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普倒下并不等于中国彩电从此就站起来了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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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9_AE_E5_80_92_E4_c70_107545.htm “台湾屏”风波令“

全球液晶电视老大”的夏普深陷“诚信泥沼”，有关部门认

定夏普此举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涉嫌违法。我们相信，在

法律的保护和强大的舆论攻势下，消费者的自会做出明智的

判断和选择。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透过这个事件我们国家

的彩电产业应该怎么办，幸灾乐祸式的嘲笑和旁观丝毫不能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我们也不应该将未来的希望放在竞争对

手的纰漏上。 夏普屏事件的导火线是今年十一市场，当时合

资品牌彩电厂商首次全线加入液晶电视降价战火，最终以三

星、LG、夏普为首的外资彩电企业笑到了最后，而国产彩电

巨头集体败走麦城。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内彩电厂商的高度关

注，紧接着一场合资品牌彩电厂商是否在中低端液晶产品上

使用了台湾液晶屏幕的讨论就疯狂展开了。在舆论的压力下

，三星、索尼等承认某些产品采用了台湾屏，唯独夏普一家

还在苦苦狡辩。 创新分为有目的的创新和创新机遇，我们可

以把“有目的的创新”理解为主动的求索式的创新，而“创

新机遇”指的是客观上遇到的创新机会。笔者认为，这两者

才是中国彩电业针对夏普屏事件的正确态度，一方面要有自

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要善于捕捉机会进行创新。

夏普出现了“台湾屏”事件，那是夏普的事情，关键我们要

善于利于这个机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对

自身的发展无济于事。 夏普屏事件仅是中国彩电业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小小的节点，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彩电业在关键技术



上的缺失和无奈。在全球彩电产业链中，日韩彩电企业一直

占据着上游技术提供商和关键部件供应商位置，利用其强大

的品牌效应和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大大降低了

产品制造成本，从而构筑了国内彩电业可望不可及的竞争优

势。再看国产彩电业由于产业链不完善、核心技术不具备及

其品牌缺乏影响力等弊病，在转移到平板电视领域后更显疲

软状态。 其实，在彩电业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彩电技术的变革

，比如说大屏幕、平面显像再到现在的平板显示技术，但中

国彩电业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拌凉菜”的角色。平板电视

一度曾被认为是中国彩电业追赶跨国巨头的机会，许多国内

彩电生产企业在产品的科研开发上，也将重点转向了平板领

域。面对市场的竞争，大多数企业却采取了相同的手段:通过

价格因素来刺激市场消费。这种市场操作策略在经历了价格

战迎来高端发展契机后，又将彩电业带入发展的死胡同。 所

以，我们国内彩电业不要希冀从类似夏普屏事件中得到任何

东西，更重要的是应该反思和提升。仅后市场竞争将会更加

严峻，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关注外资品牌的得与失，关于“

夏普屏”事件的讨论已经丧失了意义。因为随着外资对关键

资源的控制和低价飓风的扫荡，中国彩电企业构筑的成本竞

争力会在瞬间倒塌，失去了成本优势之后，中国彩电业凭什

么抵御外资品牌？这是我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中国彩电

业而言，现在最为重要的是磨砺核心技术，寻找自己的蓝海

，把消费需求把握了，再大的飓风无法把你吹走。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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