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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政策是指政府为促进科技发展，利用科

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

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整合 [1]。科

技政策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对科

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学界对于科技政策研究的规范

和科学化异常重视，有学者 [2] 提出科技政策学，

就是为了梳理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数据、方法、

工具并将其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发展，可见科技

政策研究的重要程度。科技政策纷繁复杂，不仅

政策更新速度快而且政策范围广包含国家政策、

地方政策，所以不少学者针对科技政策的具体问

题进行研究。然而目前的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针对

政策的制定者提出政策建议与改进，可供政策受

益者例如企业所做的政策服务鲜有研究。本文认

为：通过对科技政策的深层语义分析，可以充分

了解科技政策的影响方向如何、影响强度如何，

不仅对政策制定者明确问题和调整政策提供一定

的参考，也会对企业决策有一定的帮助。

2  相关研究现状与分析

对科技政策的语义分析，主要是科技政策的

语义相似度分析和倾向性分析，语义相似度分析

可以解析政策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倾向性分析可

以解析政策的影响方向和强度。

2.1 科技政策研究现状与分析

由于科技政策的研究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

域，对科技政策研究方法、工具和理论也多种多样，

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基础和方

法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它们之间既存在共性，又有差异。目前针对科技

政策的分析，从分析的主题上来看，包括科技评价、

技术创新、高薪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等主要

主题，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涉及经济学、社会学、

政治学、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但是多以问题为

导向进行研究。

黄萃等 [3] 提出一种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政策文

本量化研究方法，根据政策工具理论制定分析框

架并进行频数统计，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

策建议，汪涛等 [4] 提出一种类定量化的科技政策

文本分析框架，通过对一定年份北京市科技政策

的演进分析来验证该框架的合理性并提出了政策

实践的改进建议，仲伟俊等 [5] 同样是在政策工具

的视角下构建政策分析框架，建立了基本政策工

具纬度、科技活动类型纬度、科技活动领域纬度

的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我国现有科

技政策的不足和展望。以上文献均是为了政策制

定者和政策主体制定政策、解决政策问题等提出

的分析框架，为制定者明确问题和调整政策提供

了参考。但是针对政策作用对象的针对性分析则

较少，为了对科技政策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不仅

要关注发布时间、作用范围等外部特征，还要关

注内在的深层语义特征，及政策的应用对象是什

么、影响方向如何、影响强度如何。与传统的依

靠关键词检索的科技政策检索库相比，对科技政

策的深层语义分析还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准确找

到其需求的政策。

2.2 语义分析研究现状与分析

2.2.1 语义相似度匹配算法研究

（1）句子相似度计算

句子相似度计算是对句子间的相似性给出一

个度量，它在自然语言处理的许多领域中都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从不同的句子分析形式来看，当

前句义相似或相关度计算主要分为两大类 : ①基

于句子词汇层面的句义相似度计算，主要包括基

科技政策语义分析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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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词的统计特征、词汇语义特征两方面 ; ②基于

