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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国内外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
全书共分为16章，内容涉及到人工智能基本概念、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知识表示技术、搜索技术和问题
求解、确定性推理和不确定性推理、非标准逻辑、专家系统、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统计学习、遗传
算法和智能Agent、自然语言处理等几个方面。
每章后面均附有习题，以供读者练习。
本书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学科的整体结构，注重系统性、先进性、新颖性、实用性。
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条理清晰。
?    本书是为人工智能原理课程而编写的，同时也涵盖了国家学位委员会对同等学历人员申请计算机科
学技术专业硕士学位"人工智能考试大纲"的内容，可作为相关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在职研究生
的教材，也可以供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广大科技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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