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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嘗試藉由倒傳遞的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做為學
習推論的核心，並以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做為分析與圖形展示的
工具，來建構輔助規劃決策的模型，以幫
助規劃者有效地面對上述問題[3]。另外，
在本研究中將以高雄市為操作之案例，在
對都市更新的整體架構與推理程序作探討
之後，將建構ANN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模
型。 
經由本研究實際進行操作之後，可証

明結合ANN與GIS可有效輔助都市規劃的
過程。其具體成果包括：1.解析運用 ANN
可輔助都市更新的規劃項目與過程。2.建構
了結合GIS與ANN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概
念模型。3.以高雄市為實際案例，進行ANN
的訓練與案例學習。4.獲得 ANN的案例學
習與驗証結果。5.建構了結合 GIS與 ANN
輔助規劃過程的程序與方法。 
本研究為一基礎性、嘗試性之研究，

除了在 ANN與 GIS結合的操作方式上，建
立基本的架構；亦歸納出都市更新的推理
模式，可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基礎。 
 

關鍵詞：類神經網路（ANN）、地理資訊
系統（GIS）、都市更新（UR）、電腦輔
助規劃（CAP）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ill adapt the bottom-up 
metho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to be 
the main idea behind the thesis and use GIS as a 

tool to analyze and display information. Also, we 
will use the city of Kaohsiung as an example 
after we have discussed the process and 
knowledge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is research, we can show that, by 
integrating both ANN and GIS, we can 
effectively help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 The 
results include: 1, Analysis which parts of urban 
renewal process can be supported by using 
ANN. 2, Building an urban renewal support 
concept model that integrates both GIS and 
ANN. 3, Using the city of Kaohsiung as an 
example for our case study and ANN training. 4, 
Gathering the results of cases study and testing. 
5, Building the process and constructing method 
to integrate both GIS and ANN. 

This research is a basic and experimental 
one. Not only will we build a basic model 
describing how to integrate ANN and GIS 
together, but also generate an urban renewal 
inference model that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any relate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Urban Renewal (UR), 
Computer Aided Planning (CAP) 

 
二、緣由與目的 
 
在一般規劃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問

題，具有高度的複雜性[16]，常需藉由專家
們的經驗與相互討論來做判斷，為一種腦
力激盪且動態的規劃過程，經常是以委員
制的型態來執行的。在規劃的過程中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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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影響因子是無法量化且可能相互矛盾
的[5]，而這些規劃過程，是否有其規劃的
推論邏輯，又是否可用電腦來作為輔助工
具呢？ 
規劃的決策邏輯為何? 
都市規劃的過程非常複雜[11]，有許多

部份仍需藉助人為的經驗判斷，與集體的
腦力激盪及決策協商才能有所決論[4]。其
規劃過程中的推論邏輯是本研究所欲探討
的，並嘗試是否能以電腦作為輔助工具來
提高規劃的效能[17]。 
傳統規劃輔助工具所遭遇到的限制 
規劃是一連串分析的過程[9]，而其相

關的課題大多同時具有屬性、空間和時間
三種特性[10]，目前已有研究嘗試以地理資
訊系統（GIS）為工具來輔助規劃的過程
[2]。但由於規劃過程非常複雜，較不易以
明確的規則來處理，而且當遇到新的問題
時，可能會有找不到模式可用的情形發
生，是目前以地理資訊系統輔助都市更新
時遭遇到的現象。 
類神經網路的應用 
以類神經網路(ANN)為基礎所建構之

電腦輔助系統[15]，其主要是根據過去的學
習經驗來解決問題，這樣的特性符合案例
學習經驗的過程[6]。因此，本研究中嘗試
應用「倒傳遞的類神經網路」平行計算與
多元推理的特性，建構類神經網路的規劃
決策輔助模式，來輔助都市規劃過程中，
無法量化或相互矛盾的部分[18,19]。 
台灣本土經驗（高雄市）的研究 
都市規劃問題的類型有許多種[12]，在

