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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中产品特征的抽取及聚类① 
韩雪婷, 李 炜, 沈奇威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6) 
(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1) 

摘 要: 在用户评论中蕴含了大量的产品特征和用户对这些特征的观点和态度.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 Apriori 关联

规则算法的产品特征抽取方法, 利用与种子特征集合的互信息和与观点词的共现度对候选特征进行过滤; 并提

出了一种特征自动聚类方法, 以特征词间的字符串相似度和语义相似度以及特征所对应的观点词作为衡量产品

特征之间关联程度的特征, 采用K-means 聚类算法对产品特征进行聚类. 本研究采用大众点评网对美食店铺的评

论语料, 对该方法进行了数据实验,实验结果初步验证了该方法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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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r Reviews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product features and user's opinions towards these features. This 

paper proposed an approach to extract product features, which is based on Apriori algorithm, and using PMI with the 

seed set and co-occurrence degree with opinion words to filter features. And then an approach to group product features 

based on K-means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which sharing words, lexical similarity and opinion words are chosen as the 

tokens to represent the association of product features. With the Chinese reviews of restaurants from the Internet,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user reviews; product features; feature extraction; clustering; opinion words

 

 

1 引言 
随着 web2.0 的飞速发展, 在电子商务网站、专业

论坛等网络站点中出现了大量的针对产品或服务的用

户评论, 这些用户评论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 对消费

者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 评论信息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定[1,2].  

数据挖掘技术越来越多的被用在去发现海量互联

网信息中有用的信息, 包括聚类、分类和关联规则等

技术[3]. 通过对产品的评论进行分析, 可以挖掘出这

些产品的主要特征, 进一步发现用户对这些特征的意

见和态度, 让商家更好的了解顾客反馈, 以便更好地

调整经营策略, 让用户无需翻阅大量评论就找到自己 

 

 

关注的特征信息, 以帮助做出可靠的决策. 所以, 以

获取产品评论中有用信息为目标的非结构化数据挖掘

技术—“评论挖掘”, 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4,5].  

评论中的产品特征过于繁多, 同类的特征可以有

多种描述, 如“口味”和“味道”描述的就是同一类特征, 

对提取出的众多特征进行自动聚类, 可以方便用户和

商家进行浏览和总结, 也利于后续的情感分析. 本研

究制订了以下的用户评论挖掘任务: 

a) 提取评论中的产品特征, 并找到对每个特征的

评论观点; 

b) 依据产品特征和评论观点的对应关系对产品

特征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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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背景 
2.1 产品特征抽取的相关方法 

已有不少学者对英文评论中产品特征的自动抽取

进行了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 Hu M 和 Liu B[6,7]

等人提出的应用关联规则提取特征词, 根据候选特征

词的共现识别高频特征词, 然后利用修剪规则来提高

准确率和覆盖率; Popescu A M 等人[5]抽取评论中频繁

出现的名词和名词短语作为候选产品特征, 借助搜索

引擎计算点互信息值(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 

即 PMI) 来对候选特征进行评估, 利用贝叶斯分类提

取产品特征, 提高了 Hu 的准确率, 但是覆盖率却有所

下降, 同时由于利用搜索引擎计算 PMI 值效率较慢.  

近些年在中文评论中特征提取方面也有了很大的

进展, 如李实, 叶强等将 Hu[7]的方法针对中文产品评

论的特点做了一些修改, 在挖掘中文产品特征时也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4]; 黄永文[8]通过定义一些常见的产

品特征和观点词, 并生成特征和观点的表达模式, 采

取 Boot-strapping 方法迭代抽取新的产品特征和观点

词以及新的表达模式.  

2.2 产品特征归类的相关方法 

在产品特征词归类方面, 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研

究. Guo 等人[9]提出了 mLSA 无监督算法, 根据上下文

信息建立潜在语义关联模型, 进行产品特征归类. Zhai

等人[10]提出了一种半监督的 SC-EM 算法进行特征归

类, 并通过对比实验证明了该算法的可行性和优异性. 

