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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自由开源软件发展蓝图综述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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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开源世界论坛 ２００８ 及其 ２０２０ 发展自由开源软件（ＦＬＯＳＳ）发展蓝图的起源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简明
扼要的述评和分析，包括七条预言、八条关键建议、五大重要事件及其 ２００９ 年的工作计划。 提出了应对未来挑
战的八条建议，即营造 ＦＬＯＳＳ生态环境、重视 ＦＬＯＳＳ标准工作、投资 ＦＬＯＳＳ 研究和开发、挖掘典型 ＦＬＯＳＳ 应用、
建立 ＦＬＯＳＳ公共平台、鼓励 ＦＬＯＳＳ社区、发展 ＦＬＯＳＳ教育、培训和弘扬 ＦＬＯＳ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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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ｉｔｓ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ｅｉｇｈｔ ｋｅ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ｖｅ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０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ＦＬ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ｅ唱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ＬＯＳ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ＬＯＳ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ＦＬＯ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ｎ唱
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ＬＯ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ＬＯＳ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ＬＯＳＳ ｓｐｉｒｉｔ．
Key words：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ｕｍ； ｆｒｅｅ／ｌｉｂｒｅ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ＬＯＳ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唱
ＰＳｏ）； ｏｐｅ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当前，开源软件运动迅速崛起。 例如，ＩＢＭ 公司已经投入
数十亿美金到开源软件上并获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微软
ＣＥＯ Ｓｔｅｖｅ Ｂａｌｌｍｅｒ认为，微软未来面临三大挑战，即开源运动、
谷歌“网络广告”和苹果的数字媒体播放系统；中国科学院计
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１］也提出，中国对开源软件应作出与国
力相称的贡献。 开源软件是数字革命的核心，到 ２０１２ 年有可
能占软件和 ＩＴ服务的 ３０％，换言之，对许多国家将占 ＧＤＰ 的
２％［２］ 。

为期四年的欧盟第六框架计划的重大科技攻关开源软件

质量平台项目（ ＩＳＴ唱ＦＰ６唱ＩＰ唱０３４７６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ｕａｌｉｐｓｏ．ｏｒｇ／）
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正式启动，该项目尝试集世界先进科技的集体
力量诞生一大批领先的技术和成果，通过在法国、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中国、巴西建立开源软件竞争力中心网络以形成全
球惟一的、权威性的开源软件质量保障平台来影响世界开源软
件的发展和产业格局。 开源世界论坛（ＯＷＦ）正在规划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２０年自由开源软件（ＦＬＯＳＳ）的发展蓝图。 该发展蓝图
集全世界最顶尖的 ＦＬＯＳＳ专家和投资者对 ＦＬＯＳＳ相关的所有
趋势的预测之大成，分析和比较这些发展趋势的风险并提出建
议以减少相应的风险。 除了会议本身，论坛旨在建立一个使人
们能够思考未来的新环境，确定未来发展的关键趋势、挑战和
机遇。

