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今日，在老湘潭人心目中，湘
潭布市仍是一个根深蒂固且挥之不去
的情结。人们追问：当年的“中南布市
一枝花”何时能够归来？

早在2016年，身为政协委员的刘
立就凭借其对市场的熟稔和对行业发
展趋势的把握提出“重构‘湘潭布市’的
市场价值及品牌效应”。在这份专题报
告中，他响亮地喊出“将‘湘潭布市场’
当做一个市场品牌，重振湘潭布市辉
煌”的口号。他建议在遵循市场规律的
前提下，应将分散的市场逐步整合，形
成合力，强化和推广“湘潭布市”的品牌
效应。在政府层面，应给予相关政策与
法制指导，加快行政审批审核速度，拓
宽投融资渠道的许可，加大用工用地支
持。甚至，以政府的名义，举办关于湘
潭布市发展的商务论坛，为重振湘潭布
市提供强大的理论舆论支持。

市商务局也在2019年的一份《湘
潭布市发展专题汇报》中提出了类似的
观点，希望“再创湘潭布市辉煌”。在对
三桥布市当时计划打造红叶窗帘城二
期工程——轻纺产品电商孵化基地和
轻纺产品展览中心表示支持后，该报告
提出建议：政府应制定扶持政策，引导
湘潭布市健康发展……优先安排湘潭
布市用地计划并享受工业园区用地政
策，确保湘潭布市扩大经营场地，完成
湘潭布市的全部整合统一。

对于“重现布市辉煌”这一说法，文
清华并不赞同。他始终认为，湘潭布市
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往，“错过了就不会
再来”。他希望社会各界都理性面对现
实，找准正确方向发力。赵永健也表示

“当年（湘潭老布市关闭前）其实正是湘
潭布市形成产业链的最好时期，错过了
的确很可惜”，不过他相信事在人为，湘
潭布市不会一直埋没沉沦。

“现在我每天都在通过各种方式研
究这个市场。”赵永健认真地说，“我觉
得如果真正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布市
产业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他拿床
上用品举例说，目前湘潭的布市交易量
基本是靠窗帘和面料支撑，床上用品所
占份额较小，“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升，即使保守估算，湘潭市民床上
用品的需求量一年也至少是几个亿，零
售远超过窗帘。”在他的“升级扩张”计
划里，将利用三桥布市周边约10亩空
置地块作为配套用地，打造面料生产嫁
接创意技术以及仓储、加工、销售一条
龙产业链服务基地。此外，还有一个专
业床上用品城的整套思路，“我将首先
吸引湘潭乃至长株潭的床上用品实力
商家，再通过我的浙商优势撬动沿海优
质资源，重构产业链，打出床上用品的
湘潭品牌来。”他承认，重构产业链以带
动湘潭经济绝非“一日之功”，但仍豪气
干云地表示，“给我20年时间，完全可
以将湘潭的布市销售额做到100个亿，
至于带动的链上产业有多少，你们可以
自己去算！”

岳塘国际布艺轻纺城也提出了一
个类似的“布艺自救计划”，想要打造产
业“一条龙”。不过，他们也承认，实施
起来并不容易。市场配套和人气的不
足，是制约他们的最大因素，因为“零售
上不去”。

综合分析此次走访中所了解的情
况，借鉴国内外当前布市产业发展趋
势，就湘潭布市产业的后续发展，我们
不妨提出些许思考和建议。

首先，尊重市场规律，做好顶层设
计，整合壮大布市优势资源，拉长、做强
相关产业链。政府应在做好充分的市
场调查基础上科学制定我市布市产业
发展规划。特别是面对目前市场资源

严重分散、萎缩的局面，应在全市一盘
棋的原则下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集
聚并引导产业向上下游自然延伸，逐步
拉长、带动并做大做强相关产业链。

其次，政府应加强对布市行业企业
的各类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政策帮扶。
如优先安排布市用地计划并享受工业
园区用地政策，优先解决公共交通配套
等问题，加大纾困增效力度。积极回应
并协调解决如红叶窗帘城提出的将原
金海水果市场空出闲置地块尽快规划
给湘潭布市二期工程建设的请求，确保
布市经营场地的扩容。加强政府引导
投入力度，积极推荐湘潭布市进入国
家、省级现代物流重大项目储备库，争
取国家、省里的资金和项目支持。

