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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是聯合國所制定一系列的
發展目標，具體有 17 個目標以及其隨附的 169 項指標。

而我們成大在 2020 年的 impact rankings 為台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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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雖然成大在 2020 的排名上有著優異的表現，但我相信仍有一些
論文沒能被算入 SDG 的範疇。

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在字詞的使用沒有符合分類的標準，而導致
沒有被分類到正確的 SDG 當中，甚至不被計算。

因此我想透過這個專題來提供一個針對成大論文的推薦系統，
對於相對應的 SDG 做出分類以及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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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Data Collection

Scival Keywords

Step 1:

SDG Keywords / International Keyword

Download                   

關鍵字網址連結

從 Scival 下載 SDG 的關鍵字來作為國際
關鍵字。

https://data.mendeley.com/datasets/87txkw7kh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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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Data Collection

Scival Database

Step 2:

SDG Paper abstract link

Download                     

SDG Paper abstract

Crawler                 
(selenium)                     

NCKU words

Text Mining                       

從 Scival 上獲取成大論文摘要的網址，
( 因為 Scival 不提供大量的摘要下載 )
再使用爬蟲獲取摘要，
最後透過文字處理來分離出屬於成大的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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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Data Collection

Step 3:

International keywords & NCKU words

NCKU Keywords

association                     

將國際關鍵字與成大的單詞進行連結，
找出其中有相關的組合，
並整理出成大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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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Keyword Recommendation

 論文摘要 確定分類

不屬於該 SDG

推薦關鍵字

有國際關鍵字

有成大關鍵字

No       

No       

Yes

Yes

Step 4 :  Check SDG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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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Batch

Batch of abstracts

Classified Result

 Keyword                   
Recommendation                               
For each abstract                               

Step 5 :

在使用者上傳檔案後，
對整個檔案進行分類以及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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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Further Data Collection

Abstract with SDG tags

New Data  

Add to Database                             

New Keyword

Text Mining                      

New NCKU Keywords

Merged                

Step 6 :

使用者也可以在分類時提供該論文的正確分類，
我們會將其進行標記以及收錄，
在其滿足一定數量或是在固定周期後，
我們會對其進行分析，
並擴張原有的關鍵字庫。



實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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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爬蟲取得摘要

原本我使用的資料是教授所提供的，其中並沒有包含論文摘要的部分
，所以我使用爬蟲來抓取連結中的資料。

在爬蟲的部分我使用了 selenium 的 webdriver 並透過 BeautifulSoup 來
進行分析與資料提取。

使用 selenium 而非 scrapy 的原因是這個論文網站有較強的反爬蟲能力
，而 selenium 能夠更好的應對反爬蟲。

該論文網站有提供摘要下載的功能，但是有資料量的限制，所以我在
這裡使用爬蟲來完成抓取摘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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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py/BS4/Selenium 優缺比較

Scrapy Bs4 Selenium

優點 基本的爬蟲架構已經
搭好了，只需要填充
自己的規則就可以了
，結構清晰。

簡單，容易上手。 動態頁面的爬蟲，頁
面交互能力，避免反
爬，因為真的是模擬
用戶打開瀏覽器的操
作。

缺點 在有反爬蟲的網站上
效果不太好。

由於 BS4 是通過層級
關係一層一層的達到
目的標籤，速度比較
慢，解析數據慢。

爬取數據比較慢。

原文網址 : https://kknews.cc/tech/l6bo5r9.html

https://kknews.cc/tech/l6bo5r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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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 單字萃取

原因 : 為了分析單詞之間的關係，所以需要將摘要拆分成單詞，又因
為單詞太多，所以最後決定只挑選其中的名詞部分。

做法 : 使用 nltk 套件來進行拆分，以及挑選名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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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 Tf-Idf 分析

原因 : 單字雖然只保留了名詞的部分，但我希望可以在過濾掉一些不
重要的單字，所以透過 Tf-Idf演算法來了解各個單詞的重要性，進一
步作為挑選單字的依據。

做法 : 實作 Tf-Idf 算法

Tf = 單詞出現次數 / 文章所有單詞數

Idf = log
10

( 所有文章數 / 出現該單詞的文章數 )

Tf-Idf = Tf * Idf



16

成大關鍵字與國際關鍵字的機率分析

想法 : 透過在成大的論文中查找國際關鍵字的方式，來將同一篇論文
中的其他字與之連接，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找出與國際關鍵字同義
且獨屬於成大的關鍵字。

作法 :

透過計算 : 

可以判斷出現國際關鍵字時，

其他字出現的可能性，

並進一步地把有較高機率的字定為成大關鍵字。

A.
包
含
成
大
關
鍵
字

B.
包
含
國
際
關
鍵
字

(P(A∩B))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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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這一篇論文為 SDG4
有被成功分類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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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這一篇為 SDG11
有成功被分類且進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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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推薦器的功能達成預期，能夠進行分類以及推薦。

然而在效果上仍有改進的空間，因為依然有論文無法被正確分
類以及推薦。

問題可能出在於以下幾點 :
1. 提取 International Keywords : 所參考的研究成果可能不完全是現在分類的依據，在之後需
要進一步更新。

2. 論文樣本太少 : 導致在建立NCKU Keywords 時，出現偏差。

3. NCKU Keywords 的建立 : 目前是根據單字同時出現的頻率來進行建立，無法確保NCKU 
Keywords 與 International Keywords 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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