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里作为一个城镇，它如何

能在服饰产业“赛道”挣得一席之

地，成为中国童装之都？其服饰产

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产业链培育

的典型案例。

“织 里 ”因 织 造 业 兴 旺 而 得

名。20 世纪 80 年代，织里狮子桥

附近的农民每天都会用扁担挑着

大包小包，将自家缝制的绣花枕

套、儿童肚兜等小商品拿到街边

摆摊。1983 年，织里镇党委、镇政

府在沿河老街上搭建 36 个简易

棚，这也成为了日后织里童装市

场的前身。

步入 20世纪 90年代，织里童

装产业迎来了集聚爆发期。1992

年 8月，湖州市政府批准成立织里

经济开放区，给予织里镇很大的

发展自主权；1995 年 6 月，织里镇

被国家体改委等 11个部委列为全

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被

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这

两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掀起了织里

创业的第二波浪潮。

为了扶持经营户做大做强，

镇党委、镇政府在童装市场的专

业化上下足功夫。织里镇建立了

童装的专门市场——“中国织里

童装市场”。随着近千家商户入

驻，童装城一跃成为华东地区最

大的童装市场，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批发商到织里采购。同年，

“中国服装设计研究中心童装分

中心”成立，作为面向商户的服务

平台与研发中心，为其提供最前

沿、最具指导性的童装趋势信息。

经过 10余年的发展，“织里童

装”区域品牌开始在全国童装市

场叫响，织里的童装专业市场在

全国的优势地位确立。从 2008 年

开始，织里相继建设了“祺龙工业

园”“织里童装产业示范园区”等

园区，为优质童装企业的发展壮

大提供了良好空间，企业生产效

率大幅提升。

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

扩大，童装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

竞争激烈的“大市场、小品牌”问

题也越来越突出。面对新的发展

瓶颈，2013年，湖州市出台织里童

装培育壮大政策，鼓励企业创建

品牌。同年，织里镇投资 2000万元

打造中国织里童装设计中心，用

设计为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赋能加

力。2016年，织里镇被工业和信息

化部认定为“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建设试点地区”，“织里童装”在全

国的行业龙头地位已然确立。

如今，织里镇形成了从童装

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到面辅料

供应、物流仓储、品牌运营等相对

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中国规模最

大、分工协作最紧密、反应速度最

快的童装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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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服饰产业如何“出圈”
——株洲市产业链面面观之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产业链名片
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之后，服饰产业是株洲第二个总规模过千亿的产

业。2020 年，全市服饰产业实现总规模 1015.3 亿元，其主要“阵地”芦淞服饰市

场群占据总规模的 70%以上。株洲服饰产业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芦淞服饰

市场群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十大活力集群，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

