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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5/2021_2022__E7_BB_93_

E6_9D_9F_E5_8D_95_E6_c103_225067.htm 为了应对微软以

及RedHat等Linux大公司的挑战，中国的Linux软件产业内部正

酝酿大合并，以结束目前各家分治、小而全的低层次运作局

面，建立国内统一的Linux软件品牌。 昨天，记者从北京共创

开源软件有限公司（下称“共创开源”）获悉，共创开源和

北京拓林思软件有限公司下称“拓林思”)已经开始合并步伐

，并将于近期推出共同品牌GreatLinux。记者还得知，不久后

，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公共平台（下称“CSIP”）和支持开

放源代码开发实验室（下称“OS－DL”）也将加入进来，

在GreatLinux共同品牌下开发产品。另外，中科红旗、上海中

标软件等国内Linux平台厂商也有可能在近期加入这个品牌。 

据悉，设计这场中国Linux产业联合大戏的幕后主角是国务院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开源软件联盟主席陆

首群。 联合计划分三步走 今年5月18日，共创开源与拓林思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品开发、测试认证、市

场销售及技术支持服务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拓林思是一家

中日合资的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提供商，去年在整个Linux市

场的份额是52%，占服务器市场60%以上的份额。 “拓林思

是一家纯市场化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公司，从没得到政府的一

分钱，其主要收入都来自客户。”拓林思市场部经理蒋顺利

告诉记者，去年9月份拓林思已经实现收支平衡，并于去年实

现盈利。按蒋顺利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拓林思去年的营业额

为400多万美元，现有员工50人左右。 按陆首群的计划，两



家Linux公司的联合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初级阶段，主要是

两家公司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进行技术的交底，并共享市

场信息和用户资源。据记者了解，目前拓林思和共创开源两

家公司每周都要进行一次例会，由陆首群亲自主持，两家公

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级人物参加，讨论这些问题以及今后的发

展方向。另外，两家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已经成立了一个四

人联合市场工作小组，在销售和渠道推介上进行充分沟通。 

计划的第二步是统一品牌。目前两家公司正在设计一个共同

的品牌GreatLinux。据共创开源内部人士介绍，这是一个桌

面Linux系统，知识产权将由参加者共同享有，目前双方市场

部正在联合做GreatLinux的产品市场计划和标志各方面的准备

工作。 计划的第三步也是高潮部分，就是实现双方在资产和

经营上的一体化，最终合并成为一家公司。 陆首群的设想，

是希望中国的Linux最终形成一个品牌，以统一的声音对外说

话，而共创开源和拓林思的联合只是其计划的一部分。据陆

首群介绍，在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已经进行到第二步的时候，

第三和第四个合作伙伴已经有了加入的意向。陆首群说

，CSIP和OSDL也会加入这个队伍。“把这两个也加进来，然

后把GreatLinux形成中日韩开源软件论坛第一工作组纳入到计

划中，并与中科红旗和上海中标软件等厂商合作，建立一个

统一的Linux品牌。” 陆首群认为，如果已经加入的这些厂商

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平台，国内的Linux品牌就基本被统一了

，对于没有了市场的其他厂商来讲，想不加入都难。 合并内

幕 拓林思公司是日本TurboLinux软件公司与北京航天林纳斯

资讯技术有限公司于2000年合资成立的。在这家合资公司中

，日本TurboLinux占49%的股份，林纳斯占51%股份控股。该



合资公司可以使用TurboLinux的品牌和技术在国内发展。 据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林纳斯只是北京华迪计算

机有限公司用于与TurboLinux合资的壳公司，华迪才是幕后

老板，而华迪总经理张长江也一直担任着拓林思的董事长。 

华迪计算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由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

司与美国DEC公司合资创建，现为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和中

国中信集团控股、职工参股的高科技股份制企业。 去年4月

底，和勤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从华迪得到拓林思一半共计25.5%

的股份，而成为拓林思的股东。和勤软件是由曾经在惠普和

方正工作过，号称“金牌经理人”的李汉生组建的，其主营

业务方向为商业智能软件。 “陆首群和华迪的关系很好。”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可能是共创开源和拓林思联合的原因

所在。“拓林思董事长找到我，想让我托管这家企业。”陆

首群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哪有工夫托管这样的

小企业。”最后陆首群只是挂了个拓林思的名誉董事长，但

双方取得的共识是“干脆联合起来算了”。 小而全没有出路 

目前，在全球共有309个Linux方案，Linux与微软Windows相

比最大的劣势就是平台众多，难以形成合力。按陆首群的估

计，今后5到10年时间里，在全球能够形成3到4个国际知名

的Linux品牌就很不错了，现在全世界的主流Linux企业已经有

两个：RedHat（红帽）和TurboLinux，所以中国在未来5到10

年中能够产生一个国际性品牌就非常不错了。 目前，在国内

存在7到8家Lin－ux软件平台提供商。中国的这些企业，包括

中科红旗、共创开源、中标软件、拓林思、新华科技等，一

般人数不超过200人，资本不多，大部分亏损、赚钱也不多，

企业工资水平较低。“这些公司基本折腾不出任何名堂，是



一种低水平重复。”陆首群告诉记者。 陆首群向记者介绍

，Linux只有形成一个软硬件的生态系统，才能生存和发展。

任何一个软件操作系统都要在几个硬件平台上运行，和包括

英特尔AMD、SUN、摩托罗拉等CPU、硬件平台和通信巨头

合作。在软件方面，如果Linux要发展就必须有好的应用软件

移植到这个平台上，但现在问题是这些小而全的厂商根本无

法获得硬件巨头和软件厂商的支持。 “针对这个现状，企业

一定要联合起来，不能搞小而全。”陆首群告诉记者，Linux

平台只有搞标准化，包括国际合作在内，企业联合才有出路

。 “联合很不容易，企业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主管部门，企业

本身都有很多想法。”陆首群认为，Linux企业的联合要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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