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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

中国企业引领全球

产业发展

20 年前，中国大陆首条 5.5 代
TFT-LCD生产线正在北京亦庄经
济开发区热火朝天的施工中。20
年放在人类发展史只是一瞬间，然
而这却是中国大尺寸显示产业波澜
壮阔的20年。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高新技
术产业一直面临着“缺芯少屏”的尴
尬局面。直到2012年，中国大陆进
口显示面板（LCD 为主）依旧高达
500亿美元，高度依赖海外。

2013 年，国家发改委宣布，韩
国三星、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
达等 6 家大型液晶面板生产商，因
违反反垄断法，被予以处罚。历时
6 年，在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的
积极参与下，最终为中国大陆显示
行业创造了公平的市场环境。

时间来到2024年，在全球面板
制造商的此消彼长下，中国面板厂
日拱一卒，已经站到全球显示产业
的最高位置，而且“好屏如潮”。

截至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尺
寸 LCD 显示面板的产能占到全球
的八成以上，出货量占到约 70%，
并且牢牢掌握着85、98以及100英
寸以上等超大尺寸面板的市场话
语权。

中国厂商还主导着大尺寸显示

产品的技术路线走向。当前，Mini
LED 背光加持的 LCD 显示成为性
能集大成者，在中长期内仍将是大
尺寸显示的主流。下一代显示技术
Micro LED、印刷显示等技术的主
要知识产权，以及技术先进性、工艺
成熟性均由中国厂商引领。

在大尺寸显示整机终端方面，
2023年，中国产销规模均居世界第
一。全球约 80%的 PC、70%以上的
电视在中国生产。全球出货量的前
五个品牌中，中国 PC 品牌有 1 家、
电视品牌有3家。特别是在电视领
域，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制造业全球
化的典范，中国品牌正在冲击全球
第一，最终将塑造由中国品牌引领
的产业新格局。

不仅如此，新型显示应用场景
的开拓在中国区域表现的最为显著
和典型化。在2023年年底，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
于加快推进视听电子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到要在智
慧商用显示系统、沉浸车载视听系
统、教育与会议视听系统、数字舞台
和智慧文博视听系统等方面开创新
场景、体验新场景。

显示产业符合

高质量发展要求

在 20 多年的显示产业纵横发
展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收获心得，

总结出了全行业认同且务实的产
业发展规律和创新理论。2021年，
在中国显示产业发展的新阶段，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名誉会长、
TCL 创始人李东生提出：“显示行
业的供求关系要长期平衡是不太
可能的，但全球产能已经集中在中
国，未来显示面板业的周期波动将
明显减弱。”我们有能力营造产业
和谐共赢新生态的发展模式。回
顾这一轮的显示产业快速发展期，
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也曾在 2010
年提出“显示产业生存定律”，即

“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性能
每 36 个月须提升一倍以上。这一
周期正被不断缩短”。

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的有所作
为还表现在 ESG（环境、社会与治
理）理念的贯彻上。显示是中国乃
至全球范围内基础性的、带动性很
强的产业，其对“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践行以及可持续性的绿色发
展，将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起到巨
大的示范和牵引作用。近年来，中
国显示企业大力推进低碳技术全流
程应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
碳管理，形成低碳闭环。2022 年，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以及
TCL华星光电联合发布了《中国半
导体显示产业碳中和白皮书》，成为
全球显示产业的首个碳中和行动指
导文件。

总而言之，中国显示产业是摆

脱了传统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更具
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新质生产
力，代表了全球生产力的跃迁。中
国半导体显示产业在全球技术升
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走出了中国
特色，跑出了中国速度，树立了中国
优势。

当前，在全球消费市场普遍低
迷的大环境下，中国正在如火如荼
地开展“以旧换新”补贴家电消费行
动，并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
普及中国绿色化、智能化大屏消费
的同时，将进一步激活全球大尺寸
显示产业的活力。

同时，在全球经济下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等多种因素叠加的
大环境下，中国品牌敢为不凡，正
在全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挑战也
是机遇，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
就是挑战。李东生曾指出：“不出
海，就出局，作为中国制造企业，我
们要向更深的蓝海挺进，推进更高
水平的全球化，不畏风浪，扬帆远
航，开拓创造属于中国制造的大航
海时代！”

想象无限、显示无界。中国半
导体显示产业从早年的砥砺前行到
如今的敢为引领，接下来将结合人
工智能，继续创造出由中国引领的
显示产业发展新范式，引领全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最终满足全人类美好、智
慧的新生活。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
海门开发区奎斯德光电项目举行开
工活动。

