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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的肮脏秘密

据英国石油公司预计， 未来 20 年
内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球能源供应增长的
一半。 世界正进入一个清洁、 廉价和电
力无限供应的时代。 然而， 清洁能源有
一个肮脏的秘密———国家对清洁能源的
支持越多， 对传统发电厂的补贴也就越
多 ， 因为政府需要支付 “保持产能费
用” 来缓解诸如太阳能、 风能等清洁能
源间歇性供电的问题。 比如德国尽管对
清洁能源提供巨额补贴 ， 但仍支持低
价 、 肮脏的褐煤发电 ， 导致排放量上
升。 好消息是， 数字化、 智能电表和电
池使公司和家庭能够调节需求， 这有助
于应对清洁能源的短板。

一体化系统解决东京交通拥堵问题
东京拥有1300万人口和近600万

辆汽车， 如果算上周边城市， 汽车数

量则多达1250万辆之巨。 然而， 站在

东京街头， 望着并不宽阔的城市道路

和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 即使是高峰

时期车辆行进速度减慢， 却很少会看

到拥堵的场面， 如此顺畅的交通流量

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作为一个超大型

城市， 东京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状况

可以说是全球较为成功的一个典范。
这不仅归功于东京多年来推进交通系

统一体化建设的努力， 其背后也有着

大数据信息和市民交通安全意识水平

的支撑。

轨交运量占公共交通
的近九成

在东京解决交通问题的经验中，
最值得关注的 便 是 优 先 发 展 公 共 交

通，推进交通系统的一体化。 据统计，
在全球各大城市圈中， 东京圈的人口

规模最大。目前，日本东京圈有常住人

口3600万， 约占日本全国人口的三成

左右， 这一数字在过去50年增加了两

倍之多。规模如此之大的人口聚居，促
使东京圈的交通不得不跟上人们出行

的需求，变得十分发达。
作为汽车工业大国， 东京的道路

能够保持畅通，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

本政府对发展公共交通的高度重视。
为解决东京交通出行的难题， 日本政

府过去也采取过诸如旧路拓宽翻新、
修建新路或将部分主干道设为单行线

等措施， 但很快发现这些措施对缓解

交通压力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日本

政府改变思路， 实施了一系列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运输的措施。
在这些措施中， 发展轨道交通成

为了重点。 目前， 东京已经建成轨道

线路近 60 条， 编织成了一张密度高、
覆盖面大的运输网， 贯穿东京全市，
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轨道交通网

成为了东京公共交通的主力军， 每天

承载着近六成 的 市 民 交 通 出 行 。 同

时， 东京还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
建成了辐射周边区域的公交线路网。
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组成的公共交通

网分担了近 70%的 运 输 量 。 轨 道 交

通运输量又占公共交通的 86.3%。 随

着公共交通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
市民出行的观念也得到扭转， 公共交

通利用率大幅提升， 交通拥堵状况也

得以缓解。
此外，作为辅助措施，东京还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如提升私车停车费、燃
料税等， 使公交能更好地发挥其出行

便利和价格优势。 东京私家车出行率

仅为12%， 也显示出了公共交通的魅

力和优势所在。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

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给城市带来交通压

力的一个有效对策。

公共汽车见缝插针为
轨交“补漏”

