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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律要素引导的相似案例推荐算法

刘博阳， 李　 尚， 叶　 麟， 张宏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大量的法律案例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使得法务工作者及普通民众可以轻松地从法律案例库中搜索需要的信息，其
中有用但又很有挑战的一项任务就是相似案例推荐。 为了准确地从法理角度推荐相似案例，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神经网络

的相似案例推荐模型，该模型首先用法律要素引导每个案例的文本表示向量的生成，进而用生成的向量计算任意一对案例的

相似度分数，将相似度最高的案例集合作为推荐的相似案例。 在真实的数据集上的实验证明本文的模型优于常用的文本相

似度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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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习惯于使用法律手

段解决问题，导致了需要被解决的各类案件数目逐

年增长，这无疑给法律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近些年，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法律领域的人工智能，
在判决预测，案件分类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 然

而相似案件推荐的算法研究较少，由于相似的案件

往往有着相似的判决结果，寻找相似案例对法务工

作者乃至普通大众都有参考意义，因此本文着眼于

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法律要素的模型来提高相似案

例推荐的准确性。
相似案例推荐，即在给定一个判决文书的情况

下，找出在法律角度上与之相似的案件。 从本质上

来说，此问题还属于文本相似度的研究，然而案件的

相似并不是简单的文本相似，而是挖掘文本中所包

含的法律要素的相似，这就导致了单纯使用文本相

似度计算方法并不能找到高度相似的法律案件。
综上，本文提出了一种由要素引导的神经网络

模型来形成案件文本的向量表示，然后利用该向量

表示计算两两案件的余弦相似度，并返回相似度最

高的一系列案例作为给定案件的相似案例。 本文在

真实的故意伤害罪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发现返回

的相似案例要优于常用的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

１　 相关工作

在欧美等实施判例法的国家中，每一个案件的

判决中都会引用以往的判决案件作为新案件判决的

依据，因此，案件之间就会构成一个引文网络。
Ｏｐｉｊｎｅｎ 使用网络度统计和结构属性提取相关文件

的法律域名领域［１］；Ｗａｇｈ 等人提出了利用案例引

证网络节点的中心性和介数性来寻找印度法院判决



相似性的方法［２］；Ｍｉｎｏｃｈａ 等人定义了一个法律角

度的离散度，用于衡量两个案例的相邻案例集合的

相似度，进而发现引文网络中相似的案例［３］。
基于引文的相似性的法院案件在法律领域无疑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案例引证图通常非常稀

疏，因此基于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被提

出［４－５］；Ａｓｈｌｅｙ 等人利用基于案件特征的最近邻算

法计算案件相似度［６］；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等人在采用基于词

频的贝叶斯统计方法对法律案例的相似度进行计

算［７］。
随着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的出现，信息检索已经转

向了神经信息检索。 Ｘｉａ 等人利用法律的文本语料

库训练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模型，用于计算法律文本的相似

度［８］；Ｖｏ 也表示基于词嵌入的文本语义表示对法律

文本检索领域很有帮助［９］。 但这些方法都忽视了

对法律领域知识的使用，因此本文从法律要素的角

度将领域知识结合到文本的向量表示中，使得模型

能够从法律要素的层面寻找相似案例。

２　 模型构建

２．１　 模型框架

本文提出了相似案例推荐模型，该模型的整体

框架如图 １ 所示。 首先将案例输入到一个神经网络

中，用案件中包含的法律要素作为标签训练网络，并
利用输出层前一层输出的向量作为案例的向量表

示，由于在训练过程中包含了语义信息和要素信息，
因此利用该向量可以很好的表示一个案件的语义信

息和案件中所包含的法律要素情况，本文利用该向

量计算任意两个案件之间的余弦相似度，最终返回

相似度最高的 Ｋ 个案件最为推荐的相似案例。

法律要素

相似案例

预测

检索

神经网络

中间层结果

案情描述
输入

图 １　 相似案例推荐模型整体框架图

Ｆｉｇ． 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ａｓ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２　 法律要素预测模型

预测要素标签的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２ 所示。
整个网络分为 ５ 层，分别为词嵌入层、语义嵌入层、
两个全连接层和一个输出层。
　 　 词嵌入层的输入是经过分词，去除停用词等预