句子结构层面的句义相似度计算。

基于词统计特征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考虑词

的特点来简介衡量句子的相似度，例如词频、词

性等信息，如向量空间模型法，它将语料库中

的句子表示为特征词向量，再根据向量的空间

位置简介得到相似度，一般是用向量夹角余弦表

示，但是该方法未考虑句子的结构特征，而且只

有当语料库有一定的规模时这种统计的效果才

会体现出来。基于词汇语义特征的方法主要利用

HowNet( 知网 )、WordNet 和同词词林等词汇语

义词典。例如，李素建 [6] 以 HowNet 和同义词词

林为依据提出了语句相关度的定量计算模型，该

方法较为依赖语义词典的完整性，词典的不全面

将直接影响计算的准确性。唐琦 [7] 在词汇语义相

似的基础上，利用格语法理论获取句子之间的语

义相似度。史燕 [8] 利用概念层次理论计算词语概

念基元、词语的语义相似度，在此基础上考虑词

语的融合得到语义块，进而得到句义相似度。基

于句子结构层面的句义相似度计算主要是在句法

分析基础上，按照分析出的句子结构来衡量句子

之间的相似度。例如，以汉语框架网语义资源为

基础，李茹等 [9] 通过多框架语义分析、框架的重

要度度量、框架的相似匹配、框架间相似度计算

等关键步骤来实现句子语义的相似度量。类似地，

李彬等 [10] 计算句子的相似度是通过衡量句子间核

心词与其直接依存成分之间的语义搭配对之间的

相似度来确定的，由于该方法仅考虑句子的核心

语义依存结构，未将全部语义依存信息考虑在内，

因此句子相似度度量结果不够准确。为充分考虑

句子的全部语义，李春梅等 [10] 尝试提出多特征的

汉语句子相似度的计算模型，在基于词的基础上，

不仅考虑句子中词的表层而且考虑句子中词的逻

辑联系，在句子层面上，从只考虑句子的局部结

构到考虑句子的整体结构，用句子的区分度、相

同词的相似度、长度相似度、词性相似度及词

序相似度五个方面来综合考虑两个句子相似度

的计算。

（2）文本相似度计算

段与段的相似度计算，可以理解为对文本进

行相似度计算。目前，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主要

分为基于大规模文本集统计的传统方法和基于语

义计算的方法。

基于大规模文本集统计的方法 , 通常采用向

量空间模型 (Vector Space Model, VSM)[12] 和隐性

语义索引模型 (Latent Semantic Indexing, LSI)[13] 等

方法。这些方法均基于段落中的词进行相似度计

算，未考虑特征项的语义信息，与句子相似度计

算中基于词的统计特征的方法相似，由于只考虑

词在上下文中的统计特性，而没有考虑词和段落

的语义，因此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语

义计算的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的主要研究有：

Sanchez J A[14] 和 Vicient C 等 [15] 提出基于本体的

文本特征抽取及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基于本体

的方法由于其本身的构建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

程，不仅需要领域专家的参与还需要大量调研

工作，同时该方法过于注重本体树中各个概念

节点的结构分布，导致基于本体的计算文本相似

度方法应用不是很广泛。基于外部语义词典的文

本相似度计算方法主要有基于 Hownet( 知网 ) 和

基于 WordNet 两种，知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

国，WordNet 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联合设

计的语义词典且起步早，故而研究相对较多，利

用基于语义词典的方法计算语义相似度时，可以

充分考虑语义词典的结构及其语义信息。例如，

Capelle M 等 [16] 提出基于内容的新闻推荐方法，

该方法利用 WordNet 的词汇结构和语义信息来计

算新闻内容中同义词的语义相似度。在计算词汇

相似度的基础上，进而考虑句子和段落语义信息，

例如，Bhagwani S 等 [17] 计算句子相似度，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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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义词典和大规模统计方法结合来计算句子的

相似度。有学者利用语义词典 WordNet 与概念森

林 (Concept Forests) 的树型结构相结合来计算语义

相似度，例如，基于 WordNet 的文本相似度计算

方法 [18], 该方法从文本中构造概念森林来表示文

本的语义，并通过计算概念森林之间共有部分语

义相似度来度量两文本的相似性，Tsatsaronis G[19]

提出基于 Wikipedia 和 WordNet 对文本的词汇资

源建立语义森林。

2.2.2 文本倾向性分析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量网络数据和资

源出现，同时由此引发各种新的任务也产生许多

新的算法，倾向性分析是近年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问题之一，它涵盖了文本检索、信息抽取、机器

学习等各个领域。网络上存在大量与倾向性相关

的信息的文档：博客，新闻评论，商品在线评论等。

从自然语言处理角度来看，针对这些倾向性的文

档主要有两类任务：倾向性分类和倾向性信息抽

取 [20]。

上世纪 90 年代起，国外就开始了对词汇倾

向性的分析研究，Turney 提出了一种通过一组基

准词计算词语的情感倾向性的方法，达到了 95％

的准确率 [21]；Kim 等人同样将工作重点放在情感

词汇的倾向性分析上，在一对基准词集的基础上

使用 WordNet 计算未知词汇的情感倾向性 [22]。随

着研究工作和实际应用领域的发展，对整篇文档

的观点抽取和倾向性判断成为研究工作的热点，

情感词的上下文信息和语义搭配关系也逐渐被应

用到语义倾向性计算当中。而在实际工作中，单

词的倾向性与短语的倾向性往往相反，Wilson 和

wiebe 等人在后期研究中着力研究了短语级情感

倾向性，并对中立情感这一实际大量存在的文本

进行研究 [23]。

在国内研究中，对主观句所表达的情感倾向

进行褒贬识别，主要包括两种分类方法：运用机

器学习方法和基于情感词的方法。

（1）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首先需要人工

标注一些文本情感倾向并把其作为训练语料，接

着对其进行训练同时构造分类器，最后通过对未

知类别的文本进行分类测试得出文本的情感倾

向。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情感分类时，分类算

法的选择和特征项的选取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PangBo[24] 最早将机器学习方法应用于情感分类领

