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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当下，一个行业利好正等待株

洲——

随着广州、杭州等地的产业结构面临转型，

当地的服饰加工环节正逐步向其他区域转移。

如果能抓住这一契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吸引

一批能力强、经验足的服装加工厂来株洲，将是

我市服饰产业推进生产环节发展的机会。

现实却难以乐观，这类企业在考察株洲服

饰产业后，认为本地生产配套不能满足他们的

需求，不太适合转移至此。

换言之，服装加工提质是一个“鸡生蛋、蛋

生鸡”的议题，走出第一步并不容易，但至少有

四个方面，株洲是可以发力的。

其一，从思想层面对本地服饰加工企业进

行倡议，鼓励他们进行工艺、品质提质升级。魔

美名作服饰创始人刘立中在株洲服饰行业打拼

多年。在他看来，服饰加工的商家首先要转变思

路，主动提升品质，“一味地满足市场需求，追求

挣快钱，换来的是更低的价格和竞争力，很难持

续发展。”

其二，是扶持一批服饰标杆企业，通过这些

企业的影响力引导、带动一批生产环节的厂家

进行升级。

其 三 ，要 让 全 行 业 树 立 服 饰 产 业 品 牌 意

识。所谓品牌并非简单的画在衣服上的某一

“slogan”，它应该是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

节的品牌。这就好比大家喜欢宝马奔驰，并不

是喜欢它的某一个产品，或某一个标志，而是藏

在品牌背后，各个环节、服务的品质和满意度。

株洲服饰也是如此，需要从包括生产加工在内

的各个环节发力，带动株洲服饰产业长得更壮、

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

其四，与高校、职业院校互动，加强对从业

人才素质的培养。株洲职业院校资源丰富，通过

专业培训，培育一批具有更高工艺水平的职业

人才，将他们放在服饰生产环节，形成“鲶鱼效

应”，带动从业人员素质整体提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株洲服装加工企业进行

升级，将逐渐给全国服饰产业一个印象：株洲不

是只会做低端货，株洲的服装加工企业也能做

出高品质的好东西。这样才有更多大品牌愿意

将加工订单交给株洲企业，并带动相关资源向

株洲靠拢。而这些配套又会吸引更多外来企业

将相关产业转移到株洲，从而带动行业良性发

展。”马天文表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宇为化名）

关键在于思想破冰
产业升级，先要思想升级。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对于株洲服饰产

业发展，有想法、有作为的企业代表很多，

但秉持惯性思维、躺在过去传统模式上

“睡大觉”的人也不少。

就拿加工生产来说，这一环节多年来

少有突破，关键原因便是老旧思想在作祟。

过去，这些企业接了订单就做，只

要能快速出货，质量差点无所谓，价格

低点也无所谓。在服饰行业尚不发达的

年代，这种挣“快钱”的模式或许还可

行。但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服饰纺织行

业竞争加剧，加工企业要想生产发展

下去，过去简单粗暴的生意路子行不

通了，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才是必

由之路。

这 是 一 个 正 向 发 展 的 路 径——

生产环节提质，让更多品牌服饰愿意

抛来订单，企业在这里赚到钱后，又

有更多上下游相关企业向株洲靠拢，

进而形成有机的产业生态，让进驻这

里的服饰企业得到滋养，能在株洲获

取更便利更便宜的供应链条。

总而言之，能做的还有很多，但

我们首先要勇于迈出第一步。

“即使开出‘天花板’的加工费，也很难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加工厂。”株洲一家品牌
服饰企业负责人刘宇向记者吐槽。

刘宇的问题并非孤例。记者深入株洲服饰产业调查时发现，服装生产水平不足、产
品以中低端为主的现象较为突出，已成为制约株洲服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清远：
强化项目配套
引进“工匠”人才

