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2 年 第 21 卷 第 9 期 

 10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基于观点挖掘的笔记本电脑评论分析系统① 
王卫平, 盛秋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合肥 230026) 

摘 要: 主要以商业领域的需求和应用为背景, 构建一个智能化的笔记本电脑评论分析系统. 该系统对国内大型

购物网站上非结构化、自由式的笔记本电脑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倾向识别和产品特征归纳, 实现了利用数据挖掘和

商务智能的手段分析网络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反馈, 帮助企业管理人员了解特定产品的市场需求、制定商业决

策. 实验结果证明该系统能够较准确的得出分类结果并归纳出产品特征.  
关键词: 观点挖掘; 笔记本电脑评论; 情感倾向分类; 产品特征归纳 
 
Analysis System of Notebook Computers' Comments Based on Opinion Mining 
WANG Wei-Ping, SHENG Qiu-Hua 

(Faculty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mercial demand and application background, this paper creates an analysis system of notebook 
computers’ comments, which aims at those unstructured and freestyle online comments. It can classify the text sentiment 
orientation and conclude products features. The system uses data mining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methods to analyze 
huge amounts of feedback from online customers and help corporate executives to realize the market needs, make 
commercial decisions.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at this system can obtain a relatively accurate result. 
Key words: opinion mining; comments of notebook; text sentiment orientation classification; product features introd- 
uction 
 
 
1 引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以网络为渠道的商品交

易量在不断增加, 以淘宝商城为例, 各大品牌笔记本

制造商、代理商入驻, 新的销售渠道增加了笔记本电脑

销售量的同时, 也更加便捷的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客

户反馈. 企业及时了解顾客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有

助于新产品的改良与服务的改进,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15].  

针对以上需求,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智能化的笔记

本电脑评论分析系统, 该系统面向企业管理人员, 针
对国内主流电子商务网站上笔记本电脑的消费者评论

文本, 按照情感倾向进行分类并完成产品特征抽取和

属性归纳, 生成关于产品特征的客户评论观点摘要, 
帮助企业有效的整合网络评论资源, 获得该类产品和

服务的改进信息.  
 
① 收稿时间:2011-12-30;收到修改稿时间:2012-03-04 

 
 
2 系统总体架构 

充分利用网络评论中隐藏的数据资产, 提炼出有

价值的信息, 对提高企业的商业决策至关重要. 这样

不仅可以缩短制造商对电脑的设计周期、降低成本, 
并且可以通过反馈结果及时更改解决方案, 保证新产

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基于以上思想, 构建的笔记本

电脑评论分析系统总体构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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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模块 
该系统内部模块间独立工作, 相互承接, 信息流

在这些模块中依次传递, 如图 2 所示.  
 
 
 
 
 
 
 
 
 
 
 
 

图 2 笔记本电脑评论分析系统的模块构成 
 
(1) 数据采集模块 

  在固定的时间段内, 选取各大 B2C 网站、论坛上

关于笔记本电脑的评价详情, 以及网友的产品使用心

得等 web 文本.  
(2) 评论文本预处理模块 

  该模块实现了从文本模型到数学模型的转换, 预
处理阶段包含三个子模块: 分词, 词性标注, 构建空

间向量模型 VSM.  
(3) 文本情感倾向性分类模块 

  按照监督式学习算法支持向量机(SVM)构建分类

引擎, 对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进行识别.  
(4) 产品特征归纳模块 
根据评论情感倾向分类的结果, 生成意见摘要. 

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给企业管理人员以辅助商业决

策.  
 

