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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资本市场上快速挖掘某种主题概念股票的需求ꎬ提出了一种新思路ꎬ该思路以上市公司的核心题材、主营收

入和资本运作 ３ 项数据为基础ꎬ进行主题概念相关指数的分析和计算ꎬ最终以此指数作为标准推荐主题概念相关股票ꎬ并开

发了一套数据抓取程序和 Ｗｅｂ 应用程序ꎮ 数据抓取程序利用定时组件 Ｑｕａｒｔｚ 从各大财经网站抓取全体上市公司已公开的各

类基本信息ꎬ存入分布式文件系统 ＨＤＦＳ 中ꎻＷｅｂ 应用程序接收用户输入的查询关键字组合ꎬ系统利用抓取的数据集从公司收

入、投资和核心概念 ３ 方面分析和计算出公司与用户需要查询的关键字组合的相关指数ꎬ最后汇总为总相关指数ꎬ总相关指

数越高的公司ꎬ其相关度越高ꎬ相关度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就是用户想要查找的相关主题概念公司ꎮ 通过这 ３ 方面的结合ꎬ在
公司的过去和未来ꎬ在定性和定量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关度的挖掘ꎬ从而计算出来的相关性将更加可靠、准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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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目前ꎬ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和完善ꎬ股
票市场上热衷于题材和概念的炒作行为依然盛行ꎮ
对于市场中诞生了一个新题材或者新概念ꎬ普通投

资者想要快速挖掘出该概念或题材相关的股票是

一件非常繁杂的事务———需要浏览大量的公司信

息ꎬ而且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上市公司数

量的不断增加、技术的进步ꎬ新题材新概念更是层

出不穷ꎬ这种挖掘难度将会与日俱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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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主题概念股票挖

掘的应用和研究ꎬ不过大多是基于文本层面的挖掘

应用ꎮ 通过采集股票核心题材资讯、股吧评论等文

本信息ꎬ再构建主题热度因子ꎬ综合考虑主题行业

热度和主题概念热度 ２ 个方面来描述主题和个股之

间的关系ꎬ构建多因子量化选股模型ꎬ并利用逻辑

回归模型进行主题概念股票挖掘[１]ꎮ 由于文本对

信息的描述局限于定性层面ꎬ缺少量化数据的精确

性ꎬ所以ꎬ这类仅仅基于文本数据挖掘出来的相关

主题概念股票ꎬ其真实相关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本文针对这一现实问题ꎬ提出了一种新思路ꎬ

在原有的股票核心题材资讯、股吧评论等文本信息

的基础上ꎬ引入了个股的主营业务收入和资本运作

２ 项数据作为挖掘的基础数据集ꎮ 这 ２ 项数据是公

司在主题概念方面实实在在的收入和投资数据ꎬ收
入是公司在主题概念方面已经实现的ꎬ代表了公司

过去与主题概念的相关性ꎻ而投资是公司在主题概

念方面即将投入的资本ꎬ代表着公司未来与主题概

念的相关性ꎮ 通过这 ３ 方面的结合ꎬ在公司的过去

和未来ꎬ在定性和定量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关度

的挖掘ꎬ从而计算出来的相关性将更加可靠、准

确[２]ꎬ克服了之前仅依赖文本数据进行主题概念股

票挖掘存在的弊端ꎮ
本文为了对这一新思路开展进一步的应用性

研究ꎬ还开发一套数据抓取程序和一套 Ｗｅｂ 应用程

序ꎬ数据抓取程序利用定时组件 Ｑｕａｒｔｚ 从各大财经

网站抓取全体上市公司已公开的各类基本信息ꎬ存
入分布式文件系统 ＨＤＦＳ 中[３]ꎻＷｅｂ 应用程序接收

用户输入的查询关键字组合ꎬ系统利用抓取的数据

集从公司收入、投资和题材 ３ 方面分析和计算出公

司与用户需要查询的关键字组的相关指数ꎬ最后汇

总为总相关指数ꎮ 总相关指数越高ꎬ相关度越高ꎬ
相关度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就是用户想要查找的

