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车辆协调论坛第 174

次会议上，由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

的电动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规获全票通过。法规

主要围绕整车及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能提出技术

要求，同时规定了电动汽车满足安全性能要求的试

验方法，以保障电动汽车在各种使用环境下，以及

发生碰撞等事故时能最大限度保护乘员安全。

这是全球汽车技术法规体系中首个专门针对

电动汽车安全技术的法规。这也意味着，电动汽车

在技术研制和发展上，将严格依法“强制”安全。

“电动汽车安全问题，不仅仅是被民众关注的

热点那么‘简单’，它也是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必须解

决的关键问题。”4 月 1 日，中国中车集团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的首席技术专家、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成员郭淑英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说。她表示，电动

汽车作为汽车的一员，除了要具备汽车应具备的

“一般安全”性能外，还要解决电池、充电基础设施、

整车制造等环节上的“特殊”安全问题。

强制：全球首个电动汽车安全法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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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圈最近不平静。

线下，成立于 2017 年的诺米家居（NOME）近

日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创始人陈浩在现场表示，对

“名创优品恶意窃取 NOME 创意”的行为，将采取

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利益；线上，淘宝推出名为“淘宝

特价版”的 APP，主打“低价特卖”，被外界解读为

“颇有狙击最近势头很猛的拼多多的感觉”……

当“新零售”“零售业革命”成为热词，零售业硝

烟四起，明争暗斗愈演愈烈。零售业需要什么样的

创新？

消费升级后“十元店”难以持续？

诺米家居被描述为“设计总部位于瑞典”，其经

营范围包括生活家居、服饰、家具等产品。这位线下

零售领域新入局者与名创优品的矛盾始于 3 月 19

日。据称，当晚，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在微信发布

一条朋友圈，表示名创优品将收购NOME。次日，叶

国富再次发布朋友圈表示：“新品牌 NOME 启动第

一天，就有 33 个人咨询，6 家签约……”3 月 21 日凌

晨，叶国富以公司名义发布声明称，已向国家商标

局提交 NOME商标注册。

陈浩称，名创优品抢注商标，窃取 NOME 创

意，并且声明诺米家居与名创优品毫无关系，二者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陈浩认为，这是名创优品

“十元店”模式无法持续时采取的恶意竞争行为。

在他看来，名创优品“十元店”大多数小商品是耐用

品，复购率低，大部分人是买个新鲜好玩。同时，一

家店铺辐射的人口相对固定，在需求短期得到释放

后，需要提高客单价保证销售额长期稳定。

对于诺米家居的说法，名创优品方面目前未在

公开渠道回应。而至于名创优品的零售模式，2015

年冬天，叶国富对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业者们说：

“线下最大的流量在我这儿！”说这话时，名创优品

已经在全球开了 1400多家店铺，每天的客流近千万

人次，在实体店铺纷纷关张的背景下，成为最引人

注目的线下流量入口。

京东旗下生鲜零售品牌 7FRESH 创始人杜勇

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商业模式的本质是通过什么

途径或方式来赚钱。在他看来，名创优品的“十元

店”模式本质上是一个线下淘宝，不同的是淘宝的

电商属性使得它在长尾市场具备影响力，而名创优

品则希望进入到头部的主流市场。

“很显然，名创优品忽视了头部市场已经出现

的一些变化，那就是消费升级。通过摊大饼、安装

更多的捕鼠器的模式，也无法挽回其基盘消费群体

数量显著下降的事实，甚至完全可以把‘十元店’模

式定义为一种反潮流的消费降级。”杜勇说。

导入新技术使用新设计成
就新体验

那么，零售业该如何创新才能拥抱当下的消费

升级？

“消费升级驱动着零售业的变革，在这一背景

下，不同企业有不同做法，但核心是获取用户以及

提供好的消费体验。”澳盈资本创始合伙人肖毅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举例道，以前是看菜谱做饭，现在是看抖

