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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发展状况 

（一）光学行业总体概况 

光学仪器是仪器仪表行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类别，是工农业生产、资源勘探、

空间探索、科学实验、国防建设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可缺少的观察、测试、

分析、控制、记录和传递的工具，特别是现代光学仪器的功能已成为人脑神经功

能的延伸和拓展。 

伴随着下游应用领域需求的日益增长，近年来国内光学仪器制造行业市场规

模也呈现快速扩张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末，我国光学仪

器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达到 777.25 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 4.82%。 

2012-2015 年中国光学仪器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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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仪器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领域及人民日常生活。目前光学仪器的供需

状况可以概括为：产品生产数量大，增加幅度明显，供需基本处于平衡。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光学仪器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将达到 950 亿元。 

（二）细分行业发展状况及市场规模 

1、光学玻璃行业  

光学玻璃是能改变光的传播方向，并能改变紫外、可见或红外光的相对光谱

分布的玻璃，狭义的光学玻璃是指无色光学玻璃；广义的光学玻璃还包括有色光

学玻璃、激光玻璃、石英光学玻璃、抗辐射玻璃、紫外红外光学玻璃、纤维光学

玻璃、声光玻璃、磁光玻璃和光变色玻璃。光学玻璃可用于制造光学仪器中的透

镜、棱镜、反射镜及窗口等。 

随着现代光学、光电子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光电数码产品和信息产品逐渐兴

起，从而促进了技术含量高、制作难度大、光学性能优越的特种光学玻璃的发展，

目前主要的特种光学玻璃包括镧系光学玻璃、环保系列光学玻璃以及磷酸盐光学

玻璃。 

I、镧系光学玻璃  

镧系光学玻璃是光学材料中的稀土光学玻璃，在其组分中含有较多的稀土氧

化镧，具有高折射率、低色散的特性。镧系光学玻璃的特点是能有效地扩大镜头

的视场，改善仪器的成像质量，使镜头小型化、轻量化，是目前在数码摄相机、

数码照相机、扫描仪、LCD 投影仪、数码复印机、CD-ROM 和 DVDROM 读

取镜头中广泛应用的高端光学电子信息材料。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与快速发展，

又被用于可拍照手机的光学系统，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随着光电信息产业的迅

猛发展，镧系光学玻璃已逐渐成为光学材料的主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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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环保系列光学玻璃  

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保护意识的日趋加强，发达国家陆续颁布实施了相关环

保法律法规，如禁止在玻璃中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氧化铅和氧化砷，因此在光学仪

器及光电产品中必须使用环保化光学玻璃。为达到环保要求，光学玻璃主要厂家

已经开发出了多种系列的环保光学玻璃。其中，日本的 OHARA 公司从 1996 年

生产的环保光学玻璃已达到了 93 个品种，1997 年在产品目录中的 111 个品种的

光学玻璃中已全部不含铅和砷，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德国 SHOTT 公司 2000 年

在产品目录的 87 个品种中，已有 67 个品种属于无铅和无砷的环保光学玻璃。因

此，光学玻璃环保化已是世界光学玻璃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III、磷酸盐光学玻璃  

磷酸盐和氟磷酸盐光学玻璃都属于低色散光学玻璃，具有特殊的相对部分色

散。短波方向的相对部分色散比一般冕牌玻璃大，可用它来消除二级光谱的特殊

色散。磷酸盐光学玻璃一般具有较低的软化温度，可用于精密模压成型，其良好

的性能还表现在具有较高的荧光强度、荧光峰值位于短波长的一侧和负的折射率

及温度系数。由于磷酸盐和氟磷酸盐光学玻璃在物化性能和制造工艺上难度较大，

所以目前只有日本的 HOYA、德国的 SHOTT 等厂家能够批量生产。近年来，日

本、韩国对氟磷酸盐光学玻璃的询价大幅增加，表明国内外厂家对氟磷酸盐光学

玻璃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随着光电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镧系玻璃、高品质光学玻璃、

环保光学玻璃等特种光学玻璃需求大幅上升，有力地带动了光学玻璃市场需求的

整体上升。特种玻璃的生产较为复杂，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其价格可达到传

统光学玻璃的数十倍，是目前光学玻璃行业主要利润增长点。数码相机、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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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载镜头、投影机等光电产品的飞速发展，将为特种光学玻璃带来新的发展