相关主题概念公司ꎬ这也克服了目前大多股票交易

软件只能通过固定的概念板块划分来寻找某个概

念板块股票集合的限制ꎮ

１ 系统的总体架构设计

系统主要完成从数据抓取、分布式存储、数据

预处理到数据分析查询和数据展现等一整套数据

业务处理流程ꎬ实现基于真实数据基础上的主题概

念股票挖掘功能[４]ꎮ 系统主要包括 ３ 大子系统:
Ｈａｄｏｏｐ 服务器集群存储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数据

分析查询和展示系统ꎬ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系统总体架构
　

２ 系统的详细设计

系统的分布式存储平台是利用 ３ 台虚拟机构建

的 Ｈａｄｏｏｐ 平台ꎬ系统的应用程序是在 Ｊａｖａ 平台上

实现的ꎬ实现过程利用了开发框架 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定时

任务组件 Ｑｕａｒｔｚ、前端组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和可视化组件

Ｅｃｈａｒｔｓ 等技术ꎬ３ 个子系统的基本情况如下ꎮ
２.１ Ｈａｄｏｏｐ 服务器集群子系统设计

该子系统主要由 ３ 台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构成ꎬ由于

资源的限制ꎬ这里是利用 ３ 台虚拟机来搭建一套分

布式 Ｈａｄｏｏｐ 平台ꎬ用于分布式数据存储 ＨＤＦＳ 和执

行分布式计算 ＭＲ 程序ꎬ并安装配置数据仓库 Ｈｉｖｅꎬ
用于管理数据[５]ꎮ
２.２ 数据采集子系统设计

该子系统主要完成数据采集功能ꎬ是一套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的 Ｊａｖａ Ａｐｐｌｉａｔｉｏｎ 程序ꎮ 利用定时组件

Ｑｕａｒｔｚꎬ通过 Ｊａｖａ 平台开发出一套系统ꎬ从各大财经

网站抓取全体上市公司已公开的各类基本信息ꎬ存
入到 ＨＤＦＳ 分 布 式 存 储 上[６]ꎬ 并 通 过 Ｈｉｖｅ 和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程序进行数据预处理ꎬ然后导入关系数

据库 ＭｙＳＱＬ 进行后续的统计和分析ꎮ 数据采集流

程如图 ２ 所示ꎮ
２.３ 数据分析、查询和展示子系统设计

该子系统是一套基于 Ｊａｖａ Ｗｅｂ 的 Ｗｅｂ 应用程

序ꎬ主要用于接收用户输入的查询关键字组合ꎬ系
统利用抓取的数据集从公司收入、投资和核心概念

３ 方面分析和计算出公司与用户需要查询的关键字

组的相关指数ꎬ最后汇总为总相关指数ꎬ总相关指

数越高ꎬ相关度越高ꎬ相关度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

就是用户想要查找的相关主题概念公司ꎮ 最后将

统计分析的结果按照相关指数的大小进行排序并

传到前端ꎬ在前端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和 Ｅｃｈａｒｔｓ 组件将

结果直观地展示在 Ｗｅｂ 页面上ꎬ便于用户对结果一

目了然[７]ꎮ 该子系统工作流程如图 ３ 所示ꎮ
系统会根据用户需要查询的主题概念关键词ꎬ

分别对题材指数、投资指数和收入指数进行计算ꎬ
由于相关指数计算是系统的一个重难点ꎬ在图 ３ 的

３８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图 ２　 数据采集系统工作流程

图 ３　 数据分析和指数计算流程

流程图中无法很好地展示出来ꎬ因此在后文将以题
材相关指数的计算为例详细阐述指数计算的过程ꎬ
计算后进行归一化ꎬ然后再汇总得出总相关指数ꎮ
将每支标的个股的查询结果封装为 Ｓｔｏｃｋ 对象ꎬ其
中包含个股名称、代码、题材详情、投资详情、收入
详情、３ 项指数以及汇总指数ꎮ 然后再按汇总指数
排序并存入 ＡｒｒａｙＬｉｓｔꎬ再传给前端ꎬ在前端读入该

