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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用户画像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作为基于用户真实数据的虚拟代

表和目标用户模型,用户画像在精准营销、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
关于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也开始兴起,主要涉及图书馆智能化、精准化的信息推送和推荐服

务等,这与图书馆一直以来重视用户研究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数据环境下,社交媒体上蕴含的海量数据为用户信息标签化提供了蓝本。可以预见,社

交媒体将成为用户画像研究的又一个新场景。
在本期里,我们新开设了“学术聚焦”栏目,并把第一期的主题聚焦在“社交媒体用户画像”

上,分别是《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构建模型研究》《多维属性融合的社交

媒体高影响力人物画像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新设栏目,吸引和聚集更多学术研究中的新

观点和新视角。热切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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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聚焦社会化问答平台，探索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用户画像构建框架和方法，旨在更全面、准确地理

解用户，进而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精准的信息服务。 [研究设计/方法]根据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数据的特点，从数据

挖掘和本体论的视角厘清用户数据与用户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

像构建模型。
 

[结论/发现]
 

该模型包括了用户数据获取、属性沙盒搭建、用户画像实现和用户画像应用等环节，在用

户画像实现过程中主要涉及用户画像生成与用户画像更新两个关键环节。 [创新/价值]建立了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

之间的对应关系，阐述了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的构建框架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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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ramework
 

and
 

methods
 

of
 

multi-view-data-driven
 

user
 

profile
 

construction
 

for
 

social
 

Q&A
 

platform.
 

It
 

intends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users
 

for
 

service
 

providers,
 

which
 

will
 

help
 

them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accuracy
 

of
 

their
 

services.［Design/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
 

data
 

from
 

social
 

Q&A
 

platform,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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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user
 

attribute
 

extraction
 

has
 

been
 

clar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ata
 

mining
 

and
 

ontology.
 

Then
 

a
 

multi-
view-data-driven

 

model
 

of
 

user
 

profile
 

construction
 

for
 

social
 

Q&A
 

platform
 

has
 

been
 

proposed.［Findings/Conclusion］The
 

model
 

consists
 

of
 

four
 

parts,
 

which
 

are
 

user
 

data
 

acquisition,
 

attribute
 

sandbox
 

construction,
 

user
 

profile
 

implementation
 

and
 

user
 

profile
 

application.
 

And
 

the
 

part
 

of
 

user
 

profile
 

implementation
 

mainly
 

involves
 

two
 

key
 

steps,
 

user
 

profile
 

generation
 

and
 

user
 

profile
 

update.［Originality/Value］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ulti-view
 

user
 

data
 

and
 

user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framework
 

and
 

methods
 

of
 

user
 

profile
 

construction
 

for
 

social
 

Q&A
 

platform
 

have
 

been
 

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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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问答平台为用户提供了通过自然语言表

达信息需求和通过用户互动满足信息需求的社区，

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1］。 截止2019
年，美国著名社会问答网站Quora的月独立用户访问

量超过3亿；而国内著名社会问答网站知乎的日活跃

用户达到2600万，累计用户已经突破3亿，其中付

费用户超过600万［2,3］。 用户在使用社会化问答平

台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来源多样、内容丰富、形态各

异的用户数据。 这些用户数据呈现出多态性、多源

性和异构性的特点，是一类典型的多视角数据，为社

会化问答平台服务方全面、准确地理解用户提供了

丰富的数据来源。 但如何组织、管理和利用多视角

用户数据使之服务于产品设计与服务优化是社会化

问答平台用户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用户画像利

用各类用户数据实现用户属性特征的揭示和组织，

提供了一种全面立体刻画用户的框架和工具，为社

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此，本

文从社会化问答平台多视角用户数据出发，在建立

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提出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构建模型，并对社会化问

