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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網路上為了解決單身男女尋找配偶的問題，設計出一些網路交友平台。藉由速配機制，

從茫茫人海中找出適合的另一半。本篇論文想要探討這些機制是否能夠達到最佳速配，使男女

雙方找到適合自己的另一半。我們藉由模糊語意與軟計算技術，考慮以區間模糊數來計算兩者

最小距離，以期達到最佳的男女速配。最後，我們改良 Yahoo奇摩交友平台，並藉由實際資料

來做模擬配對。由實證資料顯示，本研究方法，能將男女的速配度以更精確的數字呈現出來。 

 

關鍵詞：模糊區間、網路交友、最速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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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 far, for the purpose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unmarried men and women who 

want to seek for spouses, people have designed some platforms for helping people make 

friends on internet. And from the “match system”, one can discover the suitable couple 

from the boundless huge crowd. But can these mechanisms attain the goal to reach the 

perfect match and find the another half? This paper use the fuzzy meaning and the soft 

computation technology to compute the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two sets by trapezoid 

fuzzy number to make the suitabi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chieve the maximum.In 

the research designing part of the paper, we improve the Yahoo personals website in 

Taiwan, and we have the pals making by real data. From the research, we will find out that 

this way will help people choosing the pals who are close to everyone’s ideal spouse.  

 

keywords：Fuzzy interval, Pals making, optimal mat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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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婚姻是大多數人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若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則可以有效的降低離婚

率，並增高世上所有人的幸福感。然而，合適的對象要往何處尋找?或者身邊正在交往的對象，

是不是真的就是合適的對象?傳統的交友平台，皆由心理測驗來測得雙方的合適程度，似乎充滿

了似是而非的不確定性。這些心理測驗的結果，是由誰來規定的呢?難道選了 A 選項，就代表他

這個人具有某種個性嗎?而在施測的當時，每個人的身心變化很大，也許今天選了 A，但明天卻

選了 B，所以誤差其實是相當大的。其次，選項之間的設定，也太過於偏執，有時很想選 A，

但卻覺得 B 選項也不錯，看了 C 選項，也覺得還可以接受。如果一定要選擇一個，或許將人的

差異性看得太簡單了。 

速配模式的應用繁多，有用於學校志願的選填，如國立交通大學運籌管理研究室教授黎漢

林[1,2]發展出「選系一條龍」選填志願系統，可評量出考生真正性向，找到和自己最「速配」

的校系。電機工程方面，國立清華大學影像通訊實驗室黃仲陵[17,18]有一系列最佳匹配路徑追

蹤的研究，應用於道路符號辨識系統[17]，可以找出最匹配的形狀與顏色；也有應用於眼睛的虹

膜辨識系統[18]，可以辨別是否為非法假冒者。離散數學裏有應用於相異代表系的討論，如國立

臺灣大學張鎮華[3]相關系列文章簡介的穩定婚姻問題，相關的探討在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譚建民[19]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見到。另外，在圖論裏有利用 Kuhn-Munkres算法求二分圖的最

佳匹配問題，相關資訊可以參見一般的圖論課本。與生活相關的比如房仲業者[4]推出的線上宅

速配，藉由線上填寫相關買屋或賣屋的條件，由速配機制來搜尋自己想要的客戶或者房屋。而

一些求職網站[5]也有類似的速配機制，經由填寫自己想要的工作地點、類別、條件、待遇等，

來搜尋配對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而企業主也可以經由同樣的方式來選取想要的員工，經由配

對機制來找尋互相感興趣的工作與員工。臺北市大眾運輸公車路線查詢系統[6]也有類似的配對

系統，只要輸入起點與終點，就能由電腦配對出最合適的多條路線。醫學上應用於隨機對照臨

床試驗中，為了要消除干擾的因子，使用 propensity score [7]分析，而一旦計算出 propensity 

score，就可以應用在各種分析方法上，其中之一就是配對(matching)，意指將接受藥物的病人與

沒有接受藥物的病人依照 propensity score配對。這種配對法的最大優點是不會因為配對因子過

多而找不到適當的對象。國外的研究方面，在以電腦為媒介的人際溝通與關懷病人方面， Turner 

et al.[20]也發表了相關的探討。以上所述，皆與「速配」的概念相關。 

至於單純討論男女速配模式的文獻探討並不多見，尤其是網路速配模式方面。相關資料可

以在一些命理、占卜、星座等網站裏見到，例如「enjoy算好命」[8]網頁裏的男女是否速配，必

須要先知道八字才能進行配對。又如「星座總論」[9]所做詳盡介紹，對十二星座之間的 144種

組合，都各有一個百分比的速配指數，不過這個百分比的速配指數是如何得到的，並未交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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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知名的線上交友系統「Yahoo奇摩交友」[10]網頁裏，介由資料填寫計算其配對的百分比，

其配對模式則過於簡略。另外，與人類心理測量有關的文獻，則可參考全國碩博士論文網由李

靜如博士[11]所作研究論文，此篇論文內容偏重於利用各種量表來討論有戀愛經驗大學生的「成

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之間的關係，與本研究之速配模式不

盡相同。 

本篇論文研究考慮以區間樣本資料進行配對。區間樣本分析是近年來模糊統計與應用相當

熱門的研究課題，而模糊樣本之運算與建構是相當複雜的。Buckley [12]提出模糊區間的運算；

吳柏林[13,19]也有類似的區間運算與區間距離的定義；Kreinovich [21]建構一個專門探討區間運

算與應用的網站，以上的資訊都啟發了本篇論文的研究想法。本篇論文研究希望提出一套科學

方法來探討男女速配問題，在第二節中介紹了單變數速配模式，第三節中介紹了多變數速配模

式，第四節中介紹了離散型模糊集合速配模式，最後第五節綜合上述幾節內容，介紹了整合速

配模式，討論如果條件複雜時的配對情況。其中各小節將由模糊統計的方法，利用模糊區間之

距離的運算，來計算兩集合間距離的大小，從而找出最佳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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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2.1 模糊樣本模糊樣本模糊樣本模糊樣本    

在一維的實數集合裏，我們可以將任意的實數子集合配上一個測度(measure)，這樣就能定 

出一個區間的長度，比如 ),[ ba ，而這也代表 ba , 兩個元素間的距離。本研究討論的是任意兩個

模糊數之間的距離。不失一般性，我們要先給出以下的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2.12.12.1 離散型離散型離散型離散型模糊數模糊數模糊數模糊數((((吳吳吳吳 2005)2005)2005)2005)    

設U 為一個論域, },......,,{ 21 nAAA 為論域的因子集。µ 為一對應到[0,1]間的實數函數，即

]1,0[: →Uµ 。 假 若 佈 於 論 域 U 的 一 述 句 X 其 相 對 於 因 子 集 的 隸 屬 度 函 數 以

)}(),......,(),({ 21 XXX nµµµ 表示，則 

(1)在離散情形下,述句 X 的模糊數可表示成： 

n

n
U A

X

A

X

A

X
X

)(
...

)()(
)(

2

2

1

1 µµµµ +++= , 

其中「+」是或的意思，
i

i

A

X )(µ
表示述句 X 隸屬於因子集 iA 的程度。 

(2)當U 為連續時,述句 X 的模糊數可表示成： 

∫ ∈
=

Xx
i

i
U A

X
X

)(
)(

µµ      

要明白以上定義所代表的意涵,我們舉兩個生活上的實際例子 

例例例例 2.12.12.12.1 臺北市民對交通感覺的模糊數臺北市民對交通感覺的模糊數臺北市民對交通感覺的模糊數臺北市民對交通感覺的模糊數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假 設 =X 臺 北 市 民 對 交 通 的 感 覺 , 以 模 糊 數 表 示 為 )(XUµ 。 假 設 論 域

}5,4,3,2,1{ 無影響輕度普通嚴重很嚴重 ======U 。「 =X 臺北市民對交通的感覺」

之隸屬度函數為 }0)(,05.0)(,1.0)(,6.0)(,25.0)({ 54321 ===== XXXXX µµµµµ ，則「 =X

臺北市民對交通的感覺」之模糊數可表示為 

 

5

0

4

05.0

3

1.0

2

6.0

1

25.0
)( ++++=XUµ      

 

由上例可得知,臺北市的居民對交通的感覺有八成以上是覺得嚴重的。再看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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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2.2.2.2.2222    細菌成長率細菌成長率細菌成長率細菌成長率模糊數表示模糊數表示模糊數表示模糊數表示    

假設 =Y Y 菌種在變動環境下的成長率，以模糊數表示為 )(YUµ 。假設論域U 可視為實數 

論域,即成長率， %}90%,70%,40%,30{=U ，則「 =Y Y 菌種在變動環境下的成長率」之隸屬 

度函數為 }1.0)(,3.0)(,4.0)(,2.0)({ 90704030 ==== YYYY µµµµ ，「 =Y Y 菌種在變動環境下的 

成長率」的模糊數可表示為 

 

%90

1.0

%70

3.0

%40

4.0

%30

2.0
)( +++=YUµ      

 

由此例可得知，Y 菌種在此變動環境下的成長率以 40%的機會比較多。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222.2.2.2.2    離散模糊集合離散模糊集合離散模糊集合離散模糊集合之之之之距離距離距離距離((((吳吳吳吳 2005)2005)2005)2005)    

設 BA, 為論域U 中的兩個離散模糊集合，隸屬度表徵為 BA µµ , ，則 BA, 兩集合之距離表

成： 

 

∑
=

−=
n

i
iBiA xx

n
BAD

1

2))()((
1

),( µµ ，其中n 是論域因子集個數。 

例例例例 2.2.2.2.3333 離散模糊集合之距離離散模糊集合之距離離散模糊集合之距離離散模糊集合之距離    

設論域 {=U 建中，附中，北一，成功，中山} ， )(Aiµ 、 )(Bjµ 分別代表臺北市與三重市

學生考上各高中的的隸屬度函數，如下：{ 4.0)(1 =Aµ , 3.0)(2 =Aµ , 1.0)(3 =Aµ , 05.0)(4 =Aµ , 

15.0)(5 =Aµ } 與{ 1.0)(1 =Bµ , 1.0)(2 =Bµ , 1.0)(3 =Bµ , 4.0)(4 =Bµ , 3.0)(5 =Bµ } 。 BA, 為

兩模糊集合， )(),( BA UU µµ 分別代表臺北市與三重市對考上高中的模糊數，如下 

 

中山成功北一附中建中

15.005.01.03.04.0
)( ++++=AUµ  

 

中山成功北一附中建中

3.04.01.01.01.0
)( ++++=BUµ  

 

則 1.0)15.035.002.03.0(
5

1
),( 22222 =++++=BAD       

以上定義與所舉的例子皆為論域因子集為單一變元的情況，因為皆表示感覺、成長率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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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學校，可是在一般的實際情況下並非如此單純。如果論域U 為多變元的情況,該如何處理?

本研究針對這樣的問題，先訂出定義，再予以舉例說明。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2.2.2.3333 多變元離散型模糊數多變元離散型模糊數多變元離散型模糊數多變元離散型模糊數    

設U 為一個論域， },...,,,...,,...,,...,,{ 21222,21,11211 mnmmnn AAAAAAAAA 為論域的因子集。µ 為

一對應到[0,1]間的實數函數,即 ]1,0[: →Uµ 。假若佈於論域U 的一述句 X 其相對於因子集的隸

屬度函數表示成： 

)}(),...,(),(),...,(),...,(),(),(),...,(),({ 212222111211 XXXXXXXXX mnmmnn µµµµµµµµµ  

則在離散情形下，述句 X 的模糊數可表示成： 









++++








+++








++=

mn

mn

m

m

n

n

n

n
U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X

)(
...

)(
...

)(
...

)()(
...

