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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净水机企业凯芙隆(厦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发布了全球首台智能免装 RO 反渗透净水机乐帕，
突破了 RO 反渗透净水机需要“安装”的技术瓶颈，引
发业界关注。多位专家在同期举办的行业研讨会上表
示，净水行业发展喜中有忧，企业需加强技术创新，做
强做大。

面对水质问题，国内消费者用水安全意识增强，净
水行业迎来发展机遇。在近年来保持 42.5%的复合增长
率的基础上，2014 年，净水行业更是实现了销售额规模
121 亿元、同比增长 66.9%的佳绩，远高于家电市场仅为
0.25%的整体增速。

当前，净水机市场增长迅速，但发展并不规范。2014
年，净水机企业约有 4000家，产品质量及服务参差不齐。
市场上还存在着“微滤”、“超滤”、“纳滤”和“RO 反渗
透”等诸多净水技术解决方案，更让人眼花缭乱。

据了解，我国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非常复杂，短期
内难以解决，相较其他国家，水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更显突
出，需要用反渗透技术才能解决。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秘书
长徐东生就强调，在所有净水产品中，RO 反渗透净水机
因具备去除重金属污染能力得到业界推崇和消费者青睐。

从市场监测数据看，反渗透产品因其出水口感、水
质安全等方面的优势销售良好。2014 年反渗透净水产品
占线上市场的比例达到 45.0%，且仍呈增长态势。但
是，消费者对相关产品也多有吐槽，比如，传统的家用
RO 反渗透净水器需要安装在自来水管道上，安装过程
复杂、保养困难、大量废水排放浪费水资源。

据奥维云网 （AVC） 家电事业部总经理郭梅德预
测，2015 年净水行业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销量将达
798 万台、同比增长 54.5%，销额 192 亿元、同比增长
59.4%。而随着净水机国家标准即将出台，监管趋严以
及行业竞争门槛的提升，净水行业势必发生新的变化。
今后，净水行业将呈现出“安装简便、智能化、多功
能、精确控水”四大发展趋势，各大净水企业都应顺势
而为，积极研发契合消费者期待的优质产品，努力实现
创新发展。

净水机行业:

勤创新赢来好市场
本报记者 周 雷 实习生 王冰洁

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讯 记者林火灿

报道：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
了《2015 年循环经济推进计划》。《计划》
明确，我国将推动和引导再生资源回收
模式创新，探索“互联网+回收”的模式及
路径，积极支持智能回收、自动回收机等
新型回收方式发展。

“废旧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回收是
关键。”赛迪顾问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
心分析师成宇涛说，根据相关规划，到

“十二五”末,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
15%，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 1.8
万亿元。但从实践层面看，回收体系建
设是目前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中
最薄弱的环节。

近年来，我国循环经济稳步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 3 月份发布的数据，以
2005 年为基期计算，2013 年我国循环经
济发展指数达到 137.6，平均每年提高 4
个点，资源消耗减量化稳步推进，废物排
放减量化效果明显，污染物处置水平大
幅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成效明显。

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可再生
资源的回收体系建设进展十分缓慢，资源
回收利用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软肋。

数据显示，自 2011 年以来，我国废
物回用率指数持续下降，2013 年仅为
108.2。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说，
当前，我国废钢等废旧资源回用率近年
来不升反降，表明在资源回用方面仍然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中，2013 年，废
钢回用率下降 6.6 个百分点，废铜回用率
下降 8.2 个百分点，废铝回用率下降 0.9
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为，废物回用率指数下
滑，与我国对资源的使用习惯、观念密切
相关，更与回收体系建设滞后关系紧
密。据分析，我国有着丰富的废旧资源，
2013 年，我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
料等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达 1.6 亿吨，回
收总值 4817 亿元，回收企业 10 万余家。
不过，我国许多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企业
仍然处于“吃不饱”的状况。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新战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废旧铅酸

蓄电池回收处理行业存在小企业较多、
经营不规范、偷漏税严重、回收成本高、
环境危害大等问题,导致正规再生铅企
业的再生原料长期紧张。山东省一家以
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的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尽管公司年设计产能 10 万吨的生
产线已经建设完工,但是由于“地沟油”
的回收渠道并不畅通,生产原料无法及
时供应,企业的产能只好处于闲置状态。

此次《计划》在提出加快构建循环型
产业体系，大力推进园区和区域循环发
展的同时，明确提出，将推动社会层面循
环经济发展，构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成宇涛分析认为，此举有利于加快补齐
回收体系短板。

