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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近

日，《中国电子报》主办的“2010中国消费电子

年会”盘点了“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取得的成绩。近年来，中国彩电业经历了

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从显像管电视向平

板电视的重大产业升级，3D电视、智能电视、

LED背光源液晶电视等高端平板电视产品已

经走入普通消费者家庭，家电下乡、以旧换新

等产业政策成为拉动中国消费电子产业增长

的重要因素。在彩电业转型过程中，海信等

中国彩电龙头企业通过不断坚持自主创新，

取得了核心技术突破和向上游产业链的延

伸，有效提升了中国品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十一五”期间，以海信为代表的中国品

牌准确把握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在高端

平板领域快速崛起。2007年海信兴建了中

国第一条自主研发的液晶模组生产线，实现

了向平板上游产业链的延伸；2008年海信领

先同行一年多的时间，推出了中国首台采用

自主背光技术的42英寸超薄LED液晶电视，

此时全球推出LED液晶电视的品牌也只有五

家；2009年12月，在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上，

确定了由海信牵头起草LED液晶背光分规

范国际标准，这是中国企业首次牵头制定平

板显示领域的国际标准，成为中国平板电视

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10年，海

信又有应用于3D显示的扫描背光技术、直

下式LED背光驱动技术等12项新技术，智能

3D LED XT39系列液晶电视等五大系列四

十余款新产品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

至2010年，海信在平板电视市场上已经连续

7年高居市场份额首位，在LED市场上也占据

了高达30%的优势市场地位。

本届消费电子年会上，海信成为唯一独

揽三项业内大奖的品牌。工信部专家组将

“2010 年度中国消费电子最具竞争力品牌”

颁发给海信，海信XT39系列智能3D LED液

晶电视及其智能应用商店分别荣获“2010 年

度中国消费电子最佳市场表现产品”和“2010

年度中国消费电子最佳技术创新大奖”。

当前符合节能环保、三网融合产业方向

的LED液晶电视、智能电视等新技术新产品

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中国平板市场

的技术领航者，海信通过将智能技术、3D技

术与LED显示技术完美融合，推出了全球首

批智能3D LED液晶电视。海信智能电视的

突出特点在于它采用了完全开放的自主研发

的操作平台和软件应用商店，能够实现各种

应用软件的开发、上传和下载，用户可以随心

搭建完全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电视频道”。通

过应用商店功能，可以将各类开发者开发的

软件应用上传、审核、分发、下载、安装、删除

和计费，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电视应用服

务。目前，海信智能应用商店已经开发出包

括新浪微博、教育学习在内的30多款家庭实

用软件，向用户免费提供。

2010消费电子盘点 海信电视获评最具竞争力品牌

说明：各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具体数据

可以表现，安徽省17个市人口类型已转变

为老年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在

7%以上。其中，巢湖和芜湖比重最高，淮

北和亳州最低。

2045年，我省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1.7个劳力奉养一个老人

昨日，由安徽省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牵头，联合安徽

省统计局、安徽省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安徽大学人口研

究所的有关专家学者及工作人

员组成课题组，发布了安徽老

年人口预测结论——2032 年

前后，安徽省的人口红利期将

结束，每10个人中，5个劳动力

要养3个老人和2个小孩。

记者任金如 沈娟娟

我省较全国平均水平提前1年关闭人

口红利期。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现在安

徽处于人口的红利时期，这个时期，劳动力

人口比重接近70%，每10个人中有7个劳动

力，1个老人，2个小孩，而到2032年以后，

每10个人中将仅有5个劳动力要同时养3

个老人和2个小孩。

2011 年 ~2020 年 ：老 年 人 口 快 速 增

长，我省进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

期，也是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质的

转变阶段。

2021~2040 年：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由于老年赡养比的迅速提高，社会所要

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经济负担加大，这

将是安徽省老年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

的时期。

2044年前后：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洪

峰，同时，我省达到总人口峰值 7532.9 万

人，总人口开始步入低速增长。老年人口

规模持续上升，老年人口比重超过30%，

2050年将达到31.97%。

2032年前后：人口红利期将结束

老年人口众多，高龄老人规模增加，总

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更大挑战。当80岁

及以上高龄人口规模超过460万人之后，我

省面临的是政府公共开支增加，财政负担

加大；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城乡一体化、均

等化程度加大，医疗体系面临挑战；需求加

大，社会福利服务压力凸显；城市化水平提

高，城镇养老负担程度加重；劳动力减少，

高龄老人照料问题更加突出。

2045年：重度老龄化社会

2045年，我省步入重度老龄社会后，平

均每供养1个老人需要1.7个劳动力。

对于现在不少家庭来说，这绝对不是

个好消息。4位老人，2位中年人，1位青少

年，现在流行的“倒三角”型家庭也将承受

老龄化带来的成长、发展、养老、医疗、照料

等多重风险。

不过，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老龄化可

能带来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场“重生”。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老龄化带来人

口结构在未来的就业结构中发生变化，原

来用人口数量提高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将随

之“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产业结构的调

整。比如，把传统制造业“改良”成先进制

造业，变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为高

技术含量的增长点。

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要变了，而且“老年

经济”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省老龄委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我省可以在现代

服务业中打出“老年牌”，突出发展老年健

康食品、医疗保健产品、旅游文化用品等。

促使产业结构重新调整

我省是一个人才资源相对短缺的省

份，加上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劳动力锐减成

了不少人的烦心事。毕竟，产业结构再调

整，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劳动力。

人口数量提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已

经过去，我省有关部门表示，将在人口素质

和人口质量上下功夫。“加大人力资源投

资，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促进全要素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安徽省未来经济的

可持续增长。”

省统计局相关资料显示，我省劳动

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丰富，劳动

力从低端行业转移到更高端行业，推动

劳动生产率提高。不过，仅仅在劳动力

“现状”上下功夫远远不够，专家建议，

还要关注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

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从而刺激投资和消

费的需求。

除此之外，老年人口增多，其中的人才

资源也可以适当挖掘，采取专项活动聘请、

项目聘请、短期聘请等多种形式，鼓动、支

持离退休专业人员和老专家参与科技发展

和经济建设，逐步建立老年人才资源库，发

挥老年人才的积极作用。

老龄化安徽如何“造人”？

相关链接

我省各市人口年龄结构

地区

总计

合肥

芜湖

蚌埠

淮南

马鞍山

淮北

铜陵

安庆

黄山

滁州

阜阳

宿州

巢湖

六安

亳州

池州

宣城

0~14岁

人口比重（%）

19.40

17.06

14.94

19.29

17.23

14.79

18.10

14.35

19.02

14.74

18.55

25.04

20.25

19.11

20.25

24.37

17.85

15.35

65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

11.43

10.51

13.23

10.24

10.87

11.06

9.35

11.60

12.82

12.51

11.67

11.55

11.39

14.36

12.30

9.54

11.34

11.17

老少比

（%）

58.92

61.61

88.55

53.08

63.09

74.78

51.66

80.84

67.40

84.87

62.91

46.13

56.25

75.14

60.74

39.15

65.53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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