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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均安还是广东省一个默默无名的小

镇。但随着 1979 年华侨欧阳先生生产出中国第一件

工业牛仔，均安开始以牛仔制品为落点，大力发展服

装产业。如今，当地生产的牛仔制品已遍及全球，其

“中国牛仔服装名镇”的名号也已经打响。

其实，在中国，还有很多像均安一样原本并不知名的

城镇，因为生产出一件羽绒服、一条男裤、一件衬衫而逐

渐为人所知，比如辽宁的西柳、浙江的大唐、福建的石狮。

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有197个纺织产业集群

试点地区。这些试点集群201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达34400

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收入24900亿元，规模以下企业收

入9500亿元。这些地区的产能超过行业总产能的4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树津对《中国贸易

报》记者表示，在这 197个集群试点地区中，除了 30个生

产基地外，剩下的 167 个全都是有自己区域品牌的产业

集群，其中不乏已经在国际上闯出名堂的实力集群。

力高制衣是做出均安第一件牛仔的欧阳先生创

办的企业。当年，欧阳兄弟中的哥哥在香港，弟弟在

均安，兄弟二人合作经营牛仔服装外贸，生意做得有

声有色。力高制衣的工厂先后尝试了内销、代加工等

多种贸易形式，但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力高制衣突然

醒悟，开始投入设计研发，转做自己的品牌。

“当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时，我们却发

现，公司没有在这个更大的市场上立足的砝码——品

牌，这使我们与市场渐行渐远。”力高制衣现任总经理

王德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公司的后续

发展就会没有支撑力。“现在，我们公司的设计团队有

十多人。”他说。

其实，每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

都存在局限性，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跳出区域的小圈

子，置身于全球产业中。但当很多企业“走出去”后，

往往会发现自己手中的“底牌”不够用了。没有品牌

就没有立足市场的支点，这是中国服装企业沉浮商海

后摸索出的经验之道。而将品牌概念进一步渗透到

各个服装集群的发展中，就出现了各地区着力发展的

侧重点——打造区域品牌。

“ 其 实 ，创 建 区 域 品 牌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2002

年。”陈树津说，“ 当时，中国服装行业提出了‘ 打造

自己的金字招牌’的口号，这就是建立区域品牌最

初的概念。而区域品牌概念受到行业广泛认可是

在金融危机时期。2008 年至 2009 年，外贸环境整体

陷入低迷，出口形势出现逆转，但浙江红河以毛衫为

区域品牌参加广交会进行集体接单，接单量逆市上

涨，效果非常好。”

陈树津介绍说，看到了效果，浙江随后就开始着

手进行区域品牌的认定，比如海宁经编、嵊州领带、大

唐袜子，这些都是浙江省的区域品牌。而潮州婚纱晚

礼服、石狮休闲装等其他地区的区域品牌也逐渐崛

起，区域品牌概念在业界逐渐深入人心。

在品尝 了“ 跟 风 ”、“ 抄 袭 ”等 恶 性 竞 争 的 后 果

后，服装行业意识到盲目地“拷贝”他人风格只会走

进发展的死角，只有走品牌发展的道路才能将产业

集群带入价值竞争的良性竞争阶段。作为服装产

业集群，共同拥有一个“商标”更有利于企业紧密结

合成共同体，为共同行为打好基础。在政策上，中

国纺织业也已将品牌建设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列

入“十二五”规划中。

据记者了解，很多政府部门都针对自身的服装产

业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区域品牌规划及方案。据王

介绍，自 2010 年开始，辽宁省服装协会就与辽宁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合作推介辽宁服装产业集群，至

