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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查询背后的信息需求里蕴含着用户的兴趣信息，搜索引擎可以通过标注兴趣信息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
务。依据用户检索的关键词的语义标注用户的兴趣信息，将非结构化的关键词数据扩展为结构化的数据矩阵，利用
聚类分析方法对搜索用户进行分类，并结合对应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别的搜索用户的特征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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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need behind the query contains the user’s interest information，search engines can provide diversified service

for users based on their interest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we design a data framework for keywords based on user’s interest，and extend

the unstructured keyword to structured data matrix，and then classify the web search users by using cluster analysis and correspondence a-

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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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性化信息服务和用户分类

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搜索引擎是连接网络信息资源

与用户需求的纽带，它在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同时也

反映出用户的搜索意图［1］，搜索意图往往蕴含用户的

兴趣信息，基于这些兴趣信息，可以实现对搜索用户的

分类，搜索引擎可以据此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

务。
现有的搜索用户分类体系多是基于社会化标签构

建的，社会化标签是指用户自发为某类信息进行的描

述［2］。然而，社会化标签的模糊性、多样性、非结构行

等缺陷［3］，降低了分类体系的准确率。社会化标签应

用于搜索用户的分类研究，还会产生数据稀疏问题［4］。
很多研究［3 － 5］对基于社会化标签的用户分类方法进行

了改进，效果并不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标准化的标签标注

用户关键词里蕴含的兴趣信息，将非结构化的关键词

数据扩展为结构化的数据矩阵，进而利用聚类分析方

法对搜索用户进行分类，并且结合对应分析方法对不

同类别的搜索用户的特征进行解读。

1 数据和方法

1． 1 数据获取 国外研究使用的搜索数据多来自

于 Google 搜索引擎，对于中文搜索而言，百度搜索引

擎市场份额高达 70% 以上，因此百度的搜索数据更具

有普遍意义，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百度搜索引擎。
本文获得了 2011 年 7 月到 2011 年 9 月之间的 987 个

cookie 对应的 43 722 条关键词数据，也就是说，本文获

得了 987 名搜索用户检索的关键词数据。由于本文研

究的搜索用户分类并不针对特殊的用户群，所以，样本

总体为全体搜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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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搜索引擎获取的原始数据很“脏”，存在一些与

