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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电子商务和社区论坛蓬勃发展的网络环境下，产品的评论数量激增，评论数据已成为企业提高商品质量和提

升服务的重要数据源，在评论中包含用户对产品特征的关注度以及相应的情感倾向。因此，为了能够细粒度地挖掘出用

户对商品多个特征的情感分布情况，文中提出了基于评论特征词构建评论分类模型以及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特征情

感分类器，从用户的评论出发，对商品的多个特征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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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community forums，the number of product review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Review dat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ata source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Reviews include user's attention to product features and corresponding emotional tendencies.
Therefore，in order to mine the emotion distribution of users on multiple features of commodities in a fine-grained
way，a comment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comment feature words and a feature emotion classifier based on Na⁃
ive Bayes algorithm we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user's review，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motional orienta⁃
tion of the product's multipl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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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以它交流方便、使用快捷等特点迅速

吸引了大量用户，同时也产生着大量的文本数

据，这其中就包括商品购买的大量复杂评论信

息 [1]，里面包含了用户对商品的相关描述信息和

观点看法等。越来越多网上用户的购买行为受到

商品评论的影响，他们通过浏览商品的在线评论

来了解商品质量和口碑，以做出正确的购买决

策。此外，商品的在线评论作为一种反馈机制可

以帮助商家发现商品的不足来改善服务、提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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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处于优势之地。但

是，商品评论数量日益增长，动辄几千条甚至上

万条评论让用户感到无所适从，且从这些评论中

获取商品的准确信息变得非常困难。因此，迫切

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来分析这些评论 [2]，获取对商

品评价客观的统计数据，辅助用户的购买行为。

对商品购买评论情感分析的传统研究是针对

一条评论的整体情感，从整体的层面上，无法细

粒度地挖掘出用户对商品相应特征的意见，来判

别用户对商品的喜恶 [3]。然而一个商品包含多个

特征，用户会在一条评论中表达出对不同特征的

意见看法。

如图 1所示，在第一条评论中，从整体的层面

上感知确实是一条正面的好评，但是评论中“快

递有点慢一周才到”，却是表达了用户对物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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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在第二条评论中，“质量确实挺好的。就是

有点小贵”，表达了对“质量”“价格”这两个特征

的满意程度，但是从整体的层面上分析用户对商

品的看法倾向，却有些模糊。所以，产品评论通

常会描述产品的多个特征属性，单条评论中所描

述的多个特征可能会有不同的特征情感，不同产

品特征对用户购买意愿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

此，应从产品评论中挖掘出用户主要关注的一些

商品特征，结合情感分析技术 [4]，分析用户对商品

重要特征关注度的情感概率分布状况。

1 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外在数据挖掘、电商评论、舆情分析等众

多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例如，

Pang等讨论了机器学习算法在文本情感分析领

域的应用，训练分类器对整篇电影评论进行情感

极性判断 [5]；Ghose等使用 Ling Pipe从亚马逊等购

物网站爬取几种商品的评论数据，在对其进行文

本预处理后，通过构造的分类器对处理后的文本

进行情感分类，最后在用户进行购买时起到参考

作用 [6]；左维松等提出基于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

方法对篇章级商品评论进行情感极性判别，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7]；赵丽芳提出了抽取商品属性特

