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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陈永伟

自今年年中《天秤币（Libra）白皮书》发布以来，全球范围内关于天秤币的争

议就没停过。不仅美国国会多次就天秤币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召开听证会，世

界各国中央银行也出于维护主权货币及反洗钱考虑，纷纷表达了对其的疑虑。

各国监管机构的质疑，给天秤币项目的参与者造成了巨大压力。重压之

下，包括万事达、维萨在内的多个联盟成员宣布“退群”。不夸张地说，天秤币

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项目，如今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甚至可能胎死腹中。

商业是项目设立的根本考量

据《天秤币白皮书》，该项目设立的目标是为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

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很多人认为，这段宣言表达了联盟

成员浓浓的情怀。事实上，这份情怀至多只是副产品，该项目创立的根本目的

依旧直指商业。

我们知道，天秤币项目最初的提出者是脸书公司（Facebook）。作为一个

业务覆盖全球 130 多个国家、用户多达 23 亿的社交平台，脸书的商业潜力巨

大。不过，虽然脸书目前的业绩傲人，但其业务组成却十分单一，几乎所有收

入和利润均来自广告。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如此单一的业务结构是十分危险

的，一旦广告业务遭到对手打击，那么这个社交巨头就可能在瞬间倒下。

出于对公司发展的考虑，脸书必须积极开拓新业务 ，而要实现这一点，一

套用于支撑业务的可靠支付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脸书业务的国际性很

强，所以这套系统必须能使不同货币迅速完成兑换，并能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

来的冲击。历史上，脸书曾多次尝试建设自己的支付体系。例如，早在十多年

前，它就曾推出过一款名为脸书 Credits 的虚拟货币，但这套货币体系未能很

好地应对汇率冲击。

从此角度来看，天秤币项目实则是脸书建立全球支付系统的另一次尝试，

只不过该项目是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当然，作为一个支付体系，它的价

值主要体现在能被多少机构认可。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脸书并未选择独自运

作天秤币项目，而是拉上 20 多个大企业进行合作。这些加盟企业，也正是看

上了脸书全球庞大的用户网络，希望借此拓展业务。因此，天秤币联盟中的各

个成员确实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但这个目标或许不是“改变世界”，

而是实实在在的商业考量。

各国监管部门对其疑虑重重

由于天秤币项目创立的目的是服务全球交易，而不是炒作，这就要求它必

须是一种稳定币，其币值不会由于汇率冲击等原因而产生过快波动。

天秤币并非首个稳定币，此前已有很多加密货币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它

们用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各不相同：有的选择盯住某种稳定的货币，或一篮

子相对稳定的货币；有的选择盯住其他的加密货币；也有的选择应用算法来控

制发行量。显然，天秤币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能成功吗？这取决于它盯住的那个“篮子”的货币币值是否稳

定。然而，目前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其他货币，都面临不小的动荡。在此情

况下，天秤币想要“独善其身”，保证自身价值稳定，恐怕也不易。

此外，天秤币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于发币者本

身。尽管从理论上来讲，每发行一单位天秤币，发币机构就需储备对应价值的

资产，但我们并不能排除发币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破坏这种规则的可能。例

如，曾在稳定币市场上占据最高份额的泰达币（USDT），其发行者就曾多次在

暗中操控货币价值，并最终导致了其信任的崩塌。

不过，在此阶段，天秤币的发起者恐怕还没有时间去思考其币值稳定的问

题，监管压力已让他们焦头烂额。各国监管部门为何要为难天秤币？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出于对金融稳定性的忧虑。目前，脸书在全球的渗透率很高，通过

海量用户，天秤币能很容易进入各国，成为流通率很高的货币。这种新货币的

出现，或对各国的货币政策形成干扰，并引发不必要的金融波动。对于一些经

济不太稳定的国家，天秤币还有可能替代本币，干扰这些国家的货币主权。

其二是出于金融监管的考虑。天秤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币，它的

交易无需中心化结算。这决定了经天秤币的交易，监管机构难以进行有效监

控。尽管这种特征对于保证用户隐私，加强交易效率是大有裨益的，但它也给

洗钱等违法活动留出了空间。

我国需适时推出数字货币

基于以上原因，各国对于天秤币的态度十分谨慎，这也让天秤币的推出困

难重重。而随着众多联盟成员的陆续退出，天秤币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个项目究竟何时能被推出，或者说还能否被推出，目前仍不好说。可不