答平台用户画像的应用场景进行分析，旨在为社会

化问答平台用户研究提供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与实

践的框架与思路。

1 相关研究

1.1 用户画像研究概述

“用户画像（user
 

profile）”是一个新兴的概念，

兴起于互联网行业。 用户画像提出之初旨在通过给

用户“打标签”的方式标识用户特征，并基于用户标

签实现用户分类管理。 随着用户画像在精准营销、个

性化服务等应用实践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价值，学界

关于用户画像的内涵和外延、实现流程与模型方法的

探讨也逐渐深入，历经初始阶段和起步阶段，于2015
年进入发展阶段，主要涉及计算机、经济金融、图书

情报、新闻传媒、工业技术等领域［4］。 计算机领域

的研究者认为用户画像是推断用户特征的过程、手段

和方法，是为每个用户贴上精确标签的有效手段［5］；

统计学领域的研究者将用户画像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用

户的数学建模［6］；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用户画像

是对用户特征的勾画，将用户的特点直观明了地表

现，反映用户的触点和痛点，达到与产品和服务的链

接甚至是评价［7］；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者则将用户画

像理解为用户信息标签化，是建立在一系列数据之上

的目标用户模型［8］。

除了对用户画像的概念进行分析与界定之外，

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用户画像的实现展开了研究。 用

户画像的类型多样，从指代对象的角度可以分为个

体用户画像和群体用户画像［9］，从应用场景的角度

可以分为移动用户画像［10］、医疗用户画像［11］、电

力用户画像［12］等。 不同类型用户画像的实现流程

与方法各有侧重，但综合看来，可以将用户画像的实

现流程归纳为数据收集与处理、用户属性划分、用户

特征挖掘和用户画像表示等四个主要环节。

用户画像的用户数据来源和类型各异，用户数

据的获取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获取和间接获取。 由于

直接获取方式效率远远低于间接获取方式，单纯利

用直接获取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网络环境下用户数

据获取的要求，此外，研究表明采用间接获取方式或

混合获取方式生成的用户模型精度大于单独采用直

接获取方式［13,14］，因此，用户画像以间接获取方式

为主进行用户数据采集。 用户画像将用户看作具有

不同维度属性的对象，通过解剖用户在不同属性上的

特征，揭示用户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和特点，进而有针

对性地提供产品或服务。 由于应用场景的差异，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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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维度划分不尽相同。 例如，郭光明［15］将用户画

像的目标属性分为事实性属性和行为性属性；刘蓓琳

和张琪［16］通过总结具有代表性的用户画像研究，得

到目前受到较多关注的六类用户属性维度，分别为基

本属性、社交属性、行为特征、兴趣属性、能力属

性、心理属性。 由于数据来源和应用需要各不相同，

在进行用户属性特征挖掘时采用的方法也存在较大差

异。 目前用户画像研究中的用户属性特征挖掘方法

主要包括基于统计的方法［17］、基于数据挖掘的方

法［18］、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19］和其他方法［20］。 用

户画像表示指的是用户特征可视化。 用户画像通常

以标签的形式表示用户特征，但它有别于直接利用用

户生成标签表示用户特征的方法［21,22］，主要从用户

数据中挖掘用户不同侧面的特征，并抽象为用户易理

解或计算机可读的标签［23］。 用户画像标签的内容多

样，可以是词汇、短语或概念等，标签的可视化方式

可以是向量、描述图表和标签云等。

1.2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研究现状

社会化问答平台是在web2.0时代背景下发展起

来的知识共享平台，以“问答”为主要形式，通过用

户、话题与问题之间的连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具

有交互性、共享性、社会化等特点［24］。 国内具有代

表性的社会化问答平台有悟空问答、知乎、百度知道

等，而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化问答平台有Yahoo!