空间，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未来随着光学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紧密结合，光电产业将保持快速发展，也必

将带动上游产业光学玻璃行业的发展，光电产品对高品质的镧系光学玻璃、高品

质光学玻璃、环保光学玻璃等特种光学玻璃的市场需求将大幅上升。 

2014-2020 年中国光学玻璃制造行业市场规模及预测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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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合成镜片的生产需将塑胶熔化倒模成所需的弧度，加

在玻璃镜片的表面，镜片合成的过程快捷且更具效率，但由于玻璃及塑胶的物理

特性不同而易发生变形。  

光学镜片作为主要光学元器件之一，根据材质不同，可分为玻璃镜片、塑胶

镜片和合成镜片等。根据行业内相关资料显示，智能手机镜头所用镜片为塑胶镜

片，车载镜头、安防镜头及数码相机镜头所用镜片为玻塑结合镜片。其中，各类

型镜头的玻璃镜片使用数量略有差异。 

光学镜片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是为微型投影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可

拍照手机配套的镜头模组和终端产品生产厂家，因此与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具有

较强的联动性，而消费电子类行业是典型的充分竞争性行业，产品受行业周期性

波动的影响较大，相应的企业业绩也呈周期性波动。同时，由于主要下游产品属

于消费电子类产品，受国内和国外节假日影响，销售具有季节性。一般来讲一季

度通常为销售淡季，三、四季度为销售旺季。预计 2020 年国内光学镜片需要量

将达到 26 亿片左右。 

2010-2017 年我国光学镜片市场需求量（单位：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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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2010 年我国光学镜头行业产量约 11.82 亿个，到 2014 年我国光学

镜头行业产量达到了 22.25 亿个，1预计 2017 年将达到 30.29 亿个。 

2010-2017 年我国光学镜头市场需求量（单位：亿个）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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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控制、记录和传递的工具。特别是现代光学仪器的功能已成为人脑神经功

能的延伸和拓展。伴随着下游应用领域需求的日益增长，近年来国内光学仪器制

造行业市场规模也呈现快速扩张态势。 

在我国光学仪器市场上，跨国企业的进入与成功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日

本日东光器、台湾亚洲光学、台湾今国光学、德国蔡司公司、瑞士莱卡公司、美

国 3M 公司等国际著名厂家纷纷将其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国内虽有一些企业逐渐

崛起，在光学仪器制造市场上占据了较为领先的地位，但是多数企业研发能力差，

与国外同行相比，高端产品在技术上仍处于劣势。 

近年来，我国光学仪器行业迅速发展，朝着高性能、高精度、高灵敏、高可

靠性、智能化、自动化等方向发展，体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培育了一批

特色优势产品，二是产业区位集聚程度较高，三是具有比较灵活的经营机制，四

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是产品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

国光学仪器产品大多属中低档水平，高档产品依赖进口，生产现状不尽人意。高

档、大型仪器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中档产品以及许多关键零部件，国外公司

占有国内市场过半的市场份额。虽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仍与国外存在差距，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高技术含量的光学仪器领域，参与竞争的主要是引

进、合资的产品。在引进、合资、国产化过程中，国内企业缺乏对产品关键技术

的研究，不能独立地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重复引进现象严重。此外，产、学、

研、金融、政府及用户有机结合的体制和政策没有形成，专业人才的缺乏，企业

劳动生产率低等都是产业发展中迫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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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发展趋势 

1、光学玻璃 

随着现代光学、光电子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光电数码产品和信息产品逐渐兴

起，技术含量高、制作难度大、光学性能优越的特种光学玻璃的市场需求很大，

包括镧系光学玻璃、环保系列光学玻璃、磷酸盐光学玻璃等。随着特种光学玻璃

的普及，整个光学玻璃产品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光学玻璃的发展和光学仪器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光学系统新的改革往往向

