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umn

专栏

主编：何敬东 编辑：孙勇 2015年 3月 18日 星期三

Tel

：(0755)83501681

【世说新语】

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

治而不是法治， 办事

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生熟程度、 感情

深浅程度。

【环宇杂谈】

日本人垄断亚行行长

早就与美国人垄断世

行行长、 欧洲人垄断

IMF 总裁一样， 成为

了不成文的惯例。

白领机器人来袭

周家兵

制造型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寻求突

围

，

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管理方面

。

随

着国内人力成本的上升

，

自动化引进

车间成了制造型企业转型的倒逼成

果

，

机器人行业由此风生水起

。

之前车

间头戴蓝色帽子身穿蓝色工衣的员工

满满当当

，

密密麻麻

，

而今车间却是排

列有序

、

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动的各种

机器人

。

车间里孤零零的几个人

，

巡视

车间每台机器和机器人的运转情况

，

巡查从机器人手中下线的每款产品的

品质是否达到要求

。

没有管理者的呵

斥和训导

，

弥漫车间的是机器人自动

自发的

“

工作

”

转动声

。

偶尔夹杂着机

器人出现故障的报警声和红色闪烁

灯

。

一个机器人的工作效率是普通员

工的两到三倍

，

甚至更高

，

且工作品质

稳定

。

机器人大面积替代一线员工已经

成为普遍共识

，

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

势不可挡

。

面对这一变化潮流

，

白领就

可以高枕无忧吗

？

非也

。

有种智能机器

人正在袭击白领的工作岗位

。

前不久

，

笔者参加一个小型的内

部展览和发布会

，

现场看到机器人能

够顺利地完成白领甚至高级白领的工

作

。

有机器人能够完成数据分析师

、

调

酒师

、

报刊编辑审阅排版

、

办公室文职

等工作

，

甚至连高级管理者所要做出

的决策分析和判断

，

机器人都能搞掂

。

在这个小型会议中

，

举办方让一个机

器人完成了办公室文员的全部工作

：

文件的输入

、

校正

、

排版

、

打印

、

分发

、

发电邮等

。

机器人还能够根据要求将

文件分发到不同的领导手中

，

如果领

导不在座位上

，

机器人可以自动发送

微信和短信到领导手机

。

机器人能清

晰地记录下被分发人的图像和详细时

间

，

并及时将这些信息实时传送给数

据库

。

参加本次活动的所有人品尝的

十多种不同品牌的咖啡

、

饮料和酒水

，

同样是机器人独立调制出来的

。

在举

办方请负责茶水饮品的机器人出来和

大家打招呼时

，

在场的所有嘉宾都深

感好奇又不可思议

。

最近

，

美国

Savioke

公司开发了

一款三英尺高的机器人

SaviOne

，

它

可以代替服务员

，

向酒店房间送零食

或洗漱用品

。

除了可以自动找到客人

的房间

、

送东西之外

，

它甚至还可以自

行坐电梯

。

Momentum Machines

公司

也发明了一款会烤汉堡的机器人

，

每

10

秒钟就可以做一个汉堡包

，

可以代

替

3

名全职汉堡师

。

该公司的联合创

始人亚里山德罗斯

·

瓦尔达克斯塔斯

接受采访时称

，

他的机器人

“

并不是为

了让员工更有效率

，

而是要完全取代

他们

。”

拜机器人学

、

大数据

、

云计算和

移动技术的长足进步所赐

，

新的科技

革命可能会让机器人取代千百万人的

工作

。

这些岗位不仅仅涉及制造型企

业的蓝领工人

，

也涉及到多个行业的

诸多白领岗位

。

明天

，

我们在餐厅吃饭

，

将遇到一

位帅气的服务生

，

服务周到

，

热情有

度

，

风度翩翩

，

温文雅尔

。

当你想要人

家的联系电话时

，

小伙子说

，

不好意

思

，

我是机器人

86

号

。

当你去拜访一

家制造型企业的董事长

，

看到一位漂

亮

、

婀娜多姿的美女前台

，

她可以用不

同国家的语言

，

甚至是中国各个地方

的方言和你随意流畅沟通时

，

不要惊

讶

。

当你佩服她的学识和艳羡她的美

色时

，

她会热情引导你进入会客室

，

给

你冲一杯中国绿茶

，

有礼有节地在掩

上会客室门前和颜悦色地柔声说

，“

董

事长在

16

分钟后抵达公司

，

你的到来

信息和个人图像我已经及时传送到董

事长的终端电子设备上了

。

如有什么

需要帮助

，

请摁一下座椅右侧的蓝色

键

，

我会第一时间为你提供服务

，

我是

机器人

66

号娜娜小姐

。 ”

