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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杨玉
华、刘良恒、丁静、叶健、闫祥岭、赵文
君） 8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网
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亮相；9日，重庆也
公开了网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由于五
地网约车规模庞大，因此五地政策细则
既被视为网约车改革的风向标，也被看
成是出租车改革推进的试金石。

五地网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有何亮
点？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出行变局？透露出
的管理思维和改革信号有哪些值得深思的
地方？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和专家。

各地该怎么给网约车“上户口”？
五地都在征求意见稿中不同程度对

网约车驾驶员条件做了更严格细化的要
求，并对乘客关心的乘车保险、车辆安全
以及约车人信息安全等做出了明确的约
束性规定。这些对网约车运营的安全性
约束赢得点赞。

北京市民夏京蕾说，乘坐网约车最
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如果实施细则有
了这些“硬杠杠”，今后乘车就放心多了。

细则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也受到出
租车和租赁公司的欢迎。一嗨租车创始
人章瑞平说，与私家车直接做网约车相
比，合规专车的门槛提高了，成本也会相
应提高。而此前，出租车和租赁公司一
直抱怨不公平竞争。

各地网约车细则在强调出行安全保障
这一前提时，也体现了“一城一策”的特点。

北京、上海这两个特大城市不仅拟
对网约车型、车牌进行严格限制，而且还
拟对驾驶人设置本地户籍要求。

北京市交通委解释说，出租车属于
小客车交通，占用大量道路资源，加剧交
通拥堵。大多数特大城市都对出租汽车
实行运力管控，采取公交优先战略，因此
对出租车数量调控是有必要的。

许多人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希望
这些限制不要导致重现“打车难”“打车
贵”的现象，应有破解问题的预案。

寻找网约车改革最大公约数
不少地方交通部门的人士坦言，网约

车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制定过程受到地方政
府部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邀
请专家、司机、乘客等各方代表进行讨论。

“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网约车和巡游
车都属于出租车范畴，必须对它们进行统
筹管理，但它们应该错位发展。这是地方
政府制定网约车实施细则要遵循的原则。”
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专家和网约车企业人士担心，几个城
市的网约车细则征求意见稿没能充分体现
分享经济的特色，这会影响网约车的发展。

神州专车副总裁臧中堂表示，虽然

地方细则会让企业增加一些成本，但总
体影响不大。受冲击最大的是一些使用
兼职私家车为主的平台。

滴滴平台的统计显示，在北京，滴滴专车
快车司机收入中有超过六成是在每月2000
元以下的和平均每天在线4小时以下的，体现
出典型的以兼职为主的分享经济特点。

滴滴方面建议能对网约车平台上的
专职和兼职司机以及车辆进行分类管
理，最大限度给予兼职司机发展空间，满
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认为，网约车的重点应该在体现
分享经济的网约特色上。事实上，网约
车无论是在信用体系、支付方式还是商
业保险、大数据分析等方面，都呈现与传
统出租车截然不同的业态。

延展“互联网＋”的市场红利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王敬波认为，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广域
性、即时性、互动性，对于传统监管提出
了挑战。行政机关无法做到实时监督每
个分享经济的参与者，需要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新治理思路。

王敬波表示：“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必须走出惯性的许可管制，根据分享经
济的需要构建全新的规制模式，不断丰
富治理手段。”

朱巍表示，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这些
地方细则还在征求意见，属于“开门立
法”，这给未来对政策完善留下了余地。

朱巍说：“我们能理解地方政府的苦
衷，出租车改革压力很大，新旧产业矛盾
尖锐，以一定程度的压缩网约车空间，换
取出租车改革时间的初衷难言不对，但
网约车是分享经济的代表，是‘互联网＋
’的体现，更是解决就业、城镇化和城市
出行难题的关键。”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
院院长张国华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
是多数人都能接受并执行的。网约车细
则的制定要体现不同城市的特点，也要
有完善的协商对话机制，让利益相关方
充分表达，达成共识。

