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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第二看台

1 月 6 日，摩拜推出了自己的共享电单车产品，与传统的电力车模

式不同，摩拜此番采取了“共享充电宝+自行车”的方式，用户可用一块

可插拔、可单独给手机充电的“能量芯”来驱动单车。如没有“能量芯”，

也可按普通单车方式来骑行。

点评：目前共享单车市场早已趋于饱和状态，不少共享单车企业开

始向电单车倾斜，将其作为自己出行领域的延伸点。不过，和普通自行

车相比电单车制造成本更高，需要及时充电，运维管理上也更加复杂。

这严重制约了其大规模推广的可能。加之政策上的限制因素，电单车

的发展可谓是举步维艰。摩拜这一新模式也算是一个突破：插上“能量

芯”就是电单车，拔掉“能量芯”回归普通自行车；不骑车的时候，这个

“能量芯”还能当充电宝用。这一插一拔，解决了众多难题，也为共享经

济带来了新玩法。

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
摩拜给共享经济带来新玩法

1 月 5 日消息，知名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发布了 2017 年全球半导

体市场初步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三星去年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

份额达到 14.6%，首次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上述报

告还显示，去年全球半导体收入为 41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供

不应求的局面推动存储芯片收入增长 64%，它在半导体总收入中的

占比达 31%。

点评：自 1992年以来，英特尔一直是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如今，

这一宝座却被三星夺了去。导致这一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储芯片

的供不应求。其引发的价格上涨成为推动存储芯片收入增长的关键动

力。不过，三星的冠军位置可能不会维持太长时间。据此前的消息，紫

光已打造出中国首款自主的 PC DDR4内存条，DRAM 颗粒实现完全

自主研发。随着中国扩大存储芯片产能，存储芯片的价格极有可能在

2018年走弱，NAND 闪存芯片首当其冲。到时候三星的第一应该是保

不住了，第二估计也悬。

存储造“英雄”
三星首超英特尔成芯片制造霸主

刘 艳

全面屏方兴未艾，折叠屏又来。

1 月中旬，由某知名手机厂商生产的全球

首 款 折 叠 双 屏 手 机 即 将 在 国 内 正 式 开 卖 ，苹

果、三星等厂商也蠢蠢欲动，紧跟折叠屏这一

新风口。

回顾 2017年的手机市场，全面屏以横扫千军

之势席卷大江南北。仿佛没有一款全面屏产品，

厂商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有分析师预测，2018 年将成为“折叠屏元

年”。折叠屏能像全面屏一样火爆吗？随着技术

迭代，未来手机屏幕会是什么模样？

关键看是否契合市场需求

毫无疑问，2017年是全面屏爆发的一年。别

看它这么火，究竟什么样才叫全面屏，业内一直

没有定论。一般认为，长宽比达到 18∶9或者屏占

比超过 80%，就可称之为全面屏。

全面屏的出现经历了一番磨难。最早提出

这一概念的小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安卓框架

下，屏幕的比例被限定在 16∶9。说服谷歌后，小

米又解决了柔性封装技术和扬声器问题，用第二

代全面屏产品引爆了市场，取得了成功。

全面屏能成功，技术的突破功不可没。“全面

屏的实现，主要得益于显示控制电路封装技术的

进步，即从原本的 COG（Chip on glass）升级到高

屏占比所采用的 COF（Chip on film）技术。”近

日，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研究员常帅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技术主要是缩小了

边框所需的尺寸，从而让各类材质屏幕实现高屏

占比成为可能。

在千机一面的时代，想在屏幕上做文章、凸

显个性的厂商不只有小米。也正是在过去一年，

这方寸之间上演了许多悲喜。同样以互联网营

销声名远扬、粉丝基础扎实的魅族也在屏幕上做

文章。经过技术攻关，魅族别出心裁地在手机背

面加了一块 OLED 屏幕，将其命名为画屏并推向

市场。然而，这块寄托了厂商厚望的画屏却未得

到市场的热烈回应，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都不尽

如人意。

全面屏的成功与画屏的失败告诉我们，仅在

技术上做文章是不够的，还要瞄准市场，“先驱”

