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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12)》详细介绍了2012年世界前沿技术的重大进展和发展动向，并对影响
前沿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八个分报告分别介绍了信息、生物、新材料、能源、航天
、航空、海洋和公共完全等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包括重大进展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国家的
战略举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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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作为与3G标准TD—SCDMA一脉相承的演进技术，TD
—LTE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我国主导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TD—LTE
Advanced已成功被国际电信联盟（ITU）确定为全球4G标准。目前，正是TD—LTE国际化发展非常关
键的时期。TD—LTE的发展恰逢全球移动宽带技术全面兴起之时，实现了与国际主流技术的同步发展
，使我国第一次有机会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通信领域实现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经过三年多的拓展和合作
，TD—LTE已经获得了国际产业、国际运营商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与支持，目前包括大唐、华为、
中兴、诺西、爱立信和阿尔卡特一朗讯等在内的全球主要系统厂家与包括华为海思、高通、创毅视讯
、美满科技、联芯和联发科在内的主要芯片制造商几乎全部支持该技术，日本、沙特等多个国家已经
启动商业服务，印度、美国、波兰和丹麦等近10个国家的运营商也正在或者即将启动TD—LTE的商业
部署。 为了将TD—LTE培育成为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打造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中
国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TD—LTE的发展。第一，需要释放推动TD—LTE发展的明确信号，虽然目
前按技术发展规律，判断TD—LTE规模商用的时间点大致在2013～2014年。目前需要着手编制TD
—LTE的发展规划或指导意见，适时发布，释放发展目标、进度安排、频谱和牌照发放规则等明确的
市场信号，引导国内外资源向TD—LTE投入。第二，要加大对TD—LTE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扶持。在当
前全球TD—LTE产业链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政府在基础资源、产业政策和规划等方面的支持，
是TD—LTE产业链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中包括扶持政策及产业补贴，尤其是在芯片、终端等
关键环节。第三，提速TD—LTE商用，树立我国的产业品牌。TD—LTE的商用步伐已开始加速。2012
年2月6日，中国移动通信宣布以1.7亿港元的价格，成功竞拍香港30兆赫兹的无线频段，用于在香港建
设TD—LTE网络。中国移动通信应继续依托TD产业联盟、TD—LTE全球发展倡议（GTI）等平台，不
断扩大TD—LTE影响力，树立我国的产业品牌。同时，加快TD—LTE在中国的发展、大力推动LTE的
融合和“无线城市”的发展，以培育TD—LTE市场。第四，尽快建立协调机制。建议尽快考虑建立国
家战略层面的协调机制，统一解决TD—LTE产业化、商用乃至国际化推广的问题，以及在政策、资金
尤其是频率规划等关键问题上给予产业扶持。第五，推动TD—LTE的国际化。应把握当前的良好局面
，以市场机制为主，辅以必要的政策手段，推动TD—LTE的国际化。 1.英特尔与ARM的竞争全面升级
2012年7月12日，美国《圣何塞信使报》网络版撰文称，英特尔英国芯片设计厂商与ARM之间的竞争
愈演愈烈，随着惠普和戴尔等重要客户考虑转投ARM阵营，加之英特尔阵营出现裂痕，英特尔在芯片
市场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这个行业也因此面临重新洗牌。第一，重要客户流失。英特尔的重要客户
和合作伙伴正在探寻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芯片设计，预示着一场备受关注的科技行业混战即将拉开
序幕。同时，英特尔和其他芯片厂商之间的竞争对消费者而言是个福音，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电子产
品会越来越多，而设备厂商也会面临降价的压力。惠普和戴尔正考虑在其部分设备上采用ARM的芯片
。ARM的芯片设计相比英特尔x86架构能效更高。第二，主导地位削弱。长期以来，英特尔处理器采
用一种名为x86的设计架构，完全统治了个人电脑（PC）市场，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只运行于x86芯
片。但芯片行业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预计，2012年全球PC销量预计同比增幅不
到5％，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销量同比增长分别达到39％和98％。然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几乎全部采用ARM处理器。第三，竞争全面升级。两大芯片阵营的竞争将在未来两年全面升级为一
场战争，虽然微软公布了其ARM平板电脑计划，但英特尔在2012年11月的较量中扳回一城，惠普宣布
其新款平板电脑和服务器不会采用ARM芯片。此外，根据摩根大通分析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戴尔
有可能在其平板电脑产品采用ARM芯片，而苹果笔记本电脑搭载ARM芯片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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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12)》可供从事科技决策和管理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及从事前沿技术研
究的学者、专家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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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家看了，都说是正品，还优惠了些，不错
2、每年必读的书，不管是做投资的还是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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