Answers、Quora等。 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发展伴随着

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信息之间关系的不断发展，

但如何利用社会化问答平台中产生的多视角、碎片

化用户数据来提升用户体验成为社会化问答平台发

展的一大挑战。 以全面立体刻画用户为主旨的用户

画像为网络用户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研究者

们尝试将用户画像引入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研究

中，并着重在构建框架和构建方法方面进行了探索。

在构建框架方面，张海涛等［25］ 提出从用户需

求、用户角色和用户行为等维度构建用户画像概念

模型，并遵循数据源确定、典型用户选取、模型细分

维度与用户细分标签映射的步骤，实现在线健康社

区用户画像；也有研究者利用在线评论数据，首先从

用户信息属性、酒店信息属性和用户评价信息属性

三个维度构建用户画像概念模型，然后基于本体实

现用户画像模型，最后对用户画像进行多维可视化

分析［26］；此外，王凌霄等［27］分别从用户资历、用

户参与度、用户回答质量以及用户发展趋势四个方

面，遵循数据获取、指标设定、特征获取、画像表示

的流程，实现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画像。 尽管面向

不同的场景和目标，用户画像构建框架存在区别，但

可以将用户画像构建流程作进一步的归纳为用户数

据获取、用户特征识别、用户画像表示等三个环节。

在构建方法方面，研究者们主要探索采用何种方

法从用户数据中挖掘用户特征。 研究过程中，有利用

统计分析的方法综合各项用户数据，实现用户特征揭

示［28,29］；有基于概念格的方法，用概念标签表示用户

特征，建立用户与概念格的映射关系，并通过关联规

则挖掘用户特征之间的关联［30］；也有在定义类、对

象属性、数据属性、约束条件构建酒店用户画像本体

的基础上，实现基于本体的用户画像实例化［31］。

1.3 研究述评

目前关于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的研究已有

一些实践探索，但大多聚焦某一典型社会化问答平

台或社会化问答平台的某一具体话题的用户，尚未

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总结归纳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

像的构建及应用问题。 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分别

从不同类别的用户数据中挖掘用户属性特征，尚未

充分利用不同类别用户数据、捕捉不同类别用户数

据之间的关联，进而挖掘用户属性特征。 基于此，

本文根据多视角用户数据的特点，将多视角学习方

法引入到多视角用户数据的处理、加工与利用中，并

在多视角用户数据分析、用户属性分析以及多视角

用户数据与用户对应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从较为宏

观的角度提出涵盖用户画像生成、更新与应用的全

生命期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构建模型，为社会

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

2 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

在构建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模型之前，需

要对社会化问答平台多视角用户数据的特点、用户

属性的类别以及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对应关系

进行梳理与分析。

2.1 多视角用户数据

多视角数据（multi-view
 

data）是针对同一对象

从不同途径或不同层面获得的特征数据，其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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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多源性、多描述性和高维异构性等特

