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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为在竞品当中脱颖而出，获得竞争优势，过度竞争趋势

在互联网企业中逐渐显现，由此引发公司营销成本的上升以及营销绩效的下降等许多问题。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依靠美颜相机用户数据，利用LDA模型建立用户画像，通过提取主题词得到相应的主题分布；

将选取的对应词扩充到特征空间中，完善用户特征，再利用SVM分类算法区分用户基本属性，进而构建

用户画像。根据建立用户画像结果，给出精准营销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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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order to stand 
out among competing products and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trend of excessive competi-
tion gradually appears in Internet enterprises, which leads to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rise of 
marketing costs and the decline of marketing performance.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
per relies on the user data of beauty camera, uses LDA model to establish user portrait, and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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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s the corresponding subject distribution by extracting subject words; Expand the selected 
corresponding words into the feature space, improve the user features, and then use the SVM clas-
sification algorithm to distinguish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users, so as to construct the user portrai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stablishing user portrait, give suggestions on precision marke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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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lan Cooper 首次提出用户画像的概念，最初可理解为用户信息的标签化。用户画像的建立，需结合

实际数据，制定符合实际数据情况的标签数据集，再针对数据进行分析。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大量数

据，这些数据中蕴含着无限商业价值。通过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将行为数据可视化，关联用户的使用

习惯以及兴趣偏好等，可以帮助美颜相机企业开发更舒适的 APP 使用体验，进而改进 APP 运营机制，向

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陈志明等构建多属性用户画像模型，充分利用知乎网站后台用户行为数据，包

含用户的兴趣爱好、知识能力等[1]。在此基础上，王乐等提出利用多类型特征算法排除网络行为数据复

杂性因素，解决了特征选择不确定问题[2]；李军政利用 VSM 模型，根据检索数据提取特征词，关联用

户基本属性，由此建立用户画像模型[3]。以上模型建立虽能得出相应的用户画像，但是因为短文本识别

精准度不高以及检索词关联度高等问题[4]。VSM 模型在建立用户画像模型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无法有

效表示用户特征[5]。因此，本文提出利用 LDA 模型，利用美颜相机 APP 历史搜索记录数据，通过提取

短文本主题，并扩充语义特征，建立精度更高的用户画像。基于精准的用户画像，帮助互联网企业建立

精准的营销对策。 

2. 基础模型 

2.1. LDA 模型 

本文先利用 LDA 模型进行短文本分类，将已经清洗完成的美颜相机用户搜索记录文本进行语义分

类。LDA 模型一般在识别不明显语义文本信息中广泛使用，是无监督模型的一种。它的作用体现在将文

档分为多个主题分布[6]。LDA 模型中文本主题分布为 ( )Dirichlet αΘ = ，其中，α 为超参数，通常

50 Tα = 。主题词也服从 Dirichlet 分布，可表示为 ( )Dirichletϕ β= ，其中 β 为超参数，通常 0.01β =  [7]。 
模型中Θ和ϕ 常使用近似估计技术进行估计，如 EM 算法、Gibbs 采样算法。 
以 Gibbs 采样算法为例，估计流程为： 
1) 随机分配文本主题。 
2) 计算主题概率。 
3) 重复采样，直到结果收敛。 
4) 得到文本主题分布Θ，主题词分布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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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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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VM 分类模型 

利用 LDA 模型进行文本语义分类之后，为提高语义分类的精确度，本文利用 SVM 模型进行特征扩

展。SVM 模型是根据样本数据建立超平面，并区分样本[8]。计算样本与超平面之间的距离，距离最近的

样本会影响分类的广泛度，扩大广泛度可提高模型的精准度，因此要尽可能让样本到超平面的距离变大。

超平面公式为： T 0x bω + = ，可以推出参数ω 和 b 影响超平面，距离公式为： 
T x b

L
ω

ω

+
=  

所有样本当中对广泛度影响力最大的是支持向量，不同支持向量的距离公式可以表示为
2γ
ω

= ，求 

得最优向量坐标 ( ),bω 即可使得 γ 最大，即广泛度最大[9]。 

3. 用户画像构建 

3.1. 获取数据 

数据主要分为静态信息数据、动态信息数据两类[10]。静态信息数据是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不变

