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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被誉为20世纪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之一，并将在新世纪
的网络经济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计算机学科的重要分支，人工智能将渗透到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各行各业，促进这些行业乃至计算
机软件产业本身的变革。
所以，让信息学科（尤其是计算机和自动化领域）和计算机应用密集的其他学科的研究生和本科高年
级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知识，已成为国内外许多高校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高水平、复合型
和创新型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浙江大学是国内最早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高校之一，并长期重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学
。
基于科研和教学实践的丰富积累，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信息学科和其他学科领域提高计算机应用
水平的重要工具。
从而，“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定位在使这些学科领域的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常识和
培养开发应用的初级能力，为他们将来在各自学科领域开拓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奠定基础。
为此，本书对“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内容作了大胆的革新，强调从工程应用的角度，深入浅出地系
统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技术，强化实用化介绍，并全面反映国内外研究和应用的新
进展。
全书分3个部分：绪论、基础篇和提高篇。
绪论即第一章，阐述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原则。
基础篇由5章构成，第二、三章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包括搜索、归约和逻辑推理
等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以及知识表示的理论和方法；第四、五、六章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应用，
包括基于知识的系统，自动规划和配置，以及机器学习和知识发现。
提高篇由七、八、九3章组成，旨在拓广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包括非单调推理、不确定推理、模
糊推理、神经网络等新型问题求解技术，与感知相关的机器视觉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以及Agent技术
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智能化。
本书前6章（即绪论和基础篇）适合于作为本科高年级学生的2学分课程；再加上后3章（即提高篇），
可作为研究生的3学分课程。
本书教学内容有以下特点：（1）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方法及技术清晰地划为两个方面：问题求
解的基本方法（第二章）和知识表示（第三章）；增加知识表示理论的阐述，并指出知识表示包括定
义符号结构和推理机制两个部分（3.1 节）；由此为学生独立设计KB（基于知识的）系统奠定方法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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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统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并反映了国
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
全书共9章，第一章阐述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概况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三章介绍人工智能
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包括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和知识表示；第四章到第六章讨论人工智能技术
的主要应用，包括：基于知识的系统、自动规划和配置、机器学习；第七章到第九章旨在拓广人工智
能的研究和应用，包括非单调推理和软计算、机器感知、Agent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
　　本书内容丰富，叙述脉络清晰，同时配有丰富的习题，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有关专业本科生
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也可与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项目中的“人工智能”课程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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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原则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一门正在发
展中的综合性前沿学科，它由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种学
科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目前尚处于技艺状态。
尽管建立关于智能的理论和让智能机器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是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但人工智能的生
命力却在于能以工程的形式得到实际应用。
自从1956年首次提出AI这一术语以来，在40多年的时间内，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面临过不少争论、困
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成功机遇，推动了人工智能学科迅速成长和壮大。
研究者们坚信，在21世纪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网络和知识经济中，人工智能技术将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和影响。
1.1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人工智能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著
作U-具论》中提出的形式逻辑和称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
自从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于17世纪提出用数学方法处理逻辑问题开始，数理逻辑和形式推
理的研究逐步形成新的学科，为人工智能学科的形成做了先驱工作。
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这些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人们发现，人的推理行为可以通过“基于简单的符号表示结构作运算”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
“谓词演算”这种形式推理方法。
然而在那个年代，研究人工智能尚缺乏有效的手段，正是现代计算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使人工智
能成为现实。
鉴于人工智能学科尚未达到成熟阶段，人们对智能和智能本质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目前尚难给人工
智能下确切和严格的定义。
顾名思义，可以说人工智能就是用人工方法在机器（计算机）上实现的智能，或称机器智能。
作为非正式的定义，人工智能研究如何用计算机来表示和执行人类的智能活动，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
推理、学习、思考和规划等思维活动，并解决需要人类的智力才能处理的复杂问题，如医疗诊断、管
理决策、下棋和自然语言理解等。
考虑到本书的目的是从工程应用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所以我们
不准备在这里讨论有关智能和智能本质的各种假设和观点。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多种人工智能课程教材的绪论中找到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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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基础》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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