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个性化Agent研究̈ 
缕 王丝= 11) 

(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 北京100084) 

牌  。 

，} ’ 

Abstract Person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implementing believable and social Agent．This paper 

summarizes importances of the study，representation of lYersonality and approaches to implementing for 

Agent with personalities，and presents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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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Agent技术是 目前人工智能和软件工程的重要研 

究方 面，已得 到 了广泛 应用。行为理 性是 Agent理论 

研究的核心同题 ，BDI逻辑和对策论为逻辑和效用理 

性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工具，但是片面追求最大效用 

和符合逻辑 推论将忽略 Agent的多样性 ，会导致单一 

个性 的 Agent 随着可信 和社 会 Agent的研究 ，Rizzo 

认为 当 Agent赋予个性不同的行为 、态度和情感时 ， 

用 户 认 为 A~ent是 可 信 的 (believable) ]，Castd— 

franchi认 为应该 从 A~oent的不 同个性组 合来理解社 

会 Agent的合作行为n]．以赋予行为理性新的含义 ，即 

行为理性指 Agent的行为是符舍个性 的。 

个性是 个性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等 学科研究 的课 

题 ，在个性 ·5-理学中通 常将个性 定义为具有一定倾向 

性 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口] 个性结构包括个性倾向性 、个 

性心理特征、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 自我调节机制 ；个 

性倾 向性 是指决定人对 事物 的态度和行 为的动 力系 

统，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等不同 

成分 ；个性心理特征指在心理 活动对 程中表现 出来的 

比较稳定的成分 ，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心理过程包 

括认识 、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 ；心理状 态是 指当前一 

刻相对稳定的心理背景 ，是机体受外刺激的影响 ，在大 

脑皮层 中产生兴奋和抑制活动的独特暂时状态，影响 

着人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自我调节系统以自我意识为 

按心 ，在心理结构上包括认识、情感和意志三个方面 。 

个性具有整体性l稳定性、独特性和社会性‘．_。 

人工 智艟领域对个性的研究始 于八十年代韧 

Ca onel的工作‘1]，重点在于人类个性 在故事理解 中 

的作 用方面，个性的表示和处理方法 为个性 Agent的 

研巍提供了基础 。近两年在 Agent领域个性的研 究成 

为一个活跃的方向，Castelfranchi等 分析了多 Agent 

合作中委托和帮助者的不同个性对于合作行为的 影 

响 研究 了 Agent个性认识 的社会推理 ，并设计 了个 

性测试床 GOLEM；Rizzo等口 提 出了以个性为导向的 

集思考和反应式规划于一体的 Agent软件结构；Dry- 

er[- 以实验的手段分析了 Agent应该象人一样具有个 

性在人机交互界面 中的重要意义 ，为个性化 Ageat设 

计提供 了很好的建议 ，并为 IBM 操作 系统 0s／2设计 

了体现个性的界面 Agent—WarpGuide。 

根据行为 一F(个性 ，情景)，可知个性 在 Agent研 

究中的意义是 ：(1)Agent具有 个性 ，可以更好地再现 

人类智能；(2)Agent为了获得用户的信任和友善交 

互 ，应该具有象人一样的个性 ，Dryer“ 通过 大量的实 

现分析说 明具有个性 的 Agent可以提高交互的程度 ； 

(3)对于环境的认识 不仅考虑其他 Agent的意 图和 目 

标，而且要考虑个性，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和预测环境的 

变化和其他 Agent的行为；(4)Agent建模、分类应该 

基于个性，例如慷慨的 Agent，自私的 Agent，慷慨和 

自私是 Agent的个性 ；(5)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中 ，没有 
一 个策略是最忧的 ，不同个性的 Agent具有不 同的策 

略颤向；(6)Agent的内部状态决定其行为，个性作为 
一 种稳定的内部状态对行为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 

个性 化 Agent研究应以个性心理学 的研 究成 果 

为基础，建立对个性可操作的理论和方法．具体来说就 

是个性化Agent模型、个性的表示、结合个性的推理、 

个性的社会认知 个性的一致性判定 个性的冲突解决 

以及个性与已有 Agent研究成果的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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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Agent研究中对于个性 的理解 主要有 ：(1)个 

