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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汽車銷售量會影響汽車品牌的銷售

策略，造成相關產業的生存與發展。本研究協

助在臺灣國內汽車產業，創建汽車銷售預測模

型，而以馬自達為例，作為業界在生產排程、

銷售訂單及投資廣告策略之參考，並了解哪些

變數是影響臺灣汽車銷受市場的主要標的。故

本研究以臺灣 Mobile 01汽車討論區為資料來

源作為情緒指標、Google Trends的關鍵字熱門

度以及行政院主計處的 PC-AXIS 總體統計資

料庫之經濟指標等變數，並建立臺灣地區馬自

達汽車銷售量之預測模型。根據結果顯示，將

所有資料平移一個月時，絕對誤差平均值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最好

的結果為 Neural Network (NN) 的 25.75%，證

明研究方法確實有效。 

關鍵詞：銷售量預測，汽車銷售量，預測

模型 

 

Abstract 
The sales of automobile could affect the 

automobile brand strategy, then resulting i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is study want to develop a 
method to assist in Taiwan's domestic 
automobile industry. So this paper create car 
sales forecasting model for Mazda, and the 
results can give the industry a reference for 
production schedules, sales orders or 
investment advertising strategy, and let firm 
understands which variables affect car sales by 
market the subject. The sentiment indicators is 
the automobile forum of Mobile 01 in Taiwan, 
and the keyword popularity from Google 
Trends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from DGBAS 
PC-AXIS overall statistical database. According 
to forecasting model construction results, the 
model of Neural Network can achieve the best 
absolute error of the mean valu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was 25.75%. 
So the method proposed by this paper are 
indeed effective. 

Keywords: sales forecast car sales 

forecasting model 

 

1. 緒論 
近年來隨著網路的普及和社群網路的發

展，網路所造成的影響力不容忽視。而網路可

提供有價值的資訊，幫助企業進行決策 (Wah 

et al., 2011)。進而影響存貨、生產計畫、生產

排程規劃、庫存成本等作業流程。 

在快速變遷的產業環境之下，企業必須具

備機警的應變能力，甚至要有預測未來趨勢的

敏銳度，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生存。

然而，國內外過去關於汽車銷售預測之研究多

半參考歷史銷售記錄以及利用問卷方式從顧

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知覺品質等方向進行

了解。一般而言，使用量化之問卷量表所得之 

研究結果，無法即時的完整反應顧客對汽

車商品本身的看法與意見。 

故本研究以網路論壇之文字資料建立情

緒指標配合 Google Trends的關鍵字熱門後與

經濟指標作為推估演算法之輸入變數，建立每

月銷售量預測模型。實驗結果證明最佳MAPE

為 25.75%。此一方法可幫助企業作為行銷決策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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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汽車銷售量預測相關研究 

產品的銷售規劃是商業活動的一個重要

部分。預測有助於在評估需求的時候，當作進

貨的參考，對汽車產業來說，為一大助益。因

此預測是不可少的 (Shahabuddin, 2009)。 

過去學者 Bruhl et al. (2009) 以德國汽車

市場為研究對象，針對汽車銷售預測進行預測

模型的開發，並將資料以年、月、季三種方式

呈現，以測試模型的預測能力。另以時間序列

法 (季節性、趨勢性、連續性、不規則) 與線

性迴歸，進行非線性與線性模型建立之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資料呈現以季為單位結果最佳，