的用户信息内容，它也可作为用户基础属性数据，如性别、年龄等基本属性。而动态信息数据则是指正

在变化的信息内容，包括当前用户的访问情况、浏览行为、应用偏好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使用者

的软件应用习惯、兴趣等属性。 

3.1.1. 用户属性数据获取 
美颜相机用户属性数据属于静态信息数据，包含基础属性、生活状况、社会标签、心理情况等。在

相当一段时间中一般不会产生变化，比如性别、社会阶层、薪资条件等。通过 APP 后台发放调查问卷即

可获得详细数据。 

3.1.2. 用户行为数据获取 
美颜相机用户行为数据属于动态信息数据，是建立用户画像的重要数据。需要通过 APP 后台搜集用

户在使用软件时的流程数据。包括用户访问轨迹，历史搜索，ICON 点击量等，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3.2. 模型构建 

为还原用户信息，根据用户行为信息，标准化标签构建用户画像，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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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基础信息、检索数据，APP 内行为数据等基本数据进行预处理。二、建立合适的用户标签。三、构

建用户画像并绘制可视化标签云。 
以用户搜索记录数据为例，先依靠建立的 LDA 模型进行文本主题的提取，获得主题词之后，对照用

户的特征进行拓展，接着在 SVM 模型基础上区分用户的基本属性，进行用户画像的构建，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User portrait model framework 
图 1. 用户画像模型框架 

3.2.1. 数据预处理 
先将获得的数据中不具备完整属性的数据记录进行清洗。再进行分词处理，将短文本转化成主题词

短语，获得关键文本内容，一般可采用 jieba 分词方法，过滤无意义词汇，降低特征词的词性维度，去除

已停用的词汇，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Word segmentation results 
表 1. 分词结果 

原短文本 分词结果 

纯欲高级感美颜滤镜 纯欲高级滤镜 

可爱粉色俏皮感兔子贴纸 可爱贴纸 

泰式混血夸张感美颜特效 夸张特效 

3.2.2. 建立用户标签 
先建立多维属性标签，再利用文本文义提取来抽象用户信息，对应建立的标签属性进行用户画像的

构建。以用户行为属性为例，美颜相机用户行为属性框架如图 2。 

3.2.3. 构建用户画像 
用户通过检索 ICON 可直接获得满足自身需求的贴纸、滤镜，搜索词条与用户需求关联度高，用户

需求则与用户兴趣爱好、基本属性关联度高。例如高收入人群对奢侈品图标贴纸使用频次更高；学生群

体更偏向于使用可爱粉紫色贴纸滤镜；日活活跃的用户对新功能 ICON 点击率更高；男性相比女性来说，

则更倾向于搜索运动风格、二次元贴纸，因此通过检索内容建立模型来描述用户属性标签能够构建相对

精准的用户行为画像。在将长文本转化为短文本的方面，VSM 模型无法有效联系上下文，精准把握语义，

并且无法针对短文本提取主题词，因此建立的用户画像的精确度会大大降低。本文在建立用户画像过程

中融入 LDA 模型中。举例来说，对于“复古感调色”和“复古滤镜”，VSM 无法区分两个文本语义的

相似性，然而实际上这两个短文本之间差异不大，LDA 模型则可以关联两个短文本，从而解决特征稀疏

问题。根据 LDA 模型将文本语义精简为主题词分布，利用向量表示短文本，基于用户检索内容主题词差

异相对较大，若检索词主题公共部分不重叠，即查询词主题之间相似度为 0，那么主题分类则不符合要

求。由此延申，通过对主题文本特征扩展，关联潜在语义主题文本，全面表达文本特征。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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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ehavior attribute framework 
图 2. 行为属性框架 

