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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派服装”是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发展要求的产物，与学理无涉。“汉派服装”先有其名，而

未见其实，现实证明其已成阻碍武汉服装业发展的羁绊，反倒是武汉学术界对此概念一直沿用。文

章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采访考察，对“汉派服装”起源、发展现状作出了相关阐述，认为“汉派服装”
作为派系服装，在学理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仅是一个经济性的地理概念。如果一味进行概念性的

炒作，而不进行区域性风格的设计和整合，难以形成服装产业链的良性发展。“汉派服装”的概念只

会阻碍到武汉本地服装企业的发展，建议暂时不使用“汉派服装”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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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90s，“Han faction costume”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heory of science． “Han faction costume”had its name first，but its essence was not seen． The fact has proven that
it has become a hindr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industry in Wuhan． On the contrary，academic circles in
Wuhan have been using this concep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terviews，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Han faction costume”is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It is believed that as factional clothing，“Han faction
costume”has never existed in theory． It is just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concept． If we blindly do conceptual hype
and do not carry out the design and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tyles，it is difficult to form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industry chain． The concept of“Han faction costume”will on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arment
enterprises in Wuhan．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Han faction costume”should not be used for the time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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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派服装”这一名词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由武汉市武商集团张秀英女士提出，进而为武汉

乃至湖北地区的纺织服装经济创造更大的发展空

间。随后，张秀英女士联合当时武汉广场( 武商集团

旗下综合体) 等有名气的武汉当地中小品牌服装企

业，三次组团赴京参加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因

此受到湖北省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并于其间在全

国性媒体上宣传“汉派服装”这一概念，因此而得

名［1］。自 1995 年第一篇冠以“汉派服装”的研究性
论文［2］出现后，相关研究性论文并不多，多集中于特

征分析、启示、发展与对策研究领域，且发表的期刊

等级不高［3-8］。究其根本原因，“汉派服装”这一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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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理上并没有辨析清楚而盲目使用，遭到一些学

者的抵制。殊不知，“汉派”两字是地域性的概念，既

有空间性，又有在此空间性基础上孕育的风格性。
故比较严谨的学者基本上使用“湖北服装”或“武汉

服装”两个空间性概念来替代“汉派服装”这一地域

性概念。笔者认为“汉派服装”此一名词虽已存在近

30 年，但其名词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存在过，这一名词

是伪命题，还有待商榷。

1 对“汉派服装”提出的疑问及其经济

性根源探究
1． 1 对“汉派服装”提出的疑问

首先，对提出目的的疑问。“汉派服装”此一名

词的提出者其初衷是希望利用当时的国营及集体企

业( 武商集团) 呼唤本地服装企业，推动个体服装企

业向品牌化服装企业迈进。这说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武汉本地极少有规模化、品牌化的服装企业，譬如

“爱帝”“猫人”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创立的。
因此，所谓“汉派服装”其实名在实前。这也是 20 世

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特色，人们对任何革新行为都充

满了激情和期待。
其次，对提出者的疑问。“汉派服装”提出者是

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在提出这概念之时，湖北省

并未成立湖北省服装商会。一个商业活动经营者的

口号，最后变成一个专有名词，这值得深思，因为一

个服装名词的产生应该经过相关的服装专家进行调

查和论证方可规范使用。
1． 2 “汉派服装”提出的经济性根源探究

“汉派服装”提出的经济性根源体现在两个方面:

1． 2． 1 中国派系服装的出现即是经济性的产物

自 20 世纪初“京派服装”与“海派服装”的出现

是以旗袍及其他不同艺术演变形式作为其主要特

征，由两地商家提出来，这两派服装既有地域特征又

有艺术特征，有其学理依据，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时

的旗袍是时尚服装，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随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商家开始热衷于以某种