域，他分别利用朴素贝叶斯、最大熵、支持向量

机算法对电影评论进行分类，当以 unigram( 自然

语言处理中代表单个 word) 作为特征项时，支持

向量机表现最好，准确率为 82.9％，朴素贝叶斯

法和最大熵的计算效果相当。在特征项的选择上，

崔彩霞等 [25] 提出一个特征项选择函数，用来替代

传统的文档频率和互信息选择方法。另外，王素

格等 [26] 研究了停用词对中文文本情感分类的影

响，她构造了五种停用词表作为特征项选择的依

据，实验表明停用词表的选择对文本情感分类的

影响很大。

（2）基于情感词的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

过判定句子中包含情感词的语义倾向，加上句法

结构等信息，间接得到句子的情感倾向。基于语

义的情感倾向分析研究是对文本计算一个情感倾

向值，值的符号表示其倾向性，而其绝对值的

大小则反映其情感强度。如朱嫣岚等人 [27] 利用

HowNet 提供的语义相似度和语义相关场计算功

能对词语的褒贬倾向度按一定计算法则进行赋值，

并根据该值判别该词语义倾向，并在后续工作中

利用词语倾向性进行计算文本倾向性。许歆艺等 [28]

提出了一种基于文本纹理特征的中文情感倾向性

分类，通过测试多种文本纹理特征对文本情感倾

向性的影响，成功将文本纹理特征融入情感分类

中，通过计算各类特征与文本的情感倾向性的相

关度，对特征进行降维，相对于基于词频的情感

倾向性分类方法，查准率平均提高了 10％左右。

科技政策语义分析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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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情感词的方法判定句子情感倾向时，能

否得到情感倾向准确、包含全面的情感词集是关

键，同时也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句法结构对结果的

影响，如否定句、比较句等。郝玫等 [29] 提出一种

中文网络评论的复杂语义倾向性计算方法，该方

法在建立产品领域情感词典的基础上，首先确定

特征观点窗口的度量范围，完成特征观点组的提

取；然后在特征观点组中综合考虑观点词的程度、

反转语义及特征评价的频数等多种因素，完成特

征评价倾向性的计算。

2.3 研究评述

由以上研究可知，目前句子语义相似度计算

的研究中，基于词层面特征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未

考虑句子的结构信息；基于句子结构特征的相似

度计算方法也具有一些缺陷，有的未能全面考虑

句子语义，有的利用的资源存在限制，计算句子

相似度时，综合考虑句子的结构信息和词汇语义

信息等因素，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上述的几种关

于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均有

比较好的效果，但其中仍有许多的不足，不能被

广泛的使用，总体来说，基于大规模文本集统计

的传统方法，能在词汇出现的频度和频率层面上

反映两个文本的相似程度。但是一个有实际意义

的文本，它有其实际的语义与中心思想，这是语

义层面上的概念，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心

思想与整篇文本实际表达的中心思想可能会相差

甚远，基于语义层面的方法，这类方法利用语义

词典对文本中的词汇进行语义分析，但没有考虑

语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考虑不同词汇对文

本的重要程度的差异，因此计算的准确率受到影

响，所以关于文本相似度计算的方法也有很多学

者进行不断的研究与改进。在现有的相似度计算

方式中，主要以句子或文本中词汇作为基本处理

单元，较少考虑文本内部的句子结构特征和组合

语义特征，以统计方式为主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在

传统的信息检索、聚类、分类等领域应用较广，

可以保证相似度计算的高效性，而基于语义规则

的相似度计算由于其计算的复杂性难以直接应用

于大规模文本处理的领域。

由以上文本倾向性分析的研究可知，文本

倾向性分析尽管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但尚未被广泛应用于政策领域，因此，本文认

为文本倾向性分析对于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分析

是具有探索价值的。对科技政策的倾向性分析，

应立足于基于语义的情感倾向性研究，针对政

策文本的特点，如政策文本的倾向性明确，不

存在局部倾向性会对整体倾向性造成效果差异，

政策文本不存在一般网络评论会有的“先抑后

扬”的结构等，根据政策文本的特点构建适用

的算法，再通过政策情感词典的构建，计算政

策文本的情感强度。

3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相似度匹配算法研究现状和倾

向性分析研究现状的调研，总结提炼若干算法

并提出其适用性和优缺点，为相关语义分析模

型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目前对于科技政策

的系统分析较为缺乏，且大部分研究是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科技政策的

分析和应用需要综合考虑科技政策的政策影响

力、政策关键要点分布与政策内的统计频次以

及行文措辞等方面因素。例如：可以通过度量

情感强度，并经过反复多次的调研和调整来建

立科技政策的语义分析模型，这对于政策制定

者、政策研究者和企业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下一步，我们拟针对政策文本的特点，重点立

足于语义相似度和情感倾向分析的深入研究，

构建其适用的模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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