处理操作之后的文本，该文本可以表示为式（１）：
ｄ ＝ ｛ｗ１，ｗ２，…，ｗ ｉ，…，ｗｎ｝， （１）

　 　 其中， ｗｉ 代表分词后的短语或词组。 经过词嵌

入层后， ｗｉ 会被映射到语义空间中形成向量，式（２）：
Ｄ ＝ ｆｅｍｂ（ｄ）， （２）

案例向量表示

输出层

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

语义嵌入层

词嵌入层

w1 w2 wi wm

Sigmoid

图 ２　 法律要素预测模型

Ｆｉｇ． ２　 Ｌｅｇ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在这一步中，词向量的转化采用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实

现。 进一步地，为了使文本能够学习上下文的语义

信息，本文采用了基于循环神经网络的语义嵌入层，
式（３）：

ｈ ＝ ｆｒｎｎ（Ｄ）， （３）
　 　 在接下来的两个全连接层中，第一个全连接层

的输出维度即案件的向量表示维度，该层的输出不

仅被当作下一个全连接层的输入，也用于形成一个

案件的向量表示，被进一步用于相似案例推荐，式
（４）：

ｆｃ ＝ σ（Ｗ１Ｄ ＋ ｂ１）， （４）
　 　 第二个全连接层的输出维度与法律要素的类别

数相同，用于预测法律要素，式（５）：
ｙ ＝ σ（Ｗ２ ｆｃ ＋ ｂ２）， （５）

　 　 由于预测法律要素属于多标签分类问题， 本文

在输出层中采用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式（６）：
ｐ ＝ ｓｉｇｍｏｉｄ（ｙ）， （６）

　 　 本文使用的损失函数为交叉熵损失函数，其计

算公式（７）为：

Ｌｏｓｓ ＝ － ∑
ｋ

ｙｋ ｌｏｇ ｐｋ ＋ １ － ｙｋ( ) ｌｏｇ （１ － ｐｋ） ． （７）

２．３　 法律要素选择

本文根据故意伤害罪相关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法

律要素和数据集中法律要素出现的次数，选取了出

现次数较多的前 ３５ 个要素作为标签，这些标签都是

结合人工观察与正则表达式抽取出来的，具体的法

律要素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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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故意伤害罪相关法律要素

Ｔａｂ． １　 Ｌｅｇ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被告人相关要素 孕妇、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共同犯罪、
精神病人、初犯、偶犯、前科、累犯

故意伤害罪相关

要素

互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击打被害人头部、
持刀具等利器伤人、持棍棒等钝器伤人、暴
力索财致人伤害、因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故

意伤害、因锁事纠纷、轻伤一人、轻伤多人、
重伤一人、重伤多人、轻微伤、轻伤二级、轻
伤一级、重伤二级、发生口角

补偿行为相关要素 积极主动赔偿、积极抢救被害人、坦白、悔
罪、立功、自愿认罪、自首、取得被害人谅解

３　 实　 验

３．１　 数据集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集是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爬

取的，该数据集中一共有 ２ １４８ 篇判决文书，其罪名

均为故意伤害罪。 在寻找相似案例的时候，本文使

用的并不是完整的判决文书作为输入，而是使用判

决文书中案情描述的部分作为输入。
３．２　 基线方法

在预测法律要素的模型中，本文比较了 ＲＮＮ 模

型及其几种常见的变体，包括 ＬＳＴＭ、ＧＲＵ、ＢｉＧＲＵ
以及采用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机制的 ＢｉＧＲＵ。 在神经网络的训

练中，隐藏层的输出维度均为 １２８，均采用 ａｄａｍ 作

为优化器，学习率设置为 ０．００１，第一个全连接层的

输出为 ２００ 维。
在相似度计算的对比模型选取中，本文主要采

用了 ４ 种常用的用于计算文本相似度的无监督模

型， ｔｆ － ｉｄｆ、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ｄｏｃ２ｖｅｃ 和 结 合 ｔｆ － ｉｄｆ 的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作 为 对 比 实 验， 其 中 结 合 ｔｆ － ｉｄｆ 的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是将一个单词的 ｔｆ－ｉｄｆ 的值作为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的权重，进而获得句子的向量表示。
３．３　 评价指标

