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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树脂基复合材料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日前，国家树脂基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在

抚顺举行。该联盟由辽宁拜斯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理事

单位包含各地相关企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

树脂基复合材料是由以有机聚合物为基体的纤维增强材料，通

常使用玻璃纤维、碳纤维、芳纶等有机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具有较

高的强度和硬度，抗疲劳断裂性能好，耐腐蚀，在航空飞机、汽车制

造、海洋船舶、电力工业、民用军事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可替代钢

铁，节约资源，降低成本，优于现有的玻璃钢制品。比如大到神舟飞

船的返回舱，小到街路上行驶的“小蛤蟆”的驾驶室等等都使用了树

脂基复合材料。

据悉，相关将继续对国家树脂基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予以重点指导、培育、扶持，通过战略联盟的平台，做大做强树脂基

复合材料产业。

显示与视觉健康创新联盟成立
日前，显示与视觉健康创新联盟在武汉成立。联盟首次开启新

模式，跨界联合眼科医院、科研院所、显示技术生产经营企业，研究如

何降低显示器对人体视觉的伤害，建立我国显示器与视觉健康的新

规范，共促显示技术发展。

当前，随着显示设备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各

类显示设备的时间大幅增加，经常接触电脑、电视、游戏机、手机的人

越来越多。各类显示设备在丰富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逐步影响到

了视觉健康。此次由国内一流眼科医院、著名高校、研究院、显示有

关产业龙头单位共同组成的显示与视觉健康创新联盟，将结合各领

域资源，研究如何降低显示器对人体视觉的伤害，成为相关单位与政

府部门在显示与视觉健康领域沟通的桥梁，为全国显示产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思路和方向，提升全国显示和视觉健康研究水平。

大会审议通过《显示与视觉健康创新联盟实施细则》，表决推选

理事长单位为北京同仁眼科医院，理事长为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原副

院长徐亮。副理事长单位有：北京理工大学、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中国标准研究院、京东方，秘书长单位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见到北京格物乐道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

方雷时，他的公司刚搬家。这个戴眼镜、爱“格物”

的CEO，热情、随和，言语真诚，毫无老板架子，商

业思维和设计才华兼具，是草根创业的代表。

创业对许方雷而言，并不是一个突发奇想的

决定。2006 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在美的、奇

瑞、安踏等公司就职，工业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所

获待遇不错。但朝九晚五的工作，框架以内的设

计，不得不完成的规定任务，未尝不是一种束

缚。许方雷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创业的梦想，有

着追求自由和设计极致的热望。他只想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关于设计，关于生活理念。

许方雷和家人提过有关创业的想法，没有一

个人支持。2012 年，他背着家里人辞职，一门心

思开始创业。从“零”起步，完全意义上的“草根

创业”，许方雷毫不含糊。他认准了这个事，一步

一步付诸实践。他给公司起名“格物乐道”，注册

商标“格物者”，包含了不断推究事物原理、追求

设计极致的蕴意。

“格物者”的追求

“格物者”是专注工业设计的服务平台，靠着

口碑和新媒体传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在谈及

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许方雷说，每次都有贵人相

助。而这些贵人，大多是他的客户和在各个场合

结交的朋友。当问到“是不是总能把客户转化为

朋友”时，许方雷说，“‘转化’这个词用得不对，我

从一开始就把客户当朋友，坦诚相待，他们也能

感觉到。”事实上，6 年的工作经历，有意识的学

习和准备，也为他提前积累了的财富。

现在，“格物者”除了给客户提供工业设计上

的解决方案，开设线上的“格物者”公开课，还会

组织一些线下的“设计师分享会”。去年，新华出

版社出版了他的《100点创新设计方法》一书。

在他看来，创业过程尽管辛苦，却同时是一

个“玩”的过程，自由、自在，生活有创意。创业 1

周年蛋糕宴上，团队一起签名的一件 T 恤，许方

雷一直保留着，挂在墙上激励自己。许方雷认

为，“格物者”吸引人才的地方很实在，一个是满

足“生存”，一个是实现“理想”。“同事之间的友情

和创业团队是不一样的。无论公司发展大还是

小，有这些创业路上的朋友，心里很骄傲。”

站在马云的身后

两年来，“格物者”在行业内已小有名气，拿

到许多奖项。2014 年，许方雷获得“品牌中国年

度人物小鲨鱼奖”。颁奖台上，马云就站在他前

一排。“和这样的传奇人物同台，心里还是很激动

的，觉得原来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人看到的。”

