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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網路服務與 Ontology 技術在非營利租屋網站上之 
行動研究與效能分析：以崔媽媽租屋網為例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o Renovating Nonprofit Housing 
Online Services with Web 2.0 Map Services, Ontology-based 

Personalization and Thei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徐欣佑 1 張耀仁*1 王增勇 2 

Hsin-Yu Hsu1, Yao-Jen Chang*1, Tsen-Yung Wang2

摘要 
本研究以行動科學方式來解析現有非營利租屋服務之 IT 需求，藉由參與觀

察、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等研究方式，我們發現 Web 2.0 服務相較於 Web 1.0 在系

統維持管理及使用上更適合於非營利組織現有的營運模式，將現有房屋資訊與網

路地圖的結合提供了租屋網站更好的使用者介面，而 Context-aware 個人化服務和

RDFS 資源描述架構則有效的增強網站的使用體驗，在使用者調查中顯示對網路

介面有十分高的滿意度，我們所作的效能評估得知新的地圖介面系統的性能表現

比原先文字介面更好，地圖介面的使用並不會導致顯著的系統負載問題。 
關鍵詞：行動研究，Context-aware 服務，網路地圖，Web 2.0，RDFS 

Abstract 
The study follows action science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nonprofit housing 

services. Based on action science-based activities, such as organiz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field work, and focus group studi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Web 2.0 suit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webs in 
terms of maintenance cost and usability, (2) mapping tools make better GUI with 
respect to web-based housing services, and (3) context-aware personalization can 
translate to better user experiences as an RDFS-based working prototype has been built 
and tested. A user survey shows high level user satisfac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novated map-GUI syste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ext-UI p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map-GUI does not cause noticeable system load issues.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context-aware services, mapping tools, Web 2.0, RDFS 

I. 導論 

Web2.0 將資訊操作與維護管理平民化的新趨勢，

讓一般大眾從原本被動的閱讀者轉變為積極主動參與

的使用者。過去極度仰賴資訊專業人員負責網頁設計、

版面內容管理及系統維護等高度技術導向的工作，得以

被其他非資訊專業領域的人來運用，有效提升網路資訊

分享的機會，減少網路傳媒的經營成本；而網路世界裡

因高技術門檻所壓制的多元性與獨特性，藉由此平民化

的改革得以呈現。長久以來，非營利組織其社會服務目

的及實際社會資源有限的現實考量下，選擇將多數人力

與經費資源投入在第一線的助人工作之上，但也疲於應 

付補助單位的管理需求所衍生的工作紀錄資料系統，確

實影響到助人工作者其工作次序及時間安排，但對其助

人工作知識及經驗的累積及分享效果卻很有限。因此，

本研究邀請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共同參與及合作，將此平

民化資訊技術改革應用在其助人工作流程上，建制跨單

位的助人工作者的資訊交流平台，跨越實際時間與空間

的障礙，在網路資訊環境中無障礙的分享實務工作經驗

及即時訊息。 
在非營利租屋網站的研究個案下，我們使用 Web 

2.0 的技術將租屋訊息與網路地圖做結合，並與台北市

最大之非營利租屋服務組織崔媽媽基金會[1]合作，其服



Web 2.0 網路服務與 Ontology 技術在非營利租屋網站上之行動研究與效能分析：以崔媽媽租屋網為例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o Renovating Nonprofit Housing Online Services with Web 2.0 Map Services,  

Ontology-based Personalization and Thei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188

