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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计红梅
“Welcome to tomorrow”（欢迎来到未来

世界）。
6月 7日，美国硅谷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博

物馆，英特尔研究日在这里拉开帷幕。当《科学
时报》记者抵达此次活动的技术展区时，首先跃
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作为全球 IT产业的领导公司之一，英特尔

一直将前瞻性技术的研发作为重点，而一年一
度的研究日上展示的英特尔各研究院最新的技
术成果更被视作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在本年度的研究日活动中，《科学时报》记

者看到，安全、感知和体验成为英特尔关注的重
中之重。

安全：从密码中解脱的未来认证

王文汉博士是英特尔研究院副总裁，也是
电路与系统研究院总监。在他看来，本次研究日
汇集的 40多项技术中，最吸引他的是“未来认
证”技术。
王文汉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出于保

密的需要，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般每三个月就要
更换一次密码。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临上飞机
前发现自己的密码到期了，立即作了修改。可
是，两个小时后，马上就要开始一个重要演讲的
他突然发现自己不记得新更改的密码了，报告
的 PPT明明已经准备好，却无法登录使用，而
当时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他。
“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在我周围的生活

里。”王文汉说。
而英特尔此次展出的未来认证技术，其目

标就是实现计算设备对个体真实性的识别，让
使用者通过简便操作更加安全地保护自己电脑
中的秘密。
在现场，当记者走近演示的设备时，摄像头

立刻就作出判断：这个人不是电脑的拥有者。
英特尔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主

要是通过对人体声音、瞳孔等多个特征进行识
别而实现的。他们希望，未来人们即使是在互联
网这一开放的平台上使用电脑，也可以让它所
保有的秘密只属于某个人。

2010年 8月，英特尔宣布以 76.8亿美元的
价格收购安全软件厂商McAfee。在此次研究日
上，英特尔公司首席技术官、高级院士兼英特尔
研究院总监贾斯汀再次宣布，继视觉计算中心
之后，将成立第二个英特尔科学与技术中心
（ISTC），重点研究安全计算。该中心将设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其合作伙伴包括卡内基 -梅
隆大学、杜克大学等美国著名高校，总投入将达

1500万美元。
中心的领导者之一、英特尔资深首席工程

师 John Manferdelli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要
保证大家未来使用计算设备时，无论是数据的
传输还是保存，都是充分安全的。
“近两年来，英特尔从技术驱动型公司快速

转型为由用户体验驱动的公司，而安全是用户
体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接受《科学时报》
记者采访时，贾斯汀如此解释了英特尔重视安
全的原因。
他表示，随着移动计算设备的大量增加，现

在产业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英特尔由芯
片制造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也正是为
应对这一变化而采取的举措。

感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把两个很小的传感器放到贴近脚踝的袜子
里，随便蹦啊跳啊，你行动时的身体数据就会通
过蓝牙技术无线传输到一个软件应用程序中，
进行实时的处理和显示。

在家里装备一套低功率的Wi-Fi射频传感
器，就可以检测家庭里的各种活动，例如晚饭的
准备情况、家人晚归的情况等等。

站到一个正在播放广告的电视屏幕前，你
的眼睛如果不看它，它就会照常播放既有的广
告，而如果你看了它一眼，哪怕只是偷偷瞄了一
下，电视上的广告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是个小
姑娘，那广告可能就会变成化妆品、皮包之类
的；如果你是位老人，那内容可能就会是保健品
等老年人需要的东西。
王文汉告诉记者，如果说以前英特尔是耍

大刀的，那以后就要变成用小刀的。因为现在
IT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的
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
记者在展示现场看到，此次研究日展示的

技术许多都与健康的日常维护、老年人的生活
起居有关。王文汉认为，这是因为老龄化问题、

健康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

题日益成为我们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它要求
我们彻底改革医疗模式，以确保医疗需求不会
超过资源所能提供的极限。”

据介绍，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
英特尔就与美国相关部门合作，建立了俄勒冈老
龄化与技术中心，利用其生活实验室提供的独特
资源，发现、研究并解决关键的老龄化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老人日常起居的状

况通过传感器可以实时传递给她的亲人以及看
护她的护士，一旦有异常情况，护士马上就会与
她联系。更加奇妙的是，老人睡的床也是一张很
“智能”的床，通过它，老人的睡眠情况、呼吸的
次数等微小的细节都可以清楚地记录下来。