同时，引导市场加强和完善内部管
理，加快市场转型升级。政府及相关行
业协会应帮助市场规范和加强内部管
理，引导商家更新营销观念，升级经营
模式，打造线上+线下的全新销售体

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专业市场
及商户的数字化转型。

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即加强
人才培养和引进，鼓励技术创新，走品
牌发展之路。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协
调，促进布市产业的校地、校企合作机
制建立健全，有针对性地为该产业培养
和引进观念新、技术好、创新意识强的
人才，促进纺织品原材料及半成品的科
技创新，促进时尚创意及服装设计创
新。通过他们带动全产业技术升级，打
造优秀产品和市场品牌，增强湘潭布市
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是湘潭布市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问题。建议以政府的名义，举办关于
湘潭布市发展的商务论坛，协同各方运
用各级媒体新闻报道、节会等形式进行
大力宣传，迅速提升湘潭布市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我们期待，湘潭布市昔日荣光能够
重现！

湘潭布市产业发展调查：
湘潭布市 何日重现昔日荣光

本报记者 吴新春

2022年12月上旬的一天，早上8时许，湘潭市民刘立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位于三桥布市的“柏丝菲丽”布艺公司展示馆。20分钟后，他结

束了员工的“早课”，走到一墙之隔的仓储和加工车间环顾一周，然后向当班员工简单交代几句。一天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算是湘潭目前还在这个市场混的仅有的几个‘老古董’了！”没有客套，没有寒暄，这位40年前就开始在湘潭布艺市场摆摊讨生活的“古

董级”人物，很快打开了话匣子。湘潭布市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于他而言，仿佛就在昨天。

1983年，刚刚17岁的湘潭伢子刘立，花40元钱买了辆板车，就在十

四总码头外摆起了地摊，“铁架子一立，油布一扯，架场！”

一开始，他还只是从湘潭纺织印染厂、针织厂、织布厂和湖南丝绸厂

进些尾货销。不久，进货渠道就转移到广州三元里。“那里有走私布，便

宜，质量也不错，”刘立回忆说，“当时进货就坐T47次火车去广州，夕发朝

至，住都不要住，就30多个小时来回一趟。”1986年，湘潭人开始流行穿西

装，广州针织厂等大型国有企业又成了进货的首选。此时，刘立的“练摊”

处早已被政府规范建成桥头布市。至1987年初，桥头布市又被建设北路

的湘潭布市取代。

湘潭布市开启了一轮辉煌岁月，在国内渐渐有了些名气，江浙一带的

部分纺织企业也主动找上门来提供货源。“抢先”打开了进货渠道的湘潭

布市一时风光无限，曾经扩展到面积23000平方米、摊位与铺面加起来有

2000多个、年销售过10亿元的专业大市场，甚至赢得了“中南第一布市”

“中南布市一枝花”“全国四大布市之一”的美名，业务辐射全省及周边十

多个省市。

现在长株潭布市经营一家名为“诚信家纺”店铺的蒋光荣也是上世纪

80年代入“市”的老布市人。1990年，他靠着之前给自家叔叔打理布生意

挣下的两万元钱在布市开了个小店铺做面料，生意“红红火火”。“那时候

客户来拿货都是整包整包地拿，（从外地）发一车布（200多包）来3天时间

就可以卖完，”仿佛还沉浸在当年的“幸福”时光里，蒋光荣满脸都写着笑

意，“一天下来，10元一张的人民币都要用麻袋装好送到银行去存！”同为

“老布市人”的经营户黄志强甚至形容当年湘潭老布市“牛气得比同时期

的浙江柯桥布市都只强不弱”，“讲句不谦虚的话，布市最辉煌的时候从湘

潭驶往广州和绍兴的火车卧铺都是布老板包了！”

