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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逻辑

作者：【美】西奥多·E·伯顿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关于金融危机及工商业大萧条的简介性书籍，都对银行、货币、关税及其他意见不一的经济政策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些作者也都

仅仅是在就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 本书旨在探讨这些周而复始的衰退纷扰的本质及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提出一些确切而实际的建议同时提出可能避免及

缓解萧条发生的方法。

作者简介：

西奥多·E·伯顿是美国目前声名显赫的政治家之一。 出生于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曾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任职长达41年。

增长危机

作者：【美】丹比萨·莫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逆风加剧，不确定性风险加大。鉴于此，本书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一些弊病提出了批评，对

于经济如何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提出了建议。

作者简介：

丹比萨·莫约，《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曾任世界银行与高盛集团高级经济顾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特约编辑。牛津大学

经济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人生新算法

作者：【日】矢野和男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将首次从数据科学的角度解读人生算法，颠覆我们对时间、幸福、运气的认知。 作者指出，在大数据分析系统、“运转判断型”人工智能科技的指引

下，人类有望实现理想的工作形式，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走向新财富社会。

作者简介：

矢野和男，1984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物理学硕士，工学博士。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协会（IEEE）会士。日立返仁会总务理事。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合作教

授。 文部科学省信息科学技术委员。

异议的力量

作者：【美】查兰·奈米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书中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异议来做出更好的决策。异议促使我们质疑现状，重新思考先入为主的观念。当持异议者挑战多数派意见时，就会敦促多数

派围绕问题的各个方面搜寻信息，并考虑新的想法。 本书引导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欣然接受异议，适合所有从事决策工作和创新工作的人阅读。

作者简介：

查兰·奈米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目前住在旧金山。

企业再造

作者：【美】迈克尔·哈默等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在商业和社会的未来图谱上，重申必须与过时的认知体系和经营模式决裂，从根本上进行流程变革，并给出了一整套思维模型和行动方案。

作者简介：

迈克尔·哈默，世界十大管理大师之一，企业再造和业务流程理念创始人，其管理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商业周刊》曾将其誉为“4位杰出

的管理思想家之一” ；《时代》杂志将其评选为首批“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重新定义增长

作者：【德】马丁·R·斯塔奇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者根据多年在麦肯锡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经验，结合学术、商界和政界领袖的意见，为我们揭示了这个时代中所有人都需要做出的改

变 ，并呈现了实现这种“大协调”的可行性规划：超越开发、采掘、耗竭的资源模式。

作者简介：

马丁·R·斯塔奇，SystemiQ公司（专注于系统性创新与投资）创始人、合伙管理人，在此之前就职于麦肯锡公司，在多个领导岗位工作长达20年，其中包括

离任前的职位———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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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经济史变迁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李增刚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

就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多种解释也应运而生。 这

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对

中国历史研究。 既要探寻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

又要探寻中国历史上兴衰变迁的规律。

这种“探寻”要满足什么标准呢？ 如果仅仅

研究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兴盛或衰落或王朝的

更迭，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给出多种不同的解释。

但是，如果既要探寻中国的现在，又要探寻中国

的过去；既要探寻中国的兴衰变迁，又要探寻与

其他国家差距的变化，那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框

架，就要既能够解释中国现在经济成就的根源，

又能够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变迁，还能够解释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兴衰变迁以及中国与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分流”或“收敛”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万志英历经

数十年完成的《剑桥中国经济史》，就是一本采

用现代经济理论探寻中国经济史变迁的重要著

作。 该书展现出了中国经济史变迁的宏大历史

画面， 既体现出了作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精准把

握，又体现出了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熟练运

用，还体现出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注。

随着经济形态的多样化， 经济史的内容日渐

丰富。 无论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从农业社会开始

的。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历史都是农业的历史，而

农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不

仅影响着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还影响着国家的税收。 因此，土地制度的变迁基本

上都与国家追求税收最大化的目标相关。

在本书中，基本上贯穿着王朝统治、税收、土

地制度等内容。 在唐宋变革之后，手工业特别是

纺织业等发展起来，作者又增加了许多关于手工

业、纺织业的内容。 随着手工业、现代工业等的

发展，金融业等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比如纸币的

出现、汇票、交子、会子等。 对于国际贸易，中国

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出现，即所谓的陆上丝绸之

路，后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西方的地理大发

现，中国与更远国家通过海洋进行的贸易也发展

起来。因此，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农业、土地经

济为主，后来逐渐增加手工业、工业、金融业、国

际贸易等的发展。

经济史的研究虽然属于历史学的分支，但是

同样也属于经济学的分支。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

现代经济史研究，更加偏向于经济学。 从中国学

科目录看， 经济史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

在历史学中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涉及到

不同朝代的历史以及专门史等。经济学家对经济

史和历史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

式、方法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经济学家研

究经济史更侧重于解释，特别是寻求一般性的历

史规律，而不是只对个别的历史事实进行考据。

现在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基本上包括

两大范式：一是历史计量，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工

具和方法，寻求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也用回归

出来的结果进行估算、预测等；二是理论分析，采

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考察历史事件，进行内生解释

以及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判断。

作者虽然没有采用历史计量的方法，但是有

很多数据采用的是历史计量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比如对中国或西方国家明代和清代GDP总量、

人均GDP等的大体估计， 列举了多位作者的结

果。 在对国家与市场关系或者国家作用的概括

上，作者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或理论，如财

政国家、重商主义、自由市场等说法，根本目标是

将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结合起来，以对中

国经济史的变迁从理论上进行阐述。

本书引用了大量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成

果并且进行比较，目标是寻求更加符合现代经济

学理论的解释，对不同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解

释进行评论。 这样，可以让读者对中国经济史的

变迁有相对比较系统而完整的理解和把握。

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来讲，本书至少给了

我们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国经济

史。经济学的理论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采用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将会得出不

