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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时尚的追求已经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时尚产业也被认为是带动区

域经济增长的最具潜力和成长性的产业。数字经济与时尚产业的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时尚产业生产方式、

消费关系和供应链属性，成为赋能时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大连的时尚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产业链条不完整、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数量少、大多

时尚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时尚品类单一、数字化改造滞后等。为此本文提出，应从补链、强链、提升

价值链，丰富时尚产品品类，推动时尚、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的跨界融合等方面着手，打造大连时尚产

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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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pursuit of fashion has become an impor-
tant driving force for consumption growth, and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also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potential and growth industry driv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
ital economy and the fashion industry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production methods, con-
sumption relationships, and supply chain attributes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becoming an impor-
tant factor for empow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chain.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Dalian has achieved some effects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low number of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well-known brands, most fashion enterprises at the low end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single fashion 
category, and delay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build a Dalian fa-
shion industry chain by supplementing, strengthening, enhancing the value chain, enriching the 
categories of fashion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fashion,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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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个性化消费需求的显现，对时尚的追求已经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时尚产业的发展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带动区域增长最具潜力和成长性的产

业。数字经济与时尚产业的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时尚产业生产方式、消费关系和供应链属性，成为赋能

时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大连地处东北亚的核心地带，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凭借自身优势，

大连时尚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北方香港”和“时尚之都”的美誉。然而，近年

来受诸多因素影响，大连时尚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期，面临诸多困境，这极大地阻碍了大连时尚影响力和

区域消费的提升。据《新时尚之都报告》最新对成都、杭州、青岛和大连等 12 个城市调研显示，在时尚

影响力、城市魅力、商业潜力等方面，大连已被青岛和沈阳超越，位列最后。为此，我市急需采取有效

措施，完善时尚产业链，推动时尚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数字时尚产品、智慧消费、数字文化等消

费新业态，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让“时尚之都、魅力大连”真正响彻东北亚。 

2. 时尚产业链的概念界定 

“时尚”可理解为特定时间段内被人们普遍喜欢、崇尚、追求的事物或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时”

是指时代，即时尚是与特定时间段联系在一起的；“尚”是指推崇、崇尚，即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或人们

追求的事物。时尚产业是指对与时尚相关的产品制造、销售和服务进行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集合。它不是

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是跨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界限的综合化产业。“创新”和“品牌”时尚产

业的灵魂和基础。时尚产业，按照以人为中心、距离人由近及远，可以分为核心层、扩展层和延伸层，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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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erarchy of fashion industry 
表 1. 时尚产业的层次 

层次 内涵 内容 

核心层 对人体进行装饰和美化 时装服饰(核心)、鞋帽衬衫、箱包伞杖、 
美容美发、乃至珠宝首饰、眼镜表具等 

扩展层 对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处的小环境进行装饰和美化 家纺用品、家饰装潢、家具用具等 

延伸层 对人生存和发展中相关的事物和情况进行装饰和美化 手机、MP3/MP4、数码相机、动漫电玩等 
 

时尚产业链是指时尚产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联系和时空布局而形成的链条式形态，包含核

心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详见图 1。其中，研发设计和营销是核心环节，附加值高；而生产加工

环节附加值较低。 
 

 
Figure 1. Composition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chain 
图 1. 时尚产业链条的构成 

3. 大连时尚产业发展的优势 

首先，区位优势。大连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和东北亚的中心地带，开发开放条件优越，这让大连立

足东北亚面向日韩的消费特色显著、基础深厚，三地经贸合作和民间往来密切。 
其次，历史文化优势。大连历史悠久，开发较早，近代则成为中原和关东文化的“亚中心”，加上

港口城市的包容性，成就大连形成集“北国雄伟、南国秀丽、海派和潮流”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城市

文化。大连文化积淀厚重，不仅拥有自然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汉墓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还申报了庄河

民间故事、长海号子等非遗文化 192 项，这些为大连时尚产业与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时尚资源优势。大连时尚资源丰富，多次举办服装节、赏槐节、啤酒节、沙滩文化节等时尚

活动，且已经打造包括大杨创世、富哥、桑扶兰等多个时尚品牌。其中，大杨创世经过几十年发展，已

成为享誉全球且拥有多项专利的知名服装集团。 
第四，产业国际化和集群优势。依托大连自贸片区建设，大连产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现有 3 个

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园区被认定为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是东北唯一上榜园区。此外，由普兰店

服装产业群、家纺流苏产业群、女装产业群和内衣产业群构成的产业集群组，也为时尚与数字融合发展

提供了产业支撑。 
最后，科教优势。数字经济赋能时尚产业需要有强大的科创资源保障。大连不仅拥有化物所、大连

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大连艺术学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且均设有培养设计