ＡｒｒａｙＬｉｓｔ 后进行遍历ꎬ并利用可视化组件 Ｅｃｈａｒｔ 进
行展示ꎮ 最终展示效果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查询“ＣＰＵ ｜处理器”组合关键字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３ 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点———数据的抓取

为了实现定期抓取几千家公司的数据ꎬ并以指

定的格式存入 ＨＤＦＳ 中ꎬ本文通过以下 ４ 个环节实

现了数据的定期抓取和存储操作ꎬ下面以主营业务

数据为例来详细讨论数据的抓取过程ꎮ
１)获取数据地址ꎮ 由于上市公司大多的数据

都是动态更新的ꎬ如交易数据在交易期间每时每刻

都在变化ꎬ所以这些经常变化的数据基本都不会以

静态的方式呈现在页面上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

包括上市公司核心题材、主营收入和投资项目 ３ 项

数据ꎬ虽然变化没有交易数据那么频繁ꎬ但也是动

态数据ꎬ基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一次ꎮ 经过对网页

的分析ꎬ利用 Ｆｉｄｄｌｅｒ 抓包工具ꎬ可以找到这些数据

的传送方式ꎬ它们大多是以 ＪＳＯＮ 格式发送到客户

端的ꎬ利用 Ｆｉｄｄｌｅｒ 截取每一类数据的 ＪＳＯＮ 地址ꎬ然
后再利用代码对这些数据进行定时抓取ꎮ

２)安排定时任务ꎮ 由于本文的应用需求ꎬ需要

Ａ 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数据ꎬ同时还要定期进行抓

取ꎬ以获得最新的数据ꎬ所以抓取过程中定时任务

少不了ꎬ既要控制程序定期抓取ꎬ也要控制程序抓

取频率ꎬ以防止服务器因访问过于频繁而阻止了客

户端发出的 ＨＴＴＰ 抓取请求[８]ꎮ 本文利用第三方作

业调度框架 Ｑｕａｒｔｚ 和 Ｊａｖａ 自带的 ＴｉｍｅｒＴａｓｋ 机制实

现双层定时机制ꎬ通过 Ｑｕａｒｔｚ 实现定期启动抓取任

务[９]ꎬ如对主营收入数据ꎬ按照每季度启动一次抓

取程序ꎬ每次启动后再对全市场所有上市公司数据

进行抓取ꎮ 每次定时任务启动后ꎬ再利用 ＴｉｍｅｒＴａｓｋ
来控制抓取频率ꎬ从而解决对服务器访问速度过快

导致服务器拒绝连接以及数据来不及存储而导致

的数据丢失等问题ꎮ
３)数据抓取ꎮ 由于每次任务启动后需要抓取

全市场近 ４ ０００ 家公司的数据ꎬ所以真正实现数据

抓取ꎬ首先需要获取所有上市公司的代码列表ꎬ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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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代码中的 ｃｏｄｅ＿ｌｉｓｔ 就是所有上市公司的代码列
表ꎬ然后把每个公司代码与上面获得的 ＪＳＯＮ 地址
进行拼接以获得每个公司各项数据的真实地址ꎬ然
后才能真正进行数据的抓取[１０]ꎮ 数据抓取的核心
代码如下:
　 　 ＴｉｍｅｒＴａｓｋ ｔａｓｋ ＝ ｎｅｗ ＴｉｍｅｒＴａｓｋ()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ｏｉｄ ｒｕｎ() {
Ｓｔ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ꎬ ｕｒｌＳｔｒｉｎｇꎬ ｌｉｎｅꎬｄａｔａꎬｃｏｄｅꎬｓｑｌꎬｋｅｙꎻ
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ｊＡｒｒａｙꎬｈｙ＿ａｒｒꎬｑｙ＿ａｒｒꎬｃｐ＿ａｒｒꎻ
Ｊ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ｊＯｂｊꎬｊＯｂｊ２ꎬｊＯｂｊ３ꎻ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Ｓｔｒｉｎｇ>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ꎻ
ｉ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Ｄ < ｃｏｄｅ＿ｌｉｓｔ.ｓｉｚｅ()) {
ｃｏｄｅ＝ ｃｏｄｅ＿ｌｉｓｔ.ｇｅ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Ｄ)ꎻ
ｄａｔａ＝ " " ꎻ
ｕｒｌＳｔｒｉｎｇ ＝ " ｈｔｔｐ: / / ｅｍｗｅ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 /

