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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泉州木雕作为中国四大木雕流派之一，自唐朝开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富代表性。然而近些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网络平台的

发展、全球化的加速，传统木雕产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出现传承人年龄断层、木雕

形式单一化、宣传力度不足、传统木雕文化和新时代、新潮流存在隔阂的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本研究在对泉州木雕现状、国际市场环境分析后，结合跨境电商发展态势，

提出泉州木雕企业的创新商业模式，旨在为泉州木雕的发展提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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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zhou wood carving,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wood carving styles in China,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the Tang Dynasty and is representative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Fujian provinc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network platform and glob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wood 

carving industry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Quanzhou wood carving industry appears the 

age fault of inheritor, the simplified form of wood carving, the insufficient propaganda 

strength, the existing estrangement problem of traditional wood carving culture and the new 

era and new trend. After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Quanzhou wood carv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the study combin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to propose th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and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wood carving industry. 

 

Keywords: Quanzhou Wood Carv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1.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科技带动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传统手

工艺企业受到较大的冲击，作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泉州木雕也不例外。一方

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迅速，机器制造的应用导致木雕行业所需的劳动力较少，大量

劳动力流失；另一方面，在“快文化”的当下，时代潮流日新月异，泉州木雕因为其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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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老、热度低，使得相关宣传报道量呈下降趋势，了解泉州木雕的人稀少，陷入了宣

传瓶颈期；再者，泉州木雕学习的周期长，当代年轻人对其兴趣不大，也缺乏学习的

耐心，这一现象使得泉州木雕出现了“传承人链条断裂”的迹象。在互联网经济的开放

性条件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也迅速发展。本

研究结合跨境电商发展方向，探索泉州木雕企业的创新商业模式，助力泉州木雕的文

化弘扬与市场拓展。 

 

2. 泉州木雕市场环境分析 

2.1 宏观环境分析 

2.1.1 政治环境 

泉州木雕作为泉州雕艺文化的载体，传承并发扬着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已成为

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十三五”

确立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这一态势将鼓励泉州木雕文

化产业发展向荣（文化部，2017）。 

2019年 12月 25日，泉州成为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的 24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之一（国务院，2019）。跨境电商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

（智研咨询集团，2020）。泉州木雕作为我国的出口工艺品之一，未来将通过跨境电

商这种新业态、新模式走向世界。 

 

2.1.2 经济环境 

当下，新商业模式跨境电商兴起，其在平台、物流等方面日益完善，正逐渐被广

大国人所接受。根据《2019 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数据报告》可知，我国跨境电商交

易规模在 2019年上半年高达 4.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25.3%（谢亚楠，2020）；2019

年，跨境电商平台用户规模将近 1.55亿人，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55%（智研咨询集

团，2020）。这说明跨境电商这一创新商业模式有大众化的趋势，而其在全球更是拥

有不可估量的市场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泉州市的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作为 2018年中国跨境电

商出口发展 20强城市之一，泉州市跨境快递年业务量同比增长 30.65%，业务量（全

年 9.72 亿件）排名全国前十，跨境零售商品以“9610”（即表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的四位代码）方式报关出口 5,289.24万元，同比增长 128.6%，居全省首位（泉州市

人民政府，2019）。这些都足以说明泉州市具备充分的实践跨境电商经验，泉州木雕

转型跨境电商的先行条件较为成熟。 

 

2.1.3 社会环境 

经本研究走访泉州诸位雕艺师傅（郑银聘、苏碰辉等雕艺师傅），了解到虽然泉

州木雕在转型跨境电商之路上已有政治、经济两方面的一定优势，但是大多数木雕厂

厂主或雕艺师傅仍不愿意轻易尝试这条转型之路。在泉州当地，木雕产品的国内外买

家大多是熟客，买卖建立在彼此熟悉或是与熟人相识的基础上，卖方通过这种类似

“滚雪球”的传统营销模式认识买家、达成贸易。这与此前东南网记者的调查情况基本

相同，“记者几乎遍访了当地木雕行业省级及其以上职称的艺术家，当提及如何开拓

市场时，多数艺术家的回答千篇一律，大致为对市场开拓并不擅长、还停留在等客上

门的阶段”（东南网，2014）。对于跨境电商这种新型商业模式，雕艺师傅们还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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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状态；再者，现如今的雕艺相关从业人员基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充满对新鲜事

