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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文本褒贬倾向性分类研究 
柴玉梅，熊德兰，昝红英 

(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郑州 450052) 

 要：分析了网页内容褒贬色彩的客观性和褒贬倾向性分类的可行性，介绍了Web文本褒贬倾向性分类的原理和实现方法，并将已有的
征选择方法与褒贬特征提取技术结合起来，使用几种分类算法实现了名人网页的褒贬倾向性分类，达到了较好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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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bjectivity of appraisal of content in Webpages and feasibility of appraisable classification, and introduces
heory and implement method of Web text appraisable classification. Combined existing technique of feature selecting with the method of
ppraisable feature extracting, the thesis implementes appraisable classification in some celebrities’ Webpages by several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nd achieved preferabl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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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文本自动分类是Web数据挖掘的研究热点之一，它能
效地组织和管理Web资源、提高信息检索效率。网页自动
类可以使用文本分类的相关方法。目前，英文文本自动分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提出了多种分类算法，还建立了

euters等标准的分类语料和统计的评价方法[1]。文献[2,3]分
介绍了使用网页中的标记和元数据等信息进行网页分类的
法以及使用多分类器进行分类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并在实
中证明算法的有效性。 
目前，国内在中文文本分类和中文网页分类领域也进行

大量的研究。但现有的Web文本分类大多是根据网页所涉
的主题进行分类，如将网页分为政治类、军事类、经济类
，而根据网页中作者对所描述内容的观点、态度等主观情
进行分类的研究很少。网页内容的褒贬倾向就是明显反映
者观点、态度的感情色彩之一，网页文本褒贬倾向性分类
未来多角度、立体性文本分类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4]，具
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文结合已有的文本自动分类技术，探讨 Web文本褒贬

向性分类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介绍了网页内容的褒贬
观性和 Web文本褒贬倾向性分类的可行性，并给出了分类
主要过程；描述了褒贬倾向性分类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并
出了后期工作的设想。 

 褒贬倾向性分类的定义和工作过程 
.1褒贬倾向性分类的可行性 
语言的感情色彩是客观存在的，因而，网页内容通常不

单一的事件或人物的描述，它还传递了网页作者本人或他
代表的集团(派别)的立场、观点、情感态度等信息。名人
人们上网搜索的热点之一，名人相关网页是增长速度最快
网页种类之一。名人的相关介绍、新闻事件、社会评论等
会不同程度地带有作者的情感倾向，传媒、普通民众、名
自己都需要及时地了解这些正面或反面的报道和评论。 

名人网页进行褒贬倾向性分类就是通过分析网页中语言
的感情色彩，从褒贬倾向角度对网页进行分门别类。根据网
页情感态度的不同，将网页分为正面褒扬类、中立类、反面
贬斥类 3种，对网页褒贬倾向的基本划分标准如下： 

(1)[正面褒扬类]：名人相关的正面报道，对所描述的内
容持肯定语气，带有明显的称赞、颂扬、赞赏或哀悼、惋惜
等意味； 

(2)[中立类]：对名人或名人相关事件的报道客观公正，
无个人评价性说明； 

(3)[反面贬斥类]：名人相关的负面报道，对所描述的内
容持否定、质疑、讽刺等语气或鄙视、批评、痛斥等色彩； 

名人网页褒贬倾向性分类就是将汉语语言理解融入到文
本分类技术中，通过对已知褒贬网页集合(即训练集)的分析
理解，得到一个明确的褒贬分类规则，去确定未知的网页集
合(即测试集)的类别。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f:A→B 
其中，A 为待分类的网页集，B 为褒贬倾向性分类后的网页
类别集。 
1.2 分类过程 

本文提出的名人网页褒贬倾向性分类工作的主要过程如
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个工作分为训练过程和分类
过程两个部分，这与通常的 ATC技术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
提出了褒贬特征提取方法。因为在实际网页中，褒贬特征信
息出现很少，有的网页甚至没有褒贬词语的出现，因而按照
自动分类中常规的特征选择方法很容易被当作无关信息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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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掉，但这些褒贬特征具有很强的褒贬区分能力，因此，首
先单独将其提取出来。 

 
 
 
 
 
 
 
 
 

图 1 网页褒贬倾向性分类过程框架 

2 褒贬倾向性分类中的关键技术 
2.1 网页文本表示 

网页与普通的文本有很大的不同，Web 页面中包含了大
量的超文本标记、超链接信息以及无用的噪声信息等。因而，
Web 文档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预处理过程才能用于分类。预处
理过程包括噪声消除、标签过滤、信息提取、中文分词等步
骤，最终将网页表示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有效方式。 

向量空间模型(VSM)是目前文本分类中使用较多、效果
较好的一种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它将每个文本表示为特征空
间的一个向量，形如： ，其
中t

