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提升海宁家纺产业发展的建议 
 

海宁市工商联 

 

海宁家纺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区域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一直以来为推动

海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和外部环境影响，海宁家

纺产业呈现出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外销市场订单下降，内销市场深度调整，周边市场竞

争加剧，部分企业产品库存积压严重、经营者信心不振的整体态势。如何在新形势下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海宁家纺产业发展水平，保持良好的发展后劲，营造有利的政策

措施和运行机制，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一、发展现状 

海宁家纺产业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许村一带的家庭作坊，是海宁经

济发展中“小企业大产业”的一个典范。经过 30 多年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中小企业集

聚为基础，特色工业园区为支撑，专业市场为依托的海宁家纺产业集群，汇集原料供应、

生产织造、成品加工、印染后整理和研发设计、质量检测、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区域特色

经济，塑造了强大的集群优势、产销优势和市场优势，成为全球最大提花装饰布的主要

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是全国家纺行业的重要产业集群地。2013 年底，海宁市拥有家

纺企业 1 万余家（含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 8 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 249 亿元，利税

17.9 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家纺企业 125 家，其中亿元以上企业 15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91.9 亿元，占全市纺织行业比重 23%；利税 6.4 亿元，利润总额 3.2 亿元。产品市场占

有率稳定在 35%以上，年产各类装饰布 25 亿米。主要产品有窗帘布、沙发布、床上用

品、家居布艺等软装家居用品，产品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口到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2002 年，许村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了“中国布艺名镇”称号。2011

年“海宁家纺”获浙江区域名牌称号。 

二、存在问题 

1、 城镇级别约束。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镇级别的约束。一是在城镇功能

与配套服务设施上的差距，在文教卫体、酒店、休闲、商务办公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还

相对滞后，建设家纺大市场的需求和承载上能力不足；二是作为镇级政府，针对家纺产

业发展的引导、要素供给及政策扶持的力度还相对有限。正是由于城镇级别约束的存在，

许村在招商引资、引进设计管理人才、引进中介研发机构等创新要素上显得力不从心，

其人才外流、企业外迁现象时有发生。 

2、企业“低、散、小”现象仍较突出。海宁家纺产业集群优势明显，产业门槛低，

市场平台大，催生了大量作坊式经营户。这些作坊式经营户的产品档次及价格相对较低，

造成了产业无序竞争，规模化程度不高，培养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不牢固。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镇共 9000 余家家纺企业（含个体加工户），但进入统计局口径的规上企业

只有 125 家，龙头带动作用不强。 



3、要素成本进一步加大。一是土地出让成本较高，每亩在 50 万元至 80 万元，最

高可至上百万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发展；二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工人工资每

年以 10%递增，平均月工资已达到 3500-4000 元/月，挡车工甚至达到 5000 元—8000 元

/月；三是后整理费用不断增加。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印染企业生产成本越来越大，

后整理加工费不断增加，印染费从原来每米 3.2 元上升到目前 4 元左右，涨幅达到 25%；

四是部分内销企业资金短缺。由于外贸市场低迷，部分企业转向内贸、外贸市场两条腿

走路。为了拓展国内市场，一些企业不停的参展（有的企业每年参展费用高达 100 余万

元）、不断研发新产品，同时必须备足大量库存以适应国内市场需要，造成企业流动资

金短缺，产品成本大幅增加。  

4、企业投资信心不足。近年来，随着“机器换人”意识不断提高，企业相继引进大

量高档生产设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许村镇高档数码织机及电子龙头数量超过

3000 台套，但由于受到宏观经济不利影响，目前部分企业订单同比普遍减少，部分高

档生产设备难以正常发挥生产优势，仅做代加工或生产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一流设备生

产二、三流产品，既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又挫伤了企业转型发展的信心，企业普遍投

资意愿不足，以稳定生产经营为主，后劲乏力。 

5、 研发设计能力不强。目前，我市家纺产品仍以中低档次居多，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产品生产比例偏低，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能力不强，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部分骨干家纺企业虽加大了研发设计投入，在沙发面料、窗帘面料领域强化了设计能力

建设，但大部分小微家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还处于相互模仿的阶段，研发要素

投入少，研发设计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 3.3%左右，高端研发设计人才缺乏。 

6、 周边区域竞争冲击。余杭、桐乡大麻等周边地区家纺产业发展迅猛，当地政府

不断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如余杭区每年补助企业国内参展费用就超过一千万元，而

海宁家纺参展补助仅为 200 万元左右，企业对比强烈；桐乡大麻等地企业历年来“跟风”

较盛，在产品花型、经营模式等方面仿效许村，造成不同程度的利益瓜分。同时，随着

余杭“中国品牌家纺布艺总部基地”和桐乡·杭州湾轻纺城建成并投入使用，将分流海宁家

纺城部分客源，对海宁家纺城造成很大冲击，也导致我市家纺产业发展面临更多区域竞

争的挑战。 

三、措施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组建市级家纺产业管理机构。随着家纺城国际贸易中心建成运

