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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
逼出来的机遇

白沟，作为一个县级小镇，也许无法与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相比，但其因箱包批发的辐射面广，被称为
北方购物天堂。2014年，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后，北京服装批发产业外迁的规划让白沟做大批发产业有了
新机遇，然而旧有的箱包产业升级问题悬而未决，新的服装批发业态进入难免会给白沟带来新的问题。一个四
线城市抓住京津冀一体化机遇会获得更多发展前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白沟产业升级的日程往前推进了至少
五年。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下，寻求升级的白沟需要尽快找准定位。

提到白沟，就不能不提白沟的箱包。从上世纪70年代初
开始，一条以手工作坊制造箱包的产业链逐渐形成。在随后
的几年内，依靠当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白沟诞生了第
一批最简易的手提兜。

经过多年发展， 箱包产业如今已经成为白沟的主导产
业， 白沟也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 先后被评为
“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
被联合国确定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小城镇试点”，被国家命
名为“中国箱包之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箱包之都和著名
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在白沟新城管委会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一组数据颇为
扎眼。 白沟新城2010年9月正式揭牌， 辖区面积64平方公里。
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6.8亿元，同比增长10.9%；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107.6亿元，同比增长21.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完成22.1亿元，同比增长13.1%；一个辖区64平方公里的新城
所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 甚至高于同属保定市的曲阳县、容
城县、涞水县等多个地区的生产总值。不可否认，白沟的成功
崛起与箱包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白沟形成了集原辅料生产，箱包设计、加工、制作、销

售于一体的庞大产业链。 箱包产业辐射周边10个县市、50多个
乡镇、500多个自然村，从业人员达150万人，年产箱包7.5亿只。

不过， 白沟的箱包产业依然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尴尬境
地。据白沟箱包皮具协会会长、广顺箱包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于震介绍，白沟目前拥有箱包注册商标1400多个、300
多家规模企业 、3000多家加工企业 、1万多家个体加工户 。
“虽然数量多，但比较低端，在白沟3000多家箱包生产企业
中，五六十人以上的生产企业也就有几百家，没有一家一线
工人超过300人的企业， 也没有一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没
有一个中国驰名商标。”于震说。

据了解，白沟箱包品牌知名度不高，原因是工厂为外来
大品牌代工所得到的利润比自己创立一个品牌还要多，所
以就束缚了建立和推广属于自己品牌的积极性。

同时， 近年来经济的低迷也让白沟的生意不太好做。
“这几年出口、内销都不好，因质量不过关、经营思路不对而
濒临倒闭的不少，淘汰率越来越高，近三年经营环境一年比
一年严峻。我们周边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原来做得很好，但
慢慢就不行，萎缩、倒闭了。按照去年算的话，身边转行、倒
闭的不低于20%。”于震表示。

箱包产业大而不强

摆脱固有困境的时机在2014年5月到来了。5月8日，北
京丰台区商务委与保定白沟新城管委会签署了 《战略合作
协议》，丰台区商业联合会与和道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和道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储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
的疏解、河北产业优势资源的聚集、商户的升级发展三方开
启了合作共赢的序幕。

“承接北京服装批发产业转移将增大白沟的市场，对原
有的箱包产业无形之中也是一个带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
白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震表示。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白沟固有的箱包产业虽然在短期来
看产值依然可观，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低业态的箱包产
业升级是必行之路。不过，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出台和
逐步深化实施，疏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让白沟觅得机遇。

不论怎样，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落地，白沟获得新的发展
机遇是事实不可争辩。2014年9月28日，600家入驻该服装城
的大红门商户在“新家”开业，由于免租金的优惠，许多商户
都扩大了经营范围。

原大红门商户施先生是第一批入驻白沟大红门服装城
的商户，施先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国
家已经提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外迁是大势所趋。因为白
沟箱包市场、物流等方面都已经很成熟，所以在大红门外迁
的消息传出之后，自己就与白沟签署了入驻协议。

在一层的一家店铺里 ， 商户许先生也是原大红门地
区的商户，在大红门已经经营20多年服装批发生意 。虽然
第一批入驻白沟大红门服装城 ，但徐先生并不担心销量 ，
一方面， 原来在大红门市场积累下的老顾客依然光顾自
己的生意；另一方面，来自周边市县的散客也是自己重要
的客源。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转战白沟， 让白沟原有从事箱包
生意的商户也充满了期待。 一位从事多年箱包生意的老板
在提到大红门服装产业向白沟转移时非常激动。“从今年过
完春节传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将搬迁到白沟后， 我们的
销售额就开始递增了，待确定大红门部分商户要迁过来后，
我们的销售额增加了7%-10%。可以说，大红门商户的到来
带火了白沟，也提振了我们的生意。”

批发业态迎新机遇

老市场焕发生机

总经营面积

400万平方米
箱包制造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形

成一个辐射周边10个县（市）、50多个乡镇、
500多个自然村，从业人员达150万人的区
域特色产业集群。目前，白沟已经形成了
集箱包、服装、鞋帽、小商品等十几大行业
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贸集群，拥有14个专
业市场，总经营面积高达400万平方米。

年产箱包

7.5亿只
白沟拥有箱包企业近4000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350多家， 形成了从原辅料生
产到成品销售的庞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年产箱包7.5亿只。 有250多家企业在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销窗口或公司，
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箱包之都”。

年成交额

628亿元
白沟吸引了国内外近7000个品牌入

驻，上市商品达150个大类、250万个品种。
2013年市场成交额达628亿元。 发达的商
贸业带动了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白沟是
省级物流产业聚集区， 拥有货运线路200
多条、站点121家，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
城市，年吞吐量达150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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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便民政务服务
减免租金
兴建大型医院
建设学校
完善交通配备

■批发聚集：
五金皮革城
五金机电城
服装辅料城
精品鞋帽城
汽配汽贸城

产业速览

数读白沟

周边产业集群

批发业态聚集效应初显
产品研发、技术专利、企业联合等

品牌构建、渠道建设、物流配送等

向上游延伸

向下游拓展

箱包
产业 如今炙手可热的白沟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 随着京津

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 白沟作为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外迁承
载区声名远播。 白沟当地最为有名的企业和道国际集团副
总裁高岩表示，白沟作为京津冀战略的重要一环，当下已经
成为企业的重要支点。

据高岩介绍，集团在入驻白沟之前就已经做过全面、深
入的调研。调查发现，如果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情形，
即在特大城市百公里范围内会出现一个针对特大城市服务
圈，来服务其上线城市。当前白沟与北京的关系与这一情况
极为相似。因此，白沟极有可能成为北京这样的特大规模城
市的功能疏解区。另一方面，首都第二机场将于2018年底建
成，因为距离白沟只有大约55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使得白沟

更有利于向更大市场发展。
最后 ，就是白沟具有产业聚集优势 。事实上 ，自白沟

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商贸城市 ， 聚集了很多的产业
人群，小作坊、加工企业等产业分布在白沟的周边村落之
中。 而在白沟周围的20多个县市也同样聚集了大量生产
加工的企业，包括一年生产总值达260亿元的高阳针织产
业，以生产男装起家 、现已有规模企业2100家左右的容城
等产业城市。

“虽然这些城市都已经拥有特色产业，但其产业本身只
是从事简单的生产加工。 既没有相对专业、 前卫的设计团
队，也没有独立的流通平台、交易市场。因此，考虑到以上的
商业机遇，和道国际才选择在白沟‘安家落户’。”高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