)},(),...,,(),,{( 2211 ininiiiii wtwtwtd =

in为特征项，它可以是字、词或短语；win为特征项的权重，
表示tin在文本中的重要程度。权重是根据特征项在文本中出
现频率、位置等信息计算得到的，常用的权重计算方法有TF、
TFIDF等。该研究中，采用了一种比较普遍的TFIDF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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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中的权重，而 ),( dtt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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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项t在文本 中的频率，N为训练文本的总数，nd
v

t为训练文本
集中出现t的文本数，分母为归一化因子。该数值越大，特征
项t反映 d的能力越好；该数值越小，特征项t反映 d

v v的能力越
差。 
2.2 特征提取 

按照上述 VSM 表示文本后，向量空间的维数往往十分
庞大，这就使得分类算法非常低效，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词语
对文本分类都有贡献。为了尽可能提高分类的速度和精度，
应去除那些与类别无关或关联性不大的词语，筛选出最具有
代表性的词条作为特征项，这就是特征选择的过程。 

通常的做法是构造一个评估函数，对特征项集合中的每
个特征项进行独立的评估，得到其评估分值(即权值)，然后
对所有的特征项按照其权值大小进行排序，最后选择预定数
目的特征项作为特征结果。目前，文本分类中常用的特征评
估函数有文档频率(DF)、互信息(MI)、信息增益(IG)、期望交
叉熵(ECE)、文本证据权(WET)等[5]。 

为了提高褒贬分类的精度，提出了依赖褒贬评价资源提
取褒贬特征的方法。褒贬特征为网页中出现的褒义词、贬义
词以及具有褒贬色彩的短语、语法结构等，褒贬评价资源是
指人为构建的褒贬词典和褒贬评价模板，具体方法参见文 
献[6]。褒贬特征抽取过程就是读取切分后的网页文本中的每
个词语，扫描褒贬词典和评价模板，提取具有褒贬色彩的词
语或结构。将上述的特征选择过程称为基本特征提取，则两
次特征提取过程描述如下(假定基本特征提取方法为 MI)： 

Step1 褒贬特征提取(Appraisal Feature Extracting，AFE) 
Step1.1 初始条件下，褒贬特征项集合 Φ=1T ； 

Step1.2 读入一个预处理后的网页文本 ； d
v

Step1.3 读取一个完整的句子； 
Step1.4 逐个读取中的切分后的一个词语 t扫描词典，如

果 t∈褒贬词典，则将 t 加入到 T1 中；将 t 所在的句子与模
板匹配，如匹配成功，则将该模板编号加入到 T1中； 

名人网页
库 

褒贬评价
资源 

Step1.5 读取下一个句子，转 Step1.4，若该文本结束，
则读取下一个文本，转 Step1.3； 

Step2 基本特征提取(MI) 
Step2.1 初始条件下，特征项集合 T2中包含类别 Ci中出

现的所有特征词； 
Step2.2 对于每个词 t，计算它与类别 Ci 的互信息

)
)(

)|(log(),(
tP
CitPCitMI =

 

Step2.3 对于类别 Ci 中的所有特征词，根据上面计算后
的互信息量数值大小进行排序； 

Step2.4 选取一个特征向量维数阈值，进行向量维数的压
缩，同时根据分类实验结果适当地调整该阈值，进而确定最
佳值； 

Step3 将两次特征提取的结果合并到总特征项集合中，
即 21 TTT ∪= 。 

2.3分类算法 
分类算法是分类技术的核心，目前存在多种基于向量空

间模型的文本分类算法，例如，简单向量距离分类法、最近
K 邻居、贝叶斯方法、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最大平均熵
等。分类过程一般分为训练和分类两个阶段，本研究中实现
的领域内名人网页褒贬倾向性分类过程描述如下： 

(1)训练阶段 
1)定义类别集合 C={C1,C2,C3}； 
2)经过人工标记和预处理后的训练网页文本集

U={U1,U2,…,Un}； 
3)统计 U 中出现的褒贬特征矢量 T1 和普通的特征词矢

量 V(Ui)； 
4)使用某种评估函数进行特征选择，确定每个类的特征

矢量 V(Ci)； 
(2)分类阶段 
1)对于测试网页文本集合 D={D1,D2,…,Dn}中每个待分

类文本 Dk，计算其特征矢量 V(Dk)与每个类别矢量 V(Ci)的
相似度 ，其计算公式为 ),Sim( CiDk

)()(
)()(),Sim(

CiVDkV
CiVDkVCiDk

×
•

=  

2)选取相似度最大的一个类别 作为

Dk的类别。 
),(maxarg CiDksimCCi∈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3.1 实验数据集说明 

