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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的服装企业遇到了一个好时代。由于生产成本下降、运营流

程精简、消费者的购物花销不断攀升，全球服装产量在 2000-2014 年间翻

了一番，普通消费者年均购买的成衣数量增加了 60%。服装生产商不断压

缩生产周期、紧追最新款设计，引得购物者不断扩大衣橱、频繁换新。无

论是哪一个服饰品类，消费者保留单品的时长都只有 15 年前的一半。消费

者几乎将价格最低的那些衣物视为一次性用品，只上身七八次就丢掉了。 

不过，虽然服装设计与营销领域的革新不断加速，但服装生产领域却

罕有创新。服装制造通常要消耗大量水和化学品，并排放出总量可观的温

室气体。关于服装工人劳动条件的负面报道也层出不穷：薪金微薄、工作

环境不安全（甚至有致命危险），处理棉花和皮革等工序繁难的材料之时尤

其如此。 

根据即将发布的麦肯锡 2017 年中国消费者调研，45%的受访者在

“是否愿意承担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额外成本”这一项上选择了“非常愿意”

或“愿意”，这是因为千禧一代通常对企业抱有较高期望，希望看到企业

采用更为环保的运营方式。 

本篇文章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服装企业应如何解决价值链

上两大环节面临的挑战：生产过程中严重的资源依赖和劳工问题，以及处

理过时或破旧衣物而产生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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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趋势带动下，服装销量近年来增长迅猛。企业都在大刀阔斧削

减成本、精简供应链，服装售价也随着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一并下降（见图 1）。

而且生产前置期缩短之后，制造商得以更频繁地引入新的产品线：Zara 每

年推出 24 个新品系列；H&M 推出 12-16 个，并且每周更新。欧洲服装

企业年均发布的新品系列已经增长一倍有余（2000 年为每年 2 个，2011

年则变成了每年 5 个）。 

 

更低的售价与更丰富的单品种类大大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2000 年至

今，全球服装年产量已翻了一番，早在 2014 年就已经首次超过了 1000 亿

件——相当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分摊到了 14 件单品。其中巴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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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墨西哥、俄罗斯这五大发展中国家的服装销量增速是加拿大、德国、

英国和美国的 8 倍。 

不过，即使经过了这一轮增长，发展中国家普通居民的年均服装购买

量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随着前者的购买力逐渐增强，如果他

们愿意添置更多服装，那么服装总体销量将会大幅升高。根据我们的估算，

到 2025 年，新兴经济体中将有 80%的人口达到与西方世界同等的服装消

费水平，如果届时服装行业的环保意识仍然原地踏步，那么整个行业造成

的环境危害将会比现在严重得多（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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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与巨大的销量增幅相比，服装企业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

的提高仍然乏善可陈。棉花原料约占纺织业纤维消耗总量的 30%，而种植

棉花要消耗大量的水、农药和肥料。鉴于纺织面料与服装制造体量庞大的

那些国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很强，我们估计生产 1 公斤面料平均将产生

23 公斤温室气体。 

此外，很多服装企业的供应链普遍存在劳动条件不佳的问题，比如雇

佣童工、低薪、存在健康隐患和安全风险。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企业

必须针对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开展绩效评估、设定改进目标，以便帮助

供应商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即使消费者已经离店，他们带走的服装仍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据估

算，在衣物生命周期之内，1 公斤衣物在常规洗涤干燥的过程中将产生 11

公斤温室气体——企业可通过改换面料和衣物的设计来降低这一数字。 

至于衣物处置的问题，由于现有技术尚无法把废弃衣物有效转换成用

于生产新商品的纤维（切碎、化学消解等各种循环利用方法的效果都不甚

理想），目前也并没有一个市场规模大到足以消化来自循环利用服装材料，

因此全世界生产的衣物在一年后将有 3/5 被丢进垃圾焚烧炉或填埋场。德

国在衣物处置方面表现出色，目前可回收国内近 3/4 的旧衣物，其中半数

可以再次使用，1/4 得以循环利用。而其他国家的回收率则低许多：美国

和日本分别为 15%和 12%，而中国仅有 10%。 

有些服装企业已经结成联盟，共同应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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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这种做法有助于缓解企业单枪匹马应对此类挑战的风险。例如，目前

已有 22 个服饰品牌组成了一个名为“危险化学品零排放”的联盟，旨在改

进并推广无毒、可持续的化学工艺，并将其用于纺织与鞋履业的供应链之

中。“优质棉花计划”吸纳了超过 50 家零售商和品牌以及近 700 家供应

商，为棉花生产的环保、社会以及经济责任设立了标准。 

H&M 和李维斯两个品牌各自与 I:CO 开展了回收服装鞋履的合作，以

实现产品的再次使用和循环利用。I:CO 为合作品牌提供回收箱并分拣单品，

使那些尚可穿戴的衣物重新进入市场，余下的则可循环利用。巴塔哥尼亚

公司不仅通过门店和邮寄的方式回收旧衣物，还为客户提供修补服务，以

延长衣物寿命。零售连锁品牌 C&A 意识到了棉花种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目前已经采取措施，确保企业在 2020 年之前只采购有机棉花。 

随着可持续设计的觉醒，奢侈品牌也纷纷采取行动。Gucci CEO 

Marco Bizzarri 日前表示，公司将从 2018 年春夏系列之后全面弃用皮草

制衣。库存毛皮产品将全部拍卖，所得善款捐给动物保护组织。而且 Gucci

所属的全球奢侈品集团开云集团近日携手上海时装周，向中国时尚界推介

“环境损益表”（EP&L），用以衡量从原材料到门店运营的整个供应链产

生的环境影响和社会成本，并以货币形式加以体现。这一开源工具现已成

为开云集团决策与执行内部经营活动的重要参考，此外更能帮助时尚设计

师实时、便捷地计算和优化选项，以便在产品设计初期将可持续发展纳入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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