由于缺乏刑事类相似案件的数据集，并且司法

领域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表明满足什么条件的两个

案件可以称为相似案件，即相似案例的判定并不存

在一个充要条件。 但由于中国司法领域对类案类判

的要求，相似案例的判决结果应当相似，即判决结果

的相似是相似案例的必要条件。 因此，本文拟采用

这个必要条件对模型进行测评。 在司法领域中，判
决结果主要是罪名、相关法律条文和刑期，本文分别

给出这 ３ 个方面的相似度计算公式。
对于罪名而言，相似案例都具有相同的罪名，罪

名维度的相似性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式（８）：

ｓｉｍ＿ｃ（Ｃ１，Ｃ２） ＝
１，　 ｉｆ Ｃ１ ＝ Ｃ２，
０，　 ｅｌｓｅ．{ （８）

　 　 由于法律条文是一个集合，这里借用杰卡德系

数来计算两个案件法律条文维度的相似性，式（９）：

ｓｉｍ＿ａ（Ａ１，Ａ２） ＝
｜ Ａ１ ∩ Ａ２ ｜
｜ Ａ１ ∪ Ａ２ ｜

． （９）

　 　 刑期都是采用整数表示的，为了便于计算，本文

将刑期的单位统一成月份，刑期相似度计算函数为

式（１０）：

ｓｉｍ＿ｔ（Ｔ１，Ｔ２） ＝ １
｜ Ｔ１ － Ｔ２ ｜

ｍａｘ （Ｔ１，Ｔ２）
＋ １

， （１０）

　 　 最终，两个案件的相似度的综合计算为公式

（１１）：
ｓｉｍ Ｄ１，Ｄ２( ) ＝ ｓｉｍｃ∗（ ｓｉｍａ ＋ ｓｉｍｔ） ／ ２， （１１）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集都是在同一罪名下的数

据，因此式（１１）变为式（１２）：
ｓｉｍ Ｄ１，Ｄ２( ) ＝ （ ｓｉｍａ ＋ ｓｉｍｔ） ／ ２， （１２）

　 　 相似案例推荐属于信息检索范畴，本文采用信

息检 索 领 域 常 用 的 ＤＣＧ （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作为评价指标，其基本思想是对信息检索返回

的 ｐ 个结果分别进行打分，并将这些结果的分数求

和，得到 ｐ 个返回结果的综合得分。 该指标主要有

两点假设，第一是返回的结果中，越相关的结果排在

越前面越好，另一点是打分高的结果比打分低的结

果好。 该指标的计算公式（１３）如下：

ＤＣＧｐ ＝ ∑
ｐ

ｉ ＝ １

ｒｅｌｉ
ｌｏｇ （ ｉ ＋ １）

． （１３）

　 　 其中， ｐ 代表返回的相似案例的个数； ｉ 代表返

回案件的顺序； ｒｅｌｉ 代表返回的第 ｉ 个相似案例与给

定案例的相似度程度；这里的 ｒｅｌｉ 即为本文中用于

计算两个案件相似性得分的 ｓｉｍ Ｄ１，Ｄ２( ) 的值。
３．４　 实验结果

首先给出法律要素预测模型的准确率、召回率

和 Ｆ１ 分数，其具体数值见表 ２。
表 ２　 法律要素预测模型效果

Ｔａｂ．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模型 准确率 召回率 Ｆ１ 分数

ＲＮＮ ０．８０６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６２３ ２
ＬＳＴＭ ０．７２１ ７ ０．５６１ ９ ０．６３１ ８
ＧＲＵ ０．７３１ ４ ０．５６５ １ ０．６３７ ６
ＢｉＧＲＵ ０．７３９ ９ ０．５７８ ４ ０．６４９ ３

ＢｉＧＲＵ＋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０．７９０ ５ ０．５９２ １ ０．６７７ ０

　 　 本文比较了 ５ 种不同的语义嵌入层模型，发现

ＢｉＧＲＵ＋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的效果最好，因此本文采用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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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向量作为案例文本的向量表示。
本文的模型与基线模型的效果对比见表 ３。 其