有一些新生创业者过来“取经”，靠谱创业青

年挺多，天马行空者也不少。许方雷说，“有的创

业者初衷很好，idea 也不错，就是没有办法落

地。给人感觉是混沌的，像做梦一样，沉浸在自

己的小世界里，难以扭转过来。有的想法，在现

阶段，在某个人身上，就是实现不了，因为你没有

资源，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撬动社会。”

“做实际能力能做的事，在自己足够强大的

时候、能做的时候去做，才是对的事。否则，就是

一个好的想法，也做坏了。当然也不能畏惧。”这

是许方雷的切身体会。

创业的好时候

“两年前，没有谁天天把创业挂在嘴上，媒体

也不像今天这样，广泛宣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整个大环境变了，国家在提倡，周围的人，媒体也

都在说创业。”他说，现在，创业不再是一件羞于启

齿的事情，不再是“歪门邪路”，而是值得鼓励、值

得骄傲的一种创造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

“舆论越来越认同创业这一行为。对创业者

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包括税收优惠、扶持基金，

银行提供的创业贷等。”许方雷说，自己赶上了创

业的好时机。尽管他觉得公司甚至都不能称“小

微企业”，只是“小小微企业”，但仍然享受到很多

政策优惠。

追求设计极致的“格物者”，是他作为一个新

时代草根创业者的梦想之地，也进一步成为他

“玩下去”的理由。

（据新华网）

“格物者”许方雷
文·吴丽娜

当清晨的阳光洒向你的脸庞，智能手环从

温柔到剧烈的震动会唤醒每一个细胞，身边还

在熟睡的婴儿并没有被这样亲肤的震动吵到，

你也不用担心昨晚孩子的睡眠，因为他身上的

连体衣已经记录了整晚的体温、呼吸、睡眠情

况并发送至父母的手机上。洗漱完毕，你准备

出门运动，一边通过智能眼镜了解当天的新

闻，同时，脚下的鞋和身上的衣服已经记录跑

步时的心率、血压、血糖以及热量变化，远程控

制家里的面包机、咖啡机，回到家就正好可以

吃早餐，上班途中随时监控和了解家中各项设

备和孩子的情况，虽然洗衣机显示存在障碍但

已经自动联系售后服务了……

以上这些场景并非痴人说梦，而是“互联

网+”大潮下正在涌现出的新商机——事实上，

其中的很多可穿戴设备已经成为一些电子产品

达人的日常标配。

“可穿戴技术的研究涉及软件，硬件，互联网，

工业设计等多个方向，而相关的行业标准还未建

立，尚存在功耗，面板等一系列技术瓶颈。所以，

加强上下游产业链的联动，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和

标准制定，发挥各自企业的专长和优势，共同促进

产业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杨昕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投资学会和中

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国内

外数十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

可穿戴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 2014 年

10月 30日正式成立。

可穿戴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穿穿””起你的智慧生活起你的智慧生活

“作为一个高速成长的非营利业界组织，联

盟旨在促进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链上下游的联

动，开展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促进可穿戴计算

产业的发展。”可穿戴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说。

从全球大热的谷歌眼镜、苹果手表，到国产

巨头华为、联想……越来越多的厂商相继推出了

自己的智能可穿戴产品。有机构预测，2017 年

中国可穿戴设备领域市场规模或将达 300 亿元

人民币。我国科技企业如何在可穿戴设备这样

一个新兴产业中树立自己的旗帜，打造出自己的

高质量产品？

“未来，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寻求技术创新

和产业升级”。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秘书长杨昕表示，“联盟不仅进一步推动

我国可穿戴技术的研究，推进可穿戴设备的普

及，设立和完善行业标准，对推动行业的整体发

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面旗帜引领新兴产业

“目前，联盟参与的企业涉及硬件企业、软

件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投资机构

和信息安全企业等多个范围，大家会从不同的

维度探讨可穿戴技术的机会和问题。”杨昕表

示，“通过联盟会议，大家不仅商议中国可穿戴

计算产业推进联盟下步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计

划，企业在还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自己上下游

合作伙伴。”

