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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微软决定利用云计算技术来

保护 Windows 8，这意味着微软采用了全新

的反盗版机制。8 月 15 日，谷歌宣布将以

125 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这意味着苹

果、谷歌、微软三家巨头厮杀云计算，以云计

算为中心下一代手机平台的构建，将关系到

这三家巨头未来的成败。

业 内 专 家 认 为，云 计 算 是 继 大 型 机、

PC、互联网之后的信息技术与服务领域的

又一次重大变革，它开启了信息技术与服务

的又一个新时代。

然而，云计算的运用在中国还没有完全

成型，从架构到服务等一系列标准滞后，已

经成为中国云计算发展瓶颈。中国云计算

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宝德集团董事长

李瑞杰近日表示：在云计算产业中，特别在

手机领域的云计算平台建设中，中国已经落

后于美国。中国企业要想在云计算应用落

地大势中抢先，必须尽快从实践中总结提炼

并制定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

标准。

标准缺失忧患

2007 年，云计算概念横空出世，其技术

的最大优势是，将很多分散的资源整合在一

起，帮助用户实现高效的业务计算和较低的

进入门槛，借助云计算技术，企业不仅可以

降低运维成本，还可以应对突发高峰流量的

响应需求。

云计算之所以被看作是中国 IT 业的一

次机遇，是因为云计算异常庞大，没有一家

企业能独揽云计算的所有技术，即使 IBM、

HP、微软等国际巨商也爱莫能助。从这个

意义而论，云计算给国内以云架构底层技术

见长的企业一次发展良机。

但是，事实上中国云计算的发展一直处于

体系未建、标准待定、云产业鱼龙混杂状态，因

为没有标准化约束，厂商与用户在一些云计算

问题上很难保持一致，这不仅体现在个性化与

安全性上，也体现在服务上不能统一。

对此，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吴基传近日

表示：我国云计算已经从概念走向了实际应

用，而且这种应用势头正在扩大，但标准问

题仍是挑战。

国内知名云计算权威倪光南院士也表示：

“云计算的标准化缺失的确是制约云企业深度

发展的瓶颈。”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企业将

会在云时代背景下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

此，很多云企业都在不断摸索中总结云服务

标准，希望能翻开企业云发展新篇章。宝德

正在实施的“云霄战略”提供了一个云计算实

用化样本，宝德还相继推出了游戏云、桌面

云、存储云等解决方案，受到业界认可。可

见，着眼于云架构底层技术研发的企业，如果

专注于云计算基础设备制造和云解决方案的

咨询及实施，可以抢得先机大有作为。

标准呼之欲出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云计

算相关标准的研究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云计

算标准化主要涉及标准主体、切入点、运营、建

设等方面，相关政策有望在今年内出台。

同时，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云计算专业

委员会于日前成立，该专委会近期将发布

《2011 中国云计算应用趋势白皮书》，完成

《中国云计算产业“十二五”发展战略支撑课

题》的专项研究。

“政府将先出台一个有关云计算标准化

的初稿，”李瑞杰予以了证实。据他介绍，宝

德正在积极参与云计算标准的制定工作，与

深圳云协会等相关组织、云计算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伙伴及用户一起，为推出首个开放式

中国云计算标准而加倍努力。

李瑞杰表示：云标准的出台将使云计算

充分发挥出其低成本、低能耗等优点，必将

推动其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落地进程。中国

目前已进入“十二五”发展新阶段，在此期

间，不断提升云计算产品应用研发能力，积

极参与构建自主标准的“中国云”，让云计算

应用真正实现“落地”，成为中国 IT 企业肩

负的重要使命。

公开资料显示，云计算商机巨大。在工

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云计算在中国

的市场规模有望在 3 年内突破 1 万亿元，产

业链上下游的多家公司将迎来发展机遇，而

云计算标准化将促进产业生态链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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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滞后 中国云计算瓶颈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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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中国煤层气开发利用
需万亿元投入