模型以非線性結果最佳。 

2.2 網路熱門度 

社群網路發展快速，人們可以藉由各種平

台發表個人意見、經驗交流，以及分享心情寫

照。也因為這樣在網路上文章的數量呈現大幅

成長，在這些資料中隱含許多有用的資訊，可

以做各種運用。如討論區顧客的評價被視為重

要的訊息來源，許多車商大量蒐集顧客意見，

藉以改善產品品質、服務的疏忽  (Oelke et 

al.2009) 。一般來說，消費者會被口碑所影響，

因此可以預期，口碑會影響消費者購買產品的

決策 (Sonnier et al., 2011)。 

網際網路的發達，多數的人也都會利用搜

尋引擎對產品進行資訊蒐集，為了要了解產品

特色。Google Trends是一個提供關鍵字熱門度

查詢的工具，若該關鍵字在短時間內的搜尋量

高，即代表該關鍵字之熱門度高。過去有學者

利用 Google Trends進行預測，如 Askitas (2009) 

透過Google Trends以關鍵字對照德國失業率，

進行失業率的預測，並且探討在一段長期間的

經濟復甦之後，對於失業率會有多大程度的影

響。過去學者 (Choi, 2009) 也曾指出透過關鍵

字熱門度 (Google Trends) 有助於預測下個月

的汽車銷售量。故本研究認為，關鍵字熱門度

能夠即時反應民眾對汽車相關商品的熱衷程

度，並能作為預測汽車銷售量之預測基礎。 

 

3. 研究方法 
在汽車銷售量的預測中，過去的研究多以

經濟指標進行預測。本研究則加入 Moblie01

汽車討論區的發文者的情緒，進行文字探勘的

分析，建構情緒指標以及利用 Google Trends

的網站，輸入關鍵字，取得關鍵字的熱門度，

建構熱門度指標。利用上述所提的情緒指標、

熱門度指標，在加上過往研究所使用的經濟指

標做為輸入變數，進行未來汽車銷售量的預

測。 

 
圖 1 研究架構 

 

3.1資料取得 

在社群網路迅速發展下，網路上有關汽車

的討論，散布於各大討論區，有部分網站參雜

許多雜訊，如廣告，或是網站較少人發表言論，

經過考慮後選取 Mobile 01汽車討論區做為資

料來源。搜尋網頁已成為得知資訊不可或缺的

方式，Google Trends這個工具可以了解全球其

他網路使用者運用 Google搜尋引擎狀況，透過

此工具可以得知使用者每天在 Google 搜尋引

擎中，在特定時間內查詢一個關鍵字的熱度有

多少，而每月的熱度變化，或許會影響汽車銷

售量，而 Google Trends就成為我們資料來源。 

研究方法第一步驟為資料取得，將上述所

提到的 Moblie01 汽車討論區、Google Trends

利用網頁爬蟲程式 (Crawler)，並以關鍵字搜尋

相關的汽車型號， 自動擷取網頁原始碼之後，

解析出有用的相關資訊。於 Google Trends使用

5 個關鍵字取得關鍵字搜尋量。於行政院主計

處的 PC-AXIS總體統計資料庫，取得經濟指標，

資料包含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去年

同期銷售量成長率、M1B貨幣統計數、直接及

間接金融、消費者信心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

股價指數變動率、製造業銷售值、工業生產指

數、台幣兌美元、股價指數、原油均價、季節

效應、失業率、個人消費指數、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每人所得、經濟成長率、

國民所得  (Sa-ngasoongsong et al., 2012；

Hulsmann et al., 2011；Wang et al., 2011；Bruhl 

et al.,2009；Shahabuddin.,2009)。於資料蒐集完

後會進行資料前處理工作。 

Mobile01

汽車討論區

Google 

Trends PC-AXIS

總體統計資料庫

情緒分數計算 關鍵字熱門度計算 季均等轉換

資料調整

預測模型建立

模型評估

NN

SVR

CART



 

 

 

3.2資料前處理 

在資料前處理的部分，不同資料來源的資

料會採用不同的處理方式，以便進行後續的預

測。 

 

