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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温州“国际时尚之都”对策研究
———从鞋服时尚产业角度分析
张 艳

（温州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发展时尚产业，建立时尚之都是温州轻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最佳路径，是温州城市转型发展的特色定位。但目前温州的城市时

尚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时尚之都”建设任重道远。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温州海外华侨资源、瓯越文化等特色优势，打造具有

自身特色的“国际时尚之都”，如何结合传统鞋服产业与新时代时尚元素，打造温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产业，夯实温州“国际时尚之

都”基础是本文研究重点。通过对时尚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时尚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为打造

温州“国际时尚之都”提供产业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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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年温州市委出台了《关于发展时尚产业，建设时尚之都的

决定》将其定义为推动产业和城市转型发展、特色发展的战略任务；
2017年温州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国际时尚智城”
战略部署；2018年提出培育千亿级时尚智造产业集群；2019-2020
年提出谋划打造温州 G104时尚走廊，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文
件；2019年，浙江省政府发布《浙江省大都市区建设规划》，提出温
州都市区建设“以国际时尚智造为特色的中国民营经济之都”也明
确指出温州在打造浙江时尚之都过程中，应当发挥的排头兵作用。
温州打造“国际时尚之都”是时代推动下的战略转型。而时尚之都的
建设要从时尚产业做起，2020年 7月，温州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又
提出加快培育国家级时尚智造产业集群。在打造温州“国际时尚之
都”，温州市政府重点对于温州的支柱性产业服装和鞋业提出了时
尚发展建议。2020年 2月《温州市传统制造业重塑计划》提出，鞋业
应以品牌化、时尚化、个性化为主攻方向努力建设成为国际鞋业的
时尚设计中心、智能制造中心和展览贸易中心推动“中国鞋都”向
“世界鞋都”发展。在服装产业，以时尚化、个性化、精品化为主攻方
向打响温州“中国服装时尚定制示范城市”区域品牌，争创中国时尚
服饰中心城市。2020年 12月《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
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版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深化鞋服两大产
业联盟试点的基础上，结合“G104时尚走廊”规划的实施，打造时尚
产业联盟，并同步推进区域品牌创建，打响鞋业、服装、眼镜等一批
时尚行业品牌知名度，努力培育形成温州“时尚产业”区域品牌为打
造温州“国际时尚之都”夯实产业基础。

发展时尚产业、建设时尚之都，对温州发挥独特优势和提升大
都市形象，形成未来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以时
尚之都定位的“时尚城市载体”方兴未艾，2019年，青岛、西安、威海
等各地政府出台系列时尚创意城市建设举措。2020《新时尚之都指
数报告》中国时尚城市排名前十二，温州并未上榜。结合时尚环境、
个人时尚和时尚产业为评价指标研究的温州时尚城市指数显示温
州的城市时尚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刘峰 2016）。温州的“国际时尚
之都”建设任重道远。

2 打造温州野国际时尚之都冶现状分析要要要基于产业角度分析
时尚产业是发展“国际时尚之都”的基础。时尚产业是以轻工业

为基础，温州鞋服产业占半壁江山，而如眼镜、打火机等产业占少，
制笔、印刷包装、塑料、锁具等不属于传统狭义时尚商品范畴。因此
本文以服装和鞋业代表温州地区时尚产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1 温州时尚产业规模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鞋服产业的可代表性，温州服装以梭织

服装、西装以及衬衣三个可统计口径加总获得。温州鞋类以温州皮
类鞋靴为代表。从图 1可见：温州鞋的产量在 2013年之后一直出现
缓慢减少的现象，到 2018年到了最低值 29837万双，2019年开始
出现回涨的现象，但是随着 2020年疫情的出现，温州的鞋业产量又
开始回跌。温州服装的产量正好相反，2013年之后一直出现缓慢增
加的趋势，同样在 2020年也是由于疫情出现了负增长影响。从鞋服
的增长率角度看，服装的整体增长率>0，鞋类的整体增长率<0。

图 1 2010-2019温州规模以上鞋服产量及产量增加率
资料来源院温州统计年鉴
2.2 时尚产业绿色发展分析
时尚产业要具备绿色可持续特性，同时时尚产业也是环境污染

最为严重的产业之一。温州时尚产业绿色发展分析从单位产值的能
耗量和综合能耗（吨标煤）进行分析。如图 2所示，从鞋服产值能耗
分析：温州鞋类产值能耗均值高于服装产业，并且温州鞋革鞋类能
耗从 2012至今没有能耗减少的趋势，依然属于高耗能产业，而温州
服装产业能耗指标数据一直维持在 0.02，到了 2019年反而出现了
能耗的降低。从鞋服综合能耗分析：温州鞋服产业的综合能耗并没
有明显的减少趋势，鞋类的上游产品鞋革能耗以及服装类上游产品
纺织业能耗都位居前列。

