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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产品很神奇

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互联网企业展现最新成果搭建
了平台，其中大部分实物展出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让智能科技便利生活，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

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西侧，一间不大的玻
璃房子引人瞩目，这是参展的天猫无人超市。12 月 3
日，当记者前往体验时，发现超市外早已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走进超市前扫一下二维码，购物后就可直接
离开，无需人工收银。此外，当消费者在店里凝视某
件商品时，系统就会捕捉他的表情，并根据客人的情
绪变化快速计算他对商品的偏好程度。只要客人笑
了，结算时就会打折，不同的笑脸折扣力度也不一
样。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在无人超市买走
一套纪念品后开心地说：“太神奇了，微笑居然能打
折，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

“小渡过来。”只要轻轻一招呼，一个白白胖胖的
机器人垃圾桶就来到了面前。在互联网之光展区，记
者体验了一下这个名为“小渡”的智能垃圾桶的使
用。小渡会刚刚好停在人身前十几厘米的地方，人们
不必担心被撞到。当记者的手一抬起，它的盖子就会
接受感应打开。“请您投放垃圾。”它说。这是浙江远
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智能产品。现场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是在家中使用，还可以给小渡
输入地图，让小渡在收完垃圾后自动回到固定的位置。

展区中还有更多国产高科技智能产品亮相，涵盖
了智能医疗、教育、出行、家居等方方面面，令人对
未来更加智能、便捷的生活充满期待。

未来趋势很诱人

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对其发展趋势加以总结研
究显然十分重要。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首次面向全
球发布了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世界互
联网发展报告 2017》 和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
蓝皮书。这两个报告全面呈现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态
势，展现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成就。

据报告显示，美国、中国、韩国的互联网发展水
平位居世界前三。对国内的评估结果显示，广东、北
京、浙江、江苏、上海分列综合指数前五。

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球网民总数达 38.9 亿，普及
率为 51.7%，其中，中国网民规模达 7.51 亿，居全球
第一。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
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目前全球22%的国内生产总值
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中国的数字
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三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形成势头，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成为全球创新的新高地。

报告首次设立并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指标
体系。该体系重点选取了 38个国家，涵盖五大洲的主
要经济体和互联网发展较好的国家，能够基本反映当
前各大洲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互联网最新发展状况。

参与编写蓝皮书的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杨树
桢表示，两大蓝皮书是世界互联网大会最主要的思想
成果。“今后每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将发布《世界互联
网发展报告》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展现当年互
联网发展的新理论、新实践、新动向和新趋势。”

领先成果很亮眼

在互联网领域，哪些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成果？
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能给你答案。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评审出了 18
项代表性的领先科技成果。活动是面向全球征集了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芬兰、韩
国等国家的近千项互联网领域领先科技成果，涵盖理
论、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经 44名海内外知名专家
票选产生。可以说其中的每项成果对互联网技术的进
步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中国的诸项成就十分亮眼。
比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华为3GPP 5G预商用系
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基于‘神威·太湖之
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的重大应用成果”等。

“卫星导航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世界。而在这个改
变中，中国不是旁观者，而是践行者，更是创新
者。”在发布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
承其主任这样介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代表性意
义。而今，北斗加入了民航、海事、移动通信三大国
际组织，其应用覆盖到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 30
多亿人口。

据清华大学教授、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
文介绍，“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共完成了200多万
项作业任务，支持了超过100项应用的研究，几乎涵盖了
高性能研究的所有重要应用领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
值首席执行官徐直军表示，华为将在2018年推出面向规
模商用的 5G 全套网络解决方案，来支撑运营商在全球
建设5G网络，使得整个移动互联网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开启万物互联的时代。

自网络强国目标提出以来，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事
业的发展目标更加清晰，规划更加明确，围绕着网络强国
的顶层设计也开始逐步建立。