所 谓 交 通 系 统 的 网 络 化 或 一 体

化，并不是在于交通工具种类有多少，
而是在于交通设施覆盖面有多大、交

通线路的密度有多高， 尤其是各种交

通方式之间衔接。 覆盖面大、密度高，
再加上便利的衔接换乘， 才能真正实

现城市交通网的意义。
在此， 给出几组数据来直观了解

一下东京的轨道交通网： 在以东京为

中心、半径50公里的东京都圈内，轨道

交通线路总长为2400多公里， 有近60
条线路。 在以东京站为中心的半径10
公里的城市中心区 （环状运行的山手

线）内有13条地铁，东京站下有7条地

铁穿行， 最新建成的大江户线东京站

月台距地面有49米；中远程交通方面，
以东京站为起点的放射线路有5条，以
山手线为起点的放射线路则有15条之

多，还有5条机场专线通往羽田和成田

两个机场；此外，在东京基本实现了市

区步行10分钟、中心区步行5分钟就有

一个地铁口的交通布局。快慢车换乘、
线路换乘也体现了人性化便利化的特

点。
在东京，除了各地铁、电车、铁路

之间的中转站的高效衔接之外， 所有

的轨道交通站都设有公交车站和出租

车接客点， 将城市的轨道交通与公路

交通有机地连为一体， 让人们可以随

意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出行。 公共汽

车已不再是独立的城市交通工具，而

是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一部分， 与其

他交通方式互补配合。 大多公交车线

路往往只设十多个站点， 少的只有几

站，每站之间的距离仅有几百米之遥。
这种设置方式避免了与轨道运输的重

复，在轨道交通网的“缝隙”之间为公

共交通“补漏”。 交通系统的网络化提

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 促进了各类

交通方式之间的协作分工， 更关键的

是提升了市民出行的效率。
此外， 除电车、 地铁和公交线路

外，东京高速公路的高架化和地下化，
也为缓解路面交通压力、 分流车辆和

人员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又准时远胜自驾车

庞大的人口和出行量， 需要更为

便利的出行方式。在东京，只要有电脑

或手机，随时可以查阅出行线路、车费、
中转换乘方式和开车与到达时 间 等 信

息，可以为出行提前做好准备。而出行时

的购票、检票、乘车、出站等则全部实现

了自动化， 人工服务只会在极少情况下

才会出现。 以东京新宿站为例，每天364
万人次的客流量足以显示出公共交通便

利化服务的特点和优势。
换乘方便和准时是东京公共交通的

一大特点。 99%的线路均可在3分钟内完

成换乘， 有的甚至是同一站台的对面换

乘，不同站台间的换乘还有电梯连接，最
大限度地保障了客流顺畅， 基本实现无

缝对接。车站出口数量多，许多出口直接

连接公共设施， 在疏导客流和提升轨道

交通吸引力方面效果明显。 经济又准时

的公共交通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

本都远低于自驾车出行， 这正是东京市

民愿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主要原因。
除高效便捷外， 东京公共交通的责

任机制也值得借鉴。 一是公共交通精确

准时， 站点之间用时固定， 换乘衔接紧

密。二是当发生晚点情况时，乘客还可获

得晚点证明，为延误乘客出行承担责任。
总之，公共交通服务的便利和责任，是交

通服务网络化所带来的促进作用， 形成

了环环相扣， 一个细微差错就会影响整

个交通服务的运行质量。 责任的扩大直

接提升了服务的质量。

以人为本体现于各个细节

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东京交通的各个

细节上都得到充分体现。 不同线路的电

车地铁都有自身的颜色，便于乘客辨认。
每节车厢都设有老弱病残孕优先座位，
同时还在靠近这些座位的地方标有禁开

手机的标识。 无论是普通街道还是从进

站到站台， 都铺设了盲人专用的黄色立

体凸面导盲砖， 就连站台安全门上都有

盲文， 可以确保盲人乘客安全抵达要乘

坐的车辆站台。 站内各种乘车信息指示

牌随处可见， 免费地图和乘车时刻表随

手可得。
在路面交通方面， 每个红绿灯路口

的交通信号灯变换时间都是根据不同时

段、 不同方向的人流车流统计结果设置

的， 同时， 信号灯变换的同时还配有声

音提示广播， 盲人可以根据提示知道哪

个方向是绿灯， 就可以 “用耳朵” 安全

过马路。
公交车采用的是“一步式”车厢，从

上车开始除了个别座位外车内 没 有 台

阶。对于乘坐轮椅出行的乘客，公交车上

还配有踏板， 司机会先通过车载液压装

置将公交车车体向路边乘客一方倾斜，
然后再跑到车门口摆好踏板， 推乘客上

车，将轮椅固定好后，再回到驾驶席稳步

发车；待乘客到站，同样的动作还要再操

作一遍。
对机动车而言， 交通规则已经深入

人心。当有行人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时，即
便机动车方向是绿灯， 驾驶员也会等行

