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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在近日举办的2023中国国际服装服

饰博览会（秋季）上，不少单项冠军企业

亮相其中。主办方特别选取了行业专注

单品的供应链企业，这些企业有的聚焦

柔性制造，有的在衬衫、羊绒大衣、户外

防晒等领域深耕数十年，以专精特新为

特色，并为这些企业及服装品牌、设计师

品牌提供精准对接，助力行业开拓市场，

走协同创新发展之路。

我国是服装业生产和消费大国。天

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服装制造相关

企业 154.7万余家，其中今年 1月~8月就

新增注册企业 20.8 万余家，较去年同期

增长31.6%。

事实上，我国的服装行业也正在面

临着挑战。一方面，随着生产成本的上

升，一些中低端服装制造业正在向海外

迁移，另一方面，随着“新零售”的消费升

级，以及 95 后乃至 00 后消费者不断成

长，其服装消费理念和消费意识都较过

往消费群体有所不同，市场需求正在发

生变化。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服装数量

上的丰富，而是服装质量上的上乘、设计

上的时尚新颖。

我国许多服装企业，最初是以代加

工的形式发展起来，而后逐渐有了自己

的品牌，具备了一定的产能，经营导向是

以产量为主的。这是因为，面对庞大的

市场以及变换的四季，产量及时跟上去

才能占据市场，即便进军海外市场也是

如此套路。但这样的模式正在发生变

化，服装的终端消费渠道早已从商铺变

成了线上，消费者对于个性化、多元化的

服装消费需求日益上升，这就迫切需要，

服装行业及时调整经营导向，从以产量

为主向以利润率更高的设计为主转型。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从过去大规模

流水线生产到逐步个性化定制生产，其

不仅需要调整企业理念，从以产品为中

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移，更要通过数字

化方式提升生产效率，将制造与服务有

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构建设计

团队，为产品注入何种设计理念，如何避

免与同行同质化竞争，都考验着经营者

的智慧。

另外，服装行业涉及上下游相关企业的联动，如何利

用好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相关技术和信息的精准对接和

有效分享，也是值得思考的。当然，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其

产品面对的目标消费群体有异，在具体转型升级策略上还

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从最初做代加工产品出海，到如

今开始出口本土品牌的服装产品，国内服装企业在海外

市场上，也要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逐步扩大在海外中高

档服装市场的份额。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设计理念

中融入海外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本土特色，并将这些特色

在实际生产中付诸实践，也将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差

异化竞争力。

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增加城市垃圾处理负担，更是导致了消费者实际利益受损

让包装“瘦身”成为新风潮

会展为新疆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阅 读 提 示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下，企业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回产品本身，通过提升商品的

“里子”，赢得更多消费者认可。

本报记者 李国

近日，重庆市场监管部门对江北九村茶

叶市场开展过度包装集中检查，对 5 款疑似

过度包装的茶叶进行检验发现，其中 3 款为

包装空隙率不合格，1款为包装层数不合格，

并对商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中秋临近，浙江宁波市日前发出首份月

饼礼盒过度包装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商家

将“过度包装的月饼”下架，并退回生产厂家。

9月 1日开始，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新修订发布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

品和化妆品》正式施行，责令商家将“过度包

装的产品”退回生产企业或成常态。

过度包装就是“买椟还珠”

