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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爽

如今已是移动操作系统“第三极”的鸿蒙，无疑是万众

瞩目的。但身处其中的人知道，它曾面对怎样的质疑和不

确定。以至于当被问及整个研发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时，曾任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主导了鸿蒙操作系

统研发的王成录给出的答案是：“大家不理解。”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赵小刚起初也没想到自

己会和这个新生的系统有什么关系。

但他清楚记得被“说服”的时刻。2020 年底，包括他

在内的几十位高校教师来到华为松山湖研发基地。为了

告诉大家鸿蒙系统是什么，主办方现场放了一个物联网

小车，上面装有摄像头，一个人拿着球走在前面，小车在

后面顺畅地跟踪。

“这是万物互联。思路是对的，不是画饼。”赵小刚回

忆说，那一刻他决定加入。

从描述一个愿景到开发第一个、一千个应用，“鸿蒙

是什么、为什么要做”的疑问总是挥之不去。从开发者、

合作伙伴到用户，团队需要一个个去“说服”。

从一个技术储备系统，到“断粮”危机下被寄予厚望，

再到挑起手机操作系统大梁，鸿蒙从起步之初，显示了研

发者对发展前景的未雨绸缪，更体现了研发者对技术创

新的锚定和追求。

“从 0 到 1”的技术突破不容易，以“1”为起点的生态

壮大更难。相较于市场上更成熟的操作系统，构建完善

的生态系统，鸿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鸿蒙已

经具备满足日常所需的主要应用，还需要在各类个性化

应用、小众刚需应用、精品应用等方面优化完善。据华为

测算，10万个应用是鸿蒙生态成熟的标志，也是鸿蒙生态

未来半年到一年时间的关键目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

究所软件研究室副主任黄文鸿建议，围绕生态建设，头部

企业要积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广泛汇聚芯片、整机、软

件、互联网等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在共同愿景下分工协

作，构筑紧密融合、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为营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他还建议有关部门在

财税、科研、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政府、国有

企事业单位率先开放应用场景，在政府采购时对国产系

统及应用予以倾斜，根据实际采购额，通过首版次等政策

工具包予以补助。

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鸿蒙系统在中

国的市场份额从 2023 年第一季度的 8%升至 2024 年第一

季度的 17%。这标志着它首次超越苹果 iOS 系统，成为

中国第二大操作系统。

长期以来，苹果 iOS和安卓长期占据国内市场，鸿蒙

的崛起改写了这一格局。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院长潘教峰看来，万物智联新时代，我国至少在全球

竞争中与国外厂商位于同一个起跑线。

如华为常务董事、终端业务董事长、智能

汽车解决方案业务董事长余承东所说，原生鸿

蒙是“一个努力成长的新生命”，再有两三

个月的时间，鸿蒙原生的整个生态将

会更加成熟。

“一个努力成长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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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日，搭载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华为 Mate 70

系列手机正式发布，标志着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正

式商用。

一个月前，备受瞩目的原生鸿蒙系统 HarmonyOS

NEXT 正式推出，成为继苹果 iOS和安卓系统后的全球

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作为我国首个全栈自研移动操

作系统，鸿蒙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5 年时间、5 个版本、超过 10 亿生态设备、1.5 万应

用、17%市场占有率……2019 年 8 月第一代鸿蒙系统发

布时，人们很难想象，“临危受命”的鸿蒙会成为史上发

展最快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长期以来，操作系统主要是由欧美主导，鸿蒙操

作系统实现了全面突破。在操作系统的研发上，我们

用 10年的时间干了欧美同行 30多年才做成的事。”华为

常务董事、终端业务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董

事长余承东感慨。从项目启动到原生鸿蒙问世，“十年

磨一剑”背后是荆棘铺就的征程。

“被‘断粮’时，备份系统
要能用得上”

