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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高清视频是具有 4 K 或 8 K 分辨率，符合高帧率、高位深、广色域、高动态范围等技术要求的新

一代视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加强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对提升广东省数字经济整体实力具

有重大意义。首先，介绍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然后，介绍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

新的总体情况；接着，分析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技

术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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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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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ltra-high definition video is a new generation of video with a resolution of 4 K or 8 K, which meet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high frame rate, high bit depth, wide color gamut, and high dynamic range. It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ultra-high definition video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irstly, introduc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ltra-high definition video industry in China; Then, introduc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ultra-high definition video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Next,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ultra-high definition video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ultra-high definition vide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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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超高清视频是具有 4 K（3 840×2 160 像素，UHD-

1）或 8 K（7 680×4 320 像素，UHD-2）分辨率，符合

高帧率、高位深、广色域、高动态范围等技术要求的

新一代视频，具有更精细的图像细节、更强的信息承

载能力[1-2]；为我国信息网络、媒体融合、数字经济、

内容创新等提供了全新的产品和工具，对驱动以视频 

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转型、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和文化

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超高清视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视频采

集、内容制作、网络传输、终端呈现、标准制定等。

超高清视频芯片和视频编解码贯穿超高清视频的内

容制作、网络传输和终端呈现 3 个环节，是超高清视

频产业链的基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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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围绕超高清视频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进

超高清视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产业链关键环

节、关键技术的突破，促进产业链强链补链，为打造世

界级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高地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 

本文对广东省近年来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及技

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与成效进行总结梳理，分析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促进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

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1  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超高清视频产业是以超高清视频采集、制作、传

输、呈现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的集合[3-5]，具有产业链

长、涉及范围广、跨领域综合性强等特性，目前正在

形成全新复杂的产业生态体系。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白皮书

（2023）》，截至 2022 年底，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规

模超过 3 万亿元，主要环节的产业化目标基本完成。

广东、北京、上海、四川、安徽、湖南等 10 多个省市

依托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发展，形

成联动协同发展的局面。CCTV-4 K、广东 4 K 等超

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产业拉动效应显现。第三代数字

音视频编解码标准（audio video coding standard 3, 

AVS3）等关键技术标准取得重要突破，国产标准在行

业内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同时，超高清视频与 5G、AI、VR/AR/MR 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创新[]，催生了大量的新场景、

新应用、新模式，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量。家庭高清视频系统，包括 4 K/8 K 电视、智能交

互大屏、VR/AR/MR 等，应用量大面广，将成为拉动

超高清视频产业的主力之一。车载高清视频系统随着

智能网联汽车的迅速发展，迎来重大的产业发展机遇。

随着 3D 裸眼技术和元宇宙技术逐步成熟，超高清视

频技术将继续与广播电视、安防监控、医疗健康、会

议办公、文教娱乐、工业制造、智能交通、地理测绘、

应急管理等领域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 

2  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广东省高度重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率先出台

支持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系列政策，推动 4 K/8 K

技术与文化、医疗、教育、工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全

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目前

产业规模已位居全国第一。 

2.1  产业发展试验区先行先试成效明显 

广东省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政策，与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签署《推动广东省 4 K 超高清电视应

用与产业发展合作备忘录》，先行先试设立“超高清

视频产业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播电视台率先开通第

一个省级 4 K 超高清电视频道，广州市开通第一个开

路播出的市级 4 K 超高清电视频道，珠江电影集团制

作了全国首部 4 K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广东省

连续 4 年举办中国超高清视频（4 K）产业发展大会、

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广东省 4 K/8 K 超高

清视频产业发展成果展和发展论坛，在国内外打响广

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品牌。 

2.2  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广东省出台《开展新数字家庭行动，推动 4 K 电

视网络应用与产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粤办函〔2017〕

669 号），推动全省 4 K 电视网络应用与产业发展，

带动电子信息产业优化升级。广东省率先出台《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 号）、

《广东省发展超高清视频显示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

加快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试验区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粤工信电子〔2020〕122 号），

把超高清视频产业作为重点培育发展的 20 个战略性

产业集群之一，积极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超

高清视频产业集群，累计安排超 18.5 亿元专项资金和

超 380 亿元股权投资，用于支持 4 K 用户推广、内容

制作、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应用试点等[6-7]。 

2.3  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稳定性不断增强 

广东省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超高清

视频领域国家、省市重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开展

超高清视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

产业化，加快超高清视频产业链亟需的新装备、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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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新工艺、新软件研发。TCL 华星 t7 和 t9、乐金显

示 8.5 代线、超视界 10.5 代线、惠州 TCL 模组整机

一体化等一批重大项目量产达产。涌现出一批超高清

视频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集群，相关高新技术

企业超 1 500 家，已形成覆盖视频采集、内容制作、

网络传输、终端呈现、行业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 

在强链环节，突出超高清显示及终端制造的传统

优势，新型显示有华星光电、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

司、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支撑；网络

传输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支撑；终端呈现有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支撑。 

