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里有马屿人，哪里就有

眼镜；连外国人，都知道有个马

屿眼镜。”马屿当地这首脍炙人

口的小快板，很写实地概括出

马屿眼镜产业的前世今生。

几天前，当记者踏上马屿

这块土地，单单从老百姓的口

口相传中，就感受出马屿眼镜

的热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第一代马屿眼镜商从马屿出

发，到全国各地销售眼镜。日

积月累，闯荡有成就的马屿人，

开始从“地摊游击战”转向“店

铺经营”，从散兵游泳式作战到

连锁经营，最终成长为一支人

数逾5万的眼镜销售大军。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在外

马屿人已开出2万多家眼镜经

销店，掌控着全国大多数眼镜

销售渠道，年销售额逾 250 亿

元，占全国销售份额的 70%以

上。北京福美达、上海天鸿、重

庆千叶、济南茂昌、东莞月亮岛

……一批如雷贯耳的知名眼镜

品牌和企业，全部出自马屿人

之手，马屿人将眼镜推销到中

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抢占全国眼镜市场的同

时，不少人又返回家乡办厂，马

屿当地的眼镜产业也被带动快

速成长起来。

在今天的马屿篁社工业区

内，聚集着大大小小的眼镜企

业。眼镜品种从眼镜配件到成

品光学镜架、老花镜、太阳镜，

镜架材料从普遍板材到高端

TR再到铝镁金属等，马屿形成

了从原材料生产到产品研发、

配件加工、表面处理、成品包装

和市场销售的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

据马屿镇经济发展办公室

主任谢卿省介绍，作为当下中

国眼镜制造销售的发源地之

一，我市 90%以上的眼镜企业

落户马屿，从业人员1万多人，

年产值逾10亿元，产品销往全

球。“马屿年产眼镜超 4000 万

副，每分钟就有 76 副眼镜出

厂，占瑞安眼镜总产量的 90%

以上，占温州眼镜总产量的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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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屿，像这样藏身于居

