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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政治及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字。
不论好坏，它们俨然已成为现在最高级的语言，会说这种话的人，可称霸为王。
数字让人一看就懂的特性，往往比长篇大论的文字，更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但它们也往往因为同样的理由让人痛恨。
它们可以被操纵来欺骗社会大众，而不是让社会大众明了事实的真相，它们也可以被用来恐吓平民老
百姓，而不是让这些老百姓了解事情发展的趋势；总而言之，它们经常落入被滥用或扭曲的下场。
数字的角色极端模糊，既有信服力，又有欺骗力，到底我们要如何看透数字？
首先，你得放轻松⋯⋯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自己认为的还要多。
信不信由你，我们长年的经验，其实早就让我们具备看透数字的能力。
而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概念：我们不用读者不熟悉的观点来震慑读者，反而是要让他们看清楚自己已经
知道多少，并善用这些知识来发掘数字背后的真相。
数字可以让世界显得有意义，否则这个世界将会过于庞大、过于精细复杂，难以取得适当的平衡。
尽管数字有其限制，但是对于某些任务而言，如果运用得当，数字有时反而是最有力的工具。
本书不打算以反复赘述的谎言来欺骗读者，如果两位作者——一位是记者，另一位是经济学家——真
的把数字及统计数据视为谎言，就绝对不会这么经常使用数字，而这点，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让数字回归真实的面目。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揭开统计这行的伎俩，如重复计算、骗人的图表、暗藏玄机的起始日期，
以及吊诡的尺度等，它们以往都曾出过差错，现在却成为本书举例说明的宝贝。
无论统计运用的技巧有多么高超，我们也不依赖这些艰涩的技巧，来说明本书各章节想要表达的重点
。
我们会尽量以生活中的各项统计数字为例，说明应该如何厘清迷雾、看穿真相。
掌握数字的能力，几乎人人都有，而这种能力的高低，能够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生活中各项举数字佐证
的大小议题，同时也是影响数字受人喜爱或憎恨的主要原因。
我们相信，就算是一向自认为数学白痴的人，也可以拥有这种能力。
虽然简单，却不代表无聊、琐碎。
本书能够让你了解下列这些问题：有多少人赚钱，多少人欠钱？
多少人是有钱人，多少人是穷光蛋？
政府今年的支出，是否把钱花在刀刃上？
施政目标又让几家欢乐几家愁？
排行榜上的名次，是否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测速照相机到底救了多少条人命？
在每四个英国青少年当中，是不是就真的有一个人犯罪？
多喝一瓶含酒精饮料的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是不是真的比同龄女性高出6％？
数字，懂它还是怕它？
此外，通货膨胀数字、伊拉克战争死亡人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北海鱼量、英国刺猬量、判断罹患
癌症的准确率、英国能够领到退休金的人数、国民医疗保健的赤字、让孕妇空焦急的不准预产期、第
三世界的外债、全球变暖的各项数字等，实际上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几乎没有一个议题不会谈到与尺寸、数量、预估值、排名、统计数、达标率等有关的数字。
数字无所不在，而且常常引起争议，如果我们对其中任何一个数字稍微有点兴趣的话，就应该试着把
它们拆开来看看。
但是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遭受许多人的反对。
这些人发现，完全不相信数字并采取轻蔑的态度，远比努力了解这些数字要来得简单。
当一位知名的撰稿人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字，不再需要其他数字时，我们只能说，他其
实根本不了解数字，也不认为自己应该要了解。
在我们看来，他的抗拒只是为了掩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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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自己的偏见以及自己手上持有的少许不真实数字，他对证据一律嗤之以鼻，以免造成日后的
不便。
这种态度，充斥在不当政策、官僚政治，以及各种花言巧语中，这些人靠蒙骗度日，却要全民来买单
，最后不但让大家错失良机，也把所有人的生活搞得紧张兮兮。
还有另一种态度更具杀伤力。
这些人认为，如果数字无法呈现完整的事实，就只是个人的意见。
这种看法无异是以不合理的期望宣判数字的死刑。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有一点我们能够百分之百确定，那就是在这本书中，一定会有一些错误的数字
。
这些要求万事百分之百准确的人。
大概忘了真实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每个人都在数字的世界中颠簸前进，没有任何数字能够代表绝对的真实，生活既不是这样。
数字也不可能是这样。
此外，还有人认为，统计人员都是差不多先生，他们觉得以自己的精明所了解的要比这些马虎先生深
入许多。
我们得说，有时的确如此，但大部分都恰好相反。
大多数的统计人员，比谁都要清楚用资料掌握生活的极限，毕竟他们成天都想这么做。
统计学，并非只是一门搜集资料的科学，而是一门让这些数据产生意义的科学。
没有一门科学的必要性高过统计学，从事这一行的，往往都是心灵手巧的侦探型人物。
反观其他人，只会仓促、自大地紧抓数字，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全世界。
我们应该极力避免轻蔑、恐惧的态度，也不可以盲目崇拜数字，而是要把力气用在我们能够掌控的事
情上，而这些事情，说真的还不少。
用常识就能看透数字这本书所强调的原则，几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使用过，也谙熟其中道理。
比如，每个人都知道，把波浪误认为潮汐是一个完全没有常识的人会做的蠢事；你可能不相信，只要
拥有这种程度的知识，就能够分辨测速照相机是否真的能够挽救所有人的性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当然看得见）米粒散落的方式，只要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就能
理解癌症群（cancer clusters）数据背后的含义。
我们知道彩虹七彩的魅力，也知道如果这些光线只能在天空形成一条圆弧白线，人类将会失去多么美
丽的礼物。
如果懂得这一点，稍后你将知道，所谓的平均值，究竟隐藏了什么，又说明了什么。
很多人从日常生活经验得知照顾幼儿的成本，他们依靠这些经验，就能够判断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是
否恰当。
我们每个人都能判断一个政策是否理想，我们拥有的知识都能让我们看透数字。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大家运用自己身上的知识，来破解看似深奥的数字，让大家用日常生活的经验
，来了解那些数字的含义。
换言之，如果这本书确实达到我们当初设定的目标，那些以往在你眼里有如无字天书般难解或吓人的
数字，将会变成通俗的白话文。
在别的教科书中，你看不到本书的内容。
书中各章节的选择及编排，即使是以专家的眼光来看，也都非常奇特，更遑论内文的呈现方式，而我
们对这点感到很满意。
这是一本从大量使用数字者的观点来解读数字的书，精薄短小、简单扼要，每章都引用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数据来开头，有可能是一篇报道或一个社会现象。
请各位在阅读本书时，能不带成见地记住书中提出的要点，看我们如何在各章节小故事中运用它们。
希望各位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能够发掘数字背后的真相，并因此充满自信。
滥权欺民的例子，并不只发生在数字上，只不过它们能够被公然挑战，让原本状似软弱的一方，变得
强而有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告诉各位该如何透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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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使用手机会让罹患脑瘤的风险提高两倍？
 25%的青少年都是罪犯？

