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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图书出版信息分析及选题优化研究
王大可　李本乾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40）

经过约 60 年的演进与积累，人工智能“突破
了从‘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瓶颈”[1]，

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成为引领与推动全球新一轮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
核心驱动力。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人工智能发展
国家规划，力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维
护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从 2017

年开始，人工智能已连续三年被写入我国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新一轮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同年 11 月 15 日，科技部等 15

个中央部委联合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

办公室。我国各地政府也纷纷结合自身优势，出台
地方性的人工智能发展指导意见，如 2017 年 11 月，

上海市发布《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实施意见》。这些举措表明，加强新一轮人工智能
研发应用，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

当前，编辑出版学界较多地探讨了人工智能
时代，图书出版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程忠良从

“新平台、新生产、新场景”三个方面构建了“人
工智能时代出版业发展模式进化的三大路径”[2]，

张新新对新闻出版业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原理及场

景进行了分析 [3]，但迄今尚未有研究者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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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于国家图书馆馆藏人工智能主题图书的计量分析，探讨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的意义，分析
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的整体态势和主题特征，得出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热度不断提升，涵盖的学科范围较为
广泛，并已形成稳定的出版领域等结论。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从进一步提升学术含量、加强社科类图
书选题策划、扩大译介来源、创新科普出版等角度构建提升人工智能图书出版工作，服务国家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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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 Books Publishing Information and Improv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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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ubject boo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ub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oks, 

analyz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oks,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ok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forming a stable publishing field. On the basis of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ublication of AI 

books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A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urther enhancing the 

academic content, strengthening the topic selection planning of social science books, expanding the sour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ng the public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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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人工智能主题图书编辑出版情

况。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人工智能主题

图书出版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从编辑出版的视角

揭示人工智能学术积累的厚度与广度，提出优化

人工智能主题图书选题策划的思路和建议。

1　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的概念及意义

人工智能的概念诞生于 1956 年在美国召开的

“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研讨会，其发展目标

是“赋予机器类人的感知、学习、思考、决策和行

动等能力”[4]。经过多年发展，人工智能在“学科

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等方面整体推进，推

动着人类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

加速跃升”[5]。然而，从人工智能发展的愿景看，

当前的人工智能在技术储备和产业落地等方面都尚

处“起步阶段”，不仅存在不少需要攻克的科学难关，

还需要消化处理其给人类治理模式、伦理结构等带

来的挑战。因此，本文所说的人工智能主题图书，

是指以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应用、产业及风险因

应等为主题，旨在加强人工智能研究基础，促进人

工智能人才培养，提高人工智能普及程度的图书。

图书出版状况是衡量一个学科学术水准和社

会影响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在人工智能全球竞争

日趋激烈，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扬帆起航的关键时

刻，加强和提升人工智能主题图书出版，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之所以

一波三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研究难度估计不

足，算法、硬件和计算能力没有实现大的突破”[6]。

当前，人工智能虽然突破了从“不能用”到“可

以用”的技术瓶颈，但离“很好用”“用得好”还

有很大的距离。和当代其他前沿科技比，人工智

能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上有

很多技术难题要突破，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和落

地应用方面也有很多的环节要打通。图书出版是

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环节，人工智能图书出版有

助于促进学术积累、引导创新研究、传播科学成果，

为该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出版和智力支撑。

第二，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不仅在

相关专利申请数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还在语

音识别、图像识别等细分领域具备与国际顶尖科

研机构及企业竞争的实力。然而，整体来看，我

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还存在

不小的差距。“中国人工智能市场集中在应用层面，

深度学习能力不足”[7]，缺乏深度学习等基础技术

领域的研究和突破，将制约我国人工智能的长远发

展。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外科技信息交流与沟通

的主要渠道，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特别是国外人工

智能研究成果的译介，有利于国内学术界把握国

际趋势、紧跟学术前沿，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第三，“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8]。中美人工智能人才储备的差距，体

现在“尖度”与“厚度”两个方面，相关材料表

明，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业人数约为美国的

50%，而从业者人数仅为美国的 1/30，人才缺口问

题十分严峻。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指出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教育部相关

负责人更明确指出未来将在 K12 阶段引入人工智能

普及教育。在此当口，人工智能图书出版将有助于

提升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为智能化时代的来

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2　人工智能图书出版整体态势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系

