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4 日-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1020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活动参与人员 

中泰证券、东方证券、长江证券、浙商证券、天风证券、国金证券、

西南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民生证券、华创证券、易方达基

金、博时基金、富国基金、汇添富基金、嘉实基金、兴证全球基金、

华安基金、国泰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中欧基金、中银基金、万

家基金、华宝基金、华泰柏瑞基金、浦银安盛基金、永赢基金、国

投瑞银基金、大成基金、东方红资管、诺安基金、海富通基金、上

银基金、融通基金、安信基金、长信基金、中信保诚基金、鑫元基

金、银河基金、西部利得基金、华富基金、鹏扬基金、国海富兰克

林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申万菱信基金、财通基金、太平基金、

汇丰晋信基金、国金基金、德邦基金、长安基金、平安养老、长江

养老、华泰保险、亚太财险、平安资管、太保资产、人保资产、大

家资产、华夏久盈资产、中再资产、国华保险资管、国联资管、聚

鸣投资、石锋资产、汐泰投资、望正资产、展博投资、民森投资、

白犀私募、榕湖投资等 

时间 2023 年 10 月 14 日-20 日 

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商海路 91 号太子湾商务广场 T6 栋 9 层等 

形式 现场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周亮先生、IR 副总经理 高宏博先生、证券



 

 

人员姓名 事务代表 程晓华女士 

交流内容及具

体问答记录 

一、 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以智能手机业务稳健发展为基础保障，加速发展智能汽车

及新领域等创新业务，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开拓新市场，构建智能

手机、智能汽车和新领域三大板块的业务架构体系，提升综合竞争

力。同时，公司紧紧围绕“聚焦核心、创新驱动、夯实基础、行稳

致远”的发展思路，通过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持续优化公司内部

资源配置和业务结构，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力争提高公司整体

运营效率和盈利水平。 

公司积极把握行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充分利用自身多年技术积

累，坚持以自主创新引导技术产业化升级，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强

化内部管理，稳步提高产品品质，不断巩固在全球光学光电行业的

领先地位，致力于打造全球技术创新平台型企业。 

公司智能手机业务稳中求进，坚持科学、合理的客户导向，整

合产业链资源，布局垂直一体化产业链，不断优化商业模式，推进

产品化进程，提高技术创新附加值，加强生产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良率，增强业务盈利水平。公司将合理配置研发资源，提升

研发成果转化率，大力发展高端镜头、摄像头模组等光学核心业务，

以及 3D ToF、指纹识别等微电子核心业务，逐步巩固和提升市场

份额，保持全球光学光电领域龙头地位。 

公司把智能汽车业务作为重点开拓的业务领域，依托在光学光

电领域的技术优势，深度布局智能驾驶、车身电子和智能座舱，以

车载镜头和摄像头为基础，延伸至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车身域

控制器、电子外后视镜等产品，丰富产品矩阵布局，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产品和服务。 

除智能汽车业务板块外，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新领域相关产品，

多方位布局智能门锁、VR/AR、机器视觉、运动相机、工业及医疗

等新领域光学光电业务。公司将借助高速增长的行业市场规模、良



 

 

好的客户储备和先进的研发能力等核心优势，将新领域的收入占比

明显提高，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增长贡献领域。 

二、 问答环节 

Q1：公司二季度经营状况如何？ 

A1：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15 亿元，同比下降

18.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4 亿元，同比减亏

59.52%，其中：第二季度营业收入 36.19 亿元，环比增长 34.22%，

同比增长 13.69%。随着订单量逐步释放，2023 年第二季度产销环

比及同比均实现增长，同时公司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举措，已取得

一定成效，整体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均有所改善。公司将紧紧围绕

“聚焦核心、创新驱动、夯实基础、行稳致远”的发展思路，通过

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持续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和业务结构，提

升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力争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盈利水平。 

 

Q2：公司对智能手机光学行业的市场情况如何判断？ 

A2：智能手机已从增量市场时代过渡到存量市场时代，并且全球智

能机品牌的集中度逐年提升，整体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就智能手机

光学行业细分行业而言，虽然短期内存在多摄升级放缓、摄像头配

置规格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等诸多不利因素，但长期来看，大像面、

超薄化、大光圈、视频防抖、连续变焦等技术升级趋势仍在，各大

光学厂商仍将大力投入技术研发。 

 

Q3：公司智能手机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的技术研发及量产情况

如何？ 

A3：在智能手机摄像头模组领域，具备单摄像头模组量产能力的厂

商较多。高像素摄像头模组技术壁垒有所提升，行业主要供应商集

中在中国大陆、日韩等国家和地区。随着摄像头不断创新升级，如

CIS 面积持续增大、新型潜望式摄像模组等，模组封装技术难度逐



 

 