承接广州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许多

城市已有动作，位于广东省中北部的清

远市是主力之一。从清远承接广州市海

珠区产业的举措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

株洲发力服装产业的思路。

首先是政策先行。当地政府通过减

免生产经营场地租金、免费提供员工宿

舍及人才公寓、设备购置补贴等一系列

措施，鼓励一批纺织加工制造业转移到

清 远 ，并 加 强 推 介 ，强 调 清 远 用 地 、运

输 、 水 电 等 运 营 成 本 仅 为 珠 三 角 的

60%-70%的优惠。

其次是项目配套。与一般产业园相

比，服装产业园对于社区化要求特别高，

当地要适合人的居住。在推动产业转移、

扶持清远服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广州

北·中大时尚科技城项目是转移的主要

承接地，其周边产业居住、商业、学校、医

疗等配套成熟。产业方面，3 公里范围内

有 欧 派 、富 强 、立 邦 等 众 多 大 型 企 业 集

群、国家级纺织印染产业园三水大塘园、

拼多多石角物流园。居住方面，有美林湖

国际生活社区、绿地国际中心等超 500 万

平方住宅配套。此外，这里还有齐全的商

场、超市、学校和医院配套，便于当地工

人生活居住。

再次是产业上下游的联合发力。清

远正着力联合专业院校、研发机构、上下

游供应链、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对产业

进行支撑，同时加强纺织服装“工匠”技

术工人的引进与集群，全面满足企业对

制造的快反需求，打造广清“现代轻工纺

织产业集群”，将其发展为全国甚至是国

际上有影响力的时尚产业基地。

石狮：
产城联动 全链发力

福建石狮，一座因服装而闻名的县

级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基

地和集散地之一。从石狮的服装产业发

展之路，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借鉴的经验。

强链补链，挖掘新优势。以面辅料为

例，当地政府积极引进中纺学服装及配

饰产业研究院、国家纺织面料馆石狮馆、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泉州）、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石狮分中心，围绕“染

整提升、面料研发、成衣设计”等关键环

节，引进纺织行业高端人才，进一步补充

完善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委托检测、技术

咨询、标准与检测培训、实验室建设及规

划等服务环节，推动全链条协同创新，助

推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华丽转身”。政府

不断强化、加厚纺织服装产业中间环节

的“链条价值”，也有效带动了下游成衣

品牌企业进一步形成集聚效应。

转型升级，抓住新机遇。石狮先后出

台《关于促进纺织鞋服产业创新转型发

展若干措施》《扶持石狮市纺织服装产业

联盟发展若干措施》政策措施，从金融服

务 支 持 、鼓 励 智 能 化 技 改 、财 税 政 策 支

持、推动“互联网+”、健全公共服务平台、

培育成长型企业等多个方面改善投融资

环境，加快推动纺织鞋服产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巩固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面对企业生产质量方面存在的“硬伤”，

石狮市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积极构建“政

府+行业协会+咨询机构+企业”联动机

制，分批扶持 100 家纺织服装企业开展精

益管理提升工作。同时，根据生产规模、

发展理念、配合程度等因素，同时根据生

产规模、发展理念、配合程度等因素，从

参加企业中挑选标杆培育企业进行重点

培 训 ，助 推 石 狮 纺 织 服 装 产 业 迈 上 新

台阶。

——株洲服饰产业调查系列报道之生产加工篇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任远 刘芳

他山之石加工环节“出走在外”
作为一个株洲人，刘宇在品牌创立之初，便

希 望 将 服 饰 相 关 的 设 计 、生 产 、销 售 都 留 在

株洲。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创业

过程中，刘宇发现要在株洲找到一个符合他工

艺要求的服装加工企业实非易事。“一方面是这

些工厂的工艺普遍很粗糙，达不到我们要求，另

一方面，是一些工厂也不愿意接我们的订单，认

为我们要求太高，太耗时，他们挣不到钱。”

无奈之下，刘宇只好舍近求远，将生产环节

的大部分搬到广州。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株洲市波梵森服饰有

限公司。波梵森是一家专做户外服饰的企业，在

销售高峰期，企业年销售额曾突破 2亿元。

企业创立之初，波梵森创始人陈易走访对

比了国内多个城市，寻找合适的加工工厂，最终

锁定了福建石狮的一家加工企业。

福建石狮是全国休闲服装名城，面料、设

计、生产、包装等产业链完整，生产品质能够得

到保证。“我们把大部分的生产环节放在了石

狮，只留下一些较为简单的工艺放在株洲完

成。”陈易说。“虽然异地生产给沟通造成了不

便，但品质得到了保障。”