地域风格来划分服装流派，出现过“粤派服装”“南派

服装”“汉派服装”“湘派服装”“闽派服装”“杭派服

装”“温派服装”“苏派服装”“甬派服装”等派系服

装。而这些所谓的地域风格，有些是相当牵强的，以

所谓“汉派服装”为例，似乎将汉绣、楚绣地方服饰元

素加入服装里就成为了“汉派服装”。虽然派系服装

对于发展之初的服装品牌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

固守这一名称反而会对地域服装品牌的发展不利。
任何一种派系服装都会随着服装品牌发展和逐渐国

际化的需要而最终消失，这是服装消费必然的结果。
譬如，“杭派服装”对于江浙地区服装品牌的发展已

成为一种桎梏，“闽派服装”的“七匹狼”开始摆脱这

种派系的划分，“甬派服装”的“雅戈尔”品牌则已摆

脱“甬派”形象走向国际。
1． 2． 2 “汉派服装”的提出是中国和武汉服装行业

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汉派服装”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中国受

对外开放政策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推动，劳动密集型

的服装行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产业，其产品是当

时中国创汇的主要来源，其经济地位不言而喻。此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服装总产量呈现稳定的增长趋

势。据纺织工业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1990 年服装

总产量 31． 75 亿件增长到 1998 年的 150． 29 亿件，增长

率 373． 35%，并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图 1)。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由于中国国内进入买方市场、国际贸易壁垒增

加的影响，服装行业产量增速才一直呈下降趋势［9］。湖

北省的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也呈快速增长局面( 武汉

的纺织、服装产业在湖北省的纺织、服装产业中占比较

大，湖北省的情况大致可反映武汉的情况，加之武汉的

相关数据笔者不能精确得到，故本文涉及论证“汉派服

装”的相关数据，笔者都用湖北省的相关数据说明) ，受

中国整体纺织服装经济行情影响较大，且比较敏感，湖

北省包括武汉的纺织服装行业在整个中国行情下行的

上一年即 1998 年就出现降幅( 图 2)。这也说明湖北省

包括武汉的服装行业受宏观经济、政治影响巨大。
另外，可从图 2 中发现湖北包括武汉服装行业的发

展较之纺织行业发展要平缓些，虽然与纺织行业的

发展有一致性，但其产能并不是太过于剩余。

图 1 1990—1998 年中国服装总产量变化

Fig． 1 Total output change of clothing in China from 1990 t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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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3—1999 年湖北省纺织、服装产业的趋势

Fig． 2 Trend chart of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from 1993 to 1999

鉴于当时服装行业的巨大经济效益和政府宏观

调控的影响，以“京派”和“海派”为代表的服装派系

占据着中国国内服装产值的重要位置，而中南部服

装企业还未完全形成强势的服装区域集群。武汉凭

借着其地理与商业优势，以及服装总产量呈现稳定

增长趋势，试图对当时的中国服装行业“势力版图”
进行再分割，当时“汉派服装”才应运而生。1992 年

武汉市贯彻“20 条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方针政策，针

对服装行业提出“突出生产经营主体，狠抓品种质

量; 立足向内使劲，转换经营机制; 限产压库，促销活

资”等口号［10］。至 1995 年，由于企业股份制改造，武

汉裕大华公司的产品畅销、冰川集团靠“逆向延伸”
战略求发展［11］。在政治引导与经济刺激的双重因素

影响下，“汉派服装”这一名词才甚嚣尘上。

2 “汉派服装”的伪名分析
对于“汉派服装”这个名词的伪名分析，笔者认

为可从经济体量和质量、行业协会和商会、品牌现

状、服装设计师及其获奖作品四个角度和层面来进

行探讨。
2． 1 武汉服装行业经济体量和质量不足以支撑“汉

派服装”产业链

目前武汉服装大型企业不多，销售额达 10 亿元

的服装企业少之又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带动，整

个服装产业链就无法顺畅地运转起来，产业链上的

其他企业也无法从产业链上受益。由于不能从产业

链上受益，武汉大量的服装企业多拥挤在服装加工

制造上，而不像沿海那样，几家服装龙头企业就能带

动整个产业链运转，每个环节都可以挣到利润。从

经济体量上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武汉的服装行

业经济 体 量 与 中 国 沿 海 地 区 相 比 还 存 在 着 较 大

差距。
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与湖北服装经济体量相当

的浙 江 进 行 1989—1999 年 ( 图 3 ) 、2004—2011 年

( 图 4) 的对比，笔者发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湖北与浙江在服装行业经济体量上的差距还

