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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D T M B 海外推广思考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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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家新 I U J 出版广 I

t i 总 丨 无线 l U f t f ? 刊U m J  宋航宁


-

m m
 ■ 我国于 1 9 9 9 年幵始制 订自有知识产权 实现了我国信息产业领域从初级产品 出


摘 要 : 我 S 的 地 面 彩 : 字 电視 的国家地面 数字电 视传输标准。 2 0 0 6 	口转 型为高科技产品成套出 口 的历史性


传 输 标 ; 位 D T M B
,

是 电 子 信 息 年 8 月 2 8 曰 国家 标准 化 管理 委员 会 跨越 , 体现了 我国技术的实力和综合技


发布 了强 制性的中 国地面数 字电视标 术的 进步 , 推动了 中国数字电视 企业 参


f  ’	n i i

 准 《 数字电 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 、 与国际 竞争
, 开拓海外市场。 D T M B 在


i # 。

信道编码和调 制 》
,
简称 D T M B

,
标准 海外的成功 应用 ,

带动了 企业技术 、 产


海 外 推H  a # 应 用 前"
号为 G B  2 0 6 0 0 - 2 0 0 6 。 我醜面数 ? 	@ 及服务成套出 口

, 同时
, 广播电腿


电视标准 ( D T M B 〉 基于原创的 T D S _

目 前 最主要的 宣传渠道
,
将有 助于实现


国 标 D T M B 的 海 外 推广 进行 了 思

O F D M  (  T i

m e  D o m a
i
n  S y n c h r o n o u s	深层次的文化fe i 出 。


- O r t h o g o n a l F r e q u e n c y  D i v i s i o n	2 0 0 7 年 , 我国数字 电视产业即开 始


国 标 , 可 依托联 盟 组 织 形 式通 过

M u l t i p l e x i n g  ) 调 制技术 , 充分发挥	了国标海外推广之路 。 2 0 0 7 年至 2 0 0 9


商 业 运 营 方 式 拓 展 海 外 市 场 , 建

后发优势 . 采用了无线宽带通信最先进 年 ,

国标 D T M B 在南美古巴 、 委 内瑞

设 统一

海外 节 目 中 心 和传 输平 台 。


的技术和设计理念
,

与现有的国际标准 拉 、 秘鲁 、 厄瓜多尔 等国与美国 、 欧


比较
,
在频潜利用率 、 快速同步 、 接收 洲 、 日 本标准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对比测

关鍵 词 : 地面 数字 电視 D T M B


灵敏度 、 支持高濟移动接收 、 支持未来 试 ,
D T M B 技术第

一

次得到普遍认可 。


海 夕卜 推广


业务扩展等方面及系统的整体性能都有	 2 .
丨 D T M  K 海 ? 卜 ffl U  

’

 V I  %


较大的提高 。 D T M B 具有完全 自 主知 破忭进叱


识产权
, 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经过 与欧 洲标准 严 格 的 对 比 测


, ,

.

丨 . & … p … 2 0 1 1 年 1 2 月 7 曰
, 国际 电联第 试 , 香港最终选用 D T M B 标准 , 并于


1 地 1
丨

1 丨 数 电视知准

六研究组在 日 内瓦正式通过对 I T I J

-

R 	 2 0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举行了隆ffl 的开播

广播 电视 的地 面传输方式是信息


B T 1 3 0 6 和 1 3 6 8 号建议书的修订 , 补 仪式 , 香港 巳建成 了
一

个 盖全 区的

传输和应急反应的重要途径 , 对维护国


充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数字电视地面 多	D T M B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
,

用


媒体广播系统 D T M B 标准。 自 此 , a 户渗透率已超过 6 i %
,  二百多款终端


国自 主制定的 0 1
>

则 标准正式成为继 产品在市场销售 。


㈣
美 、 欧 、 日标准后的第四个国际标准 。	2 0 1 0 年 ,

老挝采用 D T M B 标 准


(
I T U

自成檯盖首都万象市的地面数字电视


委员会标准 A T S C 、 欧洲的数字视频地 2 丨
《

1 紅海外推广 丨

“
丨 棚	广播网络

,
共占用 5 个频点

, 发送牝


面广播标准 D V B
-

T 及 曰本的地面综合 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 D T M B
, 套数字电视 节 目 ( 包括 多套国内 电 视