中，ＤＣＧ＠ ５，ＤＣＧ＠ １０，ＤＣＧ＠ ２０ 分别代表返回的前

５ 个，前 １０ 个和前 ２０ 个案例的 ＤＣＧ 的值。 可以看

出，本文模型在寻找相似案例的效果上比其它模型

有明显的提高。
　 　 本文中模型对给定案例返回的前 ５ 个相似案例

的结果见表 ４。 其中，粗体下划线的部分为案件涉

及到的法律要素，返回的案例中包含的法律要素基

本与给定案例相符合，其中返回的第二个案例与给

定案例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所有返回案例涉及到的

相关法律条文有一定误差，但刑期误差都较小。
表 ３　 相似案例推荐模型效果

Ｔａｂ．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ｌｅｇａｌ ｃａｓ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模型 ＤＣＧ＠ ５ ＤＣＧ＠ １０ ＤＣＧ＠ ２０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１．０７７ ２ １．６０５ １ １．９３２ ６

Ｄｏｃ２ｖｅｃ １．２０６ ８ １．８４４ ６ ２．３９６ ５

ＴＦ－ＩＤＦ １．４９８ ２ ２．２４１ ２ ３．１８９ ５

ＴＦ－ＩＤＦ＋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１．８９４ １ ２．７３４ ８ ４．０３８ ５

基于法律要素 ２．２６６ ５ ３．３１７ ４ ４．８５６ ５

表 ４　 某具体案例的相似案例推荐情况

Ｔａｂ． 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ｌｅｇａｌ ｃａｓ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ｓｅ

案情描述 法律条文 刑期

给定案件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４ 日 １９ 时许，被告人刘某在本市丰台区右外翠林一里 １ 号楼 １１０３ 号内，因琐事与被害人

兰某发生口角，后被告人刘某将被害人郎某打伤，致其左侧 ９－１１ 肋骨共三处骨折，经法医鉴定被害人

郎某的身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本案民事赔偿部分已和解解决，被告人刘某一次性赔偿被害人郎某

经济损失人民币五万元，被害人郎某对被告人刘某表示谅解。

［２３４，６７，
７２，７３，６１］

６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时 ５０ 分许，被告人王某伙同“四哥” （在逃）在本市海淀区红五星歌厅内因琐事

纠纷对被害人朱某进行殴打，致被害人朱某双侧鼻骨骨折，左侧额突骨折等伤，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被告人王某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经本院调解，被
告人王某赔偿被害人朱某因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２ 万元，被害人朱某对被告人王某的行为

表示谅解。

［２３４，６７］ ８

２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２２ 时许，被告人陆某在本市海淀区南平庄嘎子汽修厂门前路边，因琐事与被害人张

某（男，４１ 岁）发生纠纷，并用拳击打被害人鼻面部，致其左侧鼻骨骨折，左侧上颌额突骨折等伤，经鉴

定为轻伤二级。 被告人陆某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陆某在其亲属的协助下赔偿被害人现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并获对方谅解。

［２３４，６７，
７２，７３］

６

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８ 时许，被告人杨某在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阳路加油站对面仓库因琐事与刘某

（男，５１ 岁）发生口角并互殴。 其间，被告人杨某用拳头击打被害人刘某面部，致其右眶内壁、上臂骨折

等伤，经鉴定为轻伤一级。 被告人杨某经电话传唤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主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

犯罪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杨某已赔偿被害人刘某人民币 ３ 万元，被害人刘某表示谅解。

［２３４，６７，
７２，７３］

８

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被告人杨某 １ 在本市海淀区香山丰户营碧浪园歌厅内，因琐事与被害人杨某 ２（男，

５２ 岁）发生争执，后杨某 １ 用牙齿将被害人杨某 ２ 右手环指咬伤，致被害人右手环指近节指骨骨折，经
鉴定属轻伤二级。 被告人杨某 １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向公安机关投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被告人杨某 １ 赔偿被害人杨某 ２ 人民币 １．２ 万元，取得被害人谅解。

［２３４，６７，
７２，７３］

６

５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 １８ 时许，被告人于某在本市海淀区莲花桥东南角辅路路边，因行车纠纷与

被害人王某（女，３２ 岁）、吴某（男，３５ 岁）发生口角，遂用拳脚将被害人王某、吴某打伤，致被害人王某

左上中切牙冠根折，右上中切牙半脱位、头面部软组织损伤，经鉴定为轻伤二级；致被害人吴某头面部

软组织伤、头皮血肿、右侧胸肋部软组织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同年 ３ 月 ２１，被告人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被告人于某在家属的帮助下赔偿被害人王某、

吴某人民币 １１ 万元，双方达成和解。

［２３４，６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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