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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服装产业升级

胡丹婷 汪佩霞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经济研究所 浙江 杭州  

摘  要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 服装价值链是购买者驱动型的 即大型的服装零售商 !品牌营销商 !品牌制造商是

服装价值链的领导者 他们居于价值链的高端并控制着价值链 ∀在全球服装价值链中 设计和营销处于价值链的

高端 而生产加工处于价值链低端 ∀中国服装产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面临着订单外流 !生产中心转移的

风险 产业升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服装产业升级的途径是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具体途径

有 制造样衣以提高产品设计能力 品牌国际化以拓展国际市场营销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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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质上是价值创造的动

态过程 ∀每个企业都是在设计 !生产 !销售 !发送和

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一个集合体 

而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

表明≈ ∀

随着国际外包业务日益增多 全球价值链

√∏∂ ≤的概念应运而生 ∀全球价

值链是指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在原料采集和运

输 !产品的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

过程中进行的价值创造活动 ∀杰瑞菲 

通过研究不同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的分布在世界各国

的生产体系后发现 全球价值链往往由 个或几个

领导者支配 !协调 领导者通常占据价值链的战略环

节 他决定着价值链的基本特征≈ ∀

根据领导者的角色 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生产

者驱动型价值链∏2√ √∏和购买

者驱动型价值链∏2√ √∏
≈ ∀生产

者驱动型价值链是指在生产进入壁垒高的行业 价

值链由处在生产环节上的大制造商控制 ∀全球价值

链的领导公司通常是国际巨头 他们后向控制原材

料和配件供应商 前向与分销零售商密切联系 ∀这

种价值链在汽车 !飞机 !计算机 !半导体及重型机械

等资本 !技术密集行业中很典型 ∀购买者驱动型价

值链是指在生产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 价值链由销



售渠道拥有者和品牌拥有者控制 ∀他们在建立销售

网络的基础上 建立散布于各个国家一般是第三世

界国家的生产网络 并控制着这 个网络 成为价

值链的领导者 ∀而在第三世界的制造商 根据零售

商和经销商提供的产品规格和品牌进行生产和销

售 ∀这种以贸易带动的价值链 在劳动密集型的日

用消费品中很常见 如服装 !鞋 !玩具 !手工艺品及家

用电器等 ∀

1  购买者驱动的服装价值链

服装价值链包括原料处理 !产品设计 !纺织品生

产 !成衣制造和销售等过程 ∀据测算 服装价值链上

的利润分配 设计占   营销占   生产占

  ∀很明显 在全球服装价值链中 设计和营销处

于价值链的高端 而生产加工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

服装价值链是购买者驱动型的 即大型的服装零售

商 !品牌营销商 !品牌制造商是服装价值链的领导厂

商 ∀他们构建营销网络的同时 在全球配置服装生

产网络 并通过订单的全球化推动生产的全球化 ∀他

们控制服装价值链中增值率高 !利润份额多的设计 !

