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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benberg先生，在今年5月柏林亚太
周的“大都市解决方案“展会上及9月在
柏林工商会的“ 电动汽车在中国 - 开发
与市场机遇“ 等活动中频频出现贵机
构用电线及插座形成的形象而生动的绿
色标志，今天有幸在这个绿色标志围绕
的环境中采访您，请问这是个怎样的机
构? 与中国有何渊源?
      柏林电动汽车部 - eMO是柏林经济
和技术伙伴公司下的一个分支机构，于
2010年9月14日由柏林参议院经济技术研
究部宣布成立，它是电动汽车在德国大
首都地区的中心联络点。eMO也可以说
是一个商标，是个柏林-勃兰登堡国际
电动汽车项目。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通

过进一步增加附加值和就业机会增加
当地经济的输出，以及通过助力当地交
通、能源、气候和环境等政策目标的实
现，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此项目将
来自政治部门和行政管理；科研机构和
企业等百余名合作伙伴联合起来，协调
统筹这些资源以赢得区域和国际项目，
培育新的合作伙伴。项目总投资为9,000
万欧元。
     2011年6月，首轮中德政府磋商决定
建立中德电动汽车战略伙伴关系。并在
其后发表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再
次将电动汽车合作确定为两国未来创新
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表示将加大对电
动汽车研发、市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的扶持，探讨共建充电基础设施
和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互通示范项目。
2014年在庆祝柏林-北京建立20周年友
好城市之际，5月份我们随当时的市长访
问北京。 
     我们eMO与“中德电动汽车充电项
目”于28日共同举办了“北京- 柏林电
动汽车发展高峰论坛“。论坛由北京市
副市长张工、柏林市长沃沃赖特(Klaus 
Wowereit)剪彩开幕，来自中国和德国的
100多名代表参会讨论了充电设施在城
市的问题，“中德电动汽车充电项目”由
四家德国公司和六家中国制造商组成, 
旨在解决北京市充电基础设施。与会代
表还讨论了北京和柏林通过各类科研项
目在车队和分时租车项目中试点应用电
动汽车的可能性。 
      这是中德电动汽车战略伙伴关系框
架下的又一联合项目。这次会议一方面
给我们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北京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张继红总体介绍
了北京推广电动汽车的目标以及各项举
措，这个在大都市北京的解决方案和经
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
        另一方面确定了我们这两个首都姐
妹城市将来合作的工作理念: 提高城市
生活质量。这 主要涉及 运输 和能源供
应。 “电动交通已经被应用这在两个
城市，它可以作为一个模型，用于其他
地区的智能城市可持续发展“。

         这是个很好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今
后可在全国推广。那您在与前市长去中
国之前有接触过中国或去过中国吗? 
     我代表eMO随市长去中国前不仅去

过中国还与中国有过很多接触。2006年
至2010年我在汉堡工作，负责物流方面
事务，中国有好多物流公司在汉堡。自然
那时去中国的主题不是电动汽车，而是
物流。

         物 流和电动 汽车是交 通的两大部
分，能否谈谈您对中国物流交通的印象
及与德国的区别?
       我去过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大城
市，都很摩登，城市的现代化已与发达
国家持平。但城市交通不理想，交通堵
塞，汽车多于道路能够容纳的，排放量
非常大。德国大城市也拥挤，但堵塞不
是那么严重。
前一次我是代表汉堡去的友好城市上
海，住在浦东，看着黄浦江内的航运很
有意思，上海有德国技术- 磁悬浮车，我
也去参观了上海正在建设的深水港 (好
像也是德国事务所设计，笔者插问)。去
年是代表柏林去的友好城市北京，天很
好没有雾霾。
     我感觉中德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现
在做的是减法，如何减少城市汽车交通
以增加人的活动空间，发展城市电动公
共交通，小型电动租赁车，以便人们放
弃私家车。中国目前还是在做加法，增
加汽车拥有量，扩大道路建设，尤其令
我惊讶的是中国有很多并不合适城市的
大排量豪华私家车。
        在德国拥有私家车已经不再是成功
或富有的象征，我就没有私家车，我的
很多同事都没有私家车，出行有便捷的
公共交通，随时可租用自行车或电动小
汽车。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骑自行车上下

班，既缓解了城市交通又锻炼了身体。

      那您认为这种差别会不会影响两国
节能减排的政策和措施？会否影响中德
间的合作?
       当然会有影响，在我们双方交流过
程中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大力发展电
动汽车的根源是能源政策的改变，为的
是降低碳排放，提高新能源的比例。因
此我们电动汽车用电必须是来自于太
阳，水等清洁能源。而中国好像并没将
这个连接在一起，电从哪来? 如果还是
用煤产电，整个产业链没有关联起来考
虑，城市雾霾还是无法根除。 治理雾霾
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要整体考量，不
能头疼治头脚疼治脚。