与“先烈”之间的距离仅有半步之遥。回顾手机

屏幕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广受欢迎的产

品，其技术含量未必最高，但一定与市场需求完

美契合。

接棒全面屏，折叠屏入局

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产品当然不甘示弱。全

面屏的风头还没过去，折叠屏已闪亮登场。据公

开资料显示，三星、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在储

备相关领域的技术。

折叠屏并非一个新概念，它更像是将经典翻

盖手机进行设计升级。“1月中旬我们将在国内发

布一款双屏折叠手机 Axon M，这部手机去年就

已在美国发布了。”中兴通讯的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说。而早在 2016 年 Tech World 大会上，联想

就曾展示过可弯曲的手机和平板设备，分别命名

为 Cplus和 Folio；三星 Galaxy X 可折叠手机也早

就完成了注册。

“一般意义上折叠屏是指单片、柔性显示

屏。”集邦咨询光电研究中心研究总监范博毓说，

折叠屏手机或将成为下个热点话题，但要解决折

叠位置过于脆弱、机身内部设计和电池等问题，

还需要在技术上进行突破。

从 逻 辑 上 来 看 ，折 叠 屏 也 是 全 面 屏 的 延

伸。全面屏的最大优势是以高屏占比给消费

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折叠屏屏幕必然比

全面屏更大，更具有科技感，足以令消费者感

到惊艳。

向更便捷迈进

手机屏幕的更新换代可谓日新月异。短短十

几年间，手机屏幕就从最早期的黑白色 STN（Su-

per Twisted Nematic）屏，发展到后来不断推高分

辨率的彩色液晶屏，再到现在的柔性 OLED 屏

幕。可以说，屏幕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手机的形态。

近日，三星申请了一项名为“可卷起的 OLED

显示屏”的专利。这种可卷曲的屏幕，在不使用时

呈卷轴状，看上去只有圆珠笔大小；当设备被激

活，屏幕可被抽拉出来，作为手机显示屏使用。

由此不难发现，折叠屏幕远不是手机的终极形

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卷起来的手机就会走进我们

的生活。到那时，手机不再是我们熟知的模样，它可

以像纸一样揣进口袋；可以像手环一样戴在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柔性屏幕生产上，我国企

业京东方打破了国外对高端屏幕的垄断，量产了

柔性 AMOLED 屏幕；新近成立的柔性显示创业

公司柔宇科技也在早先发布了厚度仅为 0.01 毫

米、弯曲半径 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幕。

“长远来看，手机屏幕本身必将继续向高分

辨率、高色域、高对比度、低功耗、可挠曲的方向

发展，最终朝更便携的可穿戴设备方向迈进，解

放双手。”常帅说。

除了可折叠 未来屏幕还能长啥样

本报记者 杨 仑

1月 9日，苹果推送了安全系统更新。

一场由芯片级漏洞衍生的安全问题，引发了

史上最严重的技术危机，波及全球所有电脑、智

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这场危机也让消费者

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现代硬件产品安全属性的核

心原则？

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这次风险的源头最早

可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那时 IBM 引入了乱序

执行（Out Of Order Execution）技术，乱序执行

的加强版就是分支预测。如今，乱序执行与分支

预测已成为高性能处理器的标配。

这次的安全事件让在服务器和个人电脑芯

片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英特尔陷入危机，引发了外

界对英特尔产品安全性的质疑。

事实上，受分支预测设计牵连的，不止英特

尔 一 家 的 产 品 。 芯 片 产 品 X86、ARM 和 IBM

Power 也涉及其中，MIPS 等小众架构也未能幸

免 。 于 是 ，采 用 这 些 芯 片 的 Windows、Linux、

MacOS、Android 等主流操作系统也都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

为应对这场安全危机，英特尔的芯片生产商

及其客户、合作伙伴，包括苹果、谷歌、亚马逊、微

软等巨头组成了一个大型科技公司联盟，齐心协

力封堵这些安全缺口。

然而，普通消费者要的是简单而直接的解决方

法。围观群众在想，最安全的方案难道不是把每个

有安全漏洞的CPU召回，换个没问题的版本吗？

以往，我们遇到的都是操作系统的漏洞，比

如 WannaCry 病毒勒索比特币。但这次是 CPU

架构底层问题，仅靠 CPU 无法解决，需要硬件

层、系统层、应用层协同配合，全产业共同努力。

同时，需要客观看待的是，没有完美的技

术。科技类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也有保质期，

就如这次发现的 CPU 漏洞。技术发展有其局

限性，十年前判定安全的技术在今天看来却未

必可靠。

那么，这种芯片级的漏洞注定无法避免了

吗？在高性能和可靠性之间，企业是否该重新评

估、做出适当的让步？这个问题需要产业界共同

给出答案。

芯片之洞易堵，安全之隙难合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历了去年的裁员重组后，著名运动相机 GoPro 近日又裁了 200

