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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8_80_83_E8_c31_250054.htm 谁说看不见摸不着的

东西便一文不值？其实其中可能蕴含着百亿美元的大生意。

这项新技术名字挺拗口无线射频识别系统，投资家们叫它的

英文简称RFID锐富得。 根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埃森哲的一份

调查报告称，对无线射频识别系统（RFID）的投资会带来高

额回报。2015年全球RFID市场规模将达到900亿美元，和现在

的手机市场规模不相上下。业内权威人士认为，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RFID潜在市场。在未来3年内，RFID技术将会给中

国的产业界带来一场革命。 潜移默化的变革正在我们身边开

始。从今年1月1日起，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的100家大供

货商纷纷在其商品上附加了RFID标签。根据沃尔玛提出的要

求，在2007年初，为其提供货品的小供应商也将在其商品附

上RFID的标签。整个物流和零售业界被震动了。最近，欧洲

最大的超市麦德龙也宣布了类似的计划，各国零售商和IT巨

头纷纷加紧开发RFID专用的软件和硬件，其中包括SAP

、Oracle、微软、IBM、惠普、飞利浦等公司。这场技术革命

使RFID一跃成为手机出现以来普及率最广的无线技术。 颠覆

零售业营销模式 RFID也许会颠覆我们习惯的零售业营销模式

。“RFID能帮助我们在短期内提高满意度，并最终在成本控

制和持续保持低价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2004年4月30日

发布的声明中，沃尔玛执行副总裁兼CIO琳达（Linda）如是

说。 商品条形码是城市人再熟悉不过的东西。这项技术虽

然30多年前即告成熟，但直到1984年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强



制要求其供应商采用该技术，条形码在商品的应用才迅速扩

大。然而，条形码自身有着一些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扫

描仪必须“看到”条形码才能读取，因此，工作人员必须亲

手扫描每件商品，不仅效率较低，而且容易出现差错。另外

，如果条形码撕裂、污损或丢失，扫描仪将无法扫描而不能

识别商品。 于是，沃尔玛再领先河，开始了它的RFID试验

。RFID又被称为电子条形码，这种标签能够发射出一种信号

，信号之中包含了一件产品的基本身份信息，比如原产地、

经销渠道、零售商信息等等。普及RFID后，每件商品都携带

了它特有的信息，生产商或者销售商就能随时知道它在哪儿

，在某个超市的货架上还有多少存货以及它的有效期到什么

时候。 RFID技术使得合理的产品库存控制和智能物流技术成

为可能。借助电子标签，可以实现商品对原料、半成品、成

品、运输、仓储、配送、上架、最终销售甚至退货处理等环

节进行实时监控。比如，经营者透过RFID技术，可以实时了

解到货架情况并迅速补货，减少10%至30%的安全库存量，从

而大大降低仓储成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差错率的降低，

使整个供应链管理显得透明而高效。 对于消费者来说，切身

的变化便是不用在结账时排长队了。只要顾客把购物车从一

个阅读器旁边推过，这个阅读器就像心灵感应一样掌握所有

商品的信息，出纳员只需收款就行了。由于RFID技术免除了

跟踪过程中的人工干预，在节省大量人力的同时可极大提高

工作效率，所以，对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另外，由于RFID芯片的自动处理和大存储容量特性，使沃尔

