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 在北京电子管厂的
基础上， 由员工自筹650万元创
业基金， 改制成为市场化、 全球
化高科技企业的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20余年的发
展， 现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
显示技术、 产品与服务提供商，
2015年， 实现了全球业内年新增
专利申请量、 产品首发覆盖率、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面板市占
率 、 高性能超大尺寸产品市占
率、 毛利率五个 “全球第一”。

然而就在十几年前 ， 我国
还不具备液晶显示屏的生产能
力， 液晶面板全部依赖进口。 如
今， 在京东方的带动下， 我国液
晶显示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
有到大 、 从大到强的跨越式发
展。 京东方是如何在国际大公司
的技术壁垒下， 成功实现技术反
超、 连创五个 “全球第一” 的呢？

��京东方累计可使用专
利超过4万件

全球首款82英寸10Ｋ超高清
显 示 屏 ， 分 辨 率 高 达 10240 ×
4320， 是目前主流高清电视分辨
率的21倍； 带有物联网功能的触
控冰箱 “玻璃门”， 让冰箱门有
了 “大平板电脑” 的功能； 轻轻
一点就变换为多功能触控显示屏
的智能穿衣镜； 双视屏幕通过角
度的改变， 轻松解决老公想看足
球， 而老婆想看韩剧的尴尬……
在京东方展示厅， 记者看到了一
系列京东方科技创新成果。

“尽管这些产品现在还是小
批量定制， 但两三年后， 就会向
大众市场普及 ， 进入寻常百姓
家。” 京东方副总裁张宇向记者
介绍。

张宇表示， 京东方始终把前
瞻性技术研发作为重中之重， 高
强度的研发极大提高了产业化能
力。 截至2015年12月， 京东方共
主持推进了包括 IEC国际标准 、
中国国家标准、 中国行业标准及
协会标准等30个国际、 国内标准
的制修订项目， 参与制定、 修订
国内外技术标准40余项 ， 涵盖
LCD、 OLED、 3D、 透明显示等
多个技术领域。

2015年， 京东方新增专利申
请量6156件， 相比2010年增长超
10倍 ， 其中 80%以上为发明专
利， 累计可使用专利超过4万件。
目前京东方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显示屏市场占有率已连续两年全
球第一， 电视面板排名全球第二。

��2018年中国将成显
示产业全球第一

记者了解到， 长期以来， 在

显示产业领域， 韩国、 日本、 中
国台湾三足鼎立， 几乎垄断了液
晶显示产业所有的核心技术和绝
大部分的出货量， 将产业话语权
牢牢控制。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
稳定的液晶屏的供应， 我国彩电
整机产业长期忍受 “缺屏之痛”，
被海外巨头死死扼住 “屏颈”。

2003年， 跟踪、 预研平板显
示技术近10年的京东方通过海外
并购， 正式步入显示领域。

“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 只
能靠自主创新掌握技术优势 。”
张宇介绍， 短短十余年间， 京东
方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引领中
国显示产业从零起步， 创造了多
个 “第一”： 2005年1月， 京东方
自主建设的北京5代线建成投产，
结束了我国大陆 “无自主液晶屏
时代”； 2010年， 中国大陆第一
条高世代线———京东方合肥6代
线投产， 结束了我国大尺寸液晶
面板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2011
年 6月 ， 中国大陆第一条 8.5代
线———京东方北京8.5代线投产，
至此， 困扰我国多年的 “缺屏之
痛” 彻底成为历史。

2015年12月， 全球最高世代
线———京东方合肥10.5代线开工
建设， 其整体设备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水平及采用的核心工艺技术
将达到业界最高水平。 2018年建
成投产后， 京东方将跻身显示行
业全球前三， 中国将成为显示产
业全球第一。 整个显示行业由原
来的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三足
鼎立格局转变成韩国 、 中国大
陆、 中国台湾、 日本的三国四地
新格局。 《日本经济新闻》 刊文
称： 2018年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
量将称霸全球。

北京成电视整机全
球高端制造中心

张宇介绍 ， 半导体显示产
业带动力和辐射力极强， 其关键
零部件和装备的国产化， 对促进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升级、 推进多
个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国防安全具
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京东
方5代线及8.5代线所在的北京数
字电视产业园为例， 发展至今吸
引了诸多世界500强企业就近配
套， 总体投资额达700亿元， 带
动北京地区上下游企业103家 ，
年产值近千亿元人民币， 形成了
全球为数不多的石英砂进去， 电
视整机出来的全球高端制造中
心。

