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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产销两旺

丹阳与眼镜产业结缘，要从上
世纪 60 年代说起。当时，一批丹阳
籍学徒从上海、苏州国营眼镜厂返
乡，在丹阳市司徒镇、大伯镇参与
建立社队企业，尝试进行眼镜制
作。发展至上世纪 70 年代，丹阳眼
镜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仅在司徒镇
就有三四家眼镜厂。

1971 年，年仅 17 岁的汤龙保进
入司徒镇大坟镜片厂，成为一名磨
片工人。镜片是玻璃材质，需要人
工操纵磨片机来打磨。磨片过程有
点像推磨，工人推动操纵杆的力度
决定所切割玻璃的弧度，进而决定
镜片的度数。打磨一片镜片需要数
小时，而且由于抛光粉遇水变红，
工人的手上、脸上常常被染得通红。

“当时，各个眼镜厂拼的是工人
的经验。哪像现在，拼的是技术，
拼的是设备。”已是中国眼镜协会副
理事长、丹阳眼镜商会会长、万新
光学集团董事长的汤龙保笑着对记
者说，“如今有了自动化生产线，根
本不需要工人上手去磨，只需要 40
秒就能研磨好一片定制化镜片，误
差在 纳 米 级 ， 随 后 再 进 行 加 硬 、
镀 膜 等 工 艺 ， 也 都 是 机 器 操 作 ，
效率很高！”

自动化生产线真有这么厉害？
记者走进了生产车间。在车间内，
只见一块块镜片毛坯“乘坐”传送
带进入研磨机中，伴随着“滋滋”
的机器声，不一会儿就被研磨好，
在生产线上被运送至下一道工序，
工人全程只需要操纵机器面板。据
了解，万新的定制镜片产能已突破
2.1 万片/天，是当地领先水平，每
天都有很多镜片制作好被送往全球
各地。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的春
风吹满丹阳，在丹阳火车站附近，
自发形成了一批眼镜地摊。来自其
他地区的商人乘车前往丹阳拿货，
再 将 丹 阳 产 眼 镜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
1986 年，丹阳县政府决定扶持眼镜
产业。同年5月，全国最早的眼镜交
易专业市场华阳眼镜市场成立，当
年的效益就有150多万元。

如今，在丹阳火车站附近矗立
着一座更气派的“中国·丹阳国际眼
镜城”，这是一座面积约14万平方米
的商贸综合体。记者前去探访时，
眼镜城里人头攒动，能够听到天南
海北的口音，热闹而有序。这种景
象，在丹阳持续了约37年。

需求端的旺盛，带动供给端的
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眼镜生
产技术和资金投入要求都不高，且
供不应求，丹阳一些集体企业的技
术人员、销售人员纷纷“下海”办
企业，在丹阳形成了从镜架制造、
镜片生产到加硬镀膜的全产业链，
还发展出包括镜布镜盒、印刷包装
在内的产业集群。

就在丹阳眼镜产业发展欣欣向

荣的时候，一场危机悄然而至，差
点让丹阳眼镜企业“全军覆没”。

屡闯难关，坚持创新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国外的镜
架大量涌入，款式更加新颖。丹阳
的眼镜企业一时无法生产出可以与
之抗衡的产品，销售额一落千丈，
大批眼镜企业倒闭，甚至在消费者
心中形成了“进口眼镜远远优于国
产眼镜”的印象。汤龙保当时所在
的眼镜厂也不能独善其身，产值锐
减至 100多万元，800多名员工只剩
下 100 多人。“丹阳眼镜进入了一个
寒冬。”汤龙保说。

1988 年，经过改制，万新光学
眼镜有限公司成立。成立的时候，
丹阳眼镜乃至国产眼镜依旧处于低
谷。于是，汤龙保重金投入在技术
与材料上，生产出了能与境外产品
抗衡的镜架，并积极开拓海外市
场。万新虽然熬过了“严冬”，却
不能改变国内眼镜行业相对落后的

事实。
破局的方法就在于“创新”两

字。“面对变化，唯一的出路就是变
换赛道，转产树脂镜片。我们是国
内首家开始组织研发树脂镜片的
企业。”汤龙保介绍。万新主动求
变，购买了新原料、新设备，并积
极向国外学习生产技术。

