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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氢友圈” 商用乘用“两手抓” 丰田探路绿色未来

产经北京商报2022.10.28

为让有“终极环保汽车”美誉的氢燃料电池车更好落地，丰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已深耕30年。1992年丰田就开始着手

推进关于氢能技术方面的研发。2014年在全球上市销售第一代MIRAI，这也是世界首批量产的氢燃料电池车。2020年，第二代

MIRAI上市销售，截至目前MIRAI的销量已超过2万辆，累计行驶距离5.33亿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3000圈。

事实上，丰田秉承“环保车只有实现普及才能真正为环境做贡献”的理念，希望能够为消费者的低碳出行提供更加丰富的

选择。为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丰田将氢燃料电池车研发、生产、投放带到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推进

全方位电动化战略的同时，也在积极助推中国氢能社会的构建，以开放姿态拥抱中国市场，在华不断扩大合作朋友圈，加速实

现绿色能源的未来。

押注“氢”赛道

当下， 世界正在面临全球规模的气侯变
化问题， 其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效应气
体增加，被看作主要原因。以2050年实现二氧
化碳零排放量为目标，面向实现碳中和，创造
新能源社会已成为改变末来的选择之一。作
为全球重点产业， 全球车企都在加速向新能
源汽车进行转型，多路径探索未来发展发现。

2015年， 丰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做
贡献，发布了“丰田环境挑战2050”战略，力争
在2050年实现新车二氧化碳零排放。 丰田希
望能够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目的、不同使用场
景，自由选择兼顾“可持续发展与实用性”的
出行服务与产品。 在推出了油电混合动力车
（HEV）普锐斯之后，持续推进外插充电式混
合动力车（PHEV）、氢燃料电池车（FCEV）、
纯电动车（BEV）的研发与普及。

其中，在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丰田占据C
位，正以绝对优势推动氢能践行全世界。

除乘用车， 丰田已将氢能应用在了巴士、
卡车、叉车等商用车领域，甚至还有便携式氢
筒，氢能发电机等，可以说氢能的应用已经延
伸到了各个领域。目前，丰田在氢能领域的合
作伙伴覆盖了整车制造、FC系统集成/生产/销
售、车辆运营使用以及制氢、储氢、运氢等全产
业链上下游。

在华交友驱动前行

经过多年发展， 丰田已经在氢能领域有
了大量技术与产品积累， 并将其投放到了中
国市场提速布局，进一步实现双碳目标。作为
奥林匹克及残奥会移动出行领域的全球合作
伙伴，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丰田首次在中国实现了氢燃料电池车辆的大
规模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丰田就在中国全
面开启了氢燃料电池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和普
及，从“产、学、研”各个领域持续扩大共同推
进氢能产业发展的朋友圈， 共同努力实现氢
燃料电池技术的本土化研发， 生产符合中国

客户所需要的产品。
其中，2019年丰田与清华大学成立联合

研究院。在氢能、AI自动驾驶、综合研究、环境
以及跨学科项目等方面开展共同研究。 尤其
是氢能方面，丰田发挥经验和优势，与专家学
者一起开展前沿技术研究，积极探讨“适合中
国的氢能应用”等课题。

2020年起，丰田提速“氢友圈”的扩建。
2020年8月，丰田、亿华通及一汽股份、东风公
司、广汽集团、北汽集团共同成立“联合燃料

电池系统研发（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FCRD）。2021年3月，亿华通和丰田合资成立
华丰燃料（FCTS）， 联合燃料侧重于技术研
发， 而华丰燃料更加侧重产品的生产与市场
推广。2021年11月，丰田和重塑科技就共同开
发商用车燃料电池系统签订合约。

随后， 丰田汽车携手中国合作伙伴联合
开发及生产的首款商用氢燃料电池系统产品
TL�Power�100正式发售；2022年8月，面向轻
型商用车市场的TL�Power�80也已投入市场，

这是继TL�Power�100之后，第二款面向中国
商用车市场需求， 在中国研发生产的氢燃料
电池系统。

今年10月24日， 丰田燃料电池研发与生
产项目（一期）正式奠基。项目主体由FCRD及
FCTS构成， 将建设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检
测线和研发中心，生产燃料电池系统产品，并
进行燃料电池系统相关研发工作。 此次项目
奠基， 标志着两家合资公司正式进入产能建
设期。