“下单一时爽，一堆货送到家后却有了麻

烦——拆不动了。”家住重庆九龙坡区的林女

士 9月 9日向记者“吐槽”说，面对里三层外三

层的包装无从下手，只能动用剪刀，采取“快

刀斩乱麻”的方式拆开，最后处理这堆包装垃

圾也让人头疼。

“食品化妆品包装新国标”的要义再清楚

不过，就是要直击包装乱象，让产品回归食品

和文化本位，让消费市场呈现风清气正的新气

象。行业人士称，禁令刚刚推出，还有企业顶

风作案，就是把禁令当成了耳旁风。终结包装

乱象，就需要让禁令是“铁嘴铜牙”，只有处罚

的标准“真的疼了”才能让“过度包装”长记性。

记者在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自媒体发布

的草莓“黑金礼盒”的拆箱视频上看到，总长

42秒的视频中，拆箱过程占了 37秒。铝膜保

温袋、泡沫箱、塑封袋、精装纸盒、抽真空锁鲜

袋、海绵开孔垫、塑料托盘……精装礼盒从里

到外包裹了 7层。

“过度包装不是治不好，关键在于过去监

管力度不够，执法力度不够。现在，过度包装

已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重庆工商大学莫远

明教授认为，新标准严格限定了包装层数，修

改了包装空隙率限量要求及计算方法，增加了

外包装体积检测、判定规则和不同商品的必要

空间系数。凡包装体积明显超过商品本身的

10%、包装费用明显超出商品价格的 30%，就可

判定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欺诈”。

过度包装缘何屡禁不止

一瓶 30克的护手霜，被五颜六色的拉菲

草“淹没”，装在精美的盒子里，盒子外面套着

充气包装，充气包装又被套在普通纸盒里;一
盒几十克的茶叶，被均匀分装在多个漂亮的

瓶子里，泡沫、隔板、纸盒层层包裹……这种

过度包装，在生活中很常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表面上看，过度包

装是商家的原因。一方面为了吸引顾客，另

一方面是怕快递员暴力分拣，为了保证商品

不被退货，商家只得通过加强包装来避免损

坏。看起来是商家躺着“中枪”，但商家的私

心同样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度包装也是

商家以次充好的手段之一。

精致、高档、小众，这些形容词附加在商

品上，会激起部分消费者的兴趣，商家正是抓

住了消费者对商品“包装好，档次就会高”的

消费心理，为了迎合其追求仪式感、高级感的

消费体验，令过度包装变得盛行。

“按照新标准，茶叶包装不能超过四层，

包装成本小于等于整体售价的 20%。”重庆市

场监管局解放碑所书记、副所长张载荣 9 月

10 日对记者说，标准按照包装内单件物品的

净含量，对包装空隙率做了详细规定：“比如

一罐茶叶的净含量大于 50克，将这罐茶叶包

装在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的空隙率就要小

于等于 30%。”

逐利是商家的天性，提高商品的“颜值”

也属正常，但过度包装就是缘木求鱼、本末倒

置。商家与其在过度包装上下功夫，不如在

包装材质上搞创新，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

降解的材料，既节约了成本，又增加了卖点。

一些企业也存在对包装环节估计不足

的问题，不经意间“包装过猛”。“为应对仓

储、运输、销售各个环节中可能遇到的磕碰

和损坏，商家对商品进行保护性包装是必要

的。”重庆皖渝包装公司董事长刘成云说，一

些小型包装企业对包装的把控能力偏弱，容

易导致为提升安全系数而过度包装的情况。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

市生活垃圾的 30%~40%，在这些包装废弃物

中，大部分是过度包装产生的。而且，过度包

装所产生的成本最终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加重消费者的负担。随着人们环保理念

和理性消费意识的提升，商品过度包装成为

亟须解决的问题。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瘦身”？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商品过度包装

问题研究和消费者感知调查报告》显示，

80.7%的消费者反对过度包装，买到疑似过度

包装商品的消费者中，71.3%的人认为自己受

到欺骗。调查还显示，大型商超和品牌电商

渠道销售的商品过度包装问题较为突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今年 4月起，多

地展开过度包装查处行动。截至目前，浙江

已出动执法人员 2.3万人次，查封扣押违法包

装 1.59 万个，纠正查处茶叶过度包装等问题

548个；福建约谈属地电商 22次，出具整改通

知书 155份；四川开展执法者普法 2705次，发

布反对过度包装公益广告 4748次，企业签订

承诺书 1715份……

“企业负担小了，消费者实惠多了。”重庆

冠生园月饼公司负责人刘瑞端告诉记者，整治

过度包装对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大有裨

益。可以让企业将注意力回归到月饼本身的

品质上，而不是用包装去吸引消费者，形成良

性竞争。“我们现在会把更多的山城‘民族风’元

素融入包装，让包装更有文化味和地方特色。”

“只有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包装废弃

物产生，让监管部门、执法部门、商家、消费者

达成共识，多方发力抵制过度包装，才能营造

健康绿色的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

术司副司长魏宏表示，对消费者而言，可以

“一看、二问、三算”：即通过看包装材质、问包

装层数、估算包装体积是否超标等方式，判断

商品是否过度包装，避免选购过度包装的商

品，以“用脚投票”的方式遏制过度包装。

在大众普遍印象中，奢侈品、月饼、保健

品等是过度包装问题较多的品类。中消协

人士表示，当前有关部门正在针对食用农产

品、茶叶制定限制过度包装强制标准，针对

玩具、婴童产品、电子产品制定限制过度包

装推荐性标准。提升消费者对商品过度包

装治理效果感知，畅通维权渠道，查处案例

宣传更接地气。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坦

言，食品化妆品包装新国标，提高了执法的适

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长远来看，有必要

结合有效的、成功的政策经验，制定相关行政

法规，对过度包装进行规制。条例施行后，结

合实践效果加以完善，最后上升为法律。

天眼查数据显示，全国现存食品包装相

关企业 9000 余家。在中国包装联合会质量

标准部副部长范紫薇看来，包装的创新也很

重要。联合会利用包装行业科技奖、研发中

心等平台，推动包装企业利用可再生材料、可

降解材料、可回收材料等，开发出更环保的包

装方式。

张载荣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

会提前做好节前和节日期间的执法检查监

管，紧盯流通环节，严格商品包装管理，强化

行政执法，持续巩固治理成果。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借助商博会平台，不仅让本地特色产品

