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时空 IT SHI KONG
8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adaxuqian@126.com

■责编 许 茜 2019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三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畅游IT时空
微信公众号

行业观察

陈永伟

不久前，美国微软公司宣布，从今年 12 月 10 日开始不再为 Windows

10 Mobile手机用户提供新的安全更新和安全补丁，相关的辅助支撑选项

和在线技术内容更新也一并停止。这意味着，微软对移动设备操作系统

市场的争夺彻底宣告失败。

被后起之秀赶超直至退出战场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微软就开始关注移动设备市场。1996 年，它就

推出了专供移动设备使用的操作系统 Windows CE。当时，在手机市场

诺基亚占有的份额最高，因此微软也将其作为最主要的客户和合作对

象。开始时，两家公司的合作比较顺利，甚至共同制定了一个“凤凰计

划”，约定在诺基亚上安装微软的 Windows系统。不过，这段“蜜月期”很

快就结束了。由于微软要求对方支付高额的授权费，诺基亚愤而停止了

合作，转而和爱立信、摩托罗拉和松下共同投资了一家软件公司，专门为

它们研发操作系统。这家公司就是著名的塞班公司，其研发的塞班系统

很快成为了 Windows操作系统的劲敌。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塞班的出现给微软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在当时

的移动操作系统市场上，微软依然占有优势。统计结果显示，当时的移动

设备中，至少有 30%安装的是微软的 Windows系统。

真正的变局发生在 iOS 和安卓出现之后。2007 年，苹果公司发布了

iPhone手机。这款新型手机一改之前手机的惯常设计，取消了键盘，转而

采用了触屏操作。这种设计一经推出，就引领了时尚，后成为智能手机的

标配。随着 iPhone 手机的大卖，支持触屏操作的 iOS 当然也在移动操作

系统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与 iOS 相比，并不支持触屏操作的 Win-

dows 操作系统就显得十分落后了。据说，已故前苹果公司 CEO 乔布斯

为此还曾在不同场合嘲笑过微软。其实，微软并不是没有触屏技术。早

在 2005年，微软就曾推出过支持触屏的系统。但由于当时的触屏技术还

不太成熟，业界的反应很平淡。在此背景下，微软很快就放弃了生产支持

触屏的操作系统。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微软多一份坚持，那么故事

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然，由于苹果公司的封闭性，iOS系统的受宠并没有影响微软争夺

苹果之外的手机市场，这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它受到的打击。很快，一个更

可怕的对手——安卓出现了。2008年 10月，谷歌和开放手机联盟发布了

基于 Linux 的自由及开放源代码的安卓操作系统。作为操作系统，安卓

有两个特点，一是免费，所有的移动设备开发商都无需对其付费；二是开

放，软件开发商可以自由地在安卓系统上开发应用，让用户使用。

这两个特点让安卓系统迅速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设备生产商纷纷选

用安卓作为移动设备的默认操作系统，软件生产商也纷纷转向为安卓开

发应用软件。由于安卓是免费的，因此在硬件性能相近的移动设备中，采

用安卓作为操作系统的设备通常会在价格上更具优势，这就让其对消费

者产生更大的吸引力。生产商、开发者、消费者一致转向安卓，让 Win-

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急速下滑，微软从此失去了在移动操作系统上

的优势。

尽管后来微软为了挽回在移动操作系统上的败局，也进行了一系列

的努力。它不断对 Windows 的版本进行更新，从而改进用户体验；还曾

出钱补贴开发者，希望他们能为 Windows操作系统开发更多的软件。但

这些努力的效果都很有限，在 iOS和安卓的挤压之下，Windows操作系统

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到了 2017年，Windows系统在移动操作系统市场

上的份额已降至 0.1%。

错误的商业模式是失败的根源

在争夺移动操作系统市场时，微软占尽优势，但却最终黯然退出。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微软选择了错误的商业

