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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国际巨头，没有捷径可走

抗战时期的瑞士机床，
现在的精度依然超过部分国内同行！
上市前夕，毛磊以此激励永新光学“百年老店”梦想

8 月 29 日 ， 永 新 光 学
（603297）正式公开发行，它即
将成为今年宁波第一家A股新上
市企业。

为了这一天，永新光学努力
奔跑了21年，逐渐从一家包袱沉
重的企业，成长为中国光学显微
镜领域的龙头企业，承担了“嫦
娥二号”、“嫦娥三号”光学镜头
的制造。赫赫有名的徕卡相机、
德国蔡司、日本尼康、鸿海精密
（富士康）等巨头，也是它的客
户。

站在新的起点，永新光学副
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毛磊在最近的
一次演讲中却发出了这样的“追
问”：“每次我到尼康、奥林巴斯
等国外企业去访问的时候，心情
就特别沉重。在精密制造硬科技
领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追赶上
他们的脚步？”

1 毛磊的追问，是对永新光学，也是对中国制造。
在江南永新光学，有两台特别的机床，它们是上个世纪40

年代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70多年后的今天，它们的精度
仍然超过很多国产设备，目前还在为永新光学服务。生产这两
台机床的，是创立于1915年、至今有着103历史的瑞士肖布林
机床公司(Schaublin Machines SA)。

“什么是百年老店？瑞士肖布林就是！”毛磊说，中国制造
和国外巨头的现实差距依然让他五味杂陈。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我们要想做成做精一件事，真的没有捷径可言，唯有沉下

心‘单点对焦’，持之以恒。”临近上市，毛磊向记者坦露了自
己的心路历程：

从举步维艰到国际巨头的追赶者再到国际标准制订者，永
新光学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21年，永新光学在光学精密制造领域只做了一件事，却
有太多的故事……

2
1997年，浙大百年校庆。曹光彪先生为浙大捐了

6000万元人民币，同时委托浙大帮忙寻找一位专业且具
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

曹光彪先生希望这名年轻人，能够帮助他管理这年
年初他在家乡投资的宁波光学仪器厂——这就是宁波永
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浙大光学系毕业的毛磊，这一年已是南京江南光学
仪器厂的总工程师。母校的穿针引线，让时年36岁的毛
磊和时年77岁的曹光彪，成为了忘年交，并从此改变了
毛磊自己和一家企业的命运。

毛磊回忆说：
“曹先生低调务实、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谋略以及爱国

爱乡的情怀，使我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与曹光彪老先生一番交谈后颇有惺惺相惜之

感的毛磊表态，产品他会去开发，钱他也会去努力挣，唯
一的要求是，挣来的钱要先用于企业的发展。

曹光彪十分支持，让他尽管放手去干。
但，没那么好干。
当年，导师将毛磊送到宁波，看着破败的工厂连连摇

头，生怕耽误了他，临走前不忘嘱咐：
“你要是真的干不好，就回到浙大国家光学工程中心来。”
摆在毛磊眼前的现实问题很多：工厂管理一片混乱，

工人动不动就闹情绪，赚钱更是无从谈起……初来乍到、
在宁波举目无亲的毛磊如此形容自己的状态：

“每天上班就像上战场一样，腿仿佛灌了铅般沉重。”
正当毛磊埋头苦干时，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由于永新光学的光学

仪器销售市场主要在东南亚，危机突如其来，让永新光学
瞬间失去了近三成市场。

当时，工厂一个月的销售额不足80万元，但员工的
工资每月就要支出50多万元。

因为公司原来是一家国有企业，所以包袱不轻。直到
今天毛磊依旧记得，当时公司一共有560名员工，上班的
却只有350名员工，其他的都是下岗职工，但下岗职工也
需要资金养老。

曹光彪先生特别叮嘱毛磊，不管企业遇到多大的困
难，都不能裁员，同时表示，愿意自掏腰包拿出2000万
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在永新光学最困难的时候，曹先生回到上海，常会
叫我去谈话。”这给了毛磊很大的精神支持。

接着，机会出现了。

1998年年底，美国一家公司来中国寻找能生产激
光条码读取镜头的企业，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依然无
果。偶然的情况下，毛磊的一位师兄向这家美国公司推
荐了永新。