音。“零售业必须和文创、新兴技术结合，以创新形

式低成本获取客户。”肖毅说，此外，要紧跟消费者

潮流，提高产品附加服务价值。

“为什么可口可乐会畅销这么多年？这个产

品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它的包装和影响会根

据不同年龄的客户、根 据 时 代 特 色 不 断 创 新 。”

肖毅说。

杜勇同样强调了产品附加值。他分析，中国已

经从短缺经济的时代进入到丰裕经济的时代，最直

接的一个表征就是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

重逐年下降。在其他消费领域，表现为居民从对产

品功能性的消费诉求，转变为对产品的附加值的诉

求，从物质主义进化到物质审美主义。具体到零售

领域，体现为以智能制造、工业 2.0 为推动力，在流

通领域的商品流通环节，用信息技术改造生产函

数，更新产品的审美属性和个性元素，更强调消费

体验和场景风格。

因此，他认为，新零售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新技术、新设计、新体验。“这使得新零售企业

需要导入新的技术来整合行业的上下游资源，使用

新的设计为产品注入更多的生活方式元素，提升审

美价值和消费体验。”杜勇说。

“沃尔玛的创始人有一句名言，关注利润，你

将一无所获，关注你的用户，你将长久生存。沃尔

玛的方向对了，但是办法没对。可喜的是中国零

售业正在涌现出一大批有方向有办法的企业。”杜

勇表示。

消费升级潮起 零售业低价战该翻篇了

本报记者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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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推出“火车+共享汽车”搭配
服务模式，通过在兰州站、兰州西站站前广场搭建新能源汽车
智能化租赁平台，引入“共享汽车”服务，旅客进出站时使用手
机APP便可轻松取还车，以此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图为4月1日，工作人员在兰州火车站“火车+共享汽车”
服务专区为共享汽车充电。 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火车+共享汽车”开启出行新体验

热点追踪

最近几天，两款分别名为 WiFi 万能钥匙和 WiFi 钥匙的

免费软件热度很高。可惜的是，它们出的是“恶名”。据报道，

这两款软件被举报“窃取各类 WiFi密码”。

举报称，软件会将所有的 WiFi信息放进它编织的后台程

序里，只要消费者下载并使用，软件就会借用消费者的手机，

窥探这部手机周边和经过地点所有的 WiFi信息，悄悄偷取各

类 WiFi的密码。

甚至，两款软件连国家重要机关、金融机构的 WiFi 网络

密码也不放过，带来很大安全风险。

关于这两款应用如何“偷取用户密码”，某安全机构技

术人员表示其实它们获取的密码通常是先由用户“分享”

出去的，这和 WiFi 万能钥匙的回应基本相符。用户使用此

类软件连接免费 WiFi 时，所在位置、连接成功的 WiFi 热点

的 名 称 、密 码 等 信 息 会 被 WiFi 万 能 钥 匙 收 集 ，进 入 密 码

库，其他用户查询该区域的 WiFi 时，可以直接调用存在密

码库中的 WiFi 密码。这种“共享模式”从诞生之初就伴随

安全争议。但由于用户量庞大，大家共享、大家使用的局面

逐渐形成。

而这中间却蕴含着安全风险：连在同一个局域网（这里

就等于连在同一个 WiFi）里很容易被攻击，因为很多数据的

传输是不加密的，于是被截取信息、被篡改信息的情况很容

易发生。

落实到具体情境中，只要国家机关或银行中有任何人共

享过 WiFi 密码，且这个密码后来没有被修改过，它就一直在

密码库中，其他人都可以调用。

对此，记者采访到的安全行业从业人员都对其运营模式

表达了不满。他们表示：“很多人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科普公共

WiFi要慎连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公共 WiFi的安全风险很高，

但此类软件却力推把所有 WiFi变成半公共 WiFi。”

“如果此类软件分享的 WiFi 热点并未获得所有者允许，

这种行为就是对他人上网流量的‘盗窃’行为。”中国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表示。WiFi 共享本身

