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

13位ISBN编号：9787300201288

出版时间：2014-11-1

作者：[美]杰夫·斯蒂贝尔

页数：228

译者：师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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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神经学、生物学与互联网技术大融合的互联网进化史诗巨著。
我们正置身网络革命中。互联网的每一丝变化都与你我息息相关。当科技变得无处不在时，它就会改
变你我。在《断点》一书中，大脑科学家和企业家杰夫·斯蒂贝尔将带领读者来到大脑、生物与技术
的交汇处，向读者展示生物学和神经学是如何与互联网技术发生联系的；我们是如何通过生物学上的
前车之鉴，来预测互联网的发展的；互联网在经历增长、断点和平衡后又会发生什么变化。本书提供
了一个独到、新鲜的、令人兴奋的视角，帮助人们去看待商业和技术发展的未来，以及它们对我们所
有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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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夫.斯蒂贝尔(Jeff Stibel)是一名脑科学家和企业家。他目前是美国邓白氏集团的董事长兼CEO；在此
之前他曾担任Web.com公司的CEO。斯蒂贝尔还是“大脑之门”（BrainGate）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
的“大脑芯片”技术（美国CBS的《60分钟》栏目对该技术进行了专题报道）让重度残障人士可以通
过思维控制电子设备。斯蒂贝尔在布朗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大脑及行为。他现在
还是布朗大学创业项目、塔夫斯大学戈登领导力中心、南加州大学创新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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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沒
2、非常棒的跨界科普，乐观派“奇点”学说的典型人物，揭示了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进化论的恐怖未
来！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信的。
3、私以为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跨界案例。我看完后：1小而美的群体是更具生命力的—由此未来的互联
网行业也会是纵向细分和精深的；2人类的大脑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与电脑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可
类比，未来基于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可能会产生人工智能或仿生学领域的革命性成果；3网络的变化
会经历增长 断点和断点之后的平衡，增长期关注的应该是数量和竞争垄断，断点后关注的应该是质量
和稳定性，创业企业尤其需要注意；4网络自发成长有断点，互联网亦是，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达到了断点，因此互联网的质量提升和用户向移动互联网转移是必然；5社交网络中的MySpace 和现在
的Facebook 及Google +和path 的兴衰历程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网络增长曲线规律，人的有效关系150，多
了是负效用。
4、众包有点启发
5、对未来方向思考的必读之作
6、我读的第一本互联网书籍
7、行文有些啰嗦，反反复复谈论事物增长到一定阶段到达峰值后，受制于成长的环境（资源），必
将遇到增长崩溃之痛，因此预知断点，在断点前做好转型准备，等等。作者提出几个不错的观点：蚂
蚁，大脑和互联网，三者的共同处在于智慧都来自于网络（连接），它们分别为单体蚂蚁、神经元和
计算机节点。对于互联网，计算机相当于神经元，电话网类似神经元之间连接，由此二者构成的现代
互联网终将进化出人工智能。取决于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来临。人工智能
的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应该思考在这个断点趋势到来之前我们的应对策略。
8、一晚上读完。大概就是互联网=人脑，动物世界中蕴含的智慧等等。
9、老美的逻辑性总感觉不是那么顺畅，不过主要观点还是能让人记住。增长、断点、平衡。生物学
脑科学与互联网的类比。今后互联网发展到脑机互联倒是一个方向性的预测
10、作者和我一样会被自己认为绝妙的比喻惊讶，但实际上没有价值
11、很具有启发性，特别是关于人脑虽然犯错多，但决定迅速有效，节省能量；而计算机却不同！期
待互联网断点的来临，
12、有点启发，用处不大
13、里面生物学的例子很有趣，只要能传递基因，怎么做都是对的。比如海蛸吃掉自己的脑子。人类
太聪明需要太多，估计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不会太长吧
14、好的idea
15、列举了群居生物界（如蚁群）的例子证明断点的存在，推测出断点是一个普遍规律，大脑的发育
，互联网的发展。重要的不是发现断点和断电本身，而是了解断点以后发生的事情：要么灭亡要么趋
于更智慧的平衡
16、读了1/3，这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将生物学的发展哲学带到了互联网里面，挺形象
17、废话略有点多
18、关于最大规模和最适规模的理论与案例。
19、没什么鸟用的书，就是高中生物课上的发展曲线K点
20、新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发展极值，到达极值后，需要创造新事物，颠覆原来的模式。比如，现在我
们做开放平台生意，发展2-3年，到达极值，即断点。然后做大客户业务，大客户由于标准化低，也会
形成断点，那就要横向拓展，或者创造新的业务体系。
21、一般般吧，互联网行业这个类型的书太容易过时了。。何况又是翻译版。。
22、门外汉学习了。读完对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有了新认识。计算机不是大脑，是神经元，互联网才是
大脑。
23、预测总是让人着迷，从基因突变的角度看，这类书籍注定缺乏逻辑性，世界是个动态演进的反馈
过程，试图用现在的基础性特征预测更远的未来本质上就不可行，能依靠的仅仅是历史和生物学上的
前车之鉴，要求犀利的推理论证即是吹毛求疵。总体上，作者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叙述：网络断点和互
联网思维化，部分细节框架则有点杂乱。断点的论述非常赞成，很容易联想到经济学里的诸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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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无处不在，照进现实，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现实中A股的表现、淘宝平台也是活生生的例证，
但对于如何判别断点，作者论述明显不够全面和深入。断点对于把握互联网时代的趋势和机会也是挺
有实践意义的，战略至关重要。关于群体的描述值得深思，群体智慧或者乌合之众，决定因素在哪里
。至于互联网思维化的观点，理论基础很新颖，不过个人不太赞成，希望未来科技创新狠狠来打脸。
24、任何事物的上升到巅峰后必然下降，然后趋于平衡，最后终将崩溃。
25、凯文凯利在讲“连接”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性，断点讲了另一面 ，杀掉无用连接留下重要连
接的重要性
26、描述了大脑、互联网与自然界的一个共同法则——最大限度法则，在书中使用了“断点”这个概
念，断点即一个体系按照原有发展趋势所能发展到的最大程度，作者认为我们需要自己筛选，才能让
网络变得更好。
27、大而不当的比拟对于现实指导作用是负数！
28、额飞行读物
29、牛逼  此路可通
30、非常啰嗦
31、慎买流行书
32、看了感觉没啥意思。。。