1　开源世界论坛及 2020 FLOS S 发展蓝图的起源
开源世界论坛由两个筹划指导委员会（ＱｕａｌｉＰＳｏ、ＯＷ２）、

四个社区（Ａｄｕｌｌａｃｔ、ＡＦＵＬ、Ａｐｒｉｌ、Ｓｉｌｉｃｏｎ Ｓｅｎｔｉｅｒ）和两个法国竞
争力中心（Ｃａ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ｔｉｃ Ｐａｒ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组成。 它由
Ｉ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在 ＱｕａｌｉＰＳｏ的资助下成立，同时还受到法
国、巴西和欧盟的多个公共部门赞助。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５日在巴黎召开的开源世界论坛召集了全
球开源软件领域的专家，包括来自 ２０ 个国家的 １６０ 名成员和
１ ２００位热心的国际听众，其中包括：ａ）国际主要 ＩＴ 企业，如
Ｇｏｏｇｌｅ、ＩＢＭ、ＨＰ、Ｓｕｎ、ＳＡＰ、Ｓｉｅｍｅｎｓ、Ｂｕｌｌ、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Ａｌｃａｔｅｌ唱Ｌｕ唱
ｃｅｎｔ、Ａｔｏｓ Ｏｒｉｇｉｎ、ＣａｐＧｅｍｉｎ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ｅｒｐｒｏ、Ｔｅｌｅｆｏｎｉｃａ、Ｔｈａ唱
ｌｅｓ等；ｂ）主要开源社区，如 ＯＷ２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Ｍｏｚｉｌｌａ Ｆｏｕｎｄａ唱
ｔｉｏｎ、 Ａｐａｃ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ＰＳｏ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Ｌｉｎｕｘ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ｕｘ Ｖｅｒｂａｎｄ、ＦＯＳＳＦＡ、Ｅｃｌｉｐｓ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ＳＯＲ．
ＥＵ、Ｐｌｏ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等；ｃ）全球优秀大学及科研机构，
如 Ｃａ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ｅｌｌｏｎ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ＩＮＲＩＡ、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ＦＯＫ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ＶＩＩ、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ｚ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唱
ｓｕｂｒ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ｙ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ｃ、ＰＳＮＣ、Ｕｎｕ Ｍｅｒｉｔ
等；ｄ）四大洲的中小企业，如 Ａｌｔｉｃ、ＡｌｔｅｒＷａ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ｙｎａ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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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Ｅｌａｓｔｉｃ Ｇｒｉｄ、 ｅＸｏ、 Ｉｎｇｒｅｓ、Ｍａｎｄｒｉｖａ、 Ｎｅｘｅｄｉ、 Ｎｕｘｅｏ、 Ｏｈｌｏｈ、
ＯｐｅｎＬｏｇｉｃ、ＯｐｅｎＷｉｄｅ、Ｐｉｌ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Ｅｎｇｉｎｅ、ＷＡＬＬＩＸ等。

作为这次论坛的成果，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蓝图描绘了 ２０２０ 年之
前 ＦＬＯＳＳ的辉煌未来，强调了 ＦＬＯＳＳ 将会应用于未来主要技
术，诸如云计算（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绿色计算 （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ｍｐｕ唱
ｔｉｎｇ）、因特网对象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虚拟组织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高虚拟现实（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和移动机器人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ｏｂｏｔｓ）的实现和发展上，选出了七条对开源世界发展
的关键预测，并提出了八条开源产业的重要发展建议。

该蓝图文件包括七个主题和一个附录［２］ ：ａ）公共政策，促
进共享资源的可持续发展（２８条建议）；ｂ）ＦＬＯＳＳ，未来创新与
竞争差异的关键（１２条建议）；ｃ）确保 ＦＬＯＳＳ社区和商业生态
的可持续发展（１９ 条建议）；ｄ）技术与经济的突破，对 ＦＬＯＳＳ
是挑战还是机遇（３ 条建议）；ｅ） ＩＴ ３．０，新的信息系统治理模
式（１８条建议）；ｆ）ＦＬＯＳＳ，促进劳动就业（４条建议）；ｇ）开放世
界中的 ＦＬＯＳＳ，来自巴西的创新与最佳实践。 附录，开源软件
在印度的发展现状。

报告指出，到 ２０２０年，４０％的 ＩＴ职位将与开源有关，开源
软件将进入主流软件产业，并为缩小贫富差距作出贡献。 图 １
是 ＯＷＦ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发展蓝图的原型，该蓝图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
社会、产业和研究与开发四个层面预测了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２０ 年
ＦＬＯＳＳ发展趋势。

2　2020 FLOS S 发展蓝图的七大关键预言
本文认为其中预测 ７ 是原因，预测 １ 是结果，其余预测是

具体手段和途径。
预测 １　ＦＬＯＳＳ将有助于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为缩小贫富

差距作出贡献。 ＦＬＯＳＳ 的特征（自由、参与、奉献、沟通）创造
了一个更公平的数字世界。

预测 ２　ＦＬＯＳＳ 将成为主流，范围包括从基础设施到应
用。 它们将作为软件产业若干环节的标准而占据支配地位，其
开发模型将被 ＩＴ解决方案供应商和用户广泛采用。

预测 ３　ＦＬＯＳＳ社区将催生新一代商业生态系统。 这类
混合生态系统促使基于开放模型和开源／闭源混合模型的商业
生态出现。 软件工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ｇｅ）将成为不仅是开发者的
关键环境，而且是真正的市场所在。

