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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冰棍从几毛钱涨到几元钱，一碗面
从几元涨到十几元，打火机却仍是一两元的
零售价。很少有人留意过，塑料打火机的价
格 20年来几乎没变。中国打火机年产量达
150 亿只，占全球总销量的七成左右。更鲜
为人知的是，仅湖南邵东去年打火机出口量
就达35.2亿只，占同期全国打火机出口总量
的50.1%，这个地处湘中腹地的小城还有“打
火机之都”的美誉。人们不禁好奇，廉价的
打火机背后，究竟有啥赚头，邵东还把它做
成了支柱产业？

邵东并非中国打火机产业最早起步的
地方。上世纪 90年代，打火机产业首先落
地东南沿海一带。进入 21世纪，随着东南
沿海地区土地和用工成本不断上升，邵东
抓住机遇，让打火机产业在当地扎下根来。

针头线脑，积少成多。利润再低，只要
规模够大，也有的赚。打火机低廉的售价很

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低端制造”的印象，但
其制造过程一点也不简单。按手、风罩、
滤芯、调火环、皮垫等 30多个配件，经充
气、试火等多项工序，再通过温度试验、
循环试验、压力试验、跌落试验等十几道
测验才能出厂。更重要的是，这套流程下
来，成本要控制在3毛钱以内。极致性价比
让潜在竞争者进入这一产业时面临很高的
门槛。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塑
料打火机却维持着 20年前的售价，邵东的
打火机厂商也屹立不倒。

抱团取暖，握指成拳。一些地方微利
产业长期保持竞争力的一大难关，就在于
相关企业缺乏资金投入研发与创新，导致
很容易被替代。2009 年，在政府的牵线搭
桥下，邵东6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5家配套
企业携手组建了统一研发、注塑、检验、
销售的电气集团，企业每年投入 2000万元
攻关技术，迄今拥有发明专利等数百项知
识产权。在十几年的发展中，邵东还生长
出上百家打火机供应链企业，形成了完整
产业链。防风打火机、直冲打火机、砂轮

打火机等不同类型数百个型号的打火机，
每个型号需要几十个配件，在邵东，这些
零配件都能在 30分钟车程内迅速送达。创
新的耕耘与积累标刻着小城谋求长远的执
着与耐心，集聚式发展也构筑起深广的护
城河。

丰富产品，提升上限。把成本控制做
到极致，也意味着继续挖掘的利润空间已
经不大。在稳住“基本款”优势的同时，邵
东打火机产业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近年来，邵东出口打火机的数量基本稳定，

但出口额每年有20%左右的增长，原因就来
自产品结构优化带来的价值增长。以前邵
东主要出口 1元打火机，如今通过及时转型
升级、丰富产品功能等途径，主推价格更高
的产品，既避免陷入同质化和价格“内卷”，
又提升了利润“天花板”。

从街边便利店最不起眼的1元打火机做
起，硬生生在缺乏资源禀赋的条件下培育
出一个支柱产业，邵东打火机的故事带来
启示：依靠政府、企业家、技术人才和工
人的通力合作与辛勤付出，在研发制造上
下足功夫，延伸小商品价值链，一定能擦
亮更多“中国制造”的名片，拓宽中国制造
在全球消费市场的空间。

10元的防风防爆打火机、20元的家用厨房点火枪、
40元的USB充电点烟器……位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的
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8大系列、500多个
品种的各类打火机令人目不暇接。东亿电气董事长陈书
奇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打火机工厂，每天有近千
万只打火机从自动化生产线上走向市场。

打火机很小。在邵东，普通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重
量只有十几克。20年多来，不管原料和人工成本如何上
涨，它们都只卖1元，每一只的利润低至几分钱。

打火机的产业却很大。长沙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邵东仅出口打火机就有35.2亿只，占同期全国打火
机出口总量的50.1%。邵东拥有完整的打火机产业链，上
下游产业链企业上百家，从业人员上万人，每年产值超
过百亿元。