并无问题，关键是 WiFi所有者是否同意。WiFi热点设置人使

用的流量已付费，如果其共享行为是自愿、自发的，就没有太

大法律问题。

为此，记者联系了 WiFi 万能钥匙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强

调自家产品的原理是“分享而非破解”，主要以给予回报的形

式鼓励商家共享密码。

不过相关应用的密码库非常可观，从初始密码的 WiFi

到自主设置了复杂密码的 WiFi，从个人用户到商家再到国

家机构，都能轻松调用。从监管层面来看，此类 APP 上架

时，审核其可连接的 WiFi 热点是否已经过用户允许难度较

大。因此多数情况下，违规行为只能依靠用户举报，予以事

后监管。

WiFi 密码是用于连接 WiFi 时的授权验证，目的是实

现对连入热点设备数量和人员的管理。“如果所有者密码

设置方式不当，比如将自己的手机号设为密码，或将其他

与 资 金 安 全 相 关 的 数 字 设 为 了 密 码 ，就 存 在 一 定 的 风

险。”李俊慧强调，这种风险已经超出 WiFi 万能钥匙等应

用的控制。

对于 WiFi 钥匙等应用，李俊慧表示，用户最好“敬而

远之”，“分享自己的 WiFi 密码会给自己带来网络安全风

险，而分享其他人或机构的密码的行为也不当，对自己没

有所有权或管理权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分享，是对他人管

控权的侵犯”。

WiFi密码
分享有风险 破解或违法

实习记者 崔 爽

奔跑的电动汽车产业 请注意“安全全””
本报记者 俞慧友

“特殊”问题中，电池安全最为核心。中国科

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欧阳明高介绍，电池系统安全方

面，最需要关注的是热安全和电安全。譬如，国

内纯电动汽车搭载的多为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

锂电池，而温度是影响这两种电池工作效率和产

品安全的关键因素。温度过低，电池容量既无法

释放，也无法充电，影响正常工作；温度过高，则会

引发自生热反应，轻则内部短路，重则电解液燃

烧，引发车辆自燃等事故。尽管这是由锂电池特

性决定，并不代表锂电池产品不安全，但电池“热

管理”很重要。

在充电机领域，则存在行业准入门槛过低，企

业水准参差不齐，行业整体水平较差的普遍问题。

“每个动力电池都有核定标准电流和标准电压。一

旦充电桩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出现‘过充’，且过充

幅度达 150%，就会引发电池及车辆自燃等严重的

安全事故。即使过充程度不高，长期小幅过充也会

影响电池系统，为后期使用埋下不可预测的安全隐

患。”欧阳明高说。

为此，我国在 2015 年底，新修订了电动汽车充

电接口及通信协议 5 项国家标准，在安全性和兼

容性方面设定高门槛，让充电行业及相关产业链

重新“洗牌”。

在网上，曾流传一段让人“惊艳”的视频：一辆

纯电动汽车在严重积水路段逆流而上，“惊呆了”传

统燃油车车主，被网友称为纯电动汽车的“看海模

式”。欧阳明高表示，我国国内知名的大型新能源

特殊：最需要关注电池热安全和电安全

该法规的制定，对我国意义非同寻常。这是我

国在参与联合国世界车辆协调论坛工作中，首个以

主要牵头国身份全程主导并深度参与完成制定的

全球技术法规。这标志着，中国已开始从汽车标准

法规的“跟随者”向“主导者”转变，体现着世界电动

汽车领域的“中国分量”。

“我国能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

规，当然反映了我们在此领域的技术领先和产业领

先。”郭淑英说。

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79.4 万辆，销量 77.7 万辆，产量占比达汽车总产量

