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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芯片工厂，你的脑海中一定会浮
现出如下画面：雪白的墙壁，干净的走廊，
身着工作服的工人严肃而又紧张地在生产
线上忙碌着……

记者日前走访英特尔成都工厂时，却
看到了不一样的一幕：在通往生产车间走
廊的两侧，贴满了员工参加社团活动的照
片，照片中的人笑靥如花；墙上的风景画通
过特殊设计，使得员工在走进和走出车间
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甚至连生产车
间的入口也被员工装饰得五彩斑斓。

此外，这家芯片工厂还有室内篮球馆、
健身房等设施，和五花八门的兴趣爱好社
团。这里的员工除了工作努力，还乐于做公
益，每年为社会贡献 2.5万小时的志愿者
服务。

英特尔成都工厂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封
装测试中心之一，在这里，平均每秒钟产生
9片芯片。当前英特尔正值转型期，成都工
厂不仅承担了封装和测试的重任，其在管
理方面的创新，也为英特尔未来的发展提
供了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助力英特尔转型

近年来，英特尔正在进行一次至关重
要的转型，希望从过去的 PC、服务器的芯
片提供商，转变为一家在手机、平板电脑等
多个计算平台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目前英特尔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英
特尔技术与制造事业部副总裁、英特尔产
品（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卞成刚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手机芯
片市场，两年前英特尔几乎没有市场份额，
现在则占到了 2%左右的市场份额。“今后
这一市场份额会不断增加，因为我相信，我
们的技术能够为手机用户带来很好的体
验。”卞成刚说。
相比之下，英特尔芯片在平板电脑市

场的份额增长得更快，卞成刚表示，未来会
有越来越多的平板电脑制造商认识到英特
尔芯片在图形处理和计算等方面的优势。
比如今年 6月英特尔在台北国际电脑

展商发布的第四代智能酷睿处理器，该处
理器可提供超长的待机时间，和 0.03秒的
从待机状态到使用状态的切换时间，强大
的图形处理能力也将为用户带来良好的使
用体验。
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

一，英特尔成都工厂自然承担了这款产品
生产的重任。卞成刚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此前成都工厂已经排出工程师和该处
理器的设计团队进行衔接，新产品拿回来
之后，还会进行各项准备，然后量产。
据卞成刚介绍，英特尔成都工厂还将

在明年引进 14纳米的封装技术，因此，将
对现有的封装技术进行升级，以满足超薄、
超轻、超小处理器的封装要求。

构建创新“软实力”

除了在封装和测试技术方面的努力，
英特尔成都工厂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积
极的探索。

在英特尔成都工厂，有 99%是中国员
工，该工厂员工的平均年龄为 28岁，90%
以上都是新生代员工。

这些新生代员工有着强烈的自我意
识、个性更为张扬、讨厌等级观念，并且拥
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如何管理好新生代员
工，是当前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

为此，英特尔成都工厂通过积极的探
索，将中国的文化、新生代的特点，和英特
尔的价值体系进行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
管理创新。

比如人文战略总监职位的设置，这在
英特尔公司还未有过先例。“战略总监的职
能，就是让员工开心。”卞成刚在谈到设置
这一职位的初衷时说。

事实上，在前述的工厂人文环境的布
置，以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志愿者
活动中，人文战略总监都发挥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现在，这一管理方面的创新反
馈到了英特尔总部，并且在英特尔很多
分支机构进行推广。

此外，英特尔成都工厂还建立了普通

员工和高层的沟通机制———“卞哥信箱”，
并作出了大胆承诺———只要有问、就必有
答，无论是多么棘手和尖锐的问题，都不会
回避。每个季度的员工大会，英特尔还会对
问题的回复情况进行通报。
谈及“卞哥信箱”设立几年来的体

会，卞成刚对记者说，一开始问题都是以
发牢骚为主，经过几年的引导，很多问题
都是员工之间互相解答、互相监督。“这
个信箱成了一个平台，有些问题我都不
用解答，答案就在另一个员工的评论里
面。”而卞成刚处理问题的时间，也从以
前每周三四个小时，减少到了现在每周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创新是英特尔人的 DNA，我们做了

大量的工作，希望在新生代员工方面有
一些新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新的文化建
设，用创新的模式管理新生代，激发他们
最大的潜力。现在英特尔到了转型关键
期，在这样关键的时候，需要我们用创新
来支撑。”卞成刚说。

