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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月 19日是第 34个“全国助残日”，主

题是“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那么，城市

应当如何运用科技手段，支持身心障碍者的工作和生活，甚

至从中生发出更多创新成果，令所有人的福祉提升？背后的

问题是，“无障碍城市”的建设能否贴合身心障碍者的生存和

发展的需求，真正为其去除一路上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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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中国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以下简称“无障碍

法”）正式实施。此前，深圳 2021
年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

城市建设条例》，是中国首个“无

障碍城市”的地方立法。近期，深

圳大学残障研究中心、公益慈善

研究院周林刚教授团队正酝酿

“无障碍城市指数”，准备采集相

关大数据以及问卷数据，并申请

相关信息公开，以便持续评价不

同城市的无障碍服务和设施。

对此，近日在京举行的“中

国无障碍指数编制专家论证会”

上，来自不同方面的专家，提供

了诸多建议。实际上，结合我们

自身在城市中的见闻和感受，不

难体会到，开展这项工作时面临

的一系列难点，也正是“科技助

残”需要突破的。

无障碍意在
支持人的自主生活

与 30多年前相比，中国创建
无障碍环境的工作，有了翻天覆

地的进步。在这次论证会上，

1960 年出生的中国残联副主席
吕世明回忆，自己小时候上下

坡，还得靠小板凳支撑挪动；到

了 1980年代末，“无障碍环境”的
概念逐渐为人所重视，比如，建

筑需要设置坡道和扶手，门的宽

度也要便于轮椅进出，等等；其

后 40年间，包括《残疾人保障
法》在内，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

逐渐完善，而无障碍法的出台，

进一步从法律上确认了残障人

士应有的权利。

“无障碍法的最大价值，就

是让每个人都能够自己生活。宗

旨是八个字：生命尊严，生活自

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黎建飞强调。

这种权利落实在城市之

中，体现为一连串细节。中国盲

文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唐李

真提出，公共场所及其设施，需

要有基础信息提示的无障碍标

准规范。比如，图书馆的盲人阅

览室，可以设在离门较近的位

置；从大门到阅览室，有盲道以

及声音引领。

在当下的媒介社会，“信息

无障碍”显得更为重要。这恰是

科技可着重发力支持的。2024年
3月，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一对
视障新人全程无障碍办理了婚

姻登记手续。二人通过摸读盲文

的文件，可以齐声共同宣誓，而

不再如以往同类情况那样需要

第三人帮助宣读誓言。可以自主

完成自己的仪式，这层支持的意

义十分重要。

与此类似，不仅是身体障碍

者，心智障碍者也需要能够融入

城市、自主行动的一系列支持。

但因为障碍的存在，这类需求往

往难以被看见，需要更多社会层

面的撬动。

另外，一些技术应用又给某

些群体造成了新的障碍。比如，

当下很多在线公共服务要经过

人脸识别。而盲人、失能失智老

人等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群体，

则需要其他的办法。但服务于这

类群体的信息无障碍通道，目前

付之阙如。

如何尽可能消除这些障碍，

关乎未来每个人的生命状态。身

心障碍者当下在城市中的需求，

正与未来老龄社会所需的保障

和支持一致。全国政协委员、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建

军指出，少子化、高龄化和区域

人口增减分化，是未来客观上必

须面对的状况。数据显示，中国

的人口 2022 年净减少 85 万，
2023年减少 208万；而当下中国
老龄人口已有三个亿，“十五五”

期间将达四个亿，2050年前后会

有五个亿。在这层意义上，无障

碍法可视为城市更新建设以人

为本的引领。

多年来，吕世明都会坐着

轮椅，去各个城市调研，体验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状况，并提出

问题和改进意见。他指出，无障

碍法已明确提出“要积极构建

无障碍环境标准体系，建立健

全无障碍环境认证和信息评测

制度”，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

信息以及社会服务，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无障碍”，应该有系

统性的评测。如果说巨额处罚

当下并不适宜，那么可以结合

信用体系进行反馈。根本上，要

让“无障碍”这部分的披露，带

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这事

关所有利益相关方，是否感受

良好和愿意为之投入。

为各方赋能
需要数据更多开放

吕世明也提到，在过往的技

术条件下，缺乏可公开利用、经

得起检验且系统完整的大数据。

同时由于力量有限，如果只靠做

抽样调查，难以撑起“城市无障

碍指数”。最后便做成“城市无障

碍政策指数”，即评估每个城市

各自发了多少政策文件。当下，

作为第三方政策研究者，制定一

个经得起推敲的“无障碍城市指

数”，可谓恰逢其时，但仍要一点

点推进。

实际上，针对“无障碍城市”

的倡导和实践，在法律政策、统

计数据和真实体感之间，往往存

在很大差距。

在此，以深圳经济特区为

例。在前述地方立法之外，深圳

还制定和落实了不少具体措施。

产业引领方面，作为具备创新基

因的城市，深圳 2017年被列为首
批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

创新试点地区。而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方面，继 2018年发布创建
无障碍城市行动方案后，深圳

