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大学因“中国知网”

涨价过高可能暂停续订其数据库

服务的消息引发关注。

之所以该数据库年年涨价很

“任性”，可用户却一点讨价还价的

余地都没有，原因很简单：一是该

数 据 库 确 实 不 错 。 中 国 知 网

（CNKI）作为国内知名度与论文下

载量均排在前列的中文数据库，一

直是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首选之

一。无论从全面性、权威性、个性

化，还是从实时更新上，中国知网

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是用户别无选择。目前，我

国权威性、规模化的数据库为数不

多，已建数据库中能提供商品化服

务的比例也较低。有些数据库仅

供浏览或内部使用，缺乏商品意

识，也造成了资源浪费，这让用户

在数据库选择上捉襟见肘。

这就折射出一个问题：我国数

据库服务供给不足，没有形成一个

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信

息产业的重要象征和发展动力之

一，数据库产业是信息服务业的重

要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应激励

机制，导致缺乏市场主体参与投入

其中，造成了一家独大、竞争不

足。个别服务商事实上形成了垄

断地位，自然就“任性”而为，以至于连北大这样“不差钱”

的佼佼者都负担不起，其他高校的压力可想而知。

如此垄断，不仅对下游用户不利，也不利于保护和鼓

励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劳动创造。中国知网收取连年上涨

的高昂数据库订购费，而这些收入与论文作者并无关

系。按知网公布的价格：若论文作者授权为非专有使用

权，被收入一篇博士论文，作者仅能得到价值400元的阅

读卡和 100元稿酬。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只能供数据

库服务商用于牟取利润；而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不仅无法

从中分享，甚至还要因为使用其服务“倒贴”。

由此可见，不仅当前我国数据库服务等信息、内容产

业大有潜力可挖，而且可以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知识

产权强国战略提供支撑。从长远看，数据库产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在于开放市场，鼓励竞争。要避免垄断出现，一

个理想的方法就是通过政策引导，吸引有资质的市场主

体进入，形成竞争环境，促进其走上社会化、产业化的发

展道路。相关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扶持一批国内数字

出版商，大力培育数据库服务市场，让数据库开发者、生

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优胜劣汰，在

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对于目前分散建

立的有使用价值和市场前途的数据库，应加强联合和规

范，使之形成产业化生产和规模效益，用户才能得到更好

的信息服务体验。

如何解决数据库服务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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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60 岁
以上人口升至 2.2 亿人，占比 16.1%。“银
发经济”前景广阔，如何撬动 2.2 亿老年
人用品的消费市场成为关注话题。

有效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与老年人实
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供求存在极大不对
称，导致老年人很难买到适合的产品。记
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许多商家虽发现了
老龄用品商机，但由于缺乏市场研究，导
致适合老年人需求的商品较少、品种单
调，严重抑制了老龄用品消费需求。

《老龄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
告》显示，我国老年日用品尚未引起企业
足够重视，老年服饰用品“市盛货缺”，老
龄生活辅助器材、老年助行器、老年康复
器材和老人护理用品发展喜忧参半，老人
电子产品市场开始兴起，老年医疗器械供
需疲软，老年文化用品开发生产不足。

日本市场的老龄用品超过 4 万种，而
我国只有 2000 多种，是日本的 1/20。且
我国老龄用品市场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发
展过度，有的严重不足，存在很多空白。

北京鹤逸慈老年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是国内最早的老年用品连锁店，总经理赵
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与老年人生活密
切相关的老年康复辅具用品、老年护理用
品、老年保健用品市场比较活跃，产品种
类较多，社会认知度高，而老年文化用品、
老年日用品市场相对冷清，发展较慢。

很多人认为老龄用品产业之所以发
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人的传统
观念难以转变。实际上，随着老年人经济
实力的增强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一部分
老年人对抗衰老化妆品以及电子产品等
存在较强的购买意愿。但目前多数企业
仍未意识到这一点，忽略了这些需求。

健全标准是首位

当前，老龄用品产业生产无序、市场

混乱。老年保健品行业表现尤为突出，部
分不法企业打着“义诊”“免费送药”的旗
号虚假宣传，误导老年人，甚至贻误病情，
社会影响恶劣。其中重要原因是我国老
龄用品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扶持政策。

民政部标准委员会专家委员彭嘉琳
表示，我国尚未对老龄用品制定专门行业
标准，只是在相关用品行业标准里提出要
考虑老年人需求；而我国康复辅具相关标
准虽然超过 110 项，但绝大多数是推荐性
标准，执行情况并不乐观。

理实国际大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王
颖认为，由于缺乏行业标准、市场规范、评
估体系和行业监管机构，老龄用品企业的
产品和服务质量无法进行评测和监督。
生产企业缺乏设计标准和规范，特别是缺
乏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安全性设计和养老
用品的具体产品设计规范。

嘉年乐老年商城董事长罗青云说：
“当务之急应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加大力
度，修正不符合市场需求、落后的老人用
品标准，制定空白领域的老龄用品标准，
引导老龄用品厂商规范有序发展。”

各方需协同推进

彭嘉琳表示，制订行业标准需要产品

数据作依据，目前我国老龄用品市场刚起
步，形成行业标准体系为时尚早。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罗晓晖认为，企业对市场需求比较敏感，

可以先行探索制订相关标准。在国外，很
多标准都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产生
的。同时，更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事实上，发展老龄用品产业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企业三方协同推
进。在老龄用品标准体系制订的过程中，
要本着“政府支持，行业协会及标准机构
主导，企业主体参与”的原则，使老龄用品
标准的制订更符合市场的需求。

罗晓晖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
战略规划，要把老龄用品标准化纳入国家
标准化事业发展规划和老龄事业发展规
划，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加大对老龄用品
生产销售企业的扶持力度。赵强说，要善
于借鉴国外成熟产品标准，将其转化为行
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从产业长远发展来看，要成立专门行
业协会，其主要职能是规划行业发展、为
行业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做好行业自
律，维持好市场秩序。企业是市场主体，
他们需要开展细致深入的调研，针对市场
需求，一步一个脚印从产品研发、生产做
起，探索建立相关产品的标准。

缺乏标准和监管导致生产无序、市场混乱——

莫让老年人用品成"老大难"
本报记者 林紫晓

尽管老龄用品市场潜力十分巨大，但

目前我国尚没有将其列为专门的类别，从

标准化角度进行规范。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缺乏标

准和规范的引领，企业只能摸索着前进，

也容易让怀有不良动机的厂商乘虚而入、

浑水摸鱼，导致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消费者“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相信

谁，即使上当受骗，也无法讨个公道。久

而久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正规

厂家不愿意投入研发和生产，大量粗制滥

造的低端劣质产品充斥市场，消费者的有

效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对政府、企业、用

户三方来说，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建章立制。从

产业发展角度来讲，标准是国家监管市场

秩序、规范各类事业运行、推动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的基本依据，是企业快速提升发

展能力、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全面放大企

业品牌效应、抢占竞争高地、最大限度占

领市场份额的基本遵循。

从消费者自身来讲，老年人往往缺乏

必要的辨别能力，对于很多新产品、新购

物形式的接受程度低。大部分老年人上

当受骗后，找不到维权的途径。而标准能

为老年人提供外部保护，为老龄群体创造

一个相对有保障的消费环境。

随着我国加速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

消费观念有所改变，对各类老龄用品的需

求也将逐步释放。可以预见，各类老龄用

品将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所需要。因

此，企业应及时洞察先机，开发出能更好

地满足需求的老龄用品，争取成为产业的

领导者和标准、规则的制定者。

未 雨 绸 缪 建 章 立 制
□ 子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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