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摘要 

始於 201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擬將香港設計中心搬遷至深水埗區的通州街及桂

林街交界一隅；該中心將經營樓高五層的「設計及時裝基地」，預計於 2024 年投入

運作。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系主任何達基教授率領研究團隊（下稱「研

究團隊」），基於政策文件分析、行業趨勢調查、與不同主要持份者的跟進訪談、以

及參考首爾、紐約、上海、邁阿密的案例研究所得撰寫了本報告，期望拋磚引玉建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各界持份者通力合作，制定一項名為「時尚 2047 願景」的長

期策略性規劃。該規劃旨在為香港時裝及紡織業建立跨界別的協作機制和措施，並向

之提供長遠財政支援以支持其長足發展。此外，為落實「時尚 2047 願景」，本研究

更倡議在深水埗區內構建一個「時尚及創意區」，致力推動香港於 2047 年成為一座

個具國際認可、主打高增值穿戴品和可持續時裝市場、並為中國和亞洲區的時裝、紡

織及創意行業提供法律與各種關鍵配套服務的「橋頭堡」。 

 

研究團隊提倡的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將扮演著三個主要功能： 

• 充當樞紐和孕育紡織時裝行業相關的專、商業發展； 

• 推動區內時尚零售熱點的嶄新發展，使其成為香港指定的文化旅遊景點之一； 

• 作為紡織、時裝、其他相關文化及創意產業和智能製造領域創造全新協同效應的

中心。 

 

考慮到香港的高成本營商環境，並在教育、研發、監督管治和融資能力方面的相對強

項，以及其地理位置的優勢和在紡織業內的長期聲譽，香港應當善用並鞏固一己之長，

專注於以下方面，以重塑其在時裝和紡織品領域上的有利位置： 

 

• 通過開發由新物料、智能生產和循環經濟邏輯而成的產品和設計，藉此在高增

值、可持續時尚和功能性穿戴品中創立市場定位； 

 

• 在人力資本建設中強調設計思維、體驗式學習、新科技應用以及與大灣區融合

的重要性； 

  

• 聚焦時裝和紡織品的完整價值鏈，通過更完善的網絡、信息共享和數據分析，

建立更強大的市場資訊和專業技術優勢； 

 



 

  
 

• 通過更先進的製造工序、以及設計師和生產商之間進一步的協作，來提高產品

的質量與功能優勢； 

 

• 以東西方聯繫、深水埗和香港獨特文化及人力資本優勢作主軸，在區域和國際

上打造設計及品牌的知名度； 

   

• 通過靈活的嶄新科技應用，更有效地回應市場需求的快速變化，藉以增強本地

企業的製造工序優勢； 

 

• 改善數據共享和市場情報收集，使本地製造商可以使用更及時和準確的數據來

預測市場趨勢，避免過度生產，減少浪費； 

 

• 利用香港的監管治理優勢和港商的國際聲譽，將深水埗區打造成大灣區的二手

服裝市場樞紐； 

 

• 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和監督治理優勢，推動香港成為中國乃至亞洲區內可持續

時裝的標準制定和監測中心。   

 

鑒於首爾、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經驗，上述願景的落實誠然仰賴政府及各界持份者持之

以恆的承諾、參與。故此，研究團隊建議的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不應被視為政府的一

次性投資項目。相反，它應該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更宏大的經濟策略有機結合，為本港

文化和創意產業啟航新征程，並進一步加強本地旅遊業、吸引高端製造業回流、升級

傳統產業、及鼓勵可持續城市發展及帶動經濟增長。 

在此願景的引領下，本報告認為有需要重新思考香港現時的時裝及紡織業之管治架構，

為此，研究團隊倡議成立一間名為「時尚創意發展公司」（下稱「時創展」）的公營

機構。「時創展」將擔任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的執行機構，透過協調不同持份者的利

益和關注點，進一步釐定和執行「時尚 2047 願景」的行動細節，並管理不同的融資

機制以維持時尚及創意區的高效運作。 為了實現這一願景，研究團隊提出了短期（1

年內）、中期（1 至 5 年）和長期（6 至 10 年）的具體行動方案為本報告作結，冀給

深水埗區開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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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甲、香港設計及時裝基地的進駐深水埗  

香港是東、西方交匯的城市，以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傑出領導地位而享譽全球。不久

前，這座國際城市還因其驚人的產業轉型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 1970-

1980 年代，香港是服裝、玩具、手錶和其他輕工業產品的製造中心。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蓬勃發展的經濟，主要由房地產業務、金融服務和旅遊業等「第三產業」的

爆炸性增長推動，逐漸為這座城市的工業歷史劃上休止符。在此背景下，空置廠房及

工業大廈改建成商業中心 ，似乎是香港發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然而借鑑其他國際城市，她們的故事反映出：金融或服務業的崛起並不一定是製造業

的「死亡之吻」。 例如，紐約市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也是眾所周知的製

造技術創新樞紐，更是許多先進製造業公司的所在地（NYC-EDC，2022）。 洛杉磯

除了坐擁荷里活影城等旅遊勝地，同時亦是美國製造業的主要基地（Goddyn，

2021）。 波音、SpaceX、博通公司（Broadcom Inc.）、美敦力公司（Medtronic）、

Nike 和特斯拉（Tesla, Inc.）等國際製造業龍頭都在洛杉磯大都會區設有總部和生產

設施。1 德國柏林作為另一個高收入的領先城市，主打紡織品、金屬、服裝、機械、

化學品和電子產品的生產（Insider，2021）。 

這些國際城市「一路走來」從未放棄其工業本色。反之，它們通過保留數十年積累的

技術知識、經驗和聲譽，培養出新一代工業奇才，不斷提升產能技術，在昔日成功的

基礎上再接再勵，勇敢探索新市場和貼合消費者的需求。它們還投資新基建，並為技

術突破的研究項目和創新創業計劃提供必要的資金，使城市的工藝和產業實力得以保

留、升級和改造，滿足 21 世紀的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嗎？肯定可以！   

201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特區政府」或「港府」）計劃將香港設計中心

遷往深水埗區通州街與桂林街交界一隅（見圖 1.1）。在這項新安排中，香港設計中心

                                                           
1
 有關洛杉磯主要製造商的列表，請參閱 https://www.glassdoor.com/Explore/top-manufacturing-

companies-los-angeles_IS.4,17_ISEC10015_IL.28,39_IM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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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營運新成立的「設計及時裝基地」。2 這個選址可謂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誠如時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先生所言，深水埗區在布料和服裝貿易

方面歷史悠久，是「本地時裝和設計愛好者的熱門地」。3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

長  陳茂波先生在 2018 年亦表示，深水埗區擁有為數不鮮的活化工業大廈，可為年輕

人提供許多新的商機。該區的活力、創新精神和年輕文化，大可為時裝產業締造雙贏

局面。4 

圖 1.1 將來香港設計及時裝基地的位置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8 年 1 月 9 日在《施政報告》中主要提出了一項計劃，即將傳統服裝和布料

批發和零售中心與設計和時尚元素融合和豐富，從而推動當地旅遊業並促進當地經濟，將該地區轉變為

設計和時尚地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09/P2018010900447.htm) 
3

有 關 建 立 設 計 和 時 裝 基 地 的 官 方 新 聞 稿 的 更 多 詳 細 資 訊 ， 請 參 閱

https://www.news.gov.hk/eng/2018/01/20180109/20180109_155756_331.html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講話如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17 日）發表網誌，指香港設計中心將跟市建

局合作，於深水埗通州街／桂林街的重建項目中，建立新的「設計及時裝基地」，希望能成為培育香港

新一代設計師的搖籃。陳茂波認為，工廈活化模式，能為青年創業者提供更多空間，同時也為場地注入

與別不同的文化、創意特色，帶來更多的人流，「可說是雙贏的方案。」（Kon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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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倡議設於深水埗的時尚及創意區的使命及策略定位 

在目前的計劃中，香港設計及時裝基地將佔用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正在興建中的大

樓首五層，將於 2024 年落成並啟用。該場地將容納一個設計畫廊和時裝表演空間，

以及初創企業和香港設計中心之辦公室。那裡亦會為殷切需要工作室的本地設計系學

生和年輕藝術家提供協作與創作空間，讓他們共同創作、建立網絡，並運用職業技能

來共同創作和設計產品。當中特別歡迎香港設計中心旗下「時裝創業培育計劃」（FIP）

和「設計創業培育計劃」（DIP）的初創企業使用該基地展示其產品和發展業務。此

外，香港設計及時裝基地內還會備有一個資源中心，該中心將收納多份與時裝相關的

刊物，並提供資料庫和布料樣版，以切合學生和設計從業者的研發需求。特區政府期

望該基地的到來，能為附近一帶打造時尚地標，藉此刺激本地零售活動和帶動旅遊業

發展（Kong，2018）。  

與此同時，紡織製造業對設計和時裝基地的期許略有不同。業界希冀未來位處深水埗

區的設計及時裝基地，除了滿足設計師的需求外，還能認同和擁抱紡織工業的傳統，

力求在紡織製造業和設計界兩者之間，創造新的協同效應，並促進新產品的設計與開

發，以重燃紡織業的引擎，進一步擴大香港時裝業於本地、地區、以至全球的影響力。   

鑒於港府和其他持份者的願景存在微妙差異，由香港設計中心營運的五層辦公室也許

未能完全滿足、又或提供足夠地方舉辦當地社區及商界團體所期望的多元活動。此外，

倘要重拾香港在時裝及紡織業的競爭優勢，香港必需採取大膽行動，並作出長期承諾，

以重建其在這一領域的工業實力。  

因此，本報告建議特區政府與行業主要持份者共同制訂長遠策略規劃「時尚 2047 願

景」。這項策略計劃需要跨界別合作和政策支援，以支持在深水埗建構一個「時尚及

創意區」；目標在 2047 年，把香港發展成為舉世認可擁有高增值穿戴品、可持續時

裝、以及中國與亞洲區內時裝和創意業法律和相關配套服務的國際樞紐（見圖 1.2）。 

研究團隊倡議設於深水埗的時尚及創意區將發揮三個主要功能：  

• 充當樞紐和孕育紡織時裝行業相關的專、商業發展； 

• 推動區內時尚及創意零售的嶄新發展，使其成為香港指定的文化旅遊景點之一； 

• 作為紡織、時裝、其他相關文化及創意產業和智能製造領域創造全新協同效應

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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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擬議中的時尚及創意區具備三個不同的功能，但彼此之間可以相輔相成。例如，

隨著消費者對本地設計時裝的新需求，本地設計師將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資金，他們

可以利用香港市場維持業務，並在地區和國際上拓展市場。這也有助吸引新人才進入

該行業，對於長期保持其競爭優勢至關重要。此外，隨著新晉人才和市場需求，現有

企業和新創業者將更願意提供資金投資新科技來升級行業。這也將鼓勵時裝業及紡織

業之間的更大合作，擺脫兩者目前在活動和人才發展計劃方面頗為獨立所形成的窘境。   

圖 1.2  為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作策略定位的分析框架 

 

 

 

 

 

 

 

 

 

 

 

倘若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要成為一個連接香港內外設計師、製造商、供應商、商業買

家、研究人員、技術專家、商業開發人員，甚至消費者的平台，便有需要超越由香港

設計中心營運五層高的「設計及時裝基地」; 因此有必要利用深水埗區的廣大社區資源，

來創造聚集和擴散效應。   

深水埗
時尚及
創意區 

設計師培育及 

專、商業創作空間 

零售和旅遊

熱點 

紡織、時裝和 

其他行業的 

協同樞紐  

宏觀背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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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研究目的和架構 

有鑒於此，由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領導的跨學科研究團隊，於 2022 年

進行了這項研究，希望為時裝及紡織業、並與「設計及時裝基地」相關的其他主要持

份者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 

研究團隊進行了多次持份者訪談、政策和文獻回顧以及案例分析（有關所用方法的詳

細資訊，請見圖 1.3 和文字框 1.1）。 2022 年 8 月和 11 月，研究團還與主要的商界

和社區領袖分享了一些初步研究結果，以徵求初步意見和建議。  

圖 1.3  研究設計 

 

 

 

 

 

 

 

 

 

 

 

 

 

 

 

 

訪談持份者， 

並進行問卷調查 

文獻 

回顧 

首爾、紐約市、上海和    

邁阿密的案例研究 

政策回顧和數據分析 

與個別主要持份者分享初步研究成果以收集意見；  

進一步分析和修訂初步研究結果 

政策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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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章節，研究結果將按以下順序介紹： 

• 宏觀分析香港時裝及紡織業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以及對「設計及時裝基地」

發展的影響； 

• 韓國首爾「東大門」、紐約市和上海的案例研究，為香港提供重要的經驗參考

和見解； 

• 有助建設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的社區資產分析和政策倡議； 

• 支援時尚及創意區未來發展的公共管治策略和所需的協作架構。  

文字框 1.1 訪談方法 

由香港城市大學何達基教授率領的研究團隊於 2022 年 5 月至 9 月期間，與香港時裝及紡

織業界代表進行個別及焦點小組訪談。30 名受訪者來自不同行業，包括針織和鉤編服裝、

皮草、其他服裝、時裝設計服務（如時裝顧問、時裝設計、紡織品設計）和高等教育（為

行業提供教育和培訓的大專院校）。來自商界的受訪者也涵蓋多個企業，包括擁有超過

250 名員工的大型領先企業，如聯泰集團、羅氏集團、馮氏集團、三黃集團、晶苑國際和

興迅實業；擁有 51 至 250 名員工的中型企業，例如福珍織造廠；小型企業則有香港東毛

實業； 以及深水埗區內的獨立設計師和業主。  

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編碼（2.0 版） 

工業類別 訪談次數 

141 成衣的製造（毛皮衣服、針織及鉤針編織衣服除外） 7 

142 毛皮製品的製造 2 

143 針織或鉤針編織衣服的製造 2 

7513 時裝設計服務（包括配飾） 9 

8410 政府行政； 經濟及社會政策 5 

853 大學及提供專上課程的院校 5 

研究團隊還接觸了與該等行業有深度關係的不同團體，包括與「設計及時裝基地」相關的

兩個主要參與機構—香港設計中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此外，研究團隊於 2023 年對大南街、基隆街、汝州街一帶的深水埗店主及商戶進行問卷

調查，以了解他們對創建時尚創意區構想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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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觀背景分析: 香港時裝及紡織業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甲、香港時裝及紡織業的簡史回顧 

香港在時裝和紡織業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是全球紡織產品

製造中心。1950 年代，猶幸香港沒有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蹂躪，以及工業家、裁縫

和藝術家從中國內地湧入這個小城，促成時裝及紡織業開始起飛。最初，此等行業主

要集中在中國傳統服裝上，例如中國傳統的「旗袍」和刺繡品。然而，在 1960 年代

和 1970 年代，隨著工業化的興起以及西方文化和商業的影響越來越大，香港的時裝

及紡織業開始從中國傳統服裝轉向西洋服裝。當時的出口導向政策進一步鼓勵本地企

業放眼海外市場。為了回應這一號召，香港貿易發展局於 1970 年舉辦了首屆時裝節

（Ngai，2020）。  

在當時港英政府維持的營商環境下，憑藉相對較低的勞動成本、充裕的資深勞工供應，

以及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上海企業家來港引進的工商管理經驗，香港紡織和時

裝相關製造商成功地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尋找到為西方市場製造貨品來立足全

球貿易的機遇。  

這造就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香港工業的迅速擴張（見表 2.1）。 例如，紡織企業

的數量從 1976 年的 4,578 間增加到 1990 年的 5,308 間，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