 
1) 以向量形式表达检索文本，特征值归一。 
2) 特征选择提取的特征向量，把有意义的特征词看作原始特征词。 
3) 针对用户检索数据集，得出检索词的主题分布Θ，及主题词分布ϕ 。 
4) 计算主题概率，概率最大主题为 s，s 的主题词即为用户的扩展特征，词 kw 属于这个主题的概率

就是 s 的特征值。此外，若 s 在最初的特征词集合中，则不重复添加。 
5) 将扩展后的特征词的属性标签通过建立 SVM 模型进行分类。 
判断拓展分类词分类结果，本文采取的评价标准为查准率 P、查全率 R 和 F1值[11]，计算性别、年

龄、学历属性的分类精确率、召回率和 F1值，计算公式如下： 

TP
TP FP

P =
+

 

TP
TP FN

R =
+

 

1
2 P RF

P R
× ×

=
+

 

混淆矩阵是用来总结一个分类器结果的矩阵[12]。对于 k 元分类，即绘制 k k× 的表格，用来记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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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的预测结果。对于最常见的二元分类来说，其混淆矩阵是 2 2× 的，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nfusion matrix 
表 2. 混淆矩阵 

 预测正类 预测反类 

真实正类 TP (真实类) FN (假反类) 

真实反类 FP (假正类) TN (真反类) 

 
将基于 LDA 模型提取关键词方法与在 LDA 模型基础上进行特征扩展的方法提取用户基础信息，如

性别、年龄、学历属性评价结果进行比对，如表 3 所示：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表 3. 评价结果 

LDA 模型 LAD 特征扩展 

精确率 召回率 F1 精确率 召回率 F1 

0.753 0.752 0.751 0.812 0.814 0.813 

0.534 0.601 0.543 0.578 0.612 0.593 

0.556 0.598 0.571 0.596 0.632 0.612 

 
实验结果可知，LDA 特征扩展对文本关键词提取准确度更高，相比 LDA 模型准确率、召回率、F1

值均提高 2%左右，由于美颜相机用户检索短语的主题不密集，用户特征显现不明显，在此基础上，LDA
模型经过特征扩展之后，可以相对全面表达短语特征，缓解美颜相机类软件中短文本特征稀疏问题，较

好解决 LDA 模型在提取关键词过程中的一部分缺陷。 

4. 研究结果 

4.1. 美颜相机用户整体画像 

用户画像可以刻画美颜相机整体用户特征。美颜相机的用户多为 14~20 岁学生群体，女性占比 88.08%，

选择的滤镜风格以复古风居多，贴纸风格以可爱风居多，拍摄内容主要以人物居多，对于会员的购买情

况，购买会员的用户占比不到 20%，对软件的评分平均为 2.873。由网络分析图 3 可知，用户对软件内贴

纸滤镜的选择主要依靠以下五个角度：风格、效果、顺序、流行热词、清晰度。 

4.2. 美颜相机用户特征画像 

为精细化美颜相机用户画像，将用户所在城市划分为七个城市等级，分别为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其他城市。 
由图 4 可知，美颜相机用户主要聚集在一线、准一线城市，城市越发达，用户量越大。以一线城市

用户为例，可刻画具体用户画像如图 5，一线城市用户主要以普通用户和 VIP 用户为主，女性，年龄在

14~28 岁之间，学历在高中以及本科人数居多，除学生群体外，企业就业人员收入水平在 8000 元以上，

用户将美颜相机作为主要拍摄软件，使用设备为摄影类手机为主，其中手机品牌以苹果、华为、小米居

多。在广告推送方面，用户接受度偏高，可接受每天 2 条推送左右，开屏广告对用户体验影响度不高。

在滤镜、贴纸选择方面，主要选择类型为 ins 风、复古风、可爱风，在拍摄内容方面，主要以美食、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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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Network analysis of user portrait search words 
图 3. 用户画像搜索词网络分析图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beauty camera users in cities of each line 
图 4. 各线城市美颜相机用户分布情况 

