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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在的出版作品，有許多的管道通路可以推廣，而隨著市場的擴大，許多的作家及出版

業者也想加入並占有一席之地，知道讀者愛好的趨勢潮流是必須的，網路的作品評論是

一個參考的重要指標，許多研究利用關鍵字抽取及句型結構分析等自然語言處理的方法

來直接分析評論中支持或反對作品的程度。然而，在劇情類型作品評論判定的過程中時

常遇到表示意見的關鍵詞彙並不是用於作品本身評論而是作品中情節之文字描述，為此，

本論文在解決此問題上提出使用詞性標註與句型結構樹及文句間關聯性質來做處理，在

本篇論文中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是單純建立意見特徵字典，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建立

劇情字典來幫助我們將純劇情文句分開以排除作品內容對於意見判斷的干擾而達到改

善意見判定正確率的目標。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author and publishing house want to join the market of 

cartoon, comic, and novel. So, they may want to find what type of book do readers like. In the 

Internet, there are so many critics and impressions in it. They may become important indicator 

to help finding the stream of market. Many researches use key word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of sentence structure. However, in the critics or impressions, we can find the sentence of story 

discussing or statement in them. It may make us finding the opinion sentence more difficult. 

In this paper, we use POS tagging and Parsing Tree and relation between nearby sentence to 

solve this problem.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work that only had opinion feature word 

dictionary, we construct a story feature word dictionary to help us taking the story sentence 

apart. It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opinion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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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拜現代科技與資訊流通之賜，愈來愈多的動漫小說作品問世；而如何判斷哪

些作品值得繼續投資或擴大市場，是出版商的一個難題。最直覺的評斷標準是

在實體書銷量上，而對於未真正有作品出版的市場或者電子商務銷售平台，不

容易直接由銷量評估作品在各地區的受歡迎程度。近年網路科技發達，透過海

外代購或購買電子版本等手段取得作品內容的許多讀者，往往會在論壇網站或

電子佈告欄等地發表對作品的心得及討論。這些也是作品受歡迎程度的重要指

標。由於論壇不一定有讀者對作品評分的機制，因此，文字本身的意見探勘技

術發展，對於作品評價衡量日趨重要。 

  目前所知的各種文字意見探勘技術，處理作品評論(包含影評、書評、劇評)
時，時常會面臨討論劇情的文字；而這類文字極可能並非對作品本身的評論意

見，但卻很容易被意見探勘機器判斷為意見詞，影響作品評論的正負向意見判

定。以往的研究，多半未仔細考慮此一因素，直接以意見詞配對特徵詞進行判

定。本研究提出：對劇情討論建立屬於自己的詞典，並透過加權去除劇情討論

對意見判斷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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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 

   意見探勘的研究已經持續了數年，其中不乏從事評論的範疇。2004 Minqing 
Hu 與 Bing Liu 的研究分析電子產品的評論，並利用 WordNet 詞典與關鍵字，找

出句子的意見[1]。2008 年 Ding 等人使用 Amazon 的 3C 產品評論語料，並將句

中每一特徵詞算出其意見分數，以分析評論[2]。2013 年 Sohail 等人收集書評中

的七種特徵(Occurrence、Helpfulness、Material、Availability、Irrelevancy、
Price、Others)，並利用自建的意見詞典分析書評[3]。而在中文方面， 2010 年

交大謝鎮宇利用中文句型及 NTUSD 等詞典，分析飯店的評價[4]。2011 年同樣

也是交大的邱鴻達，利用同義詞林，建立意見詞與對應之形容對象的特徵配

對，實現電影評論系統[5]。 2012 Chien-Liang Liu 等人的研究中，將意見相關的

特徵詞，利用 LSA 分析，並利用 SVM 的機器學習方式處理[6]。2015 Chang-Zhi 
Wang 等人的研究，則是利用微網誌的文章作為語料庫，並利用 CRF Model 對意

見與配對的特徵詞分析意見[7]。本論文則以 NTUSD 內分類好的正負意見詞為

主，並加入一些人工方法，刪去不適合作為作品評論形容的意見詞，判定意見

的正負取向。表 1- 1 和表 1- 2 是先前相關研究的重點整理，並與本研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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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各研究比較 

 中文 

[4] 

謝鎮宇 

 2010 

[5] 

邱鴻達 

2011 

[7] 

Chang-Zhi Wang et al. 

2015 

本研究 

外部詞典 BOW, NTUSD  

,SINO corpus 

同義詞林 HowNet , NTUSD E-HowNet , NTUSD , 

 

外部工具 

 

CKIP OpenNLP CRF++  Jieba,Niu-Parser 

實驗語料 Yahoo 生活 

飯店評論 

 

Yahoo 電影評

論 

405 個 micro-

blogs 

巴哈姆特討論區、輕之

國度、PTT 、百度貼吧

的動漫輕小評論文章 

辨認方法 規則 規則 規則 規則 

論文重點 1. 特徵與意

見詞庫擴充與

比對 

2. 使用中文

句型計算意見

傾向權重 

3. 飯店與評

論評分計算 

 

1. 考慮副詞

與否定語

氣 

2. 將電影特

徵詞分類 

3. 電影評分

系統 

1. CRF Model 對

於意見詞及配

對特徵詞分析 

2. 意見動詞的考

慮 

1. 針對劇情相關文句

作主動剔除，非被

動由形容作品特徵

詞 

2. 意見名詞的考慮 

3. 簡易書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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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各研究比較(接續表 1-1) 

 中文 英文 

[6] 

Chien-Liang Liu 

et al. 2012 

[1] 

Minqing Hu and Bing 

Liu 2004 

[2] 

Ding et al. 

2008 

[3] 

Sohail et al. 

2013 

外部詞典 SENTIWORDNET WordNet WordNet BabelNet , BOW 

外部工具 

 

OpenNLP   Niu-Parser 

實驗語料 非特定 

Internet Blogs 

405 個 micro-blogs 445 篇 3C 產品評

論(Amazon) 

 

辨認方法 規則、學習 規則 規則 規則 

論文重點 1. 特徵詞辨

識 

2. 利用 LSA

對特徵詞

作分析 

3. 利用 SVM

對正負意

見分類 

1. 意見詞傾向的判

斷 

2. 較少見特徵詞的

判定 

1. 特徵與意見

詞庫比對 

2. 意見傾向權

重計算 

 

1. 七種特徵 

2. 權重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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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論文之貢獻 

本論文的主要貢獻如下 

a. 在與意見詞配對的特徵詞中去除劇情干擾的影響，增進預測意見的 Precision
值。 

b. 利用標點符號斷句時的句子關連，找出更多的特徵詞配對，增進預測意見的

Recall 值。 

c. 利用兩種不同的句型結構分析方式，對意見詞為動詞\形容詞及名詞的情

況，分別進行特徵詞的分析與擷取。 

d. 建立作品評論的特徵詞詞典。 

e. 實現利用經過測試資料之簡易動漫輕小說作品評論系統。 

 

 

 

 

 

 

1.4 論文架構 

  本篇論文主要在解決劇情影響作品評論的問題，並呈現一簡單之書評系統。

章節架構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與過去研究的整理。第二章介紹自然語言處理與意見探勘的相關

技術以及原理。第三章提出新方法、系統架構與設計、以及演算法。第四章介

紹所提出系統的實現。第五章則進行模擬實驗，討論並介紹簡單的書評機制與

系統。第六章敘述本論文結論，並介紹若干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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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知識原理 