而前述所提到的用于步态分析的佩戴式传
感器，则主要是用于重大疾病的发现，以及日常
身体的保养。研发该设备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未来他们希望能通过这类设备，及时发现癌症
等恶性疾病，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每天都能够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防患于未然。
“随着计算日益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英

特尔的产品与技术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应
用模式。”英特尔公司的未来学家 Brian David
Johnson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将来这类渗透只
会越来越深入。

体验：更美好地感受生活

通过一个小小的插座，你就可以随时获知
家中电器的耗电情况。大到电冰箱、洗衣机，小
到电吹风、充电器，插上后，它就能与这些电器
建立起安全的无线连接，你可以在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或电视上方便地查看用电数据。

买衣服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为试衣的麻
烦而苦恼过？在此次研究日展示现场，记者看到
了一面“魔镜”，可以帮你解除这方面的烦恼。站
到这面镜子前，你身上的衣服可以不停地变换，

逼真地展示出你穿上它们后的效果。
站在一辆智能汽车前，英特尔通讯技术研

究所总工程师郭新钢博士向《科学时报》记者介
绍了它的神奇功能：通过车内安装的触摸屏，出
门旅行的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智能手机对车辆的
内外情况进行远程视频监控，一旦发现异常，就
能随时报警，保证汽车的安全。
“改善用户体验是英特尔目前致力的主要

目标。”王文汉说。他认为，在这方面，英特尔人
才、制造及技术架构等方面的积淀会发挥很大
作用。
在用于手持式设备的光线跟踪技术中，云

计算技术就非常重要。英特尔德国研究院的
Daniel Pohl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通过云计
算方式，大量的计算任务可以在本地完成，手持
式设备由此具备了更好的图像渲染能力，能把
更真实的图像展示在手机、游戏机等小型手持
设备上。
来自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成果获得了贾斯

汀的特别肯定。在这次研究日上，英特尔中国研
究院展示了基于英特尔架构上的无线基础设
施。该技术已经部分应用于中国移动的新型无
线接入网架构 C-RAN项目中。
以前英特尔研究日展示的项目常常都是未

来 10年乃至 15年的技术，而今年的这些技术
却似乎转眼就能变为现实。这是英特尔将前瞻
的时间缩短了吗？对于媒体的这一疑问，王文汉
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他告诉记者，现在英特尔的创新速度越来

越快，与消费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目前不仅公
司本身在致力于一些前沿性技术的开发，同时
还在和美国、印度、中国等许多国家的高校一起
开展探索性研究。
现在的英特尔到底应当怎样定位？王文汉

的回答是，“英特尔是一家创新的公司”。从存
储、微处理器、服务到个人终端设备，英特尔的
目标市场一直在不停地变化，而这或许就是它
鲜活生命力的来源。

英特尔研究日：
走近未来的技术

阴本报记者原诗萌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通常有三种方法———向

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进入与中国平行的经济
体和进入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看来，向发

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是最难的。他在《中国企业的
国际化机会》一文中将原因总结为“投入比较大，
产出不确定，成本比较高”。
然而，20年前，诞生于沈阳的东软一开始就

将国际化的目标瞄准了发达国家，积极发展对日
外包业务，近年来则向欧美市场拓展。
“国际化是东软成长最基本的能力。”6月 10

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当年的东北大
学教授，现在的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EO）、东北大学副校长刘积仁如此总结了国际
化对于东软的意义。他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国
际化“是为了未来的生存而准备”。

国际化“躲不掉”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
易组织。同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对中国经济不无
影响的事———高盛全球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
次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
奥尼尔断言，占全球 25％的陆地面积、40％

人口的“金砖四国”，是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新兴
市场。到 2050年，“金砖四国”将成为全球最主要
的经济力量，GDP总值将超越目前的发达国家。
或许奥尼尔的断言有夸张之嫌，但作为“金砖

四国”之一的中国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关注，
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跨国企业的纷纷进驻，也加速
了中国市场国际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企业也开始遭遇越来

越多的挑战。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夺标时发现，很多
时候都是在和跨国公司竞争。
对此，刘积仁和他所带领的东软的态度是：直