油炸食品吃多容易致癌？
 测速照相机可以降低肇事率？
 ⋯⋯ 如果相信这些新闻中的数字，你就被唬住了。
它们既不真，也不假。

新闻媒体利用大众对食物和环境健康的恐惧，经常报道哗众取宠的数据，搭配“研究显示⋯⋯可能会
致命”的耸动标题。

在《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中，牛津大学首席经济学者与知名记者联手出击，
通过日常生活中妙趣横生的故事和数字常识，拆穿统计学常用的唬人伎俩，利用普通人所具备的常识
、经验与能力，揭开数字代表的高超谎言，还原事件的真相，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直捣数字核
心与背后的意义，练就一生受用的数字透视力。

《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由迈克尔·布拉斯兰、安德鲁·迪诺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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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迈克尔·布拉斯兰（Michael
Blastland），英国记者，主持英国广播公司大受欢迎的“或多或少”、“分析”、历史性节目“我们
为什么那样做”等。

安德鲁·迪诺（Andrew
Dilnot），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副校长，曾任伦敦财政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范围有：政府的经
济政策及其对收入分配、劳动市场行为、储蓄和退休金等领域造成的影响，政府预算法规的控制与制
定，如何监督政府的财政政策。
因经济政策方面的贡献卓越，2000年被英国女王授予CBE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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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好“小”的1000万英镑举个例子，2007年1月，英国政府大肆宣布将加拨1000万英镑的
预算。
“振兴小学的歌唱与音乐教育”。
1000万英镑，看起来好像很大，但这个数字应该附加下列说明：全英有大约1000万名学童，几乎有一
半都在念小学，将1000万英镑平均分配给500万个小学生之后，这笔预算到底可以振兴出什么结果？
这就是破解天文数字的方法，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稍微提到：让数字变得有意义的最佳工具，就是以人
类尺度来看。
将这些挂了一大串零的数字平均分摊，把它个人化，你就能看出它的真正含义。
丢开脑中的刻板印象，不要再认为很多零就等于大，强迫自己做一些小小的运算，把数字除以相关人
数，你会发现，这些以往看来有如天文般庞大的数字，霎时就变得微不足道。
总之，在判断一个数字是大是小时，应该把它切成个人的等份，让每个人都可以问：“如果只看我的
这一份，数字还是很大吗？
”把数字个人化，能够帮我们判断它的大小。
试问，你找得到一周费用只有1.15英镑的托儿所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马上就能回答。
5年内花费3亿英镑新增100万间托儿所，这笔钱够不够？
这个问题看起来就比较难，但实际上，它和前一个问题是相同的。
化繁为简，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有信心，并发挥一点想象力，就做得到。
也许只要听到全国性的数字，有些人就失去判断大小的能力：我不过是个努力挣得几万块薪水的人，
那个却是3亿的数字。
但那个数字不全都是你的，把它个人化，你得将它平均切分，不是将它拿来和自己在银行的账户余额
相比。
这种错误，就好像看到老师带了一大袋糖果进教室，却没想到一人只有一颗一样。
被夸大不实的数字欺骗，是屡见不鲜的错误。
不管饼有多大，如果每个人只能分到一粒碎屑的话，再大的饼都还是太小。
另外，。
有一个方便的数字，让各位在做各种相关运算时可以使用：31.2亿（3 120 000 000）。
这个数字是英国总人口6000万，乘以一年52周的结果，相当于英国政府每年每周每人给一英镑的支出
。
把任何一项公共支出除以31，2亿，就能看出这项支出平均分配之后，每个英国人每周可以得到多少金
额。
如果你把最近一项公共支出除以上述数字，看每个人每周可以分到多少钱，你也许会被政府的寒酸吓
得说不出话来。
用这种方法来评估所有的预算，是当权者至少要做到的底限。
本书的部分主张，是要让数字变得有意义，显现它最真实、有趣的一面。
当然，不是所有事例都一成不变，也不是所有数字都要平均分摊才能看出它的意义；比如，有些数字