物的好奇，勇于创新，敢于拼搏，而老一辈的手艺人更喜欢求稳；他们为泉州木雕的

传承与发扬苦恼的同时，又没有敢于革新的魄力，这使得泉州木雕在发展上越来越受

到时代潮流的制约。 

 

2.1.4 技术环境 

在机械技术的迅速发展下，机械化生产已能够取代一部分传统（人工）雕刻。例

如：光电雕刻（又称电子雕刻）−先用仪器扫描样稿，通过电脉冲信号控制刻刀控制

器，在木制品上复制雕刻花纹（梅自强，2007）；3D打印技术−可以全方位复刻同样

木制品（张亿玉，2019）；CNC（数控机床）机械雕刻−通过计算机以代码的形式控

制自动化机床进行雕刻（金志兵，2015）；激光镌刻−利用数控技术和激光照射瞬间

雕刻加工材，可做到无痕雕刻（唐戈等，2016）。在此背景下，泉州木雕的生产变革

也不例外。经本研究调研，机械雕刻已运用于泉州木雕的生产活动中，不少企业已借

助机械雕刻代替人工，完成产品的初步雕刻，或对单一产品进行全机械化生产。 

 

2.2 微观环境分析 

2.2.1 潜在市场 

中国木制工艺品的买家主要分布于美国、日本、香港、英国和德国，其中美国买

家占比最大，其次是日本买家，如图 1所示。而经本研究实地调研发现，泉州木雕内

销多往福建省、中国台湾地区、部分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外销多往马来西亚、新

加坡、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这说明大量潜在市场有待挖掘。未来泉州木雕可以

通过跨境电商克服地域差异，利用平台上木制品消费需求大数据，弥补文化上的差

异，开拓欧洲、美洲市场，例如制作荷兰木鞋、欧式木制家具等。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网络销售部，2009 

图 1. 中国木制工艺品主要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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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个性化消费导向 

泉州木雕以佛像雕刻闻名，在同一雕艺文化下，各手艺人的雕刻技法可能大体类

似，这使得雕刻出的佛像产品在形态上容易趋于一致，但在国际市场，文化差异导致

消费者有多种多样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所雕刻的佛像将形态各异；此外，在木制品雕

刻的用料上，消费者可以选择的类别也有多种，例如楠木、紫檀、非洲花梨木、龙眼

木等。泉州木雕未来可在保留其特有技法的同时发展定制化生产，这样既适应了市

场，又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文化价值。 

 

2.2.3 技术变革助力生产与传承 

在机械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泉州木雕的生产与传承都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经本研究调研发现，机械雕刻在泉州木雕的生产活动中的运用，多在单一样式的

产品化生产中，例如家具生产；此外，该技术也被用于代替设计简单的人工操作，例

如毛坯的完成。技术上的革新，帮助传统木雕行业节约了不少的时间成本，同时也节

约了不少人力成本，不少老一辈的雕艺师傅或将因此面临下岗威胁。而对于年轻人来

说，相比于学习传统雕艺技法，他们更愿意接受机械雕刻这样的数字化技术学习。 

当前，泉州木雕正以优势地位处在国家政治、经济的大环境背景下，加之跨境电

商的发展助力其营销变革，机械雕刻的引进助力其生产变革，这两项变革的双重发

展，将大力促进其扩宽国际市场并弘扬相应文化，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甚至深入

学习其技法。 

 

2.2.4 产品难以大众化，生产经营模式落后 

泉州惠安素有“中国雕艺之乡”之称，雕艺产业是其传统支柱产业，其木雕作品大

多以佛教艺术形象为创作主体（中国新闻网，2019）。经本研究调研，木雕厂的大部

分订单以佛教相关的寺庙雕刻为主。浓厚的佛教文化促进了泉州木雕特色发展的同

时，又使得木雕产品形象较为单一，且寺庙建筑类的产品难以实现平民化。而那些处

于泉州木雕创新领域的作品又多出自大师之手，其市场方式以计件为主，导致难以进

行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不能实现平价（东南网，2014）。据黄胜阳和倪世杰两位大

师表示：“我们的产品都走高端化路线，普通的平民百姓消费不起，我们应该让木雕

设计更加大众化，让每个人都买得起。只有让产品走入千家万户，才能够实现产业化”

