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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伟

从破局者到引领者 京东方“屏之物联”推动产业融合共生

带领中国显示产业蜕变崛起

在发布会现场，专家娓娓道来，京东方
这个千亿级半导体显示龙头一路成长，带领
中国显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故事画面
跃然眼前……

1993 年，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京东方的前身北京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开启了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创
业征程。

成立数年后，京东方做出了“进军液晶
(LCD)显示领域”的战略抉择，但在彼时的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大陆显示产业深陷

“少屏”困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几
乎垄断了液晶显示面板的技术专利、产品产
能和定价权，电视整机企业无奈只能进口高
价液晶面板，售价动辄万元的液晶电视成为
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千禧年初，“望屏兴叹”的显示企业迎来了
转机——2003年京东方投建了中国大陆首条
依靠自主技术的第5代TFT-LCD生产线，自
主制造液晶显示屏的新篇章就此展开。

此后，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更
好地配套不同终端产品尺寸，京东方不断丰
富全尺寸液晶产能。其中，京东方合肥第6代
TFT-LCD 生产线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无液
晶电视屏时代”；京东方北京第 8.5 代 TFT-
LCD生产线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无大尺寸液
晶显示屏时代”；合肥京东方第10.5代TFT-
LCD生产线成为全球首条最高世代线……伴
随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线建成投产，
中国显示产业产能纪录一次又一次被刷新。

“京东方创立30年来，带领中国显示产
业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彻底解决了显示产
业少‘屏’的困境。”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
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

如今，全球每4个智能终端就有1块显示
屏来自京东方。全球市场调研机构Omdia数
据显示,京东方在LCD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用领域出
货量均保持全球第一。

独木不成林，在京东方等龙头企业的带
领下，中国显示企业相继布局液晶产能，中国
显示产业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2017 年至
今，我国液晶面板产量持续位居全球第一。根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洞察》，2012

年到2021年的10年间，中国新型显示产业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5.8%，我国完成了从“少
屏”到“产屏大国”的转变。

持续创新引领行业突破

创业容易守业难。逐一盘点那些曾经闪
耀的制造业明星企业，我们会遗憾地发现，
时至今日仍在持续深耕本行业并实现健康
发展的，可谓凤毛麟角。这样迥异的差别，让
京东方的存在显得更加珍贵。

人们不禁好奇：30年间，在显示这个资
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站稳
脚跟并保持全球领先，京东方究竟依靠什么？

“有技术，不一定赢；没有技术，一定
输。”这是京东方人常说的一句话，至今仍被
显示行业津津乐道。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
陈炎顺今年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专访
时，再次强调京东方对创新的高度重视。他
表示，京东方未来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保
证技术创新的领先性，每年达到高比例全球
产品、技术首发率。

在 30 年发展历程中，京东方始终未变
的基因就是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影响下，京东方全面建成
规模庞大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了“1+1+3”
技术创新平台（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创
新总部和3个创新分中心）并通过17条领先
的半导体显示生产线及4 座智能制造工厂

所形成的产品平台，持续推动技术研发成果
的转化与落地。

如今，京东方技术创新硕果累累。截至
2022年，京东方累计自主专利申请超8万件，
其中柔性 OLED 相关专利申请超 2.8 万件。
2023年，京东方连续5年跻身IFI美国专利授
权全球TOP20，连续7年进入全球PCT专利
申请TOP10。

接受媒体采访时，陈炎顺坦言道：“这些
年京东方再苦再累也不苦技术创新，京东方
坚持将每年营业收入的7%用于技术研发与
创新，其中，营业收入的1.5%专门用于基础
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等前瞻性研究。”2022
年，京东方全年研发投入高达 126.02 亿元，
占总体营收的7.06%。

在技术创新之外，京东方也在商业创
新层面积极探索。2021 年京东方率先发布
三 大 技 术 品 牌 —— 高 端 液 晶 显 示 技 术
ADS Pro、高端柔性显示技术 f-OLED、高
端玻璃基新型 LED 显示技术 α-MLED，开
创了中国显示产业“技术+品牌”的竞争新
维度。

借助ADS Pro技术品牌，京东方积极探
索液晶面板的新技术与新应用场景。例如，
京东方将液晶面板的显示维度从“二维平
面”提升为“三维3D显示”，现已推出10余款
3D显示类产品，实现了从7.9英寸到110英
寸产品全覆盖，涵盖平板、电子相框、显示
器、车机仪表、教育一体机和商显一体机等

