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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网络评论的观点主题识别研究1’

    周  杰  林  深  李弼程
    （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郑州450002）

摘要    网络评论的观点分析为及时掌握广大民众的真实观点提供了渠道。观点主题识别作为观点分析的重要

组成部分，用以确定观点所指的对象。本文设计了一种领域无关的观点主题识别算法，该算法以网络评论中观点

主题产生的方式为依据，采用由内到外的识别过程，分四个部分完成观点主题识别：内部主题词识别、内部主题构

建、外部主题识别和主题的组织。算法能够克服分词和短语类主题带来的影响，识别出语义完整的观点主题。对

实际网络评论语料进行测试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算法能够有效地识别网络评论中的观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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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Identi6Cation Of OpiniOn T0piC EXpreSSed in Web COmmentS

    Zhou Jie，Lin Chen and Li Bicheng

    （点n薛。几mnIion Engineering正nstfIule，ZnfDrmdlfon Engfneeffng Unfvens￡Iy，Ẑengẑou450002）

    AbStraCt    opinion analysis of network reviews pDovides a channel to±ind out the viewpoint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ime，

    and opinion topic identi6cation，as a signiIicant part of opinion analysis，  is aimed at identifying the objects for the expressed

    opinions.This paper pDoposes an opinion topic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within independent domain.The algorithm，based on the

    mode of building opinion topic in network Deviews，empIoys the process to identify the topics f"om mner to outer，8nd the pDoce8s

    is 6nished thDough four steps：  Inner topic wo玎d identi6cation，  Inner topic constitution，0uter topic identi6cation and Topic

    organization.This algorithm can overcome the innuence of word-8egmentation erDor and phrase-topic，so it can get opinion topics

    which have the integrated semantic information.Experiment in  蚤eal network review8 corpus proves that the algorithm can identify

    opinion topic in network  玎eviews egectively.

    KeyWordS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opinion analysis，network  玎eviews，opinion topic identi6c8tion

    观性文本数量迅速增长，针对网络评论的观点分析

    1  引  言    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如网络舆情分析、产品质量评

    价、影视和服务评价等。

    文本的观点分析（Opinion Analysis）是利用计算    早期的观点分析研究主要是从整体角度判断句

机处理文本语言信息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它自动  子或评论的情感倾向，它们假定所有评论都针对同

识别文本发表者对事物、人物、事件等的个人（或群  一给定主题发表观点。但是评论中可能存在着多个

体）看法或情感倾向。目前，以网络评论为代表的主  评论主题，为了解决该类问题，相关研究提出一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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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观点分析（Fine.Grained Opinion Analysis）方法。    冗余度修剪。Popescu等H1  计算抽取的名词短语与

该方法将观点细化为四个元素⋯：主题（Topic）  、持有    特定鉴别短语之间的  PMI  （  Point.wise Mutual

者（Holder）  、陈述（C1aim）和情感（Sentiment）  。    Information）值，并利用WordNet的IS—A层次关系和

    观点主题一般认为是观点所指的对象。在产品    词形态线索来区分“部件（  part.of  ）”  或是“属性

评论领域，观点主题常常特指产品及其相关属性，比    （property.of）”类别。

如“汽车A”和“A的造型”。在新闻评论中，观点主    Stoyanov'71  指出观点主题标注需要联系上下文，

题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可以是社会问题、政府政  并在MPQA语料的基础上，为每个观点句指定主题