)(
)(

1

1

2

2

21

21

1

1

11

11 µµµµµµµ , 

其中 「+」 是或的意思，
ij

ij

A

X )(µ
表示述句 X 隸屬於因子集 ijA 的程度 

為解釋以上的定義，以下舉相對應例子來說明。 

例例例例 2.2.2.2.4444 理想對象對各種條件的重視程度理想對象對各種條件的重視程度理想對象對各種條件的重視程度理想對象對各種條件的重視程度    

假設 X 為某適婚女性所開出來心目中理想對象的條件，以模糊數表示為 )(XUµ ，則論域 

}{ 長相經濟，年紀， ==== CBAU , 重視程度 }{ 321 重要普通，不重要， ==== iii TTTT ，其

中 CBAi ,,= 。設「 =X 某女心目中理想對象的條件」之隸屬度函數如下：  

{ 3.0)(
1

=X
ATµ  , 2.0)(

2
=X

ATµ   , 5.0)(
3

=X
ATµ  ; 

1.0)(
1

=X
BTµ  , 3.0)(

2
=X

BTµ  , 6.0)(
3

=X
BTµ  ; 

4.0)(
1

=X
CTµ , 3.0)(

2
=X

CTµ  , 3.0)(
3

=X
CTµ } ， 

則 X：某女心目中理想對象的條件之模糊數可表示為 









+++








+++









++=

321321321

3.03.04.06.03.01.05.02.03.0
)(

CCCBBBAAA
U TTTTTTTTT

Xµ      

由上例可以判斷，某女對於年紀與經濟上的重視程度較高，但對於長相的重視程度相對上

來講就比較低。那如果現在有一對男女，我們想要用數學的模型，去模擬雙方速配的程度,應該

如何來描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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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速配模式速配模式速配模式速配模式    

男女雙方在訂定擇偶條件時，一定會在心裏先設定出一個期待條件的區間。落在這個區間

內的，將完全的接受它；而落在這個區間外的，就看個人的喜好與條件的屬性。比如男生期待

女 生 的 體 重 在 55],[48=E 時 ， 為 完 全 接 受 的 區 間 ， 但 Rqp ∈∀ , , 當 體 重 落 在 區 間

]55,55()48,48[ qEpE +=′′−=′ 與 時，除非男生有特殊喜好，否則一般男生會希望 q 越小越

好，而 p 在身體健康的狀態下，希望它越大越好。同理，換成女生期待男生的身高在

]175,170[
~ =E ， 則 對 任 意 Rqp ∈~,~ ， 當 男 生 的 身 高 落 在 區 間 )170,~170[

~
pE −=′ 與

]~175,175(
~

qE +=′′ ，基於一般女生在心理上的安全感，總希望 p~ 越小越好，而 q~ 越大越好。 

所以，為了更真實的描述男女雙方速配時的情況，我們要先引入梯形隸屬度函數來描述模

糊期待條件集合。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2.2.2.4444 梯形隸屬度函數梯形隸屬度函數梯形隸屬度函數梯形隸屬度函數 

設 )(~ xu
A

為一梯形隸屬度函數，定義如下：    

















≤≤

≤≤

≤≤

=

其他範圍,0

,)(

,1

,)(

)(

~

~

~

dxcxu

cxb

bxaxu

xu
R
A

L
A

A
 

其中 dcba <<< , )(~ xu L

A
為一單調遞增函數， )(~ xu R

A
為一單調遞減函數，則稱 ] , , ,[

~
dcbaA = 為

一組相對於 )(~ xu
A

的梯形模糊數且 )(~ xu
A

為一相對於 A
~
之梯形隸屬度函數。 

例例例例 2.2.2.2.5555 梯形隸屬度函數梯形隸屬度函數梯形隸屬度函數梯形隸屬度函數    

令 ]6,5,4,3[
~ =A 為一組模糊數，則我們可以寫出相對應的梯形隸屬度函數如下： 



















≤≤
−
−

≤≤

≤≤
−
−

=

其他範圍,0

65,
56

6

54,1

43,
34

3

)(~

x
x

x

x
x

x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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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可以畫出一個圖如下 

 

圖 2.1 梯形隸屬度函數 

             
                              

由以上的定義，當 cb = 時，我們稱 A
~

為三角形模糊數；而當 dcba ==   且 時，我們稱  

A
~

為區間值模糊數。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考慮梯形模糊數，三角形模糊數與區間值模糊數則是

梯形模糊數的特例。考慮梯形模糊數理由包括: 

(1)符合現實符合現實符合現實符合現實 

如果採用三角形模糊數,則期待條件只有在某值發生為最期待。在進行男女速配時會導致範

圍過窄，失敗率過高，現實生活中，也很少有人會說：「我只要身高 178的男生，其他身高的我

都不要考慮。」 

(2)較較較較有彈性有彈性有彈性有彈性 

如果採用區間值模糊數，則在期待條件區間外的一律不接受，這在現實生活中，是有可能

發生的。比如一些自認條件很好的女生，就限定男生身高不到 170 的一律不接受，或者一些自

認條件很好的男生，就限定三圍要多少才願意考慮。但本篇論文研究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

幸福感，並不鼓勵這群優質男女將範圍設定得如此嚴苛。有時稍微將範圍拉大，也是能找到合

適的對象。 

 
當男女在作速配時，對任意每個男女一定有兩個思考方向，一個是自身的條件，一是期待

對方的條件。本篇論文研究先考慮自身條件集合 S 定義域為實數，期待條件集合 E 定義域為模

糊數。為了簡化整個數學模型，我們將先討論以一個條件(比如身高)來作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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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52.52.52.5 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設 },...,,{ 21 naaaA = , },...,,{ 21 mbbbB = 為兩組 mn, 樣本。且 A 中每一樣本都對應自身條件

集合 },...,,{ 21 nsssS = 與期待條件集合 },...,,{ 21 neeeE = ，B 中每一樣本也都對應自身條件集合

}~,...,~,~{
~

21 msssS = 與期待條件集合 }~,...,~,~{
~

21 meeeE = 。其中, ,~, Rss ji ∈ ],,,[~, uzyxTee ji ∈ ,

表示一個梯形模糊數。 

例例例例 2.6 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假設 A={ 1a , 2a } ，B={ 1b , 2b , 3b } ，則 S={ =1s 170, =2s 175}表示為 A 中各樣本的自身身

高, ]}168,165,160,157[],165,160,155,150[{ 21 === eeE 表示 A 中各樣本對 B 中各樣本的期待

身 高 ； 同 理 , }165~,160~,155~{
~

321 ==== sssS 表 示 B 中 各 樣 本 的 自 身 身 高 ，

]}180,175,165,160[~],181,178,173,170[~],180,175,170,165[~{
~

321 ==== eeeE 表示 B 中各樣本

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     

有了以上的定義與例子，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單方向的速配模式，即只考慮男生去選擇女生， 

而忽視女生的想法；或只考慮女生去選擇男生，而忽視男生的想法。所以我們將定義模糊期待

條件隸屬度函數。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6 模糊模糊模糊模糊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條件隸屬度條件隸屬度條件隸屬度條件隸屬度函數函數函數函數((((單向單向單向單向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令 ]1,0[: →Ueµ 為一梯形隸屬度函數。則樣本的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為 

 



















≤<
−
−

≤≤

<≤
−
−

=

其他範圍,0

,

,1

,

)(

dxc
cd

xd

axb

bxa
ab

ax

xeµ  

例例例例 2.7 A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對對對對B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之之之之身高身高身高身高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假設 =A { 1a , 2a }, =B { 1b , 2b , 3b } 分別表示男生與女生集合，令 154~{
~

1 == sS 158~, 2 =s , 

}162~
3 =s 為 B 中各樣本的身高， ]165,160,155,150[{1 == eE , ]}168,165,160,157[2 =e 表

示 A 中樣本對 B 中樣本的期待條件模糊數。則對 B 集合的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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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範圍,0

165~160,
5

~165

160~155,1

155~150,
5

150~

)~(
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與   



















≤<
−

≤≤

<≤
−

=

其他範圍,0

168~165,
3

~165

165~160,1

160~157,
3

157~

)~(
2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因此，可得到下列數據： 

1a ： 8.0)154(
1

=eµ  , 1)158(
1

=eµ  ,    6.0)162(
1

=eµ  

2a ： 0)154(
2

=eµ  ,  33.0)158(
2

=eµ  , 1)162(
2

=eµ  

將其整理，可得下表 2.1： 

表 2.1 A集合對B 集合之身高期待隸屬度函數(單向單變數) 

自身條件 

期待條件 1b 身高：154 2b 身高：157 3b 身高：162 

1a 對 B 集合的期待身高： 

 [150,155,160,165], 
 

8.0)154(
1

=µe  1)158(
1

=µe  6.0)162(
1

=µe  

2a 對 B 集合的期待身高： 

 [157,160,165,168] 
 

0)154(
2

=µe  33.0)158(
2

=µe  1)162(
2

=µe  

 
由表 2.1可知 1a 對 B 集合中各元素喜歡的程度，依序為 2b 、 1b 、 3b ，而 2a 對 B 集合中各元

素喜歡的程度，依序為 3b 、 2b 、 1b 。 

不過，我們在作速配時，應該不只要考慮男生的想法，也要考慮女生的想法。於是以下例

子將同時考慮男女雙方的想法。 

例例例例 2.8    A 、、、、B 集合中集合中集合中集合中各各各各元素對對方元素對對方元素對對方元素對對方身高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身高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身高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身高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設 =A { 1a , 2a }, =B { 1b , 2b , 3b  }，令 }177,169{ 21 === ssS , ,158~,154~{
~

21 === ssS 3
~s  

}162= 分別代表 A 與 B 集合中各樣本的身高， ][ 165160155150{ 1 ,,,eE == ,157[, 2 =e  

}]168,165,160 與 ]181,178,173,170[~,]180,175,170,165[~{
~

21 === eeE ,160[~, 3 =e  

}]180,175,165 分別表示 A 中各樣本對 B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與 B 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 

期待身高, ,則我們可以寫出各樣本之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以 A 集合之第一樣本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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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其他範圍,0

165~160,
5

~165

160~155,1

155~150,
5

150~

)~(
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其餘各樣本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可參見附錄。      

由以上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可得到下列數據： 

1a ： 8.0)154(
1

=eµ , 1)158(
1

=eµ , 6.0)162(
1

=eµ  

2a ： 0)154(
2

=eµ , 33.0)158(
2

=eµ , 1)162(
2

=eµ  

1b ： 8.0)169(
1

~ =eµ , 6.0)177(
1

~ =eµ ,  

2b ： 0)169(
2

~ =eµ , 1)177(
2

~ =eµ   

3b ： 1)169(
3

~ =eµ , 6.0)177(
3

~ =eµ   

將以上的數據整理成以下的簡表(詳細表格參見附錄)，可得到 A 、 B 集合對對方之期待條件隸 

屬度如下： 

 

表 2.2 A、 B 集合對對方之期待條件隸屬度簡表(單變數) 

自身條件 

期待條件 1b 身高 2b 身高 3b 身高 1a 身高 2a 身高 

1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 
8.0)154(

1
=eµ  1)158(

1
=eµ  6.0)162(

1
=eµ    

2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 
0)154(

2
=eµ  33.0)158(

2
=eµ  1)162(

2
=eµ    

1b 對 A集合的 

期待身高 
  

 

 
8.0)169(

1
~ =eµ  6.0)177(

1
~ =eµ  

2b 對 A集合的 

期待身高   
 

 
0)169(

2
~ =eµ  1)177(

2
~ =eµ  

3b 對 A集合的 

期待身高 
 

 

 
 1)169(

3
~ =eµ  6.0)177(

3
~ =e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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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接下來我們將進行的工作，就是去計算男女雙方的速配程度。為了簡化數學模型，

我們先定義單向的速配，即只單方面的考慮男生想法，忽視女生想法；或只單方面的考慮女生

想法，而忽視男生想法。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7 單向單向單向單向配度與配度與配度與配度與速配速配速配速配((((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ji,對任意 , 定義 ia 對 jb 的單向配度為 )~( je s
i

µ ； jb 對 ia 的單向配度為 )(~ ie s
j

µ 。如果 ia 與 jb

滿足 }
~~,|)~({

1
1

SsEessup jije

mj
ni

i
∈∈

≤≤
≤≤

µ ，則 ia 的單向速配是 jb 。 

同理，如果 jb 與 ia 滿足 },
~~|)({ ~

1
1

SsEessup ijie

mj
ni

j
∈∈

≤≤
≤≤

µ ，則 jb 的單向速配是 ia 。 

例例例例 2.9 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由表 2.2，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 1a 的單向速配是 2b ， 2a 的單向速配是 3b 。 1b 的單向速配

是 1a ， 2b 的單向速配是 2a ， 3b 的單向速配是 1a 。我們可以下圖來表示： 

圖 2.1 

 

 

例 2.9 是一個生活中常見的單相思狀況，有時人在思考合適對象時，並不能兼顧到雙方的

想法，所以會變成固守著“非具備某條件，否則不想認識對方”的想法。如果有這樣子的想法

會很危險，因為可能在另一個集合裏，不存在適合條件的樣本；或者有適合條件的樣本，但自

己的條件，卻沒有落在對方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的定義域內，造成不管怎樣計算，條件隸屬度

函數都是 0，也就沒辦法速配成功。 

 

由例 2.9可發現，不存在兩個人同時認定對方是自己的單向速配，這也就是說，如果現實

生活中，並不存在著百分之百符合自己條件的白馬王子或白雪公主時，我們仍要務實的去找出

最接近自己期待條件的另一半。 

 

 

1a

2a  

1b  

2b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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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je s
i

µ ： A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 ie s
j

µ ： B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則 )~(1 je s
i

µ− ： B 集合自身條件與 A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的差； 

與 )(1 ~ ie s
j

µ− ： A 集合自身條件與 B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的差。 

顯然的，只要 )](1[)]~(1[( ~ ieje ss
ji

µµ −+− 的值越小，則代表 A 、 B 兩集合之自身條件與對方期待條 

件越接近，意即雙方越速配。因為 

)](1[)]~(1[( ~ ieje ss
ji

µµ −+−  

= )]()~([2 ~ ieje ss
ji

µµ +−  

所以 )]()~([ ~ ieje ss
ji

µµ + 的值越大，雙方越速配。由以上的推論，可整理算式如下： 

 

2)](1[)]~(1[0 ~ ≤−+−≤ ieje ss
ji

µµ , 

 

2)]()~([20 ~ ≤+−≤⇒ ieje ss
ji

µµ , 

 

2)()~(0 ~ ≤+≤⇒ ieje ss
ji

µµ  

 

1
2

)()~(
0

~

≤
+

≤⇒ ieje ss
ji

µµ
 

 