图 2 2012-2019温州鞋服产业综合耗能和产值耗能趋势图
2.3 温州时尚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1）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本文研究出口市场占有率以温州的

项目来源院2020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袁对接野一带一路野打造温州野国际时尚之都野对策研究袁项目号 20j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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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服产业出口占浙江省鞋服出口的比重，以及占中国鞋服出口比重
来表示温州鞋服出口市场占有率用来衡量温州鞋服产业在浙江省
和在中国出口竞争力的现况。从图 3分析可见：第一，温州鞋类在浙
江省的出口占有率维持在 50%左右，不可否认，温州制鞋业在浙江
省是极具重要产业地位的。但是该比重从 2010 年的 62.51%到
2016年的 44.49%再到 2019年的 51.90%，整体是产业地位不再具
有当年风光。第二，温州鞋类在中国的出口占有率从 2011年的
36.88%到 2019年的 9.48%，温州鞋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出现了竞争
危机。第三，温州服装在浙江省的出口占有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5%的水平，在全国的比例仅为 1%。温州服装产业在浙江省乃至全
国的出口市场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
（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本文研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

以温州鞋服出口额在温州出口总额的占比与浙江（中国）鞋服出口
额在浙江（中国）出口总额占比之间的比重。该指标用来表示温州鞋
服产业在浙江（中国）是否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大于 2.5，表
示为极强国际竞争力；指数 1.25-2.5之间，说明较强国际竞争力；指
数 0.8-1.25之间，表示中等国际竞争力；低于 0.8，表明较弱国际竞
争力。如图 4分析可见：第一，温州鞋类在浙江范围内该指数较为平
稳维持在 7.6的均值，说明温州制鞋在浙江范围内具有极强的国际
竞争力。第二，温州鞋类在全国范围内该指数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
势。在 2011年该指数达到了 38.75，到了 2019年该指数急速下降为
9.7.虽然温州制鞋在全国范围依然保持极强国际竞争力，但是远不
如当初的辉煌。第三，温州服装在浙江范围内该指数基本维稳均值
为 0.79，国际竞争力偏弱，在全国范围内该指数基本维稳均值为
1.28，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温州的制鞋业在浙江乃至全
国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温州鞋业依然是浙江鞋业的龙头老大，
但是温州鞋业在全国范围内却遭遇了强劲的竞争。浙江作为服装大
省，温州服装业在浙江省内并不具备有力的竞争力。

图 3 2010-2019温州鞋服出口市场占有率趋势图

图 4 2010-2019温州鞋服产业显示性比较指数优势趋势图
2.4 温州时尚品牌国际化现状分析
近年来，温州时尚品牌也已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拓展。温州

时尚企业加大在欧洲品牌收购、设计合作，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一批
新生代温州时尚品牌进驻巴黎、米兰、东京等国际时尚之都的高端

时尚街区。温州人还造就了意大利普拉托的“快时尚”和巴黎温商时
装批发业。森马携手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 C.J.1.YAO登陆纽约时装
周，代理了德国 marc O，polo品牌与韩国女装 it michaa合营，入股
了美国设计师品牌 JASON WU。奥康先后与 GEOX、万利威德、斯凯
奇等国外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2017年奥康借力“一带一路”，与
比利时鞋服巨头 Cortina以及印度知名户外品牌 Woodland正式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全球鞋服行业发展新态势。连续十三年稳
居浙江鞋类出口第一的金帝鞋业，2020年 2亿元投资缅甸，是金帝
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子的第一家海外生产基地。

品牌的国际化同时也遭遇了一定的风险。2018年森马服饰海
外收购欧洲领先的中高端童装集团———Kidiliz集团。然而受限于欧
洲童装市场滞涨格局，Kidiliz集团增长本就有限，盈利不佳。2020
年 9月，森马服饰不得不亏损剥离此项收购不久的业务。报喜鸟服
饰聘请意大利设计师担任工艺首席，2016年与德国 SAP软件供应
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助力报喜鸟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转型。在上海设立国际贸易部，发展国际营销，在国外设立营销公
司、开设专卖店等进行国际品牌推广。但是，国际品牌代理没有运作
得很理想。多品牌进展较慢。奥康同样遇到了利润逐年下滑现象，
2019年成为奥康上市以来首次扣非亏损，而将生物医药作为奥康
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反哺于奥康制鞋。

