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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户发表的商品评论繁杂多样，蕴含着用户多方面的体验信息，具有宝贵的价值。本文基于百度AI大模

型的情感分析接口和LDA主题模型，对京东平台小米14型号手机的商品评论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手机评

论中消费者的满意度及情感分布，了解消费者对手机产品的核心需求，为小米手机的产品优化、市场定

位及营销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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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 reviews published by users a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e, which contain various expe-
rience information of users and have valuable value. Based on the emotional analysis interface of 
Baidu AI big model and LDA theme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duct reviews of Xiaomi 14 
mobile phone on JD.COM platform, discusses the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distribution of consum-
ers in mobile phone reviews, and understands the core demand of consumers for mobile phone 
products, which provides strong data support for product optimization, market positio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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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我国网络购物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在我国，使用网络购物的用户数量就

达到了 9.15 亿人，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个角落的消费者，使用率也屡创新高，彰显出网络购物在现代生活

中的重要地位[1]。在这一背景下，网购商品评论作为消费者表达购物体验和反馈的重要渠道，其特点和

蕴含的价值日益凸显[2]。 
网购商品评论以其真实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为特点，成为连接消费者与商家、产品之间的重要桥梁

[3]。通过对评论内容的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商家可以及时发现产品的优点和不足，进而采取针对性措

施进行改进。同时，网购评论也是商家与消费者沟通的重要窗口，通过积极回应评论中的问题和建议，

商家可以建立更加紧密和信任的客户关系[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电商产品评论的分析与挖掘，旨在通过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出有价

值的信息，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动态。其中，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模型作为一种无监督的主题模型，因其能够自动发现文本中的隐藏主题而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电商

产品评论分析中，LDA 模型能够提取出用户评论中的关键主题，如产品性能、外观设计、售后服务等，

这些主题直接反映了用户的关注点和需求[5]。此外，通过对不同主题下的评论进行情感分析，还可以进

一步了解用户对产品的情感倾向，从而为企业改进产品和服务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6]。 
本文通过八爪鱼模版采集京东平台小米手机官方直营旗舰店的商品在线文本评论数据，利用文本挖

掘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通过情感分析和词云图，可以较为直观地查看情感分析结果。之后通过 LDA 模型，

了解用户的关注主题，提取评论的关键信息，探索小米手机用户在购买时的情感倾向和关注主题，提出

提高用户满意度的建议。 

2.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2.1. 百度 API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专注于从文本数据中提取、分析并理

解人们的情感、观点、情绪、态度等主观信息。情感分析广泛应用于社交媒体监控、品牌声誉管理、客户

反馈分析、舆情分析、心理健康评估等多个领域。百度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情感分析是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特别是深度学习模型，对文本内容

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该接口利用神经网络对文本中的语言特征和语义信息进行深入挖掘，自动

识别出文本所表达的情感倾向。相比使用传统的 SnowNLP 进行情感分析来说，具有技术成熟度与稳定性

更高、易用性与集成度更好、定制化与灵活性更强、性能与效率更优以及支持的语言与领域更广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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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题模型 

LDA 主题模型及其各种衍化版本拥有“文档–主题–词”三层结构，因为其可以更好的获取文本中

潜在语义信息的特点，而被广泛用于文本挖掘领域的研究中。Blei D.M.等人通过应用 LDA 模型，不仅解

决了 PLSA 的参数估计问题，还极大地提升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和灵活性[7]。杜利使用情感分析分类出正

负面情感主题词，然后利用 LDA 主题模型来分析用户评论，了解潜在目标用户的需求、意见、购买原因，

以及产品的优缺点[8]。王克勤等结合 Kano 的思想建立 LDA 模型，将时间因素加入到文本挖掘过程中，

探究了用户需求主题演化过程[9]。李贺等使用 word2vec 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相似性的产品需求识

别模型[10]。Han Yi 等通过在 BERT 模型中加入新的卷积网络和命名实体识别(NER)层，从而在在线评论

中提取产品属性并从中识别用户需求[11]。 
由此可见，主题模型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自然语言处理、生物信息学、商业智能、人