发展改革委部署推进发展循环经济

我国将探索可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模式

本报上海 4 月 20 日电 记者李治国报道：第十六
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今天迎来首个媒体日，众多新款
车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正式亮相。本届展会以“创
新·升级”为主题，集中演绎科技进步给未来汽车工业
发展带来的广阔前景。本届车展共吸引来自 18 个国家
和地区近 200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踊跃参展，展出总
面积超过 35 万平方米。展会展出整车 1343 辆，其中
全球首发车 109 辆，新能源车 103 辆，概念车 47 辆，
亚洲首发车 44 辆。

2015 上海车展上，国内自主品牌将集体与跨国
集 团 同 场 竞 技 。 不 仅 集 聚 了 国 内 六 大 汽 车 集 团 一
汽、上汽、东风、长安、广汽、北汽，还吸引了全
球汽车巨头，德系的梅赛德斯-奔驰、宝马以及大众
集 团 旗 下 的 大 众 、 奥 迪 、 宾 利 、 保 时 捷 等 悉 数 亮
相，日系的丰田、日产、本田将携旗下品牌同台展
出，美系 3 大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都将参展。

本届车展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
分会主办，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欧洲地区协
办单位为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IMAG 国际交易会
及展览会有限公司。根据展期安排，4 月 20 日、21 日
为媒体日，对海内外新闻媒体开放；4 月 22 日至 24 日
为专业观众日，4月 25日至 29日为公众日。

右 图 ： 媒 体 记 者 在 梅 赛 德 斯 - 奔 驰 展 台 参 观 概

念车。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展出面积超35万平方米 全球首发车109辆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车展迎来首个媒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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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讯 记者李瞳 刘瑾报道：在今
天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机床展 （CIMT） 上，一款世
界领先的重型加工机床 NHC 6300 完成首秀。该机床采
用 行 业 领 军 企 业 —— 德 国 德 马 吉 森 精 机 集 团 （DMG
MORI） 的技术，由位于天津的生产基地制造。业界专家
认为，该机床的成功问世是中国机床业借力国际领军企业
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将对我国重型加工机床核心技术的提
升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制造业未来 10 年发展的
顶层规划，是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
一步。”德马吉森精机集团的森雅言博士表示，“随着中国
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市场充满了机遇。未来，集团将
努力以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完美结合来融入充满希望的中国
市场。”据了解，未来中方和德马吉森精机集团有望在航
空航天、轨道机车、汽车制造、工程机械及医疗卫生等领
域进行全面合作。

中 国 制 造 重 型 加 工 机 床 完 成 世 界 首 秀

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讯 记者肖尔亚从国家能源局获
悉：截至 2015 年 3 月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3312 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 2779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533
万千瓦。2015 年一季度，全国新增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504 万千瓦，其中，新增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 438 万千
瓦，新增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 66万千瓦。

各省区市中，累计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
的达 8 个，分别为甘肃 576 万千瓦、新疆（含兵团）466 万千
瓦、青海 426 万千瓦、内蒙古 384 万千瓦、江苏 300 万千瓦、
宁夏 217 万千瓦、河北 152 万千瓦和浙江 142 万千瓦。一
季度新增累计装机容量较大的地区为：新疆（含兵团）110
万千瓦、内蒙古 82万千瓦、浙江 70万千瓦、甘肃 59万千瓦、
江苏 43万千瓦。

国家能源局今天正式对外公布《关于开展全国光伏发
电工程质量检查的通知》，指出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强光伏发电工
程质量管理，决定组织开展光伏发电工程质量检查工作，并
制定了质量检查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本次质量大检查主要针对已投运的地面光
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重点检查内容包括项目建
设运行质量、主要设备及部件质量两个方面。检查形式分
为重点省份抽查和其他省份自查两种形式。国家能源局表
示，通过组织光伏发电技术归口管理单位、光伏产品检测认
证单位联合开展质量检查活动，可以准确掌握当前国内光
伏发电工程建设运行、主要设备、并网性能质量现状及存在
的突出问题，客观反映行业整体质量状况，提出有针对性建
议，为规范光伏发电技术市场和完善光伏发电工程质量的
政策提供技术保障。

