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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好的决策》

内容概要

●为什么美国人喝巴氏消毒牛奶、大口吃转基因食品，而意大利人却恰恰相反？
●天气预报员说降水概率为30%，你觉得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年龄在35岁以上的准妈妈们一定要做唐氏筛查吗？
●乳腺X射线检查结果呈阳性，意味着肯定患乳腺癌了吗？
●简单的“经验法则”为什么是大众投资者战胜股市专家、优秀领导者打造卓越企业、人们选对终身
伴侣的最佳方法？
世界最权威的风险专家将为我们回答以上问题，揭示正确认知风险的智慧。
《风险与好的决策》是格拉德威尔《引爆点》的灵感来源和理论依据。
《风险与好的决策》是继《黑天鹅》《信号与噪声》《反脆弱》之后，关于风险、不确定性和预测的
“最权威也是最生动”的风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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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诚然，这本书真的如一些读者所说，用较多的笔墨谈论很少的话题
2、非常好！虽然例子有点啰嗦，偶尔还显摆自己，但是如果能够抓到重点，受益匪浅！
3、点到为止的一本书 没有解释出具体情况采用什么方法做风险分析和决策 略读时有的感受在精读时
并没有得到多少深化 三星 
4、看完以后不信医生了。。。
5、70分，风险与概率的基础知识，适合快速读完
6、较水
7、知识点太散，没有看到整体逻辑，都是一些case的罗列。
8、这本书教你如何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找到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书本身的核心理念很简单，不过
作者大概为了显示高大上（或：凑字数多赚稿费，雾~）一再反复强调叠加概念，其实和他所讲的理
念有所违背哒~或许这是专家的通病！本书对医生、金融理财的实际策略有实用价值。
9、看的是罗辑思维思维的精简版。基本上就是：不要怕犯错；未来不可预测，直觉常常比大数据分
析靠谱；数据很有可能是骗人的。
10、还是有些干货的，对于医学，投资和生活决策方面
11、实在话
12、非常一般的书
13、将风险归类，正确的认知风险这个话题倒让我想了更多，写得一般，扯得确实杂了一点。
14、简单易读，没有统计学基础的人也能很快明白。对于有一些基础的，里面的经验法则也会有收获
。
15、先要正确的认识风险（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然后针对不同的风险特性采取对应的措施（复杂的
风险模型或者简单的经验法则）。里面提到的医疗问题和最近看完的《只有医生知道》有共鸣的部分
。
16、观点很新，告诉你统计学下的猫腻，面对风险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很有道理，太多的时候过度分
析反而不如经验指导给人的启示大。
17、这本书写了好多理解医疗概率风险的案例，但是太浅了，标准畅销书
18、有一定可取性，但是某些方面又太绝对，而且有逻辑性错误
19、《风险与好的决策》~购于新疆伊宁机场，四星。
作者从风险认知说起，分析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对于婚姻、医疗以及社会危机处理等决策面临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逐一分析，并给出处理的方法建议。
初读乏味，后渐入佳境，有些例子给人印象深刻，全书不够简练，却仍值得一读。
20、吉仁泽先生再次完美诠释「少即使多」原理，可做川普时代必读，读懂参透，才不吃不确定性的
亏。
21、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东西硬是写了一本书，一节课就大概看完啦~没啥兴趣
22、相对《反脆弱》里一些概念较浅 作为基础读物不错 举例较多 看起来比较轻快不会那么累 绝对风
险-相对风险 少即是多 不确定度高时候 简单法则更有效 
23、好书
24、2016第102本，1、人类不善于处理概率，绝对风险与相对风险无法有效区分，启发式应对概率的
方法：紧贴绝对风险生活（用自然频数代替概率论）；2、检查单+经验法则 = 瞬时效率，经验法则的
无意识使用即是直觉；3、爱因斯坦法则：少即是多：a.不确定性越高，越应该简化；不确定性越低，
越应该复杂化; b.可选方案越多，越应该简化；可选方案越少，越应该复杂化； c.历史数据越多，越应
该使用复杂的方法;历史数据越少，越应该使用简化的方法；4、防御性决策：即放弃最优方案，选择
次优方案，从而寻求自保，在医疗领域尤为常见；5、“预测”过去的事情，复杂方法更有效，当涉
及不确定性未来，简单方法更有效；6、面对多因素事件，“单一理由决策法”是有效的经验法则