務對象以弱勢租屋族群和學生為主。以往的租屋模式是

透過仲介業者的管理來達到交易需求，經由房地產經紀

人提供房屋資訊服務，因此人力資源為租貸仲介業者主

要的營運動力，但非營利組織在人力資源極為有限，崔

媽媽基金會在資源短缺的條件下，導入了網路商務的租

屋系統架構，房客可以透過線上的租屋機制來取得相關

的租屋資訊，網路的技術讓非營利組織義工人員密集的

作業程序得到紓解，如此便有效提高營運的效率。現有

的崔媽媽租屋網頁以龐大的租屋資料庫為基礎，並以文

字靜態網頁傳達租屋訊息給使用者，房東將欲租的房屋

資訊上傳至資料庫，房客可以依據屋種、地區位址、租

貸金額等來搜尋媒合之房屋資訊。在實行網路租屋系統

之前，工作人員需對使用者作身份的確認且紀錄每筆的

交易資料，後台管理員便對這些資料作查證，以勞力密

集的工作方式來處理各項租貸交易，而網路架構的導入

後讓服務工作方式有別於其他的租屋仲介公司。 
目前國外最大的 Web 2.0 網路地圖租屋網

Housingmaps 便是將分類廣告平台 Craiglist 和 Google 
Maps 作結合，而本架構也是以租屋資料和 Web 2.0 地
圖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工具與AJAX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技術為基礎，本文

的貢獻在於服務上進一步導入 Context-aware 和個人化

資訊，並以知識本體論 (ontology) 的管理方式來存取

使用者的交易模式和個人喜好等，媒合機制以代理人的

概念將使用者喜好需求與資料庫租屋訊息作配對，如有

成功配對出現便即時通知房客[2, 3]。 

II. 研究背景與方法 

隨著網際網路不斷成長的使用人口，新興的電子商

務架構正在改變企業經營的面貌，以資訊網路為基礎的

電子商務漸漸成為普及的營運方法，其快速、便利、低

成本等特性，讓許多小規模的企業也能透過網際網路行

銷的方式達到最佳化經營與服務。網際網路演進到 Web 
2.0 的時代，其效益反應在資源成本上，電腦儲存成本

與網路頻寬成本不斷下降，使得靠資訊壟斷與資本壟斷

的企業逐漸解體，資本不再捆綁資訊的傳遞。在 Web 2.0
技術的帶動下，其網路應用已朝多元化發展，Ajax 的技

術 Mashup 的概念讓許多不同面向的服務得到整合，利

用現有的服務開放使用介面，重新組合創造出新服務，

單一網站的功能性可以延伸到其他的應用架構，提高網

站的附加價值。 

1. 網路地圖服務 

近年來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開放和網路化，讓地圖資訊可以融入生

活當中，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雖然都有使用地圖的經

驗，但 GIS 使用門檻較高，並不是經常需要使用到的資

訊工具。另ㄧ方面，網路地圖（如 Google Maps 等）技

術發展愈加純熟，雖然網路地圖並非 GIS，精密度也不

高，但是對網際網路的使用者而言，這個新的平台工具

已經足以提供日常生活的諸多應用。對於一般人而言，

除了利用地圖搜尋資訊之外，使用者可以利用網路地圖

開放應用程式介面與個人網頁、部落格等做 Mashup 的

應用。 

2. AJAX 技術 

傳統 Web 應用有瀏覽緩慢和互動限制的問題存

在，網路應用中請求 (Request) 及回應 (Response) 模
式一直被使用，透過使用者觸發事件，Server 接收處理

動作再回傳整個頁面，當網路負荷流量較大且頻寬限制

時，使用者送出動作處理會有延遲等待時間，造成頁面

短時間內無法動作。若網頁只有小部份資料改變，瀏覽

器需重新下載整個頁面來重新顯示，無形浪費了網路頻

寬 及 增 加伺 服 器 負擔 ， 而 AJAX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技術之非同步處理特性可讓網頁

應用無需重新讀取整個頁面，以往的同步通訊，在每次

應用程式需要與伺服器進行通訊時，瀏覽器就必須停止

與使用的互動，等待伺服器回應，因此使用者就要等待

網頁畫面的重載。在 GIS 的使用情境當中，地圖呈現頁

面常包含許多圖形資料，使用者只要進行些許資料變

更，就必須整張地圖重新下載，以致於網頁讀取速度變

慢，運用 AJAX 技術特性，以 XML 傳輸資料及非同步

性地圖資料讀取，透過使用者在瀏覽地圖中的使用動作

行為，向伺服器僅需讀取需要地圖部份，即可完成使用

者需求，不僅可減低伺服器負擔也能加快使用者瀏覽效

率。 

3. Ontology 技術 

知識本體 (Ontology) 能提供完善的語意模型，並

且廣泛應用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語意網

(semantic web) 及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等研究上。ontology 用於描述或表達某一領域知識的概