每年僱用 100,000 多名工人。 同期，服裝製品業（鞋類除外）的機構單位數目由

7,946 間增至 8,139 間，皮革及皮革製品企業由 138 間增至 709 間。 到 1990 年，超

過 204,000 人受僱於服裝製造的工廠，當中超過 3,000 人從事皮革相關的生產。鞋類

相關行業（橡膠、塑膠和木製鞋類除外）的數量在 1970 年代也急劇增長，在 1980 年

代中期僱用了 7,000 多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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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服裝及時裝相關行業的歷史分析 

  

紡織業的機構單

位（就業人數） 

數目 

服裝製品業（鞋類

除外）的機構單位

（就業人數） 

數目 

皮革及皮革製品業

（鞋類及服裝製品

除外）的機構單位

（就業人數）數目 

鞋類製造業（橡膠、塑

膠和木製鞋類除外）的

機構單位（就業人數）

數目 

1976 4,578 (137,315) 7,946 (244,510) 138 (2,359) 468 (4,976) 

1980 5,013 (124,573) 8,991 (255,677) 212 (3,690) 509 (6,629) 

1985 4,555 (110,606) 8,559 (264,569) 238 (3,269) 456 (7,513) 

1990 5308 (100,353) 8139 (209,499) 709 (6,703) 347 (4,125) 

1995 3,223 (58,789) 3,585 (80,222) 189 (1,342) 95 (517) 

2000 2,077 (27,489) 1,953 (36,330) 71 (434) 47 (175) 

資料來源：Hong Kong Year Book，various years。 

然而，當時世界主要服裝市場—美國，施加紡織品和服裝進口配額，迫使香港製造商

將生產外判至其他地方，例如中國內地。美國買家也尋求替代供應商，如韓國和台灣

的企業（Trela，1998）。  這導致 1980 年代末及 1990 年代初香港服裝及時裝相關行

業的製造業和出口下降（見圖 2.1）。 

圖 2.1 

 

1990 年代，美國決定改變貿易規則，逐步取消《多種纖維協定》下的配額制度，希望

增加競爭力，降低美國消費者的服裝價格， 這對香港服裝製造業造成額外威脅

（MacDonald，2006）。2005 年 1 月 1 日，世界貿易組織廢除了該制度。政策轉變

後，一個國家（如中國內地或其他勞動成本明顯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出口到美國

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服裝數量不再受限制。這政策轉變吸引了許多服裝買家尋找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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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製造商。香港作為一個高收入社會，立刻失去了競爭優勢。隨著全球貿易政策

的轉變，許多香港紡織企業被迫將生產線遷出香港。這導致時裝及紡織業的本地就業

人數下降（見圖 2.2）。 香港的出口和轉口總值亦隨時間大幅下跌（見圖 2.3）。 

圖 2.2 

  

 

 

 

 

 

 

 

 

 

注：就業人數包括零售、批發和其他與時裝和服裝

相關的服務行業，不限於製造業。  

圖 2.3 

 

 

注：這些數據包括與時裝和紡織相關的工業，因此比圖 2.2 的覆蓋範圍更廣。包括製造、批發和零售（見附錄

三）。 

乙、香港時裝及紡織業的新機遇 

雖然香港的製衣行業面臨許多挑戰，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一個「夕陽」或萎縮

的工業。事實上，消費者對時裝和服裝的需求預計將在未來上升。根據香港貿易發展

局（2022）的數據，全球生產的成衣數量從 2010 年的 50 億件增加到 2020 年的 100

億件，全球購買的成衣重量將從目前的 6.2 億噸增加到 2050 年的 17.5 億噸。全球服

裝消費量預計將從 2021 年的約 2 萬億美元增加到超過 2.5 萬億美元（見圖 2.4）。  

圖 2.4 

 
資料來源﹕Statista 

圖 2.5 

 
資料來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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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服裝和鞋類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估計將從 2021 年約 270 美元增加到 2025 年

約 330 美元（見圖 2.5）。 消費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將來自中國內地。中國的服裝零

售市場預計將從 2018 年的 23,108 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3,240 億美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40,188 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5,640 億美元）（Forward Business Information，

2021）。 

再者，對於時裝及紡織業模式轉變的呼聲增加，這可為香港企業和設計師創造新機遇，

以高增值市場和更複雜的消費需求為目標。由於全球對氣候變化和相關的人道主義挑

戰認識不斷提高，許多消費者和國際組織現正提倡可持續的紡織品製造和時裝產品。

例如，聯合國氣候變化部門（2021）於 2021 年發佈了《聯合國時尚產業氣候保護行

動憲章》，要求時裝界「擁抱更深入、更系統化的變革，並擴大低碳方案」。該報告

還敦促時裝行業的持份者，如大型買家和供應商，更加積極主動地「減少其營運產生

的氣候排放」，並呼籲在時裝、零售和紡織全球價值鏈中的所有企業 —— 無論其規模

和地理位置如何 —— 均「採取行動，在可衡量指標下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UN 

Climate Change，2021 ，p.2）。 圖 2.6 是聯合國環境署為所有行業和時裝相關企業

宣傳的可持續及循環紡織品價值鏈，以加速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轉型。 

圖 2.6 在紡織品價值鏈中建立可持續和循環價值鏈 

 

 

 

 

 

 

 

 

 

 

 

 

資料來源：UNEP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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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展或可為香港創造新機遇。與其急於降低單位成本而生產低品質的快速時裝，

香港企業和設計師或許更好專注於市場對可持續時裝的上漲需求，而採用更昂貴、但

污染更少、更可持續的製造流程和物料，以生產高增值產品。事實上，一些香港企業

已在這方面發揮全球領導地位（更多詳情見文字框 2.1）。 

  

文字框 2.1  可持續時裝是香港的未來嗎？ 

撰文：文俊偉   

 

長期以來，紡織品生產一直被視為高污染行業，估計約佔全球清水污染的百分之 20，尤其

是在染整產品過程中（European Parliament，2022 ）。該行業每年還負責全球約 4000

萬噸紡織廢料，通常這些廢料最終進入垃圾堆填區或焚化爐（MicKinsey，2021）。雖然

服裝生產或廢物處理中產生的污染物是追求經濟發展的一種無形的界外影響，但它對空氣

和水質等公共財產以及市民之公共衛生帶來了實質的危害。從長遠來看，它使醫療保健上

的公共開支增加，導致生產力甚至勞動力下降，以及福祉損失和其他社會負擔，從而增加

國家或社區的社會成本。  

 

近年來興起的快速時裝文化也帶來了另一個方面的環境問題。幸運的是，在過去十年中，

隨著全球對環境保護的日益關注（建基於 19 世紀末誕生的環保主義基礎上），隨著技術的

進步和技巧的提升，紡織業正在通過各種前衛進取行動重新獲得聲譽。例如，在比亞里茨

舉行的 2019 年 G7 峰會上，提出首屈一指的《時尚公約》合作承諾，該倡議強調氣候變化

和生物多樣性作其支柱，標誌著轉變至以保持利潤，同時引入廢物管理新技術的可持續性

相容模式。該協定涉及 14 個國家，超過 60 多個簽署方和 200 個品牌，約佔全球時裝業的

三份之一（The Fashion Pact，2020），其參與者涵蓋供應商到生產商再到分銷商的各個

領域。 

 

目前，不少香港企業已採取措施，以可持續發展作為重中之重，為可持續時裝和紡織品製

造的未來做好準備。例如，總部位於香港的大型紡織企業馮氏集團是香港加入全球《時尚

公約》的「領頭羊」。它正在與其全球業務伙伴和各種研究團隊合作，探索新技術如何減

少製造過程中的化學和能源消耗。集團副主席馮國綸博士在《時尚公約》的進展報告中表

示，「這真需要整個價值鏈共同努力，以實現我們需要的可持續轉型。」（The Fashion 

Pact，2020 ）。另一間總部位於香港的大型紡織企業晶苑國際集團也非常重視可持續發

展。它早在 2010 年便啟動可持續發展計劃，目前正在與多個環保伙伴合作，使其供應鏈

和生產週期更加環保。該公司的產品還得到歐盟等國際權威機構制定和監督的高度可持續

性標準所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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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儘管本地製衣業的就業人數在過去十年有所下降，但香港企業通過靈活的策略、

創新的變革和持續的轉型，繼續在下降趨勢中生存。雖然許多服裝產品今天不再於香

港本地生產，但全球紡織品市場上的許多產品仍然由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香港公司製造。

不少國際品牌還與在不同國家經營工廠的香港企業簽訂了「原設備生產」（又稱：

「代工生產」）（OEM）協定。 這些業務仍然直接惠及香港。  

此外，許多香港企業與外國品牌簽訂了相類似的「原設計生產」協定（ODM）。因此，

香港本地設計師或香港製造商可以對原有品牌名稱設計進行細微修改，創立自己的品

牌，並將新創立的產品銷售到專屬市場，以滿足某些市場的特定需求。由於香港在時

裝及紡織行業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香港的商界領袖都了解西方和亞洲市場的消費者

需求及品味。此外，香港製造商在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客戶交流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因此，香港仍然可以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關鍵角色，並與世界各地的企業合作，塑造未

來的時裝和紡織品趨勢。 

因此，香港的時裝及紡織業仍有很大的機遇。關鍵在於香港企業和設計師能否有效滿

足不斷上升和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以找到專屬市場，並在競爭中超越同儕，獲得全球

領導地位。雖然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企業相比，香港企業的勞動成本優勢不大，但

仍可透過其他策略保持競爭優勢。 

延伸自米高·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98）提出的競爭力優勢模式，並將其

應用於新的知識型、科技驅動型經濟中，有幾個因素對現今創造競爭優勢至關重要：   

• 一間公司能否獲得更好、更快的市場資訊，或擁有某些科技優勢，幫助他們超

越其他公司；  

• 一間公司是否可以利用數據和科技使其生產更具成本效益，響應消費者需求，

並為客戶創造額外價值； 

• 一間公司是否可以設計產品和服務來建立品牌忠誠度； 

• 一間公司是否可以開發某些專利、獨有技術和專業技能，使其能夠為潛在競爭

對手創造更高的門檻； 

• 一間公司能否更合符成本效益地採購或獲得對某些產品要素（如原材料、機器

或專業人才）的重大市場控制，從而增加議價能力，創造更高的進入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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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公司是否擁有一個沒有輕易替代品的專屬市場； 

• 一間公司是否能靈活及有智慧地善用科技並調整製造過程，以發展適當的規模

經濟並創造成本優勢； 

• 一間公司是否能對其智力及知識資本有強而有力的保護，以保持競爭力及其獨

特的市場地位。 

有鑒於此，香港企業不應嘗試在勞動成本或低邊際利潤的產品上與其他企業競爭。相

反，應專注於創造以下競爭優勢的策略（見圖 2.7）： 

• 先進物料優勢—與研究人員和產品開發人員合作研發獨特的新型先進物料，服

務專屬市場，吸引特定的消費者需求，或創造相對於競爭對手的成本優勢； 

• 勞工生產力優勢—與大學及培訓機構、商界和專業合作，培訓下一代設計師和

勞工，使他們了解市場趨勢，並具備必要的技能和專業知識來保持生產力和競

爭力； 

• 市場資訊和專利技術優勢—促進政府機構、生產者網絡、商界、設計界和消費

者之間更完善的資訊及數據流通，以獲取更完整、更即時的市場資訊，並提供

更優質和更合時宜的教育和培訓，以不斷提升香港勞工和設計師的技能，使香

港企業能夠更迅速和有效地滿足市場需求； 

• 產品質素和功能優勢—與設計師、工程師、市場分析師合作，設計和生產更功

能性及可持續、品質更上乘、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的產品； 

• 設計吸引力和品牌優勢—與設計師、市場推廣專家、商會、政府官員和各行各

業的商界合作，推廣香港的設計和產品，並在本地、全國和全球建立品牌忠誠

度； 

• 製造程序優勢—與本地、區域和全球的研究人員、工程師和商界合作，開發新

的製造方式，從而縮短生產時間、程序更加節省能源和可持續、及時準確地回

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生產規模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並善用合適的規

模經濟； 

• 地理位置優勢—善用大灣區、東亞及東南亞其他主要市場的人力資本和市場准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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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管和管治優勢—善用其他政府和跨國企業信賴的法律和監管環境，為本地企

業和設計師的知識產權及知識資本提供良好的保障。 

若香港的時裝及紡織業能夠善用這些優勢，他們則更能保持競爭力、適應不斷變化的

市場需求、建立市場領導地位、減少新晉企業的威脅，並保持其全球吸引力和客戶基

礎。  

圖 2.7 香港時裝及紡織業的潛在競爭優勢 

 

 

 

 

 

 

 

 

 

 

 

 

 

 

香港已有成功例子證明這是可行的。文字框 2.1 已提及一些香港企業成功利用科技使

其生產過程更具可持續性，並創造了全球知名和極具競爭力的品牌，而其他企業亦正

使用科技來尋找他們的專屬市場。例如，興迅實業 (Grandion) 是一間本地紡織品製造

商，它不僅在全球價格競爭中生存下來，而且即使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和全球經濟低迷期間下也擴展了其業務經營。（見文字框 2.2）。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了香港時裝及紡織業如何在生活成本和工資高昂的情況下保持競爭

力。 下一章節則會介紹韓國「東大門」、紐約市和上海的案例研究，闡述如何透過用

政府政策、商業投資和公私營合作來發展這些國際時尚中心的競爭優勢。 

香港時裝及紡織業的 

潛在競爭優勢  

 

先進物料優勢 
勞工生產力

優勢 

市場資訊 

和 

專利技術優勢 

產品質素  

和 功能優勢 

設計吸引力 

和品牌優勢 

製造程序優勢 

地理位置優勢 

監管和管治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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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框 2.2 興迅實業和 TML 的案例研究  

撰文：吳穎妍 

 

興迅實業有限公司 (Grandion) 成立於 1996 年。 在 2015 年之前，它主要以原設備生產商

（OEM）和原設計生產商（ODM）的身份經營其業務，並在香港和中國內地設有辦公室

和業務。其產品包括毛衣，T 恤，卡其褲，其他類型的休閒服和風褸。近年來，興迅實業已

擴展為原品牌生產商（OBM），並與 Zara、Esprit、Baleno、Bossini、Nike 和 Reebok

等本地和海外企業合作。 

 

企業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願意適應、投資科技並不斷尋找創新解決方案。 例如，在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SARS) 的爆發造成了經濟困境。為此，興迅實業與

一些業務合作伙伴進行了橫向和縱向合併，以確保公司能夠更全面地控制其生產鏈，並引

入新科技，例如電腦刺繡和其他數碼工具，以降低成本並提高品質。2006 年，興迅實業決

定成立自家的設計工作室，並從代工生產轉變為原設計生產和原品牌生產。興迅實業沒有

選擇繼續大規模生產及被迫遷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的這條舊商業道路，而是尋找整合

的策略、提供增值服務，並通過更高品質、更好的市場應變能力和製造過程中更高的成本

效益來競爭。透過這些努力，興迅實業將其生產週期從 90 天縮短至 7 天。 這使企業能更迅

速地滿足客戶需求、提高產品的周轉率、減少不同方面的不確定性，並改善企業的現金

流。 

 

2015 年，興迅實業創辦了一間名為“TML”的新公司，代表「本地製造」（“To Make 

Locally”）。這是對工業 4.0 和數碼化的先驅回應。TML 積極聘請本地設計師，建立一個

綠色生產中心，並引進數碼化機器以提高生產效率。從早期設計、原型紙樣列印到選擇最

終設計，整個過程都實現了數碼化。此外，興迅實業生產過程使用環保物料，例如可生物

降解的墨水，而非由不可降解的 PVC 組成的傳統溶膠油墨。  

 

