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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分析中共性知识挖掘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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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性知识挖掘是网络舆情中实现领域可移植的有效途径，提出从共性情感元素、共性语言模式两方面建

立共性舆情知识库。共性情感元素挖掘主要通过半自动方法识别并从训练库中学习量化权值实现动态扩展知识

库；共性语言模式挖掘主要从语法、语义角度弥补句法分析引入的错误，提出三类修正模型，包括主语转移模型、

极端情感动词模型与情感修饰短距离依赖模型。最后从宗教、酒店两个领域进行验证，证实共性知识挖掘在系统

可移植性方面具有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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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网络舆情分析是将带有情感倾向的用户评论运用相关技术进行分析与综合，给出倾向性分类与标注，帮助决
策者及时把握相关舆论动态发展。例如产品评论的情感分析有助于公司制定正确的战略赢得最大利润；社会舆

论的情感分析有助于政府把握民情与社会热点以及对政策的意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际上多家相关研究团体纷纷组织舆情研究［１］。国际文本检索会议（Ｔｅｘ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ＥＣ）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每年都会组织情感倾向性的评测任务，从文本数据集上检索出带有倾向性观点的文档。ＮＴＣＩＲ
（ＮＡＣＳＩＳＴｅｓ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Ｒ）是由日本情报信息研究所主办的多语言处理国际评测会议，也于２００６年开始了
多语言观点倾向性评测，每年举行一次，拥有中、日、英三种语言的标准语料库，评测目的是从新闻报道中提取带

有主观性信息的内容。国内２００８年发起的ＣＯＡ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是第一个在中文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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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评测，近年来在不断推动中文情感倾向性分析

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同时，逐步建立了舆情分析研究的

基础数据集。

２　相关工作

　　网络舆情分析在政府、研究团体等共同推动下，其

研究领域与传播载体向纵深立体化发展［２］。舆情分析

领域涵盖了产品评论、新闻评论、股市评论等，舆情分

析的媒介也由传统的网页扩展到 ＢＢＳ、微博等社会媒
体，载体呈多样化、立体化。舆情分析在技术上呈精细

化方向发展［３］，覆盖了词语、句子以及篇章等不同粒度

的情感计算，特别是研究重心集中在句子级情感计算，

发展了一系列句子级的情感倾向性计算方法。除了句

法分析为核心技术外，特征分类为核心技术在情感倾

向性计算方法上也较为常见。

　　第一种主流方法是以句法分析为基础的情感计算
方法，主要依赖句法分析技术，但不同于普通的句法分

析，它依赖于一定的情感知识作为情感计算基础。例

如文献［４］主要采用手工方法建立情感词的极性词
典，并引进同义词来提高词典覆盖率，在情感知识库的

支持下，结合句法分析技术进行情感分析。情感分析

特定任务不需要深度的语法分析，因而浅层的句法分

析常常被应用于情感分析中，它不需要全面分析句法

的内部结构，只需要辅助分析出各种情感元素之间的

关联关系。例如文献［５］采用局部浅层句法分析来研
究情感句子的倾向性计算方法，并结合语言极性分析

方法研究舆情。文献［６］研究句子级文本情感分析，
在系统模型的训练过程中引入浅层句法信息和启发式

位置信息，同时在不增加领域词典的情况下，有效提高

系统的精确率。由于句法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情感

元素之间的关联关系，文献［７］研究句子级情感分析
中自动获取句法路径来描述评价对象及其评价词语之

间的修饰关系，并通过计算句法路径编辑距离来改进

情感评价单元抽取的系统性能。除了在整句上进行句

法分析，还有对其中局部的骨架元素进行分析，例如文

献［８］研究了深度情感分析中的动词模型，采用句法
语义的方法精细描述动词的配价关系。实际上，在情

感文本中文字表述经常是口语类型或网络语，具有很

大的随意性，而常规的句法分析器是建立在规范文本

的基础上的，需要结合局部句法分析方法以及词汇语

义知识进行补充，使其适应非规范文本。

　　第二种主流思路是将情感倾向性分析看成是特征

分类问题，这样所有特征分类技术便可应用于情感倾

向性分析问题中。特征分类模型不需要文本具有较好

的规范性也能表现出较好的特性。例如文献［９］研究

了产品评论信息的不规范问题，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研究产品评论信息分析方法。特征分类技术包含特征