点［32］。 社会化问答平台中的用户数据指的是用户

在使用社会化问答平台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包

括问题、答案、评论等用户生成内容，查询日志、行

为记录、位置标签等用户行为数据等。 这些用户数

据由不同途径或层面的特征数据构成，来源多样、内

容丰富、形态各异，是一类典型的多视角数据。

尽管不同类型的社会化问答平台由于功能、定

位的差异，用户数据的内容存在差别，但由于它们的

核心功能是“问答”和“社交”。 因而，围绕社会化

问答平台的核心功能，可以将社会化问答平台多视

角用户数据归纳为三个类别：用户基本信息、用户行

为数据和用户贡献内容（如表1所示）。

用户基本信息指由用户主动提供的关于用户自

身情况的描述信息，包括用户昵称、自我描述（如知

乎中的“一句话介绍”）、居住信息、教育信息、工

作信息等。 用户基本信息主要来自客户端的用户主

页，内容的呈现形态可能是文字、图片、超链接等。

用户行为数据则包括两类，一是可公开获取的用户

行为数据，如用户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关注主题、

关注用户以及发布文章等行为数据；二是仅后台存

储的用户行为数据，如用户日志、操作记录等。 可

公开获取的用户行为数据来源主要是客户端主页，

如特定主题下的问题页面、关注者页面以及用户主

页等，内容的呈现形式包括日志、表格等。 用户贡

献内容指的是用户生成的对平台内容有贡献的内

容，例如用户提出的问题、回答的内容、撰写的文章

等，也主要来自于客户端主页，内容的呈现形式包括

文本、图片、视频、音频、超链接等。

表1 社会化问答平台多视角用户数据类别

类别 内容 来源 类型

用户基本信息 用户主动提供的自我描述信息 客户端主页（为主） 文本、图像、超链接等

用户行为数据 可公开获取和仅后台存储的用户行为数据 客户端主页后台服务器 日志文件等

用户贡献内容 用户生成的对平台内容有贡献的内容 客户端主页（为主） 文本、图片、视频、音频、超链接等

2.2 用户属性类别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且每

类或每位用户在同一属性上的表现可能各不相同。

用户属性是用户属性特征的抽象和概括，用户属性特

征是用户属性的具象化表达。 从用户属性的角度观

察用户，能够抓住用户的基本性质和共同性质，为深

入理解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全局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认为，人有两种属性，一是人

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是指

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征；而人的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

活动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及其特征。 社

会化问答平台中的用户是物理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个体

的虚拟化身，同样拥有人的两种基本属性，即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 因此，本文将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的

属性划分为两大类：用户自然属性和用户社会属性。

然而，信息空间中的用户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不

与物理世界中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一对应，

也不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简单映射，社会化

问答平台中用户的属性具有新的含义和表现形式。

用户的自然属性包括了与用户基本情况相关的用

户属性，例如，用户名称、用户性别、用户年龄、用

户描述、职业经历、教育背景以及所在地域等。 用

户的社会属性则指用户在社会化问答平台中与其他用

户发生的各种关系及其特征，例如，兴趣属性、社交

属性、能力属性等。 其中，兴趣属性包括了与用户

兴趣（信息需求）相关的用户属性。 由于用户的兴

趣或信息需求存在不同的状态，包括意识到并已表

达、意识到但未表达以及尚未意识到的兴趣，因此可

以将用户兴趣属性类别分为用户显性兴趣和隐性兴

趣。 用户的显性兴趣指被用户已表达的兴趣或需

求；用户的隐性兴趣指潜在的、被唤醒的或被认识但

未表达的用户兴趣或需求。 社交属性主要包括与用

户参与平台社交活动相关的用户属性，如参与方式、

参与程度等。 用户参与方式指的是用户参与平台活

动时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 例

如，用户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或主题时意味着用户希

望获得某些具体信息或某些方面的知识，是信息（知

识）的需求者；用户回答问题时是输出信息或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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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信息（知识）的提供者；用户对其他用户输

出的内容进行评价时（包括点赞或差评）是表达认

同、赞赏或反对、批评的过程，扮演着信息（知识）

的审查者。 此外，用户参与关注互动时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关注者或被关注者；参与评论互动时扮演的角

色可能是评论者或回复者。 用户参与程度体现在用

户关注的人数、主题数、问题数，以及提出、回答的

问题数等方面。 能力属性包括了与用户输出能力相关

的用户属性。 输出能力指的是用户输出高质量内容的

能力，包括提出优质问题的能力、提供优质答案的能

力、提供建设性评论的能力等。 用户的能力属性体现

在用户的基本信息和行为信息上。 例如，受教育程度

高的用户或是某一领域的从业者在其擅长的领域提供

优质答案的可能性较高，获得赞数较高的答案可能较

好地回答了用户的问题或是获得了其他用户的认同。

2.3 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对应关系

社会化问答平台提供了一个有边界的信息空间，

用户使用社会化问答平台过程中的所有痕迹，即多视

角用户数据，是真实用户个性、特点的反映。 通过

多视角用户数据，可以洞察真实用户的喜好、特征。

从数据挖掘角度观察多视角用户数据，多视角用

户数据具有不同的特征（feature），例如，用户名、职

业、提出的问题、回答的问题、评论数等。 这些特征

又可以归纳为不同的视角（view），一个视角可以包

含单个或多个特征。 例如，将用户名特征和职业特

征归纳为用户基本信息视角，将提出的问题和回答的

问题归纳为用户贡献内容视角。 而每位用户是一个

实例（instance），通常由特征向量（feature
 

vector）
表示，而特征向量由特征值（feature

 

