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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权值算法的中文情感分析系统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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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对语句结构进行划分、对语句表达的内容进行判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基于权值
的计算算法，在完善中文分词的基础上对语句进行情感分析。首先利用中文分词算法对句式结构进行分割，然

后依据词性对词库进行扩展，词库对句式中干扰词汇进行过滤，最后利用全新的权值计算算法对语句情感进行

准确分析。经有效测试结果表明，情感分析准确率较高，并广泛适用于网络舆情分析等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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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如何从海量文本信息中提取出关键、有价值的文本信息为

人们所用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由于中文文本的特殊性，不能

像英语等语言可以利用空格作为切词断点进行高效准确的分

词，因此对中文分词的准确与否也将影响对内容进行情感分析

的结果正确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中文情感分析的研

究价值就体现了出来，能够对中文语句段落进行情感分析将会

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例如，中文情感分析就能帮助网络舆情监

控系统的开发。或支持或反对、或理性或感性、或热情参与或

冷眼旁观。总而言之，人们大相径庭的态度对事件的后续发展

与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态度的收集与分析可以

极大地帮助企业或者个人把握社会的动态，以利用这些数据帮

助领导者进行决策［１］。因此可以看出中文情感分析的应用价

值是十分可观的。

然而目前此方向研究领域中，很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放在某

些专业领域内容中文情感分析的研究和实现。例如，目前市面

上存在成型的系统是专门用于分析新闻领域。对特定领域进

行情感分析的方法大多采用贝叶斯分类算法进行。贝叶斯是

一种基于概率的学习算法，能够用来计算显式的假设概率，它

基于假设的先验概率，给定假设下观察到不同数据的概率以及

观察到的数据本身［２，３］。因此，需要有极大且准确的包含领域

主体词的训练集作为支撑，产出相应领域内容的贝叶斯分类

器，以进行领域内的中文文本情感分析。所以，在面对纷繁复

杂的网络评论内容时，此算法就不能够适用了。因此，基于对

此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权值的中文情感分析

算法，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应用于多领域的情感分析，增强其普

遍应用价值。

本文所介绍的是利用词典以及句式词库自动化分析中文

句式的特殊结构以及情感倾向词，并配合权值算法来代替传统

人工判别或仅仅利用简单的统计方法进行网络舆情监控中文

情感分析，有效提高了在普遍意义的网络环境中文情感分析的

效率以及准确度。

为了更加适应网络评论内容的广泛性和通用性，本算法放

弃使用需要大量训练数据的贝叶斯分类算法来进行情感分析

计算，而是精炼出中文语言的特点，采用了针对中文分词结果、

中文特殊句式以及句子主张词的判断的中文情感权值算法来

进行情感倾向值计算，使得利用该算法的文本分析系统在对通

用领域的判别上更加准确［４］。

"

　中文分词分析与研究

智能化分析中文语言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汉语虽然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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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套语法结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如何进行分词，句子的句

式影响，又会因为场景的不同而改变，所以想要相对准确地进

行中文情感分析，就需要有准确的分词方法作支撑。而本系统

采用的中文分词算法，是对中国科学院分词算法的改进。首先

精简了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到的词汇，并将主语词提取

出来，以判断句子所表达的情感是不是由语句作者所提出的；

除此之外，系统还将主张词汇加入词库之中，以明确主张词与

情感词的分离；最后，系统将一些由单个词汇组成的组合词添

加到了词库之内。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明确公众主张，又能

准确地分割句子结构，使得语句的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正确匹

配［５］。为了能尽早测试算法准确度，以上工作目前仅由人工

手动调整。

首先分割主语词。网络评论的特点在于人们的言论以电

子化的文档形式存在，而非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这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要确定语句所表达的情感是否真实来源于语句作者

本人［６］。如果在句子中出现了一些“他说”“ＸＸ曾经说”这样
的词汇，就很难确定语句的情感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引用自

原文作者。在本系统当中，有一个主语词词库，要被分析的句

子会首先被放入主语词词库进行筛选，将与作者无关的词过滤

掉以增加准确率［７］。

除此之外，系统还涉及到过滤主张词。主张词的作用更多

的是引出后文，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态度或情感，而其本身是没

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因此这些主张词对情感分析是没有任何帮

助的。系统根据大量的资料，人工将频繁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主张词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建立了相应的主张词词库。

第三个基础词汇部分是副词。普通的副词已经在以前的

分词算法中有所体现，在此不作赘述。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笔

者所在团队开发的分析系统着重考虑了一些组合副词，这些词

通常是由一些基础的副词或者形容词组成，这些基础词汇通常

具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例如对 “不得不”进行分词（表１）。
表１　中国科学院分词结果

Ｉｎｐｕｔ 不得不

Ｏｕｔｐｕｔ 不得 不

　　通常情况下，以分词结果的词义进行情感分析时，结果会
将两词分别当成表发负面情感的词汇。但是实际上，“不得

不”表达的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情感，而要取决于它之后的情感

词汇。比如“我不得不承认，这场演出无与伦比。”这里的主情

感词汇是“无与伦比”，而“不得不”并没有否定这种情感。再

比如“我不得不承认，这场演出彻彻底底失败了。”这句话的主

情感词是失败，很明显的负面词汇，而“不得不”也是加强了这

种否定的语气。因此，通过添加组合副词扩大词库，可以有效

地避免因为这类词汇所造成的误差。

!