新型商業模式不但使 TML 能夠進一步提高其生產效率，從 7 天縮短至 1 天，而且還在其設

有辦公室或業務合作伙伴的不同地點推廣「企業對消費者」(B2C) 個人化生產。顧客還可使

用一站式流動應用程式或不同地點的自動售賣機來訂製他們的服裝訂單和個人化服裝設

計。這種方便顧客、技術主導的商業模式使 TML 能夠擺脫依賴規模經濟和以低勞動成本生

存的傳統大規模生產的商業模式。TML 及其母公司興迅實業因其敏捷、創新、價值推動和

以客為本，能夠承受各種挑戰並在香港擴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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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對手和同行的經驗:  韓國、紐約、上海的「他山之石」 

甲、工業政策的角色 

保持產業優勢及保持製造業活力是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共同政策目標。 例如，從列根

總統在 1980 年代的再工業化議程起（Lower，1982），到近期拜登總統在行政管理

和預算局內設立“Made in America Office”以支援再工業化和確保供應鏈承受衝擊

能力的倡議（The White House，U.S. Government，2022），美國從未停止使用政

策來維持其製造業競爭力。歐盟也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從 2000 年的里斯本策略，建

立「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活力的知識型經濟」（European Parliament，2000），到

2020 年新產業策略（EU，2020），歐洲國家努力保持與美國和亞洲國家的競爭力，

並制定了許多政策來扶持其製造業。這些例子說明，儘管面臨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工

資上漲和日益激烈的競爭壓力，先進經濟體系的許多決策者都樂於透過工業政策確保

製造業仍然是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Wade，2012；IMF，2019）。 

然而，並非所有工業政策都有效（Andreoni，2016；Pack and Saggi，2006），即

使有強而有力的工業政策，並非所有國家或地區都能夠保持競爭力。每個地方都必須

考慮工業政策背後的經濟和政治理由，其影響市場和政府相當角色的社會和經濟情況，

以及實行過程中的管治能力（Cherif and Hasanov，2019；Maloney and Nayyar，

2019；Oqubay，2020）。   

在許多成功善用工業政策於時裝及紡織業來獲得競爭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中，韓國是媒

體和學術研究人員經常引用的範例（Son，2014）。此外，紐約市和上海亦可為香港

提供寶貴的經驗參考，兩者均與香港一樣為主要金融中心，亦具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土

地價格。然而，兩者都成功培育了各自的時裝及服裝業，並繼續在市場上發揮主導角

色。 在下一章節，本報告將說明和分析這三個案例，以了解香港能從它們的經驗中學

到什麼。  

乙、案例研究：韓國「東大門」時尚中心5 

在過去二十年，韓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迅速，使韓國成為全球第七大流行文化出口國。 

根據估算，韓國的文化產業，包括電影、流行音樂、時尚和電子遊戲，在 2021 年創

                                                           
5
 特別鳴謝袁志樂博士負責本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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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 1140 億美元的銷售額、103 億美元的出口和超過 680000 個職位（Wikipedia 

contributors，2022）。 

韓國時裝及紡織業的湧現可以被視為韓國文化激增的一部分，被稱為「韓流」，背後

其實是公共政策推動的結果。從 1990 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韓國政府希望盡

量減少對重工業的依賴，並發展能確保盈利的可持續業務。為了將韓流發展成一種可

以超越國界的流行產品，青瓦台開始鼓勵大型企業集團和科技公司投資文化領域。自

2009 年以來，時裝以及遊戲和廣播已被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 （KOCCA） 指定為 9 種

關鍵內容製作類型。根據《2020 年韓國國家形象報告》（Korea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20），韓式時尚在外國人對韓國的認知度中排名第 9，超過

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對韓式時尚、美容和購買韓國商品感興趣。  

這一成功的策略是建立東大門設計廣場為國際時尚中心，並舉辦首爾時裝周等標誌性

活動。東大門地區是韓國最大的時裝區域，擁有綜合規劃、生產和分銷能力。它不僅

擁有首爾三分之一的服裝製造業務，而且還擁有 41 個購物中心和 34800 間專賣店

（Trend Lab 506，2019），使其成為至今全國最大的批發和零售購物區。該地區年

出口額為 30 億韓元，銷售額為 15 萬億韓元（Seoul Design Foundation，2020），

分別佔韓國紡織品和時裝總銷售額的百分之 17 和百分之 21。（有關東大門發展詳情，

請見附錄一）。 

表 3.1 東大門時尚中心零售和批發商店的分佈 

類型 商場數量 店鋪數量 主要項目 企業 

傳統市場 19 12,500 衣服、布料、鞋、

袋、配飾、皮革、

輔助材料 

平和市場、東和市場、光熙時尚

購物中心、統一購物中心、第一

平和市場、青平和市場 

新式批發購物

中心 

13 7,000 衣服、配飾 黃金城、Team 204、設計師

樓、惠陽、Oleo W、apM、 

Techno Mark、Yours、新世界

始興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綜合購物中心 8 15,000 衣服、娛樂、住宅

和商業綜合中心 

美利來、都塔、Hello apM、 

Good Morning City、Lotte 

Fitin、現代百貨、apMPlace 

地下時尚街 1 300 體育相關商品 / 

總共 41 34,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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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門的成功可歸因於以下因素： 

• 從一開始，東大門就得到了韓國國家政府、首爾特別市廳、商界以及時裝及紡織行

業各種專業機構的大量投資和其他支援。它亦被列入國家政策行動計劃。  

• 東大門為設計師和初創公司提供了充足的工作空間。根據不同的標準和需求，選定

的公司可在東大門設計廣場獲得 7.5 平方米至 28 平方米的創作空間。  

• 東大門為年輕設計師和初創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技術和基礎設施支援。例如，它在東

大門時尚購物中心的 4 樓設立 DDP Dream Lab。該工作室為設計師和時裝愛好者

提供縫紉設備和協作空間。該空間亦可借用於舉辦研討會、展覽、大學學會或當地

社區活動。攝影器材也可在工作室內免費使用。該工作室亦設有知識產權保護中心，

該中心旨在防止個人和企業間因商標權和假冒商品等相關事宜糾紛。東大門時裝圖

書館還為設計師提供重要的資訊支援。該圖書館由首爾設計財團管理，收藏了超過 

16000 種與時裝相關的書籍和雜誌，以及來自國內外的論文和典籍。  

• 東大門非常擅長舉行備受矚目的活動，協助培養年輕設計師並提高他們於國內和國

際的形象。例如，它舉辦了韓國時尚大獎的“K-Fashion Audition”，這已成為為

韓國年輕設計師和初創公司打造「無可限量新品牌」的重要活動（更多詳細資訊，

請見文字框 3.1）。它還舉辦了備受矚目、國際公認的時尚商務盛事—首爾時裝周

和貿易展（SFW）（更多詳細資訊，請見文字框 3.2）。 

• 由於龐大的公共和私人資助，東大門能夠提供大量的金融資本，幫助年輕設計師和

新晉公司在東大門時尚中心脫穎而出。 例如，在“K-Fashion Audition”的獲勝

者通常會獲得大量的市場推廣和公開宣傳，以協助建立他們的品牌認知度和知名度。

成功的公司還將獲得財政補貼和其他支援，資助它們參加海外時裝表演和比賽。例

如，小型製造商的原型資助計劃可從首爾產業振興院（SBA）獲得高達所需商業資

本的百分之 80 的補貼，以及 500 萬韓元用於原型製作和宣傳材料的成本。  

• 東大門支援許多業務網絡和企業對企業（B2B）活動。例如，它管理 Hi Seoul 

Showroom ——一個 B2B 時尚分銷平台，展示樣品和產品，並通過諮詢進行銷售。

Hi Seoul Showroom 致力於幫助小型本地企業擴大海外銷售管道，它位於東大門

設計廣場的其中兩層，第一層是品牌展示和買家諮詢區；地下層的面積是第一層的

兩倍，展示了最新的季節性和特色產品。每年展廳都會與約 110 間公司簽訂獨家合

同，提供線下和線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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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框 3.1“ K-Fashion Audition” 

撰文：袁志樂博士 

由韓國時裝產業協會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共同主辦、韓國紡織貿易協會支持的韓國時裝大獎

“K-Fashion Audition” 旨在表彰剛剛出道有成的設計師、培育嶄露頭角的品牌，以加強國內時

裝市場的全球競爭力。 其中開放申請的包括兩個組別：常規設計師及學生。申請人需為品牌持有

人或創辦人，前者需韓國國籍，而不同學科的韓國學生只要對時尚或設計感興趣就有資格申請後

者。學生可選擇以個人或雙人申請，所有申請人均須參加「潮流展」。每位得獎者必須通過 5 輪

面試，才能成為十大品牌之一。評審團由經驗豐富的設計師、知名分銷商、造型師和消費者團體

組成。對品牌概念、故事、商業競爭力以及設計師的創造力和線上或線下溝通技巧，作出為期 6 

個月的深入評估（K-Fashion Audition & Trend Fair Website，n.d.)。 

 

輪次 常規設計師 學生 

一 

筆試篩選 

- 量性：國內外商標註冊、國內或出口銷

售業績、出席時裝活動 

- 質性：商業計劃、設計（創意性）、產

品品質、業務能力和增長潛力 

產品組合/作品集評估（5 個作品） 

- 設計與創意 

- 作品集的結構 

- 商業化潛力 

二 

面試和視像評估 

- 品牌概念、創意識別、與消費者溝通、

產品商業化、增長潛力 

面試 

- 品牌概念、創意識別、與消費者溝通、 

產品商業化、增長潛力 

三 

線上公眾投票 

參與品牌的產品在電子分銷平台上展出，公眾可以投票選出自己心儀的品牌。成功銷

售的隊伍會獲取額外分數。 

四 
潮流展覽攤位評估 

品牌概念、創意識別、與消費者的溝通、增長潛力、銷售業績和買家喜好 

五 
公眾投票和專家評估 

十大最大品牌的最終排名由 3D 虛擬服裝時裝秀和專家評選後的公眾投票決定 

最後，10 名品牌得獎者將自動加入「K-Fashion Audition 得主（十大）嘉許計劃」，並獲得總

值 1 億韓元的商業補助券。補助券可用於申索數碼化轉型、內容創作、海外擴展、原型製作和市

場推廣等開支。除了以上 10 名或組得獎者外，一些品牌還加入了「優秀品牌支持計劃」，以鼓

勵其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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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協助韓國企業進行品牌建設和認證。 例如，產業通商資源部和

韓國時裝產業協會合作，在東大門時尚中心舉辦了「潮流展」。這是一個為期兩天

的國內訂單博覽會，旨在為當地時裝品牌開發商業渠道、支援本地公司開發新市場、

研究最新行情並建立業務網絡、同時邀請來自線上或線下的零售商買家和時裝企業

高層與活動的新晉參加者建立聯繫。參展品牌須參加“K-Fashion Audition”才可

進入「潮流展」，並享有為參與企業提供「企業對企業」支援。  

文字框 3.2  首爾時裝周和貿易展（SFW）  

撰文：袁志樂博士 

SFW 由首爾設計財團主辦，每年舉辦兩次國際時尚商務活動，旨在成為繼紐約、巴黎、倫敦

和米蘭之後的世界五大時裝周之一。SFW 進一步分為兩個活動：“Seoul Collection”和

“Generation Next"（GN）。 前者是一系列展示韓國頂級設計師作品的時裝秀。“Seoul 

Collection”也是自 2000 年以來韓國最大、最卓越的時裝秀。 GN 是一個致力為嶄露頭角的

設計師舉辦的作品展，是為下一代獨立時裝品牌在市場上建立地位的門戶。在該週內，GN 的

設計師將有機會舉辦迷你時裝秀並與海外買家配對。 

關於申請資格和評估標準，首爾時裝周的所有申請者必須是營運一年以上的獨立品牌，而參

與 GN 最高營運期為 7 年。對品牌的質性和量性方面都會進行全面評估。詳細評分準則如下

（Trend Lab 506，2019）： 

 

標準 Seoul Collection Generation Next 

質性 比重：百分之 70 

全球競爭力、可銷售性、盈利能

力 

比重：百分之 80 

創造力、全球競爭力、可銷售

性、增長潛力 

量性 比重：百分之 30 

銷售業績 （百分之 10） + 出口

業績 （百分之 10） + 公關業績 

（百分之 10） 

比重：百分之 20 

銷售業績 （百分之 5） + 出口業

績 （百分之 5） + 公關業績 （百

分之 10） 

共有 40 名設計師能入選“Seoul Collection”，GN 則會為成員舉辦約 100 個展覽攤位和 15

場時裝秀。 此外，SFW 會在整周內為傑出參賽者提供支援。 從“Seoul Collection”和 GN

計劃中分別選出的最佳設計師更免收參展費，並獲得現金獎勵，海外買家亦可投票支持品牌

進入“Seoul’s 10 Soul”計劃，這 10 名候選人將獲得財政資助，以在海外展示他們的作品。 

SFW 被廣泛認為是韓國設計師獲得曝光率並勇闖國外時裝市場的大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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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中心促進國際合作、邀請全球知名設計師舉辦研討會及參加活動，並建立本地

設計師與國際頂尖設計師和企業的全球網絡。  

• 鑒於 COVID-19 疫情，東大門時尚中心同時舉辦線上和線下活動。例如，Fashion 

KODE 是一個每半年舉辦一次的時尚文化市場，旨在於線下和線上介紹潛在買家。  

• 最後，東大門對本地和國際遊客有巨大歷史吸引力。它擁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遺產，

可以追溯到朝鮮王朝早期到日本殖民時期。該地區擁有眾多歷史遺跡和舊址，包括

首爾漢陽都城牆，以及 Hadogamteo 遺址（軍事訓練場）和 Yeomchocheong

（火藥軍械庫）。1925 年，慶城綜合運動場（後來被稱為東大門運動場）在該地

區建成。這是韓國第一個用於田徑、棒球、網球和游泳的現代體育設施（Seoul 

Solution，2017）。該綜合運動場還舉辦了亞運會、全國體育大會以及國內職業

足球和棒球比賽的開幕禮。除了這座歷史建築外，東大門地區的商業影響也可以追

溯到幾個世紀前的朝鮮王朝晚期（1392-1897）。於 1905 年，廣藏市場成立，並

於 1960 年代，在平和市場周邊建立了各間縫紉廠。自此，東大門長期以來一直是

韓國服裝業的核心和深受歡迎的旅遊勝地。 

 

丙、案例研究： 紐約市6 

儘管紐約市以其金融業而聞名，但它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知名的時尚中心。許多著名

品牌，如 Ralph Lauren、Marc Jacobs、Tiffany & Co.、Calvin Klein 和 Tommy 

Hilfiger，都位於該市（見文字框  3.3）。此外，許多與時尚相關的支持機構，如

Vogue，Harper's Bazaar 和 Women's Wear Daily，都位於該市。  

與首爾不同，紐約市沒有一個包含大量零售商店、設計工作室和商業營運的大型集中

設施。相反，時裝及紡織業分佈在紐約市的不同地區（詳細請見圖 3.1）： 

• 紐約市的服裝業仍然集中在服裝區，北至第 40 街，南至第 34 街，東接第五大道，

西接第九大道。儘管曼哈頓以華爾街和金融業而聞名，但曼哈頓這個「四乘六」街

區的區域仍然是時裝產業活動的集中地，並為紐約市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   

• 蘇豪（SoHo）是「南休斯頓」(South of Houston) 的縮寫，是位於休斯頓和運河

街道之間的街道網，大概位於第六大道和拉斐特街之間。該地區包含許多獨立時裝

設計師的零售店、設計師精品店、花式連鎖店、藝術畫廊和豪華住宅（Koskinen，

2009）。由於該地區附近有許多博物館，並且有許多其他有趣的景點，例如古董

                                                           
6
 特別鳴謝胡婉暘博士負責本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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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蚤 市 場 ， 所 以 蘇 豪 也 是 一 個 旅 遊 勝 地 ， 亦 是 週 末 遊 覽 和 購 物 的 熱 門 地 點

（Dunford and Holland，2002）。 

• 翠貝卡 (TriBeCa：Try-beck-a) 是一個成衣批發區，包含混合用途的建築，如商業

機構、閣樓住宅、設計工作室、藝術畫廊和別緻餐館。  

• 諾利塔（Nolita）位於百老匯以東、休斯頓以南，擁有許多獨立設計師經營的精品

店、咖啡館、頂級飾品店以及時尚商店、酒吧和餐館。  

• 許多時裝模特兒經紀公司也位於蘇豪，翠貝卡和熨斗區（Flatiron District）

（Burdan，E，2016；Dunford and Holland，2002；Entwistle，2002）。 

 

文字框 3.3 總部位於紐約市的主要品牌 

 

A. 時裝/奢侈品： 

拉夫勞倫 (Ralph Lauren) 

成立年份：1967 

公司總部：650 Madison Avenue 

 

莫傑(Marc Jacobs) 

成立年份：1967 

公司總部：72 Spring Street Fl 9    

 

邁克高仕(Michael Kors) 

成立年份：1981 

公司總部：11 West 42nd Street 

 

Todd Oldham 

成立年份：1989 

公司總部：20 Vesey Street 

 

Theory 

成立年份：1997 

公司總部：38 Gansevoort Street  

 
 
 

B. 配件/鞋/袋： 

COACH 

成立年份：1941 

公司總部：10 Hudson Yards 

 

Tiffany & Co. 