在补链环节，重点加强了视频采集和内容制作短

板，涌现出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广电 8 K）、

广州扳手科技有限公司（广电 4 K）、广州博冠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 8 K）、深圳视觉科技有限

公司（专业 4 K）等一批专业采集整机企业，以及四

开花园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广东南方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新型超高

清内容制作公司。 

2.4  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广州市全力打造超高清视频和新型显示千亿级

产业链群，作为中国最大的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基地

之一，产值已超 2 000 亿元，显示模组、4 K 板卡年

出货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位。深圳市超高清视频显

示产业在终端产业上优势更为明显，集聚了一批以深

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产业实力雄厚，已形成产业链

条完整、带动作用显著的超高清视频显示全产业链生

态。广州市、佛山市、惠州市签订《广佛惠共同培育

国家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产业集群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编制集群实施方案，联动培育国家超高清视频和

智能家电产业集群。 

2022 年，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营收 6 063.5 亿

元，位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的 1/5；4 K 机顶盒用户

数累计达 2 596 万户，占全省总电视用户的 82%，可

提供 4 K 节目时长 4.2 万小时，均居全国前列；彩电

产量、面板产能、5G 基站数、移动宽带用户数、5G

移动电话用户数均居全国首位[8-9]。 

3  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总体情况 

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

新发展，按照“标准+芯片+设备”的一体化布局思路，

聚焦 4 K/8 K 标准制定、关键技术攻关、产业生态发

展，在内容供给、行业应用创新、网络传输等方面持

续发力；围绕超高清视频产业链组织实施部省市联动

科技计划项目等多种形式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财

政投入带动社会投入，逐步建立国内领先的超高清视

频战略科技力量，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使超高清

视频产业技术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3.1  构建超高清视频产业标准体系 

广东省积极构建涵盖超高清视频内容采集、制作、

传输、显示、应用等整个产业链条的国产化标准体系，

围绕 AVS2、AVS3 国家标准研发及应用进行布局。

鹏城实验室等机构联合国家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

标准工作组，在 2020 年推出我国第三代 8 K 超高清

视频编码标准 AVS3，编码性能比国际视频编码标准

高效率视频编码（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 HEVC）

提升约 30%[10-11]。AVS3 标准是全球首个已推出的面

向 8 K 及 5G 产业应用的视频编码标准，也是我国

AVS 标准第一次领先国外标准制定完成。 

上海海思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广东省超高清视频

创新中心等机构，研发了支持 AVS2/3 的 4 K/8 K 芯

片及解决方案。基于该芯片及解决方案的机顶盒产品

支持 2021 年中央电视台 8 K 超高清频道试播以及    

8 K 春晚直播，是世界首次 8 K 超高清频道直播。AVS

标准已经被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等国内广电、运营

商、视频服务提供商采用，支持 AVS 标准的芯片及

解决方案产品已成为国内的主流选择。广东省相关企

业和机构主导全国产高动态范围（high dynamic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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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显示标准的编制及验证，电视操作系统

（television operating system, TVOS）标准在 ITU-T 的

国际化任务，并将 AVS3 标准推广到欧洲数字视频广

播（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标准组织。 

3.2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近年来，广东省围绕超高清摄像机、视频存储、

网络传输、新型显示、音视频编解码等超高清视频产

业链的关键环节，连续布局部省联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省级重大重点项目和省市联动项目，推进超高清

视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超高清摄像机技术、网络

传输和半导体显示技术等环节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和

市场垄断，填补了国内产业链空白，推动超高清视频

技术在广播电视、安防监控、医疗健康、工业制造、

文教娱乐、交通等行业的广泛应用，实现超高清视频

产业领先布局。 

如上海海思技术有限公司、鹏城实验室联合广东

省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AVS 产业联盟和杭州当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于 2019 年 9 月推出全球首颗

基于 AVS3 标准、支持 8 K 分辨率、120 P 的超高清

芯片 Hi3796CV300，标志着基于国产 8 K 技术标准的

媒体终端芯片实现全球领先[12]。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了全新 8 K 超高清摄录

机产品——DJI Ronin 4D 一体化四轴电影摄影机[13]，

在核心芯片、高端光学器件及摄像机整机工艺上实现

了自主可控，填补了国内产业链空白，形成产业化带

动效应。 

3.3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体系 

广东省在超高清视频领域加快建设国家和省实

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引进

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加强超高清视频领域关键技

术研究和成果转化，为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提供

科技支撑平台。 

一是部署源头创新力量强劲的国家和省实验室，

推动超高清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现从“0 到 1”的

突破。如在超高清编解码标准领域，建设了鹏城实验

室，引进高文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

任、国家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工作组

组长）等一批战略科学家，参与在全球推出首个面向

8 K 及 5G 产业应用的 AVS3 超高清视频编码标准。

在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

领域，建设了季华实验室，引进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等领军人才，建立 OLED 材料研发团队，推动实