“如何打造面向未来的操作系统？”2019 年 8 月，在

华为开发者大会上，首位演讲人余承东抛出问题。

他按下手中的翻页器，身后的大屏幕上，“Har-

monyOS鸿蒙”初次亮相。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

清单，禁止谷歌公司向华为提供安卓系统的核心服务

和应用。

正是那一年，华为手机迎来高光时刻——出货量

达 2.4 亿台，超过苹果，仅次于三星。一旦美国政府禁

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华为全球 5亿终端用户将面临系

统无法更新的困境。

然而，来自华为内部的消息令人为之一振：其自主

研发的操作系统将打通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

可穿戴设备等各种硬件，兼容全部安卓应用和通过网

络访问的应用。

2012 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看完灾难电影《2012》

后成立前沿技术研究部门——华为“2012 实验室”。未

来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要想在未来生存

发展就得构造自己的“诺亚方舟”。

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任正非会见实验室工作人员，

在被问到“已没有生态空间，为何还做终端操作系统”时，

他回答，应尽量使用国外的好东西，包括高端芯片和操作

系统，但也要确保“被‘断粮’时，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同年，HarmonyOS 系统诞生的关键人物王成录调

任“2012 实验室”中央软件院任总裁。他启动鸿蒙系统

的相关研究，并提出构想——这是一个基于分布式计

算的未来操作系统。

彼时，安卓系统凭借全球过半的使用量稳居市场

冠军宝座，微软和苹果争夺亚军头衔。而在国内，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网活跃移动智能设备数量已达到 8.99

亿台，万物互联时代正加速到来。

在王成录看来，一个新系统要成功，关键是抓住产

业转型的时机。物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未来 10 年产

业变革期，这将是自主操作系统的历史性机遇。

2015 年，华为正式决定研发鸿蒙系统，布局万物互

联时代的下一个 10 年甚至 20 年。当年，华为研发投入

596亿元，占销售收入的 15.1%。

在中央软件院工作期间，王成录负责开发了包括

操作系统、数据库和编程框架等在内的华为软件基础

设施 1.0，也就是后来鸿蒙系统的雏形。2015年，鸿蒙正

式立项后，他制定了一个 5 年计划，准备精心打磨这个

为万物互联而生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断粮”的风险，给鸿蒙研发按下了加速

键，于是有了 2019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上的“鸿蒙初开”。

“一个操作系统可用于
所有终端”

“我们旨在打造一个为万物互联而生的操作系

统。”王成录回忆说，2017 年他向任正非这样解释他的

工作。“我给任正非演示时，用华为手机‘碰一碰’阿里

音箱，歌词就在我手机上显示出来。在手机上还可以

操作选曲、快进播放。这就是万物互联。”王成录说。

对于当时的鸿蒙系统，公司内反应一般，公司外更

是无人知晓。

“任正非说这是未来的方向，你一定要做。”王成

录说。

树大根深，才能枝繁叶茂。立项至今，他们一直在

持续打造鸿蒙操作系统根技术。

“技术是鸿蒙系统最显著的优势。”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软件研究室

副主任黄文鸿表示，不同于苹果 iOS 和安卓系统，鸿蒙

系统采用分布式架构设计，开发者可通过统一的软件

开发套件和应用程序接口，轻松实现一次开发、多端部

署，大大降低了开发和使用的门槛。对用户来说，鸿蒙

系统能够打通多设备、多场景，支持设备间交互及服务

的自由流转。因此，鸿蒙不只是移动操作系统，更是面

向下一代的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

余承东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万物互联、万物智

能的时代，鸿蒙一个操作系统可用于包括手机、平板

电脑、可穿戴手表，以及工业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医

疗、教育等所有终端。这是鸿蒙操作系统的一个巨大

优势。”

此前的操作系统，大多都基于 Unix和 Linux两大内

核研发而来。早期的鸿蒙系统底座仍保留了部分安卓

开放源代码，兼容安卓应用软件。

全栈自研的鸿蒙系统让我国第一次摆脱对国外

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内核的依赖，创造了一个“鸿蒙

内核”。

从内核做起，鸿蒙不仅能显著提升系统的流畅

度、性能，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机制方面做得也更

彻底。

“以往的手机系统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权限获取，

比如通话记录、相册图片等敏感数据。”HarmonyOS 安

全产品总监郭昌盛介绍，鸿蒙系统中自主研发的星盾

安全架构，改变了过去手机系统中用户隐私数据管理

的方式。同时，鸿蒙系统禁止开放通话记录、短信、电

话以及读取已安装应用列表等 9类不合理权限，从源头

上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此外，黄文鸿谈到，作为国产操作系统，鸿蒙在本

地化支持方面具备国外厂商不能比拟的优势。例如，

华为与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开展心脏健康联合研究，利

用可穿戴产品的高性能心率传感器可精细识别穿戴者

心律失常的问题。

“国产移动操作系统要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架

构、安全、性能、跨终端融合等方面不断创新。”黄文鸿

建议，着眼未来，应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AR/VR、车载

系统等新兴赛道，抢占制高点。

“对后发操作系统而言，
生态是‘命门’”

