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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18 日，东航发布新规定，旅客可在飞行

全程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智能

手机）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平板电

脑、电子书、视/音频播放机和电子游戏机等

小型 PED 设备。接着，海航、春秋航空、厦

航、南航等相继宣布解禁飞行模式。其实早

在 2017 年，海航就同支付宝等达成合作，开

通空中移动支付服务，让“空中剁手”购物成

为可能。不过几家航空公司同时明确规定，

不具备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

仍然被禁止使用，就是说，你仍然不能用自有

数据流量上微信、打电话、发短信。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

对飞机上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特别是使用手

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飞机上可用手机上网

冲浪成为近年热门话题。2017 年 10 月 10 日

起施行的国内《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五次修订，明确由航

企自行决定是否开放机上使用手机等电子设

备。

在这里，为航企解禁手机冲浪点个赞！

虽然，我们比不上土豪阿联酋的航班，但相比

于在伦敦地铁上手机还没信号，国内的网络

事业已经超级棒了！“天上”可刷手机，是科技

与时代同行的表现！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航空公司解禁的

主要是手机在空中的飞行模式，就是说打开

手机飞行模式的同时，必须仍然像以往一样

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而不具备飞行模式

的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仍然被禁止使

用。民航专家林智杰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打

开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将成为

后续航企放开机上手机等使用的基本前提。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怎么知道那个津津

有味地在手机冲浪的旅客，他开的是飞行模

式、而并没有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这不

是杞人忧天，因为现在的情况大多是，在国内

航班要求关机的情况下，飞机刚刚落地滑行

期间就有人打开手机打电话了，根本无视机

内保持手机关闭的广播。

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乘客在用自有数据流量，但狡辩说，我用的

是航空公司提供的空中 Wi-Fi，这怎么办？

从目前东航的情况来看，空中 Wi-Fi 网速比

较慢。另外，虽然如今空中 Wi-Fi 并不要收

费，但不能保证长此以往它永远不收费。一

旦收费，成本决定空中 Wi-Fi 将是比较昂贵

的，因为几家航空公司的空中 Wi-Fi 已从原

先的局域网升级到 Ku 卫星机上互联网。那

么到时，如有乘客嫌空中 Wi-Fi 又贵又慢，

就偷偷地将自己手机上的蜂窝移动通信功

能打开，用自己的数据流量怎么办？特别是

起飞降落阶段。通信、短信功能也都开着怎

么办？解禁空中飞行模式，可能给那些爱玩

手机但又不自律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

口。难道要空姐一个个将手机收上来检查

一遍？对这种可能存在的情况有没有制定

相关管理细则呢？

虽然，民航局《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使用评估指南》强调，在飞行期间，当

机长发现存在电子干扰并怀疑该干扰来自

机上乘员使用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时，机长和

机长授权人员应当要求其关闭这些便携式

电子设备；情节严重的应当在飞机降落后移

交地面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并在事后向民航

局报告。但是，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

法。

也许有人会说，飞机上使用蜂窝信号实

际上是不影响飞行安全的。的确，航空界对

此的争议至今都很大，国外有少部分航企是

允许使用蜂窝信号，甚至在低空阶段可接打

电话，但国外大部分航企还是按照打开飞行

模式来执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争论归争

论，规定就是规定。在规定不允许使用蜂窝

信号的情况下，还是要遵循规定。这种自律，

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文明素养。同时，相关

航空管理部门，必须要把管理规定制定周全，

执行严格。毕竟是人命关天，所以怎么放开，

安全第一，只有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及执行力，

才能保证好消息出台之后大家都可以真正按

规定开启飞行模式，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空中开机”成真，要自律更要管理“空中开机”成真，要自律更要管理

药物创新的高昂费用，发展

中国家病人和政府已经无法

负担。该是政府拿出框架的

时候了。

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

涉案总金额超千万元特大“假药”销售案件，

主要涉案人员被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

百万元。报道声称：被告人从境外采购未经

国家批准进口的药品，走私入境后销售给患

者，涉及数量较多的有马法兰、格列卫、易瑞

沙等抗肿瘤药品。

作为医疗界的专业人士，我却在这个

“大快人心”的报道后面，看到了更多的伦

理和法律的平衡，看到一些弱势群体的辛酸

和无奈。

中国是个恶性肿瘤的高发国家，肿瘤对

一个家庭常常带来巨大的打击，包括经济上

的。由于医保制度的不健全，高昂的肿瘤

治疗费用，往往会使得很多家庭陷入贫困

中。上述的几种肿瘤药物，由于疗效肯定，

可以缓解肿瘤进展甚至临床治愈恶性肿瘤，

因而被医务人员和患者推崇。但是，这些疗

效肯定的药物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价格昂

贵，一个疗程往往需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

万，很少有家庭可以承担。所以目前现状是

很多医生告诉患者：我知道世界上有种疗效

确切的药物，但是，告诉你也没用：因为你

买不起。

这些恶性肿瘤患者和家属又常常会得知

另外一个信息：在神奇的邻国印度，有疗效类

似的药物，价格非常低廉，你买得起。但是医

生又说：我告诉你也没用，你买不到，原因是

国家不允许进口，因为该药物是侵犯了他国

（不是中国）专利的非法药物。

我们知道，一个药物的研发往往需要十

亿美元级的费用，但是研发后其生产成本又

往往非常低廉。中国是加入 WTO 的国家，

对专利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在药物上是不

能去侵犯专利生产的，所以国内现状是一边

医院内有大批嗷嗷待哺的恶性肿瘤病人，另

一方面中国也有生产这些药物的技术，但却

不能生产。

那么，印度为何能成为“世界药房”？难

道不怕侵权吗？他们每年生产大量价廉仿制

药，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

且出口的仿制药60%以上销往美欧日发达国

家，其中美国市场上的仿制药品近 40%来自

印度。印度仿制药能够变得如此出名，主要

跟印度国家专利制度有关：拒绝药品注册为

专利药和允许本土企业强制性仿制。

在上世纪 60 年代，印度市场上的药价之

高也曾闻名于世。为了让印度人能享受到平

价药，1970 年，在总理英迪拉·甘地主导下对

《专利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专利法》规

定，对食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

品专利，这意味着印度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

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的宽松使得本国企

业能够获得大量仿制药生产许可，从而为印

度仿制药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专利法还

规定“在无法获得、支付不起或不能适当地提

供的情况下”，本地企业可以向印度知识产权

申请强制许可，获得强制许可的国内企业可

以生产和销售仿制产品。

仿制药确实可使得更多穷人获得救助，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发展仿制药，则会影响

创新药的研发和生产，其中的坏影响又会反

过来作用到穷人身上，没有创新药，哪来的仿

制药？所以印度的专利制度一直充满争议，

也一直伴随诉讼。这应该是一个法律和伦理

间如何平衡的大课题了。

英国作为发达国家是如何面对这个问

题呢？英国实行国民健康系统（NHS），全

国上下一盘棋，每 5 年确定临床需要的药

物，由国家出面和药物生产企业谈判：这些

药物是英国必须的，你必须降价，否则你的

所有产品退出英国市场。中国是单打独斗，

各个省甚至医院直接和跨国药企谈判，当然

没筹码了。

药品不是一般的商品，目的在于救死扶

伤，这是每个地球人应该享受的权利，这是发

展科技的目的，也是我们制定一些法规的初

衷。但是，当出现了现有的药物管理法规和

这个初衷有不一致的地方，该是我们反思当

下这些药物管理法规的时候了。

（作者为浙一医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

院康复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浙一医院康复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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