模式来推广该系统。

操作系统是一种多边平台，它联通了很多利益主体——设备制造

商、软件开发商和用户。与所有的平台类商品一样，它具有很强的“跨

边网络外部性”：设备制造商在选择系统时，希望有更多的软件开发商

为其提供支持，有更多的用户使用这一系统；软件开发商在选择为哪家

系统开发软件时，需要考虑哪个操作系统的普及率更高、更被消费者青

睐；而消费者在选择购买设备时，也会关心其安装的系统到底支持多少

软件。

平台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存在“跨边网络外部性”时，只要能设

法撬动多边市场中的一边，就能出现类似“滚雪球”的效应，让市场迅速扩

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平台在启动时，都会选择免费、甚至补贴的战略。

但微软却偏偏没有采用这种战略，而是延续了工业时代的思路，对系

统收取高昂的授权费。这就决定了在塞班出现后，很多制造商都转向了

塞班。更令人叹息的是，在此之后，微软依然没有调整自己的战略，从而

最终在安卓的免费攻势之下溃不成军。

尽管微软最终失掉了移动操作系统市场，但其实这对于微软来讲，可

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CEO 萨提亚·纳德拉执掌微软之后，就致力于将微软的战略

从 To C（消费互联网）转向 To B（产业互联网）。过去作为战略重心的

Windows，已与几个边缘业务被整合到一起，变得不再重要。在这种背景

下，继续投入资源对移动操作市场进行争夺，其实已经非常鸡肋。

因此，这次微软彻底放弃了移动操作系统市场，其实是有利于其将有

限的战略资源集中到云服务、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的领域。所谓“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虽然短期的战略收缩可能让其脸上无光，但从长远看，它

或许是微软完成自身转型、实现重新崛起的重要一步。

（作者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微软放弃移动操作系统：

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遇

岁末年初，各大调研咨询机构报告陆续出

炉。最近，ICT 研究咨询机构计世资讯发布了

《2017—2018 年度中国私有云市场现状与发展

趋势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也是近两

年首份针对国内私有云的市场报告。

“回顾 2018 年，市场洗牌已是不争的事实，

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而在这一场混战中，

前期大力投入的头部企业已建成护城河。”计世

资讯总经理高海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我国云计算市场的一大发展趋势就是私

有云的头部玩家进一步集中化。华为、新华

三、华云数据，被媒体和分析师称为中国私有

云‘三华’，形成了中国私有云市场新格局。”