除了要加强能力建设，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也
是建设网络强国重要的指标和组成部分。世界互联网大会
作为我国政府主办的网络会议，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
国网络成就的窗口，同时也是通过“主场外交”来建立在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话语权的重要机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举办四届，成为了全球网络治理
领域的盛会，来自全球负责网络事务的重要政府官员、互
联网企业领袖、网络技术专家和智库领袖汇聚乌镇，就网
络空间的重要事件和未来发展趋势开展交流和讨论。本次
会议首次面向全球发布了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和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为全球各界关注网络事务的人提
供了必须阅读和参考的重要文件。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主题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
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主题不
仅抓住了数字经济这一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础，并且提出要
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在开放、共享的基础之上，更好地推
动全球经济的深化合作，从而建立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
体。这些关键词引起了各国与会嘉宾的积极评价，认为中
国不仅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并且有
意愿通过合作来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开放发展。这对于
当前逆全球化潮流盛行无疑是一剂良药，同时也向世界表
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继续走在开放的道路上，“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会场上，来自中国的阿里、腾讯
和来自美国的苹果、思科等全球互联网巨头就此达成共
识，要积极参与中国的网络强国建设，并且将此视为重要
的发展机遇。

由此可见，中国在建设网络强国的道路上，不仅有国
家行动，还凝聚了全球共识，相信这一目标会在各方的努
力下早日实现。

速成知识有市场

白领杨树 （化名） 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闹
钟响起，他睁开眼，立马抓过手机，打开“得到”，
倾听 60 秒音频课程。吃早饭时，打开“喜马拉雅”，

“听 30 分钟的 《唐诗三百首》。”上班路上，他点开
“知乎live”“听了3个知名答主的经验分享。”午休时
间，他又点开“在行”，“抓紧学习了《如何成为写作
高手》。”晚饭后上床，打开“直播”，“听了李笑来的

《普通人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然后带着满满的充实
感进入梦乡。

杨树这两年很焦虑。看到同事英语流利，他马上

下一个英语客户端，走路、做饭都戴着耳机练习听
读；看到 《这个世界正在惩罚不学习的人》 的文章，
赶紧买回一摞书；参加交流会遇到业内大咖，他又一
声惊叹：“这个人的回答很专业，我差太远了。”

这是一个时间短缺的时代。“杨树们”认为，不
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选择上，希望短时间就能掌握
某项技能。正如杨树所说，这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时
代，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成功的捷径。无论是购买
书籍还是接受教育，知识从来都不免费。在互联网
时代，知识付费代表着一种新的产品载体：在碎片
化传播、信息泛滥的场景之下，知识被筛选出来并
包装成商品推出。

思考重于求新知

一天不学习新知识，心里就不安，杨树得了这个
时代最常见的知识焦虑症。何为知识焦虑症？就是人
们对新知识、新信息和新认知迭代始终有一种匮乏
感，因为担心自己知识匮乏而落后于社会和他人从而
产生的一种心理恐惧。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 显示，去年我国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 610
亿元，同比增长205%，使用人数约3亿，约占到中国
网民总数的一半。从用户需求来讲，知识付费瞄准了
人们在“没时间”与“自我提升”之间的摇摆与焦虑
感，催生了为成长买单的购买行为。但大多数知识付
费用户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知识的极大丰富与思考
能力没有同步提高之间的矛盾。用户想获得思考能力
的提升，但知识付费碎片化的解答方式显然难以满足
这种需求。

杨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为‘碎片化知
识’付费，并未真正解决他的求知焦虑。“

互联网的便捷让沉溺其中的人不愿再动脑子，遇
到问题从“一搜了之”到“一问了之”，逐渐丧失思
考能力。有了知识付费平台，人们还需要自己思考
吗？知识产品仍未摆脱互联网碎片学习的属性，知识
更需内化为一种思考能力，而非以数量积累取胜。

产业喜与忧并行

目前愿意为知识付费的人呈上升趋势。然而，对
于知识付费产业来说，若想走得更远，仍有问题亟待
解决：如何调动读者的思考主动性，让其获取真正的

“知识”而不是花钱定制碎片化的“懒人模式”；如何
避免内容重合，让产品质量得到质的飞跃？如何建立
起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

目前，业界将知识付费领域分为三种类型：一
是专业性强的课程，学术或业界大牛为专业内容背
书，比如豆瓣时间、得到大咖专栏等；二是适用于
通勤路上或者睡前，为用户提供简易即食的信息满
足，比如一些付费音频专栏；三是针对用户对知识
更为迫切直接的应用性需求，如职场进阶、实际技
能等。

