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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推出全线3D精品

Industry elegant demeanour行业风采

科技速递

全球首台“薄彩”不闪式 CINEMA 3D 智能电视、

全 球 首 部 裸 眼 3D 智 能 手 机 以 及 全 球 首 款 不 闪 式

CINEMA 3D 显示器——当这一系列代表着当今尖

端 3D 科技的产品汇聚一堂，带来的是一场 3D 视界

体验的震撼性变革。

时逢国庆将临，全球消费电子巨擘 LG 电子日前

宣布推出“一切尽 3D”的战略，领先业界提出全面 3D

创享体验的新战略，并正式在中国市场推出由全线

3D 新品组成的全面 3D 体验方案，让中国的消费者可

以利用节日之暇充分享受全新 3D 视界的精彩纷呈。

随着 3D 技术从第一代的快门式发展到新一代的

不闪式或裸眼 3D，3D 产品从单一的电视机发展到 3D

手机、3D 摄像机与 3D 显示器等丰富多元的种类，3D

体验从被动地收看影像到可以主动地创造内容、享乐

游戏，消费者正迎来一个全面 3D 体验的新时代。而

LG 电子以独到敏锐的战略眼光迅速把握了这一趋势。

LG 电子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南佑荣指出，由“创

造”、“分享”以及“玩乐”三大核心体验价值组成的全面

3D 体验时代，将使 3D 成为消费者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新

鲜元素，同时也将使 3D 不再仅仅是纯粹观赏的娱乐手

段，而会成为人们更好地纪录、留存、分享并品味美好生

活时光的全新体验。

今年以来，随着《变形金刚 3》、《哈里波特 7》等众多

3D 大片的来袭，以 3D 电视为代表的 3D 影像产品市场

迎来了一个爆发增长期。根据电子商会所做的调查，消

费者对 3D 电视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72.5%，而

3D 电视的市场份额也从去年底的不足 2%有望在年内

达到 35%。但 3D 内容缺乏、3D 体验单一零散，一直是

困扰 3D 市场飞跃发展的巨大瓶颈。现在，LG 电子跳出

只关注局部单个产品的狭隘视野，以创新的思维从消费

者 3D 全体验应用出发推出解决方案，为整个 3D 市场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思考方向。

作为当今全球 3D 影像科技的领导厂商，LG 电子

之所以能率先以整合的视角提出 3D 全体验战略，主

要得益于其在 3D 领域多年探索所积累的技术与产

品上的经验优势。此次 LG 推出的全面 3D 体验解决

方案中的 3D 新品，个个都是有着“机皇”级别的王者

风范。LG 独有的 CINEMA 不闪式 3D 技术在 2D 转

3D 方面也别有新意，能通过对视点与景深的双重调

节，实现最佳的 3D 转换视效，并支持包括在线片源、

USB 外接片源等多样内容的转换。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LW9800 系列是当今唯一采

用了 FULL NANO LED 背光系统的智能 3D 电视。

这一背光系统拥有比普通 LED 电视多 3 倍、高达 1000

多个 LED 发光单元，能实现 99.9%的画面光线均匀度

和极高的对比度，极大地提升了画质水平，同时还使

机身的体积与厚度实现了轻薄化，堪称一绝。

LG OPTIMUS 3D 手机则是另一个正式在中国

市场发布的杀手级产品。这款全球首部裸眼 3D 智能

手机拥有良好的性能，由于采用了 LG 独特的“三双”

配置——双核、双通道、双存储卡，它在计算性能、数据

传输及运行时间上都有了惊人的提升，使用户可以轻

松应对程序之间的多任务运行、以更高的帧速玩游戏

以及更流畅、更持久地观看影片。通过其内置的双

500 万像素相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捕捉到最佳瞬间，

拍摄成照片和 3D 视频。同时，无需使用眼镜，4.3 英寸

的 WVG 显示屏就可以如实地再现 3D 体验，显示效果

颜色鲜艳且无闪烁，使用户可以在 2D（高达 1080p）和

3D（高达 720p）的多媒体内容间自由切换。

而面对游戏玩家，LG 的不闪式 CINEMA 3D 显示

器无论是 3D 在线游戏，还是 XBOX 3D 游戏都能完美

流畅、丝毫毕现地将逼真场景与生动情节演绎得淋漓尽

致，同时也让消费者享有舒适与健康。值得一提的是，

LG先进的不闪式CINEMA 3D技术能让消费者只用一

副眼镜就可通看电视与显示器的 3D 视效，从而大大降

低了用户的使用成本。

LG 电子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南佑荣表示，“一

切尽 3D”时代的来临是消费电子领域又一次划时代

意义的变革，会引发全面的技术创新、价值创新与体

验创新。而 LG 电子已然做好充分的准备，将牢牢把

握先发优势，成为全新 3D 视界的第一驱动力。

前段时间，我国高铁、动车、公路事故频发，引发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对公共交通工具的安

全防范提出了严峻考验，交通运输安全成为了交管部

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月 24 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在全国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道路运输行业共发生死亡 3 人及以上行车事

