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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數位技術的迅速發展與逐漸普及下，新聞工作

者將傳統的新聞素材，如文稿、影像、聲音等，收納成為新

聞資料庫，正好提供了分析社會網路的大量素材。近年來，

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日漸成熟，但多數的工具多是為現代網路

社會中虛擬的社會關係所設計，且多為靜態的社會網絡分

析。本研究希望透過近代歷史中的新聞資料，以動態社會網

路分析的方式，開發以視覺化呈現為主的分析系統。與一般

社會網絡分析工具不同的是，我們所設計的系統考慮社會關

係隨時間而改變的因素，因此在視覺化呈現上加入了時間軸

的觀念，讓使用者能更方便的觀察和分析社會網路關係的變

化。透過多個視覺化功能的設計（如放大縮小、移動、濾器

等），我們的系統讓使用者透過互動的方式調整各種系統參

數，以清楚呈現所要分析的人脈關係。此外，我們也定義了

網路圖視覺複雜度的模型，希望藉此發展一個可以推薦使用

者視覺化參數的智慧型人機介面系統，以輔助使用者儘速找

到適當的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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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1. 前言 
當代的社會人們常常使用「人脈」來形容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而人脈在華人世界中更是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了

解公共事務背後的社會關係脈絡，是新聞工作者在從事採訪

時，很重要的資源。而要在事件背後觀察出隱藏的社會關係

脈絡往往不容易，這種對社會關係的敏感度經常是身為新聞

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面對此問題，我們探討是否可以

透過設計一個分析社會網路的系統，來幫助提升記者察覺或

分辨事件背後的社會關係人脈。 

以前新聞工作者從事資料蒐集工作，需要花費極高的

人力和時間成本，節省時間和人力成本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媒

體生態中，顯然成為主要的考量之一。數位化和網路時代的

來臨，使得媒體將大量的文稿，影像數位化，集合成新聞資

料庫；在歷史資料的取得方面，更是有許多的來源，如 BBS，
Blog，新聞網站等。這些新聞事件是偵測當代新聞人物社會

關係的極佳素材，然而目前這些數位化新聞資料庫卻未被充

分應用。主要原因在於新聞報導只是原始資料，因此還必需

根據資料特性，透過相關理論加以組織和脈絡化，才有可能

展現素材的真正價值。在記者研究新聞人物的人脈關係時，

假如由文獻資料直接分析，受限於人類思考的複雜程度，往

往很常忽略或無法察覺或遺忘節點兩兩之間的關係，而最後

呈現的是不完整的資訊。另一方面，傳統網絡分析技術和經

費門檻相當高，必需投入大量時間與人力方能進行，而分析

後的資訊又很不容易直覺化。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發展一

套適合當代媒體的人際網路分析系統，以降低新聞工作者從

事社會網路分析的人力和時間。此系統以文字資料作為基

礎，將文字分析處理後，建立以節點和線條組合而成的社會

網路圖[3]。由於許多社會網路關係如透過視覺化的呈現，

將有助於鉅觀的分析，因此社會網路圖(如圖一)的繪製與呈

現就變成很重要的分析工具。 

傳統的社會網路分析軟體所提供的視覺化呈現，所分

析的資料大多是一段時間內靜態的統計資料，而視覺化所表

現的，也只是整個時期整體社會網路的人脈關係。然而新聞

文獻紀錄的不只是短時間內社會所發生的事件，而是長時間

持續的發展。要觀察某個特定的人脈關係，有必要將時間因

素考量進去，因為如果一段長時間的社會發展，全部壓縮成

一個圖形來呈現，將無法釐清人際關係發展演變的過程。因

此，如要還原社會的人脈關係發展，便需加入時間標記作為

資料的屬性，以便進行時序的分析。然而，以多長的時間做

為觀察分析的區間方有意義，則會因個案而異，因此我們需

要一個能讓我們彈性調整與觀察呈現相關參數的視覺化系

統，以方便進行模擬實驗。 

另一方面，社會活動的層面相當廣，在某些情況下，

使用者有可能只對社會中某一方面的活動比較有興趣。如果

將全部的資料視覺化，使用者將失去焦點，不能觀察到他所

感興趣的社會層面。因此，我們需要設計資料過濾的機制，

 
圖一、各種社會網路圖 

Appear in Proceedings of 2010 Computer Graphics Workshop, 2010. 
 



