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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opinion m ining to the system of web public sentiment, putting forward an 
opinion collecting system of public sentiment of the Internet based on dynamic knowledge base. The system 
builds an opinion base through extracting rules automatically and adding to opinion base. For a hot event, we 
can extract people’s opinions through matching with the opinion base. The experiment has shown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in this paper is feasible i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web public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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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观点挖掘技术应用于 Web 舆情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知识库的网络舆情观点收集
系统。该系统通过自动提取规则并将其加入观点库的方式，构建了一种舆情观点规则库。对于一个热
点事件，通过匹配观点规则库就可以自动地提取出网民的观点。实验表明，该方法在实际的舆情预警
系统中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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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

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

言论和观点，主要通过 BBS 论坛、博客、新闻跟贴、

转贴等实现并加以强化。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隐

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

网民乐意通过这种渠道来表达观点、传播思想。网络

舆情是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会反作用于热点事件并

对社会发展和事态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引导不

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

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及时监

测、有效引导，以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积极化解，对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应有内涵。 

因此，舆情信息的观点收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网民观点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网络舆情的核心。如何及 

时准确地收集网民对热点事件的观点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目前已经有很多单位针对舆情监控提出了一些不

同的解决方案。但这些系统都将重点放在舆情的准确

发现和分类归类方面，而对于某个舆情事件中人们所

持的观点和看法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2 研究进展 

近年来，文本观点信息抽取和倾向性分析已经成

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就中文领域的

研究现状而言，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知识工程和自动资助信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2007AA01Z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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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8]。基于知识工程的方法，主要是构建一个领域

