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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上牌目录仅两天就被叫停
此前，小牛电动车不能上牌的消

息一直困扰着许多想要购买该车的
消费者，有网友就曾抱怨“本来挺看
好的，现在开车这么难，想买一辆还
不能上路”。

据了解，“小牛M1”TDR05Z型号
产品7月份经送样检验，通过了行业
专家组目录评审后，8月18日上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其官网上进
行了公布，并于8月28日公安局车辆
管理所将其列入产品目录库，这也意
味着这一型号的电动自行车可以正
式上牌。此消息一出，不少网友直呼

“太爽”。“好消息！终于可以上路
了！”“能上路固然好，不过别的不怕，
就怕被偷！”

但当时也有不少网友提出该车
存在安全隐患，网购的该产品无脚踏
骑行功能、车胎超宽等。有网友担
心，此款电动自行车或许上不了上海
电动自行车牌证。

然而正当网民议论纷纷之时，剧
情出现了反转。有消费者将网购的此
款车辆到公安车辆管理所申请上牌，
公安车管所经查验该车无脚踏骑行功
能等诸多超标现象，严重违反了《上海
市非机动车道路管理办法》，为此于8

月30日有关部门将不符合国家规范的
“小牛M1”TDR05Z型号产品暂停上
牌。此消息一出，不少已经入手该型
号电动自行车的网友纷纷吐槽。“礼拜
六刚买了一辆，现在得捂家里了”。

样车过审 实际产品仍不合规
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

郭建荣表示，“小牛M1”TDR05Z型号
电动自行车由于没有脚踏骑行功能
等重要技术参数，违背了国家电动自
行车相关标准，产品严重功能性缺
失，因此有关部门做出暂停对其上牌
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待企业整改
后符合国家电动自行车标准的产品
才可恢复上牌。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根据
国家电动自行车标准有关规定，电动
自行车需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最
高设计车速不大于20km/h、整车质量
不大于40kg、电动机输出功率不大于
240w等基本条件。但根据有关统计
数据，最高时速超过20公里、整车质
量（重量）超过40千克、无脚踏板的
电动自行车占据了约60%左右的市
场，部分电动自行车改装后车速甚至
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或以上，已经
成为了摩托车。

那为何市经信委此前会将该款

产品加入《上海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
录》呢？“上个月‘小牛M1’TDR05Z型
号产品经企业送样检验，其产品有关
技术参数符合国家标准，所以经信委
将其纳入了产品目录。但事实上该
送样产品并未投入批量生产，该公司
实际生产的‘小牛M1’TDR05Z型号产
品与送样产品不符。”郭建荣告诉记
者 ，上 海 市 场 出 现 的“ 小 牛 M1”
TDR05Z型号产品是通过网购串货进
入上海市场。“可以认为该企业存在
弄虚作假的行为。”郭建荣表示，对于
目前流入上海市场的该型号产品车
辆，都无法在车管所上牌。对于购买
了这些车辆的消费者，可以向企业提
出无条件的退货。

据悉，为了维护上牌目录的严肃
性，有关部门已决定，即日起暂停电
动自行车上牌目录中“小牛 M1”
TDR05Z型号产品。

“小牛”入上牌目录两天就被叫停
业内：送检车过审实际产品不合格 企业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小牛电动自行车作为
一款网红电动车深受年轻
人欢迎。此前“小牛 M1”
TDR05Z 型号产品可以上
牌的消息一度让不少网友
兴奋不已。然而近期警方
却发现市场上出现一批无
脚踏骑行功能、部分技术指
标不符国标，以及上牌技术
要求的该型号产品。据自
行车行业协会消息，有关部
门已于昨日起暂停相关型
号产品的上牌。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记者在静安区一小区内发现已上牌的小牛电动车。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我国第一本自贸区
《蓝皮书》昨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中国社会科
学院金融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等昨天共同发布了《自贸区蓝
皮 书 ：中 国 自 贸 区 发 展 报 告
（2016）》。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我
国自贸区发展的蓝皮书。《蓝皮书》指
出，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贸
区都将在充分发挥其自身区域优势
的基础上，在协同发展方面大有作
为。

