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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潇

只需要一张球网、一个球拍和一个羽毛

球，设备简单再加上场地灵活，羽毛球运动

因此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运动之一，也可以

说是国民运动。然而，近期与羽毛球运动相

关的，无论是羽毛球价格还是场地租赁费，

都迎来上涨，消费者直呼“快打不起羽毛球

了”；而令一些制造商头疼的是，因为材料成

本上涨，尽管羽毛球价格提高了，自己的利

润却降低了。

羽毛球价格飙升

“曾经一桶 99.9元我没珍惜，现在拍断大

腿。”在社交平台上，有消费者调侃道，“羽毛

球现在涨价真的离谱。”

近日，羽毛球各大品牌纷纷上调产品价

格，涨价幅度普遍较去年高出二至三成，部

分型号涨幅超过 60%。以知名羽毛球品牌

尤尼克斯为例，AS-02 型号羽毛球由原本的

165 元/打涨至 215 元/打；AS-05 羽毛球的零

售价则在短短三个月中，从 210元/筒飙升至

275 元/筒，涨幅高达 31%。甚至有媒体表

示：“羽毛球价格上涨，3 筒球价格直逼 1 克

黄金。”

不仅涨价，市场上一些热门型号的羽毛

球还卖断货了。“涨价了我们也买，但是断货

真的让人发愁。”羽毛球爱好者反映，现在一

些品牌店都搞起了限购，“尤尼克斯 AS-05
一筒 139.9元，每人限购一组。”有羽毛球爱好

者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图片，即使写明“限

购”仍有不少人咨询“如何代购”。

对于羽毛球涨价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这主要与原材料短缺和市场需求增加

有关。羽毛球的主要原材料是天然羽毛，厂

商一般只选用特定品种的鹅鸭翅膀上的几十

根羽毛来制作羽毛球。而根据中国畜牧业协

会的监测统计，我国鸭的出栏量从 2019年的

48.78 亿只下降至 2023 年的 42.18 亿只，同样

鹅的出栏量也从 6.34 亿只下降至 5.15 亿只，

鹅鸭养殖供应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而且近年来，羽毛球运动越来越火。羽

毛球的耐用性本就相对较低，一场运动或许

消耗多个羽毛球，市场需求越来越高，进一步

推高了羽毛球产品价格。

不过，羽毛球运动的爆火带来羽毛球需

求的增长，一些企业也从中窥见商机。天眼

查数据显示，现存与“羽毛球”相关企业近 1
万家，其中今年 1~6 月新增注册企业近 300
家，与 2023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场地难求 陪练走俏

“坐标北京，场地费两小时 360 元，这还

是 跑 到 四 环 的价格。”“深圳龙岗，每小时

160 元。”在社交平台上，讨论羽毛球涨价的

帖子下，也多有讨论场馆涨价的回复。记者

查询发现，李宁羽毛球馆（朝阳公园店）7 月

26 日 ~7月 28日场次全部订满。而其他工作

日早间、午间时段场地费一小时 120元起，晚

间时段一小时 200元。

尽管羽毛球涨价、场地费涨价，但北京、

上海、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出现了羽毛球场馆

预约难的情况。居住在上海浦东的羽毛球爱

好者李先生表示，浦东一些场馆黄金时段的

场地收费基本在 100 元/小时以上。周末和

工作日晚上时段一般要提前一周左右预约。

“临时组局的话，只能是上午时段或者饭点，

但这时段也是靠抢。”李先生说。

对此，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或许可以解

释原因。根据《全民体育现状调查报告》，羽

毛球在中国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运动，高

达 2.5亿人。近年来，不仅参与羽毛球运动的

人数越来越多，社交平台上与羽毛球有关的

声量也在显著提升。

随着羽毛球运动的热潮，陪练、带打服

务也受到欢迎。“羽毛球训练场的教练一小

时收费 360 元，相比下来，陪练更有性价比。”

据了解，羽毛球陪练 50~100 元每小时，基本

可以满足羽毛球爱好者提高技能的需求，尤

其是对于新手很友好，“刚开始打，技术差，找

不到搭子。请个陪练可以提升技术，价格还

合适。”

