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上，“巴铁”的概念，六七十年前的日本、

美国就已提出，但一直是“幻想”，没有付诸于实

践。有专家指出，真正把这个设想搬进现实的是

“巴铁”。现在还无法妄断“巴铁”的未来，其中的

创新精神确实可贵。“空中巴士”到底是鸡肋还是

治堵利器，还需要有大量的测试数据来支撑，更

需要拿到现实路况中去验证。

记者发现，虽然不少的媒体“看衰”巴铁，但

仍 有 很 多 网 友 认 为 ，当 年 史 蒂 芬 孙 发 明 蒸 汽 火

车的时候，比马车还要慢，也是被奚落过，但是

最 终 火 车 代 替 了 马 车 。 科 学 发 明 是 否 站 得 住

脚，是否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应该由同行科学家

做出评议，应该以相应的科学规范作为准绳。

针 对 媒 体 在 质 疑 中 多 次 强 调“ 民 科 ”的 身

份 ，同 济 大 学 汽 车 学 院 教 授 倪 计 民 在 接 受 科 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

创 新 精 神 值 得 倡 导 ，然 而 发 明 和 创 新 与 能 否 产

业化是两个概念，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发明往

往存在一些缺陷。

倪计民近些年有过几次与民间发明家的交

流，发现大多数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都未能成功

产业化。“从专业角度来看，我接触到的民间发

明 家 的 发 明 大 多 都 不 能 实 现 产 业 化 ，只 能 建 议

他们放弃。”倪计民回忆，其中有一个最接近产

业化的发明，发明家曾经是卡车司机，在工作中

发明了一个涡旋式节气门，很有创意，由于发明

家 对 更 专 业 的 知 识 不 了 解 ，倪 计 民 帮 他 设 计 了

试 验 方 案 ，到 发 动 机 厂 做 试 验 ，同 时 ，安 排 了 3

个研究生做分析计算，由于多种原因没有继续，

“但这个发明还是有推广价值的，我现在也没有

放弃，因此不能小觑民间发明家。”他说。

倪 计 民 认 为 ，“ 龙 门 吊 运 人 ”可 能 是 发 明 人

最 初 创 新 的 灵 感 。 至 于 交 通 堵 塞 ，马 路 上 汽 车

也 时 有 抛 锚 现 象 ，地 铁 也 有 故 障 的 时 候 。 如 果

把“巴铁”设想成抬高了的或者加宽了的地铁，

是否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呢？

如何正确看待“巴铁”的创新性？倪计民表

示，“巴铁”就创新而言，应该是有创新性，但在

具 体 应 用 方 面 会 有 很 多 实 际 问 题 ，在 现 有 市 区

交通和居住环境下，问题会更多一些，而在新规

划的区域可能问题会少一些，这和高架、轻轨的

原理差不多。

“技术+政府=进步。比较浮躁的社会环境

更 苛 待 正 确 的 评 价 体 系 ，中 国 的 创 新 环 境 还 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倪计民说，目前国家的创新

