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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涉及到计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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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
、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科技奥运等方面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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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机

回顾 20 世纪什么技术对整个人类历史 的推动

力最大
,

带来的变化最大
,

肯定是要选计算机
。

19 8 3

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选出来的 19 82 年的
“

时代

风云人物
”

是 1 台计算机
。

计算机从最初的 4 位单

片机到现在千兆个人 电脑
,

其功能演进的速度可 以

用
“

令人膛目
”

来形容
,

而其影响也逐渐波及到更广

泛的社会经济领域中
,

对社会带来 巨大变革
,

改变了

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面貌
。

计算机学科是一个很 年轻的学科
,

也是一个很

年轻的领域
。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在 19 46 年 2 月

14 日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的
,

名字叫做肯尼

亚克
,

是为了导弹的弹道计算设计 出来的
。

计算机的发展是一部应用驱动的历史
,

从 19 46

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现
,

到 20 世纪 50 年代
,

计算

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军事应用
,

包括导弹计算和与

军事相关的空间的计算等
。

因为当时计算机非常昂

贵
,

能用得起的单位很少
。

到 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
,

由于计算 机的成本越来越低
,

除 了军用单

位以外
,

很多大的政府部门和大的科研机构
,

甚至一

些比较有实力的公司也慢慢使用计算机来进行科学

研究
,

进行 事物 管理
。

19 80 年左右
,

因特尔的四 位

CUP 微处 理器出来 以后
,

到 19 82 年有 了个人计 算

机
,

整个计算机的成本快速下降
,

使得计算机从一个

阳春白雪
,

只能用于军用部 门和有实力的科研或商

用部门
,

很快的进人到一般 的小公 司和家庭
。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
,

很多事物处理和家庭也使用了计算

机
,

同时计算机向两极分化
:

一极是往微
、

往小
、

往便

宜发展进人家庭的 ;另一极 向高
、

向难
、

向大发展
,

仍

然是用于军事
、

科学计算
。

现在
,

计算机在互联网
、

公司
、

政府机关
、

家庭等广泛领域得到应用
。

所以整

个计算机发展的历史
,

就是这样一个 由应用和成本

互相驱动
,

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发展过程
。

计算机 的发展历史是 由数学和物理学推动的
。

物理学提出了需求
,

数学提出了理论
,

两个组合就导

致 了今天计算机的出现
。

如果翻一翻计算机发展的

历史
,

就会发现整个计算机历史中主要的发明创造

都是 由物理学家和由数学家完成的
。

现在计算机的

体系结构是 V o n N e u m a n n 结构
,

V o n N e u m a n n 本人是

一个物理学家
,

世界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就由他提倡

和设计出来
。

他提 出
,

作为一台电子计算机
,

应该有

它的运算装置
、

存储装置
、

外设和输人
、

输出装置
,

这

样才能构架一个 系统
,

按照这种想法设计的计算机

体系结构就叫 v on N eu m an n 结构
,

现在所有的 P C 都

用这个结构
。

现在计算机赖以生存的计算机理论是

有限状态 自动机
,

它的发明者叫 lA an uT ir gn
,

他是一

个英国的数学家
,

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提出

了该理论
。

有限状态自动机的出现才使得电子计算

机有可能按照 V o n N e u m a n n
结构

,

按照 v o n N e u

ma
n n

程序设 计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

M a kr
一

I 软件 的编写

者
,

e o B o L 的发 明家
,

b u
g 概念 的提出者 G

.

