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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网络伪舆情识别研究

刘　勘　朱怀萍　刘秀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针对网络伪舆情的识别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网络伪舆情识别方法。鉴于不同的舆情信息所

反映出的舆情特征不同，而舆情特征的不同又可进一步辨别舆情的真假，因此首先构建针对网络舆情真伪的评价

指标；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分类机理，结合网络舆情的评价指标提出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网络伪舆情识别模型，采用

多项式核函数以及优化之后的径向基核函数产生的分类器。通过实验证明采用支持向量机构造舆情分类器所构

建的识别算法能够对网络伪舆情进行有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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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Ｇ２０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ＶＭ

ＬｉｕＫａｎ　ＺｈｕＨｕａｉｐｉｎｇ　ＬｉｕＸｉｕ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ｆ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Ｖ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ｒ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ｎａ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ｗｉｔｈＳＶＭ．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ａｄｏｐｔｓ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ＢＦ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ｏｐｉｎ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Ｖ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９
　　收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０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伪舆情的识别与防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ＹＪＡＺＨ０６０）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所谓网络伪舆情，也即网络虚假舆情，是指在网络这一特定环境下，一些有组织的公司或网民个体，通过论坛
发帖、博文转载、ＱＱ消息群发等特定方式，散布“无中生有”或曲解原意的虚假信息和言论，在这些信息和言论的
刺激下，媒体或网民出于蓄意制造或本能所表现出的具有明显倾向性、能够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并可能造成强烈

负面影响的所有认知、态度、情绪、意见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然而，少数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言论的强大影响
力，制造网络谣言，推动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

网络伪舆情进行有效的识别、监控、预警及清除，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２　相关研究

　　目前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热点话题提取［１］、文本倾向性分类［２］以及突发事件的检测与跟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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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网络伪舆情的研究是网络舆情分析的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网络伪舆情”一词最早由宋常青［４］提出，主

要研究了网络伪舆情对政府决策的干扰；刘勘等［５］对

网络伪舆情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研究；李兰玉［６］则对

网络伪舆情的成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但是网络伪舆

情的识别技术还在探索之中。

　　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提取网络舆情的关键信息，
对网络舆情（包括真实舆情和虚假舆情）进行特征抽

取，形成可供机器学习的描述数据，是对网络伪舆情进

行有效识别的基础。针对网络舆情的指标体系，张一

文等［７］给出了指标体系的概念界定和基本维度；王青

等［８］从舆情热度、强度、倾度和生长度等４个维度构建
了舆情监测及预警体系；张玉亮［９］通过对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发生周期的分析，提出了基于三个层次的２１个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陈新杰等［１０］从传播方式、视听化

程度、内容详略度等方面进行了指标的丰富。本文综

合有关对舆情指标的研究，结合网络伪舆情的特点，构

建了适于判别真伪舆情的指标体系。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 Ｖａｐｎｉｋ［１１］提出的一种基于
统计学习理论的方法，ＳＶＭ通过学习自动寻找那些对
分类有较好区别能力的支持向量，并将这些向量映射

