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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8 日，超级高铁在美国内华达

州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载人测试。虽然是在

地面的管道里，而不是在埃隆·马斯克的挖洞

公司的地下隧道里；虽然速度只达到了 160 千

米/小 时 ，而 不 是 之 前 设 计 好 的 1000 千 米/小

时，但毕竟，这是在封闭的真空管道里进行的

磁悬浮胶囊列车载人测试，是重大突破。再加

上主持研发的维珍高铁公司已经得到了阿联

酋的强力支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从迪拜到

阿布扎比 139 千米的旅行将被超级高铁压缩

到 20 分钟以内。

其实，这只是这些年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

黑科技进入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缩影：电动汽车

的续航能力正在向 1000 千米冲刺；自动驾驶

出租车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试点；成百上千

架无人机能够在空中组成各种图案、文字；人

工智能不仅能识别人脸、能美颜，还能视频换

脸⋯⋯

黑科技正在加速到来，全方位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究其原因，就是《未来呼啸而来》一书

作者——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总结

的：当某些独立加速发展的技术与其他独立加

速发展的技术融合时，奇迹产生了。

摩尔定律认为，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

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隔 18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这意味着处理器性能也将提升一倍。由此想到

iPhone。有人调侃，2020 年推出的 iPhone12 长

得很像 10 年前推出的 iPhone4。其实，相似的

仅仅是外观，iPhone12 的算力已经达到 iPhone4

的 80 倍。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基因

编辑、纳米技术、先进制造⋯⋯这些科技突破在

各个领域遍地开花，每个领域的技术进步都出

现了类似摩尔定律这样的指数级增长。而且，

这些科技突破正在相互叠加，科技创新的速度

自然大大加快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能让盲人重见光明

的 BrainPort 设备。其实，这个设备很早就被发

明出来，负责产品化的 Wicab 公司也早在 2004

年就成立了，但直到 2015 年，这项产品才拿到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有人问这家公

司的 CEO，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产品生

产出来？这位 CEO 的回答是，如果是在 2004

年生产出来，每位盲人身上要背 10 千克重的计

算机。但到了 2015 年，支持 BrainPort 的计算机

已经缩小成为一个遥控器大小的手持设备了。

到了 2018 年，新版设备出来的时候，计算机芯

片已经小到可以镶嵌到眼镜腿上，连手持设备

都不需要了。

根据这一思路，戴曼迪斯和科特勒在书中

总结罗列了当今正在飞速发展的九大指数型技

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网络、机器人、虚拟现

实与增强现实、3D 打印、区块链、材料科学与纳

米技术、生物技术。他们还利用这些技术的融

合，推演了将被完全重塑的 8 大行业，分别为零

售业、广告业、娱乐业、教育业、医疗保健业、长

寿业、商业和食品业。

有没有觉得这很像“积木式创新”？只不

过，更多时候人们谈起“积木式”时，是指科技创

新需要科研、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营销等要

素共同参与，像搭积木一样迅速达成合作。而

戴曼迪斯和科特勒则把科技突破本身当成了积

木，不同积木搭在一起，就能完成以前无法完成

的任务，解决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像科幻

世界里的空中拼车服务，就是把地面的网约车

和电动多旋翼飞机、自动驾驶、电池技术等多个

领域的突破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更 重 要 的 是 ，这 些 可 不 是 纸 上 谈 兵 的 空

想，而是基于真实科技创业案例基础上的延

伸。熟悉并了解指数型技术融合这一思路，有

助于每一个人形成对科技未来的判断，进而参

与其中。

其实，除了摩尔定律之外，还有另一个经验

定律也很重要，这就是莱特定律。莱特定律认

为 ，产 量 每 扩 大 一 倍 ，成 本 就 会 降 低 10% 至

15%。同时，科技对社会的推动取决于社会对

科技的运用水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

是价格。换句话说，价格越低，使用者越多，科

技产品对社会的贡献才会越大。希望更多创业

者能够积极加入到这场伟

大的科技创新中，拥抱呼

啸而来的未来。

未来

呼啸而来
王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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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个“小国”，也是个“大

