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元打火机20年不涨价

破解制造业转型升级“邵东密码”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段芳媛

“我们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20年前卖1块钱一只， 这么多年来

尽管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如今还是卖1块钱一只，而且依

旧赚钱。 ”邵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国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

邵东一次性打火机20年不涨价背后，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极致密

码。

30多年来，地处湘中腹地的小县城邵东，勇闯全球大市场，将小

小的打火机做成了占据全球70%份额的百亿大产业，并通过“机器

换人”持续升级换代，创造了20年不涨价的奇迹。 在“稳制造、稳外

贸”的背景下，邵东打火机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实践，无疑为国内

制造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做大：“星星之火”点亮全球

邵东，地处湘中腹地，自古地少人多，却塑造了邵东人浓厚的商

业意识。 上世纪80、90年代，邵东便形成了全国有名的工业品市场和

小商品市场。 1992年，做布匹、五金生意的姚喊云、付再华夫妇，与朋

友一次不经意的闲聊，点燃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星星之火。

“这位朋友来我家玩，然后着急回去。 我说这么早回去干嘛，他

说要去进打火机，晚了就没货了。我心里嘀咕：打火机有这么火吗？”

付再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听完朋友的话，她便立马跟丈夫姚喊云

南下广州考察，买来100个打火机拆了装、装了拆，慢慢摸索，很快开

办了邵东第一家打火机企业———顺发。

自此，打火机产业如燎原之火，在邵东蔓延开来。

“经过30多年发展， 打火机在我们邵东已成为一个企业114家、

年产超百亿只、年产值130余亿元、远销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

球一次性打火机70%市场份额的大产业，形成了‘世界打火机看中

国，中国打火机看邵东’的发展格局。” 邵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国军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邵东以一个小县城之力，将小小的打火机“点亮全球” ，与其集

群式、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

邵东市打火机协会会长吕省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邵东打

火机电子产品集群、出气阀集群、三件套（引流芯、芯套和海绵）集

群、包材集群等规模都很大，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200余种零配件

除塑料粒子和危险化工气体外，都能实现本土化配套，且配套企业都

在方圆30分钟车程内。 ”

真正让邵东打火机产业起飞的是2000年后开始的出口生意，对

商机一向敏感的姚喊云、付再华夫妇，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说起做出口生意的初衷， 付再华直言是 “为了把生意做大” ，

“做内销的话要一件一件地批发， 特别零碎， 而外贸订单往往特别

大， 一个普通的集装箱货柜就是100万只规模， 大的能到150万只、

160万只。 而且，做外贸的一个好处是只要达到客户的质量标准，就

不会有退货。 ”

打开全球市场后，邵东打火机产业迅速做大。 “2022年，邵阳出

口打火机27亿元，增长33.8%，占全国出口打火机总值的52.9%；今年

1-2月，邵阳出口打火机3亿元，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将保持在20%以

上。 ”邵阳海关副关长张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邵东正是邵阳打火

机出口的主要来源。

邵东打火机产业在做大之初， 就通过打火机协会加强行业自

律，防止“内卷” 。“早在2008年，我们就成立了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

会，发布指导价格，制定每个时期的市场价格底线，引导各企业之间

不搞价格战，避免恶性竞争。 ”吕省华表示。

一方面要避免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抱团取暖。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打火机作为危化品运输困难，打火机协会便出资成立了

邵东市集达危货运输有限公司，企业出资入股购置运输车辆，做到

统一配柜、统一运输，解决了企业运输难的问题，保障企业产品准

确、及时、安全到达目的地。

除了政府的支持、协会的组织，在邵东打火机行销全球的过程

中，邵阳海关一路保驾护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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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功能平台等种种措施，助力打火机出口高

质量发展。 ”张振表示。

“如果在检验过程中，出现爆火，或者跳火超过5厘米，就会定义

为不合格产品。 ”在位于邵阳海关的打火机检测实验室，长沙海关技

术中心检测员孙海英指着一排正在燃烧的打火机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打火机型式试验项目一共有12个，包括温度试验、循环试验、

压力试验、跌落试验等，12个项目检测都合格才能出口。 ”

在出口打火机检验监管实训基地，邵阳海关监管稽核科科长吴

倩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这是我们去年6月建成的基地， 海关系

统从事出口打火机检验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这个实训基地进行培

训。 并且以此为平台，为邵阳打火机行业在规则制定、标准修订等方

面争取更大话语权。 ”