对于知识付费的未来，专家建议，知识付费产品
打造者要不断提升内容质量，丰富形式，形成“良币
驱逐劣币”效果。立法部门要加快知识付费领域的立
法，紧跟互联网发展态势，让知识付费产业发展有法
可依。政府要完善市场监管机制，严厉打击盗版和不
良内容，为知识付费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消
费者要做知识付费时代的主人，在购买知识产品的同
时，要提高信息筛选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种业态走向成熟，混乱与
迷茫是必由之路。知识付费这块新版图，亟待后来者
奋力开拓、激浊扬清、重塑规则。

11月28日，任职于亚马逊公司旗下云计算服务平台的
高级工程师、有“社区英雄”之称的亚当·斯莫尼克在推特
上发了一张与詹姆斯·高斯林的合照，并兴奋地说：“我居
然能够与詹姆斯·高斯林握手聊天，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
是我热爱并使用了 15 年的 Java 语言 （一种计算机编程语
言） 的缔造者，一个传奇！”

被中国程序员戏称为“高司令”的詹姆斯·高斯林是一
位全球知名的软件专家，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创造了Java
语言。

高斯林1955年生于加拿大，从小就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智
慧，12岁便能自己设计电子游戏。1984年，高斯林进入太阳计
算机系统公司，并在这家公司度过了26年时光。1990年，高斯
林与他的团队合作开发“绿色计划”，旨在开发运行于虚拟机
的编程语言，可允许程序同时在电视机、机顶盒等多平台上
运行，随后他们开发了一套语言叫做“Oak（橡树）”，这就是
Java语言的雏形。至于“Java”这个名字的由来，高斯林是这么
解释的：“市场部组织了一个会议，顾问提名，我们全体人员
喊出随机的词语。说实话，我真的不确定谁最先说的‘Java’。”
2000年，Java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计算机语言。作为开发
者，高斯林也因此被誉为“Java语言之父”。

2009 年，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被甲骨文软件公司收
购，高斯林担任客户端软件集团的首席技术官，但是仅仅
一年后即从甲骨文离职。很快，高斯林加入了谷歌，然而
没过多久，他就跳槽到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海洋探测机器人
制造公司。兜兜转转，2017年 5月 22日，高斯林加盟亚马
逊云计算部门。各大网站纷纷以“传奇计算机专家加入亚
马逊”为题报道高斯林的这次跳槽。高斯林则在社交网站
上表示：“改变的时刻到来了，我将开启一段新的冒险。”

世界互联网大会展示最新科技成果

中国智能产品扎堆亮相
本报记者 李 贞

网上中国

“这个技术可以说是非常难的，我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见

到。”让欧洲信息和通信系统标准化协会秘书长伊什特万·赛

贝斯戴恩赞不绝口的，是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上展出的搜狗中文唇语识别技术。“将语音转化

成文字已有很多尝试，而这个技术不需要声音，只依靠面部

识别、唇部动作识别就能转换成文字，非常棒！”伊什特万

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工作人员演示，一边向本报记者解释他

格外喜欢这一技术的原因。

像这样走在世界前列的新技术，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还能见到许多。想了解未来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想对最前

沿的智能技术先睹为快，每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绝对不

可错过。

“知识付费”遭遇成长烦恼
本报记者 贾平凡

2016 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

年，喜马拉雅、知乎、得到、

分答等平台成为先行者。2017

年，新入局者也纷纷跟上。以

BAT （百 度 、 阿 里 巴 巴 、 腾

讯） 为代表的互联网界扎堆进

入 ， 布 局 各 自 的 内 容 价 值 平

台。各路人马迭出高招，用专

栏 订 阅 、 付 费 课 程 、 内 容 赞

赏、有偿问答、社群等形式实

现内容变现。知识付费正在成

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新风口。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网络强国

成时代议题
鲁传颖

网络强国

成时代议题
鲁传颖

12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
贺信中再次提到，中国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此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就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建
设网络强国。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社会，网络不仅成为我们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主要大国展示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重要领域。建立网络强国的意义不仅仅在网络本身，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
新的经济变革将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代表了未来
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在这一领域，中国的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已经扩大了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其
中腾讯的市值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并一度超过了美国的
脸谱公司，甚至超越了很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网络愈大，网络安全愈显重要。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
角度来看，网络安全事关国防、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政
权安全，是总体安全的支撑和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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