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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易博客首页发布了《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宣布将从

2018年 11月 30日 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blog.163.com）运营，关闭服务器，

用户将无法登录网站。一位网友看到网易博客关停的公告，在微博上写下了这

样一段话：“感觉就像相伴多年的老友要离开，而且你知道，它再也回不来了。”

点评：博客是什么？问不同年龄段的人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对于 80后或

90 后来说，那是一段青葱岁月；而对 95 后或 00 后来说，博客是一个既遥远又陌

生的东西。时代在变，信息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也在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互动性更强、信息获取速度更快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快速兴起，博

客与门户网站一样逐渐从大众视野中淡去。如果说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

代表着自媒体时代繁荣；那么博客就是这个时代的开端。博客让一大批网民获

得了启蒙，如今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化成了另一种形式。

博客大幕缓缓落下
它未离场而是进化成另一种形式

8月 24日，浙江温州乐清发生女乘客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被害的恶性事件，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就这次恶性事件，交通运输部联合

公安部等单位在 8月 26日约谈滴滴公司，责令其进行全面整改。8月 27日，乐清

市人民检察院对“女孩滴滴顺风车遇害案”犯罪嫌疑人钟元，以涉嫌抢劫罪、强奸

罪、故意杀人罪依法批准逮捕。

点评：从郑州空姐到温州女孩，3个月 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个鲜活的生命就

此止步。两起案件是那么相似，而悲剧却在重复上演。此时任何解释都是苍白

无力的，不要再说“假如”，不要再说“偶然”，也别提什么“不规范”和“不严格”。

连发恶性事件暴露出的是企业对生命的漠视和责任感的严重缺失。这次事件给

网约车行业敲响了警钟，安全大于天！如果连乘客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这

样的企业不要也罢。

滴滴三月连发两起命案
漠视生命的企业不要也罢

8 月 26 日，网友@二村不停爆料自己在马蜂窝网站预订俄罗斯海参崴的酒

店，结果其预订的旅馆被订到了希腊巴巴多斯岛。客服提供解决方案表示，游客

可自行打车前往，保留相关票据待马蜂窝报销。当日中午，马蜂窝在微博上发布

道歉信，公开回应此事，承诺给予 3倍赔偿，同时决定按此前承诺补偿该网友 8万

元“打车费”。

点评：海参崴位于俄罗斯东部，前往希腊巴巴多斯岛，需穿越整个俄罗斯，再

横穿半个欧洲，累计路程 11700 多公里。这个距离和“打车前往”这几个字放在

一起后立即成了当天的“爆款”。好在马蜂窝的反应还算及时，很快就出了道歉

信并公布了解决方案，使曝光率飙升。花 8万多做个广告，似乎也挺值。虽说马

蜂窝的态度值得肯定，这招“将计就计”也可被称为公关范例，但事情背后客服系

统的僵化和缺乏责任心能否解决，我们先画上一个问号，观其言、察其行后再做

判断。

海参崴酒店被订错到希腊
乌龙变营销，马蜂窝转危为机？

相关链接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你家里一共有多少块芯片？恐怕这个问

题没几个人能答上来。

万物互联时代，人们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

正在被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包围，而

这些“黑科技”的实现都离不开小小的芯片。

或许是因为需求旺盛、或许是因为产能不

足，生产芯片的原材料——硅晶圆在近一年多

时间里持续处于缺货状态，据报道有的生产厂

商甚至已经接到了 2025年的订单。

全球第三大硅晶圆制造商环球晶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晶圆）在其近日发布

的二季报中称，此次硅晶圆市场的快速成长现

象“前所未有”。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统计，今年第二季度硅晶圆出货总面

积为 31.6亿平方英寸，再创全球出货量新高。

供给紧张推高硅晶圆
产品价格

沙子中的硅含量很高，生产芯片的主要原

材料就是沙子。业界有一种说法，一块小小的

芯片，在放大镜下看仿佛是一座宏伟的城市，

而这座城市的地基就是硅晶圆。

硅晶圆其实是通过高温等手段纯化的硅

材料。将这些纯硅制作成一个硅晶棒，再经过

一系列抛光、切片等工艺，把硅晶棒切成一片

片薄薄的、圆形的硅晶片，硅晶片再进行深加

工后即可得到硅片——制成芯片的材料。

硅晶圆的缺货潮已经有一阵子了。从

2017 年开始，就已形成了一片“涨”声，随之而

来的是 12寸、8寸硅晶圆价格上涨 20%—30%。

旺盛的需求也助推了厂商进一步涨价的

信心。近日，日本硅晶圆生产厂商信越化学工

业株式会社就大幅提升了产品售价，而 SUM-

CO、环球晶圆等厂商也纷纷表态会选择跟进。

缺货潮或加快国内相
关企业建厂速度

硅晶圆缺货会带来哪些影响？拓墣产业

研究院分析师林建宏表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晶圆制造成本上升，部分半导体产品会出现供

