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长枪短炮”是专业摄影人士和“发烧

友”的专属，但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这些装备也

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记录美好生活的趁

手工具。镜头作为数码相机成像系统的核心部

件，被誉为摄影器材的“眼睛”，镜头的好坏直接

影响成像质量。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入手摄影

器材时，人们对镜头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

镜头市场长久以来多被国外品牌垄断，但经

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国产镜头已经出现了比较成

熟的品牌，并在行业面临多重压力以及传统优势

品牌的竞争夹缝中，抢抓契机逆势崛起。

成熟国产镜头崭露头角

过去数十年，相机镜头市场大多被日本、德

国品牌所垄断。彼时，我国摄影光学发展速度缓

慢，只能生产简单的中小孔径普及型民用镜头，

镀膜水平差，反光较严重，整体水平较低。2000

年后，起步较晚的国产光学行业奋起直追。经过

多年发展与积累，国产镜头已经取得长足进步，

全球光学镜头产业正逐渐向中国转移，初步打破

了原有的垄断局面。

同时，随着“90 后”“95 后”等群体成为新消

费主力，国货品牌整体迎来新的发展窗口。许多

年轻人追求品质化、个性化和性价比，倾向于购

买文化属性更强的产品，追捧本土文化和本土产

品成为潮流。“国货崛起”浪潮给国产镜头品牌带

来了发展契机。

对许多摄影爱好者而言，购买国产镜头是情

怀，更是现实需求。近年来，多家相机厂商发力无

反相机（即微单相机），其发展迅速并抢占了部分

传统相机的市场份额。为了迎合当前相机小型化

趋势，镜头越做越小，要求的精度越来越高。但原

厂相关镜头产能跟不上、产品种类少、价格不断上

涨，让微单相机爱好者无所适从。国内外市场需

求量巨大，消费者渴望国产镜头崛起，让大家可以

购买到质量过硬、价格适中的国货精品。

庞大的消费需求，催生国内器材市场水涨船

高。近几年，一些国产镜头厂商崭露头角，在众多

国内外展会上都能看到中国镜头的身影，如老蛙、

七工匠、中一光学、永诺、唯卓仕、岩石星等。

国产镜头在国内市场叫好又叫座、销售额不

断提升的同时，使用场景也不断增加，不少摄影

爱好者主动为其代言，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体验

视频和样片，国产镜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布局国内市场的同时，国产镜头厂商还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唯卓仕是深圳市爵影科技有

限公司旗下品牌。“目前唯卓仕生产的镜头已销

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占比七成左

右，有不少镜头受到国外用户追捧。”深圳市爵影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锦辉说。安徽长庚光学

科技有限公司旗下镜头品牌老蛙镜头在国外不

仅受广大摄影爱好者喜爱，职业摄影师也在广泛

使用，BBC 纪录片《绿色星球》、好莱坞电影等都

曾选择老蛙镜头来呈现独特的视觉效果。

全行业面临多重压力

国产镜头交出这份成绩单绝非易事，因为整

个镜头行业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1 亿像素”“30 倍变焦”“超大广角”“3 个摄