永新的员工用皮卡车，将美国客人接到了厂里。在
简陋的办公室里，毛磊和客人开始了交流、商谈——这
一谈，竟从早上9点谈到了下午3点，“客人没有要吃
饭的意思，所以我们一直讨论到吃晚饭”。

这家美国公司的光学激光读取镜头当时是飞利浦在
做，但他们想在中国找一家性价比更高的企业。一起吃晚
饭时，毛磊向客人承诺，第二天就拿出设计和生产方案。

彼时的永新举步维艰，产品单一，只生产传统的显
微镜，并无生产激光条码光学镜头的经验，但技术出身
的毛磊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永新涅槃重生的机会。经过
一晚上的努力，第二天一早，毛磊就把方案递到了美国
客人手里……

抓住这一次机会，永新拿下了50万元的订单，并
开拓出了欧美市场。第二年，这一产品的订单增加到了
700万元人民币，摩托罗拉也成了永新的客户！

4 2008年，永新光学收购了现在的南京江南永新光学。公司董事长是曹光
彪先生的儿子曹其东，他像他父亲一样，也特别嘱咐毛磊不要解雇一个员工：

“企业你可以去改造，但是不能让一个工人有怨声。”
当时的永新光学，负担依然很重。毛磊回忆：

“每个月下岗员工费用的支出都在100多万元，我们挣钱的速度要是跟不
上花钱的速度，企业可能分分钟就会倒闭。”

正是有这样的危机感以及对员工的责任感，永新光学从创立至今，21年间
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直保持着向前奋进的战斗状态。

“这也是永新光学为什么这么迟才上市，以及部分毛利率可以接近50%的
原因。”

按照招股说明书，永新光学2015年、2016年、2017年的毛利率，分别是
36.81%、39.40%、42.18%。毛磊解释说，毛利率低于20%，就养不起这么多人：

“只有让员工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都有了保障，公司才能轻装上市。”
产品如何才能赚钱？必须不断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今天的永新光学，已经成为光学细分行业领军企业，2017年荣膺国家工

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2018年位列宁波市竞争力百强企业第4名。
每年，永新光学都会将销售收入5%以上的资金用于研发。公司建有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和省级显微科学仪器研究院，拥有22项核心技术，先后承担了
“嫦娥二号”、“嫦娥三号”部分光学镜头的制造，并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
内高校建立了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2015年，永新光学承担主导制订ISO9345显微镜国际标准。今年7月24
日，毛磊收到了国际标委会的邮件，该标准被允许直接进入发行阶段。“今年年
底标准就可以正式出版了。”毛磊颇为自豪地说，这是中国人首次在显微镜和
内窥镜领域主导国际标准。

这意味着在光学精密仪器领域，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话语权和主导权。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
毛磊说：“我们要想做成、做精一件事，没有捷径可言，唯有沉下心‘单点对

焦’，持之以恒。”
“我们用21年在细分领域坚持去做一件事，上市应该是水到渠成的。”

5 成功上市，如曹其东所说，这将是永新光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

“我们将通过上市这个新起点，充实资本实力，提升人才、技术、制造、品
牌、管理的综合竞争优势，将永新光学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光学企业。”

毛磊的忧患意识，一以贯之。他表示，永新光学会时刻绷紧创新这根弦。
“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我们精密仪器领域的技术与国外巨头的产品相比，

相差甚远。”
“我们现在不管是医院还是实验室，使用的检测仪器将近80%是进口的，

我们虽然是出口型国家，但光学仪器行业，我们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
差距在哪？技术！

“比如我们光学设备最核心的明珠——光刻机，国外可以做到纳米级别，
我们几乎还是空白。”

“每次我到尼康、奥林巴斯等国外企业去访问的时候，心情就特别沉重
……在精密制造硬科技领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追赶上他们的脚步？”

江南永新光学那两台机床的照片，他也一直存放在手机里。“我们希望
能不断激励自己，成为肖布林这样的百年企业。”毛磊说，这也是董事长曹其东
一直以来的愿望。

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努力用工匠精神弥补差距——21岁的永新光学希望
能成为肖布林这样的百年企业。

曹光彪先生和毛磊在畅谈。

这台产于70年前的瑞士机床至今其精度仍超过国内同行。

永新光学过会后，曹其东和毛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