我們可以由此觀察做出如下雙向速配的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8 雙向雙向雙向雙向配配配配度度度度與與與與速配速配速配速配((((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由定義 2.7, ji,對任意 ,我們定義 A 與 B 的雙向配度為
2

)()~( ~ ieje ss
ji

µµ +
，如果 ia 與 jb 滿足

}
~~,,

~~,|
2

)()~(
{

~

1
1

SsSsEeEe
ss

sup jiji

ieje

mj
ni

ji ∈∈∈∈
+

≤≤
≤≤

µµ
，則稱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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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2.10 雙雙雙雙向配度與速配向配度與速配向配度與速配向配度與速配((((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由表 2.2, 我們去計算 A 集合與 B 集合內各元素互相組合下的雙向配度，以 1a 與 1b 的組合

為例，  

( 1a  , 1b )： 8.0
2

)169()154(
11

~
=

+ ee µµ
 

其餘將詳細算式列於附錄，此處只將結果列出如下： 

表 2.3 A、 B 集合中各元素組合之雙向配度 

A 、 B 集合中各元素之 

全部組合情況 
雙向配度 

( 1a  , 1b ) 0.8 

( 1a  , 2b ) 0.5 

( 1a  , 3b ) 0.8 

( 2a  , 1b ) 0.3 

( 2a  , 2b ) 0.67 

( 2a  , 3b ) 0.8 

所以由上可知，在身高這個變數上， 1a 與 1b 、 1a 與 3b 、 2a 與 3b 是速配。 

    請注意上列數據有三項是一樣的，尤其我們注意到 1a 與 1b 和 1a 與 3b 這兩對組合，表示在 B

集合中 1b 、 3b 兩個元素與 A 集合中之 1a 元素形成速配。這在人類的現實社會中，也是常見的，

比如兩個女生同時喜歡上一個男生。但是在現有婚姻制度下，一夫一妻才是合法的。為了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我們再觀察一次這二對形成速配的組合，並做一分析流程：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1) 1a 對 1b 與 1a 對 3b 之單向配度分別為為 8.0)154(
1

=eµ 與 6.0)162(
1

=eµ ， 

(2) 1b 對 1a 與 3b 對 1a 之單向配度分別為 8.0)169(
1

~ =eµ 與 1)169(
3

~ =eµ  

推推推推論論論論    

(1) 1a 與 1b 相對於對方之單向配度皆為 0.8； 

(2) ( 1a 對 3b 之單向配度) =<= 16.0 ( 3b 對 1a 之單向配度)；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所以由推論(1)， 1a 與 1b 兩人想法接近，由推論(2)， 3b 喜愛 1a 的程度大於 1a 喜愛 3b 的程度。 

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很顯然的， 1a 與 1b 才是最佳的速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引入以下的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9 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由定義 2.10, ji,對任意 ,令 )()~( ~ ieje ssM
ji

µµ −= 。如果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速配且滿足

}
~~,,

~~,|)()~({ ~

1
1

SsSsEeEessnfi jijiieje

mj
ni

ji
∈∈∈∈−

≤≤
≤≤

µµ ,則稱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最佳速配。 

例例例例 2.11 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單變數))))    

由例 2.8所得之數據，我們去計算每個相對應的 M 值，我們以第一樣本為例，其餘詳細過

程列於附錄，並將表 2.3擴充如下： 

表 2.4 A、 B 集合中各元素組合之雙向配度、M 值與最佳速配 

A、B 集合中 

各元素之全部

組合情況 

雙向配度 速配 M 值 最佳速配 

( 1a  , 1b ) 0.8 ○ 0 ○ 

( 1a  , 2b ) 0.5  1  

( 1a  , 3b ) 0.8 ○ 0.4  

( 2a  , 1b ) 0.3  0.4  

( 2a  , 2b ) 0.67  0.67  

( 2a  , 3b ) 0.8 ○ 0.4  

 
由上可知，在身高這個變數上，因為 1a 與 1b 、 1a 與 3b 、 2a 與 3b 是速配，且相對於 1a 與 1b 的

M 0= ，為三組速配中的最小，所以 1a 與 1b ，才是最佳速配。     

我們同時也能觀察出那一對男女的意見最相近。這裏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即意見相近並不

一定代表有發展戀情的可能性。比如男女雙方對對方的期待條件隸屬度都是 0，則兩者的意見的

確是很接近，也就是兩人都不可能選擇對方為自己的伴侶。 

2.3 多變數速配模式多變數速配模式多變數速配模式多變數速配模式  

在尋找合適對象時，以單一條件來搜尋將會錯失很多機會。比如有些女生不喜歡胖子,她設

定超過 90公斤就不考慮，但是卻忽略掉也許對方雖然 90 公斤，但身高也有 190公分，是個體

態標準的運動員，所以考慮多項變數才比較符合現實的情況。以下我們將推廣 2.2節，將自身

條件與期待條件增為多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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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0 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多多多多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設 },...,,{ 21 naaaA = , },...,,{ 21 mbbbB = 為兩組 mn, 樣本。且 A中每一樣本都對應自身條件

集合 kS 與期待條件集合 kE ，B 中每一樣本也都對應自身條件集合 kS
~

與期待條件集合 kE
~

。 

(1) pkeeeEsssS nkkkkknkkk ,...,2,1},,...,,{},,...,,{ 2121 ===    

(2) pkeeeEsssS kmkkrkmkkk ,...,2,1,~,...,~,~~
,~,...,~,~~

2121 === }{}{  

其中, ,Rs~,s kjki ∈ ][ u,z,y,xTe~,e kjki ∈ 表示一個梯形模糊數。 

例例例例 2.12 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    

假設 A={ 1a , 2a },B={ 1b , 2b , 3b } ，我們有以下的資料： 

A 中各樣本的自身身高： }175,170{ 12111 === ssS 單位為公分。 

A 中各樣本的自身體重： }70s,60s{S 22212 === 單位為公斤。 

A 中各樣本對 B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

,]165160155150[{111 ,,,eE == }]168165160157[12 ,,,e =  

A 中各樣本對 B 中各樣本的期待體重： ]}57554846[,]55524845[{ 22212 ,,,e,,,eE ===  

 

B 中各樣本的自身身高： }165~,160~,155~{
~

1312111 ==== sssS  

B 中各樣本的自身體重： }53~,58~,46~{
~

2322212 ==== sssS  

B 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 

,170,165[~{
~

111 == eE ]180,175  , ]181,178,173,170[~
12 =e  , }]180,175,165,160[~

13 =e  

B 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體重： 

]}85,80,70,65[~,]78756562[~]75706055[~{
~

2322212 ==== e,,,e, ,,,eE     

 

如同單變數的討論方式，接下來我們將先行討論單方向的速配模式，所以我們將定義單方

向多變數的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1 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單向單向單向單向多多多多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令 },...,,{E 21 kEEE= 為多變數期待條件集合， ]1,0[: →UEµ 為一梯形隸屬度函數。則樣本

的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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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ni

dxc
cd

xc

axb

bxa
ab

ax

x

ii
ii

i

ii

ii
ii

i

E

,...,2,1,0

,

,1

,

)(

其他範圍

µ  

    

例例例例 2.13    A 集合中各元素集合中各元素集合中各元素集合中各元素對對對對 B 集合之集合之集合之集合之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假設 A={ 1a , 2a } ， B ={ 1b , 2b , 3b } ，則 

B 中各樣本的身高： }162~,158~,154~{
~

1312111 ==== sssS   

B 中各樣本的體重： }53~,58~,46~{
~

2322212 ==== sssS  

A 中各樣本對 B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模糊數：

]}168165160157[]165160155150[{ 12111 ,,,e, ,,,eE ===  

A 中各樣本對 B 中各樣本的期待體重模糊數：

]}57554846[]55524845[{ 22212 ,,,e, ,,,eE ===  

 

(1)(1)(1)(1) 1a 對 B 中各樣本的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為 



















≤<
−

≤≤

<≤
−

=

其他範圍,0

165~160,
5

~165

160~155,1

155~150,
5

150~

)~(
1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與 



















≤<
−

≤≤

<≤
−

=

其他範圍,0

55~52,
3

~55

52~48,1

48~45,
3

45~

)~(
2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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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2a 對 B 中中各樣本的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為 



















≤<
−

≤≤

<≤
−

=

其他範圍,0

168~165,
3

~165

165~160,1

160~157,
3

157~

)~(
12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與    



















≤<
−

≤≤

<≤
−

=

其他範圍,0

57~55,
2

~57

55~48,1

48~46,
2

46~

)~(
22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因此可得到下列數據： 

 

1a ： 8.0)154(
11

=eµ  , 1)158(
11

=eµ  , 6.0)162(
11

=eµ  

33.0)46(
21

=eµ  , 0)58(
21

=eµ  , 67.0)53(
21

=eµ  

 

2a ： 0)154(
12

=eµ  , 33.0)158(
12

=eµ  , 1)162(
12

=eµ  

0)46(
22

=eµ   , 0)58(
22

=eµ    , 1)53(
22

=eµ  

將例 2.13數據整理，可得下表 2.3： 

 

表 2.3  A 集合中各元素對 B 集合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單向多變數) 

自身條件 

期待條件 
1b   身高：154 

   體重：46 
2b   身高：157 

   體重：58 
3b   身高：162 

   體重：53 
    

1a 對 B 中各元素的期待身高： 
 [150,155,160,165] 

1a 對 B 中各元素的期待體重： 
[45,48,52,55]  

 

8.0)154(
11

=eµ  

33.0)46(
21

=eµ  

1)158(
11

=eµ  

0)58(
21

=eµ  

6.0)162(
11

=eµ  

67.0)53(
21

=eµ  

    

2a 對 B 中各元素的期待身高： 
 [157,160,165,168] 

2a 對 B 中各元素的期待體重： 
[46,48,55,57] 

 

0)154(
12

=eµ  

0)46(
22

=eµ  

33.0)158(
12

=eµ  

0)58(
22

=eµ  

1)162(
12

=eµ  

1)53(
22

=e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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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變數的討論情況相似，以下我們將同時考慮 A 集合與 B 集合。 

例例例例 2.14  A、、、、B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中中中中各元素各元素各元素各元素對對方身高對對方身高對對方身高對對方身高與體重與體重與體重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由例 2.12之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我們可以寫出各樣本之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如

下： 

(以第一樣本為例，其餘參閱附錄) 

身高部分身高部分身高部分身高部分    

(1)(1)(1)(1) 1a 對 B 中各樣本與 1b 對 A 中各樣本的身高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1a 對 B 中各樣本 1b 對 A 中各樣本 



















≤<
−

≤≤

<≤
−

=

其他範圍,0

165~160,
5

~165

160~155,1

155~150,
5

150~

)~(
1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

≤≤

<≤−

=

其他範圍,0

180175,
5

180

175170,1

170165,
5

165

)(
11

~

i
i

i

i
i

ie

s
s

s

s
s

sµ  

    

體重部分體重部分體重部分體重部分    

((((2222)))) 1a 對 B 中各樣本與 1b 對 A 中各樣本的體重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1a 對 B 中各樣本 1b 對 A 中各樣本 



















≤<
−

≤≤

<≤
−

=

其他範圍,0

55~52,
3

~55

52~48,1

48~45,
3

45~

)~(
2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

≤≤

<≤−

=

其他範圍,0

7570,
5

75

7060,1

6055,
5

55

)(
21

~

i
i

i

i
i

ie

s
s

s

s
s

sµ  

 

如同單變數的情況,同樣的我們也能得到如下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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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 8.0)154(
11

=eµ , 1)158(
11

=eµ , 6.0)162(
11

=eµ  

 33.0)46(
21

=eµ  0)58(
21

=eµ  67.0)53(
21

=eµ  

2a ： 0)154(
12

=eµ , 33.0)158(
12

=eµ , 1)162(
12

=eµ  

 0)46(
22

=eµ  0)58(
22

=eµ  1)53(
22

=eµ  

1b ： 8.0)169(
11

~ =eµ , 6.0)177(
11

~ =eµ   

 0)63(
11

~ =eµ  2.0)74(
11

~ =eµ   

2b ： 0)169(
12

~ =eµ , 1)177(
12

~ =eµ   

 3.0)63(
12

~ =eµ  1)74(
12

~ =eµ   

3b ： 1)169(
13

~ =eµ , 6.0)177(
13

~ =eµ   

 0)63(
13

~ =eµ  1)74(
13

~ =eµ   

 

 

將以上的數據整理成表格，可得到 A、B 集合對對方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如下： 

 

表 2.4  A、B 集合對對方之期待條件隸屬度之簡表(多變數) 

自身條件 

期待條件 1b 身高、體重 2b 身高、體重 3b 身高、體重 1a 身高、體重 2a 身高、體重 

1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體重 

8.0)154(
11

=eµ  

33.0)46(
21

=eµ  

1)158(
11

=eµ  

0)58(
21

=eµ  

6.0)162(
11

=eµ  

67.0)53(
21

=eµ    

2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體重 

0)154(
12

=eµ  

0)46(
22

=eµ  

33.0)158(
12

=eµ

0)58(
22

=eµ  

1)162(
12

=eµ  

1)53(
22

=eµ    

1b 對 A集合的 

期待身高、體重 
   

8.0)169(
11

~ =eµ  

0)63(
21

~ =eµ  

6.0)177(
11

~ =eµ  

2.0)74(
21

~ =eµ  

1b 對 A集合的 

期待身高、體重    
0)169(

12
~ =eµ  

3.0)63(
22

~ =eµ  

1)177(
12

~ =eµ  

1)74(
22

~ =eµ  

1b 對 A集合的 

期待身高、體重 
   

1)169(
13

~ =eµ  

0)63(
23

~ =eµ  

6.0)177(
13

~ =eµ  

1)74(
23

~ =eµ  

 

