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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紹 

1.1問題背景 

 1995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Rosalind Picard 發表情緒運算（Affective 

Computing）相關研究，開創了計算機科學之重要分之；到了 2018年，MarketWatch

之數據顯示該年全球之情緒識別產品市值已達到 123.7 億美元，且預計到 2024

年，此情緒辨識之市場將達到 916.7億美元，五年間之複合年增長率為 40.46%；

到了 2019 年，The Guardian 報導指出，「AI 臉部情緒辨識」已成為規模 200 億

美元（約台幣 6,210 億元）的業產，且還在擴充。以上各事件說明了「情緒辨識」

為一潛力之產業，且預計在未來擁有龐大商機。 

1.2動機與目的 

企業欲瞭解顧客意見往往使用問卷調查等方式，這些方法不僅耗費時間，且

顧客可能因有所顧慮而未能反應其真實想法。為解決上述問題，本小組應用 AI 

辨識臉部情緒之技術以瞭解商品對顧客的吸引程度及顧客購買意願，作為產品定

位、改善之參考。 

1.3問題描述(5W1H) 

 為釐清顧客情緒及商品喜好程度分析之問題，本小組以 5W1H思考，進而深

入了解此問題之目的、時間、人員、地點、事件、方法。透過 5W1H 分析，我們

了解到此問題之目的為使企業欲調查顧客意見費時費力，且顧客未能反應真實情

緒及產品評價；而此問題之時間為民眾逛街或選購產品時；而此問題之人員為企

業行銷部門或欲購物之民眾；而此問題之地點為產品銷售處、貨架區、結帳等候

線…等處；而此問題之事件為以顧客臉部表情判斷其對產品之喜好程度；而此問

題之方法為運用 DCGAN 進行 Data Augmentation，並以 VGG16辨識臉部表情。 

本小組將 5W1H 分析內容整理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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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W1H 

Why 企業欲調查顧客意見費時費力，且顧客未能反應真實情緒及產品評價 

When 民眾逛街、選購產品時 

Who 企業行銷部門、欲購物之民眾 

Where 產品銷售處、貨架區、結帳等候線 

What 以顧客臉部表情判斷其對產品之喜好程度 

How 運用 DCGAN 進行 Data Augmentation，並以 VGG16辨識臉部表情 

1.4資料來源 

 本小組於 Kaggle 下載 CK-48資料集，其中包括開心、驚喜、嫌棄、無感、…

等五種情緒之表情圖片。本資料集共有 4442 張表情圖片，而資料集五種情緒之

數量分布如圖 1所示： 

 

圖 1、情緒數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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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前處理 

2.1資料增強 

 本小組運用之程式碼會將資料集之圖片進行旋轉、縮放、翻轉與移動，以利

模型學習。使用之程式碼如圖 2所示： 

 

圖 2、資料增強程式碼 

 本小組也將原資料集進行資料切割，分為訓練集、驗證集、測試集，三資料

集圖片之數量比例為 80%、10%、10%。三資料集之與相對比例與圖片數量以表

2所示： 

表 2、三資料集比例與數量 

項目 

資料集 

比例 數量 

Train set 80% 3698 

Val set 10% 372 

Test set 10% 372 

 

2.2 DCGAN 

 本小組使用之資料前處理技術為 DCGAN（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其模型結構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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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DCGAN 結構 

 DCGAN之結構可分為 Generator與 Discriminator，其中 Generator 為圖三中

綠色之結構，而 Discriminator 為圖三中紫色之結構。Generator 之程式碼以圖 4

所示，而 Discriminator 之程式碼以圖 5所示。 

 

圖 4、Generator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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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增強後，各情緒之 Training Loss 以圖 6 至圖 9 所示，而 DCGAN 模型

之超參數如圖 10所示。 

 

 

 

 

 

圖 5、Discriminator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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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Happy之 Training Loss 

 

圖 7、Disgust 之 Training Loss 

 

圖 8、Fear之 Training Loss 

 

圖 9、Anger 之 Training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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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DCGAN 模型之超參數 

 

資料增強前後之結果如圖 11與圖 12所示： 

 