像头”⋯⋯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拍摄能力突飞猛

进，手机使用场景和可拍摄题材越来越多，借助

便携、操作简单等优势，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摄影

的主流设备。这种变化直接带来相机和相机镜

头市场份额的下降。数据显示，相机市场从 2012

年的 1 亿台大幅下降至 2021 年的 830 万台。相

应的，全球相机镜头的销售数量也从 2012 年的

3110 万支下降至 2021 年的 980 万支。

除了手机产品的挤压外，受芯片紧缺和新冠

肺炎疫情等影响，各大传统摄影器材厂商纷纷出

现供货不足、价格上涨等现象，整个行业似乎都

慢了下来。

富士今年一季度曾发布公告称，受全球芯片

紧缺以及疫情散发对零部件乃至商品供应链的

影响，富士部分商品供应紧张甚至缺货，并且此

种状况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部分厂商的新品遇到了未上市即延期的尴

尬，索尼今年 3 月份发布了一支全新电动电影镜

头，但随后宣布仅能在夏季上市，另外多数器材

也持续缺货。

“芯片和原材料短缺不但导致镜头等摄影器

材缺货，也减缓了各大厂商的产品更新速度。供

货能力跟不上，新品一等就是好几年。”北京马连

道摄影器材城肥猫摄影器材店员工王亚鑫说。记

者近日走访北京五棵松摄影器材城和马连道摄影

器材城时发现，商场内十分清冷，只有零星的摄影

爱好者在选购产品，大部分经销商都处于半休息

状态。记者询问多家经销商后得知，多家厂商的

数款镜头都处于缺货状态，且无法预估到货时间。

让本就不太景气的镜头市场更加雪上加霜

的是，部分产品价格上涨。

一方面，镜头厂商因原材料和运费上涨等原

因提高镜头出厂价格。比如，今年 4 月 1 日起，佳

能中国对部分产品进行价格调整；尼康对北欧地

区全面涨价；索尼也宣布修改、提高产品出货价

格，调价幅度为 3%至 31%。

另一方面，部分经销商拿到镜头货源后绑定

套餐溢价出售。部分有实力和资源的经销商拿

到货源后，根据商品热度，加价 300 元至 1000 元

不等。抢购、溢价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消费者

的购买热情，部分消费者选择放弃购买。记者采

访的一名消费者就曾多次熬夜参与抢购一款镜

头，均以失败告终，最终通过经销商购买了加价

400 元的套餐产品。

原厂镜头缺货导致二手市场活跃度增加，价

格倒挂现象较为普遍。记者调研部分二手转卖平

台发现，部分缺货的镜头，二手镜头标价均有不同

程度的溢价，有部分九成新镜头的二手价格甚至

远超出厂价。这也让不少摄影爱好者调侃“靠摄

影挣得的第一桶金就是卖机器的段子成了现实”。

夹缝中寻得崛起发力点

正在爬坡期的国产镜头遭遇整个镜头行业

的困难期，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危中寻机，

国产镜头在行业困境中找到了发力点，在夹缝中

迅速生长并得到市场认可。

近期，国产镜头不断发力，频频发布新品镜

头 。 如 七 工 匠 5 月 6 日 正 式 发 售“ 文 ”系 列

M28mm F5.6 镜 头 ，铭 匠 光 学 7 月 15 日 开 售

APO-M 35mm F2镜头，老蛙继 5月 29日发布可

360度旋转的 24mm T14转角镜头后，7月 18日又

发布超广角新品镜头 CF 10mm F4.0 Cookie。

根据对焦方式的不同，目前国产镜头可分为

两类。一类充分发挥手动优势，通过差异化路径

获取市场，生产一些难以做成自动对焦的超常规

镜头，如老蛙的超级微距 100mm F2.8 镜头和大

光圈 33/50 F0.95 镜头，七工匠的 180 度超大广角

7.5mm F2.8 镜头。岩石星走品牌差异化路线，赋

予镜头趣味性，发布的移轴摄影镜头广受好评。

另一类拥有自动对焦技术，主打性价比。这类镜

头大多是轻量化镜头，小型定焦，价格却远低于原

厂 镜 头 。 如 广 受 摄 影 爱 好 者 喜 爱 的 唯 卓 仕

85mm F1.8，价格不到原厂镜头的一半。

老蛙特种微距镜头 24mm F14在社交平台上

广受关注，长达408mm的镜头可以深入玩具内部、

饮料瓶等狭小空间。众多国内外摄影师发布使用

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电影《奇迹·笨小孩》《唐人街

探案 3》等摄影剧组采用此款探针镜头，其独特的

视觉效果令人难忘。珠宝摄影师叶广杰说，“这是

全球唯一一款探针式镜头，能深入很多常规镜头无

法到达的地方。可以用它拍摄一些有创意的画面，

其纵深感、穿梭感是其他微距镜头所无法达到的”。

斩获过多个国际奖项的国产品牌老蛙镜头

还跟随神舟十三号登上太空，完成以中国空间站

为题材的纪实巨幕影片《飞越苍

穹》的拍摄，影片发布后受到广

大网友的好评。老蛙镜头品牌

营业总监范旭明兴奋地向记者

介绍：“老蛙多款不同规格的镜

头被采用到此次拍摄中，跟随宇

航员一起翱翔太空，首次在太空

完成了 8K 超高清拍摄。”