由表 2.4，接下來我們將進行的工作，就是去計算 A、 B 兩集合內各元素的速配程度。不過

比起單變數只考慮一個條件的情形，多變數的情形顯然複雜許多。因為每個條件之間所分配到

的權重並不相同。就實際上的問題來說，比如有的女生喜歡長得帥的男生，不特別在意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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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近適婚年紀的女生，對男生在經濟能力上的表現會更重於外在條件。所以如果考慮多變數，

並且分配每項變數不同權重，情況將非常的複雜。 

為了簡化數學模型，我們循單變數的模式，先定義單向的速配，即只單方面的考慮男生想

法，忽視女生想法；或只單方面的考慮女生想法，而忽視男生想法。同時，我們將假設每一個

條件的權重皆相同。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2 單向配度與單向配度與單向配度與單向配度與速配速配速配速配((((多多多多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ji,對任意 ,定義 ia 對 jb 的單向配度為∑
k

kje s
ki

)~(µ ； jb 對 ia 的單向配度為∑
k

kie s
kj

)(~µ 。如果

ia 與 jb 滿足 }
~~,|)~({

1
1

kkjkki
k

kje

mj
ni

SsEessup
ki

∈∈∑
≤≤
≤≤

µ ,則稱 ia 的單向速配是 jb 。同理，如果 jb 與 ia 存在

},
~~|)({ ~

1
1

kkikkj
k

kie

mj
ni

SsEessup
kj

∈∈∑
≤≤
≤≤

µ ,則稱 jb 的單向速配是 ia 。 

例例例例 2.15 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多變多變多變多變數數數數))))    

由表 2.4，我們可以計算 A、B 集合內各元素間的期待條件隸屬度之和，即單向配度。我們以 1a

與 1b 的組合為例，  

1a → 1b ： 13.1)46()154(
2111

=+ ee µµ  

其餘將詳細計算過程列於附錄，此處只將結果列出如下： 

 

表 2.5  A、B 集合內各元素單向配度與單向速配 

A 對 B 之單向配度  A 對 B 之單向速配 B 對 A 之單向配度  B 對 A 之單向速配 

1a → 1b ： 13.1   1b → 1a ：0.8  

1a → 2b ：1  1b → 2a ：0.8  

1a → 3b ：1.27 ○ 2b → 1a ：0.3  

2a → 1b ：0  2b → 2a ：2 ○ 

2a → 2b ：0.33  3b → 1a ：1  

2a → 3b ：2 ○ 3b → 2a ：1  

 

由以上數據可得 1a 的單向速配是 3b ， 2a 的單向速配是 3b ， 2b 的單向速配是 2a 。  

 

假設我們考慮 M 項條件，  

令∑
k

kje s
ki

)~(µ ： A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之和； 

∑
k

kie s
kj

)(~µ ： B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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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k

kje sM
ki

)~(µ ： B 集合自身條件與 A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的差； 

與 ∑µ−
k

kie sM
kj

)(~ ： A 集合自身條件與 B 集合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的差。 

顯然的，只要 ])([])~([ ~∑∑ −+−
k

kie
k

kje sMsM
kjki

µµ 的值越小，則代表 A、B 兩集合內各元素間，

自身條件與對方期待條件越接近，意即雙方越速配。因為   

])([])~([ ~∑∑ −+−
k

kie
k

kje sMsM
kjki

µµ  

= ])()~([2 ~∑∑ +−
k

kie
k

kje ssM
kjki

µµ  

所以 ])()~([ ~∑∑ +
k

kie
k

kje ss
kjki

µµ 的值越大，雙方越速配。由以上的推論，可整理算式如下： 

 

MsMsM
k

kie
k

kje kjki
2])([])~([0 ~ ≤−+−≤ ∑∑ µµ , 

 

MssM
k

kie
k

kje kjki
2])()~([20 ~ ≤+−≤⇒ ∑∑ µµ , 

 

Mss
k

kie
k

kje kjki
2)()~(0 ~ ≤+≤⇒ ∑∑ µµ  

 

1
2

)()~(
0

~

≤
+

≤⇒
∑∑

M

ss
k

kie
k

kje kjki
µµ

 

 

因此，藉由這個觀察，我們做出如下雙向速配的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3 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多多多多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由定義 2.12, ji,對任意 ,我們定義 A 與 B 的雙向配度為
M

ss
k

kie
k

kje kjki

2

)()~( ~∑∑ + µµ
,如果 ia 與

jb 滿足 }
~~,,

~~,|
2

)()~(

{

~

1
1

kkjkkikkjkki
k

kie
k

kje

mj
ni

SsSsEeEe
M

ss

sup
kjki

∈∈∈∈
+∑∑

≤≤
≤≤

µµ
則稱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

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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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2.16 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    

由表 2.4, 我們去計算每個相對應的雙向配度，以 1a 與 1b 的組合為例，  

( 1a  , 1b )： 325.0
4

3.1

4

)]63()169([)]58()158([
21112111

~~
==

+++ eeee µµµµ
 

其餘將詳細計算過程列於附錄，此處只將結果列出如下： 

 

表 2.6  A、B 集合內各元素間之雙向配度與速配 

A 、 B 集合中 

各元素之全部組合情況  
雙向配度 速配 

( 1a  , 1b ) 0.325  

( 1a  , 2b ) 0.325  

( 1a  , 3b ) 0.5675  

( 2a  , 1b ) 0.2  

( 2a  , 2b ) 0.5825  

( 2a  , 3b ) 0.9 ○ 

 

所以由上可知，在身高與體重的多變數情況下， 2a 與 3b 是速配。 

 

在多變數的情況下，要出現兩組數據同樣的情況，機率很小，但也不是不可能發生。所以 

本篇論文將再創造另一個樣本 3a ，並設定其與 3b 的雙向配度為 0.9，從而觀察其與 2a 的差異。 

令 3a 身高 176公分，體重 75 公斤， 3a 對 B 集合中各元素的期待身高與期待體重的模糊數 

分別為[150 , 165 , 170 , 185]與[46 , 48 , 55 , 57]，則我們可以據此寫出 3a 之身高與體重的模糊期

待隸屬度函數為 



















≤<
−

≤≤

<≤
−

=

其他範圍,0

185~170,
15

~185

170~165,1

165~150,
15

150~

)~(
13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與     



















≤<
−

≤≤

<≤
−

=

其他範圍,0

57~55,
2

~57

55~48,1

48~46,
2

46~

)~(
23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而 3b 的身高 162公分，體重 53 公斤，並根據前述 3b 的身高與體重之模糊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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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求出 

1)75(,8.0)176(,1)53(,8.0)162(
23132313

~~ ==== eeee µµµµ  

因此， 3a 與 3b 的雙向配度為 

 

9.0
4

6.3

4

)]75()176([)]53()162([
23132313

~~
==

+++ eeee µµµµ
 

 

所以依照定義， 2a 與 3a 皆與 3b 速配。如果想從這兩組速配中，選出一組當成最佳速配，我們先

將兩組資料列出，並提出分析流程。首先將這兩對組合的身高、體重模糊期待隸屬度列出表格

如下： 

表 2.7  2a 與 3b 配對情形 

2a 與 3b 配對 

身高期待隸屬度 體重期待隸屬度 

2a  →  3b ： 1)162(
12

=eµ  2a  →  3b ： 1)53(
22

=eµ  

3b  →  2a ： 6.0)177(
13

~ =eµ  3b  →  2a ： 1)74(
23

~ =eµ  

 

表 2.8  3a 與 3b 配對情形 

3a 與 3b 配對 

身高期待隸屬度 體重期待隸屬度 

3a  →  3b ： 8.0)162(
13

=eµ  3a  →  3b ： 1)53(
23

=eµ   

3b  →  3a ： 8.0)176(
13

~ =eµ  3b  →  3a ： 1)75(
23

~ =eµ  

 
分析流程分析流程分析流程分析流程：：：：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1) 3b 對 2a 的身高期待隸屬度 6.0)177(
13

~ =eµ ， 3b 對 3a 的身高待期隸屬度 8.0)176(
13

~ =eµ  

3b 對 2a 的體重期待隸屬度 1)74(
23

~ =eµ ， 3b 對 3a 的體重期待隸屬度 1)75(
23

~ =eµ  

(2) 2a 對 3b 的身高期待隸屬度 1)162(
12

=eµ ， 3a 對 3b 的身高期待隸屬度 8.0)162(
13

=eµ  

2a 對 3b 的體重期待隸屬度 1)53(
22

=eµ ， 3a 對 3b 的體重期待隸屬度 1)53(
23

=e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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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推論推論推論    

(1) 在身高與體重兩個變數下，由觀察(1)， )176(
13

~eµ >=+ 8.1)75(
23

~eµ )177(6.1
13

~eµ= )74(
23

~eµ+  

∴ 3b 對 3a 的單向配度 > 3b 對 2a 的單向配度。 

(2) 同理，由觀察(2)， +)162(
12eµ >= 2)53(

22eµ += )162(8.1
13eµ )53(

23eµ  

∴ 2a 對 3b 的單向配度 > 3a 對 3b 的單向配度。 

(3) 由觀察(1)、(2)， )162(
12eµ >=+ 2)53(

22eµ += )177(6.1
13

~eµ )74(
23

~eµ  

∴ 2a 對 3b 的單向配度 > 3b 對 2a 的單向配度 

(4) 由觀察(1)、(2)， )162(
13eµ ==+ 8.1)53(

23eµ )176(
13

~eµ )75(
23

~eµ+  

∴ 3a 對 3b 的單向配度 = 3b 對 3a 的單向配度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 由推論(1)與推論(2)， 3a 比較符合 3b 的期待，但是 3b 卻比較符合 2a 的期待。 

(2) 將推論(1)與推論(2)結果相加可得 +)177([
13

~eµ )74(
23

~eµ )162(
12eµ+ )]53(

22eµ+ = )176([
13

~eµ  

)75(
23

~eµ+ )162(
13eµ+ )]53(

23eµ+ ，表示 2a 、 3b 與 3a 、 3b 彼此互相期待的程度和相等。 

(3) 由推論(3)與推論(4)， 3a 與 3b 彼此的單向配度相等，而 2a 對 3b 的單向配度期 > 3b 對 2a 的單 

向配度，以通俗的語言而言， 3a 與 3b 互相喜歡程度一樣，而 2a 與 3b 則是 2a 喜歡 3b 的

程度大於 3b 喜歡 2a 。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說 3a 與 3b 的速配情形，更優於 2a 與 3b 。如果我們將「喜歡的程度」以箭

號長度表示可得下列圖示： 

圖 2.2 

 

 

3a  

2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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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的討論，因此我們有如下的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4 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多多多多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由定義 2.12, ji,對任意 ,令 ∑ −=′
k

ieje ssM
kjki

)()~( ~µµ 。如果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速配且滿足

}
~~,,

~~,|)()~({ ~

1
1

kkjkkikkjkki
k

kiekje

mj
ni

SsSsEeEessnfi
kjki

∈∈∈∈−∑
≤≤
≤≤

µµ ，則稱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最佳速

配。 

例例例例 2.17 最佳最佳最佳最佳速配速配速配速配((((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    

由表 2.2，與創造新樣本 3a 的資料，我們去計算每個相對應的 'M 值，詳細計算過程列於附

錄，此處將擴充表格 2.6 內容，並將 'M 值直接列出如下： 

表 2.7  A、 B 集合內各元素間之雙向配度、 'M 值、速配與最佳速配 

A 、 B 集合中 

各元素之全部

組合情況 

雙向配度 'M 值 速配 最佳速配 

( 1a  , 1b ) 0.325 0.33   

( 1a  , 2b ) 0.325 0.2   

( 1a  , 3b ) 0.5675 0.87   

( 2a  , 1b ) 0.2 0.8   

( 2a  , 2b ) 0.5825 1.67   

( 2a  , 3b ) 0.9 0.4 ○  

( 3a  , 3b ) 0.9 0 ○ ○ 

 

根據之前的討論， 2a 與 3b 、 3a 與 3b 這兩對是速配，但真正的最佳速配則是 3a 與 3b 。 

2.4 離散型模糊集合速配模式離散型模糊集合速配模式離散型模糊集合速配模式離散型模糊集合速配模式 

由 2.3節各例題的討論，兩個集合可以用梯型隸屬度函數來進行模糊速配，並找出最佳速

配。但是如果自身條件與期待條件不是數字，而是語言變數，我們應該如何進行速配? 