这种情景

，

或许要不了多久

，

就会

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

到底是

多久呢

？

实践给出的答案极有可能超

出我们的想象和预测

。

对此

，

你准备好

了吗

？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

熟人圈

冷秋语

俗话说

：“

朋友多了路好走

。”

尤其

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更是如此

。

我

记得儿时村子里有人外出打工混得不

错

，

同村的长辈就会把自己的子女都

托付给他

，

用他们的话说

，

熟人嘛

！

吃

不了亏

！

到镇上办个什么事

，

人际关系

好的人就会很得意地说

，

我跟某某某

熟得很

，

都是熟人

，

保证没问题

。

后来

，

我长大了

，

走进了社会

。

我

起初也是跟着熟人混

，

还是带亲的

。

再

后来

，

我有了自己的熟人圈

，

就自己出

来混

。

那个时候我就听人家讲人脉圈

，

说什么有人脉圈就有了一切

。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人脉

圈

，

人脉圈有什么用

，

能不能换银子

？

后来我才知道

，

所谓的人脉圈

，

说白了

就是一个熟人圈

。

再后来

，

在社会之中

摸爬打滚练就了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

这个时候我才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

，

我所学到的自以为是精髓的东

西

，

只不过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

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

弄了这么多年才

搞懂

：

原来中国就是一个

“

熟人社会

”。

“

熟人社会

”

其实更通俗地讲就

是

“

小圈子

”

社会

，

20

世纪费孝通在

《

乡土中国

》

提出的概念

，

认为中国传

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

，

人

熟是一宝

。

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

一种私人关系

，

形成一种按照亲疏远

近差别对待的

“

差序格局

”

关系网

。

这

种

“

差序格局

”

关系网

，

犹如一轮轮石

头击水时形成的涟漪

，

以自己为中心

向外平面延伸

，

愈推愈远

，

人际关系

也就愈淡漠

。

因此

，

同乡会

、

商会

，

还有各种社

会组织

，

便成为了这个关系网上的延

伸线

。

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

语

， “

熟人社会

”

亦称为

“

关系社会

”、

“

后门社会

”。 “

熟人社会

”

强调的是人

治而不是法治

，

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生熟程度

、

感情深浅程度

，

关

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

实现其实利目标

，

在这里责

、

权

、

利的

界线较为模糊

，

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

犯

，

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

辈

、

任人唯亲

、

徇私舞弊等

。

如此看来

，

熟人社会是不是就一

点好处没有

？

其实不然

，

熟人社会也有

熟人社会的好处

。

我们远离家乡

，

来到

一个陌生的城市

，

没有亲人

，

没有朋

友

。

一旦加入这些组织

，

拥有了自己的

熟人圈

，

你便不会再觉得孤单

。

这些组

织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

一些商会

，

同乡会等都跟政府有

着一些往来

，

这些组织都有光荣的传

统

，

并且他们游历于政企之间

，

为各种

头衔与光环所笼罩

，

并且能够很好地

带动经济发展

。

如今

，

这种民间组织是越来越多

了

，

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团队合作

，

人

多力量大嘛

！

有人说

，

当下的社会正在从熟人

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

，

但几千年的

熟人思维传统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

固

，

想要彻底地转变它可能还需很多

很多年

。

(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

)

【缘木求鱼】

许多时候， 感情一泛

滥， 往往也就顾不得

什么科学不科学、真

理不真理了， 先过了

感情的“瘾” 再说。

亚投行来了，亚行请靠边站！

李宇嘉

已经有了世行

、

IMF

和亚洲开发

银行

（

以下简称

“

亚行

”），

而且亚行的

职能之一就是为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提

供融资

，

为何还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

简称

“

亚投行

”）

呢

？

这是发

达国家反对成立

“

亚投行

”，

并拒绝加

入

“

亚投行

”

