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爱平

7
新闻热线：010—58884094
E-mail：xubin@stdaily.com

■责编 徐 玢2018 年 5 月 4 日 星期五 KE JI HUA TI 科技话题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技评论员
微信公众号

曾经有科学家预测了 1000 年后人类

的外貌：长到夸张的四肢、短小的肠道和更

小的大脑，红红的皮肤和几乎没有毛发的

外表，看起来十足像个怪物。这些预测是

有原因的：比如更短的肠道可以减少脂肪

和糖分的吸收，从而避免肥胖。

从南方古猿走出干旱的大草原以来，

人类的“技能包”就在不断地改变。信息爆

炸的数字时代，改变的过程也进入了提速

时代。这不，又一项技能开始被“嫌弃”：读

指针时钟。由于学生们抱怨看不懂指针时

钟，考试时“压力山大”，英国一教师协会决

定，用更直观的数字时钟取代传统的指针

时钟。

看起来荒腔走板的决定自然引起了舆

论的争论。一方面认为，连指针时钟都看

不懂的学生只能是英国教育界的悲哀；另一

方面则认为，数字时钟的确方便、直观、省

时，这个决定无可厚非。

两个观点都不无道理。从教育学的角

度看，作为学习能力的体现，识别指针时钟

并不算多么困难的技能；但如果从人类发展

的角度看，丢掉一些“技能包”，实在是太平

常不过了。

社会发展早已改变了自然选择的因

素。举例来说，有研究发现，受益于医学尤

其是生殖医学的进步，女性骨盆的宽度正向

更美观而不是更有利于自然分娩的方向发

展；数据存储、图像存储技术的突飞猛进，正

在悄然改变人类的记忆功能。

如果把丢掉“技能包”算做退化，那么现

代人类可“退化”得太厉害了。人类丢掉了

狩猎、跟踪定位、寻找水源等能力；时代拉近

一些，现代人类也只有少数人才拥有驯马、

手工缝纫甚至写一笔好字的能力。

由此看来，识别指针时钟只是被人类

丢掉的众多“技能包”中的一个，且还不是

最夸张的——前些时候，英国剑桥大学还

考虑在考试中用平板电脑彻底取代文字作

答，由于常年不写字，有些学生的笔迹已经

潦草到无法辨认。

这种变化不应该被认为是退化，更应

该被描述为演化。在演化的过程中，人类

的原始生存能力不断减弱，因为人类不再

需要为生存而战斗，生存所需的资源已经

唾手可得；人类转而去竞争其他更具吸引

力的稀缺资源：如丰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

活。所以，科技的进步必然导致人类在众

多的“技能包”中进行选择。科技也不是让

人遗忘生存本领的原因，丧失了竞争、安逸

而毫无危机感的生活才是。

对于教育来说，其主要的目的是培养

合格的社会公民，而受教育的人显然要生

活在其所在时代的社会，因此，只要竞争机

制依然运作良好，人们大可不必为这些丢

掉的“技能包”感到惋惜——像轻捞慢起、

勺子沉底这样的“技能包”，永远丢掉才好。

数字时代，该丢掉传统“技能包”吗
杨 仑

近日，河南周口太康县有家长疑似利

用 3岁女儿进行网络“诈捐”，使网络慈善再

度引起社会关注。从前些年刷爆朋友圈的

“罗一笑事件”，到我们在生活中时常看到

的“募捐”呼吁，网络募捐中鱼龙混杂，真假

难辨等问题，让人们在困惑中质疑：我们献

出的爱心去哪儿了。

对弱者的同情，本是人类的天性。慈

善事业的发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

求。只有善意之举得到正面反馈，慈善行

为才是可持续的。如果爱心总是落入“伪

慈善”的陷阱，不但会损伤人们的行善热

情，而且可能败坏社会的整体风气。

正因为如此，公开透明向来被视作慈

善事业的根本理念和第一准则。如果说，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组织的“捐款

捐物”有时候难免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完

成任务”，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捐赠者

的自我意识在不断觉醒，特别是互联网信

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客观上给更加阳光、透

明的慈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而且，随着互联网与慈善携手前行，募

捐信息的发布成本更低了，人们伸出援助

之手也更加方便。在互联网搭建的这条从

善心到善行的“绿色通道”上，捐助者与受

捐者实现了更加精准的对接，“没有中间商

赚差价”让爱心更加快速地奔跑、更加准确

地抵达。据统计，2017年全年，首批互联网

募捐平台合计募集善款超 25.8 亿元人民

币，捐赠次数超过 62亿次，相当于全民全年

人均完成 4.5 次捐赠。如果没有互联网的

助力，这一数字是不可想象的。

显然，互联网+慈善则是慈善事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但是，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生活