首先，我們將以定義 2.1之離散型模糊數為基礎，定義出模糊期待函數與模糊自身函數。仿 2.2

節之討論方法，我們先討論單向，再予以推廣至雙向。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5    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單向單向單向單向))))    

設 },...,,{ 21 naaaA = , },...,,{ 21 mbbbB = 為兩組 mn, 樣本。 },...,,{ 21 kLLLL = 為佈於宇域 U

之語言變數。 ]1,0[: →Uµ 為對應 L 上之隸屬度函數。對應於 B 之期待條件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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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meeeE = 。 B 中 第 j 個 元 素 對 A 集 合 之 期 待 條 件 隸 屬 度 函 數 以 符 號

{ )~(),......,~(),~( ,,2,1 ijbkijbijb aeaeae ooo µµµ }表示。其中 1)~(
1

, =∑
=

k

t
ijbt ae oµ 。則 B 中第 j 個元素對

A 集合之模糊期待函數為 

=)~(, ijbU ae oµ
k

ijbkijbijb

L

ae

L

ae

L

ae )~(
...

)~()~( ,

2

,2

1

,1 ooo µµµ
+++  

 

例例例例 2.18    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單向單向單向單向))))        

假設 A ={ 1a , 2a  }， B ={ 1b , 2b , 3b }，語言變數 {=L 斯文俊秀，帥氣挺拔，英俊瀟灑，健美 

陽光，魁梧壯碩} 。對應於 B 之期待條件集合 }~,~,~{
~

321 eeeE = , B 集合中元素對 A 集合之期待條

件隸屬度函數如下： 

1b ： }0)~(,2.0)~(,1.0)~(,3.0)~(,4.0)~({ 1,51,41,31,21,1 ===== ibibibibib aeaeaeaeae ooooo µµµµµ   

  

2b ： }0)~(,4.0)~(,1.0)~(,4.0)~(,1.0)~({ 2,52,42,32,22,1 ===== ibibibibib aeaeaeaeae ooooo µµµµµ  

 

3b ： }5.0)~(,3.0)~(,0)~(,2.0)~(,0)~({ 3,53,43,33,23,1 ===== ibibibibib aeaeaeaeae ooooo µµµµµ  

 

則相對應的模糊期待函數我們可以表示如下：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2.01.03.04.0
)~( 1, ++++=ibU ae oµ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6.01.02.01.0
)~( 2, ++++=ibU ae oµ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5.03.002.00
)~( 3, ++++=ibU ae oµ  

 

這表示 1b 喜歡斯文秀氣的男孩， 2b 喜歡健美陽光的男孩， 3b 喜歡魁梧壯碩的男孩。 

 

一般人的外在條件其實是很複雜的。一個人有時覺得自己斯文俊秀，有時覺得自己健美陽

光的，所以下面將定義代表外在條件的模糊自身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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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6 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    

延續定義 2.15，設 },...,,{ 21 naaaA = , },...,,{ 21 mbbbB = 為兩組 mn, 樣本。 },...,,{ 21 kLLLL =

為佈於宇域 U之語言變數。 ]1,0[: →Uµ 為對應 L上之隸屬度函數。對應於 A之自身條件集合

為 },...,,{ 21 nsssS = , 則 A 中 第 j 個 元 素 之 自 身 條 件 隸 屬 度 函 數 以 符 號

)}(),......,(),({ ,,2,1 jakjaja sss µµµ 表示。其中 1)(
1

, =∑
=

k

t
jbt sµ 。則 A 中第 j個元素之自身條件模糊

期待函數為 

=)(, jaU sµ
k

jakjaja

L

s

L

s

L

s )(
...

)()( ,

2

,2

1

,1 µµµ
+++  

 

例例例例 2.19    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    

假設 A={ 1a , 2a  }，B={ 1b , 2b , 3b  }，語言變數 {=L 斯文俊秀，帥氣挺拔，英俊瀟灑，健美

陽光，魁梧壯碩} 。對應於 A 之自身條件集合 },{ 21 ssS = , A 集合之自身條件隸屬度函數如下： 

 

1a ： }0)(,4.0)(,1.0)(,1.0)(,4.0)({ 1,51,41,31,21,1 ===== sssss aaaaa µµµµµ   

 

2a ： }0)(,3.0)(,1.0)(,5.0)(,1.0)({ 1,51,41,31,21,1 ===== sssss baaaa µµµµµ   

 

則相對應的模糊期待函數我們可以表示如下：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4.01.01.04.0
)( 1, ++++=saUµ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3.01.05.01.0
)( 2, ++++=saUµ 。  

 

這表示 1a 覺得自己是斯文俊秀兼健美陽光的男生，而 2a 覺得自己是帥氣挺拔兼健美陽光的男

生。  

接著，我們將推廣至雙向，即同時考慮 A 、 B 兩集合。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7 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雙向雙向雙向雙向))))    

設 },...,,{ 21 naaaA = ， },...,,{ 21 mbbbB = 為兩組 mn, 樣本，且 A中每一樣本都對應自身條件 

集 },...,,{ 21 nsssS = 與期待條件集合 },...,,{ 21 neeeE = ， B 中每一樣本也都對應自身條件集合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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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sss= 與期待條件集合 }~,...,~,~{
~

21 meeeE = 。令 },...,,{
21 kSSSS LLLL = 與 ,...,,{

21 EEE LLL =  

}
kEL 為對應於 A集合佈於宇域U 上之語言變數， },...,,{ ~~~~

21 kSSSS
LLLL = 與 },...,,{ ~~~~

21 kEEEE
LLLL =  

為對應於B 集合佈於宇域U 上之語言變數， ]1,0[: →Uµ 為對應於 SL 、 EL 、
S

L~、
E

L~ 上之隸

屬度函數， A與 B 之自身條件隸屬度函數分別以 )}(),......,(),({ ,,2,1 iakiaia sss µµµ 與 ),~({ ,1 jb sµ  

)}~(),......,~( ,,2 jakja ss µµ 表示， 1)(
1

, =∑
=

k

t
iat sµ , 1)~(

1
, =∑

=

k

t
jbt sµ 。 

則 A集合之模糊自身函數為 

kS

iak

S

ia

S

ia
iaU L

s

L

s

L

s
s

)(
...

)()(
)( ,,2,1

,

21

µµµ
µ +++=  

B 集合之模糊自身函數為 

kS

jbk

S

jb

S

jb
jbU L

s

L

s

L

s
s

~

,

~

,2

~

,1
,

)~(
...

)~()~(
)~(

21

µµµ
µ +++=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18 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雙向雙向雙向雙向))))    

延續定義 2.17， A與B 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分別以 ),......,(),({ ,2,1 jiajia bebe oo µµ  

)}(, jiak be oµ 與 )}~(),......,~(),~({ ,,2,1 ijbkijbijb aeaeae ooo µµµ 表示， 1)(
1

, =∑
=

k

t
iiat be oµ , 

1)~(
1

, =∑
=

k

t
ijbt ae oµ 。 

則 A集合之模糊期待函數為 

kE

jiak

E

jia

E

jia
jiaU L

be

L

be

L

be
be

)(
...

)()(
)( ,,2,1

,

21

ooo

o

µµµ
µ +++=

 

B 集合之模糊期待函數為 

kE

ijbk

E

ijb

E

ijb
ijbU L

ae

L

ae

L

ae
ae

~

,

~

,2

~

,1
,

)~(
...

)~()~(
)~(

21

ooo

o

µµµ
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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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2.20    男女雙方之男女雙方之男女雙方之男女雙方之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    

假設 {=A 1a , 2a } , {=B 1b , 2b , 3b } ，相對應之語言變數如下： 

{~ ==
ES LL 斯文俊秀，帥氣挺拔，英俊瀟灑，健美陽光，魁梧壯碩}  

{~ == ES
LL 嬌小可愛，苗條玲瓏，骨感纖細，高貴典雅，福態豐滿}  

(1)對應於 A 之自身條件集合 },{ 21 ssS = ， A 集合之自身條件隸屬度函數如下： 

1a ： }0)(,0)(,2.0)(,4.0)(,4.0)({ 1,51,41,31,21,1 ===== sssss aaaaa µµµµµ   

2a ： }0)(,3.0)(,0)(,5.0)(,2.0)({ 2,52,42,32,22,1 ===== sssss baaaa µµµµµ   

(2)對應於 B 之自身條件集合 }~,~,~{
~

321 sssS = ， B 集合之自身條件隸屬度函數如下： 

1b ： }0)~(,1.0)~(,2.0)~(,2.0)~(,5.0)~({ 1,51,41,31,21,1 ===== sssss bbbbb µµµµµ   

2b ： }4.0)~(,3.0)~(,0)~(,0)~(,3.0)~({ 2,52,42,32,22,1 ===== sssss bbbbb µµµµµ  

3b ： }5.0)~(,3.0)~(,0)~(,2.0)~(,0)~({ 3,53,43,33,23,1 ===== sssss bbbbb µµµµµ  

(3)對應於 A 之期待條件集合 },{ 21 eeE = ， A 集合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如下：  

1a ： }0)(,4.0)(,1.0)(,1.0)(,4.0)({ 1,51,41,31,21,1 ===== jajajajaja bebebebebe ooooo µµµµµ   

2a ： }0)(,3.0)(,1.0)(,5.0)(,1.0)({ 2,52,42,32,22,1 ===== jajajajaja bebebebebe ooooo µµµµµ  

(4)對應於 B 之期待條件集合 }~,~,~{
~

321 eeeE = ， B 集合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如下：  

1b ： }0)~(,2.0)~(,1.0)~(,3.0)~(,4.0)~({ 1,51,41,31,21,1 ===== ibibibibib aeaeaeaeae ooooo µµµµµ   

2b ： }0)~(,4.0)~(,1.0)~(,4.0)~(,1.0)~({ 2,52,42,32,22,1 ===== ibibibibib aeaeaeaeae ooooo µµµµµ  

3b ： }5.0)~(,3.0)~(,0)~(,2.0)~(,0)~({ 3,53,43,33,23,1 ===== ibibibibib aeaeaeaeae ooooo µµµµµ  

 

由上所列，我們能夠將男女雙方的模糊自身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寫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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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模糊自身函數】】】】    

1a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02.04.04.0
)( 1, ++++=saUµ  

2a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3.005.02.0
)( 2, ++++=saUµ  

1b ：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01.02.02.05.0
)~( 1, ++++=sbUµ  

2b ：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4.03.0003.0
)~( 2, ++++=sbUµ  

3b ：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5.03.002.00
)~( 3, ++++=sbUµ  

 

【【【【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模糊期待函數】】】】    

1a ：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04.01.01.04.0
)( 1, ++++=jaU be oµ  

2a ：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03.01.05.01.0
)( 2, ++++=jbU be oµ  

1b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2.01.03.04.0
)~( 1, ++++=ibU ae oµ  

2b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04.01.04.01.0
)~( 2, ++++=ibU ae oµ  

3b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

5.03.002.00
)~( 3, ++++=ibU ae oµ  

 

有了以上的資料，接下來我們將仿 2.3節來進行速配。我們先引入一個性質，接著利用這 

個性質來定義兩個離散型模糊集合間之速配指數。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2.19    兩離散型模糊集合距離之範圍兩離散型模糊集合距離之範圍兩離散型模糊集合距離之範圍兩離散型模糊集合距離之範圍    

延續定義 2.2,設 A、B 為論域 U 中的兩個離散模糊集合，隸屬度表徵為 Aµ 、 Bµ  ,其中 A

與 B 兩集合之距離表示成：D(A,B)= ∑
=

−
n

i
iBiA xx

n 1

2))()((
1 µµ , n 是論域因子集個數。 

則 ≤0 ),( BAD
n

n≤  

證明：因為 ,1)(µ0 A ≤≤ ix  

nixµ iB ,...,2,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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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iB xµ  

1)()(1 ≤−≤−⇒ iBiA xµxµ  

( ) 1)()(0 2 ≤−≤⇒ iBiA xµxµ  

( ) nxµxµ

n

i
iBiA ≤−≤⇒ ∑

=1

2)()(0  

( )
n

n
xµxµ

n

n

i
iBiA ≤−≤⇒ ∑

=1

2)()(
1

0  

n

n
BAD ≤≤⇒ ),(0  

                                                       Q.E.D 

由性質 2.18,我們可得 1),(0 ≤≤ BADn , 

令 },],0[|)({ Nn
n

n
xxnxfU n ∈∈== , }],,0[|100100{ Nn

n

n
xxnV ∈∈+−= , 

則我們將造一個特殊的映射如下：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2.20    一個特殊映射一個特殊映射一個特殊映射一個特殊映射    

VUT →: 定義為 UuuuT ∈∀+−= ,100100)( 為 1對 1且映成的映射 

證明： 

(1)1對 1 

令 ,100100)(,100100)(,, 2221112211 +−==+−==== xnuTvxnuTvxnuxnu  

Vvv ∈∀ 21 , ，若 21 vv =  

)()( 21 uTuT =⇒  

100100100100 21 +−=+−⇒ xnxn  

21 xnxn =⇒  

21 uu =⇒  

所以T 是 1 對 1 

(2)映成 

Vv ∈∀ , ,100100 +−= xnv 則 vxnxnTuTUxnu =+−==∋∈=∃ 100100)()(  

所以T 是映成 

                                                       Q.E.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 

有了這個特殊的映射，我們將可以把兩個離散型模糊集合間的距離，調成 0到 100的實數，數

字越大表示距離越近，也越速配。同時我們也能定義出單向速配指數如下：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21    兩離散型模糊集合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單向速配指數與單向速配與單向速配與單向速配與單向速配    

由性質 2.20，令 100))~(),((100 ,, +−= jbUjiaUij sbeDnK µµ o 為 A中 ia 元素期待條件集合對 

B 中 jb 元素自身條件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 100))(),~((100
~

