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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颗粒度观点挖掘中的观点句识别

与要素抽取研究综述*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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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细颗粒度观点挖掘需要解决观点句识别、要素抽取等关键问题。论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归纳现有观点句识别方法并找出影响识别率的原因，分析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的两类方法进行要素抽取的优势

和不足。研究发现，机器学习方法或人工和机器相结合的方法是要素识别研究的基本趋势，观点本体和观点表

达语言规律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应用领域有待扩展，观点抽取结果挖掘需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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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上的文本数量

激增，其中含有大量评论。公司和政府等组织也开始利

用这些评论挖掘人们的意见和情感倾向，用以支持决

策。观点挖掘是人们针对某个实体及其特征发表的意

见、态度、情感的挖掘和分析[1]。观点挖掘也称意见挖

掘、态度挖掘或评论挖掘。如果进一步对挖掘出的观点

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可以称为情感计算或文本倾向性

分析。观点挖掘的自动化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与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机器学习、知识组织和知

识服务等均有一定的相关性。

按照观点挖掘的颗粒度可以将其分为篇章级别、

句子级别和要素级别（aspect-based）的观点挖掘。篇

章级别的观点挖掘认为一篇文档（如一条微博或一条

商品评论）是一个基本信息单位，假定一个篇章表达了

一个总体的意见。句子级别的观点挖掘把一个句子作

为一个基本信息单位，假定一个句子表达一条意见。尽

管篇章级别和句子级别的文本挖掘在很多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但是对文本观察可以看出，一个总体上表达

肯定态度的文章并不意味着对事物的每一个方面都是

肯定的。为了获得更精确的观点挖掘结果，需要更细粒

度的观点挖掘，即要素级别的观点挖掘。

实现要素级的观点挖掘，需要解决观点句识别、要

素抽取和情感分析等若干关键问题。情感分析的研究

较早，成果较丰富，相关介绍也比较多。观点句识别和

要素抽取是新的研究热点。根据第五届中文汉语倾向

性评测会议（Chinese Opinion Analysis Evaluation, 
COAE）的测评结果，对非限定领域的微博中观点句和

要素抽取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均不理想，低于50%[2]。因

此，本文主要介绍观点句识别和要素抽取的主要技术

和研究进展，希望有助于汉语文本观点挖掘的研究。

1 观点及要素的定义

观点（opinion）是人们对事物、人物、事件等的意

见。观点的形式化定义常用四元组、五元组和六元组。

Kim和Hovy使用四元组定义观点，观点由四个元素组

成：主题（topic）、持有者（holder）、陈述（claim）、情

感（sentiment）[3]。一条观点就是某人（holder）对某个

主题（topic）发表了一段含有特定情感（sentiment）的

陈述（claim）。Liu Bing和Zhang Lei提出观点模型的

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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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组定义[4]：观点（实体entity，要素aspect，意见倾