value）或特征集

合（feature
 

set）构成，例如，U={‘某 a’，‘学

生’，Q，A，‘30’}，其中‘某a’表示用户名，‘学

生’表示职业，Q表示用户提出的问题集合（由问题

列表构成），A表示用户提供的答案集合（由答案列

表构成），‘30’表示评论数。

从本体论的角度观察用户，用户具有不同的属性

（attribute），例如，自然属性、兴趣属性、能力属性

等。 每个属性有不同的特征，称为属性特征（attrib-
ute

 

feature），例如，如果某用户对电影、综艺话题较

感兴趣，那么该用户在兴趣属性上的属性特征为电

影、综艺。

将数据挖掘视角下的多视角用户数据与本体论视

角下的用户的相关概念和对应关系进行总结（如图1
所示）。 首先，多视角用户数据具有多个特征，特征

（集）构成不同的视角，每项特征对应相应的特征

值；其次，用户具有多个属性，每个属性对应相应的

属性特征。 其中，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特征

（集）与属性、特征值与属性特征之间存在映射关

系，但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探究多视角

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是为了明确特征

（集）与属性的对应关系，即不同视角用户数据与用

户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 具体地说，可以将它们的

对应关系归纳为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三种模式。

一对一模式指的是一项数据特征对应一个用户属性。

一对多模式指的是一项数据特征对应多个用户属性或

多项数据特征对应一个用户属性。 多对多模式指的

是多项数据特征对应多个用户属性。

图1 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对应关系

　　在总结归纳多视角用户数据特点、用户属性类别

的基础上，建立多视角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对应关系，

明确了多视角用户数据在揭示用户属性特征过程中的

重要性。 然而，要通过多视角用户数据揭示社会化

问答平台用户属性特征，需要进一步构建服务于应用

开发与决策支持的多视角用户数据利用框架，实现从

多视角用户数据到用户属性特征再到服务提供与决策

支持的贯通。

3 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

构建模型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是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

属性特征的集合，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 用户画像多

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目标用户多样性和用户分面多

样性。 目标用户多样性指的是既可以面向某些用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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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成用户画像，也可以面向单个用户生成用户画

像。 用户分面多样性指的是不同用户画像所描绘的用

户属性特征有所侧重，可能是用户一个分面或多个不

同分面的特征。 用户画像动态性是由用户数据动态性

决定的，用户数据在数量、形式和内容维度上都随时

间动态变化，因此用户属性特征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相应地，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也具有动态性。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的应用场景千变万化，

如若将用户所有的属性特征综合到一个用户画像中，

一方面在数据融合时需要花费极高的成本；另一方

面，在用户画像更新与维护时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且灵活性差。 可行性、实用性更强的解决方案是根

据应用需要生成反映用户某一或某些分面特征的用户

画像。 基于此，本文提出多数据驱动的社会化问答

平台用户画像构建模型。

该模型首先从不同层面、渠道获取多视角用户数

据；其次，通过搭建属性沙盒建立多视角用户数据与

用户的对应关系，实现多视角用户数据的分流与管

理；然后，根据用户画像的应用需要生成并更新用户

画像，其中用户画像生成与用户画像更新是构建用户

画像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如图2所示）。

图2 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构建模型

3.1 用户画像生成模型

用户画像生成是揭示用户属性特征的过程。 在

获取多视角用户数据和构建属性沙盒的前提下，结合

用户画像应用需要，可以进一步将用户画像生成过程

归纳为应用需求分析、用户属性选择、属性特征挖

掘、用户画像表示等四个环节。

（1）应用需求分析。 用户画像服务于应用，为

管理问题提供决策支持和判断依据，因此，需求分析

是用户画像生成的第一个环节。 需求分析环节应该

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确定将利用用户画

像解决什么管理决策问题？ 社会化问答平台中面临

的管理决策问题包括了内容管理、用户管理和技术管

理三个方面，其中内容管理涉及内容过滤、质量监

督、舆情监控等；用户管理涉及用户激励、用户引

导、用户分类、用户反馈等；技术管理指的是通过技

术手段辅助内容管理与用户管理。 第二，确定涉及

这一问题的相关目标用户。 不同的管理决策问题所

涉及的目标用户群体存在差异，而面向单个用户或群

体用户构建用户画像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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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环节需要明确这一个问题。