就只用在特定族群身上，但这还是不失为一个看待数字的好方法。
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锱铢必较，只是希望大家看事情能够不要只看表面，要深入了解一点。
此外，搞不清楚数字的人并不代表不诚实，数字的确会因为人为呈现的方式而变大，但有时提供数据
的人，也会因为自己头脑的不清楚或是想要急切拿它们当证据，而忽略检验它们的真实度。
也许，《每日电讯报》那个担心65岁以上老人领不到退休金的记者，只是因为相信布莱尔政府会狠心
剥削那些已经辛苦了犬半辈子的长者，所以暂时失去基本的运算能力。
这种脑袋一碰到大数字就昏乱的情况，正是这些卖弄数字者比他们的观众还要看不清楚数字的原因。
也是因为如此，即使是一加一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们还是会搞错。
大小的确很重要，要大家多关注数字，听起来或许有点奇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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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一看到庞大的数字就俯首称臣，我们坚持用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尺度来衡量事物。
如果牵涉到恐惧，数字的大小似乎就变得一点也不重要，在那个时候，只要有“危险”的成分存在，
哪怕是百万分之一都嫌太多。
想要了解你到底有多少可能，会因为那些以百万分之一为单位来计算浓度的毒物而致命，你可以想想
“往下跳”这件事。
如果今天，你从楼梯最低一阶往下跳，应该会毫发无伤；但要是你从屋顶往下跳，下面又没有软垫保
护的话，你不是跌断腿，就是⋯⋯细节我们就不必多说了。
很明显，往下跳的后果是不一定的，要看站的地方有多高。
我们希望本书的读者，在被要求往下跳时，都能够记得问：“到底有多高啊？
”危险量的高低决定受伤程度的大小，这种基本概念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不自觉地大量使用。
除了毒物的议题以外。
社会大众对食物与环境健康的恐惧，已经形成一种带有被迫害妄想的现象。
媒体不但经常报道，而且在报道中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大小比例的概念，一律搭配“研究显示，可能会
致命”的耸动标题。
我们来举一个实例，看上述这个基本概念能让我们把事情看得多么清楚。
2005年，有人说高温烹调过的马铃薯，含有一种称为丙烯酰胺（acrylamide）的有毒物质，这种物质在
工业上被广泛使用；在油炸、烘烤食物时，这种物质会因为糖类和胺基酸结合而产生。
有研究人员指出，一定剂量的丙烯酰胺会致癌，而且对脑部及神经系统都有影响。
平均而言，人们每公斤的体重每天所摄取的丙烯酰胺，不到百万分之一克。
这个量与研究人员所发现的用老鼠实验会稍微提高罹患癌症比例的剂量相比，仅是它的千分之一。
当然，有些人摄取的量可能会多一点，但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这些人罹患癌症的比例，并不比其他人
来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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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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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的目的，就是要帮大家运用自己身上的知识，来破解看
似深奥的数字，让大家用日常生活的经验，来了解那些数字的含义。
这是一本从大量使用数字者的观点来解读数字的书，精薄短小、简单扼要，每章都引用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数据来开头，有可能是一篇报道或一个社会现象。
请各位在阅读《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时，能不带成见地记住书中提出的要点，
看我们如何在各章节小故事中运用它们。
希望各位在看完《数字唬人: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之后，能够发掘数字背后的真相，并因
此充满自信。
英国一年狂卖26万册，亚马逊科普图书排行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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