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啤”机起步的五金产业：
用“小螺丝”撬动转型“大杠杆”

湾区家居
高质量行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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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弹丸”小镇五金供全国大市场

俗话说“小五金，大世界”，佛山

人眼中的五金，不只是一枚普通螺

丝。小到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铰链、

导轨等家居五金配件，大到一个个以

金属部件组装为主要工序的工业制

造装备。在佛山不同地区，各地的五

金制造产业特色也各有不同。抬眼

望向佛山顺德区，该地目前拥有家居

五金制造、销售企业 2400 多家，工业

总产值近 400 亿元，形成有完善的供

应链管理、配套、加工、组装、出口一

条龙的金属材料产业聚集基地。当

地五金销量占比国内中高端市场份

额 65%以上、亚洲 50%以上、全球 30%
以上。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00家，产

值亿元以上企业30家。

目光转至佛山南海区西部——

丹灶镇，该地是面积约为 140 平方公

里的“弹丸之地”，其五金行业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金沙南沙村，到 21 世

纪初，全镇的五金企业已突破2500多

家，五金产业一跃成为丹灶镇的一大

产业，年产值超200亿元，占全镇工业

产值七成以上。站在全国视角，当地

的五金产业在国内行业市场占有率

一度超过 20%，“中国日用五金之都”

的称号不胫而走。目前，该地拥有各

类五金制品企业约6700家，工业年产

值超 300亿元，其中规上企业 286家，

从业人员约8万人。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佛

山涌现了东泰、图特、炬森、悍高、亚

当斯、安帝斯、星徽等一大批五金企

业，这些企业通过价格、渠道等方面

的优势渐渐在市场上站稳跟头。然

而，随着行业标准的完善、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曾经

依靠低质低价竞争获取市场空间的

打法失灵，部分无品牌、无自主研发

能力、低附加值的企业被加速淘汰，

存活下来的企业则忙不迭地通过技

术创新、品牌宣传等手段，向标准化、

品牌化方向迈进，产品结构也从中低

端为主逐渐向外资品牌主导的高端

领域扩张。

顺德家居五金协会相关负责人

曾告诉新快报记者，顺德家居五金

行业在全国的占比较大，行业龙头

每年都投入非常大的研发比例，部

分企业的研发团队更超过 100 人，无

论是从产品设计，还是生产设备等

都能进行自我研发。但放眼全球，

如欧洲的佰隆、海蒂诗、海福乐等相

比，顺德家居五金想要在原材料、模

具精度等方面有所突破，仍有一定

距离。“前者如佰隆有超过 120 年的

历史，想超越依旧比较困难，国内企

业在品牌、技术、工艺等各方面仍需

要沉淀，因此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是

势在必行。”

偏心轮、杆、胶粒，就组成了一个“三合一连
接件”，即我们常说的家用螺丝。曾几何时，因
其价格便宜、易于安装、相对牢固、可多次拆装，
三合一连接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家具产品中。
时值当下，整个家居行业都在面临着个性化制
造和批量生产带来的挑战时，即使是一枚螺丝
也需要变革。作为全国泛五金产业集群之一，
专注制造五金制品数十年的佛山也在不断进
化。从最早的“手啤”机起步，到形成原材料供
应、模具加工、产品销售、物流配送、出口等一条
龙的产业结构，再到现在对制造、管理乃至生产
全流程的数字化改造，身处其中的企业和从业
者正组成产业转型的一个个“齿轮”和“螺丝”，
推动当地产业链的根本性升级。

■新快报记者 梁茹欣

除了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之外，

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同样重要。五金行业的产

业链上游主要为原材料开采和加工行业，如

钢铁、铝材、合金等行业，下游主要面向新房

和存量房装修需求而购置家具及五金配件产

品的家具行业、装修装饰行业、房地产行业和

终端消费者等。

业内人士认为，比其他产业链，当下五金

供应链比较成熟，但随着新生代消费群体出

现，全屋五金和智能家居的发展趋势愈加明

显，五金供应链也是在快速延伸发展中。未

来供应体系或逐渐呈现出区域化、上中下游

分工明确且合作紧密的发展特点。

为推动家居配套产业链发展，佛山当地

政府近些年正在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企业更

新换代的积极性。包括成立佛山市家居产业

联合会，打造“有家就有佛山造”家居产业 IP；

南海区推行《佛山市南海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里水镇发布和推动《里水

镇实施“12345”推动经济内循环三年行动方

案》，成立广东里水智能家居产业协会，以及

推动“全球智能家居产业名镇”的规划等。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艰巨并事

关行业生存发展的工作，是五金制造企业保持

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数字

化促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冯向军向记者表示，

五金作为传统行业，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应

从企业自身现状着手，有的放矢。从采用“望闻

问切”的方法，看场景、寻真相；感受企业文化、

定位核心领导；寻痛点、找入点；深入场景、找核

心矛盾等方面入手。“同时，在转型过程中应着

重注意实效性，分阶段、分档次，见效快，采用切

实可行性解决方案，不可贸然攀比，遵循发展

规律。并注重绿色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与储

备等内容的建设、吃透国家支持政策。”

国内家居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也

在倒逼五金产业转型加速。同样以

家居五金为例，有受访行业人士指

出，绝大部分家居产品至少使用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五金，叠加五金品种繁

多、规格型号复杂，用户的需求逐渐

从单品五金延伸至单品家居的五金

解决方案。再加上整屋定制时代到

来，进而发展到全屋五金的整体解决

方案，这对产品品类丰富度与其他材

料融合度，以及服务的全方位、专业

度等方面的要求随之提高，极大地考

验五金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整合能

力、质量管控能力等。

落脚到细处，当前的五金配件不

再满足于单一功能或者装饰作用，具

备人性化、互联互通的家居五金产品

在市场上日渐增多，如门锁从先前的

钥匙开锁、密码解锁，逐步拓展到指

纹解锁、人脸识别解锁；传统水槽由

单一的清洗功能，发展为具有远程操

控、自动清洗排水、超声波净化、烘干

杀菌等功能的智能水槽。与之相应

的，企业的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升级，生产设备也由手

工、单台机械向自动化、数字化的成

套流水设备升级。

总部位于佛山南海区里水镇的

汇泰龙，正是这行业转型宏大叙事里

的主角。“2010 年前后，物联网、智能

家居兴起，智能锁作为家居安防的第

一道关卡，拥有着非常可观的前景。

那时的智能门锁行业尚在萌芽期，做

智能锁的企业不断涌现，但兼具研产

销的企业屈指可数。”该品牌相关负

责人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回忆说，2010
年，以五金、门锁业务起家的汇泰龙，

自主研发出了第一代智能门锁产品，

“当时公司已在五金、门锁领域已有

10 余年的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积

累，并在同一年搬进 50000 平方米的

现代化生产基地，为智能门锁的生产

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据其介绍，汇泰龙2010年在佛山

启用 50000 平方米研发、生产基地以

及CNAS产品检测实验中心，具备产

品“研发-生产-检验”全工序的产品

实现过程的能力。2019年起，品牌加

大力度实行智能工厂改造，投入数千

万的资金到数字化工厂的建设中，包

括购置先进生产设备、推行全自动化

生产等。同时，还启动二期 70000 平

方米现代工厂建设，为智能制造提供

坚实的保障。“2022年，我们在此前智

能制造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数字

化建设，启动并完成MES系统项目的

建设，为后续‘产供研销’系统数字化

建设奠定重要基础，进而搭载工业4.0
的东风快速推动生产质量和产能的

提升。”该品牌工作人员表示。

B单台机械向数字化成套流水设备进阶

C
需求和政策双重利好
撬动产业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