需紧张的情况。

“考虑到各硅晶圆厂扩充产能上线的时

间，目前比较乐观的估计是，要到 2019 年下半

年，涨价和缺货的情况才会缓解。”林建宏说。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

发展中。据 SEMI 估计，2017 年至 2020 年间全

球计划投产半导体晶圆厂 62 座，其中 26 座设

于中国大陆，占全球总数的 42%。目前，部分

国内厂商已可以生产 12 寸硅晶圆产品，8 寸硅

晶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

“为实现半导体产业自主发展，使国内形

成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我国早已进行了相关

材料和设备的规划。虽然硅晶圆目前存在供

需落差，但涨价也促使国内厂商加大投入力

度，加快了我国硅晶圆企业的建厂速度，特别

是 12寸硅片的生产线建设，很值得我们期待。”

林建宏说。

公开报道显示，到 2020 年我国规划的 12

寸大硅片项目规划产能合计有望超过 100 万

片/月。

厂商需结合市场和自
身情况进行理性扩产

与其他行业不同，资金、技术密集型半导

体产业有着其特殊的发展规律。从过往经验

来看，掌握顶尖技术的厂商会吃掉绝大部分市

场份额，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必须持之以恒，否

则就将败下阵来。

以硅晶圆为例，别看近两年“涨”声不断，在过

去10年里，硅晶圆并非是个赚钱的好生意。2011

年到2016年间，硅片的价格每年都“跌跌不休”，相

较于2011年，2016年单片价格下降了40%。

半导体行业的另一个产品 DRAM（动态

随机存储器）表现得更为明显。曾在长达 10多

年的时间里，生产 DRAM 产品企业纷纷陷入

了价格战的泥潭，最终导致多个厂商走向破

产、被收购的结局，只有三星公司挺到了最

后。资料显示，行业洗牌后，三星公司仅在

DRAM 一项产品上毛利率就超过了 70%。

“这说明在供过于求时，厂商需要承受很高

的营运风险，也比较难赚到钱。”集邦资讯半导

体行业分析师郭高航说，“特别是在供过于求的

状态下，厂商还需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技术进

行理性扩产，这样才能将投资风险降低。”

硅晶圆“涨”声不断，生产商别盲目扩产

本报记者 杨 仑

实习记者 于紫月

一部10GB蓝光画质级别的电影，不到20

秒就可下载完成。这就是未来的5G时代。

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以其超高

的网络传输速率和极低的网络延迟时间为正

在使用 2G、3G、4G网络的用户勾勒出一幅高

速蓝图。

为了尽早实现这幅蓝图，我国正在紧锣密

鼓地开展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副院长王志勤于近日表示，我国5G频谱资源

的最终许可方案计划将在今年9月正式发布。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5G频率划分一经确定，对

于运营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基本估算出组网

的成本，这意味着我们离5G又近了一步。

那么，频谱是什么？为何发布频谱方案如

此重要？随着5G时代的到来，移动数据将呈现

爆炸式增长，频谱资源又将面临哪些问题？

在解释频谱前，让我们先回想下，平时用

手机打电话的场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打电

话，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何两个相隔千里的人

也能用手机听到对方的声音？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书信曾是传递信

息的主力，邮递员承担着信件的收发工作。

实际上，手机通信与信件传递一样，是实现信

息交流的手段，而帮助手机传递信息的“邮递

员”是电磁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载体将

一个人的声音信号传递给另一个人。

手机之外，电磁波还是广播、Wi-Fi等无线

设备传递信息的“邮递员”。不同形式的信息传递

方式会使用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如1880MHz—

1900MHz频段用于中国移动用户的4G通信业

务，2.4GHz频段用于家用 Wi-Fi业务。

不论是手机还是 Wi-Fi，它们都属于无

线电业务。这些无线电业务所使用的频率范

围在 3Hz—300GHz之内，这一范围内的无线

电磁波频率被统称为无线电频谱。

专业人员将上述频谱资源划分成很多频

段，这些频段只能用于特定业务，相当于为不同

的通信业务指派专门的“邮递员”。例如，美国

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将28GHz频段的频谱资

源用于开发5G无线网络，那么28GHz这个“邮

递员”便只能服务于5G网络信息传递。可想而

知，如果没有“邮递员”，无论5G多么出彩，都是

空有一身武艺，没有施展的“舞台”。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现阶段频谱资源是

稀缺的。由于低频段的电磁波传播损耗小、

覆盖距离远、开发难度较小，因此这类频谱资

源主要应用于很早起步的广播、电视、寻呼等

系统。而高频段频谱资源则恰恰相反，它的

频率越高，开发技术难度越大、服务成本越高，

目前人们能用且用得起的高频段资源较少。

因此，目前高、低频段的优质资源的剩余

量十分有限。

频谱是5G建设基础 当前处于稀缺状态

“目前，全球共享用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

的频谱资源。各国分别设立监管机构管理频

谱资源，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我国的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南京世域天基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总裁郭正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各国监管机构往往将频谱资源分配给无

