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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人工智能可以預知未來？ 

八月十五日阿富汗迅速淪陷，震驚了全世界。在此之前十日，亦即是八月初，美國一

本名叫 CNET 的科技雜誌，報導了一宗較少人注意的新聞，其內容如下：7 月中旬，五角

大樓宣佈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未來幾天的事件。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

（NORAD）和美國北方指揮部司令格倫‧範赫克將軍（General Glen VanHerck）在一次簡

報會上對記者說：「我們能夠看到更遠，我們再不是被動地回應，而是能夠採取主動。我

說的更遠，並不是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前，我說的是幾天之前。」範赫克將軍解釋說，在

這個全球警報系統中，五角大樓使用來自全球各地的傳感器，不僅是軍事傳感器，還包括

商業的，國防部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任何威脅。如果人工智能檢測到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

不尋常的變化，這個系統會發送警報，建議仔細查看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看一看是否有可

疑活動。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下幾句我會說什麼：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公平地

說，這套人工智能系統仍然處於實驗階段，但美國的情報系統確實已經採用衛星和感應器

監察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諷刺的是，塔拉班沒有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超級電腦、間諜

衛星、無人偵察機、感應器......。不過，這一切尖端科技都無法估量到宗教狂熱如何令到

塔拉班充滿勒力，和無法預測到阿富汗政府軍的戰鬥意志是如何等脆弱。在阿富汗淪陷之

前，拜登總統充滿信心地說，阿富汗政府有三十萬大軍，他們裝備精良，受過良好訓練，

其戰鬥力足以𡞵美世界上任何部隊。  

管理學教授成為國防部長 

現在不少評論家將阿富汗和越南相提並論，這些比較大都是集中在美國政策的失誤，

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兩者的共通點之一就是美國決策者對科技和科學的迷信。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他原本是

一名會計師，在 24 歲時他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可說是少年得志。美國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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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側重於定量方法，亦即是基於統計數字而決定策略，麥克納馬拉大力鼓吹這種科學化

商業管理方法。 

後來麥克納馬拉進入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福特公司採用電腦去設計汽

車模型，從而找出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麥克納馬拉 1961 年成為國防部長，他將這種模

式帶進軍隊裏面，在策劃越南戰爭時，他用統計方法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例如轟炸機

的出動次數、發射砲彈的數量、摧毀了敵人幾多個目標、敵我雙方的傷亡人數......。按照

統計數字，美軍看似大佔上風，北越軍隊的傷亡遠比美軍慘重，但麥克納馬拉無法從統計

數字裏面看出無形或者難以測量的決勝因素，例如戰略、領導能力、宣傳戰、團隊凝聚

力、軍人的士氣。當時北越及其盟友高舉共産理想、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士兵士氣高

昂。蘋果電腦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表

示，當時左派和反戰陣營的理論非常清晰和有說服力，但主戰陣營卻無法提出合理的反

駁。這種思想深度的差别，在統計數字上是無法體現的。 

《星空奇遇記》因低視率被腰斬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誕生了《星空奇遇記》這部家傳戶曉的科幻經典（Star Trek 也譯

為《星際迷航》），這套電視劇集的第一季在一九六六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

上面提過，統計方法是商業機構的決策基礎，電視台也不例外，收視率決定了一部劇集能

否持續下去。根據尼爾森評級 (Nielsen ratings)，《星空奇遇記》的收視率只是一般，於是

乎，全國廣播公司在播出第三季《星空奇遇記》之後便決定取消該劇集。但傳播學者指

出：全國廣播公司忽略了那些收看此劇集的觀眾在情緒上十分投入，尼爾森評級並不能衡

量這種痴迷。出乎意料之外，幾年之後，《星空奇遇記》瘋魔全美，直至今天，這熱潮仍

是方興未艾。 

除了政府機關和商業機構，美國教育團體也十分重視教學科技和統計數據，以下的例

子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請讀者包容我的冗贅：美國學校採用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但學生

程度卻每況愈下；此外，許多大學採用數據來決定教授的去留升遷，例如出版論文的數

目、學生對老師的評分。就像 NBC 因收視率低而取消《星空奇遇記》一樣，許多大學因

學生的評分低而解僱教授。根據斯蒂芬‧本頓（Stephen Benton）及其團隊的研究，其實學

生對教師的評價取決於幾個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的工作倫理、原動力、知識基礎。如果

班中大多數學生具有上述的良好品質，那麼無論誰教他們，課程評分往往都很高。不幸的

是，課程評核數據從來不會顯示學生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是否熱衷於知識、是否具有堅實

的基礎。 



美國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普羅大眾不信任科學，直至現在，仍然有很

多人不相信新冠疫情是真實的，仍然反對戴口罩，反對注射疫苗，仍然相信各式各樣的陰

謀論；但同一時間，精英圈子裏面卻彌漫著迷信科技和科學萬能的態度。孟子說：「盡信

書不如無書。」雖然我從事數據分析，但我並不是數據至上主義者，套用孟子的說話，盡

信數據不如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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