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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王翔鹏接过父辈的“接力棒”，以自己
的方式努力拼搏，在行业崭露头角。10年后，他在
行业同仁的灼灼目光下，接过引领制伞业发展的重
担，接受新一轮考验与挑战。

在王翔鹏的规划下，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将依
托旗下伞都工贸公司，开展一系列经营活动，一方
面实现协会自我造血能力，另一方面持续为行业提
供有效的服务。比如，原辅材料的集中采购，将有
效降低行业中小企业的采购成本，进一步规范原材
料市场秩序；与此同时，推动银企对接帮助伞业企
业克服资金流动困难，应对严峻的疫情及经济形
势，渡过发展难关。

“近几年来，晋江制伞业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不
断提高，在国内雨具用品市场中，晋江占有三分之
一的比重。”王翔鹏对记者说，自开收以及玻璃纤维
这两款产品投入市场后，晋江制伞业在国内市场的
优势越来越明显。他认为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还可
以进一步增加，而且还可做大产业的体量。

在他看来，丰富雨具产品品类，是壮大产业的
一个重要方式。因此，在伞都工贸公司的运营下，
电商产业馆正在加紧内部装修，届时将面向全国，
针对晴雨伞、五折伞全产业链、沙滩伞、雨衣雨鞋等
相关户外雨具用品进行招商，从而对晋江制伞业的
产业链进行补链。与此同时，有意向在玻璃纤维的
原材料方面进行投资。

“电商产业馆将打造成晋江东石‘中国伞都’对
外的一个窗口，以此为抓手，集合全国制伞业全产
业链资源，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助力行业企
业拓展渠道，做大市场。”王翔鹏说。

据介绍，电商产业馆除了线下展厅之外，还设
有电商直播间，协会将以此搭建网络直播基地及选
品平台。场馆建成并招引伞企进馆陈列后，将以抱
团入驻的方式对接阿里巴巴 1688等平台。同时，
加强与相关会展商联系，定期举办晴雨伞展会，提
升晋江伞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目前晋江制伞业的体量已超百亿，我对行业
再创百亿充满信心。”王翔鹏表示，池大鱼才会大，
通过做大国内市场、丰富产品品类、引进五折伞全
产业链以及玻璃纤维原材料投资等举措，推进晋江
制伞业跨越发展。

王翔鹏
坚守本业
不跟风

本报记者 曾小凤 董严军 文图

近日，晋江市伞业行业协
会成立，福建优安纳伞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翔鹏就任
会长。这位放弃舒适区，毅然
投身父辈实业的“创二代”，走
上属于他们的奋斗舞台。40
年来，全产业链“晋江造”的晋
江制伞业，产值已超百亿。站
在新起点上，王翔鹏认为只有
坚守本业，不追不适合自己的
风口，才能带领行业再创第二
个百亿。

伴随着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的成立，王翔鹏深
感肩上的担子重了，他思考着协会该如何开展丰富
有效的会员服务工作，发挥好协会在上下游企业中
增值共赢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一天夜里，已是凌晨零点，王翔鹏写完了协会接
下来的工作方向及运营思路的最后一页PPT，以备
第二天上午召开第一次会长工作会议，探讨协会的
工作计划，以及行业发展形势、集采平台创建、行业
扶持政策、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几天后他又组
织召开玻璃纤维材料发展研讨会，讨论如何进一步
推动玻璃纤维材料的发展。

在协会成立前半个月，王翔鹏百忙之中连续召
开两次协会的会议，针对性地对行业急需解决的问
题进行研讨。接下来，他准备召集行业设备商开会，
研讨如何推进行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雷厉风行、马不停蹄，一向是他的工作作风。而
提前谋划，擅长做决策，是他的企业制胜的法宝。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着他不断向前。
他站在父辈的肩膀上，带领优安纳伞业在销售、管理
和生产方式上实现了多个突破；他坚守实业，又大胆
主动地冲在行业发展的前列；他脚踏实地做事，又果
断创新变革。相信晋江制伞业在他的带领下，将焕
发新机再创百亿辉煌。