性是 agent行为中所表现的 一致 的、稳定的、可信的、 

典型的特征和态度集 ；f2)个性可以表示 为有序的 目 

标集和对于 目标的规划的偏好程度”]；(3，个性描述 

个体的特殊行为与社会规范行为之间的偏离0 ；(4)个 

性是在时间和情景上表现一致的个体差异、倾 向和性 

质的集台【 

个性的描述词是很多的．可以分为个性倾向的、个 

性特征的和 Agent分类等，在个性 Agent研 究和实现 

中应准确选择合适的描述词集 Rizzo等根据帮助行为 

的特征分析了5种个性特征词：利他的(Ahruist)、正常 

的(Normative)，自私的(Selfish)、同情的(Spitefu1)、多 

疑的(Suspkious)；Castelfranchi等 区分了4类委托者 

懒情的(1azy)、依附他人的(hanger—on)，需要时才委托 

的 (delegating—if needed) 从 不 委 托 (never 

de Legating)．和5类帮助者 ：超级合作 的‘hyper—cooper— 

ative)．慷慨的(benevolent)、提供的 (supplier)、自私的 

(selfish)、永不帮助的(non—helper)；Dryer建议用友善 

(Friendliness)和势力(~ominace)度 量体系来刻画界 

面 Agent的个性 。 

2 个性衰示和实现方法 

设 PS={PAI．PA：．⋯．PA }，PA 是不同的个性 

特征描述符。 

2 1 标注方法 

个 性 标 注 PM = {(PA ，V1)．(P ，V2)．⋯t 

(PA⋯V )}，V 表示 顷向度，是一 个定量值或定性值 

(大 较大等)。 

每十 Agent和每 十行为均有个性标注 ，但是含义 

不同．V 分别表示个性特征倾向度，和选择行为的倾 

向度 个性Agent的行为选择是由Agent个性标注和 

行为标注来确定的。 

标注方法直观 ，是一种 常见方法，但缺点是个性标 

注维护困难，缺少十性对 目标与策略的倾向性剡画。 

Carbonel C 对于个性的处理模型是标注方法的变 

形．个性标注描述个性与标准的偏离 ．即只描述与标准 

不一样的特征．对应的倾向度表示与标准的相对程度。 

2 2 目标方法 

目标指的是绝对的、抽象的、高层的 目标 。例如享 

乐、社会承认等。既然个性倾向性是以需要为基础的动 

机系统，那么可以将这里的目标视为需要，而目标方陆 

的基础就是心理学中的需求理 论。 

设 WS； fWI，w ．⋯．w }， 是不 同的需求描 

述符 ．文[3]中给出的 WS=(Resource Provision．Re— 

sourc~Acquisitior~t Social Responsibility，I~longirig- 

rLess t Image，~ntertairffnent．Safety，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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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写为 WS={RP，RA SP．BtI，E．S，U}。 