光学玻璃提出新的要求，因而推动了光学玻璃的发展，同样，新品种玻璃的试制

成功也也往往反过来促进了光学仪器的发展。未来光学玻璃及相关工艺方面的发

展趋势主要是一些方向：①制得特别高折射率的玻璃；②制得特殊相对部分色散

的玻璃；③发展红外及紫外光学玻璃；④取代玻璃中某些不良的成分如放射性的

THO2，有毒的 BcO，Sb2O3 等；⑤提高玻璃的化学稳定性；⑥提高玻璃透明度

和防止玻璃幅射着色；⑦改进工艺过程，降低新品种玻璃价格。 

2、光学镜片和镜头 

光学镜片和镜头的发展受下游整机产品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光学镜片和镜头

主要应用于投影仪、数码相机以及精密光学仪器等光电产品，投影仪、智能手机

产品需求的高速成长带动了光学镜片和镜头产业的结构调整。随着光电产业下游

产品结构的调整，出于产业链中游的光学镜片和镜头行业势必要改变产品研发方

向，调整产品结构，向微型投影机、智能手机、安防系统、车载镜头等新型行业

靠拢。 

终端光电产品正向着更高像素、更轻薄、更价廉的方向发展，对光学元器件

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为适应这样的产品变化趋势，光学元器件在材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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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Ⅰ、光学非球面镜片面世 

球面透镜成像时存在像差，容易造成清晰度下降和变形等缺点，非球面镜片

可以获得更好的成像质量，矫正多种像差，提高系统鉴别能力。能够以一个或几

个非球面镜片零件替代多个球面镜片零件，简化仪器结构，降低成本。常用的有

抛物面镜、双曲面镜和椭圆面镜等。 

Ⅱ、光学塑料的广泛运用 

先期光学元件原材料以光学玻璃为主，随着合成技术的发展，加工工艺的改

善，光学塑料获得了迅速发展。传统的光学玻璃材料价格较贵，生产再加工工艺

复杂，成品率不高。与光学玻璃相比，光学塑料具有良好的可塑成型工艺特性、

重量轻、成本低廉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摄影、航空、军事、医疗、文教等民用

领域的光学仪器和设备中。 

从光学透镜应用来看，各种镜头和镜片都已有塑料制品，都可以采用模压工

艺直接成型，不需要传统的铣磨、精磨、抛光等工序，特别适用于非球面光学元

件。采用光学塑料的另一特点是镜头可以直接和框架结构一次成型，简化了装配

程序，保证了装配质量并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近年来国外已研究用溶剂扩散入光学塑料，改变光学材料的折射率，从原材

料阶段控制产品特性。近几年来，国内也开始重视光学塑料的应用开发，其应用

范围已从光学透明件，扩展到了成像的光学系统，国内已有厂家在取景光学系统

中部分甚至全部采用光学塑料代替光学玻璃。未来，如果能够克服光学塑料稳定

性差、折射率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抗磨性不好等缺陷，光学塑料在光学元器件领

域的应用将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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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一）有利因素 

1、光学加工产业向中国转移 

光学元件与光学仪器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的显著特点，继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日本企业向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之后，目前，大量的日本、台湾光

学企业正加紧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光学元件与光学仪器加工制造

中心。全球化、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体系逐步建立，有利于国内光学元件与光学仪

器加工企业在较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光学企业的竞争，为中国光学加工业发展提供

了较好的市场机遇。 

2、产业政策的支持 

2005 年 12 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将“精密仪器开发及制

造”列为发展重点； 

2008 年 12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

的通知》中将“立体显微镜、望远镜装置零件、测距仪等”出口退税率提至 17%，

将“编号 9001 未列名的其他光学元件〔未经光学加工的玻璃制元件除外〕、单反

相机镜头、其他照相机,投影仪等用物镜〔包括照片放大机用物镜〕、双筒望远镜、

其他光学望远镜〔包括单筒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及其他天文仪器用零件〔包括

座架〕、缩微照相等用的其他显微镜、其他显微镜等”出口退税率提至 14%； 

2011 年 6 月，《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

明确指出“数字音视频产品”是信息技术重点领域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其中重点发展“面向三网融合的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与数字电视音视频信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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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的关键设备、专用芯片、关键部件（数字高清成像器件和智能监控产品）”； 

2011 年 8 月，《仪器仪表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将“球面、非球面光学元件

