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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平方公里、不足10万人口的小镇，世界上每四顶帽子就

有一顶产自这里，奥巴马参选美国总统时的“选举帽”、奥运

会球迷用帽……胶州李哥庄的帽子满世界飞，但几乎没有自

己的品牌，大多数企业只是为人贴牌。近年来，随着原材料和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李哥庄镇帽子厂的老板们也在打自己的

算盘，那就是如何走出一条李哥庄帽子的品牌之路……

▲制帽车间工人正在加工帽子。

国国国标标标帽帽帽子

不不不想再做无“名”辈

胶州李哥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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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帽子做成了大
产业，但如今帽子厂也
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
一个工人每天需要一
百多块钱的工资，原材
料价格也成倍涨，近年
来，帽子产业利润已经
开始下降。一些盲目扩
张的帽子厂不仅面临
着成本上涨的压力，每
年的用工季还面临着
严重的用工荒。

在青岛超杰制帽
有限公司的车间内，
总经理郭明飞介绍，
他的厂房原本能容纳
300多名工人，但是现
在只有80多人，因为劳
动力成本增加，在当地
已招不到工人了。“本
地工人每月3000多元工
资几乎都招不到，到外
地办厂生产2000元就能
招到了。”郭明飞说，招
工难已成为当地制帽
产业发展的瓶颈。“用
工缺口差了两倍多，订
单又非常多。”无奈
之下，郭明飞在泰安
和平阴开了分厂，三
个厂共三百多人，这
才基本保证了客户订
单的生产。说起这几年
帽 子 的 利 润 ，郭 明 飞
说，现在一顶帽子也就

是1元至1 . 5元的利润，
现在全是靠着量来保
证利润。

为了应对招工难，
李哥庄的制帽企业也
会到偏远地区招工，据
统计，李哥庄镇有60%

人口为外地移民。26岁
的东北小伙王铁强就
是超杰制帽的工人，两
年前来招工到李哥庄，
在另一家制帽企业邂
逅了来自贵州的妻子，
而今夫妻俩在李哥庄
购买了新房，扎根在李
哥庄。

在帽子厂上班的
张 惠 说 ，她 们 村 里 有
2000多人，成规模的制
帽企业有十余家，相关
配套小企业或作坊若
干家。以前几乎家家都
指望在就近的帽子厂
打工，现在很多村民不
愿再从事这个行业，主
要是因为工作强度大，
工资不高。年轻人做这
个的越来越少了，工人
现在大多都是四五十
岁的中年人。

“镇上也在考虑设
立专门的职业中专，开
设制帽课程，为制帽企
业输送人才，解决用工
难。”郭明飞说。

虽然李哥庄造的帽子
早已遍布全世界，但是这些
帽子上却难有“李哥庄造”
的标识，原因很简单，李哥
庄造的帽子一直在做贴牌，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李哥庄
镇200多家制帽企业只有3

家注册了商标。
做贴牌纯粹是在做产

业链的低端，不过是分取这
一劳动密集行业最少的一
杯羹，这一点郭明飞心知肚
明。郭明飞生产的帽子主要
出口欧美，也有非洲的，每
年的订单都是他飞到国外
跟人家谈来的，每年他都给
耐克、大嘴猴等著名的品牌
商生产帽子，前一段时间还
给这两家发了两个集装箱
的货。

“我们的帽子质量肯定
没问题，因此才能出口给一
些国外的名牌商家。但是我
们确实挣得不多，像出口的
帽子一般卖到25—26美元
一打，但贴牌后身价倍增，
一顶帽子可以卖到三四十
美元。”郭明飞说，累活都让
他们干了，但是大钱也都让
人家品牌商挣了。

只有有了自有品牌才
能分得更大的蛋糕，郭明飞
为此注册了自己的超杰商
标，有些帽子已经打上“超
杰”的字样。郭明飞办公桌
上就摆着数十种样式的帽
子，他说，这是都是拿给客