至 300 名左右的员工。据美国科技类博客 TechCrunch的报道，此次解

雇的员工大部分来自 GoPro 下属的航空产品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

GoPro 的 Karma 无人机产品。对此，GoPro 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裁员主

要是为了根据市场需求更好地配置资源。GoPro 曾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年初两度裁员，而在本次裁员后，公司雇员数量则从之前的 1327 人

下降至不足 1100人。

点评：GoPro 又裁员了，这次瞄准的是业绩不佳的无人机部门，完

全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节奏。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据称，看准无

人机领域后，GoPro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大疆谈合作。依靠自己在运动

相机领域所积累的知名度，GoPro 要求拿走其中 2/3 的利润，大疆当即

拒绝。碰了一鼻子灰的 GoPro 并不死心，带着同样苛刻的条件又去找

零度智控，结果依旧是吃了闭门羹。之后，GoPro 在 2015 年 5 月宣布，

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名为 Karma 四轴无人机。市场兴奋不已，但人们等

来的却是坏消息——一再跳票和电池故障召回，直到 2017年 2月 Kar-

ma 才重新上市。而这几年里，大疆等无人机厂商早已推出多款新品，

占领了市场。GoPro在无人机领域已无机会可言。

GoPro再裁员
市场瞬息万变，过分骄傲要吃亏

经典计算机需要 100 年才能破译的密码，量

子计算机用 1 秒钟就能搞定。

也 正 是 看 到 了 这 样 的“ 洪 荒 之 力 ”，各 大

巨 头 开 始 入 局 量 子 计 算 。 2017 年 底 ，IBM 称

已成功研制出 5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处理

器样机。据报道，谷歌正在研究 49 个量子比

特的芯片，英特尔、微软也加大了对量子计算

的投入。

我国科学家也加快了研发步伐，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潘建伟与陆朝阳课题组于 2017 年成功

研制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传统计算机的量子计

算机。

“量子计算力”正缓缓袭来。

“ 量 子 计 算 将 成 为 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引

擎。”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凝聚态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和首席科学家丁

