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唱０６唱１７； 修回日期： ２００９唱０８唱３１　　基金项目： 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ＣＢ３１８１０４）；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知识创新工程
资助项目（０６５４０９１４３１）；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择优”基金资助项目（ＧＳ１３ＳＪＪ０４）；中国科学院青年人才领域前沿资助项目（Ｏ７５４０２１４３２）
　　作者简介：李娟（１９８１唱），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张全，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ＨＮＣ 理论；贾宁，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臧翰芬，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 ｚａｎｇｈｆ＠１６３．ｃｏｍ）．

基于模板的中文人物评论意见挖掘 倡

李　娟１，２ ， 张　全２ ， 贾　宁１，２ ， 臧翰芬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 ２．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　要： 使用基于模板的方法对中文人物评论语句进行意见元素挖掘，提取出句中所含的评价对象、评价词语，
并分析出意见的倾向性。 进行了中文人物评论语句的自动意见挖掘实验，实验中首先建立了一定数量的熟语料
库，然后从语料库中生成意见模板，最后用生成的模板来提取语句的意见元素。 实验获得了 ７２．５５％的 F唱ｓｃｏｒｅ，
表明该算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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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意见挖掘是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一个新方向，意见挖掘研究的不是文档所谈论的话题，而是它
所表达的倾向性观点，即肯定／否定或者褒扬／贬损性意见。 意
见挖掘的应用范围很广泛，针对产品的意见挖掘可以帮助用户
作出理智的购买决定，针对人物的意见挖掘可以监测舆论倾向
或民众意向等。

意见挖掘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即词语、语句和篇章，
如图 １所示。 词语级的研究［１，２］可以判断出词语的语义倾向

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可以挖掘语句中的意见元素，也可以判
断篇章的情感倾向。 语句级的研究既可以独立应用，也可以
作为篇章级的研究基础，语句级的研究目标是提取出语句中
的意见元素［３］ ，如评价对象、评价词语、意见倾向等，研究的
结果可以为人们提供具体而详细的意见内容，也可以提供宏
观的结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的研究就是提取出语句中
的意见元素。

目前语句级的意见挖掘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语句意见
挖掘方法主要是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挖掘意见信息。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娄德成
等人［４，５］提出的方法：首先采用依存语法分析器对句子进行
句法分析，然后再对分析出的主谓结构、动宾结构等进行分

析处理，最后提取出句中的意见信息。 从研究涉及的领域来
看，现有的意见挖掘都是针对产品，如数码相机、汽车、笔记
本电脑等，研究成果对于其他的领域则不适用。 此外还有基
于统计分析的意见挖掘方法［６］ 、统计分析与语义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７］等。
考虑到依存语法的分析能力有限，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意见

挖掘也会受到句法分析的限制和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了基于模
板的方法；同时，面向人物的意见挖掘也具有重大的价值，研究
的结果将对舆情监测等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选择
人物评论语句为对象进行意见挖掘。 本文首先建立了人物评
论语料库，并对其中的意见元素进行了标注，构成了熟语料库，
再从熟语料库中提取意见模板，最后用模板提取出未标注的语
句中的意见元素。

1　算法设计
1畅1　整体设计

本文的基于模板的意见挖掘系统分为两大模块，即模板库
生成模块和意见元素挖掘模块。 系统模块如图 ２所示。
模板库生成模块的目的是将已标注的熟语料库转换为结

构化的模板库。 模块首先从熟语料中提取出包含模板所需信
息的工作子串，然后将工作子串转换为候选模板，并对候选模
板进行统计和过滤，最后形成结构化的模板并存储为模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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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元素挖掘模块的目的是对未标注的测试语句进行分析，得
到句子中的人物评价的各个意见元素（也简称为意见元素）。
模块首先获取句子的工作子串，提取子串中的部分特定词语作
为检索关键字，并用关键字在模板库中检索模板。 如果检索到
相应的模板，则尝试将模板匹配到句子中，匹配不成功则挖掘
失败；若匹配成功，通过对意见元素的具体分析可得到意见挖
掘结果。