33、这种以预言家自诩的大忽悠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湮灭得太多。你可以提出一个看似新颖的想法，
但没必要故作艰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34、《失控》成书于1995年，20年后的今天，书中诸多预言都成为现实。近期成书的《断点》会成为
下一部《失控》吗？--貌似既是脑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斯蒂贝尔的文笔功力比凯文凯利差些些。
35、这本书像是两个主题的合集，前半段说网络，蚁群-人脑-互联网的类比很有启发；后半段说的是
人脑和互联网的（“网络”角度之外的）类比和联系，也很有意思。书中的主要结论未必让人信服—
—用“断点”的框架套现实中的很多事情多少有点牵强，对于那些对“网络”和“脑科学”都有一定
了解的读者来说，不少内容也很浅，但作者包含其中的那些跨界的思想和一些有趣的例子还是挺值得
一读。
36、①网络必经阶段：增长（不惜代价扩张直到耗尽资源，小公司可以重新定义市场使其足够小）→
断点（减慢增长速度）→平衡（实现真正盈利）②计算机网络和神经网络的融合将最终产生人工智能
37、很杂的一本书，感觉第20页那个断点的图之后就没什么新意了。
38、新颖的互联网理论著作
39、看看
40、阶段性断电到来之后呢？种群会开始对外对内烧杀抢掠？网络除了依赖技术再次飞跃也会迁徙和
扩张么？
41、就一条“规模演化”曲线，解释了一本书。近年来典型的畅销书写作手法。生态学+互联网=畅销
书
42、互联网新起点的思考，生态系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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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当初读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是一本介绍互联网的书籍，后来激发我读下的原因是“断点”这个概念
很好的刻画了当前的股市，虽然书中介绍的是种群的增长到抑制增长发生断点并且类比互联网的发展
，但是我想到的却是股市和庞氏骗局，以及反身型原理。书中提到的鹿群的增长其实是个正反馈的过
程，种群的迅速增长没有资源的增长做保证，断点是无法避免的。然后本书给我了一个启示就是提到
原来大家都认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会达到断点，然而回过头来看并没有，其中的原因就是Modem的传
输速率的提高，即创造了新的环境，使其突破原来的断点。结合当前政府救市，可以看出跟本文描述
的曲线是及其类似的。
2、《断点》一书本身是在描述互联网与自然界的一个共同法则，就是最大限度法则，在书中使用了
“断点”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复杂，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体系中，都存在一个极致点，就是
该体系所处环境所能接受最大限度的点。超过这个点之后，则环境不能给予原有的支撑。本书就围绕
着这个极致点——“断点”展开了讨论。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体系具有“断点”？“断点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达到“断点”会怎么样？1）什么样的体系均有断点？按照作者的理解，
所有的体系均有断点。但作者对于为什么存在断点给与了很有启发的解释，我们不难想象自然界中有
生物具有断点，因为实物资源环境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大脑以及互联网为什么会有断点呢？对于大脑
而言，人类的大脑神经元是经历先增长然后衰竭的过程，注意这里的衰竭并不是年老之后的被动衰竭
，而是在青年时期的主动衰竭。通过神经元的衰竭，减少了神经元的链接数量，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淘汰过程，从而使得成年人的大脑系统更加高效。对于互联网而言也是一样，早先任何互联网的用户
数量都是越多越好，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也是越多越好，但是当我们的链接数超过了人类可以处理的
范围时，多出来的链接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副作用的，因为他降低了我们找到真正找到想要结果的
效率。2）断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断点本身的意义是极值，即一个体系按照原有发展趋势所能