自動篩選網路中事件的類別。而濾器也可以篩選連結的強

度，確保所呈現的網路圖上的每個連結都達到一定數量的事

件。然而，我們發現，設計的可調參數越多，使用者介面的

設計就越形重要。雖然我們希望每位使用者都可以透過調整

視覺化參數來觀察社會的活動。但對初學者而言，多需要一

段時間的操作練習才能瞭解如何透過介面參數的調整，才能

呈現出所要的網路複雜度。因此我們希望發展出一套智慧型

的機制，讓系統可以根據網路圖複雜度的大小，自動調整視

覺化參數，呈現給使用者有足夠資訊的網路圖。 

為了要解決以上這些問題，我們開發了一個動態社會

網路的視覺化工具，專門設計用來分析有時間順序的動態關

係。圖二概要地展示了我們設計的動態社會網路分析及視覺

化系統。在系統的後端，社會網路的資料會依照系統內目前

瀏覽的時間區段截取出發生於此時間內的事件，並建立圖形

即為預設參數的社會網路圖。當使用者調整視覺化元件的參

數，社會網路圖會經過濾器，將圖中不符合門檻值設定的節

點和連結濾除。留下的網路圖透過多種的計算方法來呈現社

會網路的整體和發展趨勢。例如，我們使用 JUNG[9]所計算

出的 Freeman’s Betweenness Centrality Degree 來決定節點的

大小代表此節點在社會網路中佔有的重要性；我們以 Traer 
Physics[12]的粒子系統來決定節點的位置並使用彈簧力的

效果來呈現點和點之間的關係；我們亦將一群構成 clique
的節點集結成單一個節點以降低圖的複雜度。這些資訊緊密

的與系統前端的使用者介面相關聯，提供使用者即時互動的

介面。系統前端的設計是為了讓使用者透過視覺化社會網路

更快速的分析資料。我們提供使用者多種的視覺化元件（如

縮放、拖移、濾器、固定等）來達到特定層面的社會網路分

析。使用者也可以手動控制或自動調整時間的前進，並透過

調整時間區間參數來指定欲觀察的時間範圍大小。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目標在為近幾年崛起的社會網路

分析方法，提供一個專為動態網路分析而設計的視覺化工

具，此工具的設計將配合智慧型人機介面和視覺化的技術，

加入時間的觀點和多種視覺化功能，讓使用者可以選取任何

一段時間區域中的社會網路人脈關係，透過視覺化參數的調

整，隨時間的改變以動畫方式呈現，來表現一段時間內人與

人之間的相連關係，使記者充分能利用新聞資料庫的資料，

分析和了解當代新聞人物與社會中其他人的人脈關係變化。 

本論文將就我們所設計的動態網絡分析工具的各項功

能進行描述，並以個案分析的方式探討系統的有效性。在第

二節中，我們將就與本論文相關的研究作一分析探討。在第

三節中，我們將描述我們如何設計此系統的主要功能。在第

四節中，我們將介紹如何定義社會網絡圖的視覺化複雜度，

以用來設計能自動搜尋適合之系統參數的智慧行人機介面

系統。在第五節中，我們將以一個案例來說明此系統如何被

用來瞭解台灣近代史中日據時代的社會關係。 

2. 相關研究 

社會網絡的概念很早便在社會學家的研究中形成。早

在 1969 年，Mitchell 便認為社會網絡是群體中個人的特定

連帶網絡，其整體的結構可以用來說明群體中個人的社會行

為[8]。Fischer 也將社會網絡定義為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特殊

連帶關係，而社會行動者包含個人、角色或群體[4]。近年

來，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有許多的虛擬網路世界裡的結構

關係也借重社會網絡的技術進行分析，已有許多提供視覺化

介面的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應運而生，如 UCINet[13], Pajek[10]
等。 