温州的鞋服品牌国际化依然以出口数量和价格取胜，品牌在产
品款式、品牌、营销、技术开发、企业规模和战略等方面均处于下风。
温州鞋服企业在与世界品牌合作中，更多充当的是 OEM的角色，无
法以一个真正的品牌形象与之争锋。2021年新疆棉时间的持续发
酵，国产品牌纷纷发布公告力挺新疆棉，成为了国产品牌替代洋品
牌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新契机。

3 温州时尚产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温州时尚产业现状分析中，发现温州的鞋服时尚产业产量和出

口规模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相比于 2013年的辉煌时间还是存在着
较大的差距。鞋业虽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竞争力也存在着下
降现象而且依然属于高耗能产业，服装业市场回暖但是竞争较大，
温州服装并不具备显性优势。时尚产业国际化危与机并存，依然以
数量和价格取胜，走出去方式单一传统，鞋服时尚品牌效应不显著。
通过现状分析以及现阶段时尚产业的市场变化，分析目前温州时尚
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数字时代下新的竞争环境变革快，适应力差
2020的疫情加速了鞋服产业的优胜劣汰，在数字时代的洗礼

中许多鞋服企业在新竞争生态中掉队，逐步倒闭和退出市场。面对
急速发展起来的 Zara、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以及互联网数字化的
运营，以顾客体验为主的生产、设计、销售理念的转变导致曾经风靡
一时的时尚品牌逐渐没落淡出视线。不走寻常路的美特斯邦威在
2020年关闭了 785家店，亏损 8.25亿，负债 41亿。被权威部门评为
“中国真皮鞋王”的吉尔达、东艺和多尔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被评为“中国真皮名鞋”的飞鸵、杰豪、澳伦、惠特、邦赛光芒也暗淡
了许多。许多时尚品牌有的黯然失色，有的在新生代品牌的挤压下
苦苦挣扎。无法适应新竞争环境就面临着淘汰的危险，而传统的鞋
服产业特别是温州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更新慢，适应新环境和新竞争
的应变能力差，容易面临淘汰的可能。

3.2 生产成本高，品牌出走现象凸显
近年来随着城市拆迁、建设、发展的脚步加快导致外来务工人

员必须承受日益增长的房租等生活成本，科技发展互联网运营衍生
出的多元化择业，中西部地区营商就业环境的提升带来了更多的机
遇，导致温州外来务工人员明显的缩减。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教育
水平提高，劳务工资的普遍上涨使得温州地区企业用人成本提高，
企业招工难，生产成本高是温州中小型民营企业遭遇的普遍问题。
温州以外地区政策红利吸引加上温州自身成本的增加，导致温州鞋
服产业生产向中西部转移，研发设计向一线城市转移现象，温州优
质品牌纷纷出走，削弱了温州鞋服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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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缺乏绿色可持续的时尚产业生产和营销理念
温州时尚企业数量依然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重盈利轻责任是中

小型企业的短见。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环保要求将成为制约时尚
企业转型发展的致命点。时尚产业向来是环境污染的一大制造者，
温州制鞋业高耗能、高污染在近些年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温
州服装产业能耗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纺织上游的污染依然存在。随着
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消费观念的转变，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保护地球的理性选择，同时全球各国对环保要求
的不断提高，将会提出更为苛刻的环保要求，而温州时尚企业大部
分中小企业依然是传统的高耗能、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缺少可持续
绿色环保意识，只有敏锐的捕捉到可持续和绿色的趋势并将其付之
行动才能避免淘汰出局。

3.4 研发投入不足，处于产业中低端
鞋服产业属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准入门槛较低，曾经

以价格和数量取胜的竞争模式导致中小企业同质低价竞争的局面。
除了头部企业在设计研发，智能制造方面的投入外，温州大部分企
业依然处于无品牌，无研发，缺乏高端制造能力的价值链低端。对用
工依赖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淘汰和转型成
为了两个必然。

3.5 时尚品牌国际化发展缓慢
温州的鞋服品牌来说，很多企业选择单一的为国外品牌做代加

工，无法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也有企业虽然 OEM（贴牌）到 ODM（来
单设计）转变，但设计依然仅限于中低端产品的研发设计。这两种方
式所建立的主要是鞋服企业的出口优势而非品牌优势。温州鞋服品
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整体较低。能以自由品牌走出去的
鞋服企业又可能遭遇国际市场认识不足，管理不力等内在因素问
题，能以持续性品牌进行国际化发展的企业也只是凤毛麟角。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数量、价格”取胜的不健康发展态势中，国外对中国
制造产生了廉价的错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模仿设计严重，维
权成本高也极大阻碍了自主品牌的提升及国际化的步伐。