3 系统核心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3.1 文本预处理模块 
3.1.1 分词与词性标注 

通常网络评论以自由式评论为主. 例如: “这台笔

记本外观很漂亮, 卖家服务态度还可以. 缺点是散热

性能不好. ”这段评论前一句是对于笔记本外观的正

面表述, 而后一句则属于负面表述. 若合并处理, 对
于评论情感分类的结果造成模棱两可的影响. 为了更

加精确地对情感倾向进行分类, 需要进行细粒度的观

点挖掘, 识别观点表达的多个语义成分. 因此, 采取

句子为处理单元, 即将消费者的评论文本以单句进行

分割得到细化粒度的评论文本; 再利用 ICTCLAS 进

行网络评论的分词和词性标注.  
3.1.2 评论文本规范化处理 

系统在对电脑评论语句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之

后, 根据标注对象的结果, 单元句中只保留形容词、副

词、程度副词、否定词、感叹词; 去掉数次、介词、

连词、名词等无关于情感表达的词汇, 将其处理得到

的结果存储在特征词典中[5].  
为了将非结构化的评论文本转化成计算机可以识

别并处理的数学模型, 本文采取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

的VSM空间向量模型. 将评论文档划分为一簇词语集

合(t1, t2, ..., tn), 每个词语都赋予一定的权值 w, 文档

Di 被映射为向量空间中的一个向量; 表示为 D(i)=(t1, 
w1; ..., tj, wj; ..., tn, wn). 文档集 D=(d1, d2, ...., dn);  

关键特征词集 T=(t1, t2, ....., tm);  
T 集合是过滤情感倾向不相关的词汇后, 能表

征文本情感倾向的关键特征词集合, tm 表示第 m 个关

键特征词. 对于每个网络评论文档 di, 表示为所有关

键特征词的权重. di=(w1, w2, ...., wm);wi 权重的计算

方法本文采取TF-IDF加权, 计算和表达某个关键词在

文本中的重要程度.  
TF-IDF=TF(ti, dj)×IDFi=TF(ti, dj)×log(|N|)/|Ni|); 

其中|N|表示文档总数, |Dt|表示关键词 i 在段落中出现

的段落数目. 其结果用以衡量这些特征词对情感倾向

分类的贡献大小.  
3.2 评论文本情感倾向识别模块 
3.2.1 情感倾向分类模型的构建 

二分类非线性支持向量机在情感分类效果上较

好[2]. 设训练样本为{Xi, Yi}, Y 为情感倾向性类别, 取
值为 1(正面倾向)或-1(负面倾向). 设存在两个平行的

超平面将这两个类别的数据 大限度地分开:  
ω·xi+b≥1,yi=1 
ω·xi+b≤-1, yi=-1  i=1,2,....,l 
由此得到的决策函数如下:  
F(x)=sgn(ω·xi+b) 

其中, ω为可变化的权值变量; x 是输入变量; b 是偏

置; ω·x 表示向量ω∈RN 与 x∈RN 的内积.  
对于情感倾向性分类, 系统分类模块将输入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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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到一个高维空间, 并在该特征空间中构造 优分

类面[15].  
优化问题则演变为:  

   
   
   
   
   
 
 
 
 
 
3.3 产品特征归纳模块 
3.3.1 产品特征库的构建 

系统构建笔记本电脑特征库, 针对笔记本电脑各

项特征归纳整理, 形成这类产品的整体概念以及客户

反馈信息参照的标准. 此特征库能容许态扩充和修改, 
其数据结构如下表示:  

Pi <Pno(i), Pna(i), P(k)>; i=1, 2, ..., i, ..., n;  k=1, 
2, ..., m;  

Pi 代表产品属性库中的一成员 ; 由属性编号

Pno(i), 属性名称 Pna(i), 所属类别 P(k)组成. 例如, 中
央处理器是笔记本电脑的一个属性, 规定这一属性的

类别为 1. 而不同消费者在评论中可以用“CPU、处理

器、中央处理器指代这一属性”, 即:  
Pno(1)=1, Pna(i)=“CPU”, P(k)=1 
O o Pno(2)=2, Pna(i)=“处理器”, P(k)=1 
Pno(3)=3, Pna(i)=“中央处理器”, P(k)=1 
依照上述方法对笔记本所有属性进行归纳整理, 

