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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时装之都的经验对浙江时尚产业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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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时尚产业属于无烟产业与朝阳产业，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升。通过对五大时装之都时

尚产业体系建设与发展历程进行文献资料的调查与研究分析，发现巴黎、纽约、伦敦、米兰和东京的

时尚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各有特色，具备不同的产业优势，并在政府引导及消费推动的作用下形成了

世界瞩目的时尚中心。文章以浙江省时尚产业体系建设与产业发展为目标，从浙江省时尚产业发展

现状出发，针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对应的五大时装之都的发展经验与解决方式以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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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shion industry belongs to smokeless and sunrise industry and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city is continue to
rise．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fashion industr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in the five major
fashion capitals: Paris，New York，London，Milan and Tokyo，we foun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ashion industry in the five cities hav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industry advantages． Besides，
they form with the world’s center of fashion under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onsumption driving． This
paper takes Zhejiang fashion industr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 goal，starts from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fashion industry in Zhejiang and proposes some experiences and solutions from the top five
fashion capitals according to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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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产业是指以时尚为关联点的产业集合，主

要由服装产业和城市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构成，时尚

工作者和政府、协会等是连接这两部分的纽带，这几

部分共同作用，推进时尚产业的发展建设。时尚产

业集合了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产业，

不仅提供体现流行审美和消费偏好的有形的消费产

品，还提供无形的消费服务［1］。

普里斯特-A ( Priest A) ［2］认为时尚产业应该围

绕以服装业为核心和龙头，家居和消费类电子为外

围，根据不同层次进行资源配置，实现产业效率最大

化; 对于时尚产业的影响因素 Alessandro 等［3］认为科

学技术是影 响 时 尚 产 业 各 层 次 发 展 的 主 要 因 素;

Kitty［4］认为文化是影响时尚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因

素之一。国内学者卞向阳［5］将时尚产业定义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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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相关产品( 服务) 的运营部门的总称，从产业

组织的角度研究时尚产业。高骞［6］则从时尚消费的

角度来考察时尚产业。中欧国际商学院《中欧商业

评论》时尚企业研究中心所做报告《中国时尚企业蓝

皮书 2008》［7］则从行业层次的角度去研究时尚产业

的内容。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时尚产业做了大量研

究，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

论基础。
目前国内对时尚产业研究多集中于北京与上

海，对浙江省时尚产业的研究尚处于相对空白的状

态。有研究表明［8］，当人均 GDP 在 1 000 ～ 5 000 美

元时，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加工和

传统服务业; 当人均 GDP 达到 5 000 ～ 10 000 美元

时，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创意、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因此，时尚产

业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阶段的时代需求，并日益显

现出时尚、设计、文化和技术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时 尚 产 业 是 高 附 加 值 和 极 具 市 场 潜 力 的

产业。
浙江省的时尚产业拥有良好的优势基础，近几

年来，由于劳动力、土地成本、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及

五水共治力度的加大等因素，浙江时尚产业的发展

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以纺织服装为主导的浙江时

尚产业亟需转型升级，提高其产业价值。因此，本文

对浙江省时尚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找出

其发展的不足之处，并从巴黎、纽约、伦敦、米兰和东

京五大时装之都的发展过程中借鉴相应的经验，促

进浙江加快构建时尚产业体系，优化浙江省产业结

构，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浙江时尚产

业的发展。

1 浙江时尚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切合时尚产业发展

趋势，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时尚产业发展计划，明

确了纺织服装时尚业的发展方向。如浙江省政府制

定的《浙江省时尚产业重点企业、品牌培育的实施意

见》，其中明确提出浙江时尚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

培育措施，并确定重点培育时尚产业相关企业 106
家、品牌 188 个。2016 年 9 月，浙江省借力阿里巴巴

平台，实施“中国质造·浙江好产品”行动，全省成功

打造杭州丝绸、湖州织里童装等 27 个特色时尚块状

产业上线。2016 年 1—8 月，时尚制造业和服务业实

现产值和销售产值 3 893． 9 亿元和 2 912． 61 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 9． 4%和 25． 9%。同时，浙江省积极鼓励

