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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

人工智能

这章我们介绍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毕竟这两个词太火了!我们一样是要弄清楚它

们的定义+之间的区别以及怎么通过去解释人工智能提升自己的价值"同时!还要介绍今

后我们可能常会用到的一些方法!比如神经网络+贝叶斯+马尔可夫+自然语言处理等"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人工智能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

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

DI+)()-)D@)*+,@@)

B

,*-,

!

;5

'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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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三大尖端技术&人工智能+基因

工程+纳米科学'之一!近几年来飞速发展!互联网科技巨头和无数中小创业公司投身其

中!越来越多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始渐渐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先举几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

导航几乎是我们开车出行的必备应用之一!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基础!是一种典型

的地图人工智能化"在车里打开导航时!地图采集设备自动识别景物和道路特征定位你

所处的位置!提取建筑轮廓并绘制形状!根据道路图形标牌+电子眼+警示牌等自动挖掘出

过期或新增的信息点以及道路变化!并且根据道路实时路况计算规划出最优出行路径等"

导航的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参与!机器根据算法和数据智能化输出结果!是离我们最近的

人工智能应用之一"

信息获取是我们的基础需求之一!百度搜索和今日头条个性化推荐就是人工智能在

信息分发领域的实际应用"经过深度学习的机器基于大数据根据你的检索关键词或者个

人属性+行为记录等从数据库中自动调取+匹配和呈现信息"今日头条甚至已经有了人工

智能写稿机器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视觉图形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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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机器人能

够根据网络热点+评论分享+用户喜好进行文字编写+标题封面图选择等!并在两秒钟内创

作一篇效果不逊于人工编辑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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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解决了极其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应用

到对人类福祉重要的领域...从健康+教育!到商业+交通!乃至于公用事业和娱乐等"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或者就是灾难呢"

困难的问题是简单的!简单的问题是困难的"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抛出一个哲学一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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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注定也要载入人工智能的发展史册,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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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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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战胜了前世界冠军李世石"

号称(人类最后智力骄傲)的围棋也被人工智能攻破了!一时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威

胁论刷爆了微博+微信及各路新闻媒体"大家都在担心着某一天自己的工作会被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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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抢去!又在某一天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统治"那场比赛中有一个细节!不知大家是

否注意,这个已经在(人类最后智力骄傲)上碾压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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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连挪动一枚小小的

棋子都需要人类帮助才能完成"

可能有人会说!这都不算事儿!围棋都已经战胜人类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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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机械手让它

自己下棋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然而!事实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让计算机在智力测试或者下棋中展现出一个成年人的水平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让

计算机有如一岁小孩般的感知和行动能力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便是在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领域里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

莫拉维克悖论指出,和传统假设不同!对计算机而言!实现逻辑推理等人类高级智慧

只需要相对很少的计算能力!而实现感知+运动等低等级智慧却需要巨大的计算资源"

这个很类似于数学发展中的理论!我们要证明最前沿的各种定理可能不难!但是要证

明最简单的
!W!K"

可能却是最难的"

四岁小孩具有的本能...辨识人脸+举起铅笔+在房间内走动+回答问题等!事实上却

是工程领域内目前为止最难解的问题"随着新一代智慧设备的出现!股票分析师+石化工

程师和假释委员会都要小心他们的位置被取代!但是园丁+接待员和厨师至少
!&

年内都

不用有这种担心或者不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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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

我们怎样去解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关系呢*

人工智能的根本在于智能...如何为机器赋予智能"而机器学习强调的是学习!或

者说算法!是部署支持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或者说人工智能是科学!机器学习是让机器

变得更加智能的算法"

还记得我们强调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吗* 我们可以说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是内容和

形式的关系!或者说机器学习成就了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是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规律!提取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增强自

我"机器学习是机器获取知识的根本途径!只有让计算机系统具有类似人的学习能力!才

可能实现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可以这么说!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也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同时也是人工智能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主要

瓶颈之一"

机器学习算法我们可以整体分为两类!不是按照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进行分类!

而是按照容易方法论的角度进行分类的"

一种是线性化思维"体现在线性和非线性思维的转化中!比如线性回归是把非线性

的转换成线性的进行研究!同时也是把高维的转换成低维的#支持向量机&

4:6

'其实就

是反过来的!把低维的转换成高维的!把非线性的转换成线性的"

另一种是分类和聚类"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没有过多地去区分这两个概念!觉得聚类

就是分类!分类也差不多就是聚类"分类与聚类之间在机器学习中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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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分类是通过学习来得到样本属性与分析对象的关系"

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根据已知的一些样本!来得到分类模型&其实就是一种函数关

系'!然后通过目标函数来对只包含属性的样本数据进行分类"

分类要求必须事先明确知道各个类别的信息!并且断言所有待分类项都有一个类

别与之对应"但是很多时候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在处理海量数据的时候!如

果通过预处理使得数据满足分类算法的要求!则代价非常大!这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聚

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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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

