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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數位電子看板(Digital Signage)近年來被廣泛的運用在許多賣場當中，然而賣場中的數位電子看板顯示的內容

大多數都著重在於隨機、重複的播放廣告，在互動性上的應用中相對較少，此外近年來性別辨識(Gender Recognition)

與年齡辨識(Age Recognition)的興起，改變了以往的人機互動方式。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性別辨識技術與年齡辨識

技術，結合到賣場數位電子看板的播放系統之中，根據使用者的臉部特徵分析年齡與性別，並在賣場中的數位電子

看板，顯示相對應年齡與性別的廣告內容。針對消費者的性別及年齡選擇播放適合的廣告，不僅能夠引起目標消費

者的注意，也能改善與消費者的互動體驗，進而提升廣告的效益。 

 
關鍵詞：性別辨識、年齡辨識、廣告推薦、數位電子看板 

1.導論 

1.1研究背景 

廣告傳播一直是在商業行銷或傳遞訊息上很重要的議題，過去以往透過紙本(例如：報紙、書籍、雜誌、廣告

單)這一類的傳統方式來進行宣傳，然而這些方式通常需要顧客主動去索取資料，使得不容易在第一時間抓住消費

者的注意力，在與顧客互動性上明顯不足，且無法即時更新廣告內容，甚至可能導致廣告宣傳效益不佳，也可能因

此造成了紙張上的浪費。 

此外，數位面板技術的進步且越來越普級，數位電子看板不但可以即時更新廣告資訊，還能夠播放影片、圖片、

文字等多媒體資訊，且可讓特定場所的人提供相對的資訊，引起目標族群的注意，也可根據不同的族群，製作專屬

的廣告，以提升廣告的效益，許多數位電子看板被應用在許多不同的地方，(例如：學術單位提供校園導覽及學習

教材、金融機構提供匯率資訊及股市行情、醫院診所提供保健資訊及叫號系統、觀光景點提供旅遊介紹及在地服務、

門市賣場提供商品廣告及活動促銷)等，針對不同的顧客提供各式各樣的需求資訊，且可以與顧客進一步的互動。 

1.2研究目的 

數位電子看板近年來被廣泛地應用在許多賣場中，常見的電子看板宣傳方式有兩種，分別為單一播放與輪流播

放，單一播放是預先設定好一個廣告，並無限循環的播放，另一種則是輪流播放，輪流播放類似單一播放，同樣是

將廣告無限循環的播放，但不一樣的地方在於輪流播放會預先設定好多個廣告，並按照順序一一撥放。不論是單一

播放或是輪流播放，都沒辦法進行客製化的商品推薦。 

以往進行商品推薦常利用觀看、購買紀錄或是會員資料，而這些資訊大多需要顧客曾經已消費過或是已註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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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並提供會員資料，然而首次購物的顧客或是尚未進行註冊的顧客，則因無法取得該目前顧客的資料難以進行推

薦。如果將數位電子看板放置在特定的商品區域，並且在播放廣告時，廣告內容能夠根據消費者所在的商品區域，

加上消費者的年齡、性別資訊，播放該商品區域中，符合該消費者的年齡與性別的廣告，如此一來，廣告內容與區

域中的商品類別彼此若能具有直接的相關性，不僅能夠引起目標消費者的注意且提升互動性外，也可以依據消費者

的年齡與性別調整廣告行銷內容，以期達到最高的廣告效益。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性別辨識技術與年齡辨識技術結合到賣場數位電子看板的播放系統之中，當網路攝影機偵

測到畫面內有人時，啟動人臉定位，並將局部人臉區塊擷取，接著將擷取出的人臉區塊進行特徵擷取，透過事先已

訓練好的性別分類模型與年齡分類模型進行預測性別與年齡，根據系統分析出性別與年齡後，再針對分析結果至商

品資料庫進行商品篩選，篩選出最符合該消費者的商品，並回傳至數位電子看板，播放合適的商品廣告提供消費者

做參考。 

2.文獻探討 

2.1數位電子看板 

數位電子看板是透過數位顯示器作為媒介，藉此提供影片、圖片、文字等數位內容的電子看板，可即時修改顯

示內容快速提供資訊，且位於許多特定地點，提供相關的資訊以及服務，藉由動態多媒體的方式吸引特定族群的目

光，提供所需資訊或提升購買慾望，圖 1 為電子數位看板，此數位看板可透過後端管理平台來控制撥放的資訊內容，

此電子數位看板放置於校園內用於告知學生以及師長等相關資訊，不同於傳統的紙張公告，電子數位看板容易更新

資訊且能夠減少紙張的消耗。表 1 為傳播工具特性比較表，由表中可得知數位電子看板具有大螢幕呈現的優勢、且

可隨後端管理平台控制排程播放適宜的內容，也可呈現相較於報章雜誌及廣告招牌等更豐富的即時影音動態資訊。 

 