到一个更高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建立一个最大间隔

超平面，通过这个超平面把数据区分开。运用 ＳＶＭ方
法得到的分类器，类和类之间的距离较大，推广性能和

分类准确率较高。网络伪舆情的识别其本质可以看作

是一个分类问题，网络舆情分类具有训练样本数量有

限、维数较高等特点，从理论上说这些特点符合支持向

量机的分类特征，因为 ＳＶＭ具有训练样本小、学习速
度快、易于扩展等特点，并能处理高维和线性不可分问

题。因此本文提出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网络真伪舆情分

类模型，能够对网络伪舆情进行有效识别。

３　基于ＳＶＭ的网络伪舆情识别模型

３．１　基本思路
　　网络舆情包括网络真实舆情和网络伪舆情，网络
伪舆情的识别其本质就是对网络真实舆情和网络伪舆

情进行分类。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网络伪舆情识别模型

如图１所示。
　　首先，建立网络伪舆情的判别指标。网络舆情事
件可以通过一些主要的指标数据进行描述，这些评价

图１　网络伪舆情识别模型

指标之间存在着实体和属性的关系，合理、有效的评价

指标的选取是对网络伪舆情进行有效识别的基础和前

提。其次，根据舆情指标采集数据。收集的舆情数据

既包括真实舆情，也包括虚假舆情，同时注重两类数据

在数量上的平衡性。需要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

理，主要是信息源数据权重的确定、来源于不同渠道的

舆情信息直接信息系数的计算、缺失数据的补充以及

不同量纲数据的归一化处理等。然后，将样本随机分

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训练样本用于学习，以得到正

确的分类器。最后，将测试样本输入到分类器中进行

测试，分析测试结果，进而衡量分类器的精度。

　　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步骤：
　　（１）导入数据，并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２）随机产生训练集和测试集；
　　（３）核函数选择；
　　（４）对训练样本进行ＳＶＭ分类，学习产生分类器，
确定支持向量的个数；

　　（５）当支持向量的个数所占训练样本比例过高
（＞８０％）时，采用参数优化方法选择最佳的惩罚因子
Ｃ以及核函数中的参数ｇ；
　　（６）运用新的参数惩罚因子 Ｃ和参数 ｇ再次对训
练样本进行分类，产生分类结果；

　　（７）不断重复过程步骤（５）和步骤（６），直到支持向
量的个数所占训练样本比例达到指定阈值（＜８０％），确
定最终采用的惩罚因子Ｃ和参数ｇ；
　　（８）对测试样本进行预测，统计预测准确率；
　　（９）预测结果比较分析。
　　这里采用向量形式表示网络舆情信息。即针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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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舆情事件，统一用向量 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７，ｙｉ）对其
进行描述，其中，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７表示第 ｉ个样本的属性
值，分别对应于每个舆情事件的信息源、总发文数、总

报道数、直接信息系数、持续时间、观点总数和传播渠

道数，ｙｉ∈（－１，１），表示两类训练样本的类别标识，
ｉ＝１，２，…，ｎ，ｎ为样本总数。
３．２　网络伪舆情的识别指标
　　反映网络舆情的指标较多，但多数指标都难以用
于判断网络舆情的真伪。根据网络伪舆情的主要特

征［５］，本文选取了７个主要指标，包括：
　　（１）信息源：收集舆情事件相关信息时，追溯到其源
头，判断信息源的类别，根据不同的类别赋予不同的权

重。一般认为，当信息来源于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时，

可信度较大，赋予较高的权重；当信息来源于贴吧或个

人微博时，可信度相对较小，赋予的权重也相应降低。

　　（２）总发文数：从第一篇文章开始计算，截止到统
计时间点，在某一热点事件相关主题下发表的文章总

数，包括论坛帖子数（原创和转帖）和博文数。

　　（３）总报道数：从第一篇文章开始计算，截止到统
计时间点，在某一热点事件相关主题下所有网络媒体

新闻报道的总数，包括消息和评论。

　　（４）直接信息系数：反映同一事件涉及的相关信
息在不同信息来源上的分布状况的综合参考系数［１２］。

计算方法分以下几个步骤：将所获得的同一事件的所

有信息按其来源分类，并为不同的信息来源分配不同

的权重；分别计算各类信息来源所包含的信息数与信

息总数的比值，在此定义为信息显著度；计算各类信息

来源信息显著度的加权平均数，即直接信息系数。

　　假设从Ｎ类信息源收集到有关某一事件的 Ｍ条
信息，Ｓｋ为从第 Ｋ类信息源中获得的信息数。Ｗｋ为
第Ｋ类信息源的可靠性权重，直接信息系数为 Ｉ，则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
Ｎ

