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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以来，我国迈上由印
刷大国向印刷强国进军的新征程。
沿着印刷业“四化”发展方向，行业
面临新挑战，也拥有了更多新机
遇。绿色印刷成为行业共识；数字
印刷占据更多市场；人工智能技术
在印刷行业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和
深入；融合化发展方面，印刷产业链

协同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更加紧密。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忠春

进入“十四五”以来，以人工智能
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动
各行业数智化升级。各家印刷企业抓
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重
大机遇，用数字化对传统业态赋能。
然而印刷数字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这
需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强化协同，以
数智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构建起紧密

协作的产业生态，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栗延秋

近5年来，印刷产业规模持续
扩大，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绿色
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不断
普及。在竞争激烈的印刷市场环境
中，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我们始终将技能人才培养作
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激发员
工学习热情，弘扬工匠精神，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金嵩峰

红色印刷，赓续传承。与共和
国同龄的新华印刷企业，经过 75
年峥嵘岁月的沉淀，形成了服务大
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无私奉
献，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益求
精、质量为本，锐意创新、勇于超
越的光荣传统。“新华印刷”始终
以党建作为引领，面对行业变革，

“新华印刷”以创新为驱动，开辟第二增长曲线。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晋

“十四五”以来，行业企业将创
新与管理作为驱动发展的双引擎。
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构建起全流
程质量管控体系，明确智能化是提
升生产效率与管理水平的关键路
径。另一方面，向管理要效益、降本
增效，不断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构建数据化质量管理体系，探索传

统印刷与数字印刷并行的价值平衡。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韦鸿学

创新实践

印刷企业在挑战中抓机遇、于
转型中谋突破。在市场拓展上，企
业积极响应国家“双循环”战略，拓
展海外市场，通过提供优质产品与
服务，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持续提
升中国印刷业的国际话语权。在技
术创新上，国内企业持续投入研发，
成功攻克 19 克超薄纸精装书籍印

刷技术，完成了从“跟随者”到“领跑者”的蜕变。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磊

“十四五”以来，作为外向型印
刷企业，我们预想到会面临的重重
困难，也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中获得信心。
这一新格局的提出在当下给制造业
打开了一扇转型升级的窗户。各行
各业像是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

探索起新发展格局下的企业发展新路径。
——东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国伟

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浪潮
中，责任与担当始终是“国字号”
印刷企业的精神内核。在绿色化转
型实践中，印刷企业以技术革新
为核心驱动力，大力推进绿色生
产工艺与设备的升级。这些技术
创新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绿色生产
水平，也为行业绿色化转型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雷文杰

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长期的调研采访和跟踪报道中，通过统计数据和企业创新实践可以发现，在我国印刷业10万家企业的庞大基数中，
规模以上重点印刷企业的产值撑起了“半壁江山”，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头部企业持续加快创新步伐，实现综合实力稳步跃升。这既是展
现产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更是折射印刷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的鲜活镜像。

◆大家谈◆

“头雁”领航 产业聚势集优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资本要素的高效配置，重塑印刷业的竞争
逻辑。头部企业以资本为“杠杆”，撬动规模
扩张与创新突破的双重目标。

在本报长期关注的A股印包上市公司中，
头部业绩始终保持稳健。以2024年业绩为例，
从营收维度看，裕同科技、奥瑞金、紫江企业、合
兴包装、恩捷股份5家企业营收破百亿元，占到
A股印包上市公司总营收的51.18%。面对复杂
且充满挑战的经营环境，它们结合新形势、新机
遇，通过积极开拓新市场新客户、大力发展数字
化智能化、优化供应链管理等方式，实现了经营
业绩的相对稳定。从净利润维度分析，裕同科
技、奥瑞金、紫江企业依然位列榜单前5名，高

营收、高利润的态势凸显出头部企业强大的市
场竞争力。

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重视研发创新和专利
申请。根据 36 家 A 股印包上市公司年报，
2024 年研发投入均超过千万元，研发投入强
度中位数值为4.01%，超过同年整个A股市场
的研发强度。其中，更有10家企业年研发投
入破亿元，彰显出头部上市公司在创新领域的
深度投入与坚定决心。2024 年财报显示，裕
同科技瞄准印刷科技、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三
大方向，研发投入达到7.44亿元，截至报告期
末已授权专利1434项，其中发明专利197项、
实用新型专利 1154 项、外观设计专利 83 项，

主导完成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攻关项目
20 余项。恩捷股份研发投入达到 6.63 亿元，
研发范围覆盖隔膜和涂布生产设备、隔膜制备
工艺、半固态及固态电池等前瞻性技术储备项
目，其首创的在线涂布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涂
布膜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印刷
业资本市场并购重组风起云涌。行业的并购大
事以金属包装龙头奥瑞金计划以55亿元要约
收购中粮包装为代表。一旦奥瑞金成功收购中
粮包装，不仅饮料罐乃至金属包装行业将诞生
超级巨头，印刷包装A股上市公司也将收获首
家年营收破200亿元的企业。

资本要素聚集 “催化”规模扩张与研发创新

在印刷业龙头骨干企业领航的格局之外，
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市场，以专业化能力填
补产业链空白，以创新力突破技术壁垒，在差异
化赛道上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隐形冠军”之路。

