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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商场缘何鲜见本土品牌服装
3月 20日，代表国内女裤最高设计水平的

首届中国女裤设计大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落下帷幕。对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中国服装
协会人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举不仅证明
了河南在全国服装行业的实力，更表明了河南
服装行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决心。

眼下，珠三角的服装企业正遭遇“用工荒”，
身处劳务大省的郑州却有能力吃下更多订单，
郑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服装加工集散地和物流
中心，年产女裤2亿条，女裤产销量全国第一。

然而，近日记者却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
现象：在郑州各大商场里，满眼都是外地服装
品牌，太可思、鼎大、娅丽达、逸阳、新丝路等一
批豫产品牌服装畅销全国，却没能在省会各大
商场占据一席之地，大多数郑州人对这些本土
品牌，也是知之甚少。

本土品牌服装缘何在“家门口”遭遇尴尬，
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采访。

“墙内开花墙外香”

“中国驰名商标”是为国内目标消费人群所
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去年3月，中
国商业联合会调查认定，郑州的梦舒雅女裤在
国内同类产品中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今年1
月，梦舒雅成为全省首个服装类中国驰名商标。

我省拥有服装生产企业8000多家，记者从
省服装行业协会了解到，早在 1998年，河南就
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服装业享有一定知名度的
本土品牌，产生了太可思、鼎大等 4 个全省名
牌，一个免检品牌。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省的
服装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梦舒雅、娅丽达、渡
森、德亿斯顿、鼎大、戈洛瑞丝、逸阳、纽伦等一
大批河南品牌服装畅销全国，河南服装在全国
的影响力日益突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本土
品牌服装曾经摆在省内众多商场柜台的显眼
位置，销售量还差强人意。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近日，记者找遍了
二七广场、碧沙岗、紫荆山、花园路等省会繁华地
段的商场，发现众多外地品牌服装在郑州各大商
场中大行其道，本土的品牌服装却是踪影难觅。

本地商场没有本土品牌服装，那么本地人
对众多本土服装品牌了解多少呢？记者在郑
州街头随机采访了几十位市民，很多人对此都
是一问三不知，仅有个别市民能够说出一两
个。穿着打扮十分时尚的姚女士是个白领一
族，平时比较喜爱逛街购物，问及知道哪些本
土服装品牌，她皱着眉头努力地沉思了一会
儿：“郑州好像有几个裤子品牌，我在银基商贸
城那里见过，但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市民谢
小姐则摆了摆手，摇着头说：“我们本地哪里有
什么服装品牌？没有听说过！”

省会商场中，为何难寻本土品牌服装的身
影？面对记者的疑问，中原区的一位服装企业
经理也有些困惑：“在省外我们的品牌服装能
设立专卖店，进入大商场的专柜销售，但不知
道为什么，守着家门口的这么多商场，这么近
距离的销售渠道，我们却用不上，服装界将这

种现象称为‘墙内开花墙外香’。我对这种现
象也是看不懂，可能是我们郑州人的消费口味
变化快，难以捉摸，不是说郑州人喝酒一年就
换一个牌子吗？”

二七区的一个品牌服装，在省会一家商场
中设有销售柜台。这家服装企业的销售经理
对记者坦诚相告，他们的产品在本地商场的销
售业绩很不理想，而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
的，他们准备再观望一段，不行就撤出本地的
商场，把精力集中起来拓展外埠市场。

家门口为啥不见本土服装

相对于街头地摊和服装批发市场来说，商
场中的高端客流量比较大，顾客消费能力高，
品牌服装进入大商场销售，不但能取得高额的
利润，同时也是品牌服装自身实力的体现，对
品牌自身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应。

近年来，河南服装尤其是郑州的女裤在全
国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军地位，但本土品牌服装
为何不在省会的大商场中销售呢？

二七广场上的一家知名商场的店长告诉
记者，商场引进一个品牌会非常注重品牌的知
名度、影响力和消费者的认知度，该商场的经
营定位是以高端品牌服装为主，而本土的服装
品牌目前离他们的进货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商场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根据销售量的
多与少经常调换品牌，是每个商场的经营常
态。花园路上的一家大型商场的服装柜台销
售主管告诉记者，该商场中经营的本土品牌曾
经一度达到10余个，这几年该商场每次调整货
源、调换品牌，都有本土服装品牌因为销量不
佳被撤掉，本土服装的柜台面积越来越小。现
在，郑州各大商场里，绝大多数本土品牌服装
都销声匿迹了。