丰田汽车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成立
的FCTS及FCRD董事长董长征在现场称，奠
基的两家公司将于2023年在此落成并正式投
产，届时将向全国各地的客户提供产品，推进
氢燃料电池的普及。

产品落地推进场景应用

近两年， 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对燃料电
池汽车的鼓励， 这也为丰田进一步在华推动
燃料电池汽车提供了助力。 今年3月23日，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要形成
较为完善的氢能产业发展制度政策环境，初
步建立较为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 实现
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 到2030年，形
成较为完备的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清洁
能源制氢及供应体系；到2035年，形成氢能产
业体系，构建涵盖交通、储能、工业等领域的
多元氢能应用生态。

虽然丰田在华燃料电池国产项目的产能
最终落地还待时日， 但其产品在华已实现多
场景应用。今年7月，丰田中国向北京申威狮
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交付了曾作为北京冬奥
会官方用车的氢燃料电池车柯斯达氢擎，该
车已作为北京CBD氢燃料免费商务班车投入
运营。

此外， 同样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作为贵宾
车使用的111台MIRAI也计划通过广汽丰田
在北京、上海、广州、佛山开展包括短租车、网
约车、 专线巡游车在内的大规模示范运营活
动， 为广大市民提供触手可及的氢能源汽车
出行体验。今年底，丰田中国将首批进口限量
50辆第二代MIRAI， 并通过广汽丰田渠道在
中国市场销售。

对丰田而言， 未来将通过进一步的举措
推动氢燃料电池车和氢能产业的发展普及。
同时，为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丰田将
进一步推动中国氢能社会发展， 积极扩大氢
燃料电池车的应用场景， 持续探索氢能源发
展与应用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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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中的意外

动辄上万元一副的OK镜，刘女士（化名）
认为只要能控制住孩子的近视， 这钱就花得
值。像刘女士一样心情的家长不在少数。在同
班同学还在观望时，小俊（化名）的父母便带
他配了OK镜，一年的花费在3万元左右。

OK镜是角膜塑形镜的俗称。角膜塑形镜
技术是指通过配戴逆几何设计的硬性角膜接
触镜，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央角膜弧度，暂时性
降低近视屈光度数并提高裸眼视力的一种可
逆性、非手术物理矫治技术。

“OK镜产品本身有两个作用。”北京同仁
医院眼科医生甄毅介绍，“作用一是矫正近
视，这方面会有一个年龄的下限，即8岁以下
的孩子不能戴。作用二是延缓近视的进展，在
这一适应症上， 由于18岁以上的人群各方面
已定型，佩戴的意义就不大了。”

据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介绍， 爱尔眼科
提供的是基于双眼视功能和医疗属性的近视
综合防控体系， 始终以多层次服务动态满足
多元化需求，防控的具体手段包括框架镜、离
焦镜、红光仪……OK镜只是其中之一，完全
不必闻集采而色变， 产品结构会越来越均衡
合理。

据甄毅透露，OK镜集采相关的政策摸底
调研是和种植牙同期进行的。尽管如此，在看
到消息的那一刻， 甄毅也感叹，“大家都在等
靴子落地，今天的消息非常突然”。

由于需求广泛、 收费不规范以及费用高
等特质，OK镜与种植牙一样， 民众降价呼声
较高。 东兴证券2020年的一份研报指出，
2019年我国角膜塑形镜产值约为87.1亿元，
全国范围内5-19岁学龄段的近视患者数量达
到1.4亿人，按2030年规划要求小学、初中、高

中近视率分别控制在38%、60%、70%以下，
OK镜市场空间有望达到约1702亿元。

根据河北省医用药品器械采购中心文
件， 包括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在内
的20个品种将开展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填报时间为2022年10月27日8时-11月
3日17时。

挤掉虚高水分

事实上，OK镜的高毛利率属性已经不再
是秘密。据欧普康视、爱博医疗年报，OK镜的
毛利率均在80%以上。

欧普康视作为国产OK镜龙头企业，占据
了超24%的市场份额。 根据其披露的2021年
年报显示，分行业来看，硬性角膜接触镜行业
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1.18亿元，出厂价千元的
角膜塑形镜在终端卖到了上万元。欧普康视旗
下“梦戴维”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第一款国产

