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马面裙点亮县域经济

曹县百亿汉服产业生意经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李嫒嫒

千年商都立潮头，国风汉服火出圈。

乘着“国潮风”兴起之势的山东曹县再次走红，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2024年春节期间曹县马面裙卖了3亿元，仍供不应求。 目前市面上每两件汉服就有一件产自曹县；当地产业链完善，不出5公里便可生产出一条马面裙。 借助直播电商的风口，曹县从曾经的菏泽市经济洼地，连续三年成为全市GDP的领头羊，并持续跑出县域经济的“加速度” 。

从“宇宙中心”到“产业中心” ，曹县“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网红城市又如何实现从爆红到长红？ 近期，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曹县，寻找直播电商浪潮里的曹县样本。

跑出县域经济加速度

三年前，曹县曾因一句网络热梗“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宇宙中心，曹县666”而走红。 三年后的2024年春节期间，曹县又迎来了马面裙的泼天流量。

“市场上每两件汉服就有一件产自曹县。 ”这是记者在曹县调研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曹县汉服的火爆远不止于此。

让有爱共创基地总经理、洛如嫣品牌创始人姚驰行记忆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今年春节期间，公司从早上8点开门到晚上9点后，一直有客户。 等货的客户都是在工厂门口蹲货，几乎是做一条，卖一条。 有一次车间里刚生产完一条马面裙，客户就迫不及待地从生产线上拿走了，直到现在生产仍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

“今年春节期间，平均每天销售2万件汉服，单日最高成交额超百万元。 ”穿越大唐总经理黄晓燕也颇有感悟。 作为全国第二大淘宝村，整个曹县大集镇运输汉服快递的车更是络绎不绝。

“曹县马面裙、汉服的爆火既在意料之中，实际又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 2023年曹县线上线下渠道汉服销售额突破百亿元，今年一季度汉服的销售额突破了19.8亿元，同比增长90.75%。 ”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张龙飞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五一后，进入夏季，虽过了销售旺季，但是曹县汉服依旧热度颇高。 早上九点钟刚过，就陆续有外地的客户来到有爱共创基地和穿越大唐看货，周围的居民也慕名而来，各地政府考察团更是纷至沓来。 姚驰行见缝插针，每天坚持开直播，在她眼里，汉服既是潮流，也是文化，她乐此不疲地在直播间向网友介绍着马面裙上图案的寓意，传递着传统文化与服饰相结合的魅力。

她笑着说：“我卖的并不是一条裙子，而是想把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服饰里。 ”姚驰行是曹县众多年轻人返乡创业的一个缩影，她创立了汉服洛如嫣品牌，希望每个人衣橱里都会有一件马面裙，让汉服走向日常生活是她和洛如嫣的愿景。

“您看我身边这么多的服饰，右手边是唐代的，左手边是明代的，明代云肩立领上衣很符合现代人审美，下面搭配的马面裙采用织金仿妆花工艺，在灯光下会熠熠生辉，没有光的时候，又像一幅非常内敛的画卷，图案是把千里江山图作为基底纹样，亭台楼阁或梅兰竹菊四君子作为点缀。 ”姚驰行打开手电筒，耐心地给来自山西的客户介绍着自家产品。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曹县汉服网络零售额达29.2亿元，同比增长8.55%。

曹县今年提出了一个口号，坚持汉服销售线上不放松，线下新拓展。 在开封、西安、杭州、北京、南京等地的古风景区加紧进行汉服商户对接洽谈。 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和洛阳的洛邑古城等景区，曹县汉服的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90%。

曹县汉服产业的爆火，不仅让从业者腰包鼓了，当地GDP也有了跃升之势。 2021年至2023年，曹县GDP连续三年位居菏泽市第一。 而十年前，曹县还是菏泽的贫困县。 随着汉服、演出服、木制品、农特产品等产业的发展，2023年曹县GDP达到582.04亿元，较2022年增加35.74亿元，再次稳居全市第一。

占领半壁江山

“国风热”让汉服从小众圈子逐步走入大众视野。 这座位于鲁西南的内陆县城，资源禀赋平平无奇，而汉服市场长期又被杭州、广州、成都三地占领，后来者居上的曹县，为何能抢占全国汉服市场的半壁江山？

