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感觉我们是代表人类在作战。”高三学生佘雨
佳感到责任重大，联想到阿尔法狗在围棋上的战绩，
她和多数同学都觉得自己要被碾压。不过两个小时
后，43 名学生以 106 分的平均分击败了“高考机器
人”——它得了 93 分。

谈及这次小败，“高考机器人”的研发方认为，
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的不足主要在于应用题的解答：
不能理解题目中“投资”、“理财”等社会常识。

这次为啥人类能赢?
参赛学生说：
它可能读不懂题 也没有经验

“试卷其实并不难，比学生们平时做的卷子还要
简单一些。”高三数学老师蒋奎表示，“这次对人工智
能，算是小胜。”

佘雨佳考了 135 分，这也是她的正常水平。“我觉
得我们虽然在考数学，但是我们是赢在了语文上。”
她说，在一些纯数学题目上，对方肯定略胜一筹，不
过在一些应用题上，“比如第 18 题，人工智能可能不
太理解题目中的‘投资’、‘理财’这些概念。”尹晗
蕴考了 112 分，她认为人工智能会比较“机械”，“最
后一题，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可以代入具体数字，可
以碰出来结果，而它不会就是不会了。”此外，她感
觉，它或许是第一次做高考卷，“没有经验。”

研究人员：
它由国家863超脑计划牵头研制了4年多

“高考机器人”开发方成都准星云学科技有限公
司 CEO 林辉介绍，“高考机器人”每天要“吃”10 套
题。“我们将考卷输入进去，机器人就开始做题。”林
辉介绍，这位“人工智能”其实是一套服务器，“它
不是题库”，林辉介绍，它可以学习小学到高中的
7000 多个考点，“运算量可达 2 的 800 次方。”

“这次比拼有些匆忙。”林辉表示，他们尚未对
“高考机器人”加入应用题内容的训练，“高考机器
人”不能理解常识——“人类社会中的知识”，例如
这次考试中的投资、理财，“如果它读不懂题目，它
只能猜这道题在考什么。考试之前，我们对它的估计
就是 90 分到 110 分之间。”林辉表示。“接下来我们会
让它继续‘吃’题，加入应用题的训练，“目标是重
点本科。” 《成都商报》2017.3.16

如果兜里没带一分钱，你敢出门
吗？这个问题三年前提出来，绝大部分
人都会坚决说“不”。但是今天，随着
扫码支付、银联闪付、网上支付等方式
的兴起和银行卡的全面普及，很多中国
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敢”。

“无现金生活”不等于“无”现金
事实上，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

的流行和推广，让我们越来越很少使用
现金，远离现金。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
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表示，从国际上来
说，无现金社会这个词语出现了 25 年
多了，但到目前为止尚无真正公认的无
现金社会的国家。随着我国移动互联
网、第三方支付行业的迅速发展与社会
治理水平的提升，连边远小县城、小商
贩都基于便捷性而加入到无现金支付的
潮流当中了。

盘和林表示“无现金社会并不是指
整个社会完全没有现金，而是指一种以
电子支付为主的经济模式，全社会现金
使用率极低，人们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电
子支付方式进行消费。”上海大学科技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孟添也认为无现金社
会并不是消灭现金，而是将无现金作为
主流支付方式的社会。“无现金社会”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民众消费习惯，其
内涵也非常丰富，包括互联网支付、银
行卡、二维码支付、NFC(近场支付)等
各类支付工具的应用。在孟添看来，无

现金社会是货币形态演变的必然趋势。
跨越信用卡直接跳至移动支付
全球各国的无现金社会都在加速发

展。在互联网诞生的 20 多年里，全球
印钞厂的印钞数量已经在快速下降。

“中国实现无现金社会的路径一定
会 与 欧 美 发 达 国 家 不 一 样 。” 孟 添 指
出，国外几乎人手几张信用卡，他们的
无现金社会更多依靠 POS 机刷银行卡，
而中国消费者显然更倚重于手机支付。
中国由于互联网普及率高、网民众多，
直接从现金支付跳到了移动支付。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的
迅猛壮大，银行等也加紧互联化的步
伐，同时我们本身金融体系发展还不够
成熟与完善。因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具有更广大的市场
空间与普惠需求。