完全相同的判断。 无论什么时候研究中国经济

史，都将是一个常新的课题，都可能会有创新，就

像20世纪计量史学的发展一样。 中国经济史的

研究需要紧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采用新的理

论、新的工具和方法进行解释和研究。 经济学家

要像历史学家的考据一样，采用新的工具和方法

进行历史资料的再挖掘， 既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也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

二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视野。无论是对

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历史学的研究，比较是得出

结论和判断的一个恰当方法。对于中国经济史的

研究不能集中于一个时点、一个朝代，也不能够

仅仅集中于中国，而是放到更长、更广的范围内，

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比较、在同一时期不同

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在具有某些相同条件的历

史时期之间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出更有

价值的结论或判断。

三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经济学体系需要加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代

科学包括经济学都产生于西方国家。无论是对中

国当前经济成就的解释，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阐释

中国经济史，采用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都来自于西

方。我们既需要反思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现实和历

史的解释力问题， 也需要反思如何构建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体系的问题。中国

经济史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有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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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不能缺少因果推断

□江生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

学家就已经提出了因果的概念，并开始思考

事件之间的“导致” 关系。

可以说， 因果思维是科学技术的基础。

图灵奖获得者朱迪·珀尔在《为什么》一书

中给出了很多因果推断的应用实例，它们来

自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 既然因果论这

么重要， 为何它的数学形式化研究一直滞

后，直到最近才初见雏形？ 主要原因就在于

研究因果关系的必备工具之一的统计学在2

0世纪后才真正成为一门严谨的学问。

在书中，珀尔把因果论分为三个层面，他

称之为“因果关系之梯” ：第一层级研究“关

联” ，第二层级研究“干预” ，第三层级研究

“反事实推理” 。 珀尔特别指出，我们当前的

AI（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只处于最低的第

一层级，只是被动地接受观测结果，考虑的是

“如果我看到……会怎样” 这类问题。

理论上可以证明， 人工智能即便在因果

关系之梯的最低层级做到极致， 也无法跃升

到干预层面，更不可能进入反事实的世界。 这

本书所讨论的几个悖论（伯克森悖论、辛普森

悖论、伯克利大学招生悖论等）就曾长期困扰

着统计学家， 因为这些问题离开了因果论是

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 珀尔也看出了这一

问题的症结：缺少因果推断的AI只能是“人工

智障” ，是永远不可能透过数据看到世界的因

果本质的。

作为处在因果关系之梯最低层级的机器

学习技术，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并不神秘，

说得通俗一些， 大数据分析就是多变量统计

分析， 深度学习就是隐层多了一些的神经网

络而已，理论上没有太多新意。借助算力的提

升，这轮AI的火爆主要表现在工程实践比以

往更丰富了， 应用层面的创新要远远超过基

础理论的创新。 珀尔教授认为大数据分析和

深度学习（甚至多数传统的机器学习）都处

于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一层级， 因为它们的研

究对象还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众所周知，这轮AI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算力的提升，例如，深度学习就是人

工神经网络借助算力的“卷土重来” ，把数

据驱动的方法推向了一个巅峰。 人们甚至产

生了一个幻觉———“所有科学问题的答案都

藏于数据之中，有待巧妙的数据挖掘技巧来

揭示。” 珀尔批判了这种思潮，他将因果模型

置于更高的位置，把数学或统计建模的荣耀

重新归还给了相应领域的专家。

人们喜欢从“数据” 、“算法” 、“算力”

和“场景” 四个角度谈论AI。 珀尔试图告诉

我们，数据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推断的唯

一来源，那些承载着知识或经验的“因果”

模型，才是帮助机器从“人工智障” 走向人

工智能的关键所在。 在珀尔看来，大数据分

析和数据驱动的方法仅仅处在因果关系之

梯的第一层，强人工智能还需要干预和反事

实推理，如此让机器具备自由意志才可能实

现，二者分属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二层级和第

三层级。

我们不应该把AI技术对立起来，而应该

相互取长补短。拿强化学习来说，它不同于有

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是基于马尔科夫决

策过程发展起来的第三类机器学习方法———

智能体通过与环境互动变得越来越“聪明” 。

强化学习和因果推断都寻求策略，其中，行动

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但因果推断更开放一

些， 它可以利用数据之外的知识来推断策略

的效果。强化学习允许推断干预的结果，因此

能攀上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二层级。 通过模拟

环境， 强化学习无须从现实世界获取观测数

据来训练模型， 所以也有可能产生反事实从

而登上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三层级。

学术界对“强AI” 一直持谨慎态度，多

数学者倾向于“弱人工智能” ，即思维机器

可以在一些具体应用（如棋类游戏、人脸识

别、信息检索等）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本质

上不可能达到人类的智能，譬如，像科学家

一样思考，理解人类的语言并无障碍地与人

类交流，创造具有真正美感的艺术，拥有人

类的情感……大家没敢对强AI抱有太多的

期望，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如何形式化人类自

身的因果推断能力了解甚少。

因果的形式化理论，不仅解决了困扰统

计学家很多年的一些悖论， 更重要的是，利

用“干预” 让人类和机器摆脱了被动观察，

从而转向主动地去探索因果关系，以便做出

更好的决策；利用“反事实推理” 扩展了想

象的空间，从而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束缚。 这

两点突破实现了因果革命，并分别构成了因

果关系之梯的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内容。

沿着因果关系之梯，机器便有望拥有强人工

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