的 2.7%，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

技术水平也有显著提升，乘用车主流车型的续

驶里程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

在充电网络方面，截至去年底，全国共建成公

共桩 21.4 万个，同比增长 51%，保有量居全球首位，

占据全球市场总量将近半壁江山。

与庞大市场体量相匹配的，是我国在电动汽车技

术世界领先的地位。郭淑英介绍，我国最初推动电动

汽车研究及产业发展，主要基于环保和能源安全的考

虑，也是基于实现汽车跨越式发展的需求。在传统汽

车核心技术领域，我国起步晚，没太多“话语权”。但

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发展，则能与其他先进技术国家

站在同一起跑线。截至目前，我国在电动汽车发展政

策上，也已逐步形成了全环节、中长期、可持续的政策

扶持体系，并正在探索用户市场的激励措施。

有技术和产业体量双重“实力”，获主导话语权

当然不意外。与话语权相应的重大利好，就是有望

为未来国产电动汽车“出海”扫清法规障碍，不再受

制于政策法规门槛。“以中车为例，我们的新能源客

车现已卖到新西兰、巴西和台湾、东南亚等国家和

地区。但销量目前还不大。这个政策法规出台后，

我们的车只要符合这个安全法规标准，产品出口就

畅通无阻了。”郭淑英说。

“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必然是汽车未来发展的

大趋势。电动汽车也会是实现汽车智能化、网联化

的最佳载体。但随着电动汽车的智能化和网联化

发展，汽车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将会逐渐显露。我们

也要提前在此方面布局，并积极参与该方面全球标

准和法规的制定。”郭淑英说。

主导：实力领先赢得“安全”话语权

郭淑英介绍，在电动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规出
台前，世界范围内并没有统一的电动汽车安全“标
准”，多数国家也暂无电动汽车专属法规体系。不
过，各国都在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安全法规体系的建
立，努力确保安全。

美国的传统汽车产品管理法规体系中，涵盖了
电动汽车尤其是储能系统电解液和电击防护方面
的安全技术法规。

欧盟电动汽车市场准入制度，整体上沿用了传统
汽车产品的法规体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针对
电动车辆的电气安全，给出了电动汽车安全法规。欧
盟规定，2016年4月21日开始，卖到欧洲或在欧洲上
市的产品，对电气产品必须通过危险性分析。

在日本，与电动汽车安全相关法规则有《道路
车辆法》《报废汽车回收法》《电力企业法》《电器及
材料安全法》以及合理利用能源相关法案等，其中
《道路车辆法》涉及电动汽车安全项目最多。

联合国方面，在世界车辆规律协调论坛框架
下，成立了关于电动汽车安全法规的工作组。2012
年 EVS（电动车辆安全）工作组在 WP29（世界车辆法
规协调论坛）的 GSRP（车辆被动安全项目组）下成
立，设立了防水保护、低电量防护等9个专项组。以
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共同牵头成立的专门法规
起草工作小组，联合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大
量技术研究、试验验证和沟通协调，最终，诞下全球
首个电动汽车安全法规。

全球：积极为电动汽车设置“安全保险”
北汽EC系列

日产聆风

江淮IEV6S／E

比亚迪秦

本田普锐斯

宝马 i3

比亚迪宋DM

三菱欧蓝德PHEV

大众e·Golf

现代 ioniq

2018年1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TOP10

制造企业如长安、上汽、北汽等北汽等，，都有与国外一流车都有与国外一流车

企一致的严格安全检验标准，因此成就了电动汽车

的“看海模式”。但在充分肯定新能源乘用车产品

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新能源客车市场上，因车企多、

车型多、产品开发周期相对短等原因，产品安全仍

有很大提升空间。

2018年1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超过8.2万台，其中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 达 到 了 3.2 万 台 ，占 比 38.57％ 。 从
2018年1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名
来看，夺得冠军的是自主品牌车型北汽
EC 系列，销售了 7870 台；排在第二位的
是日产聆风，销售了 4447 台；紧随其后
的是江淮 IEV6S／E，销售了 3356 台。除
此之外，进入 TOP10 的自主品牌车型还
有比亚迪秦和比亚迪宋DM。

来源：电动汽车资源网

近日，特斯拉启动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涉及全球约
12.3万台车，原因是车子零部件存在安全隐患。其实，比起自燃、
碰撞、充电等事故，特斯拉的安全隐患还无法“入围”电动汽车安全
问题的“前三甲”，不过，也足以引起人们对电动汽车安全问题的更
多关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足以用“奔跑”形容。
但事关安全的标准、法规、技术等问题，跟得上这
一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的脚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