专家认为，面对网约车这一新鲜事
物，城市管理者应坚持问题导向，把问题
抓实、措施定细，用包容开放的精神，将
改革的大命题落实为实际工作的小篇
章，让群众在改革大潮中有更多“获得
感”。公众希望看到，地方政府部门既能
用法律法规守住网约车的安全底线，也
能充分发挥新业态的积极作用，鼓励网
约车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的合法、有序竞
争，延展“互联网＋”的市场红利，让群众
享受更多出行便利。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记者胡浩、王思北） 国家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王国强18日在对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进行“十
二五”总结和“十三五”部署时提
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所有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
以及 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
药服务能力。

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十二五”总结暨“十三
五”行动计划启动工作会议上，
王国强指出，“十二五”期间，基
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
显著增强，基层中医药发展助力
医改的作用日益显现。与提升
工程实施前相比，城乡居民看中
医、用中药的获得感显著增强。

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
已有96.93％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92.97％ 的 乡 镇 卫 生 院 、
80.97％ 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
60.28％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
医药服务，分别比 2012 年增长
21.33％ 、26.47％ 、29.37％ 、
2.78％，基本完成“十二五”目标
任务；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中医诊疗量占同类机构总诊
疗量的比例达 24.22％，比 2012
年增长 20.56％，明显高于总诊
疗量增幅，其中甘肃、四川等省
增幅超过40％。

王国强要求，“十三五”期
间，要在巩固“十二五”提升工
程成果、扩大基层中医药服务
覆盖面的基础上，补短板、强内
涵、提质量，打造提升工程的

“升级版”。要以服务网络和服
务队伍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基
层中医药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
建设。各地要通过组建医联
体、鼓励医师多点执业、开展对
口支援等方式，全面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医疗、预
防、保健、康复等服务能力建
设，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常
见病、多发病、慢性病防治及疾
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 25日电（记者吴晶 胡
浩）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
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
预期寿命较目前再增加约3岁，达到79岁。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作为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纲要明确
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到 2020 年，建立覆
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高，健康服务体系完善
高效，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体
育健身服务，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
健康产业体系，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
国家前列。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促进全民健康
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
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
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
适应的健康国家。

规划纲要还细化了2030年的具体目标包
括：人均预期寿命较目前的76.34岁继续增长，
达到79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较2015年
下降 30％；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从目前29.3降至25左右等。

规划纲要还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
康产业等方面进行了部署。

新华社北京10月 23日电（记
者胡喆喆、阳娜）2016世界机器人大
会上，由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制的
具备位移反馈传感器的纳米操作
机器人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纳米操作
机器人具备位置检测传感器，可实
现自动可编程运动，并具备多种功
能强大的附加模块。与传统机器人
相比，纳米操作机器人具有超级灵
敏、超高精确等特点，可以在极微小
尺度下完成传统机器人无法实现的
各种观测、表征和操控作业，堪称

“无微不至”。

纳米技术近年来一直是科技发
展的制高点之一，加拿大工程院院
士、多伦多大学教授孙钰表示，过去
的十年微纳机器人取得了巨大进展，
在自动化控制、生物医学、纳米制造
等领域都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和突破。

孙钰介绍，通过纳米技术，可将
原子级别的药物输入细胞中，观察
这些药物对细胞的效果，以往一天
才能做十个细胞的测试，现在一个
小时可以测试一千个细胞。机器人
通过这种微操控的形式对药物进行
测试，使测试的效率大大提升，并且
能够让老药有一些新用法。

未来几年，科学家们还寄希望于
把机器人部署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并
且通过控制机器人来实现精准用药，
完成一些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手
术。同时，有材料科学家提出，未来
的制造业或许也将是原子级别甚至
是纳米级别的制造，纳米机器人的操
控将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近年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主
要围绕智慧工厂、工业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四大方向进行
发展。其中，纳米操作机器人、微纳
牛力测试仪等产品，彰显了机器人
领域的前沿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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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细则透露出的改革信号

纳米操作机器人：可将原子级别药物输入细胞

立冬之后，枝头红叶愈红，
天气渐寒，十里钢城和着最末
一片浓浓的秋声，步入冬季。

张轩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