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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都崇州怀远藤编是反映中国工艺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的一大鲜明遗存。当代成都怀远藤编是独具生命力和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

本研究在调研怀远藤编产业发展和对比国内外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怀远藤编的发展现状、突出优势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区域

发展新背景下的升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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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怀远藤编的发展现状和突出优势 

1.1 历史文化悠久厚重 

成都崇州怀远古镇历来被誉为“藤编之乡”，在国内藤编历史上具有

特殊的地位。目前中国藤编产业的“龙头”在广东南海地区，其可追溯的

藤编历史为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期，但崇州的藤编历史比广东还要早500

年左右，这点可从晋代著名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中考据。 

怀远藤编发端生长于怀远镇的厚重人文沃土，是承载着古蜀文明、

天府文化的标志资源之一。三国时期著名的“刘备编藤草”、“诸葛亮火烧

藤甲兵”等故事，都与其存在一定渊源。从三国两晋到民国和解放时期，

怀远藤编一直沿袭古法编制器具，当代的怀远藤编被列入了“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处于国内藤编家具主要三大产业集中圈之一中，怀远

藤编时间跨度长而持续，是反映中国工艺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的一大鲜明

遗存。 

1.2 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怀远藤编中游产业及下游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同时已涉入国内

藤编行业发展相对薄弱的种植，出口、设计等上游产业。2000 年后，怀

远藤编家具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于怀远镇的主干道入口打造了长

960 米，宽约 100 米的“藤编一条街”，总投资超过 6000 万元，一条全国

甚至世界独创的藤编产业街区。 

成都怀远藤编是独具生命力和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其深度融合了

民间手工艺，具有绿色、艺术、轻巧、舒适等特点，产业的群众基础较好，

近年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日益剧增，数据显示，2015 年到 2019 年 5 年间，

我国藤、竹等家具制造产业的营业收入增加了约 50 个亿，年平均增幅超

11%。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等的进入，藤编必将以其独特的工艺和产品优

势，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 

1.3 资源生态效应优良 

怀远藤编依托于成都崇州怀远镇，厚载着天府资源禀赋和环境优势。

怀远镇生态本底厚实，四季流水淙淙、棠棣丛丛，境内文井江横穿贯通，

江水入街环绕穿场而过.在生态区位上，崇州市域内，怀远镇北与街子镇、

三郎镇接壤，东与元通镇相连，与凤栖山景区、九龙沟景区、文锦江温泉、

鞍子河自然保护区、鸡冠山森林公园连成了一片绿意盎然的生态景观，大

成都区域内，怀远镇西靠邛崃大山脉接万家镇，南傍无根山麓邻大邑县青

霞乡，仅距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青城山 20 公里、都江堰 32 公里、西岭雪

山约 60 公里。 

怀远藤编目前主要以家具为主导产品，已经进入了成都家具生产产

业集群中。成都是中国三大家具生产基地之一，四大家具商贸流通基地之

一。崇州是中国 大的板式家具生产基地。怀远镇是与街子和元通号称崇

州古镇的“金三角”，怀远为三角“龙头”。是成都乡镇区域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商贸中心之一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资源本底、经济联带、

区位辐射等优势决定了怀远藤编能快速融入周边的商贸旅游经济，产生巨

大的联动叠加效应。 

 

图 2 崇州古镇“金三角”示意图 

2 大力发展怀远藤编的重要意义 

2.1 是深人推进“西控”战略的关键环节 

怀远藤编植根于崇州特定的地理、地质、土壤、气候环境，大力发

展怀远藤编可以更好地实现成都西控区域生态共保，有机融入成都城市

森林公园建设，担当起为国家中心城市探索城市绿色发展新模式的使命

责任。 

怀远镇是成都崇州深人推进“西控”战略、加快完善五级城市生态

“绿网”的关键节点，目前镇内正高标准建设成都市饮用水源涵养区，即

选址于文井江上的国家重点工程李家岩水库工程，李家岩水库是国务院确

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成都重要的第二饮用水源地建

设水库，工程投入使用后，每年可供水 2.7 亿立方米，可满足成都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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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至少 30 天、人均 70%用水定额的应急水源需求。藤编作为怀远镇以藤

条植物为材料的优势产业，本身强调对藤本等绿色植物品种的收集、鉴定、

应用，对绿色生理生态进行深入研究，其对强化区域内丰富多元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切实推进库区、景区、园区、社区“四区”联动具有巨大作用，

