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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屠呦呦获诺奖的舆情热度，仍高烧不退。
中国本土科学家首获诺奖，无疑令国人

振奋。土生土长、中医学、“中国制造”等，也
触动了人们内嵌于族群认同的“与有荣焉”的
自豪感。这种零的突破，也纾解了不少人的

“科学类诺奖焦虑”。正因如此，欢呼、庆贺、
受鼓舞，也成了公众共有的表情。但在此基
调上，有些争论也随之而来：因屠呦呦研究的
是青蒿素，再加上附着其身上的某些身份符
号，很多借题发挥式解读与讨论也以“搭车姿
态”，成了衍生议题。

比如，扰攘已久的中西医之辩就由此升
温：有很多人认为，屠呦呦获诺奖证明了中医
学的价值，也有人觉得，青蒿素成功与中医学

无关。又如，举国体制下的协作创新与个人
创造性研究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也引起热议：
有些人溯及屠呦呦最早研究青蒿素的时代背
景，认为这凸显了科研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有
些人则觉得，它更多地源于个体“190次失败”
后的执念。再如，屠呦呦无院士称号、无留洋
经历却创造出世界领先的科研成就，是否具
有代表性，对现有科研评价体系有何启示等，
也引发争论。

这些观点激荡、价值碰撞，营造了屠呦呦
获诺奖后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景。对于诸如此
类的争论，在网上，有些人颇为忧心，认为纠
缠于中医学现代化、科研体制等问题争执，是
借机消费或者是无意义争论，是社会浮躁心

态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对屠呦呦获奖的争
论当回归科学本身，而科学不该受困于这类
琐碎论题。

但应看到，当“一是一二是二”的科学议
题成了社会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引来各种解
读。实质上，借着屠呦呦获奖实现诉求“移
情”，也是价值多元社会的现代舆情常态。在
社会观点表达平台敞开的背景下，任何事情
都可能沿着“见仁见智”的方向被阐释。在发
掘屠呦呦获奖的意义时，多重视角与多元观
点必然会贯穿于舆论聚焦始终。

而这些看似浮躁的争论，也并非无价值：
共识常常需要借助争论达成，像眼下，很多人
都接受了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医学走向现代化

的结果，也证明了中医学也可以采用现代化
技术，遵循科学原则；屠呦呦获诺奖，背后是
一群人的努力，其成果也离不开科学界的协
力攻关，正如屠呦呦所说，它是中国科学家集
体的荣誉。这些争论，还能将社会思考导向
对科研创新、科研人才挖潜等问题的关注，某
种程度上，它也能在社会化注解中将更多人
的兴趣带到科学领域。

屠呦呦获诺奖，在中国科学史上是个重
要节点，其轰动效应已溢出了科学界，引发
争论是必然，也非坏事。它背后的众声喧
哗，源于人们情绪的开释，也会终于科学认
知层面的观念磨合，而这也是其意义的延
伸。

屠呦呦获诺奖的社会讨论更有价值
□辛辛

为啥关注青岛虾这个小事？因为这涉及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中
高端服务业。这个四川消费者，一家四口来青岛旅游，花费过万元，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和
内需。领导一直说，内需不够。现在有了内需，作为沿海发达地区，青岛却在坑害消费者，打击
内需。这样的结果，是把大家都拖入泥潭。

——网友@财上海

10 月 5 日，四川游客肖先生一家在青岛
市乐陵路92号“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吃饭
遇到宰客，38元一份的海捕大虾结账时被说
成 38元一只。肖先生当即投诉，当地警方称

“我们管不了”，物价局则要“等明天处理”。
肖先生将此事发到网上，国庆长假期间嗷嗷
待哺的网络与媒体旋即有了一盘大菜。

目前，物价部门已对涉案烧烤店罚款 9
万元，青岛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被
停职检查。

事实上，天价宰客事件早已不新鲜。以
前是三亚，现在是青岛来接盘。“天价大虾”事
件曝光后，网络上又爆出青岛“天价蟹”事件，
还有记者在青岛打出租车中途遭倒卖，其间
遭领队恐吓威胁。一时间，青岛各种负面新
闻云集，青岛旅游和城市形象遭受“重创”，

“好客山东”亦受连累。
事实上，宰客后求告无门，公众已见怪不

怪。针对许多旅游城市，网络都充斥着各种
关于宰客的吐槽以及投诉无门的愤懑，与之
相伴的，则是五花八门的防宰防骗攻略。这
些游客辛酸经验的背后，是一些城市旅游经
济的畸形繁荣。

可这些网络负面信息，很少引起当地部
门的关注，在一些旅游城市里，本地商家和政
府官员似乎仍然生活在蛮荒时代，既看不到
网络上的投诉，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
被曝光在网络上。即便一些宰客行为偶尔引
起公愤，如此前的三亚宰客事件，但事后也不
过是来一阵运动式的整治应付一下。

事实上，一些基层行政部门的麻木、无能
才是宰客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点，从“天价
大虾”事件中不难看出，被宰的肖先生满怀希
望向相关部门求助，但所获得的，不过是一次
次屈辱，那位烧烤店老板甚至敢主动报警，在
警察面前依然张狂，可见他如此处理被宰游
客投诉已是轻车熟路。

