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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濰坊唐郚鎮出口訂單排到5月份 部分企業擬增生產線

唐郚鎮位於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南部，是一個因結他而聞名中
外的特色產業小鎮，被譽為「中國電聲樂器基地」。難以想

像，這個人口不足十萬人的小鎮，卻擁有108家樂器生產及樂器
配件加工企業，其中22家有進出口資質，各類從業人員5,000餘
人，樂器產品包括電結他、電貝斯、木結他、木貝斯、烏克麗
麗、班卓、曼陀鈴、樂器配件等八大類近400個花色品種。

小鎮主營業務年收入十億元
據昌樂縣樂器行業協會總支書記玄海雲介紹，唐郚鎮年產各類
樂器成品200萬把、樂器配件400萬套，主營業務年收入達到十億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電結他產量佔據全國的40%左右。
「我們這裏的產品出口率在80%以上，主要銷往美國、英國、法
國、德國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近外貿形勢特別好，訂單已排到
了今年5月份，一些企業正在考慮增加生產線……」

「洋總監」質檢助產品對標國際
一把把結他，把唐郚鎮與世界連在了一起。
一個偶然的機會，來自阿根廷的樂手朱利安．加西亞在網上購
買了一件產自濰坊唐郚的電結他，收貨之後發現質量非常不錯，
便對這個小鎮充滿了好奇。如今，他已成為昌韻達樂器的質量總
監。
「一個小城鎮生產的樂器質量如此之好，而且大多數工人都是
農民，是鎮上的農民朋友們，他們學會了如何製作樂器，這真的
很神奇。」加西亞在接受採訪時對媒體表示。
加西亞是一名貝斯手，在南美地區小有名氣。他在昌韻達的主
要職責是對產品的質量進行把關，不管是外觀還是音色，這裏生
產的每一把結他在出廠前都會請他過來「質檢」。他會根據國際
市場的特點以及國際樂手的演奏習慣，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昌
韻達樂器創始人張建軍認為，這些建議不僅有助於公司產品的質
量提升，對於產品走向國際亦起到積極作用。

擬建東南亞海外倉拓市場
昌韻達樂器成立於2012年。在此之前，張建軍在鎮上一家韓資
樂器企業跑運輸。公司剛剛成立時，廠房裏只有十幾個工人，幾
間閒屋和簡單的工具。經過12年的發展，公司已擁有兩個廠區，
五條電結他和電貝司生產線，在打磨、拋光、組裝、調音等各項
工序上都配備專業的「手藝人」，年銷售額近6,000萬元。
張建軍認為，昌韻達樂器發展的黃金期是疫情以後。最難的則

是疫情期間，「那時候不敢動彈，到美國的訂單走海運沒有貨
櫃，困在家裏出不去。2021年開始，買賣開始變好，從2022年下
半年起國外訂單越來越多。目前公司的產品主要是銷往歐美，未
來我們將主攻東南亞市場。今年計劃在東南亞設立多個海外
倉。」
「疫情之後東南亞經濟恢復比較好，現在發展比較快，消費習

慣跟歐美相似，消費力
也比較強，所以東南亞
市場今後會是一個重
點。」昌韻達樂器總經
理張隆綱表示。和父親
張建軍等老一輩創業者
理念有所不同，張隆綱
更提倡走出去和做大自
主品牌。在他看來，雖
然唐郚作為電聲樂器的
產業基地，確實有很多
客戶主動找上門，但相
比之下利潤太低，一直在家等客戶顯然已跟不上時代的發展。

正打造自己的結他品牌
目前昌韻達主要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貿易，線上

借力阿里巴巴、京東、亞馬遜等電商平台以及抖音直播的方式
進行深度營銷，線下則做工廠體驗店，形成了一套線上線下完
備的立體營銷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昌韻達正在打造自己的結
他品牌「KRAIT」「ZLG」，改變以往全部代加工的局面。
在唐郚鎮，像張隆綱這樣的「企二代」們正在成長。

產品八成銷海外

板材挑選、切割成型、拉裝弦

線……忙到農曆新年前，山東省濰

坊市昌樂縣唐郚鎮的昌韻達樂器有

限公司的員工短暫休息了幾天，農

曆正月初六又開啟繁忙的新一輪生

產。

「疫情以後公司產品出口連年增

長，去年出口電結他等樂器 15萬

把，2024年的訂單已經排到了五六

月份，預計全年可達20萬把。」昌

韻達樂器有限公司創始人張建軍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殷江宏、胡臥龍山東濰坊報道

和昌韻達一樣，越來越多的樂器企業在發展過程
中意識到品牌的重要性，雅特樂器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來，雅特樂器系列產品尤其高端定製款日益受
到海外消費者的認可。