移动支付未现明显城乡差异
与以往新生事物在城市更热的局面

不同，移动支付并未呈现明显的城乡差
异。《2016 年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
显示，2016 年，中国县城的移动支付用
户最多，占比为 19.6%；省会城市列第
二 ， 占 比 为 19.0% ； 农 村 地 区 列 第 三
位，占比为 17.0%。

来自支付宝的数据也表明，从移动
支付渗透率来看，内陆的西藏以 90%的
移动支付占比排名第一，随后是青海、
甘肃，都远远超过沿海省份。目前，西
藏所有行政村实现移动通讯信号全覆

盖，偏僻村落、广袤牧区的农牧民用移
动支付来进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

孟添认为，国外移动支付发展最快
的也在非洲、南美等地区。不发达地区
因为原来基础薄弱，在接受新技术与新
变革时反而更容易适应，更容易实现跨
越式发展。

“无现金社会”多久会实现
孟添认为：“我们正处于蓬勃成长

阶段，启蒙期已过，特别是基于互联网
的支付，由于中国网民 7 亿多了，基于
互联网的支付已经成为大部分网民的消
费习惯。如果以无现金方式作为主流支
付方式为目标，我相信并不需要很长时

间，5 年或者 10 年是有可能的。但这一
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引导，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创新与规范的
平衡，构建行业健康发展的生态圈，形
成有序竞争的行业格局。市场的力量是
巨大的，但在金融领域更要注重有序。”

《福建日报》2017.3.15 文/诚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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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现金生活多久会实现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正积极推进“互
联网＋金融”行动，“无现金社会”发展迅
速。而一段时期以来曝光的某些网络诈
骗、隐私泄密事件无疑也提示我们，须格
外正视虚拟网络潜藏的诸多风险，建立
起更加严密的防控体系，最大限度地规
避“无现金时代”可能滋生的安全隐患，
确保金融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可
靠保障。

“无现金社会”涵盖的范围相当广
泛，各有关部门之间基于大数据共享，加
强联动、深化协作，建立起全覆盖的诚信
信息系统，对失信行为形成有效预警和

有力约束，显然必不可少。
信息安全是“无现金社会”面临的最

大考验，更要求网络技术层面筑牢防护
墙，避免漏洞、防微杜渐，提供安全支付
环境，切实打消大家的顾虑。

依 法 治 理 更 加 精 准 有 力 。 一 方
面，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
有效减少隐私泄露和经济损失；另一
方面，对涉及侵犯隐私、妨碍支付安全
的不法行为实时侦办、精准打击，切实
维护“无现金社会”的国家金融秩序和
安全。

《北京晨报》2017.3.13 文/ 范子军

“无现金社会”网络安全须给力

回答问题可以赚钱，提出问题
也可以赚钱。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
的快速发展，一种新的分享经济模
式正在兴起：付费问答。知识与金
钱的关系，被互联网用最直接的方
式连接在了一起。

花钱买一分钟语音答复，值
吗？

在厦门工作的白领陈月筱是问
答类产品较早的体验者，她会花几
十块钱向专家购买一条 60 秒的语
音答复，咨询关于家养宠物等方面
的问题。

陈月筱说，与被提问者的权威
性相比，花几十块钱得到一对一的
帮助，还是挺值的。

目前，市场上不仅有语音问答
平台分答，还有类似聊天室一样的
知识交流社区知乎 live，基于文字
的付费问答产品微博问答，音频分
享平台喜马拉雅 FM 等，它们都在
寻找可行的发展模式，并试图扩大
规模。

提问者也有收益：一条问题赚
1万多元

在多数知识付费平台上，问题
的价格由被提问者设定。有些大咖
定价很高，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
在微博问答的收费价格是一条 2000
元。