线网络运营商，有的国家采用无偿配发的方

式，有的国家则采用竞拍形式将部分频谱资

源的使用权卖给运营商。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政府行政审批

并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方式，由主管行

政单位将频谱资源分配给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

那么分配之后，频谱资源又是如何被使

用的呢？

“可将频谱看成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

2G、3G、4G等移动通信技术可分别占用其中一

部分‘土地’，也就是一部分频段进行开发、利

用。而且，每块‘土地’都实施专属开发原则，

即一块‘土地’只能供 1 种移动通信技术使

用。”深圳金航标电子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康飞

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比如中国移动从政府

部门获得 4G频段的牌照后，只能利用该频段

开展 4G 业务。当然还有一些频段没有被分

配，就像城市总会预留出一些土地暂不规划、

频段被分配给运营商 实行专属开发

“可以预见，在 5G 时代移动数据流量将

呈现爆炸式增长，所需频谱数量也将远超前

几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总和。”康飞指出，频谱供

需矛盾将在5G时代愈发凸显。

那么在目前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

频谱资源发挥出其最大效力，这是目前众多

学者研究的课题。频谱资源通常掌握在运营

商手中，运营商一旦获得某个频段的使用权，

那么该频段将为此运营商的用户专用，这通

常被称为静态频谱分配方式。因此即便运营

商不使用或很少使用该频段，其他运营商也

无法使用。长期以来，这种频谱分配策略导

致部分频谱利用率较低，出现闲置现象。

能否将这些利用率低的频谱从原运营商

手中收回，经整合、规划后再次投入到市场

中？激励拍卖分配方式就在这样的思路下产

生了。

早在2012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便开始

针对频谱资源的再利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2017年3月，美国600MHz广播电视频段的激

励拍卖顺利完成，这是全球首次对频谱资源进

行激励拍卖。本着自愿原则，美国联邦通讯委

员会首先向原持有600MHz频段的广播电视运

营商回收总计84MHz的频率资源，随后对其进

行规划，并将频谱资源进行拍卖。

此外，针对缺乏灵活性的静态频谱分配

方式，一些学者提出动态频谱分配建议。他

们提议，能否根据网络中业务量分布情况，动

态地分配有限的频谱资源，以提升频谱资源

利用率。但受限于当前的频谱资源管理模式

和具体分配技术，动态分配方案距离落地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供求矛盾愈发凸显 管理模式亟待变革

以备后用。

国际上早在十几年前就对 5G 频谱分配

作了规划。

据报道，现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

机构正在开展供5G网络使用的相关频谱规划。

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11月推出了“构建2020年

信息社会的无线通信关键技术”项目（METIS项

目），致力于研究5G无线通信系统。随后美国、

韩国等国纷纷跟进，在5G关键技术、系统框架以

及用户推广等方面开展多线研究。2015年10

月，国际电信联盟正式确定了5G发展计划，并将

其命名为“IMT—2020”。按照这一计划，2020

年该联盟将完成5G技术规范。

2017年6月，我国工信部先后面向社会广泛征

集3300MHz—3600MHz、4800MHz—5000MHz、

24.75GHz—27.5GHz、37GHz—42.5GHz或其

他毫米波频段（频域为 30GHz—300GHz）5G

系统频率规划的意见。2017年 11月，工信部

发布了关于3300MHz—3600MHz和4800MHz—

5000MHz频段用于5G系统的通知。“除上述频

段外，73GHz频段也可能会被用于 5G开发。”

康飞预测。

在陆地上，由于各国基站相隔较远，因此
不同国家在使用相同频段的频谱时，也不易
产生干扰问题。但到了天上，问题就开始变
得复杂起来。

郭正标表示，基于卫星的空间通讯技
术往往涉及跨国服务，如果不同国家对同
一 频 段 均 可 使 用 ，就 很 容 易 产 生 干 扰 问
题。因此国际电信联盟规定，各国运营商
必须对某一频段频谱的使用进行申请，方
能得到授权；一旦通过授权，其他运营商不

得再使用此频段。
“就像圈地盖房子，由于欧美等国的卫星

运营商起步早，他们早早就把地盘占上、将房
子盖好。”郭正标比喻道，“能盖房子的土地就
那么多。我国起步较晚，再想盖房子，土地审
批难度大不说，好的地段早早就被盖上了其
他国家的房子，只能争夺剩下较差的地段
了。而且随着科技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卫
星运营商争夺剩下的资源。因此，空间通讯
技术所依赖的频谱资源十分紧缺。”

卫星通讯领域频谱资源更匮乏

要想要想55GG长得壮长得壮
需先弄肥频谱需先弄肥频谱““土地土地””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硅晶圆硅晶圆

师傅，
我 去 俄 罗
斯海参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