（东南网，2013）。 

现有产品难以实现创新，创新产品又难以实现规模生产，这也就进一步使得当地

多数木雕企业不得不维持“小规模生产”的现状（东南网，2014）。经本研究调研，泉

州当地现有的木雕企业多而散，生产规模各有千秋，因而以共享模式雇用员工。这些

企业大多以住房作为厂房，生产空间受土地政策的限制难以扩建，这也就意味着高端

生产设备的不能大量引进。而在原材料上，他们大多从外地进口，需要支付昂贵的原

材料成本费用，又要承担运输风险，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刘地养与刘继

顺，2013）；此外，多数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没有注册商标和申请设计专

利，这使得泉州木雕难以符合网络市场对知识产权的严格要求（李文生，2015）。而

实现生产面向普通百姓的更加实用，或是个性化的高性价比木雕制品，又将面临另一

个问题−如何通过产业化降低成本以实现平价。未来，实现泉州木雕与跨境电商的充

分结合，或许将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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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雕产业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从目前的木雕发展现状来看，木雕工艺品的出口与其它大宗货物的出口一样，主

要采用“传统线下实体销售”的方式来推广与宣传产品，传统的营销手段就是通过媒

体广告、交易会、博览会等形式宣传商品，寻找客户。目前，一部分木雕企业仍停留

在传统的营销模式，对现代营销手段，如跨境商务、移动营销等使用甚少（赵劼与丁

春玲，2014）。 

在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对于传统产业跨境电商转型的各种利好政策影响下，泉州

传统木雕企业也在纷纷尝试转型，希望能够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实现创新（柳平三与

杨树青，2020）。根据我们对泉州木雕企业的实际走访调查来看，虽然大部分的企业

目前的销售方式还是传统的线下交易，但有些企业已尝试参与电商转型，主要有以下

几种方式：一是创立自己的网站；二是在一些第三方平台以及网站上投放广告；三是

在亚马逊、eBay、速卖通等跨境电商网站中进行销售。 

 

3.1 转型存在的问题 

我国跨境电商正在飞速发展，企业数量日益增加，其贸易总额在我国对外贸易总

额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泉州木雕的发展缺乏

专业行业平台、企业规模小、产值低、作品文化内涵有待提升、相应的人才缺乏、市

场混乱无序、没有进入规划发展的轨道，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3.1.1 出口商品低端、专业人才缺乏 

我国大部分跨境电商企业多以出口日用品、服装、母婴玩具等成本低廉、缺乏竞

争力的商品为主（新浪财经，2020）；同时我国近几年跨境电商发展迅速，相关从业

者的数量以及专业的电商人才无法与日益增加的跨境电商发展规模相匹配（朱克迎

与庄众显，2019）。大部分的企业都表示，要找既懂电商又对木雕产品有一定了解的

专业人才有难度，因此在对于经营电商这一方面的业务，对于老一辈的木雕手艺人存

在一定的难度，需要政府的推动与支持来培训这一方面的技能。从侧面也反应出泉州

木雕企业电商相关人才缺乏，阻碍了木雕企业的转型升级（詹国芳，2017）。 

 

3.1.2 泉州木雕产品受众面少 

泉州木雕主要产品以佛像木雕为主，大部分的厂家主要的订单都是以佛像木雕、

寺庙雕刻以及家具为主，消费者大多集中在 30岁及其以上的人群。年轻人对泉州木

雕了解甚少，且当下泉州木雕的产品也无法迎合当代的潮流，因此木雕产品的受众面

仅集中在七十、八十及其以上的消费群体，也限制了泉州木雕的发展。 

 

3.1.3 泉州木雕的宣传力度不足，知名度低 

当下，泉州木雕的宣传力度不够，七十、八十代及其之后的年轻人，对泉州木雕

的了解甚少，也极少见当代年轻人主动发起活动来宣传、保护这门从唐朝开始传承、

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而且大部分木雕厂的订单也大都来自于熟客，以及朋

友的口头宣传，极少数订单来自于新客。泉州木雕的宣传渠道过于单一，知名度小。 

 

3.1.4 物流运输配套不足 

在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物流是电商产品出口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国物流发展

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物流等配套设施的不健全，严重地阻碍我国跨

境电商的发展进步（福建省商务厅，2019）。泉州木雕产品以佛像木雕、木雕家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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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这些物品在家庭上的购买都属于大宗商品交易；大宗商品的物流运输里程长、且