走了出去，还带来很多高科技产品，让我收获

满满。”前不久，2023（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

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参展商林梦彬谈

道，为了参加这次展览，自己做足了准备。

今年以来，新疆掀起了一场场会展热潮，涉

及农业、汽车、家具家电等多个领域。一场场展

会，催生出无数商机，促进了新疆产业发展。

为企业搭建交流平台

“如果不是现场打开，我真以为这份抓饭

是现做出来的，好吃！”在 2023（中国）亚欧商

品贸易博览会现场，游客马春迎正品尝着“新

疆抓饭”预制菜。

作为今年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新品，预制

菜吸引了不少展商前来咨询。展台前不止有

抓饭预制菜，还有椒麻鸡、鸽子汤、胡辣羊蹄等

新疆地标的预制菜产品，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口

味需求，客商们取阅宣传册、扫描二维码、与现

场人员交流沟通，深入了解新疆预制菜。

“借助商博会平台，我们已经成功对接了

60 多家国内外合作企业，签约金额达 500 万

元。”新疆百成鲜食集团常务副总裁王军霞说。

据了解，此次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共有

来自国内 26 个省区市和境外 4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38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各具特色的

美食、前沿的科技产品的农产品，让本届展会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充满了吸引力。

“我们对产品进行了简单加工，做了一些

水果捞、纯奶冰淇淋，吸引了不少人，目前已

经与 30 多位客户洽谈了合作。”新疆石河子

花园乳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代玉召说。

新疆会展企业发展迅速。天眼查数据显

示，目前新疆有会展相关企业 6.6 万余家，今

年以来新增企业 1.4万余家，与 2022年同期相

比增长 19.9%。除了食品及农产品外，新疆以

展会为媒，催生了各领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这是一款康养机器人，能代替技师帮助

人们放松身体，缓解疲劳。”哈工元气空间乌

鲁木齐水磨沟店店长林梦彬说。

作为第一家入驻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的哈

工元气空间店店长，林梦彬很高兴能够参加商

博会，“展会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能将产品

和服务推广出去，吸引更多顾客到店体验”。

展出科技带动发展

会展是一次灵感碰撞，更是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

86 米长臂架混凝土泵车、大跨度举高喷

射消防车、越野起重机……展台上，三一西北

重工有限公司带着新疆市场明星产品模型件

首次登上商博会平台。

“就拿这款越野起重机来说，它可以适应

非铺装路面更复杂的路况，比起普通起重机

有更多的使用场景，可以运用在新疆桥梁、盘

山路等道路建设中。”三一西北重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仝清波说。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以会展为媒，科

技创新的步伐不断深入各行各业。

早在今年 5 月 25 日，2023 新疆农业机械

展览会、首届“一带一路”智慧农业论坛、中国

（西部）现代农业投入品展览会在新疆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来自全球 600 多家知名农机企

业带着 6000多个农机品种参展，现场展示了

1.1万多台先进农机装备。

展会中展出的国产采棉机、智能拖拉机、

农机自动驾驶等高科技农业装备，为新兴农

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打开了新局面。其中，

国产采棉机吸引了不少人关注，一台 6 行采

棉机的工作效率能顶上 300个熟练采棉工。

“这么多先进的农机设备，让我们更深入

的了解现在先进的农业技术，为未来的深入

合作奠定了技术基础。”展商张春源说。

同样，在 3 月举办的 2023 新疆暖通展览

会、泵阀管道及水处理设备展览会上，来自广

东、河南等近 600多家暖通企业携千余种产品

集中亮相，展示了供热供暖采暖及技术、空调

及新风设备、保温隔热材料等产品，以及行业

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助力西北市场“清洁采暖”。

开放平台更值得期待

今年商博会是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参展最齐

全的一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巴基斯坦等纷纷前来参会，寻找更多合作商。

在哈萨克斯坦国家馆，展台除了展示当

地丰富的旅游资源、现场进行美食烹饪表演，

还带来了包括果酱、蜂蜜、葡萄酒、肉制品等

百余种产品，而巴基斯坦国家馆，芒果推介活

动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12 家芒果供应商带

着特色芒果前来参展。

哈萨克斯坦国家馆展台负责人哈德别克·加

棱表示，希望通过展会能更好的推介哈萨克斯

坦特色优质商品，辐射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今年我们报名晚了一步，只有最后两个

展台，希望明年能争取到一号馆，将我们的产

品拿出来。”上海融融家纺外贸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卫民说，希望明年能够向中亚推广更多

