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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案例建模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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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科技部和司法部全面贯彻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数字法治、智慧司法”科技创新工程实施，司法

案例建模技术的研究是其中重要项目。 司法案例建模是指司法案例数字化，将司法案例表示为计算机能处理的数据结构。
司法案例建模是上层法律服务的基础，为其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司法案例建模方法主要围绕特征模型和矩阵分解模型展

开，本文分别从上述两个角度介绍当前案例建模方法，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综述，为科研人员提供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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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司法案例建模方法旨在将司法案例表示为案例

相关预测算法能处理的数据结构，该数据结构保留

原始数据中的有用信息，去除冗余信息，减少其对后

续预测算法的干扰。 司法案例建模方法是上层法律

服务的基础，为其提供数据支撑。 简洁有效的案例

描述能有效地提高预测算法的准确率，降低其计算

复杂度。
传统司法案例建模方法主要基于特征模型和矩

阵分解。 特征模型利用特征词典和特征抽取算法将

司法案件表示为二维矩阵，如图 １ 所示。 然而，当特

征和案例规模较大时，特征模型极易发生数据稀疏

和维度爆炸。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矩阵分解的司法

案例建模方法将特征模型得出的原始矩阵进行分

解，并利用得出的矩阵表征案例。 当矩阵分解算法

与共现矩阵、主题模型相结合时，得出的司法案例表

示具有一定的语义信息，如词汇间相似性、主题与特

征间关联性。

　 　 基于矩阵分解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降低矩阵维

度，避免维度爆炸及数据稀疏，有利于提高后续预测

算法的准确率。 但这类方法基于特征模型，存在特

征模型的天然缺陷，无法从多个层面描述案例，难以

捕捉不同案例模块间的关联信息。 上述因素不利于

提高后续预测算法的准确率。

主题模型

共现矩阵

分解算法

特征词典

特征抽取

特征模型 矩阵分解

图 １　 基于特征模型以及矩阵分解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Ｆｉｇ． １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　 基于特征模型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针对司法案例建模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

特征模型展开，大体分为基于案例推理、本体模型、
分类算法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根据大量的法律专



家知识和人工标注工作，上述方法利用特征抽取算

法从原始案例数据中获取案例特征，结合案例推理、
本体模型与分类算法，依据现有特征预测出新的案

例特征，得出基于特征标签的司法案例模型。
１．１　 基于案例推理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针对司法案例建模问题，最早期的研究是利用

大量的人工标注为案例及案例要素分配索引，进而

从结构合理的案例文本中提取案例事实，并将其用

于案例摘要分类和案例推理系统中。 随着数据挖掘

技术的发展，研究者提出一种基于信息抽取的司法

案例建模方法。 结合特定领域的知识，该方法抽取

出案例中的事件经过，利用特征抽取技术捕捉个体

行为中的动作，并对其进行识别。
Ｚｅｌｅｚｎｉｋｏｗ 一种新的用于信息检索的司法案例

建模方法 ［１］。 该方法扩展传统案例因素和组件，将
每一个因素分解为更加细致的案例要素，同时将所

有要素分为主观要素、客观要素和天然要素，针对每

一个司法案例利用特征挖掘技术匹配案例特征，进
而得出案例表征。 实验结果表明，针对信息检索问

题，该方法具有更高的准确率和满意度，主要因素在

于层次特征的使用。
长期以来，基于法律案例的推理（Ｌｅｇａｌ Ｃａ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ＬＣＢＲ）一直是 ＡＩ 和法律感兴趣的

话题，各种各样的方法已经发展。 ＬＣＢＲ 的一项重要

工作始于 ＨＹＰＯ，ＨＹＰＯ 根据法律规范中的论点与

反论点在每个维度对司法案例进行建模，提出一种

基于案件要素的建模方法。 Ｋｅｖｉｎ 出一系列利用特

征模型刻画司法案例的方法，如 ＣＡＴＯ 和 ＩＢＰ，并将

其用于法律案例推理应用中，根据大量调研和实践，
上述方法构建案例框架，从司法案例中抽取出原告、
被告、指控罪名、主观以及客观态度等案例要素，为
每一个案例要素设置索引，进而完成案例表征［２］。
１．２　 基于本体模型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Ｂｒｅｕｋｅｒ 提出一种基于法律知识及用例分析的

司法案例建模方法［３］。 该方法根据专业人士从法

律法规中获取的案例要素信息，利用特征挖掘算法

从真实案例中抽取出案例要素，根据大量调研，构建

结构化论点模型，生成案例本体，进而建立案例要素

与案例本体之间的映射， 得出司法案例表征。
Ａｓｈｌｅｙ 提出司法案例中责任与因果关系的发现方

法，在充分考虑当事人责任归属的前提下，该方法构

建专用的本体模型，并用其表征司法案例［４］。 该模

型涵盖法律领域中常见的责任与因果关系，如职位

责任、雇佣关系、竞争关系等。 根据已有责任划分和

因果关系，该模型利用推理规则，自动获取新的因果

链以及责任归属。 基于本体的司法案例责任与因果

关系发现方法需要大量的概念知识库，该知识库中

包含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术语以及人们日常生活

中常识性词汇表达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一种基于 Ｗｅｂ 本体语

言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以 ＣＡＴＯ 和 ＬＣＢＲ 为基础，
构建司法案例本体，确定本体中的关键案例要素，利
用网络中案例将本体实例化，进而实现不同案例间

