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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订单的转移

说起嘉祥手套产业，不得不提到上
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三圆手套厂。

三圆手套厂被誉为嘉祥县手套产
业的“黄埔军校”，“现在正在从事手套
加工的老板，八成都有在三圆手套厂工
作的经历。”济宁市剑华中兴滑雪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华公司）董事长
陈建华说。

陈建华的另一个身份是嘉祥手套
业协会会长，他的企业每年可产各类防
寒、运动手套1000万双，占整个嘉祥县
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三圆手套厂后来破产了，“但是，三
圆手套厂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大批技
术工人和销售人才，这些人散落在嘉祥
各个村镇，自立门户搞起了手套加工。”
陈建华说。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嘉祥手套产业
集群效应初显，各种辅料行业开始向嘉
祥聚拢，一个电话送货上门，大大提高
了效率，停工待料的问题解决了，消化
订单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

2000年，嘉祥一些成规模的手套加
工企业获得了出口权，外商找加工厂直
接对接。这些订单一半放在了村镇一级
加工厂，更是降低了成本。

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江浙沪一带
的手套加工厂慢慢失去了竞争力，加速
了外贸订单由沿海地区向嘉祥的转移。

目前，沿海一带的手套加工厂要么
因招工等问题倒闭，要么将设备拉到嘉
祥，与这里的手套厂合作，原来以上海
为中心的手套加工厂较之嘉祥的手套
产业已失去了竞争力。

从完全代加工到自营出口，嘉祥手
套产业用了将近20年，成为这个行业的
老大。

总部+卫星厂模式

3月5日，嘉祥县卧龙山镇黄庄村，
一座两层楼房的庭院被改造成手套加
工厂。

15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有50多台
机器，女工们正熟练地进行手套加工，
每年从这里加工成品的手套超过10万
双。

这样的手套加工厂，是嘉祥手套加
工产业链中最基层的一环。“主要是订

单加工。”工厂老板苏留红说，像这样的
加工厂他有两个。

每年，这两个加工厂赚取加工费保
守估计在30万左右。现在，苏留红的第
三处加工厂正在筹建中。

苏留红这个老板当得很清闲。“剑
华公司下订单，我们负责加工，活干完
了，钱就到账，不愁没有订单。”他说。

位于疃里镇新挑河的一个手套加
工厂，是剑华公司的另一个分加工厂，
大约600平方米车间里，近200名娘子军
正伏案缝制手套。“2015年我们加工手
套31万打，今年目标38万打，这几年产
量一直在上涨。”该厂负责人江海英说。

陈建华说，嘉祥县的手套产业是龙
头企业在园区集聚，乡镇驻地设立加工
分厂，再由加工分厂辐射村居，设立村
级加工厂，再由村居加工厂带动一家一
户为主的加工户，走的是一条总部+分
厂+加工户的发展模式。

目前，设在县城有进出口资质的总
部公司有30余家，负责接国外订单、包
装、裁剪；乡镇驻地骨干企业50余家，负
责加工中档手套，完成基本包装与检
验；1000多家村级加工厂主要聚焦缝制
环节，加工大众化订单。

“加工户自己做老板，积极性高。早
上总部将裁片送到村镇级的加工厂，晚
上将成品收回送到总部检验包装，加工
户赚加工费。”陈建华说，这种模式有效
避免了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

从2008年开始，嘉祥手套产业采取
这种总部+卫星工厂的模式，效率大幅
提升，而且专业化分工后质量也提高
了。

“2006年以前，手套加工行业同质
化竞争很严重，出现了恶意压价。现在
嘉祥手套产业更像是一条美食街，虽然
都是饭店，但有做川菜的，有做鲁菜的，
客户各取所需。”陈建华说，滑雪类手套
一共有1000多种，每个加工厂根据自己
的优势接单，基本上不产生竞争，聚集
到手套产业园还起了抱团发展的效果。

