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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文本的情感倾向性研究 
昝红英 1，郭  明 1，柴玉梅 1，吴云芳 2 

(1. 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郑州 450001；2.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  要：将机器学习中的经典分类方法与规则方法相结合，用以分析新闻语音文本的情感倾向，并判断其强弱。通过支持向量机分类器来
研究特征选择方法及特征权重计算方法的组合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适当的结合规则后，实验结果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了提
高，在 KNN 和 Bayes 分类器上做了对比实验，结果证实该方法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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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s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combined with the rules to solve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of news text, and researches 
affection of feature selection and feature weights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 classifier. Experiments show that combined with the 
rules, experimental result is improved. In order to test universality of the combined method, more experiments based on KNN and Bayes classifier 
are done. Results show that combined method does better than not combine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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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情感一直位于认知科学研究者的视

线之外。直到 20 世纪末期，情感作为认知过程重要组成部分
的身份才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迅猛地发展着，大量的文本充斥着
网络。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手工能够处理的极限。因此，对文
本的自动分析处理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文本的情感分析成
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热点。 

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结合规则的方法
来对新闻文本的正负极性及其强弱进行分类。相比于文本，
比如 BLOG 的文本，新闻文本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就是抓
住新闻文本的这些特点来抽取规则，并利用这些规则结合机
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分类。 

2  相关研究 
现阶段对文本情感的研究总体可分为 2 类： 
(1)利用语言自身的特点，总结出一套规则，并利用这套

规则来分析文本的情感[1-2]。 
(2)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文本中出现的词进行统计得出

统计信息来进行情感分析[3-4]。 
许多研究者从词、短语、句子，到篇章等多个角度来进

行探索。例如文献[2]利用点对互信息(PMI)来对词的语义倾
向进行判断。文献[3]则使用了贝叶斯、最大熵、SVM 等算法
对电影的评价进行分类，其结果显示 SVM 算法取得了比较
好的效果。 

在中文情感分析领域，文献[4]以句子为单位对用户评论
进行特征标注。将具有多个特征的复杂特征句划分为简单特

征句，分析评论句的语义极性和极性强度。文献[5]研究多种
分类器在中文情感分类中的表现，并且针对不同词性的词做
特征来测试词性在不同类别文本(如影视、教育、房产、电脑、
手机)的情感分类中的重要性。文献[6]使用朴素贝叶斯和最大
熵方法进行新闻及评论语料的情感分类研究，通过实验认为
二值作为特征项权重正确率较好，但不足之处就是未用 SVM
分类器。 

3  文本情感分析模型 
本文结合使用统计的方法和简单的规则方法来对新闻语

料进行情感分类，采用结合规则的方法是基于以下考虑： 
(1)规则包含一些语意信息，这是统计所不具备的，且本

文人工提取的规则又经过统计方法的筛选以提高规则覆盖语
料的正确率。 

(2)统计方法可以整体衡量训练语料中词语出现的频度
及分布等一些统计信息，并且能评价这些词语对分类的贡献
大小。 

本文用规则的方法对测试语料进行第 1 次分类，分出规
则能够覆盖的语料。第 2 次再将剩下的测试语料用统计的方
法进行分类来提高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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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规则提取及其效果 
用规则来进行情感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找到一种可靠的区

分文本情感的方法，尽量保证用规则的正确率。本文根据新
闻事件的性质和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区分文本的极性，通过对
语料的分析发现新闻文本的极性一般可以由表明这篇新闻报
道性质的句子来定性。所以，提取该句子中能表明本篇极性
的短语对作为备选规则，统计这些搭配在训练集中的分布，
去除在多个类别中出现的搭配，剩余部分作为本文分类的  
规则。 

为了体现否定词对语意的影响，本文取这些规则前开    
3 个词的窗口，如果出现否定词或者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如：
是不是，是否等，则认为这些规则不适用。提取规则如     
表 1 所示。 