成立年份：1837 

公司總部：727 Fifth Avenue   

 

 

C. 街頭/運動： 

Supreme 

成立年份：1994 

公司總部：274 Lafayette Street  

 

卡爾文克雷恩 (Calvin Klein) 

成立年份：1968 

公司總部：200 Madison Avenue 

 

湯美費格(Tommy Hilfiger) 

成立年份：1985 

公司總部：601 West 26t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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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紐約市時裝業活動的主要範圍 

服裝區（曼哈頓）： 

 

蘇豪區 (SoHo)：  

 

翠貝卡 (TriBeCa)： 

 

熨斗區 (Flatiron)： 

 

諾利塔 (Nolita)： 

 

 

時裝產業對紐約市的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並為該市的私人市場提供了約百分之 5 的

勞動就業機會（Duke Global Value Chains Center，2017）。當中有幾個促成的成功

因素：  

• 與韓國的東大門一樣，紐約市的時裝產業也得到了良好的財政支援。市政府為

時裝初創企業提供大量財政支援、資助、時裝認證和商務服務。此外，還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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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來源的資助計劃，為年輕的時裝達人提供協助，包括私人投資，以及公

共和非牟利資金（Cohen，2015）。有關公營資助計劃的例子，請參閱文字框 

3.4。 

• 紐約市在尋找相對其競爭優勢方面非常成功。 與首爾的東大門一樣，紐約市並

不專注於製造業，也沒有大量的工廠或生產設備。該市主要擁有時裝業的高增

值產品，而大多數服裝則在海外製造。  

• 紐約市非常重視人力資本，並非常成功地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 紐約

的許多設計職位都需要專門的教育資格、培訓和經驗（Maloney，2019）。 另

外，該市時裝設計師的薪酬是世界上最高，平均年薪為 78870 美元，能與其他

行業的工資相比（Maloney，2019）。這有助於吸引和留住城市中最優秀的人

才（Maloney，2019）。紐約市還擁有許多時裝設計學院。 除了三所領先的時

裝學院—紐約流行設計學院（FIT）、帕森設計學院和普瑞特學院—該市還有許

多專業學校。 例如，利姆時尚商業管理學院（LIM）專注於時裝行業的商業方

面，如市場推廣，銷售和全球供應鏈。這些機構加起來每年教育超過 20,000 名

學生（Maloney，2019）。這些教育設施每年為城市提供新人才，並保持行業

的活力。  

• 像韓國東大門的成功例子，紐約市善用其他文化產業的成功和人才，如電影和

影片產業（Maloney，2019）。 它也是國內和國際媒體、市場推廣和廣告代理

商的中心，這無疑有助於位於該市的時裝企業推廣品牌。 

• 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和種族是另一項重要資產。 紐約市是許多文化和種族的薈

萃。它也是新移民的熱門場所。因此，時裝界能接收大量新思想湧入，並從跨

文化交流中得益。城市中的音樂和電影產業也擁有文化多樣性，進一步加強了

這種競爭優勢，並允許設計師通過不同的場所和媒體表達和展示他們的創意產

品，並在全球各種網絡中進行宣傳。 

• 與東大門一樣，紐約市的成功是公私營-社區合作的產物。紐約市與專業和商業

組織密切合作，組織不同的活動。例如，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CFDA）協助

該市啟動了一項名為 IMPACT 的計劃。 它提供了一個人才庫和一個求職平台，

其中發佈了時尚和創意產業的全職工作、兼職工作、實習和自由職業機會。 它

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商業團體和專業協會來舉辦許多時裝活動和比賽。   

• 由於高地價和高勞動成本，紐約市非常關注整個服裝供應鏈的高增值服務行業，

如研發（R&D）、設計、市場推廣和商業物流支援（Duke Glob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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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s Center，2017）。此外，由於該地聚集著律師和媒體等其他行業，時

裝界可以從這些行業中坐享外溢效應，並為設計師提供強大的知識產權保障服

務。 

• 與東大門一樣，紐約市善用其歷史和商業基礎，每年都成功吸引許多本地和國

際遊客支援零售市場。紐約市也擁有許多零售商店（Duke Global Value 

Chains Center，2017），這為年輕設計師和新晉設計公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

生態系統，以維持生計。 

 

 

文字框 3.4  紐約市時裝行業的公共支援例子 

• NYC Fashion Production Fund：與 Capital Business Credit 合作，該基金為新晉設

計師提供靈活條款的補貼貸款，以幫助他們進行生產和採購。貸款範圍在 50000 美元

到 300000 美元之間，期限為 30-120 天（  Fung, et al.，2021）。至今，已通過 32

筆貸款並發放了逾 250 萬美元。 

• 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 與 美 國 時 裝 設 計 師 協 會 合 作 ， 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是一項 600 萬美元的公私營合作，向當地時裝製作公司提供

資助，以便他們能夠購買新式機器、進行技術和資本升級、為員工提供技能培訓、並

支付紐約市內搬遷的費用。目前為止，紐約市頂級的各間時裝工廠已獲得共約 200 萬

美元的獎金。  

• Made in NY Fashion Certification：時裝認證賦予合資格的企業獨家使用特有的「紐

約製造」印章；使用該印章是為品牌增加知名度、聲望和產品需求的一種「利器」。 

• NYC Business Acceleration：紐約市協助飲食、工業和零售企業更輕易、更快速地建

立或擴張，使得營運更順暢、更少挑戰。 NYC Business Acceleration 提供各種服務來

幫助企業，包括免費客戶管理、審閱計劃、與監管人員以及來自城市監管機構，包括

建築、消防、健康和心理衛生、環保和消費者事務進行諮詢。 

• 紐約時裝周小型企業補助金：由專門從事體育、活動、媒體和時裝的企業 IMG 於 2021

年 9 月首次發起，以在疫情大流行後振興紐約時裝周的發展。 

資料來源：NYC websit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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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案例研究：上海 

上海基於其歷史、地理位置以及不斷的發展和投資，成為中國國內時裝及紡織業的領

導者。幾個世紀以來，這些行業主要位於蘇州，一個靠近上海的歷史名城。近千年來，

蘇州以其在紡紗、絲綢生產、織造、針織和鈕扣設計和生產方面的全國領先地位而聞

名，更是元朝（西元 1271-1387 年）官府建立的絲綢中心。到了清朝（西元 1633-

1911 年），甚至專門為了宮廷採購生活用品，而成立了蘇州織造署。    

19 世紀末，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門戶，1845 年因第一次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

的簽訂，在上海設立了英租界。由於上海擁有深水港而被英美列強控制，它自此開始

取代蘇州成為長三角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主要貿易點。20 世紀，上海在服裝行業繼承了

蘇州的人才和專業知識，上海在西方列強下在銀行、貿易和國際商業發展方面增長迅

速，使製造業、設計和貿易開始從蘇州轉移到上海。東西方文化的有趣結合，以及西

方機械和技術的應用，讓女裝新設計品如現代旗袍、新型織造技術、新型紡織等均在

上海開發。  

這些產業不斷發展，上海逐漸成為現代中國的服裝中心。今天，主要的工業活動位於

城市的不同地區（見圖 3.2）：  

• 上海國際時尚中心位於楊浦區，擁有許多服裝、飾品和鞋店。它亦有一個時裝

陳列室，是上海時尚文化節和上海時裝周的舉辦地。   

• 長樂路和富民路區域擁有許多新穎的精品店、當代藝術品商店、飾品店和餐廳。

它也是年輕設計師的熱門集中地。 

• M50 創意園：M50 由舊紡織生產基地改建而成，是上海市中心藝術工作室、

文化藝術機構和設計企業的所在地。它還舉辦了許多藝術展覽和時尚活動，包

括 M50 藝術季系列活動和 M50 年度創意新銳評選活動。 M50 創意園是蘇州

河再開發計劃的一部分，計劃旨在利用該地區的歷史和文化資產，將該地區轉

變為娛樂和商業中心。   

• 於市內不同地區的各種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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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幾十年來，上海的服裝行業也面臨著很大的變革壓力。面對來自低收入國家

的競爭以及韓國文化產業和時裝相關產品的興起，傳統的紡織製造業開始衰落和淡出。 

然而，這些行業採用了一條新出路，變得更加服務主導，更關注時裝、零售和貿易。

此外，上海非常積極地使用嶄新技術來支持產業轉型。因此，上海在振興紡織業方面

非常成功，並繼續與紐約市、巴黎和米蘭競爭，成為國際時尚中心之一。（更多詳細

資訊，請見附錄二） 

上海時裝及紡織業的成功轉型可歸因於以下因素： 

• 成功善用行業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並利用其他行業，如教育、金融、市場推廣

和貿易，幫助服裝行業從製造業轉向設計和零售； 

• 強而有力的政府領導和支援，具保持和維持世界工業領導地位的堅定願景； 

• 與其他國際時尚中心建立緊密聯繫，為上海打造國際品牌，成為每年時裝表演

和活動的主要樞紐之一； 

• 全年於城市的不同地點為本地和國際設計師舉辦恆常活動、展覽和研討會； 

• 發展設計和零售的綜合實力，以維持本地企業的業務； 

• 利用上海及周邊江蘇省龐大的本地市場優勢，為產業的持續轉型提供必要的消

費者基礎和資本； 

• 利用於長三角地區大型工業基地和於內陸地區勞動和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重點

生產基地優勢，打通涵蓋物料研發、物料生產和供應、時裝設計、智能生產、

批發、 零售和國際貿易的價值鏈； 

• 積極尋求研發方面的國際合作，以保持產品質量、設計和專屬市場開發方面的

競爭優勢，而不拘成本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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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上海市時裝及紡織行業的主要活動中心  

上海國際時尚中心 

 

 

長樂路與富民路區域 

 

 

M50 創意園 

 

散佈各處的紡織製造商 

 

蘇州河濱河地區再開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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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倡議  

上述的案例研究，以及研究團隊與本地行業持份者、專業團體、研究機構和深水埗社

區團體的訪談結果，可以得出幾項重點和建議。 

在深水埗設立時尚及創意區  

正如東大門的發展所印證，在深水埗建立時尚及創意區的策略發展將需要大量的空間，

不僅用於設計師的工作室，還用於支持商業服務、零售、展覽、定期時裝表演和其他

活動。 當然亦包括資訊和數碼支援、市場推廣和品牌分析以及研究和開發。  

此外，正如紐約市、邁阿密和其他城市的經驗以及對商業和社區持份者的各種採訪所

反映的那樣，各地設計師和初創公司的生存依賴於零售收入，因此時尚及創意區的生

存能力與餐廳、零售、旅遊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顯然，未來位於香港設計中心「香

港設計及時裝基地」的五層辦公室難免不足以支援全數項目。  

因此，香港應該仿傚上海、紐約等城市，在深水埗區發展一個「時尚及創意區」。這

將使時裝業能夠利用深水埗的各種本地資產，支援商業和文化活動的聚集，以促進設

計和時裝的發展（見圖 4.1）。 例如： 

• 大南街、汝州街和附近地區將是舉辦街頭節日和本地設計師活動的熱點，包括

在 COVID-19 疫 情 前 成 功 吸 引 許 多 遊 客 的 香 港 牛 仔 節

（https://www.hkdenimfestival.com/）。  

• 位於荔枝角的 D2 Place  是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的總部。定時舉辦「週

末市集」為許多本地設計師和年輕企業家提供市場來銷售他們的產品。它還為

本地和區域展覽或活動提供了空間。 

• 深水埗區擁有豐富的本地特色和有價值的歷史遺跡，對遊客頗具吸引力，包括

關帝廟、三太子廟和北帝廟，以及鴨寮街跳蚤市場。 

• 前深水埗配水庫是一個美麗的歷史遺跡，具有與眾不同的特色。深水埗民政事

務處、香港旅遊發展局、時裝業代表和其他主要持份者可探討是否可以將場地

附近的休憩空間發展為時裝表演、比賽和相關項目的戶外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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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只是深水埗區的幾種可能性。擬議時尚及創意區內的主要持份者應善用深水埗區

的這些地點及其他具吸引力的地點舉辦國際時裝表演和頻繁的本地活動。  

 

圖 4.1 深水埗區活動及街頭節日的可行場地  

D2 Place 暨週末市集 

 

 南昌公園 

 

前深水埗配水庫  

 

汝州街 

 

北河街  

 

福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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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南街及附近地區已進行重大有機重建，使該地區成為香港的「非官方創意中

心」（Lynn，2022）。除了能突出當地歷史和特色的設計工作室、精品店以及新舊零

售商店外，現在還有設計師、技工、年輕企業家、學生和年輕人經常光顧的咖啡館  

（見圖 4.2）。於深水埗區內的長沙灣和荔枝角也有舊式工業大廈可進行翻新和進一步

發展，以滿足設計及時裝基地發展的空間需求。深水埗亦可連接鄰近地區的歷史文化

景點，包括香港 M+ 博物館，讓「文化旅客」有多種選擇，在香港享受多樣化的體驗。

例如，在 2022 年夏季試辦的一條巴士路線，連接深水埗區和西九文化區的博物館。

這樣的措施可幫助產生額外的遊客量，對時裝和設計工作室以及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

零售發展非常有幫助。特區政府於文化產業的新政策或可進一步推動這項發展。時尚

及創意區的未來發展應嘗試利用這些優勢來建立其獨特的品牌和國際吸引力。  

圖 4.2 利用其他文化資產推動時尚及創意區發展  

不同的旅遊景點 

 

 區內藝術節和活動 

 

便捷前往附近景點 

 

設計與藝術工作室 

 

  

 

專賣店 

 

咖啡館和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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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也潛在著風險和挑戰（見表 4.1）。 首先，深水埗的重建工作可能因部分

舊樓宇的物業業權分散、以及部分區內居民抗拒改變而變得困難。其次在活化工廈、

保護歷史文物、保存地方特色上存在法律制肘。研究團隊的訪談和問卷調查也發現，

一些區內持份者和居民擔憂，如果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要取得成功且吸引大量新商業