25、干货满满，完全颠覆了以往的一些生活经验。对于某些生活中有疑惑的问题也给出了很生动的解
释，全书囊括的范围也比较广，可以算是一本详尽的生活指南了。
批判性思维需要有知识来支撑，而且我们要鼓起勇气，敢于自己做决定，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追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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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6、那几条经验法则还是很实用的，有些部分脉络不太清晰。
27、反脆弱真是没看懂⋯⋯
28、风险是可以计量的，不确定性是不可计量的，需要用简单规则判断，往往更有效
29、这本书的作者，你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观点，是人都知道的常识，到了你这就成你的研究成果
，理论创造了。。。省省吧！真心受不了一个作者把读者当成缺乏生活常识的婴幼儿、白痴傻瓜来“
创作”一本书。。。花的这是他们啥冤枉钱！
30、如果已经读过《黑天鹅》和《思考快与慢》，这本书里能收获的新知识会比较有限。但我依然强
烈推荐所有人阅读这本书的9和10两章，健康领域是风险常识和概率论知识缺失的重灾区，这两章的内
容可以帮你更理性的保护自己的健康。读这本书时想到了那么多自己打过交道的资深医生，用书中提
到的错误方式对学术研究进行解读，我自己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还是有点可怕的。
31、疯牛病欧洲死了仅150个人，媒体也是够了。
不管检查出来没有，前列腺癌治疗屁用没有还会让你小便失禁，不致死的癌症屁大点事儿。
CT多次扫描的辐射当量可匹敌原子弹爆炸中心5公里范围也是醉了，乳腺癌扫描就是制造业和医者的
财源啊啊啊。。
32、看完对统计学很感兴趣，可以只是略懂皮毛。总体来说获益匪浅，很多实在的东西，可惜就是字
数过多，没有做到本书倡导的化繁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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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的决策都是化繁为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最佳决策通常来自于简单的经验法则，即
运用较少的信息，并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决策是在人们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日常生活中，为了达到
预期的目的，从所有可供选择的多个方案中，找出最满意的方案的一种活动。好的决策都是善于化繁
为简的，好的决策者都善于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最核心的价值。一如世界风控专家格尔德·吉仁
泽，在《风险与好的决策》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最佳决策通常来自于简
单的经验法则，即运用较少的信息，并相信你自己的直觉。“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核心就是决策。
”决策是一种选择行为的全部过程，尤其是在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有能力
比以往更准确地预测未来。但是，并不是掌握的信息越多，我们做出的决策越好，有时反而会更坏。
尽管“没有一种测试是绝对可靠的”，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即使无法通过计算找到清晰的答
案，还是要做出决定的。所以，“风险沟通”不仅是专家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也是平常人应该
具备的。吉仁泽认为，要做出明智的决策，仅靠统计学思维和风险沟通是不够的。在一个充满变数的
世界里，经验法则至关重要。决策只有适用没有最好，无论营销还是管理莫不如此。尽管已知风险的
概率可以根据频率或物理设计计算得出，但是，市场变化转瞬即逝，必须在有限时间里做对判断题。
“凡事都应尽可能地简化⋯⋯”，比尔·盖茨要求微软“能在办公桌旁说的，就不到会议室，能嘴巴
说清的，就绝不打一个文件”。这是一种力量，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复杂任务简单化，把复杂的
人际关系简单化。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数据中勾画出几条简单的曲线就轻松地完成投资计划，就
是因为依据经验法则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经验法则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准确找到并把握事物的规律
，把“复杂简单化”。化繁为简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勇气。当乔布斯给我们演绎了一种新的简约之
后，我们看到了iPad的流行，也看到了一种新的风尚出现。吉仁泽认为，“复杂问题并不一定需要复
杂的解决方法，应该先寻找简单的方法。”在医疗圈有一句“格言”——“没有人会因为过度医疗而
吃官司。”即使会伤害到患者，除了让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或手术之外，医生别无选择。相反，因为
不用担心亲人对他们构成法律威胁，医生肯定不会让自己的配偶或孩子选择非必要的治疗方案。所以
，选择次优方案并不是愚蠢的举动。因为害怕受到指责、批评和控告，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并不总是
最优的。吉仁泽建议，“不要问医生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你，而要问如果患者是他的母亲、兄弟或孩子
，他会怎么做？”化繁为简是建立在复杂的程序之上，跳出复杂的程序才能简单化、简洁化。“大自
然不做任何多余的事。如果你有两个原理，它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事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的那个
，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对于现象的解释，最简单的往往比复杂的更正确；如果你有两个类似的解决
方案，选择最简单的、需要最少假设的最有可能是正确的。”很多成功而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把最复
杂的事情化为最简单的定论，然后才踏上通往天才的辉煌之道的。卸去搜集过量信息的“包袱”，使
用简单且有启发性的经验法则，即使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每个人依然能学会如何为自己的健康、财富
、家庭、企业做出明智、自信的决策，而无须借助专家、超级计算机和水晶球。在《风险与好的决策
》一书中，格尔德·吉仁泽引用了大量关于决策的科学研究、数据和事实证实了，所谓决策中的智慧
，就是正视人类决策中的思维惯性和偏见，意识到不确定性和不了解的信息的大量存在，推理与基于
经验的简单直觉并用，力图超越现实给定的信息，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判断。2015年05月15日《深圳特
区报》第D02版：读与思周刊/经略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5-05/15/content_3225067.htm
2、从本书开始，我会将整体的评价标准提高。那么，我究竟会把什么样的书设定为力荐呢？想了想
，先用反脆弱作为这个标准吧。本书其实可以看做是对《反脆弱》的拓展阅读。很多概念其实在反一
书中都有提及。但是又大多点到为止，没有展开。比如关于启发法这个概念，我看完反脆弱之后，也
就是知道了这个名词而已。全书的结构有些乱。总的看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全书有一些很好的概括
。全书主要就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医学方面的风险，金融方面的风险以及心理方面的风险。 从方法论
的角度，书里面提到了用简单的法则来应对复杂的问题，详细解释了确定性，风险，不确定性之间的
区别(这一点，在反脆弱中其实也有提及，但是没有像本书这样简洁明了)。此书让我对启发法产生了
非常大的兴趣。英文是heuristic method。搜了一下维基，原来和我之前的理解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启发法更像是对人类在条件缺如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各类方法的统称。这让我想到了查理芒格的工具
箱。用这样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的智慧，我之前的很多困惑都被解释了。是啊，我看，人类的绝大多数
智慧都可以用启发法这样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平时要做的，仅仅是充实我们掌握的启发法库，明白各
种法则工具的运用条件。谈到启发法，也许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诺贝尔奖得主西蒙。而他的自传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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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阶段想要拜读的著作之一。以下大致列一些书中提到的启发法：明确所指的对象明确绝对数值凝
视法启发再认法1/N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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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风险与好的决策》的笔记-第246页

        前列腺癌检查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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