词典，包含该领域内所有可能的评价对象以及其特征
1，经过匹配，识别出句子中的观点评价对象。北京大

学言语听觉中心的张猛等人通过分别构建照相机、汽

车、笔记本和手机四个领域的评价对象列表来识别各 

领域的观点评价对象。基于自动训练的方法，主要是

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来识别句子中观点评价对

象，这种方法需要人工标注好的训练样本。不同领域

所需训练样本也不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 

算语言所的蒙新泛等人根据评价对象抽取和命名实体

识别都是针对某类特定的名词进行识别的相似性，采

用序列标注模型 CRF(Conditional R andom Fi eld)模型

来识别观点评价对象。同时他们初步研究了评价对象

抽取的领域独立性试验。还有一种基于模板的评价对

象抽取方法，该方法通过人工配置一些出现频率较高

的名词性短语的模板来识别观点对象。华中师范大学

的何婷婷、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乔春

庚等人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针对 Web 舆情监控和

观点挖掘的研究还是两个独立的领域。Web 舆情监控

侧重于舆情的准确发现和归类，而观点挖掘侧重于产

品评论领域。如何将观点挖掘技术应用于舆情监控系

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 

3 观点主题抽取 

产品评论领域的观点对象抽取是一种具体的、细

颗粒度的过程。对于一个具有情感倾向的词，需要找

出其所修饰的评价对象。例如，“蒙迪欧就显得比较沉

闷，满眼深色的内饰稳重有余却又显得单调”这句话，

其中包含两个情感词“沉闷”和“单调”，这两个情感

词修饰的评价对象分别为“蒙迪欧”和“内饰”。 

我们认为这种细颗粒度的观点评价对象抽取并

不适用于 Web 舆情系统。 

本文针对 Web 舆情的特点，提出一种基于动态知

识库的 Web 舆情信息观点收集系统，对舆情事件中网

民所发表观点进行提取。对于一句话中不同的观点评

价对象，若其属于一个同义词集，则将它们作为一个

观点对象处理。 

系统流程框架如图 1 所示。首先从数据库中获取

所有热点事件的文档集 I，针对 I 中一个热点事件文档

子集，使用 TF-IDF 算法提取其中的关键词，然后找

到该文档子集中包含关键词的句子集合，即关键句集

O；对关键句集 O 进行人工过滤，过滤掉与事件主题

毫无关系的句子，再根据观点规则库对关键句集合 O
中剩下的句子进行过滤，然后对剩余句子按照主题词

进行聚类，对于前几个大类，通过句法分析自动提取

句子中的主谓结构作为候选主题，将候选主题中满足

条件的主题加入观点规则库。最后对该热点事件进行

情感分析。对文档集 I 中的每个热点事件都采用相同

的方法，最终收集到网络中所有最新舆情信息的网民

观点。 

 
Figure 1. Flow chart:opinion collecting system 

图 1. 舆情信息观点收集系统流程图 

3.1 主题词选择算法 

我们利用 Ku 和 Chen[2]提出的主题词选择算法，

即找出那些在不同文档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或在一篇

文档的不同段落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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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文中，我们对评价对象与其特征不做区分，统称为观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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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代表词的权重，d 代表文档层次，p 代

表段落层次，TF 是词频， N 在公式（1）中为文档数，

在公式（2）中为段落数，i,j 分别为文档索引和段落

索引，t 为词索引。公式（1）和（2）分别表示词 t 在
文档 和段落id jp 中的 TF-IDF 值；公式（3）和（5）
分别定义了词 t 出现在不同文档和不同段落中频率；

公式（4）和（6）分别定义了词 t 出现在每个文档和

每个段落中的频率。阈值 TH 用于控制符合条件的主

题词的个数，TH 值越大，主题词数量越多。 

满足下面两个公式之一的词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主

题词。 

, ,, , ,d p i j i d tt t i
Disp Disp d p d Dev Dev     p tj

p tj

（7） 

, ,, , ,d p i j i d tt t i
Disp Disp d p d Dev Dev    

（8） 

3.2 构建观点规则库 

我们通过将观点规则作为知识库中的概念的方式

来构建观点规则库。 

我们将舆情事件分为“政治主题类”、“经济主题

类”、“安全主题类”等十八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都有

若干个相关的热点事件。 

通过对舆情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同一类别

的舆情事件下的不同的热点事件，网民很可能会发表

相似的观点。例如，对于“安全主题类”舆情事件下

的两个热点事件：“拐卖儿童”事件和“孙伟铭案”事

件，网民都发表了“加强法制建设”和“加强公民道

德教育”两种类型的观点。若我们提取过“拐卖儿童”

事件的观点主题，那么，对于“孙伟铭案”事件，通

过匹配观点规则库，就可以直接提取出观点主题而不

需要人工进行干预。 

观点规则库是动态增长的。开始时观点规则库为

空，根据图 1 所示的流程图，处理完一个热点事件，

观点规则库就增加一次，随着规则库的日趋完善，人

工干预的因素就会越来越小。 

观点规则库的结构是一种树状结构，第一级节点

代表不同类型的抽象观点，第二级节点表示该类型抽

象观点下的若干条规则，每一条规则代表该类型抽象

观点下的一种观点主题。对于一条规则，基于同义词

典抽取相似的观点主题，是一种粗粒度的观点主题抽

取。 

例如，对于“三鹿奶粉”热点事件，网民会发表

“加强法制建设”类型的抽象观点。在观点规则库中，

我们添加了“加强法制建设”抽象观点，该抽象观点

包含一条规则，该规则由两个同义词组组成，分别是

“加强、强化、…”和“法律、法制、法规、…”。根

据观点规则库，就可以提取“三鹿奶粉”事件中网民

所发表的“加强法制建设”类的抽象观点。 

4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的任务是对网民所发表的抽象观点的倾

向性进行分析，以便得到网民对该观点的态度是肯定、

否定还是保持中立。 

通过匹配观点规则库，我们得到每类抽象观点的

观点句集，其中每个句子都属于某个用户。 

算法流程如下： 

步骤 1：对一个抽象观点的观点句进行分词、词

性标注。 

步骤 2：根据情感词库对每个观点句进行标记，

然后根据标记计算出每个观点句的情感倾向值； 

步骤 3：根据该句子所属用户标记，将属于同一

用户的观点句的情感值相加，得到不同用户对该观点

类型的情感值。 

步骤 4：根据不同用户对该观点类型的情感值进

行投票。投票规则如下： 

ij

ij

ij

p 1.5

p 1.5

p 1.5

vote


 


