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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民事裁判文书区别于新闻文本的文本结构和重要信息分布的特点，基于BERT提出了一种结合粗粒

度和细粒度抽取方法的结构化民事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首先通过粗粒度抽取方法对裁判文书进行重要的模块信息抽

取，以保留文本结构；然后采用基于BERT的序列标注方法构建细粒度的抽取式摘要模型，从句子级别对重要模块的信

息进行进一步抽取，以构建最终摘要。实验表明，相比于单一的粗粒度抽取或者细粒度抽取，本文方法均获得了更好的

摘要生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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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text structure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civil judgment documen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news tex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uctured civil judgment document abstract generation method based 
on BERT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 combining coarse-grained and fine-grained extraction 
methods. Firstly, important module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from the judgment documents by the coarse-grained extraction 
method to preserve the text structure. Then the BERT-based sequence labeling method is used to build a fine-grained 
extractive abstract model. Information of important modules is further extracted based on the sentence level, so to construct 
the final abstract.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tter abstract generation performance than single coarse-
grained extraction or fine-grained extraction.

Keywords: judicial field; judgment documents; extractive text abstract; sequence annota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国家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快

速发展，我国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法

院司法实践的融合。裁判文书是记录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和裁

判结果的法律文书，是非常重要的司法文本，其中又以民事

裁判文书占比最大，最为繁杂。对民事裁判文书进行摘要生

成，可以帮助法官、律师及当事人等迅速、有效地简要了解

案件审判过程与结果，从而快速找到相关的指导性案例，对

我国的司法智能化辅助审判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应

用价值。

文本摘要工作旨在从一篇或多篇相同主题的文本中抽取

能够反映主题的精简压缩版本[1-2]，解决采用人工进行裁判文

书摘要总结导致人力成本高，以及相关司法领域专家缺乏等

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自然语言理解，以及数字人

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司法领域的自动化文本摘要任务研究逐

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自动文本摘要技术典型的应用

场景包括将新闻、社会化短文本和专业领域文献等文本自动

生成简短摘要[3]。对于这些应用场景，诸多研究人员已经提

出了许多准确且高效的摘要算法，这些算法可以分为抽取式

(Extractive)和生成式(Abstractive)。由于抽取式文摘是通过

对原文的抽取来形成摘要的，可以保证得到的摘要在语法和

事实上的正确性。而法律文本对内容的准确度要求较高，因

此本文在探索民事裁判文书的摘要方法时，主要聚焦于抽取

式文本摘要方法。 

抽取式摘要技术最早能追溯到1958 年LUHN[4]提出的

word_significance算法，它基于词频抽取重要的句子组成摘

要；2003 年，PADMALAHARI等人[5]提出text_pronouns算

法，通过构建句子和词语级别的文本特征来进行抽取式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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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此外，MIHALCEA等人[6]提出了Textrank算法，利用

投票机制对构建好的图模型中的重要成分进行排序来抽取重

要句子构成摘要。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许多研究人员也将

机器学习算法运用到文本摘要任务中。NALLAPATI等人[7]提

出SummaRuNNer方法，LIU[8]提出Bertsum方法，它们均是

采用序列标注方法，构建训练模型来抽取重要的句子，相对

于传统的统计方法，能够从语义上对生成文摘的质量有较好

的把控，并且使新闻数据集具有不错的性能。但是，由于民

事裁判文书不同于新闻文本，因此传统的文本摘要方法直接

用于民事裁判文书的摘要生成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民事裁判文书一般包含首部、事实与理由、裁判依据、

裁判主文等部分，如图1所示。民事裁判文书具有层次结构

性，文本较长，并且重要信息分散在整个文本中，许多重要

信息可能只会在文本中出现一次；而新闻文本的重要信息则

主要集中在首部，重要的信息可能会在文中反复出现，并且

新闻文本一般不具有特定的结构，因此不能直接使用主流的

抽取式文摘方法来进行民事裁判文书的摘要生成。本文根据

民事裁判文书的特点，基于BERT提出了一种结合粗粒度和细

粒度抽取方法的结构化民事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实验证

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获得较好的性能提升。

图1 民事裁判文书的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civil judgment documents

2   相关工作研究(Related work research)
2.1   BERT预训练模型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是KENTON等人[9]提出的一种预训练模型，其

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预训练模型就是通过大量数据训练所得

到的一种泛化性很强的模型，在有具体任务需要时，预训练

模型可以只使用少量的数据进行一个增量训练，而不再需要

大量语料进行从头训练，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BERT使

用Transformer[10]的编码结构，利用注意力机制对句子进行编

码建模，这使得它可以更好地提取上下文语义特征，可以获

得更好的句子语义表示，这种语义表示主要是基于“掩模语

言模型(Masked Language Model, MLM)”和“下一个句子

预测(Next Sentence Prediction, NSP)”的多任务训练来进

行预训练提取得到。这样的BERT预训练模型便能用于其他特

定任务，将其结合到相应模型的输出层前部，通过微调构建

多种相应的任务模型，但是BERT的使用容易受到文本长度的

限制，其对于长文本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处理。

图2 BERT预训练语言模型

Fig.2 BERT pre-trained language models

将BERT用于民事裁判文书摘要生成任务，能够从细粒度

方面，如句子之间甚至词之间，更好地获得文本数据中词与

词，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语义表示，在构建模型进行训练

的过程中，利用这样的语义表示可以提高模型对裁判文书文

本语义的捕捉效果。

2.2   序列标注模型
序列标注是指将输入的一串观测序列 转化为一串

标记序列的 过程。要解决序列标记问题，实际上就是要

找到一个观测序列到标记序列的映射 。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序列标注模型是最常见的模型，应