个性 表 示 为 不 同需 要 的优 先 程 度 {(W -VI)． 

(W ．V )，·，(w⋯V )}．这反映了不同的个性是 由于 

不同需要决定的 例姬对于多疑十性的 Agent其需要 

优先程 度是{(RP．o)．‘RA，o)，(SR，O)，tB，一)t(I- 

0)，fE．0)．(S．+ ) (U ，一 ))。 

由于 ．Agent个性 的不 同不仅表现在需要的不同 ， 

而且在于实现 目标 的规划和方法不同。例如要实现 占 

有 一辆汽车”目标 ，有三种不同的规划 ： 抢某个 Agent 

的”． 与某牛Agent交换”， 请求某个Agent的支助”t 

不同个性的 Agent会采取不同的规划。 

通常一个规划表示为三元组(前提条件，规划体 ， 

结果)。为 了能体现不周个性 Agent对规划的偏好 ，将 

规划表示为一个四元组(前提条件，规划体，结果t负作 

用) 负作用描述规划的执行 对于 WS的影口向。表示为 

{(W．，V )，fW ，V )．⋯，(w⋯V )}。当 V．>0表示对 

需要有加强 tV．20表示对需要无影响 tV <0表示对需 

要有减弱，具体数值表示对应的程度 。倒如“抢某个 A— 

gent的”的规划 的负作用是 c(RP．一)．(RA．0)，(SRt 
一 )，(B，一)．‘I，O)，(E，0)．(S，0)一(U，0)}。 

Agent在实现 具体 目标 的同时要保 证不对需要 

(高屡目标)带来 受影 响 ．而要产生正影响 。基于此 ，可 

以给 出规划机制中的有关规划的选取和排除知识 ，根 

据这些知识指导从大量 的可用规划中选取可行规划 ， 

可行规划反映了 Agent的不同个性 。 

规划排除知识指如果某规划属于可用规划井且规 

划的结果对于 Agent的高层的蔫要有负影口向。那么排 

除该规划。 

规划选取知识指如果某规划属于可用规鳓并且规 

划的结果对于 Agent的高层的需要有正影响 ，那么选 

取该规划。 

基于以上知识可 以确定 自私 的 Agent选取“掩某 

个 Agent的”规划作为实 现“占有一辆汽车 目标的规 

划 。 

Rizzo荨 基于目标方法 ．实现了一个集思考型规 

划器和反应式规 划器于一体的 Agent结构，该结构可 

以体现个性不同的 Agent的不同需要层次和实现 目 

标的规划顾向。 

2 5 覆则方法 

Agent的个性通过 一组推理 规则来刻画．设 RLS 

是推理规则集，那么个性 P是Ps判 RLS的多对多映 

射 ．含义 就是“如果 agent A 是 PA，那么 A采 用 P 

(PA)作为其推理规则 ”。 

例如 A 是懒惰的 ．那么 A 可用的蛋托推理规则 

有 ： 

(1){v av g[(GOAL，A ．(T，g))AND(GO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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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vDoneFor，a，g))]一 

[]A ≠ A：fBEL，A．，(CanDo·A ．a))一 

(GOAL．A．．(1ntToDo．A1．a))：} 

设 A 有实现 g的 目标和有通过行为 a完成 g的 

目标 ．如果存在一叶、能完成行为 a的 A，．那么 A 有使 

A，完成行为 a的 目标 

(2)( aV g[fGOAL，A．rfT rg))AND(GOAL· 

A ． ，(EvDoneFor，a g))]一 

[(NOT3 Al≠ (BEL A． (CanDo，Al，a)) 

AND (BEL，A．．(CanDo，A．，a)))一 

(BEL，A． (1ntToDo ，a))]) 

设 有 实现 g的 目标和有通过行为 a完成 g的 

目标 ．如果不存 在一个能完成行 为 a的 和 A．相信 

自己有能力完成 a，那 么 A．相信 自己意图去完成行为 

a 。 

(3)W aV g[(GOAL，AL，(T，g))AND (GOAL， 

，(EvDoneFor，a，g))]一 

[(NOT]A．≠A，(BEL，A，，(CanDo Al，a)) 

AND (BEL，A．，NOT(C~nDotA．ta)))一  

(BEL，A．，(CurrentlyUnacl1ievable，a，g))]， 

设 A．有实现 g的 目标和有通过行 为 a完成 g的 

目标 ，如果不存在一十能 完成行为 a的 A，和 A，相信 

自己无能力完成 a，那么 A．相信 目前不能完成行为 a 

来实现 目标 g 

Rao和 Georgeff L| 建立的三种不 同个性的 Agent 

所采纳的承诺机制 ，就是规则方法：Castelfranchi等 

实现 的多 Agent合作 测试床 GO LEM 中个性 的实现 

也是基 于规则的方法 

2 4 个性推导 

在个性一目标一规划一行为之间存在一个 环 ，正 

向环是指个性决定 目标 ，而 目标 的实现需要规划，规划 

的结果触发行为 ，反向环是从行 为可以识别规划，根据 

规划可以确定 目标 ，目标和规划可以确定个性。 

上面的方法基本 描述了正 向环 ，Agent为了有效 

地 与其它的 Agent(或人)交互 ，必须建 立起其 他 A— 

gent的模型，现有的关 于其他 Agent的推导 主要在于 

信念、目标、意图、能力的认识 ，缺少对于个性的认识机 

制。 

根据个性心理学中的归因原理可 建立个性的推 

导机制 ，文[2]中给 出了一些实例化的推导规则。 

倒：如果 A．请 求 A．完成 a，那 么 A．可 以认为 A： 

是懒惰的或依靠他人的或需要时才委托 的 ；如果 A，拒 

绝 A．的请求 ，那么 A．可 以认为 A．不是超级合作的。 

结柬语 由于个性 化 Agent研 究是一个崭新 的 

课题，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针对现有 的研 究工作， 

这里给出进一步有意义的工作方向。 

(1)建立形式化的个性 Agent模型 。现有个性 A_ 

gent研究处于实现层次 ，没有形式他的理论模型作指 

导 。 

(2)建立有效的个性表示语言。由于个性的描述词 

非常多 应该分析个性不同的核心成分，以核心成分为 

度量体系来描述不同的个性 。 

(3)与现有 Agent研究的结合。BDI逻辑和对策论 

是 目前 Agent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应该建立集个性 

理论 BDI逻辑和对策论于一体的 Agent结构。 

(4)个性的冲突和一致性判断和解决。Agent可以 

有多重个性 ，在多 Agent系统中应该提供个性 冲突的 

解决方法。 

(5)灵活的个性机制。个性是稳定的，但不是一成 

不变 的，随着与其 他 Agent的交互 ，个性可 以进行调 

节，以提高在 Agent社会中的生存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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