做强：把成本做到极致

在产业做大后，邵东打火机行业遇到了“幸福的烦恼” 。

“大概在2013年，我们的打火机在全球供不应求，客户的订单完

成不了，需要招更多工人来赶订单。 那个时候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

上升，原来我们这里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最多千把块，后来涨到了四

五千，现在一万多块的也有。 ”付再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一方面是用工贵，另一方面是招工难。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

全球最大的一次性打火机企业东亿电气过程中，公司副总经理白家

宝介绍，自己曾被招工难问题深深困扰。 “2015年，我们有一次派出

了10辆中巴车到乡下接工人来上班，确切地说是去‘抢工人’ 。 尽管

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待遇，但还是招不到足够的人。 ”

痛定思痛，邵东打火机企业掀起了一场“机器替人”的自动化变

革。

在东亿电气焊接车间，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两列长约百米的

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 工人将零部件放入设备中便实现了自动焊

接、自动插盘，每秒钟一个，十分高效。 一位正在操作设备的工人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以前我们需要一个个地焊， 从早到晚忙个不

停。 现在只需要倒零件、捡产品就可以了，相当轻松。 ”

“2014年我刚来东亿电气工作的时候， 公司还没有进行自动化

改造。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个焊接车间里密密麻麻坐满了200多个

工人，一天做100万只打火机都不到。”白家宝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现在这个车间只需要30个工人， 一天却可以焊接500万只打火

机。 ”

“机器替人” 大幅降低了成本。 “整个打火机生产共有12道工

序，在进行自动化改造之前，每只打火机的工艺成本高达1毛钱，占

整个打火机成本的40%。而通过自动化改造，每只打火机的工艺成本

被大幅压缩到2分钱，只占整个打火机成本的7%。 ”白家宝表示。

2017年，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成立，更是让邵东打火机产

业自动化转型如虎添翼。

在中国发明协会评选的2022年“发明创业奖创新奖” 中，邵东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主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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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获奖成果，正是用来解决打火

机生产的零件组装、火焰检测与成品打包等共性难题、痛点。

“这是我们为邵东打火机做的一个调火、验火设备，一个小时可

以做一万多个，大大提高了效率。 ”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单常清一边演示设备，一边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我们面向邵东

的打火机企业研发了一系列类似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可实现自动上

下料、验火、调火、分拣、分色等工艺。 ”

近年来，邵东打火机产业通过持续推进“机器替人” ，注塑机换

了三代，焊接机换了三代，充气机换了五代，通过这样不断地“小步

快跑” ，每次效率提高一点，一段时间后再次升级，人均效率提升了

30倍，每只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0.2元降至0.015元。

“我们邵东的打火机企业通过‘机器替人’ ，不断推进技术创新

和工艺流程改进，把成本降到了极致。 近年来，虽然原材料价格和劳

动力成本持续上涨，但我们的1元打火机还是只卖1元，而且依旧赚

钱。 ”李国军道出了邵东一次性打火机长期只卖1元的奥秘所在。

不止是自动化，邵东市还从打造完整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发

展、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等方面着手，尽一切努力帮打火机产业“抠”

成本。 “比如，邵东的现代物流产业非常发达，大大降低了打火机企

业的物流成本，进一步提升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竞争力。 ”李国军表

示。

邵东已经占据全球一次性打火机70%的市场份额， 牢牢掌握了

定价权，但为什么邵东一次性打火机不涨价呢？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1元一只的打火机，看起来门槛很低。 但长期只卖1元，

这种定价策略会让潜在进入者面临极高的门槛，如果成本做不到极

致，就无法进入这门生意。 这就决定了邵东的一次性打火机成为别

人“抢不走” 的产业———因为难以像邵东那样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

做优：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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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邵东打火机产业开始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

“2018年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产品引流

模式。 希望未来在整个产品结构中，1元打火机占比30%，然后向3元

机、5元机、10元机，甚至20元打火机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拓展，不断

向高端突破。 ”吕省华表示。

以东亿电气为例， 公司虽然占据全球一次性打火机20%的市场

份额，但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发展潜力依旧很大。白家宝说，“我们

2014年开始进军欧美中高端市场， 到2022年已占据5%左右的市场

份额。 希望在未来两三年内，市场份额能提升到10%-15%。 ”

