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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文文本情感分析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将情感分类划分为信息抽取和情感识别两类任务，并分别介
绍了各自的研究进展；总结了情感分析的应用现状，最后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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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获取信息的方法主要有市场调研、小组讨论、问卷调
查、售后反馈等，如企业通过市场部相关人员的分析，总结出当

前使用者的意见和市场的情况；通过小组讨论和问卷调查的方

式了解消费者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而个人在作某项决定

时，通常征求朋友和家人的意见。但是采用这样的方式，企业

有可能会丢失一大批的潜在消费者，他们可能是对本产品或服

务具有深刻体会的人或者是有意向购买该种产品的用户；个人

也有可能得不到相关专业的建议而作出错误以致后悔的决定。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上的信息呈爆炸

式的增长，分布在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信息来源。Ｗｅｂ１．０［１］时代用户只能被动地接受门户网
站编辑处理后提供的信息，而随着 Ｗｅｂ２．０［２］的蓬勃发展，加
强了网站与用户之间的互动，网站内容基于用户提供，实现了

网站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交流。Ｗｅｂ２．０为人们获取信息、发表
意见和交流情感提供了新的渠道，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企业的

业务流程，而且对用户的思维模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

越来越多的用户喜欢在互联网（如博客和论坛）上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分享自己的经验，直接表达自己的各种情感，如喜、怒、

哀、乐、支持和反对等。这类信息与日俱增，潜在用户要想在很

短的时间内获得人们对于诸如人物、事件、产品、传媒等有价值

的评论信息，还是比较困难的。例如，对于产品的各种评价出

现在各大论坛、电子公告板以及门户网站上，厂商需要了解顾

客使用其产品的反馈意见，潜在的购买者也需要作出是否购买

某个产品的决定。如果采用人工方式对这些浩如烟渺的信息

进行查询、统计，显然是低效和不切实际的［３］。因此，利用计

算机帮助用户快速、完全地获取和整理这些相关的评价信息是

当务之急。

情感分析是数据挖掘的一个新兴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

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

注。所谓情感分析，王洪伟等人［４］认为是对用户发表在 Ｗｅｂ
上的评论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出隐含在其中的情感信息，并发

现用户情感演变的规律；赵妍妍等人［５］认为情感分析又称做

意见挖掘，简而言之，是对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

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情感分析涉及到多项有难度但

非常有挑战性的研究任务，本文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情感

分析归纳为两项研究任务，即信息抽取及情感倾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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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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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分析定义

简而言之，情感分析又称做评论挖掘或意见挖掘，它是数

据挖掘和计算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对网上各种新闻资

源、社会媒体评论和其他用户生成内容进行提取、分析、处理、

归纳和推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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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分析的划分

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与日俱增，蕴藏着巨大的带有情感

色彩的信息量。按照处理文本的粒度不同，情感分析可以分为

词语级、短语级、句子级和篇章级等几个研究层次［６］；按照处

理文本的类型不同，可以分为基于舆情的情感分析和基于商品

评论的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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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信息的组成

根据Ｋｉｍ等人［７］对意见的定义，意见由主题（ｔｏｐｉ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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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者（ｈｏｌｄｅｒ）、陈述（ｃｌａｉｍ）和情感（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四元素组成，
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即意见持有者针对某主题发表具

有主观色彩的观点，情感分析就是挖掘主题、观点持有者、陈述

和情感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不久前买了 ××相机，它
的电池寿命很长，但价格也很高。”，此例中一共包含三句话：

第一句是客观性语句，仅仅陈述购买相机的事实；第二、三句是

包含个人评论的主观性语句，它们评论的主题分别是“电池寿

命”和“价格”，意见持有者是作者本人，陈述过程中所表达的

情感分别是“长”和“高”，前者反映的是积极的情感，后者则属

于消极的态度。因此，一般来说情感分析包括主题抽取、意见

持有者识别、陈述选择和情感分析四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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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模型构建

主题是被评论的目标实体，它可以是产品、服务、个人、组

织或事件。一个对象可以由多个部分或属性组成，这里称之为

特征，如某一品牌的手机是一对象，它的组件像电池对象 Ｏ可
以用有限的特征来表示，记为 Ｆ＝｛ｆ１，ｆ２，…，ｆｎ｝，对象自身也
是特征。集合 Ｆ中的每个特征 ｆｉ可以用集合 Ｗｉ＝｛ｗｉ１，
ｗｉ２，…，ｗｉｍ｝中的某一特征同义词进行描述。