  書評分析是由蒐集到的對某書之評論文章中，抽取所需的資訊，做為採取決

策判斷的依據。傳統語音處理需要從語音訊號中以 filter bank 等技術，得到特

徵資訊如 MFCC，以便作近一步的分析處理。書評分析中的文字處理，也需要

一些機制來取得其對應的特徵。文字的特徵抽取大概有兩種方向：一種不會改

變原本的資料型態，人工處理時較有機會判斷出特徵的意義，如關鍵字詞抽

取、句型結構分析等；另一方向則是利用機率與統計的方法，將文章變為數據

或者高維度向量型態，以便作數值上的分析處理，適合純粹數值演算，不太考

慮其意義的機械式系統。本論文主要以不改變資料型態的特徵抽取方法為主。

相關原理介紹如後。 

2.1 自然語言處理[8] 

2.1.1 詞性分析 

  語言學的研究中，將詞按照類似的語法結構行為或語意類型，分成不同種

類。這種詞的類別，一般稱為詞性。最重要的三種詞性為動詞、形容詞、名

詞：名詞描述事物或者概念，形容詞描述名詞的狀態屬性，而動詞表達句子中

的動作。處理中文時，同一詞彙可能在某一句為某一種詞性，但在另一句又代

表了其他的詞性，例如: 

我感覺今天天氣很好 

真舒服的感覺啊 

在「我感覺今天天氣很好」句中的「感覺」是動詞，而「真舒服的感覺啊」中

的「感覺」則是名詞。這種兼類情況，在語言處理時，需要多加留意。還可以

用別的角度把詞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開放類別，例如名詞、動詞、形容詞，這

類詞的成員比較大量，且較可能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有新詞加入，例如很夯。而

另一種為功能類別，像是介詞和限定詞等，相較於開放類別詞的成員較少，用

法也比較單一。傳統文法詞性分為八類，而語料庫語言學家們為使語言分析更

精確，便從八種詞性類別再分為表語形容詞(VA)、”有”動詞(VE)、系動詞(VC)、
命名實體(NR)、時間名詞(NT)、其他名詞(NN)、代詞(PN)、DT(限定詞)、CD(基數

詞)、 P(介詞)、AD(副詞)、CC(並列副詞)、其他修飾詞(JJ)等。意見判斷主要

以 VA、NR、NN、VV、JJ、PN 等字詞分析。 

 

 



7 
 

2.1.2 句型結構樹與短語 

  詞為構成文句的基本要素。但文句並非單純由詞搭配詞性序列等規則串連，

而是先組成一些短語，再結合為句子。分析句子時，通常會將句子以結構樹的

方式來分析，範例如圖 2-1。 

 

 

圖 2- 1   句型結構樹範例：高橋老師的才華不可否認。 

 

 

從底層看起： NR 高橋、NN 老師的部分先在結構樹底層組成名詞短語(NP)，再

與上一層結合。短語的組成單位可能是由一個或多個詞，甚至是其他的短語，

這樣一層一層往上結合，最終可構成一完整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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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依存關係 

句子中的動詞與形容詞，通常有其所憑依或修飾的對象，例如: 

我 佩服 作者 

這邊「佩服」的憑依主格為「我」，而憑依受格為「作者」，而所憑依或修飾的

對象可能扮演主語的角色，也可能作為受語使用。名詞短語(NP)在文句分析

中，時常被當作動詞的主語或受語。形容詞的部分，通常討論其所修飾的對

象，沒有主受語之分。英文動詞有及物與不及物的分別：及物動詞通常在後面

會有受語出現。中文的部分，雖然在本論文所使用工具中，並沒有進一步區分

及物與不及物動詞，但其實也有類似用法，例如: 

他到達(目的地)了 

「(目的地)」在口語化的文句中，有時會被省略。本研究為書評分析，對事物作

評論時，不及物的情況比較少見，故之後沒有對此點作更近一步的討論。 

 

2.1.4 語義與用法 

  語義研究是詞語的含意、結構以及應用的方式。研究的主軸可以分為單個詞

的意義，以及多個詞組合起來所代表的含意。研究詞義的一條途徑是研究字詞

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連繫的關係。英文的 WordNet[9]中，有上位詞與下位詞的關

係：上位詞代表一個比較廣泛的含意，而下位詞是特指一項事物或者概念。例

如:「動物(animal)」是「狗(dog)」的上位詞，而「狗」是動物的下位詞。除了

上位詞與下位詞之外，反義詞的也是字詞間的重要連繫關係，例如「冷」與

「熱」、「正義」與「邪惡」。當然也有同義詞的研究：同義詞可以幫助處理文句

中消歧義的部分。此外還有部分與整體關係的雙向討論(例如「引擎」與「車

子」)、以及寫法類似但含意毫不相干的同形異義詞、有相同發音以及相同寫法

但毫不相干的同音異義詞等。在 WordNet 中，這些詞彙之間，會以「距離」來

定義彼此間的關係。得到了單詞含義後，便需要將其彙整為句子。前述句型結

構樹的討論，會將單詞彙整成短語來表達意思。但這其實有困難，因為自然語

言在組合意思後，經常不遵守由原單一詞彙的原本意思，例如: 

white wine(白酒)   (white man)白人 

而事實上白人的膚色並不白，白酒顏色偏黃。，一般英文文句處理上，如果詞

語含義與短語含義之間的關係很遠，會將這個短語獨立出來變成一個成語。本

論文中因為中文的特性(斷詞問題)，故將所謂的成語，在斷詞階段就先處理，使



9 
 

其成為一個特定的詞。 

  句子組成後，下一個大的單位為段落篇章。篇章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本中句

子間隱含的關係。若所分析的文句為談話，許多資訊可能被省略，或者用其他

的代稱詞來代表。舉個例子: 

A:彼得最近過怎樣 

B:他過得還不錯 

A:你回去麻煩幫我問聲好 

在上述三句中，第二句的「他」代表了第一句的「彼得」，而第三句其實是「你

回去麻煩幫我向彼得問聲好」的省略。這些文句中的關係，在信息的抽取中是

非常重要的。處理上我們會將鄰近的短文視為同一個單位，以方便找到這些被

隱含的訊息。 

 

 

2.1.5 語料庫 

  自然語言處理除了對文章本身內容作相關的分析外，還有對於文章屬性作更

進一步的討論。中研院語言所的平衡語料庫，定義了文類、文體、語式、主

題、媒體這五種分類的屬性。文類的部分先分為書面與口語兩大部分：書面類

有報導、評論、詩歌等，而口語類則是像劇本、演講、繪畫。文體的部分有記

敘、論說、說明、描寫這幾種；語式則分為 written、written-to-be-read、
written-to-be-spoken、spoken、spoken-to-be-written 這幾類；而媒體的部分則是

使用文本來源(報紙、一般雜誌、視聽媒體等)作為分類標準；主題的部分則是分

為哲學、科學、社會、藝術、生活、文學五大類，之後再去作細分。中研院的

平衡語料庫研究中，目前是以主題為主訂出內容比例[10]。語料庫中選擇的文

本屬性比例，很有可能對分析結果造成很大的影響。例如政府要推出一項新的

政策，內容公佈後引起了許多的討論。如果分析群眾意見時，所選的意見來源

只限於目前政府所屬執政團隊親近的論壇或網路社群，很容易造成對民眾意見

錯誤的判斷；同理，本論文中的書評系統，其關鍵詞分析，若單參考某特定類

型作品的評論文章，很容易造成某些類型作品關鍵詞遺漏，造成系統不泛用(只
能針對某種特定類型去處理)。所以本研究選用動漫輕小作品的關鍵詞提取時，

其文本比例經過一些考量才決定所決定的輕小說與其衍生動漫畫各種屬性比例

如表 2-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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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在本研究中各種元素屬性的動漫輕小說所占比例 