行以及周边企业集聚和商贸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从研发、原料、制造、后整理

到专业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具备全球最大布艺产业基地的基本要素，下一步要进

一步加强产业与市场紧密结合，集聚更多的客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更好地

服务产业与市场转型发展，打造海宁家纺从“中国布艺名镇”向“全球最大布艺产业基地”

的华丽转变。建议一是从更高层次进行顶层设计，加大工作力度，统筹考虑海宁家纺产

业管理运行体制，建立市级家纺产业管委会，设立工作办公室，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

从而指导全市家纺产业更好更快发展；二是重新研究制定全市家纺产业发展规划、年度



计划及政策保障措施，明确属地、家纺城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分工与管理职责，协调解决

产业发展和管理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全方位合力打造全球最大布艺产业基地。 

2、夯实平台建设，做大做强环家纺城产业集聚区。一是坚持突出家纺市场建设。

目前，总规划面积 43 万平方米的海宁中国家纺城国际贸易中心已基本完成一期 21 万平

方米的建设和招商，下一步要抓紧建设扫尾和商户入驻步伐，完善市场功能和配套服务

设施，努力将家纺城国际贸易中心打造成集市场经营、展览展示、总部商务、科技研发、

创意设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百亿大市场；二是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立足于建设全球最

大布艺产业基地这一目标，充分利用良好的区位、交通和产业优势，结合临杭新区建设，

积极推进城镇有机更新战略，融入大杭州，接轨大都市，拓展城镇框架，完善城镇功能，

提升城镇品位。同时，同步推进市场周边区域“退二进三”，做大环家纺城商业圈，加快

规划和新建家纺第三方物流中心，走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子；三是建好家纺创新创业中心。

为深化“三改一拆”，进一步推动家纺家庭工业的集聚提升和转型发展，发挥特色小微企

业的孵化器作用，目前，许村镇已规划了一期 15 万平方米的家纺创新创业中心建设，

规划建造 22 幢 3 层楼标准厂房，进一步夯实家纺产业发展基础。建议加大对家纺小微

企业进驻园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对园区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出台一定的补助政策，对入

园企业新增税收部分由市财政给予全额返还。 

3、办好海宁家博会，努力培育成熟的家纺会展业。一是为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

拓展海宁家纺国内外市场，塑造海宁家纺在业界的核心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着力解决企

业大量参展、重复参展所带来的参展负担，从 2015 年开始每年将分别于 3 月和 8 月在

许村举办春、秋两期海宁家纺博览会，努力打造以家博会为引领、市场为中心、产业集

聚为基础的全球最大的布艺产业基地，形成与余杭、桐乡等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

局；二是通过展会、研讨会、论坛、峰会等多种形式，邀请国内外相关行业专家、学者、

客商齐聚海宁，共谋合作发展大计。加强上下游产业密切合作和跨界融合发展，加快市

场和博览会的培育步伐，确保海宁家博会每年春、秋两期圆满成功，提高海宁家博会在

外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建议加大对家博会的办展经费支持力度，三年内每年提供办展

经费 1000 万元左右。同时，将家博会列入海宁市重点支持展会，提高参展企业的政策

补助。 

4、加快产业转型，提升创意研发设计水平。一是加快产业转型。突出“存量提质、

增量选优”导向，加快工业生产和技术改造投入，通过政策引导、“机器换人”、“腾笼换

鸟”、兼并重组、园区集聚、招商选资、招才引智等措施和手段，增强家纺产业持续发

展动力。同时，大力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工程，引入家纺产业联盟执行标准，打响“海宁

家纺”浙江区域名牌，培育和发展一批企业规模大、产品质量好、信誉度高的全国知名

龙头企业，逐步确立全国乃至全球最大布艺产业基地核心地位；二是加强创意设计。在

家纺城国际贸易中心专门规划较大空间，积极引进中国美院家纺设计研究院等国内领先

的创意研发设计机构，促进产、学、研对接，着力提升海宁家纺的品牌影响力和自主研

发水平，致力于构建家纺全产业链，以迎接未来家居整装的趋势。支持和鼓励企业研究

家纺布艺文化和市场需求，建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产品方向，加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



院所的合作，不断加强新产品开发，走个性化、功能化、高端化的发展思路，为企业生

存发展赢得市场竞争力；三是努力发展电子商务。鼓励在家纺城开辟电商功能区或电商

创业园，使电商经营成为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对入驻家纺城的创意设计研发机构

和电商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场地、租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减免和优惠措施。 

5、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充分发挥社团组织作用。由于协（商）会是社团组织，其

工作经费主要靠会费收入，工作经费有限，导致协（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方面受

到一定的局限，建议一是整合协（商）会组织和职能，加大对行业协（商）会工作的指

导和培育，提高协（商）会的管理能力和综合水平，使协（商）会能更好承接政府职能；

二是尽快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工作，增加对协（商）会工作经费的支持力度，使协（商）

会有条件、有能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从而开展行业调查、信息反馈、教育培训、法律

咨询、对外宣传、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服务，真正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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