转型的过程并不容易。“生产树
脂镜片就像煮饭，温度太高会泡
汤，太低又米饭夹生。整整 3 年时
间，我们交了不少学费，报废的
镜 片有上百万片。”汤龙保介绍。
1996 年，万新成功投产国内第一代
树脂镜片，并逐步将技术推广到丹
阳其他眼镜企业。自此，国产树脂
镜片可以和进口产品分庭抗礼，重
新赢回了市场。万新作为国内树脂
镜片生产工艺的研发企业，如今
实现镜片销售额全国领先，并带动
了国内其他企业树脂镜片的生产。

约 20 年后，中国眼镜产业发展
陷入和当时相似的境地。“由于镜
片生产技术没有取得较大突破，有
相当一部分企业陷入‘价格战’的
陷阱，只能通过改进生产设备、降
低生产成本来竞争。”江苏汇鼎光学
眼镜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杨姝颖对记
者说。

2017 年成立的汇鼎光学，在资
金上并不足以和大公司相抗衡，当
年的销售额仅为728万元。但短短两
年，汇鼎光学成功实现“弯道超
车”，在过去 6个财务年度，实现了
55倍的增长。

高速增长的秘密依旧藏在“创
新”里。“我们不只注重技术创新，
还讲求理念创新。”杨姝颖介绍。理
念创新，就是瞄准庞大的眼健康需
求，成为“眼健康终端成长服务
商”。围绕眼健康服务，从眼镜片、
老花镜、仪器设备、运营管理方
面，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举个例子，传统的眼镜店只能满足
验光、配镜等需求，而汇鼎光学就
可以通过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帮助
客户从传统眼镜店到眼健康管理机
构的升级转型。

这套方案迅速得到市场认可。
“目前，服务的客户超过了 2.1 万
家，覆盖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杨
姝颖说。

技术创新为汇鼎光学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支撑。“树脂镜片竞争激
烈，我们将生产重心聚焦在功能性
镜片上。”杨姝颖说。功能性镜片，
指能够实现防蓝光、抗疲劳、渐进
多焦点等功能的镜片，利润相对较
高。然而此前，国外企业通过专利
垄断，长期阻止中国企业入局。

为此，汇鼎光学组织了一支研
发团队，研发推出“视觉大师”系
列产品，其中“跑跑因子”分区离
焦近视管理镜片。在一片小小的镜
片上，均匀分布 1088 个光圈，产生
5个分区，实现青少年的近视管理。

打造品牌，力争出海

当汤龙保率团于 1992 年第一次
参加香港国际眼镜博览会时，万新
只能得到一个偏僻的小展台。但由

于万新的产品价廉物美，还是成功
与德国、英国等外商签订了合同，
这给了汤龙保向外发展的信心。“当
时国内消费者还抱着固有印象，不
愿意买国产眼镜。开拓海外市场，
更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汤龙
保说。1993 年，万新出口镜架达到
12 万副，销售额 300 多万元，实现
扭亏为盈。

海外市场瞬息万变，需要企业
紧盯海外消费者需求。有一次，在
意大利米兰，汤龙保看见一名外国
人戴着一副款式新颖的眼镜，紧紧
跟随了这名外国人 1000 多米，让这
名外国人十分疑惑。经翻译解释
后，他欣然摘下眼镜，让汤龙保画
下这副眼镜的草图。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丹阳眼镜
成为全球眼镜市场中举足轻重的部
分 。 镇 江 海 关 提 供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一季度，丹阳眼镜类出口贸
易额达11.01亿元。

江苏淘镜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海外市场的企业。为了通过海外监
管部门的准入审核，淘镜下了不少
工夫。“监管部门检测产品质量时，
拿一块重量为 16.3 克的钢球从约
1.27 米的高空往下砸，来测试镜片
能否经得住撞击。每年还会有专业
人员对我们设备进行认证。”江苏淘
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宏梅对记者
说，“一开始我们的产品轻而易举地
被砸碎，经过多次实验，改进产品
配方，最终才过关，前前后后经历
了半年多时间。”

丹阳眼镜能够立足海内外，打
造品牌很关键。汤龙保对此有深刻
体会：“有一次，我拿着我们的产
品，盖住商标给国内同行看。该同
行赞不绝口，表示‘进口货就是
好 ’。可 当 他 知 道 这 是 国 产 眼 镜
后，一改此前态度，开始挑三拣四
起来。”这个经历让他明白，只有
打造品牌形象，才能实现企业长
久发展。

