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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彩电是国民经济中一类普通而特殊的商品，它不是粮食、衣物类大众必备的消费品，却具有很典
型的大众化消费特征。
彩电进入千家万户，已成为广大百姓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
　　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发展彩电工业。
我国的电视工业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我国拉开了彩电会战的序幕。
1971年，我国第一批晶体管彩色电视机试制成功：1972年，我国第一只19英寸彩色显像管试制成功。
1984年，国家作出了加速彩电国产化步伐的决策，原电子工业部组织实施了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
彻底解决了国内彩电的供需矛盾。
　　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以整机为主体、配套元器件为支撑的完整的彩电工业体系
，彩电工业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门类之一。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彩电工业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
创新，从进口到出口，进而成为世界彩电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回顾我国彩电工业辉煌的发展历程，有几点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总结、学习和借鉴。
　　第一、国家组织联合攻关，解决核心关键技术，给企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彩电产业成长阶段，国家的统一部署加强了彩电企业的合作，各企业纷纷组成“联合体”，大大加
快了彩电国产化步伐。
国家支持的国产优化机型设计项目，调动了研究所、企业、高校的力量，仅两年多就攻克了CAD8903
机芯的设计难题，使21英寸遥控彩电成为当时签约整机厂的主打产品。
1987年，彩电单机国产化水平已达到85％以上。
　　第二、完善的产业链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国产化一条龙工程的实施，我国建立了从原材料、元器件、部分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到整机制
造的完整产业体系，实现了从CRI’彩管、配套元器件、玻壳到整机装配等的国产化，降低了总成本
，提高了国产品牌彩电的市场竞争优势。
　　第三、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合理引导产业有序发展。
我国改革了产业发展方式，制定了利用外资政策、“出一进一”的外贸政策，支持投资体制多元化，
解决了彩电产业资金投入大的瓶颈问题。
制定技术政策，先后制定了彩电国产化整机器件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有关元器件认定和国产化
彩电整机质量管理及评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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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彩电工业发展回顾》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组织众多电视技术专家、教授编写，记录了
数以万计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领导、专家、业界同仁们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中国彩电工业今
天的辉煌成就的历程，以期通过重温历史，更好地激励业界同仁，多一份理性的思考，多一份创业激
情，多一份竞争的勇气，多一份真诚奉献的精神，由此，多一份行业振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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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次彩电国产化工作会议于1985年6月12日至20日在天津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共323个单位，代表人数达到530多名，如果加上会外代表
，总人数在1000人以上，会议气氛之热烈可见一斑。
张学东副部长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
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彩电国产化要贯彻“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八字方针，指出彩电国产化
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整机、配套件、元器件到原材料都要逐步实现国产化；要加强对技术的消化吸收
，做到立足国内，洋为中用。
整机国产化的重点是实现自行设计，成立设计联合体，设计出自己的产品；对于器件，要从后部工序
封装逐步进入到前部技术的掌握，对关键品种和技术难度较大的元器件，要有计划地组织攻关。
要求元器件生产企业要按照质量、价格、数量、配套和服务五要素积极做好工作，在打基础、上品种
、上水平上下功夫，在提高产品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上花力气，并加快国内原材料的代用步伐。
　　这次会议提出了1986年和1987年两年的彩电国产化目标：整机国产化水平平均达到80％和90％以
上；两年内形成300万套彩电综合配套能力（彩色显像管除外）。
　　会议还提出彩电国产化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处理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发展民族工业的关系；处
理好新品开发和国产化的关系；处理好生产稳定性和技术先进性之间的关系。
对引进技术，要同时考虑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国产化的可能性，不能脱离我国的现有水平和现有基础而
一味追踪世界先进水平。
要重视新产品的开发，通过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推动国产化工作的深入开展。
强调尤其要抓好元器件新技术的开发，逐步缩小基础工业滞后于整机发展的“时间差”。
由此可以看出，大批量的引进已开始规范化，由狂热趋于冷静，民族工业彩电体系的建立已初见端倪
。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是这次会议的又一强音。
会议正式提出彩电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最低标准为15000小时，而且从基础抓起，加强元器件的认定工
作，国产元器件必须经过技术标准的考核和质量认定，方可在整机上批量使用。
　　会议还提出，要加快彩电综合标准化工作进程，并决定由电子部标准化所（四所）牵头组织，实
施该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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