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案件
投资评级与估值

全球镜片行业需求稳定增长，高折、功能产品占比提升带动产品结构升级，近视防
控、智能眼镜贡献需求增量。公司为镜片制造领军企业，产品 SKU 矩阵完善，上下游
合作关系稳固，供应链优势明显。近年来公司积极发力国内市场和自主品牌，打造增长
新动能。差异化产品占比提升，带动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我们预测公司 2024-2026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18/5.00/5.93 亿元，分别同比
增  长  27.8%/19.6%/18.5% ，  当  前  市  值  对  应  2024-2026 年  PE 分  别  为
13.4/11.2/9.4X，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关键假设点
标准镜片：公司为镜片制造领军企业，SKU 完善，供应链制造优势突出，成长空间

广阔，假设 2024-2026 年公司标准镜片销量分别为 1.99/2.25/2.54 亿片，分别同比增
长 13.5%/13.0%/12.8%；考虑后续公司产品结构持续升级优化，高端产品占比提升带
动单价向上，假设 2024-2026 年公司标准镜片单价分别为 8.3/8.5/8.7 元/片，分别同
比增长 4.0%/2.0%/2.0%，对应 2024-2026 年毛利率分别为 34.0%/34.5%/35.0%。

定制镜片：公司具备定制化生产能力，创新 C2M 业务交付模式，但销量基数明显
小于标准镜片，假设 2024-2026 年公司定制镜片销量分别为 0.07/0.08/0.09 亿片，分
别同比增长 15.2%/14.8%/14.5%；定制镜片销售单价较高，且后续随差异化产品占比
提升，单价预计逐渐向上，假设 2024-2026 年公司定制镜片单价分别为 63.3/64.2/64.9 
元 / 片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0%/1.5%/1.0% ，对应  2024-2026 年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58 .5%/59 .5%/60 .5%。

有别于大众的认识
我们认为市场低估了镜片行业成长性。镜片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折、功

能、定制需求占比不断提升；新赛道涌现，带来增长新动能。近视防控、老花、智能眼
镜等赛道不仅带来产品单价的提升，同时是镜片品类渗透率提升的契机，即使没有视光
需求的用户，也可能成为镜片的潜在消费者；此外考虑智能眼镜续航问题，以及消费电    子
的功能属性，一人多镜也将带来需求增量。

我们看好智能眼镜为镜片制造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智能眼镜作为消费电子标品， 
品牌属性较强，消费者选购时更加关注智能眼镜的整体品牌，而弱化中间单一环节的供应
商品牌。Apple Vision PRO 产品与蔡司的合作，也是消费电子企业与镜片企业合作的代
表，未来智能眼镜产品的普及化，依赖于优质供应商带来的产业链降本，供应链能力突出、
渠道客户认知强的镜片制造企业有望受益。此外，AR 的预装处方镜片，依赖于消费电子
企业和镜片企业的合作研发，产品研发能力突出的镜片制造商有望受益。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
自主品牌占比提升超预期，高折、功能镜片快速增长，近视防控产品渗透率快速提

升，AI、AR 眼镜行业迎来爆发。

核心假设风险
原材料供应稳定性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高端产品销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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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镜片制造领军企业，全球化布局成长空间广阔

1.1 制造优势突出，收入利润实现稳健增长

图 1：公司发展历程

国内镜片制造领军企业，聚焦主业实现稳健增长。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总部位于上海， 

早期以标准化镜片生产销售为主，2006 年公司在江苏启东建立第二生产基地，产能进一步扩张。

2010 年康耐特光学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后因收购旗计智能布局金融服务领域， 陆续更

名为康旗股份、旗天科技。为专注镜片主业经营，2018 年康耐特光学从旗天科技中分拆，并

于 2021 年重新在港交所上市。公司原以境外代工为主，近年来逐渐发力自主品牌及国内市场，

打造增长新动能；同时产品结构逐渐向高毛利率的高折、功能及车房片转变， 带动盈利能力持续

提升。2023 年实现收入 17.75 亿元，2018-2023 年 CAGR 为 15.6%， 归母净利润 3.27 亿

元，2018-2023 年 CAGR 为 33.0%；2024H1 公司实现收入 9.87 亿元，同比增长 17.9%，

归母净利润 2.09 亿元，同比增长 31.6%。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招股说明书，  研究