故 85 起，死 亡 人 数 达 466 人，分 别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21.4%和 12.8%。特别是进入 7 月以来，全国连续发生

了 9 起较大道路客运事故，共造成 110 人死亡，180 人

受伤，道路运输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在武汉随

岳高速公路上客运车违章停车造成 26 人死亡、29 人受

伤，及河南信阳卧铺客车超载造成 41 人死亡，6 人受伤

这两起重大伤亡的典型事故的发生，表明了一些地

区、领域，特别是企业对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安全基础还不牢固，安全责任还未能有效落实，从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还亟待提高。

冯正霖强调，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坚持和强化

行 之 有 效 的 措 施 ，推 进 道 路 客 运 隐 患 专 项 整 治 行

动。实施联合监管，加强与公安、安监等有关部门的

合作，进一步加强营运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及时将动态信息传送给有关部门，为有关部门

依法实施监管提供支持。同时，为改进卧铺客车的

安全管理，必须对该类车辆强制安装车载视频装置，

由企业随时监控车厢内情况，并要规范安装工作，督

促运输企业为重点营运车辆安装符合行业标准的卫

星定位装置，并接入符合行业标准的监控平台，相关

动态信息要连入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

凡未按规定安装卫星定位装置的车辆，一律不予核

发道路运输证。今年年底之前，所有企业监控平台

及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监管平台都必须按照标准完成

改造任务。

此消息一经公布，犹如为车载视频监控行业注

射 了 一 支 兴 奋 剂 ，整 个 行 业 顿 时 沸 腾 。 据 相 关 数

据 预 测 ，我 国 卧 铺 客 车 视 频 监 控 的 市 场 容 量 超 过

30 亿元。

客车视频监控有效遏制交通事故

据了解，在我国事故多数与严重违法超限超载有

关，是客车事故主要因素之一，但安装了车载视频监

控后，情况就有很大改善。

今年年初广东省东莞市给跨省客车安装了带视

频监控的 GPS 系统，至今东莞市交通事故发生率同比

下降了 60%，这充分证实了在车辆上安装视频监控装

置，有效地遏制了长途卧铺客车的超载现象，对治理

交运安全这一顽疾有着明显的效果。

专门从事车载视频监控的深圳市威康普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韦继国对此表示，前不久我国河南信

阳一辆长途大巴因为超载，车辆起火，烧死了 40 多

人。如果安装了车载视频监控系列，管理人员及时

通过远程关注车辆及车内的所有的状况，发现异常

情况叫停车辆，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免这场重大事故

的发生。

同时，韦继国表示视频监控作为我国交通运输安

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制安装也是提高我国交通

运输安全管理的重要举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了解，截至 2009 年底，国内大型载客汽车的保

有量超过 100 万辆，而面对国家交通安全政策的号召

与压力，必须要全部安装车载视频监控系统。

巨大商机面前的发展窘境

“虽然有诸多优势、虽然有政策引导，但目前我国

所有长途运营车辆安装车载视频监控的车辆还不到

5%。同时，虽然我国强制要求长途客运车加装车载视

频监控将带来商机，但作为专业车载视频监控企业却

又面临着尴尬的窘境。”韦继国无奈地对记者表示到。

据了解，韦继国所说的“尴尬”就是高昂的移动通

讯资费问题。

据介绍，由于车载视频监控产品是基于移动互联

网平台上的的设备、系统、应用、方案的车联网产品，

不但技术成熟，而且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并已经

完全支持 3G、WIFA、TD-LTE、4G 等多种移动互联网

络传输技术，但因移动互联网的资费太高，承载与 3G

平台上的车载视频监控普及缓慢，一直没有被大部分

车辆所采用。

而此次政策规定的在长途客运车辆上安装车载

视频监控，以实现监控人员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可以

直观地了解道路交通状况；通过增加相应自动检测

设备，可以及时发现交通事件或异常状况；通过录像

回放对事件发生过程进行了解和调查及时发现和处

理交通事故、避免二次事故、保障交通畅通、减少财

产损失、提高服务水平等。这均与移动互联网脱离

不了干系，进而造成了高昂的通信资费，同时提升了

客运成本。

目前，购买一台车载视频监控设备的价格是 1000

元左右，但所有运营车辆使用该产品每月所要支出的

流量费则高达 1000 元，使很多用户买得起却用不起。

“交通运输部强制安装该设备，通过技术改善车

辆管理水平及事故发生的概率，让运营车辆每月要多

花千元的流量费，是无形中增加了运营车辆的成本，

这高昂的流量费同时也成为这个产业发展中最大的

瓶颈。”韦继国表示。

此外，韦继国还指出，除了使用费用高以外，目

前的 3G 技术还不能使产品发挥最佳效果，网络速度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视频画面在传输过程中运

行不流畅，这也成为了车载视频监控产业发展的一

个尴尬。

由此可见，车载视频监控行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个

非常长的过程，因为它不光要看政策，更要看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与资费的高低，我们也期待运营商能够尽

快将移动网络建好，将移动资费下调，以服务更多的

行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 周 薇

车载监控巨额商机下暗藏尴尬
■ 本报记者 张 邢 卞 辉

行业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