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公元7世紀初，中國在唐代就有了雕版印刷；11世紀中期，宋代畢昇又發明了活

字印刷。儘管印刷起源於中國，由我們的祖先發明，但是受到及後上千年封建社會的

桎梏，以及上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戰亂，60年前的中國印刷遠遠落後於世界發

達國家。

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印刷工業獲得巨大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計

劃經濟階段（約30年），奠定了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體系的基礎；第二個是市場

經濟階段（約 30 年），印刷技術實現了第二次革命，印刷工業發生巨變，中國進入

世界印刷大國的行列。現在，印刷正在向數字化與網絡化發展，中國正邁向世界印刷

計劃經濟時期的
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
11 世紀中國人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15世紀德國人古騰堡

（Gutenberg）發明了鉛活字和壓印機，由於當代以手工作坊

為主，故稱為古代印刷。

隨著歐洲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古騰堡發明的鉛活字壓印

機，逐步發展成為由電力拖動的、完善的鉛字凸版印刷機械

設備，使印刷由手工作坊進入機械化生產時代，實現了印刷

工業化革命，稱為近代印刷。但是，當時的中國長期處於閉

關自守的封建社會，直到19世紀中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開

始後，才出現進口的、機械化的鉛字凸版印刷機，比西方晚

了400多年。中國緊閉的封建之門被列強的炮彈轟開後，接

踵而來卻是連綿不斷的、上百年的戰爭，印刷不僅遭受到戰

爭的嚴重破壞，同時又飽受強權政治的制約，成了主要為戰

時政治、軍事及宣傳、鼓動服務的工具。千年封建社會的桎

梏及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戰亂，是中國近代印刷遠遠

落後的社會因素。

■ 畢昇發明活字

印刷，為推動世

界文明的發展作

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國印刷及
設備器材工業60年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王德茂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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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初，除了新建的12家國營新華印

刷廠外，其餘的都是一些私營的小型印刷所。

1949年，印刷用紙和紙板僅有22.8萬噸（2008

年為8,000萬噸）；印刷設備製造業只有一些私

營的小型（幾人、十幾人）修造廠，全國從業

人員共318人，年產印刷機械僅為47噸（不及

現在一台全張四色膠印機的重量）；印刷器材方

面，只生產小量低檔次的印刷用紙和油墨。 

1953年，政府曾組織部分沿海地區的印刷廠內

遷，對改變印刷工業不合理的佈局，促使內地

印刷工業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促進作用。1956

年，中國改造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部份私營印

刷廠併入國營印刷廠，成立了一批公私合營印

刷企業，並把印刷工業納入計劃經濟體系內，

擴大了印刷廠的生產規模，提高了生產效率。

當時，市場經濟不發達，印刷對象主要是出版

物；印刷企業被歸入新聞、出版等意識形態部

門管理之下。各省市先後建立了以書刊印刷為

主要業務的新華印刷廠，一些大型報社、出版

社也興建自家印刷廠，形成「 誰用誰建，誰建

誰管 」的格局。到1979年，全國印刷用紙和紙

板達518.5萬噸，是1949年的23倍。

1952年，北京市合併了22家鐵工廠，成立了北

京市人民機器總廠，後改名為北京人民機器廠，

並在1956年改建為印刷機械製造專業廠。1956

年，中國開始對印刷設備修造企業實行公私合

營，經大力整合，把印刷設備工業納入計劃經

濟體系內。上海、長春、哈爾濱分別成立了公

私合營的中鋼機械二廠、長春市新光印刷機械

廠、哈爾濱市印刷機械修造廠等幾家製造印刷

設備的機械廠。1958年，國營上海鐵工廠與公

私合營中鋼機械二廠合併，成立了國營上海人

民機器廠。上海人民機器廠和北京人民機器廠

的建立，奠定了中國印刷設備製造工業的基礎。

1973年，化工部開始建立第二膠片廠，專門生

產印刷用 PS 版材和膠片，並在1976年投產，

奠定了中國印刷器材工業的基礎。

1973 年，為了提高中國印刷工業的裝備水平，

有關政府部門提出了28個發展先進印刷設備和

器材項目，並列入1974至1980年國家計劃，

為中國第二次印刷技術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1974年開始「748」工程，由王選教授主持研

