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是平台项目攻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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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市服装产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的实施，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我市服装产业

的转型升级。

据市服装商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我市服装业

界强化创新意识，重建发展

新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有

效提高瑞安服装自主创新能

力 ，促 进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建

设。在构建行业科技创新体

系的过程中，坚持以企业为

核心，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

模式，形成贯穿上下游、联动

相关行业的畅通、高效的立

体创新网络；进行经营模式

创新，大力挖掘我市服装企

业有代表性模式，“高氏杰”

的 CAPP 构想、“烈驹”的本

土化人才战略、“万事好”的

电商举措及个别企业的虚拟

经营模式等，并借鉴、吸取外

地一些知名企业实施的“集

成概念店”模式、“1+N”模式

等，构建我市服装业发展新

态势。

同时，拓宽营销渠道，提

升市场地位。近年来，基于

对以瑞安商城为代表的本土

服装营销基地的萎缩，以及

周边地区服装产业有力崛起

的清醒认识，我市服装业在

逆势中奋起、拓展，力争把瑞

安服装产业推向世界时尚前

沿，不断提升瑞安服装产业

的整体水平；并充分利用我

市华侨资源众多的优势，整

合资源，形成合力，进一步扩

大我市服装企业在国外市场

的销售网点，构建全球性的

销售产业链。

此外，优化产业链条，助

推品牌发展。我市服装业积

极适应新常态，不断调整发

展战略，淘汰落后产能，促进

产业链的各节点建立稳定的

合作关系，提高沟通效率，降

低风险，并引导供应链的各

个节点向品牌化发展，实现

最终产品品牌化。目前，我

市服装业界已有一批企业开

始了新一轮着力打造品牌，

比如“天地狼”注册新商标，

致力于打造男装全套系列；

“豪丰”大规模充实研发机

构、谋求向中高端女装发展；

另有部分企业正在尝试抱团

并购海外服装名牌等，使更

多的瑞安服装加快品牌化进

程。

市服装商会有关负责人

说：“重振我市服装产业，除

开办电子商务外，企业家要

有战略的思想、远大的目光，

要有前瞻性；服装变化较快，

要瞄准市场，加大研发力度，

搞好产品定位，产品要新颖；

同时，还要实行清洁化、智能

化生产管理。”

解码新主导产业——时尚轻工（七）

瑞安服装，“穿”出时尚节拍

服装产业是与人
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
典型行业。改革开放
以来，服装产业已发展
成为我市重要的特色
产业之一。然而，由于
近年来受劳动力、土地
等要素的制约，服装产
业技术含量提升缓慢
等因素，我市服装产业
的 发 展 步 伐 逐 步 放
缓。截至 2015 年底，
我 市 的 服 装 企 业 共
310 余 家 ，总 产 值 达
50 余亿元，服装产业
仍 以 低、小、散 居 多。
此外，瑞安商城里还有
2000 家左右以自产自
销为主的服装商铺，年
销售额达数十亿元。

在经济“新常态”
下，作为我市新主导产
业“时尚轻工”中的六
大特色产业之一，服装
产业该如何走上时尚
之路？

■记者 陈希林

自主创新引领发展新态势

去年2月份，四季青瑞安

服装城项目在江南新区奠

基，该项目落户江南新区，将

助力瑞安服装产业转型升

级。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瑞安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

的服装批发集散中心，可将

瑞安的服装批量销往国内外

的销售市场。

服装业内人士认为，四

季青瑞安服装城运用“O2O”

电子商务模式，其深远影响

将撬动瑞安服装批发业原有

的竞争格局。届时，这里有

望成为瑞安服装

行 业 资 金 流 、物

流、人流、信息流

的集聚之地，淋漓

尽致地展示最新的流行元

素、最新的设计理念、最炫的

展示自我方式。

互联网时代正加速传统

服装专业市场的变革。在日

趋严酷的竞争环境下，一些

功能设施不健全、硬件环境

不理想、运营缺乏规范管理、

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及经营资

源渠道模式单一的老市场或

将消失，或被迫转型。

四季青瑞安服装城有关

负责人表示，四季青将争当

瑞安服装产业升级引擎，瑞

安有着雄厚的服装产业基

础，当前服装产业传统模式

正处于转型期，而四季青瑞

安服装城引入四季青品牌及

渠道资源，以第五代专业市

场标准规划软、硬件设施，

“O2O”线上线下的电商与实

体结合的联动模式，把瑞安

的服装通过联盟渠道推向全

国。

“服装行业将紧紧抓住

‘时尚轻工’新机遇，把握时

尚节拍，做大做强产业。”市

服装商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盛行，

服装已成为网购第一大类商

品，越来越多的服装品牌纷

纷“触网”，开始布局网络销

售渠道。“实体+虚拟”的两条

腿走路，已成为眼下我市许

多服装加工企业及专业市场

转型升级的途径。

服装行业遭遇发展新瓶颈

我市服装产业兴起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部分个

体裁缝和服装、面辅料经销

商自办家庭作坊，开始自产

自销服装。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后期，莘塍、飞云、安阳

等地一些衬衫厂家转产西

服。1994 年至 1996 年，仅

在莘塍就有 70 多家西服生

产 企 业 ，并 涌 现 出“ 万 事

好”、“海蛇王”等规模较大

企业。

服装作为我市的传统特

色产业，历经近 30 年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

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效应。

1997 年至 2008 年，我市服

装产业发展较快，2003 年西

服在正装市场不如人意的情

况下，改走休闲男装之路，发

展趋势良好。2004 年 1 月，

我市荣获“中国男装名城”称

号。2009 年，我市的服装业

总产值达 81 亿元，其中出口

交货值约30亿元，企业数达

318家，从业人员达7万人左

右；服装企业在境外设有 40

家办事处或分公司，国内有

6000 余家专卖店、连锁店，

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格

局。目前，我市服装生产主

要有休闲装、西装、针织内

衣、职业装等 4 个门类；拥有

中国驰名商标 2 个，省著名

商标3个，省名牌产品3个。

经过长期发展，我市服

装已在技术、资本、经验、人

才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

势。一是资本积累，经过多

年的创业发展，一批服装企

业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

累，为下一步企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保障；二

是人才积累，我市服装在多

年的创业发展中，经历了多

次产业调整的考验，一批优

秀的企业家带领团队发展

壮大，成为服装产业提升发

展的中流砥柱。同时，培育

了一批专业的服装经营管

理人才和专业技术队伍；三

是经验积累，众多服装企业

在长期探索中，摸索出各具

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吸收

了传统、现代诸多元素，为

下 一 步 创 新 、升 级 奠 定 基

础。

据市服装商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服装

行业发展过程更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服装企业

的研发、管理、营销等中高

级专业人才缺乏，致使劳动

生产力与发展规模明显不

相适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较，我市服装企业在产品

开发设计和创新能力上还

存在明显的差距，缺乏自己

的独特风格；服装产品存在

恶 性 竞 争 ，企 业 靠 薄 利 多

销；部分企业出于拓展生存

空间的需要，纷纷以整体或

部分外迁，给本地服装企业

发展带来挑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近年来我市服装行业总体

形势不容乐观，市场呈饱和

态 势 ；少 数 服 装 企 业 已 停

产，部分服装企业则转产开

办电子商务或兼营电商。

“互联网+”构建升级新路径

2016年1月19日 /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 薛琳核 金晓锋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