艺术或数字人才的专业，科教优势突出，创新资源丰富。 

4. 大连时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产业链不完整，无法实现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大连时尚产业尚未建立起由研发设计、生产、物流、营销等组成的完整产业链。具体地说，大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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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产业加工生产优势突出，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配套缺失、能力不足。以服装行业为例，大

连现有服装企业 600 余家，但大多都是生产加工企业，且 90%是中小企业。它们不仅自身研发设计能力

不足，也缺少与国内外一线设计团队合作的能力和意识，导致时至今日仍延续着几十年前“来料加工”

的老路。而像大杨、思凡等行业龙头虽具备一定的研发设计能力，但与国内外一线品牌相比，创新性和

时尚度不足，营销模式和手段落后，对区域时尚消费的带动作用有限。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导致大连

难以构建起高效强大的时尚产业生态，不能形成明显集群效应，也无法完成数字背景下全产业链的优化

升级。 
(二) 龙头企业数量少、实力弱，对产业链带动作用有限 
一方面，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数量太少。大连时尚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涌现出大杨、桑扶栏、隆

升等行业龙头，但与深圳、上海等时尚之都相比，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数量太少，上市公司仅有大杨集

团一家，知名品牌也不过三五家，难以实现产业链上企业的同频共振和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龙头企业

自身实力有待加强。研发设计和营销能力弱是它们的痛点。由于自身缺少高水平设计师队伍，它们大多

选择与国外设计师合作，设计理念易陷入“国内水土不服、国外半土不洋”的窘境，品牌建设意识和能

力都不强，数字化转型滞后。 
(三) 产业链上大多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生存空间堪忧 
上文提及，产业链内 90%企业是中小生产加工企业。加工生产属于产业链的基础端，附加值低，加

之这些企业生产规模小，设备陈旧落后，营销能力不足，融资渠道狭窄，只能接受小而差的订单，利润

极低。且中小企业间同质化问题突出，恶行竞争加剧了内耗，压缩了盈利空间。此外，近年来受劳动力

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大量加工订单转向海外，这些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

的时代背景之下，它们正面临着被淘汰和大量员工失业的风险。 
(四) 时尚产业品类单一，产业发展潜力受限 
时尚行业分为四个大的一级品类：服饰内衣、美妆护肤、鞋靴箱包与珠宝服饰。大连的时尚产业虽

起步较早，产业内企业千余家，但大多都是服装品类，而在美妆护肤、鞋靴箱包与珠宝服饰等方面，几

乎没有具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企业和品牌。时尚品类单一，特别是缺少有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的时尚

品类，无疑已经成为大连时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五) 产业资源开发应用不足，产业数字化改造滞后 
一方面，虽然区位优势突出、文化和科教资源丰富，但大连时尚产业与各类资源融合发展不足，尚

没有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可以被市场认可的、推动大连时尚产业发展和区域消费提升的增长点。同时，近

几年人才资源流失的问题也比较严重，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端力量不强、

东北经济放缓和营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减弱；另一方面，大连时尚产业数字

化改造滞后。北上广深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推动数字技术与时尚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新型消费增长。而我市时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滞后，除了个别大型企业外，大多中小企业不具备数

字化改造能力，未来随着国内外竞争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完成及其增效作用的显现，这些没有能力进行数

字化转型的企业终将被淹没在数字时尚的大潮之中。 

5. 数字经济背景下打造大连面向东北亚时尚产业链条的对策 

(一) “补链”，实现全产业链上下联动 
“补链”就是补齐产业链短板和弱项。尽快补齐产业链前端和终端的短板和不足，实现全产业链联

动，是现阶段大连时尚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对于高附加值的设计和营销环节，除了尽快加强

自身设计和营销人才储备与培养外，还要聚焦行业内头部企业，争取尽快引进一批关键环节的核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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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套公司，补齐设计端和营销端[1]。同时，可以考虑跟国内外高端品牌、设计公司和专业机构联合打

造品牌；或通过与客户营销网络体系的共建，向国际市场延伸，借助成立合资公司、交叉持股建立利益

共同体，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补齐短板。另一方面，对于前端的原材料环节，可以通过招商引入相关

企业、现有企业投资或交叉持股等方式补齐短板。要特别注意的是，重视分析研判 RCEP 协定规则，在

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和投资布局时，充分评估 RCEP 及其他自贸协定的原产地、投资等相关规则，择优择

