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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认为越是发达
的国家，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就越高。但世界
最发达国家之一的瑞士并不是这种情况。

根据瑞士官方发布的数字，高达 70％到
80％的瑞士年轻人其实并不选择进入大学，
而是在初中毕业后即进入职业教育，每周3至
4天在企业当“学徒”，其余1天到2天在职业
学校学习。

这种独特的职业教育既培养“蓝领”，也
培养“白领”，涉及的专业门类有300多种。只
要是应用型职业，都属于职业教育范畴。在
瑞士，很多著名媒体的记者、编辑以及很多公
司的电子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员都出自职业
教育，很多银行高层管理者乃至老板也都是
商业学徒出身。

据考证，“学徒制”最早起源于重视“手艺
人”传统的德国，但在瑞士发展得最为充分。瑞
士多山，历史上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产品要有
竞争力就必须具有过硬的质量，这就对劳动力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对

职业教育的需求。
瑞士普通高中并不免费，职业教育却是

完全免费的，由此可看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
重视。

瑞士学徒制的关键，是企业和行业协会
与职业学校的紧密结合。在瑞士，大部分学
生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职业教育，这意味着
他们会在好奇心最重的年纪去探索个人的兴
趣和挖掘自己的潜质。同时，提供职业教育
的并不是学校，而是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或
行业协会。

企业为学生培训提供场所、设施和岗位，
提供学习培训经费并向学徒支付一定的薪
金。同时，企业和各种职业、专业和行业协会
一起决定职业培训内容，并接受政府委托协
助组织职业资格考试。

在整个学徒期间，学生们可以深入了解
企业的运行规律，并通过师徒相授的模式把
一些制造业的秘密完整地传承下来。而企业
之所以愿意提供学徒岗位并支付费用，一方

面是因为可以吸纳年轻人的创意，熟知新一
代员工特点，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把自己的
企业文化传播开来，取得社会认同感。

瑞士没有专门的联邦教育部，但其职业
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充分动员企业参与
到职业教育中来，因为企业最知道自己的需
要。可以说，瑞士职业教育的成功奠定了瑞
士制造的坚实基础，这就好比巴西的足球、美
国的篮球以及中国的乒乓球一样，之所以能
够不断地涌现人才，就是因为有庞大的社会
基础。

同时，这种教育模式也带来了社会的稳
定与和谐。瑞士青年的失业率仅为3％左右，
为全欧洲最低。

有关专家认为，瑞士的职业教育没有背
离企业需要，也没有以升学考试为导向，整个
社会长期存在着重视和尊重职业教育的浓厚
氛围，这不但为瑞士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也成为瑞士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值得其他
国家学习的一个突出亮点。 据新华社

瑞士年轻人热衷当“学徒”

1月11日，在玻利
维亚首都拉巴斯市，绿
线缆车在运行中。玻
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海
拔约3600米，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首都，
整座城市依山而建，公
路依山环绕。为了缓
解日益增加的交通压
力，当地政府建起了
连接拉巴斯市和埃尔
阿尔托市的空中缆车
通勤线路，成为独特的
公共交通网络。目
前已有红、黄、绿三
条空中缆车线投入
运营，为当地市民出行
提供便利。李明 摄

空中客车

“风车之国”荷兰在使用风能方面又迈
进了一大步。从新年开始，荷兰铁路集团公
司所有的电力火车都已经实现了依靠风电
驱动。

荷兰铁路集团公司发言人博恩说，从今
年1月1日起，该公司所有电力火车的电力来
源都是风力发电。根据荷兰铁路集团公司与
荷兰能源公司Eneco达成的一项协议，原本计
划在2018年实现这个目标，但经过努力，提前
一年实现了目标。

据介绍，荷兰铁路集团公司每天运行约
5500趟火车，其中的电力火车大概每天运载
旅客60万人次，如此大规模地采用风电运输
旅客，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 据新华社

荷兰电力火车依靠风电驱动

世界银行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达96％
的巴西人不为养老而存钱；如果发生意外情
况，绝大多数人拿不出钱来救急。

2015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4
万美元，但是仅有4％的巴西人会存钱养老，在
拉丁美洲排名末位。

调查还显示，在巴西15岁以上人口中高
达 44％的人表示自己没有能力筹集 2500 雷
亚尔（约合5420元人民币）以备不时之需；而
在自称可以拿出这笔数目的巴西人中，仅有
16％的人拥有足够的储蓄，其他人只能向家
人或者朋友借。