预测 ４　云计算将无处不在。 随着社会网络的普及，云计
算服务不仅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将推动企业或政府
之间的互动。 尽管移动设备（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环境计算（ａｍｂｉ唱
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和智能对象（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ｓ）都围绕着云计
算，但是只有开放的云服务才能够提供足够的数据控制。

预测 ５　ＦＬＯＳＳ将帮助 ＩＴ行业成为环保的翘楚。 通过节
能的网络和数据中心，绿色计算和环保的云计算将开创对环境
少影响的新服务和经济模型，并引领下一场工业革命。
预测 ６　开源和 ＦＬＯＳＳ将成为企业实现 ＩＴ ３．０（即开放的

ＩＴ）的战略工具。 未来的 ＩＴ领导将高度关注被供应商锁定的
风险，视 ＦＬＯＳＳ为反抗供应商剥削的保证。
预测 ７　４０％的 ＩＴ职位将与 ＦＬＯＳＳ有关。 就业率 ２％的

年增长率将在欧盟产生 １５０万个工作职位，其中 １２０ 万是全新
的职位；此外，应用 ＦＬＯＳＳ而带动的商业活动也将产生上百万
的相关工作职位。

3　2020 FLOS S 发展蓝图的八大关键建议
本文认为建议 １是前提，建议 ２是基础；其余是具体途径。
建议 １　定义一个稳定的、清晰的中立的法律体系（知识

产权制度、公共招标规则）来防止新垄断的形成。
建议 ２　投资 ＦＬＯＳＳ 的研发以发展战略性技术和服务。

在分布式计算、虚拟现实、计算机自动化等技术领域，软件共享
有助于技术转移并降低行业准入门槛，从而促进新行业的发
展，使其能向全球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 因此，像安全性、私秘
性和保密性等公共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关键领域，应该将 ＦＬＯＳＳ
作为战略来发展。 由于技术从学术到产业的转移时间很长，强
烈建议尽快成立专门的 ＦＬＯＳＳ 研究中心。 此外，稳定的资金
支持是 ＦＬＯＳＳ项目能够不断完善、长期发展的基本保障，建议
成立针对 ＦＬＯＳＳ 的专项风险投资基金以帮助企业开展其
ＦＬＯＳＳ业务。
建议 ３　大力发展 ＦＬＯＳＳ教育，在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中

建立 ＦＬＯＳＳ 意识。 在 ＩＴ 高等教育中开设 ＦＬＯＳＳ 课程教育
ＦＬＯＳＳ技术及相关协作技能，从而缩小数字鸿沟和培训出高质
量的人才以满足未来知识经济的需要。
建议 ４　基于开放标准和开放服务建立 ＦＬＯＳＳ平台。 因

为新的开源界面能支持新的服务，这些 ＦＬＯＳＳ基础设施将开
发出新的网络和新的市场。 通过创造新的商业机遇和促进
创新研究，这些平台将促进竞争和不同平台间的互用性，这
些平台通过共享知识和集合不同技能来促进创新。 最后，通
过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交软件，这些平台将提高大众对 ＦＬＯＳＳ
的使用率。
建议 ５　将开放性作为创新和商业生态的标准。 当大规

模地应用时，ＦＬＯＳＳ将显示出它们在创新与财富创造中的高效
性（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ＷＷ等），ＦＬＯＳＳ应用将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
要途径。 公共部门和主流商业对开放标准的系统使用将对此
有促进作用。
建议 ６　提高 ＦＬＯＳＳ的使用率。 政府、公共部门和大企业

在招标和发布“最佳实践”时必须态度明确。 ＦＬＯＳＳ开发人员
应尽可能使用必要的工具（如生命周期管理、质量保证、ＩＰＲ跟
踪、代码自动认证等）来与用户建立可靠的关系，以保证质量
符合行业标准。
建议 ７　鼓励用户作出贡献，包括税收优惠。 所有从使用

ＦＬＯＳＳ中获益的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对 ＦＬＯＳＳ的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这就是所谓开源生态中的核心。 将 ＦＬＯＳＳ 的代码拿出
来共享，并作为珍贵资源来管理和维护。
建议 ８　鼓励 ＦＬＯＳＳ社区间的交流。 除共享代码外，共享