用广泛，许多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都可以想方设法转化为序

列标注问题。与一般分类任务不同的是，序列标注模型输出

的是一个标签序列。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标签之间是有相互

关系的，这样的序列构成了标签之间的结构信息。

抽取式摘要同样可以建模为序列标注任务。首先，为原

文中的每一个句子添加一个二分类标签(0或1)，0表示该句不

属于摘要，1表示该句属于摘要；之后构建相应的序列标注模

型进行训练；最终得到的摘要由所有标签为1的句子产生。将

文本摘要建模为序列标注任务的关键在于获得句子的表示，

即将句子编码为一个向量，根据该向量进行二分类任务。例

如SummaRuNNer模型，该模型分别构建词语级别和句子级

别的语义向量表示，之后使用得到的句子向量表示进行分类

任务训练，以此来构建摘要抽取模型。这同样也是从句子级

别的细粒度角度来对文本进行摘要抽取。 

2.3   基于BERT的结构化民事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
抽取式文本摘要方法主要为建模成序列标注方法，从给

定的文本中将适合的句子挑选出来构成文本摘要，其中关键

的部分便是获得句子的表示。而BERT则可以很好地将文本

中句子的语义信息表示出来，通过“BERT+序列标注”的方

式，能够从句子级别对裁判文书进行一个细粒度的抽取，但

是由于民事裁判文书过长，冗余信息过多，导致BERT不能很

好地处理。如果直接简单截取原文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或者

中间部分，再进行BERT处理，则会导致裁判文书的文本结构

以及重要信息丢失，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而如果只采取粗

粒度的抽取方式，虽然能够保留裁判文书的结构信息，却无

法做到精细化抽取，会包含大量冗余信息，或者丢失重要信

息，从而导致生成的摘要性能降低。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结合粗粒度和细粒度抽取方法

的结构化民事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即先对民事裁判文书

进行一个粗粒度的抽取，通过规则将裁判文书中几个主要部

分的内容抽取出来，在缩短文本长度的同时，保留了裁判文

书中的重要结构信息；之后对粗粒度抽取后的裁判文书文本

内容进行一个细粒度的建模抽取，从句子级别进行精细化抽

取，以确保最终得到的民事裁判文书在保证简洁明了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地保留文本的重要信息和文本结构。本文的模型

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模型结构

Fig.3 The mode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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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事裁判文书具有明确的结构，并且每个部分拥有

较为明确的标志词，如“经查明”“本院认为”等较为普遍

的段落标志词，因此本文采用正则表达式构建抽取规则，对

相应的裁判文书内容进行一个粗粒度的抽取。表1为原始裁

判文书的文本长度与进行粗粒度抽取后得到的文本长度的统

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粗粒度抽取后的裁判文书的文

本长度得到大幅度缩减，能够基本满足后续细粒度抽取模型

的需要。

表1 文本长度统计

Tab.1 Text length statistics

文本 最多字数 最少字数  平均字数 字数标准差

原始裁判文书 13,064 866 2,568 1,122

粗粒度抽取后的裁判文书 8,599 54 1,395 861

对于细粒度抽取部分，首先是裁判文书中每个句子的标

记任务，本文主要采用启发式规则进行文本中摘要句的标记

工作，具体的方案为：首先选取原文中ROUGE得分最高的一

句话加入候选集合；接着继续从原文中进行选择，保证选出

的摘要集合ROUGE得分增加，直至无法满足该条件。得到的

候选摘要集合对应的句子设为1标签，其余为0标签。在完成

数据集的标注工作之后，就能依托这些标记的数据构建序列

标注模型来进行摘要抽取任务了。

本文的抽取模型框架采用的是主流的“BERT+序列标

注”框架，如图4所示，将粗粒度抽取得到的裁判文书进行预

处理后，通过BERT生成相应的句向量，之后构建序列标注模

型作为抽取模型。这里的序列标注模型主要采用三种不同分

类方式的构建方法，分别是简单分类器(Simple Classifier)、

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和Transformer。对于每一

个句子，通过分类器得到对应的预测标签P，而整个抽取模型

的损失(Loss)便是预测得到的标签与之前所标记的标签之间的

二进制分类熵(Binary Classification Entropy)。

图4 基于BERT的裁判文书摘要模型 

Fig.4 Abstract model of judgment documents based on BERT

对于简单分类器，主要是将经过BERT产生的句子向量直

接使用线性分类器来获得预测值P：

                                 (1)