国”。其国土面积仅有 4 万多平方公

里，即便在欧洲，也只能算“身形袖珍”；

但 若 论 钟 表 ，它 却 高 山 仰 止 、举 世 公 认 。

宝玑、雷达、劳力士、欧米伽、百达翡丽、江诗

丹顿⋯⋯这些驰名世界的钟表品牌，都属于

瑞士。钟表业不仅为瑞士创造了无限商机，

更成为其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瑞士何以成为世界钟表制造中心？瑞士

钟表业又为何能历经 400 多年而不衰？让我们

一起来一探究竟。

风云际会

钟表并非起源于瑞士。

13 世纪末，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

欧 洲 各 国 迎 来 了 科 学 与 艺 术 发 展 的 黄 金 时

期。至 15 世纪，大航海时代拉开帷幕，西方国

家迈出了地理大发现的步伐，钟表也成为必不

可少的工具。自此，制表技术在欧洲得到了飞

速发展。

除了实用性，对时尚的追求也是欧洲钟

表业迎来黄金时代的重要原因。彼时，时髦

的法国王公贵族大量订购奢华昂贵的钟表，

以彰显其身份及品位，钟表业自然进一步蓬

勃发展。

1517 年，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席卷欧洲，法国新教胡格诺派和天主教之间也

爆发了宗教斗争。胡格诺派教徒纷纷迁至瑞

士日内瓦，在另一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

的领导下，日内瓦逐渐成为当时欧洲宗教改革

的中心，被称为“新教的罗马”。

加尔文宗教义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禁止

信徒佩戴珠宝首饰。日内瓦当地的金匠和珠

宝匠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想办法转行。正巧，

新来的教徒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制表工匠，来

自法国的制表技术与瑞士当地的首饰加工技

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新生的钟表

业开始在日内瓦出现。

当时，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对信徒们的人

格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该理论，只有上

帝选定的少数人才有资格获得救赎。对于信

徒来说，要想争取救赎，必须踏踏实实地遵循

自己的“天职”，“增加上帝的荣耀”。这使得新

教徒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非常勤勉、努力

且自律。

由于瑞士土地贫瘠，不适合农业

耕作，除了去当雇佣兵外，大多数

瑞士人只能专注于那些需要耗

费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 工

作 。 而 钟 表 制 作 ，作

为 那 个 时

代最需要耐心、最耗费精力，同时又最能“增

加上帝荣耀”的工作，完全契合了瑞士人的生

存与精神诉求。

很快，制表业就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独

立的手工行业，风靡整个日内瓦地区。随着行

业规模的扩大，世界上首家钟表行业协会——

日内瓦制表协会于 1601 年成立。据说，当时日

内瓦的制表厂和手工作坊超过 500 家，日内瓦

也由此成为世界钟表制造中心。

傲视天下

直到今天，瑞士钟表业仍居世界领导地

位。这一“长久的荣耀”离不开专业知识、先进

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支撑。瑞士钟表业的许多

发明均为世界首创，世界首只腕表、首只石英

腕表、首只防水腕表，世界最薄的腕表、最小的

腕表、最贵重的腕表等，都是最佳佐证。

瑞士钟表业的高度繁荣，离不开众多天才

人物的努力。

1705 年，瑞士钟表匠丹尼尔·尚维沙在实

践中逐渐意识到，即使是最能干的工匠也不可

能掌握所有制表工艺。于是，他雇佣了能够制

作表盘、表壳以及熟悉其他相关手工技艺的匠

人，推动当地钟表制造业实现了初级分工。作

为钟表史上第一位倡导传统手工钟表技艺分

工协作的人，尚维沙被尊称为“瑞士钟表工业

之父”。

1777 年，亚伯拉罕-路易斯·伯特莱以手肘

运动产生的能量为动力，发明了中心式自动

盘，制造出世界第一只“永恒”腕表，从而很好

解决了手表停摆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项发

明是现代自动上链腕表的前身。伯特莱还先

后发明或改进了直线仪、偏心机和工字轮等制

表工具及精密手表零件，因而也被誉为“瑞士

制表工业之父”。

1795 年，路易·宝玑发明了陀飞轮。它由

70 多 个 精 密 零 部 件 组 成 ，重 量 通 常 不 超 过

0.3 克，约相当于一根羽毛的重量。这个精巧

绝伦的机械装置可以“补偿”重力对走时精确

度的影响，是公认的钟表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也代表了当时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