探访全球最大芯片封装测试中心
姻本报记者 原诗萌

数据

异言堂

微软加速布局医疗信息化

6月 13日，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上
线“余额宝”存款业务。仅仅 6天后，被
称为“理财神器”的余额宝，用户数量轻
松突破 100万大关，且仍在增长。这个
数字与“7630.14 万户个人有效基金账
户数”相比，增长势头堪称迅猛。

支付宝对余额宝的官方定义是，作
为一种余额增值服务，把钱转入余额宝
中实际上是购买了由天弘基金提供的
名为“增利宝”的货币基金，可获得一定
的收益，收益率或可高于一年定期存款
（2012年一年定存收益率为 3%，而当前
余额宝的 7日年化收益率为 3.98%）。同
时，余额宝内的资金还能随时用于网购
消费和转账，且目前不收取任何手续
费。

一言以蔽之，余额宝就是让支付宝
“花钱赚钱两不误”。

很快，坊间“平民理财神器”、“支付
宝借‘基’生蛋”、“或将抢食银行活存饭
碗”的议论甚嚣尘上。然而，疑问也随之
而来：支付宝何以如此“大方”地让利客
户？余额宝是冲着银行来的吗？最关键
的问题在于，余额宝真能成为平头百姓
的“理财神器”吗？

余额宝或为阿里巴巴长远考虑

从阿里巴巴贷款到虚拟信用卡，
再到刚刚祭出的余额宝，阿里巴巴关
于金融的动作频频，每一次都会引起
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与前两项业务不
同的是，余额宝业务意味着支付宝一
部分收入的让出。因为根据央行 2011
年下发的《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管理办
法》，客户沉淀在支付宝中的余额，支
付宝有权利去购买协议存款，所获得

的收益归支付宝所有。
而鼓励支付宝用户自行购买货币基金，将使得支付

宝获得的收益变为用户个人所有。
一方面提供便捷服务牵引用户拿走自己的利润，一

方面却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用，支付宝这桩看似“折本”的
买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阿里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支付宝最关注的是用户

价值的提升，而不是公司利益”。业界对此的解读是，支
付宝剑指提高用户“黏性”，即以部分短期利益的牺牲，
换取其资金量和用户量的不断壮大，从而巩固其第三
方支付平台“江湖老大”的地位。
有业内人士指出，余额宝的横空出世可能会给支付

宝带来大幅增长的资金规模。支付宝一直不能给用户余
额支付利息是其壮大资金规模不小的羁绊，而余额宝通
过高于银行利息收益的货币基金，可能会吸引更多客户
将资金从银行转移至支付宝。

是否“抢银行”市场说了算

如果事实正如上述观点所言，银行存款业务将首当
其冲。大量存款从银行搬家到支付宝，余额宝业务无疑是
在“抢银行”。然而仅就目前来看，余额宝对银行活期存款
影响不大。
首先是资金规模。尽管支付宝目前有超过 8亿的注

册用户，日均交易额超过 200亿元，但其资金规模仅相当
于银行的一个支行，对银行的资金流向难有很大的影响。
即便如此，诸多银行业人士始终很关注支付宝与基金公
司间的合作，这一举措到底能吸引多少资金流入支付宝，
也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银行活期存款同样能够购买

货币基金。随着金融互联网的普及，银行存款购买基金
的业务也逐渐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一面是金融互联网，
一面是互联网金融，大家更倾向于用谁的业务，就是用
户习惯和业务认可度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新鲜出炉的余额宝仅有冲击银行相关业
务之势，尚无影响到银行业务之实。但未来会否抢走银行
活期存款的饭碗，只有市场上见分晓。但至少有一点是可
以确定的，余额宝正在激活支付宝用户的“碎钱”。能够将
余额变成一种“投资”，何乐而不为？

“理财神器”标签为时尚早

实际上，居民银行存款搬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只要银行存款利率跑不过 CPI的上涨，我们的辛苦钱就
难幸免于被稀释。余额宝联合天弘基金所扯起的“增值”
的旗帜，不过是人们渴望财产保值的一个缩影。于是乎，
余额宝“理财神器”的大名不胫而走。

但是很多人仅谈收益不谈风险，只做推论不去检验，在
笔者看来，给余额宝贴上“理财神器”的标签未免为时尚早。
银监会近日表示，“余额宝”业务中有部分基金销售支

付结算账户并未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也未提交监督银行
的监督协议，违反了相关规定。

此外，既然是投资，就得冒风险。支付宝公关总监陈
亮称，余额宝只是一个帮助用户进行基金支付的业务，尽
管目前货币基金市场表现稳健，但是作为一种投资，就可
能会有风险，哪怕是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概率。