精密加工工艺，晶体光学元件磨削工艺，特殊光学薄膜设计与制备工艺”列入行

业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 

2012 年 8 月 21 日科技部将“开发新型显示产业配套材料、重要装备、低成

本技术、低功耗技术和产品设计技术”作为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其中，该专项

规划明确了新型显示科技“十二五”发展的经济指标： 3D 显示产值 3700 亿元/年，

形成 3D 电视、3D 显示器、3D 投影产业集群等。 

同时，光学仪器是精密仪器仪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器仪表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将“球面、非球面光学元件精密加工工艺，晶体光学元件磨削工艺，

特殊光学薄膜设计与制备工艺”列入行业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05 年本)》将“精密仪器开发及制造”列为发展重点。 

国家对监控镜头与光学仪器产业扶持将给光学元件与光学仪器产业带来良

好的发展机遇。 

3、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 

光学产品涉及日用消费、娱乐、网络、通讯等各方面，行业覆盖范围广泛，

应用空间不断扩大。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光学新产品的开发层出不穷，光

学产品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光学产业的高速增长势必带动光学元件与光学仪器行

业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光

电子、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进步，来自安防视频监控、消费电子等

领域对于光学镜头的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同时视讯会议、智能家居、航拍无

人机、 VR 等新兴领域的兴起也将极大的促进光学镜片、光学镜头及光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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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 

（二）不利因素 

1、国内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光学产业新产品层出不穷，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对光学元件与光学仪器加工

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国内少数厂商能实现精密光学元件量产，但特殊光学

元件的加工技术（如光学非球面加工技术）、配套材料及检测技术基本上由国外

厂商掌握，国内厂商仍与国际高端水平有相当差距。 

2、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日资、台资、欧美等光学企业加速在中国建厂，加大了市场竞争压力，他们

充分利用内地的较低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光学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减

弱。同时，国内光学产业大部分仍集中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规模化的系统配

套与产业，部分重要的器件与材料依旧需要进口，传统光学产业竞争激烈，利润

低而微薄。 

3、汇率变动影响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光学元件与光学仪器的重要出口国，行业企业在产品

出口销售时，大都以美元和港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出口业务面临一定汇率变动的

风险，人民币持续升值也使行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行业技术水平及特点 

（一）行业技术水平 

光学玻璃、毛坯、镜片和镜头生产至目前还是属于传统的光学元件和光学器

材加工行业。我国光学仪器的加工技术，虽然有较长历史但形成批量生产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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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工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光学冷加工工艺在解放前虽然已有所采用，但缺

乏完整性。解放后经过光学行业各方面人士及职工的努力，方逐步形成了较完善

的加工方法。  

五十年代初期，光学行业的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

铣磨代替了粗磨、高抛代替了古典抛光。这是光学制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点是对光学加工机理和工艺因素的研究和探讨，通过科研人

员和课题组的努力，均取得了理想的科研成果。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光学行业

有了更大的进展，这是由于光学产品出口，光学工艺也随着有了更大的改变和进

展。我国采用了几十年的成盘加工工艺受到了冲击，而单件光学加工在光学批量

生产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到了本世纪初，我国光学制造业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进入了发展的高峰，

已形成了很强的生产能力。在亚洲也好，在世界上也好，中国光学冷加工的能力

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但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主要表现在不能大批量生产高精度元

器件，大部分企业不能长期稳定生产，不能制造高精度的特种光学零件。造成此

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执行工艺规程不够先进完善；二是没有专门工艺研究和工艺

设备的研究开发单位；三是没有成熟的行业法规；四是没有软件贸易企业，没有

“光学工程”的承包单位。  

（二）行业技术特点 

随着终端产品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发展及深化，未来光学镜头设计及生产

技术的重点将趋向于提高成像质量、增加功能的同时体积不变或缩小、不断拓展

新的应用领域，以促进各种新型光学镜头产品的发明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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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光学镜头产品技术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比如，安防视频监控领域中，随着安防视频监控技术应用的范围以及场景的逐步