3.2.1情緒分數計算 

此步驟利用Moblie01汽車討論區的資料，

計算發文者對 Mazda3 的情緒分數。首先由領

域專家將文章內容進行正負面意向標記，接著

計算各月份之情緒分數，最後計算出七種情緒

指標，計算方式如下： 

I. 正面文章數 

II. 負面文章數  

III. 情緒分數  

將上述計算出來的每月的正、負面文章數

相減，計算出每個月的情緒分數。 

IV. 正面文章數佔正面文章總數比例  

V. 正面文章數佔總文章數比例  

VI. 負面文章數佔負面文章總數比例  

VII. 負面文章數佔總文章數比例  

 

3.2.2關鍵字熱門度計算 

透過Google Trends取得Mazda3在Google

搜尋上，短期間的搜尋熱度，輸入的關鍵字有

Mazda 3、Mazda3、馬自達 3、馬 3、馬三，等

5個關鍵字。由於從 Google Trends中取得的是

各關鍵字每週熱門度，但本研究欲建立每月銷

售量預測模型，故將每月關鍵字之熱門度為該

月份四週熱門度之平均值。 

 

3.2.3季均等轉換 

由於研究目的是為建立每月銷售量的預

測模型，而從行政院主計處的 PC-AXIS總體統

計資料庫，取得的經濟指標，有部分為季指標，

故將資料進行轉換，把該季指標值以除以三的

方式進行轉換，將原有的季指標值轉換成月指

標值。 

 

3.2.4資料調整 

將所有輸入變數 進行資料正規化  

(Normalized)，使得各個指標的值域一致，本研

究採取的正規化為極值正規化。並且將輸入變

數進行平移 (Shift)，其中，Shift1 是將原始月

份的所有輸入變數平移一個月份，Shift2 是將

原始月份的所有輸入變數平移兩個月份，Shift3

是將原始月份的所有輸入變數平移三個月

份。 

 

3.3預測模型建立與評估 

使用 Neural Network、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三種常見的演算方法進行性能比較。三種方法

介紹如下： 

(1) Neural Network (NN) 

NN是由 Rumelhart & McClelland於 1986

年提出，是一種多層前饋式類神經 (Multi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基本架構包含

三個部份：輸入層  (Input Layer)、隱藏層 

(Hidden Layer) 及輸出層 (Output Layer)，每一

層包含數個神經元及相對應的權重值。透過反

覆的調整神經元的權重值，使推估值與目標輸

出值透過不斷的修正，最後達到收斂並輸出訓

練結果。                                                                                                                

(2)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 

SVM 是由 Vapnik 於 1995 年提出，為

一種以統計理論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其

基本原理是透過線性分割超平面 (Hyperplane)，

將屬於不同類別的資料點分開。SVM 除了分

類外，也可以處理迴歸的問題，也常用於各項

數據的推測或模型的建立，與SVM不同的是，

SVR能準確預測資料分佈的平面。假設資料集

為 ),)..(,(),,( 2211 nn yxyxyx  ，其中 e

i Rx   表

示輸入的資料， Ryi  表示該資料所對應之迴

歸值，若 RbRubxuxf e  ,,)(  
則對 ix

 
而

言，若能求得 
iy
 
與 )( ixf  

整體差異最小，則 

u 即為 SVR 所要找的平面。SVR 也常用於

各項數據的預測或模型的建立，例如  Lu & 

Geng (2011) 以及 Hulsmann et al. (2011) 利用 

SVR 方法建立汽車預測模型。 

(3)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是 Breiman et al. (1984) 所發展出

來的一種演算法，其基本原理乃是使用二元分

割過程來分析龐大的資料集，並透過遞迴 

(Recursive) 的程序產生一組規則 (Rule)，最後

再透過此規則對新樣本進行預測的過程。使用

CART 進行資料分析時，可將資料變數分成數

值型與類別型，數值型資料可應用於預測，而

類別型資料則可應用於分類，換言之，CART

可以同時處理數值型、類別型資料。截至目前

為止，CART 已經成功的被應用在許多不同的

領域中，包括醫療診斷、經濟、社會與行銷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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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驗結果 