实验所选用的数据集是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部分
研究人员进行名人网页相关度评价研究[7]时所收集的名人网
页。该网页集合包括政府、科教、工商、文化、传媒、演艺、
体育等 7 个领域的 8 000 多个名人网页，网页格式及名人相
关信息比较全面，基本能满足实验需求。 

通常，单纯地评定一个人物或事物的好坏优劣是不够准
确的，褒贬倾向的判定需要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本文所做
的名人网页褒贬倾向性分类工作是在特定的领域范围内进行
的，实验中使用的各领域名人网页的数量如表 1所示。 

表 1 人工分类后的实验数据集 

测试集 

训练集 

向量表示褒贬特征提取

分类器

分类结果 

预处理 特征选择 

向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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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所属的领域 类别 
标记 政府 科教 工商 文化 传媒 演艺 体育

C1（褒扬） 786 692 138 165 342 452 221 
C2（中立） 894 543 182 275 495 508 453 
C3（贬斥） 132 125 84 84 182 325 94 
总计 1812 1360 404 524 1019 1285 768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类数据样本集是不够均匀的，类别
C2的网页数量最多，类别 C3的网页数量最少，且明显低于
前两个类别，只有总数 13%左右。尤其是政府、科教、文化
等领域，且褒扬和中立倾向的区分也太不明显。 
3.2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在 Windows XP 系统下采用 Microsoft Visual C++ 6.0编
程环境中对上述理论进行实验验证。实验中，采用 5-折交叉
确认法，按照 4：1的比率选取训练集和测试集，分别使用简
单距离向量法、KNN 和 Naïve Bayes 算法进行分类实验。    
3种分类算法下实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3种算法分类结果的 Micro-F1值 
分类算法 政 府 科 教 工 商 文 化 传 媒 演艺 体育 

简单向量 
距离分类法 

0.425 0.357 0.291 0.358 0.521 0.506 0.489

KNN 0.253 0.540 0.417 0.562 0.654 0.667 0.574

Naïve Bayes 0.384 0.456 0.366 0.331 0.557 0.542 0.556

从表 2 可以看出，褒贬倾向较明显的传媒、演艺和体育
领域分类效果较好，而网页褒贬感情较单一的政府、工商等
领域分类效果不明显。同时，KNN算法效果明显优于另外两
种，平均约为 0.49，这说明在实验样本不平衡时，采用 KNN
分类效果较好。 

 
 
 
 
 
 
 
 
 

图 2 DF特征选择方法下加入褒贬特征提取后的分类结果 
 

 
 
 
 
 
 
 

图 3 MI特征选择方法下加入褒贬特征提取后的分类结果 
 

 
 
 
 
 
 
 

图 4 IG特征选择方法下加入褒贬特征提取后的分类结果 

选取上述褒贬色彩较明显的传媒领域内名人网页，使用
分类效果较好的 KNN 分类算法，对不同特征选择方法下使
用褒贬特征提取(AFE)后的分类效果进行对比实验。DF、MI、

IG 3种特征选择方法下的实验结果图 2、图 3、图 4所示，其
中，X 轴表示 K 的不同取值，Y 轴表示 5 轮分类结果的
Marco-F1值。 

由图 2、图 3、图 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特征选择方法下，
使用褒贬特征提取技术能将分类结果提高 7%～13%。这表
明：通用的特征选择方法并不能很好地评估文本中褒贬色彩
的词语或结构，使用褒贬特征提取技术，能够将那些在文本
中出现较少而含有重要褒贬信息的特征项单独区分开来，从
而提高分类的精度。 

总体来说，分类结果一般在[0.4，0.7]之间，而政府、工
商等领域的分类结果则更低。分析认为：褒贬性是感情色彩
的一部分，除了提取的字、词、短语之外，文本中的句式、
修辞方式、标点符号等都可能是作者情感的体现，需要更精
确的分析提取方法；另一方面，人工分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
个人的主观色彩，使得分类结果比较存在一定的偏差。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从情感角度进行文本分类的新方法，探讨了

领域内名人网页褒贬倾向性分类的主要工程和具体实现方
法，结合实验结果分析了不同特征选择方法和分类算法下的
分类性能。文中提供的褒贬感情划分依据和人工分类文档对
后续的研究也将有很大的帮助，并为其他类似的研究提供了
可以借鉴和模拟的范例。 

今后我们将从褒贬色彩的多样性、复杂性等方面考虑，
分析不同因素对分类性能的影响，进一步完善褒贬特征提取
技术，提高分类精度。同时，尝试在其他应用背景下的褒贬
倾向性分类，如新政策法规的民众反映、产品质量评价、电
视文艺作品的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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