郑州多位商场的高管都一再向记者强调，
并非是本地商场有意排斥本土服装品牌。中
原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服装企业的营销部
经理也承认，大商场经营的主要是高端品牌服

装，本土品牌进不了本
地商场，是省内服装的
档次、广告投入不足等
综合因素导致的。

一些本土品牌服装
没能进入本地商场销
售，则是因为遭遇了“进
店 费 ”等 潜 规 则 而 受
阻。省会一家商场曾经
主动向郑州的多家服装
企业伸出“橄榄枝”，准
备开辟一个专区集中销
售本土品牌服装，企业
提出对本土品牌应当减
免进场费用，商场却不
愿意让步，双方僵持不
下，最后不欢而散。

省会商场中看不到
河南的品牌服装，也从
某个角度，说明本土品

牌服装和外地的本土品牌服装相比，还有不小
的内在差距。

省商业行业协会会长张慧玉认为，我省的
品牌服装目前以单品女裤为主，裤子的价格低、
利润比较小，进到大商场需要摊位费等各种费
用，商场大多实现销售额末位淘汰制，出门容易
进门难，如果销售额上不去，服装企业的销售成
本都顾不住，还会被撤柜，因此很多本土的服装
品牌不愿意进入本地商场销售。再者，我省的
服装款式缺乏创新，档次不够高，随着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广东、江浙等地的强势品牌服装在河
南接连“攻城略地”，本土服装在本地商场受到
挑战，逐渐被外地的大品牌服装所赶超。

在河南服装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刚看来，
本地商场里见不到本土的服装品牌，这不是正常
现象，河南的商场自然就应该销售本土的品牌服
装。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进入
本地商场的门槛较高，同时也说明河南的服装品
牌还比较弱小，知名度还不高，综合实力不强，这
是摆在本土服装企业面前一个巨大挑战。

品牌“短板”亟待突破

众所周知，品牌是商品的“金字招牌”，一
个品牌一旦被消费者所熟知和认可，该品牌的
商品附加值就会成倍增长。一件质地相差无
几的服装，“大路货”只能卖百元以下，而一件
国外名牌服装可能会卖到2000元以上，价格差
距之大令人咂舌。

省政协原副主席陈义初认为，跟位居国内
服装行业前列的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
省份相比，品牌和市场是河南服装业的两大“短
板”，广东虎门一个镇就拥有服装企业 3000多
家，从产值上看，浙江的一家服装企业的年产值
就与河南一个地市服装企业的总产值差不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
国生产的服装销往全球，但国内的服装品牌并
没有大量崛起。我省的服装企业也多是做贴
牌加工，为他人做嫁衣，做出品牌的只有 20余

家，并且大部分都销往了省外二三线城市，能
在商贸业比较发达的郑州占据一席之地的本
土品牌服装更是屈指可数。因此，中国纺织工
业协会会长杜钰洲一针见血地指出：“河南不
能仅做代工者，还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郑州每年生产的女裤超过 2亿条，女裤的
产销量全国第一，但张慧玉认为，服装是引领
时尚的产业，不能光强调市场的占有份额。郑
州的女裤虽然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品牌
价值不高，占领市场再多还是维持在中低端层
面。河南服装现在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如何提
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多元化发展，稳定
中低端市场，创造高端品牌，占领高端市场。

通过大量调研，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喻新
安感到，我省服装企业目前存在着“四劣”：产
业基地比较薄弱，整体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小，
各自为战；企业以传统经营方式经营的较多，
缺乏战略规划，只有个别企业开始实施多元化
经营和组合品牌，规划战略目标；大部分企业
的产品研发能力、市场整合能力比较差；品牌
运营模式简单、滞后，大多数本土服装品牌仍
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产品销售层面，缺乏公司
化运作与品牌化经营意识和能力。

我省的品牌服装趋同性强，款式、面料、花
色等方面存在“克隆”痕迹，给人留下了同质
化、少特色的印象，难以适应现代消费者的个
性消费需求，虽然做工佳、价格实惠，但由于缺
乏品牌效应，品牌附加值难敌国内外一线品
牌，消费主流多为中低收入人群。

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实例是，“一华正红”是
青岛女装名气最大、销量最大、价格最高的品
牌，该企业的经理看到郑州一家知名女裤企业
的面料、板型、做工都很出色，就请这家企业为