念或屬性，面對今日數位化資源，在資訊組織時需要一

個多用途、具彈性的表達工具以便能順應智慧型的資訊

表達和檢索，而 ontology 賦予跨平台資訊的互通性。在

ontology 呈現其應用層面之前，必須先使電腦懂得設計

者所建構出的知識本體架構，因此需要使用電腦所能理

解之語言來轉換描述知識本體，以便電腦了解知識本體

所欲表達之語意概念，資源描述架構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即為此種工具之一。 

RDF 是由 W3C (Wide Web Consortium) 主導所發

展而定義的一個架構，RDF 主要用於製作資訊交換和自

動處理資源之描述，資源描述主要是一屬性以及與相關

屬性值的集合。RDFS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chema) 說明了特定應用領域的 Schema，以宣告該領

域自己的資源描述語意，利用該 Schema，該領域的應

用將可由語法的層級提昇至語意層面。每個屬性皆由一

個屬性型別來定義，也就是一個名稱。至於屬性值則可

能是字串或數字。從屬性的角度來看，一個模式包括來

源、屬性型別以及屬性值三個成分。RDF 較以往的標準

更為詳細，因為描述和屬性皆可被視作來源的一種。所

以來源皆有其各自的屬性。RDF 的 Schema 可宣告特定

描述字彙的來源，以用於特定的應用領域。RDF 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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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資源的應用相當廣範，應用範圍包括網站地圖、

資訊內容分級、頻道定義、搜尋引擎資料收集、資料庫

彙整、分散式文件製作等。 

III. 行動研究 

軟體工程重視縮短開發週期、講求元件複製與再利

用的原則，著重以科技解 決實際問題；而社會人文學

科將研究過程視為關係建立的過程，強調被研究者的需

求是否被理解與尊重，著重科技的運用與介入是否在助

人過程中成為助人者的助力。由於涉及科技與人文兩種

不同領域的合作，我們預期雙方都需要彼此學習從各自

的觀點看問題，因此我們以強調「提問-分析-行動」循

環前進的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的方法進行本次

資訊系統的開發[4]。一般科學的訓練強調超然的客觀分

析而非以參與方式歷經現存問題，我們在需求調查的階

段，採用行動研究的原理原則，希望藉由研究者進入實

務工作者的在地觀點後，探尋其工作生活脈絡來分析診

斷其資訊使用之需求，進而修正其原有的問題意識，提

出解決方案改變現狀，並搭配科技研究專業的參與，從

分析既有科技設備、使用者習慣及使用後成效來探究現

存問題，進而提供具體的科技改革方案持續改進。 
行動科學在社會科學、醫學和資訊系統研究領域的

發展相當蓬勃。由於非營利組織和社會服務的性質相

近，行動研究相較其他研究方法更加適合使用在本研

究，行動科學很自然的將資訊科技與社會服務作結合，

賦予非營利組織的網路應用新的生命。行動科學的研究

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實地調查，焦點團體，和參與觀察

[5-7]，其讓我們分析詮釋使用者的需求和行為常態模

式，成為設計系統架構的重要依據。 

1. 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的目的在於捕捉被研究者的在地觀點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為了更加瞭解非營利組織平日