1畅2　模板库生成
1畅2畅1　模板设计

虽然自然语言在具体的描述上表现得非常灵活，但是仍然
有迹可循。 这个规律可以是句子的语法结构，也可以是句子的
语义结构，如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模式就是一种规律，或
称为模板。 这些模板与具体的句子之间形成了一种映射关系，
熟语料库中的句子和未标注的生语料都通过某些规则映射到

模板上，并通过这些模板形成相互的对应关系，从而达到对未
标注语料进行意见挖掘的目的。 因此，模板是整个系统中最重
要的一环。

本文认为模板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ａ）模板必须包含熟
语料的句子中实际出现的意见元素；ｂ）通过模板应能较为方
便准确地确定意见元素在句子中的位置；ｃ）模板要有较好的
适应性，能够适应句子在非主要内容上的变化。

这三点原则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模板进行了限定。 原则 ａ）
指出了模板所要包含的基本内容，也就是熟语料句子中实际出
现的意见元素。 模板的目的就是提取意见元素，因此意见元素
是模板最主要的成分。 原则 ｂ）强调的是模板的准确性，同样
的意见元素在不同结构的句子中可能以不同的分布出现，要准
确定位意见元素，模板中必须包括与句子结构相关的信息。 原
则 ｃ）强调的是模板的适应性，要求模板能够适应结构相同而
具体表达用词不同的句子。 熟语料的规模是有限的，不可能覆
盖所有的情况，因此需要将有限的模板尽可能多地应用到未知
的情况中，以提高系统的适应性。

本文模板的构成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ａ）模板的内容。 模板包括的内容有意见元素、谓语动词、

连词、助词、介词。 根据上文提到的模板的设计原则 ａ），从熟
语料中提取模板时，句中所包含的意见元素毫无疑问地会成为
模板的内容。 但是原则 ｂ）要求模板能够有效地在生语料中定
位意见元素，只包括意见元素的模板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
因此必须在模板中加入句子结构的信息。

谓语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对句子的结构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因此谓语动词是一定要加入模板的。 但是这样的条件仍然
过于宽泛。 连词、助词和介词这三类词在句子中起到了连接句
子各部分和限定各部分之间关系的作用，因此这三类词也加入
到模板中。

根据模板设计原则 ｃ），模板需要有较好的适应性，因此将
模板中的某些内容替换为符号的形式，主要包括表达意见元素
所用的词，这样可以提高模板对于不同遣词的适应性。 与句子
结构相关的部分是不可以替换为符号的，这部分包括谓语动
词、连词、助词和介词，这些部分必须以词的形式出现才能达到
区分句子结构的作用。 如：
例 １　其实，张明海本身就是爱岗敬业的标兵。
例 ２　他的同事休· 维维安· 史密斯记得：“老伊恩肯定

是世界上最差劲的证券经纪人之一。”
例 ３　巴克曼是德军党卫军第 ２“帝国”装甲师中最优秀

的坦克指挥手。
三个例句中意见元素用斜体字标出，谓语动词用粗体字标

出。 例句是对不同人物不同方面的评价，评价意见有褒有贬。
可以看到，三个例句的意见元素都不相同，表达的意见也不相
同；但是三个例句在句子结构上都有共同之处，它们的谓语动
词都是“是”，意见元素部分的句子结构可总结为被评价者＋
是＋评价词。 由此可见，模板中意见元素的部分应当替换为相
应的符号。
综上所述，模板的内容包括意见元素、谓语动词、连词、助

词、介词。 其中意见元素以符号的形式出现，其他部分以词的
形式出现。

ｂ）模板的检索关键字。 该关键字是用于在模板库中检索
模板，检索关键字无须与模板一一对应，但需要将模板进行一
定的区分以便有效地检索模板。 本文在工作中选取谓语动词、
评价内容和评价词三者的函数作为模板的检索关键字。 函数
如下：

