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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姚 北 朗 霞 是 一 片 神 奇 的 土
地：它远离裘皮产业的原料源
头，也不是裘皮服装的消费市场
所在，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水貂皮
加工生产基地。从 1979年姚籍港
商干如良先生回乡播下第一颗种
子，裘皮产业在姚北大地扎根繁
衍已近40年。

40 年间，余姚裘皮产业经历
了从个体加工作坊到裘皮一条
街再到中国裘皮城的跨越式发
展。中国裘皮城将分散的家庭式
作坊整合到专业市场中，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批发商。目前，朗霞
及周边区域汇集了裘皮生产企业
1580 多 家 ， 25000 余 人 投 身 其
中，裘皮服装销售量占全国的四
分之一、全球的七分之一。

余姚裘皮产业从草根经济走
向现代产业集群，靠的是第一代
拓荒者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以
及“皮二代”们迎难而上做大做
强的开拓精神。近年来，产业链

的延伸提升了余姚裘皮产业的市
场竞争力，不断创建的品牌提升
了裘皮产品的档次，一个集原料
拍卖和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裘皮产业发展格局已然形
成。

中国裘皮城开业之后，当地
政府搭台办起了中国裘皮服装
节，至今已连续举办 11届。不产
一块裘皮原料的余姚能够成为全
球有名的裘皮产品制造中心，一
年一度的裘皮服装节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这些年，作为“浙江十大市
场强县”的余姚，依托产业特色
和市场优势，积极打造塑博会、
裘皮服装节等精品展会，逐步形
成了以中国塑料城为龙头，以中
国裘皮城等专业市场为骨干的多
层次、全方位的商品流通网络。
在余姚十大块状经济中，裘皮产
业位居次席。

（王芳）

从草根经济走向现代产业集群

冷空气长驱南下，位于余姚朗霞街道的中国裘皮城以及周边的裘皮一条街上，人气一路高涨。线上线下纷至沓来的订单，给不少商户和厂家
带来了“幸福的烦恼”。

“裘皮服装的生产，原材料是关键。从原皮的拍卖到生产再到出货，有一个较长的周期，短期内订单激增，我们根本来不及备货。”在余姚欧
意皮毛服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利峰看来，裘皮业也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朗霞裘皮在余姚十大块状经济中位居次席。从1979年原朗霞镇西干村（现为朗霞街道杨家村）办起第一家裘皮服装厂到现在，裘皮产业在
姚北大地扎根繁衍已近4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业之路充满艰辛。目前，余姚朗霞辖区内有裘皮生产企业1580多家，解决劳动力就业
25000余人。去年，这些企业加工水貂皮750万张，年销售裘皮服装约65万件，销售额达到45亿元。

朗霞以及周边区域，既远离裘皮产业的原料源头，也不是裘皮服装的消费市场所在，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水貂皮加工生产基地，裘皮服装销售
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全球的七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产业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近日，记者来到朗霞街道，走访了余姚裘皮商会、中国
裘皮城、裘皮厂商和当地政府部门，探寻星火燎原背后的故事。

朗霞以及周边区域，既远离裘皮产业的原料源头，也不是裘皮服
装的消费市场所在，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水貂皮加工生产基地，裘皮服
装销售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全球的七分之一——

余姚裘皮产业：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近 40年的发展，带来的不仅
是空间上的集聚升格，更是内在
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的深刻变化。

在2014年11月交付使用的中
国裘皮城三期，挂着一块显眼的
招牌：“中国皮草在线”。这个互
联网平台，给这个产业的源头
——原皮拍卖带来全新的操作方
式。接受采访的几位经营户都表
示，在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之
前，他们每年都要搭若干次的国
际航班，参加北美或者北欧的皮
草拍卖会，“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
高，而且人也折腾得很累。”

“如今，依托中国皮草在线以
及移动互联网的公众平台，只要
有网络，随时随地可以拍。”中国
皮草在线首席运营官刘沛源说，
裘皮行业内全球顶级的四大拍卖
行，都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委
托他们举行拍卖会，“每一次拍
卖，400 多个座位的拍卖室，座
无虚席。”而且，他们还起草了水
貂皮毛片分级的标准体系，掌握
了行业的话语权。

