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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是一本面向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初学者的书，本书旨在帮助更多的读者朋友了

解、喜欢并进入到人工智能行业中来，因此作者试图从分析人工智能中的简单问题入手，一

步步地提出设想、分析方案以及实现方案，重温当年科研工作者的发现之路，让读者身临其

境式的感受算法设计思想，从而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方式也是对读者的基

础要求较少的，读者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了解算法的相关背景知识，体会到知

识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的，避免出现为了学习而学习的窘境。 

尽管作者试图将读者的基础要求降到最低，但是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正式化的

数学符号推导，其中涉及到少量的概率与统计、线性代数、微积分等数学知识，一般要求读

者对这些数学知识有初步印象或了解即可。比起理论基础，读者需要有少量的编程经验，特

别是 Python 语言编程经验，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本书更侧重于实用性，而不是堆砌公式。

总的来说，本书适合于大学三年级左右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其它对人工智能算法

感兴趣的朋友。 

本书共 15 章，大体上可分为 4 个部份：第 1~3章为第 1 部分，主要介绍人工智能的初

步认知，并引出相关问题；第 4~5 章为第 2 部分，主要介绍 TensorFlow 相关基础，为后续

算法实现铺垫；第 6~9章为第 3部分，主要介绍神经网络的核心理论和共性知识，让读者理

解深度学习的本质；第 10~15 章为模型算法应用部分，主要介绍常见的算法与模型，让读者

能够学有所用。 

在本书中编写时，很多英文词汇尚无法在业界找到一个共识翻译名，因此作者备注翻译

的英文原文，供读者参考，同时也方便读者日后阅读相关英文文献时，不至于感到陌生。 

尽管每天都有深度学习相关算法论文的发布，但是作者相信，深度学习的核心思想和基

础理论是共通的。本书已尽可能地涵盖其中基础、主流并且前沿的算法知识，但是仍然有很

多算法无法涵盖，读者学习完本书后，可以自行搜索相关方向的研究论文或资料，进一步学

习。 

深度学习是一个非常前沿和广袤的研究领域，鲜有人士能够对每一个研究方向都有深刻

的理解。作者自认才疏学浅，略懂皮毛，同时也限于时间和篇幅关系，难免出现理解偏差和

错缪之处，若能大方指出，作者将及时修正，不胜感激。 

 

龙龙老师 

2019 年 10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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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随着 Google 的 TensorFlow 2.0 正式版深度学习框架的发布，业界兴起了一股学习更易

上手，开发效果更高，使用更灵活的 TensorFlow 2.0 的热潮。 

为了让国人能够第一时间了解 TensorFlow 2.0 框架，尽管时间极为仓促，作者还是不遗

余力地完成了本书的草稿。可以预见地，本书会存在部分文字表达不准确，部分素材尚未创

作完成，甚至一些错误出现，因此本书以开源、免费地方式发布，希望一方面能够帮助大家

学习深度学习算法，另一方面也能汇集众人的力量，修正测试版中的谬误之处，让本书变得

更为完善。 

本书虽然免费开放电子版，供个人学习使用，但是未经许可，不能用于任何个人或者企

业的商业用途，违法盗版和销售，必究其法律责任。 

 

龙龙老师 

2019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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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套 资 源 

 

 

❑ 提交错误或者修改等反馈意见，请在 Github Issues 页面提交： 

 

https://github.com/dragen1860/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book/issues 

 

❑ 本书主页，以及源代码，电子书下载，正式版也会在此同步更新： 

https://github.com/dragen1860/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book 

 

❑ TensorFlow 2.0 实战案例： 

https://github.com/dragen1860/TensorFlow-2.x-Tutorials 

 

❑ 联系邮箱(一般问题建议 Github issues 交流)：liangqu.long AT gmail.com 

 

❑ 配套视频课程(收费，提供答疑等全方位服务，适合初学者)： 

 

深度学习与 TensorFlow 入门实战 深度学习与 PyTorch 入门实战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

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

7407&courseId=1209092816&_trace_c

_p_k2_=9e74eb6f891d47cfaa6f00b5cb

5f617c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

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

courseId=1208894818&_trace_c_p_k2_=8

d1b10e04bd34d69855bb71da65b0549 

 

https://github.com/dragen1860/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book/issues
https://github.com/dragen1860/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book
https://github.com/dragen1860/TensorFlow-2.x-Tutorials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9092816&_trace_c_p_k2_=9e74eb6f891d47cfaa6f00b5cb5f617c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9092816&_trace_c_p_k2_=9e74eb6f891d47cfaa6f00b5cb5f617c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9092816&_trace_c_p_k2_=9e74eb6f891d47cfaa6f00b5cb5f617c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9092816&_trace_c_p_k2_=9e74eb6f891d47cfaa6f00b5cb5f617c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9092816&_trace_c_p_k2_=9e74eb6f891d47cfaa6f00b5cb5f617c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8894818&_trace_c_p_k2_=8d1b10e04bd34d69855bb71da65b0549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8894818&_trace_c_p_k2_=8d1b10e04bd34d69855bb71da65b0549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8894818&_trace_c_p_k2_=8d1b10e04bd34d69855bb71da65b0549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rseMain.htm?share=2&shareId=480000001847407&courseId=1208894818&_trace_c_p_k2_=8d1b10e04bd34d69855bb71da65b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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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绪论 

 

我们需要的是一台可以从经验中学习的机器。 

−阿兰·图灵 

 

1.1 人工智能 

信息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智能家居等技术的普及

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编程的方式，人类可以将提前设计好的交互逻辑交给

机器重复且快速地执行，从而将人类从简单枯燥的重复劳动工作中解脱出来。但是对于需

要较高智能水平的任务，如人脸识别、聊天机器人、自动驾驶等任务，很难设计明确的逻

辑规则，传统的编程方式显得力不从心，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是有

望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技术。 

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崛起，人工智能在部分任务上取得了类人甚至超人的智力水平，

如围棋上 AlphaGo 智能程序已经击败人类最强围棋专家之一柯洁，在 Dota2 游戏上

OpenAI Five 智能程序击败冠军队伍 OG，同时人脸识别、智能语音、机器翻译等一项项实

用的技术已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现在我们的生活处处被人工智能所环绕，尽管目

前能达到的智能水平离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 AGI)还有一段距

离，我们仍坚定地相信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 

1.1.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让机器获得像人类一样具有思考和推理机制的智能技术，这一概念最早出

现在 1956 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上。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人类目前尚无法对人脑

的工作机制有全面、科学的认知，希望能制造达到人脑水平的智能机器无疑是难于上青

天。即使如此，在某个方面呈现出类似、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智能水平的机器被证明是可行

的。 

怎么实现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广袤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每

个阶段都代表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实现人工智能的探索足迹。早期，人们试图通过总

结、归纳出一些逻辑规则，并将逻辑规则以计算机程序的方式实现，来开发出智能系统。

但是这种显式的规则往往过于简单，并且很难表达复杂、抽象的概念和规则。这一阶段被

称为推理期。 

1970 年代，科学家们尝试通过知识库加推理的方式解决人工智能，通过构建庞大复杂

的专家系统来模拟人类专家的智能水平。这些明确指定规则的方式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

就是很多复杂、抽象的概念无法用具体的代码实现。比如人类对图片的识别、对语言的理

解过程，根本无法通过既定规则模拟。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一门通过让机器自动从数据中

学习规则的研究学科诞生了，称为机器学习，并在 1980 年代成为人工智能中的热门学科。 

在机器学习中，有一门通过神经网络来学习复杂、抽象逻辑的方向，称为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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