ｋｅｙ ＝ｓｏｒｔ（ｅｘｉｓｔ（C），ｗｏｒｄ（V），ｅｘｉｓｔ（O））
其中：ｅｘｉｓｔ（）函数检测意见元素是否出现，如果出现则返回意
见元素的符号，否则返回 ｎｕｌｌ；ｗｏｒｄ（）函数返回谓语动词的文
本，如果没有谓语动词则返回 ｎｕｌｌ；ｓｏｒｔ（）函数按照谓语动词、
评价内容和评价词在熟语料中实际出现的顺序，对 ｅｘｉｓｔ（）函
数和 ｗｏｒｄ（）函数返回的结果进行排序，并返回排序结果。
例 ４　来自大洋音尚的叶世荣、贾立怡、ＳＯＬＥＲ、陈尚实四

组艺人去年在乐坛的杰出表现再次得到充分的肯定，而大洋音
尚亦成为当晚本地乐坛的最大赢家。
该句出现了评价内容“表现”和评价词“肯定”，因此 ｅｘｉｓｔ

（C） ＝C，ｅｘｉｓｔ（O） ＝O；该句的谓语动词为“得到”，因此 ｗｏｒｄ
（V） ＝得到，最终提取出相应模板的检索关键字为 C得到 O。
1畅2畅2　模板生成

模板生成的作用是从熟语料库中抽取出模板。 熟语料库
中的句子都已经做过人工标注，一个标注的例子如下：
例 ５　爱德华的性情中，都是善良和單純。
枙 ｔａｇ枛
　 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枛爱德华的性情中，都是善良和單純。 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枛
　 枙 ｓｅｇ枛爱德华／ｎｒ 的／ｕ 性情／ｎ 中／ｎｇ ，／ｗ 都／ｄ 是／ｖ 善良／ａｎ

和／ｃ 單純／ａｎ 。 ／ｗ 枙 ／ｓｅｇ枛
　 枙Ｐ枛０枙 ／Ｐ枛
　 枙Ｖ枛６枙 ／Ｖ枛
　 枙Ｃ枛２枙 ／Ｃ枛
　 枙Ｏ枛７枙 ／Ｏ枛
　 枙 ｏｒｉ枛正面枙 ／ｏｒｉ枛
枙 ／ｔａｇ枛
例子中枙ｓｅｇ枛枙／ｓｅｇ枛标签的内容是例句的分词结果；枙Ｐ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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枙／Ｐ枛、枙Ｖ枛枙／Ｖ枛、枙Ｃ枛枙／Ｃ枛、枙Ｏ枛 枙／Ｏ枛分别是被评价者、评价
的谓语动词、评价内容和评价词在分词结果中的词序号，序号
以 ０开始，小于 ０的序号表示没有出现该项内容；枙ｏｒｉ枛枙／ｏｒｉ枛
标签是评价的倾向性，正面表示褒义评价，负面表示贬义评价。

１）工作子串
根据 １．２．１节的模板设计方案，句中所有的意见元素都转

换为相应的符号，同时谓语动词 Ｖ、评价内容 Ｃ和评价词 Ｏ被
提取出来，按照它们在句中的顺序生成模板的检索关键字。 句
中除意见元素、谓语动词、连词、助词、介词之外的词被去除，这
样形成的结果称为工作子串。

２）模板的形式
工作子串过滤并结构化后形成模板，最后生成的模板如例

６所示。
例 ６

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枙Ｖ枛是枙 ／Ｖ枛
　枙ｋｅｙ枛Ｃ 是 Ｏ枙 ／ｋｅｙ枛
　枙ｅｌｅ枛ＰＣＶＯ枙 ／ｅｌｅ枛
　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Ｐ 的 Ｃ 是 Ｏ 枙 ／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枙Ｐｐｏｓ枛 Ｐ／ｎｒ 的／ａ Ｃ／ｎ 是／ｖ Ｏ／ｖｎ 枙 ／Ｐｐｏｓ枛
　枙ｏｒｉ枛１枙 ／ｏｒｉ枛
枙 ／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例子中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标签标记了一个模板，模板的