假设主观性文档ｄ中观点持有者集合为 Ｈ＝｛ｈ１，ｈ２，…，
ｈｐ｝，对象集合为 Ｏ＝｛ｏ１，ｏ２，…，ｏｒ｝，每一对象 ｏｊ的特征集为
Ｆｊ＝｛ｆｊ１，ｆｊ２，…，ｆｊｑ｝，对象 ｏｊ的观点事实上就是关于对象 ｏｊ的
特征集Ｆｊ＝｛ｆｊ１，ｆｊ２，…，ｆｊｑ｝的描述。一般情况下，观点可以分
为直接观点和相对观点两类。直接观点是一个五元组（ｏｊ，ｆｊｋ，
ｏｏｉｊｋｌ，ｈｉ，ｔｌ）。其中：ｏｊ是一个对象；ｆｊｋ是对象 ｏｊ的第 ｋ个特征；
ｈｉ是观点持有者；ｔｌ是观点持有者 ｈｉ针对特征 ｆｊｋ发表个人看
法的时间；ｏｏｉｊｋｌ表示观点倾向，可以是积极、消极或中立的。与
直接观点相比，相对观点并没有直接去评价一个对象的好与坏，

而是借助一个或多个对象作为参照，如“电影院 Ｘ比电影院 Ｙ
好”这句话并没有明确表达电影院的优劣，仅仅传达的是与电影

院Ｙ相比，电影院Ｘ更好，与电影院Ｘ相比，电影院Ｙ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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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分析系统的基本框架

图１描述了情感分析的基本框架。ａ）从网络上获取原素
材，它可以是词语、句子或者整篇文章，为了提高分类的精度，

可以先进行主客观信息的分类，将待分析文本中的主观信息和

客观信息进行分离，但就目前的技术来说，主客观的识别比情

感分析更有难度；ｂ）对包含主观色彩的文本进行语言层面、技
术层面分析以及情感倾向性分析，得出情感分析的结果；ｃ）将
结果应用于互联网中的市场预测、大众评论、信息预测等相关

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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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情感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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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抽取

#


"


"

　主题抽取
主题抽取主要是识别主题术语和领域相关的本体概

念［８］。主题主要分为显式主题和隐式主题，相对应的主题抽

取自然可以分为显式主题抽取和隐式主题抽取。相对来说，显

式主题抽取比隐式主题抽取简单。一般来说主要有三种方法：

ａ）根据短语结构的特点，ＩＢＭ公司的 Ｙｉ等人［９］根据名词短语

的组成和位置特点，采用相似性测试方法确定主题，这种方法

虽然有效，却不能很好地解决主题术语的覆盖性问题；ｂ）根据
候选主题的同现与上下文指标符，Ｈｕ等人［１０］根据主题和一些

指标词的共现特征来识别常现和非常现的主题术语，Ｐｏｐｅｓｃｕ

等人［１１］采用点互信息（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ｅ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ＭＩ）方
法获取候选主题术语；ｃ）根据查找术语词典来确定主题词汇，
这种策略相对比较简单，识别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术语词典的质

量（如术语的覆盖面）。

隐式的主题也是常见的，如“这栋楼没有电梯，我觉得爬

楼很累，心情不好。”，第一句是客观的陈述，而第二、三句则是

主观性的表达。由此可以知道主题是隐式的。目前，隐式主题

抽取的研究比较少，Ｓｕ等人［１２］提出构建一个意见词和相应属

性的关联集合，用以通过给定的意见词推断属性，而属性和意

见词的相关性通过共现信息获得。仇光等人［１３］在 Ｓｕ的基础
上提出一种基于正则化思想的新主题建模框架，基本思想为：

若两条评论在意见词的使用模式上相似，则它们评论相同的产

品属性的概率越高。实验证明，正则化主题模型较传统的主题

模型算法有更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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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的选择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本文引入文献［３］中关于帕萨特

汽车的一段评论。

例１　引用专家评论：“长期以来帕萨特是大众汽车中最
好看的车型之一，它的内部非常精致。它在美国交易艰难的中

型私家车市场上一直是持续最畅销的德国汽车。这款汽车装

备了新的悬挂。停车距离合适，但刹车踏板太软。像以往一

样，新款式将吸引许多认为德国制造了最好汽车的美国人”。

众多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粗颗粒度陈述的研究，他们认为一

个文档或一个语句就是一个陈述。如在例１中，许多研究者将
整个文档作为一个陈述，其主题是“２００７年大众帕萨特”。另
一种类似的方法是为每个句子分析出一个极性，然后句中所有

的主题共享句子的极性。如语句“长期以来帕萨特是大众汽

车中最好看的车型之一，它的内部非常精致。”中，主题“帕萨

特”和“内部”共享积极的情感。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如

“停车距离合适，但刹车踏板太软。”这句中，主题“停车距离”

