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场景、新技术背景下领域知识组织与服务的创新——评《网络社区知识聚合与服务研究》  章成志

692023年第19卷第6期

领域知识组织与服务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核心

课题。近年来，有两个该课题的研究动态值得关注：其

一是其场景逐步向网络社区延伸，用户基于特定兴趣

或目标聚集于诸多网络社区并积累了大量领域知识资

源，由此突出了网络社区场景下知识资源组织和服务

的重要性。围绕这一问题，主要有“用户”和“资源”两

个角度的研究：前者侧重探索网络社区中用户行为特

点和影响因素，数量众多；后者侧重对网络社区中的知

识资源开展挖掘和重组，这类研究则相对不足。进一

步而言，“服务”层面研究更为欠缺。其二是随着以深

度学习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自然语言处理

算法模型在执行领域知识分析任务上不断取得突破，

领域知识组织方法逐步从传统的分类、聚类、标签标

引、主题分析方法深入到基于领域知识结构的方法，典

型的是在构建领域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开展知识组织。

基于以上两个研究动态，研究者开始探索网络社区场

景下的领域知识组织方法并开展知识服务。这既是在新场

景下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生俱来的知识组织优势的检

验，又是在新技术环境下优化传统知识组织方法、知识服

务模式的必然要求。《网络社区知识聚合与服务研究》一

书正是此方面的代表之作，是新场景、新技术背景下对领

域知识组织与服务的创新，该书有以下3个方面的特色。

1  网络社区新场景下知识组织理论的
深化

网络社区场景下的知识组织具有“面向用户”和

“基于用户”的双重要求，涉及词汇、文本、用户等多粒

度知识单元及其间多种类型的知识关联，因而对知识组

织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该书以领域知识分析为理论视

角，在开展网络社区知识聚合时，以词汇为核心知识单

元，在充分挖掘词汇语义及其语义关联的基础上，有效

关联网络社区中的用户、文本，并构建出相应的知识聚

合模式。为了落实这一核心目标，该书在理论上作了3个
方面的深化探索。

其一，在知识单元层次上，围绕词汇语义挖掘核

心目标，该书提出“词汇语义链”理论。根据词汇蕴含

的领域语义内涵，该书将词汇按链式结构划分为“词

语→领域术语→领域实体→领域概念”4个语义阶段，

并系统地归纳了领域知识分析视角下词汇语义阶段提升

所需的背景信息。“词汇语义链”理论很好地解决了当

前知识组织理论与实践中词汇对象的界定混淆问题。其

二，在知识关联层次上，该书提出并完整地论证了领域

多元概念关联体系融合理论。该书将领域知识关联归纳

为领域结构化概念关联体系和概念相似度体系，涵盖了

基于领域知识结构的知识组织体系和基于统计挖掘的

知识关联体系。该书论证了基于优势互补原则的领域多

元概念关联体系融合的可行性、主体选择问题和融合方

式。以此为基础，该书进一步探索网络社区中“领域实

体-主题-文档”和“用户-领域实体-资源”两种多粒度知

识关联体系。其三，在知识聚合模式层面，该书在挖掘网

络社区知识单元和知识关联的基础上，将传统的“领域

知识基于什么来聚合”问题进一步深化到“领域知识聚

合成什么形式”上。该书结合网络社区用户探索和利用

知识过程中用户、文本、词语的切换路径，以多元知识关

联体系为聚合依据，提出了包括分面式导航、知识元链

接、语义检索、潜在关联文本发现等的知识共聚模式。

2  围绕领域泛化能力提升的知识组织
技术优化

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快速

发展，以领域实体识别和实体关系抽取为核心的知识

图谱构建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知识组织的开展。然而，这

些技术方法在应用于具体领域时大多严重依赖人工标

注样本。人们似乎已有共识：如果某领域有很好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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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语料，那么知识抽取、本体或知识图谱构建等技术

工作将能顺利开展。在实践中，制约特定领域知识组织

开展的更为急迫的问题，往往不是“不知道采用哪些技

术方法”，而是“难以有效地人工标注出一定规模的领

域语料”来使用相应技术方法。

网络社区中的知识内容具有明显的专业领域性，因

而该书十分注重解决这一问题。该书充分吸收了近几年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新兴的“预训练+微调”“小样本学

习”技术方案，围绕领域泛化能力提升这一目标，提出

一系列方法以解决网络社区知识组织面临的低资源问

题。例如，针对网络社区中领域术语频次较低导致词汇

语义学习不充分的问题，该书不仅采用了“通用预训练

词向量+领域小规模语料训练微调”的方案，还进一步

结合领域术语的构词法特点，将领域术语拆分为词素，

从通用预训练词向量中寻找词素语义向量来拼接形成

领域术语初始向量，有效地克服了低频术语语义学习受

初始随机向量影响的问题。针对领域实体关系抽取需

要的人工语料标注成本过高问题，该书提出了基于词嵌

入类比的网络社区领域实体关系识别方案，充分发挥领

域已有知识库“量少质高”和领域未标注语料“规模效

应”的特点，利用小规模知识库开展对大规模未标注语

料的知识挖掘。可以说，该书提出并验证的技术方案很

好地解决了知识组织面临的领域泛化难题，具有很好

的实践应用价值。

3  系统涵盖“用户需求-内容挖掘-知识
组织-知识服务”全流程

该书的内容组织较为完善，完整地涵盖了网络社区

知识组织与服务的全过程，且其中核心章节均有相应

的实验或实证支撑，因而各种知识组织实践工作都能

在该书中找到参考借鉴。

首先，该书从网络社区中的用户和知识交流模式

出发，提出了面向用户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需求，

进一步结合网络社区中的知识聚合对象，提出了面向

网络社区的知识聚合理论模型。其次，围绕网络社区

中的领域知识挖掘问题，递进式地完成领域知识单元

挖掘、领域语义知识关联挖掘、多粒度多元关联挖掘

3个子任务。在以领域知识挖掘结果为知识组织依托

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提出领域分析视角下的网络社

区知识聚合模式及其实现方式，解决了“依据领域知

识将网络社区资源聚合成何种形式”的问题。最后，

该书分别围绕知识推送服务、知识发现与知识创新服

务两大类知识服务需求，探索了网络社区中基于知识

聚合的知识服务模式及其实现方式，并结合案例开展

了分析。

4  结语

总体而言，在新场景、新技术背景下，作为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核心课题的领域知识组织与服务研究、实

践正处于转折期，《网络社区知识聚合与服务研究》一

书可谓是承前启后之作。该书不仅系统地归纳吸收了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知识组织与服务理论方法上的传

统优势，还突出了对当前新场景、新技术环境下领域

知识组织与服务理论方法的探索与创新，对未来的知

识组织与服务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和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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