据杨昕介绍，可穿戴设备因其质量轻便、体

积偏小、可穿戴在身上等与人成为一体的特点，

近几年已成为智能硬件领域发展的热点之一。

虽然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各大公司（如苹果、谷

歌、RIM 等）已研发出具有代表性的眼镜式、腕

式等智能可穿戴设备，但相关标准的缺乏，功耗、

面板等一系列技术瓶颈的存在，大大限制了行业

的发展。

在我国，目前抢先一步的是小米，后发的奇

虎 360、京东和华为等公司，一些传统的家电厂

商当然也不敢怠慢，几乎所有的家电大厂都先后

公布智能转型战略，或自建、或与互联网厂商合

作，进行智能家居领域的探索和尝试。

对此，联盟积极推进我国可穿戴计算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为目标，建立产业上下游、产学研信

息、知识产权等资源共享机制，建立与政府沟通

的渠道及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的平台。“我们希望

通过平台优势，推动标准、评价、质量检测体系的

建立，促进成员单位的自身发展，提升我国可穿

戴计算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杨昕说。

一个平台打通多重维度

“随着感知、识别、无线通信、云服务、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未来几

年，可穿戴智能设备和智能家居等具备典型‘物

联网’属性的设备和应用市场将会加速成熟，可

穿戴智能设备和智能家居所描绘的智慧生活将

迎来巨大的市场前景。”杨昕说。

据了解，2012 年因谷歌眼镜的亮相，被称

作“智能可穿戴设备元年”，之后智能可穿戴

设备的“热度”一路攀升。可穿戴智能设备的

走红，一方面是近年基于 3G/4G 的移动互联

网络发展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

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渗透率已趋于饱

和，可穿戴智能设备因此成为厂商们争夺的下

一块处女地。

不过，尽管对市场前景一片看好，去年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可穿戴设备仍是“雷声大雨点小”，

但随着苹果公司的 Apple Watch开卖，可穿戴设

备市场掀起热潮，引发外界高关注度。

据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发布报告指出，2015 年由于 Apple Watch 的带

动效应，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将扩大到

135.6 亿元；到 2016 年，预计产业服务和大数据

平台的搭建进一步落地，基于健康大数据的服

务类产品逐步成熟，产品差异化增大，下游设

备厂商面临新的洗牌，但市场规模会增到 228

亿元以上。

一年时间市场规模将增长近百亿

尽管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概念炒得很火，市场

上的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产品设计得足够炫

酷，但真正好的产品并不多。目前国内还没有形

成行业标准，产品参差不齐，在安全隐私方面也

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让用户放心使用。

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

书长杨昕提出，可穿戴设备在医疗领域应用中的

最大风险是标准问题。

在前不久的“2015 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论

坛”上，他指出，目前可穿戴设备的形态还很难适

应当前的医疗体系标准。“市场上一些可穿戴产

品称可以测血压、血氧、心率甚至血糖，实际上绝

大多数都不符合医疗体系的要求。”

“可穿戴行业作为一个新兴领域，与之相关

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都不完善。目前，我国在

该行业的发展中，硬件厂商多，平台厂商少；获取

的数据虽多，但不善于使用。这些可穿戴产品捕

捉了很多数据，如用户每天走的步数、消耗的热

量等，但反馈给用户的准确信息还不够。”杨昕强

调，围绕健身检测与健康管理、医疗辅助产业，今

后我国厂商应该和专业机构加强合作，在平台建

设上进一步发力。

当前，可穿戴设备已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

业界更将可穿戴设备视为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之后，驱动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和工作生活质

量提升的新利器。然而，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

标准化体制不健全的现状愈加显现。产品质量、

安全隐私、价格制定，都成为制约整个产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明晰发展方向、推动上下游产

业链联动，破除发展瓶颈、提升产业链价值，引导

和支持我国可穿戴设备产业健康发展，这也是此

前召开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论坛的主要目标。”

杨昕说。

可穿戴设备发展要迈过标准化这道坎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创业故事

■联盟观察

可穿戴设备，消费者怎么看

来源来源：：易观智库易观智库

“做实际能力
能做的事，在自己
足够强大的时候、
能做的时候去做，
才是对的事。否
则，就是一个好的
想法，也做坏了。”

2012 年 因 谷
歌眼镜的亮相，被
称作“智能可穿戴
设备元年”，之后
智 能 可 穿 戴 设 备
的“热度”一路攀
升 。 图 为 联 盟 可
穿戴设备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