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07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陈昌成 E-mail：cccnews@sohu.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丝绸中国

本报记者 何芳 实习记者 王莹

丝绸业：从家纺发力破解内忧外患

在内“忧”外“患”双面夹击下，中
国丝绸业选择从已被国内消费者普
遍认可的家纺产品发力或将成为我
国丝绸业拓展内销市场的突破口。

发达经济体消费持续低位，欧盟
需求萎缩，丝绸企业坐等外贸订单生
产的日子难以为继，积极拓展内销市
场成为丝绸企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
方式的方向。

日前，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
府等牵头支持，浙江省商务厅、四川
省商务厅、山东省贸促会、市商务委
共同在北京金源燕莎主办了 2012 北
京丝绸商品大集活动，参展省市精心
挑选了 47 家重点丝绸企业参展，这
也是国家政府部门引导丝绸企业打
开内销之门的一种积极方式。

外患：订单萎缩成常态

“去年死高利贷，今年上半年死
互保圈，下半年死无订单……这局面
迟早要来。”丝绸之路董事长凌兰芳
在 7月 4日的微博这样写道。

据商务部旗下中商流通生产力
促进中心近日提供的《2012年茧丝绸
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受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持续恶化、美国经济低位徘徊
以及日本经济灾后需长期恢复等因
素影响，世界经济将面临“二次探底”
的风险不断增加，世界丝绸市场消费
增长难度较大，下半年我国主要丝绸
出口市场需求难有大起色。
“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外消

费市场萎缩，2012 年上半年我们鼎
盛丝绸面料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了近
1/3。”吴江鼎盛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建华 7 月 5 日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

这是江苏一家中小民营丝绸企
业的原料出口现状，然而这并不是个
案，几乎整个丝绸行业乃至纺织业都
出现了这种尴尬。

在劳动力和原料成本的推高下，
我国原料性丝绸商品出口价增量减
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此外，国际
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由于欧美等多个
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大力支持印度、
泰国、越南、巴西等国家蚕丝业的发
展，这些发展中国家依托更低的原
料、劳动力成本，还有更优惠的政策
措施，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出口的
棉纱以及家纺产品比我国更具价格
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出口加
工型中小企业的订单流失。

内忧：转型升级压力大

企业转型无疑要更新设备、加大
研发以及培养和引进人才，这些都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在丝绸行业利润率
相对偏低，特别是在成本不断上涨、
利润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税负重、贷
款难等成了企业转型的间接阻碍，不
断高企的人工成本和人才稀缺让中
小丝绸企业的转型之路进退维谷。

报告显示，自 2011年以来，我国
物价指标持续走高，原材料、资源、能
源、运输、土地等要素价格出现全面
上涨的局面；“用工荒、招工难”现象
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纺织行业已
经由“高增长，低成本”进入了“低增
长，高成本”。

此外，现行的税收政策也加大了

丝绸企业的转型压力，促使企业在转
型升级过程中，无法投入充足的资金
到产品研发、技术升级、人才培养、品
牌建设等重要环节。
“丝绸行业利润率相对偏低，特

别是在成本不断上涨、利润不断减少
的情况下，转型升级更加困难。加之
丝绸行业成本积累速度非常缓慢，有
的企业依靠别的产业发展来反哺，但
我们达利一直‘专注丝绸’，这就会遇
到很多的困难。”达利丝绸（浙江）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寇勇琦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吴建华则指出人才成本是大问
题。由于技术工人老龄化情况的出
现，而丝绸对技术经验的依赖，让人
才问题在转型期凸显无疑。目前国
内丝绸科技人才的存量和质量与茧
丝绸行业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而
高等院校中培养丝绸专业方向的院
校招生人数较少，专业课程设置上
明显弱化，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企业求贤如渴。