选择与特征集成等关键技术，例如文献［１０］研究情感

分析中的特征选择问题，关注主观性表达语句，抽取出

其中明显的特征。情感分析的特征集成方法主要有异

构特征集成以及多策略方法等，例如文献［１１］研究了

基于Ｓｔａｃｋｉｎｇ组合分类方法的中文情感分类方法，将４

组统计方法集成到情感分类任务中，为异构特征集成

提供思路；多策略方法如文献［１２］研究博客舆情分析

中的表情符号的规则方法、情感词典的规则方法、基于

ＳＶＭ的层次结构的多策略方法。运用特征分类法进

行情感倾向性计算主要依赖于语料库的训练，不同的

语言特征分布对系统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语言分析技术与特征分类技术是情感倾向性分析

的两种主流技术，语言分析技术具有较好的领域通用

性，但要求文本具有一定规范性且需要情感元素知识

库支撑，而情感元素知识库具有领域性；特征分类技术

没有文本规范性要求与情感元素知识库支撑，但其分

类性能对训练语料有领域依赖性。两种技术都存在移

植性问题，包括跨领域与跨时间，例如文献［１３］跨领

域知识的基金评论情感分析，通过标注语料库训练来

提取语言知识，提升跨领域舆情分析水平；文献［１４］

研究评论的情感倾向性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研制

了自适应情感分析方法并运用于销售预测。虽然舆情

分析领域与载体差异很大，但在舆情分析技术上有较

多的共通之处可供借鉴。目前全领域范围的舆情分析

技术尚不成熟，舆情分析系统的开发一般都针对特定

领域，如何以最小代价将系统移植到新的领域具有现

实意义。

　　本文侧重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情感分析的移植

性问题，主要研究宗教类与酒店类舆情语料，获取舆情

分析的共性情感元素与语言模式知识，并围绕移植过

程中的共性知识挖掘与集成问题，探讨跨领域的可移

植性。

情报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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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共性知识挖掘

　　舆情分析是在简化句法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情感倾
向性判断的过程，包括情感元素的识别、借助句法分析

的语言结构分析、情感倾向性计算等主要过程。人类

在表达情感的时候所用的语言结构是相似的，不同领

域间舆情分析方法的差异在于相似语言结构下的情感

元素的替换。共性知识挖掘的目的是在较少的人工干

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发现共性的语言结构与基础性

情感元素，既保持特定领域较高的准确率，又方便地扩

展舆情分析的适用范围，提高系统的移植性，主要进行

共性情感元素挖掘与共性语言结构模式挖掘。

３．１　共性情感元素挖掘
　　舆情分析中的情感元素主要有评价主体、评价客
体、评价词语、评价指标等［２］。评价主体为句子中观点

的持有者，情感的发出者，在大部分情况下会省略或者

是隐含的。例如“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

一切”，这里的观点持有者就是“我国政府”，评价主体

是判定情感倾向的基础，其决定了情感立场。评价客

体为情感句中所讨论的对象。评论文本中涉及的新闻

事件、产品等都可看成是评价客体，评论内容主要围绕

这些客体进行讨论，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语言。例

如“国产手机质量也不错！”，这里的“国产手机”为评

价客体，评价客体还常常伴有评价指标等围绕客体某

个侧面的细化评价指标，这里“手机”就包含了“质量”

评价指标。评价词语指具有情感倾向的修饰性词语，

是人类用特定的词汇来表达情感或进行评价，评价词

语的性质表达了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的情感倾向［４］。

例如“母亲是那么的善良和蔼！”，这里的“善良”和“和

蔼”就是评价词语。形容词和副词是最常见的评价词

语，在某些情况下动词、名词也可以作为评价词语。

　　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与舆情领域直接相关，一般
会有较大的差别，每个领域的知识库需要以人工或者

