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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家具行业的创新发展模式探讨

来源:       作者:古鸣       日期:2009-9-5 

 
概述：家具行业是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由于出口和内需的双重需求获得了高速发展。但目前由于

金融危机的影响，家具出口大幅度下降，内需也出现下滑。本文拟从扩大材料来源、通过家具制造流程改造、关注家具生产环

保、完善家具标准和创新家具检测方法等方面，探讨突破资源、技术、环保、标准和检测等瓶颈，创新家具行业发展模式，实现

家具行业可持续发展。 

家具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国外家具和港台家具产业链的转移，利用大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廉价劳动

力，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大量开辟家具生产基地，以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家具出口和内需的巨

大增长，家具行业也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制造技术全面进步，逐步实现了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生产的转变，

过去二十年是家具行业的辉煌发展期。但目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家具出口大幅度下降，内需也出现下滑。家具行

业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作为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行业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一，资源消耗型在

政策层面上难以获得支持，一些出口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缅甸等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其二，由于生

产方式比较粗放，市场准入门槛低，家具企业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低层次的价格战导致行业

利润大幅缩水；第三，面临日趋严格的国内外法制法令环境。国内外日趋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法令的要求，使家具

企业在产品制造、出口等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四，行业在资源利用、市场快速响应、产能提升、物流仓储

等诸多环节存在诸多瓶颈，难以适应个性化定制产品的市场需求；第五，行业的标准化和检测工作也有待于提高和完

善，才能为产品质量的监管和提高提供保障。  

如何突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技术瓶颈，满足国家产业政策发展的要求和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本人认为

在必须研究行业在资源开发利用、生产流程改造、环境保护、标准检测等方面的技术提升，才能突破瓶颈，实现行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扩大家具用材来源，推广使用各种新型绿色家具材料 

   木材及木质材料是目前家具制造中的最常用的材料，深色名贵硬木则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主要用材，但家具行业在资源

的供给需求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首先，针对我国的现有森林资源非常有限，且长期以来因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

起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现实，国家自1998年起对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

源实施保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严格限制对天然森林资源的开采和砍伐，国材木材资源紧张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对于进口木材，不少木材出口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原木的出口，或提高关税，或禁止某些类别

的木材出口。俄罗斯实施了出口原木的高关税政策，出口关税率高达25%，造成了进口针叶材原木价格上涨。泰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停止了柚木原木出口，缅甸从2002年起，柚木的出口也受到了政府严格限

制，出口量下降。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加强天然森林资源的保护这一主题已达成共识。因此，从宏观来看，作为

家具主要用材的天然木材在资源的长期、持续供给方面是有困难的，必须通过发展速生人工林，研究木本、草本等多

种纤维家具用人造板，以竹代木，推广科技木、木塑材料等新材料在家具制造中的应用等途径，为家具行业的发展提

供资源保障，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发展速生人工林，应用科技手段提高木材的附加值。 

天然林木材的生长周期普遍较长，红木等深色名贵硬木生长周期更是长达数百年，而且我国的天然林资源非常有

限，国家对天然林的保护政策十分严格。但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往往倾向于选购实木家具，因此实木家具有很

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如何处理好资源保护和满足市场需求的问题，是家具行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发展速生人工

林，利用科技手段提高速生材的附加值，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杨木、泡桐等木材生长十分迅速，成材期

短，一般6~10年即可成材，但速生材材质疏松，强度低，装饰性和力学性能都较差，利用价值低。可通过现代染色技

术、仿真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即“科技木”等技术，对泡桐、杉木、杨木等速生木材进行旋（刨）切、

改性、染色、重组、干燥等技术处理，保留了木材的固有组成和天然特性，并赋予速木材与深色名贵硬木相似的颜

色、纹理、比重、物理性能，以及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真正实现了速生材“劣材优用、小材大用”。目前科技木的生

产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可制造出各种木纹的科技木方、木线条、木皮等产品，例如酸枝木科技木，花梨木科技木，其

仿真程度足以“以假乱真”，非专业人事难以识别。 

2、充分发挥我国灌木、秸秆资源丰富的资源优势，研究灌木类纤维、草本纤维制造家具用人造板。 

我国地域辽阔，秸秆类草本资源十分丰富，但这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除了作为普通薪材和牲畜饲料外，很

大部分被随意焚烧、掩埋处置，浪费很大，材料利用率低。如何利用这些取材方便、可再生性资源制造满足家具等行

业要求的人造板，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目前采用枝桠材、木材加工余料、小径级材、速生材制造家具、室内

