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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新常态下新发展>新空间⑦

新型城镇
化的实现，需
要因地制宜，
充分考虑到本
地的特点，发

挥好本地优势，而不是削足适履或
者尾大不掉。要用好改革创新的

“开山斧”，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
量，造福广大城乡群众。无论是哪
种城镇化实现方式，都要通过全面
推进户籍管理、医疗卫生、公共教育
等领域改革的“开山斧”，为外来人
口创造更为亲和的融入环境。归根
结底，我们所追求的城镇化目标，是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相适应的城
镇化，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
之手更协调的城镇化，是核心在

“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要量体裁衣

随着铁路
货运改革的深
入，我国内地
物流迈入“高

铁时代”的步伐加快、前景可期。近
日，武汉、兰州、西安、昆明等多个铁
路局开行货物快运列车，时速可达
120 公里；同时，试水“高铁快递”的
城市也迅速增加，货物“坐”高铁“当
日达”“次晨达”“次日达”已在 40 多
个城市实现。高铁快递、货运快列
的频频出击受是铁路部门深化改革
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相信进一
步的市场化改革，货运高速化甚至

“高铁化”还将得到更大提升，也将
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大实惠，甚至改
变现代物流业竞争格局。

物流“高铁时代”可期

近期，多
家知名景区宣
布上调门票价

格。统计显示，国内5A级景区平均
票价已迈入“百元时代”。

景区门票越调越高背后，是门
票经济逐利驱动、利益主体画地为
牢。景区票价要体现公益性，应建
立合理的票价生成机制；旅游业不
是门票业，景区应摆脱“门票经济”
依赖，破除利益短视，做强服务链
条，谋求旅游业转型升级，将“门票
经济”转变成产业经济。

克服门票经济依赖症

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加快金融
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创新，不断完善
现代金融体系，及时有效地为社会各
阶层和群体提供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让现代金融服务更好地惠及各个社
会群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发展普惠金融

明确“三
张清单”，先给
企业松绑，再
捆住政府乱作

为的手，从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新关
系、新秩序。推出诸如此类的政务创
新，都是源于“清单意识”的强化。在
全社会树立“清单意识”，为踏入“深
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点亮了方向。
首先，倒逼政府更有效地进行自我约
束。其次，促进企业活力更充分地迸
发。第三，让社会监督权更好地行
使，促使政府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
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者”。

清单意识为改革助力

记者 徐齐 通讯员 林小雷 张婧

本报讯 41 岁的老板范长达
最近在一家本土皮鞋定制店定制
了一双“完全属于他”的皮鞋，一双
鞋子花去 4000 多元，范老板却直
呼“划得来”。“定制来的鞋子，让我
百分百的满意，价格比国际大牌要
便宜。”范长达告诉记者。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范长达
们在消费国际大牌的同时，也开
始关注产自中国本土的时尚产
品。早在 2010 年，中国首部时尚
产业蓝皮书就预测，到 2015 年，
时尚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要高于
GDP 以及服务业和第二产业的增
长，年均增长大体在 20%左右。
这几年来我国统计部门发布的实
际数据与此大致吻合。

近年来，上海、深圳、广州、厦
门、武汉等大城市十分注重时尚
产业发展，积极通过时尚产业发
展规划制定、时尚产业园区建设、
时尚潮流信息发布、时尚品牌培
育、时尚大师工作室设立等。“但
总体来说，国内时尚产业发展尚
处起步阶段，在如何加强原创设
计鼓励与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形
成对消费者富有吸引力的品牌与
消费体验、如何形成健康的时尚
品牌认知与消费习惯、如何借助
互联网来提高消费参与程度与热
爱度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业内专家指出。

