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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将移动电视分为车载移动电视和手机电视两个部分，对移动电视的产业发展及各运营商

的经营策略与产业链中重要环节各厂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车载移动电视方面，目前中国约有 43 个省市已开播或试验了地面传输移动电视，应用范围已

从公交车、出租车等车辆扩展到了地铁、轮渡、列车和楼宇、边远居民家中的固定接收，以及

城市信息应急系统等。在这些地区中以采用清华的 DMB-T 与欧洲 DVB-T 标准的为最多，采

用上海交大 ADTB-T 标准的仍以上海为主。2006 年 8 月，地面传输数字电视国家标准颁布，

2007 年 8 月 1 日实施。标准实施日后，中国车载移动电视产业如何布局，本报告分清华与上

海交大两大阵营加以分析。 

 

图 1  2004-2008 年我国车载移动电视终端及受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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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国内大部分城市启动移动电视项目都是从公交车、出租车领域起步，建立起一套合适的运营模

式后，再拓展到其他应用领域，因而目前车载移动电视市场还主要集中于公交车、出租车领域。

私家车将是中国车载电视最具潜力的市场，未来随着私家车市场逐步培育成熟，车载电视市场

也会随之不断扩大。 

 

图 2  2004-2008 年我国车载移动电视应用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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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中国目前最具人气的主流技术是 T-DMB、T-MMB、CMMB 和 DMB-T/H。虽然 T-DMB 在北

京已经得到商用，并将在广东和上海开始商用，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移动广播电视将采用

他们自己开发的解决方案。T-MMB 已经在北京有了试点，CMMB 在 2007 年做了少量的试验，

2008 年发射卫星。 
 

图 3  全球手机电视业务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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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Integrant 之 RF Tuner IC 产品一览表 
表 11-3  2005 年和 2006 年配备 Integrant 公司 RF Tuner IC 的终端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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