统。作为“国家文献资源总库”，国家图书馆收录

的人工智能主题图书最为系统全面。在具体操作

上，本文运用爬虫语言（Python）自编爬虫软件，

从国家图书馆馆藏系统中抓取了主题为“人工智

能”的全部图书（抓取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0 日），

抓取的变量包括书目、作者、出版时间、出版机

构等。基于抓取的数据，本文一方面使用内容分

析研究方法，对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的整体态势进

行描述性分析，另一方面使用 ROST CM 文本挖

掘软件，绘制人工智能图书语义网络，进而总结

人工智能图书的选题特征。

2.1　时间及数量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智能模拟”等人工智

能研究领域就被纳入国家研究计划。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吴文俊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就

在自动推理等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学

术成果。但从图书出版的情况看，直到 21 世纪初，

人工智能研究和出版才真正步入快车道。2000 年

以前，中国出版界推出的人工智能图书总数仅为

12 种，而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人工智能图书

总数达 278 种，并且从 2006 年到 2008 年，人工

智能图书年度出版数量都超过了 40 种。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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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5 年间，人工智能图书出版数量较前一阶

段的高点有所下滑，但 2016 年以来，得益于《机
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互联网 +”

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国家发展规划的推
动，人工智能图书年度出版数量从 2015 年的 30

种激增至 2018 年的 128 种，年均增幅超过 100%，

体现出学术界和出版界高涨的热情。

 

图 1　人工智能图书年度出版数量

2.2　机构及地域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 154 家出版机构出
版过人工智能主题图书，其中出版数量最多的出版
机构如科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
版社和电子工业大学出版社，各自推出的人工智
能图书数量都超过了 50 种。科学出版社、机械工
业出版社和电子工业出版社都是国内最具影响力
的科技出版机构，在人工智能出版领域深耕已久，

享有独特的资源和优势，近年来更策划出版了《人
工智能 ：驯服赛维塔》《2020 年人工智能时代 ：

我们幸福的工作方式》等多种有深度的畅销图书，

提高了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根据 2018

年全球高校 AI 实力排名，清华大学力压康奈尔大
学、斯坦福大学等顶级名校，排在第 2 位。依托
清华大学雄厚的 AI 实力，清华大学出版社在人工
智能出版领域同样表现不俗，不仅早在 21 世纪初，

就前瞻性地策划推出了《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等
著作，近年更聚焦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出版
领域，推出了《第四次革命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
人类现实》《多智能体系统及应用》等图书，丰富
了国内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理论的理解。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图书的 154 家出版机构
分布在全国 34 个城市（含直辖市），而如表 1 所示，

位于北京的出版机构推出的人工智能图书数量高
达 499 种，几乎占全部图书的 70%，遥遥领先于
全国其他城市。在北京之后，上海、武汉和西安
的图书出版数量较多，均超过 15 种，与排在第一
位的北京比，差距十分明显。

2.3　作者及译介

从人工智能图书作者方面的情况看，共有 12

位作者（或机构）推出的人工智能图书数量超过
4 种，其中中南大学的蔡自兴和中国科学院的史
中植出版相关图书数量最多，超过 10 种。蔡自兴
是我国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被誉为“中国智能
控制学科的奠基者”“中国人工智能教育第一人”，

曾于 2014 年荣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成就
奖。蔡自兴推出的人工智能图书既包括研究专著，

如《智能技术 ：系统设计与开发》，也包括普及性
教材，如《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小学版（试用本）》。

史忠植也是我国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就出版了《知识工程》专著，引领我国
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研究，近年来更推出了《人工
智能》等专业教材，为相关学子和科技人员准确
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和方向，绘制了清晰而
有深度的图谱。

表 1　出版人工智能图书最多的机构与地域

机构名称 出版数量 地域名称 出版数量

科学出版社 88 北京 499
机械工业出版社 63 上海 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63 武汉 19
电子工业出版社 57 西安 17
人民邮电出版社 38 杭州 13
国防工业出版社 33 长沙 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3 长春 10

中信出版集团 17 广州 7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13 哈尔滨 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2 合肥 7

表 2　人工智能图书核心作者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出版数量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出版数量