的组件共享［５－７］。 基于 ＯＷＬ 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在案例信息检索和案例推理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１．３　 基于规则推理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Ｌａｇｏｓ以司法案例中事件为单位，提出一种基于

事件抽取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５］。 该方法从原始

案例数据中抽取出关键实体，如案件中当事人、当事

人参与的事件以及当事人接触的其他人物等信息，
利用规则推理技术抽取出实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得

出实体与关系构成的事件，完成司法案例表征；Ｈｅｎｒｙ
提出一种基于规则推理和启发式要素搜索的司法案

例建模方法，将规则推理嵌入案例建模过程中，半自

动化抽取案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建模过程中

的人工工作［６］。 针对不同类型的司法案例，该方法依

据大量的历史案例数据库，将最佳历史案例作为指导

性案例，根据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推理规则及决策结

果，提出不同的案例要素推理规则与裁决方法，并将

其用于后续司法案例的建模过程中。
１．４　 方法简析

基于特征模型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将司法案例

表示为二维矩阵，此类方法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１）需要大量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人工标注工

作。 特征模型构建特征词典，并利用特征挖掘算法

抽取出案例特征，进而将其表示为二维矩阵；
（２）对数据库中词汇和语法信息的依赖性强。

当新增案例或者案例的特征词典发生变化时，特征

模型易发生较强波动，影响后续预测算法的准确率

和稳定性；
（３）极易发生维度爆炸和数据稀疏。 当司法案

例数量规模较大时，特征模型中易出现大量冗余信

息，进而导致特征词典命中率降低，发生数据稀疏和

维度爆炸；
（４）无法从多个层面描述案例，捕捉不同案例

模块间的关联信息。

２　 基于矩阵分解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当司法案例规模和案例特征数量较大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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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模型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极易发生数据稀疏和

维度爆炸。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研究者提出一系列

基于矩阵分解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
２．１　 方法综述

矩阵分解算法将特征模型得出的代表司法案例

的原始矩阵分解为维度更低的矩阵，去除了原始矩

阵中冗余信息，有效地提高后续预测算法的计算复

速度和准确率。 在以往研究中，矩阵分解算法常与

共现矩阵、潜在语义分析相结合 （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共同完成司法案例建模。

当司法案例规模和特征数量较大时，特征模型

极易出现数据稀疏和维度爆炸。 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矩阵分解算法被广泛用于主成分抽取和矩阵降

维中。 矩阵的奇异值分解理论是矩阵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研究最小两乘积、广义逆矩阵等问题的有

力工具。 目前存在多种矩阵分解算法，如奇异值分

解（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Ｄ）、非负矩阵分

解（Ｎ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ＭＦ）。 矩阵

分解算法旨在将代表司法案例的原始矩阵映射到新

的向量空间中。 该向量空间由一组新的基构成。 原

始矩阵集合在新向量空间中的投影更加离散、具有

区分性。 矩阵分解算法去除原始矩阵中大量无用信

息，保留有效信息，有助于提高后续预测算法的计算

速度和准确率。
Ｇｕｉ 总结了矩阵分解在文本建模方面的应用，

其提出的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矩阵分解算法可被用于

司法案例建模 ［７］。 该方法建立特征词词典，利用特

征挖掘技术从原始数据中抽取特征词汇，将司法案

例表示为二维原始矩阵。 在此基础上，该方法利用

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矩阵分解算法，将原始矩阵分解

为维度更小的矩阵，并用其表征司法案例。 实验结

果表明，对于司法案例文本类别预测，相较于特征模

型，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矩阵分解算法更有利于提高

预测算法准确率和计算速度。 主要原因在于矩阵分

解算法去除了原始矩阵中大量无用信息。
Ｙｉｎ 提出一种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司法案例建模

方法，并将其用于法律咨询系统中［８］。 该方法利用

空间向量模型作为表示方法，借助潜在语义分析理

论，通过奇异值分解的降维方法构建一个低维的语

义空间，并在语义空间上实现了咨询问题与解答语

句之间的相似度计算。 针对司法案例中语句，该方

法分别使用分词、去停用词、互信息扩展以及潜在语

义分析，将咨询语句映射至主题语义空间中，并利用

ＳＶＤ 分解得出其低维向量表示。

Ｓｙｍｅｏｎｉｄｉｓ 提出一种基于聚合矩阵分解的司法

案例建模方法［９］。 该方法在奇异值分解的基础上，
根据文档的主题和可读性，利用余弦相似度或欧氏

距离对司法案例进行建模。 该方法使用特征模型将

司法案例表示为二维矩阵，利用 ＳＶＤ 算法降低原始

矩阵的维度，结合当前案例和相似案例的向量表示，
获得当前司法案例的数字化表征。 实验结果表明，
相对于矩阵分解算法，聚合矩阵分解更有利于提高

后续预测算法的准确率。
２．２　 方法简析

基于矩阵分解的司法案例建模方法在特征模型

的基础上，将得出的代表司法案例的原始矩阵分解

为维度更小的矩阵。 矩阵分解算法极大地降低原始

矩阵维度，减少后续预测算法的计算复杂度。 矩阵

分解算法去除了原始矩阵中冗余信息，提高后续预

测算法准确率。 然而，基于矩阵分解的司法案例建

模方法仍然存在特征模型的天然缺陷，不能从多个

层面描述案例，捕捉不同案例模块之间的关联信息。

３　 结束语

本文针对司法案例建模问题，给出近年来的相

关研究成果，将司法案例建模方法划分为两类，即基

于特征模型的方法和矩阵分解模型的方法，分析了

二者的优缺点，为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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