基础设施也很重要。 全国性项目或国际项目应考虑共享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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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以促进代码共享。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需要中立的共享基
础设施来促进 ＦＬＯＳＳ贡献和提高 ＦＬＯＳＳ 的使用率，并降低社
区的运作成本，从而帮助它们维持生存。

4　五大关键事件
除了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 发展蓝图及全体会议，开源世界论坛宣

布了四大关键事件以及相关的研讨会［３］ 。
事件 １　第一届 Ｎｅｔｂｏｏｋ 世界峰会。 该峰会集合了该领

域的主要成员（其中包括 Ｓｕｇａｒ Ｌａｂｓ的创始人、Ｏｎｅ Ｌａｐｔｏｐ Ｐｅｒ
Ｃｈｉｌｄ项目的前主席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ｄｅｒ），回顾了 Ｎｅｔｂｏｏｋ这个指数
级增长的市场（２００８ 年 Ｎｅｔｂｏｏｋ 的销量为 １０００ 万）。 由于产
品系列的多样性以及移动网络运营商等新角色的加入，ＩＤＣ
预测 ２０１２年的 Ｎｅｔｂｏｏｋ销量将达到 ３０００ 万台，即 １００ 亿的营
业额。

事件 ２　第一届“开源，人力资源和职业”会议。 这个会议
发现从所需技能的培训和酬劳到雇主期望的与开源应用软件

相关的人力资源问题。 开源的一个特点是经验比证书更重要。
在印度、巴西和欧洲，参与社区开发是取得个人能力认可和工
作的最佳方法之一，因而是一项明智的投资。 论坛强调了这个
事实：开源的培训将以每年 ３０％的速度增长。

事件 ３　巴西开源软件战略。 巴西的政策和经验使得巴
西成为围绕开源数字化的先驱。 现在巴西作为一个开源的领
先国家，制定了清晰的政策来重点发展开源产业。

事件 ４　公布了 Ｂｕｌｌ 委托 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进行的关于开源对企
业 ＩＴ战略影响的独家调查。 通过对已使用开源软件的主要欧
洲企业 １３２家主管的调查，反映出 １５％ ～２４％的北美和欧洲
企业重视开源软件的应用；２２％的被访企业表示偏爱 １００％的
开源环境。 另一结论是，生产力工具和开源商业应用软件的采
用率快速上升，从而使开源成为软件业的中坚力量，它降低成
本的同时保证创新，开辟了新一代企业信息技术的道路。

此外，开源世界论坛举办了 １７ 个研讨会和相关专题讨论
会来对开源软件进行了一次全球评价： ａ）工作站的未来，
ＦＬＯＳＳ和 Ｓｕｎ， Ｓｔａｒｘｐｅｒｔ 和 Ｚａｒａｆａ 的云计算；ｂ）ＦＬＯＳＳ 的就业
与岗位；ｃ） ＦＬＯＳＳ 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
国；ｄ） Ｎｅｔｂｏｏｋ 世界峰会；ｅ） ＦＬＯＳＳ 与战略（与 Ａｆｄｅｌ、Ｃｉｇｒｅｆ、
Ｓｙｎｔｅ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ｉｃ Ｐａｒｉｓ Ｒéｇｉｏｎ 和 Ｃａ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 合办）； ｆ）Ｑｕａｌｉ
ＰＳｏ唱Ｏｓｏｒ会议，企业 ＦＬＯＳＳ的未来；ｇ）ＯＷ２ 科技日，实施敏捷
的 ＩＴ基础设施；ｈ）ＰＨＰ会议，在企业部署 ＰＨＰ；ｉ）开放日，纵观
中小企业的最佳开源解决方案；ｊ）从嵌入式系统的 ＦＬＯＳＳ 中
获利；ｋ）Ｇｕ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会议； ｌ）Ｎｕｘｅｏ，组建 ＥＣＭ 国际平台；ｍ）
ＥＲＰ５世界论坛；ｎ）嵌入式软件系统；ｏ）ＦＬＯＳＳ与安全会议（与
Ｗａｌｌｉｘ合办）；ｐ）教育，自由软件与教育内容；ｑ）高等教育，面
向 ＩＴ学生的 ＦＬＯＳＳ课程。