走本土化路线更易受用
户欢迎

“私有云的核心属性是专有、可控，这是私有

云同公有云、混合云最核心的区别所在。”高海芳

表示，2018 年中国私有云总体市场规模约为

512.4亿元，同比增长或超过 27%。

从 2018 年私有云市场各品牌竞争力分析中

可以发现，我国 IT 厂商正在快速崛起，排在前三

位是华为、新华三和华云，这“三华”的共同特点

都是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 IT 服务，满足中

国客户的需求，不过在发展思路和产品方案方面

各具特色。

高海芳分析，当前是中国私有云市场的洗牌

期，由于资本的介入，厂商之间的合并、重组也已

启动。预计未来两三年市场中头部厂商有望尝

试上市，私有云市场格局将会更加明朗。但不管

怎样，在交付能力上拥有领先优势的厂商将成为

未来两三年我国私有云市场上真正的获利者。

政府、制造业、金融业
“上云”最积极

有业内人士表示，2018 年私有云市场的发

展速度明显加快，这主要得益于各级政府相继出

台推动企业“上云”的各项促进政策，政务云、金

融云等行业云市场相对活跃。

事实证明，私有云的建设离不开配套的硬

件、软件、服务。相关软件和服务业务数量增

速加快，正在成为私有云市场增长的主要推动

力量。

《报告》指出，云计算硬件市场规模的增速在

2018 年首次出现下降趋势，硬件的整体重要性

正在降低，特别是对于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等

传统硬件产品而言。而软件的价值越来越凸显，

以软件为核心的云厂商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市

场份额。

行业云发展依然是私有云最重要的应用场

景和推动力量。各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推进，极大

促进了私有云建设的落地。同样，私有云模式也

正在改变着行业企业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方式。

从行业角度来看，排除硬件产品，只以软件

和服务收入金额计算，政府、制造、金融是私有云

平台建设投资最大的三个行业，合计占 60.2%的

市场份额。其中，政务行业是部署私有云服务最

多的行业。2018 年各部委和各级政府持续对政

务云进行投入，政务云进入 2.0时代。

走出三大误区是部署私
有云第一步

“对于即将踏上私有云之旅的政企客户而

言，首先需要加深对私有云及自身业务的理

解。”高海芳说，用户对私有云的认识主要存在

三大误区。

一是将私有云和虚拟化混为一谈。现阶

段 仍 有 很 多 用 户 认 为 实 现 虚 拟 化 就 是 私 有

云。服务器虚拟化只是私有云最重要的基础，

借助虚拟化可以实现日常工作的自动化、实现

资源池化。

其次是误认为降低成本才是私有云的最大

价值。相比传统 IT 系统的建设模式，私有云能

更有效地重新分配资源以满足企业需求，还能削

减硬件支出。但相比公有云或混合云模式，单纯

说私有云能降低成本其实并不准确。

第三是误认为私有云必须是企业内部运营

的。事实上，如今越来越多的私有云都外包给了

第三方。

“这三个误区解决了，企业部署私有云将更

加顺畅。但无论怎样，安全性对于客户而言永远

至关重要。在安全性方面，但凡计划推进私有云

的企业，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数据安全问题。”高

海芳强调。

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广彬表示，

随着云应用实践的增多，相关解决方案提供商正

在通过自建私有云、数据加密等一系列安全保障

手段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私有云是很

多企业‘上云’的第一步。在自主可控的大背景

下，国内企业对于采用自主、安全、可控的云计算

产品的需求日益高涨，解决这一痛点的企业有望

在下一轮竞争中获得优势。”高海芳说。

行业洗牌加剧 头部优势更明显

国内私有云：混战后市场格局初定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刘 纯

在一个棱长约为2.7米的立方形玻璃箱内，一盏外观似乎并不惊

艳的“吊灯”被悬挂在箱顶，引起观者驻足。这盏“吊灯”是一台量子

计算机的核心部分，立方形玻璃箱由半英寸厚的硼硅酸盐玻璃制成。

这台量子计算机就是日前在2019年国际消费类电子展现场，

IBM首次对外展示的全球首台独立量子计算机——IBM Q Sys-

tem One。

尽管不少业界人士质疑该计算机的可用性，甚至认为它更像是

装饰品，但IBM明确表示，IBM Q System One是量子计算商业化

的重要一步。然而，在该计算机发布后不久，有媒体称，这台“吊灯”

的算力还不如一台普通笔记本电脑。

这样的评价是否客观？众人翘首以待的、量子计算超越经典计

算机的“量子霸权时代”何时才能到来？

量子计算机指的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

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及量子信息处理的物

理装置。“当某个装置处理和计算的是量子信息，

运行的是量子算法时，它就可以被定义为量子计

算机。”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刚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量子计算最本质的特征为量子

叠加性和量子相干性。

至 于 IBM Q System One 的 特 征 ，由 于

IBM 公司并未公开与之有关的科学参数，外界

尚无法分析其原理和性能。“这台计算机是怎么

被做出来的？规模和性能如何？我们无法从新

闻中得到相关信息，甚至无法判断它是否达到了

量子计算机的基本指标。”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教授韩正甫认为，

IBM Q System One顶多是一个模型机，将其用

于解决实际问题为时尚早。

目前，在量子计算机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机

构有谷歌公司、IBM 公司、英特尔公司、荷兰代

尔夫特理工大学等。“领头羊”谷歌公司针对量子

计算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但依然没做出真正的量子计算机。韩正甫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该公司于 2018 年初推出的 72 个

量子位处理器，还不能算模型机，更不能被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

对于“量子计算机的算力不如笔记本电脑”

的说法，韩正甫表示，模型机就像处在婴儿期或

胎儿期的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没有可比

性。“当未来的‘大力水手’还是个‘婴儿’，拿他跟

一个正值壮年的男子相比，没有意义。同样，真

正意义上完整的量子计算机还未出现，比较其与

经典计算机的算力高低，没有价值。”韩正甫说。

毫无疑问，当下正值壮年的经典计算机比幼儿

期的量子计算机更实用。郭刚也表示，相对于经典

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的算力目前尚难做到领先。

早在上世纪，电子计算机刚刚问世时，有人

曾拿算盘和最早的电子计算机比计算速度。结

果，当时的电子计算机确实没有算盘算得快。但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算力早已今非

昔比。韩正甫强调，经典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之

间要比较的是原理上的先进性，而非功能上的优

劣，否则是不科学的。

“大力水手”目前还是个“婴儿”

