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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藏毯是青藏高原上

一种民族手工艺

品， 距今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这样

的艺术品出自编织者灵

巧的手指尖， 被人们称

为指尖上的传奇。 由于

做工精细，质地柔软。藏

毯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

高的声望，与波斯地毯、

东方艺术毯并称为世界

三大名毯。

58 岁的周孟祥是

青海藏毯编织技艺“泰

斗”级的人物，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

手工藏毯的编织技艺，

据他介绍， 手工制作藏

毯要历经设计、制版、编

织、割绒、编穗等多道工

序， 而且艺术效果也更

加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因此其价值远超机织藏

毯。

而今， 东方地毯集

团邀请周孟祥成为发力

西北市场的一名“猛

将”，负责对藏毯文化符

号和图案纹样进行深度

挖掘。

东方地毯的产品

融入了藏文化元素，摸

索出了一条中国地毯的

新丝绸之路。

藏毯“刚需”：国际市场获青睐

本报记者 王莹

藏毯续写指尖上的传奇

藏毯发源于青藏高原，发展于尼泊尔，造成了“墙里开

花墙外香”的状况。 究其原因，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主要的

是青海的藏毯产业起步较晚，市场的认知度低，没有形成自

己的品牌。 那么，目前国内藏毯产业发展现状如何？ 国家是

否有相关的产业政策扶持该产业的发展？ 内外销市场如何？

对此，《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了中国藏毯协会副秘书长张

保青。

国家政策利好藏毯产业集群发展

《中国企业报》：目前国内藏毯产业发展现状如何？

张保青：由于先入为主的影响，过去，尼泊尔藏毯在国

际市场上被看成是最好最正宗的藏毯。 而对于具有 2000 多

年悠久历史的青藏地区这一传统手工编织工艺品， 却很少

有人知晓。 自 2004 年起举办的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

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从普通的产业产品展示展销，演变成

国际专业品牌展览会， 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思路、 革新模

式、丰富内涵的发展之路，藏毯展已成为我国具有较高国际

知名度、 影响力的国际性专业展会。 而今年将迎来第十二

届。 到目前，青海省藏毯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青海藏羊地

毯集团、青海雪舟三绒集团为龙头，青海源荣进出口公司、

青海海湖藏毯有限公司、青海圣源地毯公司、青海卡比特家

纺有限公司和青海大自然地毯纱有限公司等中小企业共同

发展的藏毯企业群。 藏毯产业已经形成了集生产、加工、销

售及原辅材料供应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企业群框架。 尤其是

南川工业园区将藏毯产业作为特色产业来培育， 集聚雪舟

三绒集团、柴达木羊绒公司、青海绒业集团、青海藏派工贸

公司、青藏绒毛公司、藏羊机织毯公司、圣源机织毯有限公

司、青海鸿源地毯有限公司、青海大自然地毯纱有限公司和

青海卡比特家纺有限公司等 10 家藏毯绒纺企业。

《中国企业报》： 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对藏毯产业集群

发展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张保青：从 2003 年起，青海就着手打造青海藏毯产业，

到如今已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青海藏毯产

业既体现出了优势，又经历了许多波折。2005 年省政府召开

藏毯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第三次专题会议，确定了“十一

五”时期藏毯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工作任务，并将

藏毯产业作为优势、特色、朝阳产业之一，纳入青海省“十一

五”发展规划进行重点扶持。 2009 年，进一步对加快藏毯业

规模化发展进行了明确： 鼓励支持藏毯企业加快建设研发

中心和检测中心，支持新型喷染和动物、植物、人工纤维合

织等工艺的开发应用，开发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花色

品种，实现市场精细化定位与营销；支持骨干企业采用先进

设备扩大产能，与上下游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充分利用骨干

企业的示范和产业拉动作用， 以标准统一、 半成品生产分

散、 品牌经营的模式， 完善“原料—纺染纱—织毯—后整

理—品牌营销” 一条龙的产业体系， 加快藏毯产业的集约

化、集群化发展。 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为青海发展特色经

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2011 年

12 月 12 日，由商务部正式挂牌，青海成为全国外贸转型升

级专业性示范基地“青海藏毯产业基地”。 但据我所知，青海

藏毯产业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产业，目前，除了青海省之外，

其他省份鲜有配套的产业政策。

藏毯产业的优势在于特色文化

《中国企业报》：藏毯产业作为传统特色产业要在市场立

于不败之地，您觉得关键是什么？ 如何提升藏毯的附加值？

张保青：作为民族传统手工业中独具特色的产品，藏毯

正有力地推动着青海地毯业及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独特

的资源、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青海发展藏毯得天独厚

的“三宝”，也是青海藏毯独特的个性。 青海藏毯要保持永恒

的生命力，就必须张扬文化魅力。 藏毯产业作为传统特色产

业要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进行挖掘，需要不断创

新。 辽阔广袤的青藏高原， 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

源，孕育了古老神秘的藏文化，精美质朴的藏毯是藏民族在

游牧、农耕生活中所创造的优秀而古老的文化传统艺术，浸

透着民族性格、理想追求、审美情趣，饱含着藏民族对生活

的无限热情，极富魅力，它同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样多姿

多彩。 青海发展藏毯产业，文化资源是巨大的优势之一，一

定要注重对藏毯中蕴含的丰厚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从

而不断提升藏毯的文化附加值和艺术水平。

《中国企业报》：目前，藏毯销售市场有多大？ 如何看待

东方地毯在西北市场的布局，有何竞争优势？

张保青：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青海现有地毯企业生产的

手工和机织藏毯有 20 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产品营销网络

不仅覆盖国内大中城市， 而且远销海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在欧洲以及美国、日本等传统地毯销售地已经有了稳定

