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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中国策略 
——访著名计算机专家李国杰院士 

 

本刊记者(张琨)：云计算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世界 IT 巨头们踊跃参与其中，

纷纷宣布了各具特色的云计算计划，我们国家将怎样迎接这个信息产业发展的新

浪潮？ 

李国杰：有人将 PC机、互联网、云计算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我

不太赞成这种提法，因为就技术而言，云计算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在信息技术

领域，革命性的技术很多，比如以前相机是用胶卷来存储照片，现在使用数码技

术；以前我们把磁带放到录音机里听音乐，现在则用 CD机、MP3，这些技术都是

革命性的，会把以前的产品淘汰。但云技术不是这样，它并没有淘汰 PC机，也

没有淘汰网络，它不是像数码相机淘汰胶卷相机、数码音乐淘汰卡带音乐那样的

技术，而是基于互联网产生的一种优化技术，目前云计算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商业

模式的改变。 

从技术上来看，云计算确实也带来一些新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虚拟化

上。好比一个宾馆，原来一个单位占用一栋楼，楼内有全套设施，再派人看守这

栋楼；另一个单位占用另一个楼，所需的各种功能又如法炮制一遍，也派人来看

守着，这样就存在效率上的浪费。现在则采用分区的模式，把这个宾馆分成住宿

区、餐厅、娱乐区、健身区等共享的空间，这些区域都是独立的空间，可供宾馆

里所有人使用，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区域，使用时只按需租用几个房间，

而不是包一栋楼。这样就能优化资源配置，就更有效率。所谓更有效是指成本更

低、更节电等。云计算的核心—虚拟计算就是这样，可以通过统一调度，把你不

用的资源提供给别人使用。这种技术的关键就是集中闲置资源。以前，一个服务

器可能只被使用了 20%的功能，另外 80%都在闲置，那么云计算就可以把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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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起来，云计算技术的优势就体现在这里。但云计算还是一种改进型的技术，

不是颠覆性的技术。 

从服务端和用户的角度来看，未来我们可以享受更加周到、更加安全、更加

个性化的服务，这和技术的改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上百度搜索，现在是根据关

键字上网去搜，而以后则可以根据你以往的搜索历史和其他语义信息进行分析，

给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搜索结果，更好地满足你的需求。这就要求有一个非常强

大的服务器作后台，来提供数据挖掘支持。而且，随着参加云计算的用户越来越

多，还会要求有更大的服务中心。 

我认为，目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平台期，经过 20 年左右的时间，

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平台期的技术大多是改进型的。云计算虽然有很多

技术上的变化，可以做到更好、更快、，但它没有替代 PC 和网络，因而也不是

革命性的技术。 

目前参与云计算的公司，像 IBM、安卓、微软等都有自己的强项，每家企业

都按照自己的特长来发展所认定的云计算功能。如 google是做搜索的，它就更

加强调云计算在搜索平台上的优势。每家企业的技术优势是什么，它就把云计算

描述成什么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家搞不清楚云技算到底是个什么技术，像

盲人摸象一样，只能窥见局部。实际上从效果来讲，云计算就是把资源集中在一

起，做更好的服务。没有哪一家可以包打天下，囊括云计算的一切服务。 

 

本刊记者：您曾提出过信息技术发展的“三国定律”，云计算是否符合这一定

律？ 

李国杰：我曾经讲过，信息技术发展符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

定律”。就是说，信息产业也遵循“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发展规律，

不会一直集中下去，也不会永远分散下去，而是螺旋式发展，集中为主与分散为

主交替进行，每隔二三十年会有一次重心转移。 

计算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大型计算机，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大机器

里，终端是“傻”终端。那个时候就是完全集中的。上个世纪 80年代，PC机和

互联网开始兴起，到现在几乎每家都有 PC，有了 PC后各个单位就建立了小服务

器。这个时期是以分散为主的，很多信息都分散在 PC机里，服务器也分散在很



 

