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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面对日渐升温的“云热”，能在局内

人和局外人这两种身份间随时切换的“冷

思考”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到底“云”

的精髓和核心是什么？云产业将来会是一

个怎样的布局？它又将在多大的深度和广

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在这

个新领域的开拓中，企业、政府等力量应

该分别饰演怎样的角色？诸如此类的问题

是谈到“云计算”无法绕开也不应该绕开

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与深

度都将直接影响到相关企业在该行业发展

的机会与前景。就这些相关问题，本刊记

者采访了上海复星文化产业集团董事总经

理、TMT联席总裁钱中华。

《水木清华》：现在学界和业界给云计算下

的定义五花八门，至少不下5种。作为一名

该领域的资深投资人，您认为云计算的核心

理念是什么？

钱中华：云计算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商业

思想。它的核心，就是减少本地用户终端

的运算、存储能力，而把大量的响应用户

需求的运算及资源的调配和发布放在云

端。云计算这个概念并非现在提出后才开

始发展起来，其实过去也有，作为一种商

业思想在未来还会持续存在和发展。严格

讲，像腾讯、阿里巴巴等，这些公司本身

就是云计算公司。虽然Google正式提出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但它并没有那

么玄，道理很简单。以喝水为例，掘井喝

水是传统方式，而现在喝管道提供的自来

水就是云计算的思想。抑或像电，传统和

“云”的区别就在于你是用干电池还是电

源插座。

《水木清华》：云计算虽然在之前就已经引

进了，却并没有被广泛应用，直到最近才得

到快速成长。您觉得这其中是什么问题得到

了突破和解决？

钱中华：随着技术的积累，只要“云计算”

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得以充分突破，那么中国

的“云计算”就必然会实现快速增长。云计

算存在着三大关键点：

第一，云的存储一定要解决。现在国

内外的一些大企业在这方面都实现了明显

突破。据悉，亦庄云基地的一些超云服务

器的云存储量产已经能支持传统存储容量

的8倍，高达20~30倍存储量的也已经在研

发中。除此之外，现在的云存储都使用存

储箱来实现。在美国，谷歌和微软已经在

采用了，它就像一个集装箱，空间安置和

移动很自由。

第二，云的领域除了云存储外还有云

软件，云浏览器。通过云的方式设计软件和

浏览器，去访问、调配、控制和管理后台各

种资源，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最后一点就是云应用。这部分有云计

算的基础应用和行业应用之分，云办公、云

小区多属于基础应用。以后云办公的情景可

能就是这样：一个公司新搬进一个写字楼，

你不需再建自己的机房和局域网，也不需要

建大存储，只需要购置N个显示器和小“盒

子”，再租整个楼宇集中存储中心的一块空

间就可以了。

至于后者，则指用云的服务方式重新

改造各个垂直行业，用云的思想进行“颠覆

性”	重新搭建，并为用户提供全能的个人

钱中华：以云服务做驱动  实现产业大跨步
○本刊记者  李彦    学生记者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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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步入云计算应用元年。在国家政策推动及企业的积极探索下，云计算概念在提出多

年后，开始真正走向广泛的应用领域。云计算等相关产业已被国务院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被写入

“十二五”规划，国家对云服务的战略需求将愈加迫切，云计算产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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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如教育云、视频云、医药云。相较于基础应用，

行业应用更有价值，前景也更加广阔。但目前所谓云计算

的公司，更多地是偏供应商所能提供的功能，而非偏用户

的需求。但真正的云服务，恰恰应该是贴近用户的，要能

真正为用户所需所用。

《水木清华》：在您看来，将来云计算的产业链会是一

个怎样的布局和图景？在这个布局中，哪些会成为“中

心”，而哪些又会成为“边缘”呢？

钱中华：云的产业链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图景：从云存储

到云浏览器到进行资源管理的云软件，再下来就是云办

公环境，云系统、云小区，再然后是个人全面云服务，

整个行业的颠覆性的云计算服务方式和流程再造，至此

整个产业链才算基本结束。基于云计算的产业改造和再

造，相当于国家建设建高速公路网这一基础设施，由于

核心思想发生了变化，所以是颠覆性的，整个产业链条

全都随之发生变化。

关于云计算，未来还有很多年的发展，这其中存在着

非常大的产业空间，这个空间不可想象的大。

云存储和云环境的解决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环节。

当个人云的全面服务开始，这个产业才刚刚起步。若垂

直行业应用都起步了，云产业才基本进入成熟阶段。进一

步讲，尽管在当下，云存储是一个关键环节，是产业兴起

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一个前提，在未来将是一个边缘环

节。行业真正的兴起还是要靠下游的云服务、云应用来拉

动。只有这些服务和应用大规模地推出和提供，才能拉动

产业上游企业，如云存储、云软件、云浏览器等，加速产

品升级换代，推动产业发展。未来真正的大公司可能就产

生在提供云服务的企业中，比如说新腾讯、新百度。

《水木清华》：目前国内有很多公司都宣称自己是所谓的

云计算公司。您怎么看，您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云

计算公司？

钱中华：中国虽然有基于一些应用的“云”，如腾讯、阿

里巴巴，但这些云的思想并没有充分发挥云的效应。真正

的云计算一定要满足以下三点：第一，大存储，大传输；

第二，跨平台的应用；第三，跨系统不同云之间的管理

和协同，即要针对不同的供应商，不同云要能够进行跨

系统的资源交换，只有这样才够大和充沛。若不能具备

这三点，云的概念不强，意义不大，就不能称为真正的

“云”，此“云”非彼“云”。

所以从这个角度严格来讲，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中，真

正有清晰“云”概念并且具备真实的、充分的“云”特征

的，几乎没有。

《水木清华》：据悉国家发改委在去年10月份联合工信

部、财政部拨出15亿元人民币，成立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云

计算示范工程专项资金，其中6.6亿元的首批专项资金已

经下拨。同时地方也正在打造自己的“云计算中心”，比

如有北京的“祥云计划”、深圳的“鲲云计划”、广州的

“天云计划”。这种热潮的涌现是否正常，您如何评价？

钱中华：从目前国内云计算的产业现状来看，现在确实需

要云的孵化培育环境。云计算作为一种商业思想的极大变

革，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没有短视，

从中长期考虑培育“云”、打造云示范项目是正确的判断

和决策。

但是，从短期来看云应用大规模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我国在云硬件、云存储环境、云传输、云软件和云的

服务用户接收度这些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起码3

至5年的培育。尤其是投资者一定要意识到，如果你是短

期投资就不要投云计算，否则最好想着十年后再看回报。

云产业虽然前景无限，应用广泛，但它的发展也有一

个先后次序，如果把一些偏后次序的提早做了，结果只能

是死得很快。我们在投资相关项目时，就会特别看一个公

司的现金流是否平衡、看其所处产业的次序，看其上下游

环境是否已经具备。现在这个云产业链是非常大的，我也

非常看好，但短期还在基础培育，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尽管概念再好，如果时机不成熟，做了也白做。

另外各个地方在打造自己的云基地时，还要明确自

己的特色，要考虑到能依托的资源，并实现两者的完美匹

配。比如上海在部署实施自己的云计划中，就能充分依托

匹配自己作为金融中心的资源优势并长期发展，持续不断

优化其业务链条。

各地的云计算中心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