2019 年发布了无障碍城市总体
规划，2024年则细化制定了无障
碍城市专项规划。

但是，只通过财政投入和基

建成果等方面的数据，恐怕难以

衡量城市真正的“无障碍”程度。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对身心障

碍者而言，在城市中可去到的地

方、能收获的人生经验，会受到

城市中的短板限制。这些短板未

必能被广泛知晓和有效覆盖，甚

至还会被表面上的数据所掩盖。

这意味着，在“无障碍”方

面，关键要看城市还没有做到什

么，以及为什么没有做到。就拿

记者在深圳的出行感受来说，由

于马路上并未设置自行车道等

原因，电动二轮车的骑行者常

在人行道上行驶，其中不乏快

递和外卖骑手。加上人行道往

往宽度有限，就连健全人步行

也常觉心惊胆战，用盲杖的人、

拄拐杖的人以及轮椅使用者，

更是难以下决心出行。这意味

着，尽管公交汽电车专门设置了

无障碍踏板，以及可刷盲人智能

手机的售票设备，改造与采购所

耗不菲，但要让残障人士能享受

相应便利，因为路上环境复杂，

仍然障碍重重。

与此类似的是，尽管城市修

建了 5000多公里盲道，但视障群
体走在人行道上，也会因电动二

轮车驶过身旁感到不安全，且盲

道往往被其他物体占据，另有部

分盲道画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无

助于支持视障群体畅通穿行城

市。以上种种，令城市“无障碍”

的真实体感与一系列公开数据

之间形成差距，也让“无障碍”相

关投入的效用降低。

不只是深圳，其他城市也不

同程度存在这类状况。周林刚也

提到，要编制这项无障碍城市指

数，难点就是数据公开。比如，每

个城市可取得的数据不同，即便

是看起来同样的数据，其口径也

不同；针对不同的残障类型，现实

中又需要提供不同方面的支持，

其效果难以通过统计数据衡量。

也就是说，这项工作还需要

更多部门的开放数据，以及更多

社会层面的连接渠道，通过不同

层面的大数据来梳理。只有以实

际使用的过程进行反馈，才能推

动相关产业围绕未来城市空间

的无障碍设计进行，以最大程度

使城市的无障碍实现落地操作。

或许，新组建的国家数据

局，这方面可以有更多作为。“数

据要素 X”大赛正在举办，或许
可以推动更多部门、更多维度的

数据开放，让更多数据要素可以

为研究者、实践者所用。

专业主导
持续扩大公众参与

“无障碍城市”关系到所有

人的未来。要推动城市进一步

“无障碍”，在条例实施和产业发

展之外，还需广泛纳入社会公众

参与的维度。

上海的傅小米是一位二级

肢体残疾人士，有行走能力，但

外出需要电动轮椅支持。在不同

情境下，他对科技支持的需求也

不一样。比如，在居家环境中，需

要考虑如何独自做饭、洗衣服和

清洁身体；而在公共环境中，因

室内场所无法精确导航，不知前

方能否容许轮椅通过，他往往感

到十分困扰。傅小米认为，需要

明晰什么是“障碍”，才能对“无

障碍”有深入的理解。

“在解决方法的逻辑层面，

寻求软件硬件配套是可行的。开

发者一定要深入了解残障人群

的需求，多去田野调查，才能获

得真实的资料。”傅小米主张，如

果创业者选择残障主题，那一定

需要残障群体深度参与，甚至是

作为合伙人一起创业。

这让人联想到，服务听障

人士的音书 APP，创始人石城
川就是一位从小在无声世界中

摸索的听障人士。作为创新和

创业的课题，这种对障碍的察

觉和支持，也可以扩展到更多

感知觉领域。

“无障碍”的关键在于对人

的关怀。王建军指出，2000年之
前所建的房子都不适合老人，适

老化改造的投入会非常大。这意

味着，需要转变治理体系和治理

方式，考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以往更多考虑对物的投入，现在

要更多投资在人的服务上。

在城市层面，北京大学建筑

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

认为，城市能否推动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是达成“无障碍”最为

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无障碍

城市的指数，需要考量一个城市

是否让足够多的专业人士———

既具备无障碍的理念，又懂得相

应的办法和技术标准，具备相应

的职业能力———来做包容性的

社会建设、环境的改造和服务的

支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去做，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

“无障碍的理论和实践要与

时俱进，包括硬件的无障碍和软

件的无障碍。中国人常说的祝福，

是‘祝平安’。平其实就是无障碍，

无障碍才能确保安全。”深圳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讲

席教授俞可平总结，无障碍的指

数能体现社会文明的程度，这事

关每个人能否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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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动科技助残

需要更多数据开放袁更多群体参与

2024年夏袁上海嘉定客运中心袁路上的盲道被电动二轮车占据

2017年袁上海袁一场盲人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