向opinion orientation，持有者holder，时间time）。Liu 
Bing和Zhang Lei也提出六元组的定义[5]：观点（实体甲

entity1，实体乙entity2，要素aspect，对比表达式PE，意
见持有者holder，时间time）。六元组针对比较型的意

见表达，比如“三星手机的屏幕比苹果手机的更大”。

要素（aspect）又称为“特征”（feature），或译为“方

面”。在Liu Bing和Zhang Lei提出观点模型的五元组定义

中，要素是实体的部分和属性，也可以是实体本身；实体可

以是产品、服务、人、事件、组织、话题等等[4]。

观点挖掘的过程就是在文本中自动抽取这些元

素，其子任务主要有：观点句识别、实体抽取、要素抽

取、情感倾向判断和统计分析。

2 观点句识别方法

观点句是表达观点的句子。在篇幅较长的商品评

论或新闻报道中，或者在微博、论坛等情景下，用户

的观点与无关的陈述（如“我昨天刚买了一部苹果手

机”）、广告等混在一起，需要进行观点句识别。

现有的研究一般把观点句识别看做句子分类问

题，利用评价词或情感词词典、句法特征、上下文、主

题等资源，使用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

向量机）[6-10]、CRF（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条件

随机场）[7,11-12]、贝叶斯分类器、最大熵、决策树等分类

工具[13]进行分类。几种分类工具综合使用的效果略高

于仅使用单一工具[13-14]。

选用较多的观点句特征可以有效提高识别效果。

在对中文微博的观点句识别中，除了评价词外，加入语

气词、程度副词和词性结构等特征后，召回率显著提

高[15]。在各类特征中，评价词是重要的识别依据，因而

评价词词典或情感词词典对性能的影响比较大。丁晟

春、赵洁等利用Hownet[11]、网络新词挖掘方法[9]对评

价词词典进行扩充，以改善观点句的识别效果。 
比较句是一类特殊的观点句。宋锐等针对比较句

这一类型，通过构建中文比较模式库以实现中文比较

句的自动识别，选取比较主体、比较客体及其上下文的

词、词性、位置、语义等特征以及领域知识，利用条件

随机场模型进行中文比较关系抽取[16]。

客观句也可以表达观点。观点句并不一定包含评

价词和情感词。一些句子虽然表达某种客观事实，但

隐含了评价和情感倾向。例如“这家酒店在外环路以

外”，隐含了对酒店位置偏远的评价。许延祥等按表达

功能把句子分为4种类型：客观句、主观句、混合句、组

织句，并且通过人工标注后统计发现，36%的观点通过

客观句表达[17]。客观句中通常没有评价词和情感词，成

为识别观点句的难点。这也是观点句识别召回率较低

的重要原因。

3 要素抽取方法

实体和要素抽取任务与传统的信息抽取任务很相

似，但也有很大不同。传统的信息抽取一般从格式较为

固定的文本中抽取，如新闻、科技报告等等。但是目前

的观点挖掘大多处理互联网上的格式自由的文本，如

博客、商品评论等。这类文本通常短小，无固定行文格

式，语法灵活，用词新颖，而且混杂很多无关的内容。一

般而言，要素抽取可以分解为三个子任务：一是确定要

素集合；二是从待分析文本中抽取要素表达式；三是对

要素或要素表达式进行分类、排序等处理。

3.1 确定要素集合

要素集合是实体所有要素的集合，或称要素词典、

特征词典。要素集合并非是所有要素表达式的集合。

确定要素的方法有三类：一是人工发现和归纳，

二是机器自动识别，三是人工归纳和机器发现相结合。

研究表明，一些实体的要素是有限的，比如产品评论的

要素通常就是组件、功能、服务；这些实体的要素（特

征）集合可以使用人工归纳的方法建立[17]。使用人工方

法准确率较高，其缺陷是费时费力。人工归纳出部分要

素后，也可以使用一些同义词典等语言资源进行扩充，

例如Bloomd等手工构建了一个要素库，从少量文本样

本中发现一些特征词，然后使用WordNet对特征词进

行扩展[18]。

机器自动识别方法把要素抽取视为聚类问题，借

用文本聚类算法，例如使用K-mean算法[19]或Apriori算
法[20]。实验表明使用聚类算法有效但不理想，优点是不

需要人工标注训练语料。另有一些算法利用了词性特

征和其他资源来进行判断，例如Li等使用百度搜索引

擎的搜索结果计算候选特征和实体之间的互信息，用

Rcut算法来评价候选特征的阈值[21]。该方法的优点是

人工干预较少，可以方便地更换实体或领域。

人工和机器相结合的方法可视为一种弱监督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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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方法，首先由人工给出一些规则或要素作为种

子，然后机器在语料中学习去发现新的要素。Hu和Liu
提出基于关联规则来抽取表达式[22]。该方法利用高频

次出现的要素和评价词的关联关系去发现低频次的要

素。Zhuang等使用该方法抽取了电影评论，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23]。Wang 等在该方法基础上引入了互信息

识别汉语产品评论中的特征词和评价词[24]。Zhang等
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更多语言规则来发现特

征[25]。Li等利用一个标记好的某领域的语料库去抽取

另一个新领域的特征[26]。Popescu和Etzioni利用名词

和鉴别短语(discriminator）的互信息(PMI，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来发现新特征，使用WordNet和
形态学特征发现实体的部分或属性[27]。人工和机器学

