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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琳

本期想提两个小困
惑：科学是不是价值中立
的？商业是不是价值中立
的？即使科学和商业是价
值中立的，科学家和企业
家的价值观又如何影响社
会？“烧钱就能赢”是客观
规律 ，还是应打破的不良
规则？

本周最火

共享单车没打起来

投资人已经怼上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共享单车很快就会进入
“官子”阶段，有自己特色
和竞争力的，还有望给头
部企业卖出一个好价钱；
没有特色的 ，烧钱结束后
可能就自行退出了。

本周还发生了腾讯
的马化腾和金沙江创投
的朱啸虎关于共享单车
数 据 的“互 怼 ”事 件 ，耿
直的马化腾说，“没必要
因 为 自 己 投 资 了 ，就 歪
曲事实”，随后双方负责
人都进行了比较长的表
态。

黑妹一直觉得，摩拜
的 用 户 很 难 o f o 化 ，但
o f o 的用户容易摩拜化，
这大概是这两家公司最
大的区别；最希望看到的
结果是认真做事的赢 ，而
不是拼烧钱 、看互黑。

数据什么的，谁都没
有 拿 出 证 据 来 ，就 不 说
了，只说一点很关键的：
如 果 没 有 好 的 再 生 解 决
方案 ，就将低质量的车大
量投放市场 、并在高频使
用中迅速被淘汰 ，最终只
会背弃了分享经济“绿色
循 环”的 初 衷。我们在计
算共享单车绿色出行碳
排放减少的同时，是时候
把生产和回收再利用单
车的制造过程中的能量
损耗也同时加进去了。

本周最牛

中国最快美国最多

超算榜的多国交替

北京时间 6 月 1 9 日
下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
开的 I S C 2 0 1 7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上，中国的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再次斩获世界超
算冠军，它还和“天河二号”第三次携手夺得前
两名，美国则 2 0 年来首次被挤出前三甲。

本次 5 0 0 强榜单中，美国上榜系统总数排
名第一 ，达到 1 6 9 台 ，中国以 1 5 9 台排第二。不
过，相比半年前各自 1 7 1 台的上榜数量，两个国
家所占份额均有所减少。从芯片使用情况看，美
国供应商占据绝对优势。此次 5 0 0 强中有 4 6 4

台超算使用美国英特尔芯片。
这份榜单在 2 0 2 0 年前后可能会出现较大

变化，专家预计，未来 5 0 0 强榜单的榜首位置可
能将出现多国交替占据的态势。一方面中国 、日
本和欧洲也已宣布百亿亿次超算研制计划 。另
一方面 ，美国能源部近日也宣布 ，将在未来 3 年
拨给 6 家科技公司总额 2 . 5 8 亿美元的资金，以
加速下一代超级计算机技术的研制，目标是到
2 0 2 1 年交付至少一台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计
算的超级计算机系统。

受资助的 6 家公司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
司、超威半导体公司、克雷公司、惠普公司、英特
尔公司和英伟达公司。由于每家公司也将各自
承担至少 4 0 % 的项目成本，这意味着美国在下
一代超级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研发总投资将达到
至少 4 . 3 亿美元。

在这里正好说一点，2 0 1 6 年太湖之光登顶
时，网络上其实还曾有很多类似“超算性能闲置
化”“只跑分不知道怎么用”这样的质疑。但到现
在，这样的杂音少了、让科学的事情交由专业人
士解读的理性态度多了 ，相信速度和应用兼备
的太湖之光也会更加软件硬件并上。

本周最假

月球背后有外星人，霍金还发了警告？

某一天早上，黑妹打开“腾讯科技”几乎是
傻了眼：一条名为“霍金警告人类不要尝试登
月，外星人在月球背面”的新闻直接被引用还言
之凿凿，最后这一条在 6 月 1 9 日一直高居微博
实时热搜榜榜首。而事实上，这条来自“BBC 全
球探秘资讯”的新闻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而一些资讯端引用的外星人视频，是一则愚人
节新闻。

