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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350万“超级通勤族”艰辛上班路
上班路上平均耗时超过 90 分钟，坐火车打“飞的”也不乏其人

在快节奏、高密度的一线城市，早

晚高峰时段的“通勤地狱”恐怕是上班

族一天中幸福感最低的时刻。那么，每

天花费多少时间上下班是可以被接受

的？ 最新调查显示， 美国目前有大约

350 万人的单程通勤时间在 90 分钟

以上，比 2005 年增长了 31.7%———他

们被称为“超级通勤族”。

旧 金 山 居 民 一 生 有
500 多天在上下班路上

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在过去 35 年间，美国人的平均

通勤时间从单程21.7 分钟增长到约

26 分钟。 与此同时 ，英国 《每日电讯

报》引用的一项调查表明，日本、韩国

和俄罗斯的上班族单程通勤时长约 1

小时，澳大利亚和瑞典约半小时。相比

之下， 美国人如今的通勤时间比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仅增加了 4.3 分钟 ，已

十分不易。 成绩的背后与美国快速发

展的家庭办公模式密不可分。 调查显

示，2005 年以来， 美国在家办公的人

数增长了 76%，大大降低了通勤压力。

不过， 抛却家庭办公给一小部分

人创造的福利， 更多的美国上班族正

在饱受“通勤地狱”所带来的精神与身

体的双重折磨。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统计，2017 年，有 8.9?的美国人在单

程通勤中花费 1 小时以上的时间，导

致每日的实际上班时间超过 10 小时，

比标准工作日延长了两小时。

每年，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超级通勤者”行列。美国 ABC 新闻台

近日援引地产网站 Apartment List 的

调查报告报道， 旧金山湾区及周边地

区是“超级通勤者”数量最多的地区，

人数超过 12 万。如果按“超级通勤者”

