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击诺奖更多的是标志性意
义，更重要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实实
在在的进步，这需要一批批具有科
研精神，愿意为科学献身的研究
者。相比国家在经济上和设备上的
投入，能让研究者沉下心做研究的
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重
要的意义。

在充满竞争和诱惑的现代社
会，我们不可能，也没有权力苛求
学者献身学术不计其它。如果他们
得不到物质上、精神上的合理对
待，总要花大把的精力“抢夺”权力

和经费，科研热情也会渐渐冷却。
在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资源、
经费分配并不透明公开，夹杂着过
多的行政权力因素，即便国家增加
投入，也只是饱了一些善于钻营者
的私囊。没有了能让人沉下心的学
术环境，是对专心学术者的严重不
公，也会对想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带来负面的诱导。这对一个国家的
科研事业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当下，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升，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在快速
地侵蚀我们的生活。“以成败论英
雄”的评判标准和急功近利的气氛
已经蔓延到诸多领域，学术界也未
能幸免。我们遗憾地发现，很多时
候纯粹的学术理想被讥笑为“迂
腐”，一些严谨专注的科研人员也

被当成“书呆子”，平时少人问津，
一旦做出成果又被团团围绕，俨然

“范进中举”剧情的翻版。
对那些怀有科研理想的人，这

是一种难言的煎熬。而更让他们心
生悲凉的，恐怕还是学术界本身的
不公平、不公正。近日科技部部长
万钢用“愤怒”“痛心”“错愕”来表
达自己对科研领域违纪现象的感
受。确实，科研经费的审批式、暗箱
式、粗放式管理贻害深远。根据中
国科协调查：我国科研资金用于项
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
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这不但导致
巨额资金浪费，而且将学术异化为
交易，形成了老实人吃亏、实干者
吃亏的畸形生存法则。

还有层出不穷的抄袭、剽窃、

造假。尤其让人不解的，学术不端
行为“露馅”，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偶
发性的揭露，给人“瞎猫撞了死耗
子”之感。就像铁道部落马官员张
曙光拿着“组团”写的“著作”两次
参评中科院院士，后一次在最后
投票阶段只差一票就能成功，这
是多大的讽刺！这样的情形，对那
些一心搞科研的人又是多大的刺
激！

知识界精英本是以人格操守
和成果立身，一旦这些被“胆大钱
多关系硬”取代，那人们的心态、学
术的前景可想而知。无论是冲击诺
贝尔奖这样的“桂冠”，还是日常的
科研工作，怎么强调人的作用都不
为过。那些扭曲的生态、畸形的机
制体制，真的应该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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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老百姓

离不开“标准”

许建立：随着城市的扩大和车
辆的增多，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
越来越离不开出租车了，出租车服
务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质量。新规的出台确实很有必要，尤
其是“上车前司机不得问乘客目的
地”的规定，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去
了。

李飞：多数网友都对新规持欢
迎态度，认为有助于约束出租车司
机的不规范行为，不仅是提高服务
水平的问题，也有利于整个出租车
行业的有序发展。

娄士强：其实这次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正式批准发布了35

项国家标准，《规范》只是其中之一，
也正好赶在了“世界标准日”这个时
间节点上。国家标准委把今年“世界
标准日”的宣传主题定为“标准助推
改变，标准服务百姓”，针对出租车
的新规契合了这个主题。

李飞：按照新规，除包车服务
外，出租车要使用计价器，而且不得
议价，更不能绕路。这些规定尤其对
一些外地的乘客有好处，他们常常
掉进不打表或者绕路的陷阱里。

娄士强：看来，相比2008年的版
本，新《规范》各方面规定更加细致，
对老百姓平常会遇到的打车难题也
有一定的针对性。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的提高，就是需
要这样精益求精的标准。

新规如何执行

考验监管者智慧

娄士强：对于打车中的一些乱
象，很多人都有亲身的体会，高峰期
打不上车、距离近被拒载、载外地人
故意绕路等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有
人把这些乱象当成了城市固有的