论天秤币项目的结局如何，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数字货币的想法，仍是值

得重视的。

相较于传统货币，数字货币拥有众多优势。在现有的纸币体系下，货币发

行机构难以掌握货币的总体流向，也无法精准、有效地制定货币政策。而依靠

区块链技术，这些劣势就可以被补足。考虑到这点，如果由中央银行来发行基

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就可以更有效地施行货币政策。

此外，尽管天秤币的创立是出于商业目的，但正如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

格前几天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所说，天秤币的推出，会在客观上巩固美元的霸

权。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个威胁不得不被正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面对天秤币或其他数字货币的挑战，我国必须善于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对数字

货币的研发，适时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作者系《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

盟友纷纷“退群”

天秤币或胎死腹中

前不久，华为首款 5G 折叠屏手机 Mate X

正式亮相。该款手机采用柔性折叠屏，使用鹰

翼式外折方案，售价 16999元。

无独有偶，近日 TCL 也在外媒网站上展

示该公司研制的三折屏幕手机。此前，三星

在韩国发布了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该款

手 机 在 韩 售 价 为 240 万 韩 元 ，约 合 人 民 币

14200 元。

如 此 高 价 ，让 不 少 网 友 直 呼“ 卖 肾 换 手

机”。那么，为什么折叠屏手机会卖出如此天

价？造成天价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折叠屏手机

会成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吗？带着这些问题，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多方面因素促成高价

折叠屏手机如同手机界的“变形金刚”，屏

幕合起来，外型和传统手机无异，大小合适、方

便携带；该类手机的屏幕被打开后，其就变成了

一个平板电脑。这样的设计，满足了当下消费

者追求便携和大屏的需求，它因此被认为是未

来手机的发展形态。

“折叠屏手机与传统手机是完全不同的，而

且会超越传统手机。目前来看，折叠屏手机普

遍定价偏高，这是市场大势。”第一手机界研究

院院长孙燕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在孙燕飚看来，折叠屏手机卖出天价，是

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折叠屏手机的

中央处理器（CPU）、摄像头

都 采 用 顶 级 配 置 ，毫 无 疑

问，这会增加手机的制造成

本。其次，以往手机屏幕成

本 会 占 到 整 机 成 本 的 30%

到 40%，而折叠屏手机由于

屏幕更大，相应地也就增加

了成本。

类似于房门上的合页，

铰链是实现手机屏折叠的一

种结构器件。“目前，铰链基

本上是由手机厂商设计的，

然后交给金属结构厂家进行

小批量生产。”孙燕飚说，“但

做铰链的金属结构厂家很可

能不懂屏幕，换句话说，原来做金属结构件的厂

家没做过屏幕。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铰

链制造的成本。”