图 2：2018-2023 年公司收入 CAGR 为 15.6% 图 3：2018-2023 年归母净利润 CAGR 为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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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注：康耐特光学会计年度与自然年度一致，不特别注明，下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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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类：标准镜片仍为收入增长主要驱动力，定制镜片占比逐渐提升。公司产品以标

准镜片为主，2024H1 标准镜片、定制镜片分别实现收入 7.79、1.9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8.4%、13.7%，收入占比分别为 79.7%、19.9%，标准镜片仍然为公司最主要收入来源， 

及增长驱动力，公司在传统库存镜片基础上，积极推进高折、功能镜片的销售，带动标准

镜片增长。此外，公司从 2011 年以来逐渐探索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模式，并在 2016 年引

进了亚洲第一条全自动定制化生产线，带动定制镜片快速放量，2024H1 定制镜片收入占比

达到 19.9%，较 2018 年提升 3.5pct，成为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

表 1：公司镜片产品主要分为标准镜片和定制镜片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公司公告，  研究

图 4：2024H1 标准镜片、定制镜片收入占比分别为

79.7%、19.9%

图 5：标准镜片仍然为公司最主要收入增长驱动力，定制
镜片为第二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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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分区域：亚洲及欧美地区为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公司逐渐发力内销，国内收入占比

提升明显。2024H1 公司在中国、亚洲（除中国外）、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地区分

别实现收入 3.02、2.41、2.24、1.61、0.38、0.10 亿元，收入占比分别为 30.9%、24.7%、

23.0%、16.5%、3.9%、1.1%，亚洲、欧洲及美洲为收入的主要三个来源地区。从收入复    

合增速来看，2018-2023 年中国、亚洲（除中国外）、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年复合

CAGR 分别为 35.6%、3.8%、12.0%、18.2%、32.0%、-7.1%，中国地区为目前收入占

比最高、增速最快的区域，公司过去以外销为主，近年来逐渐发力国内市场，公司国内收

产品类别 产品介绍 相似点 2024H1
收入占比

2024H1
毛利率

标准化镜片提供现有的产品清单，主要涉及一般参
拥有相同范围的折
射率（即1.499、
1.56、1.60、1.67
及1.74）及镜片设
计（例如双焦镜片
、渐进镜片及光致
变色镜片），可配

备各种功能

标准镜片 数，供客户在向康耐特下达采购订单时选择。所涉
及的加工步骤（例如镀膜或硬化）将取决于客户对

79.7% 33.8%

标准化镜片产品清单的偏好

定制化镜片无产品清单，基于客户对眼镜镜片的特

定尺寸、形状、弯曲度及矫视能力的要求而为客户
定制镜片 量身订造；定制镜片主要销售予个人终端用户及预 19.9% 59.5%

期会再销售予个人终端用户的零售商，具有更大的

定价灵活性



毛利率

入从 2018 年的 1.26 亿元提升至 5.75 亿元，2018-2023 年复合增速达 35.6%。2024H1

中国区收入同比增长 22.7%，持续保持高增。

图 6：亚洲、欧洲及美洲为收入的主要三个来源地区 图 7：中国地区为过去收入增长最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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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利润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费用率改善，带动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纵向对比来看，公司利润率呈现持续提升趋势。2024H1  公司整体毛利率、净利率分别

