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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就知道互联网有个听
起来悬之又悬的“云概念”。那时给
人感觉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看起来
很美好，可似乎离普通人太远，怎么
够也够不着。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
的云产品越来越多，云音乐、云电
视、云报纸、云笔记、云手机、云支
付、云盘……什么东西都跟云沾上了
边。云山雾罩之间，不禁让人有些发
晕。什么时候云技术和我们的日常生
活也联系得如此紧密了？这些五花八
门的云产品又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
些便利？

名字很性感，技术并不新

云计算最早由 -**./0公司提出，
在 1223 年开始大红大紫。这种技术
是指利用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或超级计
算机集群，并通过互联网将计算资源
免费或按需租用方式提供给使用者，
其中的“云”可以理解为是互联网连
接的大规模计算系统。

事实上，云计算这一概念在被
-**./0 公司提出来之前，这项技术
本身就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演变，美
国著名的 45公司甲骨文、678等都
试图推广营销过，但都没能成功。
-**./0 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一个最
富有诗意的比喻运用在一项比较难懂
的技术上———用户不用知道自身是怎
么获得计算服务的，这些计算服务好
像都集中在天上的云彩上，无时
无刻不在头顶笼罩，我们可以像
抬头看云彩一样容易就
获得服务。

有人打了个比方，
云计算这就好比是从古
老的单台发电机模式转
向了电厂集中供电的模
式。它意味着计算能力
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
行流通，就像煤气、水

电一样，取用方便，费用低廉。最大
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
输的。

云也接地气，应用更亲民

近两年中国云计算应用市场发展
明显加快。中商情报网研究数据表
明，1291 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超
过 :22 亿元，同比增长 ;1'<=，129<

年中国云计算的市场规模将超过
9922 亿元。具体表现在，除了大型
的云计算中心建设不断加快之外，还
有众多与云计算相关的应用服务和产
品推出，让原来只大量运用于商企之
间、略显神秘的云技术开始被越来越
多的普通人接触。

最近被炒
得很热的云电
视，实际上就
是运用了云计
算和云存储的
技术，使普通

电视机能实现海量存储、远程
控制等众多功能。企业通过
“云”来控制后台数据和软件
平台，包括基础操作平台和应
用操作系统，彩电用户不需要
为自家的电视进行任何升级、
维护、资源下载，只需将电视
连上网络，就可即时实现最新
应用和海量资源的共享。

所以，只要明白了
云技术的核心本质，就
不难理解我们生活中这
些突然出现的云应用和
云产品。同理，云手机
就是将云计算技术运用
于网络终端服务，通过
云服务器实现云服务的
手机。每一个应用、每
一个功能都是云。主要
包括云助手、云便签、
云图片、云聊、云搜
索、云邮、云浏览器等
几大功能特色，所有的
云功能都基于一个云账
号，这个账号代表了个
人在云服务器的身份
证。

而其他的云笔记、
云音乐、云报纸等应
用，都是基于云计算技

术，让人们可以更便捷地在互联网的
环境下随时随地享用和分享资源与数
据。越来越多可用于日常工作生活娱
乐的云产品和应用，也让以往高高在
上的云技术显得更接地气。

安全有隐患，环境待成熟

毫无疑问，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
网相关企业在自己的产品中加入云概
念，整个 129< 年，云服务仍将是最
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腾讯、百度、阿
里巴巴等行业龙头企业的纷纷加入，
更使得这一市场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然而，从云技术诞生的那一天起，有
关于云的安全问题就一直被人们担
心。

由于云服务需要将企业或个人用
户的数据提交到数据中心，在这个过
程中，除了担心数据丢失之外，几乎

每个企业或个人都会考虑自
己的数据流失或外传。一旦
丢失或是外露，其带来的损
害可能是致命的。这些事故
在业界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中国诸如阿里云这样的领
头公司也曾发生过因断电而
无法访问的意外。对于个人
用户来说，使用云技术的产
品或应用越多，有关于你自