品牌 !营销环节 而把增值率低 !利润份额少的加工环

节配置在劳动力密集 !工资低廉的国家和地区 ∀例

如 亚洲早先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后来的中

国内地 !越南等地 ∀近些年来 全球服装价值链已延

伸到非洲 !中美洲的一些国家 但重心仍在亚洲 ∀

发达国家在服装加工失去比较优势后 无一例

外地都转向服装价值链高端 实现服装产业的升级 ∀

例如 意大利已经形成了纺织品 !服装服饰以及高档

时装的设计 !加工 !销售一条龙的运作体系 构成了

完整的产业链 并成为时尚潮流的源头 不乏全球顶

级品牌 日本服装企业自行开发 !设计 将订单下到

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 成品打上自己的品牌 在

国内销售 美国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集团如 

≤!  ×等控制了本国甚至世界市

场 他们中很多是设计和销售公司 有自己的专卖

店 或在零售集团中有专卖柜台 他们拥有品牌 产

品设计好后委托发展中国家贴牌加工 然后再由他

们经销 ∀

2  中国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服装在世界市场占有率达   但以贴牌

生产∞ !加工贸易为主 在国际市场上自有品

牌凤毛麟角 服装产品的出口价格只相当于法国和

意大利的  赚取的利润极其有限 处于全球价值

链低端 ∀ /中国服装产品的尴尬在于 在品牌端你没

有话语权 在技术端你又说不上话 最后发现 你只

能在这产业链的前后两端之间苦苦挣扎 挣一些血

汗钱 ∀0≈

国内有一些品牌生产商 如美特斯#邦

威 !森马等 开始在国内市场控制服装价值链 但这

些品牌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国际市场 脱离全球价值

链 ∀雅戈尔 !杉杉等也均以国内中高档男装市场为

主 基本上与全球价值链无关 ∀如果他们从事出口 

目前大部分也以贴牌为主 自有品牌还难以在国际

市场立足 ∀

在全球价值链中 领导者居于价值链高端并控

制着价值链 而居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企业处于被

动地位 对价值链几乎没有控制力 ∀价值链领导者

总在寻找新的更便宜的供应来源 ∀我国的劳动力成

本相对于美国 !日本 !欧盟来说有绝对优势 与墨西

哥相比优势已经不十分明显 与印度 !缅甸和孟加拉

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已没有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 劳动力成本优势会逐渐减弱 国外订单有可

能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服装生产大国的地位因此

受到威胁 ∀服装生产中心转移最基本的原因是 领

导厂商总是力图将服装价值链中劳动密集程度最高

的环节 即加工环节 配置在劳动工资水平最低的国

家或地区来完成 ∀

3  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途径是逐步移向价值

链高端 ∀具体途径≈有 

过程升级 ) ) ) 即内部过程的优化 比自己的

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如降低库存成本或损耗 或者

改进价值链内部的关联如多次而小量的及时送

货 ∀

产品升级 ) ) ) 即产品性能价格比的改进和更

灵敏地应对市场如比竞争对手更快推出新产品 ∀

功能改进 ) ) ) 通过改变内部活动结构来提升

增加值 ∀如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中加工者逐步涉

足设计 !创建品牌 !构建营销网络等 ∀

链条升级 ) ) ) 从原有价值链移向新的 !价值

量高的相关价值链 ∀比如台湾从生产半导体收音机

依次转向生产计算器 !电视机 !电脑监视器 !笔记本

电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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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瑞菲认为≈
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中 加工

企业通过在价值链中与领导者的互动 可以接受领

先公司的技术 !资金 !知识和信息的扩散 ∀同时 领

先公司为保证产品差异 实现供货的及时 确保产品

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 会监督和协助加工企

业投资于先进设备 !技术 !人力资源等 ∀这样 加工

企业可以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升级 ∀具体来说 

从接单产品组装 ∞∏ 

到 接 单 加 工 生 产 ∞  ∏

∏∏ 然后到设计加工生产 ⁄ 

 ∏∏ 最后转向自有品牌加工生产

  ∏∏ ∀这一过程 也是发展

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 ∀

现实中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大都没有如此

顺利 ∀一方面 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日益

集中在研究 !开发 !设计 !品牌 !市场营销等非生产性

环节 ∀领先公司正是在这些环节构建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 并通过自身的优势抑制加工企业涉足 以减少

威胁 保持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 加工企业往往缺乏

进入国际市场的信息和渠道 领先公司的订单成为

他们争夺的资源 对领先公司的依赖使他们失去向

价值链高端发展的主动权 ∀因此 文献≈认为 在

领先公司的治理下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虽然能够实

现/产品升级0 /过程升级0 但/功能升级0/链的升

级0却很难发生 ∀

4  全球服装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考察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 全球服装价值链下