为 39.2%、21.4%，较 2018 年分别提升 8.5、12.2pct，主要得益于：1）高毛利率的定制镜

片占比提升，2024H1 定制镜片毛利率 59.5%，较标准镜片高 25.7pct，收入占比 19.9%，较 

2018 年提升 3.5pct；2）标准镜片中高折、功能镜片等差异化产品占比提升，带动标准镜片

毛利率从 2018 年的 27.3%提升至 2024H1 的 33.8%；3）费用率明显降低，随着公 司规

模快速扩大，摊薄费用，以及公司精益管理严控费用率，2024H1 期间费用率 15.1%， 较 2018 

年降低 4.3pct。

横向对比来看，公司呈现低毛利、低费用率特征，盈利能力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相

较于品牌搭建，公司更加关注制造端能力，产品毛利率明显低于明月镜片这类营销高举高

打型企业，但同样也带来费用端优势，2024H1 公司净利率为 21.4%，较明月镜片、永新

光学分别低 3.0、1.8pct，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图 8：公司毛利率处于行业偏低水平，但持续提升 图 9：公司净利率持续提升，逐渐追平行业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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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  研究
注：伟星光学因IPO 终止，无最新数据，下同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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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得益产品结构优化，公司镜片毛利率持续提升 图 11：公司期间费用率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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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  研究
注：康耐特光学行政费用包含研发支出；另外为保障口径一致，康耐特   光

学财务费用加回汇兑损益和银行利息收入

1.2 股权结构稳定，员工激励充分

公司股权结构稳定，管理层行业经验丰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费铮翔，同

时为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总经理，其直接持有公司 49.9%股权，股权结构高度稳定， 

费铮翔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曾在浙江大学任教，以及在埃默里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费铮

翔在眼镜行业拥有超 27 年经验，精准掌舵公司未来发展。公司管理团队大多毕业于国

内知名高校，多数在公司工作超 10 年时间，具备丰富行业经验；管理团队稳定，保障公司

整体的运营效率。

图 12：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费铮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研究
注：上述股权结构截至 2024H1 末

康耐特光学分业务毛利率 期间费用率



员工激励充分，利益深度绑定。上海书云、上海风畅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分别持

有公司 4.3%、2.8%的股权，根据招股书披露的两个持股平台股权结构，上海书云管理合伙人

为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郑育红、前监事会主席张惠祥，其他合伙人包括现监事会主席徐敬

明、费铮翔之妹兼康耐特眼镜监事费君芬、财务总监许胡寅以及 10 名公司员工，上海风畅管

理合伙人为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夏国平，其他合伙人为江苏朝日监事朱丽燕、康耐特眼镜

的董事文春红及 12 名公司员工。此外公司在 2023 年底公告董事会决议，建议公司采纳由现

有股份支付的股份计划，不超过已发行 H 股的 3%，用于奖励员工，进一步实现员工和公司

利益的深度绑定。

表 2：公司管理层行业经验丰富
姓名 职位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费铮翔
董事会主席、

总经理
1982年取得浙江大学（前称杭州大学） 

化学专业学士学位

眼镜行业拥有逾27年经验，曾于1989年至1991年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埃默里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彼于

1996年12月5日创立旗天科技，于2008年3月至2019年11月担任旗天科技董事会主席，并于2019年11月
至2020年5月调任为旗天科技董事

郑育红
执行董事、副 

1990年取得武汉大学（前称为武汉水利

总经理
电力学院）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工程 2008年4月至2019年11月担任旗天科技董事，并于2008年4月至2019年1月担任旗天科技副总经理

学士学位

夏国平 执行董事、副
总经理

1982年取得浙江大学（前称杭州大学）
物理学专业学士学位

2010年9月至2017年1月担任旗天科技董事，并于2010年5月至2019年1月担任副总经理

陈俊华 执行董事、副 1991年毕业于上海开放大学（前称上海 2009年10月加入本集团，担任制造部经理，负责监督生产过程及改进生产技术。彼自2014年3月5日起担
总经理 电视大学）公共关系专业 任上海康耐特副总经理，并于2017年4月22日至2021年3月31日担任AsahiOptical董事

王传宝
执行董事、技

术总监

2009年取得扬州大学高分子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士学位，并于2014年在南京理工
大学取得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

2016年8月加入本集团，担任研发中心副主任，负责生产工艺和技术研发工作。彼自2023年4月1日获委任   
为本公司技术总监兼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晓云 非执行董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2018年4月加入本集团前，彼于中国曾效力多家财务咨询、资产管理及证券公司担任其法人代表及╱或财