本地企业实施“走出去”策略，尤其是与国内外时尚

机构或高等院校合作，以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时尚

设计人才。如近年在艺尚小镇举办的“亚洲时尚联

合会”和“中国服装峰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协

会机构和服装企业的关注。这些都是浙江时尚产业

现阶段取得的成绩与基础优势。
但浙江时尚产业的发展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之

处: 1) 产业结构亟需转型升级。浙江省纺织服装产

业在时尚产业中所占比例过高，纺织服装产业属于

第二产业，高耗能、高用水量促使时尚产业面临产业

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2 ) 产品附加值低。浙江主要

依赖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和批发，行业利润低，产品

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容易出现“价格战”。浙江省

亟需发展一批具有影响力和高水平的服装品牌，在

保留部分纺织工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时尚产业的高

附加值部分，如设计、营销及创新生产技术等环节。
3) 本土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时尚行业是消

费型产业，在生产过剩的社会背景下，生产者应该更

加注重消费者的需求。时尚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

包含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广泛，所以应该充分拉动本

土消费市场，扩大时尚产业产品的内需。

2 五大时装之都发展时尚产业的经验
综观巴黎、纽约、伦敦、米兰和东京世界五大时

尚之都，纺织服装时尚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基

本类型，即制造驱动型和市场消费驱动型。巴黎、纽
约为市场消费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伦敦、米兰为制造

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东京时尚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

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发展模式明显受政府导向。这

五大时尚之都有其明显的优势和成功之处，从五大

时装之都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六点主要发展

经验。
2． 1 政府引导，统筹发展

首先，制定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政府是产业

发展计划的制定者和引导者，国际知名时尚城市能

够成功发展时尚产业往往都有通过政府机构制定明

确的长远规划。如 2003 年伦敦发布的《伦敦: 文化

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将伦

敦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时尚文化中心，在文化机构设

立、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打造、创意产业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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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等方面提出了十二项具体实施措施［9］。其次，设

置产业政策推进机构，由政府成立相对应机构来引

领时尚产业的发展。如法国财经就业部于 2008 年

在法国工业发展战略总司下设立的纺织服装和皮件

工业发展处，专门负责规划相关产业政策和制定相

关战略，整合产业生产资源和产业供应链，服务范围

不仅覆盖法国的大企业，还为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

供同等服务［10］。第三，增强行业协会力量。行业协

会在发展时尚产业的过程中，相比政府机构能够提

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其作用是组织和协调产业内部

有序竞争，根据行业的特征制定相关行业制度和标

准，同时产业协会能够将政府与企业相连接，并根据

行业发展现状拟定人才培养计划、提供企业交流平

台等。如 美 国 的 服 装 生 产 商 联 盟 基 金 会 ( 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FMI) 主要宗旨是筹资以投资

支持纽约的生产制造企业的发展，主要方式是改善

企业的生产设施，为设计师和生产制造商提供交流

平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除了提供资金支持，FMI
还提供专业指导和教育课程，帮助企业成长和专业

化，以及将各级 设 计 师 和 当 地 制 造 商 等 资 源 进 行

整合。
2． 2 增强时尚传播力

传媒行业和出版业作为时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时尚产业信息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巴

黎是最早成为时尚中心的城市，法国也是第一个注

重时尚传播的国家，早在 18 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

就会举办艺术沙龙，这些艺术沙龙聚集了当时最受

欢迎的艺术家、文学家和贵族人士，同时，这些艺术

沙龙也成为了上层人士与贵族的时装斗秀场，这便

是早期法国时尚流行传播的重要方式。到 19 世纪

时期，出现了以时尚插画为内容的“VOGUE”杂志，大

幅促进了服装的流行与传播，欧洲的贵族们不再需

要长途跋涉去法国了解最新的时尚资讯，通过时尚

杂志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时尚流行，时尚杂志的出现

对法国巴黎的时尚霸主地位的确立起到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如今，法国不仅有自己土生土长并在世界

时尚传媒立于不败之地的 Elle，也有 Vogue 和 Hap-
pers Bazaar 等世界知名时尚杂志的法国版，还有在世

界范围内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法国时尚电视台也成

为法国时尚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时尚阵地。这些杂志

和电视媒体不仅是全球时尚界了解法国的窗口，同

样也是世界时尚界的标杆，影响着全球的潮流趋势

和时尚经济。
2． 3 重视时尚教育与培训

创意设计人才是引领和推动时尚产业发展的支

柱力量，也是时尚产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五大时装之都所在国家都推出了时尚产业相关人才

培养计划，充分说明创意人才的重要性。如英国推

出的创意英国———新人才新经济计划( Creative Brit-
ain-New Talents for the New Economy) 就明确列出 26
项承诺和举措，这些政策使创意人才大胆突破，促进