视频制作者经过处理，将退役美国宇航员
Wi l l i a m R u t l e d g e (W .R . )的采访，制作成了他
在月球执行秘密的 (由美国和苏联共同执行的 )
“阿波罗 2 0 号”任务，在月球背面发现了一个文
明遗迹。不少科普账号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辟
谣，但火热的效应还是形成了。科普和谣言之间
的斗争 ，必须争分夺秒完成 。

双周科事
对话摩拜单车公司创始人胡炜炜

单车出海：中国智造探索全球模式
据新华社海牙电(记者刘芳、杨骏、彭茜)从

《华尔街日报》到硅谷知名分析师，近来都将目
光投向了中国无桩共享单车模式，认为它正成
为席卷全球的一股潮流。

从新加坡到硅谷，中国共享单车正在成为
“中国智造”新代言人，全球化脚步咚咚作响，节
奏加快。那么，中国共享单车出海，世界会接受
吗？摩拜单车公司创始人胡炜炜接受了新华社
独家专访，并给出了她的答案。

“小步快跑”进欧洲

科技硬件条件是“硬指标”

“进入全球市场，尤其欧洲市场，是一个学
习的过程，我们计划‘小步快跑’，一边探索一边
往前走。”只要一谈起单车，胡炜炜脸上立刻露
出兴奋的表情。

不久前，全球骑行者峰会在荷兰中部城市
阿纳姆和奈梅亨举行。在此次峰会上，摩拜公司
宣布，1000 辆摩拜单车将于月底正式投放英国
曼彻斯特。这是摩拜除新加坡等地外第一次布
局亚洲以外市场。今年初，摩拜和 OFO 小黄车
已进入了新加坡，并与稍早前入市的当地品牌
Obike进行直接竞争。

“进入一个城市，不是拿几辆车扔在路上就
好，”胡炜炜说，“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让外国
城市相信一家中国公司可以把共享单车做好。
除了车辆设计和支付方式要适应当地需求，还
要学习如何与外国政府打交道、如何适应当地
市场、如何更好地服务当地用户。我们还在学习
的过程中。”

胡炜炜认为，不拿政府补贴，当地政府当然
欢迎共享单车的进入。但中国的共享单车进军
海外，也是有选择性的，科技硬件条件是重要考
量标杆。

“曼彻斯特是个非常支持物联网的城市，看
好中国共享单车对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
术的综合运用，相信这些大数据分享对城市规

划和城市建设的益处。”她说。

共享单车本地化

解决问题，做有意义的事

在共享单车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地化是企
业必须要考虑的。胡炜炜介绍说，运抵曼彻斯特
的摩拜单车根据当地的法规，装有前后车灯，用
户可在 app内使用信用卡付费。

中国其他一些共享单车企业早前也曾在美
国登陆，但因为不熟悉当地停车管理规定等原
因，有的一度遭遇挫折。如何解决单车规范停
车，几乎成为全球都关心的问题。胡炜炜认为，
毕竟这是个新鲜事物，发展太快，单车企业除了

配合当地政府，以及用技术和经济手段促进
规范停车外，教育用户和培养用户文明使用
习惯也需要个过程。

胡炜炜列举了北京等地共享单车投放之
初的遭遇，“不可能一上来就预期非常有秩
序。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可能出现
的问题，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创业、
做有意义的事，就是不断地解决问题”。

关于对欧洲本地自行车租赁和共享服务
会否形成竞争的问题，胡炜炜认为，无桩共享
是市场增量，已有的服务可能仍然会被老用
户继续使用，新增服务满足的是新的市场需
求。无桩共享的每辆单车使用率高，最终会减
少自行车总量，因此也减少对停放空间的需

求，这对城市是有好处的。

与国外同行竞技

“智能”不止无桩这么简单

各国传统公共自行车多采取有桩模
式，无桩的中国共享单车现在正在掀起热
潮。

《华尔街日报》此前发表文章认为，美国
的 limebike等不少共享单车企业也借鉴了中
国无桩单车模式。而在美国有着“互联网女
皇”之称的凯鹏华盈合伙人玛丽·梅克尔做的
2017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称，全球共享出行领
域，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面对全球其他企业紧跟中国无桩共享单
车模式，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

