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犇视频：到了退休年龄，为什么还坚
持每天上班？

付再华：工厂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到
今天，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无法割舍。儿
子大学刚毕业本想去外面发展， 但最终
决定回来管理工厂。 现在儿子能独当一
面了，我退到二线做好后勤。

犇视频：今年的出口情况怎么样？
付再华： 公司出口销量还是很不错

的。虽然受到了部分国家出口限制，但邵东
打火机不会被打倒。今年政企联手，积极应
对解决问题，很有信心明年做得更好。

犇视频： 你是如何看邵东打火机产
业从零到百亿的发展？

付再华：小小打火机看似不起眼，却
藏着百亿财富。自己创业之初，没想到过
会有如此的巨大变化。 这离不开企业和
政府的共同努力，在当地打造产业集群、
鼓励研发创新、 加强自有品牌建设和产
业外向度高。

星星“邵火”，为何燎原
邵东顺发打火机创始人付再华：超百款产品远销海外，花甲之年还是“当打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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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邵东打火机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
球一次性打火机市场七成份额。2023年， 邵东打火机
的海外出口形势持续向好，一些企业订单量已经排至
2024年4月。

“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口海外，挺自豪的。”付再华
晃了晃手里的新品“情侣打火机”，“这是新款，国外
很畅销。”

在邵东，第一个建厂的付再华和丈夫姚喊云，也
是第一个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的“闯将”。

2002年，俩人参加广交会。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
的华侨客商，一口气下单了100万个打火机。彼时，内
销的订单规模还停留在一件件批发。这笔大单，让夫
妻俩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决定转型做外贸出口。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付再华回忆，“出口
打火机，彼时邵东当地条件并不完备，我们在长沙、

天津两地辗转奔波数次，才拿到打火机出口资质。”
出口手续完善后，夫妻俩聘下翻译人员，开始在

世界各地谈生意，美国、欧洲、东南亚、印度……跟大
多数夫妻创业不同的是，妻子付再华负责销售，而丈
夫则负责生产和后勤。

“第一次参加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印象非常深刻。”她说。

付再华说，目前公司只做外贸出口生意，有一百
多款打火机在售。为了跟同行差异化竞争，每年还会
投入超过500万的资金创新研发。如，出口欧美市场
的打火机，需带儿童锁，而顺发则是邵东当地少数掌
握了该项技术的企业之一。

这几年，电商直播带货快速崛起，当地一些企业开始
尝试直播带货。付再华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她认为这是
一个新机遇。她已开始学习相关网络课程，并计划2024年
进军电商直播，希望借助新渠道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数说】 一个小打火机，200多种零配件、14项加
工工艺，除塑料粒子外，集群涵盖了研发、注塑、组装、
包装、检测、运输等全链条环节；216种零配件实现本
土化采购，14项加工工艺实现本土化生产， 大大节省
了工厂的生产成本。

“远征之火”缘何而起？付再华说，创业来自一次
闲聊。

1992年，付再华跟老公姚喊云两人在广东工作。
一次跟朋友闲聊，无意中了解到“购买打火机还要排
长队”。一句话，让夫妻俩嗅到商机。当即，俩人决定返
乡创业。

付再华回忆，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打火机，却涉
及12道工序、30多个零件，组装复杂。为了了解其中要
义，她到顺德“取经”，买了数十个火机，反复拆装，摸

索门道。
1993年，付再华和丈夫四处借钱，开起了邵东第一

家打火机工厂———顺发工业有限公司。 俩人从广东买
回所有配件，手把手教工人组装。付再华说，“那个时候
自己也参与一线生产，一天能组装五六百个。”

夫妻俩赚到第一桶金后，名气传播开来，开始对
外出售配件，他们便带着周边同乡朋友一起干。

“我卖给别人配件，保证手把手包教会的。”付再
华笑道，“邵东很多打火机厂的老板，都是我的徒弟。”

生意做大之后，问题也随之出现。外购配件质量参
差不齐，大量产品售出后被判定“不合格”。这让付再华
下定决心，自己生产配件。这一举动，也引得其他打火
机生产商纷纷效仿，邵东开始出现打火机配套工厂。

此后，经过三十多年发展，邵东打火机已显现集
群优势，产业链条完备。

邵东，湘中腹地，“火源”之地。全球每卖出10只普通打火机，有7只应
该就来自这里。

12月26日上午9时，邵东顺发打火机创始人付再华准点出现在工厂里。
“快退休了，但觉得自己还像个年轻人。”她捋捋短发，笑语盈盈。
几年前，丈夫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她接替丈夫，驻守在工厂“大本

营”，儿子姚林则在全世界各地跑业务。
作为邵东第一家注册和做出口的企业创始人之一，付再华见证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星

火燎原”。30年过去，顺发也成长为邵东国际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打火机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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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2022年， 邵东共有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
业114家，从业人员超6.5万人，行业产值超百亿元，成为
我国的“打火机之乡”。

一到工厂，付再华就开始安全检查，跟工人们沟
通日常生产问题。

车间里，顺发打火机已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可自
动完成上下料、验火、调火、分拣、分色等工艺。在工人的
操作下，生产设备轰隆隆飞速运转。短短几秒，五十个打
火机外壳就已压缩完成。

付再华说，以前一条生产线，需要十多名工人同

时协作，现在一个工人就能轻松完成操作，“人均效率
提升了30倍，每只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也降了九成。”

目前，顺发打火机的工厂占地80余亩，员工200多
人，多为附近村民。他们一天工作八小时，每月收入五
六千元，还能兼顾家中老小。

“到现在，工厂的注塑机已经换了三代，焊接机换了
三代，充气机换了五代。”说着，她指了指身边的一台机器。

“机器替人” 的产业升级下， 工厂的效率不断提
高。眼下，邵东平均一分钟能生产28472个打火机，一
年生产的打火机数量多达150亿个。目前，顺发一天最
高可生产100万个打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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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团结，敢闯敢拼。邵商，是湘商
中的“硬汉”。

邵商之中， 不少从白手起家干到千万
富豪，是湖南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

高中毕业的付再华，跟丈夫走南闯北，
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开了第一家打火
机公司，又毫无保留地带动周边乡亲致富。

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但一点也不服老，
喜欢自称为“年轻人”。她创业打拼33年，将
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事到了极致。

20年间， 一碗邵阳米粉从1元涨到了
10元，邵东打火机的价格却依然是1元。这
是邵东打火机产业集群独特优势的市场
反馈。

未来，小小打火机的星星之火，还会
将这块市场蛋糕做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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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顺发打火机创始人付再华。

【“火源”】 从业人员超6.5万，年产值超百亿

【“远征”】 远销海外，订单排至明年4月

【幕后】 一句闲聊，寻来第一桶金 敢想敢拼，湘商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