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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Web算法》

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了五类重要的智能算法：搜索、推荐、聚类、分类和分类器组合，并结合具体的案例讨论了
它们在Web应用中的角色及要注意的问题。除了第1章的概要性介绍以及第7章对所有技术的整合应用
外，第2～6章以代码示例的形式分别对这五类算法进行了介绍。
本书面向的是广大普通读者，特别是对算法感兴趣的工程师与学生，所以对于读者的知识背景并没有
过多的要求。本书中的例子和思想应用广泛，所以对于希望从业务角度更好地理解有关技术的技术经
理、产品经理和管理层来说，本书也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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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算法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步骤。为实现有价值的Web应用（如推荐引擎、智能化搜索、内容组织系统
等），本书提供了清晰的、精心组织过的算法模式。利用这些技术，你可以捕获用户原始而重要的信
息，并把它们应用于实践中以获取相应的收益。    用户数据中包含大量有价值的关联信息，它们往往
无法通过人工观察而直观地获取，对于希望从这些数据中挖掘信息的Web开发者来说，玛若曼尼斯、
巴宾寇编著的《智能Web算法》是一本很好的手册。作者作为一名Web开发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加上多年来对机器学习领域技术的专研，使得本书对技术的解释清晰明了，读者可快速将其用于解
决自己的问题。同时，本书提供的Java程序展示了如何搭建一个智能的应用，以及如何从用户的行为
中进行学习，这是一笔现成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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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呵呵。这本书介绍了很多方面的算法。值得一看。
2、书真心是好书。但是封面刮破半厘米的口子。
3、书中的代码完全没必要。
4、翻译的一塌糊涂
5、去年年底看的，当时看了一半，是好书，以后慢慢啃。
6、全是代码，不喜欢这样大段大段贴代码的书。
7、书本质量不鏎
8、偏重于实践
9、作为web数据挖掘不错的入门读物
10、对我来说开始阅读就是一个错误，坚持阅读下去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前150页左右尚在自己熟悉的范围之内，第一次真正观摩了rankpage和贝叶斯，认真阅读及理解书中代
码，但是到了聚合，分类开始大量未知的概念涌现，一下子不知所措，跳过了大量实现细节，吸收了
一下基础的概念算是此次阅读的目标吧。
ps 附录中关于自然语言处理部分提供了不错的参考
11、个人觉得这本书写得实在不怎么样，译序中比较推崇作者大量使用代码而不使用公式的叙述方法
，但在我看来一些零散的代码片断远不如一个公式来的简洁，易懂——其实这些公式并不涉及多么高
深的数学知识，比如内积。我想，如果使用公式的话，这本书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篇幅。

除去叙述风格外，我觉得书中所蕴含的知识也比较浅，各个算法都是点到为止。个人更推荐《大数据
：互联网大规模数据挖掘与分布式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的水平确实很高，在我看过的译作中可算上乘！
12、很早买了，这次翻了翻。
13、写的太差了。不过我第一次知道 PageRank 的细节是通过这本书。
14、看看可以完全的颠覆传统的对数据库增删改操作的过程。
主要讲了以下四点web智能应用：搜索引擎，推荐系统，事物分组，分类器
15、难度较低，适合入门！ 
16、书虽然看起来很厚，但是只有350来页，中间还有大量可有可无的代码，所以实际内容不是很多，
涉及到的东西也基本点到为止，只适合做些web数据挖掘的了解了
17、给老公买的工具书，还不错
18、很浅显
19、难得的一本web算法人们的好书
20、本书带的代码很值得一看。。
21、但是纸张也太对不起书的内容了吧
22、对于我这种智商的人，入门还是挺好的。。。
23、个人觉得一般，看完《集体智慧编程》再比较
24、数据挖掘入门读物，通俗易懂，没深度
25、书不错，里边主要是java实现，智能算法讲的也很不错，比较推荐。
26、这本书比较不错，慢慢看，细细品。
27、很一般
28、很有用，常用算法都有介绍，学习中。
29、主要的WEB应用算法都涉及到了
30、其它的不说了，难得一见的好书
31、尚未看，感觉挺多算法知识的，同志任需努力
32、纸张好差。。
33、太过强调java代码而忽略了对算法本身的分析，中规中矩。
34、搜索，推荐，聚类和分类算法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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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纸张不错，拿起来很轻。
还只看了序言，译者对学习方法很有心得
36、封面的设计很外国人文色彩
37、内容新颖，翻译还有待提高
38、我的专业需要这个，希望能有用
39、主要的WEB应用算法都涉及到了，值得细读
40、像个概论，代码太多反倒影响了阅读体验。有些东西还是要用数学公式的
41、买本看看，web编程不再是增删改。
42、对于智能web来说，算法的选择很重要
43、需要有一定的算法基础才能看哦
44、不错的书，只是还没有看
45、算法讲的听深入，不错
46、实用，有例子
47、里面的内容比较一般
48、刚收到书，大致翻了一下，应该很对胃口
49、搜索、推荐、聚类、分类等种种技术比较全面而先进，但缺乏理论分析，而通篇Java代码让人头
疼。
50、读起来真心吃力。
51、全书只认真读了贝叶斯一章，自己实现了个分类器，里面居然有个公式错了。纸张很不好，像盗
版的，翻译的也一般。比较好的是有代码。
52、通俗易懂，读完之后对于智能Web应用的开发，已经小有所成了
53、书真的挺好的，适合网络挖掘入门者学习与收藏。
54、翻了下，感觉挺好的，只是自己还木有时间深入的看
55、比较适合初学者看，尤其是对着作者写的源代码看，收获更大。