Carley 在動態社會網路研究中，提出使用 meta-matrix
來分析社會網路[2]，除了以「人」做為社會網路的節點，

同 時 也 將 “Knowledge/ Resources” 、 “Events/Tasks” 與

“Organizations”作為節點進行連結（見表一）。在本研究中，

我們希望能透過 meta-matrix 中各個節點的連結關係，找出

更適合用於新聞事件的社會網路分析的方法，有效還原新聞

報導的文字資料所隱藏的社會網路關係。 

O’Madadhain 等對分析與視覺化網路資料提出以

JUNG 來表現圖形和網路（如圖三所示）[9]。以新聞事件為

例，分析輸入的新聞歷史資料後，每個新聞人物都會成為一

個節點，而節點的大小取決於在資料中扮演兩點間最短路徑

中節點次數的多寡，以此方法來呈現社會網路圖，將有助於

新聞工作者觀察關鍵的新聞人物。本研究以 JUNG 程式庫套

件做為社會網絡繪圖的核心，加入動態模擬的部分。 

 
圖二、系統架構 

表一、社會網路的節點類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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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使用 Java JUNG Library 使社會網路視覺化[5] 



Berger-Wolf與Saia對於動態社會網路中的重要屬性提

出了有效的計算方式[1]。他們將輸入的資料進行分類或分

組，形成許多的 meta-groups。接下來就對於各個 meta-group
進行運算，找出 meta-group 的數量、接點之間的最大和最

小距離或是找出最大的 meta-group。分析這些 meta-groups
在各個時間點的資訊，能夠從動態社會網路資料中找到較為

穩定的或是較為關鍵的群組。 

當網絡節點個數或連結過多時，如何有效呈現複雜的

圖形，一直是 Graph 視覺化的重要問題[6][11]。Wong 等人

曾提出一個階層式的模型，以前處裡的方式將圖分層處理，

讓使用者可以在鉅觀與微觀之間逐層切換，以找尋所要的資

訊[14]。另外，Yang 等人也提出一個互動式的 Graph 視覺化

系統，讓使用者較容易以互動的方式找到變化的關鍵點

[15]。此系統以論文引用關係及維基百科資料庫為應用，測

試此系統的有效性，但與本研究不同的是，此系統所處理的

資料無時間屬性的註記。 

不同的社會網路研究可能採用不同的資料類型進行研

究。莊庭瑞與吳齊殷先生的論文[16]，是以新聞群組來做為

研究資料，透過分析作者與回應文章的使用者的關係建立連

結。又如，Milgram 在提出“The Small World Problem”論文

時[7]，是透過連鎖信來蒐集社會網路的資料進行實驗。“The 
Small World Problem”又被稱為六度分隔理論/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其中指出因為人脈關係的連結，每個人與其他

任何的一個人之間的連結，最多需要經過六個人。另外，文

獻上也有研究針對歷史典章中的人物之間的關係，進行官吏

制度中人脈關係的資料探索[5]。儘管資料來源與類型不

同，這些研究都必須能將社會網絡的關係，化為圖的結構，

再交由社會網絡分析工具進行分析的工作，雖然過去相觀的

個案研究很多，但大多未著力於動態資料的分析重點，主要

的原因多是缺乏適當的工具可做動態分析之用，而這也是本

研究的重點。 

3. 動態社會網路分析及視覺化 
本研究的目標是將新聞文獻資料中的人脈關係視覺

化，以幫助新聞工作者觀察和分析社會網路。有別於過去的

研究，我們將重點放在如何以動畫呈現長時間內社會網路資

料的演變。我們計畫以時間作為分割，隨著時間的進行，逐

步反應該時間點人脈關係的變化。 

我們的系統將視覺化的呈現建立在多個視覺化元件

上，透過使用者互動式地調整視覺化元件的參數，即時地將

相對應的網路圖呈現出來，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的獲得對資料

的整體概念，並幫助分析其中所代表的涵意和隱含的現象。

這節我們將介紹系統中主要的元件，並說明使用者如何透過

互動式的調整參數來幫助觀察圖形的演化並得到所要的知

識。我們的系統中，主要的視覺化元件有下列幾項： 

社會網路概覽(Overview)：在目前的系統中，我們指定的輸

入資料為一連串的事件，其中每個事件都有其日期、事件描

述、參與者和事件類別。在系統開始執行時，分析者可以得

到社會網路的概覽，如圖四所示。在此介面中，我們將人物

表示為一個節點並將人與人之間共同參與同一事件表示為

一個連結。我們採用 Traer Physics 的粒子系統作為節點的布

局方法，將有連結的兩節點加入吸引力，反之則在沒有互相

連結的兩點間加入排斥力。一個節點的質量根據其出現次數

的多寡決定，而兩個節點之間則以彈簧作為連結。節點的大

小取決於其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Degree)，代

表此節點在這個網路中扮演橋梁的重要性。此外，如果節點

中包含新事件的發生則標記為黃色，過去但仍在時間區間內

的事件則標記為綠色。 

圖四、預設的網路概覽。半徑越大的節點表示其 centrality 
degree 越高。群體以環狀圍繞為標記，並可以將其成員展開 

 
圖五、放大局部的網路，可更清楚觀察其中的關係。畫面右

下表提供整體網路圖，讓使用者保有對網路總體趨勢的概

念。並可將重要人物釘在畫面上標記起來 

 