在中国天然气消费缺口巨大的情况

下，煤层气作为非常规天然气将是非常重

要和现实的战略替代资源。国家能源战略

委员会委员孙茂远日前说，中国煤层气商

业性开发将有突破性进展，未来 10 年，煤

层气开发将需要万亿元投入。

今年外贸总体平稳
增速比去年将略有回落

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日前表示，今年

以来整个世界经济面临“多事之秋”，综合

国内、国外的情况来分析，预计今年中国对

外贸易总体将继续平稳发展，但增速比去

年可能略有回落。

油价调整期
或改为10个工作日

日前，国家发改委内部人士表示，政府

正在加紧改革目前试行的成品油定价机

制，内部讨论中承认了目前定价机制的不

成熟，将调价参考周期的 22 个工作日缩短

至 10 个工作日。

中国铁路机车
将首次进入欧盟市场

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和爱沙尼亚

铁路货运公司负责人日前签订了铁路调车

机车供货合同。中国制造的铁路机车将首

次进入爱沙尼亚，同时也是首次进入欧盟

国家市场。

（本报综合报道）

■ 本报特约记者 陶海青

截稿新闻

奢侈品有望

分层调整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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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梦宇）日前，据海关总署统计，7 月，中国产品进

出口价格涨幅双双回落，但贸易增速有所反弹。中国进出口额为

318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5%。其中，出口额达 1751.3 亿美元，增

长 20.4%;进口额 1436.4 亿美元，增长 22.9%；顺差达 314.8 亿美元，增

长 10.3%。

7 月，中国贸易顺差相对于此前 30 个月创下新高。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沈丹阳针对突然高涨的贸易顺差做出了如下解释：“一方面

是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出口加大，同时，产品价

格上涨，造成了整体出口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涨 幅 逐 步 回 落 ，7 月 份 当 月 出 口 平 均 价 格 上 涨 9.2% ，环 比 下 跌

1.2%。7 月中国贸易顺差较大具有偶然性。

此外，他提醒有关人士要理性看待贸易顺差的问题，“我们要看到

中国现行的进口政策，即‘稳出口、调结构、促平衡’取得了积极成效，特

别在减少贸易顺差方面起到明显作用。”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一是贸

易顺差减少绝对规模稳步下降。今年 1 月至 7 月，进出口增长 25%，在

规模扩大的同时，中国贸易顺差减少 8.7%。1 月至 6 月，贸易顺差减少

幅度在 20%左右。二是看相对规模，即贸易顺差占国家 GDP 的比重。

去年上半年，这一比重为 2.2%，今年同期下降到 1.44%。一般认为，贸

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3%左右是一个合理区间。

据记者了解，商务部将通过扩大进口等措施缓解外汇储备压

力，并将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短缺资源的进口，不断完

善进口促进政策、贸易便利化措施，以促进贸易平衡。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7 月份中国新增外汇占款 2196.26

亿元，环比 6 月份 2700 多亿元的增量，下

降约 20%。

此数据创出今年中国外汇占款增量的

月度次低，此外，今年 5 月起中国外汇占款

增量已连续两个月出现环比下降。分析人

士认为，数据变化的背后，凸显当前国际游

资入境放缓甚至流出的迹象，但从长期来

看，热钱涌入的压力仍然较大。

“随着 7 月以来美国债务问题愈演愈

烈，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市场的风险厌

恶情绪正显著上升。”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

家李迅雷认为，在风险厌恶情绪上升的情

况下，热钱开始向发达国家低风险低收益

的资产转移，同时撤出中国等高风险高收

益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使得中国热钱出

现流出现象。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受国内外利差

悬殊、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兴市场资产价格

高企等因素影响，未来热钱涌入的压力依

然不可小觑。 （欣 华）

中国7月贸易顺差增长10.3%

热钱流入7月放缓
撤出新兴市场回流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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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变“丑”了

质量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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