作品

屬性 
奇幻 校園 科幻 貴族 日常 戰鬥 鬥智 穿越 

比例 60% 76% 32% 12% 24% 68% 12% 16% 

 

同一部作品可能會有屬性重複的情況，統計時將其重複計算，因此比例總和超

過 100%。 

 

 

2.2 意見探勘 

意見探勘的領域中，評論的對象、評論者本身、整體文章意見等的影響，均可

進行相當深入的研究。本篇論文中，以評論對象的判斷，以及由單句意見加

總，得到的整體文章意見為主。評論的對象一般稱之為特徵詞(Feature)。單句

的意見通常會反應在某些詞彙中，這些詞彙稱作意見詞(Opinion Word)。以下介

紹特徵詞以及意見詞的應用，並講解將其擷取出來的一些方法。 

2.2.1 意見詞分析 

  意見詞一般將其概括分為正面詞、負面詞以及無意見詞三種。判斷意見詞的

意見歸屬一般稱為極性判斷，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網路或者其他媒體所得到的

文本資訊來判斷 2002 年 Turney 提出以網路資料為主，利用不同詞彙共同出現

的頻率來推論極性[11]。其想法為：具有類似意見的詞彙，比較常在文章中共

同出現。因此，利用改良後的 PMI 來計算新加入意見詞的歸屬。在其研究中，

取正向詞彙為”Excellent”，而負向辭彙為”Poor”，經由下列公式來計算: 

SO(phrase) =  log2[
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𝑝𝑝ℎ𝑟𝑟𝑟𝑟𝑖𝑖𝑟𝑟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excellent")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𝑟𝑟")
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𝑝𝑝ℎ𝑟𝑟𝑟𝑟𝑖𝑖𝑟𝑟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poor")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excellent")

] 

hits 代表搜尋回傳的網頁數量，而透過此公式計算出來的 SO 數值大於零就是正

向意見，反之小於零則是負面意見。在此實驗中，極性的正確率高達 75%，還

可以將正負向的意見詞，擴充到十幾個，以增進效能，或使其能應用在不同的

語言語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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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語料的部分，最常用的方法是先建構一個基本的意見語料庫(使用人工的

標註方法來表示這些詞彙的極性)，之後利用現有的 WordNet、HowNet[12]或者

是同義詞林[13]，將基本意見語料庫中的同義詞彙加入意見語料庫的相同意見

部分，而具有反義的詞彙則加入相反的部分；反覆進行此部分，將語料庫擴

充。研究[1]利用 WordNet 與事先收集的，擁有 30 個極性詞彙之意見語料庫，

作為意見詞分類，對於句子的意見極性判斷的實驗正確率為 84%。對於

WordNet 中不存在的詞彙，則無法判斷極性。另一個方法為語意相關場的應

用：語意相關場不同於語意相似度，在反映兩個詞語相互的關聯程度時，考量

了兩個詞語，在同一個情境共同出現的可能性(概念類似網路資料為主的意見極

性判斷)。 2006 朱嫣嵐等人利用 HowNet 結合語意相關場的概念[14]，進行如下

實驗: 

「假設共有 k 對基準詞，每對基準詞包括一個褒義詞和一個貶義詞。褒義基準

詞表示為 key_p，貶義基準詞表示為 key_n，單詞 w 的語意傾向值用

Orientation(w)表示，以 0 作為默認閾值，最終傾向值大於閾值為褒義，小於閾

值為貶義。Orientation(w)數值大小代表單詞 w 褒貶強烈程度。單詞 w 的語意傾

向值計算公式如下 

Orientation(w) =  �𝑆𝑆𝑖𝑖𝑆𝑆𝑖𝑖𝑆𝑆𝑟𝑟𝑟𝑟𝑖𝑖𝑖𝑖𝑆𝑆(𝑘𝑘𝑟𝑟𝑆𝑆_𝑝𝑝𝑖𝑖,𝑤𝑤)
𝑘𝑘

𝑖𝑖=1

−�𝑆𝑆𝑖𝑖𝑆𝑆𝑖𝑖𝑆𝑆𝑟𝑟𝑟𝑟𝑖𝑖𝑖𝑖𝑆𝑆�𝑘𝑘𝑟𝑟𝑆𝑆_𝑛𝑛𝑗𝑗 ,𝑤𝑤� 
𝑘𝑘

𝑗𝑗=1

 

」 

在此實驗中語意相關場計算語意傾向的公式如下 

Similarity(key, w) =  
|𝑁𝑁𝑟𝑟𝑆𝑆𝑟𝑟𝑅𝑅𝑟𝑟𝑛𝑛𝑅𝑅𝑟𝑟(𝑤𝑤) ∩ 𝑁𝑁𝑟𝑟𝑆𝑆𝑟𝑟𝑅𝑅𝑟𝑟𝑛𝑛𝑅𝑅𝑟𝑟(𝑘𝑘𝑟𝑟𝑆𝑆)|
|𝑁𝑁𝑟𝑟𝑆𝑆𝑟𝑟𝑅𝑅𝑟𝑟𝑛𝑛𝑅𝑅𝑟𝑟(𝑤𝑤) ∪ 𝑁𝑁𝑟𝑟𝑆𝑆𝑟𝑟𝑅𝑅𝑟𝑟𝑛𝑛𝑅𝑅𝑟𝑟(𝑘𝑘𝑟𝑟𝑆𝑆)| 

簡單來說就是將兩個語意概念的交集作為分子，而聯集作為分母，個別計算正

負向意見詞的意見極性。此實驗中結合語意相關場與語意相似度的方法，準確

率高達 78%。 

  除了上述方法，若是評論擁有評論者本身的評分，也可以利用這些評分結合

該評論中出現的詞彙來建立語料庫。2010 Marneffe 等人便是使用 IMDB 的電影

語料產生標註，計算未知極性的意見詞，在個別評分下的文章中所出現的機

率，將個別機率乘上評分分數來作極性判斷[15]。此方法受限於分析的文章領

域，是否有設計好的評分系統。除此之外，若是評分系統本身沒有受到評論者

注意，分類出來的意見詞可能就會發生錯誤。此外還有利用詞彙找出的特徵向

量去作分類的方法，在 2009 Yessenov 等人的研究中，把英文評論中的每個字當

作特徵向量，而比較極性的部分，選用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副詞及形容詞，實

驗正確率將近 7 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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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特徵詞分析 

  特徵詞擷取的部分有監督式與非監督式的區別。監督式正確率較高，但需要

大量的人工標記，而非監督式的方法雖然正確率較低，但可省下人工標記的步

驟。非監督式的學習常採用詞彙的出現頻率為重要的參考指標，以下介紹 TF-
IDF[17][18]這個經典方法。 

  TF-IDF 是一種統計方法，用來分析一個字之於一個文件集，或是一份文件之

於一個語料庫的重要程度。其核心概念為：如果某詞或短語在一篇文章出現頻

率(TF)相當高，且在其他文章中很少出現(IDF)，就可認為這個詞或短語具有代表

性的。TF 的公式如(2-1)。 

t𝑓𝑓𝑖𝑖,𝑗𝑗 =  𝑛𝑛𝑖𝑖,𝑗𝑗
∑ 𝑛𝑛𝑘𝑘,𝑗𝑗𝑘𝑘

   (2-1) 

此處𝑛𝑛𝑖𝑖,𝑗𝑗 代表該詞在文件𝑑𝑑𝑗𝑗中的出現次數，而分母則是在文件𝑑𝑑𝑗𝑗中，所有字詞

的出現次數之和。 

IDF 為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逆向文件頻率)的縮寫，其公式如(2-2) 