渐增大，不断提升的技术门槛和制造难度使得手机摄像模组市场格

局趋向集中化。公司自 2012 年进入光学影像系统领域，凭借光学

创新优势和在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核心客户优势，以及自主开发的

AA 对焦工艺、高自动化水平的产线和大规模量产能力，已成为行

业内的高像素摄像头模组的主流供应商。 

公司技术研发团队不断突破，自主开发的高像素超级解像算法

得到客户的认可和应用开发，超级 EIS 防抖算法达到行业顶尖的水

平，MGL 高画质模组、CMP/GMP 小型化模组、浮动对焦微距模

组、潜望式长焦微距模组实现量产，10 倍连续变焦、芯片防抖、可

变光圈和伸缩式模组等技术已经完成技术开发，正积极布局交换镜

头、偏振滤光等模组新技术。 

光学镜头是光学成像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成像质量起着关

键作用。目前各手机厂商正不断加速光学镜头的更新换代。为提高

成像质量，手机光学镜头趋向多层镜片组合；同时，随着拍照功能

的进一步升级，潜望式镜头、TOF 镜头等产品的渗透率正逐步提

升。 

公司光学镜头业务进展顺利，高端镜头加速渗透，团队历经多

年技术沉淀，突破高端镜头技术壁垒;一亿像素 7P 光学镜头和潜望

式 3X 长焦镜头启动小批量产;长焦镜头、微距镜头和超广角镜头等

多性能产品，均已进入国内主流手机厂商镜头供应链。 

 

Q4：公司指纹识别模组的产品竞争力如何？ 

A4：公司 2014 年进入生物识别领域，2015 年正式量产出货指纹识

别模组，2016 年底开始，公司指纹识别模组单月出货量稳居全球前

列。公司充分发挥在光学、3D Sensing 模组、指纹识别模组的复合

产业优势，在光学屏下指纹识别模组和超声波屏下指纹识别模组均

处于龙头地位，成为目前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的主要供应商。目前，

公司生物识别技术已应用于智能汽车开锁、关锁、启动等功能。 

公司自研电容式指纹识别、光学指纹识别、超声波指纹识别等



 

 

多项技术，并已实现门锁主控三合一方案，即将实现五合一方案，

并将持续推动高集成度方案的技术发展。同时，公司以指纹识别、

3D 感测及视觉方案为核心支撑，通过自研加策略合作的方式，整

合集团自身优势产业链，从指纹模组、3D SENSOR、猫眼、锁控板

到 ID/CMF、整锁设计上提供一站式服务，赋能智能门锁整机业务，

打造整机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 

 

Q5：公司车载摄像头产品技术研发及量产情况？ 

A5：公司车载摄像头产品中，2M 前视三目、8M 前视三目已经量

产 ；3M 和 8M 侧视后视摄像头已量产；1M 和 2M 环视摄像头已

量产；带加热功能的 2M 电子外后视镜摄像头已量产；舱内 DMS

和 OMS 摄像头，1M 和 2M 均已量产，5M 正在研发；车载 TOF 产

品，具有 VGA 分辨率的车载 TOF 模组已实现首发规模量产，人眼

安全已完成认证，产品可配置特定区域的特殊矩阵双 TOF 像素；

在黑暗、明亮的不同光照条件下，每个 TOF 摄像头可同时测量距

离和振幅，也可在强阳光条件下扩展动态范围。产品可广泛适用于

3D 人脸识别，手势识别等领域。 

公司深度布局舱内光学传感器领域，推出 DMS+OMS 一体机，

提供座舱内全场景一站式视觉解决方案。公司 DMS+OMS 一体化

解决方案，将驾驶员监测系统（DMS）、乘客监测系统（OMS）的

多个摄像头功能集成于单个摄像头，在节省开发周期和成本的同

时，实现对座舱内全覆盖的实时监测。不仅可以实现驾驶员的身份

识别、疲劳驾驶及危险行为的检测，同时还能对座舱内乘客及相关

物品进行跟踪，全方位保障舱内驾乘体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Q6：公司的车身域控制器产品研发情况如何？ 

A6：凭借深厚的软件沉淀、丰富的技术积累，公司在车身域控制器

领域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突破，产品优势显著。优势包括：其一，

硬件集成度高，简化整车的零部件装配复杂度及线束长度，整车减



 

 

重明显；其二，高算力，多核加持，基础软件标准化，软件合作模

式多样化；其三，集各大智能功能于一身，车辆灯光雨刮、门锁防

盗、电源管理、能量管理、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与启动、OTA 刷

新等 16 项功能全覆盖；其四，支持 ISO15765、J1979、J2534 等多

种诊断接入方式，售后服务多样化；其五，支持 100Base Tx 以太

网、100Base T1 以太网、1000Base T1 以太网、CAN/CANFD、LIN

等多种网络接入，可快速与其他域（如娱乐域、底盘域、动力域）

进行信息交互，实现各类智能化功能；其六，内置 OTA 引擎，导

入全新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可支持 OEM 厂商实现增值服务。 

 

Q7：公司的工业相机产品发展情况如何？ 

A7：作为机器视觉系统中的重要组件，工业相机不仅直接决定所采

集到的图像分辨率、图像质量等，同时与整个系统的运行模式直接

相关，市场前景广阔。凭借在摄像头领域积累的扎实研发能力及丰

富量产经验，公司从差异化、定制化以及软件系统解决方案等方面，

深入布局工业相机技术。公司 130 万像素黑白工业相机可广泛应用

于自动化机器人、汽车工业、工业检测、食品药品等行业。 

关于本次活动

是否涉及应披

露重大信息的

说明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要求，没有出现未公

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活动过程中所

使用的演示文

稿、提供的文

档等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