中高档产品。

不仅是展商，前来参观的市民也对展会

有了更多期待。“我也是朋友介绍来的，逛了

一圈，不仅收购了很多精美产品，还增长了见

识，以后我会更关注展会消息，开阔眼界。”市

民孙弟银说。

一次开放展会，一次经济增长。据了解，

此次商博会共签订经贸合作项目 360 个、金

额 5210.37亿元，并且现场群众关注度和参与

度高涨，观展逛展群众超 10 万人次，现场实

际销售额超过 1亿元。“这次带来的玩具基本

销售一空，让我看到了新疆在益智玩具课程

培训上的广阔市场前景。”来自台湾的客商高

忠清说，“展出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当地人

的热情，希望未来能够增进更多交流”。

本报记者 赖志凯

以新发地为代表的都市农产品市场，探索绿色化、集约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以玉泉营街道草桥村为代表的花卉产

业，从传统种植和实体门店销售向研发、展示、电子交易中心

转型升级；以东铁匠营街道泊寓院儿成寿寺社区为代表的集

租房项目，打造“创业沙龙平台”新型社区，实现“集体经济+
创业空间”融合发展新模式……高端商务服务业、休闲农业、

文旅产业等，正在成为北京市丰台区农村集体产业发展的“关

键增量”。

前不久，丰台区推动农村地区高质量倍增发展创新发布

活动暨 2023村书记论坛（第 1期）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丰台

区推动农村地区高质量倍增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丰台区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街道管村”工作的实

施意见》正式发布，力争到 2025 年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平均年

增长 5%，进一步盘活用好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推动集

体经济从“瓦片经济”向“楼宇经济、服务经济、平台经济”转型

升级，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提速增效。

“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丰台部分集体产业已疏解或

拆迁腾退，集体产业面临过渡期难题，为实现农村集体经济高

质量倍增发展，势必要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盘活用好农村集体

资金、资产、资源，推动集体经济量质齐升。”丰台区委农工委

书记、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阳表示，《丰台区推动农村地区高质

量倍增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应运而生”。

行动计划从智慧农业、产业协同、城乡一体化、政策改革

创新四方面，提出 20项重点任务，明确要以“推进产业高效开

放发展”为主线，以深化区域“三农”领域改革创新为引擎，以

完善农村集体监管服务体系为保障，进一步释放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供给，加强重点功能区带动，提升农村发展能级，

实现农村地区高质量倍增追赶。

其中，涉及到智慧农业、产业协同方面的重点任务共 11
条。丰台区明确提出要加强都市智慧农业体系建设，优化张

家坟农业园区等智慧场景建设；做大做强现代种业产业，挖掘

“良种”内在潜力，挂牌成立“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优质粳稻育繁种基地”。推进都市休闲产业融合发展，拓展

“畅游京郊”“京华乡韵”等品牌建设。推进传统市场转型升

级，支持新发地市场发展净菜、预制菜生产加工项目。加快

“生活场景+鲜花”新业态发展，支持花乡花木集团做大“北京

花卉”产业链数字平台。

“到 2025 年，丰台区农村集体经济平均年增长 5%。”丰台

区提出农村地区高质量倍增发展目标，将把农村集体产业圈

层打造成为聚集金融科技、高端商务、人才资源、绿色宜居等

高端要素和孵化基地的聚集区,河东河西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成为彰显首都优势经济、平台经济、服务经济活力的高品质示

范区。

从“瓦片经济”向“楼宇经济、服务经济、平台经济”转型升级

北京丰台推动农村经济增长赋能乡村振兴
9月 9日，浙江舟山长宏国际定海区船

舶修造产业基地，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船舶
订单。近年来，舟山市发挥区域优势，大力
发展船舶修造产业基地，通过完善船舶配套
产业链，形成了要素齐全、产业链条完整、产
业分布集中的船舶产业集群，有效带动了当
地经济发展和船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据中国船舶行业运行情况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
增长。实现了我国造船业国际市场新接订
单量的新突破，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中
获得更大主动权。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开足马力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