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文　信　息　学　报
第 17 卷 第 5 期 　 JOURNAL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ol117 No15

文章编号 :1003 - 0077 (2003) 05 - 00034 - 07

关于“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结果的分析①

冯是聪 ,王继民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搜索引擎与网上信息挖掘学术研讨会”上 ,举办了一场“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

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个队参加。本文在介绍本次竞赛活动规则和过程的基础上 ,详细分析了竞赛的

结果 ,从而使我们对于目前中文网页自动分类技术的现状有了一种具体的认识 :目前已有分类器的性能没有

呈现出明显的差距 ,中文网页的分类比普通文本的分类要困难的多。同时 ,本文还尝试推出一个标准的中文

网页分类的实例样本集 ,希望通过不断完善 ,最终作为中文网页分类技术研究的基本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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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a Contest Result on Chinese Web Page Automatic Categorization

FEN G Shi2cong , Wang Ji2mi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 Chinese Web page automatic categorization contest was hold in national symposium on Search Engine

and Web Mining and ten teams took part in this contest . After describing the contest rules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est results in details and we can have an explicit view on the present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Web page automatic

categorization : no explicit difference is shown among those classifiers had been developed and Chinese Web page

categorization is more difficult than plain text categorization. This paper also attempt to provide a standard Chinese

Web page categorization instance examples and develops them to be a base corpus of Chinese Web page categorization

by continuous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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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Internet 的飞速发展 ,Web 上的网页数据量呈指数增长[1 ,2 ] 。海量的网页在为人们

提供包罗万象、无比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同时 ,也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快速从中获取其所需信息的

挑战。为了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处理海量的 Web 信息 ,人们希望能够按照其内容实现对网页的

自动分类。在 Web 出现之前 ,人们研究过许多普通文本分类的方法[3 ] ,例如支持向量机 ( Sup2
port Vector Machines ,SVM) 、k2Nearest Neighbor (kNN) 、简单贝叶斯 (NaÇve Bayes , NB) 、Lin2
ear Least Squares Fits (LL SF) 、Neural Network (NNet)等等 ,形成了各种文本自动分类 (Aut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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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c Text Classification , A TC) 技术。所谓文本自动分类就是指定文本和预先定义类之间的

类属关系 ,分类的工作由计算机自动完成[4 ] 。随着 Web 技术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 ,海量网页

信息的涌现 ,A TC 技术的处理对象从普通文本扩展到网页信息 ,自然地 , A TC 技术成了实现

网页自动分类的基础。目前 ,网页自动分类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主题搜索、个性化信息检索、搜

索引擎的目录导航、信息过滤、主动信息推送服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网页自动分类技

术已经成为 Web 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了评价各种文本自动分类算法的优劣 ,推进信息检索领域的发展 ,由美国国家标准和

技术研究院 (N IST) 、信息技术实验室 ( ITL) 检索小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

信息技术处、高级研究开发机构 (ARDA) 等单位共同主持召开了信息检索会议 TREC[5 ] ,至

今已召开了11 次 (从 1992 年起 ,每年一次 ,今年将召开第 12 次会议) 。TREC 会议实际上是

信息检索系统的擂台赛 ,可以说 ,在 TREC 上展示的文本分类系统代表了文本分类领域的最

新研究成果。一些大学 ,如 CMU、BER KL EY、CORN ELL 等和一些公司带着自己开发的文

本分类系统参加会议 ,由大会使用相同的训练集和测试集对这些系统进行评测。中国科学

院计算所 ,清华大学等单位近几年也有派队参加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注意到 ,由于

Web 技术的发展 , TREC 也逐步开始提供标准的英文网页语料[6 ]来评测 Web 信息检索系统。

与面向英文的分类系统相比 ,中文分类系统的起步比较晚。从第五次 TREC 会议开始 ,

增加了对中文分类系统的评测。实际上参加 TREC - 5 的中文分类系统处理的重点还停留在

中文的分词问题上 ,而且处理的对象还是新华社的新闻稿这类普通的中文文本 ,到目前为止 ,

标准的中文网页语料库还没有出现 ,因此也没有出现针对中文网页分类系统的评测。近年来 ,

国内外的研究人员针对中文网页已经做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7 ,8 ] 。但是 ,由于没有标准

