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USA Today》研究，隨㠥平面電視沒落，以及電
子廠商的惡性競爭，3D電視逐漸被看成「出路」。有專家
更預言，2011年3D電視將在歐美地區開始熱賣。

概念成形　邁進應用期
首個「破關」因素，就是3D電視的價格正大幅下降。

3D電視推出市場已有一段日子，一直被市場看淡。問世
接近1年，但價格、欣賞體驗的重重憂慮，令其發展未能
前進。市場調查發現，各大廠家普遍願意把建議售價下
調至500至1,100美元。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很多技術問題
經已解決，研發成本有下調空間。此外，去年3D電視差
強人意的銷情亦令廠商們不得不將「高科產品」重新定
位為「普普產品」，把起初的「貴氣」去掉。隨㠥產品的

「概念期」徹底完結，逐步走向真正的「應用期」。下一
個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市場。

透過媒體宣傳，消費者對3D電視技術認識逐漸深入，
需求和購買意慾也不斷增強，而歐美的電視台亦傳出消
息，下屆世界盃賽事將以3D技術直播。全球人類對世界

盃的熱愛和瘋狂，令3D電視
「無故」起死回生，逐步引領
其進入高峰。

其中一個阻礙3D電視發展
的因素是健康問題，這最令廠
商們頭痛。很多人擔心，佩戴
特別眼鏡長時間收看3D電
視，會令眼睛健康受損。有專
家指出，「不閃式」3D電
視，能提供畫面並無強烈閃爍
和重影的效果，而新型眼鏡的
設計，更可減低高光對瞳孔的
刺激，所以3D電視其實徹底
改變了人類原來用肉眼觀看電
視的方式。這場「革命」，將
有機會大大加強觀看電視的舒
適性。起初，大部分人以為佩
戴眼鏡看電視有害，其實反而

能增加一層保護。

爾虞我詐　聯合開發
現代人觀看電視習性，簡直是牢不可破。一啟

動按鈕，畫面和聲音便要立即出來，否則那便不
是「電視」。近年流行收費電視，增添機頂盒也
是其阻礙，市場人員也花了極大精力去「說服」
觀眾。若要大家多戴一副眼鏡，真的是難以接
受。但短短一年，3D電視技術突飛猛進，為何
能有此佳績？因為平面電視的技術和市場競爭已
到達了樽頸。各大廠商便決定「拚死一死」，把
資源和技術投進3D電視戰場。

最早出台的是「快門式」（Shutter）3D電視。
「快門式」電視，顧名思義就是用快門釋放光線
和畫面，但閃爍的畫面，很容易令人感到眩暈。
此外，外部配置快門式眼鏡沉重非常，更有被批
評指，那根本不是作娛樂之用。技術的局限一度
令人以為3D電視發展就此終結，但「偏光式」

（Pottern Retarder）電視的出現，卻又為市場帶來
了亮光。「偏光式」電視採用偏光技術，顯示屏
不會閃爍不定。

有分析指，3D電視發展能迅速地解決技術問
題，在電子產品發展史上罕見。究竟，是甚麼原
因呢？原來，很多廠商私底下結盟分派，「無私
地」分享研究技術。可是，不同廠商對「快門式」
和「偏光式」3D電視都有不同看法。「快門式」
成本較平，技術已成熟，由於本小利大，極受投
資者歡迎。「偏光式」技術雖然更先進，可是成
本極高，風險高普遍未能說服投資者。目前，兩
大陣營分別由不同廠商割據。不同廠商，便就本
身技術和實力各自「歸隊」。

共存共榮　分途發圍
「快門式」先入為主，「偏光式」起步時，實

難以拋離對手。此時此刻，唯有透過商業策略，
企圖把對方擠出市場。例如，久不久便會有消息
傳出，某些制式的3D電視會導致3D畫面分辨率
和清晰度減低。畫面質量、觀看舒適性的「二分
性」選擇，令消費者極度煩惱，根本難以果斷地
決定購買哪一種制式。雙方不斷進行消息炒作，
最終令消費者陷入迷失境地。但最近，剛完結的
拉斯維加斯國際消費電子展，有「偏光式」電視
獲評「2011年最佳產品」。它獲得歐洲最具權威
的TUV Rheinland頒發的全球認證，其賣點是能
讓觀眾長時間舒適地觀賞。

有業內專家指出，此戰況便如早年等離子電視
和液晶電視的角力一樣，也有可能長期「和平」
共存，以兩條路線共同發展。看體育直播的選畫
質，愛「煲劇」則選舒適。3D電視角力戰，便
說明往日電子產品「一統天下」的策略已一去不
返。聯合開發、巴結最多盟友，擅於「包裝」才
是出路。

頻道開台　戰況逆轉
ESPN 3D的出台更勢將為3D電視發展打下穩

定基石。到了今年中，觀眾即將可透過不同頻
道，收看3D的體育節目。消息指，各大廠商均
爭取與頻道合作，推銷各自的電視制式。接下
來，便是3D版的音樂和飲食節目。消息指，有
關頻道暫時計劃推出11個不同類別的3D節目。
起初可能大部分都是電影和紀錄片，而一些重要
的新聞事件，亦會陸續透過3D制式直播。