比较小。进入 21 世纪，明显可以看出湖北服装业在

体量上远落后于浙江省，与其之间的差距也逐渐增

大。浙江服装业从 1994 年起进入了一个产量高涨

的阶段，在 1994 年到 1995 年间突破 10 亿大关，曲线

上升的幅度明显。虽然两地在 2010 年都有一个下

降的趋势。相比较之下湖北 30 年来服装产量的增

长幅度要明显小得多，直到 2011 年湖北的服装产量

总值仅为 7． 477 96 亿件［12-13］。与浙江服装行业相比

尚如此弱势，更不用说与海派、京派比较了。由此可

见在当今 21 世纪，所谓“汉派服装”的体量即可说明

其竞争力明显不足。

图 3 1989—1999 年湖北、浙江服装产量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garment output in Hubei and Zhejiang
from 1989 to 1999

图 4 2004—2011 年湖北、浙江服装产量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garment output in Hubei and Zhejiang
from 2004 t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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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从 2009—2015 年 湖 北 服 装 行 业 的 质 量

( 表 1 ) 以窥武汉服装行业的质量。2015 年湖北的

服装企业个数较为稳定，在 560 家左右波动。企业

的亏损面从 2009—2013 年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趋

势，2013 年到底后反弹，从 2014 年起亏损面呈现一

个上升的趋势。根据 2015 年的统计，湖北有服装

企业 564 家，企业的亏损面达到 6． 90% ，说明当年

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较大，竞争激烈。在 2015 年

1—12 月服装行各省市产量情况前十位中( 规模以

上企业) ，湖北省的服装行业产量排名第 9 位，且在

2015 年服装行业百强企业名单中，无一湖北省服装

企业［14］。由此可见，湖北包括武汉服装行业的品

牌质量并不是很高，竞争力不强。而曾经令湖北备

感骄傲的服装流通市场品牌“汉正街”的影响力逐

渐减弱，这是湖北包括武汉服装行业的品牌质量不

高的另证。
表 1 2009—2015 年湖北服装企业个数及经济效益统计

Tab． 1 Statistical table of number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Hubei garment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5

年份
企业单位

数 /个
企业亏损

面 /%
工业销售产

值 /亿元

出口交货

值 /亿元

总资产贡献

率 /%
资产负债

率 /%
成本费用利润

率 /%
产品销售

率 /%
2009 492 15． 24 261． 87 54． 23 18． 23 61． 97 8． 56 96． 56
2010 585 10． 77 381． 06 67． 19 17． 73 56． 96 7． 93 97． 53
2011 410 7． 80 529． 11 74． 73 21． 97 53． 78 7． 31 97． 03
2012 457 7． 00 682． 19 94． 43 22． 12 48． 56 6． 98 97． 22
2013 527 3． 98 809． 71 89． 61 21． 21 46． 54 6． 67 97． 27
2014 549 5． 46 882． 26 123． 86 16． 69 42． 68 5． 37 96． 81
2015 564 6． 90 966． 06 137． 50 18． 00 45． 30 5． 00 97． 32

