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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声

称：中国正逐渐甩掉全世界最大科技山

寨国的名声，而美国已开始“山寨”中国。

《金融时报》举出的例子包括被外媒

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

车。不过，诚如外媒一贯套路，溢美之词

后话锋一转：“成堆的单车像垃圾一样堆

放在各个城市，让恼火的监管者随后决

定对共享单车市场予以整顿，这预示着

共享单车前进的道路上面临坑洼。但这

并未阻止LimeBike之类的共享单车追随

无桩、扫码的中国模式……”

言下之意，中国向共享经济的领头

人美国反向输出了“共享单车”，同时也引

入了混乱、野蛮生长的所谓“中国模式”。

那中国式共享单车在海外到底受不

受待见？留洋单车与在中国的“兄弟姐

妹”又有何不同？共享单车的海外境遇

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启示？

配置内外有别

共享单车的本土化是进入海外市场

的重要一步，其实就是使自己的服务能

够更切实地符合当地用户的需求。

为适应各国对自行车上路的法规要

求，留洋的中国单车跟国内同胞在软硬

件配置上有所不同。以摩拜为例，首批

200辆单车20日亮相美国首都华盛顿街

头，整体外观保持了经典的红灰配色，但

配置增加了三档变速器、自动前大灯和

车筐杯架。

在新加坡，ofo“小黄车”发布的共享

单车则配备了适用于海外国家不同网络

通信制式的新一代智能锁，支持用户通

过手机客户端内嵌的谷歌地图定位单车

并扫码开锁。此外，为适应新加坡炎热、

多雨、潮湿的气候，“小黄车”配备了耐锈

耐腐蚀的新型铝制车架；为适应多山多

坡地形，新车型改进了减震避震设计，并

配备了变速装置。

“无桩”挑战“有桩”

其实，单车共享的形式在华盛顿以及

美国其他地区出现的比国内要早，只不过

一直以“有桩”形式运营，如Citi Bikes。

由于“有桩”单车在城市各个区域分

布不平均，“无桩”单车显然灵活度更

高。支持“无桩化”的达拉斯市议员李·

克兰曼就呼吁，美国共享单车应进入无

桩化发展的“2.0时代”。

不过，纽约市交通局8月11日却一

纸禁令拒绝了美国本土共享单车企业

Spin以“无桩”项目进入纽约。交通局长

波莉·特罗滕贝格说：“我们期待拥抱新

技术，但必须以安全有序的方式进行。”

