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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行业是国民经济的
“血管”和“神经”。其不仅是国民
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也
是机械行业中仅次于汽车行业的
第二大产业。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城市化进程推进，使电线电
缆行业迎来了新一轮景气周期，
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其发展提供
了沃土。与之另一面，行业集中
度低、规模小、质量不一的问题也
被无限放大。

“高度分散化的格局，不仅
很难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且也
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和市场的
过度竞争状况。”亿航线缆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自圆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微
企业想生存，质量可谓企业发展
的根本。表面看，电缆行业是一
种粗加工行业，因为你不常见、
不常摸。但它确关乎民生，与每
一个人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
讲，电线电缆行业看似是粗加工
的精细行业。”

几千家企业共存
乃是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电线电

缆行业内的大小企业达9000家之
多。有行业报告显示，国内主要
的电线电缆生产企业所占市场份
额也不过在1%—2%，这同发达国
家产业高度集中的特点形成了鲜
明对比。公开数据显示，日本、美
国等国家的主要电线电缆制造商
销售额占本国销售额的比例均超
过50%，英国甚至达95%以上。

几十年的发展，行业整体规
模逐步增长；从结构细分上来讲，
电力电缆占电线电缆行业的比重
不断加大，电力电缆的市场空间
仍然比较乐观。张自圆说，石油、
化工、城市轨道交通、汽车以及造
船等行业快速发展和规模不断扩
大，行业不发展都难。如此大的
市场，定会有大量的企业。也正
是大量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才能支
撑起中国的市场。

“企业的年产量是有计划和
限制的，如果企业数量骤减，反之

订单猛增，这有可能会打破企业
的供给和产能平衡。本来年产量
为1吨，突然增加到5吨，为了赶
数量就会影响质量。这对企业乃
至行业来讲，都是一件值得思考
的事。”张自圆对记者表示，未来
几年，行业几千家企业共存的状
况会依然存在。“行业重组兼并是
大势所趋，但短期内仍然会有大
量企业共存，这由中国国情所
致。”

小微靠技术
实现弯道超车
据了解，我国工业化在主要

产品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国内需求
的同时，发展先进生产技术、逐步
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调
整，给包括电缆电线的相关配套
行业也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现阶段，我认为行业的主要
矛盾是普通电缆产品供应有余，
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张自圆表
示。“在中低压电线电缆市场领
域，集中了国内绝大部分的电线
电缆企业，因技术含量低，生产企

业众多，产能严重过剩。在高压、
超高压电缆市场领域，因技术要
求高，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高技
术、高附加值产品在国内未形成
批量产品仍需进口。”

而现在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绿
色环保、低碳节能、智能化、互联
化等新的发展趋势，将为电缆行
业提供新的增长点。“这对小微企
业而言是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市
场优胜劣汰法则就要求企业自我
革命，企业只有在这个历史节点
抓住机会，通过生产工艺、研发创
新等手段进行升级改造，才能占
得一席之地。”张自圆说。

亿航经验：给每条电
缆一个“身份证”

20 多年前从销售干起，到
2005年作为亿航线缆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之一，张自圆始终坚持一
条原则：靠口碑为产品铺路。

“‘互联网+’的环境下，我这是
背道而驰。口碑是市场最好的反
馈，但这条路终究要走的迟缓。就

是这种笨方法，让亿航在激烈的竞
争中活了下来。”张自圆说。

电缆行业看似粗，实则需要
精细的工艺作支撑。张自圆解释
道，“原材料是不是合格？生产过
程是不是做到了精确到每一米？
出厂试验是不是超额达标？这都
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了生产出
质量过硬的产品，从原材料进场
时我们就对其进行编号，这就好
比给每条电缆一个‘身份证’，通
过这个号码就能调出关于产品的
所有数据。为的就是让质量公开
化、透明化，全方位无死角，让客
户监督，让客户鉴定。”

