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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培：您认为泉州是一座怎样的城
市？给您带来印象深刻的事件又有哪些？

周少雄：我出生在晋江金井的渔村，小
时候能够到泉州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情。我记得第一次到泉州，是父亲骑着几
小时自行车载我到泉州华侨大厦接亲戚。
年幼的我在那里第一次使用抽水马桶，第
一次打开了眼界。上学之后，又到泉州市
区的新华书店工作，在书海里了解到了多
元的文化。正是在这一次次打开眼界的经
历，以及在父亲那了解到泉州侨批历史的
熏陶中，点燃了我骨子里探索未知的好奇
心，促使我“下海”经商，才有了如今的七匹
狼品牌。

何烨：泉州是一座我非常热爱的城
市，它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改革
开放的创新活力；既有爱拼才会赢的企
业家精神，也有温暖时尚的城市底色和
生活方式。

林聪颖：与故乡泉州的缘分是很深
的，就连“九牧王”这个品牌的由来，都与
之密切相关。当年在创业时苦于不知如
何为企业命名，当时一位泉州的文人朋
友建议我用“九牧王”这个名字。“九牧”
二字源自我们林姓衍派的荣耀历史，而

“王”字则成为企业专注做一条“称王”好
裤子的愿景。

吴永华：在泉州，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这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精神。今年国庆
假期，一位香港朋友在我推荐下来到泉
州。他跟我分享说，让他最惊艳的是一
座叫七栩礁石的酒店，那是一家建在礁
石上的酒店，拥有无边海景。他没想到
泉州会有这样的酒店，他通过酒店看到
了泉州在传统文化上的创新突破。泉州
具有传统的历史烙印，如今一代又一代
的创新者正把泉州的创新跟突破持续推
向世界舞台。作为一名新泉州人，我无
时无刻不为泉州的创新发展感到骄傲和
自豪。

近日，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强化产品标准研制
推动制伞业高质量发展”精益管理培训会举行。会
议对伞标委（GB 31892-2024）《伞类产品安全通用
技术条件》国家强制性标准修订情况进行说明，帮助
晋江制伞企业准确把握新、旧版国家标准的技术内
容变化，以便在新标准执行时能更快适应。

为了让制伞企业了解国家、省、泉州市及晋江
市质量标准建设扶持政策，加强标准化在晋江制
伞业中的应用，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规范市场秩
序，会议还进行标准的引领作用及标准化扶持政
策宣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举行了《电动伞技术要
求》团体标准发布仪式，以及“塑料伞柄抗氧化性能
试验方法”“金属伞杆镀层厚度测试方法”晋江市伞
业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起草启动仪式，共同探讨和确
立伞业生产的质量控制、材料选用、设计创新等关键
领域的标准。

“电动伞伞柄涉及电池、电机、电控等多个技术，
目前全球没有对这一款产品进行规范，行业没有可
参考的标准。为解决没有标准可依的问题，协会牵
头先把团体标准制定出来，保护消费者权益。”海峡
（晋江）科技创新中心总经理丁敬堂告诉记者，这一
团体标准从启动到发布，历时半年多。

记者走访获悉，自开收电动伞占有 60%的伞具
市场份额，其中，自开收安全式节节收占自开收电动
伞的30%,可见电动伞不仅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
且产品还在持续不断优化并获得市场认可。

该团体标准由行业内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
同研讨、反复论证而成，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空白，
为电动伞的设计、生产、检验提供统一的技术规
范，为电动伞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电动伞作为伞业的新兴分支，凭借其智能化、
便捷化的特点，正逐渐成为市场的新宠。其技术
的标准化对于提升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安全、促
进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电动伞技术要
求》团体标准的发布，正是基于这样的行业共识和
发展需求。”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会长王翔鹏表
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强化产品的标准研制工作，能更好地从根本上提
升产品质量。团体标准的发布及起草，标志着晋
江制伞业在标准化建设道路上持续推进，不断迈
出新的步伐。

对话世遗泉州 塑造时尚之都
本报记者 施珊妹

撑起“高质伞”晋江伞业加速标准建设
本报记者 曾小凤 陈巧玲

日前，在泉州时尚产业联盟成立活动中，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焦培与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何
烨、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安踏集团联席CEO吴永华就如何更好助力世遗之城打造“时尚之都”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他们结合产业
基础就未来发展发表看法。

产业会客厅

焦培：以时尚联盟为新的起点，您对于未来更
好、更快地打造“时尚之都”城市名片有什么具体
发展建议吗？

周少雄：泉州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
展前沿，这里能拥有众多品牌企业的根本原因，离
不开地方政府及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接地气”
的做法和关键时刻的每次引导推动。