　句式结构的分析与研究

在进行完中文分词操作之后，句子已经被分割成很多不同

的部分，而对情感分析造成干扰的无关项也已经被有效地过滤

掉了。按照以往的经验，下面就可以对语句进行情感分析了。

但是同时以往的教训也预示着，如果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进行情

感分析，结果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有时偏差甚至可能达到

３０％。经过分析与研究，笔者团队达成了共识，误差主要是因
为旧有系统缺乏对中文句式的分析，而盲目地对分词结果进行

情感分析。实际上，不仅仅是中文语句，所有的语句都存在句

子结构，如何能够彻底地分解句子结构，找出真正为语句情感

作出贡献的成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情感分析准确

率的重中之重。经过大量的调查与总结，以下句式对于情感分

析有着比较明显的意义［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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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复句

并列复句、递进复句这两种句式在情感分析过程中起到的

作用是一致的，可以被归类为加感情词汇的情感程度。对于并

列复句，通常是以Ａ＋Ｂ的形式出现。Ａ、Ｂ两个复句之间所描
述的事物本身就是处于同样的地位，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顺承或

是相互否认的关系，因此可以将 Ａ、Ｂ两个复句的情感程度进
行叠加。而对于递进复句，句式一般为 Ａ＋Ａ＋，即后半复句所
表达的事物通常是对第一复句事物更详细地描述，而在表达情

感时，第二复句所蕴涵的情感要比第一复句更加深刻和强烈，

因此在进行情感分析这两种句式的句子时，可以两个复句中的

情感进行叠加，以得到整句的情感色彩［９］。

添加入词库的，常见的表达并列关系的连接词有“和”

“跟”“与”“一边……一边……”“又……又……”“先……

再……”“既……又……”“并且……”等。

添加入词库的，常见的表达递进关系的连接词有

“更……”“甚至……”“不但……而且……”“何况……”“不

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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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正复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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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复句
转折句的句式结构可以表达为 Ａ…转折词 Ｂ…。转折复

句是句子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句式，无论前文如何强调事

物的特点或是表达强烈的情感，都会被转折词所否定，因此

在分析时需要尤其注意的是转折词的捕捉［１０］。当系统在进

行分词之后会重新遍历等待分析的语句，一旦捕捉到转折

词，系统就会自动将该词语之前已经分析过的句子的情感取

反，直接得到该句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同理，如果在某一

个段落中间，系统捕捉到了转折词汇，转折词之前的段落情

感将被直接取反。经过大量的测试，这种判断方法的误差保

持在３％～５％之内，极大地简化了情感分析的过程，有效地
提高了算法的效率。

添加入词库的、常见的表达转折关系的连词有“却”“但

是”“然而”“而”“反而”“偏偏”“只是”“不过”“至于”“不料”

“岂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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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复句、因果复句
目的复句和因果复句的情感一般只出现在多个复句中的

其中一部分，而其他部分则是为叙述这种事物、表达这种情

感所做的铺垫。因此与转折句式不同的是，在分析目的复句

和因果复句时，在捕捉到相关连词之后，系统需要抛弃之前

语句的态度，而重点分析该连词之后出现的情感词的色

彩［１１］。虽然在表达目的与结果之前，句子可能会叠加很多情

感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最终看法

所存在，因此可以看做是一种铺垫，而没有实际的意义。直

接准确地捕捉到目的词汇后面的情感词汇，大大提高了分析

的准确程度［１２］。

添加入词库的，常见的表达目的关系的连词有“以”“以

便”“为了”“使得”等。

添加入词库的，常见的表达因果关系的连词有“原来”“由

于”“因此”“（之）所以”“以致”“是故”“因为”“于是”“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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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步复句
让步复句的感情色彩也是取决于让步连词之后的复句，对

于句子本身来说，单独将让步句式分为一类意义并不大，但是对

于一个段落，让步复句的存在对于情感色彩的强烈程度却有着

很大的影响。因为系统使用的情感分析算法采用的是权值叠加

的算法，对于其他句式而言，确定了某些感情词的色彩和程度之

后，系统就可以进行叠加了。然而对于让步句式，在情感程度出

现之后，因为句式的缘故，程度将会有所削弱，而这是其他句式

所不具有的特点。因此，在利用分词进行句式判断之后，在情感

分析让步句式时，系统会自动在情感程度上有所降低。

添加入词库的，常见的表达让步关系的连词有“就算”“哪

怕”“即使”“纵然”“无论”“尽管”等。

$

　情感分析的研究与改进

改进后的中文分词算法已经为情感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系统需要做的就是给强烈程度不同的情感词赋予以不同