ＰＣ ＿ ＨＳＦ１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ｊａｘ? ｃｏｄｅ
＝ " ＋ｃｏｄｅꎻ

ｒｅｓｕｌｔ ＝ ｔｏｏｌｓ.ｇｅｔＪｓｏｎＳｔｒｉｎｇ(ｕｒｌＳｔｒｉｎｇ)ꎻ
Ｓｙｓｔｅｍ.ｏｕｔ.ｐｒｉｎｔｌ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Ｄ＋" ＼ ｔｒｅｓｕｌｔ ＝ " ＋ｒｅｓｕｌｔ)ꎻ
ｔｒｙ {
ｊＯｂｊ＝ｎｅｗ Ｊ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ｓｕｌｔ)ꎻ
ｊＡｒｒａｙ＝ ｊＯｂｊ.ｇｅｔ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ｚｙｇｃｆｘ" )ꎻ
/ / ｊＡｒｒａｙ 就是要抓取的主营收入 ＪＳＯＮ 数据ꎬ接下来

调用解析程序进行数据解析ꎮ
}
ｓｔｒＢｕｆｆｅｒ.ａｐｐｅｎｄ(ｄａｔａ)ꎻ
} ｃａｔｃｈ (ＪＳＯ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 {
/ / ＴＯＤＯ Ａｕ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ａｔｃｈ ｂｌｏｃｋ
ｅ.ｐｒｉｎｔＳｔａｃｋＴｒａｃｅ()ꎻ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Ｄ＋＋ꎻ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ａｌｓｅꎻ
}ｅｌｓｅ{
ｔａｂｌｅ＿ｎａｍｅ＝"ｍａ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ｃｏｍｅ" ꎻ
ｓａｖａ＿Ｔｈｒｅａｄ＝ｎｅｗ Ｓａｖａ＿Ｔｈｒｅａｄ()ꎻ　 　 　 　 / /启动数

据存储线程ꎮ
ｓａｖａ＿Ｔｈｒｅａｄ.ｓｔａｒｔ()ꎻ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ｒｕｅꎻ
}
}ꎻ
}ꎻ
ｔｉｍｅｒ.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ｔａｓｋꎬ １０ꎬ ５０００)ꎻ
４)解析和存储数据ꎮ 上一个步骤将每家公司

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已经从网络上抓取下来了ꎬ并
以 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的形式获取到程序中ꎬ再进一步分析
每家公司的主营收入数据ꎮ 其中又包括区域、产品
和行业 ３ 种形式描述的主营收入数据[１１]ꎬ下面再调
用解析程序对每家公司的主营收入数据进行解析ꎬ
按照不同的类别进行数据重组才能存入到 ＨＤＦＳ

中ꎬ数据解析的核心代码如下:
　 　 ｊＡｒｒａｙ＝ ｊＯｂｊ.ｇｅｔ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ｚｙｇｃｆｘ" )ꎻ

