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追随者到引领者

科技助力商贸服务迈步智能化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对商贸服务业产生了长远而深
刻的影响。 从最开始的“扔了算盘就用计算器”，到如今“手机点点什么都有”，
每一次的技术演进和突破带给商贸服务业的改变清晰可见。

但实际上，商贸服务业一步步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的过程远不是“从收
款机到互联网”这么简单，也
并非一路坦途， 这其中既有
打破旧有体制机制束缚的眼
光、勇气和担当，也有锐意探
索进取的决心。

数说

从纸和算盘起步

从收款机到管理模式变革

走进智能化时代

本报记者 冉隆楠

算盘在我国商贸服务业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图为
游客在珠算博物馆参观算盘。 �CNSPHOTO提供

历经 27 次无效申请和上千场
诉讼的考验，以占有自拍杆高端产
品世界 80%市场份额的傲人业绩
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源德盛塑胶电
子（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源德
盛”） 作为手机自拍杆领域的引领
者，以持续的研发投入及强大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依托， 成为华
为、小米、三星等世界知名手机品
牌的供应商。

“任意收缩、自如收纳、体积
小、便携带……打破‘分体式自拍
杆’的限制，源德盛自主研发的‘一
体式自拍杆’荣获第二十届中国专
利金奖，这为源德盛带来了上亿元
销售收入。 ”源德盛董事长单景华
表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原动
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生存之本
“知识产权维权带来的经济价

值远比将知识产权锁在抽屉里更
有价值。”单景华坦言，随着自拍杆
市场的壮大，源德盛视若生存之本
的专利遭到大量仿制侵权。 为此，
源德盛委托专业机构在全国开展
了大规模的诉讼维权行动，以知识
产权维权手段推动企业转型。源德
盛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诉讼维权，至
今已立案 3000 余件、 开庭审理近
千余次，而专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
效益每年约有 30%的涨幅。

此外，源德盛每年都会将营收
的 7%-8%用于研发投入， 从 2014
年至今公司年均研发投入 2000 万
元，每年会推出 30 多款新品，累计
获得专利 100 余项。 通过专利维

权，源德盛迅速确立了企业在行业
中的领先地位。 目前，公司的自拍
杆技术在美国、韩国、日本都获得
了专利授权，并已在欧洲提交专利
申请。 除了代工生产外，公司也开
始打造自己的自拍杆品牌。

截至目前，源德盛共进行专利
申请 146 项（2019 年的申请量达
到 61 项），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69 项、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 65 项； 目前已获得
授权的专利有 99 项。 上述专利申
请中涉外的专利申请有 12 项，目
前已授权的涉外专利有 10 项。

“有了核心专利后，我们的产
品越来越受到认可，销售量每年增
长 30%。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
围绕核心专利进行了 20 余项相关
专利布局， 形成了防御风险的盾

牌。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动出击，针
对市场上的山寨产品提起诉讼，以
保证我们的合法权益。”单景华说。

自主研发打造民族品牌
据了解， 成立于 2002 年的源

德盛，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
前，作为手机模型生产厂商曾有过
一段辉煌的历史。 然而，金融危机
之后，深圳制造业集体面临转型升
级大考，源德胜也一度陷入彷徨迷
茫，最终公司将业务重心转向自主
研发和民族品牌的打造，重点聚焦
手机周边消费类电子数码产品，自
拍杆成为其核心业务。

与此同时，源德盛还注重强化
人才培养和资源的保护。 目前，源
德盛共拥有 50 余人的研发团队，
包括项目管理、ID 设计、 结构设

计、硬件设计、软件设计等。 公
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创
新以及紧跟市场需求及客户
要求的研发、设计理念，并与
主流蓝牙芯片厂商进行技术
交流，目前能为客户定制差异
化一站式 OEM/ODM 服务。

