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 （记者刘春燕）日本媒体 7 月 29 日报道说，全球范围内“芯

片荒”仍在持续，明年以后才可能有所缓解。

《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分析，由于半导体制造设备也可能受困于

芯片短缺，半导体产能难以迅速扩大。报道援引美国英特尔公司首席执

行官帕特·格尔辛格的观点说，半导体供给恢复正常还需一到两年。

报道说，今年年初美国半导体重镇得克萨斯州遭遇寒流出现电力短

缺、3月份日本车载芯片厂商瑞萨电子公司工厂发生火灾，令全球半导体

供应链紧张问题凸显。目前尽管上述短期因素得以缓解，但年内不太可

能实现半导体供给正常化。

从需求端来看，汽车及家电的数字化、5G 通信的普及等都导致半导

体需求大幅增加。此外，去年年初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游戏机等“宅

家”商品的芯片需求也大量增加。

从供应端来看，近几年各大半导体公司为提高竞争力，将投资集中于

开发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在扩大产能方面投入相对不足。全球半导体生

产能力近年来停滞不前，市场已出现供不应求。报道说，因车载半导体供

给不足，丰田汽车、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等汽车厂商生产线被迫减产或停

产。苹果公司也因苦于芯片供应紧张，产量受限。

市场调研机构奥姆迪亚公司高级咨询总监南川明表示，随着半导体

厂商开始增加汽车芯片的供应配额，产业用机械等其他领域的芯片短缺

随之加剧。空调、导航设备等生产出现局部停滞。

全球“芯片荒”年内难缓解

新华社讯 5G 规模应用将进一步扩容提速。《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

目前全国 5G 应用创新案例超过 1万个，数量和创新性均处于全球第一梯

队。下一步更多政策利好将持续加码，包括增强关键产业环节的供给能

力，发挥工业、交通、能源等各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树立一批高水平应

用标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产业集聚效应，建设一批行

业特色应用集群等。与此同时，基础电信企业也进一步敲定施工图，明确

5G 网络规模部署时间表，加快 5G 在工业互联网、智能采矿、智慧港口等

重点领域的应用落地。

位于深圳西部港区的妈湾港，改造前一直是散杂货码头。过去，场桥

工人每天要在 30 米高空上的驾驶室连续工作 8 个小时，时刻低头观察下

方让大部分工人患有颈椎病等职业病。如今在大带宽、低时延的 5G技术

赋能下，工人坐在智能远控中心就可以同时控制 6台场桥，作业效率大幅

提升。

5G 融合应用正加速赋能实体经济。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5G

应用创新案例超过 1万个，其中全国“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500个，

138个钢铁企业、194个电力企业、175个矿山、89个港口实现 5G 应用商用

落地。此外，全国已有超过 600 个三甲医院开展 5G+急诊急救、远程诊

断、健康管理等应用。

“5G 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将与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结合，构建数据要素更快速可靠流通的信息‘大动脉’，释放数字

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优化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配置，赋

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日前召开的全国 5G 行业应用规模化发展现场会

上，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表示。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介绍，5G 商用两年多来，在技术标

准、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 5G 应用奠定了坚实

基础。我国 5G应用已经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在工业、能源、交通等

多个先导行业率先落地。

当前我国正处于 5G规模应用发展的关键阶段，从部委到地方正展开

密集部署。

近 日 ，工 信 部 等 十 部 门 正 式 发 布《5G 应 用“ 扬 帆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重点推进 5G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港口、智慧

采矿、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 15 个行业的 5G 应用，通过三年时间初步形

成 5G创新应用体系。

地方层面，广东将充分发挥 5G 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带动作用，推

动 5G 在工业、教育、医疗、农业、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提

升产业链数字化水平。日前发布的《山西省信息通信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提出，推进信息通信技术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聚力打造能源、交通、

文旅、教育等重点行业 5G应用示范项目。

作为 5G应用落地的关键一环，基础电信企业也在加大布局。记者了

解到，中国移动将实施 5G 行业应用“绽放”计划，推广场景化标准化解决

方案，到“十四五”末，力争 5G应用覆盖超百万家企事业单位。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将进一步聚焦工业互联网、智慧港口、智能采矿等重点行业，加

快 5G应用复制推广。

需要看到的是，总体上 5G 应用仍存在产业短板尚待补齐、应用带动

效应不足、应用生态需加快成熟等问题。

谢存表示，当前我国 5G 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5G 应用无现成经验可

以借鉴。5G 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与行业融合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

遵循从试点示范到规模推广再到大规模应用的规律，充分认识 5G应用发

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记者获悉，工信部将加大政策布局力度，进一步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