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计算， 那么

位于旧金山以东约 100 公里的斯托克

顿市则排名第一。 通过对美国不同城

市居民一生中的通勤时间进行分析计

算后发现， 以工作 45 年、 每年工作

250 天计算，旧金山居民一生中有 500

多天在上下班路上， 而幸运的蒙大拿

州大瀑布城的居民只花费 244 天。

“最牛通勤者 ”每天上
下班 7 小时

每天花费 3 小时在上下班路上听

起来已十分夸张， 不过在美国 350 万

“超级通勤族”中，耗时两倍于此的人

也绝非个案。

佘拉是一名在旧金山工作的普通

公务员 ， 居住在距离旧金山市中心

130 公里外的斯托克顿镇。 工作日凌

晨 2 时 15 分， 佘拉在闹铃中醒来，收

拾家务，准备早餐，然后踏上长达 3 小

时的上班路程。每天，她都需要先开车

7 分钟前往火车站， 之后搭乘 4 时 20

分的 Altamont 特快列车。 1 小时后，列

车停靠 Pleasanton 站，到这里，佘拉的

上班路才进行一半。接下来，她需要在

蒙蒙亮的天色中搭乘公交， 前往地铁

站。 当佘拉到达旧金山湾区地铁系统

蓝线的起点 Pleasanton 站时， 站内几

乎空无一人。早上 7 时，她终于抵达目

的地———旧金山市政中心站， 迎接她

的是一天 8 小时的紧张工作， 以及另

外 3 小时的回家路程。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 像佘拉这

样搭乘火车上下班已属通勤的极限，

然而在美国， 还有相当一部分上班族

将飞机作为日常交通工具。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一位名叫

柯特·巴丁斯基的加州男子每天花费

6 小时，搭乘通勤飞机往返于相距 568

公里的家和公司之间。 他一周上班 5

天，工作日早上 4 时 55 分起床，从位

于洛杉矶的家出发，驾车 15 分钟抵达

机场，再乘坐大约 90 分钟的航班前往

位于旧金山北部的奥克兰机场， 以确

保在 8 时 30 分左右到达办公室。为避

开下班高峰，他通常在 17 时下班驱车

前往机场， 搭乘 19 时 15 分的回程航

班，最终在 21 时左右抵达家中。 为了不

限次数地乘坐通勤航班， 巴丁斯基每个

月需向航空公司支付 2300 美元。

不过，无论是佘拉还是巴丁斯基，都

算不上美国的“最牛通勤者”。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48 岁的美

国男子瑟蒙德·奥尔福德花费在上下班路

上的时间长达 7小时，几乎相当于一个额

外的工作日。 奥尔福德居住在弗吉尼亚

州的切斯特菲尔德县， 却在首都华盛顿

特区的司法部工作。 每天他都要途经 3

个大城市和 11 个县， 横渡 3 条大河，往

返 354公里上下班。 在接受采访时，奥尔

福德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离家

人近一些，为此他已坚持了 16 年。

“把上班路当作锻炼”是
忽悠人的

诚然， 并非每一位上班族都如佘拉、

巴丁斯基、奥尔福德那般艰辛，但随着日

益增长的交通压力和居住成本，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超级通勤族”也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显示， 通勤时间的增加会大大

降低上班族对工作的满意度， 甚至减少

一个人享受休闲时光的兴趣。 在对大量

通勤文献进行研究后， 美国 Science of

us 网站总结了一系列“通勤真相”。

早早地去上班是你一天中最糟糕的

事，晚下班则位列第三。哈佛大学心理学

家丹尼尔·基尔伯特认为，尽管每天都在

重复相同的路， 但人们永远都不会适应

通勤。 不过尝试新的通勤方式或许能改

善上班族的心情。 根据麦克吉尔大学针

对 3377 名乘客所进行的调查， 相比开

车、公交和地铁，走路、骑车、火车这 3 种

通勤方式会让人感觉更加舒适。

长时间的通勤甚至会毁了一个人的

婚姻，但如果通勤方向一致，则会让夫妻

关系更亲近。 一项涉及 200 万瑞典已婚

人士的研究发现，车程 45 分钟以上的长

距离通勤者的离婚率要比不需要通勤的

人高 40%。 另一项的调查发现，夫妻前

往相同方向的工作地会令他们对彼此的

关系更加满意。

你或许听过“把上班路当作锻炼”的

说法，但科学家认为，人们花费在通勤

上的时间，并不能用来锻炼或补觉。一

项跨度 5 年的研究显示， 平均每天花

费 50 分钟通勤，会导致睡眠时间减少

11.03 分钟和锻炼时间减少 1.29 分

钟。而对通勤时间超过 3 小时的“超级

通勤族” 来说， 则意味着要减少 44.7

分钟的睡眠， 同时比在家办公的人减

少了 63%的锻炼时间。

好消息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 每天通勤 1 小时的上班族会比

在家办公的人薪水高 40%。 此外，芝

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尼古拉斯·爱普雷

发现， 通勤路上同陌生人聊天的上班

族会比其他人更享受这一天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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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新政”光环褪色

仅次于特朗普， 亚历山大·奥卡西
奥-科特兹成为美国第二热门的政客 。

这位 29 岁的女众议员已经使得 2020 年
总统候选人支持她的 “绿色新政”， 她
是自奥巴马以来最好的故事讲述者， 也
是现在唯一有明星光环挑战特朗普的民
主党人。 但 2 月民调显示， 近 7 月来她
的支持率下降了 10%， 并引起部分民
主党人不满。 她似乎更热衷于发起运动
而非关注选举。

英国 70%年轻人不愿 “脱欧”

如何理解英国 “脱欧”？ 本期封面
的画家马克·乌里克森回答： “这让我
想到了大本钟 !” 时间滴答逝去 ， 距离
“脱欧” 公投已过去近 3 年， 最令人不
安的一个问题是， 赞成 “脱欧” 的那代
人并不需要为 “脱欧” 承担后果， 而在
需要承担后果的 24 岁以下年轻人中 ，