的中文网页语料 ,无法比较不同分类系统性能的优劣。因此 ,为了促进中文网页自动分类技术

研究的不断发展 ,加强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 ,2003 年 3 月 14 - 15 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

搜索引擎与网上信息挖掘学术研讨会”组织了一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活动。希望通过

本次活动来评测已有中文网页分类器的质量和性能 ,并且尝试推出一个标准的中文网页分类

的数据集 ,通过不断完善 ,最后作为中文网页分类技术研究的基本语料 ,从而对中文网页自动

分类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这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活动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热烈响应。先后有 16 个队

报名参赛 ,最后共有包括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 10 个代表队参加了现场测试。

本文的随后部分是这样安排的 :第 2 节将详细介绍本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活动的

竞赛规则 ;第 3 节将给出本次竞赛的结果并简要地进行了分析 ;第 4 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并

指明了本次活动的不足和将来的改进方向。

二、竞赛规则

为了保证本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以及测试结果的客观真实

性 ,我们在 2003 年 2 月 5 日公布了本次活动的竞赛规则。下面介绍有关要点。

211 　训练集和测试集

中文网页训练样本集是实现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

现标准的中文网页语料库。为此 ,我们通过动员不同专业的几十个学生 ,人工选取形成了一个

中文网页训练样本集①。该样本集共包括 13973 个网页实例 ,其中训练网页为 11059 个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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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分布情况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训练集 测试集

01 人文与艺术 398 101

02 新闻与媒体 124 19

03 商业与经济 818 211

04 娱乐与休闲 1482 369

05 政府与政治 285 83

06 社会与文化 1070 292

07 教育 284 82

08 自然科学 1807 473

09 社会科学 1708 463

10 计算机与因特网 831 217

11 医疗与健康 2252 604

合计 11059 2914

网页为 2914 个 ,大小约 200MB。这些网页被划分

为 11 种类型 ,如表 1 所示。其中 ,“训练网页”和“测

试网页”的区分主要是为了方便参赛队预先测试各

自的分类器 ,随机挑选的。同时我们也声明了参赛

队也可以用自己的训练、测试集。后来从各参赛队

谈的情况看 ,都用的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样本集。

竞赛中使用的测试网页集则由所有参赛队和

其他参会人员在现场共同收集整理的。按照竞赛

规定 ,可以 (但不必须) 为每个测试网页确定两个类

别 (一个主类 ,一个兼类) 。

212 　结果评价标准

在信息检索领域 ,评测分类器质量的指标通常

为查准率和查全率 ,或者是综合考察查准率和查全

率的 F1 值[3 ] 。这些指标通常用来评价一个文本有一个结果类别的情况。但是事实上 ,许多

网页的类别边界比较模糊 ,通常可以属于多个不同的类别 ,一般来讲 ,为这些网页取多个类别

比仅取一个类别要合理的多 ,应用上述的评价指标来处理一个网页有多个结果类别的情况是

不合理的。因此 ,我们应用公式 (1)来评价中文网页分类器的质量。为简单起见 ,本次竞赛规

定每个给定的测试网页最多取两个结果类别。考虑到不同的分类系统使用不同的系统平台 ,

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测试时间 ,因此 ,分类器的效率问题不是本次竞赛考察的重点 ,仅规定平

均 1 个网页的分类时间不得超过 3 秒。

分类器得分 S = ∑
n

i = 1

对每个网页的分类得分 S i (1)

