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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前沿

据了解，新一轮“中国成年人工效学基础
参数调查”，以 18至 75岁的中国成年人为对
象，将全国区域划分为东北华北区、中西部
区、云贵川区等 6 个区域，每个区域内抽取 2
至3个测量点，测量和调查2万多个样本(人)。

每位被采集对象将提供 200 多项数据，
除了人体尺寸参数从 74 项增加到 160 多项
外，还将测量人体肌肉力量、视觉敏感度、声
音敏感度、指端触觉等新项目，最终获得的
数据将达到 400多万个。

这项调查预计 2018 年 5 月底完成，届
时，中国人将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版
型”。晁储芝说，新一轮成年人工效学基础
数据出来后，一些产品和公共设施的设计将
更加人性化。“这些数据会告诉产品设计者，
中国人某项指标分布特点，特别是一些不可
调的产品，将告诉设计师什么尺寸适合最多
的中国人。”比如，根据身高、臂长特征，地铁
上的拉手要符合成年人够得着的高度；根据
中国人的视觉特性，交通标识与显示器的设
计也会更适合中国人的习惯。

企业研发机构也将据此对产品设计进
行相应调整。“比如，企业知道成年男子的
腰围增加了，皮带打眼的位置就会变化，
衬衫的胸围和腰围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同样，西裤在设计时，在腰围和臀围的尺
码设计上也会更为合理，消费者买到合适
产品的几率就会增加。”据透露，一些家电
龙头企业、汽车研制机构已主动向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咨询相关数据，对冰箱把手设
计、洗衣机筒心高度、操控器的力度等设
计进行调整。

此外，新一轮人体工效学调查也将给老
年人带来更多的福音。赵朝义说，老年人的人
体工效学参数与年轻人不同，特别是力学参

数、视觉参数、听觉参数方面，呈现较强的特殊
性。比如，老年人的力量不够，因此针对老年
人的拉环、瓶盖打开时应该容易一些；老年人
的视力不好，因此提供给老年人的药品说明字
体应该大一些，等等。

“现在，很多设计对老人的关注不够，好
多药瓶的设计不合理，老人拧不开，字也看不
清，这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赵朝义
说，“这也是进行本次人体测量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此次调查对象涵盖61岁至75岁
年龄段的老人，弥补了以往数据中65岁以上老
人数据的空白。“一旦获得了老年人的人体工
效数据，就可以在轮椅的高度、药瓶盖的扭力、
坐便器的形状等等方面着手，设计出让老年
人更加舒适的专用产品。”赵朝义说。

⑦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与企业机遇系列谈

本版编辑 钟云华 殷立春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

面，沿海“民工荒”向内陆蔓延，初中及以下、高中文

化程度的劳动者需求大于供给，技能型劳动力，尤

其是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短缺突出；另一

方面，各种要素成本进入劳动力价格，使原本低廉

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和成本上升，对我国传统

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

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国外有人甚至断言我国过

去驱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企业再要

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变得更加困难。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供求关系变化是经济发展

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指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这就明确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发展的目的和

结果，也意味着，为了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公正，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

利”，必须下决心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科

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下降的同时，科技人

力资源的数量和规模却在不断上升，这为我国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型奠定了新的基础。据统计，2012

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 6950 万人，已连续多

年保持世界第一，且年均增长在 10%左右。2013 年，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经超过 3000 万人，毕业人数

达 699 万人。近年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一直保持

稳定增长态势，据估计，如果按照 10%的增长率，我

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 2015 年将超过 1 亿人，2020 年

将超过 1.6亿人。

庞大科技人力资源的形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打造经济升级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科技

人力资源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学科门类也较为

齐全，为开展多层次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成本仍然比较低

廉，为我国企业发展低成本智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

可能。我国科技研发人员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

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也是很多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

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研发人员开展科技研发的原

因之一，还有很多跨国公司将部分研发业务外包到

我国，与之相应地，我国一批研发外包企业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这些都是利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

的结果。

从国际经验来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是经

济发展的必经过程。日本、韩国等在二战后都是利

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而其后，日本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创新使

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而韩国通过打

造了低薪高质的劳动力大军，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

势，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上升的同时，结构性矛

盾也日益突出。当前，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

劳动者呈现出明显的劳动力过剩，而技能型劳动力

短缺日益突出。这一结构性的矛盾可能来自于两

个方面原因：一是能够有效利用科技人力资源的企

业仍然比较少；二是科技人力资源的供给与实用性

的需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可见，科技人力资源规模的扩大，并不就意味

着科技人力资源红利期的到来。要使科技人力资

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现从依靠低成

本劳动力向依靠低成本科技人力资源的转变，还要

依赖于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真正地转到依靠科技创

新的轨道上来。

发挥科技人力资源优势，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找到我国低成本科技人力资源真正的优