70%不愿 “脱欧”。

一周封面

纽约太贵了，41%的人“住不起”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3 月中旬发

布的 2019 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

示， 纽约与首尔和哥本哈根并列全球

最贵城市第 7 名。 这个排行榜上并列

第一的城市是新加坡、巴黎和香港。 这

项调查在全球 100 多个城市对 160 项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采样， 以纽约

的物价为基准分 100 分进行打分 ，然

后进行比较和排名。 《经济学人》已连

续 30 年发布相关调查报告。

每天一睁眼 ， 就要把
250 美元租金交给房东

纽约这个排名第 7 的“基准”城市

物价到底怎样呢？ 纽约市分为 5 个区，

分别是曼哈顿、布鲁克林 、皇后 、布朗

克斯和斯塔滕岛， 每个区的物价其实

也不尽相同。 记者以曼哈顿为例，从衣

食住行等几个方面来简单介绍下。

在纽约吃饭不便宜。 一个人吃一

顿较实惠的午饭，比如一碗日式拉面，

或是一个汉堡包套餐， 大约需要花费

15 至 20 美元。纽约很多餐厅的午餐特

价套餐基本在这个价位。 去中档餐厅

点菜， 人均大约需要花费 30 至 40 美

元。 在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地，有一些小

餐馆会有 5 美元的盒饭， 一般都比较

简单，仅能果腹，不会给你太多进食享

受。 如果自己做饭，价格会便宜些。 在曼

哈顿，一盒鸡蛋 12 枚，大约 4 美元；1 加

仑（约 3.8 升）牛奶大约 5 美元 ；土豆每

磅（约 0.9 市斤）大约 1.3 美元；小葱一把

四五根，约 1.5 美元；牛排 15 至 20 美元

一磅；苹果约 3.5 美元一磅。

吃饭如此，房租更是高得吓人。2019

年 2 月，纽约市的平均房租是每月 3369

美元。在曼哈顿中城，一间两室一厅的中

高档公寓的房租大约每月 4500 至 5000

美元。而在曼哈顿下城的翠贝卡区，房租

平均每月 6000 至 7600 美元。 每天一睁

眼，什么钱都还没花，就要把 250 美元交

给房东的感觉真很让人抓狂。

在纽约，出行也很贵。纽约的公交系

统很发达，在曼哈顿岛，乘坐公交可以到

达岛上每一个地方。 纽约的地铁票统一

价 2.75 美元，只要不从地铁出来 ，可以

随意换乘。公交和地铁之间、公交和公交

之间可以在 2 小时内免费换乘一次。 一

天内如果要在曼哈顿到数个地方办事，

仅坐公交就可能要花费 10 多美元。纽约

出租车起步价 2.5 美元，每 1/5 英里（约

322 米）0.5 美元， 从曼哈顿打车去纽约

肯尼迪国际机场大约需要 60 美元。如果

你自己有车，花费也不小。 除去加油、保

险、保养等常规费用外，曼哈顿的公寓楼

停车场或公共停车场一般会收取车主每

月 450 美元至 600 美元的停车费。 如果

是按小时计费停车的话，每小时 20 美元

就已经是比较实惠的价格。

不过， 纽约的服装衣帽的价格并不

贵。当然，如果一定要到第五大道的名品

专卖店去买，那基本上可以“上不封顶”。

一般来说， 中国国内较为认可的国际品

牌服装，在纽约都有较为亲民的价格。一

件衬衫或一条牛仔裤大约 35 美元，一双

运动鞋大约 50 美元， 具体还要看品牌、

款式、质量和店铺地段等情况。即便是在

寸土寸金的曼哈顿， 在一些断码甩卖的

折扣店里，名牌 T 恤也可能七八美元就

能拿下了。

仅仅 10 个月， 有逃离意
向的市民增加 10%

越来越多的纽约市民认为， 他们无

力承担纽约居高不下的物价， 有意逃离

纽约，搬到外地生活。美国昆尼皮亚克大

学在 3 月 20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41%的

纽约市民称， 他们预计自己会在 5 年或

更短时间内离开纽约， 前往生活成本较

低的地区。 仅仅在 10 个月前，同样的民

调显示只有 31%的纽约市民有意搬离

纽约。

《纽约邮报》报道称，尚未逃离的人

在抱怨，已经逃离的人丝毫不后悔。 “他

们正在让这座城市成为富人的城市，他

们在扼杀中产阶级，” 出生于皇后区、现

年 49 岁的律师阿里·布伊特朗表示，“我

很多朋友不得不搬到佛罗里达、 得克萨

斯和俄勒冈生活。 你走进纽约小店，

每加仑牛奶 5 美元，洗发水 13 美元。

你知道一间一居室的房租是多少吗？

1700 美元！ 这是怎么了？ ”