2020年 2月，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赵小刚打

开一个不常用的邮箱，发现一封躺在里面很久的邮件。

邮件来自华为武汉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员。

对方在邮件里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愿意做一些鸿蒙系统

教学工作。这让他很意外。

彼时，国内手机操作系统还是苹果 iOS系统和安卓

系统的天下。但技术封锁的利刃已经不止一次出鞘，

寒光让整个国内信息技术产业不敢懈怠。

教了十多年苹果 iOS系统编程课的赵小刚，几乎没

有犹豫就答应了。

对于他和那批最早的鸿蒙生态开发者而言，他们

要从零开始，没有开发工具，基本只有官网的一个开发

者文档可以参考——困难具体而真切。但用赵小刚的

话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大家都想在国产操作

系统上“编一次代码”。

对于操作系统而言，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打造生

态才是站稳脚跟的关键。

“对于后发操作系统产品而言，生态是可持续发展

的‘命门’。”黄文鸿强调，先发操作系统已经占据了绝

大部分市场份额，应用生态趋于稳固，开发者偏好、用

户使用习惯已经养成，后发厂商的突围异常困难。强

如微软公司，也曾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折戟。原因不

是其推出的 Windows Phone 系统用户体验不“丝滑”，

相反，它的系统表现比同期安卓更好。但是由于没能

建立起良好的应用生态，最终饮恨退出移动操作系统

的市场竞争。

因此，产品技术研发虽难，“引流、获客”更难。

华为相关负责人直言，鸿蒙已经打赢了底座、体验

两大战役，最后一战是生态建设。生态成，则鸿蒙成。

围绕坚持利他合作、拥抱创新、以用户为中心的

生态战略，华为多次呼吁千行万业共建鸿蒙生态，宣

布每年投入超过 60 亿元，用于支持和激励鸿蒙开发者

创新。

为了加速应用开发效率，华为与应用方高度合作，

提供样板式的代码和界面，加速开发进度。同时，华为

还推出下一代编程语言仓颉和下一代 AI辅助编码 IDE

（集成开发环境）等工具，以及完备的鸿蒙开发套件和

课程，持续降低开发门槛。

数据显示，去年 9月 25日至今，已有超过 1.5万个鸿

蒙原生应用和元服务上架，小红书、铁路 12306、京东、

微博、钉钉等主流应用已经完成了鸿蒙原生版的开发，

并陆续上线，微信鸿蒙原生版也启动内测。原生鸿蒙

App迭代迅速，几乎达到一天一个版本的速度。

数字背后，是国产操作系统和千万开发者的相向

而行。

目前，华为开发者联盟注册开发者数量已增长至

675 万，5 年时间增长了超 10 倍。300 多所高校已开设

鸿蒙课程，38家专业人才培训机构参与鸿蒙人才培养，

为鸿蒙系统走进千行万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2021 年 2 月，赵小刚所在的武汉大学首开先河，开

设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鸿蒙操作系统的移动编程技术

课程。

为了吸引学生，赵小刚许诺选课学生在整个学期

内都可以自由退课，也可以自主选择用苹果 iOS或是鸿

蒙系统完成期末考试。“鸿蒙系统刚推出时，很多学生

担心系统不稳定，热情不高。后来随着鸿蒙生态越来

越完善，上过课的学生普遍反馈较好。这门课也慢慢

火了起来。”

第一年，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只有一个班 30 人学

习鸿蒙编程课，如今，已经有四个班 120人学习这门课。

软件工程专业大三学生杨嘉逸是其中之一。“在鸿

蒙操作系统上编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他说，

相信这会在未来给他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 构 建 鸿 蒙 操 作 系 统 生 态 需 要

培养大量人才，这条路虽然艰

难 ，但 距 离 胜 利 的 彼 岸

已 不 遥 远 。”赵 小

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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