业务数字广播标准 I S D B - T 等 。 是 电子信 息领域首次真正超 越国际同类 节目 ) , 发展用户数■近 4 万户 。 2 0 1 1


基于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的重要性
,

的 技 术 标 准 。 该 国 标的 海 外推 广 应用
,

年 , 完成沙湾纳 吉省 、 巴色省及琅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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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数字电视


拉邦省等地的 D T M B 地面数字电视网	
		 表 1

	


络建设并发展用户 。 D T M B 将在适当	标准 选 用国 家数 量 主要 分布


d v b
.

t	6 ? 欧洲 、 亚洲 、 非洲 等


2 0 1 3 年 3 月 ’ 古 巴 信息 通 讯 展 	


A T S C	 6 北 美 、 韩 国


期 间
,

古 巴首 都 哈瓦那 的 D T M B 数 	 		


S B T V D
-

T 8	南美


字 电视示范区建设竣工 并幵播
’ 同时
	


中 - 古联合主办了 第一

届哈瓦那数字	 I S D B
-

T 3

	

日 私 ■宾
-

、 騎腿加

	


电视国际论坛 。 目 前 ,
覆 盖古 巴全境	D T M B 5 中 国 、 老挝 、 来埔 寨 、 占 巴 、 巴基 斯坦


的 D T M B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络正在	注 : 表 中 S B T V D -

T 是巴西基于日 本标准上制订的标准


建设中 。


斯 里兰卡 、 吉尔吉斯坦等国采 用 工作 。	间 , 而 旦投资数字 电视有客 观的 回报 。


D T M B 标准进行地面数字电视广 播运	各国对 中国企业投资普及国内数字 电


营 ,
巳 有相当 规模的用 户数 ; 柬埔寨	3 闻标 丨司 际应 W 丨 前饺 视广播均表示欢迎

, 不反对采用 中 国


王国发布公告宣布采用 中国 D T M B 标	全 球 1 9 3 个主权国家中 , 绝大 多 标准从事地面数字电视的商业运营 。


准 , 实施计划正在进行中 。	数 国家已制订 了 电视数字 化进程规划 。


關# : 广似 丨
? 广泛 女持 标准选用情况如表 1 。	4 旧标海外推广策略


以 标 准带动 产业进 军 国 际 市 场 ,	目 前 ,
全 球 仍 有 1 0 0 多个 国 家 4 . 丨 丨) T M 丨 i 海 外 i t 丨 : 广投式


对 我 国 产业 战 略 转型具有 示 范意 义 。 的地面 数 字 电视 标准 尚 待确 定
,

或	目 前 D T M B 海外推广应用主要有


D T M B 海外推广应用工作得到了 国家 者 巳宣 布 选 用何种 标准 但 尚未 实 施 , 以下三种模式 :


领导人及有关部委 的高度重视 。 2 0 0 9 	D T M B 标准的国际市场前景广阔 。 ( 1  ) 古巴模式


年
,

国 家 发 改 委 、
科 技部 、 工 信 部 、	另

一方面
,

国内地面数字电 视市场 古 巴模式原则上是 由我 国政府出


广 播总局 、 国家标准委 、 商务 部 、 外 环境不尽人意
, 数字 电视产业链中企业 资 、 企业承建 目 标国地面数字 电视广


交部 、 中国工程院等八部门组成数字 对以标准带动产品出 口 的热情高涨 。	播 网络 及系统 。 这 种模式一般经 过企


电视标准 国外推广工作组
,

协调 国标	国标 D T M B 的目 标市场主要分布 业前期 推广攻关 、 技术遴选 、 政 府间


的海外推广应用工作 。	在 东南亚
、

中西亚 、 东北 非和 拉美等 谈判 、 工程建设等过程。


2 0 0 9 年 1 2 月 ,
国家 发改委批准 地 区 。 目 前 , 由 中关村数字 电视产业	 ( 2 )  T u r n k e y 模式


在联盟的基础上组建数字电视 国家工 联 盟成员单位牵头 , 在这 些地区推广	 T u r n k e y 模式
,
就是一个

“

交钥匙
”