文社会科学等。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主题模型也在不断优化和改进，以适应更复杂

的数据分析需求。 

2.3. 研究流程 

首先利用八爪鱼软件模版功能抓取用户评论，之后通过 Python软件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删除短评，

去除噪声，文本分词和词性标注，去除停用词。之后通过统计词频来识别高频词，并绘制词云图以直观

展示。下一步，使用百度 API 情感分析模型进行消费者情感倾向分析，初步分析用户对小米 14 手机的整

体评价，并进行正负面情感词词云图绘制。最后，通过 LDA 主题建模，提取评论的关键信息，了解用户

的关注热点，提出提高用户满意度的建议。流程图见如下图 1。 
 

 
Figure 1. Text mining and analysis flowchart 
图 1. 文本挖掘与分析流程图 

3. 数据获取预处理 

3.1. 数据获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京东电商平台小米手机官方直营旗舰店小米 14 手机的用户评论。通过八爪鱼软

件，从商品网站抓取用户评论数据，包括 ID 信息，用户星级、评论内容等信息。 

3.2. 数据预处理 

在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爬取之后共收集到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807


尚煜力 
 

 

DOI: 10.12677/ecl.2024.1341807 5701 电子商务评论 
 

论 5481 条，经过删除重复评论，保留 4529 条评论数据，之后对保留的评论数据进行文本预处理，主要

步骤包括： 
1. 删除短评：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减少运算负担，符合分析需求，将过短的评论数据进行删除，具

体的保留文字下限的标准可按特定语料确定，在本文中，通过观察文本数据的长度，设定文字下限为 6。 
2. 去除噪声：删除文本中的无关字符、数字、符号等噪声。将爬取后的评论数据复制到 word 中，利

用 word 替换工具来删除无用字符，标点符号、英文单词和数字，表情等非中文字符。包括：14，*，快

递等等。 
3. 文本分词和词性标注：中文文本没有像英文那样的空格分隔符，因此需要通过分词将连续的字符

序列切分成有意义的词单元。此外，分词能够将文本分解为更小的单元，使得 LDA 模型在建模时能够更

准确地捕捉文本中的主题信息。如果不对文本进行分词处理，LDA 模型可能会因为无法识别词边界而导

致性能下降。本文中使用中文分词工具 Jieba 进行分词处理。 
词性标注可以为文本中的词语提供词性信息(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这些信息有助于 LDA 模型

更好地理解文本的词法结构，帮助模型更准确地识别文本中的主题。例如，名词和动词往往与主题紧密

相关，而介词、连词等则可能对主题识别贡献较小。 
4. 删除停用词：去除文本中的常见但不包含有用信息的词汇(如“的”、“了”等)。这些词汇通常被

称为停用词，它们在文本中大量出现，但对文本的含义贡献不大。 

3.3. 评论主题词云图 

经过上述的文本数据预处理后，通过词云图，对处理生成的评论数据进行直观展示，如图 2 所示。

从词云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提及最为频繁的五个词汇为“小米”“外形”“外观”以及“系统”和

“手感”。这反映出，对于小米 14 手机，大多数消费者持有非常积极的评价，特别是在产品的设计美学

(外形与外观)、操作流畅性(系统)以及使用体验(手感)上给予了高度认可。小米作为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佼

佼者，其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得到了广大用户的广泛认同。 
 

 
Figure 2. Comment on the keyword cloud map 
图 2. 评论主题词云图 

4. 情感分析及 LDA 模型构建 

4.1. 情感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消费者对小米手机的满意程度，本文借助百度 API 情感分析接口进行情感分析。 
通过情感分析，共得到积极文本数量 3471 条，占比 76.6%，消极文本数量 1058 条，占比 23.4%，并

得出正面情感词和负面情感词。利用微词云进行词云图绘制，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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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loud map of positive subject words 
图 3. 正面主题词云图 

 