策、热点事件或个人意见等。评论的主题不能片面  类别，再进行主题标注。依据观点主题的上下文相

理解，需要借助上下文确定主题信息。从这种角度    关特性，Stoyanov在文献[2]  中将观点主题识别转换

看，评论的主题可以定义为一种依赖上下文信息的    为主题共指消解问题。Kim和Hovy'81  主要识别新闻

观点持有者所指的对象，它们往往是真实世界中的  数据的观点主题，他们首先确定观点词，并判断观点

物体、事件或抽象的实体h1  。自动识别评论的观点    词对应的FrameNet的语义结构，将语义结构中的角

主题，能更加直观地展示网民评论的焦点，并能有效    色与观点的元素对应来识别观点主题。

提 高 多 主 题 事 件 中 观点 分 析 的 准确 率。     在英 文的 相关 研究 中， 往往抽 取名 词和 名词 短

    由于观点分析不再局限于产品领域，观点主题  语作为候选主题，并借助外部资源（  如FrameNet、

也随着评论数据变化而改变，如网络舆情分析中不  Chamiak Parser等）进行结构分析。汉语中观点主题

同事件对应不同的观点主题。因此，人工构建主题    的成分更加复杂，外部资源也相对缺乏，因此需要结

本体库的方法不再有效，需要对观点主题进行自动    合自身特点建立观点主题识别方法。

识别。然而针对单条评论的观点主题识别仍存在困

难。另外，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希望知道评论    3  相关知识描述

者讨论的焦点，对于部分与主旨不相关的评论并不

关注。本文从整体主题考虑，以网络评论中观点主    一般情况下，主观性评论的发表都由源事件引

题产生的方式为依据，提出一种由内到外的观点主  起，如网络新闻评论中的新闻、论坛中的首帖、产品

题识别方法，并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    评论中的产品信息或产品属性列表等。这里将它们

    本文的布局如下：第2节介绍网络评论的观点    统称为评论源。网络评论的观点主题往往来源于评

主题识别的相关研究，第3节对相关知识进行描述，    论源，但又不局限于评论源。根据该原则，将评论源

第4节着重介绍观点主题识别的思路和算法流程，    中的观点主题称为内部主题，不属于评论源而存在

第5节通过实验验证算法的合理性并对算法性能进    于评论中的观点主题称为外部主题，它们之间的关

行评估，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系如图l  所示。

    2相关研究石裔

    /苓=≤\

    目前，观点主题识别的研究多集中在英文文本  ！？一一：7石一一_广一一一菖一-弋——一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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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特别是在产品评论的观点主题（  即产品特征）    ！（  评论.）⋯（I评论.I）  ：！\（评论.）⋯i

裂蕊淼器蠹萎嚣嚣蔫拿  L鱼二蓬燕蔓童三耍

起步阶段，这主要由于任务本身的困难度和缺乏合    ‘———一——————一一一一‘

适的标注语料库的支持。    图1  评论源和评论的观点主题关系图

    在产品评论领域，主题的定义限定为产品的特

征¨’61  ，主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元件以及相关属    图中，存在内部主题的评论表示为“评论*”，全

性。由于特定产品的特征相对固定，可以通过全自    部为外部主题的评论表示为“评论”，虚线框内的评

动或半自动的方式构建特征本体库№1  ，再通过查询  论至少存在一个相同的主题。

匹配确定评论的主题。Hu等b1  首先利用关联规则    设。表示评论源，由一组有序的词语序列构成，

挖掘确定频繁项作为候选特征，然后进行紧密度和  记为。  ：  <  训，.  ，埘，，  ，⋯，叫.。>  ，其中"表示词语（包



含标点符号）。评论集尺  ：l  r.  ，r：，⋯，rn}  ，凡为评    主题识别，确定由评论源引申的观点主题；主题的组

论总数，其中评论r.：  <  彬；.  ，埘。，⋯，埘。>  。    织，对结果进行简单的组织分析。

    定义l  内部主题：如果候选主题￡  =（  埘-7  ，    4.1  内部主题词识别

埘：7  ，⋯，加。’）满足：①词语序列s包含t  ，即存在i（1

≤i  ≤后  一p）  ，使得埘，，  ：  彬。（；+，）（J  ：1  ，⋯，p）  ；②  t    网络评论的观点主题来源于评论源，但并非评

中存在词语乙，，符合关族规则约案，且词语权重值形  论源中每二！对詈竺母孽苎妻关注的主题。观点主

激：=蓦端淼篙值瓣囊囊耋巍溅黧蓁

    定义2  外部主题：如果候选主题f  =  <  埘.7  ，    面停播NBA”事件中，“央，视，中国，停，播，NBA，停，

钾z’  ，⋯，”，7  >满足：①词语序列s不包含t  ，即不存  播，NBA”都作为观点主题。因此，需要首先识别出

在￡（1  ≤i  ≤矗  一p）  ，使得埘，7  =加。（t  +D（，=l  ，⋯，    评论者关注的主题词。

p）  ；②  ￡中存在词语”，7符合与线索词的关联规则约    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识别内部主题词：