的工作型態與服務方式，本研究團隊中八位成員先後於

2007 年五月十三日與二十一日在兩位現場資深組長的

同意下，進入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

實地觀察資料登錄，臨櫃服務，法律服務，與電腦機房

各部門的運作。觀察的位置是以跟在兩位現場資深組長

身邊方式進行，由於事前已取得此非營利組織執行長的

合作研究許可，因此並未刻意隱蔽研究人員的身份。參

與的研究人員以旁觀與提問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並

進可能降低對各部門人員正在進行的工作造成影響，於

參與觀察結束後參與研究人員進行事後討論，每位參與

者將其見聞與心得張貼於線上討論區，除了有助於澄清

與詮釋現象之外，也讓未能參與現場觀察的其他研究人

員也可藉由他人的描述紀錄進一步瞭解現場工作情形。 

2. 深度訪談 

訪談是為了瞭解被研究者的主觀經驗，以一次討論

一個主題的討論方式，瞭解實際工作過程中能夠被轉為

科技工具輔佐的資料。我們發現和理解到他們在工作場

域所遇到困難，並且驗證我在實地調查所觀察到的問題

現象，如此幫助我們找出需求的關鍵所在，提出符合非

營利組織需求的解決方案。 
在聆聽被訪談者意見的期間，研究者應給予他們自

由的表達空間，且避免干涉對方闡述事件的觀點角度，

為了避免研究者個人主觀意識，使不同個案之資料蒐集

工作維持客觀、一致且無疏漏，並增加研究的「信度」，

本研究使用個案研究計劃 (protocol) 做為執行個案研

究之指導綱要[8]。個案研究計劃中包含訪談作業步驟、

受訪對象與訪問時程等作業細節，同時設定了若干之訪

談議題。我們分別針對台灣商業租屋網站對崔媽媽造成

衝擊影響程度、租屋媒合即時通知功能的迫切程度、身

心障礙者租屋的困難與目前做法，屋主租戶與志工使用

電腦普及程度與水準，於 2007 年三月二十四日、三月

二十五日及六月十八日分別與二位資深工作人員及一

名組長進行面對面訪談，每次訪談花費約 1 至 2 小時，

訪談過程進行錄音，訪談後摘要會談內容，並寄給受訪

者審閱以驗證訪談內容之正確性。 

3. 焦點團體 

透過受訪者談話內容和脈絡表達的過程，組織架構

化收集了參與者的各種意見想法，我們針對來自不同社

會結構的受訪者實施的兩種焦點團體，目的是探索在 IT
需求上他們是否有共同相關的基礎。在焦點團體開始訪

談之前，我們也對參與者在研究目的和背景作簡報來敘

述其內容，研究團隊也使用了線上論壇來紀錄所有對

話，並對這些內容作在重複檢視和反思。 

4. 研究方法之綜合討論 

從研究方法的類型來看，這三種方法是不同的，但

在執行上卻是針對共同問題的探討而交互運用的一連

串研究活動。在「進入非營利租屋工作，瞭解他們的資

訊需求」的大前提下，個別深度訪談讓原先不熟悉 NGO
的我們可以藉由面對面訪談而進入他們的世界，建立合

作關係，熟悉他們的語言與對需求的初步理解，但仍侷

限在少數職工身上。因此，透過焦點團體，我們可以將

深度訪談的理解形成焦點討論的問題，透過焦點團體在

短時間內獲得大量資訊，因此焦點團體具有進一步澄

清、篩選議題與形成團體後續行動共識的功能。例如，

從實務工作者彼此的對話中，我們發現「PDA 找屋」

不是共同需求，但針對越來越多的身心障礙者提供租屋

服務是共同需求；如何強化資料庫功能，登錄待租物件

中更多有用的無障礙空間資訊，以便提供弱勢租屋者更

貼切的個人化服務，則是他們共同關注的重點。因此透

過焦點團體，我們可以區分不同層次的資訊需求，與後

續合作的行動策略。當進入到實際設計的階段，研究團

隊需要具體的細節來進行技術的選擇，這個層次的分析

就不是實務工作者可以告知的，需要科技成員進入真實

運作情境，因此參與觀察則有助於我們進入陌生的情

境，瞭解在第一線上工作人員的作業流程，例如我們發

現臨櫃工作人員常常被詢問到如何選擇搬家公司，因為

很多人過去不愉快的搬家經驗經常與搬家公司有關，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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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累積長年的經驗，已經建立了優良搬家公司的推薦