实际上，量子计算的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就已被提出，其基础理论也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

本世纪初得到突破。但真正的量子计算机迟迟

没有问世。

“因为几大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韩正

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首先是目前的量子计算机

芯片的保真度不够，出错率还比较高，没有达到

理论上的要求。

“即便是量子计算机，我们仍然需要它能给

出准确的计算结构。即便它的出错率低于万分

之 5，我们也不敢用它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敢

完全信任它的结论。”韩正甫表示。

量子相干性是实现量子计算的根本，如果量子

没有相干性，计算只能是经典的。不巧的是，量子相

干性会迅速地被环境破坏，因此，所有的量子计算必

须在退相干效应发生并扰乱量子比特前完成。这是

量子计算要跨越的另一个门槛，物理学家们正在努

力，希望量子相干性维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横亘在量子计算机面前的另一道“高墙”是

它的运行条件相当苛刻。比如，量子比特必须在

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下工作，这需要一些特殊且

庞大的设备来维持。

此外，韩正甫表示，量子计算机的驱动电路，

以及算法、软件等方面也需要不断完善，目前尚

不具备应用条件。

以算法为例，量子计算机在工作时需要算法

的配合，但现有的算法如秀尔（Shor）算法能解决

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还不十分清楚。

暂时，只能在理论逻辑上预计其可用与否。

郭刚表示，如果研究人员对算法的认知达不

到一定的水平，就很难将量子计算的潜力发挥出

来，也就更难以将其应用到现实的业务系统中，

进而解决实际问题。

“这好比给婴儿设计成长路径。可以依据现

有表现考虑让其成为科学家还是作家，但适合与

否还要等孩子长大后才知道。”韩正甫说，给量子

计算机设计软件也是如此，只能等真正的量子计

算机问世后，才能去检验并调整之前的设计。

几大根本性问题尚未被解决

那么，真正的量子计算机该是怎样的？

“计算能力强大，拥有某些必要的宏观功

能。在解决特定问题时，能显示出比现有电子计

算机更大的优势。虽然未必能解决极端复杂的

问题，对于复杂程度略低的问题，至少能显示其

优势所在。”韩正甫说。

“我们说量子计算机计算能力强大，目前还只

是从理论上给出的预测。”

韩正甫表示，在计算机领

域，量子计算机能跑出怎

样的成绩，还不得而知。

韩正甫认为，5 年之

内，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

有望问世。10 年之内，量

子计算机的初级版也许能

出来，用于解决一些现在

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

题 。“ 假 如 关 于 IBM Q

System One 的消息属实，

它就是原型机，但不排除

这 则 消 息 可 能 存 在 水

分。”韩正甫表示。

量 子 计 算 机 走 向 市

场，会被应用于哪些领域？

首先可能会被用来分析密码。以最常用的

公钥密码算法 RSA 为例，其机理是利用短时间

内因数难以被分解的特性，而在理论上基于量子

计算机的算法可以轻松分解因数。

此外，在新材料设计、天气预报、地震预报等

复杂问题的计算上，量子计算机也被寄予厚望。

“以天气预报为例，只要根据物理学基本定律给地

球上所有的分子都写一个方程式，量子计算机或

许能计算出某一个地方的风霜雨雪。”韩正甫说。

量子计算机能描绘出数以万亿计的分子组

成，并快速识别其中的有效组合，降低药物研发

成本和周期，还能协调飞机航线及地面交通。

郭刚认为，量子计算机可能先被应用于军

事、航天、大气等领域。在解决特定领域的难点

问题后，再通过归纳分析、找出规律，验证其有效

性，在此基础上提升效率，最后再被推广到其他

民用领域。

“对人类而言，量子计算机的研发进展极其

重要，但对其进展的宣传似乎有些过度。”韩正甫

认为这不太合适。郭刚也坦言，量子计算机目前

依旧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虽然基础理论已基本完

善，可离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应用会从特定领域开始

被质疑算力不及笔记本电脑被质疑算力不及笔记本电脑

量子计算机初长成或要量子计算机初长成或要1010年年
实习记者 代小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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