陪练群体多在小红书、闲鱼、抖音或其他

一些兼职 APP 上发布相关信息，正值暑假，

不少大学生、高中毕业生也开始陪练羽毛球

赚些零花钱。“业务量还是很可观的，我做了

一个月陪练，接了 60多单了。”大学生小鲍告

诉记者，做陪练既可以打羽毛球健身，还可以

赚零花钱，“更多的是增加社交，因为打羽毛

球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很开心！”

如何走出市场困境？

羽毛球涨价，对消费者自然不是好事，对

企业而言，影响也不可忽视。羽毛球价格上

涨，势必会减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影响

企业的销量和市场份额。

从社交平台上，记者看到一些羽毛球爱

好者表示：“打不起贵的球，就买便宜的。”事

实是，一些知名品牌的热门球款尽管价格涨

了，但销量却明显下降了。而令制造商头疼

的是，材料上涨，价格上涨，利润却降低了。

另外，由于供不应求，消费者如果不得不

购买低端无标球，就会扰乱市场的竞争氛围，

一些小规模的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营压

力和竞争压力。所以，如何在成本压力和市

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需要各方共

同携手解决的行业问题。

其实，这不是羽毛球第一次涨价。早在

2003 年就曾出现过羽毛球相关用品销售的

大爆发。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羽毛球制造商

们早已开始探索新的材料。从前几年时兴的

塑料尼龙，到人造纤维羽毛球——碳音球，但

人造球在手感和飞行稳定性方面仍与传统的

毛片球存在差距。

对此，一些制造商认为企业须加紧研发

新材料，“这次羽毛球涨价也是加速相关制造

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应该把握机会。”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行业的发展还需建

立并完善针对羽毛球及其生产原料的标准体

系，规范化的标准将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减

少市场混乱，推动羽毛球产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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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姝

工业机器人产业迎来利好消

息！为进一步加强工业机器人行

业规范管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7 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工 业 机 器 人 行 业 规 范 条 件

（2024 版）》和《工业机器人行业规

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2024 版）》，

于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业内认

为，工业机器人产业即将迎来新一

波增长浪潮。

市场最先感受到了这股政策

东风。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31 日收盘，机器人概念股 610 只个

股 中 ，超 九 成 上 涨 ，20 只 个 股 涨

停。行业龙头企业也同时加速产

业投资布局。埃夫特宣布将在安

徽芜湖投建机器人超级工厂暨全

球总部项目，项目建成并达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 10 万台高性能工业

机器人。埃斯顿拟使用自有资金

4.5 亿元对子公司南京埃斯顿机器

人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做大做

强机器人产业。

作 为“ 制 造 业 皇 冠 顶 端 的 明

珠”，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

用已成为衡量高端制造业水平的

重要标志之一。虽然我国工业机

器人起步较晚，但国家的重视程度

和支持力度不断加持，迎头追赶而

上的发展态势十分迅猛。数据显

示，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

工业机器人应用国，2022 年，我国

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44.3 万套，同

比增长超过 20%，装机量占全球比

重超过 50%。

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工业机器人也面临如何从有到优、

从量到质的跨越提升：核心零部件

的国产化已经实现了突破，但关键

基础零部件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以

及高端整机产品方面仍与发达国家

存在差距；挤进工业机器人赛道的

企业数量不断增长，也带来了产品同质化和低端竞争现

象；在品牌影响力上，多年以来市场仍被国外的“四大家

族”（发那科、安川电机、库卡和 ABB）主导，国内企业如

何突破中低端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综合竞争力仍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

而此次新规，最直接的变化是将关键核心部件企业

纳入规范范围，实现全产业链覆盖，同时提高了行业的准

入门槛，对新进入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提出

更高的准入要求，同时在营收规模、研发强度等方面都有

了硬指标。显而易见，这无疑对促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摆脱无序价格战提出了新要求，也有助于工业机器人行

业更加健康、有序地高质量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

5G、大数据、云计算、AI 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

速演进，工业机器人产业也迎来新的蝶变。不断丰富和

扩大的应用场景，势必对工业机器人带来智能化升级的

新要求。例如，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形机器人

产业，被认为是下一个蓝海市场。想要拿到工业机器人

发展下半场的入场券，如何抓住行业升级迭代的窗口期

实现技术和产品突破，重塑品牌力和竞争力，或许是国

内企业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羽毛球涨价，对制造商影响几何？
令一些企业头疼的是，价格上涨，利润却降低了。如何在成本压力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需各方携手解决