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发挥工业、交通、能源、医疗、媒体等各行业龙头企

业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探索行业需求和应用场景，打造行业

领域特色应用场景和标杆高水平示范项目。建设一批行业特色应用集

群，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建设一批

5G融合应用产业基地。

在增强产业支撑能力上，将针对芯片、模组等制约规模化应用的

关键环节，加大资金、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 5G 网络的支

撑能力，坚持适度超前、以建促用、建用结合的原则，紧贴行业和市场

需求，实现深度覆盖和按需覆盖；推动 5G 行业虚拟专网规模化发展，

加快端到端网络切片等新技术成熟商用。同时加强应用安全保障能

力，加强 5G 融合应用的网络安全和重要数据保护，实现 5G 发展与安

全相同步。

政策利好纷至

5G规模化应用加力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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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在21世纪初就出现了阻止网页弹窗的功能，可

允许用户自行决定是否阻止网页弹窗，但现在出现了新型

弹窗技术，它使弹窗的打开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来阻止

弹窗的技术失效。

宋宇波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记者 金 凤

假设每一个比特都是一

枚1英镑的硬币，大约3毫米

厚。由一摞硬币组成的 1ZB

将有 2550光年高，可以让你

到达最近的恒星系统半人马

座阿尔法星 600 次。目前，

我们每年产生的数据量是这

个数字的59倍。

没有关闭按钮或按钮不醒目，不能一键关

闭；弹出频率高，一次性弹出广告数量多且占网

页尺寸过大；软件安装时未经提示默认勾选、强

制捆绑安装其他软件……

上网时频繁弹出的网络弹窗有没有曾让你

有弃网、砸电脑的冲动？

就在不久前，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以下简称江苏省消保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个人计算机（PC）端应用软件网络弹窗调查情况，

上述网络弹窗“顽疾”在此次调查中被集中披露。

8月 2日，相关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网络弹窗在诞生之初，一度是一种

创新的广告形式，它以诱导用户关闭弹窗的形

式，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但随着网络弹窗的广

泛应用，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其被恶意滥用：

搜集用户个人数据、盗取用户账号信息、诱使用

户下载恶意软件等屡见不鲜，既造成了视觉污

染，也给用户正常的互联网生活、数据安全带来

了隐患。

互联网时代，网络弹窗犹如“牛皮癣”，渗透

进网络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江苏省消保委本次

调查中，大部分互联网消费者表示深受弹窗困

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8%的消费者表示遇到

过网络弹窗，装机工具类网络弹窗问题突出，其

次是影音类、系统工具类；58%的消费者表示经

常遇到购物广告，其次是游戏广告、影视广告；

52%的消费者表示网络弹窗关闭按钮不易发现；

60%的消费者表示在 PC 端应用软件安装过程中

经常被要求捆绑安装其他软件……

在江苏省消保委公布的体验调查结果中，从

官方渠道下载的 30 款应用软件中，有 11 款存在

网络弹窗问题，占调查总量的 37%。其中 360 安

全浏览器、暴风影音、酷我音乐等 3 款软件弹窗

弹出频率较高。360安全浏览器 15分钟内弹出 9

次，暴风影音 15 分钟内弹出 6 次，酷我音乐搜索

一次弹一次。

“其实，网络弹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广告

密切相关。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大都依赖广告收

入，而广告的效果则依赖受众对广告的注意力。”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向记

者细数了网络弹窗的前世今生。

他介绍，在上世纪 90年代末，互联网广告的

投放形式是将广告嵌入在页面内容中。但当时

的广告商担心消费者在浏览负面内容时，会将广

告与消费者所阅读的负面信息联系在一起，从而

对品牌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当时的网页托管网

站 trippod.com 便利用网页脚本程序，发明了一

种在新开窗口发布广告的方法，这也就是网络弹

窗的起源。

“与其他形式的网页广告展现方式不同，用

户必须手动关闭弹窗广告，这更能吸引用户的注

意力，其广告转化率也比其他广告类型高很多，

因此弹窗广告自诞生以后就备受青睐。特别是

商务优惠类广告和应用程序推广安装类广告，尤

其喜欢采用网络弹窗的广告形式。”宋宇波说。

广告为何青睐弹窗

弹窗广告转化率要比其他广告高很多

不过，随着网络弹窗的广泛应用，巨大的经

济效益让它逐渐走向了一条“歪路”，成为违法、

低俗内容泛滥的温床。“强制式”展现的性质，也

对用户造成了视觉污染，给用户正常的网页浏

览、下载应用等行为造成了极大不便。

在宋宇波看来，除了影响互联网生活外，网

络弹窗也对用户的数据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

“很多带有网络弹窗功能的软件常驻后台，

会对用户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恶意的网络弹窗内

容会诱导、致使用户误操作点击恶意软件，造成

经济损失。”宋宇波说，近年来，常见的利用网络

弹窗广告的攻击行为，包括搜集用户个人数据、

盗取个人账号信息、诱使用户下载恶意软件等。

“避无可避”的网络弹窗，从技术上看是如何

实现的？

宋宇波说，网络弹窗通常来说有三大类型，

阻止弹窗的技术难点在哪

作为网页内容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拦截

在我国，网络弹窗并未构成直接的违法犯

罪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互联网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只能以不影响用户正常

网络体验为条件，提出“确保一键关闭”的最低

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未能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

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 5000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的，