现 OLED 从装备到材料的全国产化，攻破我国新型显

示领域“卡脖子”技术。 

二是建设深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技术创新中

心，推动超高清重大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如国家

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14]是新型显示领域唯一国家

级技术创新中心，由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中国新型显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相关高校、科研

院所等单位组建，致力于解决显示技术产业链“卡脖

子”技术，有望改变中国乃至全球显示产业发展走向。

国家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以广东聚华印刷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为载体，整合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

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等 22 家业内的骨干企

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与多家国外知名材料、设备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主要面向印刷显示器件与材料创新

发展的重大需求，建设印刷与柔性显示技术集成与研

发的公共开放平台，打造产业生态聚集圈[15]。 

三是建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等

创新平台，促进超高清视频技术加速实现产业化。在

网络通信、显示技术等领域，拥有深圳市未来媒体技

术研究院、聚华印刷显示技术研究院、深圳龙岗智能

视听研究院等研发机构，推动视频编解码、视频分析、

印刷及柔性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 
四是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依托行业龙头

企业建设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

司等创新型企业建立了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

广东省超高清晰度显示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广东省互

动电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省级及以上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这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了新型显示

产业链关键材料与核心装备、超高清图像分割与合成

显示技术等技术研发，在超高清解码及格式转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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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传输、分发与超高清终端、内容采集与制作等环节

推动和促进产业发展。 

4  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广东省超高清视频产业规模全国领

先，但技术创新依然面临“大而不强”的局面，部分

关键材料仍然以进口为主，产业自主可控性差，在超

高清显示原创技术方面也有待加强，一些问题亟待

解决。 

4.1  行业标准规范缺乏 

标准对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发展具有基础性、支

撑性和引领性的作用。目前已颁布的国家、行业标准

主要集中在信源编解码和终端接收显示等领域，信道、

接口、安全、应用的端到端的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尚

未建立。超高清视频标准如 HDR、三维声编解码等主

要被国外厂商垄断，我国企业每年需支付巨额的专利

费用[16-17]。 

4.2  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率低 

超高清视频存储芯片、CMOS 图像传感器、GPU、

高端光学镜头等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国产化率低。 

4.3  内容源头供给缺乏 

超高清视频内容制作成本较高，导致超高清视频

内容偏少，这已成为制约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主要

瓶颈之一。 

4.4  技术与行业需求融合有待加强 

超高清视频技术与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是超高

清视频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超高清视频技

术与行业需求的融合尚不清晰，缺乏典型的应用场景。 

5  发展建议 

未来一段时间，广东省可以利用信息基础设施较

完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达等良好条件，从加强超高

清视频“卡脖子”技术攻关、前瞻布局超高清前沿领

域技术和完善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等

方面，持续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 

5.1  加强“卡脖子”技术攻关 

一是持续推进超高清视频在关键显示材料、内容

制作、音视频编解码、网络传输、终端呈现及监测监

管等关键技术环节取得突破，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加快产业化发展。 

二是持续支持超高清核心芯片研发，重点突破高

端CMOS图像传感器、基于国产标准的编解码芯片、

存储芯片、显示面板驱动芯片等技术。 

三是持续加强新型显示上游核心原材料和设备

的技术攻关，大力发展印刷显示、量子点、柔性显示、

石墨烯显示、量子点及钙钛矿发光显示、平板显示器

检测等新型显示关键核心技术。 

四是持续支持新型超高清内容制作技术研发，加

大对内容制作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应用扶持，促进

国产技术和设备快速落地，降低超高清内容制作的成

本和门槛。 

5.2  布局前沿领域技术攻关 

一是开展自主新一代超高清视频标准技术研究，

加快构建覆盖采集、制作、传输、呈现、应用等全产

业链的新一代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重点研制新一代

AVS 编解码、HDR、三维声、高速接口等超高清视频

产业共性标准；围绕虚拟现实、沉浸式视频、全息显

示、全景视频等技术率先开展标准研制，构筑以自主

标准为核心的安全、高效的产业技术生态，抢占产业

发展先机。 

二是推动下一代显示技术的突破，加快新型显示

面板往高像素密度、高动态范围、高刷新率等方向发

展，加快 Mini/Micro-LED 和印刷 OLED 量产技术的

攻关。 

三是支持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技术与超高清

技术的融合研发，以及在超高清内容制作领域的应用

拓展与深化，推动内容制作智能化升级。 

5.3  完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 

一是加快建设和完善超高清视频领域国家和省

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平台体系，加强超高清领域基

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超高

清视频产业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平台支撑。 

二是继续集聚高端人才，面向全球引进超高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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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领域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大对内容制作、视频

采集等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人才引进和培育。推动高

等院校加强超高清视频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推动职业

院校与园区企业合作，培育超高清视频产业技能型、

应用型人才。 

三是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

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省市重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

培育出一批超高清视频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集群，逐步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的通道。

推动龙头企业和研发机构建立超高清视频领域专业

孵化载体、产业园区以及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培育一批超高清视频领域中小微科技企业集群。打造

超高清视频显示全产业生态链，促进内容制作、网络

传输、终端呈现、应用服务等全产业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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