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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株洲服饰要想摆脱低端的标

签，必须做出或找到能做出高品质服装的生产基

地。这也几乎成为株洲头部服饰企业的共识。

株洲展沣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武

波介绍，在沿海，智能服装工厂已成主流，株洲服饰

想要做大做强，必须走智能化之路。

后浪时尚总部基地和龙泉（服饰）智能制造产

业园显然是智能制造的先行者。然而，智能化生产

不能只停留在头部企业。

业内人士估算，株洲服饰企业智能化生产率不

及 5%。以新芦淞都市工业园为例，290 余家生产企

业中，智能化工厂不到 5 家，全株洲也才十来家。可

以说，株洲服饰智能化之路才刚刚起步。

依托全球、全国服饰产业智能化装备的发展，

与陶瓷、烟花相比，服饰产业的智能化之路显然容

易得多。装备渠道多，成本不高，为何株洲难以向前

推进？关键在厂房限制和意识限制。

就如前文所说，株洲现有的合泰、白关等老一

代厂房难以满足智能化产线所需的层高和柱距，智

能化厂房供应不能成为株洲服饰企业的标配，智能

化之路犹如纸上谈兵。

意识层面，株洲多数为小加工厂老板，改变局

面的意愿并不高。株洲服饰产业工人普遍年龄偏

大、技能不高，小加工厂老板选择“蜗居”旧厂房继

续走还“过得去”的老路，或许是目前比较稳妥的做

法。然而，不去着力提高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条

件，不提升产品品质，株洲服饰将随“蜗居”而不断

沉寂。

刘立中也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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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产业走新路系列报道之三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刘芳

信息化改变了一切，去中介化，让商业的逻辑正在或已然重构。虽然，株洲服饰产业早在2020年跃升
上千亿元规模，但昔日以“二批”闻名全国的株洲服装市场，正在电商的冲击下备受煎熬，日渐式微。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何做？资源配置和生产方式必须按照新的逻辑去展开。批发的商业价值逐渐消失
的当下，要不走极致的智能化生产之路，要不成为原创设计和品牌输出的聚集地，强生产还是卖品牌，株洲
服饰产业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本期经济周刊，我们仍旧从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三个方向，探寻株洲服饰产业跃升之路。

后浪时尚总部基地鸟瞰图。

受访者供图

说到服装产业的绿色化，洗水是绕不开的关

卡。

2002 年，一大批洗水作坊落户龙泉村，株洲

服饰迎来了加工的元年。一天就能洗水出货的配

套能力，株洲 30多家洗水厂日出货量达六七十万

条。“短平快”的打法让株洲服饰影响力迅速扩大，

“女裤名城”的称号由此打响。

污染接踵而至。热火朝天的洗水工业园，粉

尘、污水，周边居民怨声载道。2016 年，株洲市政

府开始规范洗水行业发展，在芦淞区五里墩建设

洗水工业园，整合本地 37 家洗水企业入园，年均

污水处理量达 230 万吨，日均废水处理能力 1 万

吨。

绿色发展的管控，株洲洗水能力严重萎缩。株

洲市鹏辉洗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辉洗涤公

司”）负责人陈志鹏介绍，当初设计考虑的是全年

的平均走水量，然后平均到每一天，并未考虑到服

装产业的淡旺季。目前，株洲日均洗水量仅十余万

件，未达实际需求的一半。

洗水的口子不打开，服饰加工业的发展严重

依赖外地洗水工厂，竞争力大打折扣。如放任过去

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一方绿水青山将毁坏殆尽，服

饰产业陷入长期的阵痛。

绿色之下谋发展。以鹏辉洗涤公司为例，仅通

过无水酵素洗水原料的引进，为公司提产 20%。

“新的洗剂只要撒湿即可，第一遍水可完全省下。”

