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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企业须加快用好互联网

二季度，中经服装产

业景气指数显示，行业景

气延续第一季度的平稳

趋势，但看似平稳的数字

背后掩盖了行业发展的

不平衡。我国服装行业的

发展取决于企业能否适

应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

化时代转变，更明确地

说，我们的企业能否“蜕

变”为互联网时代的企业

目前服装行业企业或可分为三
种状况：一部分企业积极进行产品
快时尚、个性化的开发，营销渠道多
元化包括 O2O 的实施、商业模式的
创新，保持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势头。
还有一部分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
男装企业，业绩出现大幅度滑坡。最
后一类企业，就是“不温不火”艰难
生存。

我国服装行业的现状正是企业
能否适应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
代转变的反映。

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国内外学者
从不同视角做过不同阐述，尽管各种
表述不同，但共同的认识是全球进入
了“互联网时代”，而且也一致认为，
这个时代的人们和企业必须拥有互
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就是在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
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
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的重新审
视的思考方式。美国戴夫·柯本等人
写的《互联网新思维——未来十年的
企业变形计》一书中对互联网思维作

了具体描述，包括用户思维、简约思
维、迭代思维、服务思维、社会化思维
和平台思维。在此我们不去评判表述
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至少将互联网思
维具象化，可让我们予以对照和改
变。只有拥有实实在在的互联网思
维，企业才能适应时代可持续发展。

有了互联网思维，还要做到思维
到实施的实现，这就需要掌握互联网
技术，改造产业链。互联网技术包括
了硬件、软件、应用三个层面，具体的
应用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3D 打印技术等。互联网技术对于传
统产业来说，意义在于应用，在于改
造传统产业链。

服装产业的不少企业积极地应
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改
造产业链，创新发展。山东红领集团
将 3D 打印技术逻辑工厂化、产业化,
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了满足个性化
需求的大规模定制西服生产线。正是
互联网思维和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最传统的服装企业构建了全新的产
业链。有专家说，在互联网时代，成功
的企业都是互联网企业。

最后，互联网思维成为最根本的
商业模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互
联网技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到其在商业层面的逻辑。

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互联网新
思维——未来十年的企业变形计》一
书中对互联网思维所作的描述，这些
互联网思维的具体表现完全改变了
我们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商业模式。
如社会化思维就认为社会化商业时
代的到来，企业面对的消费者以互联
网的形式存在，信息透明、即时，这将
改变企业设计、生产、营销等整个形
态。正如山东红领集团构筑的“C2M”
模式，生产工厂直接面对消费者，彻
底消除中间环节，借助网络平台化运
营交互手段和价值交互的方法论，彻
底颠覆不适时宜的陈旧商业规则。

“C2M”既是商业模式亦是产业平台，
引起了包括服装企业在内的许多行
业的高度关注。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思维、互联
网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已成为包
括服装产业在内的一切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季度，据中华商业信息网统
计，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2%，50家大
型重点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 1 至 6 月
增速为 0.6%，与增速稳定在 10%左右
的社零情况对比，传统渠道增速明显
放缓，电商和购物中心等新兴渠道分
流效应显著。进入 2014 年以来，打折
促销力度减弱，产品成交折扣稳步上
升。我们认为，目前行业零售终端已
经见底企稳，期待下半年平价服饰带
动销售增长。

消费新趋势逐渐形成，突出性
价比和注重消费者体验是未来品牌
发展方向。经济放缓背景下，性价比

成为消费者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以高性价比产品吸引客户，以优质
消费者体验留住客户，双管齐下才
能真正在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
互联网思维则将“体验”两字深深刻
在了人们心中，如果说产品赋予品
牌以价值，那么服务则赋予品牌以
灵魂。

我们认为下半年跨界转型或将
成为投资的热点主题。而其中纺织服
装是跨界转型方面最具活力的行业，
这是因为：第一，行业较平淡，需要跨
界转型注入活力；第二，行业内民营
和小市值企业多，这些公司思路更活
络、体制更自由，跨界转型相对容易；

第 三 ，资 本 充 沛 ，行 业 内 许 多 公 司
IPO 的募集资金还未用完；第四，国
企改革有望带来政策红利。而从跨界
转型的方向来看可以分两类，其一延
伸产业链、打造细分子行业，其二彻
底跨界拓展新业务。

展望 2014 年下半年，我们认为
行业仍将保持企稳态势。从子行业
看，家纺、休闲服等已经筑底,森马品
牌已经触底回升，美邦服饰则仍在调
整。高端男装和女装压力依旧较大。
我们认为，经济周期向下的形势下，

“高性价比+优质服务”的品牌有大机
会，企业应该考虑如何提升产品和其
零售能力以应对消费模式的转变。

“高性价比+优质服务”模式大有潜力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员 王立平 许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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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模型测算，2014年三、四季度
中经服装产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7.0
和 97.1，比二季度略有上升，景气走
势有望稳中有升；预警指数分别为
76.7和 80.0，比二季度有所回升，三
季度仍处“浅蓝灯区”，四季度将上
升至“绿灯区”的临界下限。

二季度对 3400 多家服装产业
企业的景气调查结果与景气预测相
符。反映服装行业企业家对 2014
年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
指数为 124.2，比对反映二季度企业
经 营 状 况 判 断 的 即 期 指 数 高 1.0
点。二季度订货量以及出口订货量
皆稳中有升，在接受调查的服装行
业企业中，84.4%的企业订货量比上
季度“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上
升 2.1 个百分点，88.6%的企业出口
订货量较上季度“增加”或“持平”，
比上季度上升2.0个百分点。

在服装行业生产成本方面，从今
年起国家取消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实
行目标价格改革，国内外棉差价有望
收窄，加之国家鼓励对新型化纤材料
的研发，纺织企业成本压力有望减
轻。在出口方面，伴随美欧等经济体
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服装出口有望趋
于稳定。同时，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服
装行业销售的新平台，有利于服装行
业景气度的回升。

从整体上看，当前服装行业已
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依靠低
成本进行竞争的发展模式必须发生
转变，其中的关键是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自主研发
含量，探寻高效的管理运营模式，从
根本上提高行业利润率，保持行业
平稳较快增长。

景气走势

有望稳中有升

二季度，纺织服装

行业从基本面来看，外需

温和复苏，内需从零售终

端数据来看好于预期。进

入2014年以来，打折促

销力度减弱。目前行业零

售终端已经见底企稳，下

半年平价服饰有望带动

销售增长

产业观察

中国服装产业经济研究

所所长 陈国强

如今，网站销售中单件服装动辄出售几万件的情况，已经十分常见。 本报记者 刘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