的产业升级可在不同水平上实现 ∀包括 过程升

级 ) ) ) 制造商通过接受领先公司的订单 不断提高

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提高生产管理和企业

管理水平 实现内部过程的优化 产品升级 ) ) ) 加

工的产品从简单到复杂 从价格便宜的到价格昂贵

的 从大批量 !标准化产品到差异化产品 功能升

级 ) ) ) 从简单的来料加工过渡到更为一体化的

∞ ! 生产 并且在国内产生更多的前向 !后向

联系 从双边的 !不对称的地区间的贸易往来过渡到

包括价值链各环节的地区内的深度分工与贸易

往来 ∀

从组织层面来看 全球服装价值链下的产业升

级 大都由加工企业与领先公司之间的互动 !学习来

进行 并通过不同模式的组织联系来实现 ∀在加工

贸易中 品牌制造商对供应商的要求较低 加

工企业∞主要从事加工环节 很难进一步成为

∞ 或其他形式的厂商 ∀而零售商或品牌营销商

则要求其供应商具备服装制造技术及组织原料的流

通技能 需要 ∞ 为其加工服装 ∀当需求量较大

时 接单的 ∞ 会把部分订单分包给当地厂商 ∀如

果 ∞ 能够进一步学到如何组织整个价值链 他们

有可能实现从 ∞ 到  的角色提升 ∀

5  中国服装产业升级途径

目前中国大部分从事服装出口的企业处于接单

产品组装∞和接单加工生产∞阶段 ∀全球

价值链下的过程升级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对中国服

装产业升级有重要意义 ∀

511  制作样衣以提高产品设计能力
在 ∞ 和 ∞ 阶段 采购商向制造商发布所

有设计指示 然后指示逐渐宽泛 允许制造商填补细

节 将一些设计环节交由制造商完成 ∀这是一个互

动的过程 制造商如果能够不断提升 实现过程升级

和产品升级 将逐渐具备设计能力 可以自行设计生

产 因此 从事服装出口的企业 可以先根据国外的

概念设计 独自打版 !制样衣 逐步了解国外市场的

需求 学习国外的设计模式 然后涉足概念设计 直

至推出自己的设计师 ∀这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

制造样衣可以深化与国外品牌的合作 变被动

订单为主动订单 甚至在自己生产能力有限的时候 

代理国外品牌来选择国内的生产商 !分配生产任务 

进而为购买商寻找国内原料等等 ∀通过这一过程 

使价值链在国内延伸和丰富 强化国外品牌对国内

厂商的依赖 提升中国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 ∀一般来讲 打版制样衣利润占   ∀如果能够

获取制样衣的利润 那么中国服装产业就可以在价

值链上占  的利润 而不是此前的   ∀可以看

出 这个过程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 包含了过程升级 !

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 ∀

按照现在的运作模式 制造样衣可以在联网的

基础上 国内企业与国外概念设计室通过网络对接 

实现设计资源共享 ∀在不断的信息交互中 国外的

设计流程如实展示 国内对于国外的设计理念和运

作模式会体会深刻 变手工作坊的设计为现代的协

作设计 也学习了概念设计的运作 ∀同时 通过联

网 采用 ≤⁄!∞ °等技术 使传统产业接受高新技

术的改造 焕发新的活力 ∀

就现实来看 以制造样衣为起点 逐步与国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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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思想和模式对接 让设计和研发在中国落地生根 

使中国服装产业逐渐向设计环节上移 向全球价值

链高端延伸 逐步从 ∞ 向 ⁄ 以及  转变 

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

512  打响品牌以拓展国际市场营销渠道
以出口为主的 ∞ 可以尝试在全球价值链中

进行功能升级 ∀功能升级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对领先

公司的依赖程度 不可过度依赖而抑制了自己的发

展潜力 也不能不接触领先公司而使自己脱离于全

球价值链 ∀有实力的 ∞ 在实施贴牌生产的同时 

应该从中学习国际品牌的运作方式 !设计理念和管

理方式 为创立自己的国际品牌积累经验 创造条

件 ∀对于主攻国内市场的  如雅戈尔 !杉杉 !美

特斯#邦威 !森马等 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原料 配置生产网络 构建营销渠

道 在国际市场打响自己的品牌 实现品牌国际化 ∀

品牌国际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受经济发展水平 !

消费理念 !企业资源及规模等诸多因素影响 它需要

企业相当长时间的投入和精心运作 ∀国际市场营销

渠道的拓展与品牌国际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品牌

国际化离不开国际市场营销渠道的构建 没有国际

化的品牌无从构建国际市场营销渠道 ∀

6  结束语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 服装价值链是购买者驱

动型的 即大型的服装零售商 !品牌营销商 !品牌制

造商是服装价值链的领导者 他们居于价值链的高

端并控制着价值链 ∀在全球服装价值链中 设计和

营销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而生产加工处于价值链的

低端 ∀中国服装业作为后来者 不得不在全球价值

链中从增值最低 !利润最薄的环节开始 ∀经过多年

的摸爬滚打 中国服装品质优势开始显现 为产业升

级奠定了基础 ∀中国服装业应该有信心和能力 涉

足设计 创建品牌 构建自己的营销网络 逐步向价

值链高端发展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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