ｋ＝１
Ｗｋ＝１　∑

Ｎ

ｋ＝１
Ｓｋ＝Ｍ　Ｉ＝

∑
Ｎ

ｋ＝１
（Ｗｋ

Ｓｋ
Ｍ）

Ｎ 　ｋ∈（１，２，…，Ｎ）

　　（５）持续时间：事件从发生到结束持续的天数，为
使样本更加精确，也可以小时为单位进行度量。

　　（６）观点总数：将收集到的舆情信息加以整理，形
成文本文档，再从文本文档中提取观点，进一步统计观

点总数。

　　（７）传播渠道数：当信息的传播方式为串行传播

时，统一为一条传播渠道；当信息的传播方式为并行传

播时，需要统计传播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传播渠道数。

　　在这些指标中，有的能反映网络伪舆情的特征，如
网络伪舆情总是来自于非官方的消息源、直接信息系

数较低、被人为地加长持续时间、观点较为单一、传播

渠道类似等。同时，也利用了发文总数、报道总数等指

标，以表现其舆情特征。

３．３　支持向量机的核函数选取
　　核函数通过一个特征映射将输入空间（低维的）
中线性不可分数据映射成高维特征空间中的线性可分

数据，这样就可以对高维线性可分数据使用 ＳＶＭ方法
进行分类识别。核函数本质上对应于高维空间的内积

Ｋ（ｘｉ，ｘｊ）＝φ（ｘｉ）φ（ｘｊ）。本文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核函
数对模型进行测试：

　　（１）线性内积核函数［１３］：

Ｋ（ｘｉ，ｘｊ）＝ｘｉ·ｘｊ

　　（２）多项式核函数（Ｐｏｌｙ）［１３］：
　　Ｋ（ｘｉ，ｘｊ）＝（ｇ（ｘΤｉ·ｘｊ）＋ｒ）ｄ　ｄ＞０，ｄ阶多项式分类器

　　（３）径向基内积核函数（ＲＢＦ）［１４］：
Ｋ（ｘｉ，ｘｊ）＝ｅｘｐ（ｇ‖ｘｉ－ｘｊ‖２）　ｇ＞０

　　（４）Ｓ型核函数（Ｓｉｇｍｏｉｄ）［１５］：
Ｋ（ｘｉ，ｘｊ）＝ｔａｎｈ（ｇ（ｘΤｉ·ｘｊ）＋ｒ）

４　实验过程及结果

４．１　数据和实验结果
　　实验语料共收集了７９个网络热点舆情数据，分为
两类，包括真实舆情事件 ４１个和伪舆情事件 ３８个。
具体实验过程中，将样本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其中训练数据５９个，测试数据２０个。针对评价指标
中涉及的网络媒体，考虑到媒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

及网民的参与程度，语料来源主要选取比较有代表性

的商业网站和官方网站，包括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

新华网、百度贴吧和天涯论坛。对所有网络媒体涉及

的报道、评论、帖子中所包含的观点进行人工提取。同

时，针对每个舆情事件，都追溯其信息源，并根据信息

源可信度的不同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的取值介

于０和１之间。具体为：当事件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或
主流媒体时将信息源可信度定为０．８；当事件来源于地
方报纸时将信息源可信度定位０．５；当事件来源于论坛、
贴吧、个人博客、手机短信或 ＱＱ群时将信息源可信度
定为０．２。实验数据的组成及结构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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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部分实验数据示例图

　　整个实验在Ｍａｔｌａｂ平台上完成。首先使用函数默
认的参数值，分别选择不同的核函数进行分类，分类结

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核函数下的分类结果

核函

数
Ｃ ｇ ｄ ｒ 支持

向量数

支持向量

所占比例

整体分类

准确率

预测

准确率

线性 １ － － － ４ ６．７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ＲＢＦ １ ０．１ － － ５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５％
多项式 １ ０．１ ３ ０ ５ ８．４７％ ９８．３１％ ９５％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１ ０．１ － ０ ５４ ９１．５３％ ５４．２４％ ４５％

　　针对采用径向基核函数（ＲＢＦ）时得到的准确率较
高但支持向量所占训练样本比例过高的情况，分别采

用基于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网格划分）的参数寻优方法［１６］、基

于ＧＡ（遗传算法）的参数寻优方法［１７］以及基于 ＰＳＯ
（粒子群）的参数寻优方法［１８］对参数进行了优化，进一

步提高了分类器的预测准确率。优化之后的参数选择

和实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ＲＢＦ优化前后预测精度比较

优化方法 Ｃ ｇ 支持

向量数

支持向量

所占比例

整体分类

准确率

预测

准确率

未优化 １ ０．１ ５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５％
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 １ ０．００２ ４６ ７７．９７％ １００％ ９５％
ＰＳＯ ０．９５ ０．００１ ４４ ７４．５８％ １００％ ９０％
ＧＡ ８．６４５５ ０．０８５８ ５９ １００％ ５４．２４％ ４５％

