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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西榆林有丰富的羊毛资源,其羊毛防寒服产业优势明显。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目前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

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管理学雁阵效应,为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发展水平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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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

陕西独具特色的服装产业门类;其产品依托陕北丰富

的羊毛及其他毛绒资源,以羊毛、驼绒、牦牛绒为填充

物设计开发的各类防寒服、羊毛驼绒被等系列产品[1],
远销东北、华北等地区。目前榆林全市已涌现出羊老

大、七只羊、蒙赛尔等一批国内区域知名品牌[2],但羊

毛防寒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有脱节现象,
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羊毛防寒服企业之间

缺乏合作及有效沟通,市场上有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

现象,缺乏行业自律,产品有掺杂造假和假冒伪劣等现

象。如何快速培育发展榆林的羊毛防寒服产业集群,
提升整体竞争合力,使分散的羊毛防寒服企业形成一

个合理布局,互联互动,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3]。现借鉴雁阵效应,针对榆林羊毛

防寒服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讨论如何促进榆林

羊毛防寒服产业的发展。

1 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发展现状

榆林有着“中国羊毛防寒服名城”的称号,现有羊

毛防寒服加工企业150余户(含生产羊毛絮片、布料、
刺绣等配套企业),规模以上生产企业20多家,羊毛防

寒服年产值达20亿元,销售额占到全国同类产品的

75%。榆林市羊毛防寒服产业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
产业主要分布在榆阳区、横山县、米脂县、神木县和靖

边县,相对分散,产业链条不全,行业内企业提供的羊

毛防寒服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企业间竞

争力大体相当,行业产能略显过剩,部分企业倾向于降

价竞销。羊毛防寒服产业的专业人才全面短缺,企业

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目前,榆林地区羊毛防寒服

企业缺乏大规模的龙头企业,总体来看,大型规模羊毛

防寒服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要优于中小型生产企业。
部分小型个体羊毛防寒服加工企业对产品质量重视程

度不足,存在不少的质量问题,如加工过程中以次充

好,并在中低端市场销售中打价格战,扰乱市场秩序,
破坏羊毛防寒服品牌形象等问题。企业产品的主要销

售渠道中百货商场占多数,网店的规模比较小。

2 雁阵效应对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发展的启示

2.1 雁阵效应

生物专家研究发现,编队飞行的大雁借助团队的

力量要比单独飞行的大雁多飞70%的路程,管理学上

称此为雁阵效应,指出唯有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才能带

领企业走得更远、更好,实现1+1>2的效果。人们将

雁群成员分为雏雁、飞雁和头雁,头雁位于队伍首部,
引领方向,协调队伍,对问题做出决策;飞雁紧跟头雁,
彼此合作完成飞行;雏雁位于在雁群尾部,模仿飞雁,
学习飞行技巧,保证团队纪律[4]。

2.2 雁阵效应对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发展的作用

针对目前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发展外部面临很多

现实困难,企业各自为战的问题,应该借鉴雁阵效应促

使企业抱团,提升整体竞争合力,使分散的羊毛防寒服

企业形成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发挥协同效应,加强

羊毛防寒服产业的团队建设,合理规划产业梯队,选择

几个优秀的有规模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头雁梯队,中小

企业成为飞燕梯队,众多的作坊式企业做为雏雁梯队,
通过产业链延伸,进行产业分工和资源合理配置,形成

相互关联、相互配套的产业集聚,最大化发挥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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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辐射效应,最后形成有群体优势和竞争合力的雁阵

