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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眼镜产业发展新优势
——来自深圳的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深圳眼镜产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承

接香港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加工制

造、品牌崛起、设计引领、数字驱动等发展阶

段，目前深圳成为全国中高端眼镜制造和出

口集聚区，形成了行业门类齐全、原创品牌集

中、产业配套完善、集聚效应显著的眼镜产业

基地。

深圳眼镜产业是怎样发挥集聚效应的？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眼镜产业该如

何迎接新挑战、抢抓新机遇？

从眼镜厂到眼镜城

深圳眼镜产业诞生于改革开放后。1983

年，香港商人林贤生在 168 工业区开办了深圳

第一家眼镜厂——横岗光学厂。接着，高华、

高雅、雅骏等香港龙头眼镜企业相继在深圳投

资建厂，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龙岗区横岗街道、

园山街道。此后，深圳眼镜产业不断发展。

广东省眼镜商会会长、深圳新视代眼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洪标介绍，2000 年

以来，深圳眼镜行销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销

售额占全球中高端市场的 50%。深圳成为全

球知名品牌眼镜的最大生产基地。

深圳市眼镜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市集美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秋鹏表示，深圳眼

镜制造最早主要为国际大品牌做代工，历经

40 多年发展，成为与世界标准同步的高质量

产业。产业链完整、制作工艺成熟是深圳眼

镜产业的一大优势。国际厂商来到深圳就能

找到符合自身要求的高品质工厂。无论想做

什么样的眼镜，都可以在深圳获得配套一条

龙 服 务 ，短 时 间 内 迅 速 解 决 关 键 零 件 调 配

问题。

“小眼镜蕴含大工艺，一副眼镜看似简

单，制作起来却很复杂，涉及 300 多道工序。”

深圳市普莱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康自成

说。仅一副镜框的制造就包含开模、零件制

作、成型、塑材、装饰、装配六大项 150 多道细

化工序。镜片作为事关眼睛健康的核心要件，

涉及数学、光学、有机化学、表面及结构物理、

机械加工、医学等学科，技术含量和品质主要

体现在镜片材料、光学设计和镜片膜层上。

合格的眼镜接口平整、缝隙贴合、镜腿镜

框两边弧度一致，不少工序要依靠人工打磨

压弯抛光。据不完全统计，深圳至少有 2 万名

从业 15 年以上的产业工人，技术精湛的眼镜

师傅有 4000 名左右，能独立完成各种技术环

节。他们是支撑深圳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走进普莱斯生产车间，不同款式

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条不紊地切割板材、

塑造镜腿镜架形状。

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自动化生产

为眼镜制造带来新的驱动力。康自成介绍，

深圳眼镜企业正着力推动自动化工厂建设，

普莱斯已投入 1000 多万元引进设备，用于眼

镜配件、金属、纯钛、板材、注塑全品类材质眼

镜的自动化生产。目前，眼镜框架的制造效

率提速 3 倍以上，用工需求减少 30%。下一

步，普莱斯还将投入 2000 万元引进新的自动

化生产设备，推动建设智能化工厂，进一步提

质增效。

如今，行走在深圳龙岗大道横岗园山段，

眼镜城星罗棋布，镜片、镜框、镜架研发、生

产企业以及眼镜销售企业分布在各个产业园

区，形成以镜框镜架生产为主，胶板料、眼镜

配件、自动化生产设备、智能眼镜开发等上下

游联动的产业集群。

深圳市龙岗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易玉

琨介绍，龙岗区眼镜企业数量和规模均位居

深圳市首位，集聚了深圳近 90%的眼镜制造

企业、近 80%的批发企业、近 50%的商贸企业，

从业人员最高峰时期超 10 万人，全球 50%的

中高端眼镜出自龙岗。

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原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眼镜已从

