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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红胡双锋：
红木消费正当其时 价值观仍须重新定义

胡双锋与红木结缘，源于一
段不太愉快的被骗经历。

2008 年， 还在某家媒体任
职的胡双锋在一赵姓商家处购
买了一套红木家具，付完全款以
后，商家却交不出货，只是告诉
他，做这行赚钱，不如直接债转
股，就这样，胡双锋一脚踏进了
红木市场。

“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一
则自己确实喜欢红木，二则红木
家具这种高规格消费，付了钱拿
不到货， 行业和市场肯定有问
题， 至少品牌存在严重缺位，另
外，湖南不缺乏超前的消费观念
和高消费能力，文化底蕴和氛围
也很浓厚，红木家具必定有大的
市场空间。 ”

消费潜能不容忽视

事实证明，胡双锋对于市场
的预判极为准确。

作为中国十大最具竞争力
城市之一，长沙奢侈品消费稳居
中国中部城市第一，消费观念和
消费能力显而易见，红木家具因
为其资源的稀缺性、艺术价值和
文化价值，已经成为财富阶层的
消费热点。

“红木家具并不是刚性需
求， 消费群体的范围相对较窄，
但红木家具的价值并不仅限于
使用，其收藏价值和投资潜力也
极为突出。 另外，长沙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也必将催生更广大的

财富阶层。 因此，长沙红木家具
市场仍然有上升空间。 ”胡双锋
对于行业未来很有信心。

品牌意识需要加强

尽管湖南市场发展潜力巨
大，但品牌的缺位也是不争的事
实。在红木家具赚钱的惯性思维
下， 各路资金纷纷涌向红木行
业，市场容量急速膨胀，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主流品牌的缺失导
致不法商家以次充好的现象时
有发生，行业亟需汰伪存真。

2008年，经过多番考察和调
研，胡双锋锁定了中国红木第一
品牌年年红家具，成为了年年红
的湖南总代理。

年年红家具是中国驰名商
标，也是国家 A 级产品，集团总
部位于浙江义乌，是目前中国最
大的中式名贵硬木家具研发与
生产企业，同时还是中国家具协
会传统家具委员会主席单位和
红木国家标准起草与制定单位。
胡双锋将年年红引入湖南，不啻
为一个里程碑，将整个湖南红木
家具行业带入了品牌化和规范
化的新旅程。

作为年年红的湖南总代理，
目前胡双锋布子株洲和长沙两
地，位于城南红星美凯龙的年年
红长沙总店面积超过 4000 平方
米，是业内最大的单品牌店。 据
胡双锋透露，年年红在湖南红木
家具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60%

-70%，是毋庸置疑的领军品牌。

流通模式亟待升级

与红木家具打交道的几年
里，胡双锋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专家，鉴别和判断红木自然不在
话下， 对于工艺也是娓娓道来，
但谈起行业市场， 却是忧心忡
忡。

在他看来，湖南的红木家具
行业发展并不成熟，其中一个重
要表现， 就是专业市场不够集
中，目前长沙并没有专业的红木
家具卖场，品牌专卖店基本都零
散分布在各大家居卖场内，展示
面积仅占所在卖场面积的 2%～
5%的水平，品牌选择的余地并不
大； 另一方面消费观念仍然浮
躁，存在“惟价格论”和“惟材质
论”的误区，很多消费者对于红
木家具的价格和材质看得尤其
重要， 忽略了品牌背后的款式、
工艺、品牌附加值、售后服务等
问题，这也是红木家具市场发展
的最大阻力。

对此，胡双锋表示，湖南红
木家具市场还需补上一堂文化
课， 红木家具卖的不是木头，是
刻在木头上的工艺、寓意、风格、
技艺和表现力，它需要数百年的
时光沉淀，它是身份、财富和品
位的标签，必须完成从历史到文
化的价值回归。

大师之家艺术品（中国）有限公司、年年红湖南公司董事长胡双锋。

红木家具流通模式升级这
个课题，如今在现实中有了新的
映照。 2013 年，长沙大河西，由
中国驰名品牌企业晚安集团斥
资 3亿，打造的营业面积达 5 万
平米的中国红木馆正在崛起。作
为中南地区规模最大、 品种最
全、品牌最集中的红木家具交易
集散地，中国红木馆将集红木家
具展示、销售、拍卖、鉴定、收藏
认证等多功能于一体，以专业卖
场、旅游对接和文化交流为核心
经营思路，形成完整的红木产业
链体系，领航当代红木全新的文

化营销思潮，推动湖南红木家具
流通的转型升级。

正如胡双锋所说，一个新卖
场的创建能否成功，跟其硬件配
套、区域价值、运营思想有直接
关系，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业内
外人士共同努力，专业的卖场对
红木正确世界观、价值观的定义
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期待中
国红木馆的全新专业卖场营销战
略能为湖南红木家具市场带来新
景象， 为行业发展带来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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