蔡自兴 中南大学 11 贲可荣 海军工程大学 4
史忠植 中国科学院 10 丁永生 东华大学 4
戴汝为 中国科学院 6 李德毅 北京联合大学 4
王万良 浙江工业大学 6 王万森 首都师范大学 4

中国智能学会 — 6 肖人彬 华中科技大学 4
朱福喜 武汉大学 6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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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统计，国内出版机构从 15 个国家引

进过人工智能主题图书，译介图书数量为 142 种，

约占全部图书数量的 20%。其中，译自美国的图

书数量最多，达 82 种，占译介图书数量的 58%。

译自英国和日本图书数量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

14% 和 13%。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和中国是人工

智能领域最有力的竞争者，但在企业数量、人才

队伍等诸多关键指标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依然

十分明显，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出版界注重从美

国引进人工智能图书，有助于补强我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智力短板。

3　人工智能主题图书的选题特征

3.1　学科分布

按照中图分类法统计标准，全部人工智能图

书涵盖 19 个学科门类，其中包括 8 个人文社科学

科门类和 9 个自然科学学科门类，可以说，学科

分布较为广泛。

表 3　人工智能图书涉及学科

学科大类 学科数量 学科种类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 8 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C（社会科学总论）、D（政
治、法律）、B（哲学、宗教）、K（历史、地理）、J（艺术）、H（语言）

自然科学学科 9
T（工业技术）、O（数理科学与化学）、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U（交
通运输）、S（农业科学）、V（航空、航天）、R（医药、卫生）、Q（生
物科学）、P（天文学、地区科学）

其他学科 2 E（军事）、Z（综合性图书）

进一步分析，虽然人文社科学科数量和自然

科学学科数量大体相同，但人文社科图书数量却

明显少于自然科学图书数量。在人文社科图书中，

图书数量最多的 F 类和 G 类图书，图书数量分别

为 33 种和 24 种，其他人文社科学科图书数量均

少于 10 种。自然科学图书总量则高达 613 种，在

全部图书中的占比超过 85%。在自然科学图书内

部，人工智能图书的学科分布也不均衡，其中 T 类

图书数量最多，达 592 种，几乎占全部自然科学图

书的 97%，而其他 8 个自然科学学科图书数量加

起来才 21 种，不及人文社科学科中 F 类、G 类图书。

3.2　选题特征

本文将人工智能图书的标题及内容提要输入

TXT 文档，再运用 ROST CM 软件对该文档进行

文本挖掘，绘制人工智能图书语义网络图。在语

义网络图的基础上，结合对图书出版情况的整体

把握，可以发现出版界推出的人工智能图书具有

如下几方面的特征（见图 2）。

图 2　人工智能图书语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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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一，从“神 经 网”“遗 传”“神 经”“原

理”“理 论”等语义网络图上的关键词可以看出，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是人工智能图书的基本主题。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几十年前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如人工智能专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斯 图 尔 特·罗 素（Stuart Russell）指 出 的，在

某种程度上，当前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还只是神

经网络，人们借助脑科学和神经科学最新的研究

成果，“建立模拟大脑信息处理过程的智能计算模

型”，从而使得机器具有某种智能的表现，可以说，

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方法”，也是

“类脑智能研究中的有效工具”[9]。也正因为此，

国内推出的人工智能图书较多关注了以神经网络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问题，此类图书如《图

解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仿生人工智能》《计算

智能 ：人工神经网络 • 模糊系统 • 进化计算》从不

同角度介绍研究了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知识工程、

自然语言理论等领域人工智能理论的演进脉络和

发展前景。

其二，“算法”“计算”“数据”“机器”“学习”