ｆｏｒ(ｉｎｔ　 ｉ ＝ ０ꎻｉ<ｊＡｒｒａｙ.ｌｅｎｇｔｈ()ꎻｉ＋＋){
ｊＯｂｊ２＝ ｊＡｒｒａｙ.ｇｅｔＪ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ｉ)ꎻ
ｈｙ＿ａｒｒ ＝ ｊＯｂｊ２.ｇｅｔ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ｈｙ" )ꎻ
ｆｏｒ(ｉｎｔ ｊ ＝ ０ꎻｊ<ｈｙ＿ａｒｒ.ｌｅｎｇｔｈ()ꎻｊ＋＋){
ｊＯｂｊ３＝ｈｙ＿ａｒｒ.ｇｅｔＪ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ｊ)ꎻ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 ＝ ｊＯｂｊ３.ｋｅｙｓ()ꎻ
ｄａｔａ＋ ＝ｃｏｄｅ＋" ＼ ｔｈｙ ＼ ｔ" ꎻ
ｗｈｉｌｅ(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ｈａｓＮｅｘｔ()){
ｋｅｙ＝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ｎｅｘｔ()ꎻ
ｄａｔａ＋ ＝ ｊＯｂｊ３.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ｋｅｙ)＋" ＼ ｔ" ꎻ}
ｄａｔａ＋ ＝" ＼ｎ" ꎻ}
ｑｙ＿ａｒｒ ＝ ｊＯｂｊ２.ｇｅｔ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ｑｙ" )ꎻ
ｆｏｒ(ｉｎｔ ｊ ＝ ０ꎻｊ<ｑｙ＿ａｒｒ.ｌｅｎｇｔｈ()ꎻｊ＋＋){
ｊＯｂｊ３＝ｑｙ＿ａｒｒ.ｇｅｔＪ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ｊ)ꎻ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 ＝ ｊＯｂｊ３.ｋｅｙｓ()ꎻ
ｄａｔａ＋ ＝ｃｏｄｅ＋" ＼ ｔｑｙ ＼ ｔ" ꎻ
ｗｈｉｌｅ(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ｈａｓＮｅｘｔ()){
ｋｅｙ＝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ｎｅｘｔ()ꎻ
ｄａｔａ＋ ＝ ｊＯｂｊ３.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ｋｅｙ)＋" ＼ ｔ" ꎻ}
ｄａｔａ＋ ＝" ＼ｎ" ꎻ}
ｃｐ＿ａｒｒ ＝ ｊＯｂｊ２.ｇｅｔＪＳＯＮＡｒｒａｙ(" ｃｐ" )ꎻ
ｆｏｒ(ｉｎｔ ｊ ＝ ０ꎻｊ<ｃｐ＿ａｒｒ.ｌｅｎｇｔｈ()ꎻｊ＋＋){
ｊＯｂｊ３＝ ｃｐ＿ａｒｒ.ｇｅｔＪ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ｊ)ꎻ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 ＝ ｊＯｂｊ３.ｋｅｙｓ()ꎻ
ｄａｔａ＋ ＝ｃｏｄｅ＋" ＼ ｔｃｐ ＼ ｔ" ꎻ
ｗｈｉｌｅ(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ｈａｓＮｅｘｔ()){
ｋｅｙ＝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ｎｅｘｔ()ꎻ
ｄａｔａ＋ ＝ ｊＯｂｊ３.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ｋｅｙ)＋" ＼ ｔ" ꎻ}
ｄａｔａ＋ ＝" ＼ｎ" ꎻ}
ｓｔｒＢｕｆｆｅｒ.ａｐｐｅｎｄ(ｄａｔａ)ꎻ
数据解析后ꎬ将对数据进行存储ꎬ考虑到 ＨＤＦＳ

的访问特性ꎬ不适合少量数据的频繁写入操作ꎬ所
以每家公司主营业务数据抓取后并不立即写入ꎬ而
是存入到 Ｓｔｒ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 中ꎬ等所有公司的主营收入数