𝑖𝑖𝑑𝑑𝑓𝑓𝑖𝑖 =  log |𝐷𝐷|
�{𝑗𝑗:𝑡𝑡𝑖𝑖∈𝑑𝑑𝑗𝑗}�

  (2-2) 

其中|𝐷𝐷| 為語料庫中的文件總數，�{𝑗𝑗: 𝑖𝑖𝑖𝑖 ∈ 𝑑𝑑𝑗𝑗}� 則是包含詞語𝑖𝑖𝑖𝑖的文件數目。若

是該詞語不在語料庫中，可能導致分母為 0，所以一般使用修正式(2-3) 

𝑖𝑖𝑑𝑑𝑓𝑓𝑖𝑖 =  log |𝐷𝐷|
1+�{𝑗𝑗:𝑡𝑡𝑖𝑖∈𝑑𝑑𝑗𝑗}�

  (2-3) 

來預防這種情況。 

將 TF 與 IDF 結合起來，得到(2-4)。 

𝑖𝑖𝑓𝑓𝑖𝑖𝑑𝑑𝑓𝑓𝑖𝑖,𝑗𝑗 =  𝑖𝑖𝑓𝑓𝑖𝑖,𝑗𝑗 × 𝑖𝑖𝑑𝑑𝑓𝑓𝑖𝑖  (2-4) 

找出重要詞語的同時，將常出現的詞語(通常包含一些句法上的常用語)去除，以

達到找出關鍵字的目的，除了直接找關鍵字建成詞典外，還可以將這些數值，

整合成句子對應的向量，進行其他的處理(例如餘弦相似度)。 

  通常將句子或文章整合成一向量時，維度大於三。餘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核心概念是兩個高維向量的夾角愈小，這兩個向量愈相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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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𝜃𝜃 =  
∑ (𝑁𝑁𝑖𝑖 × 𝐵𝐵𝑖𝑖)𝑛𝑛
𝑖𝑖=1

�∑ (𝑁𝑁𝑖𝑖)2 × �∑ (𝐵𝐵𝑖𝑖)2𝑛𝑛
𝑖𝑖=1

𝑛𝑛
𝑖𝑖=1

=  
𝑁𝑁 ∙ 𝐵𝐵

|𝑁𝑁| × |𝐵𝐵| 

在找出類似文章時，會結合 TF-IDF 與餘弦相似度，演算法大略如下: 

(1) 使用 TF-IDF，找出要比對文章的關鍵詞 

(2) 每篇文章各選出一些關鍵詞，並計算對文章的詞頻 

(3) 生成比對文章的詞頻向量 

(4) 計算向量的餘弦相似度 

  找尋關鍵字，除了 TF-IDF 的方法外，還有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的模

型可以使用。LDA 也是一種非監督式的學習技術，主要用以識別較大規模的文

檔集或語料庫主題。採用 Bag of Words 的方法，將每一篇文檔視為一個詞頻向

量。此法並未考慮詞與詞之間的順序，而採用各主題在一篇文檔中，所組成的

機率分布來分析。LDA 的簡單抽取流程如下: 

(1) 從 Dirichlet 分布 α 中取樣生成文檔 i 的主題分布𝜃𝜃𝑖𝑖  

(2) 從主題分布𝜃𝜃𝑖𝑖中取樣生成文檔 i 第 j 個詞的主題𝑧𝑧𝑖𝑖,𝑗𝑗 

(3) 從 Dirichlet 分布 β 中取樣生成主題𝑧𝑧𝑖𝑖,𝑗𝑗的詞語分布ϕ𝑧𝑧𝑖𝑖,𝑗𝑗 

(4) 從詞語的多項式分布ϕ𝑧𝑧𝑖𝑖,𝑗𝑗中採樣最終生成詞語𝜔𝜔𝑖𝑖,𝑗𝑗 

整個模型中的可見變量與隱藏變量的機率分布如下: 

p(𝜔𝜔𝑖𝑖, 𝑧𝑧𝑖𝑖 ,𝜃𝜃𝑖𝑖 ,Φ|α,β) =  �𝑝𝑝(𝜃𝜃𝑖𝑖|𝛼𝛼)𝑝𝑝(𝑧𝑧𝑖𝑖,𝑗𝑗|𝜃𝜃𝑖𝑖)𝑝𝑝(Φ|β)𝑝𝑝(𝜔𝜔𝑖𝑖,𝑗𝑗|𝜃𝜃𝑧𝑧𝑖𝑖,𝑗𝑗)
𝑁𝑁

𝑗𝑗=1

 

在取得所需參數時利用 Gibbs Sampling，參數矩陣公式如下 

𝜙𝜙𝑘𝑘,𝑡𝑡 = (𝑛𝑛𝑘𝑘
(𝑡𝑡)+𝛽𝛽𝑡𝑡)

(𝑛𝑛𝑘𝑘+𝛽𝛽𝑡𝑡)
  𝜃𝜃𝑚𝑚,𝑘𝑘 = (𝑛𝑛𝑚𝑚

(𝑘𝑘)+𝛼𝛼𝑘𝑘)
(𝑛𝑛𝑚𝑚+𝛼𝛼𝑘𝑘)

 

𝜙𝜙為主題-詞的參數矩陣，𝜃𝜃為文檔-主題參數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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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分析評價方法 

  我們在意見探勘的評價中經常使用 precision 與 recall 來判斷正確率。

precision 為系統選擇出來的答案中，正確者所占之比例；而 recall 為系統所選

出來的正確答案，在所有正確答案中，所占之比例，用文氏圖說明如圖 2-2。 

 

圖 2- 2 Precision&Recall 文氏圖解說範例 

公式如下 

precision =  系統選擇正確

系統選擇正確+系統選擇錯誤
  (2-5) 

Recall =  系統選擇正確

系統選擇正確+系統未選擇
  (2-6) 

有一種常用的評價方法稱為 F-score，結合 precision 與 recall 值來計算，公式如

(2-7)。 

𝐹𝐹𝛽𝛽 =  (𝛽𝛽2+1)𝑃𝑃𝑃𝑃
𝛽𝛽2𝑃𝑃+𝑃𝑃

  (2-7) 

此處 β 是參數，常用 1 代入(F1-Score)，而 P 為 precision，R 為 Recall。本論文的

正確率也是採用 F1-Score 為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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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法及系統架構與設計 

3.1 問題探討與解決方法 

3.1.1 標點符號問題 

     與英文在句中，單字之間有間格的結構不同，中文語句的處理上，必須先

經過斷句以及斷詞的處理。斷句上標點符號為一重要指標，而楊遠 1962 的研究

[19]提到，中國五千篇學生的文章中，僅有 5%的標點符號使用正確。而在所收

集的網路文章中，標點符號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若是直接使用句號或驚嘆號

來斷句，可能造成整篇文章被判斷為同一句。而若是直接遇到逗號等標點符號

就斷句，又會發生本是同一句的意見詞，因分開而在文句意見判斷上造成錯

誤。有鑑於此，標點符號需要特別處理。 

  本論文採用兩階段的斷句方法，此方法在[5]亦有使用，但本論文在某些標點

符號的選用上與[5]稍異：第一階段使用句點、驚嘆號與括號等，作為斷句的依

據；第二階段採用逗號與問號及空格來斷句。第一階段結果屬於同一句，但在

第二階段被分開的句子，會被記錄下來，作為之後步驟找尋意見詞形容對象之

用。 

3.1.2 語氣轉折的意見詞選取 

  文章中常發生在同一句內，出現兩個以上的意見詞的情形。這些意見詞有時

候因轉折語氣的連接，而在句中所代表的意見，其實是有所取捨的。例如: 