扩展，另加上其本身趋于向高清化、智能化以及网络化等方向的进一步延伸，镜

头产品在光学防抖、大倍率变焦、超大光圈、红外夜视、超广角、高可靠性等技

术水平方面的要求正变得日益显著。此外，在智能手机应用领域，光学镜头产品

在技术发展方面正呈现出高像素、超薄、广角、防抖、光学变焦等趋势。在车载

镜头领域，光学镜头产品在高可靠性、超广角、红外夜视、防水防雾、小畸变等

技术方面发展趋势明显。  

四、行业壁垒 

光学元件加工及光学仪器制造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行

业。光学元件的特点是必须按照下游产品的特性和要求来进行设计和生产，只有

具备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能力，拥有高精度设备和熟练技术工人的厂商，才能生

产出高性能、低成本、大批量的光学元件，最终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进入光学

元件行业的主要障碍包括： 

（一）核心技术 

光源技术方面，投影机的光源问题，一直都是行业内的热点。从传统的超高

压汞灯到 LED 光源、再到激光光源。汞灯光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激光光源由

于在 3000 到 4000 流明的主流市场无法做到小型化而优势不明显，且成本高。因

此，LED 光源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其寿命长，颜色纯净，使用稳定等优势让

LED 光源成为投影机领域的重要力量。LED 高亮光源成为 3000-5000 流明以上

的高端机型的重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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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片、光学镜头的加工需要几何光学、物理光学、薄膜光学、色度学、

热力学、精密机械、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光源技术、微显示技术等学科的高

度集成，与装备和技术的先进性紧密相关，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因此，只有掌握

了核心技术的生产商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给新进入或

准备进入者设置了较高的核心技术壁垒。 

（二）内部管理能力 

精密光学镜头与光学仪器的加工涉及的工艺流程复杂，工艺技术和生产管理

水平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和良品率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成本优势。为了保证在各加

工工序中确保产品符合加工精度要求，从事批量精密光学镜头与光学仪器加工，

不仅需要国际先进的精密加工设备，而且需要具备对各类设备进行整合、系统管

理的能力，这需要企业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形成，新进入该行业的生产

商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这种能力。 

（三）商誉与品牌 

良好的公司品牌是商品质量的保证、服务的保证、维护稳定的消费群体的重

要保证，是决定行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

精密光学镜头的生产企业而言，由于其下游客户大都是较为知名的行业巨头，下

游客户在选择供应商会更多地参考供应商的品牌知名度，因此拥有良好品牌影响

力的企业会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对于户外光学仪器生产企业来说，其面对的终

端用户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这类用户在选择户外产品时更偏向于拥有良好品牌知

名度的产品，因此拥有良好品牌影响力的户外光学仪器生产企业会更多地获得用

户的青睐。但是，品牌影响力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而是通过多年的经营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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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消费者心中逐渐形成的，其中先入为主的优势尤其明显。对新进入者

而言，树立公司品牌不仅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等资源的持续保障。 

（四）劳动力素质 

精密光学镜头与光学仪器加工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同时也具

有劳动力密集的特点，许多环节需人工操作，各工序要求精细，需要大量熟练掌

握工艺技能的操作人员。例如，镜头组装完毕之后，必须进行光学测试和成像检

查，以确保产品高度的一致性，该环节需要大批的质检人员。只有具备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能力，拥有高精度设备和熟练技术工人的厂商，才能生产出高性能、低

成本、大批量的光学产品，最终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而培养一名具有熟练操作

技术的工人需要较长的周期和较高的费用。因此，技术经验的积累、成熟操作工

人的培养构成这个行业的较高门槛。 

五、行业的利润水平与变动趋势 

光学玻璃、光学镜片和镜头等制造行业的利润水平与企业生产规模、产品工

艺水平、经营管理质量、市场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一般而

言，生产规模小、产品创新与研发能力不足、产品质量低下的生产企业利润率较

低；而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市场知名度高、产品档次高的企业产品利润率较高。 

若市场仍处于充分竞争状态，随着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

成熟、原材料成本的下降、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各个环节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行业的整体利润水平会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在行业的竞争过程中有较强自主研

发能力、知名度和营销能力的厂商将会持续抢占市场份额，导致市场出现优胜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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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的局面，由此可能将导致企业进行收购兼，并使得行业趋向整合阶段，行业整

合形成的规模化经营带来成本的下降，行业利润水平随之提高，并维持在一个相

对均衡的水平。 

 

该报告为新三板行业分析师对新三板相关行业发表的研究报告，不属于根

据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所撰写和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