雷厉风行 锐意变革

2012年，王翔鹏在英国就读金融专业即
将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那就是
找一个对口的单位先就业，还是回到家乡接
过父亲创办的企业，把它发扬光大？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王翔鹏与他的父亲
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的父亲很开明，并没有
要求他一定要回到自己的企业，而是尊重他
的选择。“如果你能学以致用，在自己的专业
领域有所建树，我也很开心。”王翔鹏的父亲
对他说，接班不是他的唯一选择，企业经营可
以请职业经理人。

“金融是很有前景，但我对实业更有信
心，我想到自己家的公司锻炼。”王翔鹏说。

类似的交谈有过多次，王翔鹏终于说服父
亲让自己成为一名制伞人。他从销售做起，逐
渐打开国内市场，并很快接手了海外团队。

“能够很快适应并扎根下来，一方面是从
小耳濡目染父母的艰辛付出，对他们艰苦奋
斗的过程感同身受；另一方面，我坚信实业一
定有未来，民营企业大有可为。”王翔鹏跟记
者聊起了自己与制伞业难以割舍的情分。

可以说，王翔鹏是在制伞车间里“泡”大
的。父亲每天忙着拉材料送货，母亲则经常
把他带到车间边干活边看着他，他玩累了就
直接睡在车间的纸箱里。他渐渐长大，父亲
的公司也发展起来了，他对伞具的生产流程、
父母苦心经营的企业了然于心。他知道这家
企业是父亲精心呵护的另外一个儿子，而它
也像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因此，当年王翔鹏
选择回国接过父亲的事业。

熟悉了销售业务之后的王翔鹏，慢慢接
手整个企业的管理。他为了改变展会上被动
接单的局面，在行业中较早引入工业设计，从
产品开发的源头对接客户需求。他从终端消
费者需求出发，精简不同材料及规格的组合，
开发的产品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赢得了客户的
青睐。自此之后，公司解决了材料、结构繁多
等导致成品价格多样的痛点，产品的报价和
业务人员的操作简单了，利润空间也比以前
更大了。

就这样，王翔鹏一方面坚守实业，
一方面针对行业的痛点求变创新。
2018年，在传统行业往智能制造方向发
展的重要转型期，王翔鹏牵头成立制伞
业首个科技创新中心——海峡（晋江）
伞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行业“智库”。
据悉，去年这一平台促成技术转移额超
3000万元。

2020年疫情期间，优安纳也没有停
止创新的步伐。王翔鹏带领公司科研人
员自主研发的伞布自动化轧边装置，成
为晋江市唯一一个在科技部立项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目前，这一设备已
投入使用。该项目通过技术改良，用压
边这种新的生产工艺，完全替代了传统
缝纫的针线，生产效率更高，成品率也很
高，节省30%人工成本。现在，优安纳还

有多个科技创新项目正在进行中。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优安纳还参

与制伞业首家智能工厂的创立。该项
目将伞中棒装配过程中的 10多个繁杂
手工工序完全用机器替代，一条线替代
八九名工人的工作量，可以全天候生
产，节省90%以上用工。

在王翔鹏看来，数字化是当下及未
来行业发展的新动能，因此，他持续多
年在设备智能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也牵头成立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希望通
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及行业
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王翔鹏接手的第 10 个年
头，这些年，他也曾面临不少走捷径赚
钱的诱惑。在他的办公室里，时常会看
到有人拿着平板，给他讲股票、讲各种

投资，在微信群里每天都有各种推荐，
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即使在股票大
火的那些时候，面对不断有人给他推荐
的信息，以及传来的各种“造富神话”，
他愣是没买一只股票。

“在大家为财富疯狂的时候，我感
觉这也是一种危机。获利的方式太简
单，我就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王翔
鹏说，他也曾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
确。但无数次的自我怀疑和深思之后，
他再次坚定自己的选择。

王翔鹏告诉记者，这些年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他始终心怀敬畏之
心。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在能力、资源、资金、阅历都具备的条件
下，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并不一定非得
追不适合自己的风口。

留学归来 投身制伞业

不追风口 坚守实业

强链补链 再创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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