雖然這本書被不少人批評，但有看過書的人，都覺得作者寫得很棒 

在此例子中，句子後面的部分，才是偏向本句要表達的意見。若是直接採用意

見詞判斷句子極性，容易造成誤判。本論文將意見詞後是否存在轉折詞(但是、

不過等)作為參考標準，將轉折語氣後出現的意見詞當作本句的意見詞，而捨去

轉折詞前的意見，以解決此情況造成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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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意見名詞的處理 

  由於名詞可能會作為主詞或受詞之用，本論文將意見詞分為兩部分:動詞與形

容詞和名詞。在名詞的處理上，將中研院系統的 E-HowNet[20]中，帶有表示好

壞、意見狀態等之名詞建成詞典，利用此詞典去判斷名詞是否具有意見。 

3.1.4 主詞與受詞的判斷 

  也是將動詞/形容詞與名詞分開：動詞/形容詞的部分採取在句型結構樹中，

與意見詞距離最近的名詞短語，當作形容對象，從其下的分支找出主/受詞。距

離的定義如圖 3-1 所示 

 

 

圖 3- 1 句型結構樹中的距離 

從節點 A 到節點 D 的最短距離需經過三條連結(A-B、B-C、C-D)，所以 A 到 D 的

距離為 3。 

名詞的部分則是找到數個(本論文定義為 3)，直接與名詞相連的名詞短語，舉

例: 

 (NP NN(劇情)) 

來作為形容對象的候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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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形容詞或動詞找不到主詞或受詞的情況 

在這邊主要討論的是主受詞其實是名詞短語的情況。基本上表示意見的詞通常

會有一個與其搭配的特徵詞，來表示所形容的對象。有些時候特徵詞並不是單

一名詞，而是一個名詞短語所組成。這種名詞短語有可能出現裡面沒有名詞，

以至於無法配合特徵詞典的情況，例如: 

(IP (NP (CP (IP (VP (VV 吐槽))) 
(DEC 的))) 

(VP (ADVP (AD 也)) 
(VP (VP (ADVP (AD 十分)) 

(VP (VV 卖力))) 
(VP (ADVP (AD 十分)) 

(VP (VA 有趣)))))) 

 

在此句中「(VA 有趣)」為意見詞，而「(NP (CP (IP (VP (VV 吐槽)))(DEC 的)))」為

所形容的特徵詞。但在這邊並沒有發現有名詞在內，導致無法從特徵詞典內找

出其特徵詞，判斷其是否符合要求。這邊我們將該句最鄰近句的意見(以上一句

為優先)，與意見詞對比，如果該意見與本句意見詞的極性接近，則將本句作為

意見句，反之則否。 

 

3.1.6 意見詞在該句無描述之對象的情況 

  由於在斷句時考慮逗號，以至於有些時候，找不到意見詞所形容之對象。本

論文 3.1.1 節提到的第一階段斷句，同句紀錄便是用來處理這邊的狀況。此處採

用的方法是：如果紀錄中第一階段，同句中的句子，能找到與事先建立的意見

特徵詞典中相符的詞彙，則紀錄該句與當前判斷句在文章中的距離(相鄰幾句)。
若發現是先前所建立之純作品劇情討論詞典中的詞，則另外紀錄距離。之後分

別將兩邊紀錄的距離取倒數後相加，再將意見特徵的結果值減去純劇情討論特

徵的結果值。若大於 0 則將當前判斷句作為意見句，反之則否。舉例說明: 

美琴的超能力真好用啊 

話說劇情也很動人 

真是不錯 (當前判斷句) 

有意見特徵詞的句子與當前判斷句的距離是 1，而純劇情討論特徵的句子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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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判斷句的距離是 2，計算的分數為
1
1
− 1

2
= 0.5，此值大於 0，故在這個例子中

將當前判斷句加入意見句中。 

 

 

3.2 系統架構 

  圖 3-2 是分析作品評論文章的概略圖: 

 

圖 3- 2 評論系統概略圖 

輸入的部分是作品評論與該作品名與其作者名，外部支援的工具有結巴斷詞

[21]以及 NIUParser[22]。底下有三個支援的詞典：一個是判斷意見用的

NTUSD[23]，其他兩個是用來判斷特徵的特徵詞典。最後統計每一作品的每一篇

評論，所得到的支持分數，得到該作品的普遍評價。 

 

詞典的部分除了三個主要詞典之外，還有去除 NTUSD 中不適合作品評論的意見

修正詞典、來自中研院 E-HowNet 的判斷意見名詞的詞典、以及轉折語氣詞的

詞典。系統使用時，首先將不同作品的評論個別分開，之後將各個作品的評論

文章，一則一則放入系統。經過系統判斷後，再將單則評論的分數與該評論儲

存起來。待該作品在選用評論資料庫的所有評論文章，全部判斷其極性後，再

將其統整，結合作品與作者名稱後輸出。 

作品評論 

NTUSD 劇情辭典 
意見特徵 

辭典 

“結巴”斷詞系統 NIUParser 

書評對作品 

支持分數 

統計支持 

分數總分 

支持分數 

總分 

作品及作者名 

書評對作品 

支持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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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則書評系統內部的架構圖如圖 3-3 

 

圖 3- 3 評論系統架構圖 

將系統內部分成四個部分：斷句、斷詞與 Parsing Tree(句型結構樹)、單句評論

判斷、整體評論判斷四個部分。支援詞典主要是在單句的意見判斷時使用，這

邊最後輸出為單則評論的判斷。以下介紹各區塊的內部設計與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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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設計與演算法 

3.3.1 斷句 

系統方塊架構如下 

 

圖 3- 4 斷句系統方塊架構圖 

在這邊將斷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的部分是句號、括號、驚嘆號、分號的斷

句，而在原始資料中已經分好的段落句子並不會去作更動，直接作為不同句看

待，在括號內句子的部分標註引用的標記；第二階段的部分將逗號、問號、空

格作為斷句依據，並紀錄在第一階段時屬於同一句的句子，下圖為虛擬碼型式

的演算法 

換行、句號、驚嘆號 

、分號、特定括號 

斷句 

空格、逗號、問

號 

斷句，標示此階

段 

斷句前的同一句 

書評一則 

斷句完並標

示 

各句關係之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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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兩階段斷句之演算法 

3.3.2 斷詞與句型結構樹建立 

  這個部分使用上一階段斷句的最終輸出當作輸入，先斷詞，得到詞性標註，

最後產生句型結構樹。之後作品評論以各句附上句型結構樹型態輸出，設計的

內部示意圖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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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斷詞系統架構圖 

演算法如圖 3-7 

 

圖 3- 7 斷詞系統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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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單句評論判斷 

在此步驟，斷詞之後的句子結構樹一句一句輸入，並作判斷，故稱單句評論判

斷。一開始將輸入句型結構樹的文句資料，先去除引用句，接下來利用 NTUSD
決定句子中是否含有意見詞，以及該意見詞所屬詞性(利用先前標註的詞性)，藉

以判斷句子的可能極性。若有意見詞存在該句，便將其加入意見判斷的處理句

中；若無則直接標示此句為無意見。意見判斷的處理句會先經由 3.1 節判斷所

形容的對象是否存在於該句，並儲存。之後依照意見詞詞性，以及形容對象是

否存在於當下，分析句子作判斷。圖 3- 8 及圖 3- 9 分別為系統方塊圖與演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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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單句意見判斷之系統方塊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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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單句意見判斷演算法 

接下來進一步介紹處理動詞/形容詞、名詞以及找不到形容對象的句子的內部架

構以及演算法。 

 

動詞/形容詞處理 

演算法與系統架構如圖 3- 10 及圖 3- 11。 

 