巴西私营养老金同业联盟副主席瓦莱
认为，巴西人没有养成储蓄的习惯，主要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有关，

“20多年前，你月初存了钱，到了月底就会一
文不值。” 据新华社

巴西人不为养老存钱

科学界对月球年龄的研究结论不
一。一项最新的分析结果称，月球的年
龄为45.1亿岁，比太阳系晚6000万年诞
生。这个岁数比此前许多科学家认为的
都要大。

月球被广泛认为是由一颗火星大
小的天体与早期地球相撞而形成的。
科学家通常通过分析美国“阿波罗”飞
船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来确定月球年
龄。由于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得出的
答案有较大差异，有些科学家认为月球
比太阳系晚1亿年形成，也有人认为月球
更年轻一些，差不多比太阳系晚1.5亿至
2亿年形成。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机构
研究人员1月11日在美国《科学进展》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利用铀铅测年法对“阿
波罗14号”航天任务采集的8颗月球锆
石微粒进行了分析。这些样本由“阿波
罗14号”飞船宇航员于1971年从月球带
回地球。

结果显示，月球在45.1亿年前诞生，
比太阳系晚6000万年。研究人员认为，
误差只有1000万年左右。而此前另一项
研究曾利用不同方法分析这些锆石微
粒，得出月球比太阳系晚6800万年诞生
的结论。

此次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他们
得出的月球年龄“高度精确”、“可靠”，将
有助于认识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
的演化。 据新华社

月球到底有多老

3D打印的骨骼肌肉，人工智能提供全语音交
互，嬉笑怒骂、流血流泪……最近大热的科幻美剧

《西部世界》让人看到高仿真机器人的未来。
片中名为“西部世界”大型高科技主题公园

中，融合了人工智能、高级微机械工程仿生学、
生物化学等技术的机器人接待员与真人游客上
演着一幕幕亦真亦假的戏码。

那么，这些明确知道自己是谁、周围环境如
何，以及有着人类情感状态的高仿真机器人什
么时候才能变成现实？

超越“恐怖谷”陷阱

当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个“活生生”的高仿
真机器人，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不适感，落入

“恐怖谷”陷阱。
“恐怖谷”假设 1969 年由日本机器人专家

森昌弘提出，认为机器人的仿真度越高，人们越
有好感；但当仿真度超过一个临界点时，这种好
感度会突变成恐惧感，被称为“恐怖谷”；随后，
当机器人和人类的相似度继续上升，人类的情
感反应又会变回正面。

此前，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机器人
“索菲娅”就因“太像人”而惊吓到众多网友。“索
菲娅”的脸结合了赫本和汉森公司首席执行官
汉森的妻子，能做出62种表情，皮肤采用该公
司专利仿生材料。

网友们把索菲娅的各种表情截图制作成表
情包，称其比很多演员演技还好。索菲娅还在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人罗斯

专访时侃侃而谈，展现了人机对话性能。
为避免高仿真形态下真假不确定性带来的

不安情绪，许多机器人专家在制造机器人时，都
希望尽量避免机器人外表太过拟人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第三代特有体验
交互机器人“佳佳”诞生于去年 4 月。身高 1.6
米的她肤白貌美，五官精致，初步具备了人机对
话理解、面部微表情、口型及躯体动作匹配、大
范围动态环境自主定位导航等功能。

而被誉为日本“现代机器人之父”的石黑浩
也一直致力于开发与人类高度一致的机器人。
他甚至还研制出一个与自己完全一样的机器人，
全身有46处可以自由活动，皮肤由柔软的硅胶制
成，内部程序都是根据自己的动作设计而成。

石黑浩介绍说，机器人目前已经可以模拟
人类的面部表情和声音系统，还能表达喜怒哀
乐等情感。但现在这些都靠编程完成，机器人
真正的自主智能化还需要一段时间。其中，“机
器人如何像人类一样进行交谈是最难的”。

人工智能助力机器人“进化”

除了拟人的身体，高仿真机器人还要有人类
的“灵魂”，拥有接近人的行为表现。人工智能技
术在近几年的飞跃让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但打造
高仿真机器人，还需计算机专家、心理学家、认知
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更多合作。

“以前做机器人都是机械控制的事情，现在
最核心的就是大脑。重点是跟人工智能的结
合，把人的智能移到机器人上，”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所长徐波说，“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终
极的创新目标就是模拟、学习、借鉴大脑。”