此外，融资贷款的不利政策也让
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困难重重。

应对：从家纺消费突破

国际市场疲软，出口困难的情况
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然要开启国内丝
绸消费之门也未必立竿就能见影。由
于丝绸企业长期以出口为主，在国内
市场上营销网络的建设依然薄弱，搭
建中国丝绸品牌营销网络战略平台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秘书长雷
利民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要扩大丝绸的内销市场，首
先要提高国内消费者对丝绸产品的
认知，这与生产企业转型升级、丝绸
产品的设计水平，还有企业的宣传、
推广、品牌营销等都息息相关，丝绸
企业应根据国内市场的消费特点，调
整产品结构，加强产品设计开发力
度。

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

追求，家纺类丝绸产品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蚕丝被产量达 2046 万条，同
比增长 19.32%，已经成为我国丝绸行
业新的增长点。

随着人均 GDP的提高，国内对中
高档消费品需求逐步增加，在绸缎、
服装等传统消费品进一步巩固和提
高的同时，家纺产品中的蚕丝被、针
织产品、装饰丝绸等非传统性产品有
很大提升空间，也是未来国内市场丝
绸产品消费的热点。

业内有专家认为，企业应该紧紧
抓住丝绸家纺系列产品逐渐获得国
内消费者广泛认同的契机，以家纺产
品为跳板，通过做优做精家纺产品，
以点带面重塑丝绸新形象，从而带动
其它丝绸产品的畅销。

在谈及家纺产品的内销市场前
景时，雷利民乐观看待。“很多一线品
牌，其生产的蚕丝被、家纺产品都用
到了丝绸，丝绸家纺有望成为未来国
内丝绸消费市场的热点。

钱有清：
新标准促企业结构调整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 2011 第 43 号文发布公告，
批准 85 项纺织行业标准，包括《桑蚕丝针织服装》等七项
丝绸行业标准，并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此次新标准的出台对相关企业发展乃至整个行业的
未来方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面对当前行业调整时期，企
业如何走出发展困局？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
国丝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主任钱有清。

技术制高点

《中国企业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丝绸行业标准制定
和实施的过程及建立标准的意义？

钱有清：谈到丝绸行业标准制定和实施历程，首先要
提到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9 年，在中国纺织工
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国标委
综合[2008]98 号文正式批准，在原有全国纺织标准化丝绸
分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第一届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两名顾问和 83
名委员组成，标委会委员现今增加至 88 位。全国丝绸标委
会主要负责丝、绸缎、蚕丝制品等领域国家标准的制修订
工作。
丝绸国家和行业标准既是丝绸行业技术的制高点，也

归属于产品的技术标准范畴。俗话说：“三流企业看产品、
二流企业看技术、一流企业看标准”。标准不仅体现在技术
层面，还渗透到丝绸企业、行业和国家利益等方方面面。丝
绸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对促进行业发展、技
术创新、规范生产和贸易公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俗话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国家行业标准，丝绸产品的生
产秩序就会混乱，前后衔接容易出现失误。
《中国企业报》：茧丝绸行业至今为止有多少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现行的蚕丝被国家标准低于江浙某些企业的
标准 ,您能谈谈即将发布的桑织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实
际情况存在哪些距离吗？

钱有清：到目前为止，我国茧丝绸行业已拥有包括
GB/T 1797-2008《生丝》、GB/T15551-2007《桑蚕丝织物》
GB/T 24252-2009《蚕丝被》等丝、绸缎和蚕丝制品等 21 项
国家标准和 57 项行业标准，形成了覆盖比较全面、体系较
为完善的茧丝绸技术标准体系。
某一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完全有可能的。国家标准

的制定需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均衡性，设置主要
参数和指标；而企业标准不同，比如江浙地区的某些企业
标准较高，这与其丝绸企业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企业自身
也有企业标准，这个标准更是各不相同，也是参差不齐的。
《中国企业报》：据了解，《生丝电子检验试验方法》国

