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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丹青

“您的拐杖在这里”“左前方有障碍物”……这是
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研发的 “会
说话”的导盲杖，只需“触角”轻轻一扫，随即出现的
语音播报便会响起……

这恰恰只是国内残疾人辅助器具产品正在走向
“智能化”的一个缩影。

近日，《工人日报》 记者走进某残疾人辅助器具
的创客空间， 在感受作为创新主体的青年学子投身
公益助残的热情的同时， 也对创新研发主体如何与
企业市场高效对接产生更多期待。

相关专家表示， 当前国内辅助器具的研发虽技
术含量有限，但政策向好，这为辅助器具产品的研制
和推广使用提供了源源动力。

不想盲杖太“傻瓜”
轻按手柄下方的开关， 智能盲杖前方像钟摆一

样的“触角”便不断来回摆动。 每当检测到前方有障
碍物时，“触角”就会发出语音提示。在福州大学物理
与信息工程学院创客空间，记者见到了这根导盲杖，
产品主创人员孙智聪介绍， 这根用碳纤材料制成的
“触角”是他们发明的扫动传感器。

“由于视力障碍，盲人平时较少出门。 路面上的
盲道已经多被破坏甚至成为断头道。 ” 在孙智聪看
来，现有的导盲杖功能简单，实际上就是一根棍子，
供盲人敲点以检测障碍物。 “有点过于‘傻瓜’，因此
我们想自主研发一款智能的辅助器具， 便利盲人出
行。 ”

灵感一闪而过，但实现过程却路途曲折。
自 2016 年 11 月萌生 “会说话” 盲杖的想法以

来， 孙智聪和团队其他成员多次对盲杖进行改版升
级。

“之前我们设计的传感器长 60 厘米，探测面虽
广但并不实用，连进出房门都成问题。”孙智聪说，经
过反复试验，他们最终把传感器定在 25 厘米这一较
为合适的长度， 并将原有的语音播报方式从喇叭改
成了耳麦，不仅声音减小了，盲杖也变轻便了。

为了方便盲人快速找到盲杖， 团队成员还给盲
杖配备了一个小型遥控器，只要按动按钮，盲杖就会
发声：“您的拐杖在这里。 ”如果光线不足，盲杖还会
自动亮灯，提示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

“智能盲杖 1.0”研发成功后，福州大学物理与信

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福建省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导师
陈俊邀请盲人孙先生前来体验。

“现在市面上的导盲辅助器具大多要靠盲人主
观判断，我每次出门都得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孙先
生说，因为要兼顾前方和上方的三维空间，不仅容易
出现误判， 还存在延时问题， 极其容易撞上了障碍
物， 而这款智能盲杖不仅能让盲人在遇到障碍时及
时避让，还能提醒其他路人注意。

“以前我们在跟特殊教育学校接触时，我们觉得
是不是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 为方便他们
的生活做点什么， 于是就有了智能手套和智能盲
杖。 ”陈俊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成立了福州大学公
益助残创业实践中心， 未来计划搭建青年志愿者养
老助残互联网信息平台，研发老人防摔报警产品。

国产辅具企业难生存

“我国是世界上辅助器具需求最大、增长最快的
国家。 ”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主任李晞介绍，目
前我国有 8500 多万残疾人， 老龄人口超过 2 亿人，
辅助器具服务需求量大、个性化强，这既对产品的研
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然而，面对越来越大的残疾人用品市场，本土企
业动心的却不多。 那么，残辅用品市场如何补上“短
腿”？

“国内生产残疾人用品的厂家并不少，但大多
生产低端产品，高端产品十分匮乏，用具的生产销
售也远远低于需求。 ”深圳一家计划投入辅具生产
的公司负责人陈锋明告诉记者， 当前市场上流通
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国外的知名品牌， 有的产品
市场甚至被跨国企业垄断。 国产商品虽然价位低，
但由于技术不过关， 在与进口辅具的竞争中并不
具备优势。

在陈锋明看来，当前市场上的辅具品种较少，为
残疾人提供产品和服务， 个性化程度和高科技水平
同样重要，但个性化产品往往成本高、需求少、量产
化率低。 “不怎么挣钱，企业生存下来有压力。 ”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对于广大残障人士来说，
他们在购买辅助器具时更关心的是产品价格及产品
是否能够享受到政策优惠。

