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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考验，并且在全球化趋势的强力推动下，世界纺织服

装资源正在重新洗牌整合。在新形势下，广东地区具有

得天独厚的地缘、政策、物流等优势，但仍承受环境、成

本以及国内外市场等多方面的挑战[1]。加速服装业转型升

级、构建可持续服装供应链，已成为广东地区服装相关

产业创造竞争新优势的必经之路。

本研究通过分析广东服装业面临的挑战与瓶颈，探

究广东地区构建绿色、可持续服装供应链的必要性与实

践方法，为广东推进服装产业升级发展、提高产业竞争

力、开拓新市场提供思路。

1   广东构建服装可持续供应链的必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形势与疫情的多重打击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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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广东省可持续供应链的现状与背景，分析广东省构建服装可持续供应链的必要性和发展策略。通过分析广东

省服装行业的现状与瓶颈，从政府、社会及第三方机构、企业自身等多个方面入手，探究构建广东省服装可持续供应链的可

行方针。重点提炼构建广东可持续供应链的必要性因素，为该地区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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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为例，广东省服装产量仅为0.96亿件，增长

率低于2019年同期56.60%，甚至打破了近20年的最低产

值，广东服装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绿色贸易壁垒不断加大、同质化竞争加剧、品牌附加

值不足等导致广东服装业整体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国内

外新形势下如履薄冰[2]。只有加快服装产业结构调整，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向节能、环保、可

持续的经济模式转变，构造完整、可持续的供应链系统，

才能实现广东地区服装产业的顺利升级。

2   广东服装业构建可持续供应链的发展策略

2.1  政府推动机制

广东服装业现存产业转型时间紧、中小型企业众多

等突出问题，如果缺乏政府的主导作用，就难以实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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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业的自我转型升级[3]，构建可持续供应链更是难上加

难。因此，政府作用对区域性可持续供应链的构建至关

重要。

第一，政府需要加强监督管制，例如对行业环境保

护、社会福利、经济循环等方面的监控。广东部分地区由

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依旧存在服装行业缺乏环保意

识、员工福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政府的惩罚、监

管和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破坏可持续供应链构建的

行为。

第二，政府需要为构建服装可持续供应链提供优惠

政策与便利。由于可持续供应链的构建耗时耗力，会大大

增加企业在购置环保设备、培训员工、建立供应链等方面

投入的成本，而政府的财政补贴与税务减免能帮助企业

转型解除后顾之忧。

第三，政府应完善和健全相关行业标准、认证制度

等，包括与环境、社会、经济3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行业标准，使企业有据可依，为企业的可持续转型作

铺垫。

2.2  社会监督及第三方认证监督机制

社会监督是除了政府与企业自查之外，行业构建可

持续供应链必不可少的力量。通过行业协会、公共媒体、

第三方组织、消费者等不同方面，对广东省服装行业等可

持续发展进行全面促进和监督。

第一，行业协会应制定相关规则与制度，优化行业

行为[4]，引导企业逐步树立可持续意识，促进行业可持续

供应链的构建。服装行业相关组织可制定第三方认证机

制，例如国际质量管理标准ISO 9000、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0、纺织品无有害物质产品认证OEKO-TEX Standard 
100[5]等，加强对企业、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责任的监

督和约束。

第二，公共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对企业构建可持续

供应链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合理利用媒体密切关注行

业可持续责任践行情况，宣扬优秀示范案例，曝光违反可

持续发展责任的行为，加强社会对服装行业转型的多方

面关注与推动。

第三，加深消费者对可持续概念的理解，有助于全

面加强社会监督。消费者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提高了

市场对服装产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多非可持续供应

链下生产的服装遭到消费者拒绝，推动行业朝着可持续

方向转型。

2.3  企业自我完善机制

广东服装企业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是构建服装可持续

供应链和产业转型的必要条件。

第一，服装企业技术创新是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广

东服装企业应改变原有的产业困局和低附加值的产业现

状，强化自主创新意识，推进供应链节能减排，提高产品

性能，减少污染排放，加大可持续原材料、能源与生产过

程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力求推动行业构建服装可持续供

应链。例如在产生水资源浪费与污染最严重的印染环节，

采用数码印花作为传统印花的替代形式，在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能耗的同时，可大大减少废水排放[6]。

第二，加强供应链之间的企业联合。供应链之间的各

个企业应保持密切联系，共享优质资源、行业信息和先进

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同时提升供应链内企业的抗风险

能力，打造优质、互利共赢的可持续供应链。

第三，增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企业应多关

注行业消费者喜好动向，在满足消费者对风格和使用性

能等方面需求的前提下，顺应消费者对服装产品可持续

方面的新追求。例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做出购买行为

时会考虑服装产品是否为可持续、可再生材料，服装染料

是否为无毒天然染料，服装品牌和企业是否建立了高效、

完善的旧物回收机制，服装产品是否具有相关国际可持

续认证等，而了解消费者对服装可持续的更高要求也为

企业构建服装可持续供应链提供了思路。

3   结语

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广东省服装产业亟

需构建可持续供应链，以实现产业转型发展、提升核心竞

争力，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势在必行。

广东省服装业体量庞大，问题较多，处于产业转型的

关键阶段，推行可持续供应链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

组织机构、企业自身以及消费者等共同参与、互相监督，

共同为建设广东省可持续供应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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