除 打 造 企 业 品 牌 外 ， 2014 年
“丹阳眼镜”注册为集体商标，是全
国工业类别中唯一的眼镜类集体商
标。如今，在全国各地都能看见

“丹阳眼镜”的身影，“丹阳眼镜”
成了丹阳的一张闪亮名片。

在 司 徒 镇 一 个 繁 忙 的 十 字 路
口，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

“中国眼镜之都”6 个大字，静静地
注视着来往车辆。走过 60 余年历程
的丹阳眼镜，如何让“眼镜之都”
的名号更加响亮？杨姝颖认为，关
键在创新，“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镜片
的更新迭代，并提前布局新赛道，
重点发展AR眼镜。”

相关部门的支持，也为丹阳眼
镜的发展提供了信心。近年来，丹
阳设立了全国第一家眼镜研究所、
国家级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国网丹阳市供电公司针对眼镜
企业，持续提升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水平，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丹阳眼镜的品牌影响力还有短
板，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擦亮品牌，
实现丹阳眼镜的可持续发展。”汤龙
保说。

下图：丹阳市区一角。
中共丹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作为丹阳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之一，丹阳眼镜拥
有雄厚的产业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丹阳眼镜产业
正深入实施品牌化战略，进一步擦亮丹阳眼镜的金字招牌。

当前，市场上眼镜数量和品种较多，大家对眼
镜消费的品牌化、时尚化、个性化、专业化需求不
断增加。对于消费者来说，品牌可以帮助消费者简
单、方便、高效地选择高质量、好品质的产品，大
大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试错成本。而对于企业来说，
品牌化可以有效强化企业的竞争壁垒、提升产品的
溢价能力、打破地区和国家的地域限制，在更广阔
的市场空间中获利。

近年来，丹阳眼镜产业在品牌化战略实施上做
了很多探索和努力，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首先是地区产业发展优势显著。全国第一家眼镜
研究所诞生在丹阳，第一家省部级眼镜产品质量检验
监督站也建在丹阳。丹阳眼镜行业拥有注册商标3800
多个、中国驰名商标7个、省市著名商标36个，是世界
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眼镜产品集散地和
中国眼镜生产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其次是涌现一批优秀品牌企业。全市有近 80家
企业通过 ISO 国际质量认证，树脂镜片生产企业万
新、海昌隐形眼镜、眼镜网络销售专业化公司江苏
淘镜，国家级专业眼镜检验中心“国家眼镜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级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

“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以及中国镜片领军企
业“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优秀眼镜企
业和科研机构茁壮成长。丹阳现有眼镜科研机构 15
家、专业技术人员2000余人，自主开发了CR-39树
脂镜片、高档全钛镜架等产品。

相较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和消费升级等多方面
的需求，丹阳眼镜的品牌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
后，需要多管齐下，擦亮丹阳眼镜的金字招牌。

进一步增强质量兴业意识。牢固树立和增强以
质量求生存、以品牌谋发展的意识，进一步提升企
业的生产设备自动化水平，建立产品质量检测与研
发中心，健全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培养企业
自己的中高级人才梯队，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打造
更多知名眼镜品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科技含量
和个性化水平。

进一步提升开放创新能力。坚持开放发展原
则，积极吸引外来客商和投资实体，提升产业发展
层次，为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一方面，大量吸引外地和境外
投资。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价值链，积极
参加北京、上海及境外的眼镜博览会，追踪全球市场行情与行业前
沿趋势。

进一步发挥专业市场作用。增强眼镜市场的价格信息、市场行
情、流行趋势等信息交汇点的作用，推动丹阳眼镜产品及相关信息
交流，推动眼镜企业开放创新、做大做强。同时，推动眼镜市场赋
能产业发展，将传统的眼镜市场打造成集市场交易、餐饮住宿、影
视表演、眼镜博物馆等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商区，建设眼镜风
尚小镇，将“配镜游”做成知名旅游品牌，提升眼镜产业链的综合
配套和协作能力。

同时，我们还将从政策层面发力，进一步提升丹阳的城市品位和
发展层次，加大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和
场所建设，满足高层次的生活和精神
需求，有利于眼镜产业吸引并留住高
端人才，从而促进丹阳眼镜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作者为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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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丹阳市，一个人
口不足百万的县级市，却是
世界最大的眼镜镜片生产基
地，有 1600 多家眼镜相关
企业、5万多名从业者，镜
片年产量4亿多副，占全国
总量 3/4，全球总量一半。
全世界每两个戴眼镜的人
中，就有一人使用了丹阳产
镜片。丹阳何以成为世界

“眼镜之都”？带着这个疑
问，记者一路南下来到丹
阳，探寻丹阳眼镜产业发展
壮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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