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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统计理论和机器学习方法为数据挖掘提供了必要的分析技术。《R语言实战——机器学习与数据
分析》系统地介绍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领域中最为重要和流行的多种技术及其基本原理，在详解有关
算法的基础上，结合大量R语言实例演示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使用方法。具体内容被分成三个部分
，即R语言编程基础、基于统计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机器学习理论。统计分析与机器学习部分又具体
介绍了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极大似然估计、非参数检验方法（包括列联分析、符号检验、符号秩检
验等）、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包括岭回归和Lasso方法）、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聚类分析（包
括K均值算法和EM算法）和人工神经网络等内容。同时，统计理论的介绍也为深化读者对于后续机器
学习部分的理解提供了很大助益。知识结构和阅读进度的安排上既兼顾了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亦统
筹考虑了夯实基础的必要性。《R语言实战——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内容与实际应用结合紧密，又
力求突出深入浅出、系统翔实之特色，对算法原理的解释更是细致入微。
《R语言实战——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非常适合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自学研究之用，亦可作为数
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相关领域从业人员的参考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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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出版除了增添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业务绩效外毫无意义。本书主要内容中前12章和方匡南同系列
的那本书中的内容完全重复，11章“现代回归方法的新进展”本应是区别方著的亮点，作者仅用三页
就介绍完了。13、14、15这三章与方著不同，但是写得很粗略，关于分类和判别可参考何晓群的《现
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 》，关于神经网络部分可参考吴喜之的新书。本书非常不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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