圖 3- 10 判斷動詞/形容詞之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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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判斷動詞/形容詞演算法之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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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判斷形容對象的名詞短語內是否有名詞存在：若無則利用 3.1 節敘述的方法

處理；如果有名詞存在，則經由純劇情討論的特徵詞典標註純劇情詞，之後經

過意見特徵詞典，找出匹配的所有特徵詞，並與之前標註的純劇情詞加權，計

算去除劇情討論的判斷干擾。若加權值大於零則紀錄此句為意見句並將意見詞

的意見作為該句的意見 

名詞處理 

演算法與系統方塊圖如圖 3- 12、圖 3- 13。 

 

圖 3- 12 判斷名詞演算法 

 

圖 3- 13 判斷名詞演算法之系統架構方塊圖 

名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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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近句所

有特徵詞，

並去除劇情

干擾 

單句評

論判斷 

意見詞典 E-HowNet 

判斷意見

強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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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的部分，先判斷意見詞是否適用為作品評論的，之後標註劇情特徵詞，接

著尋找意見特徵詞以及去除純劇情討論干擾。此處採用句中與結構樹中距離最

近的意見詞當作特徵詞，最後的步驟與動詞/形容詞的處理相同。 

 

句內無形容對象判斷 

演算法與系統架構如圖 3- 14 及圖 3- 15。 

 

圖 3- 14 該句內無形容對象判斷之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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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5 該句內無形容對象判斷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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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意見詞為名詞，一開始會判斷是否為 E-HowNet 中的評論用詞，之後如 3.1
節所敘述，分別將第一階段斷詞，與所得詞在同一句的句子(稱為關聯句)，經由

純劇情討論詞典，與意見特徵詞典，找尋是否含有相對應的特徵值，以及與當

下判斷句的距離，最後與算出來的衡量分數相減，以得到的值判斷此句是否為

意見句(數值須大於 0)。隨後與動詞/形容詞和名詞相同，紀錄此句意見。 

 

3.3.4 整體評論判斷 

系統方塊圖如圖 3-16。 

 

圖 3- 16 整體評論判斷系統方塊圖 

  這個步驟比較單純，將各句意見統整，並統計各句意見，加總得到評論意

見。總句數比較多的評論，會給與較高的加權值。這邊因為步驟較簡單，故不

列出演算法。 

 

 

3.3.5 作品評論判斷 

  有了各作品的評論判斷後，先將加權的所有評論支持度分數加總，得到作品

的評分等第。 

 

書名，作者 

，評論文章 

句數 

該評論所有 

評論句意見 

各意見句

支持反對

統計，計

算比例 

該評論本

身作品支

持度與反

對度 

評論句意

見 



31 
 

第四章 系統實現 

4.1 總體實現 

  以下是整體系統的流程圖(圖 4-1)與說明演算法(圖 4-2)。

 

圖 4- 1 系統流程圖 

 

圖 4- 2 系統演算法 

再簡述一下整體的流程(詳細部分已經於第三章說明)：一則評論進到系統，經過

斷句、斷詞以及建立結構樹後，在暫存區中；接著將評論的各個句子分別取

出，依序放入單句意見判斷，將各句判斷後的意見作為標籤，附註在各句後；

判斷完整篇評論的所有句子後，統計正面意見與反面意見，若正面意見句多於

反面意見句，則判斷評論為正向，反之則判斷評論為負向，若正反意見句數目

相同，則判斷為沒有意見。本系統各個區塊圖之間，以手動的方式來接合(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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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部分，斷詞與結構樹的部分也是透過手動的方式整合)，以便於在不同系統

環境下的整合。斷詞方面，如第三章敘述，使用結巴斷詞，加上自定義的名詞

處理。由於中文與英文在結構等有不小的差異，中文詞性與句型標註，目前沒

有很成熟的系統。現今能使用的系統，大多應用類似處理英文的方法，略作改

變。本研究因時間與資源的限制，無法實現以中文結構來標註詞性與句型的系

統，因此採用中國大陸東北大學的 NIUParser，標註詞性，並得到句型的結構樹

狀圖。 

本論文系統中，最關鍵的部分為單句意見判斷與字典，關於這些部分的實現會

在下方說明。 

 

4.2 單句意見判斷與字典 

4.2.1 句型結構樹的讀取 

  由於單句意見判斷需要讀取句型結構樹，而在 NiuParser 處理後輸出的結構樹

格式如下 

(IP 

(NP  (NN 人物) 

(NN 刻劃) ) 

(VP  (ADVP (AD 也) ) 

(ADVP (AD 很) ) 

(VP (VV 生動) ) ) ) 

 

 

本系統將句型結構樹以自定義 Tree 的類別型態儲存起來，底層為斷好的各個詞

與其詞性標註，而 NP、VP 等短語為底層的 parent，IP 又為更上一層的

parent。以上述句子為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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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句型結構樹實例 

底層的 Node 儲存詞以及詞性，而上層的 parent node 則儲存短語之類的類別。

最上層的 Node 標註為 Root。讀取句子並建立 Parse Tree 時，採用由上而下的方

法：遇到左括弧”(”時，Tree 就往下一層，而遇到右括弧”)”時，便往上一層。因

此在程式實作中，遇到括號”(”時，就建立新的 Node，並以之為 Child，連結到

目前這一個 Node，而目前指標也改指到這個新的 Child Node；遇到括號”)”就將

目前指標改到目前 Node 的 parent，其演算法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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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讀取結構樹演算法 

4.2.2 動詞與形容詞的句型結構樹判斷實現 

  第三章提到單句意見判斷可以分成動詞與形容詞、名詞、該句中無特徵詞等

三部分。動詞與形容詞的部分如先前所述，找出離該意見詞最近的 NP (該 NP 不

得包含目前指定的意見詞)。流程說明為先將目前 Node 標註一個旗標，再將目

前指標改到目前 Node 的 parent；接著在現在指標所指 Node 的所有 Child 中，

找尋在 Tree 中 ，與之前紀錄的 Node 最接近(第三章有 Tree 中兩 Node 的距離

的定義)之含有 NP 的 Node(不包含紀錄”已經過”的 Node 本身)。若是找到具有

NP 的 Node，則將該 Node 儲存後停止搜尋的流程。若是所有的 Child 都沒有具

有 NP 的 Node，則紀錄目前的 Node 為已經過(traverse)，並將目前指標再改到

目前指標 Node 的 Parent，並重複以上步驟，直到找到具有 NP 的 Node 為止。

找尋 NP 的流程圖(圖 4-5)與演算法虛擬碼(圖 4-6)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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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動詞&形容詞意見找尋主詞/受詞流程圖 

 

圖 4- 6 動詞&形容詞意見找尋主詞/受詞演算法 

從演算法虛擬碼可以看出：找尋 NP 和名詞，都是使用遞迴來處理。 

找到 NP 之後(無 NP 的情況，判斷為該句內無特徵詞)，便在 NP 中找尋其在 Tree
結構中底部的所有名詞(找不到名詞的情況，在第三章已敘述處理方法)。先設置

一個特徵分數為 0，若找到符合意見特徵詞的詞則加上一個正分，若是找到符

合劇情特徵詞的詞則加上一個負分(本論文中每次所加正分會稍大於每次所加負

分的絕對值)。找完所有 NP 之 Node 下，Tree 之所有底層詞後，將特徵分數大

於 0 者視為特徵句，並標示在該句中。流程圖(圖 4-7)與虛擬碼演算法(圖 4-8)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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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動詞&形容詞意見判斷流程圖 

 