发展到的最大程度。换言之，是在不改变体系内部结构情况下发展的终点。“断点”的存在给予了一
个提示，就是任何单一结构体系的发展都会存在瓶颈。作者结合了“维基百科”的案例，当维基百科
采取众包的方式短时间内超过《大英百科全书》的时候，他的“断点”也到来了，因为简单的词条已
经编辑完毕，维基百科已经很难再按照原有的速率进行增长了。另一个生物界的例子是蚂蚁，就是如
果当蚂蚁群体的数量超过1-1.5万，则该蚂蚁群体就不再进行扩张，而是选在另建蚁群，这是由蚂蚁的
交流方式决定的。例如蚂蚁根据这样的规则运转：’如果我在接下来的30秒钟3次遇到具有气味A的蚂
蚁，那么我就出去觅食；否则，我就留来这里。’而当蚂蚁种群继续扩大时，蚂蚁无法处理更为复杂
的信息。断点的启示意义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你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你的“断点”，
如果超越断点之后依然不深层次的去改变你的内部结构，那么“断点”很可能成为很多企业的终点
。3）“断点”后会怎样？体系是如何面对断点的？有两种策略，一种是主动避免断点的到来，例如
蚂蚁，自行控制体系的规模；另一种是改变体系本身，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互联网。过去我们无论干
什么都是需要浏览器，查天气、查影讯、看新闻等等。但是现在我们不再依赖浏览器了，我们使用
的App。移动应用程序就是互联网达到断点之后所给出的答案，App目的更明确，指向性更强，避免
了断点所带来的信息过剩。互联网从浏览器的普适性到App的专项性，是互联网面对断点所给出的解
决措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主动控制体系内的规模，以便实现高效、精准的服务。所以综上所
述，作者描述了环境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体系的发展脉络（同样适用于任何互联网企业）：�在初期阶段
，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谋求增长。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不占用环境中的所有承载能力，就会有其他人
占用。然和迅速到达接近“断点”的位置，这时候应该做的是提升内在的质量，应该减慢增长速度，
偶尔还需要强制性地减慢，具体而言可能是细化体系、区分提供不同的服务以及开始针对差异化服务
谋求收益。当达到最后阶段的平衡时，才会开始真正盈利。对于企业而言，为了能在增长阶段生存下
去，你必须拥有市场。这就意味着必须将利润、营收机会和其他会消耗资源的东西放在一边。我们的
目标是消耗掉所有的资源，这样不仅可以让你的技术增长，还可以防止竞争对手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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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的笔记-第9页

        记下

2、《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的笔记-大脑和互联网

        一、网络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效率：1、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大脑其实在变小，神经元数量
下降，这正是效率提高的结果，或者说可以更多地依靠外部脑（集体文化）。2、大脑经常做出错误
的推测，这种不完美也是为了节约能量，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完美的代价太大了。二、互联网处理信
息比大脑慢，效率较低，主要是因为大脑通信系统使用化学物质和电流，而互联网目前只适用电能。
提高互联网效率可能需要研究大脑化学通信方式。三、计算机网络与大脑网络互的融合是人工智能方
向。互联网需要将计算、通信、预测能力和情感结合起来。神经元会犯错但网络很稳定，单个神经元
的不完善带来整个网络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大脑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目前互联网上的电脑数量是多
少？再过多久可以达到大脑一样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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