虽然我们有这么好的品牌基础、产业基础，但
要成为“时尚之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时尚是一
个融合的产业，始于纺织鞋服又不仅止步于纺织
鞋服，未来借助时尚产业联盟的形成，我们将打破
边界，吸引更多泉州产业元素参与其中，也期待继
续在“晋江经验”的引导下，在地方服务型政府的
支持下，搭建更多国际国内交流的有益途径，以此
吸引更多时尚领域的人才资源，更好助推泉州打
造国际时尚之都。届时，泉州不仅仅是本地的泉
州，也将是世界的泉州。

何烨：泉州鞋服产业这 30年高速发展的历
史，就是泉州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度结合
产生的丰硕成果。在时尚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大
变局的关键节点上，咱们政府要用更加精准务
实的服务推动泉州时尚产业发展，把泉州打造
成继纽约、伦敦、米兰、巴黎之后的全球第五大
时尚之都。

林聪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搭台。立
足未来打造国际时尚之都的总目标，我个人有
以下几点建议与思考。首先要明确联盟的定
位，树立方向及共同目标，从而凝聚更多力量；
其次要建立向优秀者学习的机制，向兄弟城市
学习，也要向国际优秀城市学习；第三期待可以
在政府的支持下多举办一些“走出去、引进来”
的具有“国际范”的活动，让世界得以进一步了
解泉州的时尚能量。

吴永华：首先，我认为还是要有顶层设计和
战略共识，要让泉州时尚产业联盟的每一位企
业家都坚定地相信这个共同的愿景目标；第二
是要高标准对标，因为只有敢对标、把视角打
开，才能不断超越自己；第三，我们认为，必须定
下每半年内要推进的具体工作，将远大目标分
解成具体作为，可建立追责机制，确保工作落实
推进；第四要回归到产业集群的优势，不断强调
差异化。一个酒店能把人吸引来，就是靠差异
化、独特性。今天的泉州有运动、有时尚，发展
空间是非常大的，只要大家齐心聚焦时尚这个
点去深耕，我认为泉州的时尚之都城市定位一
定能够做得到、做得好。

焦培：您觉得世遗泉州为何能拥有打
造国际时尚之都的底气？

周少雄：目前，全球公认的四大时尚之
都分别是纽约、伦敦、巴黎和米兰，各个时
尚之都的个性各有不同，都值得我们借鉴
学习从而超越，蜕变出自己的时尚个性。
我个人认为，与泉州气质上更为贴近的当
数意大利的米兰。米兰同样拥有制造业基
础，它以工匠为特色孕育了许多精工细匠，
且拥有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基因，更有很
好的个性化设计基础。这些方面都和我们
很像，值得我们向其看齐。除了米兰之外，
其他城市先进的商业模式，兼具传统与前
沿革命的创新设计，当然还有强大的人才
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这些元素皆可与
宋元时期“东方大港”产生新时代下的时尚
碰撞。

何烨：泉州鞋服产业享誉全球，非常了
不起，但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轻工业发达的
城市。工艺美术、食品也都有时尚的内
容。因此如何通过融合发展，提供更多的
应用场景，让食品、文旅成为时尚产业融合
的一种呈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我

相信如此，可以推动时尚产业做大做强，让
时尚之都名扬天下。与此同时，作为为纺
织鞋服产业提供装备支撑的行业，装备企
业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数据驱动，来推动泉
州时尚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
提升，推动时尚产业融合发展。

林聪颖：泉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打造
国际时尚之都的重要基础，这里有多个民
族、有众多宗教，尽显国际化的包容度。作
为世遗之城，泉州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为

“时尚之都”提供有力的品牌支撑。时尚产
业联盟的成立，也能够吸引和吸纳更多的
品牌、设计师和人才来到泉州、关注泉州，
推动泉州时尚产业发展。

这些年，泉州文旅很出圈。我认为，
泉州“时尚之都”和城市的魅力，能够让更
多人喜欢泉州。泉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文化的基础可以很好地助力时尚之都
的扬名，而时尚之都建设工作的推进同样
有利于泉州持续火出圈，持续夯实地方城
市的文化，并进一步支持本土品牌扬帆出
海。