湘潭老布市的魅力还吸引了一批外地的行业精英来此“淘金”。现在

50岁出头的温州人赵永健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90年，他在

杨家湾附近开办了一家服装厂。5年后他又进入老布市，以商人特有的敏

锐嗅觉选择做窗帘布料。“那时候生意好得无法想象！”赵永健毫不隐讳地

说，他第一年就赚了60多万元。2001年他又以旁人难以企及的胆略在老

布市旁边改建了一座营业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红叶窗帘城”，引进江

浙、广东及省内各市州的经营者70多家，年营业额做到了1.5亿元左右。

要知道，巅峰时期整个老布市的年营业额是15亿元左右。2001年底开始

任湘潭布市工商所副所长的左宗桂也证实，布市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一铺

难求”，湘潭人、省内其他市州人和外省人纷纷参与经营，“连工商管理费

也都抢着主动交纳”。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的几年，湘潭布市产业发展这

“一枝花”持续盛开了近20年，从业者们的“好日子”也过了近20年。

这“一枝花”于2007年突然凋零，老布市人的“好日子”戛然而止。
现在三桥布市任党支部书记的卢运芳还清楚地记得建设北路湘潭老

布市关闭的时间：2007年2月5日。原因是，存在“重大火灾隐患”，且经
过“多次整改”仍未达标。而在此前两年，左宗桂还和赵永健商谈过如何
理清产权关系、改造扩大布市面积，再通过招商引资做大做强湘潭布市产
业。

布市搬迁的通告早在2006年底就已经发出了，老布市里的许多商家
观望的观望，行动的行动。到布市正式关闭的时候，各自的去向都已经明
确。据调查，当时商家主要去了4个地方：近400户去了盘龙布市，70来
户到了万博港红叶窗帘城，200户左右落脚长株潭大市场，还有约300户
在三桥布市安身。此后几年，因为争抢客户等原因，几个市场均元气大
伤，用卢运芳的话说就是“把每个市场都搞得筋疲力尽”。2011年，万博港
红叶窗帘城的商家大部分搬迁至三桥布市，少量搬到金海大市场。2018
年，岳塘国际布艺轻纺城开业，吸纳了120多户商家。

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我市存在4处布市，分别为盘龙布市、三桥布市、
岳塘国际布艺轻纺城和长株潭布市。其中，三桥布市有近400户商家，占
地7万余平方米，年交易额约5亿元，经营项目以窗帘和面料为主，约占交
易额的80%，另辅以床上用品、棉布、服饰辅料和沙发布艺等；岳塘国际布
艺轻纺城现有商家约50户，占地4万余平方米，年交易额上亿元，主要经
营窗帘布艺、床上用品及面料；长株潭布市有约150户商家，年交易额约
7000万元，经营窗帘、面料和床上用品的商家比例大致为5∶3∶3；盘龙布
市有约30户商家，绝大多数商家经营窗帘及配件，经营床上用品的仅剩
一家，另有两家经营棉绸。总体来看，比起湘潭布市的鼎盛时期，湘潭现
有的布市商户总数减少了近一半，年交易额更是一半都达不到。

令人更为担忧的是，市场的萎缩并没有就此打住。除三桥布市商家
数量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加以外，其它3个布市商家均在明显流失。长株
潭布市的商家数量已经下降了四分之一，岳塘国际布艺轻纺城的商家则
是锐减了近6成，盘龙布市更是只剩下不足1成的商家。“现在大家的经营
状况都不太乐观。”蒋光荣无奈地搓着手说，“成本上升，业务量减少，利润
摊得太薄了！”以长株潭布市为例，据他估算，现在能基本保本坚持经营的
占了一半以上，能赚点钱的不超过两成，“其余的都是亏本！”他说他甚至
也有回家享福的打算，只不过“投入大，一下子收不了手”，只能寄希望于

“未来形势会好转”。岳塘国际布艺轻纺城的招商负责人也坦承，迫于各
种压力，好多商户“来了又走了”，市场人气降至冰点。盘龙布市一位商家
更是悲观地认为，形势变了，“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个行业的衰落“不
可避免”。

也许当初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从2007年至今仅仅15年时间，当几
乎同时期起步的绍兴柯桥、吴江盛泽和广州中大几大布市年交易额纷纷
跃上数千亿元的“黄金时代”来临，湘潭布市却像一只失去了方向的“黑天
鹅”，在空中划出一道并不算漂亮的弧线，跌落到地上沦为了“丑小鸭”。

