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的重要性
统计和数据通常被视为重要却枯燥的主题。

威廉·德林杰（William Deringer）关于17 世纪末

和18世纪的英国对计算价值的使用的新书却打破

了这一刻板印象。在书中，他讲述了包含了许多不

同寻常的事件的故事，而数据在其中都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1688 年的“光荣革命”让奥兰治亲王威廉登

上了英国王位。随后议会在预算措施方面的权力

大增，两党制得以发展，出版自由扩大，由此创

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有政治动机的个人

（被德林杰称为“计算者”）使用计算价值来公然

追究政府和政府支持的公司的责任。数据的公开

使用在当时是英国的特色。计算者相互竞争和质

疑计算结果，以证明政治观点。到 18 世纪 20 年

代，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译者

注）领导下的政府越来越依赖计算者来支持政策

决策。

该书聚焦于 18 世纪早期，对政府开支、税

收和债务以及贸易平衡的争论越发激烈。随着时

间的推移，数据的作用和权力从金融和经济事务

扩大到社会和地理环境，包括英国殖民地在内。

事实上，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在美国留下了最伟大

的遗产，即严重依赖于会计、评价和决策的量化

模式。

这本书强调了一些新兴的统计技术的使用。

南海泡沫—一个金融创新时期信息不对称、激

励不当、投资者受到误导的故事—就是利用可

行性分析来描述股价涨到最高点之时的荒谬之处

的案例。“对等”的故事是使用现值技术来准确

估计英格兰在统一时支付给苏格兰的费用的案例。

类似案例还有场景构建、回归分析的早期形式，

以及精算计算的引入。由此，社会幸福指数应运

而生。

计算者的竞争性突出了衡量问题，其中一些

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在有赢有输的商业环境

中对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的衡量，就像今

天一样，对再出口的记录、海关报告的数据的可

靠性和货物的估价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政府债

务规模的党派争论以及它是增加还是减少，提高

了使用市场价值的效力。计算者还使人们注意到

识别计算背后隐藏的假设的重要性。

德林杰通过丰富的研究来讲述这些生动的故

事，让故事中的事件和所涉及的许多著名人物都

栩栩如生。他说，我们可以从 18 世纪的辩论中

学习，通过推广新的和多样化的计算方法来鼓舞

公众辩论，抵消所担心的日益增长的反量化情绪。

正如德林杰所说，数据常常可以成为激发辩论的

工具，就像数据能提供明确的答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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