征进行情感极性判断，但未针对细化的商品特征

属性分别设计主题词库，因而也就未能获取不同

商品特征属性的情感倾向强度 [8]；郭捷研究了情

感词典与机器学习对网络评论的情感分类，开发

出文本分类的可视化应用系统 [9]；吴潇提出了领

域情感词语的情感特征对网上购物商品评论情感

倾向性研究 [10]，但未从某一商品具有多特征作为

出发点研究等。综上所述，随着 web 2.0时代的

发展，情感分析已经成长为自然语言处理（NLP）
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

们的注意 [11]。

2 技术路线

2.1 抽取评论关键词特征

按照标点符号对评论进行分割，每条评论可

以分成若干个子句，将其格式化保存。对处理后

的全部评论数据采用 TextRank算法，利用局部词

汇关系 [12]的思想，从总体的层面上进行评论观点

的挖掘，找出用户对商品特征关注度的分布情

况，对关注度高的商品特征进行情感分析研究。

TextRank算法是一种用于文本的基于图的排

序算法，其基本思想来源于谷歌的 PageRank算
法，通过把文本分割成若干组成单元 (单词、句子)
并建立图模型，利用投票机制对文本中的重要成

分进行排序，仅利用单篇文档本身的信息即可实

现关键词提取 [13]，其迭代计算公式如下：

WS ( )Vi = ( )1 - d + d × ∑
Vj ∈ In ( )Vi

wji∑
Vk ∈ Out ( )Vj

wik

WS ( )Vj

……………………………………………………（1）
公式（1）中，TextRank模型图由点集合 V和边

集合 E组成，任两点 Vi，Vj之间边的权重为 wji，In
(Vi)是指所有指向节点 i的点集合，表示节点 i的入

度，Out(Vj)表示节点 j的出度，WS(Vj)表示节点 j的
权重值，d为阻尼系数，取值范围为 0～1，表示从

图中某一特定点指向其他任意点的概率，一般取

值为 0.85。
基于 TextRank算法对商品评论特征关键词提

取步骤如下：

（1）把给定的评论文本 T按照完整句子进行

分割，即 T=[S1，S2，…，Sm]；（2）对于每个句子 Si∈T，
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处理，并过滤掉停用词，只

保留指定词性的词语，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即 Si
=[ti，1，ti，2，…，ti，n]，其中 ti，j∈Sj是保留后的候选关键

词；（3）构建候选关键词图 G=(V，E)，由第（2）步生

成的候选关键词组成，然后采用共现关系（co-oc⁃
currence）构造任两点之间的边；（4）两个节点之间

存在边仅当它们对应的词汇在长度为 K的窗口中

共现，K表示窗口大小，即最多共现 K个单词；（5）
根据公式（1），迭代传播各节点的权重，直至收

敛；（6）对节点权重进行倒序排序，从而得到最重

要的 T个词，作为候选关键词；（7）由第（6）步得

到最重要的 T个词，在原始文本中进行标记，若形

成相邻词组，则组合成多词关键词 [14]。

2.2 构建文本情感分类器

现在主流的情感分析方法分为基于词典的方

法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15]。基于词典的情感分

析方法，首先拆分文本数据的段落并解析句法，

然后计算出情感值来描述文本的态度倾向，情感

 

 

 

 图1 购买人参的相关评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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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的质量是影响情感分析准确率的关键因素，

因此，情感词典的构建是一个不断积累新兴词汇

与情感词粒度不断进行细化的过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主要思想是先通过人工

标注情感极性的方式构建文本训练语料库，然后

从语料中选出部分与分类相关的特征，进行分类

器的训练 [16]，进而使用分类器对等待分类的文本

语料进行分类，以判别等待分类的文本语料的情

感倾向性。

根据提取的商品特征关键词，归纳筛选出用

户主要关注的特征，并按照这些特征构造评论分

类模型，对评论数据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基

于朴素贝叶斯算法构造文本情感分类器 [17]，训练

分类器的数据带有标签属性，可以把 75%的带有

标签属性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下 25%的数据

作为测试数据用来验证分类器的准确性，对每一

个商品特征的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分析。

朴素贝叶斯构建文本情感分类器 [18-19]步骤如

下：

（1）在商品评论数据中，设 d={w1，w2，...，wi}为
评论文本集中的一个待分类样本，w表示 d的特

征项；

（2）根据类别集合 C={c1，c2，...，cj}，计算特征

词在类比 C 的条件概率，即分别计算 p(c1|d)，p
(c2|d)，...，p(cj|d)；

（3）根据步骤 (2)，若想获取最大的 p(cn|d)值（cn
表示文本 d所在的类别），需要根据“贝叶斯假

设”，利用公式（2）计算概率：

p ( )|cn d = p ( )|d cn p ( )cn
p ( )d ,cn ∈ C……………（2）

（4）若使得 p(cn|d)取得最大值，需要让 p(d|cn)p
(cn)取最大值，其中 p(d)是常量，因此只需要计算 p
(d|cn)和 p(cn)的值，利用公式（3）计算类别 cn的先验

