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人：本报记者 王小龙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经调查于日前宣布，他们发现苹果公司和三星公

司“有计划地淘汰”自家生产的智能手机，以刺激客户购买新手机。为此，

该机构对两家公司分别开出 1000万欧元和 500万欧元的罚单。意大利竞

争和市场管理局称，苹果公司因未告知消费者其手机锂电池的基本特性，

所以对苹果的罚款要高于三星。

点评：意大利当局的这项处罚，让该国成了首个对故意加速手机淘汰

的厂商进行处罚的国家。其实，早前就所谓的“降速门”问题，一些国家已

展开了多起针对这两家公司的调查。“一更新系统，老手机就变慢”，这是

很多消费者都会抱怨的问题。不少手机厂商为了加快手机淘汰速度，通

过种种方式让消费者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手机就该年年换。对企

业来说这能提升销量，但对用户来说这是负担。消费者有换手机的自由，

同时也有不换手机的自由，请尊重这种自由。

故意调慢手机，苹果三星被罚
请尊重消费者不换手机的自由

IT辣评

前不久，美国特斯拉公司公布了 2018 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显

示，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为 68.24 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29.85 亿美

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3.12 亿美元，去年同期净亏损为 6.19

亿美元。

点评：在电动汽车领域，如果说特斯拉是传奇，应该没有几个人会

反对。不用太多的证据，近几个月的事实足以说明一切。从私有化风

波到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司法部调查，再到其 CEO 马斯克

被迫卸任董事长……一切都是那么惊心动魄。而就在大家觉得“特斯

拉这下麻烦大了”的时候，它却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季度性盈利！不算

少，3.12 亿美元。至于特斯拉能否就此翻身，还要看它下一季度的表

现。祝它好运！

罕见季度盈利超3亿美元
特斯拉能否就此逆风翻盘

前不久，华为在上海举行年度旗舰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搭载麒

麟 980 芯片的旗舰华为 Mate 20 系列的国行版本。自研 3D 结构光、超

级快充、无线反充以及全新的智慧莱卡三摄等技术的加入让这款新机

备受瞩目。除发布 Mate 20 系列外，华为本次还发布了多款智能硬件设

备。包括华为 AI 智能音箱、空气净化器、全景摄像头、指纹锁等。

点评：作为今年下半年最受期待的一款智能手机，华为 Mate 20系列

的发布受到极大地关注。也许是 Mate 20 太过闪耀，不少媒体都没有提

及与 Mate 20 同场亮相的其他智能硬件新品。在这次发布会上，华为一

口气发布了这么多智能硬件，代表着华为也正在扩展自己的智能生态系

统。相比在该领域已深耕 3年的小米，华为强在技术和渠道，小米强在积

累和性价比。但无论怎样，未来华为与小米在这一领域的短兵相接都不

可避免。

华为发布多款硬件新品
进军智能家居，与小米必有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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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折叠、能拉伸，基于柔性 AMOLED屏幕技

术研发而成的折叠屏手机近来频频在各大展会亮

相。尽管人们给予了它极高的期待，希望它能打

破智能手机现有形态的限制，但首款商业化、真正

意义上的折叠屏手机头衔依然等待着它的主人。

曾被业内预测今年或将面世的三星折叠屏

手机，近日被称很可能跳票。与此同时，研究机构

ABI Research也预测，要等到2027年大多数主要

手机厂商才会推出具有这一设计的移动设备。

被千呼万唤的折叠屏手机为何如此“难产”？

折叠屏不等于叠加两块硬屏

智能手机诞生以来，屏幕、显示技术的进步让使

用者感受到了愈加完善的视觉体验。在技术联动效

应的引导下，其他技术如封装等也随之得到发展。

从柔性 AMOLED 技术在实验室被研制成

功的那一刻起，可折叠手机就离我们的生活又近

了一步。其实，早在功能机时代，NEC、京瓷、索

尼等厂商就曾推出过类似折叠屏幕的电子产

品。“当时的折叠屏更像是翻盖手机的变种，它只

是简单地将两块硬屏叠加在一起，距离理想状态

还很远，使用体验也非常一般。”通讯专家李殿玺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李殿玺介绍，真正意义上的折叠屏幕应是一

