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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皮革产业本身相关的各种业态还是辛集商
业的内同心圆的话，那么从广义上来看，以皮革为原点
向更长的半径去延伸的文化、旅游产业则将为辛集打造
一个更大面积的“外同心圆”，借助京津冀一体化，与内
同心圆一并平行发展。

实际上，此前，辛集已经初步提出并进行了皮革销
售与旅游相结合的新商业业态，“2009年起，辛集开始组
织石家庄市外的消费者分批来此参观、购物，还率先提
出与旅行社合作的新模式， 目前京津冀鲁豫各地地级
市以上旅行社已有百余家和辛集皮革城达成了这一合
作关系。统计显示，在这种商业与旅游初步衔接的带动
下， 去年已有180万人次通过此渠道来辛集采购皮货。
为接待采购旅游团， 辛集市内的快捷酒店自2010年起
增加了30-50家， 采购旺季宾馆的入住率高达八成以
上。“没想到，作为一个专卖皮货的大商场、皮革产品生
产基地，辛集皮革城竟然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田英
申笑着说道。

田英申介绍， 皮革城与辛集市政府不久前开会决
定，调整了对皮革城的整体规划，决定将皮革城一直没
有发展起来的餐饮、 旅游等服务向更专业化的程度拓
展，加大投资力度。

具体而言，目前皮革城商业区内已经建成并开始营
业了两个五星级标准酒店，现在已经具有一定接待高端
客户的能力，正在筹备挂星；此外，皮革城区域内、购物

中心周边还将针对散客、旅游团建设能接纳2000人住宿
的商务快捷酒店。旅游方面，皮革城将利用周围惟一的
名胜景点比干祠，建设一条与辛集皮革产业相关的明清
风格皮店一条街，还原当时的皮革店铺，并为前来购物
的消费者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比如从原材料开始还原一
双手套的生产过程；而且，为了带动家庭整体来辛集消
费、驻足，皮革城已规划了1万平方米左右建设威尼斯水
世界主题公园， 目前建设团队已完成对澳门的考察，正
在制定进一步的规划。

如果说此前旅游项目在皮革城商区几乎是零基础
的话，那么餐饮服务则是负基础，走错了发展方向。“此
前，购物中心中的餐饮只发挥了‘员工食堂’的作用，虽
然对外开放但吸引力极低， 一年收益可能还不足200万
元。”田英申表示，皮革城意识到了这一明确的短板，准
备在购物中心周边建设一条小吃一条街，将辛集当地和
周边的郑定等城市的特色小吃招纳进来，增加让消费者
留下来的砝码。据悉，小吃街整体规划长度为500米，街
道两侧分别将进驻50多家商户。

在多位辛集皮革城负责人眼中，即将破土动工的文
化、旅游项目虽然吸引眼球，但主要任务却仍然是为核
心的皮革商业服务的外围产业，因此，据透露，除了威尼
斯水世界将适当收取门票，小吃街将仅收取最低限度的
租金外， 所有规划中的文化旅游项目将免费对外开放，
短期内并不做盈利打算。

皮革业也能玩文化旅游

不可否认，从整体来看，辛集未来看似美好的规划
也有着令人担忧的部分。记者从辛集市独家拿到的上半
年商贸数据发现，今年1-5月辛集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
值26321万美元， 同比增长1.87%， 其中出口17551万美
元，同比增长6.38%，进口8770万美元,同比减少6.1%。其
中，皮革业外贸减少尤为突出，1-5月累计出口11314万
美元，同比减少1.16%。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皮革产业
出口同比有所减少，主要是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
上升，产品价格提高，市场竞争力下降。制革、制衣等劳
动力密集产业订单开始转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皮革
产业带来很大影响。而当地相关部门官员也坦言，原来
占辛集皮革生产不小比重的国际知名品牌贴牌生产业
务正在逐渐退出辛集，这里的“代工厂”生意优势已经消
失。据悉，原本辛集皮革生产加工厂每年都会接到大量
来自意大利、韩国等地的皮货贴牌加工订单，但随着越
南劳动力等成本优势近年来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了辛集，
所以很多大客户已经不再来辛集“下单”了，辛集出品的
国际知名高端品牌皮货越来越少。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调整业态、与文化旅游元素融
合发展的模式都没有问题，但辛集在做新商业区未来规
划的同时，似乎更重规模发展，相对轻了核心研发、创意