陈建华也注意到，国内不少行业发
展到产业集群这个阶段后反而没有生
存下来，原因就是同质化竞争太严重。

用工荒目前还未出现

目前，嘉祥县手套生产加工及配套
企业200多家，农村加工户1500多户，覆
盖全县85%以上村居。从事这一行业的

7万多人大部分都是农村妇女。
在苏留红的加工厂里，72岁的王兰

英坐在马扎上用剪刀仔细找手套上的
线头。活多的时候，王兰英每月可以挣
到900元，少的时候也能挣到500元。

剑华公司新挑河分厂聚集了方圆
十里的农村妇女，最小的18岁，最大的
54岁，她们当中每月最低收入1500元，
高的5000多元，一天工作8小时，农忙时
可以请假，逢年过节还会发福利。这样
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对当地妇女相当有
诱惑力。

2008年之前，每年正月初六到正月
十五，总能在（嘉祥县）曾子像那里看到
这样一幕：每天有十几辆客车载着几百
名农村妇女去南方打工。“一看到老人
和孩子含着眼泪目送亲人远去，总让人
感到心酸。”陈建华说。

江海英这十年来则明显感到，村里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逐渐出现了回流，特
别是姑娘结婚后回来的很多。

这种回流现象对陈建华这样的企
业主而言是一大利好消息，至少他现在
不用像东南沿海那些老板一样，为招不
到人发愁。现在，他下面的这些分厂老
板都在尽力开发着农村加工户，只有他
这个大老板手里有的是订单。

但对未来，陈建华还是感到一种隐
忧。

“当年，三圆手套厂培养的几万名
技术人员，至今还发挥着作用。在嘉祥
农村，戴着老花镜伏在缝纫机上干活的
很常见。”陈建华说，几年前，他们靠劳
动力的优势干掉了南方人，但“用工荒”
这个击中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命门
的致命伤，几年后会不会在嘉祥出现？
谁也说不准，因为现在农村对年轻人的
吸引力越来越弱，他们更愿到大城市长
长见识。

公司成立三年

光刺绣机器就升级了两次

陈建华的公司总部设在嘉祥手套
产业园里，剑华公司是这个产业园里规
模最大的企业。

这个产业园里还有印刷、刺绣等车
间，百事汇通、圆通等物流公司也入驻
产业园。

手套加工一般需要20多道工序，多
的40多道，所需原材料涉及到刺绣、袖
口、填充物、吊牌、印刷、包装等10个行

业。除了高档面料需要从江浙沪一带或国外购买外，其
他所有物料都可以就地取材。

2012年，嘉祥县投资12亿元规划建设了这个占地
500亩的手套产业园，全部建成后可吸纳1.3万人就业，
形成年产手套400万打、销售收入20亿元的规模，目前已
有20家企业入驻，2015年产业园出口创汇2500多万美元。

据嘉祥县经信局长王明新介绍，目前，全县手套产
业带动了60多家相关产业的发展，下一步要提升滑雪运
动类手套的品种、档次，同时重点发展其它类体育运动
手套，并积极引进劳动保护、医疗卫生、服饰礼仪、家庭
作业、军事科技等各类手套。

今年，嘉祥县也把手套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写进了
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在手套产业升级转型
这方面，“以区域品牌为核心，进行自主品牌研发，参与
国内外重大、知名的展会及活动推广品牌，扶持骨干企
业，集中合力打造国内知名品牌，与国内大品牌合作经
营，利用名牌打市场等策略。”嘉祥县副县长王从奇说。

虽然嘉祥手套产业每年都在壮大，但仍改变不了为
国外品牌代加工的现实。

广州人黄健昌在嘉祥开办手套厂已经有10年了。他
说，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订货商不加价，利润空间一步
步被压缩，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这个问题陈建华也一直在思考。
“将自动化、信息化融入到传统手套产业进行改

造。”陈建华说，原来手套打板需要一天时间，自从使用
CAD打板技术后，几秒钟就能做出一个样子。

现在，代加工厂已经参与到设计环节，这一改变带
来最明显的变化，是利润空间的增加，“原来一年盈利超
过100万就不错了，而公司去年光纳税就达到了360万
元。”陈建华说。