第一个节点是模板中的谓语动词；枙ｋｅｙ枛枙／ｋｅｙ枛节点标记了模
板中 ＶＣＯ元素的实际出现情况及其顺序；枙ｅｌｅ枛枙／ｅｌｅ枛节点标
记了模板中实际的意见元素和谓语动词出现情况及其顺序；
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节点标记了模板的内容；枙Ｐｐｏｓ枛枙／Ｐｐｏｓ枛节
点给出了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节点中每个词的词性；枙ｏｒｉ枛枙／ｏｒｉ枛节点标记
了该模板的倾向性。
1畅2畅3　候选模板过滤

有些候选模板在熟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这些候选模
板相对比较可信，而那些出现次数较少的候选模板可信度相对
较差，因此需要对候选模板进行过滤。 过滤阈值为

d ＝ｓｕｍｎｕｍ· δ

其中：d是一个计算得到的结果，它的含义是候选模板在熟语
料库中出现的平均次数乘以一个比例系数，它的值与三个变量
有关：ｓｕｍ为所有候选模板在熟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之和；ｎｕｍ
为候选模板的数量，δ是比例系数，取值为（０， １）。 过滤后得
到模板存入模板库中。 在系统实际测试中，ｓｕｍ ＝４６５；ｎｕｍ ＝
１９８。

1畅3　意见元素挖掘
意见元素的提取可以分为两步，即模板检索和模板匹配。

其中，模板检索的作用是根据输入的未标注句子在模板库中检
索相应的模板。 显然，未标注的句子是无法直接用于检索模板
的，这中间存在三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检索模板；如何
获得这些关键字；怎样使用这些关键字来检索模板。 模板匹配
的作用是应用模板来提取句中的意见元素。

ａ）需要从未标注句中提取出检索关键字。 检索关键字的
内容包括谓语动词 Ｖ、评价内容 Ｃ和评价词 Ｏ，候选谓语动词
选取词性标注出的动词。 评价内容一定是与人有关的名词，本
文建立了内容词表（或称属性词表），共 １０３词，然后将 ＶＣＯ组
合以形成检索关键字。 实际的系统中，各项元素需要按照其实
际的出现顺序进行排列。 组合的方式有四种，即 ＶＣＯ、ＶＯ、ＣＯ

和 Ｏ。 检索关键字采用这四种组合方式是由于倾向性的表达
是通过评价词 Ｏ来进行的，所以检索关键字中必须包含 Ｏ，谓
语动词 Ｖ和评价内容 Ｃ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因此一共是四种
组合。

ｂ）使用检索关键字在模板库中检索可能与生语料匹配的
模板。 由于能够与模板中的意见元素匹配数量较多的检索关
键字更为准确，模板检索关键字按照 ＶＣＯ、ＶＯ、ＣＯ、Ｏ 的顺序
在模板库中检索模板，当检索到模板并成功匹配时，停止继续
检索，以匹配上的模板作为结果。

ｃ）进行模板的匹配。 将检索到的模板和从未标注句子中
提取出的工作子串进行匹配，匹配方式采用寻找两者的最大公
共子串的方式。 当检索到的模板和工作子串的最大公共字串
长度与模板长度相同时，表明工作子串和模板可以完全匹配。
这时可以根据意见元素在模板中的分布获得意见元素在工作

子串中的分布，并通过工作子串的还原得到原句中的意见元
素。 下面例 ７说明意见挖掘的过程。
例 ７　北京时间 ８ 月 ２０ 日， 中国队 ９０ 比 １２１ 败于美国

队，但是姚明的表现还是得到了足够的肯定。
北京／ｎ　时间／ｎ　８ 月／ｔ　２０ 日／ｔ，／ｗ　中国队／ｎ　９０／ｍ　比／ｐ

　１２１／ｍ　败／ｖ　于／ｐ　美国队／ｎ，／ｗ　但是／ｃ　姚明／ｎｒ　的／ｕ　表
现／ｖｎ　还／ｄ　是／ｖ　得到／ｖ　了／ｕ　足够／ａ　的／ｕ　肯定／ｖ。 ／ｗ

例子中是需要进行意见挖掘的句子，已经经过词性标注。
首先在句子中查找候选的意见元素，查找得到评价内容 Ｃ：表
现；评价词 Ｏ：肯定；人物 Ｐ：姚明，谓语动词 Ｖ：是、得到。 根据
候选意见元素提取工作子串：Ｐ的 Ｃ是得到的 Ｏ。 候选意见元
素组合成检索关键字： Ｃ得到 Ｏ、得到 Ｏ、ＣＯ、Ｏ。 检索关键字
Ｃ得到 Ｏ在模板库中检索到一个相应的模板：

