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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21世纪第一年的日历即将翻了过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以电脑和网络历史为主要脉络，在描述电脑科技发展的轨迹中，折射电脑
和网络文化，呼唤心灵的感悟。
正如本书“前言”里所说的那样，由于预测电脑的未来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写作过程中始终包含着一
种悖论：一方面，小心谨慎地回避带有预测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几乎每一篇章都频繁使用了“将如
何如何”的句式，潜意识里总想对未来作一点猜测。
以当前的趋势推断未来的前景，原本是未来学家的拿手好戏，然而，在电脑科技领域，就连冯·诺依
曼那样的科学巨匠都难免失误。
那位提出“梅特卡尔夫定律”的网络权威专家，1995年曾贸然预言说：如果互联网明年还未因过分拥
挤而崩溃的话，他将“吃掉”自己的这番言论。
然而，当1996年成为历史后，Internet并没有任何崩溃的迹象，全世界的“网民”依然生活得有滋有味
，梅特卡尔夫只好当着众人的面，“吃”掉了他的发言稿。
    限于篇幅，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电脑和网络的发展历程，也没有来得及向读者介绍中国电脑发
展史上的先驱，以及仍在为民族IT产业艰难奋斗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但是，在即将结束写作的此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是否有可能站在未来电脑科技领域
的最前沿？
由于与未来科技成果密切相连的，是发展电脑科技的人才群体，对此，我们也斗胆做一点自己的预言
。
    透过本书对电脑科技发展历史的回顾，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    在电脑的“史前史
”中，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几乎都发生在欧洲大陆。
帕斯卡和莱布尼茨“开天辟地”在法国；巴贝奇和阿达研制分析机，他们的故乡在英国⋯⋯。
然而，从电子管发明直到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前后，计算机发明的大本营出现了第一次西向
转移：德·弗雷斯特发明电子管，艾肯首创“马克1号”，冯·诺依曼为电脑规划蓝图，沃森父子领
军IBM称霸世界，肖克利贡献晶体管，奥尔森发明小型机⋯⋯ ，他们建功立业的根据地，都毫无例外
地集中在美国东部。
电脑科技中心从欧洲西向飘洋过海，登陆美国的第一站，就安营扎寨于烟囱与摩天大楼林立的东部美
国热土。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世界电脑科技中心开始了第二次西向迁徙。
不仅“硅谷热”带来最伟大的发明“硅芯片”，而且从个人电脑面世、软件革命直到阿帕网诞生、因
特网建立，奇迹几乎都出现在美国的西海岸。
第二次从东向西的地域性转移，时间延续近半个世纪，映射着现代电脑和网络成长的整个历史。
    当历史跨入21世纪的今天，有历史眼光的科技史学家可能会做出第三次转移的预言，把目光从美国
西海岸再往西投射，透过广袤的太平洋去关注东方的那块大陆。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经过长期研究，曾得出一个被称为“汤浅现象”的结论，那就是：在某一时期，人
类的科学活动总是在某一地区形成中心，但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个国家。
随着科学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变化，这个中心将不断转移。
汤浅指出：科技活动中心的衡量标志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多寡和科技人才的数量和水平。
他用确凿的史实证明，近、现代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顺序大致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在每个国家大致是70年左右。
    50多年前，美国诞生了电脑和电脑网络；如果根据“汤浅现象”分析，20年后电脑科技发明的中心
也有可能发生转移，转向亚洲，转移到最先发明二进制数字的中国。
或许，这个预测并是非空穴来风。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就驶入了高速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在全球经济发展普遍放缓
的背景下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取得的辉煌成就令全世界惊叹。
其中，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也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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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文献统计，1990年中国电脑业的总产值只有50亿人民币，到2000年已达到2800亿，年均增长50%
。
1990年中国仅60万台个人电脑，且大部分属于进口；到2000年中国自己生产的品牌PC机已达到860万台
，国内市场占有率将近80%。
由于中国台湾是世界第三大IT硬件生产地区，随着两岸经济合作的加深，台湾的IT企业也正在逐步向
中国内地转移，中国的IT制造业已经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1993年，中国拥有的软件开发人数已名列世界第二；中国软件销售及信息服务总值1996年仅为4亿
人民币，到2000年已达到560亿人民币，其发展速度并不低于印度。
互联网络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巨大的进步更是有目共睹：1994年才进入中国的互联网，1998年底仅
有210万用户；而到2001年初，用户数已跨越了2000万人大关，两年间增长了近10倍。
此外，中国的商务网站已突破2000家，电子商务迅速涵盖农业、旅游、人才、文化、房地产、证券、
资本和各类专业市场，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对此，连比尔·盖茨也认为：“假如你在10年前访问中国，你会发现，它与美国的差距是10年，如果
在5年前访问中国，会发现差距已缩短到3年，如果现在到中国，你会发现它与美国几乎一样”。
    中国电视媒体曾播放过一部全面介绍因特网的十集专题片，解说词预言说：“东方先哲曾以‘天人
合一论’兴起了以道德为主线的农业文明。
随后，西方的流水线分工率先把社会重新组合成以金钱为主线的工业文明。
而Internet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却又极大地破坏了这个以分析为哲学、以垄断为目标、以金钱为动力的
西方体系，人类世界的文明再次转向以神秘为哲学、以分享为目标、以道德为动力的东方体系。
在这个新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又一个龙腾狮吼的天赐良机。
”    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从经济、文化的视角透视21世纪的中国，我们都面临着一次发展信息技
术和信息产业的巨大机遇——“千年等一回”。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
据IDG统计，1999年国民经济信息化投入，中国与美国相差45倍；2000年电脑普及水平，美国是中国
的55倍。
表征一个国家社会信息化总体水平的“社会信息化指数”，中国仅仅处在美国60年代的水平，差距也
在40年左右。
近年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经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在数字经济上的差距反而有
所扩大，从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新千年首脑会议上重点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分析，我们面临的形
势依然相当严峻。
    历史已经说明，一个民族要想上升为世界电脑科技中心，必须经过至少半个世纪的努力。
它不仅要求电脑科技界创造发明成果的积累，而且需要普及电脑和网络的社会环境，需要全民族的共
同奋斗。
在这个落后与希望同在，危机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任何个人、任何集团的利益都显得那么微不足
道。
要填平新经济带来的“数字鸿沟”，中国人将感到格外紧迫。
继续发展电脑和互联网络，构筑21世纪文明的生命线，这是中华民族开启历史新纪元之门，创造辉煌
未来的金钥匙。
    说到未来，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讲的就是未来。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绝妙的生存时代。
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的机会让人去完成从前根本无法做的事情。
这的确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最佳时代。
” 据估计，到2010年，30岁以下的青年人将占世界人口的75%。
青年人无疑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力量。
对于我们每个中国青年，特别是正在接受人类文明知识熏陶，接受学校教育的每一位青年学子，时代
的重托和个人的命运，更需要我们在这个“绝妙的生存时代”，领取一本进入未来的“护照”，掌握
信息技术这把开启智慧和财富之门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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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高擎着神奇的钥匙大声呼唤：“芝麻，开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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