製成功的漢字信息處理和激光照排系統，對告

別「 鉛與火 」，迎來「 光與電 」，實現第二次

印刷技術革命，起了關鍵作用。

在計劃經濟時期，印刷工業以滿足國內印刷需

求為目的，印刷設備器材工業以滿足國內印刷

需要為前提，印刷及設備器材企業以完成計劃

任務為己任。

市場經濟下的
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
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

策。30年來，人們不斷更新思維理念，改革開

放本身就是一種重大的思想轉變，從計劃經濟

到市場經濟更觸發了一系列重要的理念更新。

得到這些新理念的指引，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

變革，促使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地發展，大幅

提高了人民物質及文化生活水平。

印刷方面，提出的「 大印刷觀 」也屬於理念更

新的一部分。在大印刷觀的指引下，同業調動

了多方面的技術力量，使印刷技術發生了革命

性變化，告別「 鉛與火 」，迎來「 光與電 」，

進入數字化、網絡化的時代。在大印刷觀的指

引下，把印刷、印刷設備和印刷器材聯結到一

起，形成了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的完整產業鏈。

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印刷及設備

器材工業以不斷拓展國內外市場、及時適應市

場的變化為目標，企業成為市場主體，遵循優

勝劣汰的市場規律運行。這使印刷及設備器材

工業有助擴大需求，使企業更有活力，帶來了

印刷工業產值的百倍增長。這30年的巨大變化，

以下將從理念更新、技術革命、工業巨變的三

個方面予以簡單回顧，並在這基礎上展望印刷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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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理念更新
關於「 大印刷觀」■

二十世紀80年代初，在步入現代印刷的時候，范

慕韓先生提出了「大印刷觀 」。所謂「大印刷觀 」，

就是把印刷、印刷設備和印刷器材看作是一個有

機的整體。他把印刷及設備器材比喻為一架飛機，

說：「 印刷是飛機的主體，印刷設備和印刷器材

是飛機的一對翅膀，如果沒有一對翅膀，主體就

不能起飛；沒有主體，一對翅膀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意義。」

大印刷觀為印刷工業勾劃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界定了一個廣闊有效的活動空間。使用大印刷觀