际标准还在讨论制定中。能否透露一下具体工作进展情
况？未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钱有清：《生丝电子检验试验方法》是我国丝绸行业乃
至纺织工业第一个国际标准，目前正在按照国际标准化组
织 ISO 导则规定有条不紊的进行，已完成规定的 7 个阶段
的前 4 个阶段。在两轮投票中，均获得通过。下一阶段侧重
加强各国专家的技术交流与沟通；加快各国行业评论意见
的处理及编写工作；抓紧各种试验及数据分析等，确保项
目顺利完成。

企业新起点

《中国企业报》：《桑蚕丝针织服装》等丝绸行业标准的
出台对丝绸企业而言，有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钱有清：新标准对企业生产有更高的质量要求，部分

行业标准直指企业薄弱环节，尤其对发展程度较低企业来
说，新标准将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提
高企业生产水平。
《中国企业报》：新标准的出台无疑会推动整个行业的

发展，但近几年原料价格不稳定也给处于产业下游的种植
户带来不小影响，新标准能否改善这种局面？对外贸出口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钱有清：一个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从产品生产、

技术和质量角度出发，也必然涉及各方利益，但实际上与
市场销售的关系并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的发展过
程也是动态的，会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需求的不断变
化而修改完善。
新标准的出台，一方面，标准直接与产品质量衔接；另

一个方面，能够推动市场秩序规范化，促进丝绸国际贸易
的公平，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国家
行业标准也是衡量贸易公平尺度之一。

把产品做到极致

《中国企业报》：面对当今丝绸业发展整体形势，丝绸
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是走出产业困局的必然选择，对
此您有何建议？
钱有清：可以用“十六字”方针引导丝绸企业在以下四

个方面深耕细作，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完成丝绸行业转
型升级和创新。
第一，适应需求。要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特别是女性

消费者对丝绸的需求变化，把握丝绸主销人群的需求动
态。
第二，创造消费。进一步发掘丝绸特有功效，将其独特

性能发挥到极致。树立思维创新理念，创造全新消费。
第三，开发产品。专注丝绸的“质”，摒弃“山寨经济”发

展模式，做“精”，充分实现丝绸“软黄金”、“纤维皇后”的
最大价值。
第四，打造品牌。要打造中国丝绸行业的国际性品牌。

中国丝绸本身就是一个品牌，有着多年文化沉淀，这是共
性。要打造个性品牌，奢侈品定位是一个发展方向。丝绸自
身的属性，“最接近人类皮肤”和防紫外线保护皮肤等为其
成功打造奢侈品牌提供了绝佳优势；中国古“丝绸之路”由
来已久，丝绸里能读到故事，品到历史；而丝绸的稀缺性也
能为奢侈品打造提供注脚，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底蕴会为
奢侈品牌打造注入最奢华的元素。
随着可用地面积减少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竞争所带来

的养蚕面积缩减，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都使丝绸行业面
临新的挑战。中国丝绸行业的发展轨迹和中国经济结构调
整具有相似之处。着力点都在于要把产品做到极致；通过
不断的技术创新，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整个行业才能
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我们国家而言，只有加快实现转
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占得先机。

我国丝绸行业继续面临其他纤维
制品的激烈竞争。

随着世界纺织科技的飞速发展，
化纤仿真技术的不断突破，蚕丝纤维
继续受到激烈竞争与挑战，特别是在
克服蚕丝纤维产品易皱、易缩的问题
点上，至今没有重大突破。

我国丝绸行业技术装备已经有了
很大的进步，目前自动缫丝机已占 90%
以上，意大利无梭织机比例达 30%。但
是我国丝绸产品原料性产品出口比例
依然较高，阻碍了我国丝绸行业的发
展。要提高我国丝绸产品的竞争力，就
必须将重点转移到以出口最终产品上
来，提高产品品质、扩大深加工、精加工
产品的出口比重，特别是提高自主品牌