玛不仅可以追踪存货，还可以实时了解顾客消费何种产品与

消费金额，以便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高附加值服务，从而颠



覆了目前的商业和营销模式。 另一家知名顾问公司德勤在其

今年电信产业展望中称：“今年年底时，将有超过100亿

个RFID标签被售出并投入使用。”高科技市场研究公

司In-Stat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09年，全球RFID标

签的销售收入将从2004年的3亿美元增长到28亿美元。 沃尔玛

已经放出话来，要在今后几年里投入30亿美元的预算去推

广RFID。这不由得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沃尔玛大力推

广商品条码和电子扫描仪实现存货自动控制的情景。正是当

年的举动，使得沃尔玛一举冲出重围，拉开了与同行的距离

。 据了解，RFID技术目前在我国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

行业，比较成熟的应用有全国铁路车号识别系统、上海城铁

明珠线控制系统、大连港集装箱管理。此外，在门禁、车场

管理及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也初具规模。 中国标

准化协会的EPC和“物联网”应用标准化工作组曾经对我国

的RFID应用市场作了调查和分析，调查的主要对象是2003年

中国500强企业。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未来在RFID标签的使用

上，中国每年大概需要30亿个以上的RFID标签。其中，电子

消费品需要8300万个标签，香烟产品需要8亿个标签，酒类产

品需要1.3亿个标签，IT产品大概需要量在13亿～14亿个。 在

欧洲，每年交易的零售商品总量达到了2600亿件。据推测，

到2008年将会有5％的产品采用RFID标签，而不是此前使用的

条形码标签。欧洲最大的RFID市场是在德国。 对RFID的巨大

需求和需求的高速增长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如今，“射

频识别”系统的几十家零部件制造商，如IBM、英特尔、微

软和飞利浦等纷纷摩拳擦掌，力争在市场大战中抢一杯羹。 

来自韩国的消息称，韩国政府计划耗资7.84亿美元（7900亿韩



元）在仁川新建一个信息技术中心。该中心主要从事电子标

签技术包括RFID的研发以及生产，帮助韩国企业快速确立在

全球RFID市场的主流地位。 来自美国YankeeGroup关于RFID

市场的调查结果显示，2005～2007年，制造企业对于RFID标

签的总投资额将达到约20亿美元，对于RFID基础设施的总投

资额将达到10亿～30亿美元。在基础设施领域，咨询和系统

集成的投资额特别大。在年销售额50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中

，有70%的企业表示已制定出RFID计划，并将于未来的1年内

实施；而25%的企业表示今年将投资50万到100万美元普

及RFID技术。 中国是沃尔玛、麦德龙等国际零售巨头的最主

要采购地，同时也是世界商品的“生产工厂”，由此推测，

我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RFID潜在市场。 RFID，中文名称为(

无线)射频识别，是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这项技术

诞生于二战期间，主要用来识别己方的飞机。最简单的RFID

系统由标签、解读器和天线三部分组成以及其他硬件和软件

的支持。 打造产业链尚需时日 RFID要实现完整的功能，有赖

于芯片商与相关硬件、软件、系统业者的配合，因此，构建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对于RFID的服务应用非常重要。一条完整

的RFID产业链大致包括：芯片制造商、读写器制造商、中间

件公司、系统集成商以及实施咨询等环节。 据赛迪顾问IC行

业分析师介绍，RFID芯片制造由飞利浦、西门子、ST、德仪

等传统半导体厂商所垄断。国内的复旦微电子、大唐微电子

等半导体厂商虽然也已进军这一领域，但目前仅局限于第二

代身份证、智能卡等业务。该领域投资机会已经不大。 在标

签、天线、读写器制造等环节，总体而言也是Alien、Intermec

、Symbol等国外厂商的天下，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厂商



在进行相关研究。 在中间件、系统集成方面，IBM、HP、微

软、SAP、Sybase、Sun等国际巨头占据着主要位置。自2005年

以来，IBM、惠普、微软等公司都采取了积极行动加大

对RFID中间件及有关应用平台的研发，国内像用友之类

的ERP企业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但研发进程和投资力度仍

无法与国外厂商同日而语。 总体而言，中国的RFID目前还没

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市场上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代理国外。

虽然目前开展RFID业务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家，但总体而言

仍受核心技术缺失的困扰，大都集中于低端产品，同质竞争

比较严重。 寄望国标早出台 “以往我们有太多的产品在国际

上被别人的专利费压得喘不过气来。目前RFID还没有形成全

球统一的标准，我们还有‘先入’的优势。”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成海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我国急需制定

出自己的标准。 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制造基地，因

此，我国RFID标准的制定牵动着国际标准的未来走向。如果

我国企业不能尽快形成统一标准，将再次沦为只能获取低附

加值的“代工商”，损失将远远超过28亿美元。 去年6月15日

，RFID标准组织“EPCglobal”公司宣布已经完成了全球第一

个RFID标准的制定工作，更是让推崇RFID的厂商们欣喜若狂

。赛迪顾问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RFID标准主

要用在物流上，而且EPCglobal的标准是提供了一个范围，我

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各方面全力

推进RFID，然而一切还是得慢慢来。对于芯片厂家来说

，EPCglobal的标准出来之后，根据标准研制出芯片，需要至

少半年的时间；对于应用企业来说，标签的成本也始终是一

个受困扰的问题。 据上述人士透露，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传



出的消息表明，备受关注的RFID标准的最关键部分频段部分

有望在年内确定,频段部分已经完成试验室的测试。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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