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对垂直
领域的深度聚焦与持续深耕。雅昌文化 （集
团）有限公司践行“为人民艺术服务，艺术为
人民服务”的使命，以数字化技术为支点，打
造具有艺术特色的技术和品质优势，通过纸张
丰富、色域宽广、尺寸灵活、形态多样等特色
产品，撬动了多元场景的艺术普惠。石家庄印

钞有限公司新建承载人民币核心防伪技术的光
变产品制造产线，形成钞、线双产业格局，独
家开发制作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重大赛
事门票。

专精特新企业的突围之道，在于以技术创
新打破进口垄断，创造新需求场景。南京爱德
印刷有限公司专注薄纸精装印刷装订细分市
场，通过设备改造、工艺创新和研发攻关，在
19—35 克薄纸精装图书领域取得竞争优势，
实现 19 克超薄书刊“全球首创、世界领先、
完全国产”的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北京证券交易所
的设立，正是为专精特新企业服务。截至目
前，印刷包装行业有7家公司在北交所占据一
席之地。其中，北京凯腾精工制版股份有限公
司和河北方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首批
北交所上市公司。凯腾精工被视为凹印制版行
业第一股，形成自身独特的技术体系，使其在
凹印制版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当越来越多的印刷“小巨人”在各自领域崛
起，中国印刷业才能真正形成“龙头顶天立地、
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性生态。

专精特新突围 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崛起

进入“十四五”以来，印刷龙头企业的带
动辐射效应持续增强。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建
设，以国家印刷示范企业为代表的龙头骨干企
业和创新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管
理优化等方式，实现自身竞争力持续跃升，并
推动产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政治放心、质量可靠、管理规范、绿色低
碳，是保障支撑型骨干企业的鲜明底色。这类
企业以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为使命，成为服务
国家战略与重大任务的“稳定器”和“压舱
石”。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作为“新华系”
印刷企业的代表，在重点出版物印制、教材

印制保障中发挥关键作用。北京盛通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构建京津冀沪八大基地互联格
局，通过标准化生产流程确保每一本书的质
量可靠性。

坚持创新驱动，以技术、产品、管理、商
业模式全维度创新为引擎，是创新引领型骨干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类企业以技术突破抢占
产业制高点，以产品迭代激活市场新需求，以
管理革新重塑运营效率，以模式创新重构产业
生态。如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
焦智能化工厂建设与环保材料研发，加码新型
环保纸张及植物纤维原料创新。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成数
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实现印刷数据自动采集
与管理决策智能化，构建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架
构，是智能制造型骨干企业的核心特征。在这
方面，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鹤山雅图
仕印刷有限公司等龙头骨干企业已先行一步。
前者将智能化技术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后者构
建利奥“梦·工厂”，将信息和数据的运用贯穿
供应链。

让龙头舞起来。在标杆企业的引领和带动
下，一大批具备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正在不断
发展壮大。

龙头企业带动 多维标杆引领产业升级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冲击影响
加大，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规模以
上重点印刷企业以稳健的关键指标和集约化发
展态势，筑牢产业基本盘。

看整体，经营指标在波动中坚守韧性。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至2022年，印刷和
记录媒介复制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为 2000 万元以上企业） 营收从 7442.3 亿元增
至7645.2亿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初期实现平
稳开局；2023 年，受外部需求收缩、成本压
力上升等因素影响，营收回落至6576.9亿元，
反映行业阶段性承压；2024 年，营收回升至

6714.8亿元，展现出在政策引导与企业主动调
整下的韧性。可以看到，“十四五”时期的前
4年，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规模以上企业营
收均值达7094.8亿元，虽受短期外部冲击出现
波动，但行业基本盘稳固，企业通过技术升
级、结构优化等方式抵御风险，长期高质量发
展趋势未改。

看结构，产业集约化程度正稳步提升。头
部印刷企业通过资源整合、产能优化等举措，
持续推动产业集中度提升。以A股印刷包装上
市公司为例，其营收走势与规模以上企业韧性
共振，呈现先扩张，后回落，再稳步回升的轨

迹。36家A股印包上市公司2021年至2024年
的4年间平均总营收超1249亿元，其中，百亿
级企业从3家增长至5家，10亿级企业从23家
扩容至 26 家，头部企业营收占比逐年攀升，
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这一数据不仅
彰显头部企业规模持续扩容的态势，更印证了
产业集约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总体而言，规模以上重点印刷企业以稳指
标、优结构的双重表现，证明行业既有抵御短期
风险的韧性底盘，又有持续升级的动能。随着政
策红利落地和头部企业引擎效应释放，印刷业
正以坚实的基本盘，向高质量发展深水区迈进。

基本盘稳固 产业韧性凸显发展底色

“十四五”以来，我国印刷业“雁阵效应”显现。围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培育

壮大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链主’或龙头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

方向发展”“支持优质企业上市”等任务，业内逐渐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优质企业掘金、专

精特新突围的局面，处处展现出发展的激情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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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企业在重点保障中发挥关键作用印刷企业在重点保障中发挥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