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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家具重镇顺德龙江探路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陈靖斌 佛山报道

“村村办工厂，户户生产家

具”，曾是珠三角地区专业镇经济

发展的生动写照。

然而，近几年来由于自主品

牌缺乏、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传统

制造业工人流失等问题，也曾一

度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珠三角地区的佛山市顺

德区龙江镇，是专业镇的典型案

例，它既没有优渥的工矿资源，

也没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但这个

小镇却成为了“中国家具设计与

制造重镇”。

“未来数字化生产是家具行

业的生存门槛，做好了不一定能

赚大钱，但做不好就面临倒闭。”

当地知名家具企业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近年来，为了破解制约当地经济

的“瓶颈”，龙江在逆势中寻求谋

变，率先尝试产业数字化生产和

打造千亿家具产业集群。

“敢为天下先”

自明清以来，顺德就已开始

发展商品性农业，“逐商贾之利”

等记录不绝于乡书县志之中。改

革开放后，凭借“敢为天下先”的

实业精神，第一代顺德企业家洗

脚上田，从乡镇甚至村组企业开

始发展，逐渐壮大，实打实地干出

了一批知名企业，而顺德龙江的

家具业，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

1977 年，陈涌木器厂的第一

张沙发揭开了龙江“村村办工厂，

户户造家具”的序幕，这是中国第

一张软体沙发，也被誉为中国民

营家具产业的开端。

据原陈涌木器厂厂长李兆深

回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涌

大队管理委员会有一个陈涌木器

维修组，主要为本大队的农民维

修生产工具，比如锄头、木犁、铁

锹等。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许多年轻人组建了家

庭，对家具的需求也逐步凸显。

木器维修组除了维护农具之外，

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制作些简单

的木制家具产品。

李兆深回忆称，龙江生产的

第一张软体沙发也是在那个年代

产生的。“当时，有从港澳回来的

同乡告诉乡亲们，国际市场流行

一种叫沙发的家具，外面是牛皮，

中间包裹着软材料和弹簧，坐起

来贴身柔软，十分舒服。于是，木

工组就想办法从香港、澳门买了

几款沙发运回龙江，拆开来研究，

最终经过一番开发尝试，生产出

了龙江的第一张现代沙发。”

尽管龙江已经形成极具特色

的家具产业带，但其仍不可避免地

面临着传统制造业人才流失、市场

太过分散的难题。

公开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家具

业拥有6万多家生产企业，但规模

以上企业却不足6500家，占比不到

10%，整体还处于粗放的竞争状态。

“家具行业虽然目前还是高

度分散，但行业规律一定是慢慢

走上高度集中的过程，目前家具

行业市场规模一万多亿元，至今

仍没有一家企业能占到 3%的体

量。要走向高度集中，单靠企业

自己单打独斗很难做到。”有龙江

本地企业人士向记者如是表示。

另外，家具业还面临着工人流

失的问题，而这也倒逼着家具行业

不得不寻求数字化转型。上述企业

人士向记者坦言，随着数字经济时

代的到来，“未来数字化生产是家具

行业的生存门槛，做好了不一定能

赚大钱，但做不好企业就会面临倒

闭的问题。”

