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苑广阔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作者为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文 / 刘戈

囊中江湖

在缅甸的曼德勒，寺院开饭

总能吸引大批游客围观。每天

上午10点钟左右，做完早课，从

七八岁到十几岁的小僧人们每

人抱着一个大饭钵，在寺院的院

子里排起长队。年长的食堂管

理员们，从巨大的木桶里舀出满

满的一碗米饭倒在他们抱在胸

前的饭钵里，另外一个师傅再往

米饭上淋一勺由辣椒、酱油和食

用油调好的酱料。小僧人们三

三两两，找地方坐下，一边聊天，

一边吃饭，一边享受透过树林照

射过来的阳光。

每天，他们只吃这一顿饭。

我怀疑这种吃饭方式能否保障

他们的健康，导游说，只要能吃

饱，根本没有问题。从目测看，

年轻的僧人们也都各个面色红

润、精神饱满，有的小伙子，胳膊

竟然肌肉饱满。在缅甸，人们即

使自己饿着，也不会亏待那些庙

里的僧人。

这让我开始怀疑一日三餐

的必要性。

早中晚，一日三餐，“从来如

此”。但事实是这样吗？

显然，在进入农业社会之

前，智人是无法保证一日三餐

的。在依靠采摘、狩猎、打鱼获

得食物的时代，人们只能凭运气

决定进食的时间和数量。

进入农耕社会，人们依然没

有办法保障一日三餐，不说经

常有歉收、灾害的时候，即使在

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人们也

是根据农业劳动的节奏吃饭

的。大部分地方的大部分时间

里，人们一天吃两顿饭是常态，

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会吃三

顿，这三顿也不是按照平时的

时间开饭的。

一日三餐，按时吃饭，完全

是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的需

要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造。工

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在同样的时

间一起开始和结束工作。要保

持长时间劳动，一天吃三顿饭

才能保证充足的体能，渐渐地，

这种生活方式就被固化下来，

并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习惯。

其实这种习惯在全球范围内也

就200年。

一日三餐按时吃饭只是最

近几代人形成的生活习惯，和过

去数百万年人类进化史的漫长

岁月相比，不值一提。那么结论

也很自然，固定的进食时间和人

的健康没有关系，饿了才吃，什

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没有人

会坚持在每个星期三下午6点去

准时给汽车加油，同样没有必要

每日三餐。

所谓各种有关必须吃早饭、

必须一日三餐才能保证健康的

神话，其实都是依据现实状态寻

求合理解释的思维惯性，在国际

医学界找不到公认的根据。

按时吃饭的习惯也决定了，

单位的食堂和街上的餐馆都依

照同样的时间开门提供服务，而

反过来食堂和餐厅的服务时间

也固化了人们按时吃饭的生活

习惯。

送女儿去美国上学的时候，

我们一起参加她们学院的开学

典礼。仪式从上午10点开始，由

于早饭吃的早，快到 12 点的时

候，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地叫，我

觉得最多半小时，仪式就结束

了，因为再晚食堂恐怕就没饭

了。没想到一直到下午2点半，

开学典礼才结束。环顾一下左

右，发现除了我，没人觉得这有

什么异常。开学仪式结束后，几

千学生说说笑笑赶往食堂。到

了食堂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

余的，自助餐台上摆放的不是残

羹冷炙，而是一盆盆显然刚端上

来的菜品。

后来女儿勤工俭学在食堂

帮厨，通电话时我发现她打工的

时间分布在从早到晚的各个时

段，而不是相对固定的时间。上

课也是，有中午12点、1点的课，

有下午6点、7点的课，正好是饭

点儿。

后来我和一位熟悉美国大

学服务体系的朋友交流过这个

问题，显然他对我提出的这个

问题有点困惑，这难道也是一

个问题？他告诉我，在学生人

数比较多的大学，食堂都是全

天开饭的，因为教学安排是没

有饭点儿概念的，作为服务体

系，食堂当然要全天开放，而

且，各个学院的课表和活动安

排食堂都是可以得到的，食堂

按照教学安排，了解各个时段

大概的就餐人数开饭，这难道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另外，食堂全天开饭，貌似

增加了成本，实际上不但提高了

服务水平，甚至是降低成本的。

因为很多学生会按照自己课程

的时间来安排吃饭的时间，通常

不会出现同一个时间所有的学

生都来食堂的情况。所以，学校

食堂不需要按照容纳所有学生

来设置餐位，这大大节省了食堂

的面积。

从人力成本上来说，在上班

的时间，工作人员都是满负荷

的，同时还可以补充勤工俭学的

学生和短工来帮厨，并不会增加

太多费用。而在固定时间开餐

的食堂，员工在两餐之间虽然空

闲，但也算在工作时间内，实际

上是提高了人力成本。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具体安

排来决定就餐时间，食堂为了服