未来其更能为“岷山晴雪、茂林镜湖”的秀美生态提供长久持续的发展反

哺。 

2.2 是稳步迈向“产业新城、品质崇州”的一大抓手 

大力发展怀远藤编有助于深化成都崇州崇州现代产业进程，调整区

域产业系统结构，提升绿色发展能级和经济发展质量维度，丰富完善引领

崇州未来产业发展的坐标系。 

怀远藤编已经初具规模，具有分散型小工业特征，特别适合作为乡

镇工业发展，在新时代的发展形势下，可以成为崇州乃至成都和川西乡镇

经济的一大突破口。据联合国社经会统计，90%以上的藤工业企业人员规

模小于 50 人，稍大规模基本在 150—400 人。藤编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适合中国农村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同时藤编制造工艺高低兼具，大众产

品技艺易于复制和实现量产，高端精品则具有较高附加值，经济利润和品

牌效应较大，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 

2.3 是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强之面 

大力发展怀远藤编，可以更好汇聚乡镇特色产业带来的发展驱动力

和资源环境、商贸经济、社会文化等“红利”，深入推进崇州、成都的“一

乡一品”经济发展战略，增强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品质和地位，

为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怀远藤编是川西古镇文化商贸体系中璀璨的明珠之一，做好怀远藤