“一华正红”做贴牌加工。这家企业用自己的
品牌生产一条裤子只能卖300元，如果用“一华
正红”的品牌，身价立马就会大增。

不重视形象包装，不舍得投入资金提升品
牌形象，是本土服装企业的“通病”，荥阳的一位
服装生产企业老板这样对记者感叹：“包装一个
服装品牌，要砸多少钱进去呀，我觉得不值得！”

而外地的服装企业，为了向高端靠拢，在
品牌营销方面可谓不惜血本。武汉市的红人
服装去年投入1000多万元，在郑州、成都、重庆
等地的机场设置广告牌，为办一场服装秀，太
和服装一掷就是上百万元。

本土服装业
正提速升级

事实上，从企业到政府层面
已经意识到本土服装的“品牌之
痛”，一些服装企业正在步入依靠
做大做强品牌崛起的发展轨道。

李刚表示，本土服装业的品
牌短板问题引起了省服装行业协
会和政府的重视，今后将采取一
系列措施解决，比如举办服装设
计大赛，组团到国外考察、学习
等。将于3月28日召开的中国国

际服装博览会，由政府出资70%租赁了1000平
方米的大厅，组织知名服装企业参加，这是我省
第一次组团参加这么高规格的博览会。

郑州服装业的发展只有短短十余年时间，
但发展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去年，我市委托
北京服装学院编制完成了《郑州市纺织服装产
业2009~2015年发展专项规划》，并通过了专家
论证，规划提出的总体思路是，到2015年，把郑
州打造成现代化的中原纺织服装城、全国著名
的纺织服装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市出台了加快服装
业发展的35条政策措施，包括每年设立3000万
元服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获得国家级名牌
产品、驰名商标的，给予50万元以上奖励，对在
中央一级媒体做产品广告的企业，按照广告费
的1%予以补贴，在土地、资金、人才引进等方面
实行优惠，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发展纺
织服装创意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1月 11日，随着荥阳市市长袁三军宣布中
国服装产业转移（荥阳）基地开工，一个集服装
产业创意、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现代服装
工业城在荥阳拉开了建设帷幕。

荥阳服装产业基地只是我省正在兴建的服
装产业园中的一个，近年来，我省多个地市开建
服装园区，新郑市规划到2016年，在龙湖镇建成
10平方公里的纺织服装产业园，洛阳、开封、商
丘、安阳、新乡、许昌等地已形成15个服装工业
园区和多个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散能力，加
强创新，提升服装内涵和附加值，弥补品牌短
板，已成为全省各地不约而同的行动。

3月 20日，首届中国女裤设计大赛在郑州
激情落幕，现场还发布了今明两年中国女裤秋
冬流行趋势。今后，中国女裤流行趋势每年都
要在郑州发布，女裤流行趋势不看广州看郑
州，郑州女裤将一改“大路货”形象，成为时尚
的领跑者，掌握女裤行业的话语权。

我省已制订出服装业今后 5 年的发展目
标，到2013年，努力使河南名牌在现有基础上再
增加15个，河南省优质产品再增加25个，打造5
个获得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本土品牌。

业内人士认为，服装产业已经被我省各级
政府当做支柱产业来抓，从省一级到各地市都
在构建河南服装大发展的格局，必将把本土服
装品牌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权力市场化是疫苗乱象的总祸根
综合目前各方媒体披露的情况，不

难判定，官商合谋制造商机，是为山西
疫苗乱象的要害所在，而为地方当局讳
莫如深。

所谓官商合谋，官当然是山西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商则是所谓“卫生部
大公司”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疾控中心属于公益机构，这个
定位捆住了它的手脚，使它没办法直接
到市场上捞钱。华卫时代就在这节骨
眼儿上横空出世，双方一拍即合。一段
蜜月之旅就此起程。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山西省疾控当
局与华卫时代的蜜月之旅，不过是以整
个山西的公共安全为代价，尤其以近百
个山西孩子的生命安全为代价。

首先被牺牲掉的是疾控中心生物
制品供应站。山西境内疫苗配送本来
归该站负责，但纯粹公益性质的疫苗配
送没什么油水，该站就被毅然取消，而
由华卫时代掌控的生物制品供应中心
取代。保障3500万山西人民生命健康
的疫苗配送和管理大权，就这样落到了
一个小小的皮包公司的手上。通过这
关键的一步，山西省疾控当局成功地将
纯粹公益性质的疫苗配送和管理商业
化了，终于可以借船出海，即借华卫时
代的外壳，突破公益机构定位的局限，
到市场上巧取豪夺了。