陈亮所言非虚。货币基金作为一种流通性和安全性都
非常好的现金管理工具，是短期储蓄的理想替代品。但其收
益稳定的结论是基于历史数据得来的，并不能掩盖其存在
亏损的可能性。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以来的贵金属市
场行情：黄金 12年的牛市神话被终结，可谓是金身不保。真
金白银尚有今日，难道货币基金就能长期屹立不倒？
况且，货币基金的收益是浮动的，能否实现近 4%的

年收益率，仍待市场和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马云曾说：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进行变革。这种变

革于广大消费者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多实惠。令人欣慰的
是，余额宝的出现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激活了支
付宝用户和其账户余额，还激活了人们对财产保值增值
的热切期望。而当“碎钱”也能投资的时候，碎片化理财的
时代，或许已经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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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OTC挂牌企业
超 2000家

本报讯记者近日从投中集团获悉，截至 6月全国共
有 1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正式开业，挂牌企业超过 2000
家。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构想包括：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和场外市场。场外市场又可分为三个层次：新三
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及券商自办的柜台市场。其中，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也俗称“四板”或“地方 OTC”，是为特
定区域内的企业提供股权、债券的转让和融资服务的私
募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一年间，区域性股权市场获得加速发展，其中

以最新成立的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挂牌企业数量
最多，目前达到 1208家。
投中集团认为，考虑到场内市场持续低迷的现状，

预计未来场外市场交易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而在证监会
政策鼓励下，券商的普遍性参与也将推动区域股权市场
服务内容多元化及业务创新。 （贺春禄）

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达 7800万部

本报讯 近日，国际数据公司（IDC）公布了《中国手
机市场季度跟踪报告（2013年第一季度）》。根据该报告，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出货量为 9700万部，与 2012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5%；而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
机总出货 7800万部，同比增长了 117%。
报告指出，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保持如此高

速的增长，与运营商中国移动的驱动是分不开的，上述
报告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 TD制式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达到 2800万部，同比增长了 390%。最终促进中国智能手
机在整体手机市场的占比取得新高，达到 79%。

IDC预计，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运营商的补
贴和旺盛的消费者换机需求下，出货量仍将激增。IDC
指出，智能手机的发展，必将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革新，进
而促进移动通信和移动互联生态圈的完善。 （李准）

中移动 TD-LTE招标规模
将达 250亿

本报讯 6月 23日，中国移动 2013年 TD-LTE网络
无线主设备招标正式启动。据了解，中国移动此次集采
涉及全国 31个省市，采购规模约为 20.7万个基站，共计
55万载扇。值得注意的是，与 TD-SCDMA时代不同，中
国移动此次明确要求此次集采不接受代理投标，不接受
所有关键设备均为OEM设备的厂商投标，预计此次招
标将在 8月份完成。
长城证券近日发布研报指出，此次招标主设备规模

将会在 200亿 ~250亿元，建设模式将以共址新建以及
共址升级为主，完全新建基站数目将在 5万个左右。报
告预计，TD-LTE基站的建设最晚将会在 9月份全面启
动，推动通信行业相关设备厂商业绩进入上行期，而这
一轮景气周期将至少持续两年。 （李准）

姻本报记者 王庆
人们常会拿医生的笔迹打趣———看清字

迹潦草的病历和药方是个技术活儿。如今，走
进一些大型医院你会发现，医生为患者输入电
子病历，病人拿着电子打印的处方取药。更有
“时髦”的医院，医生开始尝试使用平板电脑作
为医疗辅助工具。
这些细节的背后，彰显的是医疗信息化浪

潮。如果说，电子病历、医用平板电脑等等都是
这股潮流掀起的浪花，那么，这浪潮到底能掀
出什么花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背后的重要
驱动力———操作系统。

以操作系统见长的微软显然意识到了医
疗信息化的商机，开始加速布局。比如，刚发布
的Windows 8系统正试水医疗行业。

市场潜力的诱惑

医疗信息化将带来多大的市场潜力，仅举
其中移动医疗这部分便可见一斑。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测，到 2017年

全球移动医疗市场的发展将带来 230亿美元
的收入。

有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有 62%的内科
医生使用平板电脑，50%的医生会将平板电
脑用于临床诊断，71%的护士在工作中使用
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在医护人员中已达到一
定的普及。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移动医