了英国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6］。美国有超过 200 所

大学培养时尚专业的学生，这些学校提供时尚专业

的培训项目，为学生进入高薪的时尚行业而准备。
这些培训项目培养的技能不仅仅涉及服装，而是贯

穿整个产业，在 2013 年有百分之五的时尚设计师服

务于影视行业［11］。美国三个最著名的设计学校均坐

落在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普瑞特学院和 FIT( 时装

技术学院) ，洛杉矶有 14 个私立和公立的本科院校

设立了服装设计和营销专业。这些设计学院除了能

够为时尚产业提供专业人才，还能够促进当地的经

济发展。例如，FIT( 时装技术学院) 每年能够吸引超

过 20 万游客参观其切尔西校区，其中有 10． 5 万人次

参观 FIT 博物馆，这些游客在纽约的花费合计超过 2
亿 8 千万美元［12］。

此外，还应注重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
五大时装之都当局政府通过设立各层次的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对各岗位从业人员进行无偿技术培训和

专业化训练。法国 1994 年底专门成立了欧洲工会

联合会( FOＲTHAC) ，为纺织服装业员工提供专业的

培训，一方面提高行业员工技术，另一方面提高就业

率［13］。英国政府 2012 年 4 月颁布设计培训项目，其

目的是培养设计人才，只要年满 16 周岁的能够在英

国工作的非全日制学生人员都可以申请该项目。通

过该项目可以去企业的设计部门实习充当学徒，涉

及的领域涵盖主要设计方向，从图形设计到产品设

计。意大利政府更是直接采取资金补助的方式支持

企业开展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等。
2． 4 把握纺织服装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

根据浙江年鉴统计的数据来看，2015 年浙江省

纺织品出口额达 363． 4 亿美元，在浙江省的出口产

品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机电产品。纺织产业在大多

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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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遭受矛盾与痛苦。诚然，发达国家在进行纺织产

业结构调整和纺织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有成功经验

或失败教训，无论经验还是教训对浙江省纺织产业

转型来说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棉织物出口额占日本出口总额

的 30%以上，在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上占据优势地

位，这一时期日本的纺织产业为出口导向型。但随

着劳动力的减少及工资水平的提高，日本的纺织产

业面临转型，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引导日本的纺

织产业转型升级。20 世纪 60 年代末，日本的纺织产

业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对纺织产业进行了六次重大

的产业结构调整，并在调整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

际纺织产业发展和纺织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推进制

造业的集团化，开发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国

际贸易、高档时装业、零售、咨询和服务业列为产业

重点，积极培养国内时尚创意人才，扶植本土设计

师，鼓励创新［14］。
而意大利的产业转型升级曾有过失败的经历，

主要原因在于意大利曾试图以扶持大企业为产业发

展政策，而忽视了小企业存在的价值，最终导致产业

转型升级的失败。意大利从这一经验教训中最终得

出，大企业与小企业必须协同共存，因此，后来意大

利的纺织服装企业不再单纯追求企业的规模，而是

强调企业简约专精，灵活性和多样化并存。日本和

意大利的纺织产业转型的经验也说明，产业结构比

产业体量更重要［15］。
2． 5 完善时尚产业的法律保障

设计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设计属于时尚产业

中重点部分，但因为设计的投入高、风险大，容易被

仿制等特点，因此设计创意特别需要行业规范和知

识产权等相关法律来保障。五大时尚之都所在国家

在法律上都会对时尚产业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保

护，如在英国 1998 年颁布的版权、设计和专利法案

中强调: 时尚设计是原创的“艺术作品”获得版权保

护法的自动保护。美国参议院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

修订颁发的“创新设计保护法案”中延伸了对服装设

计的保护，其中明确提到: “对时装设计保护的内容

包括: 纹饰图案、原创的元素设计或原创的元素组合

形式，亦或非原创元素的整体外观设计都可以满足

注册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中特别提出保护原创

作品一项，涉及范围包括那些反映作者个性想法的

作品，并明确指出作为季节性产物的服装也属于版

权法的保护对象。保障时尚设计及有关产业健康发

展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法律，完善法律环境。五

大时尚之都所在国家均有相关的法律来保护时尚设

计产品免受版权侵害，其中以法国的法律保障最为

严格和完善，美国也有相对应的外观设计保护权，相

比较下中国的相关法律有待完善。
2． 6 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提升时尚产业的软实力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与魅力，正如巴黎