 

圖 1  電子數位看板 

表 1  傳播工具特性比較表 

 主動性 互動性 資訊性質 即時更新 

廣播裝置 低 低 聲音 即時 

報章雜誌 高 低 文字、圖片 慢 

廣告招牌 高 低 文字、圖片 慢 

電視設備 低 低 文字、圖片、影像、聲音 快 

數位看板 高 高 文字、圖片、影像、聲音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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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局部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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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中， 為計算 LBP 值， 為相鄰點像素值， 為中心點像素值， 為第幾個像

素。以圖 5 為例中心點像素 5、相鄰點像素 1,2,3,4,9,8,7,6、 1~8為像素編號、LBP

值為 00001111。 

2.4 支持向量機 

支持向量機 (SupportVectorMachine，SVM) (Turk, M. A., & Pentland, A. P., 1991)是一種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Learning)的方法，常被應用於分類(Classification)和回歸(Regression)。而監督式學習是一種機器學習的方

法，可以藉由訓練資料中學習到或建立模式，並且依照此模式預測或推測新的資料屬於哪個分類，主要將兩個不同

的集合在高維度空間中找到一個超平面(hyperplane) 藉此分開，達到二元分類的結果，如圖 6 所示。 

 

圖 6  SVM 切割二維資料 

3.研究方法 

3.1系統開發 

本研究為一即時的性別及年齡分類系統以應用在商場的商品推薦，希望能透過消費者臉部資料，即時辨識消費

者性別以及年齡區間，根據消費者的性別及年齡資訊推薦符合需求的商品提升廣告成效。系統將設置在賣場貨架旁

的網路攝影機擷取到的消費者的臉部影像資料進行影像處理、分析得到影像的性別及年齡區間後，再依照性別及年

齡分類取得對應的推薦商品後，推播該產品資訊。 

3.2系統架構 

為取得大量的臉部影像來進行性別與年齡分類之訓練與測試在實驗中使用了 MORPH 人臉資料庫(Ricanek, K., 

& Tesafaye, T., 2006)做為訓練與測試樣本，資料庫包含了 55,000 張人臉影像，資料庫中男性 46,645 張，女性 8489

張，每個人平均有 4 張左右的影像，年齡範圍包含了 16 歲~77 歲。 

有關性別分類模型與年齡分類模型如圖7訓練流程架構所示，在圖 7中性別與年齡的分類模型將分開進行訓練，

性別訓練的部分利用 MORPH 人臉資料庫 (男性 400 張、女性 400 張，共 800 張) 進行訓練，透過人臉偵測技術將

所需的臉部區塊擷取出來，再將擷取出的人臉部位進行 LBP 處理後，透過機器學習 SVM 訓練，讓系統能夠自動辨

識性別，最後產生性別分類系統模型。而年齡訓練的部份同樣利用 MORPH 人臉資料庫但分為三個群組(老年、中

年、青年)，這三個群組分別有(老年 100 張、中年 100 張、青年 100 張，共 300 張) 進行訓練，同樣透過人臉偵測

技術將臉部的感興趣區塊擷取出來後進行 LBP 處理，最後透過機器學習 SVM 訓練，讓系統能夠自動辨識年齡，最

後產生年齡分類系統模型，由於 SVM 在多重分類上的效果不是很好，因此本研究提出加入第二層的 SVM，用來改

善原先分類效果不佳的問題。在第二階段的 SVM 中，將第一次 SVM 中分類的結果與決策值取最高及次高的類別

再進行分類。 

在圖 8 的系統架構圖，當網路攝影機偵測到畫面上有消費者臉部影像時，利用維奧拉-瓊斯目標檢測框架立即

進行臉部定位及擷取臉部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蔡倍君,2012)，如圖 9 臉部擷取圖所示，將擷取出的局部人

臉區塊影像進行 LBP 提取臉部特徵，此時將消費者的臉部與事先訓練好的性別分類模型與年齡分類模型進行特徵

的比對分類，，最後根據已訓練好的性別和年齡分類模型進行消費者特徵預測，將辨識的性別與年齡結果回傳至伺

服器中挑選商品廣告資料，透過數位電子看板針對消費者的性別及年齡選擇播放適合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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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 7  訓練流程

圖 8  系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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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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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統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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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訓練及測試樣本年齡分布 

組別 年齡區間 訓練樣本數 測試樣本數 
Group1(青年) 20-29 100 100 
Group2(中年) 30-49 100 100 
Group3(老年) 50-69 100 100 

