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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
打响皮革保卫战

“辛集=皮货”的观念，多年来在京津冀居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如今，自北京上高速两个多小时后，还未到
达辛集境内，高速路两旁就已经密集出现不少带有“皮革”、“皮裘”等关键词的标语，皮革销售已成为辛集商业
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随着发展，“皮货商业”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辛集若想继续站稳脚跟，势必不
能再苦守传统不变。与旅游文化结合，由加工制造向批货集散地延展，甚至与京津冀三地服装产业借势发展，
都是辛集这个古老的以皮货立足的商业重镇在新市场环境下做出的尝试。

辛集在河北省的众多城市中，商业发展历史相对较长，
自古以来便靠着繁荣的皮货生意吸引了不少商贾聚集于
此。辛集制衣区管委会主任梁建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辛集
地处南北城市交界处，在过去，人们若想把皮料从北方运送
到南方，保证其运送过程中不会发臭腐烂，就需要在手工业
相对发达的辛集停驻、加工后再送至南方。慢慢地，辛集制
皮、加工技术越来越好，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逐渐成为中国
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

伴随着皮毛生意的兴旺，辛集的商业氛围也愈发浓厚。
在走访辛集老城区商业街时， 多位土生土长的辛集人告诉
记者，随着辛集皮货生意越做越大，一片规模不小的商业区
发展了起来，也就是辛集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商圈。家里祖辈
都生活在辛集的小张告诉记者， 老城区商业街对于辛集人
来说就是周末购物、休闲的最主要选择。就像北京的西单，
这里聚集着辛集最大的超市、商场、影院、文化中心，各种饭

馆商铺密密麻麻地“挤”在道路两旁，基本上所有辛集的居
住区开车5分钟、骑车15分钟就能到达该商业区，每到周末
商业区的堵车程度不亚于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

作为皮都，皮货的消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辛集的所有
商场几乎都不销售皮货，当时，当地选择在商业区北侧边缘
一座建设了22年的、 以上厂下铺形式建设的老皮革城专做
皮货市场，即老辛集皮革城。小张告诉记者，老皮革城所在
地原本在辛集老城区的边界，不曾想，只有较少的停车位和
仅能进驻200-300家企业的老皮革城没过多久就不能满足
皮货贸易需求了。因此，十年前，辛集市政府决定在当时还
是荒地的新皮革城所在地圈出一片区域， 打造新的商业中
心。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脚步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北京、天津
的消费者来辛集购买皮货，不少辛集人坦言，当初当地决定
提前将皮革相关商业整体搬出建立新皮革城的想法还是非
常明智的，让他们没有错过京津冀一体化这一巨大商机。

皮革产业衍生的商业古镇

在新规划的皮革城， 辛集皮革相关企业有了落脚之地
和集聚之处， 当地的商业也从单纯围绕本地居民更多地向
国内、国外更多消费者、客户、企业开放的状态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辛集拥有各类皮革企业1356家，从业
人员10万多人；其中有统计的规模企业139家，销售收入过
亿元企业20家。 辛集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辛集的皮货生产、销售等交易相关环节大部分都是在新
皮革城内完成，因此，在京津冀一体化提速的带动下，辛集
最直接受益的就是新皮革城这个商业区， 而皮革城在此过
程中受到的最直接利好则是猛增的大量客源和订单。

辛集市统计局透露的数据显示，去年，辛集已经初步感
受到了京津冀一体化浪潮前先行的一部分商机，2013年，辛
集实现销售收入210亿元，上缴税金2.9亿元，出口创汇6.9亿
美元， 仅辛集皮革城内供零售和小部分批发的名品购物中
心就实现了销售收入46亿元。而皮革城内的制衣区，去年共
生产皮革服装650万件，皮具2800万件，实现销售收入88亿
元；制革区去年共生产革皮4700万标准张，实现销售收入84
亿元。对于辛集皮货的贸易情况，辛集国际皮革城副总经理