半自动的方式建立。评价词语是表达情感倾向的词

语，不同领域间具有一定的共性，构建公共的评价词语

库可以实现领域间的共享。

　　本文提出共性情感元素挖掘方法可以解决不同领
域间舆情知识共享问题。先从特定领域挖掘开始，逐

步发现不同领域间的重复知识，按照知识的重合度不

断动态反馈，建立稳定的共性知识库。共性知识库从

舆情语料库中的情感句中获取，情感句中包含评价客

体与评价词语两个基本条件，需要手工建立少量的评

价客体库与评价词语库作为自动扩充学习的起点。

　　评价客体库的扩充可看成实体抽取任务，在分词
与词性标注基础上结合错误词性标注规律，发现新的

评价客体。构建评价词语库可以从常规词典中抽取，

并人工分析词语的褒贬性生成经验型评价词语库。为

了实现共享，后期对褒贬义模糊的词语进行逐步强化，

在人工介入的基础上分别建立评价客体库与情感词汇

库，还应当对各种情感元素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建立

灵活的共性情感库。

　　情感元素量化学习算法通过较少的人工介入半自
动来实现，本方法对学习语料库的构成有一定要求，需

要人工将语料库设置成正面与负面语料，并结合已经

人工建立的评价客体库、评价词汇库将语料库自动细

分成以情感句子为单位的４个语料库，方便后期训练。
例如，对正面评价客体进行正面描述的语料，简称正正

语料；对正面评价客体进行负面描述的语料，简称正负

语料；对负面评价客体进行正面描述的语料，简称负正

语料；对负面评价客体进行负面描述的语料，简称负负

语料。在细分语料库的基础上，借助细分语料库的倾

向性标注以及已建立的情感知识库进行交叉验证，并

结合实体识别技术逐步发现更多的潜在评价实体，加

强共性情感元素库的量化权值，步骤如下所示：

　　算法１：情感元素量化算法

　　输入：半自动标注的４类情感语料库

　　输出：系统词典：评价客体与评价词汇的正负面量化特征

　　计算过程：

　　①语料库预处理，进行分词与词性标注；

　　②全局识别潜在的评价客体与评价词语；

　　③提取包含潜在评价客体与评价词语的情感句；

　　④统计各类特征出现频率并进行量化处理；

　　⑤将新学习的情感元素进行人工甄别。

３．２　共性语言结构模式挖掘
　　情感分析过程是对情感句进行句法分析与语义计
算的过程［５，６］，句法分析过程将情感句在词性标注以及

情感元素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句法树的构造；语义计算

过程重点关注情感元素的语义关系，并依据情感元素

间的相对语义关系进行情感倾向性评价。情感分析需

要借助句法分析获取情感元素间的依存关系，在情感

分析过程中充分结合浅层句法分析与命名实体识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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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情感倾向性评价，但是通用的句法分析等工具

在句子成分相对完备的情况下表现良好，在缺失重要

句法成分或增加特殊情感元素的情况下，需要建立修

正模型。为此，本文提出主语转移模型、极端动词模型

以及短距离依赖模型。

　　（１）主语转移模型
　　在中文常用句子中经常会出现复句，复句中由于
每个单句意义紧密，具有很强的关联关系，主语常常会

被略去而不影响句子表达。复句实例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复句实例

原始句子 主语转移后生成各分句

假如产品质量不好，数量再多，也

怕没有使用价值。

①假如产品质量不好
②产品数量再多
③产品也怕没有使用价值

　　原始句子中从第一句可以看出主语为产品，但是
第二句和第三句的主语就被省略了，由于主语的缺失

导致主谓宾结构不完整，识别句子情感倾向时会直接

丢掉该复句。如果把第一句的“产品”转移到第二句、

第三句做主语，就会得到完整的主谓宾式的句子结构，

有利于句子情感倾向性的计算。

　　如何有效解决复句中单句主语迁移问题是这类情
感分析问题的关键。首先识别段落中相关的主语，可

以结合名词短语识别技术识别评价客体，将其保留在

栈结构中，遍历完相关段落后，结合复句类型列出相关

主语缺失单句进行主语补充。具体步骤如下：

　　算法２：主语转移算法
　　输入：待分析文本段落
　　输出：主语补充完整后文本段落
　　计算过程：
　　①依次按单句输入，识别复句结构，抽取名词性短语，识
别评价客体；

