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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本数），且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隐形眼镜及注塑模具加工产线建设项目  38,243.07   26,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   4,000.00  

合计  42,243.07   30,0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

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

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一）隐形眼镜及注塑模具加工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38,243.07万元，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3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

产25,200万片隐形眼镜和50,000万套公母模的产能。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 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加速高端隐形眼镜国产替代进程 

隐形眼镜根据镜片材料分为水凝胶镜片和硅水凝胶镜片，硅水凝胶是在水凝胶

的基础上添加硅组分，使其透氧性能显著提升，从而减少因角膜缺氧导致的眼部不

适。 

相较于水凝胶隐形眼镜，硅水凝胶隐形眼镜的优点是透氧性好、保湿性好，有

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国内隐形眼镜市场上，强生、爱尔康、库博、博士伦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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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品牌仍占主导地位，具有较高的消费者认可度和接受度；台湾和日韩厂商以代工

为主；而国内仅有个别具备自主研发和量化生产能力的厂商，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广

大消费者的戴镜需求。在品类方面，水凝胶隐形眼镜和彩片较为普及，但硅水凝胶

产品几乎由外资品牌垄断，价格相对较高，仍属于高端消费品，不符合广大人民群

众的消费预期。根据Contact Lens Spectrum数据，2014-2023年期间，全球硅水凝胶隐

形眼镜占据近70%的市场份额，而境内2021年的硅水凝胶产品占比仅为10%。除进

一步扩大水凝胶产能外，本项目包括对公司自主研发的硅水凝胶隐形眼镜进行商业

化生产，在满足消费者对视力保健产品需求的同时，将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

实现高端隐形眼镜国产替代，抢占市场份额，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 有利于提升产能规模，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我国近视率尤其是青少年近视率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22年中国近视患者人数达到6.331亿，2018

年至2022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0.6%，其中成人近视人数达到5.157亿，儿童和青少年

近视人数达到1.174亿。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对个人形象的重视，更多的人选

择使用隐形眼镜来矫正视力或改善外观，推动了隐形眼镜行业快速发展。 

在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情况下，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功效、丰富的销售渠道以及

专业的服务能力，产品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产品订单日益增多，销量逐年增加，

预计未来将持续增长。受设备、场地及人员等条件限制，现有的产能难以满足未来

发展需要，因此，本项目将通过对现有场地装修、引进先进的生产及配套设备、配

备相关人员，扩建生产线，提升公司的生产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3） 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保障公司产品交付能力 

本项目拟生产用于制镜成型隐形眼镜镜片的隐形眼镜公母模产品。公母模的光

学成型面尺寸与面型决定了隐形眼镜的尺寸以及光焦度等机械光学性能，不同面型

规格与尺寸的公母模可生产出不同规格尺寸、不同光焦度的隐形眼镜。 

目前公司从境外采购隐形眼镜公母模，到货周期较长，采购成本也相对较高。

另外，有关外贸政策的变动可能导致供应不稳定和供应价格波动。为了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快速迭代能力及交付能力，减少对国外供应商的依赖，公司拟自主生

产隐形眼镜公母模。通过本项目，公司可在原材料采购环节，加强成本控制能力，

增加利润空间；在生产环节，可以增强自主可控性、降低加工成本、稳定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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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产效率。 

（4） 有利于提高智能化水平，完善生产工艺流程 

公司近年来发展较快，受限于目前的场地规模和生产条件，部分生产设备、部

分工序不能实现全部自动化，不利于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本项目建成后，公司

将引进一批先进的生产设备，进一步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生产工艺和

过程控制将进一步优化，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 国家产业政策支持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隐形眼镜自1943年引入我国，于2003年纳入第三类医疗器械进行监管。2012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知，将彩片等隐形眼镜列为第三类医疗器械，规定

未取得该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及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不得经营彩片产品。2014年，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首次修订，隐形眼镜及护理液被列为最高风险的第三类

医疗器械。2020年10月，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对

单位或者个人从事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成品眼镜的生产、销售以及配镜验光、

定配眼镜、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隐形眼镜（角膜接触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最新

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对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过程