然而，家具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仍任重而道远。“家具行业的瓶

颈是绝大多数传统产业瓶颈的缩

影，随着专业化家具手工艺人的

流失，家具产业数字化改革越来

越迫切，但家具产业数字化又不

能像家电产业那样做到全方位流

水线生产，因为家具属于非标产

品，不是一个标准化能生产的物

品，各个尺寸都不一样。不过家

具产业数字化肯定要推进，但肯

定比其他行业走得要慢。”上述企

业人士向记者如是表示。

“现在生产线数字化转型很难

满足家具行业的个性化定制的需

求，至今在全中国没有一家企业能

把这个生产线做出来。”有家具生

产企业人士向记者表示，虽然现在

每个单独生产的自动化设备已经

有了，比如开料、烧焊、弯管、打磨，

但是把它连起来，每个节拍都一

样。而个性化定制的意思是今天

生产这个产品一个小时，就要换

线生产另一个产品，但换线的时

间、成本太高，而且家具行业普遍

规模小，且分散，鲜有足够的资本

来数字化生产。所以需要政府引

导，因为家具行业数字化生产已

经属于另外一个行业了。“不是我

们不想做，我自己曾做过一套生

产设备，2018年摸索数字化生产，

摸索了 3 年，到去年放弃了，因为

根本没办法做。做数字化生产设

备难的地方在于，后面想到新的

问题要解决，就要把前面所有的

投资努力全部推翻，等于前面的

投资全部白费了。”

然而，为了生存就必须要转

型，那么转型的出路在哪里？ 2021

年来，龙江大力推动家具产业振兴，

出台了家具产业“振兴十条”和“扶

强十条”，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拓

展家具产业发展土壤，为家具企业

发展腾出空间、打造载体。据悉，龙

江重点关注家具企业的招商工作，

预计推出超 30 宗地块，总供地面

积超 500 亩，为企业上市兼并、增

资扩产、做大做强创造有利条件。

除了为企业增资扩产提供土

地载体，龙江还将支持家具龙头企

业股改上市，以“科技+金融”推动

家具产业升级转型，打造“数字化”

工厂，提升家具制造的品质和工

艺。同时，以创新设计引领家具高

端化发展，将龙江打造成为高端家

居设计之城。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就

是首批尝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据了解，该企业将计划占地85亩，

投资 10 亿元，建投精一智能家居

产业园。

该产业园建成后，将与周边区

域联动打造龙江首个连片家具生态

集群村改园区。有望率先实现龙江

家具上市企业“0”的突破，推动“中

国家具设计与制造重镇”转型。

不过，也有行业人士认为，家

具产业在龙江发展仍存在土地制约

的问题，因为家具比较大件，需要的

仓储面积庞大，从政府亩产税收值

来看，实际上比起电子产品，给政府

带来的税收收入要低，更不要说其

他高科技行业了。该行业人士希

望各级政府能给家具等传统制造

产业带来更多正面的肯定与鼓

舞，“现在很多新兴行业，比如机器

人、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等从上至

下都有支持，但作为传统制造业的

家具业目前缺乏这种支持。所以，

家具业目前的现状是不少家具企

业主赚到钱了，但不敢再往家具产

业深投资，觉得这个行业没有前

景，转而投资新兴行业。”

数字化转型

1977年，陈涌木器厂的第一张沙发揭开了龙江“村村办工厂，户户造家具”的序幕。

“现在生产线数字化转型很难满

足家具行业的个性化定制的需

求，至今在全中国没有一家企业

能把这个生产线做出来。”