制度與評選流程，並且具備社會公信力，這些有關流程

的資訊都有助於發展下一版的資訊系統。隨著方向的確

定與合作關係的進展，我們與工作人員再次進行深度訪

談，幫助我們在認知上更完整地認識這個組織與當中的

人，包括他們工作上的經歷以及專業成長，相當令人印

象深刻的像是這個組織曾歷經『無殼蝸牛』社會運動這

樣一個階段，然後逐漸發展成一個以長期經營為目標的

非營利組織，目前組織中很多成員來自學術界與工商

界，在後台隨時挹注各式專業與資源，成為持續支持這

個團體成長的堅實力量。這些真實人際互動提供我們在

設計時，對使用者貼切的想像，也讓參與者感到這項工

作的意義，進一步回饋成為整個團對前進的動力。 
這些不同需求蒐集方法彼此交叉運用，以三角檢視

的原則相互驗證。例如，在焦點團體中，我們從實務工

作者對話中初步找到關切的議題，在後續的深度訪談或

參與觀察中得到驗證或進行釐清。我們在參與觀察所記

錄的某些現象，像是一些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 經
驗，也可以作為深度訪談的話題切入點。但重要的是，

這些資料蒐集的方式幫助我們與被研究者建立相互信

任的關係，並建立合作的基礎，在彼此的差異中學習與

前進，建立科技與人文兩種世界互為主體的知識平台。 
經過行動研究的分析與執行後，我們使用提出了三

種面向來介紹我們的系統架構：(1) Web 2.0 網路工具可

以有效提高非營利組織的曝光率，(2) Web 2.0 地圖功能

對用戶界面的核心和使用體驗的提昇，(3) 目前即時訊

息服務的發展性。在以下的章節，將用 Web 2.0 地圖服

務來描述和討論。 

IV. 原型系統開發與設計 

經過了長時間行動科學研究和與使用者的對談

後，依照他們對 IT 的需求和情境，我們設計一個初始

的系統架構，並頻繁的讓使用者對系統作操作測試，去

確認他們對於系統的真正需求，而使用者的回響即是我

們修正系統的主要指導方針。 

1. 系統架構 

如圖 1 所示，本架構包含五個主要元素：(1) 情境

管理員  (Context manager) ， (2) 地圖服務  (Map 
Service) ， (3) 資 料 庫  (Database) ， (4) 媒 合 機 制

(Matchmaker)，(5) 即時訊息服務 (SMS Service)。 
在我們的研究中，Context manager 為系統的主要控

制核心，它會依據系統前端使用者的要求與狀態，協調

擷取其他元件的資訊和功能，整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

服務。在系統應用層中，藉由使用者透過網路瀏覽器申

請和註冊的動作，網路後台會紀錄使用者的個人喜好，

並將其資訊傳給 Context manager，為了維護個人化資

訊，各項參數內容都會儲存在各用戶專屬資料庫欄位

中。資料庫儲存房東屋主登入的房屋資料，地圖資料儲

存器 (Map repository) 為來自本系統外部的網路地圖

結合服務，如 Google Maps APIs [9]。Matchmaker 讀取

使用者的個人喜好資訊，如房屋地點、房屋種類、理想

租金範圍等，並將其轉化成 ontology 和 context 的資訊

內容，依照不同的範疇來作管理，而資料搜尋會依據使

用者的喜好設定來篩選過濾（圖 2）。 

2. 個人化服務 

媒合機制以一組代表喜好 (preferences) 權重的參

數，動態調整配對的成功率和準確度，透過每個使用者

不同的喜好選擇，媒合機制將會賦予用戶獨立的個人化

配對模組，就如真實的房屋仲介服務人員一般，給使用

者客製化的服務。一組量化的屬性參數{a i}可以和資料

庫中每個人 a 做對應結合。對於所有使用者 u，{u i}可
以連結屬性並以權重{wi

u}的方式表示，其可以反映出不

同屬性對用戶的重要性，權重向量則在媒合模組中扮演

主要角色，經過線性的運算將各參數組合，即可產生 

 
圖 1  Web 2.0 網路地圖租屋系統架構圖 

 
圖 2  系統訊息處理之 Sequenc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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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 function : 