能力的打造，对于辛集皮货品牌的概念，目前仅停留在
较浅的层面，比如创造一个类似“义乌购”的电商交易平
台。而记者在与多位辛集政府官员、皮革城负责人接触
后也发现， 他们虽然意识到目前辛集存在的品牌弱势，
但却把希望寄托在了电商渠道，希望学习国美、苏宁靠
电商平台将辛集的名号打造出来。而对于最核心的辛集
生产的皮革产品，却并没有太多的品牌概念。

进驻辛集皮革城内已经多年专营手套销售的商户
负责人小陈告诉记者， 他们很欣喜地看到辛集愈发重
视电商等新配套领域， 让他们找到除了门市店外更多
的销售渠道。 但他们短期内并不太看好辛集皮革城网
上商城，网络销售暂时还是会以淘宝、微信为主，近期
还会进驻京东等大平台，主要经营精力还是会在这些渠
道上。

“归根结底， 辛集今后若想打响皮都甚至服装之都
这个名号，必然需要知名企业的存在。目前辛集和北京
企业的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这个名号最初可能还
是要依靠外来的知名企业创立， 但若真正成为服装之
都，那辛集就不能光借助外来企业的帮助，还要打造本
土的知名品牌，让辛集的名号更加坚固，同时也为辛集
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服装分析师马岗表示。

品牌研发弱势凸显

■ 专家观点

计划是理想的，但过程中的坎坷也是无
法避免的。在辛集的转型路上，不论各地政
府官员还是企业、 行业协会负责人或产业
专家， 都认为辛集想要顺利转身还将面临
不少考验，在他们看来，辛集成熟的皮革业
发展经验，对于其未来发展服装产业更像把
双刃剑。

对于辛集皮革城希望借京津冀三地资
源延长产业链的想法，专家也直言还存在较
多问题待解。“虽然表面上看，辛集发展多年
的皮革产业中，涉及服装相关的制造、销售
已形成一定规模，但真要彻底转型，辛集首
先就要面临从皮革制造到服装制造的产业
链巨大调整。”乔策表示。深谙皮革业生产流
程的梁建词坦言，皮衣和棉布衣服同样都是
服装，但生产环节却存在明显不同。“辛集此
前的资源和配套设施都是围绕皮货展开建
设的，但服装的生产技术、设备、材料与其都
不一样，辛集原本对于皮制品的生产底子并
不能完全套用在生产服装上，因此，本地企
业如果跟随市场一起转型就势必要进行大
量投资，对员工重新培训、购置新设备等。”
马岗表示。

已来辛集考察过产业对接的天津市工
信委综合处处长周胜昔也表达出对三地服
装产业合作的担忧，“目前，天津想借助自身
承接了大红门等服装市场的优势与北京、辛
集加深服装产业合作，但三地在服装产业链
上的定位还并不清晰，到底哪一方主要承担
什么角色还都是未知数， 北京有设计优势，
天津也有；天津有物流、港口、集散和一定的
制造优势，与河北也有部分交叉和重叠”。周
胜昔表示。

此外，对于辛集围绕皮革城商业区新规
划的文化旅游项目， 某旅游产业专家直言，
辛集原先进行的与旅行社合作的模式其实
还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即使按照目前的规
划， 辛集的文化旅游区域也只作为配角出
现，并没有被赋予更多拉动当地商业发展的
期待。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要想让更
多愿意走出居住地购物、休闲的消费者选择
辛集， 为当地皮革商业区带来更多动力，还
需要让文化、 旅游产业和皮革商业深度融
合，形成更大的商业范畴。

文化旅游不应只做配角

当地居民消费习惯及需求问卷调查

您的居住半径内有哪些商业项目？ 您经常去哪些场所消费？（多选）

配备
停车场

52.3%

公共交通
便捷

一站式
购物

53.5%

72.7%

娱乐
项目多

35%

良好
服务

41.2%

品牌
独特

20.3%

您最喜欢购物的场所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多选）

超市百货店或
购物中心

便利店

31.4%

10.4%

58.2%

您对目前的交通状况是否满意？

■有待改善

■满意

■很差

32.4%

8%

59.6%

43.2%

36.2%

16.6%

4%

3000元以下

3000-5000元

5000-7000元

7000元以上

您月均收入是多少？

■生活（购买服装、生活消费）

■娱乐（看电影、KTV）

■用餐（街边餐馆、餐饮连锁）

您每月消费中占比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33.4%
14.1%

52.5%

百货店或购物中心

43.3%

餐饮连锁店

街边小餐馆

10.5%

30.4%
20.2%

50.2%

集贸市场

超市 菜市场
网购

51.2%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