宜使用。 
(二) “强链”，发挥龙头企业“领头雁”作用 
“强链”就是锻造长板，让长板更长。链主企业是产业链的“领头雁”，也是长板所在，能够协调

产业链各节点的活动，是强链的关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带动、项目推动和创新驱动”多措

并举进一步做强现有龙头企业[2]，并不断培育新的龙头企业。例如，出台一系列有利于龙头企业发展的

税收、融资及人才引进培养等政策；增加财政对其研发的投入力度，鼓励龙头企业加大创新和品牌建设；

支持龙头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帮助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另一方面，鼓励龙头

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合作，深化产业链的上下联动，实现共赢。政府要强化统筹，规划探索“政府 + 链主 
+ 园区”发展模式[3]，以项目为载体，促进上下游衔接的全产业链形成，以“龙头”带动龙身，不断拓

展产业空间和市场占有率，实现同频共振和优势互补。 
(三)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价值链升级 
价值链升级通常是指生产环节企业沿产业价值链转移或延伸至更高附加值部分的过程。创新和品牌

是时尚产业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在时尚产业链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是研发设计和营销端。而这两个

环节恰恰是我们的弱项，如果企业不能真正拥有这两方面的能力，是很难在产业链中有较强的话语权和

收益分享权的。为此，一方面，大连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设法吸引、留住、培养、构建一直高素质的

设计师队伍。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联合建立研发设计中心，培养自身人才[4]。同时，加大与国外研发

设计人才的合作，通过举办时装周、中日韩时尚峰会、与时尚专业教育发达的欧洲名校合作等方式，请

进来与走出去，邀请知名品牌设计师、工艺大师、职业经理人、品牌企划专家等与大连时尚企业进行交

流合作和培训指导，不断提升大连时尚企业的品味，拓宽国际视野[5]。 
另一方面，着力打造几个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品牌。在竞争激励和瞬息万变的时尚领域，品牌建设

尤为重要。企业必须明确品牌定位，打造品牌形象，注重品牌传播，改进品牌质量，并利用新媒体和数

字化渠道宣传品牌，建立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为此，政府应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帮助品牌突

围。例如，建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自主品牌建设，支持本土品牌参加名优产品评比、国内外展会，对其

在外部市场投放广告、设立直营店提供支持；建立本土名优品牌名录，支持提升本土品牌，避免本土品

牌流失；政府采购要倾向于本市品牌，规定政府采购中本市品牌的比例，并帮助搭建购销平台；此外，

借助政府力量推动企业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提升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四) 丰富时尚产品品类，保护成熟赛道、发展潜力赛道、抢占新兴赛道 
大连时尚品类单一，主要以服装服饰为主，西装和职业装具有较强竞争力，基本没有美妆、鞋靴

箱包与珠宝等品类，品类单一是大连时尚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为此，应在保持现有优势品类的

基础上，尽快寻找新的赛道，特别是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的赛道。综合考虑时尚行业发展趋势和大连的

现状，具体建议如下：继续支持女装、男装、西装等优势品类赛道；发展童装等潜力赛道；设法抢占

内衣、家居服、袜子、美妆仪器工具等机会赛道。以内衣行业为例，内衣和家居服是未来增长空间很

大的潜力赛道，大连有一定的基础，目前已经拥有仕乐、桑扶兰等自主品牌，针对近几年其新产品研

发能力弱、销量减少的情况，应加大对其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力度，将内衣品牌做强做大，并帮助开发

家居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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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大数字科技在时尚产业的应用，推动时尚、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的跨界融合 
一方面，推动时尚、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的跨界融合。大连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数

字时尚作为重要元素融入商圈和场馆建设，打造智慧时尚商圈[6]；集合首店、夜间经济等举措，考虑大

连的优势和特点，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时尚消费场景，支持具有主题和特色的店面及商场的数字化改造；

在社区建设、公共空间设计、时尚活动等领域，借助数字技术，增强感染力和体验感，如裸眼 3D、智能

导购、云货架等，让消费者体验数字时尚新消费服务的便捷与智能。另一方面，加大数字技术在时尚产

业链各环节的应用[7]。具体建议如下：出台财税支持政策，鼓励时尚企业在设计、制造、营销、客户服

务环节的数字化改造；推进时尚智造工厂建设[8]，在供应链、产业链组织形态上，形成柔性化、定制化、

精确化、快返化体系，为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赋能；针对众多中小企业没有数字化改造能力的窘境，建

议从政府层面构建平台，帮助企业利用互联网进行定制化销售与服务，实现差异化产品制造，打破同质

格局；充分运用 5G、AR 和 VR、物联网等，推进营销方式从传统零售批发向数字化转型，收集整理全

链条的数据，打造线下线上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从线下经营到线下线上一体化经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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