表 1  提取规则 
规则类别 规则 

赞扬类规则 
做出 突出 贡献、公仆 楷模、美不胜收、赢得 声誉、喜结良
缘、汗马功劳、动人  故事、白衣天使、…… 

喜悦类规则 
论坛 开幕、庆祝 周年、进展 顺利、圆满  结束、通过 验收、
摧毁 团伙、获?  殊荣、打破 纪录、…… 

中性类规则 今日 天气 

悲哀类规则 
遭? 袭击、?船 沉没、导致 中断、台风  登陆、爆发 疫情、?
气 泄露 
陷入 瘫痪、引发 火灾、…… 

贬斥类规则 
引起 不满、表示 愤慨、给予 罚款、参差不齐、带来 危害、
天花乱坠、逮捕 嫌疑人、瘦肉精、……  

规则中的“?”为通配符：“?气 泄露”中的“?气”可以
是毒气、氯气等。 

规则覆盖语料的实验正确率如表 2 所示，数据表明利  
用规则分离出来的各类语料的正确率除赞扬类外都在   
90%以上。 

表 2  规则分离出来的语料的正确率 

赞扬 喜悦 中性 悲哀 贬斥 

0.667 0.915 1 0.933 1 

通过观察语料发现，赞扬类正确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赞扬
类的一些规则覆盖了喜悦类语料。这种错误不存在极性的差
别，仅是程度的区别，是可以接受的。 

3.2  统计方法 
3.2.1  特征选择 

常见的特征选择方法有：基于文档频率的特征选择法，
信息增益法，Χ2 统计量等，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各种特征选择
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英文文本分类中表现比较好的方
法如：信息增益法(IG)和 Χ2 统计量(CHI)在不加修正的情况
下，并不适合中文文本分类。因此在本文中对所采用的特征
选择方法做了些限制，例如：去掉停用词，去掉单字词等。 

(1)信息增益法 
信息增益：依据某特征项 ti 为整个分类所能提供的信息

量多少来衡量该特征项的重要性，从而决定该特征的取舍。
信息量的大小由熵来衡量： 

( ) ( ) ( )
iiGain t Entropy s ExpectedEntropy S= − t   

(2)Χ2 统计量 
Χ2统计量：衡量的是特征项 ti和类别 Cj之间的相关程度。 
特征项 ti 对于类别 Cj 的 Χ2 值表示如下： 

2
2 ( )

( )
N A D C BX

A C B D A B C D
× × − ×

=
+ × + × + × +（ ）（ ）（ ）

 

其中，A、B、C、D 的含义如表 3 所示。 

表 3  公式说明 
是否包含特征 属于类 Cj 不属于类 Cj 

包含特征 ti A B 

不包含特征 ti C D 

(3)特征维数的选择 
对于大量文本都存在“维数灾难”问题，如何有效地降

低维数并尽可能地减少噪声是文本特征提取的关键问题。在
实验过程中发现，并非特征数量越多效果就越好。 

从图 1 看出，特征数量在取 500 的情况下，所有方案的
正确率都基本趋于稳定且正确率基本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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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类正确率与特征数量的关系图 

3.2.2  特征权重计算 
特征权重用于衡量特征项 ti 在文档表示中的重要程度或

者区分能力的强弱。本文所用特征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布尔权重：如果文本中出现该特征则该特征权重为 1，

否则为 0，表示为 。 
0 0

1 else
ij

ij

tf
W

>⎧⎪= ⎨
⎪⎩

绝对词频(TF)：特征项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 
倒排文档频度(IDF)： 

l bij
i

NW
n

=  

其中，ni 是训练集中出现特征项 ti 的文档数；N 为训练集全
部的文档数。 

TF-IDF： 

l bij ij
i

NW tf
n

= ×  

其中，tfij 表示特征项 ti 在训练文本 Dj 中出现的频度；Wij、N、
ni 同上。 

3.3  分类器选择 
本文主要以经典的统计分类方法 SVM 分类器为主，然

后再用 Bayes 和 KNN 分类器与规则的方法结合做对比实验，
以验证这种结合的方法的普适性。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4.1  语料简介 

