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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产业，可以成为“支点”
易蓉

“芦淞衣”
缺一颗“纽扣”

——株洲服饰产业调查系列报道之面辅料篇

作为株洲第二个产值过千亿产业，今年的服饰产业“开门见喜”。
1月，来自杭州的意法时尚中心入驻株洲并隆重开业；2月，湖南服博会在株洲开幕，自

2017年始，至今已是第五届，一直在株洲举办；3月，株洲原创设计力量崭露头角，“素白”
第三次登上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后疫情时代，株洲服饰产业迎来“盛态”，向好而行。

跳出“成绩”，从整体上审视株洲服饰产业，它在布辅料、洗水等环节仍有待完善之处。
要“强链”，先“补链”，本报记者贯彻落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寻找服饰产业仍需发力之处，
剖析背后成因，提出解题思路，特推出《株洲服饰产业调查系列报道》。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我要的是金属铜制的雕花纽扣，但这里好像没有。”

服装设计师小白，在株洲的各个面辅料市场转了一圈后，

发现偌大的株洲服饰产业群，竟然找不到一颗合适的“纽

扣”。

小白的“疑惑”，或许正是株洲服饰产业的薄弱环节所

在。近日，记者走访调查中发现，“芦淞衣”在成为“天下服”

的路上，缺的不只是一颗纽扣。

难寻的“纽扣”
“我们设计师在株洲找不到一颗想要纽扣，株洲面辅料配

套是薄弱环节。”4 月 6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卫安调研芦

淞区多个服饰企业，株洲意法时尚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曾发出感

叹。

株洲意法时尚中心，这个带着杭州批发市场 5.0 版本先进管理

经验而来，集原创品牌孵化基地、研发设计中心、原创设计师工作

室、电商直播供货基地等多元服饰配套及商业配套于一体的服装市

场，目前已汇聚了一批设计师。

只是缺那颗纽扣吗？纽扣只是“一角”，“暴露”的是株洲服饰产业

链上面辅料环节薄弱的现状。

扎根本土多年的株洲服饰企业感受更深。

今年 3 月，株洲原创设计师品牌“素白”再次登上北京中国国际时装

周，一经亮相，再次惊艳四座，让大家发现“原来株洲服饰设计这么有实

力”。但正是这样一个以传统工艺为基础，集服装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

有创新理念的原创设计师品牌，模特身上的衣服所采用的面辅料却大多来

自外地。

“舍近求远是不得已。”素白总经理马天文告诉记者，“素白”所需布料主

要是麻、丝等纤维类面料，早在“素白”创立之初，他们想着依傍芦淞市场群这

个“大山”，面辅料就能手到擒来。但在株洲面辅料市场转了个遍后，却发现竟

然没有“素白”所需要的麻、丝。至今，“素白”的布辅料都从千里之外的绍兴柯

桥、广州中大城购入，只有少量的基本款纽扣，从本地采购。

不只是“素白”，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株洲服饰产业的多家知名服饰品

牌，它们所需的布辅料绝大部分都从外地采购。

株洲是缺面辅料市场吗？并不缺。位于芦淞市场群附近的株洲九天布辅料市

场，便是目前株洲最大的布辅料市场。2 层楼共计 2 万平方米的布辅料市场里，有

近 700 户商家，除面料外，纽扣、拉链、花边、吊牌、商标等搭配件，种类成百上

千，但都是中低档产品加工所需的基本款。

“你这里有 YKK 拉链吗？”“我这里没有 YKK 拉链，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

