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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式传播下，我们应如何筛选有效信息？
每天数以万计的信息资源在指间掠过，如何快速、准确获取所需内容？由此，信息检索与推荐技术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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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式传播下，我们应如何筛选有效信息？
每天数以万计的信息资源在指间掠过，如何快速、准确获取所需内容？由此，信息检索与推荐技术应运而生。
一方面，网络信息资源的迅猛膨胀推进了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高效获取，也推动着信息与检索技术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为了概貌性了解信息与检索技术的发展概况与未来趋势，今天，AMiner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之信息检索与推荐报告》。
该报告旨在通过对信息检索与推荐发展历程、前沿技术与人才概况的全面分析，展现信息检索与推荐技术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本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概述篇 
本篇对信息检索与推荐的概念与发展历程，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作了简要概述。 
· 技术篇
该章节对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的前沿技术，包括信息检索中的集合论模型、代数模型、概率模型等技术，信息推荐中的深度推荐模型、协同过滤推荐、基于内容的推荐、组合推荐方法、可解释性推荐等技术作了简要分析，并对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相关的图书、文章、研究中心、竞赛等资源进行了梳理。
· 人才篇
本章节通过AMiner大数据平台对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及期刊论文进行挖掘，获得这些会议和期刊最近10年（2009-2018年）的论文，之后通过论文作者挖掘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提取论文中所有学者信息，从中选出h-index排名最靠前的2000位领域活跃学者，分析了学者的分布、迁徙等情况，介绍了部分该领域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活跃学者。
· 产业应用篇
本章节选取了信息检索与推荐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对典型的技术应用产品如百度、今日头条等，垂直应用如法律搜索、健康搜索、问答式搜索等，产品推荐、音乐推荐、信息流推荐等领域的产品进行了分析介绍。
· 趋势篇 
本章节回顾了信息检索与推荐的发展关键词，并对信息检索与推荐未来的发展态势作了预测。
我们选取了其中的趋势篇，为大家展现与预测信息检索与推荐的未来发展走向。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也呈现出爆炸性增长，手工检索已经很难适应当今信息的发展速度，计算机检索应运而生。
发展关键词回顾
AMiner根据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的相关论文绘制研究热点趋势图（如图1），旨在基于历史的科研成果数据的基础上，对信息检索与推荐各个时间段的热度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图中，每个色彩分支表示一个关键词领域，其宽度表示关键词的研究热度，各关键词在每一年份（纵轴）的位置是按照这一时间点上所有关键词的热度高低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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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检索与推荐的热点趋势图
接着我们将挖掘到的各个时间段的前10个关键词列出，并按照出现次数降序呈现，如下表所示：
[image: 屏幕快照 2019-09-04 下午3.22.05.png]
从关键词表可以看出，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和Document Retrieval（文档检索）一直是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的发展关键词，出现了三次。其中，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在1980-1989年间出现的次数为40；在1990-1999年间出现的次数为38；在2000-2009年间出现的次数为380，即用户界面的研究总体上呈递增趋势。而Document Retrieval（文档检索）在1970-1979年间出现的次数为6；在1980-1989年间出现的次数为74；在1990-1999年间出现的次数为63，即关于文档检索的研究总体上呈递减趋势。多媒体内容的出现对纯文档检索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出现两次的关键词有6个，分别为Data Structure（数据结构）、Query Language（查询语言）、Retrieval System（检索系统）、Information System（信息系统）、Data Mining（数据挖掘）、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
其中，Data Structure（数据结构）和Query Language（查询语言）首次出现都是在1970-1979年间；第二次出现在1990-1999年间，即它们的研究热度成衰减趋势。
Retrieval System（检索系统）和Information System（信息系统）是兴起时间较早，前者出现在1970-1979和1980-1989年间；后者出现在1980-1989和1990-1999年间；而Data Mining（数据挖掘）和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是近年来兴起的，出现在2000-2009和2010-2019年间，并且关于它们的研究热度不减。
此外还值得注意，在2010-2019年间Social Network（社交网络）和Social Media（社交媒体）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检索与推荐的研究也逐渐呈现社交属性。
通过对1970-2019年间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有关论文的挖掘，总结出二十多年来，信息检索与推荐的领域关键词主要集中在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Document Retrieval（文档检索）、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Query Language（查询语言）等领域。
技术预见
