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業概覽

— 54 —

本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自已出版來源（IDC），惟概無就該等摘錄自IDC

的正式資料及統計數據進行任何獨立核實。該等正式資料及統計數據可能相互或

與其他資料不一致，董事及建華證券對此等正式資料及統計數據之準確性概不發

表聲明。董事已合理審慎地摘錄及覆述該等正式資料。

數碼相機市場

數碼相機之操作與傳統菲林相機分別不大，皆利用取景器或液晶體顯示器瞄準拍攝

對象、利用鏡片將影像集中投放至感光器，然後儲存影像數據。一般數碼相機均以

以CCD感應器或CMOS感應器拍攝影像。數碼相機可分為三大類，即簡易VGA相

機、消費者定點拍攝及DSLR。

簡易VGA相機的功能不及定點拍攝數碼相機，雖然可能配備有移動式內存，但並沒

有提供用以檢視影像的液晶體顯示器。由於業內進一步開拓消費者定點拍攝及DSLR

兩類更先進的技術，此類數碼相機已不再流行。

據IDC二零零五年報告稱，消費者定點拍攝相機的解像度一般由200萬像素至800萬

像素，一般提供多種層次的功能及影像拍攝質量，此外亦有移動式記憶及彩色液晶

顯示屏。

DSLR相機為35mm SLR菲林相機的數碼版，特點是可置換鏡片、標準高檔次相機

機身及專業操控。

數碼相機的影像由CCD或CMOS感光器拍攝，感光器的模組將光線轉化為電壓，再

傳入A/D轉換器，該轉換器會將CCD的波動轉為離散二元碼。A/D轉換器的數碼產

出再傳至數碼訊號處理器，對影像的光暗對照及細節進行調校，然後壓縮影像，最

後才轉至儲存媒介。

數碼相機供應鏈包括部件製造商、組裝商及供應商。部件製造商再細分為機殼及其

他部件、圖像感應元件、集成電路晶片及液晶顯屏的生產商。二零零四年主要的數

碼相機供應商為日本及美國的公司Canon、Sony、Olympus、Nikon及Koda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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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數碼相機付運（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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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僅為預測

資料來源： IDC，二零零四年五月及二零零五年八月

根據 IDC，預期全球數碼相機付運由二零零四年的7,370萬部，增至二零零六年的

9,270萬部，二零零九年則回落至8,160萬部，整體複合年增長率為2.1%。二零零三

年至二零零五年複合年增長率顯著較高。數碼相機銷售的急速增長，主要是由於傳

統菲林相機漸以數碼相機取代，而數碼相機受到歡迎，是由於用家可利用液晶體顯

示，即時觀賞所拍影像，此外，數碼相機可將影像傳送至電腦儲存及打印。

全球數碼相機付運（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

付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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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DC，二零零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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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 IDC所預測二零零四年全球數碼相機付運按地區分類的百分比：