以从广州那边想办法调货。”一位卖拉链的商户告诉记者，“株洲这边多是拿

货隐形拉链、塑料拉链等中低档产品。

作为服饰产业的上游环节，布辅料市场供给主要跟着下游客户的

需求走。“目前，我们市场的面辅料主要供应合泰加工厂，我们也想‘提

档升级’做高档货，想供应品牌商，但目前的株洲服饰品牌生态并未

成林，规模不够，株洲面辅料市场属三批市场，他们的源头商大多来

自江浙、广东一带，自身的定价空间就不大，市场不可能为了个别

品牌而进购高档布辅料，风险大也吃不饱。”九天布辅料市场相关

负责人表示。

“薄弱”的布辅料环节
但一颗纽扣、一条拉链，对株洲服饰产业影响究竟有多

大？品牌、设计、市场升级，这不才是株洲服饰产业聚焦的重

点环节吗？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缺少了辅料业的配合，服装业这个

“大哥”难以发挥作用。辅料产品虽小，却足以反映出整个纺

织行业的总体趋势。小小的拉链会集中了 3 万多项专利，包

含着技术、设计等诸多方面。而衬布、纽扣等辅料是服装的

骨架、眼睛，它们决定着服装品质的高低，对提高服装的档

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纽扣为例，不饱和树脂纽扣色彩富于变化，仿真性

强，理化性能优良；尿素纽扣的花纹能与各种牛角纹、木纹

相媲美，而且硬度高、耐磨性好、耐干洗、耐紫外线；自然珍

品贝壳纽扣，取材于海水及淡水珍珠贝壳，富有创意……这

些代表服装细节的产品，都蕴藏着高端科技含量和先进的

设计理念，对服饰产业起着画龙点睛作用。

“品牌、设计、市场升级环环相扣，面辅料恰恰是这一切

的源头环节。”芦淞区商务局局长杨虎坦言。

在他看来，株洲服饰产业走“品牌”之路的思路是对的，

但品牌需要设计力量，设计力量来自设计人才，设计师们需要

用到各种面辅料才能有研发产出，不然也只能“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每届的湖南服博会上的“重头戏”——湖南原创服装设计

