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2万多家市场主体、
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 600 亿
元、吸纳就业20多万人……走
进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织
广告牌、门店和工厂目不暇接，
犹如进入了一个“毛织世界”。

这个华南小镇，不产一根
毛线，也不是毛衣的消费地，却
有“全球每5件毛衣就有1件产
自这里”的说法，被业界称为
“世界毛织之都”。

面对国际市场动荡、订单
竞争加剧的挑战，拥有40多年
产业发展史的大朗毛织如何应
变？能否续写危中寻机、转危
为机的故事？曾是中国制造业
特色鲜明的专业镇将走向何
方？记者在大朗的生产车间、
交易中心、电商公司和设计平
台寻找答案。

不舍昼夜：
不产一根毛线却成为

“毛织之都”

夜幕降临，大朗镇的街头
巷尾灯火通明、一派繁忙：“针
织服饰”“北极绒270色”“现货
供应工厂直销”……街边各色
广告牌纷纷亮灯，大街小巷内
“家家毛线绕、户户织机响”，一
辆辆载满纱线、毛织半成品的三
轮车飞驰而过。这种车水马龙
的场景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

初冬季节，大朗日均气温
超过20摄氏度，普通毛织衣物
毫无用武之地，更别说保暖性
更好的羊毛羊绒。但就在这样
一个既不是原料产地，也不是
消费市场的“两不靠之地”，却
孵化出完备的毛纺织生产链条
和商贸集散中心。

“1979年由港商建成第一
家毛织工厂，主要是来料加工、
产品外销。”东莞市毛纺织行业
协会会长叶沛华说，经历多轮
冲击和转型，目前大朗毛织产
业内销比例已提升到40%以
上，从纯生产为主的专业镇向
涵盖生产、商贸等各环节的产
业集群转变。

当地干部表示，虽然正常
的生产步伐受到影响，但毛织
产业整体上扛住了冲击、保持
了稳定。

东莞升丽丝织有限公司是
一家老牌港资企业，产品全部
外销，去年出口额1.8亿元，今
年预计可达2.2亿元。公司副
总经理秦淑军介绍，自2018年
起公司关闭了包括上海、江苏
盐城、广州在内的五家工厂，集
中了订单，同时也在孟加拉国、
越南建立了新的工厂。“我们的
产品品质和快速反应能力是很
多国家工厂不能比的，这仍使
我们保持了优势。”

有人关厂，也有人开新厂、
扩大生产。在东莞市宏丰服饰
有限公司，本报记者看到车间内
数百台毛织机器正繁忙运转、
前来拉货的运输车络绎不绝。

董事长李健明说，他从
2000 年的外贸加工开始，到
2016年就拥有了自主品牌。今
年新增两个厂区，前9个月营收
业绩超过5000万元，已和去年
全年持平。“市场压力的确很大，
但无所作为就意味着退出，我从
没想过放弃，一直在不停奋斗。”

大朗镇毛织管委会党支部
书记任斌彬说，截至9月，大朗
纺织服装市场主体比去年底增
加了2320家，外贸出口虽略有
下滑，但国内销售的增加填补
了这一缺口。

直面洗牌：
从“躺也能挣”到“突破痛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朗
毛织较为重视生产环节，市场
的旺盛需求让粗放式生产有足
够的利润空间，有受访者笑称
“市场好的时候，哪怕躺着也能
挣钱”。然而，国际形势动荡让
不少老客户减少了订单、海外
竞争对手抢单势头迅猛、企业
正常的生产运输节奏无法保证
……复杂的外部因素改变了传
统产业的生存环境，大朗毛织
也无法置身事外。

唯有进步，才有出路。大
朗毛织“以求变应万变”，越是
承压越能激发创新动力，在“痛
点”中寻找突破点，不断抢抓先
机、提升竞争力。

改变“放水养鱼”传统思路。
当地干部坦言，过去毛织

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放
水养鱼”，虽然形成了较大产业
体量和市场份额，但在竞争日

趋激烈的状态下，放任行业自
行发展，会导致“鱼养不大、竞
争力下降、市场萎缩”。

从去年底开始，东莞市在
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等3
个传统优势产业认定7个产业
集群核心区，大朗毛织名列其
中。大朗镇已成立毛织行业发
展资金，市和镇两级财政配套
资金2000万元已到位，重点对
企业增产增效、品牌打造、开拓
市场进行补贴。

大朗镇委书记郭怀晋说，
大朗将用好这一集聚政策推动
传统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培育
和培养龙头企业，转变原来低
端加工、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