本研究中將以都市更新為探討之對象。另
外，亦希望藉由台灣本土的規劃經驗來作
為研究的對象[1]，將以高雄市為操作之實
際案例[14]，以進行類神經網路的操作與驗
証。 
研究目的 
1.推導案例中規劃知識的描述方法，

並探討其隱含的規劃知識。 
2.提出以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之類神

經網路的都市更新輔助概念模型。 
3.了解結合類神經網路與地理資訊系

統輔助規劃之方式及評估其效能。 
  
三、結果與討論 
   

都市規劃的過程複雜，以電腦輔助規
劃時，仍有許多部份需藉由人為的判斷與
討論，才能得到所需的結果[13]。經由本研
究中以都市更新的規劃過程作實際的操作
之後，可以証明結合類神經網路（ANN）
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確實可有效輔助都
市規劃的過程。在本章節中將針對研究的
結論及可能的後續研究做進一步的討論，
而本研究的具體成果包括： 

1. 解析運用 ANN 可輔助都市更新的
規劃項目與過程 

2. 建構了結合 GIS與 ANN 的都市更
新規劃輔助模型。 

3. 建構出結合 ANN 與 GIS 之操作方
式。 

4. 以高雄市為實際案例，進行 ANN
的訓練與案例學習。 

5. 獲得ANN的案例學習與驗証結果。 
藉由本研究可証明結合類神經網路

（ANN）與地理資訊系統（GIS）來做為規
劃輔助的工具，確實可幫助規劃者有效地
決策規劃的效率。本研究的研究結論如下： 
電腦輔助都市規劃的應用 
經由本研究以都市更新進行實際的操

作之後，可以証明結合類神經網路（ANN）
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確實可有效輔助都
市規劃過程中，較難找出明確之形式化規
則，或目前仍需以人為判斷來進行決策過
程。其可藉由類神經網的學習與訓練來獲
得專家的經驗與思考方式。 
規劃邏輯的推導與建構 
藉由都市更新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分

析，推導出都市更新的規劃程序與邏輯，
並了解目前應用電腦輔助（如：GIS）都市
更新之現況，找出其遭遇的現象與問題，
以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基礎。 
類神經網路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模

型建構 
本研究最後建構出都市更新地區劃

設、都市更新發展定位與策略與都市更新
優先順序三階段的類神經網路規劃輔助模
型。並找出各階段最佳的網路設定值與
Input與 Output資料格式，並以實際案例驗
証其操作的結果。 
 
案例知識的描述 
在進行類神經網路的學習時，需先進

都市更新的相關知識轉換為類神經網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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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與學習的格式。在本研究中藉由相關
文獻的回顧與分析歸納，推導出都市更新
案例知識的描述方式，可配合電腦輔助規
劃的應用。 
類神經網路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模

型之學習與驗証成果 
本研究以誤差均方根（RMS）來檢覈

類神經網路的學習成果，三階段之誤差均
方根值皆高於 87%（高於本研究設定之最
低標準 80%），顯示這三階段的學習成果
皆良好。而驗証成果方面，其 RMS皆高於
82%（高於本研究設定之最低標準 80%），
顯示這三階段的驗証結果亦不錯。 
類神經網路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模

型在 GIS中的應用方式 
在本研究中建構出結合類神經網路與

地理資訊系統於電腦輔助規劃之方式，以
高雄市苓雅區的都市空間資料為例，實際
進行三各不同階段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模
型操作，之後再利用門檻值的設定，將網
路學習的結果轉換至地理資訊系統中做展
現。本研究並找出高雄市（都市更新發展
基金會）的最佳門檻值設定，以使展現的
過程更接近規劃所需。 
類神經網路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模

型之應用成果 
在類神經網的應用方面，則以調節門

檻值的方式，來找出其圖形比對（Spatial 
Method）的最佳結果，以便將圖形與傳統
規劃結果作圖形比對。在「都市更新街廓
劃定階段」與「更新發展策略擬定階段」，
其相似程度皆高於 84 %。而在都市更新優
先順序階段，或許是案例數目太少，較難
評估其應用之效能，為後續研究中可再進
一步研究的部份。 
類神經網路的非二元推論 
本研究針對類神經網路的非二元學習

