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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打火机为何 20 年没涨价
——湖南邵东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谢 瑶

研发新品、采购原料、加工生产、打包装

箱⋯⋯在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打火机的各环节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今年

以来，该公司出口形势持续向好，订单已排到

明年 4 月。生意红火的东亿电气是湖南省邵

东市打火机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缩影。工业

和信息化部近期公布的 2023 年度国家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中，邵东市打火机产业

集群成功入选。

邵东打火机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90 年代，

经过 30 多年发展，目前每年生产的打火机数

量多达 150 亿只，还将 1 元的零售价保持了 20

年。在人工、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以及行业

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邵东是如何把打火

机制造这门微利生意做大做强的？作为劳动

密集型行业，邵东打火机产业又是如何控制

住成本，保持 20 年不涨价的？

“流浪产业”扎根生长

与众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样，打火机

产业是一个哪里成本低就往哪里转移的“流

浪产业”。它发迹于西班牙，在欧美各国“遍

地开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转移到日韩等

国，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我国广东、浙江等地，

利润微薄的打火机产业不断寻觅着成本洼

地。在邵东市，地少人多的环境激发着邵东

人的商业头脑。一次偶然的机会点燃了邵东

发展打火机产业的火焰。

1992 年，姚喊云、付再华夫妇在与朋友闲

聊时嗅到了商机。“这位朋友来我家聊天，突

然急着赶回去，说要排队买打火机，晚了就没

货了。”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付再华称就是那

句“买打火机还要排队”触发了他们的创业

激情。

上世纪 90 年代，邵东市面上的打火机大

多来自广东顺德，姚喊云、付再华从顺德工厂

买回几十个打火机反复拆装，自学组装方法，

很快开办了邵东第一家打火机企业——顺发

工业有限公司。“我们从广东买回配件，招来

十几名工人，教工人手工拼装打火机。”付再

华说，产品一经推出便销售一空。有些名气

后，夫妻俩开始对外出售配件并附送教学。

“邵东的发展模式是，先解决一个人或者一个

家庭的温饱，接着，生意让一个家族、一村人

致富，然后催生了一个个作坊、工厂，形成一

个个市场。”

自此，打火机产业在不沿海、不沿江的内

陆邵东铺展开来，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厂、家庭

作坊星罗棋布。“经过 30 多年发展，打火机在

邵东已成为一个拥有 114 家企业、年产超百亿

只、年产值达 150 亿元、远销 120 个国家和地

区、占全球一次性打火机市场份额 70%的大

产业，形成了‘世界打火机看中国、中国打火

机看湖南、湖南打火机在邵东’的发展格局。”

邵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国军说，打火机产业

在邵东落地扎根，离不开其集群式、外向型的

发展模式。

“打火机虽小，但产业链并不短。”邵东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邵东市打火机产业链链