研究者根据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近十年的相关论文，利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算法模型及研发demo系统，分析挖掘出该领域的技术发展热点。
技术预见图中点的大小表示该技术的热点（主要由相关论文数量的多少决定，相关论文越多，热度越高，点越大），各技术之间的连线表示2个技术关键词同时在N篇论文中出现过（当前N的取值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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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信息检索技术预见图
根据信息检索技术预见图（图2），可以得出信息检索领域相关度最高的技术有26项，分别为：data mining（数据挖掘）、latent semantic（潜在语义）、learning to rank（学习排序）、image classification（图像分类）、bag-of-words model（词袋模型）、feature extraction（特征提取）、feature selection（特征选择）、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和text analysis（文本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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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推荐系统技术预见图
根据信息推荐技术预见图（图3），可以得出信息推荐领域相关度最高的技术有13项，分别为：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web mining（web挖掘）、semantic web（语义网络）、search process（检索过程）、web pages（网页页面）、user satisfaction（用户满意度）、vector space model（向量空间模型）、data mining（数据挖掘）、web site（网站站点）和user profile（用户画像）等。
按照技术前沿度，可以列出相关的主要技术关键词，以及该技术历年的变化趋势（论文发表数量变化趋势），及重要代表性成果。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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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信息检索领域的六个技术关键词
从信息检索领域技术关键词图（图4）可以看出，未来该领域的六个技术热点分别为：social media（社交媒体）、wireless sensor networks（无线传感器网络）、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向量机）、mobile device（移动设备）、sentiment analysis（情感分析）和recommender system（推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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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信息推荐领域的六个技术关键词
从信息推荐领域技术关键词图（图5）可以看出，未来该领域的六个技术热点分别为：social media（社交媒体）、big data（大数据）、wireless sensor networks（无线传感器网络）、web2.0 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向量机）和social network analysis（社交网络分析）。
从总体上看检索技术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搜索引擎存在缺陷且智能化程度低的状况，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检索信息时，经常会搜索到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影响了搜索体验；有些网站质量差，栏目设置很是混乱，对信息资源的分类组织上都存在着混乱状况，类目划分标准不合理，甚至可能出现同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准划分的现象；综合性搜索引擎提供大众化服务较多，而个性化服务很少，它们没有有效的手段理解用户准确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不能提供长期的主动的信息服务。
虽然推荐系统已经成功运用于很多大型系统及网站，但是在当前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推荐系统不仅面临数据稀疏、冷启动、兴趣偏见等传统难题，还面临由大数据引起的更多、更复杂的实际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信息检索在未来必须具有能及时挖掘新信息和及时链接新增的信息、多途径检索等功能；未来网络信息资源在组织分类上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规范网络术语，提高资源共享的程度；每个人对信息的需求也不再满足于标准化、单一化的大众需求，更加智能的融合NLP技术将更好地去理解用户显性的意图或者是隐性的意图；新的信息交互模式也是未来行业关注的焦点，交互式会话检索也会在业界越来越受关注，开发出更好的对其评测方法也是关注点之一。相信在众多信息专家努力下，在信息检索与推荐领域将取得更大的突破，人们可以获取更多丰富的信息资源。


[关于转载]：本文为“AMiner”官网文章。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保留文章标题及内容，不得删改、添加内容绕开原创保护，且文章开头必须注明：转自“AMiner”官网。谢谢您的合作。
 
扫码微信阅读


下载报告

[关于转载]：本文转载于学术君，仅用于学术分享，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report@aminer.cn。推荐阅读更多
[image: 人工智能发展月报（2023年9月）]
人工智能发展月报（2023年9月）
智谱研究
5046



[image: 高层次科技人才情报（9月上）]
高层次科技人才情报（9月上）
智谱研究
2623



[image: LLM在语言错误检测上的表现：有何亮点和不足？]
LLM在语言错误检测上的表现：有何亮点和不足？
AMiner AI
19






	© 2005-2024 AMiner [image: gongan]京公网安备11010802035176号京ICP备20011824号-11

	用户协议
	隐私政策
	使用手册
	联系我们
	关于我们
	加入我们
	智谱.AI

	联系我们在提交您的问题之前，可以访问我们的常见问题，也许里面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联系邮箱：Report@aminer.cn

	
	[image: RQ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