對TSV影響 

 目前對於TSV知多少對於未知檔案學習
的影響，僅知介於原始檔案的一半左右為最

佳，過多則會陷入區域最佳化即過度學習，過

少則需要判斷MSE之大小，MSE小而TSV 使
用少則學習出來之檔案為較好的，反之則為可

忽略之學習不好的檔。 
 在知道如何找到較佳之Model後，亦可預
測出較準確之趨勢及圖形，圖二十一所示之，

此圖形為較差之Model預測之趨勢，與圖二十
二運用較好之Model預測得出之趨勢可清楚看
見，較好之Model預測出之趨勢較為準確許
多，以此可知，參數的選擇正確性是非常重要

的。 

 
圖二十一  較差參數Model圖 

 
圖二十二  較佳參數Model圖 
本系統分別台塑一對一、十對一，聲寶一

對一、十對一，味全一對一、十對一和聲寶，

單點與多點分別找出的最佳化參數，以及他所

使用的支撐向量機點數與MSE之結果請參表
三。 
表三 最佳化參數、使用的支撐向量機點

數及MSE之結果 

 
4. 結論與討論 

本論文之軟體剛開始只對下載來之檔案

中的開盤價作為訓練預測之指標，而尚未加入

其他之經濟指標或可影響判斷Model準確性之
數值，不過後來我們將這方面的功能改善，加

入了開盤、收盤、最高、最低價的數據，並加

入RSV指標作為另ㄧ判斷之依據，比先前只能
透過開盤價來預測整體股價體制有明顯的改

善。在經過這段時間以SVR參數調整對於股票
價格的預測，發現參數C對於MSE的影響較
大，而參數G則是TSV的影響較大。我們就試
著跑一些範例，讓我們這個理論能夠得到證

實，果然在P變動不大的情況下，只要藉著調
整參數C就能夠控制MSE的大小，而在調整參
數G的時候又發現TSV的變化。此時發現一個
重要的問題，要兼顧MSE及TSV的情況之下，
調整出來的參數往往在預測圖形上會不夠準

確，所以我們以MSE為主，TSV為輔的情況下
去找較佳的參數，以此組合跑範例後發現，預

測出來比先前準確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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