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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N G L U O S H I K O N G

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5日，正在美国国事访问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后，再次发

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方明确表态“同意

2030年后降低碳排放量”、“采取美国那样的措施对付

空气污染”，凸显出中国致力于减排的满满诚意。

中国在减缓碳排放、适应低碳经济方面可谓压

力山大。一方面，排放权就是发展权，中国需要付出

巨大努力甚至要牺牲部分发展权方能达到预设减排

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在减排多少、减排对气温变化

的影响等问题上，并没有充分的外交话语权。

后者尤其让人不安。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学术

领域并不具有主导权，反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CAR）凭借其长时间世界领先的数值模拟装置

“Yellowstone”，一直主导着全球变暖预估试验的设

计和评估报告的撰写。这意味着，全球气候变化特

别是全球变暖的减缓、适应措施等方面的话语权牢

牢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这种格局亟待改变。在国内大气物理学家看

来，要取得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话事权，就必须建设

发展中国自己的地球数值模拟装置。有了自己的气

候系统模拟数据，我国才不会在相关外交谈判中被

牵着鼻子走。

大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介绍说，

气候变化领域有两个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依靠

长期积累的资料进行研究和推测，二是依靠理论模

型通过大规模的超级计算进行模拟。

“长期的资料积累主要在国外，我们没有发言

权，因此，地球数值模拟装置将为我们的持续发展提

供基础。”曾庆存 9 月 23 日刚刚出席了我国首个“地

球数值模拟装置”原型系统的发布，他指出，利用这

套原型系统，中国科学家就可以对气候系统的未来

演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预测，从而有望扭转我国在

气候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联合曙光公司、计算所及网

络中心共建了“地球数值模拟装置”原型系统，其中

中科曙光在这套原型系统中提供了高性能计算机系

统等软硬件技术支撑。“地球气候系统需要一台高性

能计算机。”曙光公司总裁历军此次随习近平主席出

访美国，颇有感触。他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上，中国有诚意减排、有自信发言，这是作为大国应

有的姿态。

气候变化议题背后的权与利
□ 安 吉

中国移动 9 月 29 日宣布，自 10 月 1 日起，为

按流量计费的手机月套餐客户推出套餐内剩余

流量当月不清零服务，即套餐内当月剩余流量

可延期结转至次月月底前使用，客户无需申请，

默认开通。

“运营商的历史就是一部提速降费史。”中国

移动市场部营销处处长邢宏涛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手机网民的数量已至少三

倍于固定网民（2.5 亿），上网成为刚性需求。随

着客户消费模式的升级和移动互联网生态的快

速成熟，中国移动也在持续推动资费下降和模

式的创新。”

通信行业专家项立刚说：“提速降费不是一蹴

而就，有其客观周期。”据了解，近三年来，中国移

动的上网资费已从几角钱/MB降到如今不到 9分

钱/MB。从最近两年看，2014 年 5 月 17 日中国移

动推出四类降费举措，截至到目前已覆盖超过 2.6

亿用户。2015 年 5 月“提速降费”要求发出后，中

国移动的八条举措在 6月至 7月陆续上线，覆盖用

户超过 7500万，其中夜间套餐用户超过 835万，该

套餐刚推出时曾遭很多人诟病。

在价格水平降低的同时，中国移动在计费模

式上的创新看似与降价无关，但却因此让用户在

使用中更放心，这些模式创新包括：灵活的计费周

期、季度包半年包流量可共享、套外流量和费用双

封顶、自动适配套内费用等。“流量不清零”是中国

移动提出的“流量创新”的后续举措。

据了解，目前推出流量不清零的国外 5 家运

营商均对该项业务有限定条件。相比之下，中国

移动的“流量不清零”更为彻底，具有“普惠制、零

门槛、全自动”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移动用户

所有按月计费的套餐均可自动结转到下月。扣费

时，先扣结转的剩余流量，再扣套餐内流量。

邢宏涛说：“不清零是对月套餐体制的彻底颠

覆，并且对运营商的支撑系统改造压力很大。”

运营商一直存在套餐制和单价制两种价格体

制，目前 8 亿多移动用户中，套餐制用户占大多

数，按照“量大优惠”、“承诺优惠”的原则，运营商

和客户通过契约关系达成约定周期内的优惠，具

有存在时间长（20 年）、用户接受度高、享受促销

多等特点。

中移动宣布月套餐不清零
□ 本报记者 刘 燕

奥巴马关于“网络对抗，美国想赢就一定能赢”

的言论最近在网上引起热议。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

个问题？

中国工程院刘韵洁院士对美国有这种底气并不

感到奇怪，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必须

正视两个基本事实。

一 个 基 本 事 实 是 ，在 信 息 技 术 和 通 信 技 术

（ICT）领域，美国比我国早了很多年。尤其是近 20

年，基本都是美国公司在主导和引领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我们一直处在跟随的地位。