本研究不相关的信息，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获取的数

据形式的部分示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的编号代表搜索用户，时间是该搜索用户

检索相应关键词的日期，关键词一列记录的是用户检

索的关键词。
表 1 数据格式

编号 时间 关键词 编号 时间 关键词

1 2011 /7 /21 山东大学排名 2 2011 /7 /11 支付宝登陆

1 2011 /7 /20 陕西人事考试网 2 2011 /7 /16 笔记本硬盘

1 2011 /7 /22 榆林人事人才网 2 2011 /7 /19 汕头硅谷学院

1 2011 /7 /22 NBA 频道 3 2011 /8 /28 僵尸先生

1 2011 /7 /22 QQ 游戏 3 2011 /8 /30 小魔仙第 1 部

2 2011 /7 /10 目前最好的显卡 3 2011 /9 /5． ． 起点中文网

1． 2 数据处理 搜索引擎作为互联网上获取信息

的最常用工具，是连接信息资源和用户需求的纽带。
用户搜索的关键词从字意上可以被归为不同的类别，

根据这些关键词的语义可以判断出对应的用户所关注

的兴趣点。为了从关键词数据中“抽取”兴趣内容，获

得更丰富的信息，实现基于兴趣点标注的用户分类，本

文将这些蕴含在关键词中的兴趣信息标注在关键词之

后，作为关键词数据的拓展部分。拓展数据的部分示

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拓展数据

编号 时间 关键词 兴趣点

1 2011 /7 /20 陕西人事考试网 教育培训

1 2011 /7 /21 山东大学排名 教育培训

1 2011 /7 /22 榆林人事人才网 求职招聘

1 2011 /7 /22 NBA 频道 运动

1 2011 /7 /22 QQ 游戏 游戏

2 2011 /7 /10 目前最好的显卡 IT 数码产品

2 2011 /7 /11 支付宝登陆 网购

2 2011 /7 /16 笔记本硬盘 IT 数码产品

2 2011 /7 /19 汕头硅谷学院 教育培训

3 2011 /8 /28 僵尸先生 游戏

3 2011 /8 /30 小魔仙第 1 部 动漫

3 2011 /9 /5 起点中文网 文学爱好者

表 2 中的兴趣点一列记录的是根据对应关键词的

语义手工标注的兴趣信息，以编号为 1 的用户( 以下简

称用户 1) 为例说明本文标注兴趣信息的过程。用户 1
检索了“陕西人事考试网”和“山东大学排名”，从这两

个关键词的语义分析用户 1 可能是为了查询考试报考

的相关信息，说明用户 1 比较关注“教育培训”这一兴

趣点，故在两个关键词后标注“教育培训”。同理，在

“榆林人事人才网”、“NBA 频道”、“QQ 游戏”后分别

标注“求职招聘”、“运动”、“游戏”，这样就完成了对

于用户 1 的兴趣信息的标注。
本文并没有选取量级巨大的数据进行研究，但是

在实际应用时，必然会遇到海量数据的处理问题，人工

标注兴趣点显然不能处理海量数据，所以，有必要对标

注兴趣点的过程进行改进。本文提出一种方法以供参

考，依据关键词的检索量，挑选可以归为某一兴趣点的

核心关键词，制作相应的核心词表，当关键词与这一核

心词表里的词匹配或包含这一核心词表里的词时，该

关键词就被标注上相应的兴趣点信息。为每一个兴趣

点整理出对应的核心词表，编写脚本通过导入这些词

表给关键词自动标注兴趣点。
把搜索用户的兴趣按照个数汇总，得到搜索用户

在每个兴趣点上的得分( 个数) ，汇总结果的部分示例

如表 3 所示:

表 3 兴趣点汇总

编号 教育培训 求职招聘 运动 游戏 IT 数码 网购 动漫 文学

1 2 1 1 1 0 0 0 0

2 1 0 0 0 2 1 0 0

3 0 0 0 1 0 0 1 1

表 3 只简要列举了兴趣点汇总表的小部分，完整

的数据处理结果中每个用户在各个兴趣点上的得分差

异很大，为了减小得分的过大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搜索用户在兴趣点上的得分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本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原则是尽量保证标准化

后不同的得分数量接近，从而有利于聚类分析得到好

的结果。具体的标准化过程为: 把得分为 0 的分值重

定义为 0，把得分大于等于 1 小于等于 10 的分值重定

义为 1，把大于 10 的分值重定义为 2。
1． 3 研究方法

1． 3． 1 K － means 聚类分析方法。用户细分的关

键是要找出能够据以分类的用户特征，通过扩展关键

词数据，本文已经描述了搜索用户的兴趣特征，通过一

些统计分析方法可以依据搜索用户的兴趣特征对其进

行分类。用户细分的实质就是对用户分类，聚类分析

方法是常用的分类方法。
聚类分析中的 K － Means 算法简便实用，是较为

常用的聚类分析算法，在 K － means 算法中事先并不

知道目标数据应该被分成多少个类别，在 K － means
算法中需要根据初始聚类中心来确定一个初始划分，

然后对初始划分进行优化，初始聚类中心的选择对聚

类结果有较大的影响［6］。本文在数据分析处理时，并

不能事先确定分类个数，所以使用该算法可以取得较

好的效果。
1． 3． 2 对应分析。K － Means 聚类分析结果的可

读性较差，仅仅观察聚类结果表中的信息，并不能很好

的描述每一类搜索用户的特征，本文总结现有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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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尝试使用对应分析的方法解读聚类分析的结果。
对应分析是近年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统计分析技

