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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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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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国泰基金、兴全基金、民生证券、国投瑞银基金、熵盈基

金、和谐汇一、南土资产、五地投资 

时间  2024 年 9 月 11 日~2024 年 9 月 12 日 

地点  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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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半年报显示，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迅速，但是单季度营业利润较一季度有所下降，请问应该如何解读？ 

答：公司所处的光学光电子行业，还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行业，下游消

费电子、汽车电子、5G 光通讯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潜力

巨大的细分市场。公司凭借多样化的产品布局优势，在 2024 年上半

年度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增长。 

作为成长期企业，公司在匹配下游市场的短期需求、中长期发展机遇

方面做了积极应对。一方面，公司持续推进储备项目的发展落地，第

二季度以来，公司为储备项目进行了大量的产线调试、人员储备等前

期准备工作。与 2023 年末相比，2024 年上半年度公司新增固定资产

25,346.12 万元，在职员工数量大幅增加，设备折旧与职工薪酬上升对

于利润存在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大力投入研发、



做好技术布局，2024 年上半年度研发投入达 4,598.72 万元，较去年同

期进一步增长 68.31%，其中第二季度研发费用较第一季度呈上升趋

势，也是为后续技术储备与产品应用拓宽打下基础。 

 

问题 2：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微棱镜量产爬坡与后续意向订单情况如

何？ 

答：公司微棱镜项目自 2023 年 6 月首次量产以来，经过一年来产业

链上下游的共同协作，目前供应链更为成熟、各大厂商的量产保障能

力、良率控制能力均有较大的提升，能够及时有效地对于下游市场需

求做出反应。关于新一轮的微棱镜需求，公司已于第二季度末启动量

产爬坡——截至目前，公司“微棱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与“微棱镜

产业基地扩产项目”两条产线均处于满负荷量产出货中。 

后续意向订单预计将由下游市场结合终端销售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公

司将做好人力与物力资源的充分规划，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的需求。 

 

问题 3：目前市场对于微棱镜产品的高端升级与下沉应用抱有较大的

期待与关注，请问公司目前相关技术储备如何？ 

答：从微棱镜产品在智能手机的应用来看，目前主要应用于长焦镜头

中的“潜望式结构”，在实现光路延长的同时，可以优化长焦镜头模

组的体积与性能。因此，微棱镜产品的下沉应用更多取决于各大厂商

在中低端机型下放长焦镜头及“潜望式结构”的升级规划；公司也会

在生产工艺、良率控制等方面做深挖，确保能通过优秀的成本控制，

最大程度上支持下游各大厂商有关下沉应用的决策。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摄像创新的趋势，微棱镜产品的高端

升级也成为公司关注的重点。将各类微棱镜应用于长焦镜头形成“潜

望式结构”是多家手机行业巨头的共同方案，该品类的市场规划具有

长期性，现阶段公司的量产方案也是基于积极配合客户需求、经过数

年的开发形成的产品——目前，公司的技术实力受到市场的广泛认

可，正积极配合下游各大客户的开展预研试样工作，拓宽微棱镜产品



在不同规格、不同形态、不同性能材料中的可能性，持续优化和迭代

产品性能；继续通过长期不懈的投入，寻求微棱镜产品在市场份额、

单机价值量等方面的提升。 

 

问题 4：请问安卓是否会有微棱镜的业务机会？  

答：不同厂商之间微棱镜的现有技术路径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国产

手机厂商主流的微棱镜方案为通过传统的直角棱镜形成“潜望式结

构”。公司依托长期以来在棱镜制造方向积累的技术经验，经过前期

的送样验证，已与个别安卓厂商开展合作，目前已处于产线更新与调

试阶段，预计可以通过较小的投资强度、较短的开发周期实现落地。 

 

问题 5：消费电子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光学零组件的应用机会，请问

公司对于智能手机中的镜片、滤光片等其他业务机会怎么看？ 

答：消费电子领域中，智能手机品类具有市场需求量大、迭代速度快

等特征，一直是光学企业关注的重点。 

现阶段，为了更好的成像效果，终端产品往往追求更大的 CIS 感光元

件，这对于镜头模组整体体积控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玻塑混合”

