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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学术界与工业界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投入的关注越来越多,相关技术飞速发展,机器学

习已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获得广泛应用,并产生了巨大价值. 

随着机器学习模型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问题难以被经典条件下的机器学习方法所解决.新兴

的应用场景下,人们往往面临数据模式发生变化、数据特征发生变化、学习任务目标发生变化等动态场景;数

据标记不完备或采样存在偏差等弱监督场景;以及设备存储空间较小、计算能力有限等资源受限场景,等等.在

非经典条件下,传统机器学习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可能不再成立.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人员必须思考在非经典条

件下如何应对更加复杂的实际问题,提出了更鲁棒、更灵活、可扩展、可复用的机器学习新模型.具体而言,包

括迁移学习、异构数据的整合、分布变化条件下的机器学习、强化学习、弱监督学习、模型复用、资源受限

的机器学习以及在特定领域中的应用等.为此,我们组织了非经典条件下的机器学习方法这一专题. 

本专题分为两轮征稿,共收到投稿 41 篇.特约编辑先后邀请了 50 余位国内机器学习领域的知名专家参与

审稿工作,每篇投稿至少由 2 位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有 15 篇论文被本专题录用.录用论文涉及开放动态环境下的

机器学习、弱监督条件下的机器学习方法、复杂目标的优化方法与求解算法、机器学习应用等,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我国在该专题下的研究水平.根据主题,本专题论文大致可分为 4 组. 

(1) 开放动态环境下的机器学习 

《面向流数据分类的在线学习综述》从在线学习算法适用的流数据的特点对算法进行综述,分别调查了适

用于一般流数据、高维流数据和演化流数据的在线分类算法研究现状. 

《基于在线性能测试的概念漂移检测方法》针对混杂噪声或训练样本规模过小而产生的伪概念漂移会

引起与真实概念漂移混淆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在线性能测试的概念漂移检测方法. 

《基于自回归预测模型的深度注意力强化学习方法》结合基于模型和无模型两类强化学习的优势,提出了

一种基于时序自回归预测模型的深度注意力强化学习方法. 

《基于动静态表征的众筹协同预测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长短期记忆网络动静态表征的众筹项目协同预

测方法,对项目的动态融资过程以及静态属性信息进行协同建模,并进行众筹项目的融资结果预测. 

(2) 监督条件下的机器学习 

《基于 k 个标记样本的弱监督学习框架》提出了一种基于 k 个标记样本的弱监督学习框架,并对受限玻尔

兹曼机进行改进,使其能够进行弱监督学习. 

《基于选择聚类集成的相似流形学习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选择聚类集成的相似流形学习(SML-SCE)算

法,避免了传统流形学习对本征维度估计的依赖,实现了性能提升. 

《条件概率图产生式对抗网络》考虑存在粗粒度监督信号的弱监督学习环境,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条件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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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对抗网络,可以在任何贝叶斯网络中利用粗粒度信息学习到更精细而复杂的结构. 

《基于谱聚类的无监督特征选择算法》针对基因表达数据的特征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谱聚类的无监督特

征选择思想,该方法同时考虑了特征区分度和独立性,能够选择到代表性强的特征子集. 

《基于带噪观测的远监督神经网络关系抽取》针对远监督关系抽取任务中的标记噪声问题,提出“最终句

子对齐的标签是基于某些未知因素所生成的带噪观测结果”这一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关系抽取模型,提

升了模型抽取精度和鲁棒性. 

(3) 复杂目标的优化与求解算法 

《基于相似度驱动的线性哈希模型参数再优化方法》针对线性模型在哈希学习中的参数优化问题,提出了

一种基于相似度驱动的线性哈希模型参数再优化方法,提升了模型检索性能. 

《梯度有偏情形非光滑问题 NAG 的个体收敛性》针对非光滑优化问题,证明了在次梯度偏差有界的情况

下,Nesterov 加速算法(NAG)能够获得稳定的个体收敛界,而当次梯度偏差按照一定速率衰减时,NAG 仍然可以

获得最优的个体收敛速率. 

(4) 面向特定领域的新型机器学习模型 

《基于规则推理网络的分类模型》基于使用证据推理算法的置信规则库推理方法(RIMER)提出了一种可

解释的分类模型,称为规则推理网络,结合了神经网络优异的学习性能和 RIMER 的高可解释性,能够为分类系

统提供必要的解释并便于人工干预. 

《基于标签语义注意力的多标签文本分类》提出了一种基于标签语义信息的注意力机制,将文本分类中的

标签语义纳入考虑,提升了文本分类性能. 

《融合商品潜在互补性发现的个性化推荐方法》利用了需求交叉弹性(cross-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的

经济学原理,提出了一种商品潜在互补性发现推荐模型. 

《面向推荐系统的图卷积网络》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图卷积网络的推荐算法,结合了推荐系统中用户与商

品间的异质顶点交互和用户(或商品)内部的同质顶点交互,提升了推荐系统的性能. 

本专题主要面向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反映了我国学者在机器学习

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感谢《软件学报》编委会及编辑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委会对专题工作的指

导和帮助,感谢专题全体评审专家及时、耐心、细致的评审工作,感谢踊跃投稿的所有作者.希望本专题能够对

我国非经典条件下的机器学习研究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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