早期的功能性用品发展为集功能和设计美学

于一体的潮流时尚单品，被誉为“脸上的服

饰”。个性化、休闲化、自主化、情感化的消费

需求正在推动眼镜产品和服务革新。

在此背景下，实力薄弱、品牌定位模糊、

产品缺乏特色的企业将很难继续成长，而品

牌价值高、具有设计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进一

步巩固市场地位。陈秋鹏认为，对眼镜产业

链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守住品质底线，在材

料、工艺、生产上持续下功夫；另一方面需从

设计端发力，紧随时尚潮流，注重文化元素融

合，以创新创意为抓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并以设计集群化发展持续夯实区域行业长期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19 年，深圳市 18 个原创设计品牌携手

成立眼镜设计师团队“设计番”，如今已集聚 30

多个原创设计团队，通过组团在国内外巡展，

不断向外输出个性化、创新性的中国设计。

深圳铠迪眼镜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江

涛介绍，2023 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十四届中

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上，“设计番”展出了 60

个原创品牌、3000 件最新专利产品、近万件新

款眼镜。

记者见到许江涛时，他正忙着接待销售

商。作为从代工走向自主设计、自主品牌建

设的眼镜设计师，他将传统木工工艺与现代

时尚设计相结合，自创的天然木眼镜品牌“珐

卡木”已颇具知名度。

许江涛认为，与一般板材及金属镜框不

同，每一副天然木眼镜都有独特的木纹和色

泽，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差异化、个性

化、高端化是未来眼镜时尚设计的必然趋势，

设计师需要敏锐地判断时尚潮流变化，设计

出有生命力的产品。

基于木质材料的特殊性，他先后获得可

保持檀木自然形态的镜架镜框快速弯曲生产

工艺等 12 项专利技术，并每年推出一款专利

产品，卡榫式组合设计“高山流水”、上下框可

拆卸组合的燕尾榫结构设计“致敬鲁班”等设

计轻巧耐用、个性鲜明且富含传统文化内涵，

受到市场欢迎。

深圳市眼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站长、

亿昇（深圳）眼镜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陈锦

辉也是“设计番”创始人之一，他擅长眼镜造

型设计、工艺结构设计，拥有新型悬浮缓冲压

迫眼镜、用于光强及坐姿监控的儿童智能眼

镜、新悬浮眼镜结构、颧骨夹腿眼镜等 53 项个

人专利产品。

目前，全国 90%的高端眼镜设计师集中

在深圳龙岗，眼镜设计从业人员超 200 多人，

专业设计工作室 40 余家。陈锦辉说，通过团

队带动本土设计师自主创新，原创设计师品

牌正助力眼镜产业不断发展。当地由本土设

计师直接带动的年产量约 500 万副眼镜、年产

值约 5.5 亿元。与全国其他眼镜产区相比，深

圳眼镜设计师人均产值最高、人均专利拥有量

最多。

从深圳制造到智造

创新不止在设计方面，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让深圳眼镜正从制造走向智造。0.1 秒智

能变光墨镜、榫卯结构儿童眼镜⋯⋯这些科

技与时尚结合的眼镜形成了产业发展新优

势。涵盖光学眼镜、太阳镜、元宇宙眼镜、儿

童概念眼镜、智能眼镜等多种类型的眼镜系

列产品，可以帮助人们矫正视力、保护眼睛以

及满足日常佩戴、装饰搭配等，更好满足消费

者多元化需求。

深圳市慧明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照教

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李白”儿童眼镜

拥有榫卯专利结构，搭载自研的镜片坐标定

焦技术，可调节腿长、可换鼻托，让儿童眼镜

变得更加专业，受到国内外专业配镜机构的

欢迎，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阿联酋等国家和

地区进入高端儿童眼镜行列，单副眼镜售价

超过 2000 元。

深圳市唯酷光电有限公司运用液晶膜明

暗无级调光技术打造出“0.1 秒智能变光”墨

镜。雅视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则专注研

发智能眼镜，并于 2021 年初以智能化替改传

统工艺，引进远程验光设备、智能穿戴系统，

实现足不出户线上验光配镜，2023 年生产 896

万副眼镜，主营业务收入超 7.7 亿元。

前端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整个产业链

条的支撑。在龙岗区，生产眼镜所需的各种

原辅材料及配件基本能实现就地取材。深圳

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中高

端板材眼镜用醋酸纤维素板材开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的代表性企业，拥有挤板系列和压