面竞争，寻找机会。
“你不可能因为害怕竞争，而躲在一个地方。

你也不可能因为强调产品的民族性特点，而获得
长远的发展空间。”刘积仁说。
刘积仁也意识到，竞争意味着新的机会。
以东软较擅长的医疗领域为例，美国和欧洲

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仍在不断探索更完善的社保医
疗体系的解决方案，而在汽车、手机等领域，则越
来越多地和互联网、新经济及时尚相关。
“因此，中国企业想要在海外市场获得份额，

从某种意义上不是投资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构建自身的能力。”刘积仁说。
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目前东软集团的营

收有 30%来自海外市场。他希望通过未来 5年的
努力，将这个数字翻一番，达到 60%，并构建起国
际化的研发体系。

人才竞争“反其道行之”

跨国公司重视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

是在华研究机构的投建。
2003年 10月，通用电气在上海的研发机构

正式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2004年初，ABB在
北京建立首个在华研发中心，同年底，西门子在
华扩建研究院……

诚如一些业内专家所说，外企研究院的成
立，客观上形成了人才溢出效应，推动了中国的
创新进程和经济发展，但人才竞争的愈演愈烈
亦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跨国企业的人才竞争，东软采取的做
法是“反其道行之。”
“当跨国公司在新兴国家找到更便宜的软

件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的时候，东软却在发达国
家找越来越贵、越来越高级的商业创意人员和
设计人员。”刘积仁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通过此举，在东软的整个

人才队伍中，优秀工程师和低成本工程师的比
例与跨国公司“差不多”，从而在人力资源的结
构上，与跨国公司形成同等的竞争能力。

以汽车电子为例，汽车软件有特别高的可
靠性要求，比如开发出的汽车软件，需要经过
3年严密测试后才可能上市。目前东软有超过
2000 名从事汽车信息系统软件开发的工程
师，分布在国内及海外。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人
才队伍，东软才得以进入汽车软件这个“高端
俱乐部”。
刘积仁坦承，因为拥有了这些优秀的人才，

东软的竞争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东软在
构建国际化的研发网络时也注意到，“不仅仅是
营收层面的收购，而且是人才的收购”。

建立“最小刻度”的文化沟通

正如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要解决“水土不服”
的问题一样，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也要面
对“本地化”的问题。

在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提问时刘积仁表
示，东软在世界其他国家谋求“本地化”时，首先

遇到的就是文化沟通的问题。
“作为一家中国企业，我认为东软有几点文

化，他们接受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比如我们传统
的艰苦奋斗精神。为了工作我们可以牺牲休息
时间和假日，可芬兰、德国、美国、日本的员工，
他们会接受这种文化吗？”刘积仁表达了自己的
担心。
由此刘积仁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国

际化进程中，最简单的是资本，而最复杂的是文
化和人。
东软在中国拓展业务时，将中国分成了八

个大区，由于每个大区的 GDP、收入水平及客
户行为不同，东软产品竞争的价格也各不相同。
在国际化进程中，东软则加深了这种“因地

制宜”的体会。
刘积仁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常说“中国人和

外国人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
化有什么不同。但真正在国际化进程中会发现，
这些比较太抽象，太没有可操作性”。
“西方文化有美国文化，也有欧洲文化。而

在欧洲文化里面，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德国人
的文化也各不相同。”
对此，刘积仁的感悟是，企业要把文化方面

的沟通能力，建立在最小的刻度上，做精细化的
工作。
比如，芬兰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东软在和

芬兰员工沟通时，首先肯定他们想过更高质量
生活的要求，但同时表示，高质量的生活需要靠
钱和业务来支撑，从而鼓励他们发挥积极性。
虽然挑战重重，但在刘积仁看来，中国企

业的国际化形势紧迫，是“为了未来的生存而
准备”。
“过去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不断发生变

化，走向国际，其实跨国公司的变化更快，因
为他们对成长空间的需求更迫切。现在中国
市场越来越开放，如果中国企业不重视国际
化的能力，未来很可能连生存空间都没有。”
刘积仁说。

刘积仁：东软 20年的国际化感悟

阴原诗萌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创业板的讨论甚嚣尘

上。然而，人们讨论的话题并非是创业板的技术
创新，而是“造假”的问题。
据统计，2010年创业板公司总数为 209家，

其中 94 家公司 2010 年营收增长率低于 2009
年，162家公司净利润增长率放缓，占创业板公
司总数的 78%。
分析人士认为，赢利能力在上市前的提前透