概率：

p ( )cn = tnt ……………………………………（3）
其中，tn表示属于类别 cn的样本数，t表示总的

样本数。

p(d|cn)表示当属于类别 cn的前提下，文本 d的
概率，朴素贝叶斯采用特征之间相互独立的思

想，按照公式（4）进行计算：

p(d|cn)=p(w1|cn)×p(w2|cn)×…×p(wi|cn)…………（4）
其中，p(wi|cn)由训练样本估值得到，利用公式

（5）计算：

p ( )|wi cn = tintn，（i=1，2，…，j）………………（5）
其中，tin表示有特征词 wi并且属于类别 cn的样

本数。

（5）通过如上进行训练，可以得到文本情感分

类器。用特征向量 d={w1，w2，...，wi}表示待分类的

评论样本，按照前四步计算 p(cn|d)的最大值，即可

以将样本 d划分为 cn类。

3 实验

3.1 实验数据及环境介绍

实验均采用 python 3.6语言实现，通过 scrapy
网络爬虫技术 [20]从京东官网上获取人参购买评

论，格式化处理后保存到本地；将人工标注总结

的 21 554条正面评论以及 18 792条负面评论的电

商评论作为语料库，为后续的情感分类工作做好

准备。

3.2 评论关键词特征集

采用 TextRank方法对评论特征关键词抽取，

得出用户关于人参评论关注度较高的特征集合如

下：

{京东，包装，味道，东西，购买，收到，物流，质

量，效果，泡酒，速度，快递，人参，形状，参味，太

小，礼盒，客服，评价，价格，产品，希望，泡水，参

片，品质，信赖，实惠，老人，口感}
其中，在以上的特征集合中，类似“收到”“物

流”“速度”和“快递”等特征词描述的是同一类信

息，可以归为“物流”这一范围。然而，在进行实

验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商品的特征在用户评论中

很少涉及到，如人参的栽培方法、生产过程等 [21]，

说明用户对这些特征关注度低，进行情感判断的

意义并不大。因此，本研究主要依据以上的特征

集为主，通过筛选商品特征集合，将描述信息相

同的特征词合并总结，从评论中挖掘出最受用户

关注的一些人参特征：{质量，饮食，物流，品相，价

格，包装}，这六个作为人参的主要特征进行情感

分析研究。

3.3 构造评论分类模型

将所有人参文本评论根据标点符号构造正则

表达式分割，每条评论可以分成若干个子句，并

按照六大主特征进行提取和分类，会过滤掉评论

中与主特征无关以及无效的评论数据，如“收到

东西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等，提高了后

续情感分析工作的针对性和准确性。然而，在一

些评论，如“就是有点小贵”描述的就是价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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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出现“价格”这个主要特征词，所以在对所

有分割后的人参子评论进行分类提取的过程中，

需要根据上面的六大主特征通过计算机辅助，构

建出与之对应的多子特征主题词库，如表 1所示。

基于子特征主题词库，使用词库中词语及其

搭配关系对评论子句进行匹配，从所有评论中筛

选出属于各个主特征的相关评论，把所有子评论

按照主特征进行分类，还可以过滤掉不相关或者

无效的评论，构造评论分类模型流程如图 2所示。

分类的执行过程是对评论文本按照一些标点

符号分割成多个评论子句；然后根据每个子句，

使用包含有词语搭配关系的子特征主题词库进行

匹配，评论子句所属的主特征就是与其匹配到的

子特征词所属的主特征。

3.4 情感分析与评估指标

对每个类别下的所有子评论情感分析，选取

语料库中 75%和 25%的数据分别作为情感分类

器的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为了评估分类器的分

类结果，采用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及
F1的值作为结果的评价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precision = A
A + B × 100% …………………（6）