此外，折叠屏手机要想真正打开市场，还需

要解决一个问题——研发出适配折叠屏的手机

应用（APP）。

“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该类手机未来市场需

求的大小。”孙燕飚说，要想让应用开发商为折

叠屏设计、开发出质量较高的应用，前提是要有

一个非常大的用户群，这样应用开发商才愿意

投入研发资金。

目前仍属于小众需求

目前，折叠屏的大屏幕，让不少消费者充满

期待。消费者通过大屏幕看视频或玩游戏，都

会有更好的体验，同时，用户通过折叠屏处理文

件、邮件也会更方便。所以，各手机厂商都争先

恐后地推出折叠屏概念机。目前来看，官方声

称要发行可折叠屏手机的手机厂商主要有：三

星、LG、华为、联想、OPPO、vivo和小米。

虽然市场积极性高，但折叠屏手机，在技术

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折叠屏的折痕是无

法消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用户的视觉

体验；同时，使用大屏幕进行游戏、办公等操作

是否更方便，这也有待考察。”孙燕飚说。

尽管折叠屏手机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但现阶段受制于技术瓶颈，可折叠屏幕的量产

数量并不大。据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预测，

2019 年折叠柔性屏手机出货量或达 300 多万

部，仅占智能手机市场的 0.1%，预计到 2020 年

伴随 5G 的全球部署，将催生新一轮增长高峰，

2022 年出货量有望增至 5000 万部。然而,据市

场 调 查 企 业“ 对 位 研 究 ”（Counterpoint Re-

search）最新发布的《全球折叠屏智能机展望报

告》，2019 年全年的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或约为

40万台，不及年初预测值（190万台）的 1/4。

那么，未来折叠屏手机是否会成为主流呢？

在孙燕飚看来，折叠屏手机的发展和 5G网

络部署息息相关。他表示，当前，手机屏幕 6.5

英寸已经算很大了，用这么大屏幕的手机，用户

无论看视频还是玩游戏，对流量要求都是较高

的。而折叠屏手机的屏幕是非折叠屏手机屏幕

的两倍，它对流量的要求还会更高，这就需要有

更高级的通信技术作为支撑。

“从过往历史发展来看，以前市场上出现

过多款折叠屏产品，大家对它们还是有兴趣

的。未来，具有更大屏幕、更小体积、更多存

载量的手机，是更符合 5G 时代用户需求的。”

孙燕飚说。

通信专家刘启诚则认为，折叠屏尽管有一

定的市场，也只是小众需求。他表示，智能手机

发展到今天，在硬件形态上已经没有可再创新

变化的空间。折叠屏其实是全面屏的一种极端

表现，也是双屏的一种变异，是手机厂商一直以

来过度包装的体现。

“什么时候苹果做折叠屏，才能说明这个技

术完全成熟了。现在多数厂商都是在抢夺市场

关注，更多是想表现自己在这一领域具有领先

的技术。”刘启诚说。

厂商扎堆发布，但折叠屏手机的春天还没来

55GG来了来了
宽带与其担心宽带与其担心““下岗下岗”，”，不如创新求生不如创新求生

本报记者 张 蕴

如果时光倒流，很多人大概不会相信，有

一天，“大哥大”取代了固定电话、手机“消灭”

了寻呼机、智能电视终结了 DVD……在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只要敢想，似乎一切皆

有可能。

日前，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 2019 年第 2

季度《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显示，2019 年

第 2 季度我国固定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达

到 35.46Mbit/s，年度提升幅度达 66.4%。5G

正式商用前夕，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推进

“5G 之都”建设的同时，在宽带建设方面也在

着力打造“千兆之城”，两者都能为用户提供

高达 1Gbps的超大带宽。

有了 5G，是否还需要宽带？这早已不是

新鲜话题。而此次一线城市重拳打造“千兆

之城”，更让广大网民深感，宽带业务满满的

“求生欲”。

那么问题来了，5G 究竟会不会取代宽

带？面对来势汹汹的 5G 大潮，宽带业务又该

如何创新发力？

1994 年我国首次正式运行 2G 实验测试

网络，2007 年开始启动 3G 测试，2013 年推出

4G 网络。很多人或许还记得，智能手机屏幕

上部的网络标识从 3G 变为 4G 的喜悦。短短

几年后，第 5 代移动通信系统——5G 又一次

成为通信业和学术界探讨的热点。

5G 网 络 ，又 常 被 称 为 4G 网 络 的 升 级

版。它和宽带在功能上有哪些不同？它们各

自在技术和商业上的优、劣势是什么？

北京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张延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5G

和宽带在功能上、技术上和商业应用上各有

不同。具体说来，5G 和光纤宽带两者的差

别，主要体现在功能定位上。5G 网络属于移

动端网络，主要接入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宽带

则属于网页端接入，两者在信号传输路径上

存在差异。

“其次，两种网络在稳定性上存在较大差

异。5G 网络采用了更高的频率，也就意味

着，其信号穿透能力、绕射能力、抗干扰能力

受高频影响而大大降低，这使得 5G 网络信号

的传输稳定性较差。相较而言，光纤宽带网

络是基于有线传输，故信号传输的稳定性要

远强于 5G 网络。此外，在交换频率上，宽带

比无线网络要高出许多。”张延华说。

“无线的好处是不受地域限制，未来多

数家庭都会选择无线上网模式。”北京友友

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国电

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姚宏宇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由于通信技