务好学生全天开饭，因为全天开

饭，学生可以更自由的安排时

间，而不用因为要在关门前赶到

食堂吃饭而打断学习或者会

议。这种良性的循环，就是后工

业社会的吃饭方式。

我在美国谷歌和脸书参观

的时候特意参观过他们的餐厅，

发现也和大学里差不多，食堂有

超长的开放时间。

把这种方式推及社会，就是

麦当劳代表的快餐出现并被社

会欢迎的重要因素。除了快速、

清洁、标准，快餐给用户带来的

非常重要的体验就是可预期性，

不仅是食物、分量、口味、等候时

间的可预期性，还包括在任何时

间都可以获得美食的可预期性，

而不用计算或者记住餐厅开业

和关张的时间。这一点，对于后

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可能比

汉堡包的味道还重要。

美国社会学者乔治·里茨尔

在他的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

一书中说：社会正在麦当劳化，

快餐的原则正在主导美国社会

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

部门。其实大学食堂的全天开

放就是社会麦当劳化的结果。

虽然对于很多文化学者来

说，麦当劳化意味着千篇一律、

意味着毫无特色、意味着对员工

的压榨，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社会的麦当劳化提高了服务业

的效率、降低了成本，从根本上

改变了服务业。服务业价格降

低，让普通人甚至低收入者可以

获得和高收入者一样的服务，麦

当劳化其实也可以作为经济民

主化的代名词。

麦当劳化也侵袭了家庭的

进餐方式。人类很早就实现了

主食的商品化，无论是武大郎卖

炊饼还是少年扛着法棍回家的

照片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正经吃

一顿饭，在从人类学会用火一直

到餐饮业的麦当劳化之前，不管

在餐厅还是家里，都是从处理蔬

菜、鲜肉、粮食等初级农产品开

始。麦当劳诞生的前后，也是电

冰箱和电磁炉进入美国家庭的

时候，这两样厨房家电和麦当劳

的理念一起，对美国人日常餐饮

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起到了重要

作用，从冷冻披萨到各种餐盒，

家里只要有电冰箱和电磁炉，随

时就可以做一顿饭。进入家庭

厨房的初级农产品越来越少，代

替的是各种预制食品。

对于饮食习惯完全不同的

中国，显然，这种变化正在以预

制菜的面目侵入我们的生活。

和美国社会麦当劳化进程的对

比，预制菜成为资本宠儿也就不

足为奇了。

去年，安迪·沃霍尔作品展

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

办。玛丽莲·梦露的丝网印刷头

像承包了安迪·沃霍尔的大部分

名声，观众们也大多是奔着这幅

画去的。但实际上，让他从一个

小有名气的广告设计师跻身艺

术家行列的是另外一幅画——

32罐金宝汤罐头。这幅1962年

创作的作品，包括三十二块帆

布，每块面积为 50.8 厘米×40.6

厘米，上面画着不同口味的金宝

汤罐头，包括洋葱、西红柿、芹

菜、奶油、蘑菇等，你能想到的各

种口味。

32 罐金宝汤罐头利用流行

文化作为创作主题，并带领着波

普艺术荣登大雅之堂。那些一

直固守传统艺术理念的批评家

们虽然痛心疾首，但最后也都不

得不改弦易辙参与到对其作品

煞有介事的分析之中，在潮流之

下，很少有人能够用饭碗来对抗

理念。

安迪·沃霍尔就是艺术麦当

劳化的生动写照。在麦当劳所

引领的食品供应链开始改变每

个 美 国 家 庭 的 时 候 ，“ 汤 罐

头”——作为美国家庭预制菜的

先行者，被作为了艺术家对当代

社会认知的思想表达。

麦当劳撤离俄罗斯，一些俄

罗斯年轻人十分失落，这种可预

期的进餐时间，以及其中包含的

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失落的原因

之一吧。

随时吃饭，麦当劳是如何改造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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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关

注的人群从个别的专业人士扩

展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关注的视

角从个人、家庭及其生活方式扩

展到全社会各个方面；关注的领

域从局部性的养老、社会保障等

民生问题扩展到全局性的经济、

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城乡、区

域和国际战略格局等几乎所有

领域、所有层面。

与此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中央到

地方，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

台。特别是在各级“十四五”总

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中，普遍对人

口老龄化给予了高度重视。

那么，“十四五”期间，我

国人口老龄化将发生哪些新

变化呢？

第一，人口老龄化程度从轻

度转为中度。目前，国际上普遍

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作为衡量老龄社会程度的