 

 
Figure 5. Specific user portraits in first tier cities 
图 5. 一线城市具体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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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主，在妆容选择方面，通常默认模板自带妆容，主动更换妆容频次不高，对于 DIY 等新功能入口

点击率，用户点击率为 40%左右，调整入口位置，点击率变化不大，由此用户对于软件的使用更偏向惯

性使用，对新功能探知欲不强。创作者专区模板情况数据情况为依据，使用模板具有特定风格、类型、

时代的模板使用频次较高，用户自己做创作者的人数比例极低。新用户对于新功能入口、创作者专区等

点击率较高，但保存率偏低，留存用户使用软件时间在 1~5 年之间，使用频次较稳定，点击率和保存率

也保持稳定，一般拍摄时间为 10 点~13 点、19 点~23 点，经常出现反复性使用同一贴纸、滤镜的行为。

软件内交流、分享、评论等行为参与度不高，模板收藏低于 100，创作者收藏低于 50。VIP 用户占比在

30%左右，其中其他平台关联 VIP 比例高达 70%以上，VIP 用户相较于普通用户，更愿意探索软件新功

能，重视使用体验，针对软件的需求有明确的想法，以及对付费滤镜更新期待值也会更高，因此，提升

VIP 用户使用体验可以大幅提升付费型用户占比，对软件的盈利及营销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5. 基于美颜相机用户画像的精准营销对策 

5.1. 建立完善的精准营销体系 

精准营销策略的建立需要依靠真实数据，建立可靠用户画像，把握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

务，准确的内容推荐以及舒适的 APP 使用体验，在提高现有用户忠诚度基础上吸引新用户。在此基础上

可以看出软件运营过程当中关键数据埋点的重要性，比如，新功能开放时 ICON 的点击率、保存率等等

关键数据，在硬件设备发展逐渐扩大的现实条件下，软件的应用也应随硬件进行调试，比如智能手表，

智能电视等设备的适配也在吸引新用户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5.2.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实施精准营销 

用户画像是软件目标用户群体的整体体现，了解用户画像的根本目的就是根据用户群体的情况调整

软件的运营决策，美颜相机在软件运营过程中，完善功能性 APP 使用流程，优化用户的使用体验，增大

用户体量尤为重要。根据获得的用户画像信息，精准定位目标用户，不同用户群体采用不同的渠道进行

内容、广告投放，在不改变用户软件使用舒适度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以用户喜爱的交互行为进行广

告营销，以实现稳定用户群体的同时获得收益。例如，服饰类广告可以设计服饰品牌贴纸特效等，不同

类型用户进入拍摄的 ICON 位置不同，从而使得广告投放点击率提升。 

5.3. 即时更新数据，追踪用户画像变化情况 

互联网数据时代催生用户使用软件情况变化迅速，流行风格以及软件受众都可能瞬息发生变化，此

刻的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变化的动态图谱，因此，要即使掌握用户的使用数据，实时有效

分析。建立的标签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不进行追踪就难以抓住用户的真实需求，因此标签必须实时更

新。建立标签规则，如更新维度、更新权限等关键要素。增加新产生的标签，去除已经被淘汰的标签；

调整触发机制以更新标签，设立更新条件。以此获得更为准确的用户画像信息。在完成拍摄、P 图等动

作之后，还需定期发放问卷以调研用户的满意度，为软件提供下一步的产品、内容、服务等方面的策略

调整。减少显性且频繁的广告营销，尤其是软件之间的跳转类型营销，频繁的软件切换会引起用户反感，

影响使用体验。 

6. 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如何根据用户检索内容建立精准用户画像，以帮助美颜相机互联网企业精细化定位

人群，挖掘潜在用户。利用大数据建立模型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公司基于主体用户画像进行精细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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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以获得最大收益。用户画像连结互联网企业与用户，利用大数据建立模型，挖掘潜在用户并留住

潜在用户，帮助互联网企业更加有针对性进行用户增长工作，是让互联网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营销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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