运输成本过高，会导致企业发展跨境电商的业务成本过高而放弃国外市场。 

 

3.1.5 支付方式有所欠缺 

跨境电商业务在企业的交易中属于跨国交易，各国的支付方式也同时存在着差

异。目前，大部分跨境电商交易只能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和经营，对第三支

付平台的依赖性较强，因此会有一部分的资金积压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泉州木雕大

部分的企业都属于实力不强的家庭作坊，资金链不充足，如果资金周转不灵会影响其

发展（李林芝，2020）。 

 

4. 产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基于以上大部分木雕企业面临的转型问题，本文提供企业以下六个转型发展的

策略。 

 

4.1 创造符合潮流的木雕产品 

泉州木雕的销售量逐年下降，已不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繁荣。在这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泉州木雕已无法满足当代年轻人的兴趣。泉州木雕具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宗教人物形象、佛像、古建筑修缮的专业化生产。随着时代

的发展，当今年轻人对泉州木雕现在的形象渐渐不感兴趣；而年轻人作为有力的消费

群体，是一个具有广阔的、待开发的市场。 

日本动漫在近些年来，以其可爱生动的形象席卷全球，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欢

与追求。在开展“两销一转”贸易时，可在贸易平台上引进制作日漫类的木雕工厂。在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在进行对外销售时，面向欧洲市场、美洲市场、非洲市场、东

南亚市场，收集各个区域人民的喜好，加入当地的风格和元素，以此设计出符合其取

向的木雕产品。以欧洲市场为例，欧洲人大多追求崇尚精致的品质生活，因而在对泉

州木雕工艺品的设计上，要更趋向于艺术品−即更精细、更美观。木鞋是荷兰服饰中

最著名的特点，泉州木雕生产商可以抓住荷兰人民的喜好，在木鞋的制作上，融入西

欧风格、雕刻 3D立体的细致人物，都能进一步开拓市场。可利用速卖通选品的方式，

大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查看出单量最多的国家和顾客群里，找到适合泉州木雕的市

场。通过借助自己工厂的资源，后期还可以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发展高定产品。 

 

4.2 引入年轻专业人才 

现今泉州木雕工厂管理人大多是中年人，他们思想已较落后于时代潮流，因而在

木雕的设计、制作上，更偏向于传统。B2C电子商城具有便捷这一大特点，为当代年

轻人所喜爱，当下天猫、淘宝、京东的发展，则是印证了这一点。自建大型的泉州木

雕服务、交易平台，积极引进各个泉州木雕厂加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其销量。

其次，加入年轻人设计师，使其利用电脑数控技术将年轻人的新思维、新看法与传统

木雕相结合，一方面让木雕形式更为新颖、提高销售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年轻人

对木雕的兴趣，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该行业，避免出现传承人年龄断层的问题，再者，

也可以提供就业岗位，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 

 

4.3 构建泉州木雕生态产业链 

泉州张坂木雕在 2013 年，打造了“张坂雕艺一条街”以及闽台雕艺文化创意园，

两者形成“前店后厂”模式，打造成有规划、有规模、有知名度的木雕专业市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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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坂木雕”品牌集体升级（海峡都市报，2013），并于 2014年正式开放。在这个现

有的雕艺文化园的基础上，泉州张坂木雕协会可以进一步促进优化发展，健全泉州木

雕工艺品市场管理，加快木雕企业的转型升级，搭建完善的泉州木雕生态产业链。 

 

4.3.1 搭建核心供应链管理综合平台 

泉州张坂木雕企业有 268家以上，规模企业 40多家，从业人员两万多人，但是

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缺少带动木雕行业发展的大企业；同时当下泉州木雕工艺品市

场繁杂混乱，应将整个木雕市场与木雕行业标准化、系统化（海峡都市报，2013）。

泉州张坂雕艺城应积极强化市场的产业支撑，系统推进木雕产业标准化、系统化的建

设，致力于木雕产业“定价、定标、定规”的行业标准建设，促进雕艺城市场由简单商

品输出向贸易规则、行业标准、贸易技术输出转变；同时基于“标准化、专业化、科

学化”的原则，提升市场服务管理。 

在优化市场服务管理方式上，泉州张坂雕艺城应积极探索建立木雕行业的监管

体系及采购商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建设核心供应链管理综合服务平台，由原来的简单

