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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一季度，服

装行业运行平稳。新的

形势下，整个服装产业

要更加重视创新，更加

重视产业链本质，更加

重视转型新机遇

当前服装行业正处于增速趋缓、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期，后续发展面
临的任务更显紧迫和艰巨。

首先，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
求逐步取代数量化、同质化，日益成
为新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将更加注重
服装产品的时尚性、功能性和生态安
全性，这为服装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增
长动力转换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其次，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生产、
投资和消费等宏观指标增速呈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服装行业亦受到一定
影响。最后，生产要素成本逐年加大，
资源环境的约束加剧，国内外市场品
牌竞争激烈。综合来看，行业发展机
遇与挑战并存，未来服装行业运行或
将继续保持平稳。

新的形势下，整个服装产业要更
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产业链本质，
更加重视转型新机遇。

服装产业正呈现出多元化创新

的趋势。企业从热衷电商转向了对
“互联网+产业”的探索。服装企业不
仅关注渠道的“O2O”，更多从“互联
网+”的思维出发，探索全产业链的互
联网化，实施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
机器换人。另外，支撑或影响产业发
展格局的，有大批 80 后甚至 90 后创
办的新企业（包括一些老企业也专门
组织 90 后团队来开发产品、拓展市
场）。他们更了解现代市场需求，更善
于协调发展，发展潜力巨大，对行业
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未来，企业将发生积极的变化，
不仅表现在实体产品的多元化，还体
现在产品的服务、体验等将发生新的
变化。

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特征也日趋
明显。今年 3 月，CHIC 移师上海，纱
线展、面料展同台举办。这不仅仅是
上下游产品的展会协同，也预示着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的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服装
产业的竞争力不如欧美、日韩等发
达国家，最根本差距就在于我们服
装产业链的“碎片化”现象严重，行
业缺乏产业链的配置者、核心领导
者。在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
我们必须把我国服装产业国内价值
链真正构筑起来，不同的企业在不
同的产业链环节发挥各自专业化的
作用，从而合力推动我国服装产业
竞争力的提升。

产业发展需要机遇。市场需求
是机遇，科技进步是机遇，政府的政
策引导也是机遇。在新常态下，政府
通过改革、简政放权来激发企业活
力和市场活力，从而形成新的经济
发展环境。企业要善于分析新一届
政府的一系列新举措，要善于把握
新的发展机遇，要主动适应政府的
新举措，抓住这些新举措带来的机
遇，创新发展。

一季度，出口数据波动较大。据
海关总署统计，2015 年 1 至 3 月纺织
服装出口额分别同比下降 10.7%、同
比增长 99.3%、同比下降 32.5%。2014
年棉价底部不明，大多数企业持观
望情绪，2015 年一季度棉价基本触
底企稳，订单释放带来 2 月出口额大
幅提升。

内需方面，1 至 2 月全国百家重
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累计增
长 6.4%。我们认为零售环境仍旧不
具备显著回暖的条件，但假日消费
明显，从商品消费向娱乐、旅游等服
务性消费转移。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 2015 年行
业内部分化态势将日趋显著，品牌

公司的竞争将基于管理能力展开，
出口受益棉价企稳从二季度开始或
将迎来一轮补库存行情。

供应链是纺织服装公司的生命
线，纺织服装行业的竞争已经正式
进 入 以 供 应 链 为 基 础 的 管 理 制 胜
阶 段 。一 直 以 来 ，我 国 纺 织 服 装 行
业 的 供 应 链 呈 现 上 下 游 不 对 等 的
情况，即采购商和销售商不平等现
象 频 现 。未 来 ，供 应 链 的 均 衡 和 共
赢，和谐平等的供应链是整个产业
所追求的。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供应链改
造就被多数企业列入日程之中，国
内产能虽然过剩，但是优质供应商
仍然是稀缺资源，只有牢牢把握上

游 才 会 在 市 场 竞 争 中 立 于 不 败 之
地。我们观察到，海澜之家的创新商
业模式的核心就是，利益绑定之下
对供应商的绝对掌控，2014 年开始
整合供应商，以集体采购的方式提
高对上游的控制力。森马服饰也在
近来积极整合供应链，抢占优势供
应商资源，未来有望打造服务供应
商的 C2M 平台。

纵观纺织服装行业，自去年以
来行业呈现分化显著、强则愈强、产
业转型的态势，竞争不再局限在门
店、产品、电商等传统业务，企业竞
争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供应链、
中间环节等涉及管理的层面成为企
业需要重点打造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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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测算，2015 年二季
度和三季度中经服装产业景气指
数分别为 97.3 和 97.5；预警指数分
别为 76.7 和 80.0。

2015 年一季度，服装行业企
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二
季度企业经营状况的预期指数为
122.2，比对本季度企业经营状况
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5.1 点，比去年
四季度的预期指数高 10.8 点，表明
企业预期向好。

一季度接受调查的服装行业
企业中，83.3%的企业订货量“增
加”或“持平”，比去年四季度提升
2.1 个百分点，其中 88.2%的企业
出口订货量“增加”或“持平”，比去
年 四 季 度 上 升 0.7 个 百 分 点 ；
91.3%的企业用工需求“增加”或

“持平”，比去年四季度上升 6.0 个
百分点；83.1%的企业投资“增加”
或“持平”，比去年四季度上升 3.4
个百分点。

综合分析来看，未来服装行业
运行或将继续保持平稳。为保持
服装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建议企
业借助新型业态主动作为，开拓国
内市场。在“互联网+”的驱动下，
产品个性化、定制批量化、流程虚
拟化、工厂智能化、物流智慧化等
都将成为新的热点和趋势。与此
同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积极拓
展海外市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服装
行业出口增长提供重大的机遇。
服装行业在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
应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借助国家相
关政策，在国际市场合理配置资
源，以使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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