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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穀生產成本調查自民國36年
起由前省政府糧食局負責辦理
本調查，期間經歷多次之變革
及組織調整；87年精省後，調
查移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
理，93年農糧署成立，則由本
署承辦該項調查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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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

調查審核作業面臨之問題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

上線後系統實作

5 總結與未來展望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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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1/2)

政府統計調查工作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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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2/2)

•審核員在調查作業流程上扮演之角色?

•審核確認作業成本?

•但是，如果….



調查審核作業面臨之問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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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表的誕生，也是往後機器學
習的基礎。(約10多張)



調查審核作業面臨之問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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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統計方法：
A.單變數：計算Z值

B.雙變數：計算模型槓桿值、student化殘差等

2.神經網絡(生成模型)：自動編碼器

過往的嘗試

1.沒有解決非線性可分的情況
2.自動編碼器模型預測較不穩定
3.沒有標記資料難以評估

失敗的原因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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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解決非線性可分的情況
• 要能穩定預測
• 可實際上線使用
• 可重複訓練
• 偽陰性與偽陽性誰重要?

• (Def：資料錯誤稱其呈現陽性)

• 誰使用?

目標與需求規劃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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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2016年至2020年稻穀生產成
本資料，其中80%為訓練資料；
20%為測試資料。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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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鄉鎮變數及使用集群分析方法，同時解決非線性可分與避免
維度過度擴張。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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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統計方法判定
•第二階段：以Adaboost、XGBoost、Decision Tree、Random Forest 
等七種模型來進行測試評估。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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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判定正確
• 𝐷𝑎𝑡𝑎1 ∈ [ 𝑥 | 𝑥 > 𝑀𝑒𝑎𝑛 − a ∗ 𝑆𝑡𝐷𝑒𝑣 𝑜𝑟 𝑥 < 𝑀𝑒𝑎𝑛 + a ∗ 𝑆𝑡𝐷𝑒𝑣] 

• a ∈ [0.01,0.59]

• Max(正確率| a , 𝐷𝑎𝑡𝑎1)

• 直接判定錯誤
• 𝐷𝑎𝑡𝑎2 ∈ [ 𝑥 | 𝑥 < 𝑀𝑒𝑎𝑛 − b ∗ 𝑆𝑡𝐷𝑒𝑣 𝑜𝑟 𝑥 > 𝑀𝑒𝑎𝑛 + b ∗ 𝑆𝑡𝐷𝑒𝑣]

• b ∈ [0.01,0.59]

• Max(錯誤率| b, 𝐷𝑎𝑡𝑎2)

• Max[Min(x | x ∈ 𝐷𝑎𝑡𝑎 for some town),-b]和Min [Max(x | x ∈ 𝐷𝑎𝑡𝑎 for 
some tow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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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𝑎𝑡𝑎2

μ

統計方法：

利用暴力法，逐一搜尋從0.01 到0.59 間的各係數，何係數具有最佳錯誤/
正確率，即選定為下面二式a、b 值。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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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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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矩陣
• 準確性Accuracy: 

• (TN+TP)/(TN+FN+FP+TP)

• 精度Precision: 
• T /(TP+F )

• 召回率Recall: 
• T /(TP+FN)

• F1 Score: 
• 2 / [ ( 1/Precision ) + ( 1/Recall ) ]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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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選擇- XGBoost模型
• 以審核表一表現而言，總和各項
指標，表現最佳者是 Decision 
Tree 模型。在其餘各表最佳的模
型不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論
在任何表，XGBoost模型即便不
是表現最佳者，其Recall 值皆為
最高，意即其抓出錯誤的能力為
最佳。



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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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模型之建立與導入(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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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模型判斷為錯誤的資料，
真正錯誤的占八成。而真
正錯誤的資料中，有六成
可被此模型找出。



上線後系統實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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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原系統藉由呼叫執行檔後產
生新的Predict Result_Combined

更新模型：由系統中匯出訓練資料，
再由重新訓練後之分群資訊、鄉鎮
閥值、pickle檔送交系統商



上線後系統實作(2/3)

18

訓練時畫面

•步驟一：由spyder執行
1~6

•步驟二：選擇較好的
群數

•步驟三：更新程式
(7.Pickle)檔中群數後執
行



上線後系統實作(3/3)

19調查員、審核員系統畫面



總結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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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源頭控管：調查誤差有許多內涵，審核作業事實上可處
理的有限，若要精進資料品質，除審核作業要做好外，最好
是強化調查源頭會比較有效率。

•促進產官學合作：將產業界、學界與使用單位整合，可提升
專案功能，強化研究的實用性。

•鏈結資通訊技術：未來或許科技再進步，可考慮第一線的輔
助系統。而本系統的預測精準度也期待能有所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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