势所在。在低端加工制造和高端研发之间，存在着

很长的过渡地带。我国虽然具有科技人力资源的

规模优势，但是如果说就具有发展高端、智能、服务

型产业，尤其是高端研发的优势，显然还缺乏支

撑。我国在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失去低成本劳动力

优势的时期，应需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其

作用的发挥。

二是对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方向进行引

导。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培育，要兼顾多方面的需

求，在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既要发展高

技能劳动者，也要培养高端研发人才，满足我国产

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多层次需要。

三是通过税收减免、降低进入门槛等措施，促

进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应为科技服务业发展创造

良好外部环境，吸纳更多的科技人力资源就业，并

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四是企业在面对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可能丧失的

情况下，应充分认识到我国面临的科技人力资源规

模不断增加的现实，改进企业人才评价方式，培养和

引进优秀创新人才；改善企业经营和管理方式，激发

科技人力资源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改善企业科技成

果的评价和奖励方式，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在

充分利用我国科技人

力 资 源 优 势 的 基 础

上，探索企业转型升

级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综合发展研究所
副 所 长 、研 究 员 。

本系列谈至此
结束。）

更加注重依靠
“人才红利”

□ 陈宝明

一谈到产品的竞争力，不少企业往

往从产品质量、价格入手做文章。的确，

价廉物美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因

素。但事实上，我们日常谈论质量这一

产品竞争力要素时，从竞争对手角度考

虑得多一些，主要追求产品的物质性能、

运转可靠性、耐用性、产品精度、外形美

观等方面比对手做得更优更好，对消费

者的需求，往往就考虑得少一些，或者置

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这体现在，尽管

我们时时声称“顾客是上帝”、追求顾客

满意，但对顾客在产品使用中有关健康、

舒适、安全、方便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往

往难以言明。比如，究竟什么样的电脑

屏幕颜色，对办公一族的健康舒适最适

宜？什么样的显控操作界面，对机械设

备操作员方便安全操作最为有利？等等

课题，都有待科学厘清。

让 消 费 者 在 产 品 使 用 中 体 验 到 健

康、舒适、安全、方便，其实也是产品质

量的重要内涵。在告别短缺经济跨入

买方市场的今天，提升产品质量，不能

仅仅关注产品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

操作可靠、使用寿命和产品外观等传统

因素，需要在对消费者人体自身相关参

数的深刻理解基础上，进一步追求产品

使用的健康、舒适、安全、方便。否则，

可能“南辕北辙”。

现实中因为对消费者有关人体工效

数据把握不够而“败走麦城”的例子就不

少。比如，国内一家眼镜企业，因为参考

的头型数据滞后，生产的眼镜不适合头脸

的舒适度，结果造成货品严重积压；一些

企业出口的服装因为不适合外国的尺寸

而遭到退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掌握

销售目的地的人体工学参数，无疑是提升

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欧美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将工效学基

础参数作为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不仅将工效参数作为国家的技术基础资

源来投资和建设，而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标准化测量方法、测查体系和数据更新机

制，保证了数据的质量，促进了数据的应

用。美国、欧盟的劳动保护、职业健康法

规中也明确规定企业和产品应符合相关

工效学标准。

目前，我国新一轮成年人工效学参数

调查已经启动，5 年后我国将拥有自己的

版型数据库，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将工

效学参数运用到产品设计中。我们相信，

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工效参数支持，我国工

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越来越强。

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 刘松柏

点点
击击

剪裁中国人的新“版型”
本报记者 刘松柏

办公室座椅如何设计，坐着才更舒
服？地铁车厢扶手离地多高才算合适？
交通指示牌用哪种颜色最醒目？服装鞋
帽的尺码号型应该如何确定？⋯⋯这些
生活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设计细节，都需

要人体的形态、力量、视觉、听觉等人体工
效基础参数来支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日前正式启动了新一
轮“中国成年人工效学基础参数调查”，这是
继1986年开展第一次成年人人体尺寸测量

以来，我国再次对人体基础数据启动调查。
调查完成后，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新“版型”。

人体工效参数有什么作用？时隔20多
年，为什么要再次测量人体尺寸？这些数
据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人体工学家具、人体工学鼠标⋯⋯
目 前“ 人 体 工 学”正 成 为 商 家 的 新 卖
点。在淘宝网上，声称符合“人体工学”
或“人体工程学”的商品达 5 万多件，涉
及家具、玩具、床上用品、数码产品、汽
车用品、电器、服装鞋帽、健身用品等。

“产品设计只有考虑‘人’的各种生
理特点，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求。”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人类工效学实验室主
任赵朝义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发
生了变化，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的追求也
从最初只关心产品的质量，到关注节
能、环保，再到现在更加注重健康、舒
适。企业也更加注重产品的“宜人性”。