的销售市场并相继开拓了俄罗斯、中亚和南亚市场。 目前，

据我们粗略统计， 全国整个藏毯销售市场每年约 30 亿元。

而对于手工和机织的市场份额的占比，据我所知，目前，按

价值来说，手工占比超过 30%，机织在 70%左右；而按产量

来说，手工占比不到 10%，机织在 90%以上。 但山东是机织

地毯的大省， 而东方地毯集团也是主要发力西北家装市场

的龙头企业。 据我所知，其竞争者包括山花和海马，都是主

攻商用市场，对西北市场的重视程度不够。 而根据我们对东

方地毯的了解，这个企业在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近四

五年来，下足了功夫。 未来急需的是深耕品牌，走出一条品

牌致富的道路。

藏毯产业应

“墙里开花墙内香”

访中国藏毯协会副秘书长张保青

———辽阔东方：一个民族品牌的西行漫记（上）

本报记者 王莹

穆罕默德是一位巴基斯坦的商人，专门销售中国藏毯。 他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国际市场上藏毯不仅是消费品，还

是投资收藏品，藏毯的拍卖价格现在是逐年走高。 老的藏毯拍

卖在西方有些国家非常盛行，像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

家每月都会有一次拍卖活动，拍卖市场行情也特别好，基本上

十年前买的一块毯子只有 1万美元的话，十年后的今天就是 20

万美元。

藏毯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密集成交，直接带动了我国藏毯

工艺品的出口。 产品近几年在国际市场销往了 34 个国家和地

区，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欧洲、德国、英国、法国市场，美国市场也

属于一个大的消费市场。

周孟祥介绍，一般的藏族家庭都在屋内沿墙两面或三面摆

上矮矮的木床，上面铺垫着厚约 10 公分的毛垫或草垫，上面覆

以卡垫，白天是坐垫，晚上是床垫；夏天过林卡或外出时，卡垫

就直接铺在地上当坐垫；有条件的讲究人家里，还有一种形似

毯上毯，其目的一方面为保护下面较大、较贵重的卡垫，更主要

的还是为了表示对贵客的尊重。

藏毯用途很广，分为卡垫、地毯、靠垫、坐垫、挂毯等，马具

垫、 大牲畜额头等部位的装饰品及其它一些产品也属于这类工

艺。 它的原料是藏羊毛，以纤维长、软硬度适中、弹性强为特点，

图样设计别致，色彩鲜艳，美观大方，在世界三大名地毯中占有

一席之地。卡垫是藏毯生产业的主要产品，是藏族家庭中不可缺

少的生活用品。

国外拍卖会上为什么频频出现

藏毯呢？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除

了藏毯具有独特的历史传承之外，羊

毛资源的独特稀缺性， 也让藏毯从以

前的耐用消费品变成了艺术投资品。

“挂毯都是羊毛质地的纯手工制

作， 它的编织技艺需要很高的艺术造

诣， 不是入行三五年的从业者就可以

制作的，像一幅山水作品需要有 10年

以上的艺术创造经验， 而人物肖像则

需要 15年以上的艺术功底。 ” 青海藏

毯艺人周孟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

周孟祥说，手工织毯非常复杂，像

一幅画一个人最少 6到 8个月， 密度

非常大，工艺非常复杂，脑子里要带着

艺术效果才能把它织出来， 把线染成

几百种，一点点才能织出来。

而青海藏毯的羊毛来自西宁大

白毛。 西宁大白毛生长在青藏高原海

拔 2500—4000米高寒地区，其毛辫粗

细均匀，底绒厚而致密，被国际地毯行

业公认为编织地毯的最佳原料。 不仅

耐磨、柔软，而且使用年代越久，光泽

越光亮。 这些都让藏毯深受消费者和

收藏者的青睐。

2012年，青海全省地毯产业实现

工业总产值 21亿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1.8 亿美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15.6%。 而随着藏毯被更多人的熟知，

它的价格这几年也是逐年上扬， 有的

投资收藏品甚至卖出了几十万元的

天价。

虽然在艺术价值上，机织毯不如

手织毯，但由于机织毯产量高、价格

低，很适合成规模发展。

而东方地毯正在转变只靠手工

制作“一条腿走路”的模式。

“通过市场调研， 我们发现藏族群

众有使用地毯的习惯，并且全部是手织

地毯，生产效率低，成本高，消费受到限

制。我们公司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工艺攻

关，最终成功复制出机织藏毯，配色、品

质可以与手织藏毯相媲美，但价格降低

一半以上。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王书东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东方地毯在仿手工块毯

的工艺上，也曾有过难以攻克的技术

难题。

“事实上，地毯织造工艺中，仿手

工地毯水洗环节十分重要。 我们目前

就与天津工业大学正在研究‘羊毛地

毯生物蛋白酶水洗工艺’， 并已获得

实质进展。 当前市场使用氯漂工艺水

洗，成本低，但环保效果差，我们做这

个研究，一是为了民族块毯的手工工

艺，二是节能环保。 ”王书东补充道。

事实上，东方地毯作为国内知名

的地毯生产企业，数十次带着自己企

业的产品前来青海参展参会，为国内

地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方

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玉就

曾表示，11 年合作，11 年发展， 企业

伴随着在青海高原举办这一越来越

成熟的藏毯展而成长。

“我们的地毯产品融入了藏文化

元素，摸索出了一条中国地毯的新丝

绸之路。 ”何永玉表示。

藏文化和羊毛资源助推藏毯价格走高

工艺攻关：机织藏毯的集约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