一 季 度 新 增 光 伏 并 网 装 机 容 量 504 万 千 瓦
光伏发电工程质量检查工作将展开

（上接第一版）

质疑并非毫无来由。1999 年科大
讯飞成立伊始，中国语音市场几乎百分
之百由 IBM、微软等国外 IT 巨头垄断；
而在国内，虽有科研机构从事相关研究，
却都是单打独斗，迟迟未见成果面市，更
令人不安的是，语音技术人才毕业后进
入跨国公司几乎成了一种惯例。

这样的背景下，胡郁、胡国平、陈涛，
还有科大讯飞发起者——彼时 26岁的中
科大博士研究生刘庆峰，一群尚未完全摆
脱稚气的毛头小伙子偏偏要试一试。语
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不能被
外国人掐住喉咙！中国的语音产业要由
中国人来掌握。这个只有 18 个人的团
队开始了跌跌撞撞的语音产业化苦旅。

2003 年，科大讯飞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牵头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文语音标准；2006 年至 2014 年，连续
9 年在英文语音合成国际大赛中夺冠；
2008 年摘得国际说话人识别评测大赛
桂冠，并在语音识别技术领域一举超越
全 球 最 大 的 语 音 技 术 公 司 Nuance；
2009 年获得国际语种识别评测大赛高
难度混淆方言测试指标冠军；2013 年，
通过麦克风阵列技术将语音识别的距离
拓展到 5 米以外，在高抗噪语音识别技
术领域取得突破，100km/h 车速下仍保
持 90%以上的识别率，显著领先；2014
年，继续获得通用全球中文语音识别测
评综合指标第一名。

而在与语音技术平行的另一条历史
轴线上，科大讯飞的语音产业化之旅也
愈走愈顺：2008 年成为中国语音产业唯
一的上市公司，将 Nuance“挤出”中国；
如今为全行业 2000 多家企业提供语音
核心技术，占据中国语音主流市场 70%
以上的份额，并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语
音公司；面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率先推出
语音云平台，用户数已突破 6.8 亿，开发
应用申请超过 6 万个，逐步形成以科大
讯飞为核心的语音产业链，成为业界公
认的“语音产业国家队”；目前，讯飞语音
学习软件已在国外孔子学院得到普遍应
用，并成为新加坡等国中英文语音学习
门户的主流技术。

很多业内人士都对科大讯飞竖起大
拇指：“如果没有科大讯飞，中国语音产

业现在还会控制在国外公司手中，也不
可能有今天的蓬勃发展。”

弯曲的直线

一系列耀眼的成绩背后，用刘庆峰
的话说是一段“走弯曲的直线”的创业历
程，所谓直线即目标明确，弯曲则指实现
梦想的过程曲折。

刘庆峰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任何
创新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不断试对
与试错的相互交织。”成立之初，市场很
快就给了科大讯飞一个“下马威”。他们
自主研发的一款名叫“畅言 2000”的电
脑软件遇冷。

这是一款刘庆峰曾十分看好的产
品，它能将语音自动转换成文字，并让用
户通过语音控制电脑，主要面向老年
人。但不久他们就发现这款产品叫好不
叫座。“我们忽略了一些因素，一方面当
时盗版软件猖狂，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要
消费者为老年人，其电脑操作经验太少，
有的电脑还没开就说软件出了问题呼叫
售后服务，这样折腾两三次后，利润就没
了。”刘庆峰说。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的教训让科
大讯飞明白：直接进军大众消费市场时
机还不成熟，必须转攻企业级用户。

于是，当中国电信计划将 168 电话
信息平台铺向全国之际，科大讯飞毛遂
自荐为其提供语音合成技术。但就在他
们对实验结果满怀信心时，消息传来：对
方拒绝合作，理由很简单，科大讯飞也就
是个创业团队，这么大的单子不敢交付。

又是当头一棒。更糟糕的是，还祸
不单行。

期间，资金链的断裂让股东及团队
内部炸开了锅，质疑声不绝于耳。“语音
技术到底前景有多大？”“是不是应该做
别的应用软件？”“是不是给银行做服务
器更赚钱？”面对动摇的军心，刘庆峰将
大家拉到巢湖边上开会，并放出一句狠
话，“谁不看好语音，就请谁走人！”

那天起，讯飞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语
音产业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快餐式的
急功近利无法长久。

随后，刘庆峰多次赴深圳找中国电
信 168 合作方华为恳谈，或许被他的诚

意感动，华为同意在其平台上试用讯飞
的语音技术。可是，反馈结果却让他有
些无地自容：系统兼容性不强、语音合成
不自然、连续性差⋯⋯对于这份充满硬
伤的测试报告，华为表态，“一周内解决
所有问题，否则合作失效。”