务总监

徐敬明 监事会主席 -
2006年12月加入本集团，彼分别从2006年12月至2009年12月担任制造部主管，从2010年1月至2018年

12月担任采购部经理，自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获委任为旗天科技董事及于2019年1月1日获委任为上
海康耐特副总经理，主要负责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其他行政工作

唐宝华 监事
2017年取得国家开放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16年1月起，于上海康耐特担任人力资源经理助理，彼主要负责协助人力资源部经理及管理该部门的行

管理学士学位 政工作。彼分别于2014年12月至2017年5月及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获委任为旗天科技监事

李艳 监事 2005年取得郑州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2006年起加入本公司采购部，于2013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采购经理助理，于2019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
副采购经理，于2021年至2023年期间担任高级副采购经理，随后获晋升为本公司采购部门经理

许胡寅
2008年取得上海杉达学院会计学学士学     

从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担任上海康耐特财务主管，之后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担任财务经理助

财务总监
位

理，从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担任副财务经理，从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担任财务经理。自2019年1
月起，彼获委任为上海康耐特的财务总监

曹雪
董事会秘书、
联席公司秘书

2013年取得同济大学日语专业文学学士
学位

2013年10月加入本集团，负责上海康耐特的会计及财务管理事务至2015年12月止。彼于2016年1月至

2020年12月期间担任上海康耐特的财务主管，并于2021年1月获委任为上海康耐特海外资产管理部经理。
自2017年5月起，彼亦担任朝日控股的董事，且自2021年4月起担任AsahiOptical的董事

陈沛恒
2002年及2003年取得香港大学社会科学    

现为香港李智聪律师事务所律师，专注于企业融资工作，包括首次公开招股、并购及重组；陈先生为执业
联席公司秘书 （政治学与法学）学士学位及法学士学 

律师，且于2011年12月获香港律师资格位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公司公告，  研究



2. 镜片需求稳健增长，新领域带来增长机遇

2.1 传统镜片：全球需求稳健增长，国产品牌逐渐崛起

2.1.1 需求端：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中国市场增长潜力大

镜片行业产业链可以分为上游原材料及设备供应商、中游镜片制造商以及下游终端消

费市场。1）上游为原材料及设备供应商：高折、功能镜片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日本、韩国

等，国内供应商更多专注于中低折射率树脂原料，与日韩供应商在品质稳定性方面仍有差

距；2）中游为镜片制造商：外资品牌包括依视路、蔡司、豪雅等，依托于早期海外市场的

蓬勃发展，积淀了深厚的产品、渠道及品牌优势，并在国内市场具备先发优势，品牌认可

度高；但近年来国产镜片逐渐崛起，优秀的国产镜片企业如康耐特光学、明月镜片逐渐提

升国内市场市占率；3）下游为终端消费市场：镜片制造商通常不直接对接消费者，而是通    

过眼镜零售商、医院等渠道，间接销售给消费者，由渠道客户提供验光、配镜、试戴及维

修等专业服务。

图 13：镜片行业产业链：康耐特光学主要负责中游镜片制造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镜片材料持续迭代，热固型树脂镜片成为主流。水晶材料由于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    成

为最早的镜片材料，但打磨难度大、透光率低、密度不均匀等问题使得其迅速被玻璃镜片

取代，但玻璃镜片存在质量过重、易碎等问题，由此树脂镜片应运而生。树脂镜片主要分

为热塑型树脂镜片（PC、亚克力镜片为代表）以及热固型树脂镜片（CR 树脂、MR 树脂、

KR 树脂为代表），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镜片为 PC 片和热固型树脂镜片，PC 镜片抗冲击性