圖六、連結強度濾器的使用。上圖為 10 年之間所有社會活動

的網路圖，包含 124 個節點和 1129 個連結。下圖將連結強度

濾器的參數設定為 7，呈現出一個較小且彼此都是強連結的

網路 



成群(Group)：在我們的資料中將一個事件的所有參與者視

為彼此之間都有關係連結，因此每一個事件都會構成所謂的

Clique（每一個點都與其他點有連結），並增加視覺上不必

要的複雜度。為了降低這種原因造成的圖形複雜度，我們以

環圍繞的單一節點來表示一個構成 Clique 群體（如圖四所

示）。使用者透過滑鼠右鍵可以展開這個群體，得到參與者

的姓名。隨著網路的演變，在群體中的參與者可能會因為與

其他人參與共同事件而被抽離原本所在的群體。因此，這種

群體節點的成員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拖移和縮放(Pan & Zoom)：我們的工具提供了兩種瀏覽模

式：總體(Global)瀏覽和局部(Local)瀏覽。總體瀏覽是預設

的瀏覽模式，是為了讓使用者能觀察到總體網路的發展與結

構趨勢，系統總是將整個圖的範圍大小的縮放作計算來符合

畫面的大小。相對地，在局部瀏覽模式下，使用者可以自由

的拖移畫面到想要觀察區域，並使用滑鼠滾輪縮放畫面觀察

細部的網路（如圖五所示）。 

圖釘(Tack)：在觀察動態社會網路時，因為圖會隨著時間的

前進而陸續有節點和連結的加入或移除。因此想要在一個複

雜的社會網路中鎖定某幾個特定的節點將會變得非常困

難。在我們的系統中，提供使用者一個功能可以透過連續點

擊兩次滑鼠將一個節點釘在畫面上，不受其他點作用力的影

響移動其座標，並將其顏色改為酒紅色以達到視覺上醒目的

效果（如圖五所示）。 

濾器(Filters)：在許多案例中，使用者對於特定面向的網路

比整體網路還要有興趣，像是兩節點間具有高強度連結和參

與特定屬性事件的網路。因此，我們設計了兩個濾器－連結

強度濾器和事件屬性濾器，用來幫助使用者即時的建構精簡

且具有資訊性的網路概念圖，而免除讓使用者重新編輯輸入

資料並讀入系統中。設定連結強度濾器的參數，會讓畫面留

下有連結的任兩節點且其間的連結數大於等於設定的門檻

值（見圖六）。事件屬性濾器則可以讓使用者限制所要觀察

社會網路的面向，透過選取想要觀察的單一或多個事件，所

有不屬於此類別事件的連結會被即時地濾除掉（見圖七）。

此外，也可以同時使用兩個濾器作篩選，結合兩種濾器的特

性來觀察網路。 

時間控制器(Time Controller)：對動態社會網路視覺化系統

來說，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將網路的演變視覺化是非常重要

的一項功能。在我們的系統中含有時間控制器，它就像一個

播放器的面板，提供使用者有能力透過前進、後退和播放來

手動或是自動的控制時間點的位置。使用者也可以調整觀察

時間區間的大小、自動播放的速度以及變化時間的距離長

短。在系統畫面的右上方提供了一條時間軸（藍色的區域），

使用者可以快速的知道觀察所在的時間點和範圍（灰色的區

域）。 

4. 視覺參數調整自動化 
我們的系統提供了多種視覺功能，期望藉由調整和即

時顯示的互動之中，快速建立分析者所希望得到的概念圖。

圖七、事件屬性濾器的使用。上圖為 90 個月中所有社會活

動的網路圖。下圖將事件屬性濾器的事件設定募款、慈善和

賑災，即可立即得到屬於這三項事件分類的社會活動網路 

 
圖八、不同情況下的網路圖視覺複雜度（由上而下分別是

64.77, 120.35, 239.32 及 489.37） 



而網路圖的視覺複雜程度，往往影響分析者理解社會網路的

能力。過於複雜的圖，對於分析者而言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分

析了解；相對的，過於精簡的圖，其中所含有的資訊可能又