在一段时期内，当地政府部
门将裘皮产业形象地定义为“哑
铃经济”——两头在外，能握住
的中间部分，恰恰又是最细的，

“也就是利润最薄的微笑曲线的中
间环节。”朗霞街道办事处有关负
责人说。

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是设
计，后端是销售。朗霞裘皮产业
向两端延伸的尝试，已经进行了
一段时间。目前，这里集聚了裘
皮服装设计企业 （工作室） 25
个，包括国外一些顶级设计机构
也在这里设有分支。有了自主设
计，才能有品牌，目前，裘皮城
内有注册登记商标 350 个，还有

300 多个商标正在申报之中。“在
这几项工作中，政府部门会给予
相应的补贴和奖励。”

在销售端，“皮二代”们也随
着形势变化迈出新的步伐。2009
年，蒋浩成为当地第一家走出去
开设自有品牌专卖店的裘皮服装
企业，足迹遍布东三省和山东等
地 。 目 前 ， 他 的 企 业 产 值 中 ，
批发和零售各占一半。“毛利润
方 面 ， 零 售 是 批 发 的 一 倍 左
右。”蒋浩说，还有的企业在尝试
电视购物、跨境电商等新的销售
渠道。

2013 年之后，裘皮产业出现
了下滑。在业内人士看来，裘服
的产能已经出现饱和甚至过剩，
开始进入一个优胜劣汰的阶段。
对此，朗霞裘皮企业深有感受，
近几年的企业数量确实出现了减
少的势头，“对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来说，这是好事。”兼任余姚市裘皮
商会常务副会长的洪立青说，经过
这样的阵痛，产业发展将会更加健
康，“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根据规划，朗霞裘皮产业正
按照“立足余姚、辐射全国、走
向世界”的总体要求，深入实施
提升计划，力争今年实现裘皮工
业总产值 200 亿元，裘皮产业园
用地 153 亩，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
米，入驻产业园企业 143 家，年
加工裘皮服装 150 万件；裘皮城
市场交易额达到 50亿元，裘皮城
商业用地 150 亩，建筑面积 20 万
平 方 米 ， 入 驻 裘 皮 城 商 户 862
家，年交易裘皮服装 45万件。远
期目标要使余姚成为“全球最大
的裘皮服装交易中心、裘皮原材
料交易中心、裘皮服装加工中
心、裘皮服饰设计研发中心”。

行业成长遇到起伏
转型升级危中求机

说起裘皮业，朗霞人对干如良
先生充满崇敬与感激。1979 年 10
月，早年由沪赴港经商的干如良回
到家乡西干村，经了解、考察后决
定在村里建皮草厂，为家乡建设出
力。双方商定，由干如良先生出资
60 万元港币，用以兴建厂房、购
置设备、购买原材料，西干村以土
地和劳动力作为投资参与组建。合
同期限 5 年，在此期间由港商经
营；合同期满后，皮草厂的固定资
产所有权转归西干村委会。

建厂之初，干如良委派香港师
父来姚为村民传授技艺。经过一年
多的学习培训，这批村民成了西干
裘服厂的骨干。1980 年 4 月 1 日，
西干裘服厂正式投产。原料来自香
港、广州，工人大部分是西干村
人，也有部分外村人。随着工厂的
发展，产品销售势头良好，裘服厂
的工人数量也逐步增加，最多时有
280 多人。厂里实行的是计件工资
制，这些世代以耕作为生的农民成
为裘服厂的工人后，家庭收入普遍
增加，西干村的面貌也随之改变。

后来，集体裘服企业渐渐消
失，工人们纷纷回家创办了属于自
己的裘服企业。说是企业，其实就
是前店后厂式的加工作坊，由于当

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这种经
营灵活的个体裘服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在朗霞蓬勃兴起。

如今这些裘服企业已经传至第
二代手中，他们自称朗霞“皮二
代”，杨利峰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
亲是第一批进入西干裘服厂的职
工，后来成为这家厂的承包人，并把
学外贸的儿子杨利峰叫回来上班，
企业规模一直保持在当地前列。

