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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本书，还要追溯到2010年3月份的ResysChina推荐系统大会。
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了刘江老师。
刘老师看过我之前写的一些推荐系统方面的博客，希望我能总结总结，写本简单的书。
当时国内还没有推荐系统方面的书，而国外已经有这方面的专业书了，因此图灵公司很想出版一本介
绍推荐系统的书。
所以，去年7月博士毕业时，我感觉有时间可以总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了，于是准备开始写这本书。
　　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下面几个。
首先，从个人角度讲，虽然写博士论文时已经总结了读博期间在推荐系统方面的工作，但并没有全部
涉及整个推荐系统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很希望通过写作这本书全面地阅读一下相关的文献，并在此基
础上总结一下推荐系统各个方面的发展现状，供大家参考。
其次，最近几年从事推荐系统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中有些原来是工程师，对机器学习和数据挖
掘不太了解，有些是在校学生，虽然对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有所了解，却对业界如何实现推荐系统不
太清楚。
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本书让工程师了解推荐系统的相关算法，让学生了解如何将自己了解的算法实
现到一个真实的工业系统中去。
　　一般认为，推荐系统这个研究领域源于协同过滤算法的提出。
这么说来，推荐系统诞生快20年了。
这期间，很多学者和公司对推荐系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种各样的推荐算法也层出不穷
。
本书希望将这20年间诞生的典型方法进行总结。
但由于方法太多，这些方法的归类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比如，可以按照数据分成协同过滤、内容过滤、社会化过滤，也可以按照算法分成基于邻域的算法、
基于图的算法、基于矩阵分解或者概率模型的算法。
为了方便读者入门，本书基本采用数据分类的方法，每一章都介绍了一种可以用于推荐系统设计的、
新类型的用户数据，然后介绍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利用该数据，最后在公开数据集上评测这些方法。
当然，不是所有数据都有公开的数据集，并且不是所有算法都可以进行离线评测。
因此，在遇到没有数据集或无法进行离线评测的问题时，本书引用了一些著名学者的实验结果来说明
各种方法的效果。
　　为了使本书同时适合工程师和在校学生阅读，本书在写作中同时使用了两种介绍方法。
一种是利用公式，这样方便有一些理论基础的同学很快明白算法的含义。
另一种是利用代码，这样可以方便工程师迅速了解算法的含义。
不过因为本人是学生出身，工程经验还不是特别足，所以有些代码写得不是那么完美，还请工程师们
海涵。
　　本书一开始写的时候有3位作者，除了我之外还有豆瓣的陈义和腾讯的王益。
他们两位都是这方面的前辈，在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但因为二位工作实在太繁忙，所以本书主要由我操刀。
但书中的很多论述融合了大家的思想和经验，是我们很多次讨论的结果。
因此在这里感谢王益和陈义二位合作者，虽然二位没有动笔，但对这本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次，还要感谢吴军老师和谷文栋为本书作序。
感谢谷文栋、稳国柱、张夏天各自审阅了书中部分内容，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感谢我在Hulu的同事郑华和李航，郑华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完成这本书，对这本书能够按时出版功不可
没，而李航审阅了书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照顾，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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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推荐系统实践》通过大量代码和图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和推荐系统有关的理论基础，介绍了评价推
荐系统优劣的各种标准(比如覆盖率、满意度)和方法(比如AB
测试)，总结了当今互联网领域中各种和推荐有关的产品和服务。
另外，本书为有兴趣开发推荐系统的读者给出了设计和实现推荐系统的方法与技巧，并解答了在真实
场景中应用推荐技术时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推荐系统实践》适合对推荐技术感兴趣的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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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众所周知，为了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已经有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出了很多天
才的解决方案，其中代表性的解决方案是分类目录和搜索引擎。
而这两种解决方案分别催生了互联网领域的两家著名公司——雅虎和谷歌。
著名的互联网公司雅虎凭借分类目录起家，而现在比较著名的分类目录网站还有国外的DMOZ、国内
的Hao123等。
这些目录将著名的网站分门别类，从而方便用户根据类别查找网站。
但是随着互联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分类目录网站也只能覆盖少量的热门网站，越来越不能满足用户的
需求。
因此，搜索引擎诞生了。
以谷歌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可以让用户通过搜索关键词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但是，搜索引擎需要用户主动提供准确的关键词来寻找信息，因此不能解决用户的很多其他需求，比
如当用户无法找到准确描述自己需求的关键词时，搜索引擎就无能为力了。
和搜索引擎一样，推荐系统也是一种帮助用户快速发现有用信息的工具。
和搜索引擎不同的是，推荐系统不需要用户提供明确的需求，而是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给用户的
兴趣建模，从而主动给用户推荐能够满足他们兴趣和需求的信息。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推荐系统和搜索引擎对于用户来说是两个互补的工具。
搜索引擎满足了用户有明确目的时的主动查找需求，而推荐系统能够在用户没有明确目的的时候帮助
他们发现感兴趣的新内容。
 从物品的角度出发，推荐系统可以更好地发掘物品的长尾（long tail）。
美国《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在2004年发表了“The Long Tail”（长尾）一文并于2006年出版了
《长尾理论》一书。
该书指出，传统的80／20原则（80%的销售额来自于20％的热门品牌）在互联网的加入下会受到挑战
。
互联网条件下，由于货架成本极端低廉，电子商务网站往往能出售比传统零售店更多的商品。
虽然这些商品绝大多数都不热门，但与传统零售业相比，这些不热门的商品数量极其庞大，因此这些
长尾商品的总销售额将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也许会超过热门商品（即主流商品）带来的销售额。
主流商品往往代表了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而长尾商品往往代表了一小部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因此，如果要通过发掘长尾提高销售额，就必须充分研究用户的兴趣，而这正是个性化推荐系统主要