平。同时，由于陀飞轮独特的运行方式，钟表

的动感艺术美也被极大发挥出来。

1867 年，百达翡丽制造了第一款万年历

怀表。这款怀表 将 复 杂 的 年 历 算 法 转 化 为

大 小 不 等 的 齿 轮 运 作 ，并 塞 进 小 小 的 表 壳

里 ，可 以 想 见 其 机 械 结 构 之 复 杂 ，制 造 工 程

之 困 难 。 1925 年 ，百 达 翡 丽 推 出 第 一 只 具

备万年历功能的腕表，成为腕表领域万年历

功 能 的 引 领 者 。 这 块 腕 表 不 仅 可 以 显 示 日

期、星期、月份，还能显示月相盈亏。其精巧

程度即便在今天也令人瞠目结舌，在当时更

是没有任何一块腕表的复杂程度能够

与之相比。

1891 年，爱彼发明了直径

为 18 毫米并具备三问报时功

能的超小型机芯。在那个

电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

这种表为身处于黑暗中、

肉 眼 不 能 视 物 的 人 们

提供了“聆听时间”的

新 选 择 。 三 问 表 通 过 极 为 复 杂 的 机 械 装 置

将 时 间 显 示 转 化 为 一 连 串“ 打 簧 音 响 ”。 有

时，为了让音色更加悠扬，表内要装上 3 套甚

至 更 多 套 锤 簧 ，很 多 零 件 细 如 发 丝 ，精 密 至

极。直到今天，三问打簧在钟表界依然属于

首屈一指的复杂功能，是最高制表工艺的代

表之一。

至 19 世纪末，机械表最尖端、最复杂的三

大技术——三问报时、万年历、陀飞轮全部在

瑞士面世，每一项技术都开创业界先河，引领

发展方向。瑞士制表技术一时傲视天下，独领

风骚。

历史的车轮进入 20 世纪后，腕表逐渐取代

怀表，成了市场主流。瑞士人针对腕表进行了

一系列改进，并把原先怀表才有的计时、日历

等功能，以及陀飞轮、自动发条等装置统统移

植到腕表上。

在那段对于钟表业而言尤其特殊的日子

里，太多钟表大师终其一生，只为一件完美作

品；多少手表品牌都在摩拳擦掌，希望通过高

超的技艺与独特的设计张扬其品牌性格与文

化内涵。从那一刻起，瑞士手表已经不再是单

纯的计时工具，转而成为了一种艺术品。钟表

的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重回巅峰

1967 年，第一只石英电子表诞生于瑞士

纳沙泰尔州。遗憾的是，当时的瑞士钟表业

仍沉醉于自身的辉煌中，没能继续深入探究

这项技术。

差不多同一时期，当时的钟表制造小国日

本却对石英电子技术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并推

动其迅速产业化。1969 年，日本精工集团推出

的石英电子表投放世界市场，随后又推出显示

式电子表。随着手表款式不断推陈出新、价格

不断下降，石英表开始成为钟表消费主流，日

本石英表也成为新宠。瑞士手表疲于招架，市

场占有率日渐萎缩。

上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全

世界陷入经济衰退。美元兑瑞士法郎大跌，包

括黄金在内的金属价格上涨使机械手表原材

料成本大幅增加，瑞士数以千计的小钟表厂因

此停业或倒闭。1970 年，瑞士还有约 1600 家

钟表厂和 9 万名工人，到了 1984 年已经缩减至

632 家公司和 3 万名工人。瑞士三分之二的钟

表业岗位消失，超过一半的钟表制造公司破

产，大量的瑞士品牌消亡，瑞士钟表在世界市

场的占有率也由 43%下降到不足 15%。

1980 年，日本成为第一钟表生产大国。世

界钟表市场不再是瑞士唱“独角戏”的舞台，瑞

士钟表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日本石英表的冲击，是否应该放弃机

械表？瑞士人给出的答案是：拒绝转型，专注

升级。瑞士人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以及对传

统和专业的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瑞士人坚定地认为，瑞士钟表业的定位应

该是机械表，特别是高档机械自动表。日本钟