“龙江家具产业发展到现在

已有40余年历史。”顺德家具协会

秘书长聂熙睿向记者介绍，由于

家具行业门槛较低，随着国道、省

道交通物流的开通，龙江的家具

产业也顺势发展起来了。

而龙江家具业最特别的地

方，在于它拥有对个性化定制家

具的生产制造氛围。“家具产业

链很依赖有技术性的手工艺人，

家具行业很难做到像家电行业

那样通过量产磨具全自动流水

线生产，其更偏向于个性化的场

景定制。而龙江的优势在于这

里有大量的家具产业工人，形成

了浓厚的产业氛围。”聂熙睿告

诉记者。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家

具市场的需求爆发，越来越多的

龙江人，也相继投身于家具行

业。1999年，怀揣着6万元起步资

金的左伯良创立了佛山市虹桥家

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家

具”）。如今虹桥家具已经成长为

业界翘楚，2019年9月，与德国、日

本企业同台竞争，最终成功签下

上海浦东机场项目，合作金额高

达1.2亿元。

左伯良告诉记者，虹桥家具

最初只是生产办公椅，打开市场

后发现原来客户不会去先买椅子

再选桌子，而是选了桌子才找椅

子来配，到现在市场要求更是整

个办公空间的设计、搭配和选择，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公司也在不

断加大对家具的投资，原来只是

卖产品，现在是办公生态空间的

设计，生产制造到销售全方位一

体化。

以虹桥家具为代表的龙江

家具企业的成功，也得益于龙江

得天独厚的家居建材集散地的

优势。

“龙江的家居建材很齐全，是

全国最大范围的家居建材集散

地，有11个专业的材料市场，无论

是螺丝、海绵、木块等家具零部

件，基本上在龙江方圆30公里内

都能买到。”聂熙睿告诉记者。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目前龙

江形成了全国最完整的家具产业

链，拥有 1 万多家家具产业链企

业，集聚了15万名从业人员，产业

链上下游年产值和交易额超1000

亿元。2021年顺德全区工业总产

值突破1万亿元，而其中龙江就贡

献了将近1/10。

成就千亿重镇

以虹桥家具为代表的龙江家具企业的成功，也得益于龙江得天独厚的家居建材集散地的优势。

某家具企业办公椅质检中心。 陈靖斌/摄影

铜仁市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 把吸引力化为“生产力”
日前，中国田径协会发布《中国

田径协会关于发展智慧健身步道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智慧健身步道建

设的行业标准，铜仁马拉松智慧赛

道入选全国6个典型智慧健身步道

项目之一。消息一经发布，省内外

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奔走相告”。

这条有效连接了国家5A级旅

游景区梵净山和铜仁中南门历史文

化旅游区的赛道，是全国具备承办中

国田协A2级马拉松赛事条件的全封

闭式马拉松智慧赛道，是一条集乡村

振兴、体育赛事、休闲度假等业态为

一体的体育旅游综合体，也是铜仁推

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手笔”。

依托自身优势资源，铜仁全力

推动文化旅游胜地建设，走出了一条

具有本地特色的“山水相依、景田相

望、农旅相生、文旅相融”的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路，让好风景变成好前

景，把吸引力化为“生产力”。2021

年，全市发挥生态优势强旅游，旅游

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83.21亿元，游

客人均花费达到820.83元。

“大景区”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

青山看不厌，流水趣更长。这

既是来铜仁游客的感叹，又是本地群

众的心声，更是几年来铜仁市大力重

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完美诠释。

如何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发展优势，是市委、市政府部

门精心思谋的重要考量。

基于对铜仁自然“颜值”、人文

“气质”的综合考量，铜仁提出了建

设文化旅游胜地的奋斗目标。全

市按照“市级抓龙头品牌、区县抓

精品景区、乡镇抓特色亮点”的发

展思路，扎实推进梵净山文化旅游

创新区建设。

一石激起千层浪，十指弹出万

般音。

这几年，铜仁认真挖掘自身的

山水风光之秀、地方风物之味、人文

风韵之厚、民族风情之彩，全力构建

全域化旅游格局，在全国旅游百舸

争流的赛道上跑出了精彩的轨迹。

2016 年，铜仁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名录；2017 年，云舍村、田坪村、佛

顶山村、薅菜村先后被列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2018 年，联合国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梵净