术实现模式的不同，5G 和光纤宽带有着根

本的区别，宽带信号通过光纤进行传输，故

信号稳定性较高。而 5G 信号和 4G/3G 一

样，由于依靠无线传输模式，易受到外界干

扰，“二者本质的区别，其实就是无线与有线

的区别”。

总之，5G 移动网络和网页端宽带网络是

两种不同的网络，二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前者

具有无缝接入的技术优势，后者则能提供较

为稳定的联网环境。

二者本质区别在于无线与有线

既然两者都能提供千兆级超大带宽，5G

又具备光纤宽带所不具有的连接便捷性，那

么 5G是否可以替代宽带呢？

对此，张延华表示，光纤宽带接入与 5G

移动接入各有优势，两者间的关系不是互相

替代，而是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共同实现信

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融合

号的广域覆盖。

“宽带网络已覆盖大客户及上亿家庭

用户，这种网络接入模式稳定性强，具备提

供千兆速率的能力。5G 网络则适合于移动

场景，以及难以采用有线方式的场景，它能

更加快速、灵活地满足临时性覆盖需求。”

张延华说，宽带和 5G 的协调发展，可推动

固 定 电 话 网 和 移 动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融 合 发

展，以及未来我国的网络部署，从而有效促

进高带宽业务应用的发展，如 4K/8K 高清

视频、云游戏等。

同时，张延华和姚宏宇都认为，在某些应

用场景上，二者存在很强的互补性。通常在

消费类市场领域，5G 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有

线光纤宽带，但在政务、金融等高端应用领

域，二者则不具有相互替代性，只能应用有线

接入模式。

“判定 5G 是否会‘干掉’宽带，主要看的

其实就是应用场景。如果大多数场景都能用

上 5G，且完全不需要宽带，并能让用户享受

到原来体验不到的东西，那替代的可能性就

会很大。但就目前而言，在云数据中心等通

信基础设施领域，宽带依旧会占主流。”姚宏

宇说。

此外，建设成本和售价等因素，也导致宽

带短时内“谢幕”的可能性很小。

在姚宏宇看来，5G 建设目前面临的最大

问题就是成本，有机构预计相关投资或达上

万亿元。而宽带网络经过此前 20年的投资发

展，相关技术不断升级，现已比较成熟，无需

大额投入，用户认可度高。

“众所周知，个人用户通信服务是按使用

量收费的。若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宽带服务，每

月仅花一二百元即可实现包月不限量使用。

若购买无线网络不限流量服务，要么每月要花

费上千元，要么用到一定量会可能被降速。如

果 5G 和宽带的服务资费接近或差不多，或者

5G资费下降到用户可以接受的程度，5G取代

宽带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了。”姚宏宇说。

近期，我国三大运营商陆续宣布，或将停

售 4G 达量限速套餐。业界普遍认为，在国家

“提速降费”政策的持续推动下，4G 流量的价

格已经接近极限，未来不会有太大的降价空

间。而 5G 资费的逐步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

间。因此，宽带网络、尤其是千兆宽带套餐的

性价比优势就更加凸显出来。

那么，面对奔涌而来的 5G 大潮，宽带业

务又该如何创新发力呢？

随着智能家庭业务建设的深入，物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运

用对于网络条件，尤其是针对家庭场景的宽

带速度和稳定性等方面的要求也会水涨船

高。一些行业分析人士告诉记者，5G 时代，

习惯了千兆网速的用户将会越发挑剔，要想

赢得用户的认可，宽带业务必须提供更加完

善的体验与服务。

张延华认为，面对 5G 大潮，宽带业务必

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需要安全、稳定、可

靠技术支持的大客户，如党政军、大型企事业

单位等，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是 5G 移动网络

尚无法满足的业务需求。

“未来，随着 5G 建设和成本问题的解决，

宽带业务一定会出现萎缩。未雨绸缪，宽带

业务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找到那些

需要极高稳定性网络保障的客户。企业机

构要建数据中心，需要稳定服务，短期内无

法通过无线通信来实现。那么，延伸到企业

的服务依旧会依赖宽带，这在可见的将来是

很难被 5G 取代。这是体现宽带稳定性优势

的地方，也是宽带业务未来创新的发力点。”

姚宏宇坦言。

姚宇宏对记者说，在 5G 概念刚刚兴起

时，曾有很多人担心，5G 是否会取代宽带。

当 5G 时代真正来临时，人们慢慢发现，5G 更

像是一条鲇鱼，推动宽带业务在性价比、智慧

家庭和体验服务上发挥潜能。

“短期内，5G 不会取代宽带，而是重新定

义了什么是‘好’宽带。”姚宏宇说。

找准发展方向深挖用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