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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下降手机或被逐步边
缘化

“便捷小巧的智能手机兼具传
统手机与掌上电脑的功能，本质上
是智能化电脑的微缩版。” 北京理
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闫怀志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智能手机支持个人信息管理、无线
数据通信、网络无线接入、多媒体
应用等，这些功能的本质主要是实
现人与外界的交互。

在闫怀志看来，智能手机是个
人用户除计算机之外的另一个中
心计算平台。这两种中心计算平台
分别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成
就了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两个鼎盛
时期。计算技术的发展，将会使智
能化计算硬件无处不在，给智能手
机的计算平台霸主地位带来了极
大的冲击。

“智能手机是否会消失， 这取
决于，其未来是否能满足我们的需
求。”闫怀志表示，未来人们通信、
处理信息等需求不会消失，而且还
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被进一步增强。
这些需求必然需要特定的计算平
台来满足，只是这种平台未必以智
能手机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从另一
个角度来理解，现在的智能手机如
不迭代，则无法更好地满足用户的
需求，也就无法肩负未来的计算平
台使命。

“我在 2014年就曾提出，智能
手机消失， 这是未来必然趋势。这
里谈及的消失，实际上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消亡，而是智能手机会逐
渐失去如今在电子产品中的主流
地位，会被逐渐边缘化。”北京乐搏
世纪股权投资中心总裁杨宁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预测，距离
手机“消失”的时间或许会超过 5
年。

通信门户网站飞象网 CEO 项
立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也指出，目前还无法断定智能手机
消失的准确时间， 或许是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后。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智能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很多物品将会替代现在
智能手机的部分功能。

“‘大哥大’、BP 机、‘小灵通’
等通信设备，都曾是炙手可热的明
星，但随着技术的升级，它们又纷
纷陨落，或许智能手机也会迎来这
一幕。”闫怀志表示，智能手机大厦
将倾、中心地位旁落，这一事件的
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快慢取决于智
能手机自身的改变速度和智能系
统硬技术、软环境发展的迟缓。

未来所有终端皆可实现智
能化

“在互联网时代， 主流的终端
设备是个人计算机；移动互联网时
代，主流的终端是智能手机。而到
了未来智能互联网时代，终端可能
是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物件， 如路
灯、电视机、空调、桌椅。”项立刚表
示。

“所有终端设备智能化将是

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 杨宁指
出， 目前看来， 芯片价格居高不
下， 是阻碍智能化设备普及的主
要原因。“现今我们为何会依赖手
机， 主要还因为智能芯片的成本
比较高， 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
需求， 人们只能不断提高智能手
机这一单一机器的智能化程度。
试想， 如果智能芯片变得十分便
宜，智能化成本能降至极低，那么
我们为何不让所有东西都智能化
呢？”

一切设备都智能化，这意味着
什么？

“下一代智能平台， 将会被打
造成人机交互的全方位、立体化设
备，使交互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闫怀志表示，电脑的人机交互借助
鼠标、 键盘和显示器等外设实现，
智能手机只是将此模式微小化、数
字化，并采用了基于触屏的虚拟输
入技术。到了智能物联时代，短期
内人机交互可能会采用增强现实
技术，来取代智能手机、电视、平板
等任何需要屏幕的设备，构建出准
真实的场景模拟和交互，高度接近
人类的真实线下交互，给人类提供
全新的交互体验。

“市面上如小米智能音箱、亚
马逊智能仓库、苹果智能手表等产
品，已然在显现这种智能化趋势。”
杨宁表示，我们已经看到未来智能
化世界的萌芽状态。

“当智能化进一步发展， 人们
甚至可以不用外部设备，而是通过
人类自身的感官，如视觉、听觉、触
觉、嗅觉和味觉等进行交互，将虚
拟现实和真实现实融为一体，现实
数据直接通过脑电波进入大脑，省
略掉人与外界交互的智能手机、平
板、 电视等中介设备。” 闫怀志指
出，电影《阿凡达》中下身瘫痪的前
海军战士杰克·萨利躺着通过头戴
设备， 用意念操控人造阿凡达战
斗。这虽然是影视作品中的科幻构
想，但现在看来，意念操控很可能
在未来变为现实。

算力和硬件提供底层技术
支撑

要实现“智能一切”，我们还要
翻过多少高山？

“除了便捷化的计算和存储设
备等硬件设施，算力更高的系统支
持也十分重要，比如量子通信和量
子计算等。此外，区块链、大数据、
生物识别等，这些技术也需要进一
步更新迭代，为‘智能一切’奠定技
术基础。”闫怀志说。

“随着智能产业逐渐形成，人
们会将更多目光聚焦在智能芯片
和深度学习算法上。” 杨宁表示，
目前谷歌、苹果、微软、英特尔、高
通、 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纷纷开
始自主研发人工智能芯片， 深度
学习算法也在近十年间实现了重
要突破。

