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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计算agent基础》

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计算agent基础》讨论AI科学，它将AI作为智能计算Agent设计的研究课题。《人工智能:计
算agent基础》虽然设计为教科书，但它也适合广大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阅读。《人工智能:计算agent基
础》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其在线学习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工智能是作为一种严肃科学和工程学
科出现的。《人工智能:计算agent基础》提供了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第一手便利可用的领域综合资料
，对当今该领域的基础发展进行了展望。像任何名副其实的科学一样，AI具有条理分明、形式化的理
论和难以控制的实验。《人工智能:计算agent基础》均衡了理论和实验部分，并说明了如何将理论与实
验密切地联系起来，使科学与工程应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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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agent算法探讨，条理清晰，简单有趣
2、datalog的部分感觉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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