术，通过分析由定性变量构成的交互汇总表来揭示变

量间的联系。它最大特点是能把众多的样本和众多的

变量同时作到同一张图解上，将样本的大类及其属性

在图上直观而又明了地表示出来。对应分析适用于数

据是频次或频率的资料［7 － 8］。

2 结果及分析

2． 1 聚类分析结果 结合 K － Means 聚类的相关

特征，本文根据所要处理数据的量级将 K 分别设置为

5、6、7，通过对比分析每个 K 值对应的聚类结果，得出

的结论是，将样本搜索用户分成 5 类的效果最好，具体

的聚类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搜索用户分类结果

1 2 3 4 5 1 2 3 4 5

IT 数码产品 1 1 1 1 1 腾讯 QQ 消费品 1 0 0 0 0

动漫 0 0 0 0 0 投资理财 0 0 0 2 0

房产家居 0 0 0 0 0 网购 0 1 0 1 0

服装日用品 0 0 0 0 0 文学 0 0 0 0 0

婚恋 0 0 0 0 0 新闻媒体 0 0 0 0 0

家电 0 0 0 0 0 星座 0 0 0 0 0

教育培训 0 1 1 1 1 医疗保健 0 0 0 0 1

旅游票务 0 1 0 1 0 音乐 0 0 0 0 0

汽车 0 0 0 0 0 饮食 0 0 0 0 0

求职招聘 0 0 0 0 0 游戏 2 0 0 0 0

社交 0 0 0 0 0 娱乐八卦 0 0 0 0 0

视频 1 0 2 0 0 运动 0 0 0 0 0

书刊 0 0 0 0 0

表 4 中第一行的数字代表不同类别的用户，第一

列是兴趣点信息，表中的数值表示的是每类用户在对

应的兴趣点上的得分。每个类别的搜索用户数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第 5 类用户的数量稍多，第 4
类用户的数量略少，每个类别的搜索用户数比较接近，

说明本文对搜索用户的分类结果是有效的。
表 5 每个类别搜索用户数

类别 人数 类别 人数

1 205 4 135

2 196 5 243

3 208

2． 2 对应分析结果 根据对应分析算法的特点，本

文依据现有数据，构造用以度量用户类别和用户兴趣

点之间联系强弱程度的数据。根据完整的拓展数据结

果，计算出每一类搜索用户在每个兴趣点上的平均得

分，得到的每类用户的平均得分数据的部分示例如表

6 所示。

表 6 用户在兴趣点上的平均得分

分类 兴趣点 得分 分类 兴趣点 得分

1 IT 数码产品 0． 698565 4 动漫 0． 08209

2 IT 数码产品 0． 883249 5 动漫 0． 05

3 IT 数码产品 0． 730769 1 房产家居 0． 15311

4 IT 数码产品 1． 044776 2 房产家居 0． 345178

5 IT 数码产品 0． 641667 3 房产家居 0． 134615

1 动漫 0． 368421 4 房产家居 0． 395522

2 动漫 0． 035533 5 房产家居 0． 433333

3 动漫 0． 105769

表 6 只列举了搜索用户在兴趣点上的平均得分数

据的一部分，实际运算结果中的得分数据要大得多，平

均得分的数值度量的是人群与兴趣点之间的关联程度

的强弱。
对兴趣点变量进行数值转换并进行对应分析的运

算。运算后的结果包含对应分析结果摘要和对应分析

图，其中对应分析结果摘要是整个对应分析结果的汇

总表，是输出结果中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用于确定使用

多少个维度来对结果进行解释。对应分析图是对变量

间相互关系进行直观描述的图形，是对应分析的主要

结果，主要用于在一个低维度空间描述各个变量之间

的相互关系，具体结果见表 7 和图 1:

表 7 对应分析结果摘要

维数 奇异值 惯量 卡方 Sig． 解释 累积 标准差 相关

1 ． 393 ． 154 ． 540 ． 540 ． 167 ． 148

2 ． 252 ． 063 ． 222 ． 762 ． 201

3 ． 240 ． 058 ． 202 ． 964

4 ． 101 ． 010 ． 036 1． 000

总计 ． 285 9． 150 1． 000a 1． 000 1． 000

如表 7 所示，第一维( 0． 54) 、第二维( 0． 222) 的惯

量比例积累为 0． 762，这表明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分

别解释了总信息量的 54% 和 22． 2% ，共同解释了信息

量的 76． 2% ，因此，采用二维图形可以反映两变量之

间的绝大部分信息。
根据图 1 中所示的每类用户的兴趣特征，本文从

兴趣特征角度描述 5 类用户的特点。
第一类用户与其他四类用户的特征差异非常明

显。根据图 1 并结合点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可以看

出，第一类用户( 1． 016，－ 0． 491 ) 更加关注游戏 ( 1．
114，－ 0． 660) 、动漫( 1． 327，－ 0． 633) 、QQ 消费品( 0．
785，－ 0． 640) 这三个兴趣点，而且这三个兴趣点和其

他兴趣点的得分差异很大，与其他兴趣点的关联程度

不高。这类用户在全体样本网民中具有鲜明的独特

性，其兴趣特征相较于其他样本网民有很大的区别，从

931第 6 期 张忠华，等: 基于兴趣点标注的搜索用户分类研究



他们关注的兴趣点可以推断他们是比较年轻的一类网

民。

图 1 每类用户兴趣特征

第三类用户与其他四类用户的特征差异也比较明

显。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表示第三类用户的点和表示

其他四类用户的点距离都很大。这类用户关注的兴趣

点比较多，包括音乐、婚恋交友、视频、社交、文学、娱乐

八卦，从图 1 中点的距离可以看出，这类用户对这些兴

趣点的关注是一种“弱关注”，而且这些兴趣点之间也

没有很强的关联。第三类用户所关注的兴趣点多与娱

乐有关，这类用户喜爱娱乐，但没有特别喜爱的娱乐项

目，这类用户的兴趣特征比较契合大部分网民的上网

动机。
第四类用户与第二、五类用户的特征比较接近，但

也存在一些差异。根据图 1 并结合点在两个维度上的

得分可以看出，第四类用户( － 0． 376，－ 0． 071 ) 对网

购( － 0． 383，－ 0． 100) 、教育培训( － 0． 345，－ 0． 119 )

这两个兴趣点的关注程度非常强，而且这两个兴趣点

之间也有很强的关联。这类网民热衷于网购，是各大

电子商务网站的活跃用户，他们也很关注教育培训。
第二类用户关注的兴趣点比较多，包括饮食、旅

游、网购、医疗保健、教育培训，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这

类用户对这些兴趣点的关注也是一种“弱关注”，而且

他们关注的兴趣点之间既没有很强的关联又没有相似

的特征。
第五类用户与第二、四类用户的特征比较接近，但

也存在一些差异。根据图 1 并结合点在两个维度上的

得分可以看出，第五类用户( － 0． 448，－ 0． 246 ) 对医

疗

保健( － 0． 465，－ 0． 205 ) 这一兴趣点的关注程度很

强。

3 结 论

a． 搜索关键词蕴含网络用户的兴趣信息。搜索引

擎作为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最常用工具，是连接信息

资源和用户需求的纽带。搜索关键词是网络用户真实

需求的体现，根据这些关键词的语义可以推断出用户

所关注的兴趣点，通过标注这些兴趣点，描述出用户的

兴趣特征。
b． 基于关键词搜索可以实现用户分类。本文依据

标准化的兴趣标签，通过标注搜索关键词所对应的用

户兴趣信息，扩展关键词数据，得到用户的兴趣数据，

根据兴趣数据并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将搜索用户分类，

通过对应分析方法完成对于不同类别搜索用户特征的

解读。
c． 基于人群分类的精准营销理论适用于搜索引擎

营销。网络营销的核心是精准营销，搜索引擎营销作

为网络营销中发展最好的领域，可以为广告主提供精

准的营销价值。网络营销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基于人群

分类的精准营销。搜索引擎作为互联网的入口应用，

收集了海量的用户数据，通过分析这些用户数据，完全

可以实现搜索引擎领域基于人群分类的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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