小小打火机，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品牌重塑的秘密。

人力成本不断降低：

高度的自动化生产与极致的产业链整合

“啪嗒”！随机拿起生产线上任何一只打火机，一个
简单的按压动作，火苗就会升腾起来。重复这个动作几
千乃至上万次，依然如此。

“抽烟的人都知道，打火机有摔坏的、有丢失的、有
扔掉的，但是很少有出故障的。以极低的价格实现这样
的性能，技术含量可不低。”邵东打火机协会会长吕省华
经常对人说，小小打火机，背后的学问不小。

走近东亿电气的自动化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
即便最简单的打火机生产，也是配件众多、程序复杂。

“普通的塑料打火机有20多个零件，需经过十几道工
艺和 10 多项测试才能出厂。打火机内部最常见的引流
芯、芯套、海绵三件套，就需要一系列配套工厂供货。
同样，打火机的电子装置、出气阀乃至印刷、包装材
料、电镀喷漆的背后也都各自拥有一条长长的供应链。
因此，一家打火机企业的背后，有时需要上百家配套
商。”吕省华说，这些配套商，在邵东当地最多半个小时
就能全部搞定。

高度的自动化生产，极致的产业链整合——这样的
场景，在30年前，人们完全无法想象。

“当时都是手工作坊。镇上、村里有厂房的，到处都
是做打火机的，路上行色匆匆的都是送配件的。在邵
东，很多人家都有计件组装打火机的经历。”吕省华说。

这种生产模式，严重依赖当时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竞
争尚不激烈的市场。到了 2014 年，邵东打火机订单猛
增，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作坊式生产已无法满足订单
需求，老生产模式也将无法维持。

“以前产业能转移到成本低的邵东，往后，也能转移
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要想保持竞争力，必须引入自动化
生产和现代化管理。”陈书奇回忆，当时很多企业主都
有抵触情绪，因为 10 多年来赚的一点钱，还不够一年
自动化改造的投入。“但是这条路，再难也要走。”

东亿电气副总经理白家宝，正是陈书奇从浙江“挖”
来的行业人才。

“刚来的时候，东亿每天只能产 100万只打火机，却
需要1万多名工人，厂房都坐不下。”白家宝说。

很快，零部件组装，企业上马自动装配项目；难度
最高的焊接，实现焊接自动化；安装打火机齿轮，用上
了机器视觉。

如今，东亿电气的打火机日焊接数量从3万只增至12
万只，日组装数量从每人1000只增至1万只。

“从人工到自动化设备，人均效率提升了30倍，每只
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 1 毛钱降到了 1 分 5 厘。”陈书奇说，

“打火机继续卖1元，没问题。”
目前，邵东 10多家打火机龙头企业基本完成自动化

车间改造，工艺技术全国领先。更为独特的是，邵东打
火机产业的绝大多数自动化设备几乎都是本地配套厂商
自己开发的非标设备。

从批发贴牌到建立“护城河”：

自主研发、知识产权、品牌建设一个都
不能少

说起姚喊云、付再华夫妇，在邵东打火机行业里，
无人不晓。

上世纪90年代，夫妻俩“顺藤摸瓜”，找到了邵阳市面
上在售打火机的产地——广东顺德。他们从顺德购入零
配件，回到邵东进行组装，成立打火机厂，成为当地第
一批“吃螃蟹”的人。

姚喊云清楚地记得，作为“跟随者”的尴尬。
在一次讨论打火机行业标准的会议上，东南沿海的

厂商云集，姚喊云是邵东仅有的2名参会者之一。
“人家产品比我们创新，市场布局也早，我们根本插

不上话，只有听的份。”姚喊云回忆，当时自己坐在角
落，心情落寞。

不仅如此，因为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也出现了无
序和混乱。

“有段时间，仿冒、劣质产品很多。还时不时因为质
量问题，被外国海关退回。价格战也很厉害，互相拆
台。”吕省华说。

如何结束这种局面？2002 年，邵东打火机协会应运
而生。

协会发布指导价格，整合行业资源，引导企业加
强行业自律；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邵
智院） 等研究平台，致力于推动行业共性技术的突破和
应用。