　　其中 :n 为测试网页数 ; S i 为第 i 个网页的分类得分 ,其取值根据由表 2 得到。
表 2 　不同情况下 S i 的得分

分类结果 得分

个数和次序都对 110

个数对 ,次序不对 018
本来只有一个类别 ,却得到两个结果 ,

正确的结果被放在第一位
017

本来只有一个类别 ,却得到两个结果 ,

正确的结果被放在第二位
015

本来有两个类别 ,却只有一个结果 ,这
个结果为第一位的结果

017

本来有两个类别 ,却只有一个结果 ,这
个结果为第二位的结果

015

本来有两个类别 ,有两个结果 ,正确的
结果被放在第一位

017

本来有两个类别 ,有两个结果 ,正确的
结果被放在第二位

015

本来有两个类别 ,有两个结果 ,只有一
个正确的结果 ,位置同原来的不同

015

个数和次序都不对 0

　　表 2 显示 ,决定 S i 取值的因素有两

个 : (1)分类器给出的结果类别的个数 :1 个或

2 个 ,但是不能为 0 个 ,也就是说分类器必须对

一个网页给出结果 ,不能不做任何判断。(2)

结果类别的次序。

例如 :某个网页 p 的类别为 01 ,08 类 ,不

同分类结果下的得分分别为 :

分类结果 　　　　　得分

(1) 01 ,08 得分为 1

(2) 08 ,01 得分为 018

(3) 01 或 01 ,07 得分为 017

(4) 08 或 02 ,08 得分为 015

(5) 08 ,09 或 02 ,01 得分为 015

(6) 02 得分为 0

(7) 02 ,07 得分为 0

例如 :某个网页 p 的类别为 01 类 ,不同分类结果下的得分分别为 :

分类结果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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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得分为 1

(2) 01 ,08 得分为 017

(3) 08 ,01 得分为 015

(4) 02 得分为 0

(5) 02 ,07 得分为 0

213 　现场测试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整个测试过程由一位所有参赛队以外的专家主持 ,

最终的竞赛结果和中间结果都保存在他的机器上。并且规定 ,从现场收集网页开始 , 所有参

赛人员不能再操作机器 ,测试集的导入和分类结果的导出均由主持人完成。整个竞赛过程都

是“透明的”:所有参会人员都能够通过投影仪看到分类过程的执行情况。测试集是在主持人

的主持下 ,由每个参赛队出一个代表 ,现场搜集整理 ,按照多数原则 ,共同决定测试网页的类

别。经过现场 3 个小时的紧张整理 ,我们最后共得到 44 个测试网页 ,每个类别有 4 个网页。

44 个网页中只有一个被确定为有兼类。

三、竞赛结果及其分析

最终参加本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的共有 10 支代表队 ,表 3 是按表 2 给出的评分规

则 ,参赛队得分的情况 (为便于叙述 ,这里参赛队按得分高低顺序编号)

表 3 　本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竞赛”的结果

参赛队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 3019 3017 3010 2915 2910 2815 2711 2417 2210 2110

　　从表 3 可以看出前 6 名的得分非常接近 ,分类器的分类查准率相差不大 ,没有呈现出明显

的差距 ,相继两名之间的差距相差不到 1 分。也就是说 ,按照表 2 的评分规则 ,前一名完全正

确分类的网页个数比后一名完全正确分类的网页个数不超过 1 个。

为了考察每个参赛分类器的分类质量 ,我们分别统计分析了所有参赛队的分类结果。根

据文献[ 3 ]中查准率和查全率的定义 ,我们分别把被分到每个类的网页数以及其中包含的分类

正确的网页个数统计出来 ,并计算相应的查准率和查全率①,最后得到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

横向从 1 到 10 的编号代表上述参赛队的编号 ,纵向从 01 到 11 的编号表示表 1 中 11 个类别

的编号 ,中间的每个单元格表示不同参赛队的分类器在不同类别下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符号

“/ ”前后的两个数值表示其查准率和查全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第 3 队有 1 个测试网

页 ,第 7 队有 11 个测试网页没有给出结果类别。根据查准率和查全率的定义 :

每个类的查全率 = 正确分到该类的网页个数 / 该类测试网页的总数 (2)

每个类的查准率 = 正确分到该类的网页个数 / 分到该类的网页总数 (3)

其中该类测试网页的总数为 4。这里的“正确分到该类的网页个数”没有异议 ,但是“分到

该类的网页总数”就无法统计了 ,因为他们没有给出这 12 个测试网页没有给出结果类别。为

了在表 4 中能够统一表示 ,在这里我们把“查准率”的定义做了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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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某个网页有两个结果类别时 ,根据查准率和查全率的定义 ,这种情况下的查准率和查全率计算比较困难 ,因此 ,为简