H o p p e r

是一个数学家
,

她另一个贡献是发明将年份用两位

数表示
,

当时这项发明给计算机节省 了大量的成本
,

同时也带来 了 19 98 年开始 的 2 (X洲) 千年虫问题
,

给

社会浪费了大量的金钱
,

功过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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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发展是一个 由封闭向开放发展的过

程
,

或者说平台的开放性对整个计算机的存活是至

关重要的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

和 BI M 公 司齐名 的

王安公司倒闭破产就是 由于王安公司采取封 闭的
、

不兼容的
、

不开放 的策略
,

使 当时的拳 头产 品打字

机
、

字处理机没有与微机兼 容而导致的
。

第二个例

子是苹果机
,

20 世纪 80 年代最风靡 的机器是苹果

机
,

苹果公 司在整个 软件发展史上作 出过非常重要

的贡献
,

但是 由于封闭性 问题导致微机市场份额急

剧减少
,

公司衰落
。

与前面两个公 司不同
,

BI M 一发

现微机发展对它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时
,

就抛 出一个

对苹果毁灭性的策略
,

首先设计了一款计算机
,

然后

把这款计算机的技术参数开放
,

谁都可以生产与之

兼容的器件
,

BI M 迅速获得成功
。

开放使得 BI M 公

司长盛不衰
,

在几次差点死掉 的困境 中走 了过来
。

BI M 的策略也造就 了今天 的软件 巨 人
“

微软
” , “

微

软
”

一直是开放的
, “

微软
”

操作系统向下可支持各家

产品
、

各家芯片
,

向上可支持各种应用
,

微软 的平 台

是一个开放式的典范
。

计算机的进化也是一个从非智能化慢慢 向智能

化过渡的过程
,

也是人类对计算机追求的过程
。

早

期的计算机很初级
,

信息的输人要靠打纸带穿孔
,

后

来使用键盘
、

鼠标使人机交互容易一些
,

今天很多人

开始慢慢地使用语音
、

手写输入
,

使人机交互更接近

自然
。

以前的计算机更 多的是让人来将就计算机
,

它没有办法听懂人说什么
,

没有办法看人在干什么
,

没有办法与人进行语 言的交流
,

没有办法进行思考

和判断
。

今天的计算机
,

我们希望加进一些智能
,

让

计算机能看
、

能听
、

能说
、

能思考等
,

希望能建立和谐

的人机交互的环境
。

计算机发展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更趋近于个性

化
。

以前的计算机很大
,

很集中
,

后来的计算机慢慢

变得很小
,

变成是个人的了
,

可以 放在桌子上
,

放在

提包里
,

甚至可以带在身上
。

慢慢从大到小
,

从小到

移动
,

可以带着到处走
。

随着计算机本身的发展
,

和

个人相关的东西慢慢加人进去
,

和个人 的关系更紧

密
,

更个性化计算机对人的习惯慢慢的能够记忆
,

能

够理解
,

用起来更加好用
。

计算机硬件的进化过程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

电子管
、

晶体管
、

大规模集成电路
、

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四代
。

那么第五代计算机是什么 ? 现在实际上是

一个问号
,

可能是超导计算器件构成的计算机
,

也可

能是光学计算器件构成的计算机
,

也可能是量子计

算器件构成的电子计算机
,

也可能是生物计算器件

构成的计算机
。

将来一定会有一种器件要取代今天

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

谁最先完成了这个研究
,

谁在将

来可能就占有主动权了
。

从整个计算机发展 的预测来看
,

高性能计算机

是阳春 白雪的东西
,

只有大公 司才有能力涉足这些

东西
,

一般的公司很难在这里面有大的作为
。

由于

iL un
x

的崛起
,

将会使 Wint el 结盟被打破
。

另外嵌人

式系统现在 已经开始逐渐形成格局
,

但还没有完全

形成
,

这里还有机会
,

还有
“

金矿
”