在时尚产业迈步的进程中，
浙江在全国时尚产业发展与布局
中占据重要的一环。省发展规划
研究院的产业专家指出，浙江在
时尚产业中的优势明显。一方
面，浙江轻工产业发达，已在服
装、鞋类、家纺等诸领域形成一批
较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另
一方面，浙江专业市场和会展发
达，义乌小商品市场、海宁皮革
城、温州国际轻工产品博览会等
平台，已成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的时尚潮流发布中心。同时，浙
江起步较快的文化创意业为时尚
产业发展奠定了较好支撑；而有
一定优势的互联网经济又为时尚

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近年来，时尚产业也进入了

浙江产业布局的视野。我省明确
提出，要把时尚产业发展作为升
级、改造传统轻工产业的战略方
向与路径，要把时尚产业培育成
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目前，杭
州、温州、义乌、海宁等城市正开
展时尚产业相关规划或扶持政策
制定工作。

温州的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温州有门类较齐全的轻工产业体
系、遍布全球的温商网络和实力
雄厚的时尚消费群体，发展时尚
产业条件得天独厚。2014 年 7
月，温州市委明确要“建成一批规
模大实力强的时尚发展平台，培
育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时尚企
业，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时尚产品，引进和打造一批有国
际影响力的时尚品牌”。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温州
市区的双屿片，温州正着手打造
一个“重量级”时尚工业设计基
地，有意引进国内外知名的设计
师团队。“发展时尚产业，就必须
依靠前端设计的力量。我们首先
引进一批装备、配饰、材料、研究、
检测等第三方服务机构，以此来
吸引设计团队入驻。”温州市经
信委的负责人表示。

明星林志颖今年出现在嵊州
摆弄厨具，烹饪美食。当地的领
带服装、厨具电器、电子电声三大
传统产业，欲借道时尚加速转
型。在桐乡，这里的毛衫、皮草、
皮鞋、家纺等传统产业，正通过品
牌塑造、技术改造、设计创新等手
段，实现向时尚产业的“华丽转
身”，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其实
浙江从工业到农业，从计算机、互
联网到旅游、商贸、餐饮、演艺、娱
乐、影视、主题公园等，都在借助
服务的独特化上演着时尚，成为
体验经济。

有专家认为，在发展时尚的起
步阶段，可因地制宜，强化在服装、
鞋革、眼镜、烟具等时尚产品制造
领域的比较优势，以制造向智造转
型带动时尚产业发展。今年，温州

市组织 500 家企业开展“机器换
人”，并推出多种举措来加快推进

“温州制造”转向“温州智造”。在
今后产业逐渐成熟阶段，还需要不
断丰富时尚消费的文化内涵，培育
时尚消费的新热点，做到“制造”和

“消费”的双驱动。
不少浙江企业已吹响向时尚

产业进军的号角。森马集团着力
打造儿童事业集群，收编了一个
完整的儿童服饰品牌“梯队”，并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梦多多小镇”
儿童综合体模式。报喜鸟也正由
品牌商向时尚供应商转向，完成

了旗下四大板块、15 个品牌的多
品牌集群布局，开出多家“凤凰尚
品”多品牌集成店。康奈集团于
前不久高调亮出首家第八代终端
形象“尊享馆”，在 265 平方米的
大空间里尽情装扮时尚元素。奥
康集团则陆续开出集自有 5 大品
牌与 9 大代理国际奢侈品牌于一
店的“国际馆”，实行一站式体验
模式和交叉营销模式。种种端倪
可以看出，浙江企业正朝着重设
计、营销和体验，从品牌制造商到
跨界时尚供应商的角色转变。

“浙江发展时尚产业有着不

错的基础优势，但也面临着一些
亟须解决的瓶颈。”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时尚产业的建构
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像抓工业那
样可通过抓具体项目招商引资、
落地生产而短期实现，它需要一
个较长期的系统化建构过程。同
时，时尚产业的资本重点是人力，
我省需要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
的绩效评价制度。还需要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时尚产业本质
是创意产业，如果对专利侵犯、品
牌侵犯等睁只眼闭只眼，时尚产
业就难真正成熟。”