而“围观”模式的引入在某种
程度上提升了提问者的积极性。近
日，一名网友向罗永浩提问：大家
都知道吹牛是你的强项，能否跟我
们分享一件印象深刻的、至今你都
记得的吹过的牛么？

截至 3 月 13 日下午 3 时，这条

提问已有超过 2.7 万人围观，按照
“围观一次 1 块钱，扣除 10%平台服
务费，博主和提问者均分围观收
入”的规定计算，该网友不仅收回
了 2000 元的成本，还净赚 1 万多
元。

是粉丝经济还是知识经济？
很多人注意到，不少明星、网

红给平台带来了大量流量，提问价
格高达成百上千元，相比之下，许
多学者的定价则显得有些“寒酸”。

知识付费平台玩的是粉丝经济
还是知识经济？分答创始人姬十三
此前表示，简单地看粉丝经济和知
识经济都是很偏颇的，知识人应该
拥有粉丝，有粉丝的人应该把自己
变得更深度，所以两者加在一起就
是分答。

约局是一个为企业家提供线上
约谈、解决企业问题的平台。约局
创始人王昆鹏对分享内容泛娱乐化
的现象略有担忧。他认为，专业形
式的问答是知识付费平台生存下去

的根本，如果仅靠八卦来支撑，那
么价值就不大了。

购买“知识”能否解决根本问
题？

向购买者提供一段语音或一篇文
章，真能解决他们的疑惑吗？兴业证
券报告以分答为例称，60秒时间并不
能给出真正有含金量的知识解答；语
音回答质量有待考究，逻辑性、严谨
性欠佳；碎片化的知识分享并不能取
得真正专业人士的喜爱。

王昆鹏认为，知识付费平台可
以提供“知识”，但不能解决全部
问题。“比如，如果你想了解疾病
的情况，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但
是要治病的话，还是要去医院。”

他说，关于问答类产品，有两
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知识类的，以
知识分享为主要方向；另一种是以
获得解决方案为目的，必须依靠专
业服务机构给出方案，一起进入到
解决问题的通道中。

中国新闻网 2017.3.14 文/邱宇

提问回答均可赚钱

线上付费问答愿试吗？

知识有价，对文化人来说无疑
是好消息。网络平台先后开设有
偿问答和付费内容收听的栏目，
听 上 去 都 是 为 知 识 找 一 个 好 平
台，让知识的拥有者能够获利更
多。

“豆瓣时间”邀来诗人、译者
为网友讲解 50 首中外经典现代
诗，还将请来白先勇细说《红楼
梦》。这些课程令人感慨，生活中
的诗和远方，有时就在我们的手
机端。

便捷的网络通道降低了获取
知识的门槛，这一点对远离核心
文化区域、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
来说就显得尤为可贵。

然而，同样是付费内容，同样

是打着名人的招牌，某知名社交
平台推出的付费问答则显得有些

“辣眼睛”，“辣眼睛”的提问吸引
了不少人去付费围观。其实，名
人们的回答并不离谱，但该平台
以低俗问题吸引关注的目的昭然
若揭。网络世界，流量至上，以低
俗为噱头吸引流量是许多网络平
台的做法。

作为面对公众开放的网络平
台，在网络时代也有自己应担负
的 社 会 责 任 。 在 纷 繁 芜 杂 的 今
天，我们更需要那些真正精华的
知识去指引方向，至于那些“辣眼
睛”的知识，就不要拿出来标价出
售了。

《北京日报》2017.3.17 文/牛春梅

“辣眼睛”的知识就别标价了！

高考机器人数学败给文科生
学生说它可能读不懂题

2017年3月23日

3月11日，一名网友在玩微博问答。

2月23日，成都石室天府中学高三文科班的43名学
生迎来了一场“人机大战”，他们的对手是由国家863超
脑计划研制的“高考机器人”，这也是研究4年多以来，

“高考机器人”首次与学生进行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