据全部抓取完毕后ꎬ再一次性写入ꎬ以提高 ＨＤＦＳ 的

访问效率以及空间利用率ꎬ同时由于数据存储的耗

时性ꎬ开辟了新的线程来完成数据的存储操作[１２]ꎮ
３.１ 相关指数的计算

本文研究的主题概念股票挖掘主要以 ４ 项指数

来做为主题概念股票的最终挖掘指标ꎬ这 ４ 项指数

是题材概念指数、收入指数、投资指数和总相关指

数ꎬ总相关指数是由前 ３ 项指数汇总而来的ꎬ这里以

题材概念指数的计算为例ꎬ简要阐述一下题材概念

指数的计算过程ꎬ其他 ２ 个指数的计算过程类似ꎬ不
再赘述ꎮ 题材概念指数的计算流程如图 ５ 所示ꎮ

题材概念指数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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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题材概念指数的计算流程

１)读取用户查询的关键字列表ꎮ 系统利用表

单接受用户需要挖掘的主题概念关键字ꎬ目前关键

字限制在 １~３ 个ꎬ用字符‘ ｜ ’分割ꎬ系统读取用户查

询关键字后ꎬ对关键字进行分割并存入数组中ꎬ以
备后用ꎮ

２)关键字权重系数配置ꎮ 系统提供了每个关

键字的权重系数配置功能ꎬ当用户输入多个关键字

时ꎬ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设置每个关键字在指数计算

中所占的比重ꎬ从而挖掘出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主题

概念股票名单[１３]ꎮ
３)获取含有用户关键字列表的公司列表ꎮ 读

取所有公司的题材数据ꎬ并利用字符串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方法先初步获取含有任何一个关键字的公司列表ꎬ
并封装为 Ｓｔｏｃｋ 对象存入 ＡｒｒａｙＬｉｓｔ 中ꎬ这些公司都

是潜在的挖掘对象[１４]ꎬ也是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处理

的股票对象列表ꎬ通过本环节的操作可以大大减少

后期指数计算时的股票数量ꎮ
４)统计每个关键字在每支个股核心题材中出

现的次数ꎮ 通过遍历关键字列表和前一步产生的

存入在 ＡｒｒａｙＬｉｓｔ 中的 Ｓｔｏｃｋ 对象列表ꎬ统计出每个

可能相关的公司的核心题材中各个关键字的出现

次数ꎬ并存入到名为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 的 ＨａｓｈＭａｐ 中ꎮ
核心实现代码如下:

ｔｅｍｐＳｔｒ ＝ " " ꎻ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ｓ.ｎｅｘｔ()) {
ｉｆ (ｓｔｏｃｋ＿ｃｏｄｅ.ｅｑｕａｌｓＩｇｎｏｒｅＣａｓ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ｓ
.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 ｃＳｔｏｃｋ" ))) {
ｔｅｍｐＳｔｒ ＋ ＝ 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ｓ.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 ｙｄｎｒ" )
＋ 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ｓ.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 ｇｊｃ" )ꎻ

} ｅｌｓｅ {
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ｓ.ｐｒｅｖｉｏｕｓ()ꎻ
ｂｒｅａｋꎻ}
}
ｉｎｔ ｔｉｍｅｓꎻ
ｆｏｒ (ｉｎｔ ｉ ＝ ０ꎻ ｉ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ꎻ ｉ＋＋) {
ｔｉｍｅｓ ＝ (ｔｅｍｐＳｔｒ.ｌｅｎｇｔｈ( ) － ｔｅｍｐＳｔｒ. ｔｏ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 ｒｅ￣

ｐｌａｃｅＡ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ｉ] .ｔｏ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ꎬ " " ).ｌｅｎｇｔｈ())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ｉ]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ｐｕ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ｉ]ꎬ ｔｉｍｅｓ)ꎻ
}
ｓｔｏｃｋ.ｓｅ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ꎻ
５)计算题材概念指数ꎮ 根据前面环节统计的