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枙Ｖ枛得到枙 ／Ｖ枛
　枙ｋｅｙ枛Ｃ 得到 Ｏ枙 ／ｋｅｙ枛
　枙 ｅｌｅ枛ＰＣＶＯ枙 ／ｅｌｅ枛
　枙Ｐａｔｔｅｒｎ枛Ｐ 的 Ｃ 得到 Ｏ 枙 ／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枙Ｐｐｏｓ枛Ｐ／ｎｒ 的／ｃ Ｃ／ｎ 得到／ｖ Ｏ／ｖｎ 枙 ／Ｐｐｏｓ枛
　枙 ｏｒｉ枛１枙 ／ｏｒｉ枛
枙 ／ｐａｔｔｅｒｎ枛
模板的内容为 Ｐ 的 Ｃ 得到 Ｏ，工作子串为 Ｐ 的 Ｃ 是得到

的 Ｏ，两者的最大公共字串为 Ｐ的 Ｃ得到 Ｏ，与模板相符，匹配
成功。 从模板中恢复意见元素的结果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例 ７ 意见挖掘结果

被评价者 Ｐ 谓语动词 Ｖ 评价内容 Ｃ 评价词 Ｏ
姚明 得到 表现 肯定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章对系统进行了测试，首先从互联网收集了 ６００ 条带

有人物评价信息的句子，并对意见元素进行了人工标注。 其
中 ４００ 句作为训练语料，另 ２００句再加上 ５０句没有意见的客
观陈述句作为测试语料。 先对测试语料进行分词，对分词的
结果进行了人工校对，然后输入系统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如
表 ２ 所示。

表 ２　语句意见挖掘结果

语句

总数

含有观点的

句子数

提出观点的

句子数

结果

正确

结果

错误

召回率

／％

正确率

／％
F唱ｓｃｏｒｅ

２５０ 寣２００ 行１８６ �１４０ 哪４６ 媼７０ 噰７５ 儍．３ ７２ 抖．５５

　　对 ４６个错误的句子进行错误原因统计，结果如表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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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错误原因统计

错误总数 人物属性错 评价词错 意见倾向错 其他 对象人物错

４６ 种５ P５ 苘４ h１２ 揪２０  
　　以下举例给出实验的结果，如表 ４ ～７所示。

例 ８　周娥皇的美，还是超乎了李煜的想象，双目流盼，明
净澄澈；樱桃小嘴别致玲珑；如云乌发，高高挽起；如玉脖颈，颀
长优雅。

表 ４　例句 ８ 挖掘结果

被评价者 属性 评价词 情感倾向

李煜 嘴 别致玲珑 正面

　　例 ９　张氏在其夫心里就是一个简单粗俗、常常醋意大发
的人。

表 ５　例句 ９ 挖掘结果

被评价者 属性 评价词 情感倾向

其夫 无 粗俗 负面

　　以上是对象判断错误的例子。 例 ８ 中都是对周娥皇的评
价意见，但是系统把第三小句及其后面的意见都判断为是对李
煜的评价。 这是因为系统没有对人物的句间省略进行详细的
分析和处理，只取最近一个出现的人物进行恢复，因此句中靠
后出现的“李煜”就作为第三小句的被评价者而提取出来，没
有提取到正确的被评价者。

例 ９中出现了两个人物，而系统判断被评价者发生了错
误。 句中出现了人物张氏和其夫，被评价者应该是张氏，系统
错误地判断成了其夫。 这是在模板匹配时出现的错误。 由于
在对工作子串和模板进行匹配时采用的是 ＬＣＳ 算法，当工作
子串中有两个人物张氏和其夫，而模板中只有一个人物时，匹
配上的是靠后的人物，即其夫。

