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 大 面 广 的 中 小 企 业 是 稳 经 济 的 基 本

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把市场

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

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浙江桐乡濮院镇羊毛衫市场，一场迟到

的冬季新品订货会终于如约而至，吸引客商

纷至沓来。这座销量占全国 75%的羊毛衫集

散中心，两个多月前摆脱疫情影响恢复生机，

如今，市场内的 1.3 万多间门市正全力备战秋

冬市场，不远处，6000 多家羊毛衫生产企业开

足马力赶制订单。

作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和产业

基地，每年有近 7 亿件羊毛衫从濮院销往全

国各地。今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企业

市场订单骤降，一度生产停摆。经过复工复

产后，再次步入正常轨道。毛衫产业集群的

纾困企稳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韧性强的

一个生动缩影。

挑战之下，企业如何奋力突围？怎样更

好助企纾困，实现承压增长？记者调研采访

了濮院镇羊毛衫产业集群，探寻他们迎难而

上、化危为机的实践。

直面压力的奋力转型

持续发力线上直播，加

快数字化升级

“桑蚕丝面料短袖，拍一发二，只要 98 元

……”

清晨 6点多，千柏年品牌的直播间里，主播

已开始吆喝。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12点，几个主

播轮番上阵，带货几乎不断档。“任何一个时间

段，都可能有人下单。”看着后台下单数上涨，品

牌创始人俞永祥长舒一口气。

今年 3 月底，受疫情影响，市场遇冷。一

边是订单量大幅下降，另一边则是库存量越

积越高。“最难的时候，积压了超过 3000 万元

的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仓库里堆得满满当

当。”俞永祥回忆。

面对困难，俞永祥并不慌。4 月中旬复工

复产，到 6 月初便完全恢复元气，7 月的销售

额已追平去年同期水平。

“ 跨 入 直 播 赛 道 是 我 们 迅 速 恢 复 的 关

键。”俞永祥介绍，两年多前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时，企业意识到直播不仅是风口，更是突破

口，“当时库存积压、现金流吃紧，不转型没办

法活下去。”

转型，说干就干。短短两年间，从试水第

一场品牌直播到在平台坐拥 580 万粉丝，如

今，千柏年的线上销售占比已从 50%提升到

95%，市场规模也越做越大，去年公司营收实

现翻番。“直面消费者，不仅销售成本更低，还

能更好拓展市场。”俞永祥信心满满，上半年

营收略有下降，但全年有望实现增长。

当压力从销售端传导到生产端，不少羊

毛衫企业也很快给出自己的“解法”。

走进浙江圣奈尔服饰公司数字化工厂，

偌大的车间里，几乎看不见人影。48 台一体

成型智能电脑横机整齐排列、有序运转。只

见 纱 线 来 回 穿 梭 间 ，一 件 件 羊 毛 衫 渐 次 成

型。与此同时，车间一楼显示屏上，订单数、

产销情况等数据实时跳动，为即将到来的生

产旺季提供决策参考。

“近两周，企业销售额已超越去年同期，

不少订单也开始回流，7 月订单量实现同比持

平。”在公司负责人夏连根看来，这得益于一

直以来的数字化改造和技术提升。

3月正值订货季，圣奈尔刚准备大干一场，

便遭遇了新一轮疫情。“尽管很快复工复产，但

客户的订货模式却由过去的一次多订转变为

少订多补。”夏连根说，新模式要求生产线具备

快速反应能力，数字化生产的优势一下子显现

出来，“数字化改造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近

20%，订单交货周期从原来的 7 天缩短至 4 天，

新增订单不降反升。”

无论是转向线上直播，还是引入智能生产

线，坚定转型成为濮院毛衫企业奋力突围的关

键词。“面对疫情等因素挑战，更多企业加速了

数字转型的步伐。”濮院镇副镇长查剑斌介绍，

为支持向直播电商转型，濮院成立了时尚产业

直播电商联盟，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平台联享、

活动联办，带动众多羊毛衫企业完成直播“触

网”，实现市场快速回暖。今年上半年，濮院抖

音电商直播已服务商家 500 家，累计销售额超

10 亿元。截至目前，超过 40 家企业实现产线

智能化升级，小批量定制化生产能力更强。

眼下，1.5 平方公里的濮院镇羊毛衫产业

集群，300 间直播间已然就绪，智能生产中心、

智慧物流云仓实现快速响应，1 万平方米摄影

基地服务一应俱全。“更加完善的基础配套，

有利于促进集群内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助力羊毛衫产业巩固恢复向好势头。”浙

江省羊毛衫协会会长吴炳明说。

务实坦诚的政企座谈

落实助企纾困举措，坚

定投资发展信心

困难挑战之下，实现承压增长，既要企业

持续练好内功，更需有外力相助。

“企业进行数字化技术改造，能不能申领

补贴？”