按地區分類的二零零四年全球數碼相機付運

日本
12%

西歐 
34%

亞太
（日本除外）

14%

其他
8%

美國
32%*

* 除日本以外的亞太地區

資料來源： IDC，二零零五年四月

從上圖可見，西歐(34%)是二零零四年輸出數碼相機的主要目的地，美國(32%)則繼

二零零三年排居榜首後，跌至第二位；亞太（日本除外）(14%)隨著日本市場飽和而

在總付運量方面超越日本(12%)。世界其他地區佔其餘8%，乃受拉丁美洲及加拿大

的需求增長帶動。根據IDC預測，亞太地區（日本除外）及世界其他地區為日後增長

潛力最大的地區。

於二零零三年，最受歡迎的數碼相機為300萬像素相機。相機供應商將繼續提供具

有更高解像度及更多功能的新一代數碼相機。因此，解像度不足300萬像素的相機

將於未來兩至三年淘汰，此一增長趨勢亦會刺激市場不斷增長。根據IDC所作之報

告，於二零零四年，雖然500萬像素的付運價值最高，但付運量最高為400萬像素數

碼相機。IDC預測，於二零零五年解像度500萬像素的數碼相機在付運量及付運價值

方面均領先其他型號。數碼相機生產商將面對的情況是，市場日益需求解像度較

高、功能較多的新產品，因此設計和生產技術的複雜性也愈來愈高。

主導市場的兩類數碼相機為消費者定點拍攝及DSLR。DSLR製造商（如Canon、

Olympus及Nikon）過往多從事傳統菲林及相機業務。IDC預測，儘管於二零零六年，

定點拍攝數碼相機的付運總值及數量將放緩及倒退，但DLSR類別數碼相機仍會維

持增長直至二零零九年。IDC預期，由於該等高檔次產品的售價日漸普及化，DSLR

於預測期間的付運的複合年增長率將達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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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數碼相機付運（定點拍攝與DSLR對比）

定點拍攝
DSLR

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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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DC，二零零五年八月

過去，數碼相機需用電腦方可列印相片。然而，數碼相機的若干最新型號附有直接

列印功能，毋須經過電腦等額外媒介，此趨勢有助數碼相機市場擴展至沒有電腦的

用家。

在日本，幾乎所有手機均附有拍照功能，其解像度早已達100萬像素或更高。相機

手機雖受歡迎，但對數碼相機之需求應不會構成嚴重威脅。IDC預測，數碼相機的

影像質量及功能理應繼續優於相機手機。IDC提出，相信大部分用家將會購買相機

手機，並與數碼相機一併使用。相機手機將供隨意拍攝之用，而數碼相機則會用作

專門攝影。因此，相機手機是數碼相機生產商另一增長來源。

影響付運的因素

於二零零四年，最受歡迎的數碼相機為300萬至400萬像素，付運量分別達到2,100

萬部。根據IDC全球數碼相機報告，全球數碼相機市場亦進入換機階段，估計二零

零四年全部消費額，有50%來自原本已擁有數碼相機的家庭。影響付運量的因素涉

及相機規格及特徵、互相的競爭產品及地區市場不斷改變的需求。以前有關影響數

碼相機銷售因素的若干假設，證明並不正確。

過往，數碼相機的定價支援及銷售增長乃根據科技的改進予以預測，例如百萬像素

解像度的增加等。然而，百萬像素感應器升級速度出現放緩趨勢，加上圖像感應器

及DSLR相機的價格下跌，導致兩者有所重𠋥。當價格較便宜的DSLR相機與較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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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定點拍攝消費者數碼相機的銷售直接競爭，使定價水平進一步降低。然而，DSLR