今，辽宁已经拥有 5 个经认证的产业集群。服装产业

集群工程作为辽宁省着力发展“五项工程”之一，一直

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不仅仅是辽宁，包括广东、浙江

在内的多地，也都有自己的区域品牌发展规划。

作为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服装产业的集群发展必然引发区域品牌时代的

到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瑞哲说，中国服

装产业集群历经产业原始集聚阶段、产业关联集聚阶

段和产业创新集聚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战

略调整阶段，产业集群在原有的区域品牌基础上，不

断强化自身的品牌效应。今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

水平将反映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成为集群经济

发展的风向标和驱动力。

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中国服装集群步入成熟

期，全国 197 个集群试点地区的规模已经是实力的

证明。而资料显示，仅福建省石狮市、广东省东莞

市虎门镇、浙江省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等 7 个产业集

群，就已经涵盖了 4000 亿元以上的纺织服装业产

值、超过 18000 家纺织服装企业以及约 70 万纺织

服装行业员工。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纺织服装商会会长樊友斌

告诉记者，通过建立产业集群，企业的发展能力得

以进一步增强，集群周边的行业也被吸引过来，产

业链更加完善。同时，产业集群还可以促进行业

的良性循环，通过公共平台的搭建，企业也能得到

更好的发展。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不 断 深

入 和 国 际 分 工 不 断 细 化 ，中 国 服 装 企 业 开 始

从 销 售 产 品 的 初 级 阶 段 进 入 到 销 售 文 化 的 相

对 高 级 阶 段 ，而 集 群 之 间 同 质 化 问 题 逐 渐 凸

显 。 石 狮 市 纺 织 服 装 商 会 会 长 田 启 明 认 为 ：

“ 当 前 的 市 场 竞 争 ，已 经 从 企 业 的 竞 争 提 升 到

产 业 集 群 的 竞 争 ，从 企 业 间 的 竞 争 提 升 到 区

域 之 间 的 竞 争 。”

“经历了前两年的寒冬，2014 年，中国服装产

业将进入洗牌、整合阶段。”成都奥澜贝迪服饰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葆对记者说。作为改革开放

后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逐渐兴起的产业组织

形式，纺织产业集群大多以县、镇区域经济为主，

规模经济效应明显，产业与市场形成互动发展局

面。但同时，因为纺织产业集群多为自发形成的，

中小企业扎堆，这类企业主要以低成本、低价格的

产品获得生存市场，不仅使得集群企业间的竞争

过度，也制约了集群经济科学发展和纺织工业整

体转型升级。在行业洗牌的过程中，产业集群也

在摸索自身的转型升级之路。

陈树津表示，中国的服装产业集群已经具备

明显的自身特色，但相较国际知名的集群，比如美

国硅谷电子产业集群、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

群，仍有差距。

“ 主 观 上 ，集 群 区 域 内 企 业 发 展 水 平 不 均

衡，很多都是一两个大企业在前面引路，后面有

一 大 群 中 小 企 业 跟 着 跑，这 导 致 集 群 整 体 发 展

受 到 局 限 。 另 外，中 国 服 装 集 群 打 造 区 域 品 牌

都 是 在 服 装 这 个 大 的 品 类 之 中 进 行 细 化 分 类，

但很多国际知名的区域品牌则是直接打造行业

区域品牌。所以，相对地，中国的纺织集群规模

效 益 就 不 突 出 ，不 容 易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闯 出 名

堂。”陈树津说，“ 但我们仍不乏有实力的集群，

比如嵊州，世界 70%的领带都出自于此，而大唐

袜业的年产量达 200 亿双，也在世界市场中占据

了很大的份额。”

在 采 访 中 ，多 地 的 行 业 协 会 领 导 和 企 业

负 责 人 都 认 为，随 着 国 内 服 装 产 业 集 群 结 构 调

整 、转 型 升 级 的 进 行 ，一 定 会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集

群 逐 步 突 破 自 发 生 长 的 发 展 模 式，步 入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资 源 整 合 集 约 化 的 发 展 轨 道 。 一 个

中 国 服 装 集 群 规 范 化、理 性 化 发 展 的 时 代 已 经

来 临。

写在后面：从做贴牌加工到发展自主原创的服装品牌，

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到转型发展品牌之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

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如今，或大或小的服装产业集群逐渐

形成，在中国的服装产业版图上拔地而起，成为了越来越明

显的符号。

在刚刚闭幕的 2014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记者看

到国内很多服装企业都以集群的方式组团参展。不再单兵

作战的中国服装企业，在展会上成区域、有规模地展示自身，

带给观众更大的视觉冲击。

实力的体现只是一个方面，真正的挑战还在眼前。2014

年，中国服装产业还要面临一次“大考”，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行业洗牌在即。在企业、行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以