多个单位。现在又回到以集中为主，把资源和信息集中在大的云计算中心里。但

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现在的集中是在新的技术条件

下的集中，在网络条件下的集中，并不是没有分散的能力，而是把适合于公共服

务的资源集中在一起。 

现在对云计算有各种说法，有很多概念，让人云里雾里，摸不清头脑。回顾

电气化的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上个世纪初，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期间，

当时在美国，多数企业都用一个小发电机自己供电，大部分是直流电，不是交流

电。后来在芝加哥出现了大的交流电站，慢慢地交流电成了主流。从分散的一家

一户自己办电站，到最后用大的交流电站来集中供电，这就是电气化的过程。电

气化和云计算的发展非常相像。我们要把各单位小服务器里和个人 PC中可用于

公共服务的资源集中起来，放到大的云计算中心去，这是一种集中资源做服务的

趋势。云计算符合“三国定律”揭示的发展趋势，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不能认

为完全是企业在“忽悠”。 

但是必须指出，云计算和电气化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供电只需要统一两件

事，一是电压，二是频率。电气化完成之前，电压和频率有几十种，后来统一了

这两个标准。供电站只需要把电送到每家每户，以墙上的插座为分界。至于每家

怎么用电，使用何种电器，供电公司不需要管。也就是说，供电公司不管应用，

只管输送能量。而信息化不同，你家里有电脑，家外有云计算中心，而云计算中

心要为每个人、每个单位个性化的应用需求提供服务，所以云计算比电气化复杂

得多。 

很多人都问：云计算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我还是拿电气化的例子来

解释，开始搞电气化的时候，人们觉得电最大的用处是照明，那时候家里的主要

电器是电灯、电风扇、电熨斗，像电视、冰箱、空调这些现代家电还没有问世，

没有人想到还有这些东西需要用电。云计算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能想到的都是基

于现有技术和现有服务的应用，像手机上网、健康服务、安全监控等，将来随着

技术的发展，云计算还能提供什么新的应用，现在还很难预测。  

本刊记者： 有人说：“云计算是发展龙芯处理器的机遇”，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李国杰：对于龙芯，云计算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影响。龙芯的任务一直

很明确，它首先要应用于对安全需求比较高的领域，再逐步满足高档嵌入式应用、



 

服务器和桌面应用的市场要求。龙芯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先实现从无到有的突

破，把以前我们国家没有的东西变成“有了”，在安全性要求高的部门先用起来，

通过实际应用对基于龙芯的软硬件技术进行磨合优化。我们关键是要建立自主可

控的基础信息技术平台，先打好基础再逐步提高芯片的市场竞争力。经过 10年

左右的努力，争取形成自主可控基础技术平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龙芯

公司正在围绕云计算研制新的云端和终端芯片，但当前还没有把云计算作为龙芯

产业化的主要目标。 

 

本刊记者：中国科学院作为科研国家队，在“云计算”领域有怎样的战略部

署？ 

李国杰：中科院有一个先导专项。中科院所做的云计算与媒体上讲得比较多

的云计算的概念不完全一样。我们强调的是“三元计算”，，即人类社会、计算机

世界（Cyberspace）和物理世界三方面融合。既要用云计算技术来处理信息，也

关注计算机和物理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个项目叫做“云海技术”，是面向未来三

元世界协同融合的一个新的机制，它的核心技术之一是高通量的服务器。 

不管是云计算还是处理海量信息，其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能快速响应和处理用

户要求的服务器。过去的高性能计算机，主要要求它计算速度快，做科学运算时

每秒钟可以做多少次浮点运算，以百万亿次或者千万亿次浮点计算来衡量计算机

的速度。现在对云计算，不再是以每秒钟运算多少次浮点计算来衡量，而是以每

秒钟可以处理多少个用户请求来衡量，衡量标准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吞吐量”。

哪怕上亿人同时发出请求，要求服务器也可以马上做出响应。我们希望通过构建

高吞吐量的服务器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从系统到芯片，

从机器的结构一直到应用，都需要原始性的创新。 

全世界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中科院的先导专项希望做

这种更加具有引领性的基础工作，它能为将来云计算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后台基

础。它不是在现有技术上做简单改进，而是一项真正具有原始创新意义的工作。

我们在芯片设计上强调“柔性”希望能够实现可塑性更高的芯片。 



 

