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开车拖狗，威海一男子受
到了来自线上线下的“围攻”，除
网络上的口诛笔伐之外，他的住
处一时间也聚集了很多前来抗
议的人。“围攻”的形式未必可取，
个别极端行为还可能触碰法律
红线，但从中不难看出，公众对开
车拖狗的行为充满了愤怒。虐狗
者纵有千般理由，但只要在公共
场所行事，就必须考虑到其他人
的感受，即便法律上没有明文约
束，道德上也要有足够的自律。

不妨回想一下那个场景，行
驶的车辆上拴着绳子，绳子另一
端圈住宠物狗的脖子，狗的肢体
和路面摩擦，已鲜血淋漓。绝大
多数人看到此景，想必都会由衷
地生出不忍之心，连网上看到视
频的人都直言“看不下去”，就更
别说现实中与这辆车擦肩而过
的人了。从当众虐待动物，到引
发观众反感，再到施虐者遭受围
攻，威海开车拖狗一事的发展过
程，与以往那些虐待动物引发的
纷争没有什么区别，其核心就在

于施虐者的行为突破了人们能
够忍受的底线。

表面上是虐狗，实际上是虐
心，人与动物相处时，必须认识
到自己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
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对于开车拖
狗一事，据称当事人作出了解
释，说是被拖曳的狗是疯狗，咬
了好几个人，换言之，狗被拖曳
致死，是无奈也是罪有应得。显
然站在狗主人的角度，对这条惹
是生非的病狗，恨不得杀之而后
快，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旁观者
眼里，开车拖狗还弄得鲜血淋
漓，分明就是一条生命被虐杀的
过程。拖狗的行为发生在马路
上，这就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要
受到公序良俗的约束，对自家的
狗也不是想虐就虐的。

这就引申到了人与动物相
处时必须遵守的原则，那就是不
能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和合法权
益造成侵扰，各地之所以对养狗
等行为出台了地方法规，目的就
是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相处。饲养宠物，看似是很私人
的事，实际上却经常进入人与人
交往的范畴，遛狗时拴不拴绳
子、宠物大小便如何处理，等等，
都有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换句
话说，这也体现了利益与责任相
统一的原则，既然狗主人从宠物
的陪伴中得到了精神慰藉，那就
必须承担规范自己行为的责任。
回到虐狗一事，道理也是一样
的，处置自家的宠物，也要照顾
旁观者的感受，影视作品里的残
忍画面都要做些处理，更何况是
活生生的“现场直播”。

尤其要考虑到现实情况，动
物等同于畜生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随着伦理水平和文明程度
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虐待动物
的行为越来越难以接受，在很多
人的心里，对待动物的行为直接
反映出对待生命的态度。在现实
语境之下，斗鸡、斗犬等传承千
百年的娱乐形式，从群众喜闻乐
见变成了舆论争议的焦点；动物
表演也不能只顾追求取悦于人

的目标，而是要在驯化过程中保
证最基本的动物福利。从国际上
看，善待动物已成为各国立法的
大势所趋，全球已有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以出台专门法的形式
明确反对虐待动物。

由此看来，开车拖狗的男子
受到“围攻”，也反映了立法滞后
造成的困境：虐狗行为伤害了很
多人的情感，却没有相应的法律
法规对其加以惩罚约束，只能靠
部分人自发的“围攻”，以“私刑”
的形式来补偿正义的缺失。当
然，“私刑”能够平息怒火，却换
不来正义，对施虐者的“人肉”与

“围攻”，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混
乱。要从源头上避免类似事件发
生，还是得尽快补上动物福利立
法这一课，法律的完善要适应公
众伦理水平的提升。有了法律的
约束，无论是为了泄私愤还是博
眼球，意图虐待动物者都要先考
虑一下所面临的法律后果，如此
一来，就从源头上保护了动物，
更保护了爱护动物的人。

开车拖狗，虐狗更虐人心

人与动物相处时，必须认
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是孤立的，
而是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无论
原因如何，在旁观者眼里，开车
拖狗还弄得鲜血淋漓，分明就
是一条生命被虐杀的过程。拖
狗的行为发生在马路上，这就
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要受到公
序良俗的约束，对自家的狗也
不是想虐就虐的。