付運量有所增長，佔全球數碼相機收入的12%。於二零零四年，300萬及400萬像素

的產量最大；IDC預測，市場最終會以500萬、600萬及700萬像素為主。此外，根據

IDC預測，型號之間的分野將不再圍繞解像度，而會取決於LCD屏幕大小、光學變

焦距離等較易理解的功能。

早前市場認為，隨着相機手機的解像度日漸提高，相機手機將對數碼相機構成重大

威脅。然而，至二零零五年為止，數碼相機的影像質量及功能性仍優於相機手機。

展望將來，相信大部分用家在購買數碼相機之餘，亦會同時購買和使用相機手機。

使用相機手機拍照是因其方便，而數碼相機則用於拍較為正式、高質的相片。另

外，IDC預測，無線行業公司將更著重於多媒體，而非靜態影像拍攝／傳輸功能。

因此，相機手機對數碼相機應無即時影響，相機手機反而可為數碼相機生產商提供

另一未來增長來源。

鑒於市場飽和及新興市場湧現等因素，二零零四年數碼相機全球付運量出現新的地

區採購態勢。美國以前是輸出數碼相機的最大消費國，惟在二零零四年，付運量及

總收入已被西歐超越。IDC預測，從現在至二零零九年，西歐將保持作為全球最大

數碼相機買家的地位。隨著日本數碼相機付運量減少，亞太地區（日本除外）的市場

份額亦有增加。受中國的需求帶動，預測亞太地區（日本除外）會於二零零九年取代

美國，晉身次位。根據IDC的預測，受拉丁美洲及加拿大的持續強勁增長帶動，世

界其他地區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九年將錄得正數增長，最終使日本成為最小的市

場。

主要供應商

於二零零四年，數碼相機業內以本身品牌分銷產品及直接銷售產品予營運商、批發

商及最終客戶的五大主要供應商包括Canon、Sony、Kodak、Olympus及Nikon。在五

大供應商當中，Canon及Olympus的附屬公司是本集團本身五大客戶之一，全球十大

數碼相機供應商中的四家，其附屬公司均為本集團數碼相機機殼及部件的主要客

戶。

二零零四年按供應商劃分的全球數碼相機付運量

付運量 市場份額

（百萬） (%)

Canon 12.6 17.1

Sony 12.3 16.7

Kodak 8.7 11.8

Olympus 8.2 11.2

Nikon 6.8 9.3

資料來源： IDC，二零零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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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印刷機市場

概覽

印刷機現時分為三類：黑白模擬制式、單色激光數碼及彩色激光數碼。印刷機按速

度分類，以每分鐘輸出份數(cpm)計算。黑白機有六個類別，cpm介乎1至91+。彩色

機分為五類，cpm介乎1至45+。

傳統印刷機為黑白模擬制式印刷機。數碼印刷機的分別在於複製之前，先將文件掃

描及數碼化。基本上，所有數碼印刷機採用「掃描一次／打印多份」技術，文件影像

只需製作一次，而不像模擬制式一般，需要逐次複製。此外，數碼印刷機可連接電

腦，並配置印刷、掃描及／或傳真等額外功能組合。IDC預期，至二零零六年，美

國所有印刷機採購及付運均將以數碼格式為準。

數碼印刷機的目標客戶是企業買家，因此其銷量受企業資訊科技開支預算所影響。

故此，日後市場對數碼印刷機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經濟增長。IDC預測，

經濟增長及資訊科技開支將於二零零五年及往後年度繼續增長。本集團的印刷機零

部件的銷售，將會與全球印刷機銷售成正比。

相機手機市場

日本公司J-Phone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將首部相機手機J-SH04推出市場至今不到五

年，相機手機已佔日本手機總付運量90%以上，成為全球潮流指標。根據IDC的報

告，於二零零五年，近半數付運的手機設有相機功能。

全球的手機付運量持續分別以兩個層次增長。亞太區、東歐、拉丁美洲、中東及非

洲市場的滲透率日益增加，刺激低成本型號的付運量；基於成本限制，附設相機功

能的型號一般不在考慮之列。至於較發達的地區則著重手機替換及升級，據IDC表

示，相機功能成為這類市場付運量的決定性因素。此外，IDC相信，於預測期間，

相機手機的主要功能將以錄像拍攝為主，而非靜態影像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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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數碼相機使用CCD為影像感應器，而相機手機則使用CMOS為影像感應器。

主要原因是成本較低、體積較小、CMOS模組技術要求較低。

隨着科技改進，相機手機在解像度方面將有改善，相機手機機殼製造商面對挑戰，

需在設計中加入新的部件及功能，將一般數碼相機功能，例如加強光學變焦能力及

較高解像度鏡片等，加入相機手機。隨著相機手機加入更多技術及功能，機殼生產

商將面臨呎吋限制及產品壽命問題的挑戰。能夠提供創新設計及生產能力的生產

商，將具有較大優勢。拫據IDC預測，於二零零五年，數碼相機的圖像質量及功能

仍較相機手機優勝。展望未來，IDC相信大部分買家將在購置數碼相機之餘，亦會

同時購買和使用相機手機。

下圖顯示 IDC所預測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全球相機手機付運量：

全球相機手機付運量（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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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DC，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根據IDC，預期全球相機手機付運量由二零零四年的2.701億部增長至二零零九年的

7.659億部，複合年增長率為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