块柔性屏被折叠后的产物。

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消费者的口味变得越

来越挑剔。双屏折叠中间配上铰链的解决方案显

得简单粗暴，类似产品也没能在市面上掀起波澜。

三星公司给出的方案是上下折叠。手机可以

像女士的粉盒一样，被随意地打开、合上，进而缩小

了手机占用的体积；而不少国内厂商则提出了完全

由显示屏覆盖、类似开合书本一样的解决方案。

2013 年，三星公司推出了一款可折叠概念

性产品。近年来，三星、华为、OPPO 等厂商纷纷

申请了与折叠屏相关的专利。

实现商业化需整个产业链配合

既然已经有了前期准备，为何迟迟难以量产？

“单屏折叠手机的关键技术是柔性 AMO-

LED，由于面板需要被多次折叠，因此产品的可

信赖度非常重要。”TrendForce光电研究院分析

师范博毓表示，“另外，配套零件的技术成熟度也

不尽相同，比如 PI覆盖膜、电池等的技术水平都

会影响到屏幕的研发进度。”

“举例来说，为了适应柔性屏可折叠的要求，

手机内部的元器件如电路板、电池可能都会被要

求具有一定柔韧性。”范博毓表示，而这些电路

板、元器件也需要经受大量弯曲和非弯曲的考

验，从而避免在折叠时受损或发生其他事故。这

意味着，除了关键的柔性屏之外，折叠屏手机要

想实现真正的商业化，还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

合，手机的内部空间、架构也要被重新设计，这都

需花费大量的时间。

另一方面，折叠后的手机厚度会增加，如何

薄化也会是未来产品技术改良的重点。“最主要

的是，折叠屏手机必须带给消费者普通手机无法

带来的全新体验，才能在市场上掀起波澜，从而

迅速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否则只能继续停留在

创新、尝试阶段。”李殿玺说。

同质化压力驱动厂商尝试创新

如今，智能手机在硬件、产品功能性上日渐趋

同。在手机市场“红海”中拼杀，厂商最担心的就是

由“千机一面”的同质化带来的销售低迷问题。可折

叠屏幕无疑是解决同质化问题的利器，这也让厂商

不吝财力、人力，加大研发与投入的力度。即使是行

业龙头苹果公司，早在2016年就曾有媒体报道，该

公司已储备了一批有关折叠屏幕的专利技术。

尽管折叠屏手机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第

一批折叠屏手机预计明年就将面市。毕竟，打破发

展的“天花板”、争夺市场份额第一的诱惑实在太大。

“从本质上来看，目前市场比较期待突破性、

颠覆性的技术，大容量电池、观感更佳的折叠屏都

属此技术。5G时代到来后，相信会有更多令人惊

喜的产品诞生，改变当前的行业格局。”李殿玺说。

预计到 2027年多数厂商才能推出相关产品

折叠屏手机缘何如此“难产”

本报记者 杨 仑

在近日举办的 2018 美国移动世界大会上，美
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位官员首次在公开场合展
望 6G，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标准，也被称为第六代
移动通信技术。

不只有美国，我国也已启动 6G 相关工作。
今年 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我国已着手研究 6G。

据悉，除中美两国外，欧盟、俄罗斯等也正在
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工作。

实习生 刘雨亭

6G 将会是什么样？由于相关研发工作

才刚刚起步，因此世界各国对此还没有形成

共识，这也使得各国的工作重点不尽相同。

但总体来看，有关国家的研制工作都是从市

场分析和技术研究这两个方面展开，例如有

哪些市场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有哪些

新兴市场需要去开拓？有哪些新的技术可以

用于 6G 研发？

对于未来 6G 市场该如何开拓，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万屹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内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

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移动通讯技术与一些

垂直行业相结合产生的业务，如工业互联网、

无人机、交互式游戏等，虽然 5G 已能够满足

这些领域的部分需求，但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空间。”万屹说。

如今，视频在媒介中占据着越发重要的

地位，人们对其体验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除了更高的清晰度之外，一些新技术，如增强

现实、虚拟现实等的融入，要求视频技术必须

具有更快的传输速度和处理能力，这就需要

通过 6G 来实现。“对这一类新业务可能带来

的新市场，业界也在研究中。”万屹说。

4G 主要依托于正交频分复用技术，5G

主 要 依 托 于 天 线 技 术 和 高 频 段 技 术 ，到 了

6G，又 会 有 什 么 新 的 技 术 可 以 用 ？ 万 屹 介

绍，如今业内对各种新技术的讨论有很多，

但总的来说是往更短的网络延迟时间、更大

的带宽、更广的覆盖和更高资源利用率的方

向发展。除了此前已有的高密度组网、全双

工技术（一种能实现在同一频率信道下同时

进行发射和接收信号，从而提高频谱资源利

用率的技术）等之外，业界还在探讨一些全

新的技术方案，例如卫星通信技术、平流层

通信技术与地面技术的融合。这样的融合

技术一旦研制成熟，意味着此前大量未被通

信 信 号 覆 盖 的 地 方 ，如 无 法 建 设 基 站 的 海

洋 、难 以 铺 设 光 纤 的 部 分 新 疆 和 西 藏 等 地

区 ，今 后 都 有 可 能 收 发 信 号 ，信 号 覆 盖“ 死

角”将进一步减少。

中国通信业观察家、飞象网首席执行官

项立刚则进一步提出，除陆地通信覆盖外，水

下通信覆盖也有望在 6G 时代启动，成为整个

网络覆盖体系中的一部分。

项立刚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采集有

关海洋学的数据、监测水下环境污染、海底异

常活动和气候变化、探查海底目标以及远距

离图像传输等活动，都离不开网络支持。此

外，水下无线通信在军事领域也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 4G、5G 时代，我们还未考虑在