习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充分利用要素或特征词的使用频

次、句法特征、搭配关系等等特性，以较少的人工标注

语料，通过种子集和大量的易获取的未标注语料来获

得新要素。

汉语与英语的差异之一是没有形态学特征而且书

写不分词，汉语文本通常需要机器分词。机器分词的

错误会给汉语要素抽取带来负面影响。如果要素是复

合词或未登录词（机器分词词表中没有的词），那么

分词后的文本一般会被切分成连续的词语或单个汉字

（也称分词碎片），进而影响要素词识别。例如“该手

机的摄像头对焦速度很快”，分词后的文本是“该／手

机／的／摄像头／对焦／速度／很快”，“摄像头对焦速

度”这个要素被切分成了３个词，不容易被作为一个要

素识别出来。郑敏洁等提出一种层叠条件随机场的抽

取方法来解决该问题，准确率、召回率和F1值分别提升

1.62％、5.75％和4.17%[28]。

3.2 要素表达式的抽取方法

文本中对实体的评价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显性

的表达，如“这部电影的情节很有趣”；或者隐性的表

达，如“这是一部有趣的电影”或“手机很大”，其要素

“情节”和“尺寸”没有出现。对这两类表达，一般采

取不同的抽取策略。

3.2.1 显性表达式抽取方法

显性特征表达式的抽取方法可以分为基于语言规

则的理性主义方法和基于统计的经验主义方法。经验

主义方法主要使用隐马尔科夫、条件随机场等序列模型

（sequence model）和LDA等话题模型（topic model)。
理性主义的方法利用语言规则来构建抽取模板。

许延祥通过人工总结规则，构建了一个基于语言规则的

意见表达式抽取系统，意见挖掘准确度为85.81%，召回

率为39.08%[29]。

隐马尔科夫模型（HMM，Hidden Markov Model）
把词和短语视为观察序列，特征或观点表达式视为隐

藏状态。Jin等利用该方法从产品评论中抽取要素和要

素表达式[30-31]。隐马尔科夫模型的缺陷是能够利用的

语言特征比较有限。

条件随机场(CRF)可以引入更多的语言特征。Jakob
和Gurevych使用条件随机场模型抽取要素，利用了多

项语言学特征：词性、依存语法成分、词的距离[32]。Li等
还尝试使用条件随机场抽取联合短语、长句和复句中

的特征[33]。吕品等利用条件随机场实现中文产品评论

的方面级（即要素级颗粒度）观点挖掘，结果显示，用

CRF对中文评论进行要素级观点挖掘和对英文评论的

要素级观点挖掘的性能差异不大，优于词典化的隐马

尔可夫模型和关联规则挖掘方法[34]。张莉等把专家规

则和机器学习相结合，首先确定10种基本句法关系作为

语言学特征，然后利用CRF进行机器学习，最后用于评

价对象抽取[35]。王荣洋等在使用CRF模型时引入了语

义角色信息，如施事者、受事者等，对电影评论的实验

表明该方法能够提高抽取性能[36]。戴敏等引入更多句

法特征来训练CRF，性能也有小幅提升[37]。

话题模型（Topic Model）方法把特征视为文本中

潜藏的话题。大量研究在pLSA（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模型[38]和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39]的基础上进行参数调整或扩展，把

话题模型应用于要素抽取。Lu等使用pLSA对短文本进

行要素表达式的识别和聚类，把要素表达式定义为二

元组<首词，修饰语>（head team , modifier）[40]。LDA
模型参数少，可以避免被过度拟合训练文本。Wang等
使用LDA模型分两步处理两类不同的训练语料，首先

采集并标注电子商务网站上内容完整的专业评论作为

种子集来进行机器学习，然后根据得到的种子特征对

大量的用户评论进行聚类和训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1]。但Titov和Mcdonald发现某类产品的评论中每篇文

档都讨论同样的要素，使得一般的LDA模型准确率不

高，他们提出多粒度话题模型（Multi-grain LDA）弥补

该缺陷[42] 。Mcdonald等进一步改进了该模型，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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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到要素的映射问题[43]。目前已有一些研究使用LDA
模型处理汉语文本。李芳等使用LDA模型对中文文本