在公司产品陈列室，白家宝给中国证券报记者比较了两种打火

机毛利率的巨大差别，“1元打火机我们的出厂价在3角左右，利润在

2分-3分，毛利率只有7%-10%。 而这种在市场上卖3元-5元的打火

机，我们的出厂价在8角-9角，毛利率在20%-30%，一只就可以赚到

1、2毛钱，一条货柜可以赚到20万元。 ”

吕省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年来，我们出口打火机的数量

基本稳定，但出口打火机的价值每年有20%左右的增长，原因就来自

产品结构优化带来的价值增长。 比如，以前我们主要是出口1元打火

机， 现在主推2元打火机、3元打火机、5元打火机， 价值自然水涨船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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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结构升级，源于产业转型升级，人才便是其中的关键。 “像

我们这样的内陆地区，要通过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为产业转型升级

形成强有力的支撑，说实话比较难。 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采取了很

多引才引智的措施。 ” 李国军表示，近年来，邵东市不断优化创新人

才发展环境，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积极实施“人才新政” ，

坚持定向引才与柔性引智相结合，扩大人才存量，着力实施“百千

万” 人才引进计划和引进“芙蓉人才行动计划” 中的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邵东市“十四五” 规划中，“创新发

展”成为重中之重。 其中提出，建设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产学研

结合，组建开放型或实体型创新研究机构和联合开发机构。 打造和

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 的全链条孵化育成体

系。 力争5年内创建2个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国家级孵化器、1个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研究中心。争创5家省级以上星创天地。充分

发挥智能制造研究院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作用，加速打

造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为一体的企业服务体系。

“我们充分利用邵东市工业设计大赛， 积极导入全国的高校资

源，为邵东打火机开展定制化产品设计。 ”单常清拿着一款造型精致

的打火机介绍，“比如，这款打火机就是第二届工业设计大赛的获奖

作品，大大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美观度。 ”

邵东市将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其“十四五”规划提出，建立

普惠性政策支持体系，加大对科技的财政投入、金融支持等力度，创

新投入大幅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占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到2.8%以上，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

3.5%以上。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为此，邵东市提出，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

计划，用好用足国家扶持政策，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

力，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进入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完善创

新创业生态，引进一批高科技企业落户邵东。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科 张映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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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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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邵东打火机产业开始着力打

造“第二增长曲线” 。

“2018年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

就是产品引流模式。 希望未来在整个产品结构中，1元

打火机占比30%，然后向3元机、5元机、10元机，甚至

20元打火机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拓展，不断向高端突

破。 ”吕省华表示。

以东亿电气为例， 公司虽然占据全球一次性打火

机20%的市场份额，但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发展潜力

依旧很大。白家宝说，“我们2014年开始进军欧美中高

端市场，到2022年已占据5%左右的市场份额。 希望在

未来两三年内，市场份额能提升到10%-15%。 ”

在公司产品陈列室， 白家宝给中国证券报记者比

较了两种打火机毛利率的巨大差别，“1元打火机我们

的出厂价在3角左右，利润在2分-3分，毛利率只有7%

-10%。 而这种在市场上卖3元-5元的打火机，我们的

出厂价在8角-9角，毛利率在20%-30%，一只就可以

赚到1、2毛钱，一条货柜可以赚到20万元。 ”

吕省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年来，我们出口

打火机的数量基本稳定， 但出口打火机的价值每年有

20%左右的增长， 原因就来自产品结构优化带来的价

值增长。 比如，以前我们主要是出口1元打火机，现在

主推2元打火机、3元打火机、5元打火机， 价值自然水

涨船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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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结构升级，源于产业转型升级，人才便是其中

的关键。“像我们这样的内陆地区，要通过高端人才的

集聚效应为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说实话

比较难。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采取了很多引才引智的

措施。 ” 李国军表示，近年来，邵东市不断优化创新人

才发展环境，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积极实施

“人才新政” ，坚持定向引才与柔性引智相结合，扩大

人才存量，着力实施“百千万” 人才引进计划和引进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 中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邵东市“十四五”规划

中，“创新发展” 成为重中之重。其中提出，建设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促进产学研结合，组建开放型或实体型创

新研究机构和联合开发机构。打造和完善“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 的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

力争5年内创建2个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国家级孵化

器、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研究中心。 争创5

家省级以上星创天地。 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研究院国家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作用， 加速打造技术、人

