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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峰出任新CEO�换帅的FF能否实现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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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科技“大赏”

编者按：2022年，在元宇宙、AI、量子等众多前沿领域，不仅有大厂和创业公司，还有更多传统机构也蜂拥而入。无论是大洋彼岸的Roblox、Meta，还是身边的AR、
VR、脑机、算力，各种概念和产品层出不穷。前沿科技领域卷起的商业旋风，正从上游加速传导至下游，通过由虚入实场景化应用，匹配真实需求与未来世界，在彼
此细分的商业赛道上大浪淘沙，这究竟是一个酝酿巨大机会的“新风口”，还是看破不说破的商业谎言？

算力不决问量子

财务上压力持续

对于FF更换“掌门人”的原因，市场观点
猜测，或是因为三季度财务持续的亏损，才令
FF董事会必须设法止损。

据近日公布的FF三季报数据显示， 期间
该公司净亏损1.03亿美元，今年前三季度，FF
净亏损3.98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净亏损达到
4.32亿美元， 虽然三季度运营亏损从去年同
期1.85亿美元收窄至8060.5万美元，但前三季

度运营亏损高达3.67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
2.32亿美元的运营亏损有所扩大。

尽管美股向来被看作热钱遍地， 利润和
估值往往南辕北辙，但FF的“烧钱”速度也着
实令投资者担忧，成立至今，尚未交付新车的
FF，累计亏损已扩大至33亿美元。截至2022
年9月30日，FF账面现金余额仅剩3176万美
元，负债总额达到2.53亿美元。

有投资者猜想，如今陈雪峰执掌FF，或许
在一定程度上能让FF变得脚踏实地， 不再继
续纸上谈兵，从陈雪峰履历来看，陈雪峰在加

入FF之前曾任职于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福
特亚太设计中心和奇瑞捷豹路虎。FF方面称，
作为全球CEO， 陈雪峰的首要任务是将 FF�
91�Futurist推向市场，实现对股东、投资者、
全球合作伙伴、用户和员工的承诺。

不过即便91�Futurist成功上市开售，在
业内专家看来， 这也并不意味着FF之后一片
坦途。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谈到， 对于
新能源车企而言，无论其市占率高低，能有车
在街上跑就已经难能可贵， 因为新能源相关
产业链条极长， 部分环节的技术路线仍在推
敲中，这就需要车企必须紧跟市场迭代产品，
很难出现等产业链成熟再坐享其成的情况，
FF迟迟不能“交卷”，或许已经丧失先手机会。

高端化是否可行

有业内观点指出， 如今FF汽车能否量产

似乎已不再重要，在美国特斯拉、国内“蔚小
理”领跑市场的背景下，几乎没有给FF留有足
够的市场空白。

那么FF将从何处突围？ 从其现有的策
略来看，高端化或是其想走的路线。具体来
说，FF�91在美国售价为28万美元， 折合人
民币为176万元， 国内预计售价约为280万
元人民币。

然而，特斯拉Mode�l3标准版美国售价折
合人民币23.09万元，国内售价25.09万元人民
币，Model�Y�长续航版美国售价折合人民币
31.5万元，国内售价也才34.79万元人民币。在
特斯拉屡屡降价、 国内品牌平价售车的背景
下，FF这个初生牛犊逆势而动能否成功？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认为， 从贾跃
亭执掌乐视的经历来看，其语惊四座、引人关
注之后留下一片狼藉， 尽管在美国资本市场
长袖善舞，但FF依然数次濒临险境，新能源车
的高端化固然容易吸引市场目光， 但新成立

的品牌并没有足够的市场影响力。
专家指出，从全球市场看，除了特斯拉一

枝独秀外，大众、丰田、比亚迪紧随其后，然而
这些新能源车的行家里手， 其拳头产品售价
大多在15万-45万元，或能说明打造豪车并非
新能源市场主流。从数据上看，今年三季度，
保时捷旗下纯电动车型Taycan全球销量约为
6196辆，同比下降了30%，或能指明消费者真
正的需求。

此外专家还表示， 规模效应对于车企而
言至关重要， 例如对于国内新晋品牌“蔚小
理”而言，能否突破年销10万辆的关口长期
为人所关注，这一方面意味着面对波动的产
业链，规模化工厂有更强的抗压能力，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新品牌是否在市场中站稳脚
跟。“换帅”之后的FF，或许也需要摆脱一厢
情愿的高端化设想，切实地为其销售额、销售
量打下基础。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王柱力

“纠缠”出了什么

就在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5个月
之前， 中国发射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刚刚创下了新纪录。彼时，“墨子
号” 首次实现了地球上相距1200公里两个地
面站之间的量子态远程传输，向构建全球化量
子信息处理和量子通信网络迈出重要一步。

时隔百年， 纠缠的量子纠缠出了“墨子
号”，也纠缠出了量子通信的广袤天地。实际
上，量子通信的重点不在于通信，而在于那个
在名字中被省略的“加密”。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北京量子信息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龙桂鲁曾给量子世界概括出
了三大怪，分别为量子测量、量子纠缠、量子
并行三个怪异神奇性质。 其中测量之怪概括
了量子测量与我们平常测量的巨大差异，具
体表现在量子测量的结果受限、 结果随机和
状态改变。而纠缠之怪则被其总结为“即使很
远，纠缠仍在；要想知态，需要全在；测量一
个，塌缩关联”。