的影响和介入越来越深，慈善募捐也正在

“互联网+”的冲击下发生着巨大转型。现在

网络募捐中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慈善募捐

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带来的。解决这一问

题，应从改进和规范网络慈善募捐的运行机

制入手。应该看到，近年来不论是国家立法

还是有关部门管理都在努力适应这一转

型。2016年正式施行的《慈善法》明确规定，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

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

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

站发布募捐信息。”之后相继出台的文件也

指出，在平台上进行募捐的主体应是获得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组织、个人包

括平台本身没有公开募捐资格。但徒法不

足以自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募捐发起者

还是捐助者，对这些规定可能并不清楚，因

此就很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让慈善在

依法依规的轨道上阳光运行。

同时，应该加强网络募捐信息平台的

内部管理。当前，虚假募捐信息、善款流向

不明是网络募捐中最受人诟病的两个问

题。而这两个问题都与信息平台建设和管

理有关。为此，平台应真正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既有序引导发布信息的个

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

更要加强信息的审查甄别，及时准确地作

出风险防范提示，还应把公开募捐信息与

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信息进行

明显区分，不为不具公开募捐资格者提供

信息服务，从而为捐赠者全面获取信息、准

确判断信息提供帮助；此外，应该开发建立

募捐信息追踪数据库，持续公布善款的使

用进度、去向和清单，给捐赠者吃上一颗

“定心丸”。

互联网时代的募捐更需公开透明
眉间尺

“一天到晚填表，说今年发了多少一区文

章、二区文章，哪有时间干这种事？我最多花

5%的时间在这些对科研毫无用处的事情

上。”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教授舒其望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达对国内科研机构考

核指标和程序的态度。

科研工作者忙于填表，牺牲大量科研时

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曝光“表格治学”现象

的报道发表。尽管从高层到一线科研工作

者，都注意到了这一困扰我国科研效率的体

制机制问题，但是现实情况难言有明显改观。

年终总结、项目申请报告、结题报告、报

销单……表格的种类五花八门，填起来都很

占时间，却都跟科研工作者的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一句话，填了费劲，不填不行。

然而，这些表格的存在又是“理直气壮”