56、比较失望，堆砌了太多代码，而且很多不是算法代码，而是调用算法的代码⋯⋯
57、这本书看完更混乱了。。可能太旧了。
58、偏实践类书籍。
59、有点罗嗦
60、和我想的不太一样，貌似是我想差了，不过内容还不错。
61、智能技术的入门书，还有不少的网络资源，喜欢。
62、算是对数据挖掘有个了解吧。以后会复习。
63、书刚到，还没看，感觉还行！！
64、介绍的很清楚，值得看
65、很不错，可惜本人水平有限，看得不太懂。翻译的质量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66、一句话，本书介绍的技术可操作性强。很适合对搜索引擎感兴趣的朋友。
67、有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看这个可能比较轻松，没有相关经验可能看起来比较难。
68、这本书写得不错，值得一看。
69、给程序员的机器学习API说明书
70、这本书适合之前没有过相关经验，然后需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一个智能系统的人。这各系统只是
模型，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
71、算法很重要，经典
72、结构清晰，层层递进，读起来很顺畅。
73、用beanshell简直上世纪
74、我只想说这是一本有用的书
75、我上午下的订单，晚上就拿到书了，很棒的物流。
书质量也不错，很好的初级启蒙式读本
76、搭配集体智慧编程阅读，了解计算机如何实现人工智能的入门书籍。两本书刻意回避数学公式，
不过作为替代是通过代码呈现的，两者都不太感冒说不上好坏。吐槽下书中引用Aristotle的话，“We
are what we repeatedly do. Excellence, then is not an act but a habit.”诶 不是Will Durant写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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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高级程序员必要书籍
78、数据挖掘算法了解更多了，之前做lbs的数据挖掘时收获很大。。
79、好书一本
80、这本书内容上比较容易懂，不想一般的翻译过来的书那样晦涩和恶心，但是在阅读本书之前建议
先读一下《Lucene in Action》或者其他有关Lucene的书籍。
81、很好，比较深入，细节也不错
82、很不错，阿稳翻译的，看看！
83、人工智能的书很少
84、只有思想，没有算法，看过了，也没留下多少东西。
85、内容丰富，浅显易懂，文笔还行啊~
86、图书馆借的书，挺不错的，仔细看过里面的推荐系统的部分。
87、可能过于注重实现了，理论上很不系统。
88、非常不错的入门书。重要的是理解书中提到的思想。
89、对于初学者来说，看完此书，会对搜索，智能推荐有明显的认识和提高。书中，还有核心算法的
部分实现。对于想继续钻研此领域的人来说，是本好书
90、还可以
91、这本书还不错，但是代码占篇幅较多，可以作为一本不错的概述型书。
92、参考～
93、算法很全。
94、研究这方面内容，看上去不错，希望有所收获~~
95、整体脉络还是不错的，有大把的代码例子，其实这些例子仅仅也就是个示例而已，方便理解原理
，但有的地方关键代码居然展示不全，感觉这些代码 的作用有限，和线上的使用相距甚远，又何必占
用那么多篇幅，画个好点的图效果更好，有些地方也是一笔带过。。。。 
96、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很好
97、推荐算法部分的内容太单薄，离我的要求太远。
98、感觉一般般，唉，我有点吹毛求疵了
99、代码较多, 图较少, 对于没有相关背景的人来说有点难以理解; 只能用来普及一下概念, 真正想弄明
白还是得实践. PS: 分类部分需要实践一下...
100、虽然基础，但是学到很多
101、入门还是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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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有朋友对构建本书中的代码运行环境有疑问，特别准备了一点介绍，为了格式上的方便，请访问
这里：http://gossipcoder.com/?p=842
2、可以作为智能算法学习的起点，覆盖了搜索、推荐、聚类、分类等领域，有大量实用的示例代码
，提供了很多扩展阅读的资源，以此为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循序渐进的深入智能算法的领域。不足之处
：书中代码的部分常常没有事先说明思路，直接先上代码，而代码中琐碎无关的部分，以及排版格式
影响了阅读效果。个人认为书中通过伪码+文字说明算法的精髓就可以了，细节的部分自己去看代码
，这样会更好
3、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这本书，说说感受。1. 先说这本书的适用人群，在译者序里
说是学生和需要梳理的工作者，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最佳的订位，应该是之前没有过相关经验，然
后需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一个智能系统的人。因为本书把所有的知识简单化，当然随之的也是把所有
的知识最浅化，如果完全采用本书的知识，搭建的应该是一个最初步的智能Web模型，看清，是模型
。2.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用Java语言，而非Python or 伪码写的算法书，即便所有语言中，我的C#是最熟
的，也不得不说如C#/Java语言真的不适合写这类算法书籍，这类语言过度地纠缠于代码结构，而本书
更是过度地强调代码的组织，类的层次，而忽略了算法本身，全书像是一个开源项目的讲解，而且没
有重点，这是我认为全书，也是相比于《集体智慧编程》最大的败笔。当然，如果您想快速搭建网站
，上面的代码也许都是可用的，而不需要重写，这也许是一个差异化竞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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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