板系列两大类产品，储备了近 10 万种色彩及

图文配方。

记者在集美公司展厅看到，色彩多样的

醋酸纤维素板材变身为各种眼镜产品。陈秋

鹏表示，以前公司是跟跑，由品牌方提供设计

概念后完成落地生产，如今变为自己主动研

判市场趋势，研发新配色、新设计、新板材，品

牌方从中挑选即可。

镜片用料事关用眼健康，因其研发难度

大、标准高，一直以来只能依靠进口。深圳市

晶联星科技有限公司从液晶显示行业寻找技

术突破，从材料配方、技术研发和设备开发着

手，成功研发出国产复合式聚碳酸酯偏光镜

片，解决了传统聚碳酸酯（PC）材料会跟板材

发生反应、更易氧化开裂等质量问题。同时

通过工艺改造，将抗反射膜、颜色装饰膜前置

在硬化保护层之前，破解了行业内长期无法

解决的难题。深圳市晶联星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肖泽渝介绍，目前晶联星推出的 3D 眼镜

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70%到 80%，太阳镜片

供给进入全球第二梯队。

与早期传统眼镜实体店商家口口相传、

单单积累的销售方式不同，在互联网时代，深

圳眼镜从业者开辟创新发展新通道，通过开

网店、做电商、直播带货等方式，线上线下结

合分销拓展市场，同时专注视觉健康及延伸

服务，形成与消费端沟通对接的全新方式。

“互联网零售让眼镜这一传统产业焕发

新生机。”康自成从事眼镜行业 23 年，乘着互

联网零售的东风进行了“互联网+眼镜”的新

尝试。

康自成介绍，通过大数据精准遴选最受

消费者欢迎的款式，可以有针对性地研发和

批量生产，为线下眼镜店选品提供科学参考，

从而有效减少门店库存，大幅节约成本。康

自成认为，从工业发展路径可以看出，世界制

造中心一直在流动和转移，仅有制造难以为

继，唯有打造品牌、拓宽渠道才能将品质权、

品控权、定价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从而实现

自主发展。

基于对眼镜需求专业化、个性化趋势的

判断，陈洪标联合 100 家门店形成“眼镜+”

产业合作联盟，通过整合医院眼科、眼镜设

计、生产销售、融资保险等产业链资源，致力

于重塑时尚健康、用户可参与的共赢生态，

带动从以产带销向以销带产转变、从单一卖

产品向提供时尚穿戴和用眼健康解决方案服

务模式转变。

从产业集群到品牌竞争力

许江涛对眼镜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他

认为，全球眼镜市场潜在需求旺盛，

为眼镜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近年来，深圳瞄准新机遇，扶持政策

出台多、频次高、力度大，为产业转型

升级营造了良好环境。

为推动传统眼镜产业焕新发展，

2022 年深圳将眼镜产业定位为现代时

尚产业，被列入“20+8”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重点培育发展。

据深圳市眼镜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办

公室负责人、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二

级调研员陈平介绍，在服务企业方面，深

圳专门组建了眼镜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市

区联动协调解决时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现代时尚产业链上

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成立

全国首个眼镜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全

国首个眼镜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心，通过“强

镜、数镜、名镜”计划，推动深圳市眼镜企业上

云上平台，55 家数字化转型服务对象企业、98

家眼镜产业数字化生态企业列入首批清单。

推出“眼镜产业 20 条”扶持政策，每年投入真

金白银支持眼镜产业发展。

2023 年，仅龙岗区园山街道、横岗街道

2700 家眼镜企业就享受税收优惠超过 1300

万元。“自主研发设计投入大、周期长，公司团

队长期与高校合作研究科技智能与眼镜穿戴

设备，每月投入近 300 万元。”雅视光学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行政高级经理张杏桃介绍，