评论员观察

给网约车设“禁区”开了个坏头

□邓海建

8月1日，交通部网站发布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规范（征求意见稿）》。征求意
见稿提出，网约车车内设施配
置及车辆性能指标应明显高
于当地主流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应在允许停车地点等候
订单，不应巡游揽客，不应在
机场、火车站等设立统一巡游
车调度服务站或实行排队候
客的场所揽客。公开征求意见
时间为一个月，8月31日截止。

（8月2日《京华时报》）
网约车新政发布后的那

瓶香槟还没喝完，估计不少网
约车司机们，会被征求意见中
的“服务规范”给呛半死了。国
办《指导意见》明确，出租汽车
服务主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

等方式。按照《管理暂行办法》
的定义，网约车提供的是“非巡
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对
此，新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
确，网约车“在运营服务中，驾
驶员不应巡游揽客，不应在机
场、火车站等设立统一巡游车
调度服务站或实行排队候客的
场所揽客”。

可见，网约车不得在机场、
车站等热点地区巡游揽客，是
一脉相承、早已预设的逻辑。
这个逻辑看起来当然是合情
合理的：设立统一巡游车调度
服务站或实行排队候客的场
所，网约车又不可能去排队，
如果此时靠订单来抢生意，对
于乖乖排队的传统出租车，显
然就是不正当竞争。于是这就
出现一个悖论：网约车不排
队，自然不该来接单；如果网
约车来排队，传统出租车怕也
不会同意。那么，这个“不应巡
游揽客”的征求意见，会不会直

接启发地方监管部门把网约车
框死在人迹罕至、人口稀薄的
边缘地区呢？

这个担心不算是杞人忧
天。比如就在网约车新政发布
当晚11点，济南的哥便收到了
来自客管中心的安抚消息。内
容如下：“各位驾驶员师傅：勿
虑！勿信传谣！本市网约车数量
规模由本市政府决定！新政实
施后，无证经营除对司机处罚
五千至三万元以外，还要对其
平台处罚一万到三万元！是更
加严厉的制裁！而且网约车运
价水平也由本市政府决定！”再
加上连揽客地点都“个性化定
制”，网约车这口饭，还能吃得
下去吗？

城市出行需求，大致是个
定量。不会因为加上了互联网，
打车的人数就几何级上涨。只
要网约车合法化，那么，网约车
与传统出租相互竞争就必然是
个正常现象，这个时候，裁判的

哨子如果稍微有点“黑”，一切
共享或创新的蓝图，恐怕都不
会成为业态有序竞争的现实。
网约车新政之所以赢得更多
的点赞声，是因为它代表了一
种势不可当的方向。那么，具
体到地盘划分、利益分成、门
槛设定等生死线问题，如何摒
弃既得利益抱团的嫌疑而公
正操作，考验的不仅是良心与
智慧，还有法度与大局。

李克强总理说，“一个新
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确实不
能上来就管死了，而要先‘看
一看’。”世界权威咨询公司罗
兰贝格报告，至2020年中国网
约车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
元，潜在市场需求达到1 . 1万亿
元。眼下，既然是征求意见稿，
自然就是拿出来接受拍砖的。
制度设计的一片冰心也许会
被误读，那么，就拜托在解析
细则的时候，能稍稍安抚一下
惊弓之鸟般的网约车司机们。

葛一家之言

中国企业“全球化”必须迈过“公益坎”

葛公民论坛

专注研究的人

向来不怕质疑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
春雨震惊全球学术界的新基因
编辑技术，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质
疑。从他的论文发布直到现在，
全球仍没有一家实验室对外宣
布能够完全成功重复韩春雨的
实验。已有多国科学家要求发布
论文的《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介
入调查，并公开韩春雨实验中的
所有原始数据和实验条件。