己的私人数据或存储也就越多地被放
到“云端”，享受便利的同时，其中
风险只能个人自担。

另外，基于云计算技术还未达到
成熟，以及多数提供云服务的数据后
台还不完善，企业或个人能够真正享
受到云计算所带来的好处还十分有
限。实际上，很多产品与云计算根本
沾不上边，或很少沾边，但这些科技
企业都会给新产品贴上云的标签。目
前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都是在“忽
忽悠悠”的情况下花费巨资买了一大
堆设备来构建所谓的“云系统”，但
实际应用却少得可怜。

而对于个人用户来说，也有不少
人是被这个云那个云的宣传噱头给弄
晕了，变得“人云亦云”。实际上，
像云电视、云手机这样的产品，在目
前的后台数据支持和社会大环境下，
很难使人享受到其应有的便捷效果。

尽管有些急于求成，但不可否认
的是，云计算是一种新潮流、新变
革，本质是对信息产业、社会生产力
的推动。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云
计算的成熟与推广，云终将会越来越
多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云音乐 云电视 云报纸……

云的生活有点晕
本报记者 罗 俊

9、您对海外网的关注情况———
>经常浏览 ?偶尔浏览 @第一次浏览

1、您之前通过何种途径获知海外网？
> 朋友介绍 ?搜索新闻看到 @其他网站链接 A海外版报纸

介绍 B其他 CCCCCC（请注明）

<、您在海外网感兴趣的频道（栏目）是———（可多选）
>评论 ?国际 @国内 A华人 B旅游 D娱乐 -论坛
E 地方 4文史 F创投 G 移民 H 台湾 I港澳 8留学
J书画 K视频 L图片 M专题 6汉语

N、您浏览海外网，最希望了解的信息是———
>时政 ?经济 @台湾 A服务类信息 B娱乐
D 其他 CCCCCC（请注明）

O、您对当前海外网很满意的部分是———（可多选）
> 页面的整体设计风格 ?页面的布局 @页面的色彩
A 网站导航类分类和显示 B 网站栏目的设计 D 网站新闻的选

取 -网站频道设置

:、您对当前海外网很不满意的部分是———（可多选）
> 页面的整体设计风格 ?页面的布局 @页面的色彩
A 网站导航类分类和显示 B 网站栏目的设计 D网站新闻的选取

-网站频道设置

3、对于海外网的改版，您更重视———（可多选）
>网站视觉效果 ?网站内容丰富程度 @ 网站功能便利性
A网站更新速度 B其他 CCCCCC（请注明）

P、您希望海外网改版后的色调和风格———
>蓝色 庄重典雅 ?红色 热情活泼 @灰色 现代简洁
A现有色调风格不变 B其他

;、如果海外网首页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您希望———
> 加强互动交流功能 ?呈现更多专题、文章或栏目
@突出图片和视频等的曝光率 A其他 CCCCCC（请注明）

92、您如阅读网上新闻，经常选择的网站是（最多可选 <项）：
>新浪 ?搜狐 @网易 A凤凰 B腾讯 B人民网
A新华网 D央视网 -其他 CCCCCC（请注明）

99、您认为海外网需要增加的栏目：
>汽车 ? 体育 @ 财经 A 房产 B其他 CCCCCC（请注明）

91、您认为海外网可以与海外华文媒体及社区做些什么：
>'互惠互利的商业活动运作 ?海内外信息沟通的桥梁
@'为华人提供各项服务 A网站曝光和品牌合作 B其他 CCCCCC

（请注明）

9<、您希望海外网改版后，在哪些方面内容体现力度更大
>评论 ?国际 @国内 A华人 B旅游 D娱乐 -论坛
E 地方 F其他 CCCCCC（请注明）

9N、您对于海外网改版还有哪些具体建议？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海外网改版
调查问卷

