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职业装，或许不少人的印象仍停留在
银行柜员的西服套装或者产业工人的专属工装
上。然而，今天的职业装，已演变出全新的形
态与价值，重新定义自身的概念和边界。它不再
局限于提供劳动防护和工作便利的功能属性，而
是进一步成为彰显职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审美载
体。

“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行业处在一个大变
革、大调整叠加的时代，前沿技术的革命性突
破，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倒逼产业深度转
型。”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大鹏说，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的“发展以高技
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为新时
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和
路径。

对于纺织服装行业来说，就是要以科技生产
力、文化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推动产业的高端化
升级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深化创新驱动发
展，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

从市场角度看，职业装是刚性的消费需求，
是永恒的朝阳产业。根据中国服装协会的统计数
据推算，我国职业装市场规模约 4000 亿元，有
近 3 万家服装企业涉足职业装生产。日益细分
化、多样化、品质化的需求趋势，有效拓展了职
业装的市场空间和增长路径。

从产业角度看，职业装是我国纺织服装行业
科技创造力、文化创造力及产业链协同创新力的
综合体现，需要发挥全国产业体系优势和集成创
新能力，使其树大根深、枝繁叶茂。

“宁波职业装发展有基础，涌现了雅戈尔、
罗蒙集团、金鸟服饰、洛兹服饰、马骑顿、博洋
服饰集团、培罗成集团、爱伊美等一批职业装领
域的龙头企业。”中国服装协会相关负责人认
为，宁波想要持续擦亮“红帮裁缝”这张“金名
片”，职业装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在这名负责人看来，宁波职业装发展要聚力
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广泛运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加快实施智能化改造
和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柔性快反、智能制造、
个性化定制等新型生产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

要聚力设计创新。挖掘不同工作场景的细分
需求，满足不同职业群体的多元审美，加强产品
设计、文化创意、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的融合。

要聚力协同创新。要和产业链上下游及所有
利益关联方建立协同创新的生态和共同的价值关
系。

要聚力管理创新。顺应大势、练好内功，夯
实专业能力与核心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新产品，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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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广泛运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加快实施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

聚力设计创新，挖掘不同工作
场景的细分需求，满足不同职业群
体的多元审美，加强产品设计、文
化创意、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的融
合。

……
2024中国职业装产业大会近

日在甬召开，来自中国服装协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高校院所的
专家齐聚宁波，以“聚力创新 共赢
未来”为主题，交流分析当前中国
职业装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研讨展望产业未来创新的着力
点和增长点，向新而行、以质致远。

扬帆起航
看宁波职业装如何竞逐新蓝海

形色各异的职业装。（殷聪 摄）

宁波服装企业如何抢抓职业装快速发
展的机遇？在本次大会的圆桌论坛上，不
少宁波企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自 2019 年开始，宁波马骑顿儿童用
品有限公司便在中小学校服领域持续深
耕，目前已将该业务做成年产值 1.5 亿元
的“蛋糕”。

尽管眼下该板块占企业总营收的比例
仍然不大，但巨大的市场潜力让马骑顿董
事长兼总经理戴成浩下定决心，做大校服
这块“蛋糕”。

“目前，全国仍有不少中小学的校服
制式采用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国家的运动
服样式。随着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结合传
统文化元素，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小学
校服呼声不断。”戴成浩说，随着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加快建设，头部企业的竞争优
势得到进一步提升。

3 年前，马骑顿从 10 余家企业中脱颖
而出，凭借在校服中植入“书藏古今，港
通天下”的元素，成功拿下全市公立初
中、高中的校服订单。

在戴成浩看来，特色的工业设计，面
料的创新及生产工艺的迭代，将是马骑顿
校服板块转型的关键。目前，马骑顿已在
生产、设计端进行全方位的迭代升级，待
明年 3 月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完成
后，企业的生产效率将提升 3 倍至 5 倍。