束；③主题权重值形7  （t）>∥m蒯洲，且t满足设定的    （1）预处理

外部主题规则。    首先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得到词语序列s

    任务：识别网络评论整体的观点主题r  =㈠，i    ：  <  加，.  ，".：  ，⋯，埘，。>  。再去除停用词、标点符号

=l，2，二，m}  。    和语气助词等特定词性的词语。合并相同词语后得

    本文主要利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  ，具体表述    到s7  =  <  埘。，  ，埘。：  ，⋯，埘。，>  ，（"。，∈  s，，  =1，⋯，r）

支Ⅱ卜：    且埘。‘≠  埘。，  ，（  i，f=l  ，2，一，r；i  ≠.，）  。

    设有项目集，  =“.  ，i：  ，⋯，i。}  ，事务集D  =    （2）权重计算

{  r.  ，疋，一，瓦}  ，其中每个事务r都是一些项目的    分别确定各个词语埘。，（，  =1  ，二，r）  反映观点

集合，即r C，  。如果存在X C r，则称事务r支    主题的能力，用词语的权重值形（钾。，）（.f  =1，2，⋯，

持X。关联规则是形如X：>y的蕴含式，其中X  E    ，）  评估。其中，对观点主题判断产生影响的因素主

，  ，y∈，  ，并且Xr1 y=  妒。如果D有  口%的事务    要包括：

同时支持X和y，口%成 为关联规则X=》y的支持    1）  整体词频。即词语埘。（，=1，⋯，r）  在集合

度；如果D中支持X的事务中，有6%的事务同时    {  。，刖中出现的频率，它反映评论者关注的程度，用

也支持y，6%成为关联规则X=》y的置信度。支  Freg（  埘。）  表示，Freg（  埘。）  ∈  {  l，2，⋯}。

持度是对关联规则重要性的衡量，置信度是对关联  2）  位置信息。指词语"。（J  ：1，⋯，，）  出现在

.规 则 准 确 度 的 衡 量 。     评 论 源 的 位 置 信 息 （ 如 标 题 、 正 文 起 始 等 ）   ， 表 明 评 论

    关 联 规 则 挖 掘 就 是 从 事 务 集 D中 找 出 超 过 指   源 的 发 表 者 自 身 对 词 语 重 要 性 的 评 估 ， 表 示为

定的最小支持度口%和最小置信度6%的关联规    1

则。一般来说，关联规则挖掘包括两步过程：①发现LDO L%，  ，Loc L  %，t11，虿，z}  o

所有的频繁项集，即项集的频度不小于口%  ；②由    3）  词性信息。不同的词性对反映主题的能力

频繁项集产生强关联规则，即规则必须满足最小支   不同，本文认为名词和动词具有最好的表征能力，用

持度和最小置信度。Pos（  埘。）  表示，1  ≤Pos（  %）  ≤2。

    4）  词语长度。单字词和多字词在表现具体含

    4  观 点 主 题 识 另 l4    义 的 能 力 上 存 在 差 异 ， 用 kn（ %）   表 示 长 度 差 异 影

    响，l  ≤kn（  埘。）  ≤2。

    依据网络评论的观点主题往往来源于评论源，    综合以上因素，权重值表示为

并且评论之间存在相同的主题（图1）  ，本文设计一    形（  埘，，）  ：k（  伽。）  .PDs（二。）.厶n（埘。）

种由内而外的观点主题识别方法。总体上，将网络    .F咖（钾，，）  ，（，  ：1，2，一，，）

评论的观点主题识别算法分为四个部分：内部主题    ，

词识别，确定评论源中受到评论者关注的主题词；内    厶w L"d，

部主 题构 建， 将零 散的 主题词合并 为观点主题；外部    利用均值动态设定阈值%=  口上— L了—，其



中口取实验最优值寻。当形（  叫。1）  >曰甲时，确定为  ——————聋1  频繁项及其子耋信息表

螂主题词。。—三竺1凳罢J！堕

    l    mMl'4̂l    I

4.2  内部主题构建    范跑跑（345）l    嘉磊；：8；；    1范（834）  跑（1264）

面的盏矗攀篥蠹篇渊冀罂呈二畜停播№⋯l￡曩黑翌，l倒黑。嚣39’