50 岁的罗伯特·卡彭特表示，他

2016 年从纽约的布鲁克林搬到新泽

西州居住， 工作仍然在布鲁克林，每

天只增加了 15 分钟的通勤时间 ，但

每个月能节省大约 300 美元开销，长

期看，省下的钱还是很可观的。

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观点指出，

美国中产阶级逃离纽约还有一个原

因是纽约的税太高。 纽约市的消费税

率是 8.875%，如果家庭年收入 10 万

美元左右 ， 个人所得税可能要交

24.1%，这在全美属于较高水平。 2017

年生效的新的联邦税收政策的部分

抵扣条款对富人不利，这些都使得富

裕的纽约人想要搬到税率更低的地

方生活。

中产阶级对纽约的高物价已经

十分有感，通常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

少数族裔的情况就更糟了。 昆尼皮亚

克大学的民调显示，29%的白人受访

者表示无力承担纽约的生活成本，而

有相同想法的少数族裔受访者比例

高达 45%。 有 47%的少数族裔表示，

他们预计在未来 5 年内离开纽约，只

有 27%的白人受访者有同样的想法。

（本报纽约 3 月 27 日专电）

普林斯顿精英主义“铁门”仍在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并不大， 主校

园内任意两点之间的步行时间不会超过
20 分钟。 所谓的普林斯顿镇就更加迷
你———一条顺着校园最北端以东西向延
伸的拿骚街，以及与之相交，向北辐射的
几条商业街而已。

毗邻拿骚街， 正对着威瑟斯彭街敞
开着的是学校著名的老校门费兹兰道夫
门。一进老校门，便可看到校园内最重要
的历史建筑———拿骚楼。这座 1756 年建
成的三层棕灰色砖石建筑， 在无数的日
子里，见证着这座校园里的精英文化。

不到 50 年前 ，1970 届的普林斯顿
毕业生首次呼吁永久敞开老校门。 因为
在校园北边， 沿着威瑟斯彭街向两边扩
散开的街区， 历史上是一个庞大的黑人
社区。 1680 年左右，早在这座大学建立
之前， 一些自由身的黑人就在普林斯顿
镇安家落户。 讽刺的是， 其后 200 多年
间， 这个黑人社区的扩大与当地白人精
英对仆役的需求息息相关。 在一本关于
普林斯顿非裔社区的口述历史书中，大

量老人谈到， 他们在这座永远紧闭铁门
的阴影下度过了童年， 其中很多人也曾
在这个校园的角落里辛勤劳作。

1970 年前后，普林斯顿大学发生一
些根本性转变， 女性首次被允许接纳入
学，少数族裔的招生亦逐渐开放，校门永
久敞开， 校园与其北边黑人社区之间不
成文的隔阂逐渐淡化。

然而， 很多平权举措常常紧随着无
奈。 拿骚街以北的区域成为普林斯顿精
英文化的辐射区，地价房租日益飙升，壁
垒的瓦解也意味着黑人社区消亡。 在校
园西北处， 与威瑟斯彭街平行的帕默尔
广场， 如今是普林斯顿镇的商业文化中
心， 这里有大牌服装店和人均消费动辄
上百美元的餐厅。每到周末，一些住在普
林斯顿周边的美国人会牵着大狗前来度
过一个休闲的午后，到周六傍晚，这里还
会举行小型露天音乐会。 这个只有半个
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在过去是几百位黑

