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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一部《啥是佩奇》的预告片

火了。尽管这部红遍大江南北的预告片

没能给除夕档的电影“带货”，《小猪佩奇过

大年》的票房在春节档稳稳垫底，但考虑到

合家欢电影 5 亿左右的市场空间，1.41 亿

的票房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体现了超级 IP

的强大之处。

据媒体报道，小猪佩奇的 IP 价值已经

超过 180 亿美元。放眼动画市场，漫威的

超级英雄、迪士尼的公主们超强的市场号

召力也不言而喻。眼看着外国 IP 们四处

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人们不禁会问，

国产 IP 能否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分得

一杯羹？

笔者以为，一个好的 IP，想要跟国际

大咖“掰手腕”，起码要闯过三道关。

第一关即是版权。归根究底，保护版

权就是保护人类最珍贵能力之一——创

造力。今年春节档的四部电影，上映不久

即遭遇盗版危机，居然还衍生出了一个名

词：“携种拜年”，即将电影的盗版资源打

包供人下载。事实上，我国院线已经拥有

相当完善的保护机制，包括数字密钥、荧

幕波纹等一系列手段足以追踪到具体某

一台放映机、某一场出现了盗录情况。下

一步，则应是重拳出击，毫不手软地打击

盗版，降低盗版的损失。只要建立起完整

的版权保护机制，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杜

绝盗版现象。

其次是营销。互联网时代，眼球经济、

流量经济不容忽视，酒香也怕巷子深，营销

手段不足则声名不显，难以最大化 IP 的价

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国产 IP 也涌现出一

批成功的营销案例。无论是前些年的喜羊

羊系列大电影还是近来的熊出没系列，随

着电影的热播，周边玩具、授权商品的种类

也日益增加。当然，与经营多年、经验丰富

的迪士尼、漫威等相比，国产 IP 的营销手

段还略显稚嫩，尚需补课。

最关键的，还是 IP 的内容水准。内容

水准是一个 IP 得到社会认可、大众喜爱的

根基。小猪佩奇画风朴素却制作精良，脚

本简单却蕴含深意，其传递的家庭、教育观

念极容易引起共鸣，因此才能风靡全球。

由此可见，要闯过这三道关口，必须以

精良的内容为根基，以创意十足的营销手

段扬名立万，依赖完整的版权保护体系保

障自身利益。当下，随着《流浪地球》《白蛇

缘起》等优秀影片的上映，国产科幻 IP、国

漫正开始走入主流视线当中，一个真正属

于国人的超级 IP 也许正在路上，让我们拭

目以待。

培育中国“佩奇”，还得闯过三道关

说起 AI，也许不少人还记得几年前“阿

尔法狗”大展神威的场景。不过科学家的目

标绝不是“人—机”对抗，而是要让人工智能

更好地服务人类。AI 有一项重要的能力，就

是预测。如何看待这项神奇的本领？《AI 极

简经济学》这本书以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充分

的解读。

该书由阿杰伊·阿格拉沃尔、乔舒亚·甘斯

和阿维·戈德法布三位作者合著，他们都是多

伦多大学颠覆性创新实验室（简称 CDL）和

“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截至 2017年

9月，CDL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全球最密集的人

工智能初创企业聚集地。科学家们发现，人工

智能浪潮实际上带来的不是智能，而是智能的

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预测。我们的生活充

满了不确定性，而 CDL 的工作就是用经济学

原理告诉人们，人工智能如何降低不确定性，

以此帮助企业构建战略框架，做出正确决策，

确立未来方向。

本书的作者们强调“廉价改变一切”。这

里的“廉价”指向数据运营成本的下降。从经

济学眼光来看，某样东西价格低廉，人们就会

更多地使用它。所以，他们认为，必须推动人

工智能，尤其是数据分析的预测功能在各个领

域广泛使用，比如传统的库存和需求预测，以

及解决新的问题，比如导航和翻译。预测成本

的下降将影响其他东西的价值，比如提高互补

品（数据、判断和行动）的价值，降低替代品（人

类预测）的价值。作者们还把数据比作“新一

代的石油”以说明其重要性，强调其与传统预

测的区别就在于智能。