当然，这次他们成功了——自此，科
大讯飞成为华为在语音方面唯一的合作
伙伴。10 多年后在科大讯飞 15 周年庆
典时，轮值总裁吴晓如回顾了这场攸关
生死的大考验。“这个星期，没有一个人
离开过办公室，大家几乎不眠不休，最后
全部问题迎刃而解。我清晰地记得走出
办公室时大概是下午 4:30 左右，回到家
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接下来科大讯
飞拓展了包括华为、中兴和联想在内的50
多个合作伙伴，并如愿获得第二轮融资。

联想投资成立后的第一笔投资就给
了科大讯飞。不过，有一年联想投资财
务经理参加其半年度经营会议后却拉长
了脸，“没想到讯飞的财务状况这么差。”
科大讯飞这一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态势
一直延续了 5年。

正是这种耐得住寂寞的坚守，2004
年科大讯飞迎来转机——扭亏为盈，并
从 2005 年至 2007 年保持净利润 130%
的复合增长。2008年科大讯飞上市。

时至今日，科大讯飞已成为当之无
愧的语音界霸主，其在国际市场上仅次
于 Nuance，而面向行业用户提供“软件+
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正成为他们进行
市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

让机器会说会思考

大浪淘沙，十几年来国内外的语音公
司生生灭灭，失败者居多。在这场后来居
上的战役中，科大讯飞何以华丽逆袭？

个中原因，刘庆峰心里十分清楚，
“语音是典型的高技术交叉学科，涉及数
字信号处理、声学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等
诸多领域，若想取得实质性突破，必须有
效整合核心技术资源。”

科大讯飞创立初期，国内几大语音
研究机构各有建树，但各自为政、相互封
闭，如何整合？2000 年首轮风险投资
后，刘庆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个拜访

“语音大牛们”，用这笔资金与中科院声
学、中国社科院语言、中科大成立语音技
术联合实验室。他承诺，“各自专注于其
擅长的研究，科大讯飞提供专项科研经
费并负责产业化整合，给他们股权，实现
成果共享。”

如此一来，早期在品牌、市场等方面
都不占优势的科大讯飞就有了一支强大
的技术后盾——对声音合成和声音听辨
方面有独特研究的孙金诚研究员；1980
年就从事人机语音通信的王仁华教授；
社科院语言所对声音、语气、语调等研究
了 40 多年的吴宗济老专家。事实证明，
这笔“技术投资”为科大讯飞日后攀上语
音技术的峭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有效整合外部资源的同时，科大
讯飞也没忘苦练内功。“我们要比科学界
更知道技术的发展趋势，比消费者更知
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科大讯飞高级副
总裁、研究院院长胡郁和团队建立了三
个梯次的布局：联合实验室倾向于技术
的基础研究，讯飞研究院负责面向产品
的应用研究，讯飞各事业部的产品部门
负责把方案进行代码级的优化，变成完
善的产品。与此同时，保证研发投入，

“今年我们的研发支出预算要占到销售
收入的 30%。”刘庆峰透露。

战略就像望远镜，能看清很远的方
向，但不能缩短脚下的路程。凭借一流
的技术和脚踏实地的努力，科大讯飞近
年来逐步赢得市场和用户的认可。

但对科大讯飞来说，他们的梦想“让
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才刚刚起
步。眼下，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胡郁
说，在继续改进语音技术的同时，科大讯
飞已于近期启动了“讯飞超脑”计划。“我
们希望未来机器可以像人一样，不仅能
听会说，还能理解会思考，有逻辑思维和
推理能力。”胡郁表示。他透露，“讯飞超
脑”目前已聚集了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
国家工程实验室、加拿大约克大学等 10
多位人工智能领域顶级专家。

他们还努力将语音应用范围尽可能
地拓展。刘庆峰告诉记者，科大讯飞正
在研究如何将声纹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
结合，“人的声音和 DNA、指纹一样，具
有唯一性，是可识别的，如果再与人脸识
别叠加在一起，作为身份的验证码，那么
未来身份证或将不再需要，办理一些事
只需张张嘴、扫扫脸即可。”

这些设想还需多久能够实现？刘庆
峰不十分肯定，但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谷歌
那样的创新型公司，用技术改变世界。

让 中 国 语 音 响 遍 世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