投資和年輕的專業人士，可能導致租金上漲，逼走原住民。大多數當地企業都有這種

擔憂，尤其是成立不到 1 年的企業和成立 6 至 10 年的企業（見圖 4.3）。 儘管如此，

總的來說，這個想法仍然得到全面的商業支持（見圖 4.3）。為了解決此等問題，有需

要進行更多的社區對話及廣泛的公眾諮詢，並探索公私營合作機制，解決擬議中的時

尚及創意區之挑戰。 

 

表 4.1 深水埗有形資本分析 

深水埗作為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優勢

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深水埗區多個地方可供重建  

• 空置的工廈可供活化  

• 由於舊樓業權分散和區內居民抗拒，市區重建

存在挑戰 

• 需要巨額財務承擔來補償現有的業權擁有人  

• 工廈活化的法律制肘 

• 對歷史保存和當地特色保護的關注度 

• 高地價 

• 士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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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本地商界對打造時尚創意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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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 或反對 中立/不知道 同意, 或非常同意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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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應在深水埗設立時尚及創意區，支持香港未來時裝及紡織業的發展。 

1a) 擬議時尚及創意區內的主要持份者應利用深水埗區有趣和具吸引力的場地，例如大

南街、汝州街、北河街、D2 Place、南昌公園，以及前深水埗配水庫附近的休憩空

間，舉辦本地活動、街頭節日和時裝秀。 

1b) 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發展和活動策劃應與鄰近區域的文化發展（例如  M+博物館）

相銜接，讓「文化遊客」擁有多種體驗。 

1c) 需要公私營合作和社區參與，以應對擬議發展計劃中的潛在挑戰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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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長遠策略規劃 

如上述案例研究顯示，各地政府在時裝產業轉型和發展持續競爭力、提供策略願景和

必要的財政支援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在韓國的案例中，公共部門的承擔和投資尤其

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政府看到其國際影響和成功之前，這項重大承擔已持續

十多年。  

在訪談中，多位業界持份者亦表示期望特區政府展現更強勢的領導地位，並為業界提

供清晰的策略發展計劃。否則，個別企業會對在香港進行人力資本、設備提升和研究

方面的長期投資卻步，結果只會接受快速獲得財務回報的低風險、短期臨時方案。  

全數三個案例，特別是東大門和紐約市的例子，都表明善用跨界別合作和工商業跨行

業合作是非常重要。許多與韓國有密切業務聯繫並熟悉東大門發展的業內受訪者也指

出，韓國時裝業的成功與韓國政府更大的文化政策、以及向世界積極推動韓國流行文

化有密切關係。  

因此，香港時裝產業的發展應與其他創意文化產業緊密連接，例如藝術、電影、不同

流行文化、博物館和旅遊業等。推廣、公關、活動組織和國際貿易機會也可以從中發

揮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時裝及紡織業的未來發展以及擬議的時尚及創意

區，應以韓國政府的政策為藍本。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應被視為文化產業和香港旅遊

發展長遠策略規劃的一部份。 

同時，這些擬議策略也面臨重大風險和挑戰（見表 4.2）。例如，香港電影和流行曲近

年在中國和東南亞市場的受歡迎程度與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高峰相比有所下降。

因此，與韓國不同，香港時裝業在利用這些文化資產發展品牌和拓展市場方面，可能

面臨更多挑戰。此外，其他城市如上海、東京和首爾，在利用媒體和文化產業協助時

裝發展方面已是非常先進；香港必須迅速且積極地行動以迎頭趕上。同樣應鼓勵跨界

別的公私營合作，以促進這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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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深水埗的文化資本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香港在傳媒、旅遊、市場推廣、公關、金

融、貿易和活動策劃方面的悠久歷史優勢 

• 深水埗區的文化資本 

• 深水埗多元文化發展與新零售業務 

• 對香港文化發展日益高漲的社會情緒 

 

• 媒體行業實力的相對下降   

• 與其他競爭城市相比，文化推廣

落後 

 

需要通過公私營合作作出長遠財務承擔和創新融資 

如上述分析所示，世界各地時尚及創意區的成功取決於長期的財務承擔和支援。在某

種程度上，香港具有一些策略優勢（見表 4.3）。政府對「設計及時裝基地」和香港設

計中心的初步支持已經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此外，深水埗區還擁有許多與紡織相關的

家族集團和企業。因此，投資者可能願意支持時尚及創意區的發展和與該地區相關的

計劃，從而有潛在的家族資金流入。另外，香港亦是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中心，擁有良

好的風險投資基金渠道，這可為發展提供額外的資金來源。 

  

建議 2： 

應為時裝及紡織業制定的長遠策略計劃，以及為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訂立行動方

案。  

2a) 本策略計劃應與香港文化產業及旅遊業發展的長遠規劃相銜接。 

2b) 與時裝及紡織行業相關的決策者、商界領袖和社區持份者，需要與創意藝

術、媒體、文化發展、旅遊、推廣、公關和活動策劃的持份者合作，以發

展更多的協同效應和跨界別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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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深水埗金融資本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和風險資本市場 

• 政府對設計及時裝基地的初期投資  

• 家族資金和其他私人資本來源 

• 土地價格上升帶來新資本 

 

• 特區政府對設計及時裝基地的長遠投資

不明朗  

• 行業業務下滑 ，導致長遠投資的不確定

性和顧忌 

 

然而，時尚及創意區的發展需要政府和商業投資者的長期的財務承擔。該行業不斷下

降的貿易和製造業基礎造成了高度的不確定性，且有些投資者抗拒對行業進行大規模

投資。因此，為推動這項發展，特區政府可考慮設立本地發展架構，例如「時尚創意

發展公司」（詳情請參閱下一章節），在未來五至十年提供種子基金以開展其運作。

從長遠來看，預計它將能通過零售和地產開發、旅遊活動和大型活動的收入實現自負

盈虧。 香港特區政府的「共同投資基金」亦是前期資金的可行來源。擬議的時尚及創

意區還可考慮採用許多美國城市為其重建需求而提供資金的「稅收增量融資」（TIF）

和影響力融資策略。 

  

建議 3： 

特區政府需要與業界和專業界別合作，通過各種融資機制為時尚及創意區提供 10 至

15 年的長期財政支援。 

3a) 特區政府的財政承擔應持續向設計及時裝基地注入項目資金，而並非只是一

次性。 

3b) 特區政府應提供初始公帑投資，以開展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營運，預期其長

遠營運將通過零售和地產開發、旅遊活動和大型活動收入實現自負盈虧。 

3c) 應探索新型影響力投資融資機制和公私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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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多層次活動和比賽 

上述討論的三個案例研究都說明需要公共支援來克服資訊隔膜，以促進更多的業界與

設計師、企業與企業、和本地與國際之間的交流。業界應通過舉辦活動、時裝表演、

研討會和比賽，提供機遇予年輕設計師和初創公司展示其設計的產品。正如一些受訪

設計師團體指出，頻繁的本地活動和時裝表演對於培育年輕人才、給予他們更多的曝

光率、和鼓勵他們持續改進是非常重要。 

同時，為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業界人才集中地的形象，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需確

保其具有面向國際、且有激烈競爭性，並只有最優秀的人才才能參與的高水準時裝表

演和設計比賽，使活動能得到業界的肯定。此外，東大門、紐約市和上海的成功案例

清楚地闡明國際參與和發展品牌的重要性。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應將其定位為全球人

才的國際集中地，並推動香港設計師和企業向全球的業界領導者學習並競爭。  

目前，Fashion Farm Foundation、特區政府「創意香港」和香港設計師協會等多個

組織已經舉辦了不同競爭性活動為本地人才提供展示其產品的機會。例如，自 2013 年，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一直舉辦 HKFG，一個國際時裝計劃（前身為 Fashion 

Guerilla）。計劃得獎者有機會參與國際活動，例如巴黎時裝周（見圖 4.4）。正因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位處深水埗區，於深水埗舉辦各種本

地比賽最好不過。這些組織也與其他時裝中心擁有良好關係。如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及其相關活動和比賽的設計師都會定期參加巴黎時裝周、上海時裝周、和

大灣區的各種時裝活動。  

與此同時，尚有可改進的空間（見表 4.4）。如果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冀望被公認為國

際時尚中心，這些比賽和活動不僅要吸引香港本地人才，更要吸引來自大灣區和其他

地區的人才。相關機構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來接觸來自中國內地、韓國和東南亞的設計

師。特區政府的政策也應配合促進並鼓勵活動主辦機構更積極地從海外招聘人才，並

允許部分政府補貼用於支援非本地設計師在港參賽。雖然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應嘗試

努力培育本地人才，但應避免地方主義心態以讓香港設計師可以更頻繁地向其他地方

的人才學習及交流彼此的想法。這亦是紐約和上海發展其時裝領導力的模式，香港時

尚中心應具有同樣的環球視野和對國際競爭的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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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舉辦的活動以展示香港設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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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深水埗品牌及公眾推廣策略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在現有活動基礎上的發展潛力  

• 與中國和其他國際時尚中心的良好

聯繫 

• 良好的公私營-專業合作以提供支援  

• 投入和認可不足以吸引地區和國際人才

參加香港比賽 

• 特區政府政策的約束 

• 香港地方主義心態 

 

另外，對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有興趣的店主和商業發展商需考慮深水埗區能夠吸引的

消費群和可能的市場領域。該區是香港相對貧窮的地區之一，它以低價產品和跳蚤市

場商品而聞名，它也可成為品牌產品的大型名牌特賣購物中心的理想地點。然而，或

許較難把該地區打造成像紐約市蘇豪區這樣的高端時尚中心。因此，仍需進一步的市

場調查來發展擬議的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之獨特品牌。該區也應與香港其他時尚相關

區域（如元創方和南豐紗廠）區分開來。 

 

  

建議 4： 

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應舉辦多層次的活動，以促進更多的業界與設計師、企業與

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以及本地與國際的互動和交流。  

4a) 本地活動應分不同層次舉辦，基本層級應更頻繁地開放予不同類型的公司和

設計師，以促進更多的交流、打破資訊隔膜、提供恆常且低成本的場地來展

示新產品和設計、並培養年輕的設計師和初創公司。 

4b) 參與更高層次的活動應具有高度挑選和競爭力，以建立本地和地區品牌知名

度、鼓勵最佳表現者，並從香港、大灣區及其他地區吸引最優秀的人才。  

4c) 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主要活動，例如年度時裝秀或比賽，應面向國際，以令

該區成為全球人才和企業的國際集中地。 

4d) 與時裝及紡織業相關的區內活動可以透過零售、文化、和娛樂活動來推動，

包括在該地區開發名牌特賣購物中心的可能性。   



 

p.40 

 

加強深水埗的友善和共融環境 

為了吸引全球人才、外商投資，以及來自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遊客，擬議的深水埗

時尚及創意區需為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遊客和專業人士建立友

善共融的環境。這樣的多元化可成為創意和產品創新的推動力。 

 

這項建議也自然符合深水埗區獨特的人口資產。與本港其他地區相比，深水埗區在文

化和種族上較為多元化。 在 2016 年，該地區近百分之 6 的人口為少數族裔，而且呈

持續上升趨勢。該地區的一些零售商店已經特定為這一群的需求而設（見圖 4.5）。  

圖 4.5 深水埗區多元文化資產  

 

少數民族食品商店於深水埗的例子 

  

 

香港應善用這種多元文化及種族來協助本地設計師發展更大的多元文化元素和吸引力。 

如果他們部分的產品具有更多獨特的元素，對不同地區的消費者都具有吸引力，尤其

是東南亞、南亞、和中東的中上階層人士，令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能與亞洲其他競爭

對手分別出來，它還可能受惠於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紐約和上海時裝

業的歷史發展表明文化融合有助於產生新的設計理念和時尚趨勢。擬議的時尚及創意

區不應忽視這項潛力，應鼓勵本地設計師超越傳統的中西設計思維，創造更多獨特的

品牌和產品。   

3.4 3.6

4.8

5.9

2001 2006 2011 2016

深水埗區少數族裔

人口比例

建議 5： 

深水埗區的政府機構、企業和專業組織、以及社區領袖需共同努力，為全球人才

和國際遊客營造一個友善和共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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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推行這策略也存在風險和挑戰（見表 4.5）。許多香港本地設計師都是華裔，

因此缺乏必要的多元文化認識和視野來面對這項改變。香港的大多數零售商、設計工

作室、和大學時裝和設計課程也缺乏超越中國和歐洲傳統的多元文化培訓。這需要不

同界別更深思熟慮地探索這項多元文化策略。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的經驗可能對

香港有所幫助（見文字框 4.1）。  

表 4.5 深水埗人口資產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深水埗區文化及人口多元化 

• 與東南亞國家的緊密聯繫  

•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 香港地方主義心態 

• 設計師和區內企業的語言障礙和多元文

化認識不足  

 

文字框 4.1 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多元文化時尚中心 

近年來，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已成為一個新興時尚中心。受惠於該地區不斷增長的西

班牙裔人口和多元文化的發展，該市吸引了設計師和時裝產業發展業務。例如，為威爾斯

王妃凱特、前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和 Beyoncé 設計禮服的印度裔美國設計師 Naeem 

Khan 於 2020 年將其設計工作室和總部從紐約市搬到了邁阿密（NBC Miami，2018）。

馬蘭戈尼學院是意大利著名的時裝學校，也在該市設立了第一所美國分校。 

在邁阿密市政府的支援下，邁阿密設計區已是一個新興的時尚中心，特別吸引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人才。它已成功吸引了奢侈時尚品牌，如愛馬仕（設立了其中一間國際旗艦店）、

迪奧（設立了於美國最大的商店）、路易威登、浪凡、莫傑、卡地亞、紀梵希、伊莎貝爾

馬蘭特、聖羅蘭、和湯麗柏琦。根據 Fashion United 指出，邁阿密以其迷人、青春的拉丁

和加勒比風格而聞名（Yu，2019）。  

邁阿密善用其文化資產、地理位置、著名海灘、郵輪港口、和許多旅遊景點，舉辦邁阿密

游泳周展示世界最新的泳裝潮流，以及邁阿密時裝周，以時尚、音樂、和藝術結合，展示

了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多元文化吸引之處及生活方式（Carter， 2022）。例如，在 COVID-

19 疫情前，邁阿密時裝周吸引了超過 2.02 億名遊客，並得到共 600 萬美元的媒體價值

（Rosell，2021）。在 2022 年，邁阿密時裝周從 5 月 31 日一直到 6 月 5 日。為期一周的

活動不僅關注時裝、文化、和藝術，還關注一個新主題—可持續發展。「疫情顯示了可持

續時裝實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減少供應鏈中斷和時裝產業對環境的影響，邁阿密時裝

周致力於投入所有必要的資源，在全球時裝周期間突出可持續發展的作用，來確保行業的

增長和未來」（Miami Culinary Tour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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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具策略性的人力資本和人才發展 

要落實上述各項建議，並改造香港時裝及紡織業，需要創新且具全球競爭力的人才。 

這需要大學、研究機構、培訓機構、企業、專業團體之間的密切合作，以教育和培育

這些人才。根據特區政府在 2020-2021 年度的資料顯示，共有 591 名畢業生修讀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時裝及服裝科技相關課程。然而，這些畢業生的數

目在 2018 至 2019 年大幅下降至 661 名。同時，職業訓練局頒發的高級文憑及在職培

訓課程的畢業生人數由 2019 年的 534 人增至 2021 年的 572 人（見圖 4.6）。這些課

程大多位於深水埗區附近，可以為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提供所需的人才。  

表 4.6 深水埗人力資本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這些機構和組織均鄰近在該區或附近