據調查指，目前消息者最大的阻礙，是抗拒另
行購買昂貴、能提供高質素效果的3D眼鏡。去
年亦只有100萬副3D眼鏡現貨推出市場。美國電
子消費品委員會相信，按目前產品研發進度，

3D眼鏡的價格很快隨電視價格下降而調整。委員會表
示，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說到底，沒
有足夠的3D節目，觀眾也不會花錢購買電視和眼鏡。各
大小3D電視頻道陸續「開台」，令電視市場出現了極大衝
擊和變化。起初，市場邏輯是，技術是配合「消費者需
要」。但現在，技術是配合「電視台需要」。3D電視無論
技術多先進，若未能配合電視台和節目，一切投資和研
究都是枉費的。故此，各大廠商便爭相和各頻道合作。
有專家指，若頻道普遍採用、或優化地使用某一制式的
3D電視，其對手便會立即完蛋。似乎，「和平」共存的
局面難以恆存。

大中華場市場　奠定勝局
中國第一台黑白電視機在1958年面世。去年，中國電

視機擁有量已超過4億台。專家表示，未來數年中國市場
會成為全球電視生產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

有消息指，有韓國廠商計劃在北京推出新一代3D液晶
面板電視，並選擇在中國率先上市。有關產品，傳聞使
用新3D液晶面板，把偏振部件移師到眼鏡，大大降低價
格成本。當新機型在中國上市，才會陸續於美國和歐洲
登陸。

3D電視在內地發展充滿可能性。有廠商企圖以技術取
勝，亦有廠商使用市場策略。有廠商相信，中國人的收
看電視習性便決定把誰逐出市場。目前，3D電視在內地
還未普及，各大小廠商仍就平面電視在內地市場鬥得你
死我活。目前，3D電視機櫃位生意冷清，大多數人只是
隨便看看和問價格，體驗了便離開。有市場專家便提
出，吸引消費者入貨，便要使用「地道」的策略。而合
適內地市場的，便是「以舊換新」補貼。

科技領導一切
似乎，當某廠商成功佔據內地市場，其對手便難以生

存。可是，科技產品被當成了「潮物」，技術再突破又可
能帶來轉機。究竟，3D電視節目是否一定要戴眼鏡才可
收看？目前的答案：是。可是，美國有傳聞指，有廠商
正在秘密研發無需3D眼鏡亦能收看的「產品」。目前，若
不佩戴眼鏡，畫面的影像會重疊和變形。這便啟發到聰
明的廠商，開發可同時顯示2D和3D內容的電視。消息
指，關鍵是設計一個按鈕，讓用家按需要「關掉」3D效
果，用3D電視觀看2D內容。當購入電視，便很容易「誘
使」用家購買眼鏡。

有日本電視研發機構估計，市場絕對有機會出現3D播
放格式「升級器」。有關「升級器」或外置屏幕，能令用
家「盡量」觀看3D節目，戰局亦會隨時改寫。目前，仍
未有製造商能讓高清電視「升級」至支援3D播放格式。
本年初，已有廠商聲稱已研發出全球首款，毋須戴眼鏡
觀看的3D電視。可是，有關設計是把透鏡面板安裝在電
視屏幕前，再把影像傳送到觀看者眼睛，呈現出3D效
果。可是，要非常接近屏幕，才能成功看到立體效果，
當觀看角度不同，視點和畫面便會出現誤差。其競爭對
手表示，此並非「真正」的3D效果。而有關開發商，也
把此設計列為「個人用品」。

當眼鏡難題未能解決之際，便有廠商推出i3Space「手
指一觸影像變形」技術。日本有研究小組表示，已成功
開發出全球首個「可觸摸」3D電視系統。能讓使用者觸
摸浮現在屏幕的影像。這技術其實靠套在觀眾指頭上約
長兩厘米的超小型震動器，讓觀眾錯覺以為觸摸到立體
圖像。這技術原為了模擬外科手術，但在娛樂業發達的
世代，也不得不引入電玩遊戲和電視娛樂界。

似乎，「全民三維」的視覺娛樂革命，如箭在弦。當
足球「射穿」你的電視，F1方程式賽車從屏幕衝出來，
真的再難接受平面電視。3D電視，絕對是貼身的事情。
故此，即將進行的世界盃，將會說明社會對3D電視的接
受程度。很多廠商都積極與各地大型商場合作，放置巨
型3D立體大電視，播放全3D製作的25場世界盃賽事精
華。當然，市民要佩戴場內提供的專用眼鏡。借㠥這些
大型活動，廠商們便能一試「水溫」，而工程師亦能很快
掌握市民佩戴的需求，以制訂新一輪的設計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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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電視

《USA Today》研究指，2011年是電視界重要年

份，因3D電視將在今年風行普及。3D電視從去年4

月起在世界各地陸續推出市場發售，可是除本港，

內地、美國、日本等市場無一反應極惡劣，令大小

廠商都大跌眼鏡。售價高昂、使用不方便、有害眼

睛等傳言，令3D電視難以生存。一直以來，3D電

視都被視為高科技產品，認為「只可遠觀，而不可

褻玩」。但影音產品要大銷，就需要有玩家「褻

玩」。2011年，有甚麼因素令3D電視「破關」呢？

文：所羅門　圖：資料圖片

■世界盃令3D電
視起死回生。

■有電視台已利用3D技術
直播球賽。

■年輕人較易接受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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