和“刹车踏板”具有不同的情感极性。

由于粗颗粒度陈述的研究做法过于粗糙，准确性低，为此，

一些研究者采用更为细颗粒度的研究方法，主要从关系抽取的

角度来界定主题和陈述的关系。有些研究人员提出通过某些

具有意见暗示信息的词组或句子作为陈述。Ｗｉｌｓｏｎ等人［１４］首

次在短语层进行主观性分析研究，他们根据２８个混合特征训
练出一个ＢｏｏｓＴｅｘｔｅｒ分类器。实验结果证明了ＢｏｏｓＴｅｘｔｅｒ分类
器在细颗粒度主观性分析任务中能取得较好的成果。由于句

子中的主题词和极性词可以是一对多或多对多的情况，为此，

李林琳提出了基于映射规则的陈述识别方法，其基本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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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注语料的句法树投影获取主题词和陈述触发词的对应规

则，规则匹配基于规则在正例集合以及反例集合中的出现频

率。对于无法匹配的未知规则，该文采用贝叶斯假设对训练数

据的规则泛化，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规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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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词语的抽取及极性判断
评价词语又称为极性词，是指带有情感倾向性的词语。评

价词语在情感文本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基于前人大量的研究工

作，评价词语的抽取和判别往往是一个一体化的工作，主要分

为基于语料库和基于词典两种方法［１５］。

基于语料库的评价词语抽取和判别主要是利用大语料库

的统计特性，观察一些现象来挖掘语料库中的评价词语并判断

极性。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简单易行；缺点则在于可以利

用的评论语料库有限，同时评价词语在大语料库中的分布等现

象并不容易归纳。

基于词典的评价词语抽取及极性判别主要是使用词典中

词语之间的词义联系来挖掘评价词。此方法的难度较大，因为

词典的更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词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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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持有者抽取
观点持有者抽取的目的主要在于辨别情感文本的意见主

体。例如，对美国总统在职期间的满意度调查，需要甄别出哪

一部分群体持支持的态度，哪一部分群体是持反对的态度。

观点持有者一般是由命名实体（如人名或机构名）组成，

因此可以借助于命名实体识别技术来获取观点持有者［１６］。类

似于词典分析法，此方法较为依赖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技术，

有较低的语言覆盖现象和较差的领域适应性。也有人将观点

持有者的抽取定义为分类任务，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分类器和

特征的选取。如Ｃｈｏｉ等人［１７］将其看做一个序列标注问题，使

用ＣＲ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模型融合选取的各类特征以
抽取观点持有者。

观点持有者通常是与观点同时出现的，因此可以将观点和

观点持有者的识别作为一个任务同时解决。

#


#

　情感倾向性分析

情感倾向性分析主要是分析主观性文本、句子或者短语的

褒义或贬义，即判别它们的极性。下面将从三个层面介绍目前

的研究状况。

１）词汇、短语层　词汇、短语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词
语或者短语的语义倾向性。李钝等人［１８］采用情感倾向定义

权重优先的计算方法获得短语中各词的语义倾向度，然后分析

短语中各词组合方式的特点，提出中心词概念来对各词的倾向

性进行计算，以识别短语的倾向性和倾向强度。Ｋｉｍ等人［１６］

首先手工收集了一些褒义和贬义的词汇，然后借助ＷｏｒｄＮｅｔ同
义词扩展这个集合；通过对词语同义词组在原始褒义词集合和

贬义词集合的对比，计算词语的褒贬置信度，最后根据阈值判

断词语极性。与之相似的有 Ｈｕ等人［１９］认为形容词与句子的

主观性有密切关系，他们把所有的形容词作为意见词汇，然后

进一步判断极性。

２）句子层　刘康等人［２０］在基于单层模型的句子褒贬度分

类方法中针对标记冗余引起的分类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基

于层叠 ＣＲＦｓ模型的句子褒贬度分析方法。他们利用多个
ＣＲＦｓ模型从粗到细分步地判断句子的褒贬类别以及褒贬强
度，该方法在识别句子褒贬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句子褒贬度判

别的准确性。王根等人［２１］提出一种基于多重冗余标记 ＣＲＦｓ
的句子情感分析方法，它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有序标记的分类问

题，而且在保证情感分析中各子任务能够使用不同特征的前提

下，将情感分析中的主客观分类、褒贬分类和褒贬强弱分类任

务统一在一个模型中，在多个子任务上寻求联合最优，制约分

步完成时误差的传播。在句子层面倾向性分析过程中，否定词

的识别对句子倾向性分析研究非常重要。对于否定结构，目前

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ａ）忽略句中的否定词来判断句子的
极性，然后取相反的情感计算结果；ｂ）将否定结构编码到文本
特征中，形成新的项［２１］。