作了結果的驗証，將 Input改以較能真實反
應出街廓屬性的非二元格式後，可明顯看
出類神經網路的輸出呈現較多元的操作結
果，藉由各街廓的得點，可反應出各街廓
更新之迫切程度。另外，在將此結果與傳
統規劃中，做完群組化後所劃定的更新區
域作比對，發現類神經網路操作結果中較
不迫切需要更新（得點較低）的街廓，在
群組化的過程中也恰巧被刪除了。可証明
此網路所獲得的各街廓更新迫切程度，在
規劃上確實有其參考價值。 

而此網路類型所獲得的街廓更新迫切
性的得點值，可視為一都市診斷的過程，
可配合政策來劃定出應更新的街廓。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的結果仍有一些尚待進一步討

論的議題： 
案例篩選與處理：由於類神經網路是

以案例來進行學習的，因此案例的特質對
類神經網路的學習結果有很大的影響。在
本研究中仍假設目前相關研究的操作結
果，皆為最佳規劃結果，並以其進行類神
經網絡的學習。在驗証時亦只以其與目前
相關研究的操作結果作比對，並不討論網
路操作結果是否為最佳之規劃結果。因
此，如何找出客觀且較佳的學習案例為今
後可研究的方向。 
相關評估項目選擇：都市規劃決策的

過程中，其決策的結果與其選定的相關評
估項目有很大的關係。而相關評估項目的
選擇，亦需考量各規劃地區的特性與屬
性。在本研究中以高雄市為操作之對象，
因此，而選擇的相關評估項目主要是根據
相關研究而彙整的，對於這些項目在其他
地方的適應性，則需進一進的研究。而如
何找出一組較全面性且通用性的相關評估
項目，亦為未來可後續研究的方向。 
規劃操作方法中整合部份的研究：

在本研究中共歸納出四種規劃操作的方
法，而整合的部份是本研究中尚未實際進
行研究的，此為未來可繼續研究的方向。
建議可利用各街廓的同質性與位置的關連
性來進行循環性的學習。 
類神經綱路非二元推論的應用：本

研究中，只針對「都市更新街廓劃定階段」
作了非二元推論的應用，獲得了不錯的操
作結果。不僅更真實的反應了街廓的屬
性，其輸出的的結果亦更接近規劃者的思
考結果。因此，其他部份在非二元推論方
面的應用，為後續可努力的方向。 
在結合類神經網路（ANN）與地理資

訊系統（GIS）方面：藉由本研究可了解，
結合類神經網路可模擬人類思考方式的特
點，與地理資訊系統空間分析與展現的功
能，以有效提高電腦輔助規劃之效能。本
研究中只做了基礎性的推導與試驗，尚未
建立一明確之操作系統，為後續可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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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建議可利用 MapInfo 的程式撰寫軟
體，建構更便於操作之使用者界面。 
在其他規劃領域的應用方面：本研究

中將規劃操作的方法歸納為四類，並找出
結合類神經網路與地理資訊系統來輔助其
中三種規劃操作方法之程序。雖然這幾種
規劃方法，只是以都市更新的規劃過程來
歸納整理的，但其應仍可應用在規劃的其
他領域中，此為後續可研究的方向。 
就整體計畫而言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

達至 90%相符程度、亦達成了預期的研究
目標，如：1.解析運用 ANN可輔助都市更
新的規劃項目與過程。2.建構了結合 GIS
與 ANN的都市更新規劃輔助概念模型。3.
以高雄市為實際案例，進行 ANN的訓練與
案例學習。4.獲得 ANN的案例學習與驗証
結果。5.建構了結合 GIS與 ANN輔助規劃
過程的程序與方法。而本研究成果有其一
定的學術與應用價值，並已在 Y2000 
ESRI/ERDAS用戶會議[7]、中華地理資訊學
會 GIS2000 學術研討會[8]、中華民國九十
年全國計算機會議、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DDSS2002)[20]等學術研討會發表過，非常
適合於學術期刊發表，這也是下一步努力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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