圖 11、資料增強前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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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資料增強後之結果 

 

 

三、深度學習模型 

3.1 VGG16 

 本小組使用之深度學習模型為 VGG16，由 13 層卷積層與 3 層全連接層組

成，其模型架構如圖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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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VGG16 架構 

  

VGG16之程式碼以圖 14至圖 17所示： 

 

 

 

 

 

 

 

 

 

 

 

 

 

 

圖 14、VGG16之程式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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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VGG16 之程式碼 2 

 

圖 16、VGG16 之程式碼 3 

 

圖 17、VGG16 之程式碼 4 

 使用 ReduceLROnPlateau 之情形為當模型連續訓練 n次沒有更好，就進行一

次學習率衰降。 

 

3.2 模型總結 

 VGG16 執行原資料集之結果如圖 18 至圖 20 所示，而訓練、驗證、測試之

準確率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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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VGG16 原執行結果 1 

 

 

圖 19、VGG16 原執行結果 2 

 

 

圖 20、VGG16 執行原資料集 

表 3、VGG16原資料集準確率 

準確率 

資料集 
準確率 

Train 0.9497 

Val 0.8704 

Test 0.8639 

VGG16 執行新資料集之結果如圖 21 至圖 23 所示，而訓練、驗證、測試之

準確率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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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VGG16 新執行結果 1 

 

 

圖 22、VGG16 新執行結果 2 

 

 

圖 23、VGG16 執行新資料集 

 

表 4、VGG16新資料集準確率 

準確率 

資料集 
準確率 

Train 0.9561 

Val 0.9566 

Test 0.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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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 

4.1實驗設計 

 本小組設計 4 因子 3水準之實驗設計，其中選定之因子為 Optimizer、Epoch、

Dropout、Batch Size。實驗設計之表格如表 5所示： 

表 5、實驗設計表格 

Factor 

Level 
Optimizer Epoch Dropout Batch Size 

Level 1 Adam 30 0.4 32 

Level 2 AdaGrad 40 0.5 64 

Level 3 Adadelta 50 0.6 128 

4.2 L9直交表 

 實驗設計之結果以表 6 之 L9直交表所示，最終由於第 3 次實驗之準確率最

高，因此依照第 3 次實驗以設定程式之因子。 

表 6、L9 直交表 

Factor 

Experimant 

Optimizer Epoch Dropout Batch Size Accuracy 

1 Adam 30 0.4 32 0.8995 

2 Adam 40 0.5 64 0.9065 

3 Adam 50 0.6 128 0.9280 

4 AdaGrad 30 0.5 128 0.9199 

5 AdaGrad 40 0.6 32 0.9113 

6 AdaGrad 50 0.4 64 0.9274 

7 Adadelta 30 0.6 64 0.9108 

8 Adadelta 40 0.4 128 0.9258 

9 Adadelta 50 0.5 32 0.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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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結論 

 最終程式之執行結果如圖 24、圖 25所示，最終訓練、驗證、測試之準確率

如表 7所示。 

 

圖 24、程式執行結果 1 

 

圖 25、程式執行結果 2 

表 7、程式資料集準確率 

準確率 

資料集 
準確率 

Train 0.9561 

Val 0.9566 

Test 0.9280 

 

五、結果與討論 

5.1結論 

 於輸入資料數不對稱之情況下，可透過 DCGAN增強資料，其能補足資料數

不對稱之缺陷。 

 於輸入資料數不對稱之情況下，透過 DCGAN增強現有資料後，將增強後之

資料與原始資料透過 VGG16訓練，結果顯示經過 DCGAN增強過後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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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始資料相比，資料增強後之表情辨識結果有更高之準確率。 

 可透過實驗設計等方式，根據欲改變的因子及水準選擇適當的直交表並完成

實驗，求得模型所需參數之最佳組合。 

 

5.2未來展望 

 套用真實顧客之表情 

若使用真實顧客之表情圖片於模型內進行優化，可預期模型之呈現結果將更

加準確。 

 泛化性 

透過不同之 CNN 模型驗證 DCGAN 將原資料增強後之資料集的泛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