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股票简称：蓝特光学            股票代码：688127            编号：202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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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现场调研      

参与单位名称  

民生证券、国联证券、建信养老、人保资管、长江资管、中银证券资

管、浙商资管、国金基金、浦银安盛基金、天治基金、利幄基金、华

富基金、国泰基金、西部利得基金、富国基金、中海基金、华泰柏瑞

基金、宏利基金、海富通基金、泉果基金、太平基金、交银施罗德基

金、永赢基金、银华基金 

时间  2024 年 7 月 16 日-2024 年 7 月 17 日 

地点  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线上交流 

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会秘书：郑斌杰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董事会秘书郑斌杰先生作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二、回答投资者提问 

问题 1：公司“微棱镜产业基地扩产项目”目前进度如何？是否匹配

下游的需求？ 

答：受新品发布期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

动特征，销售旺季时，终端市场的旺盛需求往往给上游供应链厂商前

期备货带来巨大的产能和交期压力。为满足下游市场对高精度微棱镜

日益增加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峰值产能，公司规划建设了“微棱镜产

业基地扩产项目”。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推进节奏符合预期，能够按

时达成预定的建设目标。 

 



问题 2：本年度公司微棱镜业务是否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市场份额能

否获得提升？ 

答：微棱镜产品通过其独特的光学设计，可以使设备保持轻薄设计的

同时实现更长的光学变焦范围，为终端机型提供更好的摄像性能与摄

影体验。2024 年度，微棱镜产品有望应用于更广泛的终端机型，下游

市场对于公司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目前公司已启动新一轮的量产

爬坡。在份额上，公司始终密切跟踪下游需求、实时更新生产计划，

力求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生产任务，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微棱

镜产品，寻求市场份额的继续提升。 

 

问题 3：对于微棱镜的技术方案，请问未来下游的确定性如何？后续

是否可能更替为塑料棱镜方案？ 

答：微棱镜产品为终端设备所能提供的性能优势，是下游保持稳定需

求的关键。镜头模组设计能力系各大智能手机厂商实现影像功能优势

的重要能力，技术路径往往需要前瞻性的规划。 

公司长期深耕于精密光学棱镜设计制造领域，与行业知名客户展开深

度合作，在过去几年中公司亦积极配合客户试样、开发、验证，最终

成功将微棱镜产品导入大规模量产，短期内该技术方案的确定性较

强。未来几年，公司将继续与下游客户保持紧密合作，依托多年行业

积累，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积淀，积极参与产品性能的优化与迭代，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从棱镜材质上来看，玻璃棱镜方案在材料性能上更具优势，因此在影

像旗舰类机型的应用始终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而塑料棱镜方案的核心

在于成本优势。但是随着工艺成熟，公司有信心通过技术创新、生产

管理方面的能力优势，进一步提供符合客户成本与效率需求的产品，

与下游客户实现互利共赢。 

 

问题 4：公司微棱镜项目成功量产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请问公司

是否考虑拓展微棱镜在国产手机中的应用与厂商合作？ 



答：与传统手机潜望式镜头上应用的微棱镜相比，公司生产的“新型

微棱镜”产品设计更为复杂：其光路构造设计不同、在实现较好的成

像效果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产品体积；其生产设计与制造工艺复杂、

技术难度较高，产品具有较高的单位价值。在“新型微棱镜”研发过

程中，公司核心团队聚焦攻克了多项工艺研发、生产管理上的技术难

点，锤炼出一支在微棱镜领域有丰富经验与独到理解的技术团队。 

公司对应用于国产手机中的微棱镜产品市场高度关注，尽管市场竞争

较为激烈，但亦具有较大的成长潜力。依托于成熟的技术团队，公司

正积极开展项目可行性论证。目前，公司已与部分主流厂商展开接洽，

积极配合国内外终端客户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微棱镜产品市场的进一

步开发。 

 

问题 5：公司的显示玻璃晶圆产品开发情况如何，目前来看具有哪些

优势？ 

答：显示玻璃晶圆再裁剪切割后可制成光波导片，用于头部智能穿戴

设备的显示组件。公司自 2014 年开发出玻璃晶圆产品并量产至今，

积累了丰富的玻璃晶圆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经验，其中显示玻璃晶圆

产品已在终端产品上形成了应用，具有先发优势。 

因下游终端产品应用需求，显示玻璃晶圆对于原材料要求较高，需要

高折射率的特种光学玻璃，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少数几家原材料供应

商可以提供。公司与行业领先的原材料供应商、下游客户形成了长期、

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技术验证、产品定型，有利于公

司在新需求涌现时优先把握市场机遇。 

 

问题 6：下游 AR 终端产品对于几何光波导、衍射光波导等解决方案

的应用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请问公司对光波导的方案、市场需求有何

理解？ 

答：近年来，AR/VR 市场的发展情况受到了广大消费者与投资者的热

烈关注。其中，AI 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亦被视为有望进一步赋能 AR



产品，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现阶段，不同光波导技术方案依

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依赖于供应链上下游的各大厂商共同投入、

百花齐放。公司在几何光波导、衍射光波导等方案中均有技术布局，

与下游客户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公司对 AR 领域会保持持续关注。 

 

问题 7：在光波导领域，请问公司采取哪种模式与下游开展合作？ 

答：公司供应的光波导产品主要形式为玻璃晶圆（Glass Wafer），生

产模式包括来料加工和自行购料生产两种。几何光波导、衍射光波导

等方案对于玻璃晶圆均存在需求，公司凭借在 AR 领域的长期积累，

亦可根据下游需求，在玻璃晶圆上进行切割、镀膜、光刻等深加工，

为客户提供配套解决方案。 

 

问题 8：近期行业内对于采用模造玻璃的玻塑混合镜头在手机端的应

用讨论较为热烈，请问贵公司是否有开展这方面业务的规划？ 

答：相较于塑料镜片，玻璃镜片具有更好的透光率、具有更好的化学

稳定性、能帮助镜头模组实现更好的体积控制，因此玻塑混合镜头设

计方案有望成为未来手机镜头的风向标。此前，市场上已有终端产品

将模造玻璃应用于手机玻塑混合镜头。 

在手机端玻塑混合镜头运用模造玻璃技术，目前业内仍存在部分难

点：①手机镜头中的透镜的体积小，但是对于核心技术参数的要求高，

存在较大的加工难度；②手机端的销售规模较大，对于供应链的供货

能力要求较高，需要企业具备成熟的量产能力、质量控制能力。 

公司在玻璃非球面透镜制造领域钻研多年，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自

主研发了“模具制造补偿”、“多模多穴热模压加工”等多项核心技

术，具备成熟的生产设计体系与管理能力。后续公司将继续加强技术

储备，拓展相关产品在各领域中应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7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