　　②将评价客体压入栈结构，该栈主要存贮替换主语，并
记录其在句中位置；

　　③按顺序列出主语缺省句，结合句子位置补充或替换缺
省句；

　　④输出包含主语的完整表达句子。

　　这类复句的主语缺失问题在语言现象中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在复句分析过程中可以结合复句的类型，包

括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解

说、目的等复句，识别复句主要利用具有关联作用的连

词、副词以及一部分起关联作用的短语等，然后建立以

复句为主要分析对象的主语转移模型作为共性语言结

构模式分析模型。

　　（２）极端情感动词模型
　　极端情感动词模型主要解决在模型分析过程中动
词不做褒贬倾向支持的问题。实际上，在语言运用过

程中，许多动词具有极强的倾向性。除了中性动词外，

可分为褒义动词与贬义动词，例如迫害、侵犯等属于贬

义动词，而爱戴、拥护等属于褒义动词。“这家店铺侵

害消费者权益。”这句话可以依据其动词褒贬倾向综合

计算句子的褒贬义。

　　另外动词模型中还要结合动词本身的配价问题，
这里主要考虑一价动词与二价动词，并为每类动词建

立分析配价模型，主要原因是这两类动词建模相对容

易且占有较大的比例。一价动词如“苹果的营销计划

成功了”；二价动词“这种思想毒害年轻人”。

　　动词模型是一种词汇级的修正模型，它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计算过程中的优先级高于句法树，可以修改

原来句法树得到的倾向性值。动词模型能提高倾向性

分析结果的正确率，但主要依靠语言知识支持，合理的

动词配价分析模型及一定规模的动词库是性能提高的

保障，并可以作为倾向性分析的共性知识。

　　（３）情感修饰的短距离依赖模型
　　句法树的处理粒度是句子级别的，有时句子结构
分析引入局部错误或由于复句的某些成分的省略，会

造成一定的误差，所以系统加入了处理对象为短距离

语义依赖的处理方法。情感词修饰短语是一种短距离

依赖模型，它由情感词以及其所修饰的评测对象组成，

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将其定义为情感词修饰短语。

由于语言在实际运用中无论语义表达还是句子结构，

一般都较为复杂，中文处理中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型可

以完全正确分析出结果。如果主语的自动转移分析错

误，那将会得到情感倾向性相反的结果，而短距离依赖

的处理对象有助于修正这种失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情感倾向性分析通常是在整句分析的基础上得到
倾向性结果，但是有时候整句倾向性主要集中在局部

的某些短语，这些短语中包含了情感倾向性词汇与评

价对象，形成整句的情感倾向性的极性。这类情况主

要依据两个重要指标：评价对象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

情感词作为短语成分修饰评价对象，这样整句的情感

倾向性集中在局部结构上。这类语言现象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由其计算生成的局部情感倾向正确率相对较

情报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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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修正模型中优先级高于主语转移模型。

　　（４）修正模型间的优先顺序
　　本文引入的几类语言模式修正模型，主要是解决
目前句法分析尚不完全成熟以及舆论文本表述不规范

的问题。语言修正模型针对初始句法分析有可能导致

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本质上讲是一种规则的方法，在

修正规则逐步增加的时候，必然会导致规则间的冲突

需要消解，建立合适规则的优先级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规则冲突引入的问题。优先顺序一般是局部修正模

型优先，例如极端动词模型、情感修饰的短距离依赖模

型优先级高；而主语自动转移模型是句子级修正模型，

优先级较低。目标是引入新的修正模型后能够提高系

统性能，并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４　实　验

　　舆情分析中共性知识挖掘主要实现舆情知识复
用，实现舆情系统在不同领域间的移植。在实验阶段

考察共性知识的挖掘及其对舆情系统不同领域间移植

性支持效果的评价。

４．１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选择宗教与酒店领域的舆情数据，宗教
类舆情数据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机器翻译实验室；