词语组合形式。它们都具有位置上的连续特性，因

此可以利用位置相关的关联规则算法构建。    4.3  外部主题识别

    经 典的 关联 规则 算 法中，事务的项目集之间无    网络评论的观点主题不局限于评论源，人们由

位置约束。这里为Apriori算法添加位置约束条件，    评论源引申出相关的主题进行评论，但又与评论源

即要求频繁 后  项集只与它在事务中相邻的上一项    存在内在的联系。本节对受关注程度高的外部主题

和下一项来产生两个不同的后+1项候选集。为了    进行识别，主要步骤如下：

提高Apriori算法的效率，以内部主题词为线索词构    1）合并集合{  。，刚中的分词结果，使识别的内

建 频 繁 项 集 。 具 体 步 骤 如 下 ：     部 主 题 构 成 连 续 字 符 串 。 由 内 部 主 题 和 少 量 高 频 词

    1）扫描评论源s  =  <  毗.  ，叫。：  ，⋯，‰>  ，以线    作为线索词c；（  i  ：1  ，2，⋯，口）  进行关联规则挖掘，

索词叫。为中心获取处理窗口。根据网络评论简洁    这里不对位置关系进行限制。

的特性，仅 需选择中心左右各两个词语组成窗口，即    2）对线索词c.关联得到的词语埘进行判决，如

[  毗一：  ，埘。一.  ，毗，剀；+.  ，毗+：]  。选择包含毗的2.频繁    果c；E  c，且埘E  c，（-f  =1  ，2，⋯，g）  ，则删除词语埘

项和3.频繁项。    。并利用位置相关的关联规则挖掘识别未登录词和

    2）将集合{  s，引作为事务集D，利用Apriori算    词语组合，组成候选外部主题集合。

法 挖 掘 满 足 最小 支持 度o%的频 繁 项集 。由 频繁     3） 计算 各 个候 选项 的权 重。 综合 考虑 词频 、词

项集产生关联规则，这些规则需要满足最小置信度    性、词语长度和相关联’的内部主题数，本文侧重选择

6%。    名词词性、未登录词和词语组合，并设定阈值进行筛

    在识别 位置相关的频繁项后，还需要进一步优  选。对于词语组 合，过滤不符合主题要求的中文词

化结果。设Apriori算法挖掘到最高为凡·频繁项，①    性组合，如“V+A（动词+形容词）”、“N  +V（名词+

对于后.频繁项X  （  尼  <  n  ，且七  >1  ）  ，如果厂（X）  一    动词）”等。

∑，（  y）  仍满足最小支持度口%，则认为x可作为  4.4主题的组织

∑ ， cm仍 满 足 最 帔 持 度 口 %的 要 求 ， -： 频繁 项嘉 雾蠹 ‘i； 盆景 等拿 罢主 孑， 耋云 .落， 盖≥ 掣竺

增加单字符和词性限制条件，“范”和“NBA”符合要  象缺省时，可以使用￡，进行；h充。

求。因此，添加子集“停播”、“跑跑”、“范”和“NBA”。

为内部主题。  ，唐，肃八

    J  天日丑

    实验所用数据来源于强国论坛、网易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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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评论数据中的词频信息