长罗莉说，生产一个普通塑料打火机的过程

集纳了调火环、气箱阀等 20 多个零部件，涉及

火焰控制、点火强度等多项精密工艺。打火

机的产品系列有 8

个，包括防风

机 、直 冲

机 、砂

轮机等。不同类型的打火机叠加不同环节，

配件总数多达 200 多种。

“在邵东 114 家打火机企业中，生产厂家

有 30 家，其中 12 家是出口企业，剩下的 84 家

都是配套企业。200 多种零配件、14 项加工工

艺，除塑料粒子外，都能实现本土化配套，且

配套企业都在半径 20 公里的区域内。”罗莉向

记者展示一张最新编制的邵东打火机产业地

图，10 个乡镇（街道）承担了打火机产业链上

的不同产业配套环节，形成了国际市场高端

机、内销机、设计研发、包装印刷等多个产业

集群。

本地供应链的强大，使得工厂间物料传输

与产品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在提升效率的同

时，成本被不断压低。为将产业做大做强，

2002 年邵东市成立了打火机行业协会。“一方

面要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抱团

取暖。”邵东市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吕省华介

绍，协会通过发布指导价格、整合行业资源等

举措引导企业不搞价格战，避免恶性竞争。在

邵东市打火机行业协会有一个新品数据库，保

存着打火机的各种样式。企业新品在开发打样

期就需要送往这里备案，如果是相似产品就会

被协会退回。吕省华认为，这种方式既鼓励企

业创新，又能有效防止行业内卷。

打火机行业协会还专门成立了集达汽车

危货运输有限公司，打火机企业出资入股购

置运输车辆，统一检测、报关、配柜、运输。既

解决了打火机作为危化品运输难的问题，也

促进了集群资源的集聚、整合与共享，推动打

火机产业集群式发展。

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自 2000 年开始做出口生意，邵东打火机

产业取得了更好的发展。彼时，姚喊云、付再

华夫妇又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做内销的话要一件件批发，比较零碎。

而外贸订单量比较大，一个普通集装箱货柜

就是 100 万只的规模，而且只要达到客户的质

量标准，一般不会有退货情况。”说起做出口

生意的初衷，付再华直言是为了把生意做大，

最初获客的办法就是参展。

“2002 年我们参加广交会，一名来自印度

尼西亚的商人下了 100 万只打火机订单。但

在当时的邵东，没人知道打火机出口要怎么

走程序。”付再华说，出口打火机检验监管需

要通过型式试验，当地没有条件，协会就带着

他们去天津，历经数次辗转奔波才拿到打火

机出口资质。

“当时各方面条件不太成熟，只能硬着头

皮上。”吕省华至今记得，2008 年，一句外语都

不会说的他带着 2000 多只打火机参加了第

26 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当时带的打火机被

一抢而空，价格高达 2 美元一只，我还结识了

不少客户。”吕省华说，10 多年过去了，邵东打

火机行业协会通过不断“走出去”已经建立了

全球直达的销售网络。

邵东 12 家打火机出口企业中，规模最大

的就是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公司产量约为 30 亿只。在东亿电气的展柜

里，记者看到陈列着数百个样式各异、功能不

同的打火机。“不同国家客户对打火机有不一

样 的 喜

好 。 欧

美人手掌

较 大 ，打 火

机宽度比常见

的 要 宽 5 毫 米 ，韩

国人喜欢包装花哨的打

火机。”东亿电气副总经理白

家宝对各国客户喜好如数家珍。

虽然点火枪、雪茄打火机等中高端产品

销售情况不错，但是东亿电气销量占比最大

的还是塑料打火机，普通塑料打火机以东南

亚、印度、南美和非洲市场为主。东亿电气销

售情况也代表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普遍情况。

如今，邵东打火机产品已行销 120 个国家

和地区。2022 年，邵东共出口打火机 35.2 亿

只，占同期全国打火机出口总量的 50.1%，稳居

全国第一位。除了协会助力，邵东打火机行销

全球也离不开金融机构和海关的一路支持。

“今年广交会后，我们的订单大幅增加，

企业原材料采购及其他经营资金需求较大，

由于抵押物不足，在银行无法新增大额贷款，

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受限，不敢多接单。”白家

宝告诉记者，农行邵阳分行了解情况后，主动

为企业降本增效，“一户一策”量身定制融资

方案，第一时间将“出口信保融资”的优惠政

策送上门，5 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线上融资受

理、审核和放款登记等业务流程，解决了企业

资金紧张问题。

近年来，农行邵阳分行持续加大对打火

机企业的信贷投入，积极运用政策将大部分

