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全产业链助力利达丰应对纺织市场低迷 

 

自新冠疫情发生并持续扩散以来，全球纺织产量及订单量不断双跌，零售端营业额突降，可能持续较长

期低迷的趋势。2020年1-4月全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总额701.39亿美元，同比下降10.49%，现阶段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降幅水平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基本持平，未来整体行业还将继续承压。 

 

国际市场服装消费需求的急剧疲软直接影响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产品结构。虽日前欧洲部分国家已

逐步放宽管控政策，全球供应链出现恢复的迹象，但整体看来，对产业链冲击的负面效应无可避免。今

年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明显的“纺增服跌”的特点，且服装出口比重多年来首次跌落至50%

以下。 

 

不可否认疫情的反复不定，对纺织业造成的潜在影响恐怕无可估量。纵观疫情初期，大部分企业工厂面

临停工停产，维持经济稳定成为了国家和纺织服装业的首要任务。同时企业为失去经济来源的劳动者尽

可能提供基础的生活保障，减少疫情带来的冲击。复工伊始，各行各业加大生产建设力度，力求恢复经

济和社会秩序。然而，全球仍有部分主要国家和地区疫情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各国间逐渐加设各种壁

垒，复工企业又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贸行业发展迅猛，但在全球疫情影响下，外贸订单骤减甚至取消，不少

以外贸为主的企业因此手足无措。对于企业来说，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也就意味着面临“营业即亏损” 



 

的尴尬局面，不得不选择复工后再次停工，甚至倒闭破产。 

 

面对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企业生存艰难的困境，服装行业的各大企业应该如何结合大环境和自身状况分

析形势，做出科学决策，为企业生存和发展铺平道路？对此笔者来到位于四川南充的家丰时装集团进行

了实地探究。 

 

作为香港国际服装生产集团——利达丰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工厂，此次疫情中家丰时装自身完善的

全产业链机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原材料、加工、生

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完整涵盖，使得在面对全球经济低

迷困难的时候，企业可以牢牢把握住服装贸易的各个环

节，避免过度受到产业上下游的冲击。同时，凭借多年

以来积累下的雄厚实力和面对挑战时因时制宜的应变能

力，使得企业在挑战下及时调整策略和部署，顺利复工复产，经济稳定有序发展。当市场再次启动时，

完备的供应链能在第一时间为客户及时地提供所需的产品服务。 

 

利达丰集团在南充仪陇县建设的环保节能服装产业园区，占地

面积10万余亩，包括有机蚕桑基地、有机服装生产基地以及工

业用地等，意在打造包括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加工和外

贸出口在内的完整有机服装产业链。一直以来，利达丰集团努 



 

力为客户提供从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炼白→印染→成衣制造到出口的一条龙服务，促进了蚕桑产

业由以蚕为主的单一产业向多元化产业发展。 

 

由此可见，企业自身的生产秩序和内在硬实力是逆境生存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疫情期间，是否能够保持

原材料充足稳定？能否保证员工顺利返岗？能否保持生产环节不出漏洞、质量稳定？企业面对这些关乎

生存的严峻挑战，最好的方法是进一步完善自身产业链，以从容的状态迎接前进道路上的各方挑战。 

 

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全球经济的丝毫变化都可能对企业产生影响。因此，加强自身的实力、善于分

析经济和市场形势，及时调整，适应新的环境，为各种可能的变化做好准备，方能在险境中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