设计和销售在株洲，部分甚至全部的生产

环节放在外地。类似的模式，是株洲众多品牌服

饰企业的选择。“相比在株洲一趟水完成，异地

沟通时效慢，过程麻烦，却也实在是企业的无奈

之选。”刘宇说。

难抹去的“廉价”印象

宁愿舍近求远去外地，也不愿意在株洲生

产，是因为株洲服装生产能力跟不上吗？

“ 恰 恰 相 反 ， 株 洲 的 生 产 加 工 规 模 充

足，甚至算得上株洲服饰产业的优势。”株

洲市服饰纺织协会常务副会长叶天毅向记者

表示。

数据佐证了这一说法。2020 年，市统计

局、市服饰产业链链长办公室对株洲市服饰产

业链进行了调查。当时，株洲的服饰从业人员

有 23.5 万人，其中加工工人有约 6.9 万人。另

有 数 据 显 示 ， 我 市 有 服 饰 加 工 企 业 1300 余

家，服饰生产规模不容小觑。

既然如此，为何服装企业会出现找不到加

工商的窘境？

主要原因还是生产水平不足，工艺偏向中

低端。

株洲的服装加工企业大多还遵循着传统的

“前店后厂”模式，即“前面一个摊位，后面一个

加 工 作 坊 ”。 它 们 生 产 的 产 品 大 多 为“ 快 反

货”，即“上午打板、下午生产、晚上发货”，这

类产品生产速度虽快，但对于工艺和品质要求

大多不高，容易给人留下“廉价”的印象。

由于长期生产快反货，不少品牌服装企业

对株洲服饰的印象就停留在只会生产中低端商

品的印象中。当它们有服装加工需求时，往往

也不会考虑株洲。

长期如此，对株洲服饰产业的危害是显而

易见的。生产品质跟不上，在市场上的议价能

力较低，只能靠着更低的价格及人工成本去和

别人竞争，形成“内卷”。最终的结果就是工

人吸附力降低、人力流失，产品缺乏竞争力，

产业生态日见恶化。

推动服装生产加工环节的提档升级，已迫

在眉睫。

与品质之间只差一个观念的变化

株洲的服装加工企业，是否真的无法加工

出品质服饰？事实并非如此。

湖南素白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天文向记

者讲述了企业的经历：素白在株洲有一批长期

合作的加工供应商。一开始，这些加工工厂与本

地其他加工企业水平差不多，但随着素白不断

对这些企业提出工艺和品质要求，经过一段时

间的磨合，这些企业和工人都按质交出品质一

流的产品。

“磨合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效果很显著。”马

天文说，这些加工企业和工人大多成长于株洲

这片土地，他们此前的加工水平未必比其他企

业高多少。这也说明，如果这些工厂能做到，其

他服饰加工企业也能做到，关键在加工工厂负

责人是否有这个意愿。

工艺的提升给工厂带来了看得见的效益。

“无论是我们在本地找的供应商，还是我们在外

地联系的加工商，在与我们合作之后，他们又收

到了其他品牌源源不断的订单，看中的就是他

们的工艺水平。”马天文说。

不仅如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能加以引

导，促进生产环节提质，株洲的服饰加工与当下

服饰行业趋势发展是相契合的。

“不同于过去一件衣服动辄生产上万件，现

在大众对服饰需求更加趋向个性化，款式多但每

款的量并不多。这种模式下，过去那种几千人生

产一件衣服的规模化模式已经不合适了。反而是

株洲这种规模小但数量多的作坊式加工能符合

需求。”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能将这批加工工厂合

理地规划并引导，反而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抓住外地产业转移的契机

记者手记

素白服饰创始人马乖正在生产基地检验产品质量。

受访者供图

在波梵森服饰的生产加工车间，

工人正在给服装印花。刘芳 摄

素白服饰株洲生

产基地。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