陈志鹏说，该技术去年引进，虽成本大幅提升，但

相较发往外地洗水，还是更有性价比。

业内人士估算，目前株洲每天有上十万呢条

裤子分流到外地洗水。外地洗水要求全部现金结

算，且无法把控质量。洗水的全面本地化，是株洲

服饰加工人的共同愿景。

进一步提升产能，近两年来，株洲各大洗水厂

纷纷启动洗水设备智能化升级，实现用水智能化

调配。加上与上游企业在面辅料的选择上下功夫，

株洲洗水综合产能提升近 30%。

然而，不管如何精进，目前洗水能力终归无法

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今年，洗水困局迎来转机。

培育服饰千亿产业，市委市政府通过充分调

研，将洗水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来考虑。下个

月，洗水产业园二期即将开工建设，一期改造也将

同步进行，束缚服饰产业“手脚”的绳索终于打开。

此外，随着产业园区的升级，园区的绿色化发

展亦迈入新的台阶。建设中的后浪时尚总部基地

探索建立分布式储能电站、电解制氢、充电桩、光

伏发电、太阳能路灯等融合发展的新型园区能源

结构，实现产业低碳化发展、能源绿色化转型、资

源循环化利用、设施数智化管理，人与自然有机深

度链接的新型产业园区。

随着技术的全面升级和数字化的应用，服饰

产业的绿色之路，已越走越顺畅。

共享平台
搭建新产业生态
以提升产业活力为目标，后浪时尚

总部基地应用模块化建筑技术，提出为

服饰产业提供保障性公寓的新思路。

有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就可以实现

服饰产业的智能化、品牌化与高端化。服

饰产业的高端化，一方面是智能化带来

的品质提升，更主要的是品牌化。

纵观株洲服饰产业，目前走向全国

的品牌并不多。从何发力？后浪时尚总部

基地提出“品牌聚合”的思路，或许能提

供新的可能。“品牌聚合”就是将株洲有

愿景、有原创和研发能力的企业聚集，打

造株洲原创设计总部区，创新发展聚集

区，搭建产业新生态雨林。

在赵武波看来，单独一家可能难以

走向全国，但如果株洲头部服装企业聚

集发力，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后

浪时尚总部基地新媒体平台，通过对欧

砚子、薛建军等株洲服饰大咖的访谈，共

同探讨株洲服饰产业的当下与未来，期

待以他们的争先思维和品牌意识，引起

株洲服饰人共鸣，并共同朝着株洲服饰

品牌化之路迈进。

作为服饰品牌联合会会长，刘立中

说，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株洲服饰企业对

品牌打造逐步重视，涌现出了不少服饰

品牌，从 170 多家联合会会员来看，至少

这些企业都是有很强的品牌意识。

“要进一步提升全行业服饰产业品

牌的意识。”刘立中介绍，所谓品牌并非

简单的注册一个商标、一个牌子，它应该

是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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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

实际上就是服饰行业生产提质升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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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立中认为，服饰加工的商家首先要转

变思路，主动提升品质。同时，还要通过

一些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带动一批生产

环节的厂家进行升级。

实际上，新的能量已蓄势待发。从洗

水这一关键环节出发，陈志鹏搭建了面

辅料、洗水、花色、设计研发等全流程解

决方案的平台。在洗水进入淡季的当下，

平台研发人员已前往全国各地采样研

发，开始打版设计，下个月，秋季款就可

供客户选择了。

“这就解决了绝大多数小加工厂无

开发设计能力的弊端，也通过产业链整

合增强竞争合力。”陈志鹏介绍。

三十余年发展，株洲服饰产业有着

深厚的产业根基。产业的发展有起有落，

实际上，服饰产业各个端口都在整合、升

级，新的方向已经锚定，产业生态正在重

构，株洲服饰产业，重新走向春天。

探索1.
智能化：数据改变产业形态

走进欧微时尚集团的智能工厂，即可感受

传统服饰企业拥抱智能制造的生动场景。

一批真空吸附紧的布料通过传输设备经

过自动裁床，可根据版房发出的数据执行指

令，一刀裁剪出上千件衣服上所需布料，裁好

的布料再通过跨楼层吊挂系统送达另一层楼

的缝纫等工序岗位，制作好的衣服经过质检、

包装，最后通过跨楼尽传运带入库无人仓，用

智能机器人分拣，发送到自动分拣线的 300 多

个“购物车”。

这里的“购物车”，就相当于欧微时尚集团

在全国的 300多个门店。

“从一块布到一件衣服，全部在这栋 3层智

能工厂的一条生产线上完成。”欧微董事长李

玉龙介绍。

智能工厂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也非常明显。

自动裁床不仅提高了 30%以上效率，还减少了

布料浪费，裁剪品质也有大幅提升；智能吊挂

系统既能控制产品不同部位的生产进度，又能

及时发现、修改问题，它将复杂工序简单化，人

工效率提升 20%，使用空间节省 30%。

欧微时尚集团是株洲本土服饰企业，经过

十年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设计研发、智

能制造、品牌营销推广、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

的服饰企业。

数字化、智能化，对欧微企业管理、生产数

据运营方面也有极大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讲，服饰行业和农业一样，

都是“看天吃饭”。李玉龙向记者解释，“一年是

否是寒冬，夏季时间的长短等等，都对服装企

业的生产、备货、供应链管理等都是极大的考

验，甚至决定一年的成败。”