拥有 38 家专业市场、1.7 万多家经营业主，辐射 20 多个省区、230 多个县市区，

相继获得全国十大服装批发市场、中国服饰名城、中国女裤名城等荣誉称号。

株 洲 芦 淞

市 场 群 里 也 成

长 了 一 批 有 名

的带货主播。

株 洲 全 媒

体记者易蓉/摄

“芦淞市场群里有 4000多个国

内外知名品牌，却鲜有属于自己的

品牌，怎么突围？”多年来，株洲服

饰产业缺少自主品牌的难题，也曾

困扰深圳服饰产业多年。

深圳服饰产业崛起于对外加

工出口。彼时，40万从业人员，1000

多家服装企业，100 多个国际品牌

在深圳加工，靠“三来一补”“贴牌

生产”起家，利润微薄，服饰产业发

展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

深圳市政府和协会将之视为

创意时尚产业，加以扶持。而自主

创新是时尚产业的灵魂，是构建硬

核竞争力的关键。

多年来，深圳市政府制定政策

鼓励企业“内外销同时并行”“以设

计为灵魂，以品牌为生命，以市场为

导向”，积极推动企业自创品牌和名

牌产品。通过融资、海关、税收等各

方面给予服装企业以政策支持。

2008 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

市 女 装 产 业 区 域 品 牌 2008 年 至

2012 年发展总体规划》，对深圳着

力打造“时尚女装品牌之都”未来

五年进行了详细的规划；2015 年，

在深圳市政府主导下，深圳时装周

应运而生，一举终结了深圳时尚业

“有产业、无专业时装周”的历史；

2020 年，《深圳市时尚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年）》出

台，并配套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

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措施》，现

代时尚产业是深圳的“20+7”产业

集群中重点推动的产业集群之一；

2022 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培育发

展 现 代 时 尚 产 业 集 群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年）》。

为推动服装产业加快创新步

伐，深圳市政府筹建了深圳市服装

研究中心和大浪服装产业集聚基

地。如今，大浪时尚小镇已成为时

尚创意产业的聚集地之一，这里举

办了 10 届“大浪杯”中国女装设计

大赛，发现了很多年轻的优秀服装

设计师。

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深

圳服饰企业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越

来越重视“创新”“创意”，向“微笑

曲线”两端延伸，一方面向创新要

竞争力，75%以上的深圳服装企业

将销售额的 5%至 15%作为设计、创

新、研发经费；另一方面向品牌要

效益，积极建设品牌文化，打造品

牌知名度、美誉度，涌现出一大批

全国知名品牌，部分企业通过资本

运作跨国并购了国际品牌，在国外

开设专卖店和研发中心，聘请国际

知名时装设计师合作。

用“传统优势”＋“原创设计”，

深圳涌现出了玛斯菲尔、马天奴、

影儿等一批全国知名品牌。经过多

年发展，以女装为代表的深圳服装

产业，已经从最初的优势传统产业

成功过渡到如今高设计含量、高附

加值的时尚创意型产业。

从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智见

从 占 据 天 时 地 利 人 和 的 省

会、沿海一线城市，再到谋篇布局

数十载的知名小镇，他们都在服

饰产业“赛道”上竞相争逐。如何

从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在未来

的中国服饰产业版图上拥有一席

之地，是株洲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株洲有自己的优势，曾经拥

有“南株北郑”的交通枢纽地位和

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但

进入互联网时代，城市之间的空

间距离所带来的优势逐渐被弱化

甚至填平；与“中国服装第一街”

杭州四季青、“中国男装之都”宁

波、“中国时尚之都”深圳“硬刚”，

株洲恐怕拼不过，要想“出圈”，得

另寻他径。必须拥有自己的特色。

文 化 力 量 总 是 最 长 久 最 深

远。

在笔者看来，纺织服装产业

不仅是制造业，更是时尚产业、文

化产业。服饰产业为株洲带来的

不仅是经济价值，背后的文化内

涵同样值得挖掘。深入挖掘湖湘

服饰文化中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味

道，将其融入到服装产业中去，推

进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发

展的同时，让附着在潮流中的地

域文化、价值归属得到表达，让株

洲服装品牌成为品质和潮流的引

领者，这不仅关系到株洲纺织服

装产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成功转型，也为全市的品牌战略

建设打开了新思路。

核心
提示

“衣食住行”，
在老百姓的购物清单

中，“衣”是排在第一的消费热点。服
饰产业也成为众多城市竞相布局和追逐的热门“赛道”。

株洲亦摩拳擦掌。站在中南地区最大服装集散地的“高起点”上，立足优势，抢抓机
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品质品牌，致力续写“芦淞衣，天下服”的传奇。

