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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综述 

超高清视频是具有 4K（3840×2160 像素）或 8K（7680

×4320 像素）分辨率，符合高帧率、高位深、广色域、高动

态范围等技术要求的新一代视频。超高清视频具有更精细的

图像细节、更强的信息承载能力和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为消

费升级、行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工具、新要素、新场

景，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超高清视频的技术演进不仅催生了芯片、内容制播、显

示、传输等产业各环节的升级换代，还驱动了广播电视、安

防监控、教育医疗、工业制造等行业以视频为核心的服务转

型。超高清视频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范围广、跨领域综

合性强等特性，正在形成全新复杂的产业生态系统。预计到

2022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将超过 4万亿元。 

超高清视频产业生态体系主要包括核心元器件、内容制

播、网络传输、终端呈现、服务以及应用等（图 1）。其中，

核心元器件为超高清视频专用基础元器件；内容制播包含超

高清视频的生产与播出；网络传输是指超高清视频的传输渠

道；终端呈现涉及电视机、机顶盒等产品；服务包括集成平

台、内容供给、内容分发等服务业态；应用为超高清视频与

各行业融合形成的行业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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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超高清视频产业生态体系 

二、建设指南编制总体要求  

以《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为

指导，从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实际出发，坚持标准先行，建

立覆盖采集、制作、传输、呈现、应用等全产业链的超高清

视频标准体系，加强标准的统筹规划，鼓励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团体标准协同发展，深化标准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

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基本原则。 

    系统布局，统筹推进。加强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明确标

准化重点领域和方向，指导各领域标准化工作同步推进。加

强标准制定工作的整体协调，推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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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协同发展，鼓励社会团体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急用先行，应用牵引。以需求为导向，紧贴产业发展实

际，优先支持基础通用、共性技术等急需标准制定。以应用

为牵引，围绕推进超高清视频与重点行业领域融合创新发展，

持续开展行业应用等标准制定，不断完善标准体系。 

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积极跟踪超高清视频领域技术发

展趋势，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行业协会等交流与合作。

鼓励我国企事业单位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共同制定国

际标准，为全球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二）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初步形成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制定急需

标准 20项以上，重点研制基础通用、内容制播、终端呈现、

行业应用等关键技术标准及测试标准。 

到 2022 年，进一步完善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制定标

准 50 项以上，重点推进广播电视、文教娱乐、安防监控、

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重点领域行业应用的标准

化工作。  

三、标准体系建设内容 

（一）标准体系框架。 

结合技术和产业发展实际，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框架主

要由基础通用、内容制播、网络与业务平台、终端呈现、安

全与监管、行业应用等六个部分组成（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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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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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体系主要内容。 

1.基础通用标准。包括制式和参数规范、压缩编码、音

视频质量评价、质量控制及显示健康等标准，主要规范超高

清视频领域的素材交换和质量控制等。 

2.内容制播标准。包括接口和文件格式、内容制作、播

出分发、制播设备等标准，主要规范超高清视频内容制作及

播出等。 

3.网络与业务平台标准。包括业务平台与传输网络等标

准，主要规范超高清视频的业务平台接口与传输等。 

4.终端呈现标准。包括超高清电视机、机顶盒、投影机、

虚拟现实显示终端、应用软件等标准，主要规范超高清视频

终端呈现等。 

5.安全与监管标准。包括超高清视频网络安全、监测监

管相关标准，主要规范安全传输体系架构、应用软件安全、

交互服务安全等。 

6.行业应用标准。包括超高清视频在安防监控、文教娱

乐、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标准，主要规范超高

清视频与重点行业领域的融合应用等。 

（1）安防监控应用。 

包含超高清安防监控系统和设备标准，主要规范视频采

集、编码、传输、显示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等。 

（2）文教娱乐应用。 



 6 

包含超高清互动显示屏、超高清影院系统、超高清视频

会议系统等标准，主要规范产品质量，指导超高清技术在该

领域的应用。 

（3）医疗健康应用。 

包含超高清术野摄像机、超高清医疗监视器等产品标准

和超高清医疗系统应用规范，引导超高清视频在医疗健康行

业的应用。 

（4）智能交通应用。 

包含超高清车载行车记录仪、超高清车载显示器等产品

标准，主要规范车载环境下摄像头和显示器的光学性能、环

境适应性、可靠性等关键指标等。 

（5）工业制造应用。 

包含工业生产线中使用的智能图像识别、自动光学识别、

非接触光学测量、非物理缺陷维修等测量标准，主要规范超

高清视频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应用等。 

四、重点工作 

（一）加强统筹协调。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部门协调、多标委会协作等工

作机制，积极发挥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的作用，着力构建满

足产业发展需求、先进适用的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 

（二）实施动态更新。紧跟超高清视频技术发展趋势，

系统分析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对现有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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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指南进行动态更新完善，不断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三）加快标准研制。加快推进超高清视频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推动标准试验验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为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四）加强宣贯培训。充分发挥主管部门、产业联盟和

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加强标准体系和重点标准的宣传

培训工作，推动标准的有效实施。 

（五）推进国际合作。加强与国际电信联盟（ITU）、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标准

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为全球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附件：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标准项目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