事实上，“无桩”共享单车在美国发

展极为缓慢。即便是在对这一新生事物

最为友好的西雅图，Spin、LimeBike 和

ofo也仅投放了2000余辆。分析人士认

为，美国并非不具备发展共享单车的技

术条件，主要碍于公共管理压力。

以华盛顿特区为例，根据特区政府

的说法，摩拜单车只能算是“试运行”，为

期 6 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特区政府会

对无桩共享单车进行评估，考察其安全

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市容市貌。

“无桩”共享单车在新加坡发展很

快，但单车的骑行、存放、维护等问题也

日益凸显。由于新加坡城市主要道路上

还没有非机动车专用行车道，骑车人常

与行人并行，带来安全隐患。另外，由于

规划的自行车存放地点有限，很多共享

单车被随意乱停乱放。

此前，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已决

定将强制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拖走违

规停放单车，并向单车所属的公司收取

违规费用。

审批与管控

城市公共交通的改善关乎重大公共

利益，无疑应由政府主导，而不是政府跟

在企业身后收拾“烂摊子”。

共享单车只是改善城市交通出行的

工具之一，其发展速度、规模应服务于城市

公共交通的全局考虑。在美国，共享单车

的发展执行严格的事前审批和数量管控。

在旧金山，单车企业必须先向政府

提交安全性保障和投放计划细节，获得

许可之后才能按计划投放。今年 3 月

底，未获许可便直接进驻旧金山的中国

共享单车企业小蓝单车（Bluegogo）便被

勒令全部收回已投放单车。

在西雅图，获准进入的三家共享单

车企业，必须按照政府许可的额度分阶

段投放单车。地方政府已经拨款500万

美元专用于发展自行车道和相关公共基

础设施。

在仅投放了数百辆共享单车的达拉

斯，市政府也已升级了一条信息热线，处

理自行车乱停问题。

另外，共享单车提高出行效率的同

时，有会否影响城市特定群体的利益。

比如，城市居民短时间内快速转向自行

车出行，会否导致出租司机等群体收入

减少？乱停乱放又会否导致旅游观光企

业成本增加？

这些问题在创新过程中并非无关大

雅，对它们的充分考虑将制约创新的发

展速度，但同样能令创新的基础更为稳

固。“放任自由”或许会加速一时的发展

速度，但也可能瓦解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基础。

（金旼旼 刘阳 李晓渝 新华社
专特稿）

入秋了，不少人准备注射流感疫苗。英

国诺丁汉大学研究人员建议，注射疫苗那天

记得要微笑，快乐情绪有助增强疫苗对人体

的保护作用。

研究人员招募了 138 名计划注射季节

性流感疫苗的老年志愿者，了解他们注射疫

苗前后6周以及注射当天的心情，并在疫苗

注射后4周和16周时分别检测志愿者血液

中的流感抗体水平。结果显示，注射疫苗当

天的情绪影响抗体水平，情绪好的志愿者，

抗体水平高出8％至14％。研究人员认为，

情绪之所以能够影响疫苗效果，是因为人的

情绪和免疫系统在大脑皮层下区域的通路

相互连结。

研究人员在由新一期《大脑、行为与免

疫》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写道，这项研究只观

察流感疫苗注射，但希望适用于所有疫苗。

此外，注射之前观赏喜剧和做瑜伽也有助改

善情绪，同样能够增强免疫反应。研究人员

还发现，志愿者的体育活动、饮食和睡眠情

况不影响疫苗效用。

（黄敏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电（记者林小春）科学家 25 日

说，在胸腔植入迷走神经刺激器后，一名因

车祸而处于植物人状态15年之久的35岁男

子呈现出意识苏醒迹象，颠覆了学术界有关

人持续昏迷超过12个月就无法唤醒的既有

认识。

负责研究的法国里昂马克·让纳罗认知

科学研究所的安杰拉·西里古在新一期美国

《当代生物学》杂志上说：“通过刺激迷走神

经，我们发现能够增强（植物人）患者在这个

世界的存在。”

迷走神经连接着人脑与身体的许多其

他部位，包括肠道。迷走神经对保持清醒、

警觉性和许多其他基本功能具有重要作

用。迷走神经刺激器是一种微型可植入式

器件，此前已被用来辅助治疗药物难治性癫

痫和抑郁症。

为检验迷走神经刺激器恢复意识的能

力，研究人员希望寻找一个很难用巧合来解

释被“唤醒”的植物人病例，最终找到了一个

昏迷了十多年、没有苏醒迹象的车祸受害

者。

研究结果显示，在开展迷走神经刺激一

个月后，患者的注意力、动作和脑活动显著

改善，能响应以前不响应的一些简单命令。

例如，他的眼睛能跟着目标移动，并根据要

求转头。

他的母亲报告说，在听人给他读书时，

他保持清醒的能力有提高。

此外，研究人员还观测到这名患者对

“威胁”重新有了反应。例如，当医生的头突

然靠近他的脸时，他会睁大眼睛，表现出惊

讶。

研究人员认为，在多年处于植物人状态

后，这名患者进入了“最小意识状态”。

大脑活动记录也显示，这名患者脑中涉

及运动、感觉和意识的区域活动明显增强，

大脑功能连接性改善，脑皮层和下皮层的代

谢活动也同样增加。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工作表明，即使在

病情最严重的临床病例中，正确的干预措施

也可能带来意识变化的产生。西里古说：

“哪怕希望看似已经消失，大脑仍有可能被

修复。”

目前，研究人员正计划开展一项大型合

作研究，以确认并进一步挖掘迷走神经刺激

对处于植物人或最小意识状态患者的治疗

潜力。

一些专家表示，这是一项令人激动的新

发现，但由于很难从单一病例了解一个疗法

的真正效果，需谨慎解读，这项研究的结果

尚需在更多患者身上得到验证，才能获推荐

使用。

9月25日，在阿联酋迪拜，一架无人机“的士”进

行飞行测试。

据悉，这款两座的无人机“的士”未来将在迪拜投

放使用，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新华社/路透

9月25日，在捷克布拉格，一名选手在老城广场

上空表演高空走绳索。 新华社/欧新

99月月2020日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们试骑摩拜单车人们试骑摩拜单车。。

共享单车：洋路不好走

空中走绳索

迪拜测试无人机“的士”

打流感疫苗保持微笑
快乐可增强疫苗作用

植物人昏迷15年
神经刺激“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