作为企业规划的指导研究机构人员，作者

们的关注点往往都很实用，比如，对于企业内

部的工作流程，哪些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带来较

高的投资回报率；把决策分为六个关键要素，

拆解决策的步骤有哪些，如何根据数据得出合

理判断的方法；信息技术革命怎样解构工作流

程，人工智能工具怎样为 iPhone 键盘提供技

术支持；如何防范人工智能风险，以及我们需

要哪些学习策略，等等。全书还有很多实例，

比如以苹果公司等为样本的启发性分析。

对于企业运营尤其是极度依赖信息流的

商业企业，该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意义。

然而有些问题却必须引起注意。比如，该书举

例，亚马逊的人工智能通过预测提高推荐购买

的有效转化，使得商业模式从先买后寄变成了

先寄后买，在竞争中抢先对手。这个成功案例

显然有它特定的文化环境，前提是必须搭配完

善的个人信用制度，而作者对此绝口未提，只

强调预测给亚马逊带来的商业利益，而忽视了

其中蕴藏着风险。

事 实 上 ，这 个 例 子 也 暴 露 了 该 书 的 缺

陷——全书透露出一种功利的气息。作者们

谈及人工智能在商业零售、金融支付、医疗手

术、自动翻译、自动驾驶等方面的成就固然振

奋人心，然而有可能存在的危险和负面效应却

阐述得过少。比如，数据预测的顾客行为模

式，可以帮助银行快速发现个人信用卡被盗

刷、阻止了客户的财物损失，但同时，这也意味

着人们的隐私处于监控之下。而作者关注的

是，隐私担忧限制了机器可用的数据。如果机

器没有足够的数据来预测许多类型的行为，建

立对比模型，机器的预测能力就难以发挥。显

然这是站在资本方立场上的思考模式。人工

智能信息系统有着天然的弊端，这种技术是一

种借助用户固定印象经过演化筛选处理过的

信息，要想克服不确定性，提高预测能力，必须

要求大量信息用以建立数据库，但它是否有资

格要求人们必须这么做呢？违背意愿的信息

搜集，以及每天不停歇的推送等关于商业伦理

的问题，作者们差不多都回避了。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技术，尤其是人工

智能这种在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中对

人的可替代性进行着尝试的技术替代物，在为

它的发展前景描绘的蓝图里，对人类的位置必

须要有足够的考量。

经济学视角看AI的“预测神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松和柏象征着延年益

寿，在一些寺庙和祠堂里也遍植松柏寓意不老

长青。如今的大街上花园里，生长缓慢的五针

松、侧柏并不多见，最常见的是形如巨塔一般

的雪松。

同样是长着小簇针叶的松树，雪松没有五

针松、白皮松的遒劲，却整整齐齐如同一把巨

伞撑开，层层叠叠轻微下垂的枝条密实地结成

一座墨绿色的塔。雪松的针叶上覆有一层薄

薄的白粉，远远望去，就像白雪覆盖在松枝上，

故而得名“雪松”。若是遇到阳光明媚，松塔闪

着银绿色的光辉，使得雪松比普通松树看起来

更加威风。

松柏最有气质的时候是在冬天。此时人

们听得最多的恐怕是“西伯利亚”这个词，因为

我们感受到的寒冷，大抵源自这里。雪落无

声，如同沉睡的棉被把寂寞的色彩包裹得晶莹

剔透，日光虽然逐渐温暖，却依然抵不过北方

来的寒流，一次又一次地把刚刚温暖的土地冻

结。冬的苦寒让许多植物沉沉睡去，长着针叶

的松柏们，尤其是塔一样的雪松，却始终默默

矗立。

雪松原产自欧洲的地中海，高大伟岸的身

姿让它看上去神气十足。每年春回大地之时，

它柔软而带有韧性的枝条顶端会长出鲜嫩的

新枝。新发的枝条以及针叶鲜嫩翠绿，与略带

银白的老叶形成鲜明对比。待到新枝发满，整

树雪松会变得脆嫩明亮，新老枝间又均匀过

渡，形成明暗层次变化的美丽视觉效果。雪松

在夏末开始结束生长，枝条以及针叶的颜色会

逐渐褪去鲜绿而变得深沉。

到了秋末初冬，雪松则开始“开花”。此时

树体下部的枝条会长出椭圆形的“雄花”，“雄

花”呈翠蓝色，背着厚厚的银粉。这个过程其

实是成群地长在树下层的雄孢子球开始释放

花粉。雪松的花粉小而轻，在每一粒花粉上还

有气囊可以让花粉趁着风飞散出去。此时在

树顶，椭球形雌孢子球随后开始分泌黏性的液

体，像松脂一样黏稠的透明液体会从鳞片一样

的心皮间分泌而出，它可以帮助雌孢子球黏住

空气中的花粉，并刺激花粉让胚珠受精。雪松

虽然没有花，无法吸引昆虫来帮助传播花粉，

但却可以借助风的力量让种子顺利孕育。

因此冬天对于雪松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季

节。度过春夏的生长，到了冬天万树苦褐之

时，它却迎来了“开花”的季节。雪松选择秋冬

