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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沃伦·巴菲特如是说

作者：【美】珍妮特·洛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搜集与整理巴菲特机智

的讲话、著述及其深受喜爱的格言，反

映了这位举世瞩目的投资者几十年来

的生活。 本书通篇闪烁着股神的智慧

之光， 巴菲特对获利哲学的描述精妙

无比，同时他对互联网经济、家庭、朋

友、公司经营、纳税等问题的思索也使

本书的内容更为充实。

作者简介：

珍妮特·洛，知名财经作家，本杰明·

格雷厄姆的研究权威， 潜心研究格雷厄

姆的价值投资理论逾

30

年，著述甚丰，经

常在 《新闻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洛杉矶时报》等知名媒体发表文章。

城市更新

作者：秦虹、苏鑫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城市更新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各个

阶段。 在城市化阶段，人口大量从农村

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新增人

口住房需求带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城市发展表现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伴随城市化率逐步提高和城市规模不

断扩大，“大城市病”开始凸显，人口密

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突

出、生活品质下降等问题逐步显现。

作者简介：

秦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二级研究员。

苏鑫， 现为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

曾任

SOHO

中国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

大概率思维

作者：【美】马恺文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致力于把统计思想广泛

地应用于投资理财、商业决策、人生规

划等领域， 在本书中详尽介绍了数据

的收集方法、 统计基本原理和常见的

陷阱、 做出正确决策的技术以及具体

形同策略。

作者简介：

马恺文，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高材

生，是计量分析的奇才。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加入“麻省理工

21

点小组”。

他把数牌体系广泛应用于投资理财、

商业决策、人生规划等领域，均取得

显著成功。

谁为机器人的行为负责

作者：【意】乌戈·帕加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机器人技术的设计、

制造和使用如何影响现在的法律制

度，尤其是在刑法、合同法和侵权法领

域的责任和代理问题。 通过区分机器

人作为人类互动工具的行为和机器人

作为法律领域的适当代理人， 法学家

们将不得不解决新一代的“难题” 。

作者简介：

乌戈·帕加罗，意大利都灵大学法

学院教授。出版著作十部，发表多篇论

文，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与法律、

网络理论、机器人学和信息技术法（特

别是数据保护法和版权）。

AI

·未来

作者：李开复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凭借对全球科技业

与人工智能行业的深入了解，为读者描

绘了人工智能新世界的样貌、未来人工

智能对社会的冲击以及在人工智能时

代我们的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

李开复，创新工场创始人及首席执

行官， 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

曾是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

曾在微软、苹果、硅谷图形公司担任要

职。李开复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计

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卡内基·梅隆大学

计算机系博士学位，同时还是香港城市

大学的荣誉博士、 卡内基·梅隆大学荣

誉商业管理博士。

多样性红利

作者：【美】斯科特·佩奇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多样性视角、

启发式、 解释和预测模型四个认知工

具箱框架，并得出惊人结论：一个人是

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 而取决于

认知工具的多样性。 本书将告诉你如

何应用工具箱中的工具， 用多样性创

造更多的红利。

作者简介：

斯科特·佩奇，圣塔菲研究所复杂

性与多样性研究专家、 密歇根大学教

授。 以对社会科学多样性和复杂性的

研究和建模而闻名， 于

2011

年入选美

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获得多项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奖金。

人工智能终将打开新世界

□高希言

对于很多人而言，人工智能其实并不是新事

物，因为早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

能的概念便被正式提出。而人工智能的爆发却始

于近三年，2015-2016年诞生的人工智能企业数

量，超过过去10年之和，企业融资额也不断创出

新高。目前，全世界正推动着智能进化的进程：以

人工智能算力6年提升30万倍的超级摩尔定律发

展，数字生命必然实现智能飞越，人机融合将孕

育一个万物智能的新宇宙。

目前， 人工智能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意味着未来的若干年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好