疗市场规模达到 18.6 亿元，较上一年增长
17.7%。预计到 2017年底，中国移动医疗市场
规模将突破百亿元，达到 125.3亿元。

这还仅仅是移动医疗方面，国内医疗行业
对信息技术的整体市场需求更为庞大。据互联
网数据中心（IDC）预测，2016年我国医疗行业
信息技术花费市场规模将达 339.9亿元，2011
年至 2016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8.4%，未来 5
年的增长速度仍会高于中国其他行业信息技
术市场的平均增速。
据该机构分析，基层医院信息系统的普

及建设和全面升级，大型医院的数字化医院
建设，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在全国范围内的扩
展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的启动，将成为
未来医疗行业信息化发展的 4个主要驱动力
量。

北大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刘帆表示，移
动医疗设备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医院里，提供
了很好的便携性，使医生可随时随地获取信
息，更重要的是促使医院内的信息无缝连接。

Windows 8系统的医用价值

对于医疗信息化的各种设备而言，它们究

竟能够展现出怎样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操作系统的优劣。
微软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机遇。“Windows 8

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操作系统，它有很多功能
可使医疗应用解决方案更有效。”微软大中华
区Windows产品部总经理韦青说。
据微软全球医疗服务事业部高级总监

Bill Crounse介绍，在医疗应用领域，Windows
8的特点首先体现在确保医疗信息的安全性
上。
消费级平板电脑等设备在临床环境中的

应用不断增长，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这
些个人设备却也令医院的 IT部门在控制访问
权限、隐私管理和安全等问题上头疼不已。
在近期一项针对医疗机构主管和首席信

息官所作的一项调查中，66%的受访者表示，
“自带设备”让信息资源管理变得更为复杂。

Windows 8能够将企业级的设备及安全
性整合到消费级产品中。“Windows 8设备不
仅可以全面加密，还可以直接加入医疗机构多
年来一直投资完善的、安全的、可管理的基础
架构中。”Bill Crounse说。
不仅如此，据介绍，Windows 8的另一大

特点在于提升用户体验。
“我们希望通过Windows 8，能让像医生

这样的使用者，只把电脑当成是一种工具，而
无须花费很多精力去学习怎么用。”韦青说。

多变的工作环境要求医务工作者具备移
动工作的能力，并需要能够帮助其简化工作流
程的解决方案。

Bill Crounse表示，Windows 8催生了许多
新型的硬件设备和组件，从而让医务工作者在
设备种类和使用场景方面的选择性大大提高，
同时也能确保用户在不同设备上获得相同的
用户使用体验。例如，Windows 8为用户提供
了其所需的各种数据输入方式：触控、手写笔、
语音、键盘和鼠标。
此外，Windows 8还可促进医务工作者之

间的沟通、协作，提高效率。
“Windows 8在传承了Windows 7优势的

同时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硬件体验。”
Crounse说，“基于Windows 8平台开发的应用
程序还带来了云计算强大的处理能力、便利性
和成本节约，这些应用程序在医疗机构的应用
将改变医务工作者之间、医患之间沟通的方
式。”

走向实际应用

目前，Windows 8正走向医疗领域的实际
应用。
美国卫生健康研究与质量机构开发了

Windows 8版本的电子预防服务选择器应用
（EPSS），这款应用旨在帮助初级护理医师识

别适合病人的检查、咨询项目，同时向临床
医生提供需要的相关临床预防服务信息、医
疗建议、用药指示和医疗操作工具选择建
议。
格林韦医疗技术公司开发了一款Win-

dows 8应用 PrimeMOBILE，使用者可以远程
获得存储在格林韦电子病历解决方案中的病
患数据。
这款应用使医疗人员能够安全地察看所

有病人的病史、问题明细、治疗进度记录、医疗
服务预约时间表等信息，并因此对疾病治疗作
出更明智的决定，与其他医护人员更有效地进
行合作。
在中国市场，微软的合作方之一上海康博

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则基于Windows 8系统
开发了 KTCP医疗助理应用，为临床医生提供
临床路径应用系统。
这款应用主要为其在诊疗过程中进行临

床路径管理，包含患者管理、临床路径管理、临
床路径数据分析用药指南等功能。此应用有助
于标准化诊疗计划的实施，减少康复延迟及资
源浪费。
谈及未来Windows 8如何更贴近医用实

际，韦青表示：“我们需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一
起将Windows 8在界面、系统管理、资源管理、
无线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同真正的应用密切
结合在一起，从而服务于医生和病人。”

以操作系统见长的微软显然意识到了医疗信息化的商机，开始加速布局。 图片来源：呢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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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英特尔正值转型期，成都工厂不仅承担了封装和测试的重任，其在管理方面的
创新，也为英特尔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公司

卞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