“我们的共享单车，不只是无桩这么简
单”，胡炜炜说，其中的智能车锁、大数据分
析、电池系统、车身制造都涉及高科技，这提
升了中国共享单车的全球竞争力。

据胡炜炜以及摩拜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摩拜单车与高通及中国移动研究院达成
战略合作，启动了国内首个多模外场测试。摩
拜单车智能锁将可在海内外多模状态下，保
持精准的定位功能。即便是进军海外，摩拜单
车也无需做技术上的调整，即可轻松切入当
地网络。

据介绍，摩拜单车内置的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 GNSS 支持 GPS 、北斗以及格洛纳斯，

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移动物联网系统。
通过 AI 人工智能平台“魔方”对数据

进行归拢汇总，从而对单车投放量进行精
准分配。所有一切的基础，便是 GPS 精准
定位。

此外，建设中的摩拜“智能推荐停车点”
可通过“亚米级”定位，梳理各个区域的单车
投放、单车停放，不再让乱停车问题扰乱城市
公共交通。

“中国车”登陆新加坡，带火当地共享单车市场
市场上 3 家无桩共享单车平台正加快各自产品的推广速度，一场“大战”已经悄然打响

来自中国的 ofo 小黄车 5 月 24 日在新加
坡宣布推出当地款新车型 aura1 . 0 后，新加坡
市场上 3 家无桩共享单车平台正加快各自产品
的推广速度。

中国共享单车带火新加坡 oBike

在使馆集中的东陵路，两周前还只能在手
机应用程序内嵌地图里找到零星几辆自行车的
当地品牌 oBike ，现在已经和摩拜、ofo 一起，成
为当地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

单从数量上来看，无论是通过手机应用程
序查询，还是在路上所见，oBike 都名列第一。

摩拜和 ofo 小黄车两个平台虽然单车数量相对
少些，但与之前相比，部署范围已经有所突破，
除了地铁站和商场附近，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
停到了居民区里。同时，在东海岸公园等设有自
行车道的地点附近，也能看到各个品牌的共享
单车停放。一场共享单车“大战”已经悄然打响。

在怡丰城购物中心里销售自行车的陈先生
告诉记者，随着共享单车的急速流行，他的业绩
也受到影响。他说，很多新加坡人对共享单车感
到好奇，又受到免费试用等优惠措施的吸引，用
上了共享单车。

ofo 小黄车今年 2 月登陆新加坡，首批在
当地部署了上千辆共享单车。截至目前，ofo 小
黄车在新加坡的累计注册用户已达 10 万，在
500 多万人口的新加坡，仅 ofo 小黄车的日订
单量就达到了 2 万。

在新加坡，由于实行限制私人拥有汽车的
政策和打车费用较高等原因，连接公共交通节
点与家庭、学校、办公室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交
通问题，为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个人近距离移
动解决方案提供了市场。

1 分之差与变速器 GPS 之争

为争夺这个市场，中国的摩拜和 ofo 小黄

车今年初纷纷抢滩新加坡，并与稍早前刚刚
投放市场的 oBike 形成了直接竞争。3 家共
享单车平台基本都是每小时骑行费用约合人
民币 10 元左右，利润空间可观，因此各方都
计划进一步加大共享单车投放量。由于运营
模式相似，各方都力争以技术取胜，使自己的
服务能更符合当地用户需求。

新加坡一家媒体今年 3 月曾经给三大
平台做过一次横向比较。结果是，oBike 在 5
分制里得到 4 分，ofo 和摩拜各得 3 分。其
中，oBike 最让测试者不满的是没有变速器，
爬坡不便 ；而 o f o 最大的丢分项是没有
GPS ，让用户难以找到单车位置；摩拜虽然在
车身减重设计和为用户提示停车地点方面得
分较高，但也被指出 GPS 缺乏本地优化等问
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相关企业进行了技术
改造。以 ofo 小黄车为例，该公司 5 月 24 日
发布新款共享单车，不仅外观比旧款有了升