Cu=Σi (w iu  
*  ∣a i- u i∣ ) 

在實際的應用中，權重參數可以從使用者的優先選

擇得到，並為決定配對的主要因子。 
媒合機制可提昇 Context-aware 個人化服務的品

質，如圖 3，此模型使用了靜態和動態的使用者資訊來

預測適合用戶的租屋服務內容，這些功能的動作將在語

意網 (Semantic Web) 個人化架構協定下建立，識別不

同使用者各項狀態的差異性，選擇出適當的服務內容。

此應用讓租貸的工作流程不再被動，如此一來可以加速

租屋配對的時效性，房客可以迅速的得知配對房屋的各

項資料，進而與出租者聯絡安排相關看屋事宜。 

3. Ontology 與 RDFS 

我們將系統的各項服務資料以 Ontology 的方法描

述，我們使用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chema 
(RDFS)，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 為將資

訊模組化的普遍方法，把異質多元的訊息轉化成相同可

讀的形式，圖 4(a)、圖 4(b)為租屋情境下 RDFS 描述客

戶喜好設定和靜態資訊內容的示意圖，靜態資訊和客戶

喜好設定都會經由媒合機制的處理，產生出以需求性為

主個人化的服務內容。 
雖然使用者動態位置資訊尚未在現在的應用使

用，系統架構的延展性讓位置資訊有效率的與個人化服

務結合。動態即時服務的情境實現可以透過使用者內建

GPS 手持裝置的導入，房客經由位置的顯示得知鄰近有

哪些符合條件的房子，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安排看屋的行

程並由系統做路徑規劃。在先前的焦點團體訪談中，有

多數的使用者對這項應用都有很大的興趣。 
RDFS 讓知識的描述更有結合性和靈活性，新的資

料可以透過語意整合(Semantic integration) [10]的方法 

 
圖 3  Matchmaker 與 Context 資訊之 Activity diagram 

來產生出新的服務，相較於傳統架構透過資料庫存取提

供租屋訊息的方式，使用者喜好和個人靜態資料將透過

媒合機制與 RDFS 結合，其產生的架構型態將更適合個

人化服務的實現。 

V. 實驗結果和討論 

地圖儲存器（用來儲存、管理並擷取數位物件的伺

服器）由 Urmap [11]提供服務，其為基於臺灣的 e 化網

路地圖資訊服務，並有 APIs 讓開發者利用 AJAX 來將

Urmap 電子地圖嵌入在開發系統中。Ontology 的設計我

們使用了 Protégé ontology editor [12]方法，其輸出數據

為RDFS格式，RDFS數據資料被存放在Apache Xindice 
database [13]，其設計為可直接存取 XML 之資料庫，存

取則透過現有的 XML：DB [14] Java API。在實際應用

中，我們從大臺北地區採集數據，其中包括大約 150,000
筆出租項目和 220,000 筆個人化檔案。  

 
(a) 

 
(b) 

圖 4  租屋情境使用者設定：(a) 喜好設定之 RDFS，(b) 使用者靜態

資訊之 R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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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p GUI 