過少。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定義出網路圖的視覺複雜度，根

據圖的複雜度大小，調整視覺參數，隨時提供使用者一個適

度複雜且富有資訊的社會網路圖。 

4.1. 網路圖視覺複雜度公式 

在實際看過系統所呈現的社會網路之後，我們認為影

響網路圖視覺複雜度的因素有三個－節點的數量、連結和節
點的比例以及網路圖的密集程度。根據這三個因素，我們以

下列公式定義網路的視覺複雜度： 

(1) 

 

其中，V 是節點的個數，E 是連結的數量，tlv 及 k 為

均為正規化的常數，分母為每一節點之最短鄰居距離的平均

值。我們希望此複雜度定義與節點數量的關係呈 S 曲線（我

們使用 arctan），因為我們認為如圖形尚在簡單且容易理解

的情況下，增加一些節點並不會讓圖形的複雜度增加太多；

然而，當圖形已經相當複雜時，增加再多的節點也只是讓分

析者一樣認為極為複雜。再者，當連結的比例越大時，表示

圖形交錯的機率也越大，而圖形交錯的情況往往讓我們對於

圖形的理解有所阻礙，因此複雜度也越大。另外，網絡圖中

節點的密集程度應與複雜程度成正比。圖的密集程度是定義

為全部節點與其最短鄰居節點之平均距離成反比（如公式(1)
之分母）。 

4.2. 調整機制 

定義出網路圖視覺複雜度之後，我們讓使用者可以根

據自己對網路的理解力設定複雜度的大小，系統根據複雜度

大小的範圍，調整探索的時間區段和連結強度濾器參數，並

讓使用者決定調整的優先順序。圖八為系統在不同節點和連

結條件下的複雜度，由上到下分別為 64.77，120.35，239.32
以及 489.37。在複雜度大小順序吻合我們視覺上對圖形複雜

度的感知。 

5. 研究案例 

為了要驗證我們系統的對使用者的幫助，我們將實驗

建立在真實世界中的社會活動，藉由歷史社會活動的研究者

的使用，了解此系統可能提供的幫助。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陳

百齡教授對台灣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歷史有相當的研究

[17]，他從報紙、碑文等史料中，擷取出文稿中的活動及參

與人員的資料，進行當時重要人物的社會網路分析，以了解

當時社會發展和人脈關係。但是面對龐大的歷史資料，他需

要更為直覺的方式，分析社會發展的趨勢與人脈關係的變

化。因此本研究希能藉由社會網路分析及視覺化系統的設

計，來幫助他分析新竹地區的社會關係，並還原當時社會活

動的情況。因此，我們以陳百齡老師為個案，觀察使用者如

何使用此系統，並從使用中得到有用的資訊。 

5.1. 資料分析 

我們的分析的資料來自《台灣日日新報》的網路資料

庫，是政治大學圖館資料庫所典藏 (大鐸版)。《台灣日日

新報》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北部地區發行的官方報紙。

每一筆資料以一個新聞事件為單位，新聞事件會有多個參與

者，每個參與者都是一個節點，而其間的連結關係就建立在

共同參與的事件上。我們將資料整理成一定的格式，如表二。 

5.2. 使用過程與分析結果 

一開始使用此系統來分析歷史資料時，使用者表示系

統能夠將時間作為切割面，依時間的順序觀察社會關係的演

變，是十分獨特的功能。使用者可以隨時的跳到想要的時間

點作分析，也可以觀察事件發生對人物之間關係的演變的影

響。而畫面上的時間軸也可以幫助使用者清楚的知道現在觀

察的時間點位置與範圍。系統一開始呈現的網路概觀，可以

讓使用者對社會活動的整體趨勢建立基本的概念。使用者表

示我們用來決定節點重要性的 Betweenness Centrality 也能

正確的將當時重要的社會人物透過視覺的方式突顯出來。 

 
(a) 