强、质轻、抗氧化性强，但阿贝数低、产品价格偏贵、加工难度高；热固型树脂镜片相比

PC 等材料合成的产品，阿贝数等光学性能有了较大突破，抗冲击性强、加工性良好、染色性、

耐候性，适用度广，可用于制造各种品类的镜片，已经成为目前主流的镜片材料。



表 3：树脂镜片具备优良特性，成为市场主流材料
镜片种类 产品介绍

水晶镜片
优点为坚硬耐磨、易获取、热膨胀系数低，缺点是打磨难度大、透光率
低、含杂质多、密度不均匀，无法阻挡红外线和紫外线

玻璃镜片 优点为坚硬耐磨、透光率高、阿贝数高，缺点是质量过重，容易破碎

热塑型树脂
主要包含PC镜片和亚克力镜片，PC镜片抗冲击性强、质轻、抗氧化性 
强，但阿贝数低、产品价格偏贵、加工难度高、表面容易刮伤；亚克力
镜片成本低、易加工，但硬度低、抗冲击能力差树脂镜片

热固型树脂 抗冲击性强、加工性良好、染色性、耐候性，适用度广，可用于制造各

种品类的镜片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全球镜片需求稳定增长，欧美占据主要市场。西方国家视光行业发展已有百年之久， 

其属性一直是半医半商，视觉健康状况被认为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镜片

是需要 FDA 认证的“光学药品”，验光配镜更是被认为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在英、法等国， 由

眼科医生（Ophthalmolgist）、视光师（Optometrist）和配镜师（Optician）组成的“3O”体系，

是视觉健康领域的基石。高重视度伴随着庞大的市场规模，根据弗若斯特沙    利文，欧美地区占据全

球树脂镜片市场 7 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得益于单价较高的高折、功能

镜片的占比提升，以及新兴市场增长的拉动，2023 年全球眼镜镜片行业零售额达到 501 

亿美金，2018-2023 年复合增速为 5.4%，保持稳定增长，预计2023-2028 年仍然有望

保持 6.2%的增速。

图 14：2018-2023 年全球眼镜镜片行业零售额复合增 图 15：欧美占据全球树脂镜片市场 7 成以上份额

速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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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注：上图仅统计全球树脂镜片分区域需求占比

国内受教育程度和网络普及度不断提高，近视问题日益严重。近视主要是由于用眼过

度所致，目前主要受两个因素驱动：①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0 年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达到 15.5%，较 2010 年提升 6.5pct，高强度且长

周期的学习使得学生的眼睛长时间处于疲劳之中，进而演化为近视；②网络普及度不断提

亿美元



高，电子产品逐渐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首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20 年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10.92 亿人，2011-2023 年 CAGR 为 6.5%，互联网的高依赖性使得网

民们经常长时间、短距离地观看电脑或手机屏幕，影响视力。

图 16：2020 年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较 图 17：2011-2023 年中国网民规模 CAGR 为 6.5%
2010 年提升 6.5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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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研究

国内镜片行业有望量价齐升，增长潜力较大。国内眼镜行业仍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 

即视力模糊的配镜刚需拉动。国内视光行业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善的视光服务体系，根

据 Bloomberg 的数据进行测算，2023 年我国每十万人拥有眼科医生数仅 3.41 人，参考

视光行业较为成熟的法国（眼镜等眼科服务已经纳入医保），每十万人拥有眼科医生数达

到 83.32 人，我国视光行业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当前市场空间的支撑来源于庞大近视人群

的刚需，但消费者对眼镜产品的观念仍停留在“工具”层面，即满足基本的改善视力需求，    产品

结构相对低端，2023 年国内镜片、镜架的平均单价约 17 美元/片、42 美元/副，远低于发

达国家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 18：每十万人拥有眼科医生数：中国拥有量远低于其
他发达国家

图 19：2023 年中国眼镜消费客单价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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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Bloomberg，  研究
注：每十万人拥有眼科医生数=各国眼科医生人数/全国人口

资料来源：Bloomberg，  研究
注：单价=零售额/零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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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者对于眼镜产品观念的改观，眼镜有望从“视觉工具”发展为“视觉健康”。

消费观念的改变，将从量价两端驱动眼镜行业成长：

价上，低折常规镜片向高折化、功能化方向发展，产品价格逐渐提升。

1） 高折化：相同屈光度下，眼镜镜片的折射率越高，镜片越轻薄，并可以适配更多类

型的镜架，但高折镜片面临着阿贝数（影响色散程度）更低的问题，高折射率高阿贝数的均

衡需要较高的技术门槛，产品单价也相应更高。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统计，2023 年国内 