平心而论，从“黑天鹅”沦为“丑小
鸭”，湘潭布市产业发展的退步既有外
界市场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自身发展
定位和决策的原因。

盘龙布市创意布艺的创始人文清
华直言，湘潭布市的衰落其实是“必
然”。他认为，随着近年来人们消费习
惯的“根本性改变”，不论老布市是分是
合，走下坡路已不可避免，只是“早几年
晚几年”而已。

现已成为三桥布市掌舵人的赵永
健也承认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给内陆
布市带来的影响，不过他不认同布市产
业走下坡路是“历史必然”。在他看来，

当年湘潭布市关闭，商家各走各路，直
接拉低了产业集聚度，造成客户大量流
失，这才是布市衰落的首要原因。“市场
分散后，许多客户尤其是外地客商想要
一站式购足已经成了奢求，”赵永健说，
在这种情况下，客户没有耐心在同一个
城市里相距并不近的几个市场“东奔西
跑”去扫货。事实上，目前除三桥布市
外，类似原来老布市那种“各类相关产
品及配件都很齐全”的便捷已很难在其
他几个市场体验到。这不仅导致原有
客户大量流失，对新客户的吸引力也大
打折扣，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更无从谈
起。对于这一点，蒋光荣体会尤其深

刻，“老布市关闭的那几年，我听到客户
抱怨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市场
进不齐货’。”后来，这样的抱怨声渐渐
少了，而那些客户也再难见到了。

湘潭布市衰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是与时俱进不够，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慢。时代在变化，消费习惯在变化，布
市管理、经营模式却没有及时跟上。目
前在湘潭各大布市的经营者大多是从
原来老布市搬迁而来，年龄偏大，观念
偏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又容易固守
旧有经营模式，难以适应顾客（客户）消
费习惯的改变和行业科技的创新。商
家经营模式的守旧也导致市场转型升

级缓慢，经营效益低下。“比如说，自
2016年开始，随着市场的成熟，窗帘行
业的‘暴利时代’就终结了，2019年又
开始流行成品窗帘。”刘立立刻反问自
己，是否想好了对策，做强了自己的品
牌。像刘立这样，对市场动向观察入微
且反应迅速，同时还能迎合潮流进行深
层次思考以推动企业向更高层次转型
升级的经营者，在目前的湘潭布市从业
者中并不多见。更多的人，特别是一些
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在得过且过地

“混”。
此外，现代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

“拉平”了地域优势，也导致湘潭的布市
要面对来自外地一级市场更多、更直接
的竞争冲击。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
通路网的迅速发展，现代物流的便捷已
经极大地降低了以往内地二、三级市场
相对沿海地区一级市场的成本优势。
尤其，近年来网络电商的兴起，更是基
本抹平了沿海发达市场与内地市场的
产品差价。岳塘国际布艺轻纺城的招
商负责人林柳杰证实，“行业跨区域的
打击越来越大，柯桥等一级市场的商家
甚至也派人下沉到湘潭的市场来争抢
客户。”近两三年来，新冠疫情的持续和
反复，也推高了物流成本，减少了交易
量。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对外宣传不
够，导致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不高。市
场集聚度不高、市场整体运转不良、商
家经济效益不佳影响了市场的对外宣
传。反过来，对外宣传不足又降低了市
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影响市场健康发
展，形成恶性循环。在调查中，不仅许
多年轻的湘潭市民对目前的几个布市
情况所知甚少，不少中老年人也仅仅只
知道“好像三桥河西有一家”。

或许，正是这种种内忧外困，让本
已占据“上风口”之利的湘潭布市走了
下坡路，产业日见式微。

回放：地摊窝里开出了“一枝花”

现状：从“黑天鹅”沦落为“丑小鸭”

分析：占据“上风口”却走了下坡路

建议：借政策东风展创新之翅，重构产业链

三桥布市一角。（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湘潭一家布艺店内摆满各色布匹，静待顾客前来挑选。（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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