水下进行网络覆盖，但到了 6G 时代应进行相

关规划。”项立刚说。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有望实现水下通信

频谱资源稀缺是阻碍通信行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解决的办法，一种是提高现有频谱资

源的利用率，例如一个单位的频谱资源，以前

可能只能传 10兆的数据量，现在就想办法提高

到上百兆、甚至上千兆。另一种则是如何去挖

掘更多的频谱资源。

频谱资源是拓展带宽的基础，因此为提高

带宽，业界一直在努力挖掘更高频段的资源。

在项立刚看来，6G网络很有可能从毫米波频段

扩展到太赫兹波频段。太赫兹波是指频率介于

0.1THz到 10THz之间的电磁波，其波长范围为

0.03毫米到3毫米，在频谱中的位置处于微波和

红外辐射之间。将太赫兹波引入6G网络，在项

立刚看来，这意味着今后6G的峰值速度将会达

到100Gbps，单信道带宽也会达到1GHz。

但不同于以往通讯行业常用的低频无线

电波，太赫兹波的穿透能力极弱。“低频无线电

波可以穿透一般的障碍物，比如门、墙，但是太

赫兹波做不到。当有人从你身边经过时，你的

通讯信号可能会因此中断。甚至你用一张纸，

都可能挡住它。”不过万屹同时表示，“事物都

有两面性，在某些地方它是缺点，在另一些地

方它可能就成为优点。如何利用太赫兹波的

这项特性，仍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项立刚看来，6G 网络还会是一个全新

组织的智能化网络，能对不同用户和不同业务

进行智能化分类管理。“现在的网络管理还比

较单一，它主要是保证网络运行的稳定，智能

化的管理则将会把网络‘切’成不同的‘片’，并

将其分配给不同类型的用户。”项立刚说。

对于“切片”管理，项立刚进一步举例解释

道，在同一条街道上，智能交通体系通讯网络

的质量关系到行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应

为其单独辟出一部分网络资源，以避免受到干

扰。而更多的乘客和行人的上网需求，则由另

一部分网络提供。相较于前者，这部分网络对

信号稳定性的要求可以略低一点。

“针对不同时段、不同用户类型和不同业

务，智能化管理系统会采取多样化的计费方

式。比如在智能交通场景下，因为对网络品质

的要求较高，因此对它收取的流量费也会相对

高一些。”项立刚补充道。

采用智能化管理，将网络“切片”分配

研制6G的消息一经传出，就遭到许多网友

的质疑：5G 还未铺开就来谈 6G，是否为时尚

早？万屹对此回应称：“搞科研一般都要超前于

市场应用。有一句话叫‘使用一代、研究一代、

储备一代’。说俗点就是，吃着碗里的、盯着锅

里的、想着田里的。现在大部分地区应用的是

4G技术，5G很快就要投入市场，这个时候启动

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研发工作很正常。”

苗圩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随着移动

通信使用范围的扩大，通信技术除了要解决人

和人之间的无线通信问题，还要解决物和物之

间、物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问题，也就是物联

网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随着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今

后相关设备对传输速度、网络延迟时间、带宽、

覆盖范围等方面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提高，如今

的技术水平还无法完全达到，这就需要研制新

技术去弥补这些不足。

从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制定的历程来看，标

准统一化是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程

度加深，通信领域也在往全球统一的方向发

展。因为只有标准统一了，产品才能更好地实

现进出口。”万屹解释道，“比如一个人去国外

旅游，发现手机在其他国家也能正常上网、打

电话，这就是因为各国的标准是统一的。”

因此，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6G标准很有可

能同5G一样，由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统一制

定。一项标准里会包含各种知识产权，这也是各

国竞相着手研制6G的原因——掌握更多的专利，

这会给今后产品的销售收益带来基础性影响。

研发先于应用，现在筹备6G很正常

近期多地表示已启动近期多地表示已启动 66GG相关工作相关工作

55GG未至未至，，现在准备现在准备66GG为时尚早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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