圣梵雅皮草的“掌门人”蒋
浩，也是一位“皮二代”。他的丈
母娘是第一代女工，后来离开家乡
南下广东打工，一边学习，一边积
累资源。“当初做出这样的决定，
很不容易，后来的创业过程更加艰
苦。”那时候，结伴南下的几个人
把钱塞在袜子里，坐着硬座火车，
千里迢迢去深圳进原料，进的都是
些初级的狗皮、兔皮、碎貂皮。回
来做成衣服，再一件件拿到杭州、
上海的商场去推销。

在蒋浩看来，这样的创业精
神，正是朗霞人能够抓住机遇做成
产业的内在支撑。“跟第一代比起
来，我们有着良好的基础。虽然第
二代也面临新的困难，但只要有吃
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精神，就可以
在转型升级中优化产业。”

姚籍港商回乡投资
播下裘皮产业火种

本报记者 黄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遍地开花的个体经营，带动朗
霞裘皮产业走过了近十年的艰苦创
业期。1995 年，杨利峰接手了父
亲的企业，开始新一轮的发展。依
托自身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他
把自家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代工模式
延伸至外贸领域。“5 年时间，产
销量每年增长好几倍，最多的时候
有 400 多个工人。”杨利峰说，他
还开拓了新的产品线，比如围巾，
每年产量也有上百万条。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 329 国
道朗霞段两侧形成了近千米长的

“裘皮一条街”。迈入 21 世纪之
后，当地很多皮厂在海宁皮革市场
的冲击下倒闭。这时候，一些企业
发起成立了裘皮同业工会，一起商
量产业发展方向。杨利峰作为企业
规模领先的会员，提出兴办裘皮市
场，获得全票通过。之后，他们三

次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复
同意。

2007 年，总投资 3.2 亿元、占
地 87 亩、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
中国裘皮城建成开业。2014 年 10
月，总投资 5.8 亿元、占地 66 亩、
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中国裘皮
城二期正式营业。此后，朗霞街道
又在裘皮城周边环境提升、服务优
化等方面持续投入，为市场发展壮
大提供助力。

据中国裘皮城总经理洪立青介
绍，中国裘皮城已被中国商业联合
会认定为“中国水貂皮服装专业市
场”，同时获得了“中国最具品牌
价值商品市场 50强”“中国商品市
场百强”“中国优秀示范市场”“全
国诚信示范市场”等荣誉称号。

裘皮城开业之后，政府搭台办
起了中国裘皮服装节，至今已连续

从“坊”到“街”再到“城”
产业集聚迎来黄金发展期

举办 11 届。这个国家级节庆盛
会，于 2012年被商务部列为重点
扶持的节庆会展，成功引进了美
国赛斯、意大利阿玛尼等国际裘皮
品牌企业，长江皮草、京都皮草、奥
仕卡迪、曼卡丽、报喜天使等香港
毛皮业协会企业，以及兽王、雪豹
等内地服饰界著名企业。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依托
裘皮城以及裘皮商会，搭建小微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品牌工作指
导站，并开辟双创基地，为以家
庭作坊和夫妻店为主的小微企业
提供工商注册、网络拍卖、物流
运输、金融服务等多方面的服务。

2007 年之后的五年，是朗霞

裘皮产业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
期，这其中有集聚发展和品牌运
作的因素，也有市场本身的成长
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
的非本地资本和人员进入该行业
掘金。

“这种情况刚开始出现的时
候，有一些商会会员出现了抵触
和排斥的心理。”杨利峰说，但是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比如说
原先一些小厂年产 100 件，日子
过得不错，但是外地资本进入，
一上手就是年产 500 件，带来了
竞争，逼着你发展壮大。”他鼓励
会员企业在包容竞争中取得共进
共赢。

图 示

制图 张悦

中国裘皮城精品购物区。（黄程 摄） 前来参加裘皮服装设计大赛的嘉宾。（资料图 余姚市委宣传部供图） 裘皮城内的服装秀。（王烨江 黄程 摄）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