邵东打火机出口企业纳入“湘汇贷”白名单，

降低融资准入门槛，扩大知识产权、应收账款

等抵质押物范围，采用小额信用、政府增信、

出口信保等灵活多样的担保方式，对打火机

产业链上大中小各种规模企业进行融资服务

覆盖。同时，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推广“供应

链”贷款模式，支持其上游供应商贷款。据统

计，今年以来农行邵阳分行累计为打火机行

业产业链 73 家企业发放贷款 10.6 亿元。

海关方面，自 2001 年出口打火机纳入法

检目录以来，邵阳海关通过支持打火机企业

用好加工贸易政策、优化实验室布局、优化惠

企措施、打造功能平台等措施助力打火机出

口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便利打火机出口，邵

阳海关打造打火机区域性检测实验室，整体检

测时间压缩 30%。邵阳海关与市场监管部门、

行业协会联合开展国内外打火机标准研究，推

动自主品牌获得 2项海关知识产权备案。

8 月 23 日，邵东市海关服务站揭牌成立，

已指导 1 家出口打火机企业完成海关收发货

人备案，指导打火机企业完成货物及包装报检

3128 批次，原产地签证 1386 份，金额 7437.3 万

美元，预计可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 2600 余

万元。

2022 年，东亿电气打造的自有品牌获得

海关知识产权备案，打火机出口量比上年增

长 20%。“有了这个备案，海关会更容易发现

侵权产品，采取主动保护措施，也对想要

仿冒设计的企业形成震慑效果。”白家

宝说。

追求高附加值脚步不停

“20 年间，一碗邵阳米粉从

1 元钱涨到了 10 元钱，但我们

邵 东 生 产 的 一 次 性 打 火 机 20

年前卖 1元，到今天还是卖 1元，

我认为这是‘工业奇迹’。”吕省

华自豪地说，1 元打火机创造出

20 年不涨价的纪录，机器代替

人 工 的 自 动 化 改 造 是 重 要

原因。

走进东亿电气生产车间，自

动化生产线上机器轰鸣，铁机头、

弹簧、塑胶件被一步步地压制、

组 装 成 一 批 批 成 品 打 火 机 。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打火

机 制 造 商 ，东 亿 电 气 拥 有

3000 多名工人，生产八大

系列、500 多个品种的打

火 机 ，每 天 有 近

千 万 只 打 火 机

从 自 动 化 生

产线上走向市场。

“2014 年我刚来到东亿电

气时，公司还没有实施自动化

改 造 ，1.4 万 余 名 工 人‘ 排 排

坐’，打火机日产量却只有 100

万只。”白家宝告诉记者，那时打

火机订单猛增，劳动力成本也在上

升，传统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订单

需求。

“打火机利润微薄，一分一毫的成本都

要严格控制。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引入自

动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东亿电气董事长陈

书奇算过一笔账：一只打火机利润仅为 2 分钱

到 4 分钱，要想把打火机零售价维持在 1 元且

利润不减，那么人工成本必须控制在 7%以

下。当时，工人的月薪已从最初的 1000 元提

升至 4000 元甚至更高，即便如此，招工还是特

别困难。

面对产能低、用工贵、招工难等一系列问

题，以东亿电气为代表的邵东打火机企业主

动走上自动化改造之路。从 2016 年开始，东

亿电气每年投入 2000 万元用于研发、2000 万

元用于更新自动化设备。“4 年间，东亿电气对

所有生产环节和工序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人

工减少 80%，产能提升 9 倍，每只打火机的人

力成本从 1 毛钱降到了 1 分 5 厘钱。打火机不

仅能继续保持 1 元零售价，而且还有赚头。”陈

书奇说，目前邵东已有 10 多家打火机龙头企

业基本完成自动化改造。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的成立，更是

让邵东打火机产业自动化转型如虎添翼。为

了 给 打 火 机 等 传 统 产 业 进 行“ 智 慧 赋 能 ”，

2017 年邵东市投资 2 亿元成立邵智院，专门

针对中小企业进行定制化产业升级，其中就

包括邵东上百家打火机企业。

“研究院围绕打火机产业开展关键共性

技术攻关，至今已研制新设备、新产品 30 余台

（套），授权各类知识产权 276 件，其中发明专

利 47 件，形成 50 多项科技创新成果。”邵智院

副院长费明福介绍，研究院还围绕邵东打火

机产业发展需求，在人才引进、技术研发、成

果转换等方面提供平台支撑，将专家教授引

进企业，深度参与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升级、

工艺改进等环节。

如今，邵东打火机产业正在推进新一轮

自动化改造，目标是从“单个机器的自动化”