这种测量和纠缠的“怪”，共同构成了量
子保密通信的基础———一旦被窃听， 承载信
息的量子态将会随之改变， 从而暴露窃听行
为。简而言之，每个量子测量的仪器都有自己
固有的有限结果，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窃听
使得它们改变，使得从自家家门走出的孩子，
回来时候变成了别人家的娃， 那么其中一定
有“猫腻”。

据了解， 目前的量子保密通信主要有两
种形式，其一是量子密钥分发模式。这种模式
分为两个部分，先使用量子态协商密钥，再用
这个密钥和经典加密将信息变换成密文，用
经典通信传输密文。 将信息加密成密文可以
形象地理解为将要说的白话用江湖黑话来表
达， 而协商密钥可以理解为用量子技术生成
一个“黑话白话对应表”。

测量状态的改变能够在线反映信息被窃
听。但这一模式不能直接保密传输信息，因为
发现窃听时，信息已经被窃取。

而量子保密通信的另一种模式就是量子
直接通信。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说一半话，停
下来看看有没有窃听，如果没有人偷听，再说
后半句话。

以量子纠缠态的量子直接通信为例，发
送信息的人先把要说的话用一组纠缠态表
示， 把每个纠缠态中的一个粒子拿出来组成
一组， 发给接收人， 然后抽样检测是否有窃
听，因为“测量一个，塌缩关联”。

在确认没有窃听后，再传送另一组粒子。
这样既能发现窃听行为，也不会丢失信息，因
为如果需要知道纠缠的两个粒子的状态，必
须把两个粒子放在一起同时测量， 窃听者无
法同时得到两个粒子，因此得不到信息，这是
因为“要想知态，需要全在”。

今年4月，龙桂鲁团队与清华大学电子工
程系教授陆建华团队合作设计了一种相位量
子态与时间戳量子态混合编码的量子直接通
信新系统， 成功实现100公里的量子直接通
信。 这也是截至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量子直接
通信距离。

“最强之矛”与“最强之盾”

因其超强的保密性能， 量子通信也被称
为“最强之盾”，那么理所当然的猜想是，量子
是否也会催生“最强之矛”，而这个答案，藏在
量子的并行之怪中。

龙桂鲁教授解释称， 并行之怪体现在能
够同时表示2的n次方个粒子状态以及对2的n
次方个粒子状态的同时计算操作， 这也是量
子计算蕴含着强大算力的原因所在。

数字时代，算力决定一切。当全球数据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 当摩尔定律逐渐逼近失效
的边缘， 量子计算便以其能够指数倍增长的
算力而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性。

11月18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在一
场演讲中提到，经过科学家40多年的努力，目
前已达到量子计算的第一阶段。 他期望通过
10-15年的努力， 在顺利实现量子纠错的基
础上，构建通用的量子计算机。

值得一提的是， 潘建伟院士也曾带领中
国量子梦之队先后研发“墨子号”“九章号”
“祖冲之号”量子计算机，使中国崛起成为了
国际量子科研版图上的重要力量。

量子计算的能力能够随着纠缠粒子的数
目增加而指数增长，但这也可能延伸出某些
安全方面的担忧，比如量子计算机有可能在

几秒之内破解曾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密码
算法。以至于有人担心，当量子计算技术走
出实验室，是否会成为颠覆人类社会的“洪荒
之力”。

我们不能等到量子计算大规模落地之后
才去构想密码技术的补救，“最强之矛” 需要
“最强之盾”与之对垒，量子信息技术里的两
大应用开启了正面的“交锋”。

在北京的中关村软件园内， 成长着一家
兼具量子通信及量子计算核心技术的高科技
企业———启科量子。在启科量子看来，在第二
次“量子革命”的大背景下，量子信息技术颠
覆性态势已现，其正变革计算、编码、信息处
理和传输过程等， 成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先
导和基础。

启科量子认为， 计算能力是信息化发展
的核心， 而量子计算技术所带来的算力飞跃
可对应用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如量子模拟、
量子人工智能、量子优化、信息安全等。

第二次革命

百年来，量子理论的出现，引发了第一次
量子革命，催生出以计算机、手机、互联网为
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如今，以量子通信、量子
计算和量子传感与测量为代表的量子信息技
术则成了引领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关键所在。

对于两次量子革命的异同， 中国科学院
院士郭光灿曾评价，第一次量子革命，人们只
问量子理论能让我们做什么，不去问为什么，
是被动的观测与应用。 而第二次量子革命则
是主动利用量子特性，开发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创新应用。

“量子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与国
家安全等领域密切相关， 这也是世界主要强
国都不敢轻视这一点， 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一位物理学教授如此说道。