5　2009 开源世界论坛的工作计划
２００８年是改革的里程碑，世界正面临的经济危机和环境

问题反映了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但 ＦＬＯＳＳ的应用是一个机
遇，它能增加工作职位、填平数字鸿沟、增加产业多元，从而引
领改革、开创新市场、推进社会进步。 ２００９ 开源世界论坛的系
列会议于 １０月 １日和 ２ 日在巴黎召开，主题是“ＦＬＯＳＳ：ＩＴ 经
济复苏的核心（ＦＬＯ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将
探索 ＦＬＯＳＳ作为竞争、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如何为重振

经济增长而作出贡献。
此外，２００９年论坛将主办五个重要会议，具体如下［４］ ：ａ）

开放创新论坛暨技术展望（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ａｄａｒ），使代表委员能找出最新的发明创造，并识别出其中最
有前景的 １５个项目来与大型企业及投资者直接联系；此外，会
议还将设立多个创新奖项来奖励那些最具创新的技术。 ｂ）
ＦＬＯＳＳ社区峰会（ＦＬＯ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ｍｍｉｔ），集合主要社区
（Ａｐａｃｈｅ、Ｍｏｚｉｌｌａ、ＯＷ２、Ｌｉｎｕｘ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Ｅｃｌｉｐｓｅ 等）的决策者
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 ｃ）开源 ＣＩＯ 峰会（Ｏｐｅｎ ＣＩＯ Ｓｕｍ唱
ｍｉｔ），使来自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 ＣＩＯ与 ＩＳ／ＩＴ主管评估出
最好的方法来充分利用开源技术。 ｄ）开源竞争力中心峰会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ｕｍｍｉｔ），集合了开源软件领域
的主要国际竞争力中心和推广中心，促进它们与全球创新者的
合作。 ｅ）ＦＬＯＳＳ公共政策峰会（ＦＬＯ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ｍｍｉｔ），
本届论坛将继续强调 ＦＬＯＳＳ在跨国界方面的优势，并重点致
力于欧洲地区中开源创新的交流。
除了会议本身，论坛还将预测并识别出关键的长期趋势、

机遇与挑战。 国际专家根据 ２００９ 年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新情况来更新预测和建议，对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发展路线图进行持
续的修订。 重新评估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最初建议，提出新的补充
建议。 论坛最后发布新版的发展路线图，以建立平台来鼓励社
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创新。

6　思考和建议
“十五”计划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包括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及

其应用软件在内的 ＦＬＯＳＳ技术研发的支持：利用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基金组织安排项目，支持 Ｌｉｎｕｘ等开源软件研发和产业
化；大力推动 Ｌｉｎｕｘ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公共
服务支撑；通过建立 Ｌｉｎｕｘ电子政务推广应用试点，支持 Ｌｉｎｕｘ
产品在电子政务、行业信息化等方面的应用；推动研究建立
Ｌｉｎｕｘ兼容性评测认证体系，开展 Ｌｉｎｕｘ 兼容性评测认证和标
准化等工作；推动 Ｌｉｎｕｘ 进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加强
Ｌｉｎｕｘ的开源软件人才培养等［６］ 。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 发展蓝图给人
们至少以下三点启示：我国开源软件产业必须与国际接轨；我
国必须关注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发展蓝图的最新发展；我国软件产业
应该利用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发展蓝图进行自主创新。 经过思考，本
文也提出了八条建议，希望对我国 ＦＬＯＳＳ的发展有所启示。

6畅1　营造 FLOS S 生态环境
ＦＬＯＳＳ在中国要能够长远发展，就需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

ＦＬＯＳＳ商业模式。 中国电子政务和嵌入式软件的巨大市场是
形成中国 ＦＬＯＳＳ商业模式的有利条件。 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
在政府信息化领域优先考虑国产 ＦＬＯＳＳ的政策法规，刺激和
鼓励那些有希望投资 ＦＬＯＳＳ的企业、组织和个人。