等关键词也位于语义网络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

信息科技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是人工智能图书的

核心关切。作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学科，信息及通

信科技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关于计算复杂性理论、启发式

算法等问题的研究更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

知识基础”[10]。在这一方面，相关图书《不确定

数据信任分类与融合》《模式识别与智能计算》《人

工智能及其教育应用》或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各

种新型算法，或重点研究具体领域选择算法的改进

应用，或深入探讨了智能增强、类脑计算、人机交

互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社会与伦理困境，都打

开了中国社会对人工智能“算法”方面的认知空间。

其三，在人工智能图书语义网络图上，“应

用”“社会”“工程”等关键词也位于节点的位置，

这表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及技术应用，

也是人工智能图书出版的重要关注点。从学科属

性和技术特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渗透性、延

展性极强，在社会生活相关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

相应地，围绕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传媒、建

筑等具体领域的应用，出版界也策划推出了一些

图书，如《孤高求败》从农业、制造业、汽车等领域，

选取了 52 家致力于拓展人工智能新事业的典型企

业，介绍研究了它们的发展动向，《企业生产调度

的智能优化方法》研究了新型群体智能优化算法

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不同类型企业生产调度中的应

用问题。

4　人工智能图书选题优化路径

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创新科技和引领世界

发展的新兴驱动力，对全球各国的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有重要的影响 [11]。这同时决定

了作为社会的“热点”和“痛点”，人工智能几乎

天然是图书出版的最佳选题。借助内容分析和文本

挖掘研究方法，本文发现人工智能图书数量逐年攀

升，涵盖的学科范围较为广泛，还围绕人工智能

基础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形成了相对

稳定的出版领域，为我国人工智能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与人工智能全球竞争态势，

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比，当

前的人工智能图书出版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亟

待在选题策划层面进行调整和提高。

第一，聚焦国际学术前沿，增强人工智能图

书学术含量。当前，国内出版的人工智能图书主

要聚焦于算法、机器学习、专家系统、神经网络

等领域，它们虽然是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基础性问

题，但却说不上是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研究最前沿

的问题。根据张振刚等人的研究，当前，国际人

工智能研究的热点已经转向“语义识别、生物识别、

图像识别和智能教育”等热点领域和前沿技术 [12]。

因此，出版界应根据国际学术动向，适时调整人

工智能科技类图书出版的重点与方向，加强对人

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

第二，加强社科类图书选题策划，襄助人工

智能产业落地和商业转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人

工智能的创新性不仅仅停留在科学与技术层面，

它正以“润物无声的柔软改变整个世界”，“成为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新的切入点，成为经济社会

最重要的经济来源”[13]。然而，对于如何促进人

工智能产业落地，如何加快人工智能商业转化，如

何妥善地应对和处理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人类现有

政治、经济、法律乃至伦理模式带来的挑战，全

世界仍所知甚少。在这个意义上，挑战即是机遇。

出版界在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出版工作的同时，也

应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社科图书的出版力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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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研究人工智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应用模式、探

索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类和社会未来的图书的出

版，为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做好知识和理论的

准备。

第三，扩大译介来源，丰富参照体系。从数

量及占比上看，出版界译自国外的人工智能图书不

能算少，但译介来源则比较单一，将近 60% 的图

书译自美国。虽然美国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出版上具

有领先全球的实力，但过于依赖美国的出版和科

技信息，也容易使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缺乏多元

的参照。比如说，虽然在整体实力上，德国的人

工智能水平不及美国，但早在 1970 年代，德国

就在制造业发展中开始了“机器换人”的探索，

而在“工业 4.0”的推进过程中，德国更积累了

大量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

验 [14]。虽然出版界已经引进《无边界的新工业革

命》等介绍德国智能制造经验的图书，但图书的

数量和总量并不丰富。因此，出版界在继续大力

引进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精品图书的同时，还应该

放开视界，扩大译介来源 [15]，从德国、日本、韩

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乃至印度、巴西等发展中

国家，引进契合我国需要的优质图书，丰富我国

理解与施行人工智能的参照体系。

第四，创新人工智能科普图书出版，促进社

会公众科学素养提升。随着智能化时代的临近，

人工智能的普及和教育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

注。在教育部公示的 2019 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中，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就有 4

项，如“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国青少年人

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等，而在不久的将来，人工

智能课程还将走进中小学的课堂。可以说，面向

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众不仅意

义重大，并且前景广阔。当前，国内一些出版机构

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已抢先布局这一出版市场，

推出了“AI 上未来制造者——中小学人工智能精

品课程系列丛书”，但此类图书的数量、种类及丰

富程度都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有鉴于此，无

论是引进还是培养，出版界都应根据不同年龄阶

段读者阅读趣味和认知水平，策划推出更多知识

系统、形式多样、装帧精美的人工智能普及读物，

增强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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