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那么，人工智能是

会像马克·扎克伯格宣扬的那样造福人类生活，

还是会像埃隆·马斯克警告的那样威胁人类生

存？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未来生命研

究所创始人迈克斯·泰格马克全方位、 系统深入

地探讨了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一系

列深远影响。

从14岁起，泰格马克就开始关注科技对人类

未来的影响，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更是加剧了

他的担忧。 对于生命的定义，泰格马克认为是一

个能保持自身复杂性，并进行复制的过程。 生命

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硬件和软件都来自进化

的生物阶段，即生命1.0；能够通过学习自己设计

软件的文化阶段，即生命2.0；自己设计硬件和软

件，并主宰自我命运的科技阶段，即生命3.0，也

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或许能让我们在21世纪内进入生

命3.0阶段。 我们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未来前进，以

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未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各方

面的争议，书中指出，在这场辩论中有三个主要

的阵营：技术怀疑主义者、数字乌托邦主义者和

人工智能有益运动支持者。

泰格马克认为， 关于人工智能存在许多争

议，世界顶级专家们也难以达成共识。 关于人工

智能的许多误解都是由人们对一些词语的不同

定义造成的。他在书中指出了目前所存在的三大

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超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

能一定会在21世纪内实现。 但泰格马克认为，世

界顶级专家各执一词， 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答

案。 许多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困难的，可能需要几

十年的时间才能解决。 因此，最好从现在就开始

进行研究，才是明智之举。

第二个误区认为唯一对人工智能怀有忧虑

并支持人工智能安全性研究的一类人，都是对人

工智能一窍不通的“卢德分子” 。 而泰格马克认

为，若想适度地支持人工智能安全性研究，人们

并不需要确认风险是否很高，只需要相信风险不

容忽视就行了， 就像人们适度地投资房屋保险，

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火灾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罢了。

第三个是关于风险类别的误区：不是被赶尽

杀绝，而是失去控制权。泰格马克认为，对邪恶机

器的恐惧，也没那么重要。 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

不是它们有没有恶意， 而是它们的能力有多强。

从定义上来说，一个超级智能会非常善于实现自

己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因此，需要确保

它的目标与我们的相一致。

在很多我们所接触的科幻故事中，机器仅仅

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就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意

识。 而在人工智能的各方面研究中，对于人工智

能有没有可能产生自我意识，应该是最为核心的

问题。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些因人工智能崛起

而引发的棘手伦理和哲学问题：人工智能能否感

觉到痛苦？ 它们是否应该拥有权利？ 上传思想算

不算主观上的自杀？ ……

在本书中，泰格马克认为要理解智能，就必

须回答三个关于意识的问题：“相当难的问题” 、

“更难的问题”和“真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预测哪些物理系统拥有意识；第二个问题是预测

感质； 第三个问题是物质为什么会产生意识。

“相当难的问题” 是科学的，因为它可以预测哪

些大脑过程拥有意识，而这样的理论是可以用实

验来证实和证伪的。但目前尚不清楚科学要如何

解决那两个更难一些的问题。神经科学实验告诉

我们，许多行为和脑区都是无意识的，大部分意

识体验都是对大量无意识信息做出的 “事后总

结” 。如果人造意识是可能的，那么与人类的体验

比起来， 人工智能的体验空间可能非常庞大，在

感质和时间尺度上跨越极大的范围，但都能体会

到自由意志的感觉。

事实上，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从争论不定的

“概念” ，逐渐具象、延伸为愈加丰富的学科，并培

育起一批科技产业。人工智能由人类创造，它的走

向也将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意识。而毋庸置疑的是，

人工智能终将打开一个新世界。从未来看，人们对

人工智能的定位绝不仅仅只是用来解决狭窄的、

特定领域的某个简单具体的小任务， 而是真正像

人类一样， 能同时解决不同领域、 不同类型的问

题，进行判断和决策。 从我们能活到的近未来，穿

行至1万年乃至10亿年及其以后，从可见的智能潜

入不可见意识， 泰格马克在本书中重新定义了

“生命” 、“智能” 、“目标” 、“意识” ，这无疑有助

于我们构建起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动态的全新思维

框架，重新思考这个时代未来的发展。

注意力经济下的

商业模式

□刘英团

“未来的品牌没有粉丝迟早会死。” 正

如逻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所言， 在资讯时

代，谁能引起更多的关注，谁就有机会创造

更大的商机。在某种程度上，粉丝的关注度

已然成为比实际货币更重要的货币， 他们

的注意力甚至关系到企业或个人的收益成

败。 在《注意力经济》一书中，美国联邦贸

易委员会前高级顾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

院法学教授吴修铭，梳理了从20世纪初的

报纸媒介到21世纪的手机媒介吸引及转

售“粉丝” 注意力（或商业模式）的动态过

程：“制胜之道从始至终就在于找到过去

的商业开发，无法侵入的时间和空间，继而

向我们收集尚未‘被收割’的意识，先从大

块的意识开始，再到一条条的意识片段。 ”