酒店类舆情语料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组织

的评测语料。在宗教、酒店领域各选择了４００个样本
进行人工分类标注形成正面样本２００篇、负面样本２００
篇为测试样本，其余作为训练数据备用，主要获取领域

相关的评价对象和部分情感词。

４．２　共性情感元素挖掘实验结果
　　笔者在先期舆情系统的基础上［４］，增加了共性语

言知识移植性模块，建立系统词典，包括共性词典与领

域词典。共性情感元素挖掘主要为系统移植性，需要

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领域词典则只适用于特定领域

的词典。采用领域词典与共性词典相结合的方式能节

省地将系统从一个特定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特定领域进

行舆情分析并保持良好性能。

　　（１）实验结果
　　首先将各种基本词语进行整理，按照频率进行初
筛，然后人工甄别，形成可以使用的系统词典。例如宗

教类训练文本中，从７９９１个名词中选取出排名靠前
的名词作为正面和负面评测对象；从１３１２个情感词

语中选取排名靠前的词语组成正面和负面情感词词

典；从３６４４个情感动词中找出具有褒贬义色彩的动
词组成正面和负面情感动词表。在此基础上，人工参

与进行甄别，大大降低了人工的工作量。同样的方法

在酒店领域整理词表，调整后的领域细分词典收录情

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细分系统词典收录情况

词典类别

宗教领域 酒店领域

最大

词频

最小

词频

词条

数量

最大

词频

最小

词频

词条

数量

正面的评测对象 １０８０ ５０ ３１ ３９６ ２ ３１５
负面的评测对象 １７６５ ５２ １７ ４ ２ ３６
正面情感词词典 １６７ ２ １１５ ２６ ２ ８８
负面情感词词典 ４３４ ２ １５３ ３５ ２ １１２
正面情感动词词典 １８２ ２ ６ ２１ ２ ９
负面情感动词词典 ６４３ ２ ６２２ ２０ ２ ４２

　　（２）实验结果分析
　　共性情感元素挖掘主要是针对以形容词为主的情
感词典和情感动词，获取方法是先单独从不同领域训

练再进行合并形成共性情感元素库。在两个领域的挖

掘中发现，负面的情感动词所占比例最多，大约占总词

汇量的６６％，正面的情感动词所占比例极少，其次是
正面情感词和负面情感词，约占总词量的２８％。每个
领域形成上述几个细分词典后，对情感词词典、情感动

词词典进行合并，依据算法由领域词典逐步形成共性

情感元素词典，其中情感词词典１０３个，在宗教与酒店
领域中重合的情感词语占４０％左右，并且这些情感词
语在两个领域中出现的频次大都超过３次，较为稳定；
情感动词１１个，主要是动词使用具有一定领域性。随
着领域的增加，每个共性情感词语的权值会动态调整。

　　由上述共性情感元素库构建过程可知，构建共享
的情感元素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共性情感元素库

是系统运行的必要条件，主要优点是无需重新训练便

能够获取数量可观的可共享的情感元素库，随着系统

领域扩展具有累加式效应。

４．３　共性语言模式实验结果
　　舆情分析系统中共性情感元素是情感倾向性分析
的基础，但是情感倾向性需要考虑到目前句法分析本

身的不成熟以及舆情文本存在不规范表述问题等现

状，为此引进语言模式修正模型来改善系统运行性能。

　　（１）实验结果
　　舆情分析系统在结合共性情感元素的基础上，采
用隶属度刻画语句的情感倾向性，取值范围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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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１表示情感倾向为负面最大值，１表示情感倾向
为正面最大值。为了给出明确的情感倾向分类，在取

值范围基础上设置褒贬两类阈值，高于褒义阈值才能

判定为正面评论，低于贬义阈值才能判定为负面评论。

在保证总体正确率稳定的前提下，滑动阈值窗口观察

正确率，分别将阈值设定成符合实际需求的情况。例

如宗教类语料的负面样本识别率高于正面样本的识别

率，因为负面样本的危害性更大，－０．１以下即可判定
为负面评价，０．３以上为正面评价；而酒店领域则按照
经验值阈值进行设定，０．３以上为正面评价，－０．３以
下为负面评价。