集聚模式,形成产业合力。头雁梯队的企业引领行业

发展方向,协调队伍,制定规则,对行业问题做出战略

性决策;飞雁梯队紧跟头雁,彼此合作,形成行业中坚

力量;雏雁梯队处于雁群尾部,学习行业规则和团队纪

律,完成分工,遵守团队规则,不扰乱市场秩序,避免企

业之间恶性竞争而产生内耗。雁阵效应的重要作用在

于:靠着头雁领队,团结协作,才使得候鸟凌空翱翔,完
成长途迁徙。依靠雁阵效应的群体优势,使得单个个

体上相对弱小的大雁能够群体齐飞,完成个体所难以

完成的南北飞行计划[5]。当领头的大雁累了,会退到

队伍的侧翼,另一只大雁会取代它的位置,继续领飞。
整个雁阵飞得快,飞得省力,需要不断根据体力需求,
及时、积极、灵活的变更领头雁。目前,在榆林羊毛防

寒服产业发展建设中,同样也需要这种团队协作和沟

通,以赢得全局胜利。

2.3 雁阵效应在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升级上的实现

要打造羊毛防寒服产业的雁阵集聚模式,促进榆

林羊毛防寒服产业的升级发展,形成区域优势品牌,需
要不断深化专业化与分工水平,加强企业协作关系,充
分发挥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效应,依靠产业链条推动企

业集聚和企业间的配套联合,发挥这些主体之间的良

性互动和协同作用。头雁企业梯队需要打造自身的核

心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产业内新技术或新知识流动的

规则,提升头雁梯队的核心竞争力。头雁梯队应积极

推进品牌的做大做强,集聚实力,大胆创新,增加科技

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拥
有自身的核心技术。飞雁梯队中小企业依托头雁企

业,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结合实际发

挥自身优势,注意生产环节上的配套。作坊式企业发

挥基础配套作用,加强行业自律,跟随头雁飞雁,加强

合作学习,发挥小而专的特色配套作用。
在政府方面,要培育头雁骨干成员,扶持中小企

业,带动作坊式企业,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服

务平台,带动头雁企业搭建流通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打
造行业领先的羊毛绒制品科技研发与设计中心,制定

羊毛防寒服行业国家标准,掌握行业话语权,并建立羊

毛绒类流行趋势中心和羊毛防寒服质量检验与检测平

台,提供政策咨询、融资、进出口等方面的服务,吸引企

业集聚参与、促进雁阵集聚模式的形成,促进产业合力

的形成。通过沟通合作学习,增强企业之间的凝聚力,

也制定进入雁阵团队的规则,加强行业自律,优化市场

环境,减少无序恶性竞争,提升整体形象。政府应结合

榆林市名牌创建工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和推动产业集聚,逐步引导企业分工协作,专业化生

产和雁阵式发展,增强行业内部的关联性、配套性和协

同性。另外,还应出台政策,吸引全国乃至国外从事服

装生产、加工的企业来榆林投资,构建羊毛防寒服的完

整产业链。
在行业中介组织方面,应充分发挥榆林市纺织服

装协会的作用,建立培训平台,促进内部交流。加强榆

林纺织服装企业之间的行业交流,减少羊毛防寒服企

业间因人才流动而造成的内部隔阂,形成团结抱团的

行业环境。同时,通过行业制度,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和

做法,形成行业内部的合理产业分工,降低成本,优化

效率。通过开展企业家培训,拓宽企业家们的视野,进
一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观念上的更新,促进榆

林企业与同行之间的技术交流和管理经验交流,促进

企业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培养企业家的大局意识和团

队精神。

3 结语

羊毛防寒服产业未来的发展需要整合产业资源,
打造羊毛防寒服产业基地,完善羊毛服装产业链。在

羊毛防寒服产业发展建设中,应借鉴雁阵效应,打造羊

毛防寒服的雁阵团队模式,分工协作,协同创新,在产

业联合、资本融合、技术合作的道路上使企业家形成全

新的理念和思路。围绕市场需求导向拓展市场,未来

榆林羊毛防寒服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与企业的团结

协作,也离不开企业与政府的携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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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YulininShanxiprovincehadrichresourcesofwool,andwoollenclothingindustryhadastrongadvantage.Throughin-
vestigation,thecurrentexistingproblemsofYulinwoollenclothingindustrywereanalyzed.Itprovidedenlightenmentforthe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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