３）文本层　文本层面的观点倾向性分析基于两个条件假
设：每个文本只有一个主题；各个文本的主题都是已知的。

Ｐａｎｇ等人［２２］实验了几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对电影评论进行分

类，他们指出机器学习方法比基于人工标注特征的方法更有

效，并认为文本的观点倾向性分析可以看做是基于主题的文本

分类问题。Ｔｓｏｕ等人［２３］利用手工的方法对一些评价公众人物

的文档打分，并标注出其中的意见倾向词汇和短语；标注结果

中发现暗示文本强度等级的三个参数，即 ｓｐｒｅａ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最后通过实验证明了 ｓｐｒｅａｄ参数能很好地拟
合手工标注的极性等级曲线。

%

　情感分析的应用

１）市场分析与决策　由于社会媒体内容在网络上爆炸式增
长，人们在作某项决定之前已不再局限于询问朋友或家人的意见，

企业也不再通过问卷调查或小组讨论方式获取消费者需求。

Ｍｏｒｉｎａｇａ等人［２４］开发了 ＲＳ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系
统，主要是对目标产品进行声誉分析。它根据用户指定的产品

名称，从互联网上搜索相关意见，并标志出每个意见的极性和

可能性，对同一类别产品的用户评论进行比较，并用图形化的

方式显示用户对不同产品的偏好，以促进生产商更好地改进产

品，满足用户需求，提高自身竞争力。

２）大众评论研究　Ｔｏｎｇ［２５］提出了一种情感时间线的检测
跟踪系统，该系统主要是跟踪关于电影的在线讨论，将正面／负
面的意见留言数量通过情感时间线的曲线图方式展现出来。

Ｌｉｕ等人［２６］开发了产品反馈系统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对顾客在网
络上的评论进行分析处理，提取产品的特征及客户的评价，并

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显示结果。用户只需告诉系统想要比较的

产品是什么，系统会自动地完成上述工作，以便用户作出最终

的决策。

,

　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中文文本的表达形式多样，没有统一的规范，缺乏汉语文

本意见挖掘方法的系统性研究，也很难找到汉语挖掘商用系

统，整个工作大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上，概述了目前情感分析存在的一些问题：

ａ）缺乏实验语料和平台。目前公开发布并具有影响力的
实验平台几乎没有，用于实验的公共语料库也很少。宋鸿彦等

人［２７］构建了汉语意见型主观性文本标注语料库，他们深度标

注了主观性文本的词性、句法、语义和意见元素等信息，但整个

工作还不成熟，语料库的规模很有限。

ｂ）无论是使用监督学习方法还是非监督学习的方法，大
多数研究者仅仅局限在利用观点词、短语和语法信息鉴别观点

词和短语的极性，而忽视了词语所在的语境的影响。在不同的

领域甚至在相同的领域，同样的单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达

出不同的观点，如“手机电池寿命长”与“手机摄像头聚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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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这两句都有单词“长“，然而表达出的观点却是相反的，前

者是对电池寿命的肯定、积极的观点，而后者是对摄像头的否

定、消极的观点。

ｃ）主观性文本在书写时具有随意性、口语化，甚至会频繁
出现非规范的网络用语，遣词造句没有约束。如“你这人真

ＢＴ！”，这里“ＢＴ”是决定这句话情感倾向的关键。因此，仅仅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主观性文本进行研究还不够，不断涌现的网

络用词给情感分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ｄ）除了情感词汇之外，句中用于说明程度变化的“增加”
“减少”“消失”之类的动词也会对褒贬情感产生很大影响。如

“服用这种药物后，我的疼痛消失了”，“疼痛”本是消极的观点

词，然而服用药物后疼痛消失，说明药物的效果理想，因此，这

句是对药物效果的积极评价。又如“这种药物大大降低了我

的疼痛”，同样也是对药物效果的积极评价。此外，在论坛文

化中，有些褒义词开始往贬义方向发展，如“您真有才啊”等，

表面上看似褒义，实际上却是反话。

ｅ）汉语文本意见挖掘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徐琳宏等人［２８］

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理解的识别机制自动识别语义倾向，通过

计算文本中词汇与 ＨｏｗＮｅｔ中已标注褒贬性词汇间的相似度
获取词汇的语义倾向；然后从中选择出倾向性明显的词汇作为

特征词，用决策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分析文本的褒贬性；最后采

用否定规则匹配文中的语义否定以提高分类效果。尽管如此，

从分词单位的定义，到歧义消解、未登录词识别，都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尤其对于多粒度的文本信息，还没有有效的模型将

不同粒度信息进行融合。

-

　结束语

本文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中文文本情感分析进行了综

述，主要包括情感分析的基本概念、情感信息的组成、观点模型

构建、情感分析的基本流程及情感分析的研究现状。情感分析

的研究现状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分别是文本层、词汇短语层

和句子层。虽然相关的研究刚刚起步，但情感分析已经成为新

兴的研究领域。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借鉴，主要有文本

挖掘、自然语言处理、Ｗｅｂ挖掘等方法与技术。由于研究的时
间较短，很多技术和方法不够成熟，本文在经过充分的调研和

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目前情感分析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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