圖 4- 8 動詞&形容詞意見判斷演算法 

動詞與形容詞的找尋特徵詞部分，也使用遞迴實現，接下說明名詞的特徵詞找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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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名詞的句型結構樹判斷實現 

  名詞的部分在特徵詞的處理上，與動詞及形容詞不太相同。動詞與形容詞直

接使用離意見詞在 Tree 中距離最近的 NP，底下所有的詞來找尋特徵詞。而名

詞的處理方式，是先找出數個(在本論文是三個)在 Tree 中離意見詞距離最近的

NP，但在這邊的 NP，必須直接連至底層的詞(在第三章有較詳盡的說明)。流程

中，首先紀錄目前的 Node 為已經過，接著將目前指標指向目前 Node 的

Parent，標示目前 Node 為已經過，接著變更目前指標為底下 index 最小之未經

過的 Child，檢查其所有 Child。若所有 Child 皆為底層(發現的底層皆標示已經

過)，則將此 Node 儲存在一個 Set 中。接著將目前指標指向目前 Node 的

Parent，若發現有非底層，且未經過的 Child(發現的底層皆標示已經過)，則將目

前指標指向底下 index 最小之未經過的 Child，繼續重複以上步驟，直到找到所

有 Child 皆為底層的 Node 為止。若是目前 Node 的所有 Child 皆為已經過，則將

目前指標指向目前 Node 的 Parent，標示目前 Node 為已經過，之後重複以上搜

尋動作，直到所有底層都為已經過為止。之後將 Set 中所有的 NP，依照 Tree 中

與意見詞的距離排序。流程圖(圖 4-9)與演算法(圖 4-10)如下。 

 

 

圖 4- 9 名詞意見找尋主詞/受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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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名詞意見找尋主詞/受詞演算法 

挑出數個(本論文中為三個)與意見詞句離最近之 NP，接著檢查其中所有的底層

詞。接著與動詞相同，先設置一個分數值，分別加減劇情特徵詞與意見特徵詞

的分數，若數值結果大於零則判斷其為意見句。流程圖(圖 4-11)與演算法(圖 4-
12)如下。 

 

圖 4- 11 名詞意見判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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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名詞意見判斷演算法 

以上為名詞尋找特徵的部分，判斷完意見的句子會先儲存起來。為因應動詞與

形容詞的特殊情況(第三章所述)，處理完初步判斷後，會再進行特殊情況的判

斷，已在第三章詳述。 

 

4.2.3 句內無特徵詞之判斷的實現 

  如第三章所述，句中無特徵詞者，需依賴鄰近句子來輔助判斷其意見。而鄰

近的句子則採用第三章所定義之關連句：首先給予各意見特徵詞及劇情特徵詞

一個初始分數 0。衡量標準是距離(斷完句後文中的距離)該需要判斷的句子 N 句

的句子中，如果出現一個意見特徵詞，則在意見特徵詞加
1
𝑁𝑁
的分數(因為本句沒

有特徵詞，所以並不會有分母為 0 的情況出現)。若出現一個劇情特徵詞，也加

上
1
𝑁𝑁
。之後將意見特徵詞分數減去劇情特徵詞分數，若結果大於 0 則判斷該句屬

於意見句。流程圖(圖 4-13)與演算法(圖 4-14)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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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3 該句內無特徵詞意見判斷流程圖 

 

 

圖 4- 14 該句內無特徵詞意見判斷演算法 

本系統中，句中無特徵詞的判斷是在動詞、形容詞、名詞的判斷結束之後，才

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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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三種意見句情況比較 

表 4- 1 判斷意見句之三種 Case 比較表 

意見句情況 動詞&形容詞 名詞 無特徵詞 

找 NP 找一個 找 N 個 無 

找特徵詞 NP 內所有加權 N 個 NP 所有加權 鄰近句加權 

加權分數配比 意見特徵較高 意見特徵較高 兩種特徵相同，

以文字距離決定 

遞迴使用有無 找 NP 與特徵詞皆

有 
找 NP 有，特徵詞

無 
無 

意見詞詞性 動詞、形容詞 名詞 所有 

系統中順序 1 2 3 

表 4- 1 為三種意見句判斷方式的比較。在動詞&形容詞、名詞的實現上，需要

使用 Parsing Tree 的結構，而無特徵詞的情況則不必。而無特徵詞處理需用到鄰

近句，動詞&形容詞處理只有在考慮特殊情況時需要鄰近句意見。此外，無特

徵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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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字典建立 

  本論文主要採取字典比對的方式，實現意見句的判斷。在判斷意見詞的部

分，使用了陳信希教授實驗室的 NTUSD。 NTUSD 中有些分類好的意見詞，其

實並不適合用於作品評論的判斷。例如 NTUSD 中”覺得”這個詞被分為正向，但

其實在作品評論判斷上，這個詞並沒有意見表示的成分。但這個詞在作品評論

中時常被用到，可能會造成意見判斷上的錯誤，故使用手動的方式將原本的

NTUSD 縮減，並加入簡體中文的部分，結果為正面詞與負面詞各為 2600、3200
個左右的意見詞典。除了 NTUSD 之外，另外收集了 300 篇作品評論的文章(非
實驗所用)，使用結巴斷詞的 TF-IDF 工具，配合手動篩選，得出正面詞與負面詞

分別為 58 與 51 個(與之前的 NTUSD 簡化字典無重複)。 

  除了意見詞的部分外，特徵詞的部分也建立了相對應的詞典。同樣使用結巴

斷詞的 TF-IDF 工具，配合手動篩選及簡體中文，加入所得特徵詞。之後意見特

徵詞的部分，再配合中研院的 E-HowNet，進行同義詞擴充，結果分別為 614 與

576 個特徵詞彙。 

  為處理轉折語氣與否定詞，本研究也加入簡易轉折語氣(“但是”、”不過”等)以
及否定詞(“不是”、”並非”等)的簡易詞典。否定詞的判斷規則為與意見詞在文句

中距離為 5 個詞之內即算否定(考慮雙重否定)。轉折詞的部分則為出現在目前

判斷意見詞後面，則不考慮目前判斷的意見詞(以轉折語氣後出現的意見詞為

主)。 

 

建立以上所需的程式與詞典後，透過以上流程與詞典，取得所需判斷之評論文

章的意見句，並判斷其意見極性。正反意見句的數目與最後判斷的評論文章意

見結果等，都會儲存起來，以便後續實驗或書評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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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模擬實驗與討論 

  本章先就判斷作品評論的系統進行實驗並討論結果，之後會簡單示範一個利用

判斷完成含有意見傾向標註的評論書評系統。 

5.1.1 實驗語料收集 

  系統製作時，使用從百度貼吧與 PTT 上所收集的語料，作為抽取關鍵詞之用。

本研究的實驗語料來源中，繁體中文為《巴哈姆特》網站以及電子佈告欄《PTT》
的作品評論，簡體中文則採取《輕之國度》論壇小說測評區以及《百度貼吧》的

文章，圖 5- 1 到圖 5- 7 是文章來源與收集結果的舉例圖。 

 

圖 5- 1 《輕之國度》評論文章 

 

 

圖 5- 2《巴哈姆特》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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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PTT》評論文章 

 

 

圖 5- 4《百度貼吧》評論文章 

 

 

圖 5- 5 繁體評論文章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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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簡體評論文章範例 

 

 

圖 5- 7 實驗選用動漫輕小說作品一覽 

本研究選用了 25 部輕小說作品，與包含其改編之動漫畫的評論為實驗語料。每

部作品在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的評論各選擇 10 篇，全部的評論共 50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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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比較標準 