徐波介绍，现在的机器人领域还有很多传
感、灵巧执行等问题尚待解决。比如人拿一杯
水只需几秒钟一气呵成，而机器人要想拿一杯
水则要被分成30个动作，每一步都需计算机的
结构化编程、建模，最终也做不到像人一样灵
活。核心还是要以一个智慧的大脑来改进机
械、传感参数与控制模型，加强对环境的感知与
认知，“否则头脑发达、四肢简单也不行”。

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拥有一个《西部世界》
中的机器人接待员，但已拥有了愈加拟人的人工
智能助手。随着语音、图像识别技术的发展，人
工智能助手不仅可以进一步帮助用户提升手机
和电脑操作效率，解决更复杂问题，还会在理解
人的自然语言方面更上一层楼，让用户感觉好像
拥有一个有喜怒哀乐、可风趣闲聊的“朋友”。

至于《西部世界》中的高仿真机器人何时成
真？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莱维十分乐观地预
言，2050年之前人类将可与机器人“结婚”，“人
工智能和高仿真技术将创造出完美的机器人伴
侣，具有人类希望配偶拥有的一切优秀品质，如
耐心、善良、顺从等，满足人类各种需求”。

而汉森机器人公司则描绘了一个机器人社
区的蓝图，在不久的将来，像“索菲娅”一样漂亮
的高仿真机器人可轻松胜任酒店前台接待、博
物馆讲解、老年人护理、教育和医疗培训等工
作。甚至你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同事是
个机器人。 据新华社

《西部世界》中的高仿真机器人何时成真

运营了146年之久的美国著名的玲玲马
戏团1月14日宣布，将在今年5月谢幕演出后
永久关闭。上世纪50年代，曾获奥斯卡最佳
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的电影《大马戏团》就是
以该马戏团为原型拍摄的。

据菲尔德娱乐公司说，门票收入减少、运
营成本增加和动物保护组织的压力是关闭马
戏团的3个主要原因。“大象表演退出马戏团
演出之后，我们的生意大幅下跌，”菲尔德说。

大象表演多年来是玲玲马戏团的压轴演
出。但近年来，多个动物保护组织反对动物
马戏表演，使得马戏团不得不终止大象表演。

看马戏团演出曾是美国人家庭娱乐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随着20世纪电影、电视、电子游
戏、电脑和互联网等的兴起，马戏团表演在美国
人娱乐活动中的占比越来越低。 据新华社

美国玲玲马戏团将谢幕

除了能打发时间，电子游戏或许还
有其他用处。在两项最新研究中，美国
研究人员尝试利用一种视频游戏程序治
疗抑郁症，取得不错效果。这种游戏疗
法把目标对准与抑郁症有关的潜在认知
问题，而非仅是控制症状。

两项研究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加利
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22名
老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利
用名为“项目：EVO”的应用程序进行治
疗，另一组接受抑郁症常规疗法。

“项目：EVO”是一款基于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设备的视频游戏应用程序，
旨在通过电子游戏界面在神经层面提高
使用者注意力等认知能力。按要求，接
受这一疗法的患者每周玩这种游戏5次，
每次20分钟。许多患者实际上玩游戏超
过这一时间要求。

老年抑郁症患者通常年龄在 60 岁
以上，症状表现为对个人目标提不起精
神、因过于焦虑而难以集中注意力等。
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在线杂志《抑郁症
与焦虑症》上报告说，经过 4 周试验，接
受电子游戏疗法的患者在包括注意力
在内的特定认知能力改善方面明显好
于接受常规疗法的患者；而对于情绪及
自我报告功能等方面的改善，两种疗法
效果接近。 据新华社

电子游戏有助治疗抑郁症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某一天大量饮酒可
能导致此后一年中饮酒量都较高。研究人员
认为，这说明对特定时机酗酒进行干预或许
有助控制人们日后的饮酒行为。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成瘾
行为》期刊上报告说，他们对600名大学生21岁
生日前一个月和之后一年的饮酒行为进行跟踪
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学生21岁生日当天平均

饮酒9.6杯。在那一天饮酒较多的学生，此后一
年里饮酒量都会比较高，出现呕吐、昏迷等饮酒
相关后果的可能性更大、次数更多。

研究人员认为，针对类似21岁生日等可
能导致年轻人饮酒过量的特定时机设计有效
的干预方法，可能有助控制他们日后的饮酒
行为，从而对公共健康带来长远好处。

据新华社

酗酒一天 影响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