6畅2　重视 FLOS S 标准工作
标准的建立一般有以下几种途径：ａ）市场建立。 通过市

场竞争建立标准的优势在于市场可以在建立标准的过程中带

来更强的技术竞争和更激烈的价格竞争，能够减少协调问题和
不确定性，增强网络效应，加快产品普及进程；另一方面，市场
的垄断者由于拥有市场力量，就会制订较高的价格以获取更高
利润，减慢创新速度。 ｂ）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建立。 这些标准
往往是公开的，非独家拥有。 由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可能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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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标准，但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ｃ）由政府制定。 由
政府制定标准的优势在于快速，并能迫使所有生产者在同一标
准下进行合作；缺点则是可能缺乏价格和技术竞争［６］ 。 建议
相关组织牵头制定中国的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ＳＳ 发展蓝图来促进中国
ＦＬＯＳＳ运动。

6畅3　投资 FLOS S 研究和开发
稳定的资金支持是一个 ＦＬＯＳＳ 项目能够不断完善、长期

发展的基本保障。 因此，有必要加强欧盟 ＱｕａｌｉＰＳｏ 项目交流
和沟通。 建议有关部门思考组织实施中国的 ＦＬＯＳＳ重大专项
研究计划以发展战略性技术和服务。

6畅4　挖掘典型 FLOS S 应用
我国不乏应用 ＦＬＯＳＳ 成功的案例存在，但依然存在着应

用范围较窄、宣传力度不够、示范影响面不够等现象。 建议：ａ）
在影响力较大的国有企业中率先应用 ＦＬＯＳＳ，并加以宣传推
广；ｂ）建立中小企业 ＦＬＯＳＳ信息化体验中心；ｃ）对 ＦＬＯＳＳ应用
的试点进行长期的跟踪比对，定期公布数据，包括投入的资金、
效率、安全性等方面。

6畅5　建立 FLOS S 公共平台
中国大多数 ＦＬＯＳＳ 的 ＩＴ 厂商规模较小，由于成本、技术

等因素，ＦＬＯＳＳ的平台移植、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无法与国
内外大企业相比，严重地影响了本地中小软件企业的成长及
ＦＬＯＳＳ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建立综合的 ＦＬＯＳＳ 公共平台来
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

6畅6　鼓励 FLOS S 社区
ＦＬＯＳＳ社区环境包括社区、人才、项目以及基金。 原则上，

社区的建设、组织、发展与壮大应该由从事 ＦＬＯＳＳ软件组织开
发的基金、企业或个人承担，但由于国内软件生态不尽如人意，
许多软件企业和程序员存在生存压力大、基金操作困难等原
因。 政府有必要通过中立机构为 ＦＬＯＳＳ 社区提供支持和服
务，形成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区执行的协作 ＦＬＯＳＳ 商业
模式。

6畅7　发展 FLOS S 教育
目前我国的 ＦＬＯＳＳ教育仍以高端商业化培训为主，缺乏

基础性、普及性教育。 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学到知识和填补数字
鸿沟，就需要在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建立开源意识，要在 ＩＴ
高等教育中开设 ＦＬＯＳＳ课程以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迎接未来
的知识经济挑战。 建议使 ＦＬＯＳＳ尽快进入国家认可的 ＩＴ考试

体系。

6畅8　弘扬 FLOS S 精神
除了鼓励企业将他们开发的代码贡献给 ＦＬＯＳＳ 社区外，

我国还要弘扬 ＦＬＯＳＳ精神，鼓励 ＦＬＯＳＳ用户作出贡献，这是所
谓开源生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未来信息社会取决于开源软
件的代码，要将它们要拿出来共享，并作为珍贵资源来管理和
维护。 此外，ＦＬＯＳＳ社区和所有潜在贡献者间的合作与互动也
必须得到鼓励。

7　结束语
开源运动之所以迅速席卷全球并在各国均产生了深刻影

响，并不仅仅在于它使得软件源代码可以免费获得、自由修改，
而在于它们对自由共享、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计算机软件开
发模式和世界软件业竞争格局所产生的并将继续产生的异乎

寻常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已超出计算机软件和整个
ＩＴ界，关涉人类价值观、知识产权伦理精神等深层问题［５ ～８］ 。
本文认为发展 ＦＬＯＳＳ有利于我国软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
培育，有利于我国创新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我国应对未来全球
知识经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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