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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实现了惊人的飞跃，而产业带作为这一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载体，不仅在全球舞台上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坚实基础与强大韧性，更成

为了产业链上下游无数奋斗者辛勤努力的见证与缩影。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典型样本，跨越了多个经济周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力。

通过商务部发布的《中国产业带数字化转型》报告显示，中国产业带广且深,空

间分布特色是：广东和浙江是“两核”，企业数量最多；东部沿海、长江中下

游和黄河中下游为“三域”，产业带最密集；零散分布的“多点式”产业带，

则主要分布在北方和中部地区。其中，地级市或百亿产值强县有 250 多个产业

带，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镇一级有 1000 多个专业化垂直产业带，为当地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产业带星罗棋布，遍布全国各个地区，无论是地

级市还是镇一级，都有相应的产业带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如今，在全球化的巨浪中，我们正面临着数字化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那么，

在这场变革中，产业带将如何寻找自身的新定位呢？跨境电商、B2B线上外贸、

独立站点以及短视频直播销售等新兴模式，正逐渐成为推动产业带发展的新动

力。它们为产业带提供了更多接触全球市场的机会，消除了地理隔阂，实现了

与全球市场的无缝对接，从而促进了产业带的持续增长。

然而，随着这些新机遇的到来，产业带也面临着如何优化升级、提高品牌影响

力和数字化水平的重要任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数字化为产业带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在这样的背景

下，既抓住机遇又应对挑战，正是当前产业带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产业带进入数字化创新驱动期，但目前产业带数字化面临四大挑战：

（1）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不足

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实力、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一个重要

问题。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新挑战和新任务，需要提升韧性和安全水平。此外，

一些传统产业带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高端装备存在“卡点”，产

业要素存在“堵点”，质量提升存在“难点”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转型

升级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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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产业带的品牌建设和数字化能力提升不足

产业带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提质升级，提升品牌化、数字化能力，是品

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特色品牌在短期内可能通过品牌代工、品

牌嫁接等方式扩大销量，但这些方法不利于特色品牌长期健康发展。

（3）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数字化工具渗透率低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资金门槛成为了中小规模产业带面临的一大挑战。这

些产业带在资金成本以及数字化能力方面存在显著的顾虑。鉴于投入后的收益

尚不明朗，目前许多产业带对于高成本的智能生产线和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接纳

程度较低。对于中小规模产业带而言，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最佳策略应是因企而

异，即在有限的成本内选择收益最高的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意味着应优先

考虑那些资金投入较少、实施和检验周期较短的项目，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的

进程。

例如，可以借助电商平台提供的数字化工具，率先在营销和销售环节实现数字

化转型，以此作为起点，逐步深化到其他业务领域。

（4）产业带数字化转型路径不清晰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产业带企业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困境：尽管尝试频繁，

但成功案例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度高，而许多企业在实

施过程中尚未明确各个环节的关联和优先级，导致数字化路径模糊不清。例如，

轻工机械、玩具等行业在数字化设备方面相对薄弱，而部分行业则忽视了数字

化信息安全建设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的目

标。因此，数字化转型需要因行业制宜，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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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纺产业界，素有“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纺看江苏，江苏家纺看南通”

之说。南通家纺产业带作为中国乃至全球知名的家纺产业集聚地，其发展历程

和特征体现了中国纺织业从传统向现代、从家庭作坊向产业集群、从国内市场

向国际市场的转型升级过程。

农户开始在南通地区摆摊售卖自家生产的家纺

产品，如刺绣、蓝印花布等。那个时候市场规

模较小，主要面向当地及周边地区消费者。

南通家纺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开始集聚。家纺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从业人

员大幅增加。南通家纺产品开始走向全国市场，

并逐步进入国际市场。

南通家纺产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

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成为南通家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南通家

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市场

份额持续扩大。

整体来看，南通家纺产业带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从原料到成品制造，再到相关服务，形成了较

强的产业集聚效应和竞争优势。

家庭作坊逐渐兴起，南通家纺产业开始形成一

定的生产规模。叠石桥地区因地理位置优越和

交通便利，成为家纺交易的重要集散地。海门

叠石桥家纺市场和通州志浩面料市场相继建立，

为南通家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通家纺产业带的发展阶段及特征0 1

起步阶段
（上世纪70年代）

发展阶段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成型阶段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转型升级阶段
（21世纪初至今）



回溯南通家纺的发展历程，更深切的感受到现在南通家纺产业已经步入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这一转型的深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了南通

家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引领着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更环保的未来迈

进。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工厂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也愈发凸显。