级，还配备了适用于海外国家不同网络通信
制式的新一代智能锁，方便当地用户通过手
机客户端内嵌的谷歌地图定位单车并扫码开
锁，为公司在不同地区合理分配车辆资源提
供数据支持。为适应当地炎热、多雨、潮湿的
气候，新车型还配备了耐锈耐腐蚀的新型铝
制车架；为适应多山多坡地形，新车型改进减
震避震设计，配备了 3 倍变速装置等。

新加坡学生邱得原同时是几家共享单车
品牌的用户。他现在已经习惯在上下班的高
峰时间找辆共享单车完成前往和离开地铁站
的最后一段距离。相比过去的步行，他对共享
单车在使用和支付方面的方便、快捷体验感
到满意。由于地铁站附近是共享单车部署的
重点，他甚至不需要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就能
找到车辆。他认为，单车越来越方便找到，正
说明共享单车企业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记者李晓渝)
据新华社新加坡电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新媒体专电美媒
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寻找行星
的望远镜又发现了 10 颗位于太阳系外、大小
和温度很可能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这意味
着我们可能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

据美联社 6 月 19 日报道，经过四年的搜
寻，“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 49 颗位于宜
居带的行星。而且“开普勒”望远镜只对银河
系很小的一部分进行了搜寻，这部分大约只
占拥有 2000 亿颗恒星的银河系的 0 . 25%。

10 颗有 7 颗围着“类太阳”转

报道称，在 10 颗新发现的地球大小的行
星中，有 7 颗绕类似太阳的恒星转动，这些恒
星不是寒冷的矮星，绕其转动的行星不需靠
得很近来维持适宜的温度。虽然这不意味着
这些行星上一定有生命，但它们满足生命存
在所需的一些最基本条件，有生命存在的概
率就提高了。

“开普勒”望远镜科学家马里奥·佩雷斯
在 6 月 1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只有
地球上存在生命吗？虽然还需要进行确认，但
也许‘开普勒’今天间接地告诉了我们，很可能
不是这样。”

报道称，其他科学家也表示，这使我们发
现宇宙中其他生命的希望大增。

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哈佛大学天文学家

阿维·洛布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意味着，
在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周围的宜居带里存在地
球大小的行星并非罕见现象。”

报道称，这 10 颗位于宜居带的行星是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6 月 19 日公布的 219 颗
新备选行星的一部分，这些新备选行星则是

2009 年发射升空的“开普勒”望远镜在执行
主任务时发现的最后一批行星的一部分。

行星 KOI7711 与地球最像

在搜索外星文明研究所工作的“开普

勒”科学家苏珊·马拉利说，现在要知道可
能适宜居住的行星在银河系中有多常见还
为时过早，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许多，
包括“开普勒”望远镜只能看到在它的视野
和行星母恒星之间穿过的行星。

她说，“开普勒”团队可能需要花一年
时间才能就宜居行星的存在频率得出具体
数字。

“开普勒”望远镜探查到 4000 多颗备
选行星，其中一半以上的存在最终得到确
认。多颗似乎位于宜居带的行星绕像太阳
一样的恒星、而非温度更低的红矮星转
动。

卡内基科学学会的天文学家艾伦·博
斯并不是“开普勒”团队的成员，他说绕像
太阳一样的恒星转动使得这些行星变得
“更加有趣，更加重要”。

报道称，其中一颗行星 KOI7711 是天
文学家发现的与地球最相似 (就大小和从
恒星得到的能量而言)的行星。

报道称，“开普勒”望远镜并不是天文
学家发现系外行星甚至潜在的宜居行星的
唯一方式。科学家利用“开普勒”望远镜和
其他方式已确认了 3600 多颗系外行星的
存在，还发现了 62 颗潜在的宜居行星。

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考特妮·德
雷辛说：“这个数字或许很小很小。我个人
反正是特别兴奋。”

美媒称“开普勒”又发现 10 颗“宜居”行星

我们可能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

▲这是 6 月 11 日在新加坡街头拍摄的 oBike（当地品牌）、摩拜、ofo 三种无桩共享单车
（从左到右）。 新华社记者李晓渝摄

▲美国航天局公布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效果图。 新华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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