審視印刷科學技術，可清楚地看出印刷工藝技術、

印刷設備技術及印刷器材技術是一個整體，後兩

者是前者的基礎，這就是「 大印刷技術觀 」。

台灣文化大學教授李興才先生提出了「 大印刷史

觀 」，利用大印刷觀去分析印刷歷史，研究印刷

歷史；由此證明，大印刷觀是完全正確的，是符

合客觀規律的。「 大印刷觀 」對印刷的發展具有

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於現代印刷的理念 ■

對中國來說，現代印刷是指近30年的印刷發展。

在技術上，現代印刷利用了物理、化學、光學、

電子、電腦、機械、輕工、化工、數字與網絡

等多方面的科技成果，是一種綜合性的科學技術。

在印刷裝備製造及原材料生產上，現代印刷與機

械、電子、電腦、輕工、化工結下不解之緣。在

印刷應用上，現代印刷從出版物擴大到商業、包

裝、票證、標籤、廣告、標牌、請柬、名片，

文件辦公、文化藝術品複製、織品、塑料、陶

瓷、金屬、電子線路及工業印刷等領域。

印刷品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業產品。

隨著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遲

早也會發生變化；當印刷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開

始進入現代印刷時代，當利用原有的印刷理念，

再不能正確地解釋現實的印刷情況的時候，就會

提出新的印刷理念，這是必然的。

印刷技術革命
古代印刷是能工巧匠的手工活，近代印刷技術主

要是鉛字、鉛版的鑄造和能完成輸紙、壓印、收

紙等動作的機械技術。現代印刷技術則不同，它

是一種綜合性的科學技術，結集多方面的科技成

果，並與數字網絡技術結合到一起。現代印刷技

術可分為印刷工藝技術和印刷基礎技術兩大部分。

印刷的核心是油墨轉移，按油墨轉移方法的不同，

人們把印刷分為平版印刷（膠印）、凹版印刷、

凸版印刷、柔性版印刷、絲網（漏版）印刷、噴

墨印刷、靜電印刷等方式。不同的印刷方式所使

用的設備和器材也是有區別的，利用相配合的設

備和器材，完成印刷過程的技術，統稱為印刷工

藝技術。

要實現某種印刷工藝，即完成某種印刷工序，需

要相應的印刷設備和器材，這些設備器材涉及到

物理、數學、化學、光學、電子、電腦、機械、

材料等多方面的科學技術。印刷所用的各個有關

學科的技術，統稱為印刷基礎技術。印刷基礎技

術可分為兩大類，即印刷設備技術和印刷器材技

術。

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選先生

學習計算數學出身，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以他為

首的一批數學、物理、電子、電腦、光學、機械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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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專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成功研製

了漢字信息處理和激光照排系統，推動中國印刷

告別「 鉛與火 」，迎來「 光與電 」，進入印刷數

字化、網絡化的時代。

一位本來不懂印刷的電腦教授和一批不懂印刷的

科技人員，決定了現代印刷技術的性質，為印刷

的發展做出如此重大的貢獻。現代印刷技術的發

展，需要電腦技術，以及機、光、電技術的結合，

王選的團隊正好發揮其專長，成功地把有關方面

的科技成果運用到印刷上，從而引導中國印刷起

了革命性的變化，完成了由近代印刷走向現代印

刷的歷史性轉變。

這段成功的演變史就發生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

是改革開放政策的重大成果。同時，這段歷史成

功地告訴人們：現代印刷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技

術，需要多個學科和多種技術的介入，要用「 大

印刷觀 」全面系統地觀察印刷技術；要與有關科

技組織、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及有關專家、學者

一同建立廣泛密切的聯繫，通過各種渠道作出適

時的溝通與交流，使他們能夠及時了解印刷技術

的發展情況；要吸引並容納更多的科技單位和技

術專家，進入印刷技術領域，不斷壯大印刷科學

的技術隊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印刷技術不斷

發展，長盛不衰。

印刷工業巨變
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政策以來，

同業把印刷、印刷設備、印刷器材組合在一起，

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構成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

30年間，中國印刷工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由二十世紀80年代開始，印刷界的兩大問題引起

了有關政府部門的重視，一是「 出書太慢，周期

約300天 」，不能滿足文化發展的需要；二是「 一

等產品，二等包裝，三等價格 」，不能滿足市場

經濟發展的需求。在張勁夫先生（時任國務委員、

國家經委主任）的大力支持下，由范慕韓先生（原

國家計委副主任）主持，在大印刷觀的指導下，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從1983年開始，把印刷技

術改造項目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計劃，同時成立了

國家經委印刷技術裝備協調小組；1985年，又建

立了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

國家經委印刷技術裝備協調小組的工作，體現了

國家對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統一而科學的工業化

管理，有力地推進了中國印刷工業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方針引導下
中國印刷工業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 ■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商品不斷湧現，

各式各樣的商品都需要引人注目的包裝、大張旗

鼓的廣告宣傳和廣泛深入的商業推介，於是大批

民營的包裝印刷企業、廣告印製企業、商業印刷

企業，如雨後春笋般湧現，打破了國營企業一統

天下的局面。

此外，市場經濟需要各式各樣的印刷，如塑料印

刷、織品印刷、金屬印刷、陶瓷印花、標牌印

刷、磁卡印刷、證券印刷、票據印刷、辦公印

刷、文件印刷、名片印刷、賀卡印刷、請柬印

刷、快件印刷、電子線路印刷等迅猛地發展；同

時，報紙增版、期刊增頁、圖書，也相繼刊登商

品廣告，廣告收入成為出版單位的重要經濟支柱。

原本附屬於出版社的印刷廠，變成了獨立的印刷

企業，直接面向社會；出版社也不再局限於自己

的印刷廠，在社會上選擇優秀的印刷加工。出版

社與印刷廠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出版社成為

印刷廠的客戶，兩者之間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契約

關係。與此同時，印刷企業與印刷設備製造企業、

印刷材料生產企業的關係也發生了質的變化，由

計劃經濟的物質統配變為市場經濟的買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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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導下
中國印刷工業出現巨大的發展 ■