加快智能化、数字化的升
级步伐。

“竞争激化——需要更好
产品——传统设备达不到要求
——设备升级”，这是大朗历次
设备更新升级的基本逻辑。

2008年金融危机时，大朗
毛织由电脑织机代替手摇机，
使行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记
者观察发现，当下大朗再次进
入设备升级的关键期。

东莞市宏丰服饰有限公司
花了 3000 多万元购买新设
备。李健明说，“现在竞争更激
化，新设备能大大提升产品性
价比。我们买机器是为了开拓
中高端市场，低端产品已经过
剩了。”事实验证了他的判断：
设备升级后，企业中高端产品
销量倍增，利润更加可观。

除了不断迭代的电脑横机
外，一体成型机正成为毛织行
业的一个新趋势。

记者在东莞盈云贸易有限
公司看到一款进口一体成型
机，毛线输入机器6分钟就“吐
出”一件完整毛衣，与上一代织
机近60分钟出一件毛衣相比，

相差一个量级。许多毛织企业
加紧与设备商合作。

探索研发设计、线上销售
的新业态。

低端加工已成一片红海，部
分企业向研发设计发力。东莞
市优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理
念是：“做有科技的好纱线”。这
家以加工起家的企业已没有自
己的工厂，而是专注纱线研发，
将生产环节发包给上游企业。

该公司总经理胡树理告诉
记者，以前毛利不到10%，现在
可达15%到20%。2020年营
收不足3000万元，2021年超
过4000万元，今年研发的亲肤
绒等新产品很受市场欢迎，营
收有望超过5000万元。

大朗镇毛一毛织商贸街
上，几乎每家服装商铺都打造
了自己的直播间。韩一服饰公
司负责人陈彬豪说，两年前他
将电商团队从广州迁至大朗，
这里是生产源头，下单当天就
能出货，竞争优势很明显。企
业打造样品间，吸引直播团队
“拎包入住”，内销平台和跨境
电商可以全天候轮播。

集聚转型：
传统专业镇“进化”需

政策赋能

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
无疑是制造业的拳头，但吸纳
就业最多、中小微企业占主体
的传统产业，不仅是很多人的
营生，也直接关联百姓衣食住
行的品质。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在行
业中拥有优势生产能力的“专
业镇”，是我国多地经济的重要
形态和发展支撑，由市场牵引
的“集聚转型”已吹响冲锋号，
传统制造再“进化”需要政策赋

能再添一把助力。
“只有夕阳车间，没有夕阳

产业”。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社
会上仍存在“传统产业等同于夕
阳产业、落后产业”的认识误
区。从大朗毛织的发展可见，传
统产业也有向高质量发展的强
烈动力，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集
聚区需要更多资源支持。

东莞市委党校教授孙霄汉
认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既有
政策不少，但有的规定激励对象
必须是“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或对企业研发经费、发明
专利等提出较高要求，产业链高
度分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传统
制造业很难达到这些硬性指
标。相关部门应切实根据传统
产业现实状况，以产业集聚规模、
带动就业能力、富民作用等为依
据，制定更务实有效的政策。

另外，业界认为，传统专业
镇有更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当
下应针对短板弱项打造公共服
务平台。生产、分工协作、快速
反应是大朗毛织的强项，但研
发设计、销售渠道等是弱项。

设界科技集团大湾区总经
理冯永强、东莞在场文创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徐丽萍
等企业负责人呼吁，政府应投
入更多资源搭建产业公共服务
平台，针对设备升级的关键问
题进行攻关，大力培育创意工
厂、设计师品牌，加强校企合作
补齐人才短板，引导产业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

东莞理工学院经济和管理
学院副院长刘川认为，要将传
统产业整体打造成区域品牌，
对研发、生产、品控都有更高要
求，但唯有努力将区域品牌建
设成为国际品牌，将“漫天星”
聚成“一团火”，传统专业镇才
有更光明的前景。

不产一根毛线的不产一根毛线的““毛织之都毛织之都””如何应对如何应对““洗牌洗牌””

从广东大朗看中国传统专业镇重塑从广东大朗看中国传统专业镇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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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城：“葫芦村”赶制
工艺葫芦迎新年

眼下，有着“中华葫芦第一

村”美誉的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

区堂邑镇路庄村的葫芦加工户

们，正加紧赶制各种喜庆、吉祥图

案的工艺葫芦，供应即将到来的

元旦、春节市场。

据了解，路庄村葫芦种植和

加工已有300多年历史，全村95%

以上的人做葫芦生意。他们对种

植的葫芦进行雕刻、烙烫、彩绘、勒

扎等艺术创作，生产出近千个品种

的工艺品，年产值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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