比如，在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等硬件设备方面，

以前基本都是用思科和 juniper的产品，后来才用华

为的产品来替代，但比例还是比较小。在重大的基

础软件应用中，从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到中间

件和工具软件，基本上由美国公司主导。而且，这些

大量的应用软件，分布在我国许多重要领域，尤其是

像金融、电力等大的行业系统都在使用 IBM 公司和

ORACLE 公司的产品。电脑、手机等各种终端设

备，也基本被微软公司和苹果等公司的软件垄断，我

国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软件，应用少之又少。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信息安全领域，美国很早就

已关注并开始布局，且已无孔不入，而我们差距甚远。

刘韵洁院士说：“大约 20年前，互联网刚刚开始

在我国应用的时候，我去美国、英国和新加坡考察调

研网络安全，就发现 IBM 已经在进行黑客攻击和反

攻击的演练了。他们重金聘请黑客，进行‘如何瘫痪

系统’和‘如何防止瘫痪系统’的试验。当时我国的信

息安全还停留在舆情监测，还没有网络对抗的概念。”

他进而分析称，在我国重要行业的大型应用系统

软件里，甚至在网络设备中，很难说没有漏洞和后

门。这些后门实际上就是“定时炸弹”，在非常状况

下，只需要几个指令就可以随时启动引爆并瘫痪系

统。比如，开源的软件系统，特殊的专业人员甚至可

以在厂商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系统里留下后门。这些

后门平时没什么影响，但在特定时期却破坏力极大。

刘韵洁院士还强调：“即使是这些美国软件没有

设置后门，在双方可以平起平坐的状况下，由于我们

所用的软件和设备都是人家的，我们能采取的技术

手段和攻击力量也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不是一个人

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水平的问题。”

那么，针对这种受制于人的被动状态，我们该如

何应对？

刘韵洁院士说：“不管网络如何发展，我们必须要

下大力气系统组织人力物力，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自

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创新，主导新一代信息通信及网络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让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落地，而

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也只有我们自己主导才能不

被破坏，即使遭到破坏我们也有应对的办法。”

刘韵洁院士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网络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不是没有赶超的新技术

和新机会。可是，一旦决策失误，就还要再走“跟随”

的老路。

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发展，新的网络操作系统开

始推广应用，美国仍然是主导。据了解，我国几大互

联网公司、设备厂家和电信运营商目前仅仅是在跟

踪，并不具备主导的地位，这与自主可控的国策相距

甚远。

网络对抗 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
□ 本报记者 李国敏

在习近平主席到访西雅图的第一天，微软和小米

公司宣布，微软的智能云平台将通过“小米云服务”为

用户提供云端信息同步备份与存储服务，微软就此成

为第一个将国际公有云服务落地中国的企业。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一合作是微软智能云平台在

中国市场的重要进展。

在微软云 Azure 上构建的智能云平台，凝聚了

微软在混合云计算、富数据服务、应用开发服务等领

域的优势实力。

微软云计算与企业执行副总裁 Scott Guthrie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不仅

意味着传统行业向云端靠拢，更重要的是，要让各

行各业产生更多的智能，去帮助决策者更好的进

行决策和判断，微软智能云希望在这个方面继续

往更高的量级推进。微软的智能云平台整合了开

发者、合作伙伴的强大能力，共同构建最终用户需

要的服务和功能。通俗的说，在智能云上，客户不

需要了解太多的技术细节、不需要聘请高级开发

者，就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范围，可以和合作伙伴

一起解决问题。

目前，Azure 在全球运行于 24 个区域，运行区

域数比其他云服务商加起来都要多。在中国，由

世纪互联运营的 Windows Azure 是唯一在中国正

式商用的国际公有云，已成功服务于不同行业、不

同规模的超过 5 万家中国用户。IDC 公有云的用

户调查显示，Azure 是目前中国用户评价最高的公

有云服务商。

在中国，微软的合作伙伴策略尤其成功，联想是

微软在中国的第一个“Cloud OS战略合作伙伴”，稍

早 前 还 与 中 国 电 信 合 作 推 出 中 国 电 信 Windows

Azure 云应用商店。此前，中国气象局华风集团，微

软和北京大学达成

三方合作，利用微

软云计算，大数据

技术开发气象信息

服务系统，同时，微

软 宣 布 Windows

Azure 云平台上开

发的 MySQL Da-

tabase on Azure 服

务商用版在中国正

式推出。

Scott Guthrie

说：“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营业收入，去年大约

是 60亿美元。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希望微软在云

业务上的年收入能达到 200亿美元。”这个大胆的数

字比其他任何服务商的目标都高。

微软智能云在华客户超五万家
□ 本报记者 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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