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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今年的“双11”比以往来
得更早一些。昨晚，天猫与
京东正式拉开“双11”大促序
幕。与此同时，抖音、快手、
拼多多等也宣布加入这场年
度电商盛宴。面对来自线上
的竞争压力，传统商业如何
“应战”？

促销是商业竞争力，消
费者的兴趣和社交也是商业
竞争力。刚刚过去的国庆
“黄金周”，上海消费表现抢
眼，特别是特色活动带动重
点商圈人气回归。比如，静
安大悦城举办6大动漫IP快
闪活动，日均客流量保持在
10万人以上。其中10月2

日，商场全天客流突破11.5

万人次，同比提升超40%，创
下商场开业以来单日客流新
高。在小红书等平台上，不
少人都晒出了自己参加活动
的照片或视频。
如果说各种促销手段可

以看作商家的“卖家秀”，那
么来自消费者的“买家秀”对
于商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更
大。当“体验”成为商业领域
的关键词时，众多老牌商业
项目开始反思并重塑自身，
以顾客感受为核心，致力打
造一个超越传统商品交易范
畴的“会客厅”。比如，南京
路步行街的百联ZX创趣场，
前身是华联商厦，如今已转型
为国内首座聚焦二次元文化
的综合性商业体。这一转型
不仅为南京路步行街带来活
力，也为二次元文化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集购物、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专属空间。上周日，
《原神》人物芙宁娜生日线下
展会就吸引了众多二次元文
化爱好者前来参与和体验。
要想真正打破传统商业

模式的束缚，不能只局限于
空间设计的重构，更要为消
费者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
让线上“出圈”的潮流，在线
下社交场景和人们产生联
系。近日，紫悦、碧琪、云宝、

柔柔、苹果嘉儿、珍奇这6个小马宝莉系列中
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角色，以全新方式现身上
海的6个知名商圈，与对应商圈的地标建筑
融为一体，引领小马宝莉的粉丝开启打卡上
海商圈的奇妙旅程。一位叫“柔柔”的粉丝特
地从杭州赶来，带着心爱的卡牌到商圈打卡，
领略上海的消费魅力。上海市消保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用卡牌这一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宣
传上海知名商业街和商圈，是消保委助力提
振消费的新尝试，希望与包括卡游在内的更
多企业积极合作，共同为提升上海城市影响
力和促进上海消费作贡献。
餐饮店铺作为商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提供餐饮服务，还成为吸引顾客“走出来”
的重要因素。放大餐饮的社交属性，不仅能
够吸引更多顾客前来就餐，而且可以增加商
场的客流量。像许多餐饮企业会通过大众点
评、抖音等打卡，提供优惠措施，吸引不少线
下消费者。配合线上外卖平台美团、饿了么
等，逐渐转变为全天候经营，更好满足年轻消
费者需求，有效拓展经营场景。
从“卖家秀”到“买家秀”，更加强调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商圈成为社交活动
的重要场所，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
创造独特的购物体验、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平
台以及举办线下社交活动等措施，传统商业可
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增强消费
者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同时，消费者的兴趣和
社交也有助于传统商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获悉，近日，由该台葛健教授

带领的国际团队创新了一种结合GPU相位

折叠和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并成

功在开普勒（Kepler）2017年释放的恒星测

光数据中发现了五颗直径小于地球、轨道周

期短于1天的超短周期行星，其中四颗是迄

今为止发现的距其主星最近的最小行星，类

似火星大小。

这是天文学家首次利用人工智能一次

性完成搜寻疑似信号和识别真信号的任

务。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天文学

期刊《皇家天文学会月报》（MNRAS）上。

经过5年的努力和创新，研究团队成功

开发了结合GPU相位折叠和卷积神经网络

的深度学习的新算法（GPFC）。该算法比国

际上流行的BLS法搜寻速度提高了约15倍，

检测准确度和完备度各提高约7%，显著提

高了凌星信号搜索速度、精度和完备度。

这一算法已成功应用在Kepler的数据

集中，并识别出五颗新的超短周期行星：

Kepler-158d、Kepler-963c、Kepler-879c、

Kepler-1489c和 Kepler-2003b。 其 中 ，

Kepler-879c、Kepler-158d、Kepler-1489c和

Kepler-963c分别位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小

超短周期行星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

名 。 Kepler-879c、Kepler-158d、Kepler-

1489c和Kepler-2003b是最接近其主星的

小型行星，其轨道半径在5个恒星半径以

内，展现了新的算法在搜寻微弱凌星信号

的优势。

这些超短周期行星的存在为行星系统

的早期演化、行星-行星相互作用以及恒星-

行星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包括潮汐力和大气

侵蚀）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对行星形成理论

研究有重大意义。

“本次工作的突破性发现是人工智能在

天文大数据领域应用的又一个里程碑，要想

使用人工智能在海量的天文数据中‘挖’到

极其稀少的新发现，就需要发展创新的人工

智能算法，同时需要依据新发现现象的物理

图像特征生成的大量的人工数据集做训练，

使之能快速、准确、完备地探寻到这些很难

在传统方式下找到的稀少而微弱的信号。”