可挖
。

2 关于软件

硬件和软件的发展是相互紧密结合的
,

又相互

独立的
。

由于硬件和软件的独立发展
,

使得人们有

足够的精力和足够 的资源在硬件工艺上下功夫
,

在

成本降低上下功夫
,

所以硬件的工程化做的非常好
,

它的成本可 以降 的很 低
,

硬件得 到了飞速发展
,

如

18 个月翻一番 的摩尔定律
。

可惜 软件在这方面做

的要比硬件差的多
,

翻一番软件的发展历史
,

就会发

现和硬件相 比
,

软件发展 和进 化的速度极其缓 慢
。

软件是 10 年才翻一番
,

或者说 10 年才换一代
,

如果

说硬件发展已经变成成年人了
,

那么软件还是一个

幼儿
,

软件发展非常不成熟
。

有很多软件可以作为里程碑载人历史
,

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 的 A LOC O L 语 言
、

70 年代的 oF R T U R N

语言
、

80 年代 的 C 语 言
、

90 年代 的 JA V A 语 言
。

目

前大的软 件
,

除了少量 的科学 计算 还仍然在延 用

FO R T UR N 语言以外
,

其他的基本上使用 C
、

C + + 和

JA v A 语言
。

如果是做纯软件主要是用 C + + ,

如果

是做 网络主要用 JA V A 语言
。

现在的问号是
,

从现

在开始的 or 年将会有一个什么样 的语言诞生
,

这个

语言一定会有
,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

所以大家可以去

观察
,

如果有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做 的话
,

这是一个很

好的挑战机会
。

归纳软件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

可用 M O N E 四个

字母代表
。

M 代表的是
“

中间件
”

和
“

软构件
” ,

今天

的软件之所以不像硬件发展的那么快
,

主要原 因就

是很多东西大家要从头做起
,

相同的算法在每一个

系统都要重写一遍
,

每一个人做的工作
,

后人都没有

办法集成
,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
。

如果有人把一

个非常基本 的东西写成一个很好的模块
,

把这个模

块作为一个产品出售或者放在网上大家共享
,

如果

这种模块非常多
,

你就会发现 当你想做一个软件就

会非常容易
,

就像今天做硬件一样
,

就像螺丝钉
、

螺

丝帽一旦做完固定下来以后 就可 以重复生产
,

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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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一定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发展
。

所以软件业曾经

有一个 口号
,

就是说如果
“

软构件
”

这样一个技术能

被采用的话
,

我们就可 以用 20 % 的时间完成 80 % 的

工作
;
第二叫 O

,

就是面向对象或者说面向智能代理

技术 ;第三个就是 N
,

N 就是网络
、

互联 网
、

网络化 ;

第四是 E
,

就是嵌人式软件
。

M O N E 是今后软件发

展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

提起软件商业模式就要涉及到我们经常会提到

的 L in u x ,

它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

不仅仅是因为 Int el

想培养一个对手和微软去抗衡
,

还因 为它代表一种

比较先进的生产力
,

当然这个
“

先进
”