田英申用一个鲜活的例子向记者说道：“仅去年， 辛集生产
销售的手套就达到20亿双， 相当于去年全国每个人都在辛
集订购了至少一双手套。”他坚信，由于辛集大多数皮革消
费都集中在今年底明年初， 所以预计明年开春后所统计的
今年销售情况将同比出现大幅增长。

然而，看似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的辛集皮革产业，在田
英申看来，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将无法令京津冀一体化带
来的商机和客源持续青睐辛集。

田英申认为，占辛集皮革商业最主要部分的皮衣和裘
皮制品最大的短板就是季节性过强，销售过于集中在每年
的9月到次年2月。据统计，辛集皮革城销售额中裘皮保持
着六成以上的占比，皮衣也达到了30%，剩下仅有10%是皮
具等产品，而且每年9月到次年2月，辛集皮货销售额占比
达全年的70%以上， 即使是靠其他弱季节性产品甚至是反
季促销活动，3-8月销售占比也难达三成。辛集市发改局党
组成员乔策也坦言，除秋冬季外，其他季节大多时候，辛集
的皮革及相关企业仍必须耗费大量成本在养护闲置的生
产环节上。

大单订购难掩产业短板

皮革产业链条毫无疑问仍然是未来支撑辛集商业发展
的核心 。因此 ，业内专家为辛集提出了丰富产品种类 、延
伸产业链等弱化季节短板的建议，而辛集也确实是这么规
划的。

据悉，购物中心将开辟鞋业专区，计划招商200家企业，
在明年8月底前形成3万平方米规模，在2016年底前达到5万
平方米；其次，利用辛集生产、销售手套量巨大的优势，购物
中心率先在手套方面向批发业务发力， 计划将手套批发区
总面积增加至8000平方米。田英申坦言，手套本来就是辛集
皮具中生产规模非常突出的一项， 但生产后大量批发业务
却被义乌抢走了，辛集只沦为了制造商，希望通过手套批发
区的建立帮助手套批发中心归回辛集的同时， 也能让皮革
城的批发业态整体提升上来。

在采访过程中， 不少进驻皮革城的商户都向北京商报

记者坦言，随着浙江海宁等新兴皮革城的加速发展，辛集的
产业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近几年，辛集的皮货在北京、天津
市场的占有率已开始被赶超。“将皮革业的产业链延伸至整
个服装产业，从皮都向服装之都的方向调整，是辛集确定的
未来重要规划之一。”梁建词表示。

实际上，确定从皮革到全服装产业链的转变方向，辛集
已筹谋了很久。乔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辛集政府在京津冀
一体化战略提出后就立即根据辛集的特点初步确定了以服
装行业为主的发展方向。9月中下旬，在北京市经信委、辛集
市政府的推动下， 两地服装产业的战略合作协议落地。“以
目前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 肯定很难再发展服装制造等产
业链的加工环节了，但生产、加工又是服装企业不可或缺的
重要环节，那么辛集正好可以马上补位，为北京的企业提供
这一帮助。”梁建词说。

向商贸板块延伸迫在眉睫

年皮革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10亿元
2013年， 辛集市拥有各类皮革企业

1356家，入驻规模企业139家，销售收入过
亿元企业20家。皮革产品共实现销售收入
210亿元，上缴税金2.9亿元，出口创汇6.9亿
美元。

年产销手套

20亿双
2013年， 辛集共生产革皮4700万张，

皮装750万件，皮具1.78亿件，皮鞋360万
双，而最受各地客户、企业青睐的手套共
生产销售了20亿双，相当于辛集去年向全
国所有人平均每人销售了一双多手套。

皮革城规划建筑面积

5600亩
占地5600亩的辛集皮革城， 总投资

168亿元，是辛集皮革产销最集中的区域，
也是当地近年来形成的一大新商业区，由
十大中心组成，2016年全部建成。

数读辛集

未来辛集商业的两个“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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