４．２　分类的准确率
　　实验中采用测试数据对识别模型的准确率进行客
观评估，利用混淆矩阵（如表３所示）判断其准确率。

表３　正、负样本的混淆矩阵

预测的类

实际的类
Ｃ１ Ｃ２

Ｃ１（ｐｏｓ）
Ｃ２（ｎｅｇ）

真正（ｔ＿ｐｏｓ）
假正（ｆ＿ｐｏｓ）

假负（ｆ＿ｎｅｇ）
真负（ｔ＿ｎｅｇ）

　　本文使用三个度量指标对模型的准确率进行衡
量。包括真正识别率 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即正确识别的正
样本在所有正样本中所占的百分比）、真负识别率 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即正确识别的负样本在所有负样本中所
占的百分比）和精度 Ｐ（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即正确识别出的正样
本在所有预测为正样本的样本中的百分比）。具体计

算公式为：

Ｒ＝ｔ＿ｐｏｓｐｏｓ　　Ｓ＝
ｔ＿ｎｅｇ
ｎｅｇ　　Ｐ＝

ｔ＿ｐｏｓ
ｔ＿ｐｏｓ＋ｆ＿ｐｏｓ

　　其中，ｔ＿ｐｏｓ是正确分类的正样本数，ｐｏｓ是正样本
数；ｔ＿ｎｅｇ是正确分类的负样本数，ｎｅｇ是负样本数；而
ｆ＿ｐｏｓ是将负样本错误判断为正样本的样本数。
　　根据上述分类准确率的度量方法，本次实验涉及
的２０个预测样本中，正样本数即 ｐｏｓ＝９，负样本数为
ｎｅｇ＝１１，分别计算真正识别率（Ｒ）、真负识别率（Ｓ）和
最终精度（Ｐ）。同时使用分类算法中常用的神经网络
和朴素贝叶斯算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类，进而比对各

个算法的分类准确性。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基于混淆矩阵的预测精度

分类方法 ｔ＿ｐｏｓ ｔ＿ｎｅｇ ｆ＿ｐｏｓ Ｒ Ｓ Ｐ

线性 ９ １１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ＲＢＦ ９ ４ ７ １００％ ３６．３６％ ５６．２５％
多项式 ８ １１ ０ ８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９ ０ １１ １００％ ０ ４５％
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 ９ １０ １ １００％ ９０．９％ ９０％
ＰＳＯ ９ １０ １ １００％ ９０．９％ ９０％
ＧＡ ９ ４ ７ １００％ ３６．３６％ ５６．２５％
神经网络 ８ ５ ６ ８８．９％ ４５．５％ ５７．１４％
朴素贝叶斯 ８ ３ ８ ８８．９％ ２７．２７％ ５０％

４．３　结果及讨论
　　由表１可知，不同的核函数所对应的分类器的预
测精度存在一定的区别，本实验中主要表现在：线性核

函数和多项式核函数得到的预测精度最高，且支持向

量的个数较为理想，但线性核函数产生的分类器可能

存在“过学习问题”，也即分类器由于维数较高能够识

别每个样本，但对样本之外的其他数据大多分类错误；

径向基核函数得到的预测精度较高，但是产生的支持

向量偏多，需要进行参数的优化；Ｓｉｇｍｏｉｄ核函数得到
的预测精度很低，支持向量偏多。总体而言，针对网络

伪舆情的识别，选择径向基核函数或多项式核函数较

为合适，但径向基核函数的使用需要进行参数的优化。

　　对径向基核函数进行优化之后，结合表２所示结
果可知：采用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方法和 ＰＳＯ方法进行优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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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好，它们不仅能够在未优化的基础上提高预测的