4.1資料描述 

本研究情緒指標資料來源為Mobile 01 汽

車討論區，輸入 Mazda3 相關的五個關鍵字取

得文章的日期、標題、作者、和內文等資訊。

將擷取下來的文章，計算每月的正、負面文章

數，當作情緒指標，實驗中，透過數學統計方

法使情緒指標有更多變化。資料期間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總計 1694

篇文章。 

關鍵字熱門度，是透過 Google Trends，擷

取關鍵字在 Google搜尋上，短期間 5個關鍵字

的搜尋熱度，計算平均而得知。每月取平均的

方式做轉換，轉換出來的值，命名為所有關鍵

字熱度平均。資料期間為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 

經濟指標的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

PC-AXIS 總體統計資料庫」，因預測汽車銷售

量為每個月，故將季指標以均等轉換的方式，

轉換成月值，讓資料呈現一致性。資料時間為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 

過去的研究中，大多採用經濟指標的數據

建立預測模型，顯少使用網路討論區發文者的

情緒分數及 Google Trends 關鍵字搜尋量當作

推估演算法的輸入變數，由於使用者會因社群

討論區所提供的資訊，影響購買產品的決策，

所以將這兩個類型指標納入實驗當中。 輸入

變數分成三個項目，情緒指標、經濟指標、關

鍵字熱門度指標共 33個指標，如表格 1： 

 

本研究利用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來評量各種

演算法所建立的預測模型。MAPE一般用於測

量時間序列統計值與目標值的適配精確度，通

常以百分比表示。計算方式如 4.1： 

                 

 

 

其中At是實際值， Ft是推估值 

 

4.2 模型評估結果 

本研究測試了不同的推估演算法，包含

SVR、CART、NN 三個演算法，總共 24 筆月

資料，33個輸入變數，採用 6-Fold交叉驗證。 

測試資料平均實驗結果顯示，只使用平移

一個月的資料時，MAPE最好的結果為 NN的 

25.75 %，只使用平移兩個月的資料時， MAPE

最好的結果為 SVR的 27.11 %，只使用平移三

個月的資料時， MAPE最好的結果為 SVR的

26.98 % 。從表格 1 可得知，指標在平移一個

月的情況下，看起來是最好的，也就表示，假

如要預測下個月的銷售量，拿上個月的資料來

預測結果是最好的。 

 
表格 1  6-fold交叉驗證測試資料平均結果 

推估方法 

Testing results of MAPE based on 

 6-fold Average 

Shift1 Shift2 Shift3 

SVR 26.61% 27.11% 26.98% 

CART 43.08% 38.62% 40.49% 

NN 25.75% 42.13% 32.89% 

 

5. 討論 
過去的研究顯少使用 Google Trends 關鍵

字熱門度、網路討論區發文者的情緒分數當作

推估演算法的輸入變數，多半都是使用經濟指

標。以下提出兩點進行討論。 

 

5.1即時提供資訊給決策者 

過去車廠的決策者在面臨汽車在導入市

場時，往往在決策上面臨困境，僅靠過去的經

驗來評估，下個月或是下一季該進多少輛車，

如何能夠提供即時的資訊給決策者，使其在進

貨時取得一個平衡點。本研究以Mazda作為預

測對象，取得 Mazda3 汽車的市場銷售資料，

並進行銷售預測。傳統模式藉由經濟指標來當

作輸入的變數，應變能力較低。本研究預測模

式與傳統不同之處加入 Google Trends，可以反

應出現實生活中汽車的詢問度，從 Mobile01

汽車討論區，可以透過文章內容計算出情緒分

數以便萃取出討論區使用者對汽車的偏好程

度。 

 