中国一些旅游城市宰客成风，说到底还
是“不想管”。在那些旅游城市充斥着地方保
护。本地的政府部门不愿为这些事情得罪本
地居民，遇到纠纷总是拉偏架，甚至不排除有
官员就在充当无良商家的保护伞。本地的其
他商家和民众，也多持着各家自扫门前雪的
心态，对身边的宰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宰客
式”商业模式，还是基层治理中“踢皮球”现
象，显然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社交网络
无孔不入，智能手机提供了便捷的证据获取
方式以及发布渠道，消费者维权的方式已被

“互联网+”所改变。一盘大虾何以“重创”青
岛，不仅仅因为这样宰客令人震惊，更是因为
维权方式的“互联网+”进化，让处于“石器时
代”的野蛮商家和基层治理败下阵来。

因而，商家以及监管部门都要明白，过去
常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仅仅是一种道德
自律，而现在的“人在做，手机在看”却是一种
实实在在的监督。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只会
让监督更加强大，技术进步改变了消费者的
维权方式，也会形成重塑中国社会商业伦理
的力量。

基层行政部门的麻木无能才是宰客的根源
□新京

10 月 5 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达成基本协议。因为
现在的 TPP 范围内，太平洋沿岸的三大经济
体中只有排名世界第一和第四的美国、日本，
而没有排名第二的中国，有人就担心中国以
后被排斥在世界贸易主流之外，中国经济将
遭受重大损失；还有人认为，TPP是冷战思维
的产物，中国终将可以战胜TPP。我以为，中
国经济、中国外贸是在发展中，是在转型中，
中国最终还是会融入TPP中去。

TPP 的 达 成 ，不 等 于 TPP 已 经 实 行 。
TPP 达成基本协议到各国正式批准，到正式
生效，其中可能还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情。即使实行以后，新规则之内各经济体之
间的磨合、适应需要相当长时间，新规则之内

经济体与之外经济体的交易、适应更需要时
间，至于TPP要成为国际贸易的惯例、成为世
界贸易的主流秩序，那不知还要过多少年。
因此，中国现在在TPP之外，对现在的中国对
外贸易不会有多少直接影响。

TPP 主事者说不定是有冷战思维、有意
排斥中国，但美国在两年前就公开表示，欢迎
中国加入TPP。日本首相安倍在TPP达成基
本协议之后一天就表示，若中国将来加入
TPP 有益于亚太稳定。因此，我们自己没有
必要囿于冷战思维，应以开放态度看待TPP。

世界贸易在发展，世界贸易的观念也在
发展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明显。

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从WTO有所退
步，贸易保护主义猖獗，使得中国出口受到严

重阻碍。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沉重
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国际贸易及国际贸易观念又有所进步，更
加重视服务贸易和投资贸易，将安全标准、技
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
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
环境保护等规定都涵盖进去，并且准备建立
跨境数据流规则体系。

TPP 比较起 WTO 来，更加重视劳动权
益、环境保护、市场开放、反对垄断以及信息
通畅保护。从这几方面看，中国经济确有问
题，尤其表现在劳动权益和反对市场垄断两
个方面。这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为有意压低了员工工资，实际上造成了市
场竞争的不公平；而垄断市场，非但对境外资

本是变相的不开放，对境内非国有资本同样
是不公平的。

撇开TPP，甚至撇开中国的对外贸易，中
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型。中国经济
之所以不能较快地转型，不能尽快地淘汰落
后过剩产能，与落后过剩产能蕴藏于垄断的
国企之中有很大关系；中国企业效率不高，中
国市场竞争不充分，与国企垄断市场也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保护劳动权益，缩小贫富差距，打
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
的关键，也是融入TPP的需要。既然如此，那
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主动拥抱 TPP，让加入
TPP的努力也成为倒逼国内改革的一个动力
呢？

主动拥抱TPP，倒逼国内改革
□郁慕湛

摘要┃当“一是一二是二”的科学议题成了社会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引来各种解读。所以，屠呦呦获诺奖后的“躁动”，没什么大不了。

摘要┃消费者维权方式的“互联网+”进化，让处于“石器时代”的野蛮商家和基
层治理败下阵来。商家以及监管部门都要明白，过去常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仅
仅是一种道德自律，而现在的“人在做，手机在看”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监督。

摘要┃保护劳动权益，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消费能力和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融入TPP的需要。

认为TPP对中国没有或者很小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固然，不加入，中国也不会
回到WTO之前的状态，但中国经济要继续繁荣，TPP不可或缺。各国都考虑经济利益
不假，但其他考量也重要，特别是与价值观不同的中国打交道，这些考量的分量就更重，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顺势而为，不因盲目自大而逆潮流才是正道。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王福重

“手机来电显示”是指手机被呼叫时，显
示主叫号码的功能。记者调查发现，各地运
营商不仅从未披露“来电显示费”的成本依
据，而且收费标准不一。与此同时，“来电显
示”收费却不一定保真。以篡改“来电显示”

方式实施的“电信诈骗”造成用户损失，运营
商却几乎从不担责。

有业内专家质疑，随着近十几年来技术
水平的提升，“来电显示费”的实际成本已降
低，收费已与成本脱节。 新华社发

“来电显示”显示的不一定是真号
不能保真为何还收费且从不担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