师大赛都成为我市“揽人才”的途径之一，这些设计师都是年轻

新锐，他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展示平台，株洲需要年轻设计人才，这

是一场双向奔赴。

“好不容易培育出一些品牌、吸引一批设计师，但他们来了之后

发现，在这个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着力打造品牌的城市，

竟然找不到一颗想要的纽扣、一条拉链，没有能足够的面辅料配套能

力，如何留才，更何谈服饰产业品牌之路。”服饰（纺织）产业链副链长包

慧婷说。

株洲面辅料环节的薄弱，严重制约着下游的发展。

“补链”的两个思路
株洲布辅料环节品类不足、档次偏低，产业的“短板”，也就是改革

中的“痛点”，要“强链”，先“补链”。

一个“面料图书馆”的思路已在酝酿。

目前，在广州、杭州等地都已有此类图书馆，所谓“面料图书馆”，是

一个材料设计和研发的中心，面料馆除提供书刊阅览、非库本图书外借

服务外，里面可陈设数千余卷布料，每款样品上都设有对应的二维码，

扫一扫，会跳出成分、规格等信息，便于查询使用。读者还可通过手机端

下载软件，了解面料料卡的成分、性能等特点，也可直接下单购买或借

阅；为方便读者充分利用资源，面料馆还配备有多种设备，如多台苹果

电脑及 PC 机，用于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及 FDC 面料图书馆官方网站，

通过三维试衣系统软件展示面料料卡的成衣效果；专业显微镜，用于观

察面料细节；移动电子屏，供教师上课及小组学习研讨等。

据介绍，一个面料图书馆面积也许只有几千平方米，但其产业服务

能力却相当于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平方米的传统面料批发市场，设计师

通过这个图书馆，可以一站式实现找料打样、制版订货、智能制造等产

业需求。

“我们已与北京服装学院接洽，希望能够达成合作，为株洲打造一

个‘面料图书馆’，提升面辅料环节的配套能力。”芦淞区商务局局长杨

虎表示，另一个“补链”思路，则是引导市场群划行规市，打造一个类似

广州中大国际轻纺城、绍兴柯桥轻纺城那样的大型综合面辅料市场。

他山之石

绍兴柯桥轻纺城：
了“布”起的中国轻纺城

世界纺织在中国，中国纺织在柯桥，柯桥的中国轻纺城，

用一块布起家，成功成为全国首个冠名“中国”的专业市场，

其实纺织面料的终端只不过是其他行业的底端，如服饰行

业的原料最重要的都是面料。在现今中国还以服饰为主的纺

织服饰产业链中，服饰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柯桥在这方面就

占尽优势，受益于浙江印染布产量占全国 60%，且周边上海、

杭州有着数以千计的服饰公司，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面料齐

全，你所能想到的面料，在柯桥市场里面，都应该能找到。

柯桥从上游纺织印染，到下游服装制衣，上下游产业

链非常完善，可以快速跟进国外最新潮流。目前中国轻纺

城市场面积 390 万平方米，已形成南部传统交易区、中部

国际贸易区、北部市场升级区、西部钱清原料交易区和

东部物流配套区“四大主体市场区+配套服务区”五大

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例如在柯桥轻纺城的北区，按

面料划分了很多专业的圈子，如毛纺一条街，灯芯绒

世界等等，高档的女装面料大都集中在东区。

柯桥也有运作很完善的贸易公司，这一点和江

苏盛泽截然不同。盛泽市场是工厂比较多，大都是以

工厂为主的贸易，而柯桥大都是贸易公司。据统计数

据显示，柯桥经营品种 5 万余种，经营户 3 万余户，

其 中 贸 易 公 司 1.3 万 余 家 ，常 驻 境 外 专 业 采 购 商

5500 余人，市场日客流量 10 万人次，销售网络遍布

世界 192个国家和地区。

布商大会、纺博会、时尚周等“月月有会展、天

天秀时尚”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纺织之都柯桥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其中，厚植于中国重要的纺织产

业集群基地的柯桥纺博会，与上海面料展、广交会

面料展并称为国内三大知名面料展会。

同时，实施创意设计人才“经纬计划”、“柯桥优

选”品牌计划，目前创意设计基地入驻工业设计企

业 145家，工业设计从业人员 3022人，其中工业设计

人才 1216人，成功孵化一批如“吉麻良丝”、“瓦栏”、

“百思设计”、“彩色橼科技”等自主时尚品牌企业。

广州中大国际轻纺城：
一块面料串起时尚产业

“全国面料看广东，广东面料看中大”。在纺织

服装流通领域，广州中大国际轻纺城，拥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也是亚洲最大的面辅料批发市场、设计师的

天堂。经过 30 余年发展，这里已成为全球知名、国内

首屈一指的世界级纺织服装面辅料交易市场集聚

区，年交易额估算超过 2000 亿元，每年档口的面辅料

上市都是下季度最流行的趋势。

据统计，中大商圈拥有 59 个分市场、商铺约 2.3 万

间、总建筑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经营品种超 10 万种，

直接从业人员 10 万人以上，关联产业人群超过 200

万人。

近两年，根据《中大纺织商圈发展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规划纲要》），中大纺织商圈将立足传统商贸基

底，借力琶洲数字技术及高校产学研优势，探索产业上

楼化、品牌化以及消费业态激活等创新路径，进一步转

型升级为中大数智时尚创新港，打造具备全球时尚话

语权及影响力的国际纺织时尚商圈。同时，中大纺织商

圈未来还将重点打造时尚设计先锋区、产学研智造区、

时尚产业服务区、时尚消费体验区以及数字时尚展贸

区五大区块。

其中，时尚设计先锋区将包含品牌孵化、总部经济

及数字应用三大功能；产学研智造区将打通与邻近高

校的产学研对接渠道，推动实验成果从实验台到货架

上，形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时尚产业服务区将整

合产权认证、法律咨询、碳咨询、质检认证以及供应链

金融等专业服务，同时为在地企业定期提供大数据支

持，提高设计速度及爆款率；时尚消费体验区将包括沉

浸场景、多元业态以及文化体验三大亮点；数字时尚展

贸区则包含面辅料展贸、节事活动及电商经济三大

功能。

记者手记

编者按

在 株 洲 举 办 的 第 一

届湖南服博会设计师大

赛（资料图）。受访者提供

株洲九天

布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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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洲 九 天 布 辅 市 场 里 纽

扣、商标等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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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美名作”的生产车间。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摄

“制造名城”呼唤“制造名片”。

驰骋大地的轨道交通、翱翔蓝天的航

空动力、重燃烟火气的烟花产业……拿出

任何一张，都可为株洲享誉世界的“名片”。

服饰产业，作为株洲最早“出圈”的名片之

一，也曾让株洲获得荣光无数，一个中南地

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成千上万的市场主

体，成就“火车拉来的城市”的传说。后来，

随着交通优势的弱化，这张名片逐渐式微，

亟待重振雄风。13 条优势产业链里，有它

一份，但不比轨道交通、航空动力产业扑鼻

的科技气息和“大国重器”的气质，服饰产

业的重新崛起之路似乎更长。

但从产业的角度而言，这个一方面带

动工业，增加株洲工业底蕴，另一方面带动

就业，繁荣市场的服饰产业，不仅是制造

业，更是时尚产业、文化产业，是二、三产业

完美联动的典型。一旦它实现高质量发展，

可创造的效应远远大于其本身。

仅凭这一点，届时服装产业足可成为

撬起“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的支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