 
Figure 4. Cloud map of negative subject words 
图 4. 负面主题词云图 

 
综上，消费者对小米手机产品表现出的积极情绪占比较高，可见消费者大多是比较满意的，但同时

也存在消极情绪。正面评价主要集中在手机的外观设计(好看、颜值、简约)、手感、性价比(划算)、品质

以及操作系统的流畅性上，这些方面得到了用户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小屏设计，满足了部分用户的特定

需求，获得了正面评价。 
同时，负面评价也不容忽视，主要集中在性能表现(卡顿、发烫、延迟)、设计缺陷(硌手、屏闪)、续

航能力不足以及客服服务等方面。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满意度，是小米手机需要重点

关注和改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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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探究产品评论文本间隐含的语义联系，并了解消费者的关注主题，下一步使用 LDA 模型，

挖掘并提炼出评论中蕴含的核心主题词，以便更全面地理解消费者反馈。 

4.2. 构建 LDA 主题模型 

将预处理后的评论文本作为 LDA 的训练数据集。之后使用 LDA 主题模型分析，LDA 分析的基本步

骤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2.1. 构建词袋模型 
使用 Doc2Bow 将每个文档转换为一个词频向量，忽略词序。每个文档的表示是一个词汇表中词汇的

出现次数的列表。 

4.2.2. 确定主题数量 
主题数量的选择会影响模型的效果和解释性，通常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来确定： 
人为判断：根据文档集合的内容和目的，主观地选择一个主题数量。 
模型评估：使用诸如困惑度、一致性分数等指标来评估不同主题数量下的模型性能，并选择最佳的

一个。 
启发式方法：如肘部法则，通过观察模型性能随主题数量变化的曲线来确定。 
本文主要采用一致性分数来确定主题数量，一致性分数的原理可以概括为：通过增加主题数量来提

高评估的稳健性和准确性。 

4.2.3. 训练 LDA 模型 
使用 Gensim 或其他 NLP 库中的 LDA 来训练模型，调整参数，输出主题词分布。 
在使用一致性分数确定主题数量时，得分情况和主题数量的关系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istency score and number of topics 
图 5. 一致性得分和主题数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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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知，对于评论数据，当主题数为 4 时，一致性得分达到最高。因此，对评论文本，所设主

题数量为 4。 

4.3. 实验结果与讨论 

设置好参数后，运行代码，经过 LDA 主题分析后，可得 LDA 主题分析结果，图 6 为 LDA 可视化结

果中主题 1 的结果。 
 

 
Figure 6. LDA model visualization results (K = 4) 
图 6. LDA 模型可视化结果(K = 4) 

 
LDA 主题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DA model topic analysis results 
表 1. LDA 模型分析结果 

主题 1 主题 2 主题 3 主题 4 

很 效果 紧急 性能 

好 外观 好 使用 

手机 速度 手感 电池 

不错 运行 珍惜 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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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喜欢 外形 系统 运行 

舒服 屏幕 不错 续航 

流畅 音效 使用 设计 

手感 清晰 真的 功能 

好看 快 颜值 效果 

很 效果 紧急 性能 

 
根据 LDA 模型运行结果，我们可以尝试为每个主题命名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主题 1：整体好评与手感体验 
这个主题包含了大量正面评价的词汇，如(“很”、“好”、“不错”、“喜欢”)，以及关于手机手

感(“手感”、“舒服”)和拍照效果(“拍照”、“好看”)的词汇。反映了用户对小米 14 手机的整体好

评，特别是对手感和拍照效果的满意。这些评价通常来自于用户在日常使用中的直观感受，是产品吸引

力和用户满意度的重要体现。 
主题 2：外观与性能表现 
这个主题涵盖了与手机外观(“拍照”、“外观”、“外形”、“屏幕”)和性能(“速度”、“运行”)

相关的词汇。展示了小米 14 手机在外观设计和性能表现方面的特点。用户可能特别关注手机的视觉效果

(如屏幕显示和外观设计)以及其在运行速度和性能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用户对手机