表和瑞士钟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品牌和历

史！瑞士钟表完全可以在工艺和文化上碾压

对手，因此应为机械表添加更多设计元素，使

其变为高端奢侈品，成为佩戴者品位与身份

的象征。

瑞士还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制定了保护

瑞士机械表的法律，助力打造“瑞士制造”金字

标识。“瑞士制造”原产地标识就是手表的“第

二品牌”，也是最具信服力的品质保证。此外，

一块“瑞士制造”的手表，除了使用功能外，还

具有牢固的价格“防火墙”和稳定可靠的收藏

价值。

凭借集历史、文化、技术于一身的高端品

牌形象，瑞士机械表成功重塑了自身的风格，

与日本钟表形成了差异化发展格局。

在坚守传统和品质两大固有内在价值的

同 时 ，瑞 士 人 还 不 断 革 新 技 术 ，先 后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新 款 ，并 且 把 机 械 表 的 厚 度 降 到 了

“毫米级”。

1992 年 ，宝 玑 1735 系 列 问 世 ，这 款 号 称

“表王”的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械表具有 21 种功

能、744 个零件，据说最顶级的钟表师傅一年也

只能制作一块。

通过这种对极致的追求，加上技术、品牌

双重“防火墙”的加持，瑞士机械表终于重回

巅峰。

当然，很多瑞士钟表企业也走过弯路。

比如，欧米茄一度推出了 2000 多款手表，

产品横跨高、中、低档，但由于定位模糊，公司

亏损严重。后来，欧米茄把手表样式减少到

130 种，并且彻底回归高档手表。欧米茄销售

额随后触底反弹。

斯沃琪集团则在低端市场上开始与日本

手表正面厮杀。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布

局、简化生产工艺过程等措施，斯沃琪成功压

缩了约 80%的生产成本。同时，增加产品的品

种、样式和功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高科技含

量的新款式，创造出了五光十色的视觉享受。

由此，斯沃琪手表不再仅仅是一块手表，而变

成了一件性格鲜明的时尚装饰。斯沃琪手表

一经推出便风靡全球，引领了全球流行时尚，

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手表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机械表收藏热兴起。

人们开始学习、欣赏机械手表的制造工艺，研

究不同作品的“个性”，研究钟表业本身的文化

与历史。其中，瑞士手表特别是瑞士机械手表

受到市场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却

因 1985 年的广场协议受到了沉重打击，日本钟

表业的辉煌也随之褪色。

1994 年，瑞士终于超过日本，重登世界第

一钟表制造大国的王座。

瑞士钟表企业认为，以价值衡量的市场份

额比以数量衡量的市场份额更加重要。根据

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21 年瑞士

钟表出口额达到 223 亿瑞士法郎的历史新高，

其中仅手表就达到 212 亿瑞士法郎。瑞士手表

的出口量仅占全球产量的 2%，销售额却占全

球的 60%以上。2021 年，瑞士出口的手表中仅

有 40%是机械表，但却占到了瑞士手表出口总

额的 87%。在中高档手表市场，瑞士仅把极少

份额留给了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直到今天，机械表仍然是瑞士钟表业的核

心优势所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充满智慧的

机械装置之一，瑞士机械表展现出的精湛技

术、卓越工艺、深厚内涵和优雅文化，是一种永

恒之美，其价值历久弥新。

雕 刻 时 光雕 刻 时 光
李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