「這把售價十萬元（人民幣，下同）的電貝司，是我們為日本
的一位著名音樂人量身定製的；這款電結他使用了中國的非遺大
漆工藝，已被格萊美博物館列入收藏紀錄……」在雅特樂器的展
廳裏，公司品牌創始人趙衛國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為外國客戶
定製的高端樂器。

多年來，雅特樂器一直堅持打造自主品牌，而且走的是中高端
路線。「沒有品牌的結他在國際展會上往往很難引人注意，即使
他們有與知名品牌相同的質量。」趙衛國說，在雅特，三五千元
一把的是普通低端款，高端產品售價基本上在一兩萬元左右，定
製款價格會更高。

八大工序精雕細琢
一把電結他70%以上需要手工製作。一般情況下，需要八大

工序，每道大工序又有二三十道小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精雕細
琢。「在製作之前我們會詳細了解客戶的需求、愛好甚至是演奏
習慣。我們一般用翻譯軟件和老外交流，溝通起來十分方便。」
趙衛國說，每一把琴，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做一個相對高端的
琴，在我們這裏要45天左右，時間最長的用了兩年。」

據其介紹，雅特樂器還與中央美院等高校合作，把中國傳統文
化元素融入電結他的製作過程，比如中國五行元素、非遺大漆工
藝等，深受海外客戶喜愛。

探索國際售後渠道
「雅特自2020年開始投放國際市場以來銷量連年遞增。當時

國內市場因疫情處於一種癱瘓狀態，但我們在國際市場銷售量非
常好，首年出口佔比就達到40%，到了2022年國內國際市場已經
對半。剛剛結束的2023年出口量更達到60%，產品覆蓋了全球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趙衛國表示，2024 年將會拓寬銷售平
台，通過分銷等方式擴大品牌的全球佔有率。

「我們的產品在亞太地區是終身免費維修和保養的。目前公司
正在探索一種國際售後渠道，通過與高校合作進行結他製造、維
修、保養以及彈奏課程培訓。在這裏畢業的學員，我們將會把他
們輸送到相關國家進行售後服務。」趙衛國透露，公司正在研發
一種電子音樂智能結他，「不管你會不會彈琴，只要你的手按在
琴上，所有美好的音樂就會通過雲端展示給大家。我覺得未來只
要有互聯網的地方，有喜歡音樂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我們的產品
所在，我們也在不斷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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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鋤頭種地，放下鋤頭製琴」唐郚鎮的製琴工人，
大部分是當地的農民。在昌韻達樂器負責組裝琴弦的秦女
士，月薪六七千元人民幣，工作不累，還不耽誤幹農活，
是村裏很多小姐妹羨慕的對象。
唐郚鎮樂器產業發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的唐郚公
社依託來自青島師範學院的知青姚文珊教授，創辦了昌樂
縣樂器廠，主要生產小提琴、月琴、京胡等樂器。到九十
年代初，中韓合資企業山東繆斯樂器公司落戶唐郚，成為
昌樂縣最早的合資企業之一。1997年，為了擴大產業規
模，唐郚鎮籌建了自己的樂器企業百靈樂器廠。在此期
間，為學手藝，唐郚樂器廠先後派四批人去韓國學習結他
製作技術，越來越多的唐郚農民學會了結他的相關工藝。
在幾家企業的帶動下，不少技術骨幹紛紛單幹，一批小型
樂器企業在唐郚迅速開枝散葉，逐步發展壯大至現在的規

模。還有一些在外地的製琴人、音樂人返鄉，創立自己的
工作室。多年來，唐郚人通過和專業音樂人合作，為歐美
企業做代加工，進一步掌握高品質產品的生產技術，在面
板選材、製作工藝、音質音色等各方面，均已達到國際一
流水平。走進唐郚佔地120畝的樂器產業園，道路兩旁的標
牌上，一排排都是樂器企業的名稱。
2022年，「唐郚結他」區域公用品牌正式發布，供協會

企業免費使用，實現了從貼牌代工生產、B2B貿易形式向自
有品牌生產、B2C貿易形式的轉變。面對新時代網絡化、電
商化、信息化發展趨勢。唐郚鎮引入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綜
合試驗區，為樂器企業免費提供「海關、稅務、外匯、國
檢、工商、物流」等服務；在歐美等13個國家設立代理商
21家，建立海外倉48個；每月邀請跨境電商講師進行跨境
電商知識培訓，農家小院裏不斷迎來國際大單。

引跨境電商試驗區 免費提供物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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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特稿

◆昌韻達樂器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工人正在製作結他。

◆◆張建軍展示公司張建軍展示公司
車間生產的結他車間生產的結他。。

◆阿根廷樂手朱利安·加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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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他小鎮結他小鎮

◆外國友人參觀昌樂縣唐郚鎮的結他展廳。

掃碼看片

◆昌樂百靈樂器生產的六頭結他

◆張建軍展示公司車間生產的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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