,, +−= iaUijbUji saeDnK µµ o 為 B

中 jb 元素期待條件集合對 A 中 ia 元素自身條件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又 ji,∀ , 如果 ia 與 jb 滿

足 }{

1
1

ij

mj
ni

Ksup

≤≤
≤≤

,則 ia 的單向速配是 jb 。同理，如果 jb 與 ia 滿足 }
~

{

1
1

ji

mj
ni

Ksup

≤≤
≤≤

,則 jb 的單向速配是 ia 。 

 

例例例例 2.21 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    

延續例 2.20, 5=n ,因此我們可以算出 A 、 B 兩集合間，其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之

速配指數。比如 1a 的模糊期待函數為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04.01.01.04.0
)( 1, ++++=jaU be oµ  

而 1b 的模糊自身函數為 

福態豐滿高貴典雅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01.02.02.05.0
)~( 1, ++++=sbUµ  

令 1a 對 1b 的速配指數為 11K (意指單方向考慮 1a ，不管 1b 的想法) 

則 100))~(),((5100 1,1,11 +⋅−= sbeDK bUjaU µµ o     

100)00()1.04.0()2.01.0()2.01.0()5.04.0(
5

5
100 22222 +−+−+−+−+−⋅=  

51.84=  

其他依此類推，我們將詳細式子列於附錄，此處只將結果列出如下： 

表 2.8 A、 B 集合內各元素之單向速配指數與單向速配 

A 集合對 B 集合 A 對 B 之單向速配 B 集合對 A 集合 B 對 A 之單向速配 

1a → 1b ：84.51  ○ 1b → 1a ：75.10  

1a → 2b ：80.00  1b → 2a ：85.86  

1a → 3b ：70.33  2b → 1a ：77.20  

2a → 1b ：66.83  2b → 2a ：91.06 ○ 

2a → 2b ：69.67  3b → 1a ：65.94  

2a → 3b ：73.17  3b → 2a ：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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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觀察可知，當 ijK 與 jiK
~

值越大，則兩者越速配，我們可以仿 2.2節的推導如下： 

100
~

01000 ≤≤≤≤ jiij KK 與  

200
~

0 ≤+≤⇒ jiij KK  

1
200

~
0 ≤

+
≤⇒ jiij KK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22 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離散型模糊數離散型模糊數離散型模糊數離散型模糊數))))    

由定義 2.20, ji,對任意 ,我們定義 ia 與 jb 的雙向配度為
200

~
jiij KK +

,如果 ia 與 jb 滿足

}
200

~

{

1
1

jiij

mj
ni

KK
sup

+

≤≤
≤≤

,則稱 ia 與 jb 兩個樣本為速配。 

例例例例 2.22 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雙向配度與速配    

由例 2.21所得出的結果，我們去計算雙方的雙向配度，以 1a 與 1b 的組合為例， 

( 1a  , 1b )： 87.0
200

~
1111 =+ KK

 

其餘將詳細計算過程列於附錄，此處只將結果列出如下： 

 

表 2.9  A、 B 內各元素間之雙向配度與速配 

A、B 中各元素

全部組合情況 
雙向配度 速配 

( 1a  , 1b ) 0.87 ○ 

( 1a  , 2b ) 0.79  

( 1a  , 3b ) 0.68  

( 2a  , 1b ) 0.81  

( 2a  , 2b ) 0.80  

( 2a  , 3b ) 0.73  

 

由定義 2.21可得， 1a 與 1b 為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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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整整整整合速配模式合速配模式合速配模式合速配模式 

由 2.3節與 2.4節，如果進行速配的 A、B 集合內各樣本之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集合，

可以表示成多變數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與離散型之模糊自身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則兩種模式

分別得到之速配指數，應該如何進一步分析來得到整合的速配指數呢? 

比如 1a 對身高、體重有嚴格的限制，只要對方超過 60 公斤，身高不滿 140公分，則絕對不

考慮。經由前幾節的討論，假設 1b 之身高與體重均不滿足 1a 之期待，所求得之身高與體重雙向

配度為 0，但在外型上 1b 與 1a 之雙向配度有 0.8。如果我們取二者平均，仍會有 0.4的整合速配

指數。按照 1a 的想法， 1b 是沒有機會與他進行配對，但按照我們取二者平均方式來看， 1b 仍有

機會，如此的安排，將造成時間上的浪費。 

因為身高、體重是純量，而外型是抽象的形容，若以此二者相加再取平均，得到的測度並

公正，所以我們考慮以此二指標相乘再取幾何平均數來作分析，因此我們有如下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2.23 整整整整合合合合速配速配速配速配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由定義 2.13與 2.22， ji,對任意 , ni ≤≤1 , mj ≤≤1 ,我們定義 ia 與 jb 的整合速配指數為 

 













 +
⋅














 +∑∑

200

~

2

)()~( ~

jiijk
kie

k
kje KK

M

ss
kjki

µµ
 

 

其中 ia 與 jb 若滿足 

 

}
~~,,

~~,|
200

~

2

)()~(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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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jk

kie
k

kje

mj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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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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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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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µµ
， 

則稱 ia 與 jb 為兩個樣本之整合最佳速配。 

例例例例 2.23 A 、、、、B 集合中各樣本間之集合中各樣本間之集合中各樣本間之集合中各樣本間之整整整整合速配合速配合速配合速配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結合例 2.12與例 2.20，我們有 A、 B 兩集合之多變數自身條件集合與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與離散型模糊自身函數與模糊期待函數，接著去計算雙方的整合速配指數，以 1a 與 1b 的組合為

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 1a  , 1b )： 53.0
200

~

4

)]63()169([)]58()158([
1111

~~
21112111 =








 +⋅







 +++ KKeeee µµµµ
 

其餘將詳細計算過程列於附錄。結合表 2.6與表 2.9，可將結果列出如下： 

表 2.10  A、B 中各樣本間之整合速配指數 

A 、 B 集合中 

各元素之全部

組合情況 

多變數 

速配模式 

雙向配度 

離散型模糊集合 

速配模式 

雙向配度 

整合速配指數 整合最佳速配 

( 1a  , 1b ) 0.87 0.325 0.53  

( 1a  , 2b ) 0.79 0.325 0.51  

( 1a  , 3b ) 0.68 0.5675 0.62  

( 2a  , 1b ) 0.81 0.2 0.40  

( 2a  , 2b ) 0.80 0.5825 0.68  

( 2a  , 3b ) 0.73 0.9 0.81 ○ 

 

所以可得 2a 與 3b 是最佳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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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式探討模式探討模式探討模式探討 

3.1Yahoo 奇摩奇摩奇摩奇摩交友網站配對模式分析交友網站配對模式分析交友網站配對模式分析交友網站配對模式分析 
本篇論文研究的目的在改善配對模式的單調性，並創造更多的選擇性。在實際的加入 Yahoo

奇摩的交友網站後，先簡單介紹它的內容，之後再提出改良方案，並加以比較。 

Yahoo 奇摩網路交友平台，在登入為會員後，你可以進入首頁，搜尋想要的性別。正常情

形下，男生會搜尋女生，而女生會搜尋男生。當選定以後，進入該網頁，會發現每個對象下面

都有一個代表雙方速配程度的百分比，將網頁內容附於附錄。 

    接著我們只要以滑鼠點一下速配程度的百分比，就能得到比較詳細的比較表格，如下圖所 

示： 

 

 
圖 3.1 Yahoo奇摩交友速配程度分析 

 
這個百分比數字與你在填個人資料介紹裏的「擇友條件」有很大的關係。現在我們將「擇

友條件」完整的羅列出來如下： 

1. 尋找對象：(1)男性 (2)女性 (3)不拘   

2. 年齡限制：(1) __歲~ __歲 (2)不拘   

3. 學歷要求：(1)國中 (2)高中／職 (3)大學／大專 (4)碩士 (5)博士 (6)不拘   

4. 交往關係：(1)談心好友 (2)男女朋友 (3)結婚對象 (4)單純筆友 (5)純情邂逅 (6)親密關係 

(7)同好搭檔 (8)其他友誼 (9)不拘 (可複選三項) 

5. 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分居 (4)離婚 (5)喪偶 (6)不婚 (7)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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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型限制： 

(a)身高：(1)__公分~__公分 (2)不拘   

(b)體重：(1)__公斤~__公斤 (2)不拘 

(c)外型描述： 

(1)嬌小可愛  (2)短小精幹  (3)苗條玲瓏   (4)斯文俊秀  (5)骨感纖細  (6)骨瘦如柴  

(7)穠纖合度  (8)帥氣挺拔  (9)婀娜多姿  (10)英俊瀟灑 (11)高貴典雅 (12)粗獷豪邁 

(13)性感嫵媚 (14)健美陽光 (15)福態豐滿  (16)魁梧壯碩 (17)瘦瘦高高 (18)中等身材  

(19)不拘 (可複選三項) 

7. 信仰限制：(1)佛教 (2)道教 (3)回教 (4)基督教 (5)天主教 (6)其他 (7)不拘   

 

上述幾項「擇友條件」，將決定速配程度的百分比，不過速配程度的百分比如何推算，是雅

虎奇摩公司內部的商業機密，我們無從得知。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其速配程度百分比的推算過程，

但仍有不合理之處值得探討。 

 

3.2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Yahoo 奇摩奇摩奇摩奇摩交友交友交友交友速配模式速配模式速配模式速配模式不合理之處不合理之處不合理之處不合理之處 

首先，男女雙方對外型的在意程度，就有天生的不同，這就是模糊的指標。舉例來說，女

生喜歡的是高挑的男性，但如果長得高挑，卻長相醜陋，就會影響到選擇的趨勢；又若雖然長

得不高，不過卻有張英俊的臉孔，必定會增加入選的可能性。因此，這些因素都能用模糊統計

的方法，來加以更精確的選擇。由第 2章的討論，底下就將 Yahoo奇摩交友速配模式可以改良

之處提出說明。 

(1)年齡限制選項年齡限制選項年齡限制選項年齡限制選項 

在「年齡限制」選項上，因為愛情的感覺是很抽象的，當真正愛上對方時，年齡反而不是

最重要的。若真的要考慮年齡，我們可以使用梯型模糊數來增加選擇性，而不是用一個區間值

來限制，否則將喪失很多速配機會。 

(2)交往關係選項交往關係選項交往關係選項交往關係選項 

在「交往關係」選項上，雖然有三個選項可以複選，但每個選項均配以同一權重，不合常

人思考。比方同時選了「談心好友」、「男女朋友」、「結婚對象」，則可能有 20%的意願是想當「談

心好友」，30%的意願是想當「男女朋友」，50%的意願是想當「結婚對象」。如果照 yahoo奇摩

的設計，沒有辦法將這樣的思考方式考慮進去。 

(3)「「「「外型限制外型限制外型限制外型限制」」」」的的的的「「「「身高身高身高身高」」」」與與與與「「「「體重體重體重體重」」」」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身高」與「體重」選項，如果只限定在某個區間的「身高」與「體重」才能與自己進行

配對，則有些身高只差一、二公分，或體重只差一、二公斤的樣本，在現實生活中，看起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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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很大差異，但由網路速配機制，這些人將被刪除，不會參加速配，這樣也會喪失很多速配機

會。 

(4)「「「「外型外型外型外型限制限制限制限制」」」」的的的的「「「「外型描述外型描述外型描述外型描述」」」」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在「外型描述」選項上，雖然有三個選項可選，但每個選項均配以同一權重，有不合理之

處。由 2.4節的討論，一個人的外型描述相當複雜，比如男生的外表五官是「斯文俊秀」，但體

格卻是「健美陽光」；又比如女生給人的感覺，有時「高貴典雅」，有時「性感嫵媚」。但是如果

以 Yahoo奇摩的設計，每一個特質都配以百分之百的權重，無法考慮這樣的情況。 

雖然一般常人的想法，會覺得不可能同時「高貴典雅」，同時又「性感嫵媚」，不過如果以

模糊統計的方法來敘述，則顯得合情合理。因為每個人的外型，是以不同比例存在，不可能只

存在一個特點。比如一天的時間裏，工作時間占了 80%，這段時間是「高貴典雅」，而在休閒跳

舞時間占了 20%，這段時間卻是非常的「性感嫵媚」。 

此外，不管男生或女生，喜歡的對象，其外型也不一定全部是同一種類型。比如甲有時喜

歡「嬌小可愛」的女生，有時欣賞「性感嫵媚」的女生，有時對「高貴典雅」的女生有好感。

但如果以 Yahoo奇摩的配對模式而言，只能選三個，選項太少，造成沒辦法精確的表示甲真正

喜歡女生的類型。也許甲喜歡的，是 60%的「嬌小可愛」，30%的「性感嫵媚」，10%的「高貴

典雅」，而應用模糊統計的方法，正可解決這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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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 

4.1 改良改良改良改良 Yahoo 奇奇奇奇摩交友摩交友摩交友摩交友速速速速配模式配模式配模式配模式    

Yahoo奇摩交友速配模式中的「擇友條件」，即為本篇論文所討論的男女雙方期待對方的條

件。本論文研究對象設訂為校園男女，所以在做配對時，暫不考慮年收入與學歷。我們將以 Yahoo

奇摩的七項「擇友條件」，選擇「外型限制」一項，來做速配分析。其中「外型限制」包含「身

高」、「體重」、「外型描述」三項變數。我們將利用第 2章討論的方法來做改良。 

底下將以現實生活中的男女為例，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首先觀察 yahoo 奇摩的七項「擇