2017年，邵东市投资2亿元成立邵智院。作为一家智

能制造领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其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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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发明协会发布的 2022年“发明创业奖创新奖”
中，邵智院主导的“基于智能化和适用性的异形小零件高
效装配技术与应用”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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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据介绍，邵智院此次的获
奖成果，将用来解决打火机生产的零件组装、火焰检测
与成品打包等共性的难点、痛点。

欧美是邵东打火机出口的重要市场，但个别打火机
焰苗高度不达标，一度成为进入这一市场的阻碍。白家
宝说，得益于邵智院的打火机气量自适应调节及火焰智
能检测技术攻关，东亿成功解决了焰苗高度不稳定的技
术难题。

目前，邵东打火机产业拥有 3个国家级创新平台、8
个省级创新平台，研发人员 1000余名，每年投入研发费
用2亿元，与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核心技术攻关，科
研成果累计3000余项，年产品创新率达38%。

在行业整合和加强研发的基础上，邵东打火机也在
末端品牌和销售上发力。邵东打火机已拥有近300项外观
设计专利、16个湖南省著名品牌和146个境外注册商标。

从艰难“走出去”到勇闯世界：

国产打火机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在邵东，第一个建厂的是姚喊云、付再华夫妇，第
一个接触外贸的，还是他们。

“2002年我们参加广交会，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
商下了100万只的订单。但在当时的邵阳，没人知道打火
机出口要怎么走程序。”姚喊云说，他们跑完长沙跑天

津，拿到了打火机出口的资质。
“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太成熟，只能硬着头皮上。”吕

省华说。
出口打火机检验监管需要通过型式试验，湖南没有

条件，协会就领着企业去天津；打火机属危化品，拖到
宁波港 1000 多公里，单个企业不具备运输实力。2008
年，邵东打火机协会牵头成立危货运输公司，42台专业
运输大货车直达港口。

出口资质和通道都有了，剩下的就是打开国际市场。
2008年，第 26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举行。一句外语

都不会的吕省华赶往展会，所带的 2000多只打火机被一
抢而空，价格高至2美元一只，还结识了不少客户。

十几年过去，邵东打火机协会通过不断地“走出
去”，建立了全球直达的销售网络。“协会有一个新品数
据库，所有公司的新品在开发打样期都需要送到这里
备案，相似的产品会被协会打回，以此鼓励创新。协
会还成立价格监管会，避免在海外形成恶性竞争。”吕省
华说。

如今，邵东打火机的海外市场蛋糕越做越大，产品
行销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2020 年，邵阳海关成立运营，打火机出口，成为邵
阳外贸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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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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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至 4月，邵阳市出口打火机货值 8亿元，同
比增长12.2%。

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双提升，
为邵东打火机在国际市场争取了更多话语权，推动出口
量持续增长。2022 年，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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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有了这个备案，海关会更容易发现侵权
产品，为我们采取主动保护措施，也对一些想要仿冒我
们设计的企业形成震慑效果。”白家宝说。

“20年不涨价”背后的中国制造
张嘉幸

小商品

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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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东打火机年出口量超35亿只，行销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把把11元钱的生意做成支柱产业元钱的生意做成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孙 超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外景。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供图

邵东环兴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
碌。 辜鹏博摄

邵东环兴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
碌。 辜鹏博摄

东亿电气生产车间一瞥。 东亿电气供图

开栏的话

打火机、纽扣、镜片、牙刷……这些看似不起眼

的小商品，也是了不起的中国制造。许多名不见经

传的小工厂、小城镇，瞄准小商品，扎根产业巨头身

后的市场缝隙，持续深耕，不断创新，凭借性价比优

势和“黑科技”站上行业之巅。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

道，解读小商品背后的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