未来计算机的应用需求五花八门，如果为每种应用都开发一种芯片，成本非

常高，应想办法队对应用进行分类，一款芯片针对某一领域的各种应用，从而节

约开发成本。未来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的结合，对芯片的要求会更高。中科院的

先导项目覆盖从芯片到整机的整个产业链，以此来适应未来信息产业的发展。中

科院所做的是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不是短期内就能出来产品的，是

为更长远、更宏大的需求做准备。 

 

本刊记者：随着云计算热的升温，不少地方都在兴建大的云计算中心，对此

您是怎么看的？ 

李国杰：云计算热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也开

会讨论过。有的专家说，应该给云计算中心建设泼点冷水。我个人认为，简单的

泼冷水不是最好的办法，正确的引导可能更好。云计算中心的建设确实存在误区，

以前我们搞信息化工程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投入了很多财力物力，上马了很多项

目，但最后的结果未必很好。 

我认为云计算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现有的体制、管理体系有关系。信息化

的发展将伴随着管理上便捷化的要求，而非单纯的技术领域改变。以往的体制、

结构没有调整好，建新的云计算中心就会出现问题。技术的改进不能抵消管理上

的漏洞，双管齐下才能有好的结果。 

现在有的企业，在宣传上把云计算提到很高的高度，让人感觉必须要赶快改

革互联网，赶紧搭上这趟车，否则就要落后于技术潮流。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政府比企业积极，企业比用户积极，最不积极的是用户，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应该倒过来，用户最积极，以他们的需求牵引技术的发展和改进，这才是良性循

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试点和示范，让用户切身体验到云计算的好处。吸

引用户和企业加入云计算的行列要靠应用，但解决应用问题不像想象的那么简

单。 

现在很多省市和部门都在搞云计算中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建设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做好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好的规划，会比以前搞信息化的时候浪费

更大。在做云计算时，我们应该把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比谁的投资多，谁的

服务器多，谁的规模大。效率要搞上去，盲目投资要降下来。 



 

 

本刊记者：您曾经说过“小的成功靠才智，大的成功靠德行”，在树立科研道

德观，提高个人修养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要和年轻人分享？ 

李国杰：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和我们当年相比有一些变化，

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现在书店里铺天盖地的都是教人成

功的书，像怎样当老板、怎样升官、怎样赚钱。这一类的书多了，我觉得对人的

心态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研究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硕士毕业到公司去，同

样搞计算机的人很多，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比别人更快地得到提升？”所谓提升是

什么概念？现在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下面的人多，上面的人少，每往上升一层

人就少一些，越往塔尖人越少。人人都得到提升是不可能的，但没得到提升的人

心理可能就会不平衡。 

如何衡量成功与否？我觉得现在社会对追求成功的引导有点过头了，这会使

人很浮躁。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多数过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因此要学会

享受平凡人的生活，要有淡定、豁达的心态。不要把职称、工资、待遇等看得太

重，比别人差一点都难受。我觉得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引导和教育。我把评职称、

评院士这些都称为做科研的“副产物”， 也许你做到某一步，这些自然就有了。

如果到时候没有，也不要太失落，不要把这些非本质的东西看得太重。我经常跟

计算所的年轻人讲，如果有一个职务或一个新的机会，一定会有很多人和你一起

竞争，有能力得到这个机会的人肯定不止一个，最后谁能得到有一定的偶然性。

如果没有得到，你当然应该反思，但也可能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而已。年轻人有

进取心、有自信心是对的，但应该少一点得失心，这样更有助于个人事业的发展。 

搞科研的人，不是评上职称、得到好的待遇才快乐。而应该对做科研本身更

有兴趣，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快乐。如果一定要拿到某个奖项才能快乐，那这

种快乐也太短暂了，短到转瞬即逝，而剩下的 99%以上的时间你都是痛苦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社会也处于转型期，在逐步富裕

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显现出来。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也遇到过这些问题，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风气和人的心态也会慢慢发生良性变化。中华民族有很多

传统美德，在修身、治学、做事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传世经典，年轻一代应该多了

解传统文化，把这些美德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