“能，经验收合格，给予投入最高 25%的

补助。”

“缺乏抵押物，怎么才能更快贷到款？”

“可以找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增信

服务，免担保费。”

6 月 7 日，桐乡市发改、经信、商务等部门

负责人来到濮院，与当地企业家和市场经营

户进行了一场务实坦诚的面对面交流。针对

企业提出的问题，各部门负责人逐一解答。

原来，经历了复工复产，大多数企业生

产经营已陆续步入正轨，但上半年当地经历

两轮疫情，市场需求疲软，一些采购商处在

观望状态，订单总数和每单订货数都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导致部分羊毛衫企业由主动

出击转入被动退守，投资意愿有所减弱，上

半年全镇亿元以上服装企业技改项目降至

个位数。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濮院镇党委原委

员王海波说，这次企业家座谈会是一场稳企

帮扶的政策解读会，摸清楚企业存在的困难，

把助企纾困的政策讲透了；这也是一次全镇

转型升级的提振会，鼓励企业转变发展模式，

更好提升自身竞争力。

——落实减负政策，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这段时间忙着复工抢单，没留心有这么

多惠企政策。”夏连根记忆深刻，座谈会上，到

会的企业负责人都拿到了一本“稳企帮扶”专

项行动政策汇编。经过部门负责人现场解

读，发现可以申报数字化改造补助，预计能为

圣奈尔服饰公司省下数十万元。

——亮出贴心服务，坚定企业投资信心。

为持续增加优质产能、提升承接订单能

力，前不久，蒂维时装有限公司准备投资 1 亿

元引入进口无缝一体成型机，“多部门网上联

审联批，审批效率大大提升，目前已在办理最

终备案手续。”公司董事长沈卫国说。

座 谈 会 搭 起 信 息 桥 ，纾 困 按 下“ 加 速

键”。5 月底，濮院镇召开政银企对接会，组织

金融机构对相关企业的融资需求开展一对一

个性化服务；6 月，桐乡市发布惠企纾困 44 条

政策举措，涉及加大中小微企业所得税减税

力度、延续降低费率和社保返还政策、降低企

业融资和用能成本等举措。为鼓励支持企业

稳产增产，桐乡市已提前拨付财政奖补资金

6.58 亿元，惠企 1.36 万余户次。今年以来，国

网桐乡供电公司累计走访服务纺织企业 154
次，为用户节约用能成本 145.58 万元。

数据显示，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

年，濮院镇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29.6 亿元。

市场持续回暖，上半年羊毛衫市场实现成交

额 326.7 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156.9 亿

元，占比近 50%。投资不断攀升，全镇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25.2 亿元，同比增长 18.7%，完成

年度目标的 51.4%。

“波动只是一时的，只要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再难的坎也能跨过去。”沈卫国语

气坚定，有了政策帮扶，接下来的步子要迈得

更大一点，快步向打造无人车间、建设未来工

厂的目标迈进。

“虽然只是一次座谈会，但实际上给远方

的客户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那就是我们

准备好了，欢迎随时过来。”夏连根说，座谈会

是一个新的起点，公司正在研发新产品，努力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上下游协作的团体作战

龙 头 企 业 带 动 中 小 企

业复苏，融通创新释放发展

活力

向毛衫产业集群深处细细探寻，不难发

现，大中小企业正拧成一股绳，汇聚应对风险

挑战的强大合力。

“嗡嗡嗡”，信号灯闪烁，机器声轰鸣。浙

江乐尚美意实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

吊挂生产线开足马力全速运转，编织、缝合、

砂洗、熨烫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件件冬装新

品接连下线。

“随着市场逐渐转暖，公司在全国的 2400
多家线下实体店销量也在回升，目前产能已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九成左右。”公司负责人孙