蓝皮书指出，中国最大的自贸试
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影响将
是区域联动性的，在上海金融、贸易
等改革与开放的促进下，整个长三角
地区都会因满足并提供更高的产业
基础配套设施需求而收益颇多。在
较短时间内上海自贸试验区会产生
非常大的对周边城市优质资源的虹
吸效应，但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
溢出效应，使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布
局与分工更加成熟。

值得关注的是，自贸区蓝皮书研
究显示，目前我国国内多数企业对自
贸区政策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自贸区相关政策内容过
于庞杂，如诸多自贸区之间不同的原
产地规则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
等；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些企业缺乏对
自贸区的了解和认识。而我国在入
世之初也曾遇到相似的问题，当时则
是通过在上海等地设立WTO咨询中心
等措施，为中国企业了解和适应WTO
下的国际贸易规则、进而真正实现

“走出去”。

多高校建联盟服务
丝路经济带核心区

昨天，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天津
大学等24所国内高校，在乌鲁木齐
联合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全
国高校产业创新联盟”，以推动新疆
的“产学研用”工作，加快新疆作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科技承接能
力和转移转化速度。

在联盟成立大会上，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经信委主任胡开江介绍，“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全国高校产业
创新联盟”是由大连理工大学和自治
区经信委倡议、联合国内24所高校
成立的。联盟将围绕丝绸之路核心
区建设开展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攻关，
积极推广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深入
新疆企业开展专题调研，解决企业技
术创新攻关难题，帮助新疆培养技术
创新人才，还将定期开展调研指导、
学术交流等活动，加强“产学研用”的
深度结合。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
艾尔肯·吐尼亚孜说，新疆正处于产
业技术升级与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
但创新人才、核心技术缺乏已成为严
重制约新疆企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全国24所高校成立“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全国高校产业创新联盟”顺
应了产业发展的时代需求，有利于新
疆深化校企合作，将为新疆的人才培
养和技术创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牵头、联合上海
东部地区20多家二、三级医院的临
床肿瘤诊治专家组成的“上海东部肿
瘤疑难病例会诊中心”在仁济医院成
立。作为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重点
学科，仁济医院肿瘤科牵头成立的会
诊中心，将对优化区域性肿瘤诊治，
尤其是提高疑难肿瘤的诊治水平，规
范诊治流程，提高肿瘤患者生存率及
生活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该会诊中心覆盖了上海
东部地区瑞金、仁济、新华、长海、长
征、曙光、市一、市六东院、黄浦中心
医院、崇明中心医院等20家二、三级

医院的肿瘤科、病理科、放射科、核医
学科等肿瘤相关诊疗科室。

众所周知，对肿瘤的诊断，主要
靠发现肿瘤的原发病灶或转移病
灶。对于如此隐匿的原发病灶，能够
在两周时间查出元凶，得益于强大
的 MDT 专家团队的支撑，以及将指
南个体化地应用于患者。会诊中心
召集人王理伟教授直言，只要找到
了原发病灶，转移的癌细胞在很多
情况下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找到原发病灶是关键，而这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病理专家与放射、
超声、核医学等影像医学专家的临床
分析，以及在第一时间给予临床医生
的强有力支持。

病理科主任刘强说，MDT讨论中

疑难病例，都经过与临床科室面对面
的细节讨论和分析，因此，病理医生
更清晰地知道临床医生在诊断中碰
到的疑惑和难点。对于当场能够确
定的，当即明确定性；对于缺乏线索
的，病理医生会调取和复习疑难病例
过往所有的病理资料，放射、超声与
核医学的影像专家会针对存在问题
进一步完善CT、核磁共振等针对性
的检查，以最大程度地获取线索和
信息，为“破案”提供有力保障。这
较之以前，病理、影像医生关起门来
看标本、读片子、写报告、各自为阵，
MDT更能发挥出的1+1>2的团队优
势，更快制定出规范、科学、合理的精
准诊疗方案，为救治患者争取更多的
时间。

上海东部肿瘤疑难病例会诊中心成立

专家强强联合 制定精准诊疗方案

■都市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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