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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面”提升服装产业创新能力

中国服装业产业转

型升级的核心在于创新

能力的提升，未来应从科

技进步、产业链上下游集

成创新和产业集群升级

发展这三个方面，形成

“点、线、面”发展格局 中经服装产业景气指数报告显
示，2015 年四季度，中经服装产业景
气指数为 95.4，比上季度下降 0.3 点。
从具体指标来看，与上季度相比，服
装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税
金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均
有所放缓。

2015年，面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外
形势，中国服装业在运行压力加大的
情况下，呈现出“总体平稳、调整变革”
的主要特点。1至11月，规模以上服装
企业15586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增 长 5.94%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5.01%。主要盈利指标保持稳定或略有
增长，说明行业转型调整从未停止。

服装行业是基础性消费品产业，
是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行业，越是面
对困难，调整、创新、转型、变革的步
伐和力度就越大，整个行业、企业的
努力也越大。

中国服装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
心在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包
括技术创新力、文化创新力以及商业

模式的创新力，最终集合成为品牌的
价值创造力和生命力。提升创新能
力，未来应从科技进步、产业链上下
游集成创新和产业集群升级发展这
三个方面，形成“点、线、面”发展格
局。技术进步是着力点，产业链上下
游的集成创新是一条线，产业集群代
表着整个中国服装产业的基本面。

技术是有时代性的，掌握不了科
技的进步，必将落后于时代。迎面而
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
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支撑和重大
机遇。未来中国服装业发展的立足点
首先是技术的进步，它将贯穿下一步
产业升级的始终。

我们需要继续加快科技进步的
步伐，通过信息化和产业的深度融
合，重构品牌和消费者、市场之间的
链接关系，改变生产方式以及价值创
造方式。对行业而言，技术不仅仅意
味着应用自动化、智能化装备，还包
括了智能化的生产管理、产品开发、
终端零售、运营模式等方面。

服装业不论是产品制造，还是品

牌建设，都不是孤立发展的。目前，以服
装为龙头的产业集成创新体系日趋完
善，跨行业、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创新
更加紧密，产业上下游融合发展加速。
中国服装业“十三五”期间的发展，产业
内上下游对接，抑或是关联产业对接，
都离不开资源的整合和集成创新。

产业集群代表着中国服装业量
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不是单
靠一家企业爬到山顶，而是需要整个
行业的水涨船高。产业集群的升级意
味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创造能力
的整体提升。

“十三五”是推进服装行业由大变
强的关键期，未来的五年是关键五年，
也是充满希望的重要五年，中国服装
业将力争在“十三五”末建设成新经济
时代具有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创新型产
业。这就要求中国服装业必须脚踏实
地，摈弃浮躁，以不断创新的企业精
神、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以及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打造中国服装行业新文化，寻找服装
强国建设的根本动力。

2015 年四季度，内需方面，12 月
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同比下
降 4.2%，服装类和化妆品类降幅分别
为 7.7%和 2.6%。四季度零售终端呈现
加速下滑态势，预计全年零售终端增
速较去年持平或略下滑。出口方面，
据海关总署统计，11 月份服装出口
133.1 亿美元，下降 10.1%；1 至 11 月
累计出口 1572.6亿美元，下降 7.7%。

由此，我们判断，消费端增长乏
力，未来机会来自于供给端的并购
整合。

当前，新常态经济下消费品的
投资逻辑已经发生改变。消费品成

长驱动力从需求量转向细分化和专
业化，行业发展驱动力从需求量转
向消费升级、提升效率、极度细分化
下的规模效应。消费品商业逻辑也
已 从 外 延 开 店 转 向 B 端 的 并 购 整
合，因为外延开店带来的 C 端消费
量增加和零售管理能力的提升均已
遭遇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B 端被
迫通过并购整合来提高整体效率以
达到规模效应。

消费品成长逻辑的改变也带动
服装行业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专业
化趋势，从商品转服务，从重资产转
轻资产，轻资产服务型企业将占有

一席之地。二是整合化趋势，行业进
入过剩产能去库存阶段，纵向整合、
水平并购等方式是未来做强做大的
主要方式之一。三是精细化分工，分
工细化带给产业整合者机会，重构
产业链价值体系，提升市场占有率。

强者恒强，未来行业集中度会
明显提升。目前行业已出现一些代
表 性 公 司 。比 如 ，搭 建 新 型 分 销 体
系 或 精 准 化 营 销 渠 道 的 代 运 营 公
司 、微 商 等 ；比 如 ，全 产 业 链 整 合
者，各环节做到高效率的行业龙头
优衣库、ZARA、海澜之家、森马服
饰等。

行 业 并 购 整 合 将 加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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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测算，2016 年一季
度和 2016 年二季度中经服装产业
景气指数分别为 95.4 和 95.5；中经
服装产业预警指数均为 76.7。

2015 年四季度，服装行业企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 2016
年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
指数为 107.7，比对本季度企业经
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低 6.7 点，
比上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8.0 点。四
季度接受调查的服装行业企业中，
80.2%的企业订货量“增加”或“持
平”，比上季度低 2.5 个百分点，其
中 86.8%的企业出口订货量“增加”
或“持平”，比上季度低 1.5 个百分
点；88.5%的企业用工需求“增加”
或“持平”，比上季度高 0.2 个百分
点；79.3%的企业投资“增加”或“持
平”，比上季度低 2.1个百分点。

展望 2016 年，从国外需求来
看，国际市场需求仍将低迷。与此
同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其他
新型经济体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
显现，也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国服装
出口的比较优势。因此，未来服装
出口或将延续低迷态势。从国内
需求来看，新常态下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继续存在，而排浪式消费正在
逐渐消失，因此，服装行业的国内需
求提振也面临较大压力。从宏观政
策来看，2016 年“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成为政府
经济工作的重点，服装行业库存压
力有望缓解，生产成本也有望不断
下降。在供给侧改革发力的背景
下，相关政策也有望支撑行业的平
稳运行。综合来看，2016 年服装行
业或将呈现平稳运行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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