公科说。

大河有水小河满。作为一家集研发、制

造、销售于一体的时装品牌龙头企业，乐尚美

意全面复苏，也带动产业链上的中小供应商

渐次恢复生机。

两公里外的嘉兴慕丽服饰有限公司率先

感到“暖意”。由于公司主要市场在长三角地

区，受疫情影响，今年产品销量下降近 30%。

“最犯愁的时候，作为主要客户的乐尚美意非

但没有减少订单，反而加派了订单。”公司负

责人周红说，线下展销会开不了，他们就带着

设计师团队来我们厂房指导款式开发，很大

程度弥补了我们的损失，目前公司产能已基

本恢复。

再向外看，5 公里外的思梵服饰有限公司

也开足马力赶订单。“服装交货周期通常有 3
到 5 个月，往往需要厂商先行垫款生产。受疫

情影响，现金流变得更加紧张，对小企业来说，

按时回款就是及时回血。”公司负责人伍洪刚

说，虽然行情不好，但乐尚美意的每笔账款总

能及时支付，帮助企业扛住风险、持续运转。

小河有水，也让大河丰。“同处一条产业

链，倘若上游主力供应商不给力，我们的研发

销售体系也难以有效运转。”孙公科说，“公司

有 40 多家供应商，疫情发生以来，货款一天不

差，防疫物资及时共享，上下游同频共振、以点

带线，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快速复苏。”

让龙头企业开起来、转起来，带动更多中

小企业活下来、留下来，成为濮院镇羊毛衫产

业集群恢复向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的重要一招。

“历经暖冬和疫情影响，服装行业整体承

压 ， 上 半 年 全 镇 规 上 工 业 产 值 同 比 下 降

4.6%。”查剑斌介绍，通过成立 22 个服务专班，

与辖区内的 126 家规上企业结对，收集梳理了

100 多个急难愁盼问题，以清单形式将责任落

实到人并逐项化解，更好助力企业尽快动起

来、好起来。今年力争新增规上企业 30 家，亿

元企业 4 家。

携手渡难关后，在濮院镇羊毛衫产业集

群，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并未止步，而是通过

融通创新，释放出更为强劲的创新活力。

作为主力供应商，伍洪刚最近成了乐尚

美意的“常客”。“我们受邀联合开发明年春季

的新款，几乎每天都要杭州、桐乡两头跑。”伍

洪刚说，过去大多是来样加工，跟客户配合度

不足，如今深度参与产品设计，让公司稳定发

展更有保障。今年底，公司计划新增一批智

能化设备，届时不仅日产量将大幅提升，产品

开发能力也会更强。

“经过多年的发展，濮院已经拥有 8000 多

家中小企业和超过 120 家规上企业，形成集设

计、生产到销售于一体的完善的毛衫产业体

系，这构成了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底气。”濮

院镇党委书记、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主任

虞武君表示，依托产业链优势，下一步将发展

“以大带小、以小托大”的模式，由以前的单点

企业竞争逐步转向产业链的生态竞争，更快

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

图①：濮院镇一家毛衫品牌电商主播在

线带货。 陈建忠摄（人民视觉）

图②：浙江圣奈尔服饰公司的数字化车

间内，智能电脑横机正开足马力生产。

陈建忠摄（人民视觉）

从订单骤降到成交额破千亿元，上半年浙江桐乡濮院镇羊毛衫产业集群化危为机

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
本报记者 韩 鑫

翻看中国服装业的半年报，“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

定律似乎失效了。上半年，全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

售总额为 6282亿元，同比下降 6.5%。

今年以来，遭遇需求收缩与供给冲击的双重压力，服

装业的日子不太好过。上游原材料价格大涨，制造环节

既要复工稳岗，又要化解劳动力成本压力，下游则需应对

疫情多点散发带来的超预期冲击。这种罕见的压力，从

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里可见一斑：美邦、太平鸟、歌

力思等大品牌，企业上半年利润均预计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滑。

将行业观察的周期拉长，就会发现中国服装业已承

压多时。从 2018 年开始，中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市

场增长遭遇了瓶颈期，不少时尚品牌相继关闭门店。

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服装市场已经饱和，并即将迈

入衰退期呢？

仔细观察，产业不乏佼佼者：特步、361 度等运动品

牌利润高速增长，户外品牌牧高笛预计上半年盈利翻倍，

世界知名运动品牌露露乐蒙加速在中国布局。

同样的市场，透过变量看常量，中国居民可支配收

入持续增加的趋势没有改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没有减弱，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就像