数字转型期，不同工厂面临的问题与挑战0 2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较低：

南通家纺产业中，许多工厂仍然依赖于传统的生

产工艺和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相对较低。

这导致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些工厂需要投入

更多的资源来引进和适应先进的智能制造设备和

系统。

数字化程度低：

与其他行业相比，南通家纺产业的数字化程度整

体较低。这意味着在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应

用等方面，工厂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构建和完

善数字化基础设施。

技术与数字化
挑战

数据采集体系不完善：

南通家纺产业中的许多工厂缺乏完善的数据采集

体系，导致无法全面、准确地收集生产过程中的

数据。这限制了工厂利用数据指导生产和经营决

策的能力。

数据分析能力有限：

在数据分析方面，许多工厂也面临着挑战。由于

缺乏专业的数据分析人才和工具，工厂难以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从而无法充分

利用数据的价值。

数据采集与
分析能力薄弱



传统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

南通家纺产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往往注重经验管理

和人工操作，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要

求。在组织结构、流程优化、决策机制等方面，

工厂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内部沟通与协调不畅：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工厂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

通与协调变得尤为重要。然而，许多工厂在这方

面存在不足，导致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到阻碍。

管理模式滞后

当今社会消费者对时尚潮流和个性化定制的需求

日新月异，这对纺织产品的设计品质和交付速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新商业模式、商业业态

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市场发展路径与交易线上化、

订单个性化、渠道扁平化等趋势不适应，成为制

约南通家纺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行业内竞争激烈，强者之间的竞争往往更激烈。

需要保证质量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以应对快速

变化的市场需求。

市场与竞争问题

大多数南通家纺企业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的生产制

造理念，缺乏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

营销方式单一传统，缺乏品牌差异性，不同家纺

企业之间看不到品牌的典型差异，企业和消费者

之间也缺乏长期、稳定的信任。

创新与品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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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家纺工厂的“产业带+直播”新思路

在过去，家纺工厂主要依赖传统的生产销售模式，即“市场+企业+作坊”的线

下分销模式。这种模式下，家纺产品通过多级分销商流向终端市场，不仅效率

低下，而且成本高昂。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工厂往往难以直接触达消费者，

无法及时获取市场需求反馈，导致产品更新迭代缓慢，市场竞争力下降。

以江苏南通某家纺工厂为例，该工厂曾长期依赖出口订单和国内批发市场，但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成本上涨等问

题日益凸显，工厂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传统电商渠道的饱和也使得线上销售

增长乏力，亟需新的突破口。

为了应对市场变化，该家纺工厂积极拥抱“产业带+直播”的新模式，实现了从

传统生产销售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跨越。从纯线下渠道全面

转向“产业带+直播”模式，并成功实现线上销售超越线下，并且利用小单快返

模式快速赢得市场。在直播的赋能下，这家家纺工厂不仅拓展了销售渠道，还

实现了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直播平台的实时互动功能让工厂能够更直接地了

解消费者需求，收集市场反馈，从而更精准地调整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

此外，直播还带来了品牌曝光和销售转化的双重效益。据知，该工厂品牌于

2023年成立，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通过精心策划的直播内容和专

业的直播团队，该工厂成功吸引了大量潜在客户的关注，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同时，直播过程中的优惠活动和限时抢购等营销策略也极大地刺激了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进了销售转化。

而这家工厂仅是南通探索“产业带+直播”模式的案例之一。

南通家纺产业带的集群优势为直播电商提供了充足、优质的货源保障。直播电商则

通过其独特的营销方式，让传统家纺行业激活新的动力。据统计，南通家纺线上商

户数已超5万家，年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其中直播电商年GMV超600亿元。

“产业带+直播”的发展模式为南通家纺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直播电商

的助力，南通家纺业得以突破传统销售模式的限制，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产业带+直播”的发展模式将

继续为南通家纺业注入新的活力。



案例二 “交个朋友”的新实践之道

“交个朋友”最初以罗永浩为核心IP，凭借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强大的带货能

力迅速崛起。然而，公司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选择去头部化，将更多精力投入

到产业带的推动中。这一战略转型不仅有助于公司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为产业

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交个朋友”推出的“超级工厂”直播间，致力于通过直播平台销售中国产业

带产品，让消费者能够直接与产业带的工厂进行互动，深入了解产品的制作过

程和品质保障。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中国产业带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还为消费

者带来了工厂价格和专属售后服务。

他们通过深入考察不同产业带的特色产品和生产情况，挖掘优质货源，为直播

提供丰富的产品选择。例如，他们不仅关注义乌的小商品、南通家纺等传统优

势产业带，还积极开拓新的产业带领域，如狮岭女包产业带、家具产业带等。

为了提升消费者体验，他们整合产业供应链资源，提供“真大牌工厂、真行业

低价和真心售后服务”的“三真”服务体系。这一体系确保了消费者能够购买

到优质好货，同时享受到良好的售后服务，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产业带产品

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交个朋友”通过其强大的流量和技术优势，为产业带商家提供宣传及补贴资

源，帮助他们触达更多用户。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了商家的销量增长，还提

升了他们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产业带+直播”模式不仅带动了产业带内部的发展，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整体

提升。通过优化供应链、降低中间环节成本，产业带直播为制造业品牌带来了

直面终端、触达用户的新机遇。同时，该模式也为当地注入了发展活力，促进

了增收和就业。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9800611610

6007005

https://d.book118.com/098006116106007005
https://d.book118.com/098006116106007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