镜头通过加入高性能的玻璃镜片，可以实现比塑料镜头更优秀的性能

表现与体积控制，并且已在部分终端产品中形成应用。从产品性能、

整体良率、产能供应等角度出发，玻璃热模压非球面透镜属于目前有

望满足上述高性能玻璃镜片需求的方案之一。公司凭借在玻璃热模压

加工领域深厚的积累，对于公司团队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控

制等方面具有信心，目前正大力推动前期预研送样准备工作，寻求业

务需求落地的机会。 

同时，智能手机中的成像、传感、感知等系统的对于精密光学元件还

存在其他特定需求。公司将与下游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做好定制

化产品的开发。 

 

问题 6：过去几年中公司玻璃非球面透镜业务迎来了较快的增长，从



半年报来看该板块业务的增速有所放缓，能否帮忙解读一下后续是否

还有充足的增长动力驱动？ 

答：从下游市场来看，随着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高阶

智能驾驶的不断普及，车载市场对于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零组件

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司依托与下游的多家汽车产业 Tier1 级别供应

商的合作基础，2024 年上半年度玻璃非球面透镜业务规模实现了稳健

增长。其中，受益于终端市场特定品牌的热销，公司应用于激光雷达

方向的部分产品实现了快速放量。此外，用于光模块的的玻璃非球面

透镜产品销售亦呈现较快增长。公司认为，结合车载、5G 光通讯、

智能手机等多领域的需求来看，玻璃非球面透镜业务仍然有较大的增

长空间。 

 

问题 7：公司近两年资本开支较大，目前来看业绩兑现的效益符合预

期吗？能否展望一下 2025 年以及后续的资本开支方向？ 

答：近两年来，公司资本开支主要用于成熟项目的落地投产。公司驱

动业务规模增长主要途径为重点项目的开发、规模化项目的扩张。如

公司的微棱镜项目经过前期的开发，自 2023 年 6 月正常量产，并经

历了一轮扩产；公司玻璃非球面透镜项目在实现规模化量产的同时，

为了匹配下游需求的日渐增长，也进行了产能上的扩张。上述项目均

在投资到位后迅速投入使用，并能够及时产生效益。因此公司项目投

资是基于对于未来落地实现的可行性，进行谨慎评估的结果。 

2025 年的资本开支方向，主要聚焦于匹配下游需求的更新改造、新项

目的前期储备、成熟项目的扩张，具体支出情况公司将结合对下游市

场发展的预期进行实时调整。 

 

问题 8：公司今年的研发投入较去年显著提升，请问主要是哪一方面

的考虑，主要作何布局？ 

答：从研发投入的占比来看，2024 年上半年度研发投入达 4,598.72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2.16%，也是处于合理的区间。公司



一直秉承着“技术为先，他无我有，他有我优”的经营理念，始终认

为做好技术布局、形成技术优势，从而在关键市场爆发、新需求迫切

需要满足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切入市场、把握机遇，既能够实现优

质的股东回报、也能够强化自身的市场地位。因此，公司会结合对于

市场的积极研判、与战略客户的深度沟通，做好中长期技术布局和短

期关键技术突破的统筹规划，做好研发的有序投入。 

目前，公司的研发布局紧密围绕主营业务展开，对于未来仍具有较大

增长潜力的手机端棱镜透镜应用、AR 设备的显示玻璃晶圆需求、玻

璃非球面工艺优化等方面进行投入，同时也对微纳光学等一些前沿技

术的探索与应用进行储备。 

 

问题 9：请问公司下半年度的业绩指引如何？ 

答：从公司近几年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公司部分业务会受下游备货

需求存在季节性波动的影响，全年各季度的业绩表现会呈现出一定的

波动。其中，终端产品（尤其是消费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受新品发布

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下半年度公司面临更旺盛的下游需求。同时，20

24 年度，公司也在积极推动部分业务领域的新需求、新应用、新客户

的开拓，寻求产品结构与客户结构的更多样化，后续项目的落地或将

为公司带来部分业绩增量。 

 

 

更多近期调研情况及重复性问题，也可查阅公司于上证 E 互动平台

“上市公司发布”栏目刊载的各期《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