及各种要素制约的情况下，以企业为“基因”的服装产业集群

如何在保持持续增长动力的同时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是业内

人士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而放眼国际市场，如何让中国服

装的区域品牌在高手林立的世界品牌之林中屹立不倒，光靠

简单的协同作战显然是不够的。

现在，全球市场危和机并存。如何抓住机遇，需要各地在打

造集群品牌的过程中，以中长期的眼光来制定发展规划，促进集

群品牌的提升，并同时兼顾经济全球化对产业集群带来的影响。

纺织业系列报道之产业集群纺织业系列报道之产业集群————

编者按：作为国内少数具备全产业链的产业，中国服装

产业经历了从“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转变

的非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关键

词。自本期开始，《中国贸易报》推出纺织业系列报道，邀请

政府官员、行业协会负责人、业内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对中国

纺织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键词进行分析和解答。第一

期，我们从服装产业集群化发展说起。

作 为 一 种 新 的 空 间 经 济 组 织 形 式，产 业 集 群 能 够 将

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

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

构、相关产业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有机结合，形成一种

柔性生产综合体。在中国，很多地区的产业都是以集群

的形式抱团发展的，在这其中，中国服装业的集群发展尤

为引人注目。

做强区域品牌 纺织集群迸发特色光芒

身着一身整洁、毫无杂色的西装，被西柳服装同行称

为“孔儒”的辽宁·西柳纺织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海城市

斓捷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孔令杰端坐在记者对面。他语

速不急不慢、语调平稳有力，恰恰折射出他的企业甚至整

个西柳服装集群不激进、有规划的发展特征。

“我从事服装行业也算是阴差阳错地继承了祖业。

母亲青年时代就进入当时的鞍山凤仙女工厂（日资）学

习洋服制作，后来也经营过自己的洋服店。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西柳已自发地形成

了服装产业集群的雏形。我也是在这一时期，从家庭作

坊式生产经营起步，进入西柳服装产业。1995 年到

1999 年，工厂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服装。1999 年至

2006 年，工厂与韩国公司合资成立斓捷制衣有限公司，

承接日本等国外品牌服装的贴牌制作，并开始运作自己

的品牌‘斓捷’商务男装，以棉服为主。”孔令杰说，如今，

西柳已成为“中国棉服名镇”、“中国裤业名镇”，建立了

以棉服和裤业两大产业为支柱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这是中国服装产业集群的一个企业样本，体现了

相当一部分服装企业的发展脉络。

在中国，很多在服装集群中的企业都是从家庭作

坊起步的，伴随着整个集群的发展逐渐成长壮大。对

于这样的转变，陈树津是这么总结的：“这些年，中国

纺织集群经历了从自发性发展到理性发展的转变。

自发性发展就是企业自己慢慢发展成群或者区域本

身就有做服装的传统，比如江浙一带，千年前就是中

国的纺织中心。而理性发展就是在政府引导下，集群

内的资源逐步集中，配套产业链逐渐发展完善。后者

显然更有利于规模化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很多地区在集群品牌取得辉煌

的同时，却鲜有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龙头企业。同时，中国

服装行业门槛较低，集群内有大量“小而全”的企业。这些

问题阻碍集群的辐射和延伸，导致集群内企业同质化现象

严重。

但辽宁省服装协会会长王 告诉记者，正是这些中

小企业让政府能更广泛地关注到不同规模企业的需求。

“一般来说，由政府引导的产业集群就像一艘航

母，企业与集群是共生存、共发展的关系。集群得到授

牌只是一个开始，政府应在随后大力投入，推动集群发

展，比如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比如政策支持行业发展。

借此，身在集群内的企业才会从中受益。”王 说。

从自发走向理性 服装集群步步为营

亮出金字招牌 区域集群各领风骚

整合升级 服装集群需走“国际范儿”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