标准，超过7%但低于14%为轻度

老龄社会；超过 14%但低于 20%

为中度老龄社会；超过20%但低

于 40%为重度老龄社会；超过

40%为超重度老龄社会。2021年

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

亿，达到20056万人，占总人口比

重达 14.2%。以此为标志，我国

已从轻度老龄社会转为中度老

龄社会。

第二，人口老龄化速度从快

速转为急速。2022 年起，随着

1962-1976年第二次出生高峰人

口进入60岁，我国将迎来第二个

老龄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

龄人口年均净增加突破 1000

万。到“十四五”末期，我国60岁

以上老龄人口将突破3亿人，占

比将超过20%。

第三，人口总量进入零人口

增长波动时期。零人口增长，

理论上是指出生人数加迁入人

数正好等于死亡人数加迁出人

数。长期连续的零人口增长，

就构成了静止人口，这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理想人口状态。但大部

分的零人口增长都只是一个短

暂的时期，是人口增长由正转

负的一个发展过程。近年来，

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2021

年末，我国人口数较上年末仅

增加 48 万人。这些现象表明，

我国已经进入“零人口增长波

动期”。

第四，我国将迎来第一波养

老照护浪潮。“十四五”期间，第

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开始进入

70岁以上的中高龄期，“4-2-1”

家庭的数量快速增加，家庭中的

养老照护需求快速增长。

与四个新变化相对应的是

一系列新举措也将在“十四五”

期间落地实施。

一是提高适老化水平。一

方面是从家庭适老化、社区适老

化向公共设施适老化、公共服务

环境适老化的宽度扩展；另一方

面是从装修适老化、建筑适老化

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法律服务

适老化的深度挖掘。

二是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

平。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开始实施。截至2022年1月，

全国已有25个省份完成了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或启动

修订。

三是提升养老服务能力。

一方面，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对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等

不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养

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

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清单要

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

标准和支出责任，并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进行动态

调整。另一方面，到2025年，全

国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 900

万张以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

位占比达到55%，每千名老年人

配备社会工作者人数保持 1 人

以上。

四是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

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养

老服务包括助餐、助洁、日间照

料、短期托养以及互助服务等。

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

鼓励养老机构主动积极上门提

供服务。引导社区综合服务平

台广泛对接老年人需求，提供就

近便消费服务。组织和引导物

业企业、零售服务商、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等拓展为老服务功能，

提供生活用品代购、餐饮外卖、

家政预约、代收代缴、挂号取药、

精神慰藉等服务。

五是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继续推动老年健康教育。

发挥教育部门职责作用。增加

老年教育机构。丰富老年教育

内容。

六是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

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不断扩大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构建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协

