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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服装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市场的全球化、用户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元化

的发展，产品寿命周期日渐缩短，使服装企业所面临

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服装企业必须将竞争的重点

由产量、质量转移到时间和柔性的竞争，这就要求服

装企业根据价值链为自身设计更好更快的发展方式。

武汉作为国内重要的服装批发、零售基地，“汉派”

服装产业长期以来都是靠产量竞争和成本竞争取得比

较优势。在国内外服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下，品

牌经营、产品创新、消减自身成本已非汉派服装产业应

对竞争的最佳途径。如何从价值链角度对长期的、战略

性的计划进行研究，是汉派服装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1]

1 汉派服装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汉派服装产业中，中小企业众多。特别是作为服

装产业集群地汉正街，作为华中最大的服装流通中

心，其服装生产和批发在国内位居前列，辐射整个华

中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汉派服装企业主要集聚在长

江、汉江交界交通便利、位置优越的区域，包括棉花供

应基地、纺织服装企业、服装批发市场等众多企业，如

下图 1所示。围绕服装生产企业，汉派服装产业拥有

众多的面料、辅料供应商，形成一条完整的服装产业

链，如下图 2所示。

在服装产业价值链上，上游由棉纺织加工、面料

辅料供应和服装设计等构成，包括印染、色织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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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汉派服装产业分布

图 2:汉派服装产业链格局

图 3:汉派服装产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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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为服装生产加工，包括品牌推广、销售、物流等；

下游为各级经销商分销、零售等。[2]汉派服装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服装产业供应链，如下图 3所示。

2 汉派服装产业价值链的构成

2.1 面料供应

从服装产业角度来看，汉派服装产业虽已形成了

一棉、江南、裕大华三大纺织集团，两个基地（阳逻纺

织基地、姚家山纺织基地）和两大服装园区（江北服装

工业园、汉口北服装工业园），但供应链上游纺织企业

生产的面料无法达到汉派服装产业的要求，造成汉派

服装产业上游印染、色织等产业的缺失，割断了纺织

与服装的关联度。在面料供应环节，汉派服装产业的

面料 80%以上来自外购，而且近几年由于对面料款式

的要求更高，面料主要从韩国采购，一方面造就了汉

派服装产业的优势———产品设计创新；另一方面也占

用了大量资金，导致了采购周期较长，产品设计滞后

等问题。

2.2 服装设计

女装具有设计求新颖、技术含量高、实效性强、批

量小、周期短、变化快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生产企业

要有很强的设计力量。汉派服装产业在产品形象设

计、品牌推广方面拥有的专业的设计团队和对时尚元

素的汲取，在香港、韩国等地设立了研发机构，与专业

公司合作进行面料的开发，整盘产品风格较往年有大

幅提升。

2.3 服装生产

由于具有原材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服装生产一

直以来是汉派服装产业的优势。汉派服装产业中涌现

了一批规模型的企业，典型代表如红人服饰。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目前拥有 2 个加工基地，生产车间面积

达 30000多平方米，年销售额 3.8亿元，已基本形成大

生产、大营销的管理格局。通过引进全套国外高端设

备，拥有世界一流的生产流水线，现年服装生产加工

能力已达 400-500万套，居华中之首。

2.4 分销配送

目前，汉派服装品种已达数万种，而众多的产品

在分布于各地销售网点的销售情况至少需要 3～ 7天

的时间才能反馈上来。市场信息的延迟直接影响产品

的生产，毕竟从获取市场反馈到下达生产计划、组织

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无法及时获得市场信息，其结

果要么是服装库存大增，要么是服装供不应求，影响

与加盟伙伴的合作。

2.5 品牌推广

汉派服装多次在订货会上配套一系列的产品讲

座及培训促进深度营销，最终促使汉派服装品牌升

级。汉派服装通过推陈出新，不断开展精品名牌培育，

打造了出在技术上过得硬、品质上叫得响、市场上吃

得开的一些品牌，其带来的是市场效应的强势扩张和

销售份额的快速增长。

3 汉派服装产业价值链分析

根据价值链分析原理，企业的价值活动（Value

Activity）可以分为两大类：基本活动（Primary Value

Activity）和支持活动（Support Value Activity）。汉派服

装产业价值链中基本活动是面料供应、服装设计、服

装生产、分销配送、品牌推广等活动。支持活动包括提

供基础设施与设备、研究与开发、采购与物流、人力资

源管理等活动。 [3]汉派服装产业价值链分析模型如下

图 4所示。

汉派服装产业价值链分析模型中，基本活动直接

创造价值。

在分销配送方面，汉派服装普遍采用的扁平化的

分销配送网络结构即采用直营店和代理商相结合、自

营和加盟共存的方式建立营销渠道。分销配送所占有

的优势为企业决策机制灵活，分销渠道相对完善，且

有一定的地理优势。但是因为直营店众多，过于扁平

化，有效分工不足，分销周期较长且成本高。由于销售

管理薄弱，分销网络过于扁平化，各个分销点之间缺

乏统一的分销中心联系，一款产品铺到全国各地的销

售网点之后，就不再容易弄清楚其销售销、库存量和

需求量。如果有的地区该款产品销售情况极好，需要

图 4：汉派服装产业价值链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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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货，会因从其他地区的直营店调拨库存而导致交货

延期和客户的缺失，最终使产品的销量无法达到最大

化。

在面料供应环节，汉派服装企业主要产品的原料

辅料 80%以上采自沿海地区，本省市配套的上游供应

商所占比例不足 20%，武汉近 1600家服装企业每年

需采购 25亿元的面料、辅料、饰品，其中 90%以上由

江浙粤外购，而红人服饰的面料要采购自韩国，采购、

运输等成本更是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湖北的棉产

量与浙江、广东相当，但棉混纺布和印染布产量大大

低于浙江和广东，而作为湖北服装产业中心的武汉，

其服装企业也会出现面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大大影响

了汉派服装内部供应链的完善。

在服装设计和创新方面，汉派服装将面辅料的生

产完全外包。虽然保持了服装生产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但也带来成本增加和供应链反应速度慢的问题。

汉派服装原来多用国产面料，大多从江浙采购，近几

年基本上用韩国进口面料，导致采购成本的大大增

加，影响了“多品种、小批量、快交货”的快速反应机制

的形成。

借助于价值链分析模型，可以识别出汉派服装产

业价值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或需要改进和优化的环

节，从而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从根本上通过提升服装

产业的价值，形成服装产业的竞争优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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