日前，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特别对辅助器具企业给予
税收价格优惠、金融服务、财政资金引导等一系列政
策支持，部分辅具还将纳入医保范畴，这意味着我国

辅助器具行业将迎来发展良机。
“我国残疾人辅具研发和生产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含量低，功能
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陈俊说，这就导致国内企业
在辅具产业里“掘金”的不多，国外产品虽质量好，但
价格昂贵，“如果我们研发了中国‘智造’，那成本将
大幅降低。 ”

期待辅具产业的中国“智造”
从某种程度上说， 目前以高校创客空间为代表

的创新主体的研发能力和水平已经领先于相关企
业， 而如何将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果与企业市场高效
对接是各方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陈俊坦言，目前这款盲杖还只是一个雏形，有许
多功能正在改进中。正在研发的“智能盲杖 2.0”能借
助超声波和红外线， 检测上下楼梯及头顶上方两米
内的障碍，还将配备 GPS 定位和导航系统，让盲人
出行更加方便，“未来我们还想增加路线记忆功能，
让其他人知道使用导盲杖的盲人所处的位置。 ”

李晞认为，智能盲杖彰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

识和能力。 同时，他们照顾到特殊群体的小众化需求，
更是其社会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见微知著，智能盲杖
的发明是我国辅助器具产业提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

谈及我国辅助器具产品的研发，李晞指出，与国
外相比，由于起步晚、经费投入不足，我国的辅助器
具研发与生产一直处在较低水平， 产品的技术含量
有限，研发成果转化水平不高，这些在生产、研发方
面存在的短板，与消费者对辅具产品多样化、个性化
的需求形成了矛盾。

这一状况有望在将来得到改观。从《“十三五”加
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到《关于加快发展康复
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辅助器具作为残疾人生
活的必需品，正在得到持续的关注。不仅如此，“中国
制造 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
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参与
辅助器具研发，提速辅助器具产业发展。

“总体来看，辅助器具是一个公益大于利益的产
业。 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需要得到大家的关怀。
我们希望社会上关心他们的企业， 和我们一起发挥
能量，为社会创造价值。 ”陈俊说。

残辅用品市场如何补上“短腿”

近年来，尽管以“智能盲杖”为代表的智能化辅助器具
研发成果不断涌现， 但面对越来越大的残疾人用品市场，
国内企业从中“掘金”的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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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在中国推出首款 Android手机
事件 ：1 月 8 日 ， 获得诺基亚品牌独家授权的

HMD 公司发布了诺基亚的首款 Android 操作系统手
机 Nokia 6， 该款手机将通过京东在中国独家销售，定
价 1699 元，预计中国消费者最早在春节前就能买到这
款手机。

点评：带着用户呼唤多年的 Android 系统，诺基亚
在新年伊始强势“归来”，其堪比军用级别的坚固性、熟
悉的铃声以及 Logo，都能让人回忆起那个“满街尽用
诺基亚”的年代，但那毕竟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如今的中国手机市场，智能手机品牌林立，企业的
出货增长也遭遇了天花板， 无论是高端市场还是中低
端市场都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 。 在如此现状下 ，
Nokia 6 能否将用户对诺基亚的怀念与喜爱转化为忠
诚度，又能否赢得“缺席”期间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
的青睐，还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情。 毕竟，对于任何品
牌而言，只靠“怀旧”与“情怀”是很难走长远的。

阿里巴巴首告淘宝售假店主索赔 140万元
事件：近日，阿里巴巴将平台上一家曾出售假冒

施华洛世奇手表的网店起诉至深圳市龙岗区法院，以
“违背平台不得售假约定、 侵犯平台商誉” 为由索赔
140 万元人民币，这是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起诉售假店
主案。

点评 ：“容易买到假货 ”可谓是长久困扰电商买
家的事情 。 此前 ，一批国际奢侈名牌商家对阿里巴
巴允许淘宝和天猫商家卖假行为提出起诉 ，并提出
索赔。

此次主动“打假”实则可看作阿里巴巴应对假货危
机的一种策略。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
“不仅要把不法分子送进监狱，还要在法律框架内用民
事手段继续追偿，让其出了监狱也不敢死灰复燃。 ”这
次的索赔虽有“首例”的意义，但除了国际奢侈品牌，淘
宝上真假难辨的商品还有很多。 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开
展有效“打假”行动，让消费者真正做到放心网购，将是
阿里巴巴长期要面对的问题。