户看的。为了能研发出好的
样子和真正适应外国人的
帽子，他还专门从国外请了
研发设计师，专门负责研
发，现在他的帽子样式已经
达到800多种，年生产能力
达到500万顶。

帽子厂的老板想把企
业做好，为了帽子这个多年
的传统产业，当地政府也开
辟了多条绿色通道。今年3

月16日，由青岛胶州市制帽
行业商会为主要起草单位
的六片运动帽国家行业标
准正式确定，这一行业标准
是县市级商会起草的第一
部国家行业标准，也是全国
制帽行业的首个国标。

而为了做好帽子产业，
打出自己的帽子品牌，李哥
庄镇今年引进了中国帽艺
博览城项目，投资30亿元，
打造集产品研发、样品展
示、原材料及辅料供应、物
流集散等功能于一体的国
内最大的帽子展示中心、产
品设计创意中心，形成国内
最大最专业的鞋帽产品批
发零售中心。

“现在几乎天天有客户
找上门来，催着要货，如今，
李哥庄帽子之乡的名声在
外。”高玉习期待地说，他现
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李哥庄
的帽子企业能早点有一个
自己的品牌，做成中国的阿
迪达斯或者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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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不断车间连轴转

小镇年产15亿顶帽子

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高

帽子产业链无奈向外延伸 确定全国首个制帽“国标”

200多企业却只3家有“名”

帽子——— 一种很小的
日用品，如今却在李哥庄镇
做成了产业链。

20日，记者走在李哥庄
镇的联谊大街上，随处可见
专卖帽子辅料的商店，有卖
帽舌芯、帽板的，也有做帽
子加工的，围绕制帽业，整
个李哥庄镇及周边村庄形
成了进料、电脑绣花、制线、
帽盖、帽扣生产销售等一系
列配套产业。“我们的帽子
产业链已经非常成熟，制帽
所有的原材料应有尽有，可
以说在这里足不出镇就能
造帽子。”胶州市制帽行业
商会会长高玉习说。

确如高玉习所言，现在
李哥庄镇共有帽盖、衬布、
制线、绣花、印花、包装箱及
包装袋、商标等生产企业和
机械销售企业达80多家，形
成了集辅料、刺绣、印花、包
装、缝纫设备销售维修于一
体的配套产业链条，制帽企
业足不出镇就可以得到所
有原辅材料供应。

20日上午，记者来到青
岛超杰制帽有限公司，3000

余平方米的厂房内一片忙
碌。一楼是原材料区和电脑
绣花作业区，一排十几台机
器，只有一个工人看着，通
过电脑控制所有的绣花都

是一个模样出来。在原材料
区，不仅有整批的布料，帽
衬、帽盖等材料也一应俱
全。在二楼可以看到帽子生
产的30多个环节，有缝帽衬
的、有填帽盖的，做帽衬的
女工卢女士说，她只负责这
一个环节，每天能加工三四
百打帽衬，月收入能达到
3000多元。

1985年，李哥庄镇第一
家合资企业——— 青岛飞龙
金冠帽厂落户后，李哥庄注
定跟帽子连在了一起。金冠
帽厂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分解，却带来了一个裂变的
产业链，厂内的部分技术、
业务骨干自立门户，裂变出
的制帽企业有十多家。

随后，李哥庄帽子产业
越做越大，政府参与在小窑
村附近规划了“制帽城”，帽
子厂的老板们又组建了制
帽商会。如今李哥庄镇上有
制帽及配套企业230余家，
规模以上制帽企业38家，年
销量过1亿打，去年年生产
帽子达到15亿顶，产值达40

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
42 . 2%。帽子产品以运动帽、
太阳帽为主，以海外市场为
主销方向，形成几十个系
列、上千种花色和品种帽
子。

制帽进入最后一道工序。

电脑绣花工艺一次可以加工几十顶帽子。

订单不断，制帽车间内一片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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