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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
到目前为止，计算机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其创始者的想象。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应用面越来越广，应用领域也从单纯的科学计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从工业、国防、医疗、教育、娱乐直至人们的日常生活，计算机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计算机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地位并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原因在于其高速的计算能力、庞大的存储
能力以及友好灵活的用户界面。
而这些新技术及其应用有赖于研究人员多年不懈的努力。
学术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也是技术发展的动力。
自1992年起，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促进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推动
计算机科技著作的出版，设立了“计算机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将资助出版的著作列为中国计算机
学会的学术著作丛书。
时至今日，本套丛书已出版学术专著近50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有的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有的则奠定了一类学术研究的基础。
中国计算机学会一直将学术著作的出版作为学会的一项主要工作。
本届理事会将秉承这一传统，继续大力支持本套丛书的出版，鼓励科技工作者写出更多的优秀学术著
作，多出好书，多出精品，为提高我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
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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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也是近年来计算机科学中最活跃的研究分支之一。
目前，机器学习技术不仅在计算机科学的众多领域中大显身手，还成为一些交叉学科的重要支撑技术
。
本书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文，以综述的形式介绍机器学习中一些领域的研究进展。
全书共分10章，内容涉及正则化、Boosting、聚类分析、因果发现、维数削减、强化学习、迁移学习、
流形学习、多示例多标记学习等。
    本书可供计算机、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教师、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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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1 引言 “学习”是人类以及各种动物与生俱有的最基本的能力，自从人们
试图在计算机上表现，人类智能之日起，“学习”自然就成为研究的主要问题。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了将这种在计算机上表现的学习与人类的学习相区别，特为其取了
一个新术语——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加在“学习”之前的“机器”二字，也许缘于如果将“人工智能”的“人工（artificial）”平行移植到
“学习”之前，成为“人工学习”，不足以表示“令计算机学习”的本意，且可能与其他什么意思相
混淆，因此，将当时欧洲流行的“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的“机器”移植到这个研究领域
作为代名词，更为确切。
考证其由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仅仅是想告诉读者，“机器学习”这个术语的起源，是来自人
工智能的研究。
而在机器学习之前再加上“统计”，变为“统计机器学习（statistical machine learning）”，则是统计学
家Vapnik的建议。
大多数机器学习研究者并没有关注这个变化，因_为在机器学习的发展历史中（包括模式识别基础）
，基于统计的学习一直是其研究的一个方面，尽管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这类研究在人工智能领域曾
经中断过，但是，它一直是模式识别基础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特别是，自从1986年多层感知机给出
了解决线性不可分问题的一个非线性算法方案之后，这类研究重新兴起。
然而，研究者使用“人工神经网络”代替“机器学习”，也许是这类问题的研究者希望与人工智能研
究相区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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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器学习及其应用2009》：中国计算机学会学术著作丛书·知识科学系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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