每个关键字的出现次数以及每个关键字的权重系

数ꎬ以次数乘以权重系数计算出每支潜在相关概念

股票的题材相关指数ꎬ每支个股的题材概念指数计

算后也存入到名为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ｄｅｇｒｅｅ 的 ＨａｓｈＭａｐ
中ꎬ其核心实现代码如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 ＝ ｓｔｏｃｋ.ｇｅ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ꎻ
ｉ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 ! ＝ ｎｕｌｌ) {

ｆｌｏａｔ ｔ ＝ ０ꎻ
ｉｎｔ ｓｕｍ ＝ ０ꎻ
ｉｎｔ ｄａｔａ[] ＝ ｎｅｗ ｉｎ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ꎻ
ｆｏｒ (ｉｎｔ ｊ ＝ ０ꎻ ｊ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ꎻ ｊ＋＋) {
　 　 ｄａｔａ[ｊ]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ｇｅ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ｊ])ꎻ
}
/ /计算并汇总每个关键字的相关指数值 ＝次数∗权

重系数

ｆｏｒ (ｉｎｔ ｊ ＝ ０ꎻ ｊ < ｄａｔａ.ｌｅｎｇｔｈꎻ ｊ＋＋) {
　 　 ｓｕｍ ＋＝ ｄａｔａ[ｊ]ꎻ
　 　 ｔ＋ ＝ ｄａｔａ[ｊ]∗ｒａｔ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 － １][ｊ]ꎻ
}
ｔ ＋ ＝ ｓｕｍ∗ｒａｔ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 － １][ｄａｔａ.ｌｅｎｇｔｈ]ꎻ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ｄｅｇｒｅｅ.ｐｕｔ(ｓｔｏｃｋ.ｇｅｔＣｏｄｅ()ꎬ ｔ)ꎻ

}
６)指数归一化处理ꎮ 归一化是将最终相关指

数控制在 ０~１ꎮ 上一步计算的相关指数范围是无法

确定的ꎬ可能会很大ꎬ也可能很小ꎬ这种大范围的指

数在展示时可能会造成展示效果不够直观ꎬ所以要

将指数归一化[１５]ꎮ 具体实现方法比较简单ꎬ可以将

上一个环节暂存在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ｐ＿ｄｅｇｒｅｅ 中的各个股

相关指数取出ꎬ然后找出指数中的最大值ꎬ然后再

让其他的每个指数除以该最大值ꎬ从而实现指数的

归一化处理ꎮ

４ 结果分析与讨论

以“ＣＰＵ ｜处理器”组合关键字为例ꎬ通过模型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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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分析和计算ꎬ挖掘出了 １３ 家符合条件的主题

概念股票ꎬ这 １３ 家公司按照总相关指数依次排列如

图 ６ 所示ꎮ 从详细数据中可以看出ꎬ排名第 １ 的“北
京君正”在题材概念中ꎬ“ＣＰＵ”概念出现了 １１ 次ꎬ
“处理器”概念出现了 ５ 次ꎬ在挖掘的所有公司中ꎬ
出现“ＣＰＵ ｜ 处理器”组合关键字的总次数最多ꎬ从
图 １０ 右侧的具体指数中可以看出其概念指数为 １ꎬ
在所有公司中也是最高的ꎻ在处理器芯片上有 ８ １６５
万元投资ꎬ投资指数为 ０.０８ꎻ最近一年度在微处理器