等 网站 ，共 选取 17个 话题 的网 络评论数据，总计一    为了测试评论中针对已识别主题 发表评论的数

万六千余条。本 文采用中科院分词系统ICTCLAS进  量，即已识别主题在评论数据中的覆盖范围，采用主

行词语切分和词 性标注，完成预处理过程后统计词  题覆盖率进行评价。 对于一条评论，如果其主题存

频信息。词语词 频变化具有明显的趋势。如图2为    在于已识别主题中，则认为在覆盖范围内。覆盖率

三个话题的词频信息，横坐标表示词频由高到低的    计算公式如下：

词 语序 列， 其中 部分 词语 的频 率远远高于其他词语。    覆盖率=处于覆盖范围内的评论数/总评论数

    分析各个话题中频率最高的10个词语。评论    ×100%

源 中包含的词语平均占54.7%，其中包含大量的观    同时，为了测试评论 数量的影响，将话题分为三

点主题词，表明 一般情况下网络评论确实是围绕评  类：类型1，评论数量大于1000条，有5个话题；类型

论源展开的。另一方面，非评论源的高频词中含有    2，评论数量介于500和1000之间，有6个话题；类型

较多常用词汇，如“会”、“有”等。本文使用有效率为  3，评论数量小于500条，有6个话题。从每个话题

指 标对 识别 的观 点主 题进 行人 工 评价 ，并 从三 个方   中 各抽 取100条评 论进 行判 断，得到结果如表3

面进行判断：①识别主题是否正确切分和组合；②是  所示。

否与话题相关联；③在网络评论中是否作为评论的

主题。如果满足，则认为识别出有效主题。有效率    表3  三种类型中已识别主题的覆盖率

计算公式为：    类型l平均覆盖率l省略主题评论l去除后的覆盖率

  有 效 率 =有 效 主 题 数 /识 别 主 题 总 数 × 100%— ； 函 ■ 广 i磊 — T— — i忑 — — — r— — i赢 — —

  对所有识别主 题进行判断，得到平均有效率为  —甄五—r—i荔——|———_赢——_广——磊i——

88.7%。 分析 识别 结果 ，错 误识 别主 要是 一些 常用   — I_叶—————+_—————— 叶—————

的高频动词，如“应该”、“反对”。当评论的主题相对    类型3 1 60.8%  1    5.7%    1 64.5%

集中时，识别有效率能够达到95%以上。为了直观

地 展示 识别 结果 ，表 2列出 “央 视在 中国 全面 停播     网络评论数据中，部分评论仅发 表观点而省略

NBA” 事 件 中 识 别 的 前 10个 观 点 主 题 。     观 点 主 题 信 息 ， 一 般 情 况 下 可 将 主 题 认 为 是 评 论 源

    中的最频繁主题。当去除省略主题的评论后，重新

    表 2  事 件 中 识 别 的 前 lo个 观 点 主 题     计 算覆 盖率 得到 结果 如表 3  所 示。 实验 结果 表明 ，

— ————==—————r—=————_T—_：—  识别的观点主题能够表 示评论的整体主题信息。当

— — — _{！ — —— —+— 竺— —— 卜— 竺—   评 论数 量较 少时 ，主 题信 息 的频 率信 息不 够显 著， 致

  1  l NBA    l  评 论 源     I  826    使 观 点 主 题 识 别 性 能 降 低 。 另外 ，从 话题 自身 来讲 ，

  ； l毒 是     l摹 塞 雾   I  翥     这 类 话 题 一 般 不 是 矛 盾 的 聚 焦 点 ， 评 论 的 观 点 主 题

  4  l  国 家     l  评 论     I  350    体 现 不 明 显 ； 当 评 论 到 达 一 定数 量后 ，主 题的 覆盖 率

  5  l政治    l  评论    I  324    与话题自身有关。

  i  l篆 熹     l霁 塞 源     l  翟     分 析 未 覆 盖 的 评 论 数 据 ， 主 要 包 含 三 种 类 型 ： ①

  8  l球 迷     l  评 论     l  l46    与 话 题 无 关 的 评 论 ； ② 非 频 繁 主 题 ， 主 要 由 暗 指 和 同

  9  I  篮 球    l  评论 源    l  l30    义词 引起 ；③使用指示词，如“这种行为 ”、“这个问

  10  “停播NBA    l  评论源    l  l06    题”和“他（她）”等。同时，本文识别的观点主题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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