据了解，从 2016 年开始，
公司的销售额和纳税额呈稳
步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超过
30%。目前，公司仍处于持续高
速发展阶段，2018 年销售额近
3 亿元，2019 年预计年产值可
达 5 亿元。

单景华表示，未来源德盛仍将
持续按照“以自主研发推进自有品
牌打造”的方针发展，语音识别、单
轴云台、双轴云台、全自动拉杆套
装机等将全方位适用于自拍系统。

与此同时， 在智能穿戴产品上，源
德盛还将聚焦智能手表（环）、AR
眼镜及音响系统等手机周边配套
智能穿戴技术和产品研发，满足大
众市场新的消费需求，致力于打造
民族品牌、国货典范。

源德盛：自主研发做自拍杆行业引领者

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单景华接受媒体采访。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 中国商贸服务业在
先进设备和管理系统的辅助下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

2010 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商迅速崛起，移
动支付、 便捷物流等配套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中国商贸服
务业走进了智能化阶段。

电商逐渐从线上向线下发展， 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新业态和新动向。 如 2016 年开始的新零售浪潮，促使阿
里巴巴、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开始尝试线上线下一体化；
2017 年无人零售成为资本风口， 虽然无人便利店和无人
货架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但也给零售行业留下了对技术
进一步应用的经验；2018 年到家配送开始成为传统零售
的标配，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便利店，线上下单线下配
送的服务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今年，数字化门店成为
实体零售的重要发展方向，从选品到管理，再到供应链，
一切流程的数字化不仅应用了更多的先进技术， 也让实
体门店能够进一步降本增效，变得更加智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商业科技从无到有，从追随者
到引领者，经历了无数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技
术的发展，未来的中国商贸服务业将如何创新发展，值得
期待。

中国商贸服务业历史悠久，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相对
落后。 此前，人们算账时主要使用纸笔和算盘，直到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才迎来了商贸服务业自动化发展的第一个
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商贸服务业首先要做的是打破长
期计划经济的束缚，这是一个探索和破冰的过程。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商贸服务业
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即组织化程度低和管理水平低。 据
了解，当时全国有营业执照的门店约有 1500 万家，基本上
都是单店模式的夫妻店，几乎没有连锁门店。

虽然压力与挑战不小，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
在商贸服务业推广自动化，不管是企业还是行业专家都付
出了很多努力，进行了许多尝试。而这些努力和尝试，为行
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收款机可以说是最先引入的带有科技标签的设备。在
今天看来十分原始的收款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其上
万元的价格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 但是，从这一台台收款
机的推广开始， 商贸服务业自动化的进程还是艰难起步
了。

在这个过程中，行业主管部门发挥了引导作用。 据了
解， 当时行业主管部门在各地组织商贸服务业自动化培
训，并组织相关的专家团去地方上推广，这些措施对自动
化的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商贸服务业自动化不仅仅是把算盘替换成机
器这么简单，更多的是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 在这十年
里，我国商贸服务业自动化完成了从 0 到 1 的突破，不仅
连锁业态有了快速发展，在这一领域还涌现出了众多专业
的科技公司。 这些中国自有零售科技品牌的出现，加速了
技术的推广，客观上也给外资技术公司造成了冲击。

随着商贸服务业自动化的不断推进，更多优秀的技术
应用逐渐落地，供应链、客户管理等技术从无到有，从点到
面，成为改变我国商贸服务业的重要力量。 这十年的快速
发展，也为后来商贸服务业的智能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为一名消费者在河南郑州丹尼斯超市刷卡交款。 �
CNSPHOTO提供

图为消费者在某超市的自助收银机器前进行操作。
本报记者 贾欣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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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我国传统商
贸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纷纷依托
新技术发展新业务，打造新版商业
模式。

2015-2018年， 我国电子商务
交易额、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分别
为 17.8%、28.8%。

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 18.4%。

国内移动支付交易金额 2018
年为 277.39万亿元， 与 2013 年的
9.64万亿元相比，增长超过 2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