2． 2 武汉的服装行业协会和商会无法给“汉派服

装”辟道

目前武汉市官方举办的服装行业协会还没有，

而唯一存在且获得湖北省民政厅批准的则是湖北省

服装商会。它是 2009 年正式成立，其主管部门为湖

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并在湖北省民政厅和工商联的

共同监督下实施服装生产销售的非营利性社团活

动。可见，湖北省服装商会仅是民间组织，其影响力

有限。从湖北省服装商会成立时间可以了解到，20
世纪 90 年代所谓“汉派服装”一词提出及其鼎盛时

期，是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式的行业协会的支撑，仅

靠武商集团的概念炒作是不能作为一个服装派系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15］。即使是先有“汉派服装”概念，

后有“汉派服装”实体，这也需要武汉当地服装行业

协会和商会，以及在政府、高校、企业的支持下，进行

“汉派服装”风格、气质的设计和研究，然而这一切似

乎都没有相应地开展起来。多年来的概念炒作，却

没有风格建设和特色企业建设，从而没有相应的经

济效应，这一切都会像纸老虎一样一吹即倒，其概念

的提出也是让人质疑的。
2． 3 武汉服装品牌现状看不到“汉派”特色

武汉曾经服装品牌众多，但现在很多都已消失。
以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为例，红人服装品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为了重新整合市场份额，将旗下“红

人”品牌的英译名“red man”汉化为“瑞德曼”，作为

其品牌的新名字。但改名后的红人服装市场反响一

般，英译名使得品牌特色逐渐模糊，不易于市场定

位，也因此被业内戏称为“累得慢”。此外，汉口北女

装商会相关负责人提到，“汉派女装”( 笔者认为不存

在“汉派”一说，仅是一个地域名词) 品牌存在很多贴

牌现象，其品牌有的是与其他厂家合作，还有直接将

设计稿交给厂家制作，而对于某些爆款，可能在第二

天就会出现同款，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仿款太多，

以致市面上只有面料上的差异。不仅“汉派女装”，

中国很多地区的服饰都存在这种现象。
再看有可能成为“汉派”服装品牌的武汉服装商

品集散地———汉正街的相关武汉的服装产品。笔者

在对汉正街服装商户的走访调查中，得知武汉服装

的质量规模相对于广州、杭州等地区比较粗糙、没有

特色，加上武汉本地不具备面料自产自销能力，所谓
“汉派服装”不具备原材料，服装款式也没有自主的

创意，设计感不足。武汉服装的发展盛行是因为武

汉位于九省通衢之地，但后来由于创新度不够，服装

老板基本是在外面学习后回来自己发展，没有团队

意识，家族企业化严重。
笔者采访武汉某女装品牌老板，她谈到对“汉派

服装”的印象，“汉派，就是武汉产的。以前武汉本地

人都不清楚汉派是什么。武汉就是武汉，为什么要

专门弄一个汉派。汉派的一些品牌在一些大商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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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很少见，都是一些浙江、广州的品牌。特别像大洋

百货这类商场，基本上就看不到了。因为( 武汉服装)

都被它们( 沿海地区、国外品牌) 打垮了。很多人觉得

上海的货、杭州的货比较吸引人气一点。就算武汉的

服装做工方面挺好，可能还是不够新颖。就像国内牌

和外国牌，人们总觉得进口的还是要好一些。武汉服

装没有年龄的定位，中年人、老年人、小孩都能穿。”
2． 4 “汉派服装”设计师群体现状不足创造出“汉

派”风格

武汉历年来都是设计人才辈出的城市，也是全

国服装设计师培养基地之一，武汉纺织大学、湖北美

术学院等院校每年培养服装设计类毕业生近千名。
业界人士称，“汉产”服装专业学生综合实力较强，每

年都有人在国内服装设计比赛中获奖，人才优势不

可多得。但人才通常都集体东南飞，本地高校的设

计类人才毕业后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沿海一带。人

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薪资较低、科研经费不足、政
策优惠力度小，服装纺织行业尤其严重［16］。由于服