3.6 时尚产业走出去遭遇国际环境恶化的挑战
2020年的疫情是制约温州时尚产业走出的最大变数，疫情下

各国的封闭保护贸易政策下，导致鞋服产业出口规模急剧下滑，温
州中小企业敏锐的市场眼光开始转型投入生产口罩、防护服等医疗
物资，同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外贸出口转转内销现象导致时尚产业
走出去步伐停滞。中美关系僵化，贸易摩擦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在“中国威胁论”的鼓吹下通过经济手段实行其政治目的造成
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保护壁垒，欧洲发达国家包括以印度、巴西、秘
鲁的“一带一路”高筑贸易壁垒，抵触中国文化，使得温州的鞋服产
业走出去受到一定的排斥。
“后疫情”时代温州的鞋服产业遭遇到国内数字化变革和国外

环境恶化的双重夹击，再加上整体企业自身素质不够，长远可持续
性意识不强，导致温州鞋服企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走出去步伐缓
慢，国际竞争力不强，缺乏品牌核心竞争力。

4 建立温州野国际时尚之都冶的对策分析
而温州强大的鞋服产业是打造“国际时尚之都”的工业基础。疫

情推动了温州鞋服企业的变革，变革也意味着新的生机与机遇。意
识到温州鞋服企业存在的问题，如何转型涅槃，是“后疫情”时代，温
州鞋服企业急需思考的问题。

4.1 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设计、生产、营销新商业模式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成为了主旋律，企业要紧跟时代利用数

据优势对自身的设计、生产、营销三个环节进行提升。在设计上：利
用大数据挖掘潮流趋势与消费者的喜好，以消费者为中心做出设计
生产决策，让设计研发有的放矢不再盲目跟从。在生产上：引入国外
先进设备实现机器替代人的流水线智能化生产。开启时尚定制的高
端化生产，利用虚拟技术，数据战略，及搭建产业链企业精准衔接的
平台，推广时尚定制特色，让温州时尚产业向高端化转型。在营销
上：线下实体店的大量关闭验证了营销新模式的到来，网络营销在

疫情期间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国内线上电商、直播、社群、微商
等备受推崇，在对外营销上，海外直播，网交会等模式开始海外新营
销。体验式营销将成为新趋势：线下体验线上销售这种体验式营销
将成为未来新趋势，温州不少时尚品牌商开始了线下体验店。线上
体验营销也将越来越成熟，VR等虚拟技术的发展将会取代线下体
验完成体验营销。

4.2 结合“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实行多元化走出去战略
充分理解和把握外部政策，借助政策红利实现国际化转型。第

一，生产走出去：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本优势，实现鞋服产业
中低端制造环节的国际化转移。第二，营销走出去：借助跨境电商平
台和大数据技术打开国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收购“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成熟品牌，进行资源整合，利用成熟的营销网络带动自由
品牌的国际认识度。第三，设计走出去：鞋服时尚产业的灵魂在于设
计与研发，在海外建立产品设计研发中心，与成熟的国际鞋服品牌
或知名设计师合作研发，提高产品从服装到时装的转变，从皮鞋到
潮鞋的过渡。本国优秀设计师走出去，通过个展，竞赛活动等提高本
国设计师的个人设计实力与魅力，培养本国的设计师品牌。第四，品
牌走出去：抓住“一带一路”国家鞋服定位的空白注册商标，利用营
销活动，时尚展会，文化交流等活动，打响温州高端时尚品牌的知名
度。

4.3 结合绿色可持续发展观培养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理念
时尚的发展模式，是将绿色环保、满足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求

与商业利益三者兼顾统筹发展，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意。时尚企
业具有绿色可持续理念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是体现企业文化价
值所在，这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必将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和社
会的认同。

绿色时尚、可持续设计已经成为当下众多服装品牌产品设计的
首选。契合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导向避免鞋服产业生产上的库存积压
资源浪费，同时根据环保要求对上游原料提供商进行合理选择。中
游生产制造过程摒弃传统的高劳动密集度和高耗能的方式向节能，
清洁智造进行转型升级，通过在原材料、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创新，推
动可持续转型。下游营销中时尚企业要更加努力培养自身“绿色环
保”的形象，开展旧衣回收再利用、降低碳排放、发布可持续发展报
告等。重塑责任理念，以强烈的社会责任理念重新谋划时尚企业发
展之道。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时尚企业，不但要培养企业社
会责任感和绿色可持续理念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和产品去
传递绿色和可持续的消费理念。

4.4 结合温商抱团精神整合资源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温州鞋服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转型升级困