羽毛球运动爆火，羽毛球价格和场地租赁费都迎来上涨，消费者直呼“快打不起羽毛球

了”。业内人士表示，未来行业的发展还需建立并完善针对羽毛球及其生产原料的标准体系，

规范化的标准将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减少市场混乱，推动羽毛球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渔船归来
鲜蟹上市

重组盘活让“僵困企业”焕发生机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王红丽 张瑞丽）前不久，随

着三方协议签约仪式的举行，停摆多年的新疆联合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4万吨/年聚甲醛项目重获新生。

新疆联合化工年产 4 万吨聚甲醛项目于 2013 年开工建

设，该项目计划投资 10.5 亿元，当年完成投资 7.8 亿元，项目

已完成主体厂房、土建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量 80%。2014 年

因受资金链短缺影响，项目未能正式投产运营，至今已停建

近 10年。

近日，库车市人民政府、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新疆兵能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招商引资合同。新疆兵能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发挥国企“链长”作用，经过实地考察，公司有了收

购意向，最终达成了投资合作关系，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在产业链上的有效互动、优势互补和深度合作。

2023 年以来，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摸排停产、半停

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建立“僵困企业”数据档案，充分利用现

有“僵困企业”闲置厂房、土地、设备等资产，通过招商引资、合

资合作、资产重组、技术引进和项目嫁接等方式，加快停产半

停产企业“腾笼换鸟”。同时，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去对接邀请

“同链”企业实地考察、产业入股、兼并等“嫁接”“联姻”方式盘

活企业。

两年来，通过股份合作一批、资金扶持一批、租赁承包一

批、破产清算一批、依法处置一批等“五个一批”方式，库车为

闲置土地厂房找到合适“婆家”，实现了新项目快速投产、“僵

困企业”厂房租赁获益、政府盘活存量用地的一举多赢局面。

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侯云飞）7 月 30 日，由中铁二

十三局参建的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

项目总投资 82.6 亿元，电站总装机容量 1200 兆瓦，主要建设

内容为上水库、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地下厂房和地面开关

站等。

据了解，用电低谷时通过电力将水从下水库抽至上水库，

用电高峰再放水发电，抽水蓄能电站好比大型“充电宝”，有利

于弥补新能源存在的间歇性、波动性短板，是当前技术最成

熟、经济性最优、最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电力系统灵活调节

电源。

据悉，该项目是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电站投产

后，将接入浙江电网，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相和

事故备用等任务，节约系统耗煤量，优化电源结构，提高电网

运行经济性，对浙江省能源结构调整、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带动区域风光资源开发、提

升周边水库水位调节能力等。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张煜欣

重庆城口县高燕镇星光村村民余显容，

看着长势喜人的三枝九叶草欣喜不已。他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4 亩中药材一年售货 4000
多元，加上林地租金、务工收入及分红，年收

入超过 3 万元！“我都快 60 岁了，一年能挣这

么多钱，满意得很！”他说。

城口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前

群众从中药材中增收，必须“看天吃饭”。

2017 年由当地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熊兴桂

与上药集团合资成立第一家上规模的天宝药

业，年产值已突破 5亿元。

记者近日在城口中医药产业园看到，天

麻、酸枣仁、中药饮片、保健产品等工业生产线

10条开足马力生产，全县中医药年产值达 15
亿元，带动 2万余户药农户均增收近 1万元，覆

盖率超过45%。

实施“强链”行动，引进多家中医药企业

城 口 全 县 境 内 有 药 用 价 值 的 中 草 药

3800余种，有植物模式标本种 251种，其中药

用植物达 178 种。一直以来，城口群众就有

种植中药材的习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城口

中药材产业发展都以农户自行种植为主。

在 2017 年以前，城口没有一家有工业生

产中药材能力的企业，经营主体几乎都是以

清洗、烘干为主，连最简单的标准化选材、切

片、包装生产线都没有。

“没有企业，产业无法接二连三，产业链

就建不起来。”城口县林业局负责人说，围绕

健全产业链、做大产业规模，2021 年以来，城

口大力实施“强链”行动，成功引进上药集团、

希尔安通等 10 家在全国具有行业影响力的

中医药企业，落地投资 6.1 亿元，企业数量和

规模都有了质的飞跃。

城口县徐林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城口

种植连翘的龙头合作社，建有连翘种植基地

5000 亩、连翘育苗基地 150 亩，年营收达 500
万元，成功申报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因为县里大力发展连翘，合作社这几年