　　系统引进语言模式修正模型非常谨慎，主语转移
模型只在可识别的复句中推广；极端动词模型依赖独

立的动词库；短距离依赖的窗口只限于三个词汇长度

以内。因为语言模式的优先级比较高，类似于规则的

方式来修正情感分析结果，不合适的修正会降低系统

整体性能。共性语言结构分析主要以浅层句法分析为

工具，结合情感分析特点进行结果修正，使用前后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系统识别性能。对两类样本进行正确性

测试的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采用共性语言模式前后识别结果对比

样本数量 识别结果

宗教领域 酒店领域

识别数量（个） 识别数量（个）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正面样本

２００篇

正面 １２７ １２２ １８３ １９１
负面 ３２ ４４ １ ０
未知 ４１ ３４ １６ ９

负面样本

２００篇

正面 ２３ １１ １７ １１
负面 １６７ １８８ １５７ １５８
未知 １０ １ ２６ ３１

正确率 ７３．５０％ ７７．５０％ ８５％ ８７．２５％

　　（２）实验结果分析
　　从表３可知，使用语言模式修正模型后识别结果
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宗教领域的提高幅度为４％，酒
店领域为２％。主要原因是修正规则侧重于对负面评
论的发现，而宗教领域中语句的情感倾向要强于酒店

领域，特别是极端动词、情感修饰短距离依赖现象尤为

明显，因而改进效果较好。

　　①主语转移修正模型。主语转移修正模型解决复句中

主语缺失情况，如果句子分析使用了主语转移模型，那么在

句子分析结果的后面会有［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ｕｒｎ］标识，如表４所示。

　　在这个句群中由于出现了主语缺失或者代词替换情况，

在运用主语转移分析后，结果就得到进一步修正。其中涉及

表４　主语转移修正结果

原始句群 分析结果 修正后结果

①这家酒店客房多，
②但不好住。

① （酒店 客 房／Ｎｚ
多／Ｖｖ１）１，第二句
缺乏主语，分析失败

①（酒店客房／Ｎｚ多／Ｖｖ１）
１，②（但酒店客房 ／Ｎｚ不
好住Ｖｖ－１）－１［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ｕｒｎ］

的符号意义为：用／Ｎｚ表示名词构成的主语，包括修饰名词

的形容词和副词；／Ｖｖ表示动词组成的谓语，最外面的“（）”

外是句子情感倾向值，１表示正面，－１表示负面，０表示中

性，只表示陈述事实。

　　②极端情感动词模型句法分析。在通常情况下，动词一

般不参与情感语义计算过程，但是某些动词具有强烈的感情

色彩，例如“报复、污蔑”等表达了负面的情感，而“赞美、嘉

奖”等则表达了正面的情感，对情感分析具有重要的影响，极

端动词模型通过引入对主要情感动词的情感计算值，修正句

法树分析的问题。假设与极端情感动词最近的主语和宾语

语义联系最紧密，此模型的优先级要高于句法树分析的结

果。运用极端情感动词模型进行修正，得到正确的情感倾向

性值。

　　③情感修饰短距离依赖句法分析。句法分析对于复合

句的处理能力较差，特别是嵌套句式可能会导致句法树判断

失误，可以结合局部的情感修饰进行情感倾向值修正，局部

修正模型由于是短距离依赖关系，其在情感分析过程中正确

率较高，在整句分析过程中应该结合局部分析结果得到最终

的情感倾向值。

５　结　语

　　舆情分析在网络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扮演重
要角色，目前虽然特定领域的舆情分析具有较高的准

确率，但通用领域的舆情分析系统还很难达到实用水

平，研究跨领域的舆情共性知识挖掘具有重要意义，它

不但能节省舆情分析系统的开发成本，而且对开发下

一代通用舆情分析系统提供基础支持。未来将重点研

究情感元素库、语言模式修正模型的扩充与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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