的权值，然后再利用算法进行权值的加和［１３］。

$


"

　为不同情感词赋值

汉语中不同词语在表达情感上会有不同的情感强烈程度，

为此需要人工为词库中的感情词按情感强烈程度添加权值，以

便区分情感等级。

例如“高兴”“欢呼雀跃”“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它们的

权值分别为＋１、＋３、＋３、＋５。“高兴”表达的是正面情感，因
此用“＋”来表示，但是又因为“高兴”只是很轻微地表达了情
感，因此权值仅为１。同理，对于表达负面情感的词汇，首先权
值为负值，其次按照情感的强烈程度赋值。

$


#

　权值计算

本文所采用的权值计算方法是对加权平均算法的改善，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与情感分析相匹配。改善过后的加权平均算

法公式为

Ｅ＝
∑ＮＰ
ｉ＝１
ｗｐｉ＋∑Ｎｎｊ＝１ｗｐｊ
Ｎｐ＋Ｎｎ

（１）

其中：ＮＰ、Ｎｎ分别代表表达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的词汇数目；
ｗｐｉ、ｗｐｊ分别代表正面情感词汇和负面情感词汇的权值（含
符号）。

首先，在进行情感分析时要考虑到不同类型词汇数量对于

句子的影响。对于一般句式来说，包含负面情感词多的句子一

般会表达比较负面的情绪，而当正面情感词占据句子的主体地

位时，句子的情感一般都是偏于正面的，因此情感词的数量有较

大影响。其次，感情词的强烈程度及权值会与情感词数量共同

作用，因为即使某类情感词出现的次数很多，它们的作用也会因

为一些相反情感词的权值较大而失去其功效。综合了这两种考

虑，用式（１）来计算整句话的情感是比较客观且全面的。

%

　其他改进

除了以上对于算法的改进，本文还对中国科学院分词词库

进行了扩充。由于本文阐述的系统重点分析的是互联网上主

流论坛、贴吧中网民留言的感情与态度，在扩充词库时，主要考

虑的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因此本文利用了搜狗输入法所提供

的网络热词库，如“顶”“赞”等类似词汇，使得系统更加与时

俱进。

&

　实验结果

为了能展现整个分析过程，采用例句１“我不是不想顶你，
只是对我也没好处。”和例句２“我无所谓，但这样做道德败
坏，不值得提倡的。”作为分析说明。

第一步进行中文分词处理。例句１和２的处理结果如表
２所示。

表２　例句１和２中文分词结果

例句１
Ｉｎｐｕｔ 我不是不想顶你，只是对我也没好处。

Ｏｕｔｐｕｔ 我 不是不 想 顶 你，只是 对 我 也 没好处。

例句２
Ｉｎｐｕｔ 我无所谓，但这样做道德败坏，不值得提倡的。

Ｏｕｔｐｕｔ 我 无所谓，但 这样 做 道德 败坏，不值得 提倡 的。

　　第二步则是对其进行中文情感分析计算。为了能够清楚
说明分析过程，只对例句１进行分析，例句２不再赘述，分析结
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例句１中文情感分析步骤

步骤 处理结果

１）句式分析 只是→转折词汇

２）有用词汇 对　我　也　没好处

３）停用词 对　　　　也

４）主张词 我

５）可计算词汇 没好处

６）分析结果 ｏｐｐｏｓｅ

７）转折词前分析 依据步骤２）～５）分析可得结果ｓｕｐｐｏｒｔ

８）取反 将转折词前分析取反得ｏｐｐｏｓｅ

９）比对 步骤６）结果与步骤８）结果相同

１０）结果 本句为ｏｐｐｏｓｅ

　　通过对所输入的例句１进行以上逻辑步骤的分析和处理，
将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其内容的情感倾向性，遂将例句２也放
入本系统进行中文情感分析，其结果同样为ｏｐｐｏｓｅ。Ｏｐｐｏｓｅ的
意思是：此句话的中文情感分析结果为反对态度。针对例句１
和２的系统测试情感分析结果如图１所示。

,

　结束语

本文采用的是基于中文分词、分析语句结构与权值计算的

方法来判断语句的情感。在实际的操作方面，使用了中国科学

院的分词算法，对大量无用实体词进行了筛选，并且加入了最

新流行词汇，尽可能地使得网络舆情分析准确和快速。

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有：

ａ）改进分词算法，进一步提高分词速度，提高系统效率。
ｂ）改进语句中连词与词库的匹配算法，提高匹配效率。
ｃ）继续扩充词库，使得系统可以与搜狗词库同步，扩大词

汇量。

ｄ）在权值的分配上更加合理，精化权值算法，使情感程度
的权值计算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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