例 １０　冰冰做出似傻非傻的神情，很可爱。
表 ６　例句 １０ 挖掘结果

被评价者 属性 评价词 情感倾向

冰冰 无 傻 负面

冰冰 神情 可爱 正面

　　例 １０是评价词判断错误的例子，句中的第一个“傻”被判
断成了评价词，这是由于模板匹配的方法比较机械，没有对句
子结构作详细分析。 一旦出现了可能的意见元素并且有能够
匹配的模板，就会提取出相应结果。

例 １１　我从来就不曾觉得罗纳尔多是忠诚的。
表 ７　例句 １１ 挖掘结果

被评价者 属性 评价词 情感倾向

罗纳尔多 无 忠诚 正面

　　例 １１是倾向性判断错误的例子，这是一个否定句，否定词
和评价词距离较远，而系统只会对紧邻评价词的否定词作处
理，因此没有判断出“忠诚”已经被否定。

通过上面的实验可以看出，本文所采用的基于模板的方法
可以比较有效地从句中提取出意见元素。 系统的问题主要在
于：ａ）模板匹配时单纯采用 ＬＣＳ算法进行匹配，没有作进一步
的分析；ｂ）系统对于句间人物的省略没有作很好的处理；ｃ）系
统没有对句子的结构进行分析，因此当评价意见以较为复杂的
形式出现时，提取会出现错误；ｄ）极性词、属性词等的识别也
会对提取效果产生影响。 在各项意见元素的提取中，被评价者
的错误较多，这主要是由于上述 ａ）ｂ）这两个原因造成的；而第
三点原因对其他意见元素的影响较大。 在将来的工作中，将会

对这些部分作有针对性的改进。
目前语句级的意见挖掘成型的系统不多，且都是针对产品

的挖掘，正确率一般在 ７６％以下。 本文的工作达到了 ７５．３％
的准确率，与他人的工作相比，本文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召回率略低，主要是由于模板的覆盖面不够广，有些测试语料
是模板没有覆盖到的，可以通过增加模板来改进系统的性能；
由于模板依赖于熟语料库，本文中熟语料库规模较小，只有
４００个句子，影响了模板的覆盖能力，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更为
完备的熟语料库来增加模板的数量，从而提高系统的性能。 本
文选择的人物评论挖掘，相对于产品挖掘来说难度更大，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ａ）对主题抽取。 人物既可以发表评论，
也可以被评论，而产品只能被评论，因此在被评价者抽取上更
为困难。 ｂ）被评价对象的属性抽取。 人物的属性复杂而且用
语多样，如“眼”“目” “眼睛” “双眼” “双目” “眸” “眸子” “目
光”“眼神”等都是指同一个评价属性。 产品的属性相对较为
简单，称谓较为固定，如数码相机的“像素”等。 ｃ）评价词提
取。 对人物的评价词灵活而丰富，如“杏眼”“蜂腰”“柳下惠”
等，又如“婉顺”“宽和”等由多个词揉合而成，又如“风流”“风
骚”等描述人物的词语常有二义性，因此增加了识别和判断的
难度。 ｄ）意见的倾向分析。 对人物的评论常常显得委婉含
蓄，不够直接，表达方式也丰富异常，而产品的评价大多直截了
当。 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原因，本文在中文人物评价挖掘方面
采用基于模板方法取得了 ７５．３％正确率，具有一定的价值。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板的中文人物评论语句意见挖掘

算法，算法分为模板库生成和意见元素挖掘两个模块。 在模板
库生成模块中，首先在对意见元素及汉语词性特点的分析基础
上，设计了评价挖掘结构化模板；根据模板设计，从已标注的语
料中提取候选模板并过滤，生成模板库。 在意见元素挖掘模块
中，对输入的测试句子提取工作子串和检索关键字，使用检索
关键字在模板库中检索相应的模板并将检索到的模板和工作

子串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的结果挖掘出意见元素。 实验表明，
本文的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从测试语料中提取出意见元素，正
确率达到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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