葛健表示。

上海科学家发现超短周期行星

本报讯（记者 易蓉）今天，高等教育评

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4软科中国最

好学科排名”，全国486所高校的4924个学

科点上榜，最终100所大学的308个学科点

入选中国顶尖学科（全国前3%或前2名）。

上海共有25所高校的339个学科上榜，其中

有47个顶尖学科、13个冠军学科。

据统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26

个和23个中国顶尖学科位列全国前二，复

旦大学（14个）位列全国第三，上海交通大学

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以12个并列第四，其

他十强还有浙江大学（11个）、南京大学（8

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个）。中山大学

（60个）和浙江大学（59个）上榜数最多。

该排名中，上海高教体现高质量发

展——共有25所高校的339个学科上榜，总

数仅次于北京和江苏；顶尖学科（47个）和冠

军学科（13个）数量仅次于北京；前7%或前

3名学科88个，前12%或前4名学科132个，

一流学科的数量也居全国前列。在上榜学

科中，除复旦、交大外，同济大学（37个）、华

东师范大学（35个）、上海大学（33个）上榜

学科数也均超过30个。上榜学科数超过10

个的高校还有华东理工大学（23个）、上海师

范大学（18个）、东华大学（16个）、上海理工

大学（16个）、上海财经大学（11个）。

在学科“高原”之上，上海持续攀登“高

峰”。复旦哲学、政治学、生物学、基础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上海交大临床医学，

同济土木工程、城乡规划学，华师大统计学、

软件工程，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东华大

学纺织科学与工程，上海体育大学体育学均

为排名全国第一的冠军学科。此外，上海财

经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军军医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洋大

学、上海音乐学院均有顶尖学科上榜。

2024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

上海  所高校   个学科上榜

制度经济学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最终赢家。那么，何谓制度经济学？它是

研究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经

济学流派，其核心概念包括“交易”和“制

度”。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行为和经

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影响社会经

济生活的主要因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奇介绍，达

龙 ·阿杰姆奥卢和詹姆斯 ·鲁滨逊长期合

作，近年来，他们非常“高产”地发表论文。

阿杰姆奥卢研究领域还包括宏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

济理论。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不同，制度经济学

通过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法律和社会伦

理等因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理解经济行

为和经济发展的机制。

那么，他们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章奇举例，他们在撰写一篇论文时回到了

200多年前的西方殖民时代。他们统计了

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

阿杰姆奥卢和鲁滨逊指出，如果早期的殖民

者认为非洲殖民地适合生存，他们会引入和

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力争建立适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反之，只要殖民者认

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捞一把就走”，就

对这些地区实行攫取性的政策，而不可能在

这些地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因此，看看各

地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这些地区现在

经济增长表现的相关性就可以验证制度的

重要性。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发现，各地早

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

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章奇指出，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

长，并不是原创性的经济学观点。而阿杰姆

奥卢和鲁滨逊的开创性在于他们的计量分

析方式。后来，他们又用相同办法分析了拿

破仑时期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有的国家

因为战争打破了原有封建宗主体系，有的国

家则没有，不同的制度对经济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他们的观点又得到了印证：制度在经

济增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阿杰姆奥卢和鲁滨逊根

据他们的观点，撰写了一本畅销书《国家为

什么失败》。

有人说，今年的诺贝尔奖是AI年，许多

奖项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经济学奖也不例

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早就预

测，阿杰姆奥卢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

学奖。他的经济学论文更多地接触到人工

智能。

不过，在阿杰姆奥卢眼中，AI的出现是

一种“滥用技术”。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

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资

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因而会带来

更大的贫富不均。阿杰姆奥卢同时警告，未

来AI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会带

来权力结构的改变。AI革命可能会进一步

集中权力于大科技公司，应防止资本进一步

集中。 本报记者 张炯强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制度经济学成为赢家

利用人工智能搜寻速度提升15倍

当地时间10月
14日，瑞典皇家科
学院宣布，将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麻省理工学院
达龙 ·阿杰姆奥卢、
西蒙 ·约翰逊和芝
加哥大学的詹姆
斯 ·鲁滨逊，以表彰
他们在关于制度如
何形成并影响经济
繁荣研究领域的突
出贡献。 达龙 ·阿杰姆奥卢 西蒙 ·约翰逊 詹姆斯 ·鲁滨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