RNN序列标注将BERT的输出经过LSTM(Long Short-

Term Memory)层，学习特定的摘要特征，以此判定该输出是否

为摘要，并学习到了序列特征，其预测值P的计算方式如下：

                   

(2)

               (3)

                        (4)

                                 (5)

Transformer则是将多个Transformer层只应用于句子表

示，从BERT输出中抽取文档级特征，其预测值P的计算方式

如下：

                       (6)

                           (7)

                                (8)

3   实验与分析(Experiment and analysis)
3.1   实验准备

本文使用CAIL2020提供的数据集，共包括4,047 篇已标

注的民事裁判文书，进行数据清洗后的数据集按照6∶2∶2划

分，得到训练数据集2,340 条，验证数据集779 条，测试数据

集785 条。

本文采用pytorch框架进行模型的搭建，生成的文本摘

要最大长度设置为200。在训练过程中，本文设置的学习率为

0.001，累加器的初始值设置为0.1，训练的批次大小为20。

评价指标则采用通用的ROUGE评价指标进行性能评价，将自

动生成的摘要与参考摘要进行比较，其中ROUGE-1衡量一元

词匹配情况，ROUGE-2衡量二元词匹配情况，ROUGE-L记

录最长的公共子序列，并分别计算每一种指标的召回率(R)、

精准率(P)，以及F1值进行实验对比。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对比

实验，将我们的方法同经典的抽取式摘要模型Lead-3模型和

TextRank模型，以及只进行粗粒度抽取的模型SUM_extract

和只进行细粒度抽取的模型BERT_SUM进行对比。其中，抽

取式摘要模型中的Lead-3模型是新闻领域的经典模型之一，

它抽取文章的前三句文本作为整篇文章的摘要，由于新闻的

重要信息通常都集中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因此Lead-3模型取

得不错的效果。

由表2可以看出，在F1指标上，我们的方法在所有对比实

验中获得了最好的性能，Lead-3模型则获得了最低的性能。

对于抽取式摘要模型，TextRank模型的性能远远高于Lead-3

模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民事裁判文书和新闻领域文本的不

同之处：新闻领域文本中的重要信息主要集中在文本前半部

分，而民事裁判文书的重要信息则是分布在整篇文章之中，

因此Lead-3模型用于民事裁判文书获得了极差的性能。从性

能结果来看，SUM_extract由于只进行粗粒度的抽取，导致包

含过多的冗余信息，因此相对于更加精炼的TextRank方法来

说，性能会偏低；但是和只进行细粒度抽取的BERT_SUM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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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由于BERT_SUM在数据预处理时采取截取前半部分文本

的策略，导致文本的众多重要信息丢失，通过BERT得到的句

子语义也会不够充分，从而使得最终的模型性能降低，甚至

低于SUM_extract。而我们结合粗粒度和细粒度的文本摘要抽

取方法在三种分类方法上均优于BERT_SUM，在整体实验性

能上也高于其余方法，足以证明我们的方法在民事裁判文书

的摘要生成中兼顾了摘要的简短性和信息的全面性，符合实

验预期。

表2 在测试集上模型的ROUGE得分

Tab.2 The ROUGE score of the model on the test sets

模型
ROUGE-1 ROUGE-2 ROUGE-L

P/% R/% F1/% P/% R/% F1/% P/% R/% F1/%

Lead-3 8.21 5.39 1.00 1.08 0.06 0.12 8.84 1.12 1.97

TextRank 36.87 39.77 37.10 18.24 19.34 18.20 31.44 32.05 31.03

SUM_extract 58.05 26.06 32.61 25.92 12.97 15.63 57.08 25.33 31.78

BERT_SUM

(class)
35.15 27.62 30.04 12.81 10.45 11.18 23.59 19.60 20.89

BERT_SUM

(Trans)
36.03 30.16 31.86 14.03 12.07 12.59 24.85 21.47 22.52

BERT_SUM

(RNN)
34.64 27.18 29.58 12.51 10.26 10.95 23.43 19.53 20.78

Our_class 44.19 57.69 49.36 26.39 34.64 29.53 34.93 42.51 38.03

Our_Trans 44.01 57.72 49.26 26.36 34.75 29.56 35.61 43.41 38.81

Our_RNN 44.30 57.62 49.37 26.38 34.53 29.48 35.28 42.94 38.41

4   结论(Conclusion)
本文针对民事裁判文书区别于新闻文本的文本结构和重

要信息分布的特点，基于BERT提出了一种结合粗粒度和细粒

度抽取方法的结构化民事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我们通过

对裁判文书原文依次进行粗粒度抽取和细粒度抽取的方法，

以确保生成的摘要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裁判文书的结构信息

和主要内容。实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只进行粗粒度抽取的模

型SUM_extract和只进行细粒度抽取的模型BERT_SUM，我

们的模型均获得了更好的摘要生成性能，达到了实验预期。

不过，抽取式摘要由于是抽取原文句子组成摘要，导致可读

性比较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研究如何能够结合生成式文摘

方法，在保证摘要生成性能的前提下，提高裁判文书生成摘

要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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