程实验室 ( 北京 )
, 北京实验室不以赢 应用 D T M B 的工作已全面展开 。

2 0 1 2  的工程项 目 模式 , 给 目 标国家提供 的


利为 目 的 ,
主要任务 之

一

是 主导 、 协 年 5 月
, 中关村数字 电视 产业联盟组 总体解 决方案 , 工程完工验收后 , 交


调国标的海外推 广应用工作。 2 0 1 0 年 团 考察非洲市场 , 考察 团 成员包括地 付使用 。


6 月 ,
北京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注 面数字电视投资运营企业及前端

、
发	这 种 模式在其 它领 域 比较 常 用 ,


册成立
,

领导 、 协调 中关村数字电视 端和终端产品 的企业代表
。 代表团 深 一般经过企业前 期推广攻关 、 技术遴


产业联盟及成员企 业全面推进国标的 入考察 了多个非洲 国家
, 与当地数字 选 、 资金落实 ( 援助和贷款 ) 、 工程建


海外推广应用工作 。	电视运营 商 、 代理商 、 各 阶层 用户及 设等过程。


2 0 1 1 年 ,
经国家发改委协调 ,

国 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了 沟通和交流 ,
与	 ( 3 ) B O T 模式


家开发银行 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文 当地有意向与 中国 企业合作从事地面	B O T 是英文 B u i l d  -  O p e r a t e  -


件
,

提供不低于 1 5 0 亿元的专项贷款 数字电视广播业务的企业 进行了 初步 T r a n s f e r 的缩写
,
通常直译为

“

建设 -


额度支持 D T M B 标准 的海外推广应用 合作洽谈。 非洲不仅有 巨大的市场空 经营 - 转 让
”

。 B O T 实 质上 是基 础设


8 o 广掴申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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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投资 、 建设和经营 的
一

种方式
, 以 解 决 目标 国家人 民收看 电视 问题的同 法 。 但 我国数字电视产业企业体 量较


政府和私人机构之 间达成协议为前提 , 时 ,
幵展商业运营 。 这个过程相对较快

,
小

,
抗风 险能 力弱

,
单个企业 国际市


由 政府向 私人机构颁布特许
,
允许其 有 成功的先例 。 对投资企业来讲 , 也 场竞争不 占优势 , 可以考虑整合各方


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
一

基础 非常有利可图
,

企业热情较高。

一

旦 资源 、 集中 产业力量 共同幵拓 D T M B


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	D T M B 成为其国家实施标准 , 可以顺 海外市场 。 通过联盟 形式集中产业力


产品与服务 。 B O T 本质上是基础设施 理成章地要求其宣布采用 D T M B 作为 量和政府 资源 、 吸收社会 资金
,

形成


特许运营 。	其 国家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标准。 这种 合 力 , 快 速并有序地推动我国标准海


在 D T M B 推 广 中
,

一 般 由 中 国 模式 的弊端在于 , 投资企业承担政治 外落地 、 规模化应用 。


地面数字电视投资运营企业与 目 标国 和经济双重风险
,

且我国单个企业资	联盟 牵头幵拓海外国家市场 , 寻


政 府或企业在 当地成立合 资企业 , 取 金实力 、 可用资源均有限 , 承担风险 找 目 标国家有资源 、 有影 响的合作伙


得政府频道使用许可 、 运营许可等资 能力弱
, 很难快速形成规模 。	伴 , 达成合作 意向 , 共 同促成 目 标国


格证后 , 合法开展 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	4 . 3  D T M B 海外惟广思 考	家 政府 认可 采 用 D T M B 标 准
,