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工作，加大成都崇州乡村产业链条延伸、拓展农

林业多功能新业态，有效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对挖掘成都的历史文化

资源，构建风味独特的川西乡土经济文化格局，建塑响亮的天府城市品牌

形象，实现民共富、民共享、民共乐，进而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的集片效

应和多极效应，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怀远藤编存在的问题 

3.1 总体格局狭窄，联动效应发挥不畅 

怀远藤编具有恢弘的发展前景，但是生态人文资源禀赋和区位联动

优势并未很好地转化为经济社会效应。一是缺乏科学定位和规划，总体产

业格局和市场规模增长较为缓慢。虽曾为崇州古镇金三角中的“龙头”，

但近十年来受政策机遇等因素影响，发展明显滞后，远远落后于街子古镇

和元通古镇，如今变成了三角中 弱的一角，其巨大的后发优势到现在至

今彰显不足；二是聚合集力不畅。藤编产业发展“不抱团”现象突出。怀

远藤编产业群数十家企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品牌，但企业产销各自为政，

有一定“内卷化效应”缺陷，企业群联动整合度不高，品牌知名度小，产

业整体实力提升缓慢。在对行业协会的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怀远镇本地的

藤编行业协会已经建立近 10 年，但是行业协会目前运作资金、场地、人

员等全部依靠会员的自愿自发投入，行业协会缺乏科学管理机制、组织和

固定的办公场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三是影响力不高。怀远藤编目前

主要的市场以本省市为主，经济圈域不宽、外向度很低。怀远藤编地处中

国 古老的藤编发源地，当前国内三大藤编产区之一，竟无一个品牌入列

2017 年中国十大家具品牌。市场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怀远藤编具有强大

的外贸吸引力，在欧美藤编市场需求巨大，甚至高于处于藤编外贸前列的

台湾藤编，价格在欧美市场也很有优势，但目前崇州藤编的经济外向度仅

为 0.27%，受展会门槛和自费投入等因素影响，藤编产业经济的外向联带

作用发挥地很不充分。 

3.2 产业动能不足，发展意愿差比较大 

怀远藤编产业动力和支撑明显不足，产业发展与当地强烈的发展意

愿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存在多个发展瓶颈。一是原材料供给瓶颈，产业面

临原材料的大幅度涨价和巨大的材料供应缺口。当前，藤编产业的原料，

我国 90%完全依赖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进口，然而近年

来印尼等地开始限制和禁止藤条出口，藤条原料价格不断攀升，使怀远藤

编生产压力持续骤增；二是人才紧缺瓶颈。怀远藤编产业的工艺人才和管

理人才极度匮乏。藤编需要依托手工制造，产业工资报酬相对较低、生产

环境相对较差、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随着身怀绝技的编制艺人持续锐减，

产业正面临技艺传承和用工难题；三是创新投入瓶项。怀远藤编以中小企

业、小作坊为主，主要有产销一体和产销分离两种模式。企业经营方式集

生产、销售于一体，对市场敏感，从产品创意到投放市场时间短，虽然企

业大都涉及产品设计这一板块，但大都由企业内部的资深技师兼职进行，

产业群中进行专门的产品设计研发等的公司不多，设计研发效应产业经济

和品牌文化效应转化不佳。调研中我们了解，93%怀远藤编企业怀有强烈

的扩大企业生产研发投入的意愿，但存在过度的风险担忧。 

4 发展远藤编的对策建议 

4.1 以规划引领区域宽阔发展局 

加大引领，不断拓宽发展视野和格局。一是参照国外的做法，以政

府引领为主导，协调多方主体，利用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转移机会和成都

市工业重新布局带来的机遇，对怀远藤编产业进行重新定位与调整，组织

制定出台《怀远藤编产业发展规划》，多方面对藤编产业进行总体布局和

规划，明确区域产业经济的蓝图和行动指南，争取让藤编产业发展获得更

大的资源支持、发展路径拓宽和措施保障，引导藤编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二是加强对怀远藤编行业协会的管理，帮助协会清晰目标任务、行业规划、

组织建设、协作分工，产业协调等方面认识，不断提升行业协会的规划、

组织、协调的运作能力，以开阔的视野促进企业抱团发展、增强产业的整

合力。 

4.2 以支撑强固产业核心动力极 

积极应对国内外日益严峻的资源挑战和市场压力，加快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着力提升传统生产工艺、产品品质、市场效益等，一是加强

产业转型促推，不断创新丰富完善藤编器具的类型、品种、样式，通过综

合利用木材、铁器、竹、麻、丝、草编等多种材料来适当填补藤材缺口，

降低原料成本。加强藤编行业管理和工艺人才培养，增加产业培训和从业

人员的交流学习，结合非遗传承人评定，在藤编手工艺人中培植 “工匠

文化”、塑造“工匠精神”，优化生产环境和效应，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

藤编产品的制作和产业的经营管理中；二是注重高端孵化升级，建立怀远

藤编统一的品牌，持续挖掘、完善传统工艺，不断将藤编器具的生产工艺

规范化、标准化，凝聚行业企业合力，加大与国内外知名工业设计大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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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师的合作，增加产业产品在国内外大型展会上的展示和斩获，加大

走出去步伐，将怀远藤编加速推向国际市场，努力建设高附加值国际知名

的品牌，提升产业影响力。  

4.3 以文创融入全域全景联动带 

加快融入和助力崇州全域旅游，建立成都文化旅游新增长极。一是

加快融入全域旅游圈带。以全域旅游为契机进一步梳理、保护和传承藤编

历史文化资源，连片周边进行整合挖掘和利用，以绿色交通为经线，连接

临域的道教文化、古蜀文化、水利文化等浓郁的青城山、都江堰等旅游目

的地，加快藤编与“怀远三绝”冻糕、叶儿粑、豆腐帘子等地标产品实现

叠加，并嫁接植入新的文化元素，精彩讲好文化故事，形成新的文旅产业

增长极核，打造四川乃至中国古镇经济发展的又一张响亮名片；二是优质

完善多元生态体系，以藤编产业为眼串联产业、景区、城乡青山绿水资源，

高质量发展森林康养、古镇医养、山水怡养等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活化蓝

绿交织、望山亲水的生态空间，实现点、面、域的逐步深入延伸，建设天

府康养旅游集聚区、天府古镇文化核心区，构建“古镇聚落、街巷生活”

的乡愁意境，进一步彰显崇州和川西区域的生态人文特色和品质。 

4.4 以科技放大未来智能生命期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藤编传统生产技艺变革、重塑产业生态。

一是壮大电商平台。在探索崇州“农业硅谷”的思路中，将藤编产业列入

其中，依托崇州信息数据产业等的优势，加快“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壮

大，建设智能藤编产业销售、研发信息汇集和分享平台，扩大藤编产业的

发展空间和商业前景。建议充分学习借鉴安溪藤铁产业的创新转型发展经

验，安溪藤铁起源于藤竹编技艺，2016 年工艺品加工业全产业链产值高

达 108 亿元，全年实现网上交易超 20 亿元，增长 30％，淘宝村增至 11

个，形成“国际国内、网下网上”全面发展格局，产品远销 58 个国家和

地区。安溪家居工艺产业升级符合崇州智能家居转型的大方向，经验值得

借鉴；二是丰富科技植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放入更

多的场景，催生和满足藤编消费新群体，提供全周期的多元丰富的生态、

科技、文旅新体验，同时注重加大产业相关的绿色科技宣传教育的广度和

深度，营造绿色健康、充满活力的藤编产业发展轨道，以科技智能为藤编

产业输血，延长和旺盛藤编产业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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