环境一直在前进，未来将会更好。

请多些耐心和信心

创新需要“容错”的环境

8 月 2 日，号称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辆

“空中巴士”巴铁 1 号试验车，在秦皇岛北戴河区亮

相。一时间，这个肚子下面开小汽车的大家伙让人

眼前一亮，引来人们的纷纷点赞，很多人惊呼中国

又出一项“黑科技”。当天，“巴铁”成为媒体追捧的

焦点。

然而，“剧情”很快出现了反转。当环球时报的

质疑文章一出，顷刻间媒体又一边倒地批评质疑起

刚刚还点赞的“巴铁”。短短两天，巴铁遭遇了由捧

到讽的冰火两重天。

媒体质疑的焦点是，实用性低，特别是中国极

为复杂的路况；在过去的 6年里，“巴铁”项目没有任

何实质的突破；“巴铁”的总设计师宋有洲只有小学

文化水平……此外，“巴铁”还被曝一直在吸纳投资

人的存款并承诺回以高额利息，但事实上其资金链

并不稳定，这给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带来风险。

“巴铁”到底是交通革命还是圈钱游戏？众说

纷纭中，民众期待真正专业、科学的声音释疑。

毋庸置疑，巴铁技术发明人宋有洲的初衷是要

采用高效低碳的公共交通新技术，来缓解交通拥

堵。记者检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发现宋有洲

的发明专利多达 138项，其中的“立体快巴”“带有上

下车装置和快速逃生装置的高架宽体电车”等新技

术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梳理“巴铁”的过去，从 6 年前“巴铁”亮相开

始，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质疑“巴铁”的

轨道、行车、安全等技术是否能实现？但面对争

议，也是在 6 年前，它却登上了《纽约时报》8 月 18

日的封面，还被《时代周刊》列入 2010 年 50 大“最

佳发明”榜单。

而在国内，2010年就以“立体快巴”之名现身于

第十三届北京科技博览会。当时，这种上层能承载

1000多名乘客、下层镂空“肚子里面能跑小汽车”的

庞然大物，被媒体设想过，如果将其产业化，就可能

缓解交通堵塞等问题，成为“全世界地面公共交通

领域的一次革命”。时隔六年，今年 5月召开的第十

九届中国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巴铁”再次亮

相，引来的还是一片赞声。

可惜的是由于缺少资金，在巴铁技术产业化的

过程中，宋有洲无奈地把“发明”卖给一家名叫“华

赢凯来”的公司。华赢凯来此后注册了另一家“巴

铁科技”，就是它遭遇媒体的强烈质疑，刚刚上演了

的“巴铁”试验序曲即被迫草草收场。

面对瞬间的冰火两重天，人们不禁要思索，“巴

铁”这种民间发明为何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如此戏剧

性的反转？“巴铁”见光死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引人思

考的深刻原因？抛开圈钱说之外，我们是否更应该

关注，到底需要营造什么样的创新环境？

舒心窝心一日轮换

“巴铁”上演“见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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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 2 号”当地时间 7 月 26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降落，完成史上首次不

耗费任何燃料、完全依靠太阳能作为动力的飞机

围绕地球一周创举。这是人类航空史上一个新的

里程碑，对于洁净能源的开发与使用也别具意义。

但是，对于中国的政府部门、科学家和企业家

来说，这架花费了约1.5亿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近

10亿元）的太阳能飞机，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不可

能事件”的方式，同时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

“政产学研”结合创新课。结合近日的“巴铁”事件，

“阳光动力2号”将带给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创新，就是要做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

阳光动力 2号并非世界首架太阳能飞机，但是

只有它创造了多个人类纪录。其实这并非偶然，孕

育阳光动力2号的瑞士是世界上人均拥有专利比率

最高、人均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高的国家。此外，

瑞士自 2009 年开始连续 6年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

排名第一；2014年创新联盟记分牌第一；2014年全

球创新指数中亦居首位；并在人类大脑计划、欧洲

粒子物理研究所大型强子对撞机等大型国际项目

中扮演主角。而瑞士的国土面积仅与南京市相当。

如果把阳光动力 2号当作一个样本来分析，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项创意提出后有 2个非常关