吴永华：时尚是多元的，这点与泉州的

多元文化不谋而合。比如，运动和时尚的
紧密结合，其核心就是突破边界。安踏持
续与很多品牌合作，探索跨界融合，因此产
生时尚的碰撞。

时尚是有周期的，很多事都可以重
新做一遍，我们叫作重新定义。过去大
家对时尚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趋势、一
种潮流、一个风口，我想到今天，时尚的
本质依旧没变，但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
改变。比如手机，今天的手机从单屏变
成折叠屏，变成一件礼品，这些属性就是
通过对手机进行重新定义实现的；九牧
王过去很多是商务人士穿的，但“小黑
裤”弹一下更舒适，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过去香港投行人士来洽谈工作穿的是西
装、打的是领带，今天他们穿的是迪桑
特、始祖鸟，这些都是重新定义。

一个城市名片是很重要的，名片代表
了这个城市的定位与高度。以前我们去国
外出差，要先买几件阿玛尼。为什么？因
为它是一种标签。我认为，时尚之都就是
需要不断去创造标签，通过层出不穷的创
造，这座城市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这是一座
不断创新的城市

包容文化让泉州更有可能

明确定位 聚焦差异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对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
发展、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提升标准化对外开放水
平等作出具体部署。这些年来，我国标准数量和质
量大幅提升，标准体系日益完善，标准化意识不断提
升，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挥标准化项目在产业发展中
基础性、引领性作用，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促进
产业在新型工业化环境下高质量发展。

全球每 3把伞就有 1把来自晋江。在庞大的产
业集群及完整的产业链的加持下，晋江制伞业积极
推动标准化建设。在标准化建设的推动下，晋江制
伞业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原材料
采购到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各个环节都在标准的
引导下进行优化与升级。随着产业链的完善，企业
之间的合作与协作也愈加紧密，为整个行业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优安纳、梅花、虞牌等多家制伞企业和科
研机构共同参与了 48份制伞领域相关团体标准的
制定。这些标准涵盖了产品、工艺、材料、方法及
装备等多个方面，有效增强了产业链的竞争力。通
过团体标准的制定，各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盲目竞争，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整个行业的综合竞
争力。

然而，在提升标准化程度的过程中，晋江制伞
业仍面临一些瓶颈。例如，如何进一步提高企业的
数字化程度、如何在国际国内竞争中占据优势等问
题亟须解决。国际市场上，一些制伞企业已经开始
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而晋江的制伞企业在这一方面仍有提
升空间。

为了继续推进标准化工作，晋江市伞业行业协
会与相关科研机构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与标准化的
结合，帮助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数字化转型不仅
是提升企业效率的有效途径，还是提高产品质量的
重要保障。通过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企业可以实现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
误差，提高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与此同时，协会还开展数字化培训，帮助企业员
工掌握数字化技术，提升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此外，
协会鼓励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共同研发新产
品、探索新市场，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产品质量提升与标准化建设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近期，晋江市伞业行业协会召开了一场以“强化产品标准
研制，推动制伞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精益管理培训会，并进行一项团体标准发布，以及两项团体标准起草启动。这标志着晋江制伞业在标准化道路
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将进一步提升晋江制伞业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

在晋江市制伞业的共同努力下，
标准化建设不仅为产品质量的提升
提供了坚实基础，还促进了整个制伞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随着全球市场
对高品质、创新型产品的需求日益增
加，行业的标准化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标准，晋江
制伞企业多个产品在生产流程、产品
设计、材料选用等方面形成统一的规
范，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标准
化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晋江制伞业标准化工作的推进，
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得到了显著提升。企业通过标准化，
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提升生
产效率，从而在价格和交货期上取得
竞争优势。

纵观全国制伞业，除了晋江，还
有厦门、漳州，以及深圳、上虞、萧山、
郸城等多个产业集群。每个产业集
群都有自己的特点，区域内也有不同
的产品和技术，每款产品的制造工
艺、规模、型号、材料、质量的差异也
很大，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评判，零件
也没法通用，导致制造成本加大、产
品的生产周期加长，以及产品质量不
稳定。晋江制伞集群高度重视标准
的研制工作，不仅产品有统一的评判
标准，产业链之间的协同也更有效，
提升了制造效率，增强了产区及企业
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如何
选择符合质量标准且环保的材料成
为企业的重要考量。通过标准的引
导，企业能够在原材料的采购中形成

有效的筛选机制，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和耐用性。这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进一步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丁敬堂表示，标准化建设直接影响产
品质量的提高。企业通过标准化，不
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提升生产
效率，从而在价格和交货期上取得竞
争优势。标准化不仅是提升产品质
量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为企
业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基础。在实施标准化的过程中，企业
需要不断探索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动
生产流程的优化与升级。随着智能
制造技术的引入，企业可以通过数字
化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减少
人为操作带来的误差，提升产品的一
致性和可靠性。

推动制伞业高质量发展

《电动伞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发布
引领产业链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