装饰装修、建筑、交通等行业用刨花板、纤维制的技术已较为成熟，但采用灌木类、秸秆类纤维制造家具用人造板，

虽然有关科研成果已经通过鉴定并在局部地区推广应用，但在原料的收集、贮存，人造板生产技术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技术问题，这类人造板的大规模生产还需进行深入技术探索。另外灌木、秸秆类人造板胶合强度比较差，甲醛释放量

高，主要作为普通非结构用材。如果作为家具用材，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板材的胶合强度等理化性能指标，降低甲醛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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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 

3、提倡以竹代木，发展竹材家具和竹木结合家具 

我国竹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竹材生长周期短，只需3-5年即可成材,砍伐后会自然再生，相比木材数十年的漫长生长

期，竹材在资源提供上具有很强的优势。竹材不仅颜色清新悦目，纹理典雅质朴，而且竹材的拉伸强度、弯曲强度、

弹性模量、握钉力等物理性能优越，其物理性能完全满足制造家具的需要。在我国南方，竹材是优良的家具用料，竹

材制造桌、椅、凳、柜类家具及各种日用工具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竹材的破料、刨切、拼接、胶合等工艺已有成熟

的加工制作技术。目前竹材在地板、家具行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以竹代木”也是实现保护森林的有效途径，但

主要限于南方市场，且生产规模小，很多是作坊式加工，尚未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竹材家具及竹木家具的价值还没有

得到充分的市场认可。但由于竹材在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对木家具、木地板的价格也更加便宜，而且是天

然绿色环保材料，相信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对竹材家具的认识和了解增多，竹材家具和竹木家具的市场空

间非常广阔，发展潜力很大。 

二、改造家具制造流程，真正实现家具的大规模定制 

现代家庭购买家具除了满足家具必须的使用功能外，更注重家具在整个室内的装饰功能，年轻一代家具选购更加

个性化、多样化、时尚化，喜欢体验式消费，市场需求是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且交货时间短，家具生产企业必须对

这些需求作出及时响应，但传统的家具生产方式，可选择的产品范围有限，产品从定制到交货的周期比较长，难以满

足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需求。 

传统的家具生产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一般通过客户看样（家具实物）或修改实样下定单，生产流程是围绕着

一个一个独立的定单运转的，就是所谓的“按单生产”，这样的生产方式难以形成批量生产，不仅运作效率和产能

低，而且材料浪费很大；如果定单较多，差错率就越高，库存的压力也更大，这些问题一直是制约家具行业发展、做

大做强的瓶颈。如何通过现代化生产和信息技术来满足小批量多品种的定制需求，这对矛盾的解决非“大规模定制”

莫属。 

 “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概念是在1987年由斯坦·戴维斯首先提出的，自2002年后被引入中国的家

具业界。“大规模定制”是指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或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需求定制生产任意数量的

产品，能够以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效率和成本，满足个性化家具定制需求。但“大规模定制”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它

需要采用先进的产品开发模式，实现零件通用化、模块化设计，按“部件即产品”组织生产，进行柔性生产、均衡生产

和按订单生产的改造等。并要将这些措施借助信息化的手段结合在一起，生产企业才能获得“大规模定制”的能力，这

相当于把家具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彻底再造。 

大规模定制的优势，体现在有效提高产能、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货周期，减少零部件的仓储等多方面。家具规

模定制是生产技术（包括上游人造板产品）、先进设备、信息化技术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生产方式将成为今

后家具企业发展的主流趋势。鉴于不同家具企业的规模、产品定位、生产能力、管理经营水平等情况千差万别，所以

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学习大规模定制的原理，弄清楚大规模定制的内涵，并借鉴成功企业的经验，做

好前期的调研工作，以及人员、设备、信息技术、管理方式的准备工作，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企业情况的定制方式和生

产流程的再造，千万不能生搬硬套，不切实际一哄而上，否则很难达到大规模定制的初衷。 

应用“大规模定制”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位于广东省佛山的维尚集团。该企业生产定制三聚氰胺贴面板式厨柜和衣

柜，按照“大规模定制”组织生产，通过信息化对生产流程进行改造，在未对原有设备和工人进行大的变动情况下

（仅添加了一台集成镂铣和钻孔功能的小型CNC设备），实现了离散型板式家具准时、无滞留地生产，使工厂产能提

高了将近4倍，工厂做到了板件零库存，在制品的流动时间在2天之内，发货周期在7天内，效益非常明显。 

  三、关注家具行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环境污染，实现污染预防。 

   环境保护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家具行业不仅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也是资源消耗型行业，大量消耗森林资