山成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被列

入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从此进入

国际化视野……

特别是2021年，在铜仁市成功

召开2021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

大会和第十六届贵州省旅游发展大

会，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乡村振

兴产业带等重点项目惊艳亮相，全

方位地展示了铜仁市建设国际一流

山地旅游目的地、国内一流度假康

养目的地的成果，为铜仁市扩大对

外开放、实现旅游大提质、推动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提升

了铜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望中开

掘。在全域布局之下，铜仁散落的

景点串珠成链，在丰富旅游内涵的

同时，延长旅游线路，把“过客”变

“留客”，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为

龙头的旅游产品在国内外已形成

较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大融合”探索旅游发展新路径

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过

漫长时光的雕琢，产生了丰富多

彩、绚丽多姿的地理地貌、风土人

情与特色文化，铺就了铜仁文旅融

合发展的厚重底色。

广西游客朱先生自驾游铜仁，

途经石阡、思南、印江、江口等地，

一路走来，饱览铜仁生态文化、民

族文化等文旅融合新景。行程结

束时，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诗和远

方，铜仁都有”。

这份丰厚的旅游体验背后，折

射出铜仁文旅精心布局、融合发展

的现实图景。

秉承着自身优势资源，铜仁坚

持市级抓龙头品牌、区县抓精品景

区、乡镇抓特色亮点，盘活了文化、

生态家底。2021年新增4A级旅游

景区 2 家，3A 级旅游景区 7 家；省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1个，省级

旅游休闲街区2个，省级文化产业

示范村1个；创建体育旅游示范县

1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个，体育

旅游示范点 2 个；推出了“旅游+”

“+旅游”融合项目 37 个。不同主

题、风情迥异的旅游项目和谐共

生，一批跨界融合新兴业态脱颖而

出，桃源铜仁“颜值”与“品质”齐飞。

其中的经典之作，“一带双核”

项目当仁不让！

“一带双核”项目以梵净山5A

级景区、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为

“双核”，以梵净山沿锦江至铜仁主

城区乡村振兴产业带为连线的“一

带”，在时间的坐标中展开壮丽的画

卷。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碰撞，生态

与文化在这里交融，资源与资产在

这里嬗变。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产

城一体、景城互动的强劲引擎，一经

启动便迸发出无穷的发展活力。

发展中，铜仁始终坚持“高端展

示，受众对外”，“梵天净土·桃源铜

仁”品牌颜值更靓、气质更佳，成为

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城之一。

2016年以来，除2020年特殊时

期受影响外，前四年全市接待省内

外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均保持

20%以上增长，旅游业已成为全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

“大产业”营造旅游发展新生态

2021 年，铜仁围绕旅游产业

化开展大招商工作，共签约项目

131 个，签约金额 235.03 亿元，并

组织了三批次文旅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申报，撬动银行及社会资本

投资41.94亿元，有效解决了文旅

企业融资难问题。

如何让各类旅游资源发挥更

大的经济效应？铜仁坚持招大引

强，不断培育壮大文化旅游产业，

陆续引进了万山朱砂古镇、九丰

农业博览园等多个大型文旅项

目，努力擦亮旅游名片

铜仁积极“走出去”“请进来”

拓展旅游市场，推动文化旅游资

源“活”起来。大力实施精准营

销，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推介铜

仁旅游，主攻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客源市场，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同 时 ，在 打 造 文 化 旅 游 胜

地过程中，铜仁发挥旅游业“藏

富 于 民 ”独 特 优 势 ，发 挥“ 旅

游+”作用，持续释放绿水青山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旅游产业的“致富花”四处

绽放。

在优质文旅资源的基础上，

铜仁突出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

以“特色文化”“节庆活动”“文艺

演出”为载体，整合利用民族文

化、民俗文化、山地文化等资源，

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将独具特色

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和节庆活动

融入到旅游景区景点和乡村旅游

村寨中，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伴随着文旅产业的风生水

起，铜仁农村旅游经济也迎来了

新的腾飞，从过去较为单一的观

光游、农家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

一家家民宿、农家乐应运而生，成

为村民致富增收的新途径。

过去五年，铜仁旅游综合收

入年均增长20%，旅游业发展评价

指数进入全省前三，旅游产业的

带动作用愈发凸显。

站位未来，铜仁将抢抓历史

机遇，找准结合点、着力点、突破

点，围绕丰富提升以“一带双核”

为龙头引领的梵净文化旅游创新

区建设，加快推动旅游业恢复发

展、持续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竞争

力，确保旅游高质量发展取得更

大成效。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