一项新技术诞生，同行对其
可行性进行重复实验，并根据实
验效果进行质疑，这是最正常不
过的事。这样的质疑在科学研究
中，屡见不鲜，有的质疑推进了
技术的完善、进步，而有的质疑，
则发现了研究者学术造假、伪造
数据。前者推进科学研究进步，
后者则净化学术研究的环境，都
对学术研究有利无弊。

面对质疑，韩春雨把质粒
信息上传到一家全球科学家质
粒共享的非营利组织，“对自己
实验的重复性还是很有胆气
的”，而之前，他还针对方舟子的
质疑文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
应。这是积极回应质疑的态度。
而其所在学校的态度，就不可取
了，据韩春雨说，“学校告诉我不
要做任何回应。”这就是偏离学
术原则的做法，这也是我国高校
近年来面对学术争议、质疑一贯
的做法，即对争议、质疑，采取不
闻不理的态度。还有的则对争议
和质疑，采取搅浑水的做法，推
出“阴谋论”、“动机论”和“利益
论”。

眼下，抛开“动机”、“利益”
这些与学术本身毫无关系的东
西，以学术原则和学术标准，来
看待针对新技术的质疑，以及用
科学精神回应质疑、处理争议，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学术
生态是，对于真正的科学创新、
重大发明，质疑声不可能掩盖创
新、发明的光辉；而对伪创新、伪
发明和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也有
自净与纠错机制。毕竟，在现在
高度开放的学术界，真的假不
了，假的也真不了。（摘自《南方
都市报》，作者熊丙奇）

□毕舸

8月1日，针对一笔多年前的
公益捐赠风波，阿里巴巴集团官
微发出“情况说明”称：2005年阿
里曾捐赠某基金会25万美元，用
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治疗与
关怀”。阿里表示，对公益事业的
持续投入绝不会受到误解的影
响：“中国企业应该有全球眼光，
直面并担当疾病、贫穷、环保等
领域的世界责任。”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
同步加速。据商务部统计，中国
公司在2008-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
资，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14%。
2016年前5个月的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投资增速更是同比暴增
62%。仅今年上半年实现的对外

投资总额就已超2015年全年。
当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跨入

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他们就发
现，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
经济层面的，更是与所投资国家
文化、风俗、法律等多重元素的
接轨，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国家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责
任践行，在企业产品和服务是否
符合环保标准、企业投资给当地
人民带来了哪些福祉、企业承担
纳税创造就业机会之外，是否愿
意发挥更多的社会公益能动性，
已成为一个国家接纳某笔外来
投资的重要参考。

因此，当中国企业谈到“全
球化”，必须清醒认知到，这是一
个包含着丰富内涵的词汇，企业
对外投资必须同时迈过经济责
任与社会责任两道坎。作为外来
投资者的中国企业，如果对于当
地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关怀
和支持，往往能获得政府和民众

的印象加分，从而更有利于未来
的企业品牌树立以及产品推广。
这是众多欧美跨国企业从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投资定律，值得中
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中国企业承接全球化的社
会责任，意义不仅于此。广义上
的“全球化”定义，就是指在全球
范围内，不同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领域逐步加强的交流与合
作。而全球化企业作为最为活
跃、也最具经济实力的跨国发展
主体，通过积极投身于当地公益
慈善事业，推动各类民间互助活
动的活跃度，成为社区文化建设
的支持者，不仅可以帮助更多需
要获得帮助的人，还能彰显公司
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国家文化，可
谓一举两得。

当然，全球化是要付学费
的。由于各地文化、习俗、法律乃
至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极大，中国
企业的全球化之路注定不会一

帆风顺，不同类型的资源整合、
价值观碰撞，以及人们对于同一
事物的意见分歧，可能会让中国
企业单纯从某个角度出发的全
球化事务遇到障碍。比如前几
年，不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遇
阻，阻力来自经济考量之外的其
他复杂利益掺杂。而如今阿里巴
巴等企业参与全球化公益事业，
同样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干
扰因素，这就是成长中的烦恼。

无论如何，这阻挡不了中国
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如中国仍
然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以及
通过不断改革和调整，来适应瞬
息万变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要
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也要从全球
化的中国企业做起，践行对社会
应有的公益和其他社会责任，最
终形成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
价值共享。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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