过渡到“整条产线的自动化”，还有企业开始迈

出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他们把智能电表安在

生产线上，通过数据监测优化工厂运行，预计

每年可为企业节约 10%的能耗成本。

自动化和数字化能帮助企业降成本，也

意味着可供挖掘的利润空间已经不大。如何

实现持续增长？邵东打火机产业又把目光转

向了另一个附加值更高的市场。“近年来，我

们打火机的出口数量基本稳定，但出口价值

每年有 20%左右的增长，这是产品结构优化

带来的价值增长。”吕省华说，邵东虽然占据

全球一次性打火机市场 70%的份额，但从出

口产品结构来看，发展潜力依旧很大。

“如今，我们进入产品引流阶段。希望未

来在整个产品结构中，1 元打火机占比 30%，

不断向 3 元机、5 元机、10 元机等高附加值产

品拓展。”吕省华介绍，为实现产品结构优化升

级，近年来，邵东打火机企业着力进行新品研

发和品牌升级。据统计，目前邵东市打火机企

业拥有 296 项外观设计专利、226 个自主品牌、

16个湖南省著名品牌、18个省级著名商标、146

个境外注册商标、48项境外各类认证。

“我们正通过在打火机产业运用绿色化、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改造，建设智能工段、智

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提升产品附加

值、产业竞争力。”邵东市委书记周玉凡介绍，

通过先进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邵东的

打火机产业正被打造成百亿元特色优势产业。

对于未来发展，邵东也提出了新目标：到 2025

年，实现打火机工业总产值 300 亿元以上，内

销占全国市场的比重提高到 85%以上。

不少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普通打火机的零售价似乎没有变过，一直是 1 元

钱。几十年来保持这样的价格，生产商能赚到钱吗？记者调查全球最大的打火机

生产基地——湖南省邵东市发现，答案是不仅能赚到钱，他们还把这“1 元钱”的生

意越做越大了。

打火机制造这个看似很小的生意可以做到多大？邵东这座湘中腹地的县级市

如今竟然承包了世界级的“点火生意”，包揽了全球 70%的一次性打火机市场。打

火机，这个指掌间的小物件，不仅点亮了当地人的创业致富路，也为特色产业发展

拓出了一片天地。

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

经济的主旋律。但也有少部分

人对高质量发展在认知上存在

一些偏差，认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就是“高大上发展”，对小产

业、传统产业“不屑一顾”。这

样的观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

神，于经济工作无益。其实，小

而美、小而精、小而强，又何尝

不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形态？

邵东的小小打火机，年总

产值竟达 150 亿元，年上缴税

收 2 亿元，并且提供就业岗位

8 万多个。邵东打火机产业用

事实证明：只要能主动识变、积

极求变、有效应变，小产业也能

有大作为，传统产业也能有春

天，各类产业都能实现高质量

发展。

小产业不小，传统产业不

老，首先，要靠技术革新。没有

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

和产品。邵东打火机在技术革

新上，可谓是全力以赴。在科

研上舍得投入，如邵东打火机

产业的龙头企业湖南东亿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就将经营

收入的 3%投入在磨具研发、新

品开发上；在工艺上大刀阔斧，

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几乎涵

盖了打火机生产的每个环节；

在产品上不断迭代，一个打火

机有 20 多个零件，每一个零件

都在变。与固有的“打火机需

要啥技术含量”印象不同，邵东

打火机行业有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12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5 家。

其次，要靠组织变革。新技术、新工艺，最终还是需

要组织来落实。因此，技术革新必然需要组织变革。从

零起步到年产上百亿只打火机，邵东打火机企业的内部

管理、组织架构、运行逻辑在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方

向之一是规范化，邵东打火机已告别了小而散、小而乱的

小作坊发展模式，采购、生产、销售、管理全流程规范化。

以生产为例，邵东部分打火机企业已经有了黑灯工厂，当

年的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为白天鹅了。方向之二是高效

化，目前，生产打火机所需的材料、零件，在邵东 5 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可以全部采购到。

再次，还要靠市场开拓。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没有了严

格意义上的内贸企业，各类企业自觉、不自觉地都融入国

际产业链条，也都离不开国际市场。邵东打火机企业在

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见事早、行动快。2022 年，邵东出口打

火机数量占到同期全国打火机出口总量的 50.1%。得市

场者得先机，邵东打火机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益

于此。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坚持稳

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各地在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不妨更多立足已有优势，将现有资源用好用足，推动

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在这点上，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嬗变

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

小产业也能创出百亿元产值

胡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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