30年來，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快速而穩定地

發展，出現百倍增長。印刷設備廠商從幾家發展

到700多家，2008年銷售額為160億元人民幣。

印刷器材廠商現有1,500多家，2008年銷售額（含

印刷用紙和紙板）約為3,600億元人民幣。印刷

企業現有9萬多家，從業人員約360萬名，2008 

年產值達4,750億元人民幣，是改革開放初期的

一百倍。

印刷工業已成為面向全社會，乃至各行各業、每

個角落、每位人士的一種加工工業。在工作、學

習、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無論何時何地，任

何人都離不開印刷工業產品。

在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引下
中國印刷工業界與海外印刷界
建立了廣泛的聯繫 ■

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代表中國以發起

國的身份，加入全球印刷聯盟（Global Print）及

亞洲印刷聯盟（Asia Print），並獲推舉為 Asia 

Print 首屆主席；與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印刷協

會、印刷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及建立聯繫，同時

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印刷界進行了溝通交流。

北京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 China Print 和中國（廣

東）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 Print China，已躍居世

界第二、第三大國際印刷展；（北京）國際印刷工

業發展論壇 Forum - PI 和（廣東）國際印刷技術

發展論壇 Forum – PT，已成為兩個頂級的國際印

刷大會。

中國印刷設備器材已出口到170多個國家和地區，

印刷設備出口從零到2008年的9.81億美元；印

刷器材出口從零到2008年的220多億元人民幣。

同業大量地引進海外的印刷設備器材，主要是高

端的大型的印刷設備，2008年的進口額為17.3億

美元。以往同業會將印刷品大批量地運到海外加

工，但情況很快扭轉過來；2008年，中國印刷外

貿加工收入達450億元人民幣，一個國際性的印

刷基地正在中國逐步形成。

未來的印刷工業
—數字化與網絡化
二十世紀末，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提出

了關於印刷技術發展的28字方針，頭7個字就是

「 印前數字、網絡化 」。現在看來，不僅是印前，

印刷工藝全過程都走向數字化與網絡化。

數字與網絡技術已廣泛深入地應用於印前方面，

實現了圖文影像處理的數字化與網絡化，CTP 技

術的發展使印前工藝全面實現數字化、網絡化，

使製版系統成為印刷機的一部分。

數字與網絡技術正與各種印刷工藝深入結合，靜

電印刷工藝（靜電隱形版與帶電油墨）實現了印

刷全過程數字化，滿足了按需印刷的要求，稱為

「 數碼印刷 」。此外，噴墨印刷工藝實現了全程數

字化，成為一種典型的數碼印刷，能夠有效地滿

足可變數據的要求，已廣泛應用於各種印刷領域，

尤其在大型廣告製作方面大顯神通，在文化藝術

品複製中也顯示了強勁的優勢。這兩種「 數碼印

刷 」的共通點是：輸入數字化信息，無需人手操

作，自動完成印刷。現時，各種印刷方式也朝著

這一方向邁進。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數碼印刷 」

為一套印刷系統，輸入關於印品的數字化信息，

在數字與網絡系統的控制下，無需人的干預，能

夠自動完成印刷，這樣的印刷系統就是「 數碼印

刷系統 」，這樣的印刷就是「 數碼印刷 」。

應該注意的是，數字與網絡系統是一種信息處理

和控制系統，它沒有能量輸出，不能做功，無法

直接實現油墨的轉移，也不可以直接傳遞紙張；

它只能控制，而永遠也不能取代能完成各種印刷

動作的機電裝備。它相當於人的大腦和神經系統，

而機電裝備則相當於人的肌體和四肢。所謂「 數

碼印刷 」，並非意味著數字與網絡系統取代了傳

統機電印刷系統，而是數字網絡技術與傳統機電

印刷系統的有機結合。

我們正進行一次印刷數字化與網絡化的革命，正

進入無人操作的數字化時代。■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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