支，是这些公司上市后股价表现乏力的主要原因。
这也折射了部分创业板公司存在上市前过度包
装的问题。
“很多创业板企业成立之初出于少缴税的需

要，往往存在隐瞒收入、虚增成本和压低毛利率
的行为。此后为了上市，又需要展现企业高成长、
高赢利的一面。在这两种状态的转换过程中，肯
定会出现各种各样在财务报告中无法自圆其说
的现象。这也加深了投资者对其业绩和报告真实
性的怀疑。”一位从事投行业务的顾问表示。
而创业板公司上市后，高管的纷纷减持，更

是引起了资本市场的不安。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1 年初至 5月 27 日，21 家创业板公司 30 位
大股东或高管减持 68次，减持金额近 30亿元，
平均的减持市盈率为 73.50倍。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指

出，种种迹象表明，创业板是正在破裂的大泡泡，
而诱发泡沫破裂的将是大量上市公司造假丑闻的
爆发。
事实上，创业板并非是高新技术企业造假的

唯一“阵地”。2010年 8月，在某财经媒体刊登的
一篇文章中，科技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称，至少有五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不合
乎条件，是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的。
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科技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在 2008年 4月 14日共同出台新的《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凡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不论高新区内外），其企业所得税
可在三年内从 25％减为 15％。
而酝酿十年之久，终于在 2009年 10月开锣

的创业板，亦被寄予了中国版“纳斯达克”的厚
望，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的重任。
然而，短短几年时间，这些以激励企业创新

为目的的政策和制度，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施
政者的初衷，并形成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担保
机构一夜暴富”，中介机构“一条龙包装服务”，以
及创业板企业高管以“夫妻两地分居”等牵强理
由辞职套现等诸多荒诞的现象。
上述乱象的发生，自然与政策的贯彻执行力

度、相应监管体系的缺位不无关系，但在笔者看
来，更本质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创新的驱动力问
题。
无论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还是创业板，都

涉及一个“资格认证”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企业
只要通过认证，获得相应的身份，即可获得巨大
的利益。而企业的创新能力，则不过是帮助企业
通过认证的诸多“条件”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受到政策鼓励的创新能

力，却沦为了帮助企业获得认证的“手段”，因此，
企业在创新资质方面造假也就不奇怪了。
笔者认为，与其将精力用于鉴定企业的高新

技术资格，不如摒除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把资源
配置的权力交还市场，让整个社会的科技资源实
现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创新真正成为企业发
展的驱动力。
试想，当创新成为企业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时，伪造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也就失去了原动
力———即使通过伪造获取了相应资格，早晚也会
因为创新能力不强而被市场淘汰。
相反，那些真正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则

可以不断通过创新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最终实
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
技创新体系，从而真正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

创新激励政策
频频“走形”为哪般？

刘积仁

本报讯 6月 14日，记者从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获悉，我国计算领域规模最大、级别最高
的会议———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 2011）
将于 11月 24~26日在深圳举行。

据悉，本次大会除主题报告外，还将设立六
个专题论坛：智能终端、数据中心及高性能计算、
云海计算、物联网、智能城市及智慧地球、信息安
全。本次大会主席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院长樊建平研究员担任，程序委员会主席由
原美国科学基金会信息学部主任、澳门大学校长
赵伟教授担任。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成果展览展示，面积
近 4000平方米。为了使边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教师或研究生能分享丰盛的学术资源，本次大
会将赞助 100名教师或研究生参会。 （计红梅）

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
11月举行

本报讯 Macworld 2011 亚洲博览会主办方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近日宣布，首届 Mac-
world 亚洲博览会将于 9 月 22~25 日在北京举
行。该博览会在美国已有 25年的历史，此次首次
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反映出中国市场在产业链
中的地位和影响。

据悉，本届博览会主题为“Mac Designs Your
Life”。届时，来自苹果产业链上游的电子元器件
厂商、中下游的软件应用开发商，以及销售渠道
代表和内容提供商将首度集体亮相。 （赵文）

Macworld亚洲博览会
首次来到中国

高端访谈

视点

观察

简讯

6月 7日，2011英特尔研究日
在美国硅谷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
博物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展示了
40 多项来自全球英特尔各个研究
院最新的技术成果。图为《科学时
报》记者在现场捕捉到的两个会理
发的机器人。 计红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