难，研发投入不足在变革的时代不抱团取暖就可能面临着淘汰风
险。抱团精神，企业之间不再以零和的方式进行相互竞争博弈，而是
从双赢的角度思考协同合作。第一，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头引领作
用。强化行业“手拉手”，鼓励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协作配套、抱团发
展，充分发挥龙头引领带动作用。从单打独斗到结盟共生，形成企业
间的互补，资源高度整合，时尚产业才能整体的提升。当外面变革的
寒流滚滚，而中小企业应对困难时，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就是抱
团取暖，各取所长。第二，要发挥行业协会沟通协调作用。行业协会
的功能弱化，积极性不强，中小企业的凝心力不足，抱团意识和抱团
行为实施力度不强，因此应该重组和恢复行业协会功能，发挥行业
协会的积极沟通协调作用。职能部门带头组织鞋服时尚行业协会的
重组和恢复工作，以在政府与企业间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政企沟
通渠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此外，行业协会也要积极发
挥平台优势，为企业提供人脉、信息以及技术上的支持，促进企业间
的交流、协调与合作，提升鞋服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

4.5 结合温州时尚文化打造温州国际性时尚品牌
时尚产品购买不仅仅买的是产品的本身还是产品所赋予的内

在文化和价值。而往往具有文化底蕴和价值的产品同样具有更高的
附加经济价值。将温州的时尚品牌赋予文化价值是温州品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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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形式，以产品文化和价值取胜的品牌也将具有不可比拟的核
心竞争力。

温州的瓯越文化是具有引领时尚、推崇时尚、体验时尚的文化。
温州瓯越文化其蕴含的“闯”的秉性、“创”的精神、“实”的理性、“容”
的胸襟是孕育时尚文化的传统基因。敢闯敢拼，务实创新，具有领潮
流之先的率先意识，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开放心态这是发展时尚产
业、建设时尚之都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温州人新潮、前卫，对时
尚文化、时尚产品、时尚消费有着与众不同的推崇和偏好，这为发展
时尚产业、建设时尚之都定下了时尚基调、营造了时尚氛围。让温州
瓯越文化融入到温州时尚品牌中，以品牌的内在价值和文化底蕴吸
引消费者打造国际性的影响力是品牌国际化的最高追求。温州鞋业
的历史悠久，具有鞋博物馆，鞋文化公园，缝合鞋技艺的非遗传承等
等通过对温州鞋业文化的传播，温州品牌与文化的融合，让国际上
对温州鞋曾经的中低端定位发生转变，具有历史传承，务实创新是
温州文化赋予温州鞋业品牌的价值，通过文化传播让国际重新定位
温州时尚产品，吸引追求内在文化的消费者，让温州品牌以文化内
涵重新立足于国际市场，获得重新的定位认提高品牌的形象和知名
度。

4.6 结合温州时尚环境建设提升时尚产业集聚
近年来，温州政府在推进“国际时尚之都”战略转型中时尚环境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温州 G104时尚走廊建设规划》标志温州时尚
环境建设驶入了快车道。对标时尚都市建设温州开展时尚产业园建
设：鹿城区的“中国鞋都”、鹿城鞋艺小镇，瓯海区仙岩的温州数字时
尚产业园、“中国服装时尚定制示范基地“，龙湾的时尚女鞋、精品男
装重要生产基地，永嘉瓯北时尚智造区，国际鞋革制造基地、尚服装
辅料创新基地。政府打造建设“时尚一条街““时尚产品定制街““月
光经济休闲街区“等一批时尚特色街区，配套特色设计中心，已获批
7个产业获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等。这些时尚环境的建设，
政府需要积极引导产业集群，发挥 1+1>2的集群效应，解决企业发

展瓶颈提升时尚产业整体影响力。
4.7 结合温商资源提升温州时尚影响力
遍布全球的温商资源是温州特色优势，温商资源具有强大的资

金吸附能力，强大的时尚营销网络、海外高端的时尚专业人才集聚
力，汇聚全球的信息流以及海外时尚华文媒体的影响力。利用温商
资源提升时尚影响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温商资源协助温
州时尚走出去：通过温商对海外市场的了解，海外营销网络的熟悉，
海外风险的把控，海外资金的整合以及海外媒体的传播建立温商时
尚产业协会，协助温州时尚品牌走出去的步伐更快，更稳，更久。第
二，温商资源协助时尚资源引进来：借助世界温州人大会，世界温州
人家园，华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吸引温商回归协力打造温州时尚产
业升级。借助海外温商资源，推动时尚产业人才交流，时尚产业技术
合作，时尚产业理念分享等引进国外先进的研发、技术，时尚发展理
念以及专业的时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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