的理由之一

。

但是

，

先不说

世行和

IMF

，

单看亚行

。

自

1966

年亚

行成立以来

，

9

位行长均来自日本

，

而

日本人垄断亚行行长早就与美国人垄

断世行行长

、

欧洲人垄断

IMF

总裁一

样

，

成为了不成文的惯例

。

2013

年

3

月

，

日本召回亚行前行

长黑田东彦

，

任命其为本国央行行长

。

本来

，

亚洲新兴经济体对日本垄断亚

行颇具微词

，

希望借此机会在中国

、

印

度等大型经济体

，

甚至是越南和泰国

等新兴国家代表寻找接班人

。

但是

，

第

一捐资比例赋予的投票权非常

“

任

性

”，

日本在第一时间就宣布了他们中

意的候选人

———

日本财政部官员中尾

武彦

，

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

。

其他亚洲

国家再一次失望

，

此后一直到提名截

止日

，

都没有新的候选人提议

，

让整个

行长选举变成了日本人毫无悬念的加

冕仪式

。

大家看看

，

2016

年就是亚行成立

20

周年了

，

但亚行干了什么呢

？

很多

人甚至不知道有亚行的存在

。

亚洲除

了日本

、

韩国

、

新加坡等成为了发达国

家

，

其他

46

个国家二战结束后贫困的

局面目前并无多大改观

。

美国怀疑

，

在

治理能力

、

环境和社会保障上

，

中国主

导的

“

亚投行

”

能否体现世行

、

IMF

以

及亚行的高标准

，

而坚持同样意识形

态和市场规则的亚行

，

也同样高昂着

头颅来俯视亚洲各国的扶贫需求

。

因此

，

我们看到

，

唯美国马首是瞻

的日本

，

同样采取了世行和

IMF

的标

准

。

摆在亚洲贫困国家面前的

，

同样是

信用级别

、

政府透明度

、

财政紧缩

、

国

企比例等等西方的标准

。

但是

，

谁也没

有认识到

，

哪个洲也不像亚洲

，

48

个

国家在意识形态

、

发展差异

、

历史宗教

问题和现实矛盾上的差异是这么大

！

如果采取西方的标准

，

没有几个国家

能够拿到亚行的扶贫款

。

扶贫款都很

难拿到

，

就别提基础设施投资了

。

亚行

统计过

，

2010

年至

2020

年亚洲各国

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

8

万亿美

元

，

另需近

3000

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

础设施建设

。

以东亚少数发达国家

（

地

区

）

为主

，

亚洲集聚了

62

万亿美元的

私人资本

，

但亚行无所作为

。

看到日韩过上了好生活

，

起初

，

亚

洲国家也听从美日的安排

，

憧憬能够

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

“

自由市场资

本主义

”

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

，

包括通

过放松国家对银行

、

利率和汇率的控

制

，

使经济向市场开放

。

亚洲金融危机

发生时

，

IMF

基于自由放任的

“

华盛顿

共识

”

为泰国

、

印尼

、

马来西亚等国开

出了猛药

，

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

支

，

不顾经济衰退来提高利率

，

并且放

松监管

。

但是

，

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

看起来越来越危险

，

可能被繁荣与萧

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

令人惊诧的是

，

2008

年金融危机

后

，

西方经济体却为自己开出几乎相

反的药方

，

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

、

政府买单

、

降低利率

，

并利用政府资金

为银行纾困

。

而且

，

为了减轻危机的冲

击

，

让全球人民买单

，

希望中国这个大

国

“

搞刺激

”

不说

，

不惜给亚洲新兴国

家带来海啸过后的狼藉

，

大规模地从

亚洲新兴国家撤资

。

从亚洲的角度来

看

，

西方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

济的论调

，

都成了空话

，

西方的药方充

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

。

从来没有救世主

，

一切只能靠自

己

。

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

改革

，

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

。 “

授人

于鱼

，

不如授人于渔

”，

相比外资和援

助

，

自己发展更靠谱

，

完善的基础设施

建设是一国

（

地区

）

市场化和国内需求

的基础

。

台湾

、

日本

、

韩国承接了从美

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

，

结果他们都发

达了

；

中国又承接了从台湾

、

日本和韩

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

，

结果国力大增

。

下一步

，

南亚和东南亚将有望承

接从中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

，

但这些

国家没有像中国一样完善的基础设

施

。

费力捕捉一些并不是机会的

“

机

会

”，

而真正的机会来了

，

却没有能力

抓住

，

这是最可悲的

。

日本主导的亚

行相当刻板

、

相当苛刻

，

靠不住

。

中国

是全球制造业基地

、

有强大的外汇储

备

、

成熟的基础设施制造技术

，

更关

键的是

，

中国不会要求这些国家政府

治理透明

、

信用评级较高

、

财政紧缩

，

这是他们需要的

。

亚投行来了

，

亚行

请靠边站

！

(

作者系深圳财经界专业研究人士

)

【商兵布阵】

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

势不可挡。 面对这一

变化潮流， 白领就可

以高枕无忧吗？非也。

科学素养难以速成

木木

在全国两会期间的大会发言中

，

中国科协副主席秦大河说

，

中国公民

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

2010

年达

到了

3.27%

，

预计

2015

年这一比例将

超过

5%

。

但是

，

这个水平仅相当于发

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

，

中

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有待提高

。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

秦大河举

了两个例子

，

一个是一些地方在

PX

项目建设过程中

，

由于公众坚信

“

生产

PX

过程中会产生剧毒

”，

从而连续引

发多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

使

PX

项

目建设陷入

“

一闹就停

”

