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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光学冷加工业的最顶端技术主要掌握在日本、美国和德国厂商手上，其中日本掌握了全球光学冷加工技

术的主要来源。随着近 10 年以来现代光电技术的大发展，光学技术发达国家纷纷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

方向，逐渐退出传统光学加工领域，向现代、高端光电产品的制造、研发集中；台湾、中国大陆则逐渐成为全世

界光学冷加工的制造中心。 

    德国：具有雄厚的光学工业基础，在光学冷加工方面具有高水平、高精度优势，蔡司镜头和来卡相机代表了

世界传统光学加工和相机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准。近年来，德国利用其高度专业化和生产技术柔性化的优势，大力

发展现代光电技术，如集成光学、纤维光学、全息和激光技术等，传统光学加工中的镜片制造与镜头设计业务已

大部分外包，仅依靠品牌经营。 

    美国：已完全退出了劳动力成本高昂、工艺落后的光学冷加工行业，其传统的光学仪器工业也已基本萎缩，

转而凭借科技、资金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的现代光电设备和仪器，如：微细加工设备及检测仪器，智能化光

谱仪器，生化和医疗仪器，光学遥感仪器，激光干涉仪，打印机等光学、光电仪器。 

    日本：充分利用电子技术优势，加速对传统光学仪器工业的改造和产品更新，特别加强独创性技术开发，促

进光学仪器工业的改变。在光学冷加工方面，除少量高精密度的镜片、镜头加工外，日本已基本退出了传统的光

学冷加工行业，重点向光学设计领域发展，并在光学检测设备和检测技术、光学加工和镀膜设备等的制造方面居

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主要的光学冷加工设计、工艺、检测技术和设备输出国。 

台湾：台湾并非传统光学技术发达地区，但伴随着发达国家光电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台湾地区凭借其地域和贸易

优势，积极与国际企业合作，逐步掌握精密的光学加工技术，成为日本等发达国家退出光学冷加工领域后主要的

技术和市场承接者，大量为日美企业提供光学元器件，已逐步培养出了以亚光、大立、今国等为代表的全世界最

大规模的光学冷加工企业集群。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光学冷加工技术水平较低，传统冷加工产业主要限于光学镜片加工、生产望

远镜、传统照相机等中低端传统光学仪器。近年在国际光电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趋势下，世界范围内的光学

冷加工产能均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国内的传统光学加工企业也抓住机遇，向现代光学加工企业转型。通过与国际

先进企业的积极合作，国内企业凭借制造成本优势使企业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并在精密光学技术的研发上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国内企业的技术发展主要源于日本，生产工艺流程的管理经验则主要来自于台湾企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光学冷加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趋势是：发达国家已基本退出冷加工，向现代光

电技术和光学设计领域集中；中国成为继台湾之后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光学冷加工产能承接地和聚集地，但在整体

发展水平上仍处于整个产业链条的最末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专业分工大趋势下，日、美、德的光学大厂逐步向现代光电技术和光学设计领域

发展，传统的光学冷加工部分渐由台湾、东南亚、中国大陆地区代工。台湾曾是全球最主要的光学镜片、镜头产

地，占总市场份额的 70%。受劳动力成本日益高昂等因素影响，台湾的主要光学厂商，如亚洲光学、大立光电、

今国光学、玉晶光学等近年来纷纷在大陆设厂。仅华南地区就聚集了亚光、今国、大立、华国等大型台资企业，

以及凤凰、舜宇等国内企业。 

    光学冷加工行业下游相关的消费数码光电产品的主要生产厂商也已将制造基地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如数码相

机，中国被视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之一。各相机厂商看好中国市场，同时出于成本考虑将尽量实现元件本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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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所以中国的数码相机产业集群不断成长，各大知名厂商已尽数在中国设厂。 

    目前，世界光学冷加工与消费数码光电产品产能向中国转移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中国成为全世界光电产品的

生产加工集散地。在区域分布上，光学冷加工产能大多聚集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华南地区成为世界性的数码

相机生产基地，同时也是全世界光学冷加工产能规模最大、行业集中度最高的地区。 

    光学冷加工及光电产品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为行业内的企业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企业间的竞争也将进一

步加剧。 

    下游产品中，数码相机类产品对光学冷加工产品的需求占总需求的近 40％，因此对数码相机厂商订单的争夺

成为行业内企业竞争的重点。目前的大型数码相机生产企业多为日本厂商，如佳能、美能达、奥林巴斯、索尼、

富士等，他们对光学冷加工企业普遍采用资质认证制度：重点考察候选企业的交货期限、产品质量、产能规模和

管理水平，并进行综合评分。企业获得合格认证后，一般可赢得日本厂商较稳定的长期订单。 

     随着光学产品推陈出新及光学技术日益精进，应用范围持续扩大，从早期的传统相机、望远镜、显微镜、扫

瞄器、传真机等，到现在的数码相机、拍照手机、投影仪、背投电视等光电子图像信息处理产品均大量采用光学

组件产品。自 2001 年开始，以数码相机、拍照手机为代表的消费数码光电产品迅速崛起，以超常规速度快速增

长，直接拉动光学冷加工行业进入一轮高速成长的景气循环。随着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消费数码光电产品价格

不断降低、功能不断完善，整个市场容量仍将保持增长。以传统相机为代表的传统光学产品销量日渐萎缩，消费

数码光电产品对光学组件产品的需求已成为拉动光学冷加工行业继续成长的决定性力量。 

     在上述消费数码光电产品中，多功能事务机（在中国大陆销量相对较少）、影碟机、激光打印机产品对光学

玻璃球面镜片的需求相对较少，未来增长较为平稳；摄影机在中国普及率较低，属消费升级产品，但预估短期内

增长有限。 

对光学冷加工产品（光学玻璃球面镜片、非球面镜片、镜头模组等）需求量影响较大的是数码相机、拍照手机和

投影仪，新的需求增长点还包括背投电视、数码单反相机等。对于这些细分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有助

于判断光学冷加工行业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