芯片上有 １.４７ 亿元的营业收入ꎬ占公司总营收 ４３.
２６％ꎬ营收指数为 ０.４３ꎬ３ 项指数总计 １.５２ꎬ在本文

所选的 ３ 项指标上ꎬ该公司都有相关性ꎮ 经查阅公

开资料ꎬ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微处理器芯片、智能视

频芯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和销售ꎬ公司自成立

以来一直专注于国产 ＣＰＵ 技术的研发ꎬ拥有全球领

先的 ３２ 位嵌入式 ＣＰＵ 技术和低功耗技术ꎬ与我待

查的“ＣＰＵ ｜处理器”概念相关度很高ꎮ
在排名第 ３、４ 的“全志科技”和“瑞芯微”也都

与这 ３ 项指标相关ꎬ但是它们在题材概念中出现

“ＣＰＵ ｜处理器”的次数相对较少ꎬ且只出现了“处理

器”ꎬ没有出现“ＣＰＵ”关键字ꎬ从而在概念指数方面

较低ꎻ但“全志科技”和“瑞芯微”在投资和主营收入

方面与待查询关键字都有较高的相关度ꎬ如“全志

科技”的投资指数为 ０.２６ꎬ营收指数为 ０.６７ꎻ“瑞芯

微”的投资指数为 ０.１１ꎬ营收指数为 ０.８１ꎬ累加后其

总相关指数也较高ꎮ 通过查阅公开资料ꎬ这 ２ 家公

司确实是以各类处理器为主营业务的公司ꎬ与本文

待查的“ＣＰＵ ｜ 处理器”概念相关度很高ꎬ可能正是

本文所要关注的标的之一ꎮ
排名第 ２ 的“盈方微”虽然总相关指数较高ꎬ但

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业绩连续 ３ 年亏损ꎬ目前已暂

停上市ꎮ 后期系统将采取措施对 ＳＴ 或者退市类股

票进行过滤ꎬ排除在挖掘范围之外ꎮ 该公司相关指

数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在“处理器”方面投资

项目总额较大ꎬ累计约 ４.３ 亿元ꎬ而其最近一个年度

营业收入只有 ４１３ 万元ꎬ从而导致投资额占营收比

例过大ꎬ从而使得该公司的投资指数在所有公司中

最大ꎬ即为 １ꎬ从而也提高了该公司的总相关指数ꎬ
使其排到第 ２ 的位置ꎮ 系统设计的初衷是按照在指

定概念上的项目投资总额占公司营收的比例来确

定投资指数的ꎬ占比越高ꎬ投资指数越高ꎮ 但在这

个案例上ꎬ由于公司营收的大幅波动ꎬ从而导致该

项指数有些失真ꎬ后期将不断改善算法设计ꎬ采用

若干年营收均值来进行计算ꎬ从而可以平滑营收大

幅波动带来的扰动ꎮ

图 ６　 主题概念股票详细数据

从实验结果的详细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ꎬ公
司在题材概念中出现待查主题关键词次数越多ꎬ
其概念指数越高ꎻ公司在投资方面与待查主题关

键词相关的投资额占公司营收比例越高ꎬ其投资

指数越高ꎻ公司在营收方面与待查主题关键词相

关的营收额占公司总收入比例越高ꎬ其营收指数

越高ꎮ 最后汇总这 ３ 项指数得出总相关指数ꎬ公
司总相关指数越高ꎬ则与待查主题概念相关度就

越高ꎮ 这个指数不但考虑了传统基于文本信息的

挖掘ꎬ同时还增加了公司在待查主题概念方面的

实际投资额和营收额两项量化指标ꎬ更具有量化

特性ꎮ 营收额代表了公司的过去ꎬ投资额代表公

司的未来ꎬ通过这种综合分析可以提高相关度的

可靠性和准确性ꎮ

５ 结语

本文基于个股的核心题材概念、主营收入和投

资 ３ 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可以快速挖掘某个相关

概念的股票集合ꎮ 这种挖掘可以克服目前市场上

固有板块划分的限制ꎬ但这种挖掘也局限于在核心

概念、主营收入和投资 ３ 项数据中出现相关概念ꎬ才
能够被挖掘出来ꎬ否则将无法被挖掘出来ꎬ这也是

本系统当前存在的局限性ꎮ 后期将扩大用于挖掘

的数据源以及实现挖掘的算法ꎬ将公司的日常报

告、股吧信息、研究报告等纳入挖掘范畴ꎬ并利用机

器学习算法实现更加智能的数据挖掘ꎬ以不断提高

主题概念股票挖掘的准确度和可靠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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