单起见 ,我们仅比较第一个结果类别是否正确 ,只要第一个结果正确 ,就算该网页分类正确。当第二个类别正确 ,而第

一个类别不正确时 ,尽管根据表 2 ,此时分类器可以得分 ,但是在这里不算该网页分类正确。因此 ,表 4 计算得到的 10

个队的分类器的查准率同 10 个队最后的得分不是正比关系 :这里的查准率最大并不意味着该队的得分最多 ,因为每个

队的得分是根据表 2 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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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准率 = 正确分到该类的网页个数 / (分到该类的网页总数 + 没有给出结果的网页数/

总类别数) (4)

因此 ,对于第 3 队 ,查准率 = 正确分到该类的网页个数 / (分到该类的网页总数 + 1/

11) ;对于第 7 队 ,查准率 = 正确分到该类的网页个数 / (分到该类的网页总数 + 11/ 11) 。

每个参赛队分类器的平均查准率和查全率是分别根据公式 (5) 和公式 (6) 计算得到的 ,也

就是把 11 个类的查准率和查全率求和然后再取平均。根据文献 [ 3 ] ,这里求得的查准率和查

全率是分类器的 macro2p 值和 macro2r 值。

分类器的平均查准率 = ∑
11

i = 1
Pi (5)

其中 Pi 为第 i 个类别的查准率。

分类器的平均查全率 = ∑
11

i = 1
R i 正确分类的网页个数 / 被分类的网页总数 (6)

其中 R i 为第 i 个类别的查全率。
表 4 　不同参赛队的分类器对 11 个不同类别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类别编号

队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01 175/ 175 167/ 150 197/ 175 1/ 175 1/ 150 1/ 175 150/ 150 1/ 175 1/ 150 1/ 150

02 144/ 1 150/ 150 0/ 0 1/ 125 0/ 0 0/ 0 133/ 125 124/ 1 0/ 0 0/ 0

03 1/ 175 0/ 0 173/ 175 0/ 0 0/ 0 0/ 0 192/ 125 0/ 0 0/ 0 0/ 0

04 0/ 0 150/ 1 179/ 1 157/ 1 133/ 1 136/ 1 150/ 150 0/ 0 150/ 175 0/ 0

05 1/ 125 1/ 125 148/ 125 150/ 125 133/ 125 1/ 125 150/ 125 1/ 125 1/ 125 0/ 0

06 167/ 1 175/ 175 158/ 175 1/ 150 175/ 175 180/ 1 180/ 1 1/ 150 167/ 150 167/ 150

07 1/ 175 1/ 1 192/ 125 1/ 150 1/ 175 1/ 150 167/ 150 1/ 1 0/ 0 1/ 125

08 1/ 1 180/ 1 179/ 1 180/ 1 1/ 1 180/ 1 180/ 1 157/ 1 1/ 175 1/ 1

09 160/ 175 150/ 175 142/ 175 129/ 1 167/ 1 133/ 175 157/ 1 0/ 0 121/ 1 150/ 1

10 110/ 110 1/ 1 179/ 1 1/ 1 1/ 1 1/ 1 175/ 175 1/ 175 1/ 175 133/ 1

11 110/ 110 180/ 1 166/ 1 1/ 1 1/ 1 1/ 1 180/ 1 1/ 1 180/ 1 180/ 1

平均 177/ 175 168/ 170 165/ 168 174/ 166 164/ 166 166/ 166 165/ 164 162/ 157 156/ 150 148/ 148

　　从表 4 可以看出 ,这 10 个分类器的分类查准率和查全率都不高。最好的查准率为 77 % ,

最好的查全率也才为 75 % ;而最差的查准率仅为 48 % ,最差的查全率为 48 %。这与通常的普

通中文文本分类结果相比有相当差距。这也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中文网页的分类比普通文