形成一个能够代表笔记本电脑整体的数据库.  
3.3.2 意见摘要生成 

由于是从正面情感倾向文本中获得的产品属性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则企业考虑对这些属性加以

宣传. 相反, 从负面倾向评论文本选取的大多数产品

属性, 企业则考虑加以改进. 意见摘要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笔记本电脑特征归纳流程图 
 

4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 2011 年 6 月至 8 月, 淘宝网、当当网上

笔记本的评价详情, 共 1200 篇评论文档. 以及一周内

销售的型号为 Q-46 的三星笔记本电脑评论为预测数

据集, 共 45 篇. 测试数据的选择与训练数据不相关, 
用于减少实验结果的数据依赖性.  
  
 
 
 
 
 
 
 
 

图 4 Libsvm 训练集情感分类分布图 
 

实验结果证明, 空间向量维数范围在 600-800 区

间, BRF 核函数较线性核函数有更好的分类效果. 采
用交叉验证选择 佳参数, 支持向量机 BRF 核函数中

的参数C值和γ值较稳定(C=2, gamma=0.0078)且正确

率较高. 实验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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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论文本情感倾向性分类指标 
 
通过 libsvm 计算出的预测数据集的分类结果, 本

文利用查准率(Precision rate)与召回率(Recall rate)来评

价评论文本的分类质量. 实验选择在不同的文档规模

下, 预测数据集的各项评价指标的变化如表 2 所示. 
 
 
 
 
 
 
 
 

表 2 评论文本情感倾向分类结果的评估标准表 
   

分类引擎对于负面情感倾向的识别更加精确, 随
着VSM空间向量的不断扩展, 分类结果的差异主要体

现在对于正倾向文本的识别上. 文档和特征词的增加, 
扩大了数据噪声的影响范围, 使得分类引擎的性能受

到限制.  
特征归纳之后, 对于Q-46型号笔记本电脑的网络

销售评论中, 在外观、速度、内存、性能、价格、质

量等评价情况良好, 客户反映趋于正面的评论; 而负

面评论中主要涉及到的属性包括显示屏幕、声音、鼠

标等. 综上所述, 对于下一代产品的研发, 企业可以

在这款笔记本的外观、价格、性能上面进行宣传. 对
于硬件方面如散热、屏幕、音响等进行改良.  
 
5 总结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 构建智能型企业已经成

为当今社会的一大趋势. 企业在获得大量数据时,  
需要及时高效的做出反应, 适应顾客需求变化的需要. 
本系统是商务智能的一个实例, 智能化的实现了从网络

评论中挖掘出关于产品和服务改进的信息, 帮助管理者

减少收集处理信息的时间, 及时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

质量产品, 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响应能力. 但本文并没

有解决指代消解问题, 仅从显示的、 能够表现情感倾

向的词汇类型作为特征关键词选择的标准, 实际中应该

有对具体的评价对象识别、对象之间情感关系的的选取, 
这也是进行下一步的研究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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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4 中, 定位误差为 1m 时, 误差累积分布已达

到 0.5, 意味着定位均方根误差在 1m 以内的点数达到

了总实验点数的一半. 而定位误差为 5m 时, 误差累积

分布为 1. 从以上数据可知, 相对于定位点所处的区域

大小, 该系统定位精度较高, 能较为准确的对标签进

行定位, 有比较理想的实用性.  
 
5 结语 

本系统在 LOS 情况下具有定位精度高、便携、系

统可维护等优点, 适合具有挑战性环境下的定位, 若
在 NLOS 传输情况下, 由于信号直达路径被障碍物阻

挡, 延长了信号传播时间, 导致定位结果偏离真实坐

标点位置较大, 定位精度会有所下降. 因此, 后续的

研究中需不断地改进定位算法, 提高 NLOS 情况下的

定位精度, 同时可将此系统构建成一个具有精确定位

和通信功能的自组织无线传感器网络, 具有很大的应

用背景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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