人过后再启动车辆；遇到道路汇合时，双
方车辆依次通过，互不抢行；当有车辆需

要变换车道时， 后方驾驶员会主动减速

让路，而并线车辆会在完成并线后，主动

打两下“双闪”以示感谢。 这些规则和习

惯看似简单，但由于遵守和谦让，就能实

现和谐出行， 减少了交通事故， 有序通

行，确保了交通的安全畅通。“以人为本”
的理念， 主动规范了每个人作为交通参

与者的交通行为，成为解决人车矛盾、规
避争时抢道的有效疏导办法。

整治拥堵多措施并举

除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外，在

整治交通拥堵方面， 东京也采取了多项

有效缓解交通难题的措施。
日本国土交通省每过几年就要进行

一项 《全国城市交通需求特性调查》，而
最近的一次调查是在2010年。 自1987年

起日本先后实施过5次《全国城市交通需

求特性调查》， 此前的几次调查分别于

1987年、1992年、1999年和2005年实施 。
这一调查是旨在通过出行者交通行为特

征，把握城市交通状况，了解和把握不同

类型城市的不同交通出行主体的需求特

点， 以便为各地城市交通计划提供参

考与指导。同时，为了分散东京交通压

力， 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大力推进郊

区及周边的卫星城和新兴社区建设，
分解城市功能和人口压力。

从“交通需求管理”理念出发，自

主限制私车出行。对待汽车交通，东京

没有限购限行措施， 而是通过相关政

策致使机动车主尽量不用或少用私家

车： 一是购车养车的高税费增加使用

成本，私人购车需提供停车位合同，市
内高昂的停车 费 让 私 家 车 主 望 而 却

步；二是重拳治理乱停车，成效显著。
过去，由于停车费用昂贵，东京乱停车

现象严重。 从2006年开始东京警视厅

聘用民间监督员（多为退休警察）治理

乱停车，加大处罚力度。 据统计，此措

施的成效显著， 主干道乱停车减少了

81.5%， 平均每小时堵车距离缩短了

40.5%，平均每5公里行车时间减少了

10.8%；三是从娃娃抓起，加强全民交

通安全教育，利用更新驾照、违章教育

等各种方式持之以恒推进交通安全教

育，培养驾驶人员的良好驾车习惯；四
是协调道路施工， 避免交通拥堵和事

故发生。 推进煤气管道、电力线路、污
水排放等公共 设 施 的 地 下 共 用 沟 建

设，减少路面施工。道路施工多在夜间

进行，减少对白天交通的影响。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3 月 2 日 星期四4 主编/陆益峰 编辑/吴雨伦 环球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纽约客》 2 月 27 日

奥斯卡不再白

奥斯卡曾一度被外界称为 “全白奥
斯卡”。 因为在过去连续两年的奥斯卡
提名中， 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男女配角
四大奖项均是白人。 奥斯卡的提名甚至
在全美掀起轩然大波， 一直在美国社会
被热议的种族问题也因奥斯卡而愈演愈
烈。 而今年随着这部讲述黑人同性恋者
成长的故事 《月光男孩》 戏剧般地拿下
最佳影片， 黑人似乎逆转了这一趋势，
最佳男女配角也均垂青了黑人演员。

《新闻周刊》 2 月 24 日

阿尔茨海默症之战

随着全球人口的整体老龄化， 阿尔
茨海默症发病情况愈发严重。 38 岁的
马蒂是一名健康的房地产商 ， 但其祖
父、 父亲在内的几代亲人都因遗传此病
而去世。 全世界拥有这种基因的家族约
500 个 。 三年前他报名参加了一项阿
尔茨海默症新药物试验计划， 至今每月
都要接受一次药物注射。 药物将起到延
缓思维衰退、 推迟病发的作用。 这种注
重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思路， 或许将
成为阻击阿尔茨海默症的新方法。

3500
２０１６ 年德国共有 ３５００ 多起针

对移民的犯罪事件。 德国内政部发

言人约翰内斯·迪姆罗特说， 犯罪

事 件 共 导 致 ５６０ 人 受 伤 ， 有 超 过

２３００ 名嫌疑人牵涉其中 。 这些事

件中， 大部分为针对难民营的财产

破坏、 极右翼口号涂鸦、 威胁和造

谣等， 但也存在纵火、 人身伤害和

谋杀等严重犯罪。

３亿人

世界卫生组织上月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 ， ２０１５ 年全球超过 ３ 亿

人受抑郁症困扰， 约占全球人口的

４．３％。

姿态万千的纽约地铁

电影世界里， 纽约地铁是一个让
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地铁惊魂》中，
它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纽约，我
爱你》中，它是三教九流的汇聚地；《七
年之痒》中，玛丽莲·梦露的白色裙摆
为它平添了几分浪漫妖娆。 影视作品
可以把任何一样真实存在的事物渲染
得风格鲜明。但唯有亲身体验，才会真
切地感受到一个复杂多面、 姿态万千
的纽约地铁。

和亚洲新兴城市的轨交线路不
同，纽约地铁看起来狭小老旧。昏暗的
灯光配合着摇晃的车厢， 月台上的涂
鸦和气味虽不讨喜却很相配， 剥落的
墙面掩护着时而路过的老鼠……这个
隐藏在地下的巨兽从1904年开始就
推动着纽约城不断向前。 但113岁的
高龄也让它的设计缺陷越来越明显，
毕竟一个多世纪前的建设者无法想象
纽约今天的盛景。

也正是这个原因， 纽约地铁搭乘
起来远不如上海地铁那么简单。 它的
26条线路 （含三条区间线 ）有些用数
字命名，有些用字母命名。这个混搭设
定让很多初来乍到者相当不适应。 起

