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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專業領域詞表，讓電腦來助一臂之力 

 

圖片來源：Pixta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吳鑑城】 

  若將學習語言視為興建一座建築物，文法就像是建築物的骨架，詞彙則是骨架上

一片片的磚瓦，骨架固然重要，詞彙量若不足，語言能力仍難以提升，並連帶影響表

達以及理解的能力。隨著學習者對專業領域（如商務、觀光等）的語用需求，專業英

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專業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 CSP）

等藉由教師依照專業領域及情境，教導學習者具備特定領域溝通之能力的專業語言教

學概念也因應而生。而考量詞彙運用在不同領域的差異，研究者或教學者也開始建置

各專業領域的詞表，以使教學時能更有成效。然而，若僅靠人工進行詞表編輯，不僅

耗時費力，也容易有所遺漏。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電腦輔助，從約 3 億 8,100 萬詞

的 5 年份新聞資料所構成的語料庫中，自動蒐集特定專業領域詞彙的候選詞，供後續

領域詞彙表編輯之參考。 

  本研究透過先蒐集既有的領域詞彙並經過篩選後，作為運用詞向量（word 

embedding）技術進行自動化蒐集時的種子詞彙，進而尋找其他同領域的詞彙。詞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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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言，就是將每個目標詞利用一個向量（vector）去表示，而目標詞的向量則是由

目標詞在文章中前後文共同出現過的詞彙所建構而成。因此，當兩個詞彙的詞向量越

相似，表示著彼此常鄰近的詞彙越相近，也意味著他們使用的情境越加相近。 

一、蒐集種子詞彙 

  本研究首先自政府網站以及大專院校之教學網站，蒐集商務及觀光領域現有之領

域詞表，並進一步透過兩項指標進行種子詞彙的篩選：（一）詞表收錄數：若單一詞彙

收錄於較多份領域詞表，應表示該詞彙穩定度較高及使用度較為領域所認可。（二）語

料詞頻數：透過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的新聞語料進行使用度分析，詞彙頻率代表著在生

活中可見度。經過篩選後的領域種子詞彙範例可見表 1、表 2。從表中可觀察到，詞彙

的詞表收錄數跟詞頻並非完全正相關。應是因為收錄數代表的是領域對於該詞彙的領

域認同度，而語料庫所提供詞頻則代表的是該詞於語境上的常用度。而在研究結果中

發現，利用領域認同度越高的詞彙作為種子詞彙越能夠找到同領域詞彙。 

表 1、商務領域種子詞彙範例  表 2、觀光領域種子詞彙範例 

詞彙 詞表數 詞頻  詞彙 詞表數 詞頻 

關稅 20 16,033   觀光 18 52,963  

合併 15 15,383   民宿 18 11,829  

折扣 15 6,088   旅館 17 11,446  

公司 14 218,131   旅客 16 40,330  

企業 14 124,613   觀光客 16 10,683  

出口 14 31,970   旅行社 16 9,668  

文件 14 14,544   觀光產業 16 3,786  

董事會 14 12,053   溫泉 15 1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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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自動化蒐集領域詞彙模組 

  本研究利用新聞語料訓練詞向量模型。此模型可接受輸入指定詞彙，並回饋一組

關聯詞，並提供這些關聯詞與指定詞彙之間的向量相似值。表 3 展示了跟「關稅」及

「觀光」兩詞彙的關聯詞範例。 

表 3、關聯詞彙範例 

詞彙 關聯詞彙（相似值） 

關稅 

懲罰性關稅(0.84)、進口關稅(0.83)、關稅稅率(0.80)、報復關稅(0.65)、

鋼鋁稅(0.65)、進口稅(0.64)、反傾銷稅(0.63)、關稅壁壘(0.63)、徵稅

(0.62)、邊境稅(0.61)、反傾銷關稅(0.59)、貿易制裁(0.59)、關稅政策

(0.58)、貿易逆差(0.56)、重稅(0.55)、貿易壁壘(0.55)… 

觀光 

觀光產業(0.82)、觀光旅遊(0.75)、觀光業(0.68)、旅遊觀光(0.67)、觀

光市場(0.66)、國際觀光(0.63)、旅遊業(0.63)、文化觀光(0.63)、旅遊

(0.62)、深度旅遊(0.61)、觀光行銷(0.60)、城市觀光(0.60)、夜間觀光

(0.59)、國內旅遊(0.58)、生態觀光(0.58)、休閒觀光(0.58)、運動觀光

(0.57)… 

  考量專業領域詞彙蒐集過程中，一開始既有的詞彙量往往不多，若是期待等到蒐

集許多的領域詞彙方進行擴充，在實務方面的實用性將會降低。因此，本研究嘗試了

不同種子數量所獲得的成果，包括利用 1 個種子進行領域詞彙擴充，並利用第一次獲

得的關聯詞組作為第二輪的蒐集起點，最後依照關聯詞重複出現數作為候選列表排序

（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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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單一種子經兩輪擴充所獲得的領域候選詞彙表 

領域 領域候選詞彙（重疊數） 

商務 關稅(63)、進口關稅(50)、懲罰性關稅(35)、貿易制裁(31)、報復關稅(25)、

鋼鋁稅(25)、進口稅(24)、關稅壁壘(24)、...、智財權(4)、非關稅貿易障

礙(4)、保護主義政策(4)、外銷(4)、順差(4)、轉口(4)、逆差(4)、貿易出

超(4)、輸陸(4)、入超(4)、貿易總額(4)、貿易額(4)、...、固定成本(1)、

產量(1) 

觀光 觀光(54)、觀光產業(44)、觀光旅遊(27)、旅遊觀光(25)、深度旅遊(22)、

觀光市場(21)、旅遊業(21)、…、自由行(16)、陸客(15)、城市觀光(14)、

旅行業者(14)、夜間觀光(13)、運動觀光(13)、產業觀光(13)、國內觀光

(13)、...、溫泉資源(1)、天然資源(1)、人文資源(1)、物產(1)、自然資源

(1)、林相(1) 

  本研究為克服領域種子詞彙可能稀少的實務困難，所提出應用詞向量技術的領域

詞彙蒐集模組，經實驗觀察發現即使只使用一個具領域代表性的種子詞彙，也能夠達

到相當不錯的效果，若考慮輔以人工進行部分篩選，更有著快速蒐集大量領域詞彙的

可行性。此外，本研究僅須使用一般性的新聞媒體語料庫，而不須特別建置領域文本

語料庫，即可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上，都能有效地協助蒐集領域詞彙。因此除可直接運

用於商務及觀光領域詞編輯外，更可推廣至其他領域詞表的編輯工作中，提升詞表的

編輯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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