解决的问题。
推荐系统通过发掘用户的行为，找到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将长尾商品准确地推荐给需要它的用户
，帮助用户发现那些他们感兴趣但很难发现的商品。
 要了解推荐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可以先回顾一下现实社会中用户面对很多选择时做决定的过程。
仍然以看电影为例，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如下方式决定最终看什么电影。
 向朋友咨询。
我们也许会打开聊天工具，找几个经常看电影的好朋友，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电影可以推荐。
甚至，我们可以打开微博，发表一句“我要看电影”，然后等待热心人推荐电影。
这种方式在推荐系统中称为社会化推荐（social recommendation），即让好友给自己推荐物品。
 我们一般都有喜欢的演员和导演，有些人可能会打开搜索引擎，输入自己喜欢的演员名，然后看看返
回结果中还有什么电影是自己没有看过的。
比如我非常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于是就去豆瓣搜索周星驰，发现他早年的一部电影我还没看过，于是
就会看一看。
这种方式是寻找和自己之前看过的电影在内容上相似的电影。
推荐系统可以将上述过程自动化，通过分析用户曾经看过的电影找到用户喜欢的演员和导演，然后给
用户推荐这些演员或者导演的其他电影。
这种推荐方式在推荐系统中称为基于内容的推荐（content-based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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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能查看排行榜，比如著名的IMDB电影排行榜，看看别人都在看什么电影，别人都喜欢什么
电影，然后找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观看。
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扩展：如果能找到和自己历史兴趣相似的一群用户，看看他们最近在看什么电影
，那么结果可能比宽泛的热门排行榜更能符合自己的兴趣。
这种方式称为基于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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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工程师大都喜欢‘In Action’型的书籍，但这并非‘又一本’工具型的‘In Action’读物，透
过它你将涉足现代互联网公司孜孜以求的用户核心价值所在——个性化服务。
也许一次全新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
”　　——阿稳，豆瓣资深算法工程师　　“作者结合了多年的推荐系统理论研究和在Hulu的具体实
践经验，汲取精华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示给读者。
无论是对于刚入门的新手还是推荐领域的老兵，这本书都是不可多得的必备参考，在此我诚挚地向大
家推荐它。
”　　——郑华， Hulu资深软件开发主管　　“2009年8月，我和项亮一起发起了 Resys China——一
个面向推荐系统领域的专业社区。
在组织 Resys China 业内分享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迫切感受到，出版《推荐系统实践》这样一本传授实
战经验的书籍，对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是多么必要。
项亮作为国内推荐系统领域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家，把最具实用价值的推荐技术进行了系统整理
，深入浅出地呈现到读者面前。
作为一本主要面向业内人员的技术书籍，这点尤其难能可贵。
个性化推荐技术是最具人文关怀的技术之一，它尊重个体，相信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在这个以‘
人’为中心的社会化时代，它的兴起与发扬光大只是时间问题。
我与项亮相识，是因为对推荐技术的热爱，希望借助此书，可以让更多的人成为朋友。
”　　——谷文栋，个性化推荐社区Resys China发起人　　“从大家经常使用的相关搜索、话题推荐
、电子商务的各种产品推荐，到社交网络上的交友推荐等，推荐系统在今天互联网的产品和应用中被
广泛采用。
但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书系统地从理论上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述。
《推荐系统实践》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
”　　——吴军，腾讯副总裁，《数学之美》和《浪潮之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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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推荐系统实践》适合对推荐技术感兴趣的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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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工程师大都喜欢‘In Action’型的书籍，但这并非‘又一本’工具型的‘In Action’读物，透过它
你将涉足现代互联网公司孜孜以求的用户核心价值所在——个性化服务。
也许一次全新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
” ——阿稳，豆瓣资深算法工程师 “作者结合了多年的推荐系统理论研究和在Hulu的具体实践经验
，汲取精华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示给读者。
无论是对于刚入门的新手还是推荐领域的老兵，这本书都是不可多得的必备参考，在此我诚挚地向大
家推荐它。
” ——郑华，Hulu资深软件开发主管 “2009年8月，我和项亮一起发起了Resys China——一个面向推
荐系统领域的专业社区。
在组织Resys China业内分享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迫切感受到，出版《推荐系统实践》这样一本传授实
战经验的书籍，对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是多么必要。
项亮作为国内推荐系统领域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家，把最具实用价值的推荐技术进行了系统整理
，深入浅出地呈现到读者面前。
作为一本主要面向业内人员的技术书籍，这点尤其难能可贵。
个性化推荐技术是最具人文关怀的技术之一，它尊重个体，相信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在这个以‘
人’为中心的社会化时代，它的兴起与发扬光大只是时间问题。
我与项亮相识，是因为对推荐技术的热爱，希望借助此书，可以让更多的人成为朋友。
” ——谷文栋，个性化推荐社区Resys China发起人 “从大家经常使用的相关搜索、话题推荐、电子商
务的各种产品推荐，到社交网络上的交友推荐等，推荐系统在今天互联网的产品和应用中被广泛采用
。
但是。
至今还没有一本书系统地从理论上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述。
《推荐系统实践》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
” ——吴军，腾讯副总裁，《数学之美》和《浪潮之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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