聚类指事先并不知道任何样本的类别标号!希望通过某种算法来把一组未知类别的

样本划分成若干类别"

聚类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某一类是什么!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只是把相似的东西聚

到一起!这在机器学习中被称作无监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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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分类就被称

作有监督学习"

通常!人们根据样本间的某种距离或者相似性来定义聚类!即把相似的&或距离近的'

样本聚为同一类!而把不相似的&或距离远的'样本归在其他类"

聚类的目标,组内的对象相互之间是相似的&相关的'!而不同组中的对象是不同的

&不相关的'"组内的相似性越大!组间差别越大!聚类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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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聚类的关系

聚类分析是研究如何在没有训练的条件下把样本划分为若干类"

在分类中!对于目标数据库中存在哪些类是知道的!要做的就是将每一条记录分别属

于哪一类标记出来"

聚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已给定的若干无标记的模式聚集起来!使之成为有意义的

聚类!聚类是在预先不知道目标数据库到底有多少类的情况下!希望将所有的记录组成不

同的类或者说聚类!并且使得在这种分类情况下!以某种度量&如距离'为标准的相似性!

在同一聚类之间最小化!而在不同聚类之间最大化"

与分类不同!无监督学习不依赖于预先定义的类或带类标记的训练实例!需要由聚类

学习算法自动确定标记!而分类学习的实例或数据样本有类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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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的常用算法

机器学习的常用算法很多!而且现在有许多已实现的机器学习开源包可供我们调用"

如果我们能对常见的算法熟练掌握!比如通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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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算法!加深对机器学习的

本质理解!那么!我们在量化投资领域里面就会有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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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回归

这里说线性回归是因为我们讲的回归基本上就是线性回归!也就是用线性的方法去

解决非线性的问题"说得更极端一些!机器学习里面的所有算法都可以看作是初中学习

的一次函数思想!即
!K"#

来看机器学习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理论或者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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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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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在于核函数"低维空间向量集通常难于划分!解决的方法是将它们映

射到高维空间"但这种办法带来的困难就是计算复杂度的增加!而核函数正好巧妙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只要选用适当的核函数!就可以得到高维空间的分类函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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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采用不同的核函数将导致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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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在确定了核函数之后!由于

确定核函数的已知数据也存在一定的误差!考虑到推广性问题!因此引入了松弛系数以及

惩罚系数两个参变量来加以校正"在确定了核函数的基础上!再经过大量对比实验等取

定这两个系数!该项研究就基本完成了!适合相关学科或业务内应用!且有一定能力的推

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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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

所谓聚类!就是将相似的事物聚集在一起!而将不相似的事物划分到不同的类别的

过程!是机器学习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手段"比如古典生物学之中!人们通过物种的形

貌特征将其分门别类!可以说就是一种朴素的人工聚类"如此!我们就可以将世界上

纷繁复杂的信息!简化为少数方便人们理解的类别!可以说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最

基本方式之一"

在数据分析的术语之中!分类和聚类是两种技术"分类是指我们已经知道了事物的

类别!需要从样品中学习分类的规则!是一种有指导学习#而聚类则是由我们来给定简单

的规则!从而得到分类!是一种无指导学习"两者可以说是相反的过程"

这里!我建议读者需要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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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最大期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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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期望最大化算法!

在统计中被用于寻找!依赖于不可观察的隐性变量的概率模型中!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

在统计计算中!最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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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在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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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寻找参数最大似

然估计或者最大后验估计的算法!其中概率模型依赖于无法观测的隐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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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期望经常用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的数据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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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最大期望算法经过两个步骤交替进行计算!第一步是计算期望&

>

'!利用对隐藏变量的现

有估计值!计算其最大似然估计值#第二步是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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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是在
>

步上求得的最大

似然值来计算参数的值"

6

步上找到的参数估计值被用于下一个
>

步计算中!这个过程

不断交替进行"

Y0H,D*P

是最为常用的聚类方法之一!其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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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一种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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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贝叶斯是常见的分类方法!它是在量化投资中应用最多的一种策略"

贝叶斯算法的精髓在于其提供了一种数学法则来解释当有一系列新证据出现的情况

下!你该如何改变自己现有的信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看到第一次日出时!接着会想

知道太阳是否会再次升起"于是赋予两个可能的结果同等的先验概率!并且在一个袋子

里面放入一颗白球+一颗黑球!分别代表太阳会再次升起+太阳不会再次升起"第二天!当

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在袋子里面再放入一颗白球!于是概率由初始的
!

-

"

!上升到了

"

-

#

!第三天!当太阳再一次升起的时候!再放入一颗白球!此时的概率&信念的程度'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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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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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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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认为太阳每天早晨是否升起的怀疑信念!就

慢慢地被修正为几乎可以断定太阳永远会再次升起"理解了贝叶斯算法!遗传算法就容

易理解了"

贝叶斯在我们理解市场微观结构!比如做市商模型或者在做高频交易策略方面!可以

应用于订单流策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