“特色”了。
李飞：面对这些乱象，也有一些

人会选择投诉等方式，但从公开的
报道和周围人的反响来看，效果并
不明显，有时候只能收到出租车公
司敷衍的回答，甚至连回复都收不
到。因此，网友对新规的反应也是不
同的，有的欢欣鼓舞，也有的表示了
自己的担忧。

许建立：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
次批准公布的新规是个新修订的版

本，也就是说，相应的规范之前就
有，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很多
省市，甚至一些出租车公司也有自
己的规范，上面说的那些乱象，大多
都有明文禁止的。执行的力度跟不
上，再详细的文件也发挥不了作用。

李飞：要想治理出租车司机的
不规范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取
证。到底有没有拒载，是故意绕路
还是受交通拥堵影响，包括新规
中的“不问目的地”，都需要录音、
录像等作为证据。这不光是个执行
力度的问题，还包括设备的更新等
诸多方面。

娄士强：看来，不能把希望都寄
托在出台某个文件上，如何让这
些文件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才
是问题的关键。这对监管部门的
智慧确实是个考验。不过，就算有
困难，也不能被当做不作为的挡箭
牌，因为哪怕是改善的速度比较慢、
幅度比较小，老百姓也能有切身的
体会。

改善管理体制

才是治本之策

娄士强：表面上看，新的《规范》
主要是约束的哥的行为，规范出租
车司机与乘客的关系。但是，挑客等
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不仅仅是
的哥个人素质的问题。提升出租车
服务，不能把板子都打到的哥身上。

许建立：在我看来，出租车司机
与乘客的关系，也是出租车司机与
出租车公司关系的一种折射，乱象
也跟司机担负的营运成本较大有
关。

李飞：的确是这样。比方说，的
哥承包公司的一辆出租车，除了要
交几万元的押金之外，每个月还有
4000多元的“份子钱”，有的公司还
会让司机缴纳一笔说不上名堂的额
外费用，否则就无法取得承包资格。
这些成本最终肯定是要转嫁到乘客
身上，挑客、拒载、绕路等行为都是
转嫁成本、多获利的具体方式。

娄士强：看来，要治理打车难，
想提高出租车服务水平，最根本的
还是要改善一下现行的出租车管理
体制，也给出租车公司定定标准，既
让乘客享受好的服务，也减轻的哥
肩负的经济负担。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批准发布35项国家标准，

其中最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为出租车司机制定了26条

服务用语，以及多条服务要求。新规明确要求，在乘客上车前，司机

不得有询问乘客目的地等挑客行为。

“国标”不只约束“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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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环境不改良，靠钱砸不出诺奖
——— 诺奖之下的反思之二

资源、经费分配不透明公开，夹杂着过多的行政权力因素，即便国家增加投入，也只是饱了一些善于

钻营者的私囊。没有了能让人沉下心的学术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科研事业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沙元森

谈到科研经费的“恶性问
题”，科技部部长万钢怒不可遏。
吃喝拉撒睡，都能用经费。在为数
不少的科研单位中，申报科研经
费已经成为以科研的名义搞经
费。科研经费成了“唐僧肉”，大小

“妖怪”吃得津津有味。
“唐僧肉”如此好吃，不只是

因为味美，主要还是手到擒来，花
起来太自由。可以买车辆，可以发
福利，可以买家具，可以开会议，
科研经费的使用是如此无拘无
束，种种乱象触目惊心。不怪部长

有拍案之怒，就是科研圈外之人
也觉得忍无可忍。科研经费一
分一毫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是为国家培养栋梁的，而不是
饲养“寄生虫”的。无论是骗到
手的，还是贪到手的，凡是对科研
经费下“黑手”的都在啃噬民族的
未来。

这些年，中央财政对科技投
入不断增加。不少科研单位已经
不差钱，甚至富得流油了，因此对
科研经费的管理也应认真地“科
学研究”，使规则更细致，使管理
更严格，决不能放任“牛栏关猫”
的现象。

葛时事微微谈

科研经费不是养“寄生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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