杨源[11]等人在 Zhai[10]提出的 SC-EM 算法上进行改进, 

抽取评论中特征词和观点词的搭配关系, 形成一个二

部图, 然后用权重标准化 SimRank 计算不同特征之间

的相似度, 并把所得的结果与贝叶斯分类器进行融合, 

得到了更好的分类结果. 张姝等人[12]以语素和观点词

作为特征, 利用 K-Means 方法对特征进行自动聚类.  

 

3 用户评论中产品特征的抽取及过滤 
在实际应用中, 用户关注和评论的对象往往为产

品的某些特征, 将产品的信息按照产品特征进行组织

是十分有必要的, 而这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

产品特征的抽取. 产品特征包括产品的属性或功能、

产品的部件、产品部件的属性或功能、产品的相关概

念等, 一个特征词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1)是给

定主题的一部分; 2)是给定主题的一个属性; 3)是给定

主题的部分的一个属性[13]. 举例: 如“这里的服务很

好”中“服务”就是一个产品特征.  

本文选择名词或名词短语作为产品特征, 按照图 1

所示步骤进行特征的抽取及过滤.  

 

 

 

 

 

 

 

 

 

 

 

 

图 1 产品特征抽取的框架 

 

3.1 评论数据预处理 

本文以评论中的句子为单位提取产品特征, 首先

对爬虫得到的评论语料进行断句处理, 按照评论中出

现的标点符号(句号、逗号等)、空格符等进行断句. 应

用中科院分词器 ICTCLAS2011[14]对评论中的句子进

行分词、二级词性标注得到句子库, 并选择名词或名

词短语(包括动名词、形容词性名词)作为产品特征, 通

过词性过滤得到关联规则的事务文件.  

在分词过程中, 进行了停用词处理, 将出现较为

频繁而非产品特征的常见的人称名词(如“家人”、“客户

等”)加入停用表中, 同时将用户评论中出现的专有名

词, 如菜名、餐厅名等加入到用户词典中, 以提高分词

准确率和后续计算的效率.  

3.2 利用 Apriori 提取特征词以及特征词的修剪 

本文利用 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 利用上一步生成

的事务文件, 提取满足最小支持度的频繁项集作为产

品的候选特征. 只考虑 3 项及其以下的频繁项集, 对

于频繁一项集采用的最小支持读为 0.5%, 2、3 项集采

用的最小支持度较一项集的最小支持度更小, 本文采

用 0.2%.  

得到频繁特征词之后, 需要利用邻近规则和独立

性规则进行剪枝, 过滤掉一些非特征词.  

定义 1: 邻近规则 

令 f 是一个频繁特征词且 f 含有 n 个单词, 假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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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子 s 中按(w1 , w2 , …, wn)顺序出现且任意两个

相临的词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3 个单词, 则称 f 在 s 中是

邻近的. 假如 f 在 m 个句子出现, 在 n 个句子中邻近, 

若 n/m>α 且 n>2, 则我们称 f 是一个邻近的特征短语, 

否则过滤之. 其中阈值 α根据实验选取.  

定义 2: 独立性规则 

在评论中一个特征词 f 的独立支持度(pSupport)是

包含 f 的且不包 f 的父集作为频繁特征项的句子数量. 

若 f 在 m 个句子中出现, 在 n 个句子中独立出现, 若

n/m>β且 n>3,则 f 符合独立性规则, 否则过滤之. 其中

阈值 β根据实验选取.  

3.3 利用与种子特征集合的 PMI 过滤特征 

在评论句子中存在一些名词或名词短语频繁出现, 

却与美食商铺不太相关, 不是真正的美食特征, 例如: 

“话”、“关系”、“状元”等, 这些词需要过滤掉. 本文通

过互信息 PMI 去衡量一个词与美食领域的相关性, 首

先人工从频繁出现的特征词中选出 6 个具有代表性的

特征词组成种子特征集合, 包括: 味道、价格、环境、

服务员、菜、餐厅, PMI 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Seeds={味道, 价格, 环境, 服务员, 菜, 餐

厅}, hits(w1,w)为候选特征词 w1 和种子特征词 w 在评

论语料库中共同出现的次数, hits(w1)、hits(w)为词 w1、

w 单独出现的次数. 高的互信息值意味着强关联关系, 

设定一个阈值 γ, 将 PMI 值与 γ比较, 若大于等于 γ则

该词为特征, 否则过滤之. γ的取值由实验确定.  