七工匠则是将品牌定位在

产品差异化、高性价比，为摄影

爱好者提供更多选择。2016 年，

7 位摄影发烧友在深圳创立了深

圳 市 七 工 匠 光 电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目前，七工匠已研发出多个个

系列近系列近 5050

款镜头款镜头，，多款多款

获 得 业 内 奖 项获 得 业 内 奖 项 。。

公 司 总 经 理 刘 家 昌公 司 总 经 理 刘 家 昌

说说，“，“我们的镜头因为高我们的镜头因为高

性价比性价比，，广受消费者好评广受消费者好评，，目目

前已经达到前已经达到 1414..55%%的市场占比的市场占比”。”。

摄影爱好者思路通过社交平台摄影爱好者思路通过社交平台

了解并购买了七工匠的了解并购买了七工匠的 3535mmmm FF11..22 镜镜

头头，，在谈使用感受时说在谈使用感受时说，“，“镜头的手动大光圈镜头的手动大光圈

增加了摄影趣味性和作品随机性增加了摄影趣味性和作品随机性，，价格不高价格不高，，做做

工却拥有金属质感工却拥有金属质感，，确实是物美价廉确实是物美价廉”。”。

以研发转接环起步的唯卓仕，在发展中意识

到自动对焦镜头的市场需求大，于是在弥补国内

市场相关产品空缺的同时，着力满足消费者对自

动对焦镜头国产化的需求。“作为为数不多的国产

自动对焦镜头厂商之一，我们对标国际厂商，目前

已推出 30 余款镜头，工艺、品质和产品性能都经

得起市场检验。”戴锦辉说，“我们的定位是高性价

比，让消费者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

北京摄影文化协会副会长、摄影器材专家陈

曦认为，“国产镜头如此快速的发展是很多人没

有预料到的，从只能做 UV 镜等辅件到生产国产

镜头，不仅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打破了国外品

牌对镜头市场的垄断，也通过差异化发展弥补了

部分市场空缺”。

国产镜头虽然起步晚，却在多重挑战下迎头

赶上，并迅速在国内外市场站稳脚跟，用高品质

和高性价比回应市场需求，为国产光学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基础。

创新研发夯实发展底气

当前，我国已拥有完整的光学产业链，能够

满足各个阶段光学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逐步成为

全球光学元件、组件与整机的加工制造中心。

对光学及镜头行业发展，国家给予了大力支

持。“十三五”产业技术能力创新发展规划中提出，

推动光学各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提高我

国在光学加工设备、光学器件、光学镜头、光学仪

器设备方面的设计和整体制造能力；“十四五”规

划纲要中提出，要在一线科研能力较强的城市建

立国家创新中心，推动技术之间的合作共享。

老蛙镜头 2016 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范旭明说，“这个证书不仅是企业综合实力

达标的有力证明，更是对长庚光学和老蛙镜头产

品影响力的肯定”。“对唯卓仕这样的创新研发型

企业，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很大，有力推动了企业

的发展成长。”戴锦辉说。

除了政策支持，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也是国

产镜头跨越式发展的底气。

唯卓仕拥有 200 多人的研发团队，产品迭代

速度较快。“从光路设计、材料生产到最后组装，

都由自己的工厂完成，几乎每个环节都把控在自

己手上。”戴锦辉说。唯卓仕在镜头方面已经拥

有 31 项相关专利。

研发费用比重较大的还有老蛙镜头。“我们

营销费用很少，资金基本上都用来研发了。”范旭

明说，“只有不断研发新产品，才能符合市场需求

和公司发展定位，否则营销再多也没有用。”目

前，老蛙镜头自主研发的超广角、人像、微距、变

形镜等镜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发明专利授权证书共 13 个、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证书 19 个。