人的家， 现在黑人社区日益缩小亦被迫
北移，如今要过了拿骚街，再沿着威瑟斯
彭街走 20 分钟才可以发现他们的存在。

不难发现，如今普林斯顿镇上 80%

的餐厅和品牌商铺都属于奢侈消费的范
畴，其主要对象大多是络绎不绝的游客，

以及住在周围豪宅内的富裕家庭。 对于
大部分囊中羞涩的博士生和教授来说，

可能永远只能在一两家固定却又品质堪
忧的餐厅内解决饮食。

年过七旬的导师基本只在午餐时间
才有空和我面谈， 他痛恨中午校园内水
泄不通的售卖简餐的咖啡厅， 于是带我
去教授餐厅谈话。 教授餐厅所在的建筑
叫展望楼， 曾是校长及其家庭的私人居
住区域。 1904 年，时任校长伍德罗·威尔
逊烦扰于从花园抄近道的学生， 决定竖
起铁栏杆， 将校园中心 5 英亩大的校长
住宅区与师生们彻底隔离开来。而后，又
到了 1970 年前后， 校长永远搬离展望

楼，铁围栏不再关闭，但仍被保留至今。

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极强的威
尔逊在担任校长以及后来担任美国总统
期间，都作出过巨大贡献，普林斯顿校园
内也充满了他的印记， 包括以他名字命
名的学术宿舍、 纪念碑和著名的公共与
国际事务学院。 但在 2015 年冬天，一批
本科生要求撤除校园内任何以威尔逊名
字冠名的建筑， 因为对于越来越多元化
的学生群体来说， 这个学校的许多传统
显得不合时宜。

如今， 展望楼内的花园洋房在中午
被用作教授餐厅， 到傍晚常常举办鸡尾
酒会和晚宴， 招待前来讲座交流的知名
学者。 展望楼中午的饭菜质量远胜于其
他餐厅， 于是多年来博士生也常常在此
解决午餐。 但是，在普林斯顿执教 40 多
年、 为人老派的导师总是极严厉地对我
强调， 按照规定博士生不得在无教授的
陪同下自行前来用餐云云。 最近几年的

变化，愈加牵动了他的神经。一日在路上
偶遇导师，他颇为愤怒地对我抱怨：展望
楼最近出现了大量成群结队的理工科博
士留学生。他试图让措辞尽量礼貌，但话
里话外充斥着对这些留学生衣着随便、

谈吐大声、 礼仪欠缺的诧异和鄙夷，“他
们不属于这里！ ”

相比背景更多元、 社群文化更宽容
的理工学科， 在人文学科求学的留学生
也许更能理解，在很多学科里，那道看不
见的“铁门”仍旧存在。 导师眼中不堪入
目的留学生其实和我并无不同， 而我只
是在漫长的求学岁月里习得了在一道道
铁门内先求生、后求知。

像导师这样拥有老派精英经历的传
统人文学科教授， 即便还未丧失对新鲜
事物的求知欲和尊重度， 但也不会去深
刻体谅这些背景多元的留学生。 在普林
斯顿，看得见的铁门早已被打开，但在导
师心中，或许又筑起了那道“铁门”。

如何找到外星生命

今天我们确认大约 4000 颗系外行
星，大部分都是 2009 年发射的开普勒太
空望远镜发现的。 去年 10 月，开普勒耗
尽燃料“退役”，但它激发了更多新的太
空望远镜展开对外星生命的探索。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高峰时间的纽约地铁站内， 上班族们忙着挤地铁， 为生活而奔波。 视觉中国

数字版权法意义深远

在社交网络时代， 全球最有价值的
20 家科技公司中有 15 家位于美国， 只
有一家在欧洲。 然而， 如果你想了解这
个行业的发展方向， 应该把目光投向欧
洲而非美国。 欧洲议会 26 日通过数字
版权法， 旨在让个人能控制自己的隐私
和由此产生的利润， 并防止巨头垄断。

《经济学人》 3 月 23 日

《时代》 4 月 1 日

《纽约客》 3 月 25 日

《国家地理》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