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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收获

• 预期收获

– 1.了解自然语言处理可解释性目的和意义

– 2.了解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常用可解释性方法

– 3.了解可解释性在法律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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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 什么是可解释性？

– NLP系统输出的结果，应该符合基本的语言学规律，

符合领域知识的预期，可以用语言学的术语和业务

领域的语言进行解释。

– 让模型说人话

• 为什么需要可解释性？

– 模型性能指标（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等），会随着

数据集不同或时间推移而发生漂移，性能发生变化。

– 对模型判断结果有更好的理解

– 帮助用户信任AI

– 向AI学习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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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

• NLP可解释性，从哪里来？

– 主要集中在深度学习模型的可视化上

– 必须基于语言特征， NLP的可解释性应该与我们的语言直觉相一致，从模型、算

法的输入，到每个处理环节，再到最终的输出，都可以用基本的语言特征和语言

结构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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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

• 与领域知识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 可解释性和应用场景强相关。应用场景的知识，决定着NLP的需求边界、任务类型、

结果预期等内容。

– 取件延误

• 取件的人怎么还不来？

• 两个小时都过了还没有来取件。

– 啤酒与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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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

• 可解释性研究角度

– nlp算法可解释性

• 对算法过程的去魅，揭示算法过程中的逻辑性

• 揭示中间过程所产生的特征的相关性、具体参数值对结果的影响。

– 处理结果的可解释性

• 承认算法过程是个黑盒子，对输出结果的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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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

• 可解释性方法

– 建模之前的可解释性

• 数据可视化

• 探索性质的数据分析

– 建立本身具有可解释性的模型

• 基于规则的方法

• 基于单个特征的方法

• 基于实例的方法

– 建模之后使用可解释性方法对模型作出解释

• 隐层分析法

• 敏感性分析法

• 代替/替代模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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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课题引入

• 案件文本分析

– 罪名预测

– 相似案例匹配

– 链接：https://www.isclab.org.cn/2020/03/29/案件文本分析/

• CAIL比赛说明

• 案件文本任务分析

• 基础模型框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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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sclab.org.cn/2020/03/29/案件文本分析/


基本思路-课题引入

• 裁决文书要素

a. 原被告信息

b. 案件事实描述

c. 依据法条

d. 判决罪名

e. 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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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算法原理



算法原理

• 自省解释模型

– 解释模型如何确定其最终输出。

– 考虑罪名和法条的高度相关性，引入法条信息来提高罪名预测的准确性，同时法

条也可以被视为对罪名预测的一种可解释性。

• 生成解释信息模型

– 生成一些句子或词语，作为支撑系统预测结果的相关依据。

– 根据案件的事实描述和给定的罪名标签来生成法院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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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释的Rationable增强罪名预测系统 算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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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模型自动判决只给出最终结果而不提供任何解释

C 自行构建数据集以及基本原理标注库

D 基本原理无标注语料库，且基本原理粒度难以掌握

L COLING2018

T 提高罪名预测系统可解释性，自动生成法律文档

I 自行构建17万份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

P
1.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提取事实描述中的基本原理
2. 基本原理融入分类模型
3. 分类预测

O 法律文档罪名预测+可解释性内容



算法原理

• 处理过程

– 首先使用深度强化学习方法来提取事实描述中的rationales（基本原理/解释/依

据），rationales意味着从输入文本中提取简短且具有决定性的文字片段。然后将

rationales信息融入到分类模型中，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 模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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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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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法律属性的相似案例匹配 算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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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模型预测只给出最终结果而不提供任何解释，且现有算
法准确率较低

C
匹配规则自行制定，要素提取引入外部数据进行模型预
训练，输入数据为三元组（A,B,C）

D 规则匹配正则表达式构建，法律文书长度过长

L IJCNN2020

T
从候选文书中匹配到与目标文书更相似的文书+解释性说
明

I CAIL2019 相似案例匹配数据集

P

1. 原始数据的规则匹配
2. 原始数据要素提取
3. 数据拼接
4. 结果预测

O 相似文书+解释性说明



规则匹配

• 人工标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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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匹配

• 规则匹配方案

– 原被告数量和类型：法定代表人、自然人

– 担保类型：无担保、抵押、担保

– 年利率：0、24%、36%

– 支付方式：微信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行转账、手机银行、现金

– 还款情况：已偿还、未偿还、部分偿还

– 借款证据：合同、协议、收据、流水、担保、抵押、微信、短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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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算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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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注意力权重𝑒𝑖𝑗

𝑒𝑖𝑗 = 𝑎𝑖
𝑇 . 𝑏𝑗

• 语义相关矩阵：Softmax函数归一化权重，将语义相关矩阵映射到（0, 1）

𝛼𝑖𝑗
𝑎 =

exp(𝜖𝑖𝑗)

σ
𝑘=0

𝑙𝑏 exp(𝜖𝑖𝑘)
𝛼𝑖𝑗
𝑏 =

exp(𝜖𝑖𝑗)

σ
𝑘=0
𝑙𝑎 exp(𝜖𝑘𝑗)

• 计算语义相关性（bj的内容与a的相关性）

𝑎𝑖 = 

𝑗=0

𝑙𝑏

𝛼𝑖𝑗
𝑎 ത𝑏𝑗 , ∀i ∈ 0,… . , 𝑙𝑎 ෨𝑏𝑗 = 

𝑖=0

𝑙𝑎

𝛼𝑖𝑗
𝑏 ത𝑎𝑗 , ∀j ∈ [0, … . , 𝑙𝑏]

• 拼接矩阵：差与积

𝑚𝑎= [ത𝑎; 𝑎; ത𝑎 − 𝑎; ത𝑎 ⊙ 𝑎] 𝑚𝑏 = [ത𝑏; ෨𝑏; ത𝑏 − ෨𝑏; ത𝑏 ⊙ ෨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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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 模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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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Valid Test

Baseline BERT
LSTM
CNN

61.93
62.00
62.27

67.32
68.00
69.53

Our Baseline BERT
LSTM
CNN

64.53
64.33
64.73

65.59
66.34
67.25

Best Score 11.2yuan
Backward

AlphaCourt

66.73
67.73
70.07

72.07
71.81
72.66

Our Method LFESM 70.01 74.15



缺陷与不足

• 获取更多的法律属性信息

– 由于正则表达式的限制，现有法律属性难以完全且准确的匹配到全部关键信息；

– 某些信息难以形成正则表达式；

• 法律文书长度限制

– BERT模型只能处理512字符以下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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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方法

• 规则匹配扩充及修改

• 关键要素识别模块

– 应用其他领域数据集和模型，对该任务的数据集输入进行扩充

– 与规则匹配进行特征互补

• 交互层的修改

– 特征交互层更换更深层次的特征交互模块

24



改进方法

• 关键要素

– 债权人转让债权，借款金额x万元，有借贷证明，贷款人系金融机构，返还借款，

公司|单位|其他组织借款，连带保证，催告还款，支付利息

– 订立保证合同，有书面还款承诺，担保合同无效|撤销|解除

– 拒绝履行偿还，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质押人系公

– 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多人借款，债务人转让债务，约定利率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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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总结

应用总结



应用总结

• 算法的应用领域

– 智慧法庭，辅助判案

– 法律检索，类案匹配

• 未来工作

– 更大的数据集，更多的文书种类

– 实现类案推送等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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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

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

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

亡者，寿。

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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