以他人为镜，方能知己长短。本期，我们选取深圳、杭州、宁波与湖州织里，从市场
转型、品牌、智造、政府主导四个维度“对症下药”，以期为株洲带来借鉴与启发。

芦淞市场群一隅。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震 摄

杭州：

与株洲类似，杭州的服饰产业也是从一个市场开始的，

这个市场就是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以下简称四季青）。

与株洲芦淞市场群的“出身”相仿，四季青也是全国服装

批发与流通市场，包括意法服饰城、苏杭首站女装市场、老市

场、新杭派、之江女装等，从传统服装集散市场到最初的 B2B

网站、“摩街”App，再到现在的淘宝直播服务商，四季青在电

商浪潮冲击下，一直在顽强地进行着创新，不断转型升级，跟

上时代的步伐，才成为如今淘宝网红们最主要的拿货地。

如今，在四季青的“输送”和孕育下，杭州女装产业迅速

“出圈”，享誉业界。

上世纪 90年代的中国，没有电

商，也没有直播。全国服装行业集

散流通的最重要平台，就是各地的

大型服装批发市场，以女装占据

90%以上份额的四季青服装市场，

成为杭州服饰产业的崛起地。

在经历传统市场的黄金发展

期后，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人们的

消费习惯一夜之间开始转变。和其

他传统批发市场一样，四季青也开

始面临困境，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线

上探索。

2002年起，它联手德国贝塔斯

曼集团欧维特中国推出了四季青

B2B 信息平台；2004 年，把“四季青

服装网”B2B 信息平台与四季青企

业管理后台，整合为四季青门户；

2006年，“四季青服装网”交易平台

上线；2008 年，阿里旗下 1688.com

找到四季青进行合作，成立四季青

网络公司；2015 年，网红女装席卷

全国，杭州网红店占了全国 7 成以

上比例，而其店主与老板 90%都来

自四季青地区；2016 年，四季青的

成交额达到 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占 到 杭 州 GDP 的 50% 以 上 ；2017

年，阿里参谋长曾鸣在四季青商户

们的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上提出了

B2B 的概念，随后，一大批基于 B2B

的创业公司兴起。

在蹚过了各种“坑”之后，四季

青最终选择放弃电商前端业务，确

定了供应链服务商的角色，找到了

符合这个传统服装集散市场在电

商时代的生存路径。

“风口一直在变，也许今年变

的是直播，明年变的是短视频，后

年变的是其他，但是市场永远缺少

优质的供应商，而这个恰恰是四季

青的核心优势。”四季青网络公司

副总经理章天翔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一门心思做好线下产品的研发

与生产，自然会有优质的线上渠道

方、淘宝店会去找他们下订单、贴

牌、拿货。

与此同时，杭州市政府也先后

出台政策，大力支持杭州女装产业

发展，将女装产业列为重点推进项

目。为了更好地组织、协调此项工

作，杭州市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杭

州市女装发展领导小组”，为减少疫

情影响，还部署了“云上四季青”纾

困工作，实施“全网达人云带货”帮

扶行动、打造“云上四季青”纾困行

动品牌、中国服装第一街声量行动、

杭派服饰跨境零售助推行动。

经过服装专业市场、网络科技

等产业的成功积淀，四季青形成了

以“实体市场+电子商务”相融合的

创新型商业模型，一个拥有 3250多

万家网商、海量信息和交易量的充

满想象力的大市场。

“实体市场+电子商务”
带动市场转型升级1.

产业链名片

2. 深圳：创立自主品牌
占据产业“高地”