1.67、1.71、1.74 折射率镜片占比仅 12.1%（销售量维度），后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 功能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应用场景的扩展逐渐催生了差异化的镜片需求，如缓

解视觉疲劳、防蓝光、渐进多焦点、青少年近视防控等，差异化产品通常具备更高的附加

值，产品客单价随之也不断提高。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统计，2023 年中国功能镜片销售

额占比达到 48.2%，但考虑功能镜片客单价较高，预计销量占比较低，未来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从渠道企业博士眼镜反馈来看，功能镜片增速表现持续领先，亦验证国内功能镜片

占比正在持续提升。

表 4：从渠道企业博士眼镜反馈来看，功能镜片增速表现持续领先
年份 整体收入增长 博士眼镜功能镜片表现

2021年 35.2%
2021年公司“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型镜片”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
“抗疲劳型镜片”销量同比增长超过40%、“成人渐进镜片”销量同比
增长超过40%

2022年 8.4% 2022年青少年近视防控离焦镜片的销量同比增长19.96%，成人渐进镜
片的销量同比增长21.81%

2023年 22.2% 2023年公司功能性镜片总体销量同比增长43.11%，其中，离焦镜片的
销量同比增长79.05%，成人渐进镜片的销量同比增长55.67%

2024H1 0.3%
2024H1 公司功能性镜片的销量占比32.04%，同比增长45.29%，其
中，离焦镜片的销量同比增长24.12%，缓解疲劳镜片的销量同比增长
113.85%，成人渐进镜片的销量同比减少5.32%

资料来源：博士眼镜公告，  研究

图 20：2023 年中国功能镜片占比 48.2% 图 21：2023 年中国高折镜片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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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量上，更换频率提升带动镜片及镜架产品的消费量增长。目前国内消费者对于眼镜产

品的观念仍停留在“使用工具”阶段，低频消费阻碍了市场规模的增长。随着国民视觉健

康意识的养成，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将根据自己的视力变化、镜片功能属性和镜

架外观设计等差异化需求及时调整佩戴的眼镜，更新迭代新型高端眼镜。根据弗若斯特沙

利文的统计，2023 年中国消费者平均更换眼镜的频率为 1.7 年/次，其中 49.6%的消费者

更换周期在 1.5-2 年，较海外市场的更换频率仍有较大差距。未来消费习惯的改变，带动

眼镜消费频率提升，进一步挖掘存量市场需求。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2023 年国内眼镜镜片行业零售额达到 890.6 亿元，2018-2023

年复合增速为 4.7%；后续随着国民对视觉健康关注度的提升，产品结构的持续升级，预测

2023-2028 年复合增速有望达到 7.9%，增长有望明显提速。

图22：2023 年中国消费者平均更换眼镜的频率为1.7

年/次

图 23：2023-2028 年国内眼镜镜片零售额有望保持 
7.9%的复合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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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研究

1.1.1 供给端：国际品牌具备先发优势，国内镜片企业逐渐实现进口替

代

海外视光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国际品牌具备先发优势。依视路、蔡司等国际品牌积淀
较为深厚，最早初创时间可追溯至 19 世纪，伴随着海外市场的蓬勃发展，这类企业也快速实

现全球化扩张，并奠定了深厚的产品、渠道及品牌基础。而国内的镜片行业起步较晚， 1985 

年轻工业部牵头在江苏丹阳成立中国眼镜协会，并于次年在丹阳成立华阳眼镜市场， 中国

眼镜行业逐渐形成以丹阳为核心、辐射全国的眼镜产业集群。受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驱动，

海外知名镜片企业如依视路（现为依视路陆逊梯卡）、蔡司等先后布局中国市场， 并在国

内建设自有工厂。海外品牌卓越的产品质量、多样化的产品功能以及国内布局的供应链，

使得其迅速在国内高线城市建立起品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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