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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苎麻夏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与情感的寄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产业发展潜力。对江西夏布文化

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为江西夏布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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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江西省具

有上千年的苎麻种植及夏布加工传统。近年来,江西

省把发展苎麻夏布文化产业作为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提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了解江西夏布文化,正
确看待和认识江西夏布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有助于江西夏布文化

产业的快速发展。

1 江西夏布产业概述

夏布是一种以苎麻为主要原料的纯手工纺织平纹

布。江西是中国苎麻四大产区之一,种植加工历史悠

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古越族先民就已经开始耕

种苎麻并手工织布。唐宋以来,江西是全国重要的苎

麻产地,具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且质量比较好。到明清

时期,苎麻的种植已遍布江西各地,并逐渐形成夏布生

产和贸易中心,产品畅销国内外[1]。
夏布产业是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特色的加工产

业,是江西省纺织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

具有时尚文化内涵的产业。江西夏布文化产业主要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夏布加工工艺传承为依托,
重点打造集苎麻种植、加工产品成形的完整文化产业,
推动江西夏布文化产业向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和品

牌化方向发展[2]。近年来,政府和部分夏布企业,正积

极引导发展苎麻产业,扶持研发苎麻生物脱胶技术,制
定相关优惠政策,引进先进工艺设备,为江西夏布文化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保障。目前,夏布已广泛应用

于家居饰品、服饰品、工艺品、旅游产品和保健系列产

品等。

2 江西夏布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江西夏布文化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

于产业总体规模小、门类多、市场竞争力差异比较大,
在技术装备、原料资源、市场结构、产品开发与品牌建

设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了制约江西夏布文化

产业发展的瓶颈。
2.1 技术设备落后

整体技术设备水平落后是制约江西夏布文化产业

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关键。夏布生产工艺技术逐渐出

现滞后状态,传统生产方式难以适应现代机器化、自动

化的生产方式[3]。如苎麻剥制机械和苎麻脱胶机械等

前纺设备急需技术改进,纺织设备需要进一步提升,以
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
2.2 原料缺少保障

苎麻原料紧缺和依赖进口,使江西夏布文化产业

的发展受到制约。苎麻原料因种植强度大、种植效益

低而逐渐萎缩,导致苎麻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已经出现

原料缺失状态;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比较大,这对夏布文

化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原料瓶颈问题的解决,需要

经过一段相对漫长时间的努力,也需要多部门、多渠道

进行沟通。
2.3 生产效率亟待提高

夏布的生产工艺特点决定了企业用工多、工艺流

程长,加上工艺技术和设备更新比较慢,更加制约了夏

布文化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减少用工,缩短工

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是江西夏布文化产业设备更新

的首要目的[4]。
2.4 消费市场有待挖掘

夏布产品以往大部分以国外为主要消费市场,国
内市场占有率比较低。近些年来,随着国内消费者消

费意识的提高,加上夏布产品的大力宣传,国内消费者

已经初步认识到夏布产品的优良品质,其国内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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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取得长足发展。但是,国内消费市场空间还没有得

到强有力的开拓,国内夏布消费品市场还具有更为广

阔的发展前景。
2.5 品牌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由于江西夏布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小,大部分是中

小企业,多数只生产夏布初级产品。新设备、新技术缺

失,原料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夏布企业的综

合经济效益不高,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很大影响[5]。
因此,江西夏布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行业转型升

级,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品牌培育和内需市场,提高产

品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升江西夏布文化产业经

济效益。

3 江西夏布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根据江西夏布文化产业的突出特点,推动保障原

料优质供应,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快夏布产业技术

设备升级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拓展夏布文

化产业链,促进节能减排,塑造品牌形象等举措的实

施,将使江西夏布文化产业得到整体提升。
3.1 保障原料供应,培育优质良种

随着夏布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内市场对夏布产品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规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江西夏布

文化产业的持续有效发展,需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

苎麻种植农户合作,建立优质原料基地并扩大种植面

积;另外,积极与农业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作研

发,培育优良品种并推广应用。
3.2 加大宣传力度,开拓消费市场

传统的夏布产品主要以韩日、欧美市场为主,国内

对夏布产品的宣传与认知度相对薄弱。要在巩固和发

展国外市场的基础上,加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宣传与开

拓力度,抵御市场风险。要明确夏布高端产品市场定

位,宣传夏布文化时尚消费理念[6],加快营销队伍建

设,注重营销手段,培育和拓展国际、国内夏布产品消

费市场。
3.3 推动科技进步,塑造品牌形象

夏布产业在整个纺织服装体系中属于小行业,在
技术装备水平和科技开发力度等方面相对薄弱,特别

是在技术装备水平方面尤为突出。要加大对高效节能

苎麻纺织工艺设备的研发力度,重点研发一批关键设

备和关键技术并使其产业化应用,缩短生产工艺流程,
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劳动成本。另外,要进行产品创新

与升级,实施夏布品牌战略,宣传和培育夏布品牌形

象,加快提高夏布企业自主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

力和控制力,提高夏布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升级。

3.4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区域优势

夏布文化产业在纺织服装门类中比重较小,苎麻

原料的种植生产与供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促使夏布

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夏布产品由量到质的转变。
要注重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实现速度、结构、质量与

效益的协调统一[7]。推动产业集群和产业聚集区的发

展,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利用区域优势

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把江西夏布文化产业的产

业链发展壮大。
3.5 倡导节能环保,推动生态持续发展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人们对保护环境的呼

声越来越高,环保意识也不断提高。纺织品的生产工

艺,对资源的损耗,环境的污染是比较严重的。江西夏

布文化产业要着力向节能环保、绿色生态、清洁生产等

方向发展,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提高对“三废”
处理的技术水平,使夏布文化产业能够生态持续健康

的发展[8]。

4 结语

伴随着国内外夏布产品市场需求的发展和消费理

念的转变,传统夏布产业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乐享生活

及时尚消费群体的需求。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认识江

西夏布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寻找新形势下夏布文化

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江西夏布企业的布局调整,提高

夏布产品的整体竞争力,为江西夏布文化产业实现快

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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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FunctionalDesignofTightRidingClothing
ZHANGTong-hui,JIYan-bo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currentmarketstatusofridingclothingwasintroduced.Fromtwoaspectsofridingpostureandhumanmovement
characteristics,thecharacteristicsofridingmovementwereanalyzed.Theresearchsituationofoptimizingfunctionaldesignofriding
clothingbasedonthehumanskindeformationanddynamicpressurecomfortwassummarized.Theresearchdirectionofthefunctional
designofridingclothingwasprospected.Itcouldbestudiedfromtheorganiccombinationofextensionofhumanbody,dynamicpres-
sureofclothingandmechanicalpropertiesoffabric,sportsbiomechanicsandautomaticpatterngeneration.

Keywords:ridingclothing;structuredesign;skindeformation;pressure;bio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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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DevelopmentofCultureIndustryofGrassClothinJiangxi
CHENGuo-qiang

(ResearchCenterofChineseNationalDressCulture,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RamiegrassclothcarriedChinesecultureandemotionalsustenance.Ithadanimportanthistoricalculturevalueandin-

dustrialdevelopmentpotential.Theexistingproblemsofcultureindustryofgrassclothwereanalyzed.Correspondingcountermeas-

ureswereproposed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ulturalindustryinJiangxi.

Keywords:grasscloth;culture;industr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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