与此同时，马骑顿正不断加强与浙大
宁波理工学院文化数字化创新实验室等机
构的合作，在款式设计、材料开发等领域
寻找新的突破口。

“ 万 事 俱 备 ， 只 待 市 场 爆 发 的 那 一
刻。”面对未来，戴成浩信心满满。

作为中国职业装的领军企业，雅戈尔
集团在 2018 年就打造了 5G 智能制衣工
厂，实现不同工艺要求产品的“混流”生
产，生产效率提升了 25%以上，批量订单
生产周期缩短 30%。公司柔性生产能力的
提升，为独家定制小批量、个性化的多功
能职业装奠定了“数智”基础。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现在的
职业装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以适应新
的市场变化。”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
团购部总经理助理张波告诉记者，去年雅
戈尔职业装的体量稳步提升，这当中，智
能制造立下了汗马功劳。

完成一道工序后，员工只需要按一下
按钮，布料就会通过智能吊挂系统传送到
下一道工序。每块布料需要裁剪成什么样
的尺寸和形状、布料加工的工序及工艺要
求，都会一一展现在下一道工序的 iPad 数
据看板上，就像在员工面前放了一本实时
更新的说明书。

“流程的再造，让雅戈尔的柔性化生

产成为现实。”张波说，数字化转型对于企
业而言，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降本增效，也帮
助雅戈尔构筑了一条竞争对手无法轻易逾越
的“护城河”。

博洋服饰集团于 2020 年开始进军职业
装领域，依托材料的创新及服务客户的能
力，迅速抢占市场。

“在醋酸面料风靡之前，我们就已将其
广泛应用于产品之中，不仅确保了服装品
质，更实现了性价比的飞跃提升。”宁波博
洋职业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忠岩说，不仅
如此，博洋服饰集团所主导的“功能性纺织
材料制备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正加紧推
进，另一新型稀土纤维材料也正广泛应用于
面料研发中，让产品功能性更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职业装产业已是
一片红海。事实上，定制化需求的不断增
长，正成为职业装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张
忠岩说，在日常的市场对接中，博洋服饰集
团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将形象和视觉
特点融入职业装的设计中，让职业装多一些
个性化的设计，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

因此，博洋服饰集团除了满足客户的显
性需求，更注重挖掘那些被忽视却至关重要
的隐性需求。比如，独特的企业文化、地域
性的人文风情等。博洋服饰集团将这些精髓
巧妙融入产品设计理念，从面料选择到剪裁
工艺，再到色彩搭配与细节处理，旨在让每
一位穿着者都能成为“行走的企业文化大
使”，在展现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传递出企
业深厚的人文特色。

“一家成功的企业或一个知名的品牌，往
往更加追求规范和统一，员工统一着装就是
最直观的表达。于是，职业装受到越来越多企
业的重视。”宁波市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毛屹
华说，市场风向常常是行业动态的证明。

如今，更多宁波服装企业开始进入职业
装市场。金鸟服饰、博洋职业装、凯信服饰、松
永制衣企业等是近年来宁波职业装的新生力
量；春芽子等童装品牌也开始转变思路，进军
职业装中的另一个特殊市场——校服。

然而，新生代职业装企业及品牌的崛
起，让宁波职业装产业成功迈上新台阶的同
时，也意味着市场竞争加剧。从长远看，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让职业装的同质化现象
越发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就成为职业装企
业赢得市场的关键。”在培罗成集团副总经理
叶辉看来，宁波服装企业想要凸显自己的品
牌价值，在职业装市场中就必须树立独特的
形象。

机会往往更倾向于有准备的人。显然，
无论是品牌、设计，还是材料、“智”造，
依靠职业装擦亮宁波“红帮裁缝”这张“金
名片”的道路，既遍布荆棘，又充满希望。

宁波企业抢抓职业装发展机遇让职业装成为一种审美载体

功能各异的职业装面料。（殷聪 摄）博洋服饰集团为宁波银行设计的职业装。（博洋供图） 培罗成职业装展示厅。（受访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