才、政策等要素为一体的企业服务体系。

“我们充分利用邵东市工业设计大赛， 积极导入

全国的高校资源， 为邵东打火机开展定制化产品设

计。”单常清拿着一款造型精致的打火机介绍，“比如，

这款打火机就是第二届工业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大

大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美观度。 ”

邵东市将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其“十四五”规

划提出，建立普惠性政策支持体系，加大对科技的财政

投入、金融支持等力度，创新投入大幅增加，科学技术

支出占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2.8%以上，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

3.5%以上。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为此，邵东市提出，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用好用足国家扶持政策，推动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智能

化改造进入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引

进一批高科技企业落户邵东。

做大：“星星之火” 点亮全球

邵东，地处湘中腹地，自古地少人多，却塑造了邵东人浓厚的商业

意识。 上世纪80、90年代，邵东便形成了全国有名的工业品市场和小商

品市场。 1992年，做布匹、五金生意的姚喊云、付再华夫妇，与朋友一次

不经意的闲聊，点燃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星星之火。

“这位朋友来我家玩，然后着急回去。 我说这么早回去干嘛，他说

要去进打火机，晚了就没货了。我心里嘀咕：打火机有这么火吗？” 付再

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听完朋友的话，她便立马跟丈夫姚喊云南下广

州考察，买来100个打火机拆了装、装了拆，慢慢摸索，很快开办了邵东

第一家打火机企业———顺发。

自此，打火机产业如燎原之火，在邵东蔓延开来。

“经过30多年发展， 打火机在我们邵东已成为一个企业114家、年

产超百亿只、年产值130余亿元、远销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一

次性打火机70%市场份额的大产业，形成了‘世界打火机看中国，中国

打火机看邵东’的发展格局。 ” 李国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邵东以一个小县城之力，将小小的打火机“点亮全球” ，与其集群

式、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

邵东市打火机协会会长吕省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邵东打火

机电子产品集群、出气阀集群、三件套（引流芯、芯套和海绵）集群、包

材集群等规模都很大，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200余种零配件除塑料粒

子和危险化工气体外，都能实现本土化配套，且配套企业都在方圆30

分钟车程内。 ”

真正让邵东打火机产业起飞的是2000年后开始的出口生意，对商

机一向敏感的姚喊云、付再华夫妇，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说起做出口生意的初衷，付再华直言是“为了把生意做大” ，“做

内销的话要一件一件地批发，特别零碎，而外贸订单往往特别大，一个

普通的集装箱货柜就是100万只规模，大的能到150万只、160万只。 而

且，做外贸的一个好处是只要达到客户的质量标准，就不会有退货。 ”

打开全球市场后，邵东打火机产业迅速做大。 “2022年，邵阳出口

打火机27亿元，增长33.8%，占全国出口打火机总值的52.9%；今年1-2

月，邵阳出口打火机3亿元，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将保持在20%以上。 ” 邵

阳海关副关长张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邵东正是邵阳打火机出口的

主要来源。

邵东打火机产业在做大之初，就通过打火机协会加强行业自律，防

止“内卷” 。“早在2008年，我们就成立了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会，发布

指导价格， 制定每个时期的市场价格底线， 引导各企业之间不搞价格

战，避免恶性竞争。 ” 吕省华表示。

一方面要避免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抱团取暖。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到，打火机作为危化品运输困难，打火机协会便出资成立了邵东市集

达危货运输有限公司，企业出资入股购置运输车辆，做到统一配柜、统

一运输，解决了企业运输难的问题，保障企业产品准确、及时、安全到达

目的地。

除了政府的支持、协会的组织，在邵东打火机行销全球的过程中，

邵阳海关一路保驾护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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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功能平台等种种措施，助力打火机出口高质量发展。 ”

张振表示。

“如果在检验过程中，出现爆火，或者跳火超过5厘米，就会定义为

不合格产品。 ” 在位于邵阳海关的打火机检测实验室，长沙海关技术中

心检测员孙海英指着一排正在燃烧的打火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打火机型式试验项目一共有12个，包括温度试验、循环试验、压力试

验、跌落试验等，12个项目检测都合格才能出口。 ”

在出口打火机检验监管实训基地， 邵阳海关监管稽核科科长吴倩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这是我们去年6月建成的基地， 海关系统从

事出口打火机检验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这个实训基地进行培训。并且

以此为平台，为邵阳打火机行业在规则制定、标准修订等方面争取更大

话语权。 ”