有關詳細的臉部擷取與性別和年齡分類的流程如圖 10 所示，一開始當使用者注視產品或數位電子看板時旁邊

的網路攝影機便可取得使用者的影像資訊，接著系統便開始判斷人臉局部區塊並擷取感興趣區域，如果偵測不到人

臉或臉部區塊太小則重新偵測，接著利用 LBP 提取臉部特徵值，藉由事先訓練好的 SVM 進行分類，由於一般的

SVM 只能進行二元分類，為了達到多類別分類以及提升辨識效果，在年齡辨識訓練與測試的 SVM 分為兩個階段，

第一階段分類中包含了三個 SVM，第一個 SVM 為 Group1、Group2 的分類。第二個 SVM 為 Group2、Group3 的分

類。第三個 SVM 為 Group1、Group3 的分類，這三個 SVM 中都會產生一個預測結果，最後經由票數最高的 Group

以及次高的 Group 再進行第二階段分類，如果無法從票數推斷則選擇 SVM 決策值較高者。例如：在第一階段分類

中有兩組 SVM 預測為 Group1(青年)，有一組 SVM 判斷為 Group2(中年)，將再進行第二階段的 Group1(青年)與

Group2(中年)的分類，得到最終的性別及年齡的分類，再依據性別及年齡的結果顯示對應的產品推薦、資訊。 

 

 

圖 10  臉部擷取與性別和年齡分類流程圖 

4.2實驗數據 

 表 5 為性別分類辨識結果，平均辨識率為 96.50%，在分類性別上效果相當不錯。表 6 為第一階段年齡分類辨

識結果，平均辨識率為 80.00%，在 Group3(50-69)辨識上較為偏弱。因此為了改善辨識率加入了第二階段分類如表

7 所示，大幅改善了 Group3 在辨識率上的問題，也沒有造成其它 Group 的辨識率下降，最後所得到平均辨識率為

95.33%。表 8 年齡分類比較表可以知道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與其他先進準確度的比較結果，Dehshibi & Bastanfard 

(2010)使用了幾何特徵以及類神經網路進行年齡分類準確度為 86.64%，Hajizadeh & Ebrahimnezhad (2011)使用了

HOG 提取臉部特徵以及 PNN 分類器進行年齡分類準確度為 87.02%，Fard et al. (2013)使用了 HOG 和 LBP 進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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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提取以及 ANFIS 自適應神經模糊推理系統進行年齡分類準確度為 88.01%，Jagtap, J., & Kokare, M. (2016)利用了

LGBPH 以及 ANN 進行年齡分類準確度為 94.17%，由於各個先進所使用的影像資料庫不同，準確率其實較難比較，

但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準確率達 95.33%，就辨識結果還算不錯。 

表 5  性別分類辨識結果 
Group 測試張數 辨識正確張數 辨識率 
Group1(男性) 100 97 97.00% 
Group2(女性) 100 96 96.00% 

表 6  第一階段年齡分類辨識結果 
Group 測試張數 辨識正確張數 辨識率 
Group1(青年) 100 100 100.00% 
Group2(中年) 100 98 98.00% 
Group3(老年) 100 42 42.00% 

表 7  第二階段年齡分類辨識結果 
Group 測試張數 辨識正確張數 辨識率 
Group1(青年) 100 100 100.00% 
Group2(中年) 100 100 100.00% 
Group3(老年)  100 86 86.00% 

表 8  年齡分類比較表 
作者 資料庫 辨識率 
Dehshibi & Bastanfard (2010) IFDB 86.64% 
Hajizadeh & Ebrahimnezhad (2011) IFDB 87.02% 
Fard et al. (2013)  PAL 88.01% 
Jagtap, J., & Kokare, M. (2016) PAL 94.17% 
Proposed Method MORPH 95.33% 

5.結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網路攝影機來捕捉消費者在賣場觀看商品或數位電子看板過程中的臉部資訊，並

且分析消費者的性別以及年齡，根據注視當下的性別以及年齡資料，自動回饋相關對應的商品資訊內容，運用臉部

辨識性別、年齡的技術來提升數位電子看板上的廣告效益。除此之外，以往數位電子看板的廣告大多都是隨機的播

放廣告，或是重複的播放單一商品的廣告，在互動性上的應用中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性別、年齡辨識技

術，分析當前注視的消費者性別、年齡資訊，以加強、改善以往的播放廣告方式並提供互動體驗，進而提升廣告效

益，目前研究成果在人臉的年齡、性別辨識上有不錯的辨識率，但由於無法取得公開可直接使用的廣告商品資料庫

所以使用了模擬資料進行實驗，希望未來能夠實際應用在賣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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