基于这样的基础，亿航也有
自己的打算。张自圆介绍说，“未
来5年，亿航要做到京津冀知名品
牌。这需要我们在现有基础上，
向前迈进一大步。而对于以后，
亿航需要建立自己的连锁品牌，
像苹果手机一样，不需要生产制
造工厂，所有的工厂可皆我所用，
通过提供品牌、监管流程、生产工
艺等方式，实现产品生产。这样
既节省了社会资源，也可为企业
发展节省大量资金。”

中小电缆企业
或借行业重组实现弯道超车

本报记者 石岩

当下，受国内外市场需求环
境、国际产业布局调整等诸多因
素的综合影响，我国纺织工业进
入了增速放缓、动力转换、结构调
整的新常态。

大数据显示，今年1—8月，我
国纺织行业工业增长值增速
5.1%，较上年同期增速降低0.9个
百分点。其中服装业的工业增加
值增速为6.8%，较上年同期增加
2.3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现状之下，纺织产
业集群化发展却十分火爆，犹如
一匹“黑马”，给市场带来新期待。

布局时尚创意
产业集群
时尚产业在当下有着中国纺

织行业“新三板”之称。在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体现时尚的纺织产业
集群化发展正成为一种“产业现
象”。这种现象在浙江、广东、江
苏、山东等纺织大省尤为突出。

在日前举办的柯桥时尚周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区委副书记、
代区长赵如浪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
连续举办了19年，已逐渐成为国
内主要的纺织会展品牌之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今年前
三季度的柯桥时尚创意营业收入
接近9亿元，增长20.3%，带动相
关企业形成了177亿元的销售收
入，成为推动柯桥纺织从制造走

向创造的有力引擎。
赵如浪告诉记者，柯桥区政

府将加大对时尚创意、高端纺织
两大千亿产业的培育力度，进一
步加大支持以创意设计串起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引领大发展，加
快推进轻纺城的“三次创业”，以
电子商务、智能物流、现代会展为
重点进一步提升软硬件，有力推
动柯桥从纺织产品制造中心、贸
易中心向时尚创意设计中心、创

造中心转型。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徐迎新表示，要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流行趋势为指引进行产品
开发与时尚推广专业服务，整合
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资源，培养
柯桥纺织企业的时尚敏锐度和技
术创新力，促进纺织面料与时尚
设计的资源共享和价值链接，全
方位构建柯桥时尚创意产业可持
续发展新布局。

差别化经营
走出集群发展新路径
在新形势下，服装产业如何

克服全球经济下行需求不足给中
国纺织业带来的困难？如何在新
形势下更有力地在全国时尚产业
实现突围？如何根本性改变产业
集群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处于价
值链低端的状况？这些问题存在

于纺织产业集群之间，石狮市市
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江滨对此
有着自己的看法。

张江滨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石狮纺织服装行业的全面发
展，可以说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纺
织服装产业链。与此同时，“集群
化发展、差别化经营”为石狮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开辟了一条创新发
展之路。

据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负责
人介绍，石狮纺织面料业坚持走

“研发贸易”的发展模式，依托知
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研发新型面料
产品，目前，每年有3000多种新型
面料问世，涵盖棉类、化纤、丝织、
混纺等多个种类，不少新型面料
具有行业领先地位。

如今，纺织产业集群大多数
已对原有发展模式进行优化，着
力寻求产业链整体的转型升级。
同时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
积极向智能型、创新创意型方向
转变。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
瑞哲表示，“集群在经济新常态下
已呈现出新的特点与亮点，主要
表现在不断探索创新集群发展新
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及专业市
场配套、积极打造区域品牌影响
力、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步伐、积极推动‘互联网+’战略
与深化两化融合、积极开展集群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这种产业结
构的调整，让集群地行业水平、发
展质量和效益都提升到一个更高
的层面。

时尚创意串起高端纺织产业链
本报记者 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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