央行约谈三家比特币交易平台负责人
事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特币出现了价格

大涨大落的异常波动。 为防范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近
日， 央行上海总部和北京营业管理部约谈了北京的火
币网、 币行和上海的比特币中国三家交易也平台负责
人。三家交易平台在强调自身合规的同时也表示，会按
照央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要求、 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严格自查。

点评 ： 诞生 8 年的比特币上一次牛市出现在
2013 年，从 1200 元涨至 8000 元。 当时我国五部委联
合发布通知明确，规定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
而是特定的虚拟商品， 要求防范与比特币相关的洗
钱风险。

时隔 3 年后，比特币又迎来一波大跌，快速跌落
至 7000 元上下， 这一异常波动让比特币再次进入舆
论焦点， 也给监管者和原本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
挑战。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更全面的监管政策落地
之前， 对比特币投资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是十分
必要的。 （本报记者 罗筱晓）

上市公司 2016 年业绩预披露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晟）又是一年上市公司预

披露年报业绩时间。Wind 资讯统计，截至 9 日，两市
共有 1319 家上市公司披露 2016 年业绩预告， 其中
预增、续盈、扭亏、略增的公司家数合计占比超七成。

Wind 资讯数据显示，在已发布业绩预告的这些
企业中，2016 年业绩预增的有 316 家， 业绩续盈的
195 家，扭亏 121 家，略增 322 家。 业绩预减的公司
有 73 家，续亏和首亏的企业分别达 35 家、84 家。

从板块上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延续了 2016 年三
季报的增长态势， 预告的业绩增速较高。 其中，843
家已披露年报业绩预告的中小板企业中，10 家公司
预计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将超过 10 倍，193 家企
业增长上限翻倍。

聚集·残疾人用品市场

王 瑜

正如每个人都无法阻挡老去的脚步一样， 每个
人也都会有身患残疾的风险。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各类残疾人总数超过 8500
万人，其中仅肢体残疾人约 2402 万人。

与此同时，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以平均每年净
增长 800 万到 1200 万老人的势头持续加速。官方授
权公布的最新信息源自 2016 年 10 月国家老龄办发
布的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
果》。这一调查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达 2.2 亿，占总人口比重 16%。 其中，失能和
半失能老年人已超过 4000 万人。另一项联合国人口
司预测结果表明， 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将在 2020 年
达 2.45 亿，其中 1 亿左右老年人口有康复需求。

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失能老人，他们的康复以及日
常生活或多或少都离不开辅助用具的帮助和服务。

从市场和产业的角度而言， 这意味着巨大的现
实需求和潜在的市场价值， 更意味着一个拥有广阔
前景的“朝阳”产业即将壮大。

然而，现实的尴尬在于，目前需要康复治疗的人

群中， 有至少八成的人无法及时接受正规的康复治
疗， 其中相当一部分或限于经济压力或受制于市场
的“短板”而享受不到合适的器具及服务。 尤其是在
中西部地区， 连轮椅这类普通的辅助器具都缺乏的
现象极为常见。

与这一现状相关联的一个普遍共识是， 我国康
复辅助器具的研发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多数技术含
量偏低，种类单一且功能偏弱，即使数量不多的研发
成果，其市场转化率也并不乐观。

与此同时， 相当多的国内本土康复器具企业多
年来在微薄盈利中艰难度日， 其中不少以倒闭和转
行告终。

显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一些国际知名洋品牌

在国内市场的销售却是节节攀升， 甚至垄断着某些
康复用具领域，比如助听器市场，义肢市场等。

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首先， 这样的被动局面直接与中国康复器具产

业整体起步较晚和自主创新产品“疲软”直接相关。
其次，也与产业激励政策相对滞后，研发及生产

经费投入持续不足，发展环境和体系不够优化，监管
机制不完善等密不可分。

而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也意味着国内相关行业
和企业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康复需求尚缺乏足够了