 

正面评价，

中立态度，

负面（消极）评价，

 

其中， ijp 为用户 i 对抽象观点 j 的情感值。 

在步骤 2 计算一个观点句的情感倾向值时，我们

采用基于情感词库的方法。情感词库存储结构如表 1

所示。 

首先分析句子中的词语成分，然后对其中的情感

词进行标记，根据情感词的权值计算出该句子所体现

出的针对某类抽象观点的情感倾向。计算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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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句子中相邻的相同词性的情感词采用以下

规则进行合并： 

1） 对相邻的形容词、动词、名词和副词词性的

词语的权值采用加法规则； 

2） 对相邻的转义词语的权值采用乘法规则； 

然后对下面几种情况采用乘法规则进行合并： 

a) 副词和其修饰的形容词采用乘法规则; 

b) 副词和其修饰的动词采用乘法规则; 

c) 形容词和其修饰的名词采用乘法规则； 

Table 1. The structure of the base of the sentiment words 
表 1. 情感词库存储结构 

类型 标签 权值 词语举例 

褒义形容词 Aj 1 好，美丽，… 

贬义形容词 Dj -1 差，丑陋，… 

强烈副词 Ad 2 很，非常… 

普通副词 Dd 0.5 略加，稍微… 

褒义动词 Av 1 推动,促进，… 

贬义动词 Dv -1 导致，破坏，… 

褒义名词 An 1 快乐，优点，… 

贬义名词 Dn -1 人渣，缺点，… 

转义词语 Mr -1 没有，不，… 

 

最后将剩下的权值应用加法规则得到一个关键句

的情感倾向。同时我们考虑了标点对句子情感倾向的

影响，尤其是问号对句子情感的影响。我们是基于这

样的考虑，对于舆情事件，网民在很大程度上会以反

问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需要反转句子的极性，

即句子的情感倾向。 

5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中，我们对“猪流感”事件中网民所发表

的观点进行了提取。该事件有 380 篇文档。通过提取

关键句并进行聚类，我们发现网民主要发表了四种类

型的抽象观点，分别为：“引起民众恐慌”、“预防体系

健全”、“疫情传染性强”和“减缓经济发展”。 

在“引起民众恐慌”类型下，我们构造了一条规

则，该规则包含两个同义词组：“H1N1、流感、甲流、…”

和“可怕、吓人、恐慌、…”。通过匹配，我们得到了

497 个含有该类型观点的句子，分属于 255 个文档。

一个文档对应于一个用户，可知有 255 个用户发表了

该类型的观点。其它观点类型如表 2： 

通过对各抽象观点类型的观点句集进行情感

分析，我们得网民对各类型观点的态度，如表 3 所

示：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opinion 
表 2. 观点类型统计 

观点类型 句子数 用户数 

引起民众恐慌 497 246 

预防体系健全 559 236 

疫情传染性强 153 130 

减缓经济发展 94 67 

 

Table 3. The statistics of sentiment analysis 
表 3. 情感分析统计 

观点类型 支持数 中立数 反对数

引起民众恐慌 80 27 139 

预防体系健全 161 34 41 

疫情传染性强 68 20 42 

减缓经济发展 34 5 28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较高的抽象层次上提出了一种 Web 舆情

观点收集系统，并对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情感倾向分析。

该方法在实际的 Web 舆情预警系统中是切实可行的。

下一步的研究将侧重提高自动提取观点规则的准确率

以及如何减少描述同一个观点的观点句所聚的类数，

以减少人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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