recall = A
A + C × 100% ……………………（7）

F1 = 2 × precision × recallprecision + recall × 100% ………（8）
其中，A表示好评被分类器正确判断出的数

量，B表示分类器把差评错误判断为好评的数量，

C表示分类器把好评错误判断为差评的数量。为

了正确验证情感分类器的分类结果，进行多次实

验，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基于朴素贝叶斯构造的

分类器，在评论情感判断上准确率最低都在 79%
以上，召回率在 78%以上，可以用于人参多个特

征对应评论数据的情感分析。因此，对用户关注

度较高的人参六大主特征：{质量，饮食，物流，形

状，价格，包装}进行分析研究，分类器分类结果如

图 3所示。

人参评论情感分析的标准是每个主特征下正

面子评论与该主特征下所有子评论的占比。如图

表1 主特征-子特征主题词

主特征

质量

饮食

物流

品相

价格

包装

子特征主题词

质量，品质，质地，质料，产品，优劣，优质，劣质，材质，东西，东西好，东西坏，货真，货假，防伪，假冒，货品，正宗

饮食，饮食习惯，养生，养身，吃，喝，炖汤，炖菜，补气，养血，泡酒，泡水，泡茶，品尝，烹调，口味，口感，味道，参味，精

力，口服，上火，菜肴，煮食，膳食，烹饪，酒水，大补

物流，快递，物流业，物流配送，收到，送到，速度，太快，快速，迅捷，货运，运输，配送，发货，到货，太慢，仓库，京东快

递，顺丰，圆通，申通，韵达，中通，汇通

品相，形状，外形，外观，外表，尺寸，切片，片大，片小，个头，很大，有点大，很小，有点小，大点，小点，根须，太大，太小，

参片，细长，小点，大点，粗壮，断须，物美，短小，碎屑，渣子

价格，价钱，钱，价位，定价，消费，实惠，经济，划算，价实，售价，降价，昂贵，较贵，便宜，价廉，市价，标价，低廉，低价，

要价，性价比，超值，起价，优惠

包装，盒装，罐装，礼盒，精美，完美，简陋，粗陋，外盒，套装，严密，漏气

表2 情感分类器测试结果 %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precision值
80.36
79.12
81.29

recall值
79.75
78.54
79.96

F1值
80.05
78.82
80.61

 

图2 评论分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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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示，人参的质量、饮食、物流、品相、价格、包装

的好评占比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本文情感分析

的评论数据来自京东销售人参最多的商家，关于

质量评论的好评占比在 60%以上；在饮食、价格

和包装方面，人参作为一种滋补身体的保健品，

用户对人参的功效关注度较高，通常买来当作礼

品赠送他人，商家的价格也相对合理，物有所值，

所以用户给予的好评也就相对较多，占比在 60%
左右；然而在物流和品相方面，由于天气、配送方

式或者商家本身的原因都会影响物流的速度，而

且人参有很多根须结构，所以在物流配送的过程

中可能会对人参的结构品相造成一些影响和破

损，导致好评占比仅在 50%左右。综上所述，商

家要在保障人参优质、价格合理、包装精美等方

面的同时，提高商品的物流速度，优化配送方案，

保障人参在运送的过程中参体根须的完整性。

4 结 论

通过电商平台的人参评论信息，使用 Tex⁃
tRank的思想抽取评论关键词特征，得出了用户对

商品关注度较高的六个主要商品特征，并基于主

特征关键词构建子特征词库，一方面扩大了对评

论数据提取与分类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过滤掉

与主特征无关的评论数据，提高了情感分析工作

中评论数据的质量。

提出了基于朴素贝叶斯构造情感分类器，采

用人工标注的商品购买评论数据进行训练与测

试，实验结果表明，情感分类器准确率在 80%左

右，对人参评论的多特征情感倾向性分析具有可

行性。最终，以每个主特征下正面评论与负面评

论的占比完成对人参评论数据的情感分析工作，

并直观地展示了用户在人参的质量、饮食、物流、

品相、价格、包装六个方面的情感倾向结果，研究

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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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情感分析结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