因是纽约地铁最早由三家公司分别运
营，之后两家合并，启用字母作为线路的
名字，另一家则继续沿用数字命名至今。
虽说各条主线都有相应的配色， 但是因
为支线数量太过庞大， 乘客还是要以字
母或者数字的线路名称来加以分辨。 除
了数字字母，乘客们还需要识别图形。一
般列车上的线路标识是圆形的， 如果遇
到菱形标识就说明这是一列快车， 只在
大站停靠。而在周末和非高峰期，纽约地
铁还经常改道、停运、快车改慢车等等。
寥寥数语并不能全面概括纽约地铁的复
杂，即便是当地人也时常会感到困惑。更
加不便的是， 相当一部分老旧的车厢没
有站名显示屏，报站全靠司机口播。而微
弱的广播声又常常被淹没在嘈杂的车厢
里。 因此，纽约地铁的相关App是新手们
的必备。车厢里，经常看到有人一边翻阅
手机一边不断抬头张望站名。万幸的是，
纽约地铁免费无线网络已于去年正式开
通， 算是给一头雾水的外来客们带去了
一丝光明。

除了复杂的线路， 纽约地铁入站口
也有它自己的门道。从地面进站前，乘客
不仅要辨明线路， 还要看清下方列车行
驶方向。 因为很多入口往往只通往一个
方向的线路，如果刷完票发现坐反了，还
得重新回到地面， 再度寻找入口买票进
站。关于入口的陷阱还不止这一个。众所

周知，纽约地铁是全世界唯一24小时不
间断运营的地铁线路。但是出于安全、成
本等原因的考虑， 并不是每个入口都是
全天候开放的。 不少地面入口处竖有红
色和绿色的圆球标志， 分别代表限时和
全时段开放。 笔者有一次在晚上误入了
已经关闭的入口，只得悻悻返回，顺便在
爬楼梯时接受了几个流浪汉的注目礼。

尽管存在诸多不便， 纽约市民依然
把地铁当成最重要的出行工具， 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躲开无穷无尽的路面拥堵和
令人咋舌的停车费用。 好在破旧复杂并
不是纽约地铁给人的全部印象。 它在给
乘客们带去便捷的同时， 也赋予了这座
城市一种别样的活力。 隧道里特有的混
响是流浪歌手的中“蜜糖”。 哪怕没有吉
他， 几个空的油漆桶也可以瞬间变身为
完美的打击乐器， 再配上自由不羁的歌
声，一出洒脱的地下表演浑然天成。纽约
地铁果然是街头艺术的栖息地。

纽约地铁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有两大不容错过的著名站点。 一处是久
负盛名的中央车站。 坐落在曼哈顿中城
的中央车站启用于1913年。去年热映的
奇幻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就向观众展
示了上世纪20年代纽约中央车站的大
气与典雅。 如今这里每天有550列车次
停靠，50万人次穿行其中。 它不仅是美
国最繁忙的交通枢纽， 也是一座引人入

胜的博物馆。 中央车站内部常年陈列
着美国早期火车、地铁、铁轨等实物。
大厅内还竖立着几尊仿希腊式雕塑，
穹顶的黄道12宫图则源于一份中世
纪的手稿。

如果说中央车站是纽约地铁上世
纪的代表作，那么耗时12年、耗资40
亿美元的世贸中心站则是一部诞生于
本世纪的惊世杰作。 它颠覆了一切关
于纽约地铁老旧的印象。从外部看，世
贸中心站就像是一只通体雪白、 振翅
高飞的和平鸽 。 在 “9·11”事件遗址
旁，这座建筑所包含的寓意不言自明。
如果站在车站内部的中庭抬头仰望，
人们还会惊奇地看到顶棚和天光融合
成为一只遥望天际的巨大眼睛。 即便
是行色匆匆的纽约客， 也会忍不住放
慢脚步去感受这座车站带来的摄人心
魄的震撼。

就像它所处的城市一样， 纽约地
铁给人的印象难以用一句话来简单概
括。它可以是一文不名的艺术家、流浪
汉的庇护所， 也可以是忧国忧民者寄
托情怀的圣地。 人们总能轻松举出它
的一万种不是，却又无法舍弃它一日。
时间久了， 跨越百年的纽约地铁就成
为了一个多重载体， 可以是全球化的
象征，也可以是某种文化的代言人，更
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行走世界

■王 薇

上图： 市民在自动售票机前查

看复杂的东京城市铁路线路图。 由

于线路繁多且由不同公司运营， 市

民搭乘轨交前一般需要规划好最优

的线路。 东方 IC

左图： 虽然东京地铁早晚高峰

时十分拥挤， 但由于良好的管理，
民众等候地铁时秩序井然。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刘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