崔媽媽網站房屋資料擷取主要以文字形式的使用

者介面呈現，如圖 5(a)所顯示。圖 5(b)顯示新的使用者

介面更加容易透過地圖來做瀏覽和搜尋，透過網路地圖

標示出租房屋訊息，協助房客事先瞭解欲承租處的居住

環境機能，如學校、捷運站、公車站等相關環境設施，

透過網路地圖客觀的呈現，讓使用者更加容易對房屋做

比較。搜尋功能以房屋位置、房屋種類、租金價位為主

要條件，並在地圖上呈現所以符合之房屋，房客可以經

由點選地圖上的房屋標誌來得到更詳細的租屋資訊和

房屋照片等。 
除查尋地圖之外，後台的媒合機制每天會在預定時

間執行配對，根據個人喜好檔案和房屋資訊來決定適合

之房屋。用戶可以選擇由電子郵件和 SMS 來通知結

果。如此讓非經常使用網路的用戶有更多元方便的提醒

方式。 

 
(a) 

 
(b) 

圖 5  使用者介面：(a) 系統上線前，(b) 系統上線後 

2. 使用者評估調查  

軟體設計如果沒有對使用者做系統評估將很難完

整確認系統功能。調查內容係針對系統及網頁呈現和操

作是否人性化且符合使用者需求，這對服務的優劣有很

大的影響。受限於調查時間與人力，問卷調查由崔媽媽

內部 10 位工作人員所組成，請他們實地操作新舊系統

並自由表達對系統的各項滿意度。每個人在體驗(1) 舊
的文字使用介面，(2) 新的網路地圖使用者介面，將填

寫相同屬性的問卷題目，因此，文字介面服務為控制

組，網路地圖介面實驗組，觀察彼此的差異。調查表由

5 個等級組成，SA（強烈同意）代表最高級分數，而

SD（強烈不同意）代表最小級分數，且所有問卷調查

表都以匿名填寫。在問卷效度上，我們著重概念定義

(conceptual definition) 及 操 作 化 定 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 間是否契合。一個指標是否有效度，基本上

是在特定目的及定義的情況下做判斷。我們以系統的(1)
反應速度、(2) 容易使用、(3) 直覺性、(4) 介面是否簡

單、(5) 圖資是否容易識讀、(6) 整體主觀印象等 6 項

指標評估網頁呈現和操作是否人性化的程度。在學理

上，這種問卷效度屬於校標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用

以檢視測量指標與探究概念是否契合。 
在六種不同面向整體效益評比顯示使用者對網路

地圖介面有較大的滿意度，用戶認為網路地圖介面相較

於文字介面，資訊可讀性高、直覺性強、且容易使用（圖

6）。 

3. 系統效能壓力測試 

由於崔媽媽基金會網頁的瀏覽量大。因此我們使用

Microsoft Application Stress Tool [15]來進行效能抗壓測

試。主要觀察數據請求量在每秒滿載下的效能。針對不

同的使用介面，我們模擬相同數量的使用者同時存取網

站伺服器，以及相同的點擊率。根據 Matchmaker 回饋

的相配數量，公寓和房子在地圖介面上會顯示各種的數

量的房屋讓使用者在視窗看到，所以我們特別觀察不同

數量的配對結果對系統效能的影響。圖 7 為本次壓力測

試實驗的數據圖表。 
文字介面最大處理的請求量為 29 每秒。當地圖上

房屋顯示數量為 0、10、20 和 30，系統可成功地處理

的請求的數量分別為 236、125、107 和 101。可以顯而

易見新的地圖介面系統的性能表現比文字介面更好，地

圖介面的使用並不會導致顯著的系統負載問題。系統處

理量會因在地圖上顯示房屋的數量增加在起點以上突

然的降低，但在顯示數目大於 10 之後則趨向水平。  

VI. 結論 

我們將 Web 2.0 的技術導入以服務弱勢團體之非營

利租屋組織中，在設計系統架構之前，我們透過行動研

究的方式與使用者對話，了解他們對系統的需求和期

望。以焦點團體的方式進行使用者調查讓我們可以針對

原型系統架構做修正，讓服務內容更趨向使用者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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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網路地圖介面和文字介面效益評比 

許，並讓服務品質更好。經過四個月的觀察、深度訪談、

實地調查、焦點團體等研究，個人化服務的系統架構在

測試上都有顯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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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系統效能壓力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