中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都做出了严格的要求。随着监管力度加强和相关政策

的出台，隐形眼镜行业将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进一步促进行业的发展。  

公司深度参与眼视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加入全国

眼视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科光学分技术委员会参与多项标准的评审；与东华大学

和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发起并起草《T/COOA 9-2023 微结

构眼镜镜片 环带结构型镜片》和《T/COOA 7-2023 微结构眼镜镜片微透镜阵列镜片》

两项团体标准。随着眼视光领域监管力度和标准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更加有利于市

场资源向着规范运作、技术领先的公司聚集，公司作为眼视光领域标准参与制定者，

凭借领先的技术能力和长期坚持的高质量控制标准，将有望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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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市场份额。 

（2） 项目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隐形眼镜兼具医疗和消费双重属性，随着我国近视人群规模持续扩大以及消费

能力的提升，部分近视患者出于美观、运动、工作等方面的原因而产生摘镜需求，

使得隐形眼镜的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隐形眼镜不仅从外观和便捷性方面给近视、

散光等患者带来改善体验，在控制青少年近视、散光发展，治疗特殊的眼病等方面

也发挥了特殊功效。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中国隐形眼镜厂商端市场规模由2018年的76亿人

民币增长为2022年的122亿人民币，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2.4%，且未来数年仍将保持

较快的增长，项目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3） 公司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 

作为一家研发创新型公司，公司突破了诸多国外的专利限制，自主开发了一系

列核心技术方案，涵盖医用高分子材料技术、生物材料检测、光学设计、复杂机械

结构设计、超精密加工技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和研究方法、产品灭菌和质量安全、

风险控制等技术。上述技术可支持公司从产品设计到生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并且

可向多方向延伸拓展，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具有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眼科医疗器械产

品。 

公司目前已掌握隐形眼镜公母模产品设计、金属模具设计与加工、注塑工艺条

件确定、注塑件批量生产与检测确认等整套技术，后续可通过制作加工复制金属模

具来进一步扩大公母模部件的注塑生产产能。 

（4） 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和丰富的销售渠道 

质量控制方面，公司严格按照GB11417/ISO18369眼科光学软性接触镜系列标准，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体系管理规范》等国家及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及检测；按照

GB/T42061-2022标准及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持续组织

相关人员参加《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的法规培训，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

员对法规及产品熟悉；建立了《采购管理程序》，规定了采购流程、合格供应商的

选择、评价和再评价，规定采购物品检验要求、采购记录等要求；制定了严格的过

程检验和成品检验标准；建立了《不合格品管理程序》和《不合格品处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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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渠道方面，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销售能力强的营销团队；拥有较为稳

定的客户基础，并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建立

了全渠道销售体系，涵盖经销、直销、代工等线下和线上渠道。 

4、项目实施主体、地点与投资概算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眼医药，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苏省连云港市。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38,243.07万元，包括工程建设、设备购置、基本预备费和铺

底流动资金。 

5、项目涉及土地、环保等有关审批、批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项目拟在公司现有场地建设，不涉及新增用地情况。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实施主体正在办理本项目涉及的项目备案及环评手续。 

（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4,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公司销售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43,307.07万元、57,949.69万元和95,117.71万元，复合增长率达

到48.20%。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公司存货和应收账款规模均同步增长，对营

运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2021年末、2022年末和2023年末，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

30,746.38万元、32,430.50万元和70,585.20万元，负债规模随业务发展相应增长。本

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风

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目前的公司行业发展状况，符合相关

的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当前的切实发展需要，具有可行性。募集资金到位后，能够

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流动性风险，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提高盈

利水平及市场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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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证券发行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

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中关于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行。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隐形眼镜及注塑模具加工产线建设项目及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响应客户需

求、结合国内外市场发展情况所做出的战略布局，是公司发展战略持续落地的必然

环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有利于

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经营能力，从而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公司资本实力得到

增强，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并能够降低财务成本，有利于提高偿债能力和后续

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将为公司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公司

视力保健业务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持续提升。 

3、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也将相应增加。随着本次募投项目投入运营，公司未来经营活

动现金流将进一步增加。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一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项目顺利实施后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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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同时，本次发行可以优

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必要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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