解和深刻认知。换言之，不少国内康复产品和服务在
本质上缺少对残障和失能人士的“人性关怀”。

要知道，即使从基础的物化需求来分析，每个人
的残疾状况和失能状况也有所差异， 他们需要的康
复服务不同，对于康复用具的具体需求也可能不同。
这些残障失能人士，不仅需要个性化的产品，更需要
产品附着的“针对性”服务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需求主体多是较为敏感、脆
弱的一群人，他们在需求期待满足的背后，更期待感
受“平等”，获得“尊重”。

因此， 康复产业本身拥有一种更厚重的功效和
“崇高”的使命，那就是在满足用户需求及服务的同
时，还应彰显一种对当事人内心的呵护。

显然，其难掩“公益”的色彩，更呼唤国家层面的
制度关怀。

回归到产业发展的本源， 能否开发出丰富多元
的产品， 能否提供与产品契合并贴心入微的服务才
是真正赢得市场的关键。 这背后也许不应只考虑培
育产业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成熟度， 还应从更深层次
体现出对于个体生命和尊严的关照和尊重。

观点观点

在 2016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
会上，关于残疾人、老年人用品用
具、 康复和护理设备吸引了诸多
参观者。 视觉中国 供图

康复产业呼唤“人性关怀”

漫画 赵春青

近日， 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 厂 官 方 授 权 的 MEIN
FRIENDS 主题店在静安大
悦城开业，这也是全国首家
以国漫为主题的商店，店内
美影经典 IP 齐聚， 网友称
满眼都是“童年的记忆”。 店
内孙悟空 、黑猫警长 、葫芦
兄弟、 哪吒等经典动漫 IP，
与食品、文具用品等商品巧
妙结合，以多样缤纷的形式
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些充满
童年回忆的动漫人物，以一
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回到公

众视野。
视觉中国 供图

全国首家国漫主题店上海开业

DTMB 相关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报讯 1月 9日上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由长虹、创维等中国彩
电企业参与的“DTMB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
术及应用”项目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DTMB 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属广播电视工程技术领域，在地面数字电视
系统中， 对数字电视信号进行信道编解码、 调制解
调、发射接收等地面传输技术处理，主要解决传输效
率与可靠性问题。 据悉， 该项目单位创新性完成了
DTMB 标准的产业化并开展工程建设，近三年实现
DTMB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达到 819 亿元。

（东升）

“十三五”时期我国纳米农药等技术
将走在世界前列

据新华社电 （记者董峻 胡璐）中国农科院科技管理局
局长梅旭荣 9 日预计，“十三五” 时期我国纳米农药等技术
将走在世界前列，智慧农业也有望实现重大突破。

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我国农业科技实现了飞速发展，
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2015 年农业科技贡献率
已经超过 56%。 农业基因组学研究、抗旱作物新品种选育、
绿色超级稻培育、禽流感疫苗研制等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但
从全球整体来看，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仍停留在少量技术领
先、多数平行或略微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格局，大动物育种等
许多核心关键技术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需要科技支撑的重大需
求，中国农科院制定“十三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于 1 月
9 日同时发布其实施方案，明确至“十三五”末期中国农科
院将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科研院所。

按照规划，“十三五” 时期将建成 6 个以上世界级农业
科学中心和 30 个左右国家级农业科学技术中心，攻克一批
产业发展急需的重大技术难题， 形成并推广应用重大新品
种、新技术与新产品 500 项，构建综合技术生产模式 30 套，
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另外，在优势特色学科领域建设
50 个左右开放的重大公共平台和联合实验室，建立 100 个
左右综合性试验基地与专业性试验基地，成为国内外合作、
成果试验示范的重要平台。

梅旭荣说，“十三五”时期，将重点进行农作物遗传改良
和新品种培育，推动优质、安全、绿色的产业科技技术，同时
在机械化发展上下功夫。还将积极发展大动物育种、健康养
殖等畜牧科学技术， 以及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作业等前沿
技术。

近年来， 河北省武邑县积极引导农民开展产业结构调
整，走特色农业之路，大力发展虫草种植，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目前，该县虫草种植量约 120 万盆，年产量 90 多吨，年
产值 6000 多万元。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小虫草成致富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