被称为“时尚之都的中心”，是因为巴黎是时尚与艺

术的荟萃之地，是五大时尚之都中时尚的“原产地”。
米兰被称为“成衣王国”，主要是由于其高档的格调、
精湛的手工艺和优质的成衣而闻名于世界。伦敦更

是被称为是“保守绅士”和“激进青年”并存的世界时

尚之都，主要是因为来源于伦敦青年亚文化的“街头

文化风格”已经成为伦敦时尚最大的亮点与特色。
尤其是从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开始，偏好“朋克”风

格的服装设计师开始大量活跃在世界时装舞台［16］。
在“伦敦时装周”上，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带有“朋

克”元素和风格的时装品牌及新品。“朋克”等青年

亚文化群体作为伦敦时装创新的先锋极大地影响了

伦敦的服装风格，为伦敦的时尚文化注入了新的活

力元素，也使得伦敦的时装在世界上有了独属于自

己的特色和定位。

3 对浙江时尚产业发展的启示
针对现阶段浙江时尚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

问题，五大时装之都的发展经验能够为解决这些问

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3． 1 加强政府引导与统筹，纺织服装产业亟需转型

升级

浙江省纺织服装行业现阶段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产品的同质化，相对应的资本也存在同质化。在产

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上，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共同作

用，由政府规划相关产业政策和制定相关战略，行业

协会则辅助整合产业生产资源和产业供应链。根据

日本纺织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浙江省可以借鉴其

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逐步对纺织产业进行产业升

级和部分产业转移。但在转移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不得不遵循两个规则: 一是产业发展战略必须符合

产业的内在结构特性，二是产业调整方向必须遵循

纺织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时还可以借鉴意大利纺织

产业结构优化方式，强调“专”与“精”，追求产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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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于资源资本差异化的创新，调整纺织产业的产

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从而避免现阶段

浙江省纺织产业存在的因产业同构化、产品同质化

而导致的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
3． 2 加强提高附加值时尚要素链的培育与保护

浙江省时尚产业存在的问题是产品附加值低。
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需要树立品牌意识，发展时

尚产业的高附加值部分，包括设计、营销及创新生产

技术等环节，这些环节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

与引进。目前浙江省的时尚教育和创意人才的培养

已经逐渐引起政府和高校的关注，但是与国外知名

设计类院校相比，中国服装教育整体起步晚，基础

差，教育资源有待完善，基本都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

之后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除此之外，学生入学时

设计基础参差不齐，这就使得服装专业高校承担着

巨大的培养和教育任务。在提高教育水平和改善教

育资源的基础上，国内服装高校可以借鉴五大时装

之都对人才培养的方式，与当地企业和国内外服装

高校多加合作，使学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引领时尚产业的创意发展。政府和行业协会可以与

高校合作，借鉴英国和意大利的做法推出一系列人

才培养计划和培训项目，提高市场人才专业素质。
3． 3 加强时尚宣传，扩大时尚消费

浙江时尚产业不仅要“走出去”，同时更要看重

国内市场，在消费升级渐行渐近的中国时尚消费市

场潜力巨大。如何拉动本土时尚产业的消费力除了

发展一批高水平的时尚产业相关品牌，还需要扩大

其知名度与影响力，刺激人们对时尚消费的需求，这

就需要传媒业和出版业增强对时尚讯息的传播。目

前世界 主 要 的 几 大 时 尚 杂 志 分 别 为: “VOGUE”
“ELLE”“时尚 COSMO”“Marie Claire”，且这几大时

尚杂志占据了大部分时尚信息传播的市场，虽然这

些时尚杂志都有中国版，但中国本土的时尚杂志在

国际甚至国内的影响力都甚微。稍微有影响力的杂

志独数北京的《时尚北京》，迄今浙江还没有权威性

的宣传时尚咨询的媒体或杂志，要扩大浙江省时尚

产业的影响力，还需要提升媒体对时尚的传播能力。
3． 4 加强挖掘文化资源，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

时尚之都应该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如巴黎的

法式浪漫，伦敦的保守与激进的碰撞，都是其城市

文化的内涵与代名词。浙江地处江南地区，有着独

特的地理文化优势，在发展时尚产业时，应注重利

用和打造浙江独特的文化氛围，保留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融合现代都市文化，为时尚产业提供长久的生

命力。

4 结 语
总体而言，浙江时尚产业的转型与发展还需要

一个过程，需要融入国际市场，借鉴国际经验，更要

发掘浙江的发展潜力。在充分借鉴五大时装之都发

展经验的基础之上，加强政府和时尚协会的引导力

量、提高媒体对时尚传播力度、注重时尚教育、优化

产业结构、完善法律制度，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氛

围，是后期浙江时尚产业发展所应考虑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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