公权力就这样被商业化，成为逐鹿
市场的杀手秘籍。有此秘籍，自然所向
无敌。山西疾控当局不仅本身就掌握公
权力，而且它的身后站着更大的公权
力。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说法，山西省卫
生厅就给什么说法；他们需要什么样的
红头文件，山西省卫生厅就出台什么样
的红头文件。他们要用标签疫苗垄断山
西二类疫苗市场，山西省卫生厅就不仅
发文推销标签疫苗，而且威胁：任何单位
和个人从别的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
即“严肃查处”。当疾控当局要反季节销
售乙脑疫苗，需公共政策推波助澜时，山
西省卫生厅也下文责令山西各地积极开

展反季节应急接种。仅此一项，即令
1344万元暴利轻松落入疾控当局囊中。

有公权力护航，山西二类疫苗市场
为山西疾控当局独占自属天经地义。
权力商业化必然导致市场的垄断化，这
是一个最新的证明。

一个独占的市场，也就是一个毫无
竞争，毫无监督和制约可言的市场，一个
完全丧失自净功能的市场。在这样的市
场上，独占方处于绝对强势，可以予取予
求，藏污纳垢；公众则处于绝对弱势，由
于资讯和专业上的不对等，很容易被蒙
蔽，被误导，任人宰割而难自知。

在独占山西二类疫苗市场后，山西
疾控当局即根据自己的经营需要，任意
扭曲甚至人为制造市场需求。他们需
要反季节销售乙脑疫苗，就可以把运城
一地的乙脑疫情放大到全省范围，而完
全无视山西省大部分县区并无乙脑疫
情的事实。

总之，他们开什么单，公众就得吃
什么药。他们说什么价位，公众就得掏
多少钱。整个市场就完全成了他们的
私家口袋，他们爱咋掏咋掏。在如此变
态的市场上，胆子有多大，利润就会有
多大。也就难怪，华卫时代这个皮包公
司，在接管山西二类疫苗市场之后，短
短22个月即可盈利达1.2亿元。

暴利之下理性和良心完全不起作
用。山西疾控当局之毫无底线，令人瞠目
结舌。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市场的垄断
化、黑恶化、非人性化，这其实不限于山西
疫苗市场，但其血盆大口终于大白于天
下，却是当下少见的一例。如果到了这一
步，有关方面还不能启动正常的纠错机
制，虚应故事的官场潜规则仍要占到压倒
地位，那就真要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彻底追查山西疫苗黑幕，进而彻底
切除权力市场化这个中国社会最大的
恶性肿瘤，理当成为亿万中国人共同的
呼声。公平与正义比太阳更光辉，现
在，山西疫苗黑幕正需要这光辉。我们
且拭目以待。 笑 蜀

这一代“无根”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强调“幸福感”的时代。当中国经济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开始
追求“和谐”和“幸福”了。“‘心安何处’叩问温饱之后的中国
人，嗡然震颤每个渴望幸福的灵魂。”最新一期《南风窗》“中
国人，心安何处”专题的这个“策划人语”，让人万分感慨。

北京“地王”上周闹得正厉害时，在京工作的弟弟说他
换房子的打算又成泡影了。2006年北京房价还没疯涨前，
他在北五环外买了套一室一厅。他一直计划着能买一套两
居室，这样有了小孩后才能捣腾开。可“地王”又来了，北五
环外的房价都过万了，他换房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安
慰他，好歹你还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将来有了孩子住不开可
以租住廉租房，国家不也正在加大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嘛！
他说，我没有北京户口，很多“福利”想都别想。

2003年大学毕业后，他把户口落在了石家庄。没有“安
全感”不仅仅和房子、工作、孩子有关，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哪里人。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
北京接纳了；户口在石家庄，可除了户口，他和石家庄一点关
系都没有；从离开家乡上大学那天起，故乡就更不属于他了。

老弟出生于1981年，但完全已经不再是刚出大学时意气
风发的小伙子了。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磨炼，让他的焦虑感与
日俱增。他也知道“北上广”不可能为所有外来青年解决户
口，如果当年不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他很难找到工作机会。
在他看来，大城市的“限制”没错，自己的选择也没错，可他就
是不清楚自己为何没幸福感，为何沦落成一个“无根”的人？