的发展十分迅猛，已经带动社员 72户 205人，

其中脱贫户 25户增收，户均增收 3000元。”合

作社负责人徐林如是说。

实施“聚能”行动，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企业有了，生产能力高了，如何把生产力

变为竞争力是关键。

记者走进园区内的城口天宝药业公司，负

责人熊兴桂兴奋地介绍，自己是第一家入驻园

区的企业，从 2019 年的不到 1 亿元产值，到

2023年产值突破 5亿元，得益于县里不断加强

对中药产业的支持，公司运营成本有效降低。

城口县林业局局长李心忠告诉记者，城

口现有 10余条中药材工业生产线，标准化厂

房 3 万平方米，初加工能力 2 万吨、精深加工

能力达 1 万吨，中药加工产值达 6 亿元，实现

了加工从无到有，3年翻番的巨大变化。

除了园区聚能，城口还持续打造“大巴山

药谷”区域公共品牌，以品牌聚能。7 月 26
日，中国“大巴山药谷”产学研用对接大会在

城口县召开，邀请到 36名中医药专家，毗邻 15
个县（市、区）、7家科研院所、5个行业协会、51
家中医药企业，共同助力“大巴山药谷”发展。

会上，城口县签订项目 17 个，投资 45 亿

元，与 7家科研院校成立了“城口县中药产业

发展联合创新中心”。

“这是我们连续举办的第二次“大巴山药

谷”区域性大会，我们要深化区域聚能，让大巴

山‘好药材’在全国更有竞争力。”城口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说。

实施“助农”行动，全面提升振兴联结力

城 口 全 县 境 内 有 药 用 价 值 的 中 草 药

3800 余种，是北半球亚热带同纬度地区最著

名的模式标本产地，被评为“中国绿色生态中

药材示范县”。

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让中药

产业富民益民，是城口县思考产业发展模式

的第一要务。以前，城口群众从中药材中增

收，基本只能靠销售中药材，活干得苦，挣得

还少。

城口探索出以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载体，以基地为中心，构建并推行“龙

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生产组织

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收益更多元。

其中，城口探索出的“国储林+中药材”发

展模式，药农可以通过“流转林地获租金、基地

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享股金、种养经营赚现

金”，实现“一地生四金”，目前城口已发展林下

中药材5万余亩，带动约1万人实现增收。

在修齐镇茶丰村，村民江仕伦掰着手指头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储林项目收储了他家的

林地 10余亩，每亩每年租金 40元，30年共 1.2
万余元，就近在三枝九叶草种植基地务工增收

3.5万元，村里的集体经济还分红 250元，自己

种的 3亩中药材还能挣个 3000多元。一家人

的基本生活开支就完全没问题了。

“让农民改变只能出苦力的同时，我们还

想方设法改善‘靠天吃饭’的情况”，城口县林

业局负责人介绍，城口大力推行订单种植、托

管种植、保底价收购等模式，支持企业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药材种

植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签订订单收购协议，

保收购、保销售，为药农减负，实现与农户长

效利益联结。

城口县中药产业发展专班负责人表示，目

前高含量箭叶三枝九叶草、独活的市占率已在

全国排名前列，独活市场占有率更是超过三分

之一。截至目前，种植面积超过万亩的有三枝

九叶草、连翘、独活、云木香等 7种中药材，产

值突破千万元的品种有独活、天麻、连翘、木

香、太白贝母、大黄 6种。龙头企业和龙头产

品的加强，让城口中药这列火车前进有了强大

牵引力，极大地破除了发展疲软瓶颈。

引进 10家骨干企业，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形成利益联结机制

“大巴山药谷”破解中医药产业发展瓶颈

8月2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舟山国
际水产城码头，渔船归来一派繁忙景象，工
人们把渔船卸下来的梭子蟹运往水产城
内，准备销往各地市场。

邹训永 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