的尴尬局面

；

另一个是

2011

年日本发生核泄漏事

故

，

中国竟然掀起了一场令人咋舌的

抢购食盐风波

。

两个例子挺有说明力

。

虽然也有

人认为

，“

阻挠

PX

”

和

“

抢购食盐

”

的

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

，

有政府公信力

缺失

、

信息披露不充分

、

政府工作有失

粗疏等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很难否认的是

，

如果公众具备了最

基本的科学素养

，

而且临事之时能够

不惜辛苦地劳动一下自己脑子的大

驾

，

或者再辛苦一些

，

上网搜索搜索

，

听听不同的声音

，

恐怕就不会陷于恐

惧之中难以自拔

。

足以证明中国人缺乏基本科学素

养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

几乎到了举

不胜举的地步

。

比如

，

佳洁士在广告中

吹嘘自己的

“

炫白

+

双效牙膏

”

能够

“

一天美白

”（

佳洁士刚刚因此被监管

部门打了一棍

），

据说

，

这款产品卖得

就比较好

。

如果公众都具备最基本的

科学素养

，

估计就没人会追着购买这

款所谓的

“

神品

”，

监管部门也就能省

省心思和力气

。

在这个世界上

，

能让爱美人士的

牙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

在一天甚至

半天的时间内

，

就美白起来的物质

，

肯

定是存在的

，

不过

，

这东西绝不应该是

普普通通的牙膏

；

如果有人吹嘘自己

的牙膏实在不普通

，

甚至格外地神奇

，

那你反而就要格外地小心了

，

没准儿

，

那里面就添加了一些原本不该添加的

什么东西

。

类似能够

“

美白

”

或者已经被

“

美

白

”

过的东西

，

显然都是需要小心地

敬而远之的

，

比如

，

能美白面皮的面

膜

，

比如

，

已经被美白

“

装饰

”

过的银

耳

。

还需要敬而远之的

，

当然还有那

些善于故弄玄虚

、

牵着缺乏科学素养

的公众们的鼻子走以谋私利的

“

大

师

”

们

，

比如张悟本之类的

“

风云人

物

”。

对这些

“

大师

”，

更要小心

，

不但

要听其言

、

观其行

，

而且要辨其理

。

凡

事不能凭了经验

、

依着性子

、

由着别

人的蛊惑想当然

。

要想

“

辨其理

”，

从而躲开人生中

的各类陷阱

，

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

身上

，

恐怕不现实

，

最靠得住的途径

就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

，

在

这个过程中

，

除了多学习

，

关键还是

自己要多思考

，

遇事要多问几个

“

为

什么

”、“

有什么科学依据

”，

而不能感

情用事

。

不过

，

若以

“

感性

”、“

理性

”

作为划

分标准

，

中国人似乎还是更偏

“

感性

”

一些

；

偏

“

感性

”

的中国人

，

在生活中当

然就免不了感情用事

，

许多时候

，

感情

一泛滥

，

往往也就顾不得什么科学不

科学

、

真理不真理了

，

先过了感情的

“

瘾

”

再说

。

如此一来

，

许多事情在中国

推动起来

，

就复杂

、

困难得多

。

要想让偏

“

感性

”

的中国人

，

更

“

理

性

”

一些

，

大约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

唯有不断强化其科学素养一途了

，

但

这显然并非一个能速成的过程

。

秦大

河发言中有零有整的两个数字

———

3.27%

和

5%

，

由于媒体报道得语焉不

详

，

也不知从何而来

。

私下揣度

，

若以

13

亿人口计算

，

3.27%

就是

4251

万人

，

5%

就是

6500

万人

；

而从

1977

年到

2010

年

，

我国高考录取总人数超过

6600

万

，

到

2015

年

，

高考录取总人数

将超过

1

亿人

。

秦大河院士的两个数

字

，

来历大约就源于历年来学理工科

的大学生人数吧

。

这么计算

，

大约也不能说一点谱

儿不靠

，

但给人的信心打击无论如何

还是过于强烈了一些

———

搞了

30

多

年

，

才让

3%

左右的人口有了基本的科

学素养

，

要让整个社会看上去有些科

学的模样

，

这要熬到猴年马月去啊

？

如

此看来

，

科学素养的养成

，

不但难以速

成

，

甚而有些难以完成了

。

这就难免让

人有些泄气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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