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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的行业升级

随着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轻工业同样

在经历转型升级，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

都变得更加人性化，技术的升级换代能保持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企业对创新化发展更加重视。今年来国内外传统品牌转

型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反复在印证市场的规律，各

行各业市场的迅速变化，标志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时代已经

到来。经验丰富且更加挑剔的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各具特色

的商品在挑选时会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线上线下的营销手

段都在不断升级发展，只会双方相互影响，而不会某一方完

全消亡。传统的广告以及营销策略在未来的市场中作用将会

逐渐减弱，如果不能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再多的广告投放也

起不到时效性的作用，未来围绕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进行创新

式发展将会成为企业之间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数据来看，产业人才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岗位

对综合能力的需求更高，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与经营管理都

向专业化更加迈进，摆脱了以往传统的人海作战模式，更注

重的是分析和预测以及执行的能力。未来企业若能做到将

“高阶人才＋软件工具＋外包服务”最大限度进行资源整合，

提高运营效率，会成为当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趋势。

2  纺织服装行业的转型

纺织服装产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更是重要的民生产

业。在未来，它将成为一个创造国际化新优势的产业。纵观

目前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新动态，服装与服饰类产品的设计

出现了若干新趋势，例如， 时尚运动化到运动时尚化，运动

与时尚相互跨界，将功能和装饰性进行结合；时尚与高科技

的融合，将潮流与服用性能进行综合；服装性别化的模糊，将

男女突出性别特征的部分弱化掉从而更注重穿着舒适度；季

节性的淡化，将四季分明的服装类别变为四季通用的服装，

对面料的科技含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产品销售、推广、社交

的一体化，更高效，更广泛，更植入式思维来感染消费者。如

此多的趋势发展，可推断出未来服装行业的界限感将会越来

越模糊，产品更加多元化。这些新趋势的出现，有赖于科技

的蓬勃发展，有赖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赖于当下消

费者市场的需求变化。在服装产品设计开发方面，越来越突

出的个性化定制概念，具有相同爱好，审美水平一致的消费

者将会取代以往按照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来划分的消费

者群体。这也表明市场更容易受到文化驱动导向，真正有思

想，有故事，精益求精的品牌将会更加受到消费者青睐。

服装行业受各种文化的驱使，延伸出不同的定位及风格，

论新时代背景下纺织服装行业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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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频率加剧，商家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

品牌建设要有独特性，要会讲故事，打造品牌文化形象，营

销手段更是以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激发消费者兴趣、刺激

消费者想象、引导消费者购买来达到时效性的交易目的。从

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一味地只考虑售卖的数量，忽视

产品的质量，往往只能盛行一时，例如前几年在国内盛行的

H&M,ZARA 等高街品牌，在换季促销季节疯狂甩卖清理库

存，导致正价产品销量走低，并以此循环，品牌价值逐年下

降，国内消费者从一开始的追捧青睐到如今看到降价习以为

常，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闭店，推出国内市场的国际快时尚

品牌越来越多，证明服装品牌一味靠价格优势不去创新就会

被拍死在沙滩上。反之，目前国内很多传统品牌在经历了漫

长的沉浮期后，逐渐找准了发力方向，针对各年龄层次消费

者喜爱的风格进行精准的开发研究，对品牌文化进行重新诠

释，成功唤起了消费者对品牌的忠实度，实现了国货的逆风

翻盘。

随着时代的发展，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要求也在进一步升

级，从产品质量到产品文化需求逐渐递增，企业必须紧密围

绕消费能力、消费心理与社会进步这三大消费要素，研究消

费者变化趋势，基于人个体对精神及物质多方面的需求，基

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变化。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

把握时代脉搏，才能时刻立足于成功的浪尖。

3  纺织服装行业人才培养的缺口

随着我国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正处在全面转型升级期，

产业集群需要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支撑，纺织服装行业高水

平技术技能型人才较为缺乏，相关职业院校，须将人才培养

精准对接于纺织服装企业需求，对应产业需求化专业布局，

对接区域需求强化人才输出，突破产业转型的人才困局。

近年来，在服装行业企业用人单位的反馈中，意见较多

的就是设计师不懂服装结构制板，而制版师又缺乏审美和创

新，销售人员缺乏为顾客搭配服装经验，店员缺乏研读消费

者心理学经验等，包括部分企业负责人，也会缺少部分能力

以及长远考虑或定位不准确等方面能力或经验。除开个人自

发的学习和深造，作为培养人才的专本科院校也需要将跨领

域课程添加入学生学习范围之内。据了解目前只有少数职业

院校在专业方向的设置上不再拘泥于同专业的课程设置，而

是跨学院组建专业群，这一新趋势也正吻合目前产业链的跨

界发展趋势。精设计、懂结构、会工艺、善营销的综合性纺

织服装人才才是企业非常需求的新鲜血液。这就要求在课程

设置里必须包含艺术、技巧、策划、分析、营销等多种能力



    63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2)2019,5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的培养。所培养的毕业生必须对纺织服装行业的宏观及微观

环境十分了解，清楚地域性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且对于企业

的生产销售环节以及各相关流程非常熟悉，学生综合能力体

现在对专业及行业的全面了解，会运用现代化技术技能创造

产业所需的价值。

4  国内纺织服装行业的变化

十年前的中国，因为人口众多，人工成本低，所以是全

球服装产量最大的国家，可以不夸张的说是“世界服装加工

厂”。而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生产加

工这类传统密集型劳动已不再是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所追求的

目标。在如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代加工生产的工

作绝大部分转移到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菲

律宾等国家。在这样的变化形势下，我国很多企业面临生产

瓶颈，若一味延续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式管理方法，就不

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贸易全球化产业。走在前沿的企业会意

识到，如何正确的运用自己的优势、补齐自己的劣势。要想

在全球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存活，就需要做好有别于传统的

创新改革，要向国外优秀企业学习快速反应链模式，研究以

及改进服装生产管理，提高效率，明确争取时间优势就是争

取利益优势。另外对纺织服装产品的质量管控、成本管理、厂

房布局及生产流水线设计、供应链及生产计划管理均需做好

产学研结合，让企业的品牌可持续性的分别从产品的深度和

宽度逐渐壮大有序发展。

纺织服装产品是民生大业，是有关于人民幸福感的第一

产业，它带给人类尊严感，成就感，愉悦感，幸福感，是人

类文明的直接体现，面对国外众多品牌的竞争，国内相关品

牌企业如果能看到竞争中本土品牌的优劣势，把握时代技术

的创新与发展，瞄准定位及适时学习，更新经营理念；相关

专业院校如果能填补人才缺口，培养跨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相信在企业未来的发展中，我国会涌现出更多类似于

李宁、太平鸟、鄂尔多斯、波司登等传统老牌成功转型升级

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