在有限的语料中候选词与种子特征词的共现可能

是不均匀的, 为了弥补语料库的不全面, 提高准确度, 

可以借助搜索引擎 API 来检索词条, 以返回的页面数

作为词条出现的次数.  

3.4 提取观点词, 并利用特征与观点词的共现度过滤

特征 

在用户评论中, 出现产品特征的句子中往往会伴

随着对该特征的评价性的观点词, 观点的抽取可以按

照一定的规则从抽取特征词附近的形容词(包括形容

词性动词和形容词性的名词, 如“推荐”、“爱吃”、“麻

烦”等)入手. 由于两者的共现关系, 我们将同时出现

的特征和观点叫做“特征-观点对”, 用<f,o>表示. 在评

论语句中除了特征和观点以为, 还有一些因素也很重

要, 即表示程度的词(d)和表示否定语义的词(n), 故可

以用 pair<f,o,d,n,weight>表示一个具体的特征-观点对,

其中 weight 表示<f,o>匹配的权重, 只有在 weight 大于

阈值 0.25 的情况才认为<f,o>提取正确. 之后对所有提

取<f,o>进行频次统计, 用 freq 表示.  

由于特征和观点经常是成对出现的, 对于候选特

征词 f, 在其上下文出现观点词的比例越高, 那么它为

特征的可能性越大. 设定: f 与观点词同现的次数即由

f 提取出的 pair 数为 n, 含 f 的句子数即 f 的独立支持

度为 m, 将 n/m 与阈值 δ进行比较, 若大于阈值 δ则该

候选特征是产品特征, 否则过滤之. δ的取值由实验确

定. 具体的特征-观点对提取及特征过滤见图 2.  

 

 

 

 

 

 

 

 

 

 

 

 

 

 

 

 

 

 

 

 

 

 

 

 

 

 

图 2 特征-观点对提取及特征过滤算法框架 

 

具体的观点词匹配规则为:  

(1) 若一个特征词已经与一个观点词匹配上, 则

its(w)hits(w1)*h
hits(w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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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上其他观点词的概率将减少, 故每匹配上一个观

点词, weight 减去 0.3. 但如果存在并列的观点词, 则

并列观点词匹配的概率相同. 如“装修古朴大方”中“古

朴”和“大方”以相同的概率匹配.  

(2) 对于前面有“的”字出现的特征, 优先向前匹

配观点词, 若匹配到则 weight 减去 0.5, 否则优先向后

匹配观点词. 如“悠闲的去处”, 向前匹配得到观点词

“悠闲”.  

(3) 若句子结尾是句号、问号等表示句子结束的符

合, 则继续匹配到观点的概率将很低, 故 weight 减去

0.6, 若是空格、逗号等则 weight 减去 0.3.  

(4) 观点词有时候可能出现在该句的后续几个

句子中 , 如“今天去吃了那的汽锅鸡 , 很不错 ,我喜

欢!”, 特征为“汽锅鸡”, 匹配的观点词有“不错”、“喜

欢”. 故本文考虑了特征出现的句子后续的 3 个句子

来提取可能观点 . 当后续的句子中有名词出现时 , 

则该句子中的观点匹配的概率将降低, 故 weight 减

去 0.2.  

 

4 产品特征的聚类 
在评论中, 特征词和观点词经常是成对出现的, 

对于同类特征, 其对应的观点词往往是相同或相近的, 

所以我们选择修饰特征词的观点词作为聚类特征. 含

有相同字的或者是同义词的两个属性往往是同类属性, 

所以在计算两个特征相似度时, 我们还考虑了特征词

的字符串相似度和语义相似度, 本文借助 HowNet 和

《同义词词林》[15]计算语义相似度.  