區域 

• 悠久的跨界別合作 

• 薪酬不足且缺乏吸引力  

• 由於製造業的式微，該行業的實踐機會

不足 

 

圖 4.6 主要時裝行業相關的教育和培訓機構及近年畢業生人數  

• 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多個學位課程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時裝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 製衣業訓練局—各種文憑和證書課程 

• 明愛專上學院—時裝與紡織品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資料來源：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AR（2022）  

•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科 技 學 院

（THEi）—時裝設計學士

學位課程 

• 新加坡萊佛士設計學院—

時裝設計的各種學位課程 

• 香港都會大學數碼時尚創

作高級文憑課程  

• 職業訓練局—時裝設計高

級文憑  

• 香港 CO1 視覺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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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香港的時裝和服裝相關人才面臨許多挑戰。由於該行業尚未完全遷移到高

端、高增值的服務和製造業，許多工作收入不高。因此，該行業難以吸引和保留行業

中的年輕人才。此外，由於香港製造業的萎縮，時裝和服裝相關人才沒有充足的機會

與工程師和製造技術人員合作以了解新科技和物料如何改變工業發展，以及缺乏機會

共同設計產品以善用這些新產業的技術突破。 

此外，時裝業與紡織業亦需要加強合作以培育下一代的本地人才。香港的一些企業已

經作了先導範例（見文字框 4.2）。通過小型製造和科技，香港設計師可以與本地生產

商合作，生產高端、吸引特定市場的設計師產品。新科技能讓香港設計師在嘗試擴大

市場之前進行小型生產，以測試設計。 

實現上述人力資本發展策略需要時裝及紡織業、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更多的合作。

這些策略還需要持續的投資來挑選、吸引、培育、並保留頂尖人才。正如紐約案例所

闡明，這些頂尖人才應該得到適當的獎勵和認證。    

 

 

 

 

 

 

 

 

建議 6： 

為了使本地人才具備全球競爭所需的技能，政府機構、企業、和專業組織、以及

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管理層應加強其網絡，擴大其資訊共享機制，並在課程教育

方面尋求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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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企業-產業-大學合作，促進高價值產業發展 

服裝業發展的宏觀分析、其他時尚中心的案例研究、以及本地持份者的訪談結果，均

顯示香港需要專注於高增值服務和產品，例如設計、通過數碼化實現智能生產、靈活

組織的生產過程、產品品質提升及符合國際頂級標準和發展品牌。相反，快速時裝、

低成本、低品質產品、和現時或即將不可避免地外判予勞動成本較低的經濟體的產品

不應該成為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的重點。  

擬議的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可以支援這項發展策略。這可利用附近大學、研究機構、

和商業支援中心的優勢，為區內企業和設計師提供急需的知識資本，以提升他們的產

文字框 4.2  在香港小型、高增值生產的新可能 

 

總部位於香港的羅氏集團和利洋針織是兩間採取了各種倡議的先驅，使本地設計師能夠為

消費市場生產小型、個人化設計產品。例如，利洋針織透過其數碼設計系統和先進的全成

型 橫 編 機 為 本 地 設 計 師 提 供 支 援 ， 使 他 們 能 夠 非 常 有 效 地 生 產 個 人 化 服 裝

（https://www.cobaltknitwear.com/en/index.html）。位於荔枝角的羅氏針織工作室也

允許本地設計師使用該設施和先進設備，生產個人化的針織產品。該工作室支援整個針織

過程，包括提供針織、3D 設計製作和軟件、以及自動針織機。 

 

   

 

設計師可以利用該空間來建立網絡、集思廣益、共同創造、並將他們的想法化為面向市場

的真實產品（Laws Knitters booklet，2022）。該工作室亦鼓勵設計師、品牌經理、學

生、甚至與希望發展個人化生產潛力的公眾之間互相合作。因該工作室與香港本地設計師

和學生合作，最終產品亦能突出一些香港的特色和獨特魅力。 

 

兩間公司還將本地設計師的產品與大眾市場掛鉤。例如，由羅氏針織工作室設計和製造的

產品可以在 D2 Place One 和 Two 的實體創業商店和週末市集出售。利洋針織營運著一個

線上平台，並允許使用者根據本地設計師的設計式樣訂購自訂的時裝產品。    

https://www.cobaltknitwear.com/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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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價值和服務（見圖 4.7）。近二十年來，特區政府已對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進行

了大量投資，該研發中心在協助本地企業開發新物料、改善生產過程、和探索可持續

時裝的可行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見文字框 4.3）。 

 

圖 4.7 擬議時尚及創意區周邊主要設施的位置 

 
 

The Hub – 設計及時裝基地和未來的香港設計中心 

CityU – 香港城市大學 

FFF –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HKDA - 香港設計師協會 

HKPC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RITA－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InnoCenter – 香港創新中心 

JCCAC –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PolyU – 香港理工大學 

VTC－ 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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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仍有改進的空間（見表 4.7）。在訪談中，本地業界持份者表示擔心香港不同大

學的各項基礎研究尚未做好商業化的準備，大學研究人員經常為了爭取特區政府的項

目形式研究撥款，而低估了行業的長遠需求。深水埗區和香港的製造業基礎隨時間大

幅萎縮亦是其中一個障礙。這窒礙了本地設計師、工業工程師、和商界管理層之間以

建立協同作用的密切合作。 

  

文字框 4.3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 

- 行業和社會可持續增長的引擎   

撰文: 文俊偉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於 2006 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科技署資助下成

立。它目前由香港理工大學管理。作為首個及唯一一間以服裝為重點的本地研發中心，香

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擁有強大的內部專業知識，並與行業合作伙伴建立了廣泛的聯繫。

其使命是幫助時裝及紡織業利用科技進行自我轉型，增強其區域和全球競爭力。 

近年，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研發中心的重點。由於傳統紡織品生產嚴重依賴水和有毒化學物

質作漂染，因此被指為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快速時裝的興起和全球人口的增長導致更多

的服裝消費也令問題變得更嚴重。為解決本地及其他地區的問題，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

心已開展多項綠色紡織品的重點計劃，其中兩個計劃特別榮獲工業和創新獎。   

例如，其中一個計劃「G2G 舊衣新裳循環系統」在 2019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獲得了金

獎。它使用舊衣物來重新製造新衣服來解決服裝浪費問題。它由人工智能（A.I.）和電腦程

式提供支援，因此只需要有限的人力。整個回收過程共 8 步，從消毒和開鬆，到清棉、梳

理、併條和紡紗，再到併紗及倍捻，到最後針織，都不使用水和化學品。它也可以在標準

貨櫃內全面操作。因此，即使在城市或空間密集的地方，該方案仍是可擴展、可複製的。 

另一項獲獎的創新成品是“Green Machine”，是自 2019 年與 H&M 基金會的合作成

果。這是世界上首個閉環技術，可以在大約 2 小時內大規模分揀和回收聚酯纖維棉混紡，

而不會對品質造成任何損害。熱能、水、和壓力在系統內重複使用和再生，在回收過程中

僅使用可生物降解的綠色化學品。自 2020 年開始，“Green Machine”已被多間生產商

採用，包括印尼的 PT Kahatex、牛仔布供應商 ISKO、和柬埔寨的一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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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深水埗知識資本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香港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現有的基礎研究

優勢  

• 悠久的產學合作  

• 特區政府的重大投資 

• 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和科技 

• 在一些高增值服務方面的現有優勢，包

括時裝和智能生產 

 

• 基礎研究的商業化和新產品開發不

足 

• 香港缺乏支持研發的製造業 

• 價值鏈不同階段之間的聯繫不足 

• 設計師對技術轉變的認知不足  

• 研究和產品開發之間的誘因不一  

 

 

為回應這些限制，本報告建議香港設計中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應與深水埗區內的大

學、設計師、和業界緊密合作定期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和展覽，讓這些持份者之間

更自然、更有效地進行更多的資訊交流和合作，促進香港製衣業提升的進程。例如，

香港城市大學推出了「HK Tech 300」計劃。其鼓勵教職員和學生與行業和企業合作，

建立初創企業，並應用尖端研究，以幫助升級和改造香港的工業界別（見文字框 4.4）。

類似的計劃亦有在香港其他大學中進行。這種發展有助香港時裝及紡織業的長遠發展。  

 

  

建議 7： 

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應促進更多專注於高增值服務和產品的產學合作。  

7a) 香港設計中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應主動與深水埗區及鄰近地區的大學、

設計師、和業界緊密合作，定期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和展覽，重點關注產

學合作、智能生產、高增值服務、和研究成果的商業化。  

7b) 特區政府應制定政策，吸引大學研究人員與本地生產商和設計師緊密合

作，開發高增值的商業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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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大灣區機遇 

如上述所分析（見第二章，表 2.1 及圖 2.1 至 2.3），許多香港企業在 1980 年代末及

1990 年代初遷入廣東及中國內地其他地區。儘管近年來中國內地的勞動成本有所上升，

令有些製造廠房亦離開中國，遷移到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如孟加拉和印尼，但中國

內地仍然是全球製造業基地。為了彌補勞動成本上升的劣勢，中國政府在先進製造技

術的研發和新物料開發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因此，內地許多服裝廠房都能夠使用人

工智能、物聯網、和機器人等智能科技來提高勞動生產力。 

此外，中國生產商能夠通過使用新物料維持在製造業的尖端。例如，中國是世界上最

大的聚酯供應國，以及亞太地區中最大的滌綸紡紗供應國，大多以中國生產商為主佔

文字框 4.4 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及學術人員在服裝業相關的專業知識 

 

香港城市大學於 2021 年推出 HK Tech 300，目標是在三年內培育 300 間初創企業。直至

2022 年初，已有 300 多個學生團隊獲得了創業的種子基金。這些初創公司涵蓋了許多高

科技領域，如大數據應用、生物科技、新物料應用、機械設計、和新媒體開發。其中一些

初創企業，尤其是專注於數據分析、商業智能、智能生產、和新物料應用的公司，或會具

有對時裝及紡織行業有用的產品和應用技術。 

 

例如，胡金蓮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正與工業伙伴和 HK Tech 300 初創企業合作，開發用於醫

療保健的柔性穿戴物料以及用於醫療和紡織產品的微型傳感器等智能科技。 她的團隊還在

研發新科技，讓行業和設計師能透過更真實和更吸引的虛擬影像，以更經濟、更方便的方

式展示新設計和樣版產品。 

 

此外，能源及環境學院的 Shauhrat CHOPRA 博士和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的董亮博士正在

開展與可持續時裝、智能生產、和再生織物使用相關的研究計劃，並幫助本地工業減少對

環境的負面影響。 

 

其他學術人員和學生亦正在研究傳感器技術、5G 通信、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的應

用。這些技術有助於智能生產，特別是對於設有偏遠生產設施並面臨品質控制和物流管理

事宜的紡織企業。以上只是其中幾項例子展示大學與產業合作改造和提升香港時裝及紡織

業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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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全球聚酯材料市場的百分之 85 以上（CITIC Nanyang，2021）。這種發展使中

國製造商在原材料採購方面具有競爭優勢，並使他們能夠保持在功能性服裝製造的尖

端，特別是在運動服裝方面。  

基於這些原因，擬議的香港時尚及創意區應利用其與中國內地的地理位置優勢，與大

灣區的製造商和研究機構密切合作。高速鐵路服務將香港和廣州之間的交通時間縮短

至正常情況下不到一個小時。隨著 COVID-19 疫情的結束，所有檢疫要求和旅行限制

逐漸撤銷，香港和大灣區之間將恢復緊密聯繫。國家和地方政策亦將進一步鼓勵該區

的年輕人進行經濟和社會交流。此外，於未來數年，香港各大學將在深圳及廣東省不

同地區正式啟用多所新校園，這將進一步促進區內的經濟合作和人才流動（見圖 4.8）。 

圖 4.8 香港主要大學於大灣區的校園  

 

CityU – 香港城市大學 

CUHK – 香港中文大學 

HKU – 香港大學 

HKBU – 香港浸會大學 

HKMU – 香港都會大學 

HKUST – 香港科技大學 

PolyU – 香港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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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地方主義心態、誤解、和語言障礙或可導致一些本地設計師和紡織課程學生抗

拒在大灣區尋找學習和就業機遇（見表 4.8）。還有一些情感和觀感因素導致部分人抗

拒在大灣區工作。另外，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薪酬差異是另一個可能導致香港年輕人

才對在大灣區尋找機遇卻步的因素。為克服這些障礙，特區政府應與廣東省政府、行

業領導、和教育機構合作，提供更多誘因讓香港時裝及紡織人才嘗試在大灣區實習和

交流。  

表 4.8 深水埗地理位置資本分析  

優勢和機遇 限制和風險 

• 便捷通勤至大灣區內的內地城市  

• 國家與地方政策鼓勵香港及大灣區其

他城市更緊密合作 

• 香港各大學在大灣區增設校園  

• 由於錯誤資訊和缺乏理解而導致的地方

主義心態和抗拒 

• 情感和觀感的隔膜 

• 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薪酬差異 

 

  

建議 8： 

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主要持份者及特區政府應與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合作，

支援更多產業、教育和研究合作，並擴大本地企業和設計師的市場範圍。 

8a) 與擬議的香港時尚及創意區相關的政府機構、企業和專業組織、以及管理

人員應支援本地設計師不單與香港的製造商和設計師合作，更要與大灣區

及其他地區的製造商和設計師合作。 

8b) 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應舉辦活動促進學術－業界－設計師之間的互動，以

幫助本地企業和設計師加強研發，升級其產品和服務，並探索和擴大其市

場範圍。   

8c) 特區政府應與本地大學合作，鼓勵更多大灣區實習和頻繁的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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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時尚及創意區發展的公共管治策略 

上述所提出之建議均需業界、大學、研究機構、專業團體、和當地居民團體之間的跨

界別合作。它們還需要特區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調和規劃。此外，特區政府和業界代

表需要與大灣區和其他國際時尚中心的相關團體緊密合作，以促進區域和國際間合作

（見圖 5.1）。以上均需長遠的願景、承擔、和能力提升，以及商業、公共、和專業的

跨界別持續學習。 

圖 5.1 需要多層次、跨界別機制  

 

 

 

 

 

 

 

 

 

 

 

 

 

 

 

 

 

 

大灣區區域合作與 

跨界別伙伴合作 

• 大灣區內的政府及商業單位 

• 特區政府政策局  

• 業界代表 

• 專業和貿易組織 

•  

國際參與和合作 

• 國際組織  

• 國家機構 

• 特區政府部門 

• 業界代表 

• 專業和貿易組織 

特區政府內的 

跨部門及跨界別合作 

• 特區政府政策局、跨部門專責小組及委員會  

• 立法會  

• 業界代表 

• 專業和貿易組織 

• 大學和研究合作伙伴   

深水埗區內的跨部門、 

跨界別合作及社區參與 

•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各部門和支部 

• 香港設計中心  

• 市區重建局 

• 商界代表 

• 社區代表  

• 香港城市大學及其他區內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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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上述工作，香港時尚及創意區的長遠發展需要新的制度和管治。特區政府傳統

的自由放任政策—由規模小但效率高的機構管理，已不足以滿足香港再工業化的需求，

也不足以應對日益複雜和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的挑戰。香港需要新的工業政策，這些

政策需要新的多層次、跨界別的思維和合作。 

韓國的經驗為香港提供了重要的見解。東大門的成功不是建基在自由放任、市場主導

的策略之上，而是韓國政府認真努力，且得到了韓國多層次的公私營合作支持。文化

體育觀光部、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產業通商資源部、首爾特別市廳、韓國時裝產業

協會、和非政府界別的首爾設計財團，都發揮了關鍵作用，為跨界別規劃和發展東大

門設計廣場作出了貢獻（更多詳細資訊，請見文字框 5.1）。 

文字框 5.1  東大門時尚中心成功背後的管治架構 

                      撰文: 袁志樂博士 

 