的，并非如舒其望教授所说的“毫无用处”。

以财务报销表单为例，限制多、要求细，初衷

是为了更好地监督科研经费的使用。现实

中，一方面给科研工作者“松绑”的呼声越来

越大，另一方面加强科研管理的社会呼声也

不小。一些试图绕过规则的科研工作者，被

扣上了“套取科研资金”的帽子，接受纪律处

分甚至被移送司法机关。

是规则出了问题吗？未必。一般来说，

规则越细化，执行效果越好。我国针对科研

管理与考核的规则不少，繁芜的表格正是各

种规则的具体体现。

问题在于，如果规则的执行影响科研效

率，难免使其初衷甚至合理性大打折扣。摆

在科研界面前的真正问题，不是削减和消灭

规则，而是更高效地执行规则。在计算机领

域，存在“默认值”的程序规则，设定了默认

值，以后的操作就无需重复确认。规则的执

行，应当成为科研管理的“默认值”。

过多过滥的表格，反映了对科研工作

者履行规则的不信任。预防学术腐败，不

能以某种有罪推论的逻辑，把每一个科研

工作者视为潜在的腐败分子。对科研资金

使用情况的监督，应更多地体现在事后监

督阶段，而不是在每一个环节束缚科研工

作者的手脚。

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是科研工作的一般规

律。一些项目表格要求提前告知研究的观点

和创新之处，让科研工作者绞尽脑汁作既好

看又不易落空的“预期结果”，明显有违科研

规律。对于中长期的项目而言，需要使用的

差旅费、仪器费等费用随时在动态变化，而过

早过细的预算，非但起不了监督资金使用的

作用，还阻碍了正常的科研进程。

过度依赖外部监督和自上而下的监督，

以类似行政管理的手段来考核科研工作者，

是“表格治学”现象的制度根源。考核和监督

科研工作者的评价者，尽管不乏学界权威人

士，不乏有专业能力的审计人员，但在学科和

研究方向日益细化的背景下，依然存在“外行

领导内行”的问题。学术权力的掌管者脱离

一线科研，又不敢放手，给一线科研人员最基

本的信任。

建立和完善拥有自律能力的学术共同

体，是恢复科研考核信任机制的根本方法。

在一个学术共同体里，评价科研工作者可以

不靠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而是

能否取得同行评价的充分信任。科研工作者

最大的危机，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崩

塌，一个科研工作者会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而

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破解“表格治学”之困局，不只在于制度

层面的革新，更在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突

破。用专业的精神办专业的事，摒弃人情文

化和惯性思维，放手让科研规律主导科研管

理，才能不断激活科研工作者的创新能力。

“表格治学”
归根结底是个信任问题

王钟的

近日，一段拍摄于南京农业大学运动

减脂课堂的视频被大量转发。视频中，不

少学生正挥汗如雨，在跑步机、划船机等健

身器材上认真锻炼。字幕介绍称，这门课

的成绩就看减脂效果，减掉体重的 7.13%

才算合格。

不少网友评论：“这下好了，为了不挂

科也会好好减肥了。”还有人纷纷留言，希

望自己的学校也能开设类似课程。

关于减肥课，在它开设之初已有讨论，

褒贬皆有。现在看来，课程的效果很积

极。课程老师称，选修过该课程的同学平

均减去 5 公斤体重，减重最多的一位学生

更是减去 50多斤。

那么，是否可以重新思考下学校体育

教育的意义？南开学校创办人、教育家张

伯苓先生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

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他提

倡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强国先强身”。

肥胖不仅有损大学生的颜值，也不利

于学生的身体健康。眼下，五一小长假刚

结束，“每逢佳节胖三斤”也是大学生群体

的真实写照。很多学生之所以在减肥的路

上走走停停，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常识、缺

乏毅力，对于减肥知识存在盲目性认知。

还有一些学生痴迷于五花八门的减肥广

告，甚至尝试天价的健身课程、减肥药、吸

脂手术，最终结果是减肥效果事倍功半。

学校开设的减肥课程，既专业、具体、

科学，又节省成本；既帮助学生成长修身、修

学分，还能够提升身体素质；既成为了一个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过程，也成为了一个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过程，益处颇多，

可谓一举多得。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培

养健康生活意识方面，减肥课将体和育有机

结合，不失为一种新颖有效的方式。

减肥课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高校课

程设置要多一些“用户思维”和“需求导

向”。近些年来，与减肥课相似的“花式课

程”层出不穷。曾有网友质疑，这些“花式课

程”只是作秀噱头。的确，这些课程乍看起

来与专业知识毫不相干，但有一点是毫无疑

问的：“花式课程”能充分调动学生对课堂的

兴趣，切实提高学生的体能、综合素质。

实际上，“花式课程”不只是空有花架

子，其意义是无需置疑的，这一点从减肥

课的受欢迎程度及好评如潮中就能看出。

减肥课等“花式课程”的创新可以有，值得

继续探索完善。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要知道，一门课好不好，大学生自然会用脚

投票。一门好的课程，不仅要传授给学生

以知识和技能，更需要贴近他们的需求，不

拘泥于统一形式，能给学生们补“精神”的

课才是好课。

大学减肥课让人反思什么是好课程

观点速递

现在网络募捐中出
现的问题，本质上是慈
善募捐在互联网时代
的转型带来的，应从改
进和规范网络慈善募
捐 的 运 行 机 制 入 手 。
虚假募捐信息、善款流
向不明是其中最受人诟
病的两个问题，它们都
与信息平台建设和管理
有关。为此，平台应真
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

科技的进步必然导
致人类在众多的‘技能
包’中进行选择。这种变
化不应被认为是退化，更
应被描述为演化。科技
也不是让人遗忘生存本
领的原因，丧失了竞争、
安逸而毫无危机感的生
活才是。”

“

我国针对科研管理与
考核的规则不少，繁芜的
表格正是各种规则的具体
体现。但过多过滥的表
格，反映了对科研工作者
履行规则的不信任。预防
学术腐败，不能以某种有
罪推论的逻辑，把每一个
科研工作者视为潜在的腐
败分子。对科研资金使用
情况的监督，应更多地体
现在事后监督阶段，而不
是在每一个环节束缚科研
工作者的手脚。”