友條件」中的「外型限制」，「身高」與「體重」，皆採用區間值描述，而「外型描述」這一個選

項，yahoo 奇摩共列出了 19 個選項，如 3.1節所列。 

為了更有效率的進行速配，本論文研究將從 19 個選項中刪掉下列選項，並將理由寫於其後： 

(6)骨瘦如柴：沒有人會希望速配的對象是這樣子的外形。 

(7)穠纖合度：已有同類形容詞(3)苗條玲瓏。 

(17)瘦瘦高高：在身高與體重上就能決定是不是要瘦瘦高高。 

(18)中等身材：這個形容詞不夠具體，而且也能從身高與體重上去評估是否為中等身材。 

(19)不拘：如果什麼都不拘，那就不用速配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配。 

然後本研究將挑選幾個比較符合一般社會大眾形容外型的描述，並重新編號，分成男生與

女生，如下： 

男生： 

(1)短小精幹 (2)斯文俊秀 (3)帥氣挺拔 (4)英俊瀟灑 (5)粗獷豪邁 (6)健美陽光 (7)魁梧壯碩 

女生： 

(1)嬌小可愛 (2)苗條玲瓏 (3)骨感纖細 (4)婀娜多姿 (5)高貴典雅 (6)性感嫵媚 (7)福態豐滿 

與 yahoo奇摩速配模式不同的是，我們將用梯形模糊數來決定身高與體重，而以離散形模

糊數來增加外型選擇的多樣性。其中離散型模糊數我們以表格來呈現，其詳細過程可參考附錄。 

 

例例例例 4.1 利用梯形模糊數與利用梯形模糊數與利用梯形模糊數與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離散型模糊離散型模糊離散型模糊數進行數進行數進行數進行五五五五男男男男六六六六女的速配女的速配女的速配女的速配    

=A { 1a , 2a , 3a , 4a , 5a } , =B { 1b , 2b , 3b , 4b , 5b 6b },令 

A 中各樣本的身高中各樣本的身高中各樣本的身高中各樣本的身高：：：： 

}182,179,169,171,172{ 15141312111 ====== sssssS  

A 中各樣本的體重中各樣本的體重中各樣本的體重中各樣本的體重：：：： 

}84,77,66,61,68{ 25242322212 ====== ss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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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各樣本的外中各樣本的外中各樣本的外中各樣本的外型型型型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表 4.1 A中各樣本外型描述 

3S  短小精幹 斯文俊秀 帥氣挺拔 英俊瀟灑 粗獷豪邁 健美陽光 魁梧壯碩 

31s  0 0.6 0.1 0.25 0 0.05 0 

32s  0 0.05 0.3 0.05 0.2 0.35 0.05 

33s  0.4 0.05 0 0.4 0 0.15 0 

34s  0 0.3 0.6 0.05 0 0.05 0 

35s  0 0.4 0.4 0.15 0 0.05 0 

 

B 中各樣本的身高中各樣本的身高中各樣本的身高中各樣本的身高：：：： 

}151~,173~,163~,161~,154~,158~{
~

1615141312111 ======= ssssssS  

B 中各樣本的中各樣本的中各樣本的中各樣本的體重體重體重體重：：：： 

}66~,53~,54~,58~,47~,51~{
~

2625242322212 ======= ssssssS  

B 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 

表 4.2 B 中各樣本外型描述 

3

~
S  嬌小可愛 苗條玲瓏 骨感纖細 婀娜多姿 高貴典雅 性感嫵媚 福態豐滿 

31
~s  0.6 0.2 0 0 0.05 0.15 0 

32
~s  0.6 0 0 0 0.1 0.1 0.2 

33
~s  0.1 0.5 0 0.05 0.3 0 0.05 

34
~s  0.6 0 0 0 0 0.1 0.3 

35
~s  0 0.2 0.6 0 0.2 0 0 

36
~s  0 0.2 0.1 0.2 0.1 0.4 0 

 
A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B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 

=1E  

{ ]165160155150[11 ,,,e = , ]168165160153[12 ,,,e =  , ]159155152150[13 ,,,e =

]175170160145[14 ,,,e =  , ]169164156148[15 ,,,e = } 

A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B 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體重體重體重體重：：：： 

 

{ ]55524845[21 ,,,e =  , ]57554846[22 ,,,e =  , ]55504540[23 ,,,e =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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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55550[24 ,,,e =  , ]60555040[25 ,,,e = } 

A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B 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外型外型外型外型：：：： 

表 4.3 A中各樣本對B 中各樣本期待外型 

3E  嬌小可愛 苗條玲瓏 骨感纖細 婀娜多姿 高貴典雅 性感嫵媚 福態豐滿 

31e  0.6 0.3 0 0 0.05 0.05 0 

32e  0.2 0.4 0 0 0 0.4 0 

33e  0.3 0.4 0 0 0 0.3 0 

34e  0 0 0 0.4 0.3 0.2 0.1 

35e  0 0.2 0.2 0.1 0.3 0.2 0 

 

B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中各樣本的期待身高：：：： 

=1

~
E  

{ ]180,175,170,165[~
11 =e  , ]181,178,173,165[~

12 =e  , ]180,175,165,160[~
13 =e  

]185,180,177,168[~
14 =e  , ]185,180,175,170[~

15 =e  , ]190,185,175,170[~
16 =e } 

B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體重體重體重體重：：：： 

=2

~
E  

{ ]75706055[~
21 ,,,e =  , ]78756562[~

22 ,,,e =  , ]85,80,70,65[~
23 =e  

]95,90,80,75[~
24 =e  , ]80,70,60,50[~

25 =e  , ]95,90,85,75[~
26 =e } 

B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外型外型外型外型：：：： 

表 4.4 B 中各樣本對 A中各樣本期待外型 

3

~
E  嬌小可愛 苗條玲瓏 骨感纖細 婀娜多姿 高貴典雅 性感嫵媚 福態豐滿 

31
~e  0 0.3 0.4 0 0 0.3 0 

32
~e  0 0 0.1 0 0.1 0.3 0.5 

33
~e  0 0.5 0.2 0.1 0 0.2 0 

34
~e  0.3 0.1 0.05 0 0.4 0.15 0 

35
~e  0 0.3 0.4 0.2 0 0.1 0 

36
~e  0 0.15 0.2 0.15 0 0.3 0.2 

 
有了上述資料，在「身高」與「體重」這兩個變項，我們利用第二章所介紹的方法，分別

求出 A 集合與 B 集合中各樣本之隸屬度函數，並計算其雙向配度。另外，我們以定義 2.2與定

義 2.22來計算「外型描述」變項的距離與雙方的速配指數，取近似值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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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換算成百分率。最後，我們以定義 2.23求其整合速配指數，並選出最佳速配。以下將部分結

果列出，其餘可參考附錄： 

 

表 4.5 整合速配指數 

參加對象 
身高、體重 

男女速配程度 

外型 

男女速配程度 
整合速配指數 整合最佳速配 

( 1a  , 1b ) 100  % 86.89 % 93.21% ○ 

( 1a  , 2b ) 83.25 % 76.74 % 79.93%  

( 1a  , 3b ) 60 .00 % 83.84 % 70.93%  

( 1a  , 4b ) 29.25 % 77.54 % 47.62%  

( 1a  , 5b ) 51.50 % 75.45 % 62.34%  

( 1a  , 6b ) 15.00 % 75.27 % 33.60%  

( 2a  , 1b ) 92.75 % 83.72 % 88.12%  

M

M
 

M

M
 

M

M
 

M

M
 

M

M
 

( 5a  , 5b ) 40.00 % 91.70 % 60.56%  

( 5a  , 6b ) 56.75 % 85.46 % 69.64%  

 
然後我們依定義 2.14與定義 2.21，可求出在身高與體重上， 1a 與 1b 為速配；在外型上， 5a 與 5b

為速配；而綜合身高、體重與外型的整合最佳速配則為 1a 與 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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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我們在本論文中利用梯形隸屬度函數配合軟計算的技術，由單一變數的速配模式，逐一推

廣至多變數的速配模式，並且分別定義了單向速配與雙向速配，藉由計算兩集合的雙向配度，

找出兩集合內到底那兩個樣本是速配。如果速配的組合不只一對，在單變數速配模式中，我們

可以由計算 M 值，來找出真正的最佳速配；而在多變數速配模式中，我們可以由計算 M ′ 值，

來找出真正的最佳速配。 

如果自身條件與期待條件兩集合內樣本，並不是一個數值與區間值，而是語言變數，本論

文也利用計算兩離散模糊集合之距離公式，並推導出一個簡單的特殊映射，將距離轉換成 0 到

1 的數字，再轉換成百分率，由此提供了速配指數與雙向配度，從而找出速配的兩樣本。在離

散型模糊集合速配模式中，要產生兩組雙向配度相同的機率比較小，所以本論文並沒有討論如

果兩組樣本，其雙向配度相同的情況。 

接著我們將綜合上述討論的速配模式，針對樣本中存在的各種資料做速配。將各種模式所

得到的速配指數作平均求出一個綜合的指數，才能符合真實的狀況。平均的方法有許多種，而

本論文找出一個比較適合的平均方法，並以此定義出整合速配指數，求出樣本中的最佳整合速

配組合。 

我們以前幾節所提到的方法，指出 Yahoo奇摩交友系統中比較不合理之處，並提出改進的

方向，由此改良了 Yahoo奇摩交友速配的單調性，使身高、體重與外型的選擇性更多樣化，並

利用此方法找出在身高、體重、外型各項目中，那兩個樣本是速配的。最後，我們並將其速配

指數列出，將更精準的找出真正速配的組合。 

最後，我們在實證分析中以真實的男女為例來做速配。因為本論文的樣本選取以校園男女

為主，所以「抽象概念度量」，如學歷、財務狀況等，尚未納入考慮。經由真實的速配過程，我

們可以精準的觀察到各組速配的整合速配指數，由此找出整合最佳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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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例例例例 2.8 各樣本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各樣本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各樣本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各樣本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1) 1a 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2) 2a 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
−

≤≤

<≤
−

=

其他範圍,0

165~160,
5

~165

160~155,1

155~150,
5

150~

)~(
1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
−

≤≤

<≤
−

=

其他範圍,0

168~165,
3

~165

165~160,1

160~157,
3

157~

)~(
2

j
j

j

j
j

je

s
s

s

s
s

sµ  

 

(3) 1b 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4) 2b 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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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b 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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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例例例例 2.8 詳細表格詳細表格詳細表格詳細表格    

 

表 2.2 A、B 集合對對方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單變數) 

自身條件 

期待條件 
1b 身高 

154cm 

2b 身高 

158cm 

3b 身高 

162cm 

1a 身高 

169cm 

2a 身高 

177cm 

1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50,155,160,165] 

8.0)154(
1

=eµ  1)158(
1

=eµ  6.0)162(
1

=eµ    

2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57,160,165,168] 

0)154(
2

=eµ  33.0)158(
2

=eµ  1)162(
2

=eµ    

1b 對 A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65,170,175,180] 

  
 

 
8.0)169(

1
~ =eµ  6.0)177(

1
~ =eµ  

2b 對 A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70,173,178,181] 
  

 

 
0)169(

2
~ =eµ  1)177(

2
~ =eµ  

3b 對 A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60,165,175,180] 
 

 

 
 1)169(

3
~ =eµ  6.0)177(

3
~ =eµ  

    

(C)例例例例 2.10    A、、、、B 集合中各元素組合之雙向配度集合中各元素組合之雙向配度集合中各元素組合之雙向配度集合中各元素組合之雙向配度 

 

1a 與 1b ： 8.0
2

)169()154(
11

~
=

+ ee µµ
 

1a 與 2b ： 5.0
2

)169()158(
21

~
=

+ ee µµ
 

1a 與 3b ： 8.0
2

)169()162(
31

~
=

+ ee µµ
 

2a 與 1b ： 3.0
2

)177()154(
12

~
=

+ ee µµ
 

2a 與 2b ： 67.0
2

)177()158(
22

~
=

+ ee µµ
 

2a 與 3b ： 8.0
2

)177()162(
32

~
=

+ ee 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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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例例例例 2.11 A、、、、B 集合中各元素之全部配對組合的集合中各元素之全部配對組合的集合中各元素之全部配對組合的集合中各元素之全部配對組合的 M 值值值值    

 

1a 與 1b ： 0|)169()154(|
11

~ =− ee µµ  

 

1a 與 2b ： 1|)169()158(|
21

~ =− ee µµ  

 

1a 與 3b ： 4.0|)169()162(|
31

~ =− ee µµ  

 

2a 與 1b ： 4.0|)177()154(|
12

~ =− ee µµ  

 

2a 與 2b ： 67.0|)177()158(|
22

~ =− ee µµ  

 

2a 與 3b ： 4.0|)177()162(|
32

~ =− ee 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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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例例例例 2.14    A 、、、、B 集合中各元素對對方集合中各元素的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集合中各元素對對方集合中各元素的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集合中各元素對對方集合中各元素的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集合中各元素對對方集合中各元素的身高與體重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身高部分身高部分身高部分身高部分：：：：    