（2）用户属性选择。 属性选择环节则针对上一

环节提出的管理决策问题和目标用户，选择与之相关

的用户属性及其对应的多视角用户数据。 因此，该

环节解决的问题是利用哪些用户属性及其对应的多视

角用户数据生成用户画像？ 在选择用户属性时，通

常采用“按需获取”的策略，根据应用的需要选择一

种或多种用户属性及其对应的多视角用户数据用于生

成用户画像。

（3）属性特征挖掘。 选取用户属性及其对应的

多视角用户数据后，需要根据多视角用户数据的类

型、内容、数量特点以及目标进行用户属性特征挖

掘。 针对不同的用户数据将选取不同的用户属性特

征挖掘方法。 表1中总结了社会化问答平台的用户

数据类型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超链接、日

志等，可以将其进一步归纳为内容数据（文本、图

像、音频、视频）、结构数据（超链接）和日志数据

（日志）。 内容数据和日志数据是揭示用户属性特征

的最重要数据来源；结构数据体现了网页之间的链接

关系，由服务提供方定义，对用户属性特征的揭示较

为有限。 针对内容数据，通常采用自然语言处理、

统计分析、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社会网络分析的方

法，具体地有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分类聚类、主题

挖掘、特征抽取、特征融合等。 针对日志数据，有

专门的日志挖掘方法可供用户属性特征挖掘。 此

外，由于多视角用户数据之间存在某些特定的相关关

系，分别针对某个特征数据进行用户属性特征挖掘具

有局限性，因而，将多视角学习方法引入用户属性特

征挖掘，既最大化多个视角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又强

调每个视角数据的独特性，能够更加全面而准确地理

解用户。

（4）用户画像表示。 用户画像表示指的是用户

属性特征表示，通常以标签的形式表示用户属性特

征。 标签具有概括性，凝练了用户属性特征中的关

键信息，但标签的内容和形式多样，既可以是易于计

算机处理的特征向量，也可以是便于使用人员理解的

短语、图片或图标等。

3.2 用户画像更新模型

由于用户具有背景、需求、角色、行为多样性和

动态性，在利用用户画像的过程中，也需将时间因素

考虑在内，对用户画像进行更新。 用户画像更新主要

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获取实时变化的用

户数据？ 二是，如何设置合适的用户画像更新触发条

件？ 三是，选择何种高效的用户画像更新机制？

（1）收集实时用户数据。 用户数据的收集方式

可以分为显式收集和隐式收集。 显式收集指的是用

户直接参与数据收集工作，例如邀请用户填写问卷调

查表、情况调查表等；隐式收集指的是用户间接参与

数据收集工作，例如通过网络爬虫爬取平台上的用户

数据，或是通过API获取用户日志文件等。 对于相

对稳定的用户数据，如用户基本情况数据，可采取显

式收集方式，对于变化较快的其他用户数据，通常采

用隐式收集方法。

（2）设置更新触发条件。 用户画像更新的触发

条件有两种设置方式，分别是设置更新周期和设置更

新阈值。 无论是设置更新周期还是更新阈值，都需

要在掌握用户属性特征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与特点的前

提下展开。 分析用户属性特征动态性时，可以从用

户数据的内容、形式和数量等维度，利用时序分析和

比较分析等方法掌握用户属性特征随时间变化的规

律；此外，由于用户画像的生成过程是用户属性特征

标签的生成过程，涉及二分类和阈值分类问题，可以

借助相应的模型性能评价指标探索模型随时间变化的

特征与规律。 如果用户属性特征随时间的变化呈现

出明显的周期性，通常采用设定更新周期的方式；否

则，采用设定更新阈值的方式。

（3）选择画像更新机制。 根据用户画像对数据

的内容、形式和数量的敏感度，确定是否需要更新用

户数据、特征体系或训练方法。 如若需要更新用户

数据，则可以采取完全更新或增量更新的策略，其

中，完全更新指读取当前时间戳所有历史用户数据重

新生成用户画像，增量更新指获取当前时间戳与上一

个时间戳之间用户数据，只更新发生变化的部分。

如果需要更新特征体系，则涉及多视角数据融合，可

以采用协同训练、多核学习和子空间学习等多视角学

习方法实现多视角数据融合。 而无论是用户数据更

新还是特征体系更新，都可能涉及训练方法的更新。

4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应用场景

随着社会化问答平台在人们获取信息、知识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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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进一