各种便携设备不断地寻找各种方法将我们

的时间和注意力商业化， 令我们的生活状

态在商业逻辑的面前节节败退， 甚至成为

“常态” 。

注意力是一种可以贩卖的产品———媒

体的本性就是收割注意力， 全世界的媒体

都一样。 著名技术活动家克莱·约翰逊在

《信息食谱》 中谈到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

闻台福克斯新闻批量生产新闻的方法，他

们的核心是BlogSmith系统， 用来监控搜

索、分析关键词、找到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并生成“好题目” 。 在修改新闻标题上，福

克斯新闻、赫芬顿邮报并不孤独，当前几乎

所有的网站及自媒体都曾经篡改过新闻标

题，炒作或正在蓄意地制造舆论“热点” 。

互联网时代，“标题党” 把低俗发挥到

了极致， 已然引起了各国政府互联网管理

机构的重视。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或者承

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主要受众

的年轻化， 收割注意力再卖给广告商的做

法，非但会长期有效，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会越来越有效，越来越猖獗。

几乎所有商业模式诞生伊始， 总寄托着人

们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憧憬， 而现实却往

往不能免俗地纷纷“向钱看” 。尤其在资讯

时代，谁能引起更多的关注，谁就有机会创

造更大的商机———“注意力的稀缺性、流

动性和广泛使用价值， 使其越来越像货

币” 。

“人类的眼睛盯住哪里， 哪里就会有

商业接踵而至” ， 争夺注意力是一切商业

活动最底层的逻辑。在本书中，吴修铭以翔

实的史料讲述了《纽约太阳报》的发迹史，

并给我们进入的大众传媒时代“埋下了一

粒种子” 。 他认为，“便士报运动” 掀起并

奠定了近代报业的基础， 首次让新闻取代

言论成为报纸的主角， 使报纸成真正的新

闻纸。 从《纽约太阳报》的发迹史看，正是

通过转售有价值的新闻及读者普遍关注的

各种凶杀案、强奸案，《纽约太阳报》圈了

大量的“粉” ，“一举将发行量提升到了非

常精确的193600份，不仅将纽约市其他日

报远远甩到了身后， 甚至超越了几十年之

前就在伦敦成立的多家日报， 取而代之成

为世界上读者群体最广泛的报纸。 ” 这种

新的商业模式，就是“注意力经济” 。

《纽约太阳报》取得了成功，创始人本

杰明·戴所构思的商业模式催生了后世无

数的模仿者，从广播网络、电视广播到谷歌

和脸谱网都在其中之列。 “它扩大人们的

想象”（罗素《论历史》），却又因为竞争

或利益，不断地突破商业道德和法律底线。

互联网时代，无论是你如何强大，大概都很

难完全抵御被“收割” 的宿命。

注意力经济的逻辑就是： 首先吸引大

众的注意力，然后将大众注意力转售变现。

从户外广告到社交平台到知识付费再到视

频APP的崛起， 大众的注意力始终是一种

可以变现的商品， 特别是智能手机出现以

后，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吴修铭教授认为，

注意力商人总是试图吸引尽可能多的观

众，在观众全面反抗之前，用尽可能多的广

告轰炸他们的脑神经， 我们的注意力也因

此逐渐涣散。 如果我们渴望未来的生活摆

脱宣传的奴役……不再像我们之前那样，

经常廉价又轻率地分散注意力， 一是让我

们做注意力的主人， 重获生活中每一次体

验的所有权。 二是要有所实际行动来解决

改造自身注意力的不适感， 以充分体验内

心深藏的强烈情感。

通过本书我们不但清楚地看到人类注

意力逐渐涣散的全过程， 吴修铭还详细描

述了如何把大众的注意力变成生意。 正如

他所言，“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注意力商人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

向、人类的未来……”

书名：《注意力经济》

作者：【美】吴修铭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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