七工匠镜头的创

新研发速度是其核心

优势的重要来源。

除 了 民 用 镜 头

外 ，七 工 匠 还

针 对 工 业 用

户 和 特 定

行 业 需 求 定

制镜头的研发和

生产。

从飞跃太空到扬帆

海内外再到每一个摄影爱好

者 手 中 ，国 产 镜 头 发 展 日 新 月

异，在专注适应市场发展的同时，还

注重贴近消费者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快速发展，一批视频

创作者应运而生。与专业的电影、电视制作相

比，短视频创作者更倾向于寻求综合性价比高的

产品。针对这种视频制作需求，七工匠已发布了

3 款电影镜头。“今年还会发布新款电影镜头，这

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刘家昌说。

今年下半年，唯卓仕将推出变形宽银幕的电

影镜头。“国外品牌的一支电影镜头可能要卖十

几万元，让大部分低成本电影拍摄用户望而却

步。我国电影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电影镜头

需求日益增加，这将是我们研发布局的一个方

向。”戴锦辉说。

“从用户需求出发，开发出特色实用的镜头，

摒弃低价走量的思维，将中国智造发挥到极致，

才能推动市场形成良性循环，让国产品牌走得更

远。”范旭明说。

国产镜头厂商的地缘优势明显，能够更广

泛、更迅速地听取用户建议并进行改进提升。比

如唯卓仕通过市场调研发现 80%的用户更喜欢

有级光圈，便改进新一代产品功能以适应用户习

惯，镜头上市后广受好评。

叶广杰谈到国产镜头的改进速度时颇有感

触，“国产镜头的一大优势是更新速度快。我在

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反馈给国内

厂商，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改进。但如果是

国外产品，我可能都联系不到人”。

政策的大力支持、持续的创新研发以及广阔

的市场需求，都给国产镜头发展带来信心，也满

足了许多消费者的期许。

“经过多年积累，国产器材发展趋势很好，已

经告别了劣质这一代名词，逐渐赶上甚至超越了

国外镜头厂商，已经在主赛道上参与竞争了。”视

觉中国签约摄影师、小红书摄影博主小詹说。“我

对国产镜头充满期待，只要有适合的镜头生产出

来，我就愿意尝试。”摄影爱好者王杰认为，“未来

国产镜头可以参考国产手机的崛起路径，在保持

性价比的同时，逐渐提升品质。”

“国产镜头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需要更多

的消费者给予支持。在原材料、芯片短缺的情况

下，国产镜头厂商要通过分工协作来整合产业

链，继续用优质产品为自己代言。只有靠品质才

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获得消费者青睐，才有赶超

的可能。”陈曦也提醒国产镜头厂商，“国产镜头

已经迈出了从 0 到 1 的关键一步，在提高自身生

产工艺和质量的同时，也要注意知识产权、卡扣

专利等问题。”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国产镜头发展机遇还是

多于挑战。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国产镜头厂商

要努力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及时建立风险管理体

系，充分发挥国内市场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品

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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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产品回应期待

起步晚、相关人才稀缺、技术壁垒等挑

战，仍然是国产镜头绕不过去的坎。要想弯

道超车，国产镜头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首先，研发要跟得上。国产镜头厂商从

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研发，不但产品技术标准

高，外形设计、材料质感等也都让消费者感受

到满满的匠心。但不得不说，与日本、德国等

国家相关行业上百年的积淀相比，国产镜头

技术积累和研发人才相对较弱，一些核心技

术依旧受限。因此，仍需在研发上下苦功夫，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逐步迈进。

其次，贴近现实需求。部分国产镜头的

差异化发展路线比较成功，但不能过分追求

独树一帜而忽略消费者的现实需求。摄影市

场庞大，但特定场景使用的特殊镜头需求量

有限，普通摄影爱好者对于拍摄人像、风景等

镜头需求量较大，国产镜头厂商要抓准需求，

布局产品线。还要注意提升自动对焦技术在

镜头上的使用，以满足非专业摄影人群对高

效成像的需求。

再次，品牌要打得响。国产镜头的良好

品质逐渐深入人心，但厂商在品牌打造上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记者在走访摄影器材城时

发现，国产镜头很少有独立柜台供消费者体

验了解。此外，部分国产镜头产品包装不甚

用心，对于追求消费体验的年轻消费者来说

会影响品牌美誉度。对于扬帆出海的镜头厂

商而言，更需要打响品牌，在竞争激烈的海外

市场分得一杯羹。

当然，消费者也要有耐心。高性价比的

国产镜头是消费者的美好期待，但好产品需

要研发周期。国产镜头正在蒸蒸日

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更多优

质的国产镜头大放异彩。

国 产 镜 头 逆 袭 记
本报记者 朱双健

随着技术不断革新，随时随地可拍的全民影像时代已经到来，专业相

机成为不少人出行必备，作为核心部件的镜头也进入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视

野。可提起相机镜头，很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大概率会是尼康、富士等国

外的几个品牌。有成熟的国产镜头吗？产品质量如何？品牌竞争力如

何？其实，近年来国产镜头正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在行业承压的背景下逆

势崛起。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高 妍

唯卓仕唯卓仕 ZZ 卡口系列定焦镜头产品卡口系列定焦镜头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老蛙老蛙已发布的部分镜头产品已发布的部分镜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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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爱好者摄影爱好者

在体验七工匠光在体验七工匠光

谱系列新品电影谱系列新品电影

镜镜头头。。

刘文杰刘文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