角膜塑形镜。据报道，在南京欧普康视眼科诊
所里，每副（即两片）“梦戴维”角膜塑形镜的价
格为7800-12800元不等。此外，我国截至目
前共有十余款角膜塑形镜产品获批上市。

“我们不接受采访”， 在北京商报记者表
明来意后， 爱博医疗证券部相关人士挂断了
电话。截至记者发稿，欧普康视的电话尚未接
通。 国盛证券在一份研报中提到，OK镜的出
厂价一般仅为终端价格的10%-20%。根据财
报数据，2020-2021年，欧普康视的角膜塑形
镜的毛利率分别为90.21%、89.66%。同期，爱
博医疗的毛利率达74.73%、83.95%。

在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 生命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
看来，OK镜的利润空间比较大， 集采对厂家
的股价以及利润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阵痛。
对消费者而言，价格将会变得更加合理。

在甄毅看来， 集采挤压生产厂家的利润
并不大，而中间的流通环节是关键，这部分费

用将极大降低。“出厂价不足千元， 产品卖
6000元，中间的差额消耗在分销、服务环节。”

欧普康视在公开平台提到， 带量采购通
常是医保承诺采购量并为用户支付产品费
用，正常的结果是量升价降，如全面实施，对
为公立医院提供产品的经销机构可能产生较
明显的影响， 对于厂家来说则要看量升的正
面影响和价降的“负面影响”（从利润角度看）
综合后的效果，目前无法判断。

落地仍有难度

不同于种植牙已实现“技耗分离”，验配
OK镜的医疗服务和耗材价格比例尚不明细。
OK镜矫治费用包含了配前的专业咨询，眼视光
的检查项目，试戴评估，镜片处方、设计、材料制
作、调整修正以及配后免费的专业咨询等。

“海外主要是技术收费， 产品相对便宜。
比如美国一副OK镜的价格在400美元左右，

但每一次复查都会再收取不等的挂号费或者
检查费。 在国内就往往把所有费用都打包在
镜片款里， 国内模式虽然短期内获得了很大
的现金流， 但没法体现技术人才的价值。”甄
毅说道。

甄毅认为， 现在的模式是镜片很贵，检
查、复查免费，但OK镜的验配很耗人工，经销
商靠中间的利润去养验配人员。降价后，可能
需要收一定的检查费。“假如OK镜降到
1000-2000元， 依旧免费复查的话，OK镜的
验配是无法持续的。”

具体细则也是业内关注的重点。 欧普康
视方面称，上述通知目前是让企业填报信息，
是否实施带量集中采购以及招投标细则均待
确定，公司致电河北省医保局未能接通，会继
续联系。

某券商医药生物组分析师称， 大范围集
采暂不具备条件。单省集采落地难度大，河北
发布公告未与当地厂商提前沟通。

“OK镜价格下降后， 理应增设医生验配
服务费，而目前没有这个项目，顶多只有检查
费，消费者目前还很难接受。”资深医疗投资
人林掌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下游医疗机构而言， 增设医生验配服务费
是个大问题，利润空间压缩没有动力推动。

在林掌柜看来， 集采对上游的影响是从
下游传导过去的， 集采会促进下游医疗机构
找其他利润更高的替代方案。 对行业影响短
期内利空， 中长期影响主要取决于下游医疗
机构能否形成低成本的获客模式。

甄毅进一步表示， 集采可能会带来多赢
的局面，不仅企业能提高渗透率，医生价值也
得到体现，患者满意。企业的销售额可能需要
几年时间去做爬坡，短期内不是利好，长期而
言对产业是利好。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从种植牙到OK镜，消费医疗不再是集采“避风港”。河北省医用药品器械采购中心发布通知称，该省拟

于近期开展“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OK镜）等20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消息一出，OK镜厂商和医疗机构相继给出积极回应， 在资本市场眼科概念股均有不同程度下滑。10

月27日开盘，欧普康视、爱尔眼科、爱博医疗均大幅低开，OK镜龙头欧普康视早盘更是直接封上跌停。截

至当日收盘，欧普康视报跌停价33.49元/股，爱尔眼科、爱博医疗则分别收跌13.08%、5.76%。虽然集采细

则尚未落定，但是否参与集采以及降价幅度等已成为厂商和机构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2020-2021年
欧普康视的角膜塑形镜
的毛利率分别为

74.73%��83.95%90.21% 89.66%

爱博医疗的毛利率分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