关键是要利用大数据分析。对此，欧微每

年都要投入一定资金与相关专业机构合作，购

买数据分析报告，对天气进行预判，甚至是利

用大数据分析潮流趋势、利用大数据提高新店

布局选址的精准率、优化产品投放。

对数字化、智能化的追求还不止于此，下

一步，欧微还将投入 frd 芯片，给生产的每件衣

服安装一个“身份证”。“以前盘库存，要通过衣

服的二维码一件一件扫描，今后只要通过设备

感应，就可以知道这一包衣服的数量、款式、大

小等信息。”李玉龙说，这套系统大大提高管理

效率和仓库出货效率，在做好当前数字化、智

能化场景应用落地的同时，欧微作为产业链龙

头企业也在积极布局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环节，

即将开工建设的龙泉服饰智能制造产业园将

很好的提升株洲服饰产业践行智能化、高端

化、绿色化的供应链能力。

顺应产业升级、品牌提质、产品创新的需

求，正在建设中的后浪时尚总部基地，将配套 9

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

株洲展沣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武波介绍，新的智能工厂柱距将达到 8×9

米，相较传统 6 米宽的柱距，为智能吊挂、智能

裁床、智慧仓储、智慧物流等整套智能化生产

设备留出足够的空间。

此外，后浪时尚总部基地以研、产、销一体

的体系化平台为抓手，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的应

用，变革升级经营、安防、能耗等园区运营体系。

高端化：品牌是必由之路

从芦淞市场群的一个传统批发商，到创

立专卖品牌，成立高端女装品牌，再到如今建

造自己的现代化园区，打造品牌矩阵……“魔

美名作”是株洲服饰产业品牌的一个典型。

说起株洲服饰的发展历程，在芦淞市场

打拼 20 多年的刘立中有发言权。他告诉记

者，以前大多数加工厂和店铺都不讲究设计，

没有品牌的概念，大多是互相“抄”，哪个款好

看好卖，就买回来让裁缝照着做。

可是，这样“依葫芦画瓢”的发展模式，很

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没有自主设计，市场产

品同质化、无品牌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很多企

业发展后劲不足。

2011年，刘立中决定跳出这个“圈子”，尝

试自主服装设计，启动品牌研发。

国内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审美意识在不

断提高，只有依靠做品牌才能获得新生。刘立

中说，“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在设计上增加太

多成本，但要转型，这是必须要走的路。”

在刘立中看来，服饰企业要打造好一个

品牌，从研发设计、销售渠道到终端服务都需

要树立品牌化的思维。

如今，在他的“魔美名作”，企业每年投入

1000多万元研发设计，并在广州、杭州两个服

装发达地区设有设计研发点。“在研发设计

上，我们一个季度会研发设计出 1000 个款，

然后优中择优，上市 500 多个款”。刘立中说，

目前，魔美名作在全国已拥有品牌加盟店 600

多家。

品牌的树立，让刘立中的服饰之路越走

越宽。

2022 年，刘立中通过市场调研以及品牌

店面销售大数据反馈，文艺风的女装大有可

为。他又抓住这一细分市场，单独创立了一个

主打文艺风的女装品牌——尔蔻。这个主打

文艺风的高端女装品牌，便是刘立中继“魔美

名作”后创立的姊妹品牌。

从城市发展层面而言，产业社区推动产

业的进步与产城融合；从企业发展层面而言，

传统产业园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的创新发

展，以及越来越高的人居和环境要求，从当下

产业园区格局来看，生态型总部社区逐渐取

代传统产业园，成为发展趋势。

以人为本激发创新活力，后浪时尚总部

基地将产业、商业、公园完美统一，实现生产、

生态、生活共生融合，搭建起完整产业链，构

建出株洲服饰产业多元共生、品牌聚合、上下

游联动共享的雨林式总部园区与产业社区。

绿色化：冲破服装产业洗水瓶颈

困惑2. 从加工厂到智能厂房有多远

未来3.

智能化洗水工厂。

成姣兰 摄
欧微智能工厂。

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