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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印刷装备行
业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市
场拓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行
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展望

“十五五”，印刷装备行业通过进一
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
构、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提升设备数字化水平，

将在全球印刷装备市场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我国印刷装备行业的

技术水平将显著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的国
产化率将取得实质性进展。突破压电式喷墨打印头、
高精度伺服控制系统、智能色彩管理系统等关键核心
技术，形成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印刷装备行业的产业结构
将更加优化，提升高端设备市场占有率，使数字印刷
设备、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高速柔印机、精密模切机
等高端产品成为市场主流。

进一步提高绿色发展水平。聚焦印刷装备技术革
新，系统推进全产业链绿色化改造。大力研发推广采
用新型环保工艺、低能耗设计的印刷设备，通过源头
减排技术降低VOCs（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实施
老旧高耗能设备淘汰更新行动，建立设备能效动态评
估机制，推动行业设备迭代升级。同步深化国产设备
应用推广，完善国产化供应链体系，实现印刷企业国
产设备使用率稳步提升。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聚焦行业发展需求，
深化产教融合机制，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高等院校
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共建实训基地等培养项
目，完善“理论教学+实践操作+产业应用”的校企
联合培养模式。通过实施人才结构优化工程，建立科
学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持续提升研发人才和高技
能人才在行业人才总量中的占比，为行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进一步提升设备数字化水平。以技术创新驱动印
刷装备数字化转型，通过标准引领，在新型印刷设备
研发制造环节部署网络模块与API标准接口，确保设
备与ERP、MES等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数据交互与
协同作业。同步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建设，打造数
字化标杆车间及智能工厂样板项目，助力印刷行业从
传统生产模式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升级。

打造全球
印刷装备产业高地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杨民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新技术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任务更加艰巨和迫切。展望“十五五”，在《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中，印刷企业和装备智造企业均表达了共同的心声，那就是突破印刷技术瓶颈，推动核心部件自主可控，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我国印刷装备行业的技术水平将显著提
高，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率将
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
协会副理事长杨民强认为，“十五五”期间，
行业将突破压电式喷墨打印头、高精度伺服
控制系统、智能色彩管理系统等关键核心技
术，形成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和
新技术。

这一攻坚方向，不仅是应对全球产业链
重构的必然选择，更是印刷业向全球价值链
高端攀升的关键一步。通过核心技术自主
化，行业将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构建
安全可控的产业生态，为印刷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坚实的装备支撑和技术保障。

印刷企业对技术突破的期待日益强烈。
新疆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陆晔

在谈及“十五五”行业发展时表示，未来 5
年将聚焦数字印刷颜色稳定性、设备国产化
等技术突破，推动喷头技术、水性油墨等核
心部件自主可控。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栗延秋
同样提出，印刷业应瞄准技术攻坚，进一步
突破数字印刷喷头、色彩管理芯片等“卡脖
子”技术。

印刷装备企业对技术自立自强的路径愈
发清晰。

“国际头部企业凭借技术积累和生态整合
能力，持续巩固高端市场优势；国内中低端
市场竞争加剧，传统产能面临升级压力。”平
湖英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昂认为，面临
双重压力之下，行业发展应聚焦高端设备攻
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一代高速胶

装联动线，通过“技术输出+本土适配”的
模式，将自主研发的设备与工艺推向全球。

北京至一中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静
认为，宽幅数字轮转技术凭借对生产效率、
定制化能力以及产业链协同等多维度的赋
能，成为印刷行业优化资源配置、释放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动能，必将引领行业在“十五
五”期间实现跨越式发展。

“印刷业将迎来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
燮军介绍，科雷机电将进一步聚焦 CTP 胶
印、HDI 柔印及智能印刷领域的前沿技术，
不断攻克技术壁垒，推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
的智能化、数字化印前设备及智能印刷解决
方案，引领印刷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升级。

自主技术破壁垒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影响
力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成为推动印刷业变革
和创新的关键力量。

“人工智能应用将成为全行业关注的重
点。”北京华夏视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殿斌认为，生产数据割裂、人工经验依赖
度高、全链条协同不足等深层挑战亟待破
解。印刷业智能检测通过打造AI视觉感知系
统，在安全生产、设备管理、智能仓储物流
方面进行视觉识别、跟踪、感知、控制、管
理，利用先进视觉算法，将为企业供应链高
效运转筑牢根基。

山东盈科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谭
明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

术将深刻影响印刷行业。行业企业应围绕发
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共
同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加速数字化转型，打
造智能化印刷工厂。

随着传统低效模式渐退，新质生产力加
速培育，河北文轩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娄胜
利认为，破题之钥在于双重变革，一是打造
数智化印刷工厂，构建数据贯通、智能决策
的生产体系。二是打造协同创新生态，构建
设备共享、技术共研、人才共育的产业共同
体，特别是要打造普惠化数智平台，让技术
创新红利惠及全产业链。

“智能制造是热熔胶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路径。”浙江固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巍介绍，固特新材料计划加大在智能制造
领域的投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轴，打造热
熔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北京瑞彩嘉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认为，未来印刷生产信息管理技术将更加高
效便捷，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学习，能
够自我优化和调整资源配置，减少人工干预
和调整频率，提高工作效率，并且更加注重
用户体验，满足不同用户不断增长的个性化
需求。

江苏康普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毛清则表示，“未来3—4年，要建设设备先进
的智能产线，更要培养年轻的技术骨干和管理
人才，逐步完成老中青技术梯队的接续。”

人工智能塑新局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成愿景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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