该项目位于集微产业创新基
地，总投资1亿美元（约合7.06亿人
民币），其中设备投资约3亿元，厂房
面积近3万平方米。项目计划建立中
国地区第一条整合触摸显示屏全自
动无人化生产线，年产360万对液晶
显示屏、720 万片电容式触摸屏及
200万套触摸屏、显示屏全贴合模组
产品，主要配套服务于富士康、松
下、海尔、海信等行业龙头企业，达
产后预计年新增应税销售8亿元、税
收5000万元。项目投资方为江苏奎
斯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未
来将建立以产助研、以研促产的产
学研科技创新模式，推动海门新一
代信息技术及光电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海门聚焦“重大项目

攻坚突破年”主基调，截至目前，海
门签约并注册重大项目 56 个，其
中，超5亿元内资项目44个，包括1
个总投资超100亿元项目、3个总投
资超50亿元项目、3个总投资超20
亿元项目；签约并注册超3000万美
元外资项目12个，包括5个总投资
超亿美元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作为海门“3+3”主导产业之一，
今年已有南亚新材料、芯闻科技、傲
得电子等一批总投资超亿美元或
10亿元以上的项目纷纷落地。

奎斯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徐兆頫表示，布局建设国内第
一家、科技含量最高的玻璃基板
LCD 液晶显示屏及电容式触摸屏
的生产及代工生产基地，是公司战
略发展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海门
项目的开工意味着向目标又成功迈
进了一大步。 （苏 讯）

中国企业引领显示产业发展新范式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郝亚斌

近日，TCL科技发布公告
称，拟通过控股子公司TCL华
星光电收购LGD（中国）80%
股权、LGD（广州）100%股权，
以及运营所需相关技术和支
持服务，基础购买价格为108
亿元。至此，曾经的产业领导
者韩系厂商们全面退出了
LCD面板业务。

近年来，中国半导体显示
产业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积极践行显示强国之路，从砥
砺前行到敢为引领，已经发展
成为了全球LCD显示产业最
大的制造基地和创新策源地。

国内首条整合触摸显示屏

全自动无人化生产线开工

（上接第1版）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

外市场发展迅速，正在引领着全球
向电动化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指出，不仅是电
动化，我国在汽车智能化方面也取
得了优异成绩，自动驾驶的政策推
进速度非常快，企业自主开发的自
动驾驶产品拥有非常强的国际竞
争力。

光伏产品同样在不断刷新电
池实验室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
今年 7 月，经欧洲太阳能测试机构
（ESTI）认证，由隆基绿能自主研制
的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
再次打破其此前创造的晶硅—钙
钛矿叠层电池效率世界纪录，电池
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34.6%。此外，
前不久，我国成功制备出兼具高能
量转换效率与高运行稳定性的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器件，标志着新一
代光伏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产业生态圈加速形成

完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是
“新三样”走俏全球的底气。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
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

如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集群
协同发展，形成覆盖动力电池、车
载芯片、自动驾驶系统等智能汽车
零部件的全生态链，一家新能源整
车厂可以在 4 小时车程内解决所
需配套零部件供应，形成新能源汽
车“4小时产业圈”。

又如福建宁德，以宁德时代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TL）和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
为龙头，吸引超 200 家“小巨人”配
套布局，形成了锂电新能源、新能
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
四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集群，年均增长 30%以上。记者了
解到，2012 年，我国动力电池行业
的本土供应链企业只有 80 家左
右，发展到现在，已有 2000 多家。
目前，全球动力电池行业 80%以上
的核心供应体系都在中国。

“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产业
集群，进而形成了汽车出口的规模
效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长三角
逐步集聚、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道。

光伏行业也从最初的原料、设
备、市场“三头在外”，逐步形成从
工业硅、高纯硅材料、硅锭、硅棒、
硅片、电池片、组件、逆变器、光伏
辅材辅料、光伏生产设备到系统集
成、光伏产品应用等环节全覆盖的
完整产业链。

“中国光伏出口能够取得亮眼
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光
伏产业本身的竞争力。我国光伏
行业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供应
链优势，产业配套完备、上下游形
成联动效应，产能产量优势明显，
这是支撑产品出海的基础。与此
同时，二十年来，我国光伏产业持
续创新，技术优势领先全球，为能
够抓住国际市场机遇奠定了基
础。”隆基绿能相关负责人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