或者未经允许，在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中附加广

告或者广告链接的，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这对弹窗行为的约束其实是非常宽松的，

与弹窗广告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相比，根本

不值一提。违法成本较低，也是造成恶意网络弹

窗广告泛滥的原因之一。”宋宇波建议，应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为治理弹窗广告提

供制度保障；同时提高监管力度，完善准入追责

制度，建立多元开放化的监管体系，对互联网广

告公司进行重点监管，将不良广告行为纳入征信

体系。

“此外，要实现常态化治理，应对网络弹窗广

告实施定期合规检查及培训整顿，以实现行业自

治和规范监管；应为网民提供便利通道，鼓励群

众举报网络弹窗，实现自下而上的全网防护。”宋

宇波说。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洪珍则建

议，相关部门要激励软件开发商研究系统软件

和应用软件，运用科技甄别并过滤不良信息，

在维护互联网绿色安全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

如何更好地约束弹窗广告

提高违法成本、将不良行为纳入征信体系

花样频出花样频出、、霸屏已久霸屏已久

小小广告弹窗因何成小小广告弹窗因何成““顽疾顽疾””

一是网站的网页弹窗，二是电脑笔记本上运行软

件的桌面弹窗，三是智能手机上的 App弹窗。

网页弹窗通常是利用内嵌在网页里的脚

本程序实现；桌面弹窗则是通过驻留在后台

的软件实现；而 App 弹窗由于受手机操作系统

安全机制的限制，只能在用户使用该 App 的时

候展现。

“浏览器在 21 世纪初就出现了阻止网页弹

窗的功能，可允许用户自行决定是否阻止网页弹

窗，但现在出现了新型弹窗技术，它使弹窗的打

开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来阻止弹窗的技术失

效。”宋宇波说，目前，悬停式广告是网站网页弹

窗主要的技术形式，这是一种使用动态 HTML、

JavaScript 等技术创建的弹出式广告。它们“悬

停”在页面上，几乎不随网页滚动，由于悬停式广

告内容是作为网页内容的组成部分存在，所以很

难被传统的弹出窗口拦截软件过滤拦截。

“在 3 种类型的网络弹窗中，目前针对桌面

弹窗的拦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有很多专业软件

可以阻止桌面弹窗。但由于大部分用户对专业

拦截软件缺乏了解，而国内主要的安全软件厂商

并不热衷提供网络弹窗拦截功能，造成了国内桌

面弹出窗口泛滥的局面。”宋宇波表示。

此外，他指出，智能手机 App 弹窗目前是个

盲区，由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安全机制限制，

App无法控制手机在后台进行弹窗，通常是在用

户使用该 App时出现弹窗，但这也造成了其他软

件无法阻止 App的内部弹窗。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人类在过去 150 年里取得的技术进步比在

之前的 2000年里取得的还要多。数字电路可以

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

自从 1947 年发明晶体管和 1956 年发明集

成微芯片以来，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一次重大转

变。仅仅 50 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计算能力、无

线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显示技术、移动通

信、交通、医学和太空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进步。

数字信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和社会的方

方面面，以至于近些年信息生产量的增长似乎势

不可挡。在地球上，我们每天都会产生 5亿条推

文、2940亿封电子邮件、400万 GB的 Facebook数

据 、650 亿 条 WhatsApp 消 息 和 72 万 个 小 时 的

YouTube新视频。

全世界在 2018 年创建、捕获、复制和消耗的

数据总量为 33ZB，相当于 33 万亿 GB。2020 年，

这一数字增长到 59ZB，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令

人难以想象的 175ZB。

为了让这些数字更直观，我们假设每一个

比特都是一枚 1 英镑的硬币，大约 3 毫米厚。

由一摞硬币组成的 1ZB 将有 2550 光年高，可

以让你到达最近的恒星系统半人马座阿尔法

星 600 次。目前，我们每年产生的数据量是这

个数字的 59 倍，复合增长率估计在 61%左右。

大部分数字信息存储在 3 种地方。第一是

全球各地的终端，包括所有物联网设备、个人电

脑、智能手机和所有其他信息存储设备。第二是

边缘位置，包括基础设施如手机发射塔和机构服

务器，以及服务处如大学、政府办公室、银行和工

厂。第三是传统数据服务器和云数据中心。它

们是存储大部分数据的核心位置。

世界上大约有 600个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每个都拥有超过 5000台服务器。中国、日本、英

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服务器数量总和约占总数

的 30%。

世界上最大的数据服务器是位于中国呼和

浩特的中国电信数据中心（占地 100 万平方米）

和位于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 The Citadel

数据中心（占地 67万平方米）。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数字数据存储需求，每两

年就会有约 100 个新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

成。一项最近的研究调查了这种趋势，结论显

示，若年增长率为 50%，那么大约 110 年后，维持

这种数字化生产所需的能源将超过现在的全球

能源消耗总量。大约 150年后，数据的比特数量

将达到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值，超过地球上所有的

原子数量。

（Melvin M. Vopson撰文，张乃欣翻译，据
《环球科学》）

约150年后，数据的比特数量将超地球原子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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