可能很多人要

给它划一个引号
,

实际上 比尔盖茨创造 C叩 y ir gh t 以

后
,

它影响软件 30 年的发展
,

今天 C叩 y ir gh t 仍然是

软件当中最主要的销售方法
。

Li im
x

创造出一个概

念叫 C叩y left
,

实际上是针对 oC p y ir gh t 的
,

就是说它

不靠版权靠服务盈利
,

靠服务是今后 软件的一种新

的商业模式
,

但这种新 的商业模式怎么样成功还需

要相当一段时间进行摸索
,

但它至少 向以微软为核

心的 C叩y ir gh t 的销售方式提 出一个新 的挑战模式
。

出卖拷贝和出卖服务是今后可能存在的两种软件的

商业模式
,

影响三种不同软件的生产方式
。

对系统

软件
,

大概还需相当长一段时间会慢慢地从拷贝向

服务过渡 ;对于工具软件
,

拷 贝和服务并存
,

但是 以

拷贝为主
,

因为工具软件 的设计公司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 去设计工具软件
,

所 以光靠服务估计收不 回

成本
,

他一定还要考虑拷贝 ; 对应用软件
,

服务和拷

贝将并存
,

很可能服务 占的比例更大
,

因为实际上对

于大量应用软件来讲
,

拷贝对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

可能服务的意义会更大
,

当然对具体 的特定 的软件

也会有所区别
。

在软件领域我们有很多发展的机遇
。

比如说国

家要想掌握一些系统软件
,

会扶持像 iL nu
x

这样一

些新的软件的发展
。

开放源代码运动使我们有机会

快速继承先进的软件文化
,

新 的商业模式转型刚刚

开始
,

快速抢人可 以获得商机
,

另外国内又有广阔的

软件服务和软件教育市场
,

给一些企业
、

公司比较大

的发展空间
。

在信息领域里面 的计算机实际上也是硬件
、

软

件
、

服务三分天下
,

所谓服务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系

统集成
、

用户培训
。

但是现在国内计算机的发展 比

较畸形
,

硬件的发展 比较顺畅
,

比如说一年有 1 0 00

多亿硬件的销售额
,

但是软件和服务 目前只有 400

多亿
,

实际 上软件和服务加 在一起应该有 2 0 00 亿

才差不多
,

所以今后软件和服务会有比较大 的发展

空间
,

而且也会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

目前国内计算机产业有很多的热点问题
,

国家

的热点可能主要集中在芯片和软件方面
,

资本市场

的热点到去年为止主要是在互联网
、

电子商务
,

最近

资本市场大概已经把 互联 网彻底 给抛弃了
,

慢慢地

转到软件和其他的一些领域
。

学校研究的热点更多

可能是在高性能计算
、

移动计算
、

智能计算等领域
。

整个计算机产业将 向国际化
、

网络化和服务化趋势

发展
。

3 关于信息产业

通常我们所说的信息技术
,

实际上它包括计
·

算

机
、

通信和信息家电
。

从整个产业的规模来讲
,

目前

国际情况是通信最大
,

计算机第二
,

家电第三
。

我国

的情况是通信最大
,

家电第二
,

计算机第三
,

从发展

趋势来看
,

国内这个格局慢慢地会向国际格局靠拢
。

4 关于数字化技术

前两年很多报刊在讨论后 P C 时代
,

也就是数

字化社会
,

为什么会到这一步呢 ? 主要是随着计算

机发展
,

应用越来越要求计算机更聪明
、

更方便
、

更

好用
,

这就使得计算机慢慢地步人很多具体的设备

里面
,

融入生活
,

融人周围的环境
,

使比特流
、

信息流

成为以物质为主的生活空间的一部分
,

计算机无所

不在
,

交通工具
,

家电
,

牙刷
、

钥匙等生活用品和生活

装置可能都会有芯片
,

并且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是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
,

所有 的东西都会成为数字化

的东西
。

实际上这样的变革在我们的身边已经发生

了
,

以前的音乐都 是模拟 的
,

现在我们知道 M 3P 是

数字 的了 ; 以前 的视频都是模 拟的
,

现在的 V C D
、

D v D 都是数字 的了
; 以前 我们一般都 是看纸 的图

书
,

现在已经有电子图书了 ; 以前的照片都是在胶片

上面
,

现在很多的相机都是数字相机 ; 以前的冰箱
、

洗衣机
、

微波炉等家电都是模拟的
,

现在里面都是放

了电脑芯片 ;
将来网络把这些家电都连到一起

,

就都

是数字的了
。

我们什么 时候进入数字化时代呢 ? 有各式各样

的定义
,

我的定义是 80 % 以上的电器里面用 了嵌人

式的芯片
,

其 上的软件是用通用 软件编译完成 的 ;

10 % 以上的家庭实现 了家庭 网络 ; 80 % 以 上 的传播

媒体中的音频
、

视频等采用了数字化的技术
,

就可以

算得是数字化时代开 始了
。

在数字化时代
,

人与人

的交互是以 Int
e
m et 媒体为介质的

,

人的学习
、

生活
、

工作大量地利用互联 网
,

家电会被组织成家庭网络



3 6 中 国
`

科 学 基 金 2以〕 2年
~

一

一
一 -一一 - -

-

-
~

一
一

-
~

一 -一
.