(b) 
圖九、(a)連結點視覺化效果直接反映出與點選人物有直接關

連的人物，事件檢索則可以幫助分析者得到細節的事件描

述。(b)結合使用兩種濾器來分析長時間社會中的文教事件活

動 

表二、輸入資料格式 

日期 參與人員 事件 事件 
屬性 

屬性類

別 

1905/
04/09

陳 信 齋 /

黃鼎三 

武德會募集會員

以慰勞我國陸海

軍 

政治/

勞軍 
政治 

1905/
11/25

王 石 鵬 /

鄭 俊 齋 /

郭墻 

倡建古奇峰小公

園 

地方/

建設/

公園 

地方 

1907/
10/13

鄭 拱 辰 /

黃 鼎 三 /

陳 信 齋 /

鄭俊齋 

新竹製糖會社開

第 一 回 之 協 議

會，決定資金十

萬圓，每股五十

圓，共二千股 

經濟/

商社/

製糖 

經濟 

 



在瞭解整體網路之結構後，使用者將焦點放在某些特

定的人物上，並企圖了解其周圍有連結關係的人。使用放大

的功能，可以容易的縮放到自己有興趣的部分，並透過連結

點視覺化可以清楚知道與哪些人物與我們點選的人物有直

接連結關係，而切換到事件檢索模式，可以透過查詢人物的

連結得到更多細節的事件描述（如圖九(a)所示）。接下來，

在 1907 年 6 月到 1911 年 8 月的網路中，使用者對當時的文

人在主要由政府官員和商人主導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想

要有進一步的了解，於是將濾器的參數分別設定在五次以上

事件以及設定事件屬性為文教，篩濾後得到較不複雜的網路

圖，以清楚顯示人脈關係，反映主要文教事件中的活動人物

（如圖九(b)所示）。 

在圖九(b)中，我們可清楚的看到以中間紅點為中心，

分成三個子圖。根據使用者的描述，B 和 C 是當時社會中重

要的文人；而 D 和 E 是很成功的商人。中間的人物則為當

時日本在新竹政府的行政首長－櫻井勉。由此圖可以看出他

擔任了商人和文人之間連結的橋梁。使用者解釋可能產生這

樣的結構是因為當時社會以政商為主要社會活動，但是在政

治人物和商人的會議之間，往往需要文人的吟詩與奏樂來作

為協商中的娛樂活動。 

使用社會網路分析及視覺化系統，使用者可以對當時

社會的人脈關係及活動快速的建立概念。透過時間控制器可

以隨時到你想要觀察的時間點和放大要觀察的區間。使用者

曾經使用其他的社會網路分析系統。與這些系統相比，傳統

的社會網絡分析軟體，在當使用者想要觀察某一特定方面活

動的社會網路時，多必須重新建立輸入資料。而我們的濾器

功能直接解決的這項問題，並有效的篩選出背後含有社會意

義的網路圖。而使用者也期待我們持續開發的自動參數調整

功能，希望可以藉此取代手動調整的過程，以更方便的方式

發掘新的分析結果。總體來說，使用者能在短時間內學會操

作我們所開發的動態社會網路分析系統，並善用所開發的功

能，進行所需的動態網絡分析工作。 

6. 結論和未來研究 
在本研究中，我們實作了一個針對探索動態社會網路

而設計的視覺化系統。此系統提供了多項幫助使用者方便觀

察的特色，如設定節點半徑大小、顏色，拖移和放大，將時

間切割成多段來分析等，所設計的兩類濾器，也能幫助使用

者了解特定方面和較為主要的社會活動等。透過調整視覺化

參數的互動，使用者能即時地將這些結果展示在畫面上，達

到能清楚呈現適當資訊量，以進行分析的目的。我們進行了

一個研究案例的紀錄，以先導實驗的方式，瞭解使用者如何

使用這個工具了解人脈關係和對還原當時社會狀況。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持續開發自動調整視覺化參

數的機制，希望透過受試人對於複雜度的感知來驗證我們所

定義的圖形視覺複雜度的效度及信度。我們並希望運用複雜

度的大小及根據使用者的習慣偏好來設定參數的預設值，以

輔助使用者盡快找到符合期望的參數設定。我們也計畫實作

更多的濾器，幫助使用者有多方面的選擇進行分析工作。除

此之外，我們希望除了新聞工作外，可以將此系統運用在其

他各種領域上，做為其他相關產業社會網路分析的輔助工

具，我們也期望藉由更多的研究案例，證明我們所開發系統

的實用性，並從中改進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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