 

(1) 1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2) 2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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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b 對 A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4) 2b 對 A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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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b 對 A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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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部分體重部分體重部分體重部分：：：：    

    

(1) 1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2) 2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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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b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4) 2b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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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b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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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例例例例 2.142.142.142.14 完整表格完整表格完整表格完整表格    

表 2.4  A、B 集合對對方之期待條件隸屬度完整表格(多變數) 

自身條件 

期待條件 
1b 身高、體重 

154cm、46公斤 

2b 身高、體重 

158cm、58公斤 

3b 身高、體重 

162cm、53公斤 

1a 身高、體重 

169cm、63公斤 

2a 身高、高重 

177cm、73公斤 

1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50,155,160,165], 

期待體重： 

[45,48,52,55] 

 
8.0)154(

11
=eµ  

33.0)46(
21

=eµ

 

1)158(
11

=eµ  

0)58(
21

=eµ  

 

6.0)162(11 =µ

67.0)53(
21

=eµ

 

  

2a 對 B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57,160,165,168] 

期待體重： 

[46,48,55,57] 

0)154(
12

=eµ  

0)46(
22

=eµ  

33.0)158(
12

=eµ

0)58(
22

=eµ  

1)162(
12

=eµ  

1)53(
22

=eµ    

1b 對 A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65,170,175,180] 

期待體重： 

[55,60,70,75] 

   
8.0)169(

11
~ =eµ  

0)63(
21

~ =eµ  

6.0)177(
11

~ =eµ  

2.0)74(
21

~ =eµ  

2b 對 A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70,173,178,181] 

期待體重： 

[62,65,75,78] 

   
0)169(

12
~ =eµ  

3.0)63(
22

~ =eµ  

1)177(
12

~ =eµ  

1)74(
22

~ =eµ  

3b 對 A 集合的 

期待身高： 

[160,165,175,180] 

期待體重： 

[65,70,80,85] 

   
1)169(

13
~ =eµ  

0)63(
23

~ =eµ  

 
6.0)177(

13
~ =eµ  

1)74(
23

~ =e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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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例例例例 2.15 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單向速配((((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詳細算式與結果詳細算式與結果詳細算式與結果詳細算式與結果    

1a 對 1b ： 13.1)46()154(
2111

=+ ee µµ  

1a 對 2b ： 1)58()158(
2111

=+ ee µµ  

1a 對 3b ： 27.1)53()162(
2111

=+ ee µµ  

2a 對 1b ： 0)46()154(
2212

=+ ee µµ  

2a 對 2b ： 33.0)58()158(
2212

=+ ee µµ  

2a 對 3b ： 2)53()162(
2212

=+ ee µµ  

1b 對 1a ： 8.0)63()169(
2111

~~ =+ ee µµ  

1b 對 2a ： 8.0)74()177(
2111

~~ =+ ee µµ  

2b 對 1a ： 3.0)63()169(
2212

~~ =+ ee µµ  

2b 對 2a ： 2)74()177(
2212

~~ =+ ee µµ  

3b 對 1a ： 1)63()169(
2313

~~ =+ ee µµ  

3b 對 2a ： 1)74()177(
2313

~~ =+ ee 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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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例例例例 2.16 雙向配度雙向配度雙向配度雙向配度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 

1a 與 1b ： 325.0
4

3.1

4

)]63()169([)]58()158([
21112111

~~
==

+++ eeee µµµµ
 

1a 與 2b ： 325.0
4

3.1

4

)]63()169([)]58()158([
22122111

~~
==

+++ eeee µµµµ
 

1a 與 3b ： 5675.0
4

27.2

4

)]63()169([)]53()162([
23132111

~~
==

+++ eeee µµµµ
 

2a 與 1b ： 2.0
4

8.0

4

)]74()177([)]46()154([
21112212

~~
==

+++ eeee µµµµ
 

2a 與 2b ： 5825.0
4

33.2

4

)]74()177([)]58()158([
22122212

~~
==

+++ eeee µµµµ
 

2a 與 3b ： 9.0
4

6.3

4

)]74()177([)]53()162([
23132212

~~
==

+++ eeee µµ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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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例例例例 2.17 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最佳速配((((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之詳細計算過程之詳細計算過程之詳細計算過程之詳細計算過程    

1a 與 1b ： 33.0)63()46()169()154(
21211111

~~ =−+− eeee µµµµ  

1a 與 2b ： 2.0)63()58()169()158(
22211211

~~ =−+− eeee µµµµ  

1a 與 3b ： 87.0)63()53()169()162(
23211311

~~ =−+− eeee µµµµ  

2a 與 1b ： 8.0)74()46()177()154(
21221112

~~ =−+− eeee µµµµ  

2a 與 2b ： 67.1)74()58()177()158(
22221212

~e~e =−+− ee µµµµ  

2a 與 3b ： 4.0)74()53()177()162(
23221312

~e~e =−+− ee µµµµ     

3a 與 3b ： 0)75()53()176()162(
23221312

~e~e =−+− ee µµ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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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例例例例 2.21 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兩離散型模糊集合之單向速配指數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    

1a 對 1b ： =+−= 100)~,(5100 1111 seDK 84.51  

1a 對 2b ： =+−= 100)~,(5100 2112 seDK 80.00 

1a 對 3b ： =+−= 100)~,(5100 3113 seDK 70.33 

2a 對 1b ： =+−= 100)~,(5100 1221 seDK 66.83 

2a 對 2b ： =+−= 100)~,(5100 2222 seDK 69.67 

2a 對 3b ： =+−= 100)~,(5100 3223 seDK 73.17 

1b 對 1a ： =+−= 100),~(5100
~

1111 seDK 75.10 

1b 對 2a ： =+−= 100),~(5100
~

2112 seDK 85.86 

2b 對 1a ： =+−= 100),~(5100
~

1221 seDK 77.20 

2b 對 2a ： =+−= 100),~(5100
~

2222 seDK 91.06 

3b 對 1a ： =+−= 100),~(5100
~

1331 seDK 65.94 

3b 對 2a ： =+−= 100),~(5100
~

2332 esDK 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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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例例例例 2.222.222.222.22 雙向配度雙向配度雙向配度雙向配度((((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多變數))))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詳細計算過程    

 

( 1a  , 1b )： 87.0
200

~
1111 =+ KK

 

( 1a  , 2b )： 79.0
200

~
2112 =+ KK

 

( 1a  , 3b )： 68.0
200

~
3113 =+ KK

 

( 2a  , 1b )： 81.0
200

~
1221 =+ KK

 

( 2a  , 2b )： 80.0
200

~
2222 =+ KK

 

( 2a  , 3b )： 73.0
200

~
3223 =+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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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例例例例 2.23 綜綜綜綜合速配指數詳細計算過程合速配指數詳細計算過程合速配指數詳細計算過程合速配指數詳細計算過程    

 

( 1a  , 1b )： 53.0
200

~

4

)]63()169([)]58()158([
1111

~~
21112111 =








 +⋅







 +++ KKeeee µµµµ
  

( 1a  , 2b )： 51.0
200

~

4

)]63()169([)]58()158([
2112

~~
22122111 =








 +⋅







 +++ KKeeee µµµµ
 

( 1a  , 3b )： 62.0
200

~

4

)]63()169([)]53()162([
3113

~~
23132111 =








 +⋅







 +++ KKeeee µµµµ
 

( 2a  , 1b )： 40.0
200

~

4

)]74()177([)]46()154([
1221

~~
21112212 =








 +⋅







 +++ KKeeee µµµµ
  

( 2a  , 2b )： 68.0
200

~

4

)]74()177([)]58()158([
2222

~~
22122212 =








 +⋅







 +++ KKeeee µµµµ
 

( 2a  , 3b )： 81.0
200

~

4

)]74()177([)]53()162([
3223

~~
23132212 =








 +⋅







 +++ KKeeee µµ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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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hoo 奇摩交友網頁之速配程度百分比奇摩交友網頁之速配程度百分比奇摩交友網頁之速配程度百分比奇摩交友網頁之速配程度百分比    

 

 

 

 

 

速配程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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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例例例例 4.1 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    

 

身高部分身高部分身高部分身高部分：：：：    

 (1) 1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2) 2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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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60,1

16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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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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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4) 4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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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6) 1b 對 A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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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b 對 A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8) 3b 對 A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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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75,
5

180

175165,1

16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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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
13

~

i
i

i

i
i

ie

s
s

s

s
s

sµ  

 

體重部分體重部分體重部分體重部分：：：：    

    

(1) 1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2) 2a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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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b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4) 2b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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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b 對 B 中各樣本期待條件隸屬度函數 

 



















≤<−

≤≤

<≤−

=

其他範圍,0

8580,
5

85

8070,1

7065,
5

65

)(
23

~

i
i

i

i
i

ie

s
s

s

s
s

s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3 

(O)例例例例 4.1 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    

 

表 4.5 身高、體重、外型描述之速配程度 

參加對象 
身高、體重的男女

速配程度 

外型的男女 

速配程度 
整合速配指數 最佳速配 

( 1a  , 1b ) 100  % 86.89 % 93.21% ○ 

( 1a  , 2b ) 83.25 % 76.74 % 79.93%  

( 1a  , 3b ) 60 .00 % 83.84 % 70.93%  

( 1a  , 4b ) 29.25 % 77.54 % 47.62%  

( 1a  , 5b ) 51.50 % 75.45 % 62.34%  

( 1a  , 6b ) 15.00 % 75.27 % 33.60%  

( 2a  , 1b ) 92.75 % 83.72 % 88.12%  

( 2a  , 2b ) 39.75 % 77.54 % 55.52%  

( 2a  , 3b ) 50.00 % 80.08 % 63.28%  

( 2a  , 4b ) 58.25 % 77.37 % 67.13%  

( 2a  , 5b ) 55.00 % 76.42 % 64.83%  

( 2a  , 6b ) 5.00 % 87.10 % 20.87%  

( 3a  , 1b ) 71.25 % 78.35 % 74.72%  

( 3a  , 2b ) 87.50 % 74.16 % 80.55%  

( 3a  , 3b ) 30.00 % 77.54 % 48.23%  

( 3a  , 4b ) 7.75 % 73.92 % 23.93%  

( 3a  , 5b ) 35.00 % 79.22 % 52.66%  

( 3a  , 6b ) 12.50 % 80.61 % 31.74%  

( 4a  , 1b ) 31.50 % 78.81 % 49.82%  

( 4a  , 2b ) 39.75 % 70.19 % 52.82%  

( 4a  , 3b ) 80.00 % 78.71 % 79.35%  

( 4a  , 4b ) 80.00 % 74.08 % 76.98%  

( 4a  , 5b ) 57.50 % 87.16 % 70.79%  

( 4a  , 6b ) 62.50 % 81.71 % 71.46%  

( 5a  , 1b ) 50.00 % 81.15 % 63.70%  

( 5a  , 2b ) 36.25 % 71.53 % 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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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 3b ) 40.00 % 86.69 % 58.89%  

( 5a  , 4b ) 90.00 % 73.19 %  81.16%  

( 5a  , 5b ) 40.00 % 91.70 % 60.56%  

( 5a  , 6b ) 56.75 % 85.46 % 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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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例例例例 4.1 利用梯形模利用梯形模利用梯形模利用梯形模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糊數與離散型模糊數進行五男六女的速配 

A 中各樣本的外中各樣本的外中各樣本的外中各樣本的外型型型型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0%5%0%15%40%40%0

,
%0%5%0%5%60%30%0

,
%0%15%0%40%0%5%40

%5%35%20%5%30%5%0

,
%0%5%0%25%10%60%0

{

35

34

33

32

31

3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

++++++=

++++++=

++++++=

++++++=

=

s

s

s

s

s

S

 

B 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中各樣本的外型描述：：：： 

,
%5%0%30%5%0%50%10~

,
%20%10%10%0%0%0%60~

,
%0%15%5%0%0%20%60~{

~

33

32

31

3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

++++++=

++++++=

=

s

s

s

S

 

 

,
%30%10%0%0%0%0%60~

34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s  

}
%0%40%10%20%10%20%0~

,
%0%0%20%0%60%20%0~

36

35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

++++++=

s

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A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B 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外型外型外型外型：：：： 

}
%0%20%30%10%20%20%0

,
%10%20%30%40%0%0%0

,
%0%30%0%0%0%40%30

,
%0%40%0%0%0%40%20

,
%0%5%5%0%0%30%60

{

35

34

33

32

31

3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福態豐滿性感嫵媚高貴典雅婀娜多姿骨感纖細苗條玲瓏嬌小可愛

++++++=

++++++=

++++++=

++++++=

++++++=

=

e

e

e

e

e

E

 

B 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中各樣本對 A 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中各樣本的期待外型外型外型外型：：：： 

}
%20%30%0%15%20%15%0~

,
%0%10%0%20%40%30%0~

,
%0%15%40%%5%10%30~

,
%0%20%0%10%20%50%0~

,
%50%30%10%0%10%0%0~

,
%0%30%0%0%40%30%0~{

~

36

35

34

33

32

313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魁梧壯碩健美陽光粗獷豪邁英俊瀟灑帥氣挺拔斯文俊秀短小精幹

++++++=

++++++=

++++++=

++++++=

++++++=

++++++==

e

e

e

e

e

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