商家和消费者对符合人体工学产
品的重视，无疑是一件好事。遗憾的
是，此类宣传大多只是营销的噱头，因
为“连标准都没有，怎么去符合？”赵朝
义告诉记者，我国目前的产品设计，基
本上还是依据 1986年至 1988年我国第
一 次 成 年 人 工 效 学 基 础 参 数 调 查 数
据。比如，目前国内服装界参照的版型
标 准 还 是 1992 年 颁 布 的 GB1335 －
1991《服装号型》国家标准，就是根据
1988 年的人体尺寸数据制定的。由于
数据陈旧，设计出的服装常常不能满足
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20 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水
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关于国
人人体基础数据却没有实时更新，而这
20 多年又是中国人体尺寸变化较大的
时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工程师晁储
芝说。2009 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
北京、上海等 4个城市进行了一次《中国
成年人人体尺寸抽样测量试点调查》。
这次调查采集了 3000 多份中国成年人
三维人体尺寸，结果发现，相比 1986
年，成年男子人均身高增高了约 2厘米；
胸宽和胸厚则分别增长了 6.5 厘米和 2
厘米。“20 多年来，中国人的块头明显变
大了，以往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中国人
如今的体型了。”

与我国 20 多年后才进行第二次人
体工效学基础参数调查相比，发达国家
大多 5 到 10 年就补充修订一次。美国
人因工程与工效学协会（HFES）会员史
蒂夫·拉凡达教授表示，更新数据是非
常必要的，这样，企业和工业产品设计
者才能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比如，日
本每年都会投入数亿日元，对国民的体
形分布特征、活动能力、视听能力、触觉
特征以及认知能力等进行持续调查研
究，其成果会立即被用于产业界，“极大
地提升了日本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技术可以引进，但数据无法引进。”
赵朝义说，“工效学基础参数是一个国家
的基础性数据资源，对国家的科技进步、
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一个国家人本科技创新的基石。”

中国人块头虽然是变大了，但目前，我
国成年人人体尺寸数据严重滞后，其他工效
学基础参数数据基本空白，已严重影响到我
国产品与工业设计和产业创新发展，以及人
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赵朝义在工作中接触到，个头偏小的中
国人驾驶合资车、进口车特别费劲：握住方
向盘，脚又踩不着踏板；踩着踏板，握住方向
盘又吃力；同时握住方向盘和踩踏板，整个
人就得缩下去。“这是因为国外汽车设计都
是根据西方人的尺寸数据来设计的，并没有
考虑到中国人的块头。”赵朝义说。

不仅合资车、进口车如此，即使是国产
车，也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块头问题”。赵
朝义曾经去国内一个汽车厂家调研，发现汽
车内饰设计基本上是照抄国外数据，仅凭经

验略作修改。“多数企业在进行设计时，使用
国外数据和凭借设计师的经验，同时也会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小样本的调查。”

此外，对于办公一族而言，办公桌椅、电
脑设备的人类工效学设计尤其重要。《2009
年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显示，办公族
亚健康比例高达 76%，其中由于坐姿问题引
发的腰椎间盘突出、颈椎劳损等健康问题占
了相当大比例，成为办公族的常见病。一份
来自美国的医学调查表明，笔记本、鼠标、键
盘的设计其实并不符合人体工学，容易形成

“鼠标手”、“键盘腕”。
办公病、电脑病，除了与人的不良生活

方式有关外，与相关产品设计缺乏有效的人
类工效学方面的标准指导和技术数据密切
相关。比如，办公桌椅不论是桌高还是座

高、座深、靠背及座背夹角，都与人体尺寸息
息相关。这些尺寸的设计都需要根据中国
人最新的“块头”来设计，才能真正达到健康
舒适的要求。

“只有用中国人的体型数据，才能设计
和生产出适合中国人的产品。”赵朝义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人体尺寸的重
要性。恒源祥集团曾与东华大学合作进行
过小范围的成人数据调查，北京服装学院也
曾与企业有过类似的数据采集合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中国工效学
基础数据的需求日益紧迫。建立能反映
当前我国国民生理、心理特征的工效学
基础参数数据库，已成为国民经济各行
业所面临的关键性和迫切性的问题。”晁
储芝说。

虽然2009年通过小样本抽样和数学推演
对中国人体尺寸数据进行了一定修正，但还是不
够全面和精确。精准描绘中国人的新“版型”，正
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接下来几年要做的事。

热点
追踪

中国人的

块头变大了

设计没跟上体型变化

产品将更加人性化

中国成年人工效学基础参数调查项目

（资料来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成年人工效学基础参数调查工作介绍》，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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