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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

11月27日，中国工程院公
布了新当选的 18 名外籍院士
名单。比尔·盖茨、英国皇家工
程院院长安道琳、麻省理工学
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俄
罗斯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松采
夫·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
等国际科学“大咖”当选，让人
眼前一亮。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外

籍优秀科学家来华担任院士，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科技整
体竞争力大幅提升、在创新领
域由“追赶”逐渐变为“并跑”甚
至“领跑”所显示出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天
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
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
世，核心电子器件自主率增至
85%。

与此同时，我国科技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着力破解科研
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科技
成果走向市场的通道日益畅
通。中国正以更开放的胸怀、
更自信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以全球视野谋划和
推动科技创新，扩大科技开放
合作。

此外，世界最快超级计算
机、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
置等一批在国际上领先的重大

科研装备接连落成，改变了过
去我国科教基础设施陈旧落后
的面貌。日前，科技部又决定
启动国家研究中心建设，组建
北京分子科学、武汉光电等 6
个国家研究中心。

越来越多的优秀外国科学
家、科研团队来华开展合作，既
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相中了
一棵棵日益枝繁叶茂的科技梧
桐树。

值得注意的是，这 18位新

当选的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此
前与我国科技界已有广泛深入
的合作，其中 3 位外籍院士工
作单位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重庆大学、郑州大学。
这说明他们的外籍院士身份绝
不仅仅是一个头衔。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科技
实力日益提升，今后必将有更
多外籍科技“大咖”来华开展科
技合作，为我国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放心，像盖茨这样的外籍院士会越来越多

□李延霞

紧急叫停网络小贷牌照、召
开清理整顿会议、发布风险提示
函……最近，现金贷的野蛮生长
触发强力监管。据悉，关于现金贷
业务的具体管理规定正在酝酿。现
金贷高利率、暴力催收等违法违规
行为积聚大量风险，短期内密集出
台监管举措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净化金融环境。

其实，现金贷的种种问题早已
浮出水面，监管部门半年多前就已
提出整顿清理，随着近期风险进一
步暴露，相关部门通过凌厉的监管
行动予以整顿规范。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
金融跨业、跨界发展，对金融监管提
出了新的要求。治理互联网金融乱
象，监管该统一标准，打好提前量。

诚然，面对层出不穷、泥沙俱
下的金融创新，监管部门的确难以
及时地进行识别认定，并完善相关
监管规则。我国金融业经营准入
多头监管的问题，也致使监管标准
不统一。从事现金贷业务的网络
小贷公司由地方金融办发放牌照，
但各地审批的标准不一，导致行业
鱼龙混杂。而且虽然在地方注册，
经营的却是全国性业务，地方监管
部门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监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

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监管部门应尽快
建立适应快速金融创新的制度性安
排，将所有金融行为和业务纳入监
管，不留政策漏洞，还应未雨绸缪，
不能每次风险积聚到火烧眉毛，才
来一次暴风骤雨式的监管，以免“按
下葫芦起了瓢”。面对防风险的重
任，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提高监管
能力，加强监管协调，增强监管合
力，不留任何监管真空，形成全国一
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唯有如此，监管部门才能逮得
着“黑天鹅”、挡得住“灰犀牛”，切实
维护金融安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
益。

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科学预判

□佘宗明

江山时有奇葩出，各领热搜
N多天。这两天，媒体报道的一
个奇葩“发明”，就成功地刷了个

“头条”。
若用一个字形容该“发明”，

那就是“逗”，两个字那就是“搞
笑”，三个字就是“太离谱”：该

“发明”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初审并公布，其内容是所谓的
人工消除雾霾方法——“煽除雾
霾方案”。

根据其说明书及摘要，其操
作方法就是，在受雾霾影响期间
的地区，可以用人工按指定的方
向，在统一时间内共同煽除雾
霾。以北京为例，如果有 1500
万人参加为煽除雾霾而进行的
造风运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向相
同的方向煽动除霾扇，形成的风
力足够将刚形成的轻度雾霾移
出北京城，并避免重度雾霾发
生。