本的分类要困难的多。这主要是因为 ,同普通文本相比 ,网页的设计比较随意 ,通常包含大量

的广告、设计人员的注释以及版权声明等无关信息 ,这些“噪音”降低了分类的查准率。

从表 4 可以看出参赛各队的分类器质量。为了考察所有参赛分类器对不同类别的分类质

量 ,我们统计分析了所有参赛队的分类结果。根据查准率的定义 ,我们分别把被分到每个类的

网页数以及其中包含的分类正确的网页个数 (同表 4 不同 ,这里只有两个结果都正确 ,才算该

网页分类正确)统计出来 ,并计算相应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结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被分到某类

的网页数”的总和为 428 ,小于 440 个 (440 是这样计算得到的 :11 个类别 ,每个类别有 4 个网

页 ,共 10 个参赛队 ,所以为 11 ×4 ×10 = 440) ,这是因为第 3 队有 1 个网页 ,第 7 队有 11 个网

页没有给出结果类别 ,所以没有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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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类器针对不同类别的分类查准率

编号 类别名称 被分到该类的网页数 其中正确的网页数 查准率 查全率

01 人文与艺术 28 22 179 150

02 新闻与媒体 35 9 126 120

03 商业与经济 12 5 142 111

04 娱乐与休闲 61 23 138 152

05 政府与政治 13 7 154 116

06 社会与文化 38 27 171 161

07 教育 22 21 195 148

08 自然科学 46 39 185 189

09 社会科学 82 29 135 166

10 计算机与因特网 46 35 176 180

11 医疗与健康 45 38 184 186

　　图 1 为表 5 中每个类别查准率的柱状图表示 (其中横轴从 1 到 11 的数字表示从 01 到 11

的类别编号 ,纵轴表示查准率的取值) 。

图 1 　分类器在不同类别上的分类查准率

从图 1 可以清楚地看出 ,“新闻与媒体”、“社

会科学”、“商业与经济”等类别的查准率较低 ,而

“自然科学”、“医疗与健康”等类别的查准率较高。

分析其原因 ,这主要是因为所有参赛分类器都使

用的是基于统计学习的“向量空间模型”,无法正

确描述特征项之间的语义信息。对于“自然科

学”、“医疗与健康”等类别 ,其包含的特征项比较

特别 ,其它类别中很少出现 ,因此 ,分类的查准率

比较高。而对于“新闻与媒体”、“社会科学”、“商

业与经济”等类别 ,由于其包含的特征项在其它类

别中也会同时出现 ,因此 ,分类的查准率比较低。

下面比较本文图 1 和文献 [ 9 ]中图 1 的结果

(尽管文献[ 9 ]使用 Macro2F1 值作为衡量分类质量的指标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查准率进

行比较) 。虽然在本次测试中仅使用了有限的 44 个测试网页 ,远远小于文献 [ 9 ]中使用的

2800 个 ,但是两者的结论却基本一致 :分类器在“自然科学”、“医疗与健康”等类别上有较高的

分类质量 ;在“新闻与媒体”、“社会科学”等类别上的分类效果不佳。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很有意义的结论 :使用少量有限的测试网页就能够说明分类器的质量。这也说明了本次竞赛

的测试结果是可靠的 ,随机性不大。

四、总结及进一步的工作方向

为了促进中文网页自动分类技术研究的不断发展 ,加强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 ,在北京

大学举办的“全国搜索引擎与网上信息挖掘学术研讨会”期间组织了一次“中文网页自动分类

竞赛”活动。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来评测已有中文网页分类器的质量和性能 ,并且尝试推出一个

标准的中文网页分类的实例样本集 ,通过不断完善 ,最后作为中文网页分类技术研究的基本语

料 ,从而对中文网页自动分类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本文还详细介绍的本次竞赛活动的规则

以及最终的竞赛结果。经过分析可知 ,尽管本次竞赛活动使用了有限的测试网页样本 ,但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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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果同大规模测试的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说明本次的测试结果是可靠的 ,随机性不

大。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包括 : (1)对本次竞赛使用的中文网页语料库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 ,使

其更加科学和规范 ; (2)对现有的中文网页分类器进行全面系统地评测 ,找出最适合中文网页

的分类算法和策略 ; (3)在考察分类器的分类质量的同时 ,还要考察分类器的分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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