记者了解到， 在向全球面板
产业领导者迈进的同时， 京东方
还实施跨界创新战略， 确立了面
向未来的产业布局： 由单一显示器
件业务向显示器件、 智慧系统和
健康服务等三大板块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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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高智能显示屏两三年内将普及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3月19日 ， 2016年北京市高
职院校技能大赛开幕， “报关技
能” 和 “电子商务技能” 两个比
赛项目率先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北校区举行， 来自15所高职
和本科院校的33支代表队参加了
开幕式和当天的比赛。 由于这两
个项目与 “互联网+ ” 紧密联
系， 受到了较高的关注， 全国报
关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
亲临现场给予指导。 据了解， 今
年的 “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的规
模也是历届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中
最大的。

选手比拼 “网店 ”
赚钱能力

据了解， 2016年北京市高职
院校技能大赛由北京劳动保障职
业学院 、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13
所高职院校承办， 共举行36个项
目 （44个分项）， 全市共有200多
支队伍500余名选手参赛， 涵盖
了交通运输、 电子信息、 信息技
术、 文化教育、 医药卫生、 农林
牧渔、 制造、 土建、 财经、 旅游
等16个专业类别。 其中， “报关
技能” 和 “电子商务技能” 两个
赛项由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承
办， 共有122名学生、 48名指导
教师参加。

其中， “电子商务技能” 赛
项吸引了来自13所院校的23支参
赛队伍、 近百名参赛选手参加，
为历届大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按照赛项规则， 比赛将以网店开
设装修、 网店运营推广、 网络客
户服务、 网店经营分析这四个关
键任务完成质量， 及选手的职业
素养作为竞赛内容， 全面考察选
手的商品整合能力、 视觉营销能
力、 网络营销能力、 客户服务能
力、 网店运营能力、 团队合作能
力， 提高选手利用数据实现精准
营销能力。

在比赛现场， 随着主考人员
一声令下， 选手们进入了比赛程
序， 他们将通过电脑的模拟经营
系统， 完成采购、 招标、 推广、
销售等多个环节程序， 以最终的
盈利情况来 “一决胜负”。 据大
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电
子商务” 赛项以企业关键岗位的
核心技能为竞赛内容， 涵盖了专
业主干课程， 促进了高等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 通过竞赛， 可以全
面考察参赛选手职业道德、 职业
素养 、 技术技能水平和创业能
力，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激发大
学生电子商务创业热情 ， 推动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推动赛
事成果转化 ， 促进 “互联网+”
新业态形成， 提高电子商务高等
职业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影响
力。 此外， 赛项对接产业前沿技
术 ， 提高网络营销效率和精准
性， 减少了企业巨额的试错成本，
促进行业、 企业、 学校协同育人。

“报关 ” 赛项与国
赛高度接轨

分配任务 、 进出口商品归
类、 报关单填制……在本次 “报
关技能” 赛项比赛现场， 通过高
仿真现场操作， 考察学生的进出
口报关单证处理、 进出口商品归
类、 进出口通关现场操作等报关
作业的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素
养。 记者在现场看到， 选手们时
而在无纸化平台上操作业务， 时
而在现场办理报关业务， 真切体
验报关企业的实际工作氛围和流
程， 既展现了个人能力， 也发挥
了团队的合作精神。

据介绍， 本次 “报关技能 ”
赛项吸引了10支参赛队伍30名参
赛选手参加，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迄今已连续3次承办该项赛
事。 此次大赛受到全国报关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高度重视，
在竞赛内容 、 方式 、 规则 、 环
境、 流程， 技术平台、 技术规范
以及成绩评定和奖项设定等方面
与国赛高度接轨 ， 真正做到公
平、 公正、 公开， 堪称报关技能

国赛的预演和模拟赛。
本次竞赛本着体现 “课证融

合” 的理念， 在竞赛内容与方式
上都进行了更符合实际操作的改
革， 基于企业典型工作任务， 参
照岗位核心技能， 重点考查参赛
选手的实践操作能力与职业素养
表现。

参赛学生在求职时
优势明显

据介绍， 随着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的实施和 “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 对报关和电子商务
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 近年来
有 经 验 、 技 能 娴 熟 的 报 关 员
和 电子商务从业者一直比较紧
缺， 因此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十
分优厚。

比赛现场， 吸引了不少企业
方的观摩者， 希望借此机会提前
储备人才。 据介绍， 按照往年的
经验， 参加过市级、 国家级技能
比赛的高职生在求职时明显有更
强的竞争力， 企业给出的待遇也
更优厚， 不少电子商务专业的学
生更是在学校期间就提前 “试
水” 电商， 为以后就业和创业储
备经验。 据介绍， 本次两项赛事
将分别择优推荐获奖选手参加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百名选手比拼“网店”赚钱能力
2016北京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开幕 互联网+项目受瞩目

□本报记者 闵丹/文 周世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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