步提升服务的质量、改善用户体验成为服务提供方的

工作重心。 而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仍未

得到很好地解决，包括如何准确地捕捉用户兴趣，提

供精准的服务；如何面向不同社交偏好的用户，营造

多元化的社交氛围；如何基于多视角用户数据，提供

个性化的内容等。 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社会化问答平

台用户画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用户兴趣会随着用户所处的工作、生活状态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可以分为长期兴趣和短期兴趣，如何

识别用户长、短期兴趣是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的前提

之一。 通过构建用户画像来描述用户兴趣，可以捕

捉用户兴趣随时间动态变化的特点，实现用户兴趣的

动态跟踪，帮助识别用户的长期兴趣和短期兴趣，并

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服务，从而提高信息

服务的精准度。

用户由于受到需求、习惯、价值观、技能等因素

影响，更倾向于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具有选择性

心理和注意性理解的行为特点，久而久之就有可能陷

入“信息茧房”之中。 客观上“信息茧房”的产生体

现了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及去中心化的内

容生产模式，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具体

表现为社会黏性降低、群体意见极化、关注内容单一

等。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借助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

画像寻找解决方案。 一方面，通过计算用户画像相

似度，确定与目标用户在兴趣上具有强关联的优质用

户，为相似度较高的用户群体之间搭建沟通渠道，拓

展用户的信息源，增加“信息偶遇”的机会，打破由

于“信息茧房”带来的用户区隔。 另一方面，基于

多视角用户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建立不同视角用户数

据之间的关联，更全面、更立体地捕捉用户属性特

征，发现用户的潜在兴趣或需求，提升社会化问答平

台推送内容的精准度。

为了优化问答呈现结构，满足用户个性化的信息

需求，可以通过用户画像刻画用户评价、回答等能力

属性，对问答的回答者进行整合与筛选，依据不同用

户关注的问题领域及能力属性细粒度匹配相应问题；

同时可以将用户对社会化问答平台的贡献进行分级，

如获赞数、发表文章数、回答数量、被关注及收藏数

量等多方面，甄别优劣用户，并以此为依据过滤低质

量、庸俗化的答案，优化平台价值，提高用户黏性。

5 总结与展望

多视角用户数据为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研究提供

了有力的数据支撑，而用户画像为社会化问答平台用

户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基于此，本文

在分析社会化问答平台多视角用户数据特点、用户属

性类别以及多视角数据与用户对应关系的基础上，提

出了包括用户数据获取、属性沙盒搭建、用户画像实

现和用户画像应用等环节的多视角数据驱动的社会化

问答平台用户画像构建模型，该模型为利用多视角用

户数据、实现全面、精准地刻画用户提供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框架。 从当前社会化问答平台服务中的应用

需求出发，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可以在用户兴趣

动态捕捉、用户特征深度挖掘、平台内容个性化提供

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关于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的研究仍处

于实践与理论探索阶段，需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

一步探索冷启动情境下的用户画像生成问题，面向具

体应用场景的用户画像实现与利用问题，以及面向多

元应用场景的用户画像融合与利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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