实验所用的是从 2006 年 6 月 5 日-2008 年 6 月 26 日播
报的新闻中的新闻稿做为语料，共计 2 287 篇，并对这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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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播音员播报新闻时的态度做人工标注为赞扬、喜悦、中
性、悲哀、贬斥 5 类，见表 4。 

表 4  人工校对后语料的统计分布情况 

态度 篇数 比例/(%) 
赞扬 190 8.3 
喜悦 1 322 57.8 
中性 392 17.1 
悲哀 279 12.2 
贬斥 104 4.5 
总数 2 287 100.0 

由表 4 可以看出，本文使用的语料分布极不平衡，其中，
喜悦类占整个语料的 57.8%，而贬斥类仅占了 4.5%。 
4.2  结果分析 

实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分类器的正确率          (%) 
特征选择 权重计算 SVM RSVM 

Binary 74.84 77.46 

TF 71.55 73.74 

IDF 74.84 77.46 
CHI 

TF-IDF 71.55 74.40 

Binary 73.30 73.30 

TF 71.55 73.30 

IDF 73.30 75.24 
IG 

TF-IDF 71.55 75.24 

结合表 5 可以看出，SVM 及在 SVM 算法上的改进方法
在新闻语音文本情感倾向计算方面都取得基本令人满意的效
果，在以上实验中，CHI 结合 IDF 和 CHI 结合 Binary 的效果
最好，说明文本的情感与一些情感特征词是否出现的关联性
更大，而与该特征词在文本中的词频关系不大。 

仅从正确率来评价实验效果似乎有些片面。表 6 为取实
验效果最好的 Χ2 和 IDF 的组合和效果最差的信息增益和 TF
组合来对比分析每次实验的召回率及 F1 指标。 

表 6  各指标对比 

Χ2_IDF IG_TF 
类别 算法 

召回率 F1 值 召回率 F1 值 

SVM 0.632 0.706 0.421 0.508 
赞扬 

RSVM 0.541 0.645 0.459 0.566 

SVM 0.955 0.848 0.951 0.834 
喜悦 

RSVM 0.963 0.864 0.959 0.827 

SVM 0.416 0.522 0.372 0.424 
中性 

RSVM 0.468 0.563 0.390 0.488 

SVM 0.537 0.617 0.491 0.574 
悲哀 

RSVM 0.611 0.683 0.491 0.621 

SVM 0.333 0.482 0.142 0.230 
贬斥 

RSVM 0.333 0.466 0.190 0.319 

由表 6 可以看出，加入规则后(RSVM)的实验效果均要优
于 SVM 算法。语料中喜悦类在数量上占有优势造成喜悦类
的召回率非常高，而贬斥类则相反。贬斥类的 F1 值最低，而
且结合规则方法对贬斥类基本没有影响，这和贬斥类的语料

所占总语料比例太小有很大关系。 
为了检验规则和统计结合方法的普适性，本文在 SVM 的

基础上做了推广，分别在 KNN 和 Bayes 分类器上做实验，结
果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结合规则以后各类的 F1 指标都有
了不同程度的提高。SVM 算法效果要优于 Bayes 和 KNN 算
法，同样地与规则结合后的 SVM 算法效果也优于与规则结
合后的 Bayes 和 KNN 算法。 

 

图 2  Bayes KNN SVM 分类器结合规则后的 F1 指标对比 

5  结束语 
SVM 算法在文本情感分析中取得了基本令人满意的效

果，将规则和 SVM 分类算法结合后的实验效果又有了进一
步的提升。通过本文的实验可以发现，这种语料分布的极不
平衡性对稀有类的实验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提高稀有类
的实验效果，并抑制优势类对其他类的影响将是另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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