布局时尚产业 扮靓浙江制造

本报记者 徐齐

近年来全球最吸引眼球的热
销商品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苹
果手机和特斯拉汽车。这些划时
代的产品一诞生，就在全球范围
内形成一股消费热潮，人人竞相
拥有。

在德国社会学家 G·齐美尔
（Georg Simmel）看来，时尚消费
是“示同”和“示异”的结合。所谓

“示同”，就是借消费来表现与自
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阶层的一致
性；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
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可以
说，谁能给消费者带来“进入某
个‘时髦社会圈’的门票的感觉”，
谁就能成为时尚产业的巨擎。

中国的时尚产业刚刚起步，
要打出一定的影响力仍待时日。
浙江应当如何发力时尚产业？本
报记者为此专访了浙江省发展规
划研究院研究员秦诗立。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及未
来的时尚产业？浙江能够抓住时
尚产业的发展机遇吗？

秦诗立：时尚产业指通过工
业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时尚产
品和时尚服务的设计、采购、制
造、推广、销售、使用、消费、收藏
等一系列经营活动的总称。时尚
产业具有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带
动力强的特点。大力发展时尚产
业，对于加快浙江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影响力具

有重要意义。按照体验经济发展
的方向与要求，促进轻工产业向
时尚产业转型升级，对浙江形成
可持续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
义。

时尚产业是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的产业，因能抓住消费者个性化
消费需求，能给予消费者独特价值
体验，没固定模式与业态，永不会
过时。在这种意义上说，浙江当然
可抓住时尚产业发展机遇。

抓住时尚产业发展机遇，浙
江必须要顺势有为。其中，时尚
制造发展趋势体现在“三个转变”
上：由大规模批量生产向个性化
定制化生产转变、由集中生产向
网络化异地协同生产转变、由传
统制造企业向跨界融合企业转
变。时尚消费发展趋势体现在

“三化”上：销售体系趋于线上线
下一体化、市场需求趋于多元化、
消费市场新兴化。

时尚产业发展要重点选择，
有的放矢。比如要充分发挥相关
专业设计服务和广告服务对轻工
业发展的提升作用，引导轻工行
业向设计和营销等产业链和价值
链高端环节延伸，不断增加消费
品文化内涵和附加值；比如可鼓
励发展互联网新媒体，打造浙江
本土时尚产品推广和时尚文化传
播的数字化平台；可鼓励举办各
类专业时尚新品发布、流行趋势
展示、艺术品交易等时尚展会及
主题营销活动。

记者：浙江发展时尚产业的

制约瓶颈有哪些？如何看待以温
州为代表的浙江城市正积极行动
打造时尚之都？

秦诗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
瓶颈：首先是系统概念缺乏。觉
得可像抓工业那样通过抓具体项
目招商引资、落地生产，而忽略时
尚产业的系统化建构。其次是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不高。时尚产业
本质是创意产业，如果对专利侵
犯、品牌侵犯等睁只眼闭只眼，时
尚产业就难真正成熟。三是人力
资本重视不够。时尚产业的资本
重点是人力，需建立以人力资本
为核心的绩效评价制度。四是消
费者教育不重视。时尚产业发展
需消费者对时尚有正确的认识，
而不是“杭儿风”，也不是“半年工
资买个包”。五是耐心不够。时
尚产业从培育到成熟需较长过
程，不能寄希望类似制造业的“短
平快”。

温州有门类较齐全的轻工产
业体系、遍布全球的温商网络和
实力雄厚的时尚消费群体，发展
时尚产业条件得天独厚，使其成
为引领温州时尚之都建设的新龙
头，其举措无疑是正确的、及时
的。产业发展需坚持以下路径。
一是制造与消费驱动；二是投资
与贸易带动；三是实体与网络联
动；四是政府与市场互动。政府
要提高治理能力，在时尚产业发
展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供给方面
发挥主导作用。

抓住机遇 顺势而为
■ 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