東大門的成功可以歸功於多層次、跨界別共同管治的成功。因著這種制度安排，韓國可以

為東大門制定長遠策略計劃，並從 2002 年開始實行到現今仍然持續地執行該計劃。  

首先，在 2002 年，韓國政府將東大門指定為「東大門時尚城觀光特區」，是當時韓國最

大的觀光特區，並要求以下部門及機構緊密合作，為該區制定長遠策略計劃： 

• 文化體育觀光部－負責支援文化活動、旅遊、藝術、宗教、和體育，並提高當地和

全球對韓國文化的認識。 

• 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CCA） – KoCCA 成立於 2009 年 5 月，支援韓國流行文

化和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發掘新設計師、培養新設計人才、和擴大韓國設計師品

牌。 

• 產業通商資源部 - 它支援工業發展，促進國際貿易，促進國際合作和在韓國的外國

投資，並鼓勵跨界別發展，包括設計、製造、和分銷界別之間的合作。  

• 韓國時裝產業協會 (Korea Fash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 它負責提高行業的全球

競爭力，特別強調數碼轉型、全球品牌建設、知識產權保護、產能提升和產業合

作、以及人才開發和晉升。 

• 首爾特別市廳 – 它負責東大門設計廣場和公園的規劃、建設、和發展，並是首爾設

計財團的撥款資助者。 

• 首爾設計財團（SDF） – SDF 成立於 2009 年，負責東大門設計廣場啟動後的營

運，目標是使其成為全球設計中心並推廣首爾的設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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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紐約市作為國際時尚中心的持續成功，上海作為中國文化和時尚中心的發展，

以及邁阿密作為美國新與時尚中心的出現，都證明跨界別合作和長遠策略思維的重要

性。   

鑒於這些國際經驗和見解，本報告建議設立一個新的公營機構，即「時尚創意發展公

司」（時創展，FCDC），以支持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的長遠發展。時創展的董事會

可由不同界別的代表組成，包括香港紡織業聯會、香港設計中心、Fashion Farm 

Foundation、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製衣業訓練局、創意香港、及特別政府負責

工業發展、貿易、文化事務和旅遊的部門。其他主要持份者，例如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城市大學，以及社區團體和企業代表也應參與其中（見圖

5.2）。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代表應作時創展的董事和董事會主席。在時創展董事會下，

應任命一名執行董事來監管公司並與各種外部機構進行協調。執行董事辦公室應管理

下列六個部門，負責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主要競爭策略：  

• 紡織品智能生產及工業聯絡部 

• 人才發展部 

• 品牌製作、推廣及保護部 

• 大灣區聯絡部 

• 旅遊推廣及地方品牌部 

• 社區參與及城市規劃部 

 

這些部門將與設計師團體、紡織品生產商、各行各業、以及本地商界和社區領袖合作，

確保深水埗區未來的時尚及創意區成為一個成功的設計師培育和人才發展中心，成為

國際知名的時裝零售和旅遊熱點，以及推動高端、高增值製造業的重要支柱，以支援

香港時裝及紡織業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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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擬議的時尚創意發展公司管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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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香港在時裝及紡織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正如歷史回顧中所提及，來自蘇州、上海

和浙江的企業家為香港帶來了重要的金融資本、人才、智識資本和專業技術以及商業

聯繫，並在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代初協助開啟工業發展。許多紡織廠在那個時代開

始出現，許多企業開始向東南亞擴張。後來，因他們擁有長期的商業經驗、獨特的東

西方聯繫、以及香港的資深勞工，這些企業家開始從事西方服裝的工作，並擴展到歐

美市場。遂於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和服裝製造商之

一。  

儘管香港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逐漸失去製衣業的領導地位，但香港企業迅速回

應，並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其他紡織相關業務上發展，例如紡織品

貿易、採購、物流控制、品質監控、市場推廣、和產品設計。儘管《多種纖維協定》

限額制度的廢除對 2000 年代的產業造成另一個打擊，但許多香港企業堅持不懈地將

製造網絡擴展到更多國家，開拓歐美以外的新市場，並轉移從原設備生產（OEM）到

原設計生產（ODM），甚至原品牌生產（OBM）。   

香港時裝及紡織業在過去幾十年的變化突顯香港企業靈活、願意學習及改進，並有能

力應對外部市場壓力和政策變化。更重要的是，香港工業悠久的歷史變化，使香港具

有世界上許多新興時尚中心羡慕的競爭優勢—香港企業對時裝及紡織業的整個價值鏈

有著最深和最廣的認識。從挑選纖維、紗線、布料漂染和生產，到市場研究、設計概

念化、紙樣和樣版製作、試身、採購、物流管理、製造、品質控制、審計、貿易、市

場推廣和發展品牌，以及法律支援和知識產權保護，香港企業在某程度上都能完成，

並擁有第一手的實際專業技術。香港企業的人才深度和廣度、創業經驗、知識資本、

以及國際化的商業網絡，是世界上大多數時尚中心，包括上海、米蘭、甚至紐約，無

法輕易匹敵的。 

本地決策者和商界企業家或許沒有充分討論和突顯這種競爭優勢，但對香港再工業化

的未來至關重要。當人們看到各種行業的持續成功時，歷史根源、累積的人才、知識

產權和聲譽尤其關鍵。例如，德國在汽車行業的領導地位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的汽車先

驅卡爾·賓士（Karl Benz）和尼古拉斯·奧托（Nicolaus Otto）、1920 年代平治、歐

寶和寶馬的成功，以及二戰後大眾汽車的崛起。數十年的工藝、工程經驗和研究，以

及數十年來對設計人才的培育，使德國企業即使在今天也能比其他企業更具優勢。同

樣，美國企業於電影業領導地位可以追溯到 1877 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1888 年愛迪

生和迪克森（William Dickson）發明的第一台電影攝影機，以及自 1910 年代以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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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影業、環球影片、和美高梅電影等電影公司在南加州好萊塢的聚集。久而久之，

好萊塢至今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電影製作人才和企業家集中地，亦是新電影科技和特

技效果的發源地。7 

這些經驗對香港工業的未來很有啟發性。鑒於香港在時裝及紡織業的擁有豐富人才和

歷史實力，它仍有潛力重新成為全球的領導者。然而，正如本報告所指出其他行業的

經驗和幾個國際時尚中心的案例研究，香港時裝及紡織業未來的成功不僅需要商業投

資和有效的市場策略，還需要公私營合作、協調的政策支援、和長期財政承擔，以提

供必要的財政、物質、人力、和知識資本。  

因此，本研究提出在「時尚 2047 願景」下的八項建議策略，並在深水埗設立時尚及

創意區。除了在 2024 年在深水埗的設計及時裝基地開始營運外，特區政府應將深水

埗區的某一地區指定為時尚及創意區，並將這一項倡議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更大的經

濟策略，以重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進一步加強本地旅遊、恢復製造業、升級現有產

業，並鼓勵更可持續的城市發展和經濟增長。此外，應建立「時尚創意發展公司」，

作為擬議時尚及創意區的執行機構，協調不同的持分者、進一步加強和執行「時尚

2047 願景」的行動方案，並管理不同的融資機制以維持時尚及創意區的營運。此外，

本報告建議特區政府與業界和專業界別合作，為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提供長遠、可持

續的財政支援，建立和實施創新和可持續的融資機制，舉辦多層次的活動，以及在深

水埗推廣一個友善和共融的環境，以吸引國際人才和遊客。此外，應加強大學、研究

機構、培訓機構、企業、專業團體之間的合作，以培育新人才，發展新的產品和設計，

並在高增值、可持續時裝、和功能性穿戴品方面建立專屬市場。以上所有努力均需與

大灣區更多合作，以挖掘其人力資本、研究和製造能力、以及市場優勢。  

眾所周知，這項願景和策略的執行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並且需要大量的投資。因此，

本報告提出了一系列短期（1 年內）、中期（1-5 年）、和長期（6-10 年）的行動方

案，供各持份者考慮（見表 6.1）。這些策略建議應為未來的討論奠定基礎，以便深水

埗區內持份者、香港的決策者、紡織品生產商和設計師團體可以共同努力，為深水埗

及其他地區的時裝和紡織業共建更美好的未來。    

早於 1997 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曾研究香港的工業發展，並得出以下結論：  

                                                           
7
 今天，美國製作依然主導著全球票房。例如，在 2021 年，美國製作了 1318 部電影，創造了超過

120 億美元的收入，估計收入佔全球票房收入的百分之 63 以上。詳情請參閱 https://www.the-

numbers.com/movies/country-breakdow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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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香港的傳統製造業萎縮，金融、貿易、運輸和其他服務業

卻蓬勃發展。香港躍進未來資訊科技驅動的網絡和組織，使其成

為世界上具有創造性地利用新科技的先驅之一……我們看到了香港

作為世界級工業強國的未來。要實現這項目標，香港需要朝著新

的方向邁進，成為新一代產品生產的領導者。二十一世紀的高增

值商品將是服務提升型產品。這些產品挑戰我們傳統統計分類的

概念，將製造和服務結合。它們將先進製造系統的能力、個人化

設計、速遞、品質，以及產品新穎性和獨特性的新可能結合—所

有都由資訊科技實現」（Berger and Lester，1997，p.xiii） 

這項觀察至今仍然有效，鑒於香港工業界面臨的競爭格局，香港工業家需更迫切地依

賴更多新技術、設計思維、個人化生產和智能生產。然而，通過研究香港自 1997 年

後的時裝及紡織業發展，以及世界各地許多新興時尚中心和紡織製造中心的興起，本

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雖然資訊科技、設計思維、和智能生產過程至關重要，但讓香港

時裝及紡織業未來成功的基石遠遠不足。根據與本地持份者訪談的結果、對行業趨勢

的政策分析、以及其他成功發展的時尚中心案例研究顯示，除了技術問題外，香港還

需要以下支援因素：  

- 建立一個零售中心和一個可持續的企業對消費者生態系統，為本地設計師和初

創公司提供可持續的財務支援和業務；  

- 利用其文化和歷史資產、在東西方聯繫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及香港其他文化發

展，打造獨特的品牌和設計吸引力，從而得到全球認可；  

- 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優勢，毗鄰大灣區、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實現規模經濟，

吸引跨國和跨文化的頂尖人才，並在設計、製造和發展品牌之間建立更多的協

同效應； 

- 善用香港紡織企業在整個價值鏈中知識資本和商業領導力的深度和廣度、香港

頂尖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能力、以及直屬香港企業和經營的工廠和設計工作室，

以加強設計與製造的聯繫，建立更全面、回應更迅速的資訊資本和優勢； 

- 建立可持續發展優勢，善用全球對氣候變化和快速時裝浪費的熱切關注、中國

政府雙循環經濟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議程、以及香港的管治聲譽，推動更

快轉向可持續時裝和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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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擬議的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能為實現這些策略優勢建立急需的平台。與

麻省理工學院的前輩一樣，研究團隊也對香港的工業前景持樂觀態度。研究團隊相信

21 世紀將是一個時裝和紡織發展的時代，不僅是「香港製造」，而是「香港生產」，

「香港加工」，「香港設計和品牌化」以及「香港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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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有關落實「時尚 2047 願景」及推動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發展的行動方案 

政策倡議 
行動計劃 

短期（1年內） 中期 （1至5年） 長期（6至10年） 

1. 在深水埗設立時尚

及創意區，支持香

港未來時裝及紡織

業的發展。  

  

倡導成立「時尚創意發展公司」（時

創展）作為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的管

理和執行機構；搜羅合作對象和創始

成員。 

與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各商界持份者

及區內居民合作，透過美化路牌及修

飾社區鄰里，為深水埗時尚及創意區

打造和推廣自家品牌。 

與各界持份者舉行會議，為時尚及創

意區制定總體規劃，並研究它與鄰近

文化區（如觀塘和西九龍文化區）的

互補關係。 

物色深水埗區可用作舉辦活動、節日

和時裝表演的空間；簡化用地申請流

程。 

評估現行有關重建舊式工廈和保育歷

史建築的規例，並制定政策建議，為

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提供更多發展空

間；參考其他國際城市的實踐典範。 

成立「時創展」；尋求由特區政府

（例如透過 2022 年行政長官《施政

報告》中提議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HKIC）內的共同投資基金）、私

人捐贈和基金會的起動資金。 

 

為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制定並執行地

方品牌推廣策略；開始落實總體規劃

中所提出的措施，並舉辦各樣地道活

動。 

 

與規劃署、市區重建局和城市規劃委

員會溝通協調，簡化有關舊式工廈轉

換用途的規定；提出平衡歷史保育與

經濟暨文化發展需要的新法規，利用

不同方式保留深水埗區的獨特風貌和

歷史文化魅力。 

「時創展」成功建立多種跨界

別協作機制和策略。 

 

通過盛事、宣傳活動和地方品

牌推廣策略，提高時尚及創意

區的全球知名度。 

 

持續根據市場情況和區內意

見，來調整時尚及創意區本地

資產與新需求之間有機契合的

形態。 

 

物色並發展具標誌意義的場

地，舉辦吸引遊客和全球人才

的本地及國際活動。 

 

開展舊式工廈升級改造和市區

重建計劃，以促進時尚及創意

區的發展並紓緩用地的長期需

求。 



 

p.60 

 

2. 為時裝及紡織業制

定「時尚 2047 願

景」的長遠策略計

劃，以及為擬議的

時尚及創意區訂立

行動方案。 

組織跨業界對話來確立「時尚 2047 

願景」的總體規劃；讓相關持份者參

與，特別是香港紡織業聯會、香港紡

織商會、香港工業總會（工總）、不

同的設計界團體、香港紡織及成衣研

發中心、各大學和相關政府部門。 

 

提倡將擬議中的時尚及創意區發展計

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優先項目，

並爭取由特區政府管理的「共同投資

基金」支持。 

不同部門和團體推出協同計劃，並把

公私營合作機制引入擬議中的時尚及

創意區運作模式內。 

 

將擬議中的時尚及創意區計劃納入香

港文化、創意藝術產業和旅遊業的宏

觀經濟策略發展版圖內。 

 

確保「時尚 2047 願景」成為《施政

報告 2022》中強調將香港打造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的總體規劃一部分；與國

家「雙循環經濟戰略」和可持續發展

的規劃同步。 

 

為跨界別合作建立完善的協同

網絡和政策誘因。 

 

執行「時尚 2047 願景」策略

計劃中列明的行動方案。 

 

積極參與國家「雙循環經濟戰

略」和大灣區可持續發展規

劃。 

 

促進香港成為中國和亞洲區

內，可持續時裝的標準制定和

監測基地。 

 

3. 與行業和專業團體

合作，為擬議中的

時尚及創意區提供

長遠、可持續的財

政支持。 

 

短、中期而言，可從政府、私人企業和基金會籌集資金，當中包括由特區政府

營運的「共同投資基金」。 

 

探討並建議新的融資機制，提供可持續的資金來源以支持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

發展。檢視國際上有關公私營合作模式、稅金增額融資、影響力融資、土地價

值捕獲和週轉基金的運作慣例。 

建立和實施創新與可持續的融

資機制，以支持「時創展」的

營運。 

 

執行影響力投資策略以支持

「時創展」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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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辦多層級的盛事

和活動，促進人才

發展，鼓勵本地與

國際之間的互動、

交流。 

 

在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和香港設計中心

的牽領下，與業界、各設計團體和特

區政府的不同部門合作，籌劃創新的

活動和本地時裝表演。 

 

 