亲爱的海外版读者及海外网网友：

大家好！首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海外网的

关注。海外网 （QQQ'!R)QR)S0"'+S） 是人民日

报海外版的官方网站，1291年 99月 :日正式

上线。海外网的定位是：当代中国的权威解

读，全球华人的网上家园。海外网的目标是：打

造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对外传播新媒体。为

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和服务全球同胞，海外

网将于近期进行改版。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

您可以将调查问卷剪下填好，邮寄至北京

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

部（邮编 9223<<），或直接登陆海外网在线填

写问卷。您的每一个反馈，都对我们格外重

要；您的每一条意见，我们都格外重视。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性 别 （男%女）
年 龄 > 9P至 1O岁 ? 1O至 <O岁 @<O岁以上
职 业 >研究机构、高校 ? 政府人员 @媒体从业者

A企业员工 B学生 D其他
收入范围 >年收入 <T;万元 ?年收入 92T<2万元

@年收入 :2T922万元 A其他

人民日报海外版 O 月 9< 日二版刊出 《控房价
需防“数字游戏”》一文，先后被 9:2 家网络媒体转
载。房价问题是当前社会民生的焦点，文章抓住了
这一核心问题，引发了读者的高度关注。文章指出，
为规避楼市调控政策，房地产开发商将新楼盘由精
装变成了毛坯，玩起了表面降暗里涨的“数字游戏”。
要解决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的困局，除了坚持调控政
策外，还应该建立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
调控和市场两只手协调配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原文摘要：

北京一些房产项目出现了购房签订两份合同，

将毛坯和精装拆分支付的“新招”，造成了房价

“假摔”的假象。开发商之所以在精装修上做文章，

就是希望通过“假降真涨”的猫腻来规避严厉的

“限涨令”，以便能顺利取得预售证。分析人士指

出，将精装修款从总房款中剥离出来的做法，无形

中加大了购房者的负担和风险：一方面，精装修部

分根本无法贷款，增加了购房者的压力；另一方

面，购房发票无法体现多缴纳的精装修款，使得未

来房产二次转手时房价会被低估，购房者缴纳的税

费反而更多。

“尽管政府希望能限制新房供应价格，但从实

际效果来看却是限制了供应。”中原地产研究部总

监张大伟认为，本轮调控的难度依然不小，短期内即

使调控加码，房企全面选择降价的可能性也不大。

面对房价仍然可能继续上涨的压力，房地产市

场似乎陷入了越调越涨的怪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调控很有必要，否则房价

将失控，但是调控政策过多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对

经济手段重视不够。宏观调控本身很难掌握火候，

市场冷时加柴，可一不小心火势就会失控；市场热

时浇水，弄不好又会熄火。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

为，一方面要严格执行限购、限贷政策；另一方面

要加快使已建成的保障房投入供应，而相应的考

核、问责等程序也要及时跟进，发挥实效。

专家普遍认为，要解决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的困

局，不能一味地“限价”“限购”，而应该在改革

“土地财政”、实施房产税、遏制楼市作为“投资品

属性”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发

展的长效机制。

重庆网友“GG”：解决房地产问题应是采用多

元化办法，保障房、廉租房、经适房、自建房、普通商

品房、中高端商品房、豪华社区，多档次分明化。

北京网友“老宋”：调控的方法错了，发达国

家的经验证明只有收房产税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房产

投资冲动，所以应该对持有多套房的家庭征收税率

递增的房屋持有税。

手机用户“()SURS”：只要管住权力，合理分

配，抑制灰色收入，房价必然稳下来。

手机用户“我为国忧”：房价不是调不了，取

消预售房制度。真正落实保障房、廉租房等政策，

各级政府如果不执行或者假执行将追究责任。

山东网友“V/W"9;P”：真是“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政策需要持续跟进不放松，对策再强也会

“黔驴技穷”。

广东网友“/)WX)C9219”：为了满足基本居住需

求，可以规定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免征房产税，房

产税从第二套或第三套住房开始征收。

《控房价需防“数字游戏”》引网友共鸣
本报记者 周小苑

刘铁男落马内幕

最牛房产证

行人闯红灯罚 922

校长带幼女开房

女工谈临时夫妻

王石女友复出

安吉丽娜切除双乳

熊黛林曝受委屈 3年

试管汉堡

莫言就职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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