  第二章結尾提到 F-Score (2-5、2-6、2-7)，結合 Precision 與 Recall，作為準確

性的衡量。本論文採用 Accuracy 與 F-Score 的分數以及 ROC space 圖作為標準，

並予以比較。正確答案(ground truth)為三位同學人工標記 500 篇測試評論文章

的意見，並投票決定作為判斷。衡量方法如(5-1) 

Opinion = Voting�文章人工判斷 1 ,文章人工判斷 2 ,文章人工判斷 3� (5-1) 

Ground truth 的判斷結果有 134 篇評論為負面，剩下皆為正向意見。表 5- 1 是

比重百分率之整理表。 

 

表 5- 1 測試用資料之對照答案各意見所占比例 

意見 + - 

所占比例 73.2% 26.8% 

 

為了使正負評論的數量達到平均以利於分析，在這邊選用了正負評論各 125 篇來

作為實驗測試之用。單句部分，因為系統主要偏重評論文章最後結果的正反意見，

故沒有對各句意見判斷作準確率之衡量。若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正負評論句的數

目相等，則依照正負詞典中詞彙數量的比例來給予不同的機率後以此機率來隨機

判斷此評論為正向或負向。在本論文實驗中，對照組與本論文的方法皆使用同一

隨機結果以排除因不同時間點下隨機值不同對於比較造成干擾。 

 

F-Socre 的公式如第二章敘述 

 

 

 

 

 

 



47 
 

5.1.3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兩組資料，作為本論文系統方法的對照組，對照組一為不考慮關連

句意見的數據(完全不考慮劇情詞典)，對照組二為直接使用關連句中是否有意見

詞典之詞彙存在來判斷關連句意見，結果如表 5- 2 與表 5- 3。 

 

表 5- 2 本論文系統實驗之結果 

分類方法 評論意見(評論篇

數) 
Ground truth 正向 Ground truth 負向 

對照組一 系統判斷 正向 71 5 

系統判斷 負向 3 68 

對照組二 系統判斷 正向 79 7 

系統判斷 負向 5 76 

本論文 系統判斷 正向 82 4 

系統判斷 負向 2 79 

 

表 5- 3 實驗結果比較 

組別 對照組一 對照組二 本論文 

Precision 94.6% 92.8% 96.4% 

Recall 57.4% 65.1% 66.0% 

F1-Score 71.4% 76.5%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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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本論文在 Precision 與 Recall 表現皆較對照組為優。可以得

出濾掉劇情討論的干擾後，單篇評論的意見誤判情形隨之減少，因此 Precision 與

Recall(Recall 主要因意見誤判為相反的情況減少而得到進步)皆上昇。在 F1-Score
的部分本論文相較對照組二進步些微進步 1.8%。 

 

本論文的意見詞在以上實驗只單純考慮句中第一個出現的意見詞(轉折語氣已考

慮)，接下來的實驗考慮句中所有的意見詞並與先前的方法作比較。 

 

表 5- 4 本論文系統意見詞考慮實驗之結果 

分類方法 評論意見(評論篇

數) 
Ground truth 正向 Ground truth 負向 

本論文方法 

只考慮第一個意

見詞 

系統判斷 正向 82 4 

系統判斷 負向 2 79 

本論文方法 

考慮句中所有意

見詞 

系統判斷 正向 83 4 

系統判斷 負向 1 79 

 

表 5- 5 本論文系統意見詞考慮實驗結果比較 

組別 本論文方法 

只考慮第一個意

見詞 

本論文方法 

考慮句中所有意

見詞 

Precision 96.4% 97.0% 

Recall 66.0% 66.1% 

F1-Score 78.3%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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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實驗結果顯示，兩種方法的表現幾乎沒有差異，可能的原因為相同意見的

詞若除去轉折語氣影響有較大的機率出現在文本中相近的區域(2002 年 Turney 
[11])，以至於考慮句中所有意見詞並不會造成太多的效能改善。 

 

除了劇情造成之雜訊之外，尚有其他造成準確率下降之原因，接下來會予以討論。 

 

5.1.4 實驗其他問題討論 

  以下討論造成無法經由本論文方法篩去的錯誤之可能原因: 

 

1. 詞典涵蓋的不足 

本論文採取詞典比對，而意見詞與特徵詞必須滿足在詞典中同時被發現的條件，

才能計算為意見。這個部分可能造成一些未在詞典中出現的意見詞或特徵詞被忽

略，影響準確率。 

 

2. 斷詞效果問題 

本論文使用結巴斷詞執行 Word 分割的工作。若斷詞出現不符合我們期望的結果，

可能會影響到意見詞的正確率，例如: 

這本書真給力啊 

期望=>這本 書 真 給力 啊 

斷詞後=>這本 書 真給 力 啊 

“給力”為出現在意見詞典中的詞彙，但如果斷詞錯誤，很有可能造成找不到意見

詞，或選取到與原句整體意思相反意見詞的情況，造成錯誤。 

 

3. 詞性標註問題 

本論文使用 NIUParser 進行詞性標註，而詞性標註可能會出現錯誤(部分是因為斷

詞的影響)，例如: 

一堆/AD 設定/VV 也/AD 挺/AD 認真/VA 的/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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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句中的”設定”其實指的是故事或角色設定，屬於名詞，而 NIUParser 的部分

判斷為動詞 VV。本論文中的特徵詞，只考慮名詞的部分(依照正常的結果，名詞

比較適合做為動詞與形容詞的特徵詞或者是作意見名詞的敘述對象)。若是詞性

本身已經標示錯誤，特徵詞判定上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對於三種錯誤的部分目前設想了一些解決方法: 

 

1. 詞典涵蓋的不足&斷詞效果問題 

擴充動漫輕小說作品的人名與常用詞彙到斷詞詞典，並給予較高的權重值。其缺

點在於需要涵蓋大量的作品，才會實際。 

 

2. 詞性標註問題 

目前詢問中國大陸東北大學的結果，NIUParser 無法讓使用者自行調整詞性標註。

解決此問題最好的方法，是根據中文的句型結構分析方法，設計自己的詞性標註

器。 

 

 

 

 

5.2 作品評論系統展示 

  本論文的最後，利用評論判斷系統，自動得出 500 篇作品評論傾向(為先前收

集之 500 篇評論)，實現了一個作品評論系統。由於受限於中文字編碼的問題，

故作品評論的文字，無法直接顯現於程式執行視窗中，所以利用呼叫該文檔的方

式來顯示評論內容之文字。執行程式中，會顯示該作品評論意見的總和傾向比例

與單一評論的意見傾向比例，圖 5-8 為系統使用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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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 作品評論系統流程圖 

 

 

接 下 來 ， 圖 5- 9 到 圖 5- 13 展 示 系 統 的 操 作 與 結 果 。

 

圖 5- 9 初始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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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顯示作品表 

 

圖 5- 11 顯示作品總體評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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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顯示作品單一評論 

 

圖 5- 13 顯示作品單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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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針對劇情特徵詞對意見判斷的干擾，提出了一套解決方法，並基於

NTUSD 與 E-HowNet，建立了對於作品評論使用的特徵詞詞典，實現利用系統判

斷意見的簡易動漫輕小說作品評論系統。本論文主要使用規則與詞典為判斷依

據。這個方法在資料庫本身的選用上受到不少限制，而斷詞或詞性的標註錯

誤，也會影響意見的判斷。未來的研究可以透過特徵抽取方式，配合監督式學

習，實現意見判斷的系統。語料庫部分，也需收集更多的評論，或直接使用作

品內的文句，加強特徵詞的抽取效果。 

  本研究的訓練與測試語料主要是針對輕小說與動漫的評論，而類似的方法亦

可用於電影或電視劇的評論。未來希望能將此系統發展到不限於動漫輕小說的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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