        这可能不仅是文化理念的差异，也
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尽管如此您对
中德电动汽车合作前景持何种观点？
       希望中国能接受我们这50年已犯错
误的教训，避免重犯，少走弯路，从一
开始就可持续发展规划。我接待过几次
中国科技部长万钢，他是汽车方面的专
家，又有德国留学和工作的经验。还在
高校任过校长，主持过汽车专业科学研
究。前不久习主席巴黎气候会议的讲话
等都使我坚信: 中德间的电动汽车合作
前景很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希望您的美
好祝愿能在中国制定能源及电动车研发
新政策和举措中起到作用，还给我们的
下一代蓝天白云。

Gernot Lobenberg ， 柏林经济和技术伙伴公司电动汽车部eMO总
负责人（笔者与Lobenberg先生在柏林电动汽车部eMO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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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着 的 五个层 次     安然/文

       最近读了马斯洛的理论，关于人类需

求的五步楼梯，从最低的生理需要到最

高的自我实现需要，一层比一层登高，这

一对比才发现：活了半辈子人生了还是比

较迷惑哈，究竟自己站到了楼梯的哪一层

了？因为于我身外之物从来就没有激励作

用，比如物质上的刺激与诱惑，抑或对势

力和名誉的仰慕虚荣，所以才没有达到

人生的最高境界。不禁自问：难道自己一

直在混春秋？！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由美国的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

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他将需求

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

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

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

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他认为人人都有需要，某层需要获得

满足后，另一层需要才出现；首先满足迫

切需要；该需要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

示出其激励作用。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

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

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

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

足的，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

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

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

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　　一个

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

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

不发达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

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

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

         这让我想到中国有句古语：“仓廪实

而后知礼仪，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看来

中国人的老祖宗有更早地先见之明，这马

氏理论研究也没有发扬光大到哪里去。

我倒是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人类维持

自身生存的最基本生理需求包括：呼吸，

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如

果这些需要（除性以外）任何一项得不到

满足，人类个人的生理机能就无法正常运

转。

      人的本能需要即吃、喝、拉、撒、睡的

日常生活，其实这与动物没有太大的区

别，生命链的动物都是一样的需要。这五

个字个看似容易，其实非常具体，具体到

大多数人为此而活一辈子，没有机会达到

最高境界的高峰体会。患得患失，样样都

知足的不占多数。性也是这个层次的最后

需要，如今的贪官什么不贪，贪吃贪喝贪

睡，但还是属于低级动物本能需要的范

畴。这个需要难度很大，难以把握，有人

游刃有余，有人略显不足，面对这基本的

需要有人心满意足，有人为五斗粮折腰，

有人趟不过这个地雷阵，有再大的能耐也

是白搭。因此有许多有抱负有才华之人先

被这五样搞晕，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层次

便呜呼了。

        这第二层是安全上的需求即人身安

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

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他

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

的一 部分。也是呀，安全需要是现代 人

尤其忧虑的。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社会

福利保障因国不同，因人而异，为了这安

全，有人不惜生命、金钱代价，有人以情、

以身相许不一而足。

        那么进入第三个需求即情感和归属

的需求，是指友情，爱情，性亲密。感情上

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的细致，它和一

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

都有关系。安全需要之后才是感情交流

的需要，让我看来这包括同性或异性之间

的感情交往，朋友之间的友谊交往，语言

的基本表达、交流，感情的身心表达、释

放，这个层次是比较高的需要，性在第一

层次就可以做到，可是有感情的性那是人

区别于动物的层次，又不是人人都能体

会、能够达到的境界。

        尊重的需求是第四层了即自我尊重，

信心，成就，对他人的尊重，被他人的尊

重。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

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

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

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

用处和价值。那被人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是大多数人仰望而不可企及的人生

至高境界。让人嫉妒容易，让人尊重难于

上青天，有人说，你比别人强一点儿就是

嫉妒，你比别人强很多，那便产生了敬重

和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那是超脱世俗

的境界，是活着的真正意义的探讨和伟

大的追求。如果没有前面四个层次的铺

垫，无论如何进入不到这个层次。

        那么第五个层次即自我实现的需求，

是指道德，创造力，自觉性，问题解决能

力，公正度，接受现实能力。这是最高层

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

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自我

实现境界的人，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

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综上所

述只有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需

求才能发挥激励作用，才能使人得到高

峰体验。

        这样看来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不谋而

合的了：先赚钱达到了基本的生理需要的

坚实基础，之后才能一步一步地稳上实

现楼梯的登高，否则既没有基础也没有

拔高之日，那不是惨败悲催人生吗！人生

半辈子走过来的人于我是无论如何都已

经来不及了，在此本人觉得探讨其理论

对与不对也没有什么必要了，还是量力而

行，好自为之。问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

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马上

去干，不去攀比，不慕虚荣，不唱高调，

无论活到哪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