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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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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的基本情况 

A、印刷工业概况 

印刷业作为人类传播知识和文明重要而独特的产业，历来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

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印刷工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已形成了包括书

刊印刷、包装印刷、报纸印刷、商业印刷和特种印刷等门类齐全，基本满足国民经

济各行各业的需求的一个产业部门。据我协会初步统计，2005年我国印刷产值达

3100亿元人民币。其中印前185亿元，较上年增长了9.5%；书刊印刷750亿元，较

上年增长了6.1%；报业印刷505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包装装潢印刷1080亿

元，较上年增长了10%；外贸印刷29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1.8%；其他290亿元，

较上年增长了10%。 

我国印刷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区域性印刷产业带正在形成，“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

区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印刷中心。 

＊印刷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加快，低水平重复和盲目扩张受到抑制，

用高新技术和装备改造印刷产业，形成了一批装备先进，质量上乘、竞争力强的印

刷企业集团，特别是包装印刷行业发展较快。 

＊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已经到来，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正在逐

步推广、普及；高效一体化印刷流程正在不断开发完善，推动了印刷企业的技术进

步和设备升级。 

＊对外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合资、独资印刷企业已发展到3000多家，印刷企

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愈加突出。印刷制品走向国际市场，已成

为行业十分关注的问题。 

＊印刷企业的改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愈

加明显。 

B、印刷设备及印刷器材行业概况 

印刷设备及印刷器材是印刷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现代印刷技

术的发展，对印刷设备和印刷器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刷设备的高效多色化、印

后设备多样自动化和印刷器材的高质系列化是近十年来印刷设备与器材的技术发展

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阶段；90年代合资合作、企业整合和资本重组，加速了我国印刷设备

及印刷器材的升级换代，同时在生产能力与产品水平方面得到较快提升。2005年

印刷设备产值达110亿元人民币；印刷器材产值为1110亿元人民币，其中纸和纸板

产值为1000亿元，油墨产值为60亿元，印刷版材产值为40亿元，其他材料为10亿

元。 

印刷设备及印刷器材在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逐年扩大对外出口，开

拓国际市场初见成效。 

我国印刷设备与印刷器材的发展特点如下： 

 



1．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质量和服务意识大大加强。基

本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 

2．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扩大了产品出口，但对高档

产品而言，依赖进口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05年进口印刷设备达到 

16.5225亿美元，出口仅3.8069亿美元。 

3．我国印刷设备与印刷器材水平质量取得较大提高，但总体上说与国外先进

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印前、印刷高端产品方面差距较大，印后加工设

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关键是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较弱，研发的投

入不足，没有形成能与世界著名厂商竞争的研发能力。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的发展预测 

我国“十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我

国印刷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我国已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两番，这为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必将为中国印刷及设

备器材工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三，印刷品作为信息服务产品，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传媒产品，与互联网、

电子媒体等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第四，印刷技术已向数字化、网络化全面发展，认真实施“印前数字、网络

化；印刷多色、高效化；印后多样、自动化；器材高质、系列化”的二十八字技术

发展方针，必将推动我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的新发展。 

基于上述有利条件，我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在今后10 年将持续、快速、协

调发展，具体目标为：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更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

质量和效益，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

8%左右。到2010年，我国印刷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4400亿元。 

2．发挥区域经济的优势与特色，将泛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

区建成各具特色的印刷基地。 

3．推进印刷数字化、网络化进程，研制先进、高效的印刷技术装备，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骨干企业。 

4．印刷设备重点提高多色高速胶印机的质量和可靠性；发展柔性版及凹版印

刷机品种；实现印后设备多样、自动化，积极开发数字、网络化和直接制版先进设

备。 

5．印刷器材实现高质、系列化， 

满足印刷工业发展的需要。纸和纸版的生产将以9%的速度增长，高质纸产品的

比例将超过60%；油墨要重点发展水基油墨、无水胶印油墨、无芳基胶印油墨及各

种特种油墨；PS版材要提高质量，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扩大出口。热敏CTP和

紫激光CTP 版材要尽快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提升我国印刷工业整体水平的若干举措 

1．全力推进企业资产重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六大做出了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决策，要按照中央部署，

抓紧抓好。 



2．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科教兴业和人才强业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点，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能力。大型集团公司都要建立技术中心，充实高素质人才。培育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3．逐步推行“大强小专”的生产经营模式。 

针对印刷企业“小而散”、“小而全、大而全”的现状，要积极进行集约化整

合，集约发展是必然趋势。 

4．减轻环境污染，发展绿色印刷。 

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减轻乃至消除印刷中的各种污染问题，改善印刷作业环境

和有害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扩大物质的回收

再利用，实现循环经济。 

5．抓好人员培训工作，全面提高人才素质。 

企业管理的提高，技术的进步，质量的保证，产品的开发，都离不开人才的开

发，全面提高企业素质更离不开人才。 

6．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重在感动员工，感动员工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可以使每个员工都热

爱企业，愿意为企业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