你有雾霾，我有“煽风”。《西
游记》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是
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
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
叶，故能灭火气。”而“人工造风
煽除雾霾”靠的不是扇子威力，
而是靠人力——成百上千万人
像做团体操那样，集体狂扇扇子
造风。这满满的大片即视感，那
画面太美我不敢想，但肯定要比

号称钜制的“×梦演艺圈”更“群
体震撼”。

在网上，很多网友不吝“赞
许”：“居然还有这种操作”“高，
实在是高”……可问题来了：

“1500 万人造风除霾”，怎么动
员 1500万人同时向相同方向扇
扇子？万一附近城市人们对着
扇，又该咋办？……驱霾“靠
风”，逻辑上没毛病，现在利用

“通风廊道”制造“穿堂风”驱散
雾霾，也是驱霾的实用思路。可
靠上千万人同时扇扇子，无异于
秒天秒地秒吉尼斯纪录。依我
看，相关申请人不妨借此来一篇

“奇葩发明是怎样炼成的”，绝对
比这“发明”靠谱。

一本正经地扯淡，最能在庄
谐的反差中制造笑点。“人工造
风煽除雾霾”一本正经地论证造
风的风量、风压跟雾霾颗粒定向
推移速度的关联，改变不了扯淡
的本质。

也有很多人疑惑：这样的奇
葩发明也能登堂入室获得专
利？其实，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初审和已成发明专利是两码事。

目前，该“发明”申请的案件
状态为“等待实审请求”，离申请
发明专利成功还差很大一步，在
关键性的“实质审查”环节折戟，
目前看也是大概率事件。估计
到头来，也只是“徒增笑柄”、沦
为段子。

1500万人造风除霾，
徒增笑柄

警察已关注

@平安南京：关注！
@小张童鞋sommer：成功

引起了蜀黍的注意。
@涂鸦骚年：租来干吗的，

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不敢让父母知道的工作不是
好工作

@所有人都这么说：肯花
300元租一小时的不是傻子。

@涨的不得歇：拉皮条也
走上了互联网+的道路。

@Vimalakirti：不敢让父母

知道的都不是什么好工作。

法律不能袖手旁观

@印乘：对于“租人”以及
出租自己，还是小心为妙。话
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不管是被租者还是租
客，双方都需三思而后行。当
然，对于“租人”现象法律不能袖
手旁观，要积极介入其中。对于
租人现象，是支持还是反对，要
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倘若支持，
就应该出台一些细则规定，明确
操作底线以及责任。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APP租“美女大学生”，
真的靠谱吗？

外籍优秀科
学家来华担任院
士，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中国科技
整体竞争力大幅
提升、在创新领
域由“追赶”逐渐
变为“并跑”甚至

“领跑”所显示出
的吸引力。

“

监管部门应尽快建立适应快速金融创新的制度性安排，将所有金融行为和业务纳入监管，不
留政策漏洞，还应未雨绸缪，不能每次风险积聚到火烧眉毛，才来一次暴风骤雨式的监管，以免“按
下葫芦起了瓢”。

租女友、租男友，还能租人陪玩陪吃？从APP照片来看，多数
出租女孩长相甜美，职业多标注为学生或模特。现代快报记者下载
了一款租人APP，尝试约出了“出租人”Candy。Candy自称是南京
一高校的大三学生，出租自己的目的就是赚点零花钱，不到两个月
赚了2万多元。

@微言博议

“一个身份证就能借出几千块”的现金贷，目前面临监管风暴。11月2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特急通知”，要求即日起一律不得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禁止新增批小额贷款公
司跨省（区、市）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这意味着，监管层整顿以现金贷为主要业务的互金市场已箭在弦上。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在非银机构发行的现金贷类产品中，费用高昂、定价随意、罚息极高等问题普遍存
在。原本是普及大众、惠及百姓的金融服务，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处处是“坑”的金融陷阱。 新华社发

现金贷——“层层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