交易场所，向集信息发布、生产组织、贸易展示、物流配送、职能监管、中介服务于

一体的功能转变（中国发展网，2018）。专业市场平台的建设，可以带动泉州木雕产

业层次的全面提升，张坂木雕现存的厂房规模、人才吸附、品牌建设等瓶颈都可迎刃

而解。这一举措可为张坂雕艺城的市场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3.2 建立线上与线下结合的产品营销体系 

泉州木雕企业依旧采用“传统线下实体销售”的方式来推广与宣传产品，对于线

上的营销方式了解甚少；泉州木雕想要开拓更大的市场，就应该充分利用线上的销售

渠道。泉州张坂雕艺城应加快电商平台建设，建立一个线上的木雕工艺品交易平台，

充分发挥雕艺城实体市场的巨大优势，建设与有形市场功能相匹配的网上展示、交易

和商品配送等诚信保障体系，构建木雕家具、工艺品领域的权威电商平台（高菁，

2019）。 

 

4.3.3 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道路 

当下，文化创意时代正在到来，文创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对地方经济

将会起支撑作用；张坂雕艺作为中华一绝，既是工艺精品，又是一种文化创意，存在

巨大的内在价值提升空间，产业前景十分广阔。目前，泉州张坂木雕的主要产品还是

以佛像木雕、木雕家具、寺庙雕刻等为主，受众面小，不是大众消费者所会购买的产

品。因此，泉州张坂木雕应积极推进产业多元化的道路，在佛具用品、高档工艺品、

雕艺家居、文创产品等众多领域全面发力；同时要在巩固自身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发

展亮点产业，例如高档工艺品和中级工艺品等。目前，张坂拥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3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6人等众多大师资源，这些大师的工艺品作品都是行业亮点

（海峡都市报，2013）。 

 

4.4 拓宽与创新线上宣传方式 

线上的宣传方法主要有这几点：社交媒体营销、付费流量营销、行业社区营销、

意见领袖营销、Coupon及 Deal诱惑营销。泉州木雕在宣传这方面是十分薄弱的，甚

至于连泉州本地人对泉州木雕都不甚了解；没能让其他地区的人更深入了解泉州木

雕，购买的人当然也十分稀少。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来说，主要要从 Coupon及 Deal

诱惑营销方式下手。在电商平台建设后期，吸引部分泉州木雕工厂进来后，可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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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和销售商，推出比较吸引消费者的优惠券和折扣力度，并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可以先放低较多价格。当消费者购买质优价廉的泉州木雕产品后，便会将其推广

给身边的潜在客户，从而一带十、十带百，拉动入驻该电商平台的泉州木雕工厂的销

售量。 

 

4.5 推动物流管理的创新 

时至今日，大部分的企业工厂都是采用M2C供销模式。虽然该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加快物流速度，使得出口地的消费者更快地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在跨境电商

的贸易方式下，传统的M2C供销模式已经不适用。木雕制品对比起其他除铁之外的

制品，要笨重、庞大得多，大宗商品的物流运输成本高，运输时间长；并且木雕制品

以其精细著称，在运送、储存方面需要格外小心，防止碰伤等问题。因此为了推动泉

州木雕企业在跨境电商平台上更好地发展，必须要做好物流方面的管理，积极推动物

流企业、海外仓等依托实体网络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步伐，不断提升物流行业的发展

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王康，2020）；同时，泉州张坂木雕协会可以整合资源，在出

口地设置服务窗口，搭建海外仓储，为出口的企业从根本上解决物流运输的问题，为

泉州木雕企业转型跨境电商的发展做好支撑。 

 

4.6 发展便捷安全支付方式 

保障资金通道的安全是跨境电商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资金运输通道三天两头

出问题，会非常影响收款。第三方支付平台应当做好安全措施，不断提升支付的安全

性，首先要重视客户的信息安全，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其次，相关监管部门要提升

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力度，保障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打破第三方平台的

垄断优势，降低中小企业的交易费率，降低企业的成本，促进企业的对外发展（王康，

2020）。这些举措将有利于开拓泉州木雕的国际市场。 

 

5. 结语 

在新形势下，泉州木雕企业如何成功实现转型，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在

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泉州木雕正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黄金发展阶段。中国电子

商务行业的高速发展，在各级政府政策利好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应当加大对泉州张坂

木雕的政策扶持，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帮助泉州木雕转型，为泉州木雕的发展提供新路

径，多方共同助力泉州木雕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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