在闫怀志看来，“智能一切”的
终极版本———“意念操控” 也离不
开对人脑本身作用机理的进一步

探索。其次，如何利用机器学习算
法来分析脑电波信号也是一大技
术难点。“将大脑接入互联网，要想
实现它， 人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
走，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憧
憬。”

“不可否认， 人类可能也会对
这场智能化革命产生些许恐惧，如
智能机器代替人去工作，我们还如
何养家糊口？”在杨宁看来，担忧必
然存在，但也不必过于悲观。一些
以人为主要劳动力的工种消失了，
自然也会衍生出新的工种适应时
代的发展。例如，随着移动通信的
普及，电报员这一职业逐渐淡出舞
台，但手机制造、通信服务等产业
又会产生很多新的工作机会。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 未来
也将如此。”杨宁说。

相关链接
那些远去的通信工具：“大

哥大”和 BP 机
1973 年 4 月 3 日， 摩托罗拉

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手机。
改革开放之初， 移动电话漂

洋过海来到中国， 在大陆有了个
新 的 名 字———“大 哥 大 ”。1987
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自此“大哥大”被正式带入中国，
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式步入移动通
讯时代。

据报道，1987 年中国诞生了
第一个“大哥大”用户，该用户当时
购买“大哥大”花了 2 万元，还要缴
纳 6000元的入网费，其回忆称“大
哥大”对其贸易洽谈作用很大。

而后， 经过 7 年，“大哥大”的
销路打开。

1994 年， 在深圳首次移动电
话号码拍卖会上， 一位竞买者以
65.5 万元高价，买走“大哥大”电话
吉祥号码———9088888。 当天，深
圳市电信发展总公司推出了 30 个
“大哥大” 号码， 共卖得 196.6 万
元。

当年“大哥大”无疑是紧俏货，
不过它的外形设计、功能都很难跟
现在的手机相比。“大哥大”厚实笨
重，重量在 1 斤以上，除通话外无
其他功能， 且通话质量也不够稳
定。

其实， 真正让中国用户记住
摩托罗拉的，不是“大哥大”而是
BP 机。 上个世纪 80 年代， 随着
BP 机的热销，“摩托罗拉寻呼机，
随时随地传信息” 的广告变得尽
人皆知。

与“大哥大”相比，BP 机只能
接收信息，不能发信息。用户需要
通过电话拨打寻呼台的号码，告之
寻呼 BP 机号和自己的姓名、电
话。

为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市面上
推出多种型号 BP 机。 据媒体报
道，1995 年到 1998 年的 4 年间，
全国每年新增寻呼用户均在 1593
万户以上，2000 年寻呼业发展到
顶峰。 据《科技日报》

步BP机后尘，手机于5年后谢幕？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各
级公安机关工作会议精神， 提高
监所管理水平。2 月 26 日， 巴林
左旗公安局王亚民副局长到看守
所组织召开所务会议， 会议由黄
海峰所长主持， 看守所全体民警
参加会议。

会上， 黄海峰所长回顾了
2018 年度看守所工作，传达了各
级公安工作会议精神， 分析了看
守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并对 2019 年看守所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 黄海峰所长结合实际
指出了当前队伍存在的问题，从
监所管理、思想纪律作风等方面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是全体民
警要摆正位置， 明确任务职责，
严守工作纪律，不断激发谋事创
业的活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二是
要加强学习， 提高自身素质，规
范工作行为，切实做到 " 内练素
质，外树形象 "，不断提升干事创
业能力。三是高度重视，严格执行
各级公安机关警纪条令， 彻底打
消侥幸心理， 克服松懈思想和消
极态度。

随后白雪峰教导员宣读了
《关于看守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
的通知》， 详细解读了各岗位职
责。他指出，要坚持监所管理精细
化，注重细节，小处着眼，全面保
障监所安全不出问题。

（褚达拉）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信息
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强化
信息机房消防基础设施管理水。
近日，国网翁牛特旗供电公司运
维检修部信息专业组织运维人
员对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进行宣贯学习。培训期间，信息
专业对公司信息机房消防设施
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信息
机房的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进行
了补充完善。结合培训内容和机
房实际情况，信通专业队信息机
房消防应急预案进行了修编，进
一步明确了应急组织分工，细化
了应急处置流程。

此次培训， 增强了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 强化了机房消防管
理水平，切实做到了“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的基本原则，为员工生
命安全和机房设备安全提供了思
想和物质方面的重要保障。

（白永庆）

翁牛特旗供电公司

对消防法律法规
进行宣贯学习

王亚民副局长到看守所

组织召开所务会议
部署近期工作

如今，手机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和手机“黏”在一起，想必是很多人的日常。近日
有自媒体刊文称，智能手机很快就会“失宠”，或
于 5年后消失。

那么，手机真会消失吗？未来人类的通信工
具将会是什么？ 科技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
访了相关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