做强：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

在产业做大后，邵东打火机行业遇到了“幸福的

烦恼” 。

“大概在2013年，我们的打火机在全球供不应求，

客户的订单完成不了，需要招更多工人来赶订单。那个

时候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 原来我们这里的工人

一个月工资最多千把块，后来涨到了四五千，现在一万

多块的也有。 ” 付再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一方面是用工贵，另一方面是招工难。在中国证券

报记者调研全球最大的一次性打火机企业东亿电气过

程中，公司副总经理白家宝介绍，自己曾被招工难问题

深深困扰。 “2015年，我们有一次派出了10辆中巴车

到乡下接工人来上班，确切地说是去‘抢工人’ 。 尽管

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待遇，但还是招不到足够的人。 ”

痛定思痛，邵东打火机企业掀起了一场“机器替

人”的自动化变革。

在东亿电气焊接车间，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两列

长约百米的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 工人将零部件放入

设备中便实现了自动焊接、自动插盘，每秒钟一个，十

分高效。 一位正在操作设备的工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以前我们需要一个个地焊， 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现在只需要倒零件、捡产品就可以了，相当轻松。 ”

“2014年我刚来东亿电气工作的时候， 公司还没

有进行自动化改造。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个焊接车间

里密密麻麻坐满了200多个工人，一天做100万只打火

机都不到。 ”白家宝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这个

车间只需要30个工人， 一天却可以焊接500万只打火

机。 ”

“机器替人”大幅降低了成本。“整个打火机生产

共有12道工序，在进行自动化改造之前，每只打火机

的工艺成本高达1毛钱，占整个打火机成本的40%。 而

通过自动化改造， 每只打火机的工艺成本被大幅压缩

到2分钱，只占整个打火机成本的7%。 ”白家宝表示。

2017年，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成立，更是让

邵东打火机产业自动化转型如虎添翼。

在中国发明协会评选的2022年“发明创业奖创新

奖” 中，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主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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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获奖成果，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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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痛点。

“这是我们为邵东打火机做的一个调火、 验火设

备，一个小时可以做一万多个，大大提高了效率。 ” 邵

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单常清一边演示设备，

一边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我们面向邵东的打火

机企业研发了一系列类似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可实现

自动上下料、验火、调火、分拣、分色等工艺。 ”

近年来，邵东打火机产业通过持续推进“机器替

人” ，注塑机换了三代，焊接机换了三代，充气机换了

五代，通过这样不断地“小步快跑” ，每次效率提高一

点，一段时间后再次升级，人均效率提升了30倍，每只

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0.2元降至0.015元。

“我们邵东的打火机企业通过 ‘机器替人’ ，不

断推进技术创新和工艺流程改进， 把成本降到了极

致。近年来，虽然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

但我们的1元打火机还是只卖1元，而且依旧赚钱。 ”

李国军道出了邵东一次性打火机长期只卖1元的奥

秘所在。

不止是自动化， 邵东市还从打造完整产业链、推

动产业集群发展、 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等方面着手，尽

一切努力帮打火机产业“抠” 成本。 “比如，邵东的现

代物流产业非常发达，大大降低了打火机企业的物流

成本，进一步提升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竞争力。” 李国

军表示。

邵东已经占据全球一次性打火机70%的市场份

额，牢牢掌握了定价权，但为什么邵东一次性打火机不

涨价呢？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1元一只的打

火机，看起来门槛很低。 但长期只卖1元，这种定价策

略会让潜在进入者面临极高的门槛， 如果成本做不到

极致，就无法进入这门生意。这就决定了邵东的一次性

打火机成为别人“抢不走” 的产业———因为难以像邵

东那样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

“我们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20年前

卖1块钱一只，这么多年来尽管原材料和劳

动力成本持续上涨， 如今还是卖1块钱一

只，而且依旧赚钱。 ” 邵东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国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邵东

一次性打火机20年不涨价背后，藏着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极致密码。

30多年来，地处湘中腹地的小县城邵

东，勇闯全球大市场，将小小的打火机做

成了占据全球70%份额的百亿大产业，并

通过“机器换人” 持续升级换代，创造了

20年不涨价的奇迹。 在“稳制造、稳外贸”

的背景下，邵东打火机产业做大、做强、做

优的实践，无疑为国内制造业转型发展提

供了宝贵经验。

1元打火机20年不涨价

破解制造业转型升级“邵东密码”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段芳媛

东亿电气打火机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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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火机正在进行“爆火、跳火”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