露露乐蒙在财报中所言，“尽管中国的一些城市受到疫

情防控的影响，但该市场的销售额仍然实现了两位数

增长，过去 3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六成。”中国市场

的高成长性有目共睹。

同样的周期，利用差异找差距，中国服装业缺少的不是

需求，而是有效供给。以羽绒服为例，我国羽绒服产量从

2016年的 3.34亿件下降到去年的 1.26亿件，产能减少了约

60%，其间不少人认为羽绒服市场难见增长。然而，通过苦

练内功，转型升级，中国羽绒服市场规模从 2016年的 858亿

元增长到去年的 1562亿元，增长了近一倍。国产羽绒服品

牌波司登则实现连续 5 年复合增长率达 39.4%，创历史新

高。不少国际高端品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不断加大在华

销售。当国人更加注重高品质、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时，谁能

把握潮流趋势、刺激潜在需求，谁才能在质量型、差异化为

主的竞争中取胜。

换言之，外部环境变了，内在需求变了，探出新路子，

把供给端的短板补足、弱项夯实，企业才能过上好日子。

新路子在消费者的烦恼里。满足女性消费者对于

健康舒适的高要求，降低尺码决策焦虑，无钢圈、一码

通的内衣品类快速崛起；抢抓冰雪运动热的机遇，以滑

雪为核心品牌基因的迪桑特增长迅猛……这些生动的

案例都有力证明消费升级中蕴藏无限市场潜能。向下

游找问题，化解消费者的痛点、填补市场的盲点，让需

求牵引供给，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配性，企业才能

顺应潮流成主流。

新路子也在生产者的困惑里。普通 T 恤、针织衫产

能过剩，但反复洗涤后依然防蚊抑菌的衣裤、高温暴晒下

速干酷爽的制服、无需漂染却色彩艳丽的生态印花等产

品，甫一问世就供不应求。企业产品从“大路货”升级到

“抢手货”，离不开面料的攻关、纤维的研发、纺织机械的

迭代。向上游求答案，突破企业转型的难点、畅通产业升

级的堵点，让创新优化供给，提升供给对需求潜力的刺

激，企业才能打破困局开新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抓住市场消费升级

的大机遇，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中国纺织服装

业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探出新路子
过上好日子

陆娅楠

今年以来，应对超预期因素影响，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加快落地，帮扶中小企

业纾困解难，助力实体经济企稳回升。日

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发

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

制度环境”。

今日起，本版推出“走进市场探冷暖”

系列报道，聚焦一个产业集群、一条运输路

线、一群创业者，展现千行百业市场主体迎

难而上的主动作为，反映今年以来各地区

各部门持续助企纾困的生动实践。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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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上半年煤炭产量达 3亿吨

本报电 上半年，国家能源集团发挥煤炭的主体能源

作用，完成 18 个煤矿 5800 万吨产能核增，自产煤月均突破

5000 万吨。同时，强化火电设备运维和精细化检修，建立

电力供应预警机制，火电发电量约占全国的 17%；持续推

动煤电“三改联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

性改造），机组供电煤耗同比降低 1.1 克/千瓦时，供热机

组占比达到 63.4％。总体看，上半年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

量达 3 亿吨，同比增长 6.2%，销量 3.9 亿吨；发电量 5264 亿

千瓦时。 （丁怡婷）

工业互联网数字人才实训基地落户晋江

本报电 日前，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与福建晋江市

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在晋江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数字

人才实训基地。据介绍，基地将聚焦鞋服、纺织、陶瓷等重

点产业数字人才需求开展产业数字人才实训，面向规划设

计、技术研发、测试验证等岗位，计划建设万名产业数字人

才培养能力，有效缓解产业数字人才短缺问题。据测算，预

计 2023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人才需求总量约为 235.5 万人，

产业人才缺口数量将达到 168.5 万人。 （晓 寒）

①①

②②

抓住市场消费升级的大机遇，谁能
把握潮流趋势、刺激潜在需求，谁才能
在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中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