控 股


运营 。 如 老挝国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总结 前期 D T M B 海外推广的 经验 , 在当地成立合资企业 ( 海外项 目公司 )
’


即是由 云南云数传媒公司 与老挝 国家 结合 目前国家的实际情况
,

D T M B 海外 获得频率 占用 、 运营许可等资 质 ,
并


电 视台合作成立的老数传媒公司运营 拓展工作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 。	投资建设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络。


的 ; 桂林思 奇则是在斯 里兰卡 与 T V	 (  1  ) 支持大企业海外推广国标	海外项 目 公司 运营可 以通过联盟


L a n k a 电 视台 合作开展国标地面数字	目前 有不少 其他 领域 的企 业投入 组建海外运营 团队
,

直接管理运营海


电视广播运营 。	到 D T M B 海外推广应用工作中 , 如中 外项 目公司
; 也可以在海外项 目公司


4 . 2 对海外徘广投式的思 名	广国际 、 华为 、 中兴
、 保利等 , 他们有 具备了开展地面数字电 视运营的

一

切


D T M B 海外推广成功 , 须解决两 丰富的海外运作经验和人才 、 海外国家 条件后
, 委托国 内有经验的地 面数字


个关键因素
,

即标准选择和资金落实。 政府企业的人脉资 源 、 雄厚的资金技术 电 视运营 商 ( 1 家或 多家联 合 )
运营 。


上节三种模式 中 , 前两种须 目 标 实力等 。 这些企业的加入
,
将有效地推 运营商带流动资金入股海外项 目公司

,


国 同意并 宣布采用 中 国标准 , 这是
一

动 D T M B 海外推广的应用进程 。	并全权负责海外公司的运营。


个漫长的 过程 , 即使能够说服其宣布	 (
2

) 依托联盟组织形式通过商业	 (
3

)
建设统

一

海 外节 目 中心和传


采用中国标准 , 付 出的代价也会相当 运营方式拓展海外市场	输平台


大。 资金方面 , 古 巴模 式不可复制 ;	我国数字电 视产业形成了 从内 容 、	D T M B 海外应 用 达 到
一

定 规 模


T u r n k e y 模式需要企业从商务部争取 系统 、 前端 、 发射 、
组网 、 终端 、 测 后

,
有必要搭 建统 一的节 目 中心

,
将


对 目 标国针对地面数字电视的商务援 试及运营等整个产业链
,

涵盖基础研 需要播放的电视节 目 资源及 国内节 目


助和优惠贷款 。 我国 的商务援助原则 究 、 制作 、 产品 ( 系统 ) 设计 、 研发 、 打包
,

通过卫星通道 传送到 各个海 外


上不干涉受援 国的用途 , 因此 , 援助 生产 、 集成及应用等领域。 同时 , 我 项 目 公司 。 海外项 目 公司 只需将卫 星


款项是否用于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 建设 国是数字 电视终端产品生产大国
,
生 接收节 目 包通过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 网


的决定权在受援 国 ; 同样 , 优惠贷款 产 、 销售了全球 6 0 % 以上的数字电视 络播送出 去 , 省去 了每个项 目 获得 节


也有诸多限制 。 而且
,
数字 电视领域 终端产品 。	目 源 、 建 设节 目前端系统及 节 目传输


专业公司规模均不大
, 很难争取到 商	在 海外 国家 采 用 D T M B 标准 投 网络的麻烦及投资 , 以节省 投资 、 运


务部援助或优惠贷款。	资运营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业务
,

带动 营成本
, 方便开发新的市场 。 E D


B O T 是商业运作模式只须 目 标国 技术 、 产 品 、 服务和文化 的输出 , 并


同意在 其境 内 使用 D T M B 标准 进行 通过 地 面数 字 电 视 广 播 商业 运营 获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 由 企业投资 , 在 取投资回报 , 巳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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