“开花”，正是因为地中海的秋冬湿润且多风。

湿润的空气可以保证球果上的黏液不会干燥，

多风的季节则有利于花粉的传播。

“开花”这个词用在雪松上其实有些不恰

当，因为雪松是典型的裸子植物，它并没有花

这样的繁殖器官。裸子植物从其名字可以得

知，它们的种子是裸露在外且没有果实的器

官。不过尽管没有果实，裸子植物却有长得像

果实的器官，例如松树上长出的松塔。这些看

似果实的结构内并不含有种子，而是变化多样

的可以保护种子的外壳。这样的外壳其实只

是“雌花”胚珠所生长的心皮，这些心皮并没有

像被子植物那样包裹住胚珠，而是平展重叠在

一起，就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松果。

雪松来到中国之后，虽然适应了这里的温

度和土壤，却被寒冷干燥的北风吹干了球果上

的黏液。也因此，生长在北京的雪松极少能结

出球果，自然也无法产出可以繁殖的种子。由

此看来，环境和植物息息相关，它们就像一对

契合的积木，失去对方便残缺无疑。

雪松寒不落雪松寒不落

如今，科技界的荣誉制度备受国人瞩

目。在近现代科技史上，中国工程学界也

曾建立过荣誉制度，向作出杰出贡献的工

程师颁发了九块金牌。

故事要从中国工程师学会说起。辛亥

革命之后，国内工程学界相继成立了中华

工程学会、中华工学会和路工同人共济会

等三个团体。1913 年，这三个团体又联合

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詹天佑被推举为会

长。次年，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过了

几年，海外的中国工程学者也寻求团体联

合。1917 年 12 月 25 日，20 多位留学美国

的工程界大学生、实习生或工作者在纽约

聚会，讨论团结人才、组建团体的重要性，

并决定筹办学会。1918 年 3 月，征得 84 人

同意作为发起会员，将此团体命名为“中国

工程学会”。1923年 7月，学会在上海举行

年会，就此奠定了在国内的基础。1931 年

8 月，“中国工程学会”与“中华工程师学

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从此我国工

程学界真正有了统一的团体。到 1949 年

时统计，该会会员已有 16万多人。

1933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武汉召开年

会。上海分会提议，“本会为国内惟一工程

同志组织团体，对于国内工程界有特别贡献

之人物，为提倡起见，似应有予以荣誉奖励

之必要”。第二年，董事会通过了关于赠给

荣誉金牌的办法，规定，“本会对于工程界有

特别贡献之人，得依照本办法赠给荣誉金

牌”；获奖者应该是“（甲）发明：工程上新学理

者：有裨于人类及国防之机械物品或制造方

法者；（乙）负责主持巨大工程，解决技术上之

困难以抵于成功者”。在颁奖程序上，符合

标准者“得由本会会员十人以上用书面提经

本会认可后，由董执两部聘请专家五人组织

委员会审查之”，审查结果经董事会确认之

后在年会时颁发荣誉金牌。

1935年的南宁年会上，经顾毓琇等人提

议，审查委员会通过，学会把第一块金牌颁

给了侯德榜，以表彰他在制碱工业上的重要

贡献。侯德榜是写进了中学化学课本的科

学家。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正如顾毓琇

所言，“侯先生努力十余年的成绩，不但是国

人所乐道，亦且为国际学术界工程界所十分

看重的。最近美国化学会特请侯博士撰著

《苏打工业》一书，现已出版，为该会专著

（Monograph）之一。这种专著非世界上对于

某项专门学术有极高地位者不能写，而侯先

生竟代表中国的工程师，在国际学术界有这

样的贡献，实在可与首创平绥铁路的詹天佑

先生后先媲美了。”被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

业之父”的范旭东说：“侯博士的著作现在风

行各国，给全人类打开了制碱工程的秘境，

比起苏尔维的硁硁自守来，侯博士的气度崇

高，尤其值得赞扬。”美国化学会成立于1876

年，接受中国专家的著作列入丛书出版，在

它的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

此后，这项工程学界最高荣誉又陆续

颁发过八次，获得者分别为主持陇海铁路

和粤汉铁路的凌鸿勋（1936 年），主持修筑

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1941 年），主持甘肃

玉门油矿开发的孙越崎（1942 年），在国内

创 始 制 造 柴 油 机 及 其 他 机 器 的 支 秉 渊

（1943 年），抗战期间主持修筑成都等后方