2022 年雅视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 3705.2 万

元，2023 年获得出口退税 5444 万元，并已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近 2500 万元。这些资金

反哺研发，帮助企业成功获得快拆镜腿新型

铰链结构、装载伸缩型腿套的金属蓝牙眼镜

等多项研发专利。

2023 年，深圳举办了 2023 FAST 深圳眼

镜时尚周、2023 深圳眼镜设计大赛暨第七届

横岗眼镜设计师评选等活动，通过办大展办

大赛构建国际化前沿时尚交流平台，扩大眼

镜产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易玉琨表示，针对产业空间不足的现实

难题，龙岗区还高标准打造眼镜总部企业集

聚区，建设“两园一区一镇一谷”，即眼镜智造

园、眼镜设计园、横岗眼镜时尚街区、园山眼

镜小镇、“深圳·眼谷”五大空间载体，新增高

品质眼镜产业空间超 20 万平方米，满足企业

全方位空间需求；积极构建产业集聚生态，引

进乐活、华清等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链进一步

健全。一系列组合拳将不断提升深圳眼镜核

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陈平介绍，接下来，深圳将持续从保空

间、强品牌、谋转型、育人才等多方面发力，推

动行业补短板、优生态，推动眼镜制造、设计、

商贸以及衍生的医疗大健康产业生态更为完

善，提高眼镜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

续擦亮“深圳眼镜”品牌，推动眼镜产业更高

质量发展。

眼镜产业是深圳传统制造业的亮丽名片之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背景下，如何培育竞争新优势？深圳眼镜产业通过创新引领、组团原创，

科技赋能、智能制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途径，完善了

产业链条、提升了新动能、打开了新市场。

传统产业在稳就业促

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促进其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对加快建设以实体

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制造业作为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基底，种类

多、体量大、市场广，可以

提 供 规 模 可 观 的 就 业 岗

位。在深圳，眼镜、皮具、

珠宝、服装、钟表等传统制

造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扮

演着促产业、保供应、聚人

才的重要角色。随着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发展，人工智能等新科技

革命浪潮正推动传统制造

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纵深推进，让传统产业焕

发新的生机活力。

在“颜值经济”大行其

道的当下，深圳眼镜产业

紧盯“脸上服饰”的旺盛市

场需求，推进质量变革，积

极让颜值变产值、流量变

产量，一手抓设计品牌，一

手抓新经济平台，形成了

眼镜产业新的蝶变路径。

政府部门则发挥“有形之

手 ”的 作 用 ，通 过 统 筹 规

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

政策扶持，从制度上激发

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鼓励

企业突破现实环境和条件限制，用好用足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谋求创新驱动发展。

在市场需求、企业创新、政策引导等多重因素共同

推动下，深圳眼镜产业积极转型升级，收获了新动能、

打开了新市场，高品质的中国眼镜制造成为高质量的

代名词，印证了“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落后的产业”这

一说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多样化、个性化的

消费需求与日俱增。传统产业还需瞄准高端消费，主

动拥抱变化，不断点燃创新引擎，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

产品发展，持之以恒提品质、创品牌、谋创新，不断提升

产品质量和品牌效益。

需要看到的是，传统产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

转型发展的路上仍面临许多困难，需要政府部门伸出

援手，以更精准、更有效的服务把资源和资金用在“刀

刃”上，鼓励、引导企业获得多方支持，对冲外部环境压

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推动传统产业

回升向好。

创新发展主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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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普莱斯科技有限公司眼镜门店内深圳市普莱斯科技有限公司眼镜门店内，，顾客在试戴墨镜顾客在试戴墨镜。。

李小芳李小芳摄摄

上图上图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的深圳眼镜公园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的深圳眼镜公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 深圳市晶联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深圳市晶联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工人在检在检

查自主研发生产的镜片查自主研发生产的镜片。。 李小芳李小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