以量子计算为例，从国家到企业，一场全
面的竞速早已展开。2019年，美国谷歌公司宣
布研制出53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悬铃木”。按
照谷歌的说法，“悬铃木”量子计算原型机可以
在200秒内完成百万量子采样， 而美国最快的
“顶点”超级计算机需要一万年才能模拟完成。

那一年，“量子霸权”成为刷屏的热词。一
年之后，中国“九章”问世攻擂“悬铃木”。据
悉，76个光子的“九章”求解数学算法高斯玻
色取样只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要用6亿年。

如今中国的“九章”“祖冲之”已经双双升
级出2.0版本，量子计算所引发的风潮，也吹向
了更广阔的的市场。IBM、英特尔等巨头已先
后推出自己的量子计算机及相关产品，阿里、
百度等企业也先后围绕量子计算展开布局。
另有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近一年来，国内已
有9家量子计算企业获得融资，融资额在亿元
以上的就有5家。

从“高大上”到“接地气”

乘风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浪潮， 量子信息
技术尤其是量子计算的发展风风火火， 但似
乎距离真正的落地应用，仍有一段距离。

“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但它不应该
被过度吹捧。 基础科学及其应用之间的时间
间隔往往很长， 并伴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曲

折。我们应该谨慎。”今年10月，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法国科学家塞尔日·阿罗什做出了这样
一段评价， 后者曾是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之一。

据了解， 目前量子计算机有几种不同的
研发路径，包括超导量子计算、离子阱量子计
算、硅量子点量子计算、拓扑量子计算等。华
翊量子总经理姚麟对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不
同的技术路线实际上就是去寻找不同的物理
结构或者物理体系来做量子计算最基础的单
元，从而实现量子计算的整个过程。

从科研角度来讲， 超导量子计算和离子
阱量子计算都已经得到了可行性的认证；但
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看， 离子阱量子计算拥有
一个十分特别的优势，即成本优势。据悉，离子
阱量子技术与光学的结合非常紧密，增加量子
比特规模的时候，外围的相关设备投入等都不
会有明显的增加，从而使得整个系统的成本不
随着量子比特规模的增加而大幅上升。

在量子计算这一领域， 启科量子和华翊
量子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离子阱的技术路
线。在启科量子看来，其所研究的离子阱技术
在中等规模嘈杂量子计算（NISQ）阶段是存
在巨大商业价值的。

据介绍，离子阱可通过离子-光子纠缠把
小比特量子计算机进行协同工作， 即启科量
子所提倡的分布式量子计算技术。 分布式量
子计算具有更好的物理可实现性， 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可以应用在密码破译、 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金融等。

华翊量子则成立于2022年1月，创始团队
来自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 创始人及首席
科学家为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主任段路明
教授。在姚麟的印象里，段路明教授的目标是
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产业化和商业化。待到时
机成熟，众人一拍即合，华翊量子成立了。

饶是如此， 如何找到一个完全落地的应
用场景，也是让华翊量子有些头疼的问题。据
悉， 华翊量子目前主要与银行券商类的研究
部门进行合作，而在生物制药、化学化工以及
科研院所等方面，也在发力商谈。

“这确实是一个很早的行业，我们不能指
望它在一两年之内就能迅速成熟起来。 我们
首先要满足这些研究性部门的需求， 以此来
获取一定的订单维持我们对大规模研发的投
入。如果对方能够找到一些好的应用，自然会
考虑大规模的采购。如此正向循环之下，我们
也能够以更强性能的产品占据这部分市场，
这其实是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姚麟说道。

潘建伟院士也曾提到， 量子计算距离实
用化和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政产
学研用各个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而
在本月中旬那场演讲的最后， 潘建伟院士总
结称，“未来尽管离我们还稍稍有点远， 但正
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向我们走来”。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月涵

“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围绕着量子力学，爱因斯坦与波尔这对“宿敌”一争就是30年。在爱因斯坦看来，两个粒子之间超越光速的影响速度是完全不能被接

受的。也是如此，在那个著名的用以反驳哥本哈根学派的“EPR佯谬”中，他给这种不可思议的纠缠行为冠以“幽灵般”的形容。
直到1964年，贝尔不等式的出现，终于让量子纠缠从纯粹的思想实验变为可证真伪的科学理论。然而2022年10月，历史再一次被“反

转”。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研究量子纠缠的科学家，获奖理由显示，表彰他们“进行了纠缠光子的实验，确立了贝尔不等式的不成
立，并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

从“幽灵”到科学，从被动观测到主动应用，量子在近百年的祛魅与探索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量子计算指数级增长的性能掀起一场
全球算力的对决，量子通信未雨绸缪，在信息安全和保密方面筑起一道关键屏障。涌起于第二次量子革命浪潮，一场巨变，正在看似玄学
实则硬核的量子中酝酿，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11月29日,�Faraday�Future�（以下简称“FF”）宣布FFIE董事会已任命FF中国CEO

陈雪峰为FF全球CEO，立即生效。FFIE董事会在对公司2021年7月上市以来的业绩进

行全面评估后，解除了毕福康全球CEO职务。长期以来，FF高调的宣传与迟缓的行动

形成反差，备受市场诟病，如今的“换帅”能否成为一个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