源，以及产业链上游产品如人造板、钢铁、塑料、皮革、织物、油漆、胶粘剂等原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还造成存在

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资源消耗、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加工废弃物、粉尘、噪声、污水排放等。所以客观地

说，家具行业的高速发展，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消耗、浪费以及环境污染代价。在政策层面

上，政府在2006、2007年数次调低家具出口退税率，并将家具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目录，实行家具产品加工贸易保证金台

账“实转”政策，就是出于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限制资源能源高消耗、高污染等粗放型加工企业的发展。基于国家对

环境保护的政策和立法日趋严格，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的导向性，以及包括客户在内的社会相关方对于环境问题的高

度关注，都要求家具生产企业必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从国际上看，整体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环保优先是大势所趋。在过去几年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指

令，包括：欧盟的ROSH指令(《关于在电子和电气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2006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

施）、欧盟委员会颁布的２００３／２号关于限制用含砷防腐剂处理的木材用途的指令（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起生

效）、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发起森林认证（ＦＳＣ）、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案（REACH法案）

（2012年建立统一的监控体系）、加州“减少复合木制品中甲醛释放”预备草案等。家具原辅材料供应商、制造商、

经销商都必须高度关注家具原辅材料及制造工艺的环保问题，防患于未然。 

因此，无论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看，无论是内销企业还是外销企业，都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环境保护问题，识别

产品生命周期内的重要环境因素，以及应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指令。企业可根据自身的规模、生产过程、产品特

点、经营状况等，采用企业可承受的经济、有效的控制措施，减少产品制造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  

家具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的主要污染物及处理措施如下：  

主要污染物 主要来源 处理措施 

废水  金属件表面处理：金属件预处理车间和油

漆车间。金属件表面处理废水，包括酸

洗、预脱脂、脱脂与磷化处理废

水； 

木制件表面油漆：吸尘吸雾的水循

环废水、水帘喷漆机废水等。  

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分开处理；

水帘喷漆和水循环装置机定期

更换废水；生产废水经收集后进

入废水处理站，达标后排入市政污

水管网。  



    如何控制好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本人认为企业可根据ISO 14001标准的要求，建立符合自身运行模式和特点

的环境管理体系，制定企业的环境方针和目标，识别的重要环境因素，以及企业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从原辅材料的采

购、产品制造、销售、回收、处置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资源能源消耗、废水、废气排放、加工废弃物环境因素

进行控制，以控制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实现污染预防。这决不仅是为了单纯获取一个认证证书的问题，而是企业应如

何根据的实际建立有效的EMS体系，并通过实施和持续改进，不断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的问题。 

四、完善家具标准、创新检测方法 

   标准是质量检测工作的依据和基础。从标准化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家具标准化还不够完善。例如，我国的家具质量

检测标准，主要从外观、表面理化性能、力学性能要求三方面规定了木家具、金属家具、软体家具产品的技术要求和

检测方法，有关家具安全、卫生、环保技术要求还缺乏研究，内容比较欠缺；一些试验方法标准标龄过长，未及时组

织修订，例如家具理化性能和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大部分标龄已达或超过20年；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目前仅限

于木家具产品，只有GB 18584-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规定了含有人造板部件的木家

具甲醛释放量、木制件表面色漆中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的含量，金属家具、床垫、沙发、塑料家具等其它类

别的家具，目前还没有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有的产品既有国家标准，又有行业标准，但这些标准并未进行整合，修订

工作也不同步，在标准实施过程中造成矛盾。笔者认为开展家具标准化体系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该研究工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非个人之力、一时之急可以完成的。不仅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还有还应对行业的发展进行前瞻性

分析。应集中行业的力量集思广益，以科学的态度，认真、严肃地开展此项研究工作。  

检测方法是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的。一项检测方法只有在长期的检验工作中，不断地被检验、验证，才能

既发现其适用性、合理性，又总结出其缺陷之处，予以完善和补充，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方法，其科学性、合理性、

有效性是不言而喻的。一项好的检测方法，就是一项好的技术成果，不仅能客观反映检测对象的质量水平，而且在操

作上更加科学便捷，在方法上更加注重环保，以人为本。这些成果均可以转化为标准的形式得到实施和运用，从而提

高检验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下面以木家具中有害气体的无损检测和床垫耐久性试验方法的研究为例，谈一点创新检