“

自媒体时代，“原创”“10 万+”本是创作

者辛勤劳动、高质量作品的标志。但据报道，

近来多种打着“一键伪原创”“篇篇 10万+”招

牌的商品出现在国内某电商平台。产品卖家

声称，此款软件功能强大，集采集、伪原创等

众多功能于一身。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近年来，众

多自媒体平台为鼓励原创，相继推出广告收

入补贴机制、原创补贴等政策，补贴的高低与

阅读量等指标的高低挂钩。正是因为高阅读

量能带来高收益，一些人纷纷加入到“做号大

军”，有的甚至在不同的平台注册账号，让同

一个内容多个平台分发而多获得一份收益。

而且由于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基于利益的驱

使，有人便“水平不够、水分来凑”——对别人

的原创内容进行篡改、删减，使其好像面目全

非，但其实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抄袭的。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为提升粉丝和阅读

量，大量公众号需要保证较高的更新频率。

可原创内容需求多，供给难度大，于是便形成

了伪原创产业链，教、产、推一条龙式服务，可

谓“美美与共、各得其所”。该报道称，记者用

“伪原创”进行搜索，竟出现了一百多个相关

QQ 群，群内人数多则上千，少则几十。越来

越多的人热衷伪原创，导致互联网上的伪原

创内容泛滥成灾。

依照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伪原创涉嫌

对权利人署名权、传播权等多项侵犯，不仅挫

伤了原创者的积极性，扰乱了网络文化市场

秩序，更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拉低网络文

章的质量。既然伪原创涉嫌侵权，就应依法

维权。但从现实来看，或者因为原创内容已

面目全非，很难从法律角度判定其为侵权；或

者因为被侵权后取证难、成本高，有的不得不

放弃维权；还有的本身既是受害者，也是有意

无意的参与者，因而依靠现行法律难以解决

伪原创侵权问题。

铲除伪原创生产链，必须正本清源。一

方面，有必要出台一部处理互联网各类商业、

民事的基础性法律，或在民法总则、著作权法

中加入专门章节，让版权保护力度与精细度

跟上自媒体发展脚步，同时提升惩处标准，优

化维权流程，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另

一方面，要建立规范的发布平台和机制，严把

作者入口关，细化作品审核标准，升级原创保

护手段。目前，微信团队正准备更新产品策

略保护原创，通过流量倾斜、广告倾斜等方

式，扶持原创内容。

此外，相关部门要加大对自媒体平台的

监管，明确其在遏制伪原创中的责任，督促其

加强内容审查，并建立版权保护的监管网络

和举报平台，让公众大胆向伪原创说“不”。

铲除伪原创生产链
不能仅靠自律

付 彪

“

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自 2018年 5月 1日起
施行，明确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出售、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递
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情节严重的最高处10万元罚款。 视觉中国

治理机票高价退票
需明确权责关系

有论者认为，退票的高价化不能完全

归咎于航空公司，比如第三方代理商在很

多时候以默认勾选的搭载销售，对高价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航空公司与消费者

之间的权责关系并没有随着代理商的出现

而有本质改变，所以，航空公司不仅不能自己

在退票规则上搞霸王条款，而且也不能放任

代理商坐地起价，薅消费者的羊毛。

——朱昌俊（《光明日报》）评江苏消保
委调查机票高价退票、改签情况

给高校授学位放权
是教育供给侧改革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开展硕士和博士

教育，需要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授

权。但这也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很多高校

把申报硕士点、博士点成功及其数量，作为

办学政绩，存在着“重申报轻建设”的问题；

二是有些高校投评审专家所好，为设立硕

士点、博士点聘兼职教授、“搬砖头”包装教

师队伍和本学科学术成果，一哄而上。

——熊丙奇（《新京报》）评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准20所高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科学数据需共享
科研围墙也要拆除

不够合理的评价机制，也是造成一些

科研人员不愿合作的一个原因。当前在对

科研人员的考核上，往往以发表论文和争

取课题项目为导向，比较看重“第一作者”

和“项目牵头人”，署名在后面的往往不太

被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些科研人

员愿当“第一”、不愿当“第二”。这样一来，

一些科研人员在面对合作邀约时往往不愿

意参与合作。

——时言（《人民日报》）评我国首次出台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推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