本文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对产品特征进行聚

类, 运用向量空间模型(VSM)表示产品特征信息, 把

产品特征向量化为 feature (f1,f2,…fn,o1,o2,…om), 其

中 f1 到 fn表示提取出的所有特征词, o1 到 om表示提

取出的所有观点词, f1-fn 的权重由 feature 与 fi(i∈

[1,n])的字符串相似度和语义相似度联合计算, o1-om

的权重由 feature 和 oj(i∈[1,m])的点互信息表示, 计

算公式如下:  

 

 

其中, p(f,o)是观点词 f和特征词 o在语料中的联合

概率, p(f )和 p(o)是特征词 f 和观点词 o 分别在语料中

出现的概率.  

5 实验分析 
5.1 实验数据及评价方法 

实验语料是来自大众点评网站[16]的 20710 句对美

食店铺的评论, 从中选择 5 家店铺的评论数据进行分

析, 每家店铺含有 100-300条评论. 针对每家店铺的全

部评论,人工提取和标注评论中所提到的产品特征.  

按照前面提出的方法采用 JAVA 语言构造实验系

统. 为了评估方法的性能, 利用了以下指标: 准确率

(Precision), 覆盖率(Recall), F-measure, 公式如下:  

Precision =
正确识别的产品特征数目

识别的产品特征数目
, 

Recall =
正确识别的产品特征数目

产品特征总数
, 

2* Precision* Recall
F - measure =

Precision+ Recall
 

 

5.2 实验结果 

通过对 5 个店铺(分别为石屏会馆、福照楼汽锅鸡

饭北大门店、嘉华饼屋、桥香园过桥米线文化街店、

一颗印东风西路店)的评论数据进行实验, 我们得到产

品特征提取的平均准确率 88.0%和平均覆盖率 66.3%, 

证明了本实验方法的有效性. 且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利用与种子特征集合的 PMI 过滤特征以及利用与观点

词的同现过滤特征有助于提高特征提取的准确率.  

表 1 特征提取及过滤实验结果 

商 

户 

人工 

标注 

特征 

数 

关联规则

及剪枝后

特征提取

准确率 

PMI 过 

滤后 

准确率 

观点词 

过滤特 

征后准 

确率 

覆盖率 F 值 

1 106 83.7% 85.7% 88.9% 67.0% 76.4% 

2 102 82.6% 83.5% 88.5% 66.7% 76.1% 

3 94 77.6% 79.5% 84.3% 60.6% 70.5% 

4 98 80% 81.1% 88.7% 65.3% 75.2% 

5 107 81.3% 82.1% 89.5% 72.0% 79.8% 

表 2 中列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类别的特征聚类结果, 

证明了特征聚类方法的有效性.  

表 2 特征聚类结果 
类别 代表性特征词 

1 
甜味 味道 滋味 口味 味 香味 味,盐 味道,饭 口味,总体 味道,

烧烤 云南,口味 味道,牛肉 味,奶 

2 装修 气氛 环境 楼,环境 地方,环境 店面,环境 卫生,环境 

3 份量 分量 量 

4 肉质 肉 鱼肉 猪,肉 肉,酱 肉,骨 肉,鸭 肉,香 肉,虾肉,鱼 皮,肉 

5 材 材料 食材 材,食 

2

p(f,o)
PMI(f,o)=

p(f)* p(o)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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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用户评论中蕴含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识别出用

户关注的产品特征并将产品信息按照特征进行组织,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 但是现有的大部分特

征提取方法得到的特征之间缺乏逻辑关联, 致使挖掘

结果可读性较差, 所以对产品特征进行聚类对于产品

评论挖掘结果的汇总和展示十分重要.  

本文专注于解决用户评论中产品特征的提取及聚

类问题, 并将研究结果应用在大众点评网评论挖掘中,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且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 接

下来, 我们将致力于提高产品特征识别的准确率和召

回率, 并将研究观点的情感倾向判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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