“我们希望嘉祥不仅仅是一个代加工生产地，而是
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闻名的集科研、生产和贸易为一
体的手套产业中心。”陈建华说，现在，外国客户来嘉祥
考察时根本不用带翻译，老外很惊叹，这里几乎每家企
业都有几名工作人员懂外语。

同时，一些企业开始做电商来拓展国际市场。
李宪庆是一名残疾人，原本做竹器生意，1998年与

人合伙买下一个破产的织布厂，织布厂有一个手套加工
车间。现在，这个工厂已发展成为济宁天久工贸有限公
司，公司吸纳了50多个残疾人就业，还在手套产业园建
起了全国第一家多层无障碍设施厂房。

1999年，李宪庆开始触网，偶然机会在阿里巴巴平
台上免费发布了几条广告，竟然接到了来自西班牙的一
个订单，价值20多万美金。

这一单李宪庆赚了20万元，在当地引发轰动。当时，
嘉祥手套加工企业大部分从江浙沪一带的外贸公司接
单子，少量订单来自广交会。其他手套厂见李宪庆赚大
钱了，也纷纷效仿，在网上发信息。

自2005年以来，李宪庆累计投入50万元搭建国际电
商平台。2009年5月，公司签订了美国、西班牙等国家产
品订单55万美金，目前，通过电商平台签订的订单占该
公司业务的90%左右。

配套产业也在不断调整。手套产业园里的济宁富德
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手套印刷、刺绣、加工于一体
的公司，去年11月刚刚花30余万元从韩国进口了刺
绣机器。“以前使用国产机器，绣出来的工艺不够精
细，一些高端手套的刺绣流失到青岛、北京等地，升
级后订单量增加了30%。”该公司生产经理田秀荣
说，公司成立三年，光刺绣机器就升级了两次，印刷
的油墨也根据面料不同进行了升级。

出口三四美元，人家卖三四十美元

记者了解到，加工一副中高端手套纯利润10%-
20%，更大的利润空间掌握在品牌商手中。处在这个
行业金字塔尖的，是哥伦比亚、耐克、阿迪达斯等国
际品牌。

“我们加工一副手套出口价3-4美元，而吊牌上
标的售价是30-40美元。”李宪庆说，这样巨大的差
距很是刺激他，但没有自有品牌，就只能做代工。

目前，李宪庆已经组建了一个集研发、设计、营
销为一体的20余人团队，瞄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创
建自主品牌，面向国内的是保暖、劳保、医疗等手
套，面向国际市场的是滑雪手套。

陈建华的公司有专门的研发、设计团队，自创
了“亲谊达”品牌，近期刚与沃尔玛签订了21万双儿童保
暖手套的大单。

“手套虽然是传统行业，但要发展，离不开与资本市
场的对接。”陈建华说，现在他们正在积极筹备上市，顺
利的话，今年7月公司将在新三板上市。

2008年，由嘉祥县制定的滑雪手套标准，正式
成为山东省地方标准颁布实施。去年8月，中国针织
工业协会和嘉祥县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将共建
滑雪手套行业标准，这将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滑
雪手套质量标准规范。今年7月份，由剑华公司参与
制定的手套“国标”将正式实施。

（下转B03版）

20年打败江浙沪 而今布局英吉沙

一一只只手手套套
的的迁迁徙徙路路线线图图

年产手套600万打，连起来可以绕地球900圈。中国销往国外的滑雪手套，七成来
自这个鲁西南县城。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手套生产加工基地嘉祥。

30年时间，嘉祥的手套加工厂从江浙沪的外贸企业那里拿订单，到浙沪的企业把
加工厂迁到嘉祥；现在，嘉祥的企业又到新疆办产业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迁徙路线图。

六年后，这个国内最大的滑雪手套生产基地能否分享冬奥会冰雪经济的盛宴？而
嘉祥的手套产业能否走出一条类似晋江鞋业的产业升级之路？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庄子帆 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剑华公司车间，这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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