键的节点：

一是得到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大批科研人员

的支持。他们承担了阳光动力号的可行性研究，

大学的 20 个实验室在随后的几年中研究相关课

题，包括太阳能、计算机、建模、新材料、电子学以

及机械学等。

二是获得了世界各国 12家企业资助的真金白

银。这些企业为阳光动力号的制造和环球飞行，

投入 1.5 亿瑞士法郎，还提供了太阳能板、太阳能

电池、自动控制系统、机身碳纤维骨架结构等关键

装备及配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长达十余年的项目中，

瑞士联邦政府只投入了几百万瑞士法郎，其他全

部来自私人企业投资。

可以说，阳光动力号得以成功环球飞行的 2个

关键要素，恰恰是我国产学研合作的难点和痛点。

在自古就有四大发明的中国，提出一项大胆的

创新创意并非难事。难点往往在“千里马常有而伯

乐 难 寻 ”。 2014 年 ，我 国 R&D 经 费 总 量 已 达

13015.6亿元，排名居世界第2位。但是，针对“异想

天开”式创意项目支持却少之又少，科研人员申报

的课题必须遵循各级政府制定项目指南，不在目录

之列的创新创意绝大多数因此而“死在起跑线上”。

一些深谙科研规律的大学院所，近年来也陆

续拿出经费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的发散式研究，但

是，这点有限的资金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创新投

入的主体——企业往往在科研的前端缺位了。“不

差钱”似乎已成为世界各国对中国资本的第一印

象，但是当下的国内资本市场却过于看重眼前收

益，不愿做科研失败者的“天使”，更愿意扮演成熟

季节的“收割机”。然而，急功近利显然不符合“十

年磨一剑”的科研规律。

“阳光动力 2 号”项目中，砸钱的企业，除了宣

传主流的“环境保护”理念，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检

验自己的产品在高空、低压、长时间飞行状态下的

性能，顺带进行品牌宣传。

比如迅达电梯派出 2 位工程师参与阳光动力

号研制，获得了宝贵的清洁能源开发经验，公司将

其运用在怎样让电梯更加节能上，比如 PF 能源管

理技术可以让电梯下行时收集能量，上行时释放能

量，个人终端技术可以合理配置去不同楼层的电

梯，突破性的太阳能电梯也正在开发过程中。德国

拜耳公司为阳光动力号提供的碳纤维材料和保温

材料，不仅大大减轻飞机重量，还确保储能电池

在-40℃运转正常。目前这些材料已应用于建筑、

汽车、飞机和家用冰箱制造。美国企业 SunPower

提供的航空太阳能板厚度仅有 135微米，相当于人

的一根头发丝粗细,还可以轻微弯曲。它的太阳能

转化率达到22.7%，远远高于普通太阳能板。

合作企业将大批科技成果运用到各自产品中，

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就是门道，一旦实验成

功，参与其中的企业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

“阳光动力2号”提供给我们的产学研合作样本。

“阳光动力2号”飞机给我们上了一堂“创新课”文·张 晔

北京邮政近日开始启用新能源电动汽车送快件。快
递员运送快递包裹上快递车。 （视觉中国）

北京：邮政用电动汽车送快件

一直被视为高端商务、政务接待用车的日本丰田考
斯特中巴车将陆续被更安全、环保的国产纯电动中巴车
取代。8月5日，国产长江EV纯电动中巴入选G20峰会接
待用车的采购大单。 （视觉中国）

杭州：国产纯电动车服务G20峰会

交通革命还是圈钱游戏

“巴铁”到底
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为什么宋有洲中途卖专利？一位不愿署名

的专家告诉记者：“中国创新环境和国外有差距，

首 先 是 中 国 还 没 有 形 成 多 元 化 的 科 技 投 入 格

局。目前科技投入的主角还是政府投入多，私人

基金、企业等主体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的、

关乎未来人类发展的科学投入很少。而民间各

方面的创新最需要私人基金、企业的支持，与政

府的投入互为补充，这样大众创新氛围才能形成

“资本”念歪技术转化“经”

创新机制和环境决定创新指数

“巴铁”的试运行再次将其推至舆论焦点。有

人称它为拯救城市拥堵的“神器”、重大原创发明的

代表；但在质疑者看来，其几乎无可行性，甚至只是

理财公司的圈钱工具。众说纷纭中，民众期待真正

专业、科学的声音释疑。

联想起7月26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降落的

瑞士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号”，同样是低学历的民

间科学家异想天开的创意，“阳光动力2号”完成了史

上首次不耗费任何燃料、完全依靠太阳能作为动力的

飞机围绕地球一周伟大创举。而“巴铁”却好似沦落

为千夫所指。透过媒体忽东忽西的“一边倒”，“巴铁”

的背后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起来。”

但是，“在科学资助体系中，计划的痕迹仍比

较重，功利性较强，缺乏对创新失败的宽容。科

技计划申报要按照指南来，必须根据申请书的研

究路径完成研究，能预见到的结果很难产生颠覆

性创新。此外，能允许科学家自主研究的经费不

多，科技部的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就是致力于支持

科学家的自主研究，希望科学家的奇思妙想能变

成现实，哪怕证明是不可行的也具有意义。”她

说。

她 表 示 ，人 才 的 评 价 目 前 还 是 唯 学 历 唯 头

衔 ，很 多 项 目 副 研 究 员 或 副 教 授 是 不 可 能 拿 到

的，更别说这样的民间科学家了。营造创新的环

境需要唯能力，才能人人可成才，人人要创新。

对“巴铁”的三大疑
问是：车内没有高科技、
现实应用难点重重、背后
存在一个理财公司且总
设计师只有小学文化水
平。但是，这不是普通网
友们拍着脑门就能破解
的话题。

既然涉及到“科学”
与“创新”，那么还得专业
人员出面，给一个权威的
答案才有说服力。

8月8日，一位乘客在扫描公交七夕交友微信群二维
码。“七夕”将至，河南郑州公交二公司 62路公交车车长
云悉自己动手，将从社会征集到的单身乘客微信号、通过
公交结缘夫妇的婚纱照和爱情主题漫画制成车贴，贴在
自己开的这辆车车厢空白处，把公交车厢打造成一个移
动的“相亲平台”。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郑州：移动的“相亲平台”

8月6日，两架农业植保无人机进行编队飞行表演。
当日，“2016中国无人机与机器人应用大赛”在江苏

苏州正式启动。本次大赛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创
新科技，创造奇迹”为主题。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苏州：无人机遇上农业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