品类和解决方案。
在液晶显示技术之外，京东方持续对

Mini LED、柔性 OLED 等下一代新型显示
技术进行前瞻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布局。例
如，在Mini LED这个业界公认极具发展前
景的显示赛道上，京东方不仅积累了众多发
明专利，α-MLED 品牌赋能下的玻璃基主
动式MLED产品接连斩获CES、SID等顶级
行业奖项；在柔性OLED领域，2023年单年
京东方第一亿片柔性OLED屏幕下线，折叠
显示产品累计出货量突破千万片，柔性显示
终端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多款国内外头部品
牌的高端旗舰机型，覆盖了超 45 个全球顶
级终端品牌客户生态圈。

面向未来，京东方怀揣“对技术的尊重
和创新的坚持”的信念宣布，未来3年将在技
术研发方面投入超过500亿元，共创100多种
细分场景市场的解决方案，预计将带动近万
亿元的产业规模，欲求打破显示行业的发展
天花板。

共享“战略升维”智慧

深处半导体显示这个强周期的行业，周
期波动的大起大落让显示企业不断在“谷
底”与“巅峰”徘徊。如何摆脱产业周期性规
律束缚，转向长期确定的成长是显示企业悬
而未决的重要课题。

对于这一课题，京东方给出自己的解决

方案——“屏之物联”发展战略，即致力于通
过“集成更多功能、衍生更多形态、植入更多
场景”，让屏幕融入车联、医疗、零售等众多细
分领域，创造更多价值，赋能未来增长。

“‘屏之物联’衍生出的‘战略升维’成为京
东方的破局之法。”《屏之物联》的作者王玥一
语道破京东方战略转型的底层逻辑。他进一步
解释，企业提前布局以核心技术为原点的关联
技术，通过场景化应用创新突破原有的线性增
长模式，获得全新的多维指数级增长空间，从
而实现企业穿越行业周期的战略升维。

在“屏之物联”战略下，京东方创新提出
了“1+4+N+生态链”发展架构，京东方与合
作伙伴探索近百个细分场景，打造出软硬融
合的智慧产品与物联网解决方案。例如，在
会议场景，京东方打造了一个以显示屏幕技
术为核心，整合 AI、计算能力、高性能相机
音频和视频等软件硬件为一体的解决方案，
为用户带来了更好的会议互动体验。在数字
艺术领域，京东方在画屏、百变屏、数字画框
等数字文化展陈产品的基础上，打造了系统
化、智能化的数字文化展陈解决方案。在电
竞场景中，京东方推出一系列满足需求的技
术和产品，还打造了一个覆盖硬件、终端、内
容、市场的全链路电竞生态，推动产业格局
整体升级。

在“屏之物联”穹顶之下，这些场景业务
布局，就好似上百台大大小小的发动机，为京
东方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强大且持久的动力。

“企业遇到发展瓶颈时，不妨把视角拉
高，去审视所在的整个产业链，有可能就会
豁然贯通。”清华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商业
模式中心主任朱武祥说道。京东方“屏之物
联”衍生出的战略升维模型，打破了其在硬
件市场的天花板，有效缓解了液晶周期带来
的影响，为企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

回溯京东方 30 年的发展历程——以显
示技术和产品为原点，京东方不断巩固显
示行业领先地位。洞悉到“万物互联”的广
阔前景，2016 年京东方开启半导体显示企
业向物联网企业的转型之路。以“屏之物
联”发展战略为指导，2021 年京东方加强布
局物联网生态技术，不断深耕显示屏幕的
细分应用场景。至此,京东方探寻出指数级
增长的新空间，获得了 N 个千亿级市场的
入场券。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京东方
“屏之物联”战略衍生的“企业战略升维模型”
更具普适价值，为众多中国科技企业穿越周
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深陷“少屏之困”到全球新
型显示产业的重要一极，中国显示
产业的逆袭史里处处都有京东方
创造的“精彩”与“惊叹”。以液晶面
板为突破点，30年间，京东方带领
中国显示产业完成了从“0”到“1”
的历史跨越。以自主创新为着力
点，30 年间，京东方完成了从
6000万元规模的电子元器件公司
到年收入超千亿元半导体显示龙
头的华丽转身。12月5日《屏之物
联》一书在京发布，以全新视角展
现了京东方引领中国显示产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30年，为读者展
现了京东方从“破局者”走向“引领
者”的创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