产业链名片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贴牌生产工厂集合地，到中国时装业

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用自主创新完成了服装行业从“深

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涅槃。

作为当下中国时装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截止 2019 年，

深圳服装行业实现销售总额 2600 多亿元，占全国销售总额的

10%，产业规模全国第一；深圳服装品牌在全国大中城市一线

高端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深圳服装业

拥有 2500 多家品牌企业，其中 90%以上是自有品牌，超 200 多

个深圳品牌和设计师亮相国际顶尖时尚秀场，品牌数量位居

国内城市第一；有 10 家品牌服饰企业成功上市，上市服饰企

业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3. 宁波：“智造”为产业赋能

“宁波装，妆天下”。宁波是全国最重要的服装产业基地

之一，中国男装之都。目前，宁波拥有规上服装企业 800 多

家，包括雅戈尔、博洋、太平鸟、罗蒙、狮丹努、翊川服装等众

多知名企业。去年，宁波时尚服装纺织产业产值超 1300 亿

元，增加值 256.7亿元，同比增长 9.7%。

随着全球消费升级与疫情刺激，为在数字时代获得更

大的竞争力，宁波用智能制造突破发展瓶颈。

产业链名片

在疫情反复、网红经济、国货

崛起、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

下，服装产业正面临巨大变局。株

洲如是，宁波亦如是。

在此背景下，宁波服装产业

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

在设计端，宁波服装产业严

重缺乏新的设计力量补充，相较

杭州、广州，宁波的设计师集聚度

十分低。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宁

波服装产业外贸依存度极高，长

期的简单生产导致“宁波装”的自

主设计能力偏低。

在原料端，由于劳动力、土地

和碳指标的制约，宁波服装产业

升级，无法承载大体量的印染、纺

织行业，面辅料的制造供应必然

需要与全国甚至全球市场联动循

环。同时，宁波本土的功能面料、

科技面料研发生产能力也与美

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相去甚远。许多企业需要依赖杜

邦、旭化成、LG等跨国企业提供重

要材料。

生 产 制 造 原 本 是 宁 波 的 强

项，但由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迅

速上升，数字化成为目前宁波服

装企业的唯一出路。

服装产业是高离散度的非标

轻工业，如何实现快速定制、智能制

造、协同生产，以及提高整体生产水

平，是“宁波装”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销售端，由于外向型的产

业结构，宁波企业在切入内贸市

场以及适应网红经济、国货经济

的能力也严重不足。

针对诸多瓶颈，宁波用“服装

产业大脑”一一破解。

“服装产业大脑”由宁波市政

府和中国联通宁波市分公司合作

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服装产

业大脑”可对服装产业的设计、供

应链管理、生产制造、销售到品牌

运营的全生命周期进行提升。

在设计端，产业大脑引入全

国优质的企业设计资源和设计师

资源，形成一个设计交易平台，并

利用区块链技术对平台上的版权

数据进行保护。

同时，利用 3D 量体技术和元

宇宙技术，设计师的方案能快速

在元宇宙世界呈现；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服装企业可以在虚拟世

界开展一场场走秀……让“宁波

装”从设计到定版的时间大大缩

短。

在供应链端，宁波的“服装产

业大脑”通过与绍兴的“面料产业

大脑”、兰溪的“印染产业大脑”联

动，并引入搜布、壹布等交易平

台，实现面辅料的线上对接交易，

盘活全省乃至全国的服装供应链

资源。

在生产制造领域，“服装产业

大脑”引入蓝卓工业互联网平台

作为底层平台，帮助企业进一步

实现数字化改造。如雅戈尔这种

在 全 国 都 有 生 产 基 地 的 企 业 ，

“5G+工业互联网”的模式可以实

现跨时空的协同生产。

在销售端，产业大脑也可帮

助宁波服装企业取得订单，特别

是杭州、深圳等城市的网红款订

单和高端定制订单。这些订单需

要快速反应，但利润很高。同时，

通过服装企业的物联数据，能够

实现宁波服装企业的产能共享，

组成一个联合体去接一些订单。

“服装产业大脑”还能帮助企

业建立“画像”，就像淘宝的“猜你

喜欢”功能一样，助力企业接触更

多客户。

目前，“服装产业大脑”已集聚

各类App80多个、生态伙伴50个。

4. 政府主导
培育产业发展湖州：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中国最大童装生产基地。从这里

销售出去的童装，占到中国国内市场半壁江山，有着“时装

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誉。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全镇共有童装生产企业 1.3 万

家，童装电商企业 8700 余家，年产童装 14 亿件（套），年销售

额达 550 亿元，占据国内童装市场的 50%，是继柯桥中国轻

纺城、海宁中国皮革城后的又一知名特色服饰产业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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