民楼里的眼镜厂，并不是个例。

采访发现，聚集在马屿篁

社村的众多企业，不少还在从

事OEM贴牌生产，靠低价格和

低成本来竞争。“创建品牌的投

入成本过高，这对我们这些小

微企业太过吃力，还不如多接

点外贸订单，做老客户的生

意。”一小微眼镜老板如是说。

中低档产品生产能力的过

剩，高附加值产品的缺乏，让马

屿眼镜在中国眼镜市场格局中

的明显优势不再。一位在外马

屿眼镜商回乡参加交流会时这

样说，马屿“中国眼镜之乡”的

美名在外，但反观马屿镇内的

众多眼镜企业，却没有一个特

别叫得响的牌子。

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近

年来一些马屿眼镜企业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但

马屿眼镜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

的开发和生产上还较为滞后。

眼镜产业要进一步发展壮大，

必须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

的紧张，人工等经营成本的高

涨，马屿眼镜产业的发展受到

诸多限制，无法施展拳脚。据

谢卿省介绍，根据调查，目前马

屿90%以上眼镜企业都属于租

用厂房或民房，不但存在安全

隐患，而且企业扩大生产的意

愿受限。个别潜力企业不堪经

营压力，选择外迁到江苏丹阳

等地，马屿眼镜，成了“墙内开

花墙外结果”。

“很多马屿眼镜商在外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却不愿意回

乡投资。”谢卿省坦言，由于缺

少发展平台支撑，集聚规模偏

小，投资环境的制约，对在外的

马屿人吸引力不够。

“马屿眼镜有广阔的销售

市场，也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但由于种种局限，很多优势却

在渐渐变为劣势。”市眼镜商会

会长方孔利坦言，经营企业无

非要优化人、设备、技术、管理

等资源，但对于马屿这样的小

镇来说，先天的条件不足，资

金、人才、技术长期以来都向外

流，特别是“低、小、散、弱”的产

业格局尚未摆脱，眼镜产业的

发展不足，动力不够。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眼镜市

场中，马屿人正在不得不接受

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求新求

变。

股票

看平
上海证券：
周三市场承接周二强势，直

接跳空高开，回补缺口后继续反

攻，突破 20 日均线后加速上行，

同时伴随着量能放大。从技术

面上看，大盘在快速杀跌到60日

均线后，空方杀跌动能衰竭，市

场迎来超跌反弹。但从 K 线形

态上看，大盘有形成头肩顶的迹

象，同时上方相继面临 30 日、20

日均线的强势压制，若后市量能

不能助推指数冲关，市场预计在

短暂狂欢后或将归于沉寂。

期货

浙商期货：
周 三 大 部 分 期 货 商 品 上

涨，其中，油脂、橡胶涨势强劲，

螺纹、塑料、股指等涨幅均超过

1%，早盘走势较弱的煤焦也在

午后快速翻红。受马来西亚政

府减免棕榈油出口关税影响，

棕 榈 油 在 这 波 反 弹 中 走 势 最

强，而此政策还将延期到 2014

年底，再加上棕榈油库存的连

续下降，后市棕榈油值得关注。

（分析师观点仅供参考，不

构成投资建议） （陈成成）

周三早盘两市双双高
开，震荡后展开反攻，指数继
续强势反弹。通过本周两连
阳，沪指之前五连阴失地已
经基本收复。板块方面，自
贸区概念股井喷，个股全线
上涨，高铁、钢铁、航空等题
材也大幅上涨，权重股方面，
券商、保险涨幅超2%，银行、
地产小幅上涨。成交量上，
两市共成交4573亿元，仅次
于 9 月 16 日创下的 4994 亿
元的近四年成交量记录，成
交量大幅放大。大数据 100
指数全天走势与两市股指大
致相当，涨幅 0.96%。截至
收盘，沪指报2373.03点，涨
幅 1.5% ，成 交 2250.67 亿
元，深成指报8090.68点，涨
幅 1.28%，成交 2321.89 亿
元，创业板指报1530.08点，
涨 幅 0.53% ，成 交 428.86
亿元。i100指数报4273.84
点，涨幅0.96%。

掌控全国眼镜销售70%份额的“中国眼镜之乡”

九成马屿眼镜企业“寄人篱下”
■记者 项乐茹/文 见习记者 王鹏洲/图

马屿眼镜产业名声在外。一个

只有14.5万人口、189.4平方公里的

江南小镇，却成就了一支5万余人的

眼镜销售大军，开出2万多家眼镜经

销店，掌控着全国大多数眼镜销售

渠道，年销售额逾250亿元，占全国

销售份额的70%以上。不过，这个被

誉为“中国眼镜之乡”的马屿眼镜产

业，眼下也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机遇

和挑战。

马屿 1 分钟生产出 76 副眼镜

栖身于居民楼的眼镜厂

数字令人骄傲的同时，也

有不少忧虑。例如，采访中获

悉，马屿现拥有 160 家眼镜生

产企业，占地面积仅 200 余

亩。相当于说，一家企业平均

面积仅1亩多一点。

在马屿镇篁社村，记者的

车子经过一座小桥后，在一栋

居民楼前停下，这里看起来是

居民楼，实际上还有一家眼镜

厂藏身在居民楼里。在这栋楼

的一层，企业生产车间、办公

室、展示厅、会议室依次排开。

车间内，二三十位工人正在有

序地生产眼镜镜框。

3 年前，马屿人沈紫微和

丈夫高邦鸟在此创立了温州维

多利眼镜光学有限公司，专业

生产眼镜框架。办厂第一件烦

心事，就是找厂房。颇费周折

后，夫妻二人租用了一栋居民

楼的一层商铺，用作厂房生产

及办公。

“我们主要做眼镜框架出口

外销生意，年产值约五六百万

元。”沈紫微和众多马屿人一样，

做生意实诚、勤奋。因此，这几

年虽然欧美市场不景气，但生意

还算平稳。这栋居民楼里生产

的板材镜框，是当下最为主流的

镜框材质，因为重量较轻，款式

繁多，市场需求量大。

不过，沈紫微也有头疼事，

比如不断加重的成本负担和利

润的缩水。

“在外界看来，眼镜行业是

一个暴利行业，但这句话绝对不

适用眼镜生产企业。”沈紫微说，

处于眼镜产业链末端的生产商，

一副眼镜框架的出厂价一般在

50元以内，普通的板材镜架也就

十七八元，这一价格，跟眼镜店

里销售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眼

镜相差甚远，所谓暴利，其实都

被批发商、零售商端瓜分了。

办厂 3 年，劳动力成本也

在年年上涨。“刚办厂那年，工

人月工资1800元，如今已涨到

3000元以上。”沈紫微说。

减少人工成本的唯一办法

是机器换人。这两年，沈紫微

也陆续引进了一些设备，替代

人工并提高生产质量。可现实

难题摆在她面前：没有闲置的

土地供机器摆放。

沈紫微感叹，当下，篁社眼

镜园里就没有空余厂房，他们

迫于无奈租用民房。而没有合

适的厂房，规模生产就难以提

上日程。“去年年底，有客户揣

大订单找上门，却因为缺少生

产能力不得不推掉。”

墙内开花墙外结果

租用在居民楼一楼的眼镜企业生产车间

租用在居民楼一楼的眼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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