整体品质的评价基础。 
主题 3：真实感受与系统体验 
这个主题包含了表达真实感受的词汇(“紧急”、“很”、“真的”)，以及对手机系统和使用体验的

正面评价(“手机”、“手感”、“系统”、“使用”、“喜欢”)。强调了用户在使用小米 14 手机过程

中的真实感受。用户可能特别关注手机系统的稳定性和易用性，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舒适度和便捷性。这

些方面直接影响了用户的整体满意度和忠诚度。 
主题 4：性能亮点与续航设计 
这个主题包含了与手机性能(“紧急”、“性能”、“使用”、“流畅”)、拍照(“拍照”)、续航(“续

航”)和设计(“设计”)相关的词汇，并出现了“突出”、“让”、“能力”等表达强调和影响的词汇。

突出了小米 14 手机在性能、拍照、续航和设计方面的亮点。用户可能特别关注手机在这些方面的独特优

势和创新能力，以及这些优势如何提升他们的使用体验。此外，“紧急”一词可能暗示了手机在应对紧

急情况时的表现能力，也是用户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基于以上对情感和主题的分析，这款手机的优点总结如下：外观好，产品性能优秀，整体体验突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展示了如何分析电商产品评论。通过 Python 和 LDA 模型，对小米 14 手机的用户评论进行了分

析，首先进行文本预处理、分词、去停用词等操作，之后利用百度 API 情感分析工具进行了情感分析，

识别出了该手机客户评价倾向。最后，通过 LDA 模型对评论内容进行分析，揭示出该手机客户的关注点。

结果表明，用户对小米 14 的性能，拍照，续航，设计等方面给予了较高评价。这些发现为商家提供了有

价值的反馈和建议，有助于商家抓住吸引顾客的要点，提升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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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对此，基于 LDA 主题分析的结果以及小米自身的品牌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和市场竞争环境，以下是

一些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建议： 

5.2.1. 强化品牌形象与差异化优势 
品牌故事与情感共鸣：利用小米“探索科技，为发烧而生”的品牌理念，结合主题 1 中的正面评价

和手感体验，打造情感化营销内容，如用户故事、真实使用场景等，增强用户与品牌之间的情感联系。 
差异化优势突出：针对主题 4 中提到的性能亮点与续航设计，通过技术解读、专业评测、对比视频

等方式，突出小米 14 在性能、拍照、续航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5.2.2. 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 
年轻科技爱好者：针对小米品牌一直以来吸引的年轻科技爱好者，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渠

道，采用潮流、创新的营销方式，如 KOL 合作、挑战赛、话题互动等，提升品牌曝光度和用户参与度。 
追求品质生活的用户：结合主题 2 中的外观与性能表现，针对追求品质生活的用户群体，强调小米

14 在设计美学、性能稳定性等方面的优势，通过高端体验店、产品发布会等方式，提升品牌形象和用户

体验。 

5.2.3. 多元化营销渠道与活动 
线上线下融合：结合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的优势，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营销活动，如新品发

布会直播、限时抢购、线下体验会等，提升用户购买体验和品牌忠诚度。 
跨界合作与联名款：与其他知名品牌或热门 IP 进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款或限量版产品，吸引更多

潜在用户的关注，同时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渗透率。 

5.2.4. 用户体验与售后服务优化 
用户反馈机制：建立完善的用户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并分析用户对小米 14 的使用反馈，不断优化产

品功能和用户体验。 
售后服务升级：提供高效、便捷的售后服务，如快速维修、延保服务、在线客服等，增强用户购买信

心和品牌信任度。 

5.2.5.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环保理念宣传：在营销活动中融入环保理念，如使用环保材料、减少包装浪费等，展示小米作为负

责任企业的形象。 
公益项目参与：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教育支持、灾害救援等，通过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提

升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针对小米 14 手机的营销策略应围绕强化品牌形象、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多元化营销

渠道与活动、优化用户体验与售后服务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展开，以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用户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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