5.2 部分月份預估效果較差 

實驗中採用 6-Fold 交叉驗證測試資料平

均實驗結果，從實驗數據來看，NN 有較好的

預測效果，但從細部來看，部分的月份中有幾

個月份的 MAPE 值相當的高，從表格 2 可以

得知，在 2011年的 1、3、4、5月及 2012年的

2、4、6 月，這幾個月份三種的演算方法都出

現較高的MAPE值，有些不可預期的因素就會

造成預測效果不佳，如 2011年的 3月中在日本

發生東北大地震及海嘯，對於日本本地的生產

工廠及供應鏈廠商造成不小的影響，零組件供

應量減少，造成供貨量的短缺，無法正常的提

(4.1) 



 

 

供車輛給消費者。2011年的 5月時，大地震及

海嘯所發生的零組件短缺，造成在預測模型上

多估了上百台的車輛。會不定期有著促銷的手

段當中就包含了廣告費、文宣費等，像這類型

的變數是無法得知的，也就會造成預測效果不

佳的事情發生。 

 

表格 2 三種演算法每月推估結果 (MAPE) 

       方法 

 
NN SVR CART 

2012/06 4.86% 30.72% 59.27% 

2012/05 0.77% 21.68% 9.59% 

2012/04 8.24% 34.16% 6.83% 

2012/03 10.00% 7.01% 15.89% 

2012/02 37.85% 81.53% 98.19% 

2012/01 1.54% 23.29% 24.72% 

2011/12 27.54% 25.87% 57.65% 

2011/11 10.00% 19.37% 5.39% 

2011/10 19.94% 18.04% 4.00% 

2011/09 5.20% 20.07% 1.65% 

2011/08 11.66% 19.75% 41.09% 

2011/07 22.11% 26.31% 16.12% 

2011/06 2.21% 0.09% 19.22% 

2011/05 75.68% 59.45% 89.81% 

2011/04 42.08% 21.23% 63.31% 

2011/03 45.96% 29.70% 53.62% 

2011/02 14.18% 33.50% 69.17% 

2011/01 43.84% 50.71% 51.03% 

2010/12 137.66% 15.89% 104.20% 

2010/11 2.51% 6.55% 5.59% 

2010/10 30.18% 0.82% 14.86% 

註：該表格為三種演算法在 Shift1、Shift2、

Shift3、Shift1~3的情況下,取MAPE值最低的 shift

的模型，上表為 6-Fold交叉驗證測試資料，在

每月的MAPE值，MAPE值越低代表著該方法

在那個月份預測銷售量與實際銷售量間的誤

差越小，反之越大。 

 

6. 結論 
網際網路發展快速，人們可藉由各種平台

發表個人意見、經驗分享。Facebook(FB)近年

來用戶數量已突破五億人，全球每十四人當中，

就有一人是 FB的用戶，FB粉絲專業功能能吸

引有相同偏好的用戶來這分享自己的意見，即

時在線上交流。許多品牌透過按讚和分享功能

宣傳品牌訊息，讓商品在一夜暴紅，一旦商品

出現瑕疵或是服務不周，一連串的負面口碑將

會影響商品的銷售量。使用者在網路中傳達的

意見，對於業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本研究藉

由文字探勘的技術為基礎蒐集指標與關鍵字

搜尋熱門度，並建立銷售量預測模型，以協助

過去業者在決策進貨的問題。 

本研究主要分成資料取得、資料前處理、

預測模型建立等三個步驟。最後透過 Neural 

Network 、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三種不同的

推估演算法，建立預測模型，並且評估其預測

銷售量的效能。實驗結果顯示，只使用平移一

個月的資料時，MAPE 最好的結果為 NN 的

25.75 % 優於其他兩種推估方法。過去的研究

多以經濟指標進行汽車銷售量的預測，而本研

究結合情緒指標、關鍵字熱門度，可以提供決

策者更佳的銷售量預測資訊。 

本研究只針對 Mobile01 汽車討論區的文

章做擷取，當作情緒分數指標，未來也可以加

入 FB 粉絲專業中的評論做為本研究建立模型

的輸入變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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