产品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
从而促进丝绸消费，扩大丝绸出口。

世界经济经过半个世纪的持续发
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陆续解决温饱并
走向小康，为纺织业带来了长期持续
的增长需求；发达国家居民对纺织品
的需求稳定并体现在时尚、自然舒适
和奢侈等较高层次上。由于科技进步
和不断涌现的诸如功能性服装、家用
及产业用纺织品等新的消费领域，也
不断推动着纺织业发展。随着高科技
的研发应用，纯丝的单一纤维制品将
相对减少，以生丝为基础的纺织纤维
多元化成为发展的趋势。

2012年，国内经济将面临结构转
型调整，GDP增长速度放缓，受国内外

大环境的影响，我国茧丝绸行业经济
将呈现明显调整走势，但是总体运行
平稳。预计 2012年我国茧丝绸生产将
与 2011年基本持平，桑园面积难以继
续扩大，蚕茧产量增长速度放缓。茧丝
价格波动将向着先低后高逐渐趋稳的
走势发展。由于丝绸工业无法摆脱对
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依赖，在世界经济
低迷和国内金融政策趋紧的环境下，
我国丝绸工业外贸出口形势不容乐
观，全年外贸出口将是稳中有升，但是
增幅可能不大。国内丝绸消费增长空
间也相对有限，整个丝绸工业经济发
展将呈现“前低后高，平稳缓和”的走
势，增速扩大的可能性较低，不排除丝
绸工业经济向下调整的可能。

商务部：丝绸工业外贸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实习记者 王莹

本刊主编：何芳

相关

日前，由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参
与冠名举办的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达利丝绸杯”服装
设计赛项闭幕式圆满落幕。

据悉，本次大赛由教育部、江苏省
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24个国家、省部级单位主
办，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中
国纺织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厅、南通
市人民政府承办，共有来自 22个省市
的 34个代表队共 68名选手参赛。

大赛一共分为赛前准备和现场比
赛两个部分，赛前需要学生根据大赛
确定的奇幻·天然主题先行完成礼服
设计制作。现场比赛环节分为服装拓
展设计、服装立裁造型和服装动态展
示三个阶段，整个环节时间紧凑，考核
参赛选手的综合技能。

达利（中国）旗下的女装产业人才
培养基地———达利女装学院代表队以
独特的设计理念、出色的制版能力、精
湛的工艺制作技压群雄，在众多项目
中表现出色，一举摘得桂冠，登上了
2012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家级
的领奖台。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达利（中国）
第三次参与冠名赞助此项大赛。该公司
创建于 1973年，隶属香港达利国际集
团，为全球知名的丝绸纺织及服装企
业，地处“丝绸之府”中国杭州，拥有 as

August Silk、城市俪人和 Theme三大服
装自主品牌和 August Silk Men丝巾领
带品牌，其自有品牌 August Silk是中国
在全球销量最大的丝绸女装品牌之一。

目前，达利（中国）主要有品牌中
心、面料中心、印染分中心、服装中心
和针织中心五大盈利中心。年产梭织
服装 700万件（套）；年产针织服装
500 万件（套）；年生产加工能力为印
花绸 1200万米、染色绸 1200万米。

为响应杭州市委市政府“弘扬丝
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的战略目标，
达利（中国）已投资 6亿元人民币建立
“世界一流丝绸女装产业基地”项目。
目标实现年产丝绸女装 3900万件、丝
绸印染 3600万米的生产规模，形成真

丝绸织造—印染—设计—成衣的完整
产业链，引领杭州的丝绸女装成为中
国丝绸业的领跑者。

达利（中国）相关负责人介绍，达
利连续 3年冠名支持这项大赛旨在进
一步推动高职高专服装纺织类专业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充
分展示服装纺织类专业教学成果和师
生风采，以赛促学，培养技能，服务产
业，弘扬中国丝绸文化。

荣誉是无形的，却胜似有形，这表
明达利女装学院的教学质量已跻身省
内领先、全国一流的水平。“这份荣
誉属于团队，这是我们全体达利人共
同努力的结果。”达利女装学院常务副
院长许淑燕这样表示。

实习记者 王莹

2012“达利丝绸杯”服装设计大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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