装品牌的本质就应该是设计师品牌，所有创作是需

要设计师的生活历练、见识和大脑里独有的创想力

去实现，成熟的设计师有其独特的个人设计风格。
如果武汉本土培养的设计人才( 包括服装行业其他

环节的人才) 基数起来了，就很有希望诞生高效人才

和龙头品牌，给区域服装产业注入很大的活力。
据资料调查显示，从 1995 年首届中国十佳服装

设计师评选到 2000 年经历了 6 届，仅有第五届中武汉

太和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王鸿鹰获得

中国十佳服装设计称号; 从 2000 年第 6 届到 2009 年第

15 届，武汉服装设计师很少出现，而在前 15 届的获奖名

单中，大多都是来自上海、北京和广州的服装设计师。
由此可见，20 世纪 90 年代，在武汉极少出现真正有名

的、有品牌的服装设计师，这也是武汉服装行业被定位

于中低端品牌的一个很大原因，逐年没落的景象［17-19］。
据笔者走访调查武汉市汉正街及汉口北等武汉

市服装的集合地可知，由于交通缘故，加上很多“汉

派服装”还没有全部搬到汉口北，搬迁后的汉口北

“汉派女装基地”生意冷清。笔者走访发现，有的业

内人士不是很愿意提“汉派”这两个字，觉得汉派的

服装在质量上赶不上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说到武

汉地区的设计师，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抄版仿版，武

汉服装企业认为只要设计大众款，有人买，就是好设

计师。武汉服装企业基本不会花高价聘请专业设计

师，都是看到什么好卖直接买回扒版。以致其服装

市场长年打折，逢年过节更甚，让部分消费者对降价

充满期待———平时只看不买，待打折时再出手。而

汉口北虽然是政府规划的新型商圈，但有很大一部

分服装店铺都在汉正街。一方面，汉口北距离市区

比较远，本地人都不想去; 另一方面，大部分本地人

都去汉正街了，来那边的人就少了。加上现在轻轨

方便，汉口北的人都可以坐轻轨到汉正街，所以服装

市场很大一部分被汉正街所占有，汉口北的客流量

大幅度减少。关于汉口北地区一些原创设计师品牌，

不少店老板认为，表面为武汉设计师品牌，实则为贴牌

生产，同时也正面临着潜在利润大幅流失的尴尬。

3 结 语
由于服装行业是一个发展与变化并存的行业，

一个区域派系的形成多少会受其区域环境的影响，

无可避免地打上某种区域特点的烙印。而所谓“汉

派服装”的提出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行业发展形势，

使武汉服装能够更有效地打入国内甚至国际市场，

在服装行业内快速崛起。但是这种“汉派服装”只能

够被称为在武汉生产的服装，并没有给整个区域内服

装品牌注入什么内涵，也没有带来长远的效益与影响。
如今，所谓的“汉派服装”现在还是会被提及，是

因为武汉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对时尚讯息捕捉灵敏。
当前不少武汉服装企业还处于代工生产阶段，没有

自主品牌或品牌影响力低，降低了品牌原有价值。针

对当前“汉派服装”抄版、设计含量低等现象，想要创造

新供给，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就必须重建“汉派”影响

力，将新的经营理念和技术融入品牌，也就是融入到消

费者的思维中。浓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是创意的开始，

如汉口北盘龙城地区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积累了

一代代的文化创意，强化武汉本土特色，使服装回归文

化本土化。企业可通过大型服装类赛事或校内选拔，以

及高薪聘请设计人才，结合武汉浓厚的本土文化，创造

性地融入品牌服装设计中，找到武汉自己的 DNA，提高

供给端质量，顾客才会乐意买单。将来的武汉服装也不

再是“汉派服装”抱团取暖的形式，而是遵循个性化发展

趋势，敏锐的捕捉最新流行趋势，洞察消费者心理需求，

感知消费者心理变化，改变以往的跟风形式，创造新供

给，使得企业可以轻松自如地协调供应生产。如此看

来，“汉派服装”这一说法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笔者建议

可暂时不使用，等到真正形成区域性风格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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