测方法的建议。 

1、木家具中有害气体无损检测 

该方法提出是基于对GB 18584-2001标准的修订。原GB 18584-2001中规定了木家具中甲醛释放量和检验方法，虽然

该方法简便易行，能客观反映产品的甲醛释放情况，但最大缺点是破坏性，需要在家具上锯取试样，这样就造成了对

家具的损坏。特别是对于多种材料制造的家具，因为需要对各种构成材料按比例分别取样，所以对家具的各个部件都

可能造成破坏，因此在标准的实施中具有一定的争议。 

目前开展的木家具中有害气体无损检测研究，采用试验舱法整体拟采用整体试验舱法，模拟家具使用环境，将整

件家具全部放入试验舱进行散发实验，达到规定的时间后采集试验舱内的空气，分析气体中的甲醛、苯、二甲苯、

VOC等有机挥发物的含量，测试木家具中的甲醛释放量和VOC散发量，并在实验的基础上建立合格评价规则。该方法

借鉴国外人造板和建材中甲醛和VOC的试验方法，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木家具中甲醛释放、VOC散发规律，旨在实现木

家具中有害气体的无损检测，以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体现检测工作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  

  2、床垫耐久性试验方法 

QB/T 1952.1-2004中规定的床垫耐久性试验，即疲劳寿命试验，在床垫上方采用两个质量为50kg的加载模块，以一

定频率交替自由跌落，在床垫上规定的试验部位进行重复冲击试验，以检验床垫对长期重复性载荷的承受能力。其试

验原理是模拟人体在床垫上反复起立、坐下的动作，以评定在床垫使用寿命期间承受人体起立、坐下冲击作用的能

力。但对床垫产品而言，该试验方法并不能反映床垫的实际使用情况。因为床垫是睡眠用产品，其主要承载方式是使

用者在床垫上卧、躺、翻身，所以床垫的耐久性试验，应该模拟使用者在床垫上翻身滚动，考核床垫在使用寿命期间

承受滚压的能力。欧盟在2000年发布的EN 1957《民用家具 床和床垫 关于功能特性测量的试验方法》标准，对于床垫

的耐久性就是采用滚轮法进行测试，驱动滚轮在床垫表面宽度方向往复运动，达到规定的耐久性试验次数后，在加载/

压痕曲线基础上来确定床垫包括床垫高度、硬度、牢度变化值等功能特性参数。该方法模拟了床垫的实际使用状况，

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床垫在使用寿命期间的高度、硬度、牢度等功能特性，并可通过加载/压痕曲线，检查试验时床垫

表面压痕曲线变化情况，为改进床垫结构、提高床垫舒适性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对这些检测方法的研究，修改和完善现有试验方法，目的是提高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检测结果能

够反映产品实际使用状况，真正体现产品的质量特性，同时这些检验数据或结果，也为家具原辅材料的采购，产品设

计、结构、制造的改进提供很有价值的指导。因此这些工作既体现了探索和创新，也体现了检测“以人为本”，关注

终端用户的实际感受和需求。 

废气  主要产生在油漆车间和仓库。人造板甲

醛释放和油漆中有机挥发物散发，喷漆

废气排放。主要污染物为甲醛、甲苯、

二甲苯、TVOC。  

可采用活性碳装置吸收废气，或水

帘吸雾机吸收喷漆废气；安装水循

环系统排风扇或加强通风排气。  

粉尘  主要产生在木工车间和油漆车间。  

木工车间：木材及人造板锯料（下料）

产生的粉尘；  

油漆车间：木制件表面刮灰打磨的粉

尘。  

安装吸尘装置，例如布袋式吸尘

器、中央洗尘装置等。  

固体废弃物  木材及人造板、封边、贴面材料、钢

材、纺织面料等各种原辅材料的加工剩

余料；各种废弃包装材料、废油漆桶、

废胶水桶  

加工剩余料、边角料的分类收集、

回收、再利用；包装废弃物、废油

漆桶、胶桶等废弃物应委托有资质

单位收集。  

噪声  圆锯机、空气压缩机、打磨设备噪

声 

生产厂房的隔音降噪；选用低噪声

设备机器，空压机安装在专用机

房。  



本文从扩大材料来源、大规模定制、生产环保控制、标准和检测等方面，提出了家具行业在突破资源、技术、环

保、标准和检测等瓶颈，创新家具行业发展模式，实现家具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己之见，祈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

家对家具行业发展模式的关注，共同为行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保持家具行业良好的发展势头，再创家具业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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