城市飞机场的曾养甫（1944 年），负责修筑

中印公路和铺设油管的龚继成（1945 年），

对兵工器材有重大贡献的李承干（1946

年），以及完成花园口黄河堵口工程的朱光

彩（1947年）。

九人的人生轨迹虽不尽相同，但作为

中国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程专家，都

深受近代以来救国思潮的影响，抱定了“科

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目标。他们的事迹

中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其一，强调科技的

自主创新，致力于把国外技术的本土化，把

科技工作的目标瞄准解决本国的实际需

要。比如，被誉为“中国的福特”的支秉渊，

在 1938 年末造出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

柴油汽车发动机。三年后，中国的第一辆

汽车随之诞生。支秉渊曾用近半个月时

间，开着它从湖南祁阳出发，翻越贵川之崇

山峻岭，抵达重庆，足见其性能稳定。其

二，把科研重点放在事关国计民生和民族

复兴的大项目。比如，孙越崎开发油矿是

为了解决民族抗战对能源的需要。而曾养

甫组织在大后方修筑飞机场 72处，则为美

军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前进基地。

中国工程界的九块金牌

本周二，《流浪地球》票房正式突破 25

亿元，进入国内最卖座影片的前十名。其

实早在点映阶段，抢鲜收看的电影科研人

员、航天工作者等专业群体就给予了如潮

好评，正式公映后，在豆瓣上的评分、口碑

也都属上乘。对于一部科幻片，其成绩已

大大超出预期，高扬起了“中国科幻电影元

年”的大旗。

然而，随着口碑的发酵，比电影更科幻

的一幕上演了。围绕片子质量是好是坏的

争执不断激化，火药味甚浓，甚至殃及豆瓣

电影这一评分平台。眼看评分从 8.4 变为

7.9，愤怒的“球粉”（《流浪地球》粉丝）甚至

冲到各大应用商店，给豆瓣 App 打出了一

星差评。

在受众群中造成如此激烈的对抗和撕

裂，《流浪地球》引发的反响的确不多见。

支持的一方很好理解，每个走进影院的人

都会震撼于视效和特技，导演郭帆带领团

队四年磨一剑，沿用好莱坞级别的行业标

准和技术手段，电影场景恢弘、制作精良。

观影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清晰感受到影片

制作的良心，还会在“带着地球去流浪”的

基础设定和男主角刘培强父子身上感受到

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家国情怀。此外，主创

团队在解决以往普遍存在的“中国人拯救

世界”的违和感问题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力

求观众可以自然带入。

但和拥护者强调技术奇观不同，不喜

欢这部电影的人把重点放在了影片的剧情

硬伤和价值观上。日常设定交代不清、科

学漏洞、剪辑混乱、台词口型对不上等——

被情节密度推着走的观众当时看得很爽，

回家再想却发现好多地方禁不起琢磨。

至于价值观层面的拉扯，几乎是优秀

国产片的宿命。电影相对成功地再现了大

刘科幻的气质，冷冽、残酷、某种最高目标

指引下的艰辛和牺牲，这是后者创作的经

久母题，但其价值取向并非人人买单。在

保留原作科幻想象的丰富细节、人的复杂、

故事线的完整上，电影缺憾不少。在情感

调动上，电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救代

之以偏向民族主义的唤起，更是留下最受

诟病之处。

不过，好不好看、喜不喜欢见仁见智，

对电影进行任何角度的解读都是观者的

权利，但大量的情绪缠斗、左右站队无疑

是一种浪费，对不同意见喊打喊杀、以电

影评分论爱不爱国则更是伤害。无论是

电影还是其他，在合格的公共讨论中，党

同伐异、非黑即白最要不得。就像对原著

作者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小说

提升至世界水平”的褒奖一样，《流浪地

球》在科幻类型大片的探索和完成度方

面，也是国内电影工业从 0 到 1 的突破。

电影把科学的浪漫久违地带到大众领域、

让科幻有了一席之地，国内电影工业在公

认难度最高的科幻灾难片上也终于有了

拿得出手的尝试，这种尝试可以不喜欢，

但不能不尊重。

《流浪地球》口碑两极，党同伐异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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