同促进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建

设。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制度。

七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制造。鼓励

国内外多方共建特色养老产业

合作园区，加强市场、规则、标准

方面的软联通，打造制造业创新

示范高地。优先培育一批带动

力强、辐射面广的龙头企业，打

造一批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集群，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

名品牌，推动我国相关产业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八是有序发展老年人普惠

金融服务。促进和规范发展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支持商业保

险机构开发商业养老保险和适

合老年人的健康保险。引导商

业保险机构加快研究开发适合

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

等多样化护理需求的产品。鼓

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老年人特

点的支付、储蓄、理财、信托、保

险、公募基金等养老金融产品。

总而言之，“十四五”是我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

期，挑战和机遇并存。无论是地

方、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认识

到这些新变化，立新破旧，制订

出新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案。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有哪些新变化？

妻子的脸解锁丈夫的手机 人脸识别技术真的靠谱？
据媒体报道，4 月 12 日，一

位网友发视频称，她能用自己的

脸解锁丈夫的手机，此事迅速引

发关注，有网友评论称“两人是

兄妹”，还有网友称“他们在手机

中录入了两张脸”。对此，该网

友的丈夫刘先生称，他的手机使

用了近1年时间，期间只录入了

他自己的面容ID。

别说两人为兄妹的说法只是

一种调侃，即便真的是兄妹，乃至

是长相神似的双胞胎，用一个人

的脸部能够解锁另外一个人的手

机，也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绝

对不能只当做一个段子来看。近

年来，人脸识别在现实中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应用，有人为此欢呼

雀跃，争相尝鲜，认为这种技术的

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和生活的

效率。比如说一些单位门禁打

卡，人往设备前一站就可以识别

完毕，对员工来说大大提升了打

卡的效率，对单位来说也避免了

以前有人代替打卡的问题。

但也有人对此忧心忡忡，觉

得这样的技术如果被滥用，将给

公民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带来

极大的安全隐患。这是因为人

脸作为一种生物信息，实际上也

是人的一种隐私信息，如果这种

生物信息被滥用，不仅仅是侵犯

了个人隐私的问题，还会导致更

加严重的后果，包括可能侵害当

事人的财产，甚至是可能危及当

事人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等。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人把家庭

门禁系统设置为人脸识别开锁，

如果有人偷取了主人的人脸信

息，然后成功开锁，想想后果是

不是很严重？

按照道理来说，每个人脸的面

部特征，就像一个人的指纹一样，

应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也

是人脸识别技术现实应用的一个

最基本的前提。但是如新闻中这

样，妻子用自己的脸解锁了丈夫的

手机，却告诉我们，目前的人脸识

别技术，可能还没有发达、先进到

认定一张脸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程度，这也就为人脸识别可能引

发各种风险埋下了隐患。

现在很多超市、商场以及个

体商家，都引入了自动收银系

统，其中通过人脸识别结账，就

是这一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消

费者只要在设备前一站，连密码

都不用输入，就可以成功扣款。

这虽然方便快捷，但是既然妻子

可以解锁丈夫的手机，那么在结

账时，会不会把长得很像的两个

人弄混，购物的明明是甲，却扣

了乙的钱呢？这实际上也是近

年来一些人坚决反对人脸识别，

甚至不惜和一些单位对簿公堂

的原因所在。

要想避免隐患，一是继续推动

技术的进步，让人脸识别更加精

准、无误；二是加强人脸信息的保

护，避免其被泄露、盗用等；三是作

为公民个人，尽量避免移动支付过

程中的“免密支付”，或者说尽量不

使用人脸识别支付方式。

自由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