在更宽阔的社会背景下观察，老弟一个人的生活境遇甚
至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80后”的生存剪影。学者们说，“80
后”的焦虑植根于历史转型后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矛盾纠结
中。“国强民弱”造就了“80后”的悲叹；一切应该由或者曾经
由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福利，他们都只听过没见过；当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压力纷至沓来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感慨
自己是“无根”的一代。

理论上说，房子、户口这些都不应成为归宿感的硬性条
件。古人说得好，“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在一个真正文明
和现代的国家里，我们心里所应感受到的“根”绝不应仅仅
具化为农业文明中的故乡。有安全感的地方自然就是心安
之所，自然也是根之所在。而安全感当然取决于各类国家
保障到位与否。

“心安是福。”如今再看这句俗语，它已不再单单是一种
个体心理调节艺术，更应是国家通过努力带给公民个体的
一种“福利”。想方设法、克服万难让国人“心安”，让那些在
社会骤然转型中被迫脱轨的心灵重新归位，让年轻一代不
再有“无根”的惆怅，这不仅仅是这代年轻人之福，更是中国
之福。 陈 方

白领返乡潮折射高房价“挤出效应”
近日，珠三角出现的白领返乡潮似乎让

人看到房价拐点隐现。白领返乡潮现象是
高房价对部分白领产生的挤出效应。而最
近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报告显示，62.05%
的购房者暂不打算买房，而60%以上的开发
商则认为今年房价继续上涨。

当前中国房市的居住需求正在被投资与
投机需求所挤出，正在蜕变为单纯财富效应
的主要载体。这类似于17世纪荷兰泡沫中
的郁金香，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愿意以
更高价格接手的下家。严格地说，当前这种
投机和投资驱逐真实自居需求的劣币驱逐优
币现象，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的变异。

无须讳言，改革开放以来，贸易部门成
为了中国经济增长最为活跃和对中国经济
贡献度最大的领域之一。贸易高依存度加
剧了最终消费内需的疲弱和对外需市场的
高度依赖。这种过度使用静态廉价劳动力
优势和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使得国民
收入过度向政府与企业倾斜。这种收入分
配格局使得中国内需购买力过度地集中到
政府和企业，前者导致了政府高消费与高投
资现象——财政浪费型使用和投资过热，后
者则导致了产能过剩等。

然而，随着产出缺口的不断积累，加之
更多的上游行业由于行业准入限制而为国

企垄断，通过贸易部门等致富的中国富裕群
体的投资渠道日益逼仄，这些民间资金和国
企垄断利润所产生的庞大现金流，不得不进
入房地产等资产市场进行炒作。

如全球金融危机和4万亿政府刺激计划
对民企的挤出，导致了大量民资从制造业撤
出，伴随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扶持而扎堆进
入房市进行投机和投资性炒作。由于原有的
闲置民资(如浙江炒房团)和新近从制造业撤
出的产业资本，投资房市的目的是寻求房价上
涨的财富效应，因此在炒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幅
度推高住房空置率。与此同时，分享了政府4
万亿刺激计划的国企则在去年获得了可观的利
润。获得垄断利润的央企，其投资渠道也相当
有限，而房市成为了其消化现金流的主要渠道
之一。这也就是为何今年以来各地相继出现了
10大地王，有8个是央企的重要原因。

目前珠三角等地区出现的白领返乡潮，
其本质是房市投资、投机型需求对具有真实
自居需求的潜在购买者的挤出，是对高房价
的摊牌博弈。这种现象一旦得以持续，将意
味着房市将成为了投资、投机者击鼓传花的
寻找最后接棒者的游戏。随着房价的失去
自住需求支撑的空涨，要维系泡沫将需要更
为庞大的现金流，这必然意味着房价泡沫必
然在流动性黑洞冲击下被戳穿。刘晓忠

仅此一滴？
3月22日，山西通

报疫苗事件调查进展，
称目前疫苗质量有保
障，百姓可放心。同时
承认疫苗招投标曾存在
问题，省疾控中心原主
任曾挪用27万押金私
自购车。然而山西官方
未公布发生病例是否与
疫苗有关。举报人和患
儿家长收到恐吓短信之
事亦无结果。真相大白
尚待时日。焦海洋 图

郑州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服装加工集散地

省会各大商场中销售的多是外地品牌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