洪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像 1947

年诞生的三极管一样，量子计算或成为下一代

颠覆性技术。

“不明觉厉”的量子计算到底是什么呢？

1秒完成传统计算机 100年的任务量

量子计算量子计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
本报记者 翟冬冬

从 1970 年到 2005 年，计算机的发展正如摩

尔定律预测的一样，每隔 18 个月，集成电路上可

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增加一倍，计算机的计算性

能也提升一倍。

“但 2005年以后这种趋势就开始放缓。”丁洪

介绍，目前晶体管已进入了纳米尺度时代，摩尔

定律逐渐失效。

计算机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个。首先，随着

晶体管体积不断缩小，计算机可容纳的元器件数

量越来越多，产生的热量也随之增多。其次，随

着元器件体积变小，电子会穿过元器件，发生量

子隧穿效应，这导致了经典计算机的比特开始变

得不稳定。

什么是隧穿效应？丁洪打了一个比方。“就像

穿墙术一样。在宏观世界，跳高运动员如遇到障

碍，可以自己跳过去。但在量子世界，不需要这么

高超的技巧。遇到障碍，可以穿过去。只不过，物

质本身要足够小，障碍要足够薄。”他说。

量子计算机的出现，巧妙地解决了计算机

发展的瓶颈问题。丁洪说，从原理来看，量子计

算机是可逆计算机，不会丢失信息。经典计算

机则是不可逆计算机，不可逆计算过程中每个

比特的操作都会有热损耗。

“但量子计算机不会取代经典计算机。”丁洪

说，两者的应用对象不同，互为补充，它们的关系

就像白炽灯和激光一样。白炽灯和激光都能发

光，具有相关性，但我们并不用激光替代白炽灯

去照明，量子计算机也是如此的。

突破传统计算瓶颈

量子物理看似高冷，却早已走进我们的生

活，像手机、计算机、LED 等都用到了量子物理

相关技术。“原子、光子、电子都是量子。”丁洪

说，量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是能量的最

基本携带者。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是量子物

理区别于经典物理的地方。

什 么 是 量 子 叠 加 ？ 丁 洪 举 了 个 例 子 ，在

经 典 物 理 中 ，从 宏 观 角 度 来 看 ，任 何 物 质 的

“态 ”都 是 确 定 的 。 比 如 ，将 一 本 书 放 在 桌 子

上，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在量子世界中，书却

可 以 是 正 面 的 也 可 以 是 反 面 的 ，成 为 一 个 不

确定的叠加态。

同 样 ，电 子 自 旋 也 有 叠 加 态 。 电 子 的 自

旋，方向可能是向上，也可能是向下。它的叠

加态就是一半向上一半向下，是不确定的。

过去，人们一直没发现其中的问题，直到

提出“薛定谔的猫”这一实验。薛定谔提出设

计一个实验，在笼子里放一只猫，里面放置一

个 毒 气 瓶 。 装 置 里 有 一 个 开 关 ，用 电 子 的 自

旋状态去控制。如果它自旋向上就会将开关

打 开 ，放 出 毒 气 毒 死 猫 ；如 果 自 旋 向 下 ，猫 就

是安全的。

那 么 问 题 来 了 ，如 果 电 子 处 于 叠 加 态 ，

猫 是 死 是 活 ？ 答 案 是 ：猫 一 半 是 活 的 ，一 半

是死的。

量子纠缠则更为玄妙。两个纠缠的粒子，

不管距离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观测就会

即时影响到其它粒子。“量子纠缠就像在量子

世界打了一个虫洞。”说到如何理解量子纠缠，

丁洪用电影《星际穿越》中的虫洞打了个比方。

颠覆常识的量子世界

中国科学院郭光灿院士曾这样解释量子计

算机的计算能力。他说，量子比特可以制备两

个逻辑态 0 和 1 的相干叠加态，换句话讲，它可

以同时存储 0 和 1。考虑一个 N 个物理比特的

存储器，若它是经典存储器，则它只能存储 2N 个

可能数据当中的某一个；若它是量子存储器，则

它可同时存储 2N 个数据。而且随着 N 的增加，

其存储信息的能力将呈指数级上升。

关于指数级增长的威力，丁洪讲了一个故

事。在古代印度，一位老人带着他发明的国际象

棋去见国王。国王非常高兴，决定赏赐他东西。

老人却表示，国王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老人的

愿望是什么？

在棋盘的第一格上放 1 粒小麦，第二格上

放 2 粒 小 麦 ，第 三 格 上 放 4 粒 ，第 四 格 上 放 8

粒 ……一直到第六十四格为止。结果却发现，

这是个天文数字。

为了开发量子计算机强大的并行计算能

力，上世纪 90 年代科学家们提出了无序数据库

搜索和大数因子分解两种算法。

拥有指数级计算能力

量子计算不仅可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提升

机器学习效率，还能应对复杂情况，如实现天气

的精准预测。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如交通拥堵，也

能依靠其算法解决。

“（量子计算）发展非常迅速。”丁洪说，以前

普遍认为量子计算机是三、五十年之后才能出

现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可能三五年后就

会出现。

目前谷歌、微软、英特尔、IBM、阿里巴巴等

国际巨头都积极参与到量子计算机的研究中。

2017年 12月 13日，IBM 宣布将与三星、摩根大通

和巴克莱银行等 12家主要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商

用量子计算。

为加速进入量子计算机阵营，各国政府也是

“不惜血本”。2013 年到 2015 年的财政预算显

示，欧盟在该领域的投入达 48 亿元，美国投入

31.5亿元用于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我国也投入 19

亿元推进量子领域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筹建

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一期建设用地 810亩，

一期总投资 70亿元。

发展势头迅猛

2017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在杭州云栖大会上作有关量子计算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