一一一
-

一
— —由电脑来管理

,

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用任

何设备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
。

数字化时代向我们提出很多的挑战
。

我们生活

在一个模拟的现实世界
,

思维
、

感知是模拟的和连续

的
,

如何适应新 的数字化 生活 ? 如何克服数字化 以

后带来的各种疾病 ? 虽然这些问题会慢慢地解决
。

但更重要的是数字化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机遇
,

给信息产业带来 巨大的商机
。

在这个领域
,

还有诸

如包括接人技术
、

芯片技术
、

嵌人式操作系统
、

中间

件技术
、

应用软件
、

工具 软件
、

信息资源建设 以及服

务等需要我们去开发
。

5 计算机技术发展趋势

( 1) 高性能计算器件
。

根据摩尔定律估计 10一

15 年以后现有计算器件一定会被取代
,

那么到底下

一代的器件是什么
,

这是我们需要进行研究 的一个

前沿问题
。

( 2) 高性 能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

真正让软件把

所有的 C P U 都运行起来
,

这是非常 困难 的
,

怎么样

做好并行处理的软件和系统
,

这是今后 比较难的一

个需要攻关的问题
。

( 3) 高性能的软件
。

做一般的软件不是很难
,

但

是要做真正特别好的软件 (比较可靠
,

智 能化程度

高 )
,

需要做大量 的工作
,

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

( 4) 和谐 的人机交互环境
,

即智能接 口
,

要利用

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

使得人机交互变得更和谐
,

更

友好
。

比方说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
、

语音识别
、

虚拟

现实等技术
,

使得人与计算机更容易交互
。

( 5 )另外就是软件生产能力的问题
,

如何采用 中

间件技术来提高现在软件的生产 能力
,

使得软件的

更新换代能几乎和摩尔定律相匹配
。

这是今后若干

年
,

很多软件的研究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

6 关于科技奥运

随着北京申办 2 00 8 年奥运的成功
,

科技奥运成

为人们讨论 的热点
,

科技奥运 的意义何在 ? 内涵是

什么 ? 我们要去准备哪些计算机技术 ?

科技奥运 的内涵如果用 口号表示
,

我们按照更

快
、

更高
、

更强的奥运精神提法
,

也可以提出更快
、

更

方便
、

更准确
、

更安全 的原则
。

所谓更快就是说
,

要

大量用宽带网
、

多媒体
、

高清晰度 的技术 ; 所谓更方

便的就是要智能化
,

包括信息发布的智能化
、

交通管

理的智能化
、

会务管理的智能化等 ; 然后要更准确
,

包括比赛的时间
、

比赛的地理位置
、

比赛的进展情况

要非常准确
,

非常及时地报道出去
,

或者说想查的信

息立刻就可以查的到 ; 更安全包括一些安全保卫
、

身

份认证等
,

这也是每次奥运都会非常重视的一个 问

题
。

科技奥运涉及的计算机技术包括 int
e m et

、

无线

网络
、

多媒体压缩与管理
、

GI S/ G PS
、

安全认证等
,

我

们现在就需要去关注这些技术 的发展趋 势
,

预测 7

年后将采用的技术
。

信息安全一直是所有的奥运会

最令人头痛
,

也是投资最大
,

经常会出问题的一个课

题
,

主要是对参会人员
、

运动员
、

教练员或者是记者

怎么样进行身份检测和确认等
。

所以我们必须对指

纹
、

虹膜
、

人脸
、

签字
、

掌纹
、

话纹等生物身份认证技

术下大力气进行研 究
,

一旦 7 年 以后形成产品和适

用系统
,

对我国在这个领域具有发言权或者进人国

际市场是非常好 的一个机遇
。

200 8 年奥运会 是发

展计算机技术的绝好机遇
,

不能把这样好的机遇让

给了别人
,

需要踏踏实实地努力
,

产学研结合
,

真正

把我国的计算机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核心技术发展上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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