精度，还能减少支持向量的个数；而采用 ＧＡ方法进行
优化效果欠佳，不仅没有减少支持向量的个数反而降

低了优化之前的预测精度。分析基于混淆矩阵的预测

精度可知：多项式核函数产生的分类器预测精度较高，

采用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方法和 ＰＳＯ方法进行优化之后的径
向基核函数得到的分类器分类效果较好。该结果和表

２所示的结果一致，说明多项式核函数比较适合于网
络伪舆情识别模型，优化之后的径向基核函数所产生

的分类器也具有良好的分类效果。

　　同时，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比较发现：采用支持
向量机方法、应用本文提出的识别模型对网络伪舆情

进行识别较之其他分类方法的准确性得到了有效的提

高。但是，运用ＳＶＭ方法进行伪舆情的识别不仅要注
意核函数的选择，更要考虑影响识别效果的舆情指标

的选取。能够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描述的评价指标很

多，比如：报道数、点击率、浏览量、评论数、传播渠道

数、观点倾向性等，但是对于网络伪舆情的识别而言，

最为关键的是要选择那些能够使其明显区别于网络真

实舆情的评价指标。基于对网络真实舆情和网络伪舆

情特征的详细分析，结合实验结果发现：信息源、观点

总数、持续时间是网络伪舆情区别于网络真实舆情的

重要指标。具体表现是，网络伪舆情信息通常来自于

论坛、贴吧的网民个人发帖或 ＱＱ消息群发，观点较为
集中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网络真实舆情信息一般

来源于官方网站或各大主流媒体，观点较为分散，不具

有明显倾向性，并且事件发展持续时间较长。

５　结　语

　　支持向量机对于小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学习能
力，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入侵检测以及机械故

障诊断等许多方面。本文初步探讨了采用支持向量机

方法对网络舆情中的网络伪舆情信息进行识别，并通

过实验证明提出的基于 ＳＶＭ的识别模型能够将网络
真实舆情和网络伪舆情有效区分开。核函数的使用是

支持向量机的精髓，但是目前没有统一的选择标准，实

验结果表明，利用线性的和多项式的核函数可以达到

较好的效果，利用ＲＢＦ核函数则需要进行网格划分或
粒子群寻优才能得到好的结果。本文的识别方法具有

算法简单、识别能力较强、分类精度较高的优点，为网

络虚假信息的甄别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可以说分类

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样本数量的局限性导致预测

精度尚有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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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ｋａｎ＠ｚｎｕｆｅ．ｅｄｕ．ｃｎ）

ＥＢＳＣＯ信息服务加入ＯＲＣＩＤ

　　ＥＢＳＣＯ信息服务公司（简称 ＥＢＳＣＯ）宣布成为研究人员及投稿人公开资料库（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ＩＤ，ＯＲ

ＣＩＤ）的一员。ＯＲＣＩＤ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的、社区驱动的组织，旨在创建并维护一个独一无二的持久的研究人员标识。

ＯＲＣＩＤ整个社区成员通力合作，将这一标识机制推广到整个科研工作流之中，并与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动及学术产出进行关

联。

　　ＥＢＳＣＯ执行副总裁兼订阅服务首席运营官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ｈｏｅｎｖｏｇｅｌ认为，ＯＲＣＩＤ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ＯＲＣＩＤ目前正在做的

工作会将大量的科研人员和机构联系在一起，整个科研学术圈都将受益无穷。通过将这一独特且持久的标识符整合到 ＥＢ

ＳＣＯ的产品之中，特别是ＥＢＳＣＯ即将推出的论文加工费管理服务，将有助于改善作者和出版商的体验，改善整个科学发现过

程。”

　　ＯＲＣＩＤ是ＥＢＳＣＯ最近加入的一个支持开放信息交换的组织，ＥＢＳＣＯ同时还是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协会（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ＡＳＰＡ）的一员，该协会旨在维护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的利益。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ｗｅｂ．ｃｏｍ／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ＥＢＳＣＯ／ＯＲＣＩＤ／ｐｒｗｅｂ１１２５４８９９．ｈｔｍ）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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