「時創展」接管有關的協調工作，在時

尚及創意區內籌辦本地、區域和國際級

活動及時裝表演比賽。 

 

吸引來自紐約、韓國和其他全球時尚重

鎮的星級設計師為香港「出謀獻策」；

組織研討會以訓練和培育本地設計人

才。 

 

為具備區域和國際擴展潛力、致力於高

增值產品 / 可持續時裝 / 功能性穿戴品

的初創企業，提供財政（例如種子基

金）、地方（例如協作與創客空間）以

及技術（例如實驗室設備）支援。 

 

將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建設成

全球公認的「高增值穿戴品暨

可持續時裝」中心。 

 

舉辦獲全球認可、與功能性穿

戴品及可持續時尚相關的大型

活動和工業貿易展覽。 

 

培養一批致力於高增值穿戴品

及可持續時裝的本地設計師 / 

初創公司，並通過國內外活動

和貿易展讓他們作推廣。 

 

5. 積極向全球人才和

國際旅客營造友善

共融的環境。 

 

與深水埗民政事務處、社區團體和本

地企業合作，推動深水埗區成為一個

共融社區。 

 

推行地方品牌推廣策略，例如美化街

道標誌、加設城區裝飾和舉辦特別活

動，藉此凸出深水埗區多元文化和種

族的特色。    

 

「時創展」與本地的各行業、族裔群

體、政府部門以及海外的設計協會合

作，舉辦特色活動，促進民族交流和跨

文化設計理念。 

 

制定特別的人力資源計劃，歡迎和吸引

全球人才匯聚於時尚及創意區工作。    

將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打造成

中國和亞洲區內一個友善共

融、具多元文化價值的國際級

時尚中心。 

 

成功吸引亞洲其他地區的參賽

者投入「時創展」舉辦的活動

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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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過大學、研究機

構、培訓機構、企

業、專業團體之間

的培育和合作，玉

成頂尖人才。 

舉辦更多有關時裝及穿戴品行業的跨

界別、跨學科對話，以了解該行業的

人力資本需求。 

 

對時裝及穿戴品的產業價值鏈，進行

人才缺口分析。 

 

研究和制定推動產學合作的鼓勵政

策，孕育時裝及穿戴品行業的頂尖人

才。 

制定和執行人才發展計劃，宜從中學著

手，並通過本科、研究生和持續進修課

程提供多樣化的教學和培訓機會。 

 

實踐促進香港和大灣區人才發展的產學

合作計劃。 

 

定期舉辦活動、比賽和工作坊，發掘和

培養本地及赴大灣區發展的人才。   

 

 

制定人才培育計劃，不僅有助

留住本地尖子，還可吸納區域

和國際申請者加入。 

 

為入選的本地、區域人才、以

及時尚及創意區內的初創公司

提高國際曝光率，並在國內外

促進它們的發展。 

 

 

7. 促進產學合作，創

造高增值的服務和

產品。   

 

籌辦更多跟行業、貿易組織、香港紡

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和製衣業訓練局之間的跨業界、跨

學科對話，以了解行業的最新發展，

並發掘填補當中的知識差距。 

 

重新檢查現行支援計劃（如「創新及

科技基金」資助計劃）的有效性，在

必要時制定新政策鼓勵措施，以促進

更多的產學合作、支持科研成果商品

化，並在整條價值鏈中開發高增值產

品和服務。 

 

「時創展」發揮協調作用， 

支持和配合《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22》提出的「產學研 1+ 計劃」。 

 

「時創展」定期組織對話和交流會，以

促進產學合作並支持新品開發。 

 

「時創展」與多所本地大學 —— 包括

其大灣區分校 —— 合作，吸引和扶持

莘莘學子在擬議的時尚及創意區內成立

初創公司。 

啟動培育新一批初創公司，並

將它們群聚在擬議的時尚及創

意區內。 

 

另協調和培育新晉的初創企業

在大灣區發展，幫助它們與時

尚及創意區內的設計師和公司

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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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廣東省政府和深

圳市政府合作，支

持更多大灣區實

習、交流、就業培

訓項目。 

 

設法鼓勵本地學生更深入、全面了解

大灣區發展，期望消除當中的隔膜和

誤解。 

 

與香港的大學 —— 特別是那些（將）

在大灣區設有分校的學府 —— 開辦新

課程，藉以支持本港與大灣區之間更

多元化的學生交流。 

通過「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內的

「大灣區投資基金」，為本地從事設計

的人才和學生，提供與大灣區製造商及

企業合作的經濟激勵措施。 

 

與大灣區的不同行業和大學合作，提供

更多實習、學生交流和職業培訓機會，

並使參與大灣區計劃成為課程要求的一

部份；通過現有的「大灣區投資基

金」、「創科實習計劃」擴展版、以及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2022》中提出的 

50 億港元「策略性創科基金」，落實

這些項目和先導計劃。 

 

涵蓋和吸引更多大灣區的製造商及設計

公司參與「時創展」舉辦的活動。 

 

常規化大灣區內大學與行業之

間的互動和合作機制。 

 

對接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港深創科園），創造

可持續的跨境協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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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韓國首爾「東大門」的發展 

撰文：袁志樂博士 

在全球五個擁有整個產業鏈集散地，包括製造廠和零售商，的時尚批發市場中，東大門是

唯一一個商店和分銷商會營業至黎明的市場。因此，它也被冠以「不夜城時尚中心」的稱

號。東大門佔地 585700 平方米，以其豐富的歷史背景，大量的購物中心和便捷的公共交

通網絡，成為國內外遊客的熱門旅遊景點。特別是東大門設計廣場開業後，該地區正式成

為象徵時尚、歷史、購物、休閒和科技的地標。該地區附近有 3 萬間商店，每年共容納

10 萬名時裝行業員工和 500 萬外國遊客。當首爾特別市廳於 2002-2003 年開始將其定位

為重點城市規劃時，東大門地區已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時尚中心。  

東大門時尚中心的發展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 - 早期發展（早期至 2002 年） 

在 1900 年代初的朝鮮王朝晚期，東大門開始成為漢城市民的購物中心，因為它位於清溪

川的東北部。由於縫紉廠和平和市場在朝鮮戰爭後相繼開張，東大門在 1960 年代開始發

展成現在的模式。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更多時裝企業在該地區建立，令東大門製造的布

料成為韓國領先的出口產品之一。最終，新式批發和傳統綜合購物中心並存形成了位於東

大門的一個包羅萬有的時裝市場。當時，每間商店都有各自的品牌，店主會自行設計服裝

並在該地區約 2 萬間小型製造廠之一下訂單。由於集中地內互相幫助的文化，促成了大多

數時裝公司以小型家族生意經營。然而，這種基於人際網路的業務結構也成為後來者加入

東大門的主要障礙。在此期間，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時裝行業持份者之間的嚴重失衡。

在 1990 年代，百分之 71 的時裝企業是分銷和銷售，製造和縫紉佔市場的百分之 26，而

設計和規劃僅佔百分之 3。因此，儘管東大門擁有發達的物流和銷售網絡，但產品開發週

期緩慢且效率低落。由於時裝集中地幾乎沒有政府的干預或支援，所以一直以此自然生態

系統運作。直至 2002 年，東大門時裝市場被正式指定為「東大門時尚城觀光特區」，使

其成為韓國最大的觀光特區。 

第二階段－活化規劃（2002-2010 年） 

下一階段重大發展發生於 2006 年，當時首爾特別市廳宣佈了一項東大門市中心發展計劃，

將該地區發展為當代文化，自然生態和歷史之間的重要連繫。該計劃建議將東大門翻新為

市中心綠洲和成立東大門設計廣場（DDP）。DDP 將包括一個 3 萬平方米的公園和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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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層建築，並具有八個目標策略：創意和未來設計發展、設計業務的主要基地、全球設計

知識交流系統、設計師網絡平台、文化和藝術活動的中心、國際旅遊地標、創意與歷史淵

源的地方、以及市中心貿易區推廣。2006 年 11 月，首爾特別市廳舉辦了一場構思比賽，

並邀請市民就 DDP 項目發表意見。期後與國際提名設計大賽的受邀者分享這些想法，

Zaha Hadid 最終贏得了比賽，並成為 DDP 的首席建築師。竣工後，東大門歷史文化公

園於 2009 年 10 月 27 日開放，而東大門設計廣場則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開放。 

作為促進設計和時裝產業發展的文化中心，DDP 為公眾和設計師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空間：

展覽廳、設計室、會議廳、研討室、設計師休息室、設計市場等。政府還推行了一系列支

持策略，例如在 DDP 舉辦首爾時裝周及貿易展，並在 2008 年啟動東大門商業區振興計

劃。當局還舉辦了多項旅遊活動和藝術表演，以促進 DDP 作為連接大學路、興仁之門、

東大門和南山文化走廊的樞紐。 

第三階段 - 發展（2010-2020 年） 

在東大門設計廣場開放前後，首爾特別市廳投入了大量資源來擺脫東大門的過時形象。隨

著設立 Hi Seoul Showroom，並舉辦多場展覽、貿易展、論壇、博覽和表演後，DDP 和

東大門都逐漸成為韓國人和外國人的時尚旅遊目的地。 

從 2011 到 2017 年，政府宣佈了三個關於東大門重點發展策略的發展計劃。首先，東大

門時裝。韓國政府的產業振興計劃包括一項 4P 策略建立主題設施、鼓勵整個時裝價值鏈

的平衡，並創立一個線上時裝市場。2016 年，政府宣佈了第二個時裝集中地建設計劃，

將東大門轉變為領先全球的時尚及創意區。重點領域包括本地旅遊、培育創意人才、和支

援時裝產業營運。最後，於 2017 年制定東大門市場重組策略，旨在提高韓國品牌和設計

師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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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011 年公佈的 4P 策略 

產品 

- 瞄準中低價位市場 

- 將本地品牌轉變為零售專門店   

- 尋找專屬市場 

- 經營市場調查機構 

- 成立布料開發研究中心 

過程 

- 指定領先企業推動時裝產業價值鏈發展 

- 與 KOTRA、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合作 

- 設立中央管控部門（作計劃、製造和銷

售） 

地方 

- 制定國產品牌市場策略 

- 準備成為線上市場 

- 將「說故事」元素融入東大門 

- 建造會議展覽廳 

- 成為世界各地遊客的購物資訊中心 

- 建立趨勢、布料和時裝數據中心 

人 

- 發掘新人才和資深人才的管理能力  

- 培育人才，特別是縫紉和時裝設計領域 

- 吸引外國工人 

- 建立時裝行業招聘中心和工作配對中心  

- 建立縫紉教育中心 

- 為「1 人時裝公司」建立共用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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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上海服裝業的轉型 

撰文：文俊偉 

從 1990 年代開始，上海的紡織業急速地縮小規模，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城市需求和上海城

市功能的轉變，基本上像許多其他傳統第二產業一樣，轉向以服務和出口為基礎的經濟。

從 1993 年到 1997 年的五年間，上海關閉了一半的國有紡織廠。超過 27 萬名工人被解

僱（該行業由 55 萬名工人減少至 28 萬名工人）。這種現象與更大的宏觀情況相關—上

海城區工業企業的比例從 1985 年的百分之 50.6 下降到 1997 年的百分之 22.5，而同期

工業總產值從百分之 71.6 急劇下降到百分之 28.8（Zhang，2003）。傳統產業向內陸轉

移到其他相對較落後的省份。  

即便如此，受惠於其雄厚的歷史基礎和豐富的專業知識，上海的紡織業並沒有被簡單地掏

空，而是以嶄新的面貌回歸。這個行業從未消失，而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一直在升級和

轉型。上海深知其最初的低租金和勞資成本，以及多樣化和分散的小公司的相對優勢對城

市來說並不實際，因此開闢了一條新出路。正如上海領先的紡織巨頭上海紡織（集團）有

限公司前黨委書記、董事長童繼生先生所指， 

「隨著過去幾十年產業、企業、資本和勞動力結構的大規模策略調控，整個紡織領

域已經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轉向服務密集型和時裝導向的零售和貿易。如今，該行

業正走在一條將先進生產和現代服務與高科技和時裝創新結合的道路上。」 

（Xinhua Net，2017） 

上海紡織幫助人們打破了紡織品僅僅用於遮蓋身體和保暖的錯誤概念，而將其成為從功能

性服裝到其他專業領域的增值產品。該公司一直在與上海市政府和不同的研究實驗室合作，

對新物料和纖維進行大量研究，旨在為客戶帶來更個性化的選擇，並為病人等目標群體帶

來功能性穿戴品。它還力求在不同方面促進國家公用事業。例如，該公司完成了應用於第

一代中國製造的 C919 型飛機的超耐熱布料發明和測試（Xinhua Net，2017）。  

上海根深蒂固的企業家精神、強大的金融機構以及上海企業的全球思維在紡織業的「活化」

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上海紡織留意到紐約、巴黎等世界著名的時尚城市，認為藉助

高科技，紡織業並不是一個衰落的行業。因此，它發起了對互聯網公司 IAC 的全球收購，

直接從二手車紡織品生產公司 NYX 購買其百分之 35 的股票。自此，上海紡織成為中國第

二大紡織集團，擁有約 7 萬名員工，公司資產價值超過 450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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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新的時裝發展與北京實現「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敘述一致，北京在其 2021 年碳

減排行動計劃（State Council of PRC Webpage，2021）中有所記載。早在 2016 年，

上海時裝周組委會就已經強調了綠色服裝，2022 年，首次召開了為期五天的可持續時裝

座談會，演講嘉賓超過 60 人（Shanghai Fashion Week Webpage，2022）。該委員會

副秘書長呂曉磊告訴《南華早報》（Jiang，2022）座談會背後的目的是要説明塑造綠色

消費思維，即使需要時間和精力來實現真正的轉變。為了提高下一代的綠色意識，上海紡

織還與意大利傑出的時裝學院馬蘭戈尼學院（Istituto Marangoni）建立合作伙伴關係，

旨在利用時裝設計來滿足新的社會需求。於上海市政府向上海紡織注入了資金、物質和技

術支援，及多方面的支援下，上海紡織成功舉辦全球矚目的「上海時裝周」，並步入 20

周年。該活動已與米蘭、巴黎、倫敦、東京、德國、荷蘭、和杜拜的同行簽署了戰略合作

協定。2022 年，上海時裝周重點關注可持續發展。 

上海的紡織業在面對國內外的同行競爭時也表現出了強大的韌性和靈活性。這座城市通過

將歷史資產與整個產業鏈上的現代創新結合，涵蓋新布料研發、全球採購、產品設計、零

售和出口、售後服務和時裝展覽。政府監督和政策支援對上海的成功也至關重要

（People.cn ，2017）。  

在強大而可塑的紡織工業之都的支援下，上海時尚中心正隨著全球趨勢不斷重新定位，這

使這座城市一如既往地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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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本報告分析中涵蓋的行業小分類數據（2000 年對比 2021 年） 

資料來源：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KSAR Government, various years. 

僅在 2000 年出現之行業小分類        僅在 2021 年出現之行業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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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僅在 2000 年出現之行業小分類：       僅在 2021 年出現之行業小分類： 

 

 

 

 

131102 紡棉紗 
131103 紡毛紗 
131202 梭織毛布 
131203 梭織絲綢 
131204 梭織合成纖維布 
131299 梭織混紡織物及其他紡織布 
139401 魚網的製造 
139402 繩的製造 
139403 鞋帶的製造 
139404 合股線的製造 
139700 層壓布的製造 
143100 針織和鉤編襪子的製造（包括所有材料） 

451438 袋類製品出口貿易(手袋及旅行袋除外) 
452438 袋類製品進口批發(手袋及旅行袋除外) 
475199 其他紡織品或多類紡織品綜合零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