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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平台集成效应推动苏州纺织服装产业
转型升级的建议 

吉永峰 何  兵 

今年 1 月 3 日，全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

产业创新引领，提升平台集成效应，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大人

才引育力度，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打响创新之城、创业之都品牌。

现就苏州纺织服装产业如何通过提升平台集成效应，推动传统产

业协同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出建议，供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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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苏州拥有纺织服装类企业约 3500 家，吸纳就业人员约

150 万；拥有恒力、盛虹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其功能纤维对全

国贡献率达 16%；拥有波司登、东渡、日禾戎美、天源、雅鹿、

华佳等 6 家中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超美斯、澳盛入选工信部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公示名单。同时，产业链布局较为完备，

拥有两个千亿级基地和两个千亿级交易市场，形成了纤维、纺织、

织造、印染到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的现代纺织体系。无论是

产业链整体延伸度还是细分领域影响力，苏州在全省乃至全国都

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近年来纺织产业发展却止步不前，2022 年位

于上游的纺织业社会用电量 192.6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9.9%。其

中，纱产量下降 8.1%，布产量下降 15.1%，印染布下降 21.1%，

服装产量为 3.96 亿件，与 2021 年相比下降 2.7%。 

一、苏州纺织服装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市场快速萎缩。以服装业为例，与疫情前相比国外订单

普遍下降幅度约 40%，国外需求订单的萎缩导致供应链外流情况

较为严重。据调研统计，苏州目前纺织服装类企业与疫情前相比，

外流至东南亚的约占总量的 25%。从国内市场来看，需求个性化、

品质化日趋突出，目前流水线生产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情

况比较明显。二是经营压力陡增。一方面，销售渠道中抖音等直

播带货平台退货率较高，平均退货率为 40%左右，甚至更高，厂

商普遍感觉通过直播带货属赔本赚吆喝。另一方面，带货平台、

主播分成较高，约占利润的 40%，进一步压缩了生产厂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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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同时，除去人工成本上涨因素之外，上游的化纤、棉花等

成本与疫情前大约上涨 30%左右，多数企业反映在苦苦支撑。另

外，服装业品牌美誉度不高导致消费者黏性不够，受市场冲击比

较直接和明显。三是数智化改造“不接地气”。调研中发现企业

主对政府推进的“智改数转网联”兴趣不大，普遍反映数智化能

够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但企业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场萎

缩所带来的生存难题。 

深入调研后发现，市场萎缩所导致的经营困境和“数智化”

主动性不强等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则是平台集成效应不足。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产销隔离。造成了服装生产厂商无法精准匹

配市场有效需求，无法供给出市场需求的匹配产品。比如消费者

个性化商品供给不足、同质化内卷严重等，进而表现出订单减少、

退货率高和市场萎缩。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受阻。“数

智化改造”仅限于在生产车间的制造环节，而需求、接单、生产、

仓储、渠道、销售以及信用融资等环节尚未打通并形成全域化的

数智化智能平台，进而导致产业协同创新的竞争力不强。 

二、提升平台集成效应促进纺织服装产业协同创新的建议 

针对纺织服装产业以上堵点痛点，苏州协同创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标识解析的服装产业促进平台1值得关注

                                                        
1苏州协同创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苏州市生产服务型领军企
业，连续三年成功入选苏州市智改数转优秀服务商，在江苏省范围内已诊断纺织服装企业 400 余
家。此外苏州协同创新已与浙江新凤鸣集团等化纤服装龙头企业构建了基于标识解析的服装产业
促进平台，该平台作为国家工信部支持的重大课题，成功研发了服装行业“工业软件连接器”，
实现整个产业链的研产供服销全环节链通，打造了协同制造定制化生产等十余种产业创新应用场
景，为整个化纤服装行业产业链转型升级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标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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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该平台通过聚焦纺织服装行业“供”“产”“销”“资”

在内的制造业核心堵点，精准对接生产商、采购方、渠道方、金

融机构以及消费者，通过敏捷智产、精准智采、产资精配，规划

推动了纺织服装产业各环节链路的高效协同（如下图所示），进

而实现了产业横向链路贯通、纵向资金保障以及市场供需平衡。 

 

（图：基于标识解析的服装产业促进平台方案） 

一是敏捷智产。通过引入基于标识解析的服装产业促进平台

提供的工业软件连接器交互方案，实现消费者、品牌方、设计师、

服装生产商以及银行交易信息的实时同步，通过畅通信息通道，

从而为服装工厂引入直接对接设计师及消费者的高效、优质的私

域流量2。一方面解决了全产业链各主体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缺货

和滞销难题。另一方面，通过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促

                                                        

2 通过为每件服装分配国家唯一可信标识码，一服一码，一码到底，以标识码为载体，汇聚研产

销各环节链路数据，同时以服装标识码作为流量导入窗口，打通 C2B2M 定制化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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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内循环，从而冲抵国际形势与国际市场波动给服装企业所带来

的冲击。另外，此举对打造、擦亮苏州服装品牌，提升品牌美誉

度，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精准智采。平台以产品采购供需对接与线上服装商城等

功能为核心，搭建一个高效、精准、低阻的采购平台。通过平台，

C 端消费者可在线遴选本地服装企业供应的服装产品，B 端企业

采购方可以在线发布采购需求，供应商则能挂载供应货品及服务

并详细描述其属性信息。此举，一方面避免了抖音、淘宝等直播

带货平台对企业的挟制。同时，通过采购方与生产品牌方的精准

对接，提高了采买效率，从而营造了更为繁荣的服装市场。 

三是产资精配。平台对接企业的采购、计划、品控、仓储及

物流等管理系统，可及时获取企业的生产经营数据，进而有助于

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并完善企业信用分级档案及风险征信模型刻

画3。对于销路好、前景明、征信优但资金缺的企业，金融机构可

以通过融资放贷、设备租赁等形式给予支持。而对于经营不善、

征信不佳、克扣薪酬的企业，平台可以通过后台数据预警，帮助

银行、政府以及合作方及时去除风险。 

据调研了解，该平台在苏州域外市场运行反响良好。 

针对苏州协同创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提出的打造基于标识解

析的服装产业促进平台，进而推动苏州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方

                                                        

3 风险征信模型刻画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了在线支付、在线融资、仓单质押等增值服务，为企业解

决采购、加工、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临时性资金周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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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议如下：一是加快建设产业平台。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

会进行现场调研、会商，进行可行性分析，打通关键环节、节点，

结合苏州“1030 产业体系”，加快苏州产业平台建设进度；二是

邀请金融部门参与。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可针对平台交易信息，

开发针对性金融产品，为企业前期投入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企业

敢投；三是加强宣传推广。选取部分代表性企业进行试点，通过

宣传推广，推动上下游企业、银行及消费者转变观念，逐步认可

并接受这一紧密度更高的协同创新平台，为繁荣市场、推动苏州

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后期，该模式也可面向快消业、服务业、装备制造等苏州重

点发展产业，通过横向复制，进而孕育并打造出苏州本土类似于

广州 SHINE 的国际级快时尚电子商务平台，这对于苏州传统产业

实现补链强链延链，促进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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