的汽车评论进行了评价主题（特征）挖掘，实验结果中

褒义句的正确率为76.2％，召回率为51.7％，而贬义句的

正确率为55.4％，召回率为38.2％[44]。话题模型易于理

解，便于计算，参数可以调节，具有较好的弹性。话题

模型的缺陷是很难识别低频次的要素，另外一个缺陷

是需要训练语料进行机器学习。

另外一些方法综合了规则和统计方法，或者利用

了本体、互联网等其他资源。例如Li等把要素抽取作

为浅层语义分析问题，对每个句子构建句法树（parse 
t ree），用以识别要素 [45]。Lu等利用了在线的本体库

Freebase来抽取要素表达式[46]。Ma和Wan利用向心

理论（Centering theory)[47]从汉语新闻评论中抽取观

点[48]。刘鸿宇等综合多种方法抽取评价对象，首先使

用句法分析结果获取候选评价对象，继而结合基于互

联网挖掘的PMI算法和名词剪枝算法对候选评价对象

进行筛选[49]。

3.2.2 隐性要素表达式的抽取

隐性要素表达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评价

词（sent i ment  word s）直接修饰实体，如“手机很

贵”，“这个宾馆的房间很脏”；另一种是陈述事实，如

“Iphone 6 plus不适合装进衣服口袋”。陈述事实的表

达方式很难抽取隐藏的要素，目前尚未看到相关研究。

对第一种方式，基本方法是寻找评价词和要素的对应

关系，对应方法有三种：词典法、分类法和聚类法。Fei
等使用基于词典的方法来解决形容词类的隐性要素问

题[50]。刘慧慧等把隐性要素表达式的挖掘视为评价词

的分类问题，选用词法和依存句法作为特征，用决策树

做训练分类器[51]。Hai等提出一个两阶段共现规则聚类

方法，首先挖掘评价词和显性表达式在训练语料中的

共现关系，然后对规则聚类以生成每个评价词与要素

的关联规则[52]。Su等提出一种迭代聚类方法，最终得

到关系最强的评价词和要素的映射关系[53]。

3.3 要素的归类问题

人们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类特征，使用上面

介绍的方法进行特征识别后，还需要对特征进行归类。

尽管可以使用同义词词典这样的语言学资源，但归类并

不是简单的合并同义词和近义词，因为确定两个词是不

是一类特征，是和领域相关的。在归类过程中，根据应

用的需求，还可以对要素排序或以树形结构整理要素

集合。

要素的归类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同义词词

典等语义资源；二是依据领域相关性强的本体；三是利

用聚类算法。Liu等[54]和Carenini等[55]都使用WordNet
做资源解决要素聚类问题，效果并不理想。Zhai等分别

使用半监督的算法和非监督的算法来对特征归类[56-57]，

两种算法都利用了同义词和近义词词典，后者利用了更

多的自然语言知识来发现有助于归类的上下文。Wei和
Gulla使用产品的本体知识归类产品的特征（要素）[58]。

冯淑芳和王素格构建了汽车评价本体知识库，可以用于

汽车评论的要素聚类和层次化组织[59]。Guo等提出多级

LSA模型来归类产品要素表达式，该方法首先把要素

表达式归类为话题集合，然后依据该话题集合的信息

和评论中的上下文信息用LDA模型对要素表达式再次

分类[60]。吕韶华等提出一种基于LDA模型的餐馆评论

排序方法[61]。计算相似性和相关性的常用算法也被应

用于要素聚类和排序，例如Yu等用计算语义距离的方

法来构建特征树[62]，Zhang等利用特征与评价词的相关

性和特征的出现频率来决定特征的重要程度[63]，Yu等
依据评论者的数量和特征对整条评论情感倾向的影响

程度来对特征排序[64]。

4 结语

在商业应用的驱动下，要素级观点挖掘成为研究

热点，然而目前抽取效果依然欠佳。观点句识别和要素

抽取等研究有以下不足：

一是对语言规律研究不够深入。观点挖掘的对象

是自然语言文本，但是目前从语言学角度对评论文本的

研究还不多，研究缺少大规模标注语料的支持。

二是对观点本体的研究不足，缺少可共享的要素

集合资源。特定实体的要素通常是个封闭集合，如果有

可共享的要素集合资源，研究者可以集中精力进行要素

表达式的挖掘。

三是观点挖掘的应用领域需要扩展。目前的应

用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和服务评论，服务于市场

营销领域，对公共政策、学术思想的观点挖掘研究仍

然较少。

四是在观点元组被挖掘后，如何统计分析观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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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的信息，实现抽取出的观点最大化利用，目前研究

有待深化。

从近年的研究可以发现，半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

成为研究趋势。客观句的识别和以陈述事实为表达方

式的隐性要素表达式抽取依然是非常有挑战的工作。

如果要提高观点挖掘的召回率，必须突破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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