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霞一语道破：“曹县汉服以高性价比、亲民的价格迅速挤进汉服市场，并且与杭州、广州、成都一决高下，目前占领了全国50%的市场份额，核心是有着完善的产业链，5公里内便可生产出一套汉服，从原创设计、裁剪、打板、绣花、印花、辅料、辅具、销售、售后都可以实现。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了解到，曹县是从2018年开始零星生产汉服，2019年随着国潮国风的兴起和短视频的升温，带动汉服产业在当地规模化发展。 而在2023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升温，汉服产业在曹县出现井喷式发展，彻底火出圈，被人所熟知。

在张龙飞看来，曹县汉服的成功出圈，有着明显的曹县地域特色，而电商基因就是这个鲁西南小县城突围的关键。 “曹县电商发展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一核两翼，一核是以农民致富、草根创业为基础，两翼就是服务型政府和深入人心的电商基因。 ”张龙飞说。

从2009年接触网络销售到现在，曹县推动多个传统优势产业飞上云端，走向世界各地。 目前，曹县已形成原创汉服、演出服、木制品和农产品4大产业集群和1个木制品跨境电商产业集群。 手机、电脑成为曹县群众的“新农具” ，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

曹县完善的网络销售、物流服务渠道也为汉服抢占市场贡献了力量。 曹县还成立了全省第二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将汉服外观的专利申请时间从180天直接缩短至10天，为提高汉服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帮助。

截至目前，曹县拥有汉服企业2473家，其中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过90%，网店14416家，汉服线下体验店191家，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

在曹县汉服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企业缺什么，政府就补什么，在曹县做电商企业，能保证一是办事不求人，二是市场可预期。 ”张龙飞说，曹县始终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企业跟着市场走，政府跟着企业走。 在企业出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政府会及时出现，并保证不越位。

黄晓燕告诉记者，“马面裙制作分为织锦和印花两种工艺，一台织锦机每天仅能织出20-30条马面裙所需要的布。 今年春节期间，马面裙销售爆火，织锦布料紧缺，甚至到了一米难求的境地，而一台织锦机的售价大概是60万元-90万元。 ”

张 龙 飞 表 示 ， 考 虑 到 汉 服 企 业 规 模 化 采 购 织 锦 机 可 能 存 在 金 融 方 面 的 需 求 ， 在 带 企 业 去 考 察 机 器 设 备 的 时 候 ， 相 关 金 融 机 构 也 一 同 前 往 ， 提 前 介 入 ， 补 齐 供 应 链 方 面 的 短 板 。

为了推动汉服规模化生产，曹县政府还帮助有爱共创基地引进日产万条马面裙的“卡奥斯”智能制造柔性汉服生产线，率先完成数字化技术改造。 目前有爱共创基地车间已经应用该柔性化生产线，未来将逐步推广至曹县更多汉服企业。

张龙飞告诉记者：“汉服款式种类丰富，难以像普通衣服一样实现规模化生产，但是个别环节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我们希望在某个环节通过量产来提高产能。 ”

让“爆红”成“长红”

曹县凭借完善的汉服产业链、成熟的电商直播销售渠道等优势，快速成为中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但不能忽视的是曹县汉服产业仍面临着大而不强的现状，知名原创品牌少，有商标无品牌，没有做到“叫好又叫座” ，低端化标签仍然存在。

记者调研了解到，曹县有两千多家汉服企业，多以小企业居多，自主创新力不足；行业缺乏专业设计人才，优秀人才难以引进和培养；汉服设计自主知识产权不足。 此外，也存在着同质化、价格战等问题。

如何能保持住这波泼天的流量，防止网红经济昙花一现，让“爆红”成“长红”，是摆在曹县汉服从业者及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张龙飞告诉记者，电商服务中心下一步规划是做到汉服品质和品牌的双提升。 为此，特意从全县两千多家汉服企业中筛选出55家产品质量好、自主创新能力强、市场潜力大的企业，作为标杆企业，带动当地汉服品牌力建设，促进对外推广。

今年以来，姚驰行创立的洛如嫣品牌，代表曹县汉服参加韩国KOR展会、港澳山东周活动。 在港澳山东周活动上，姚驰行展示了洛如嫣采用织金妆花工艺和牡丹纤维制作的带有香气的牡丹花马面裙，吸引了不少香港观众。 姚驰行表示，该款马面裙是一件文创产品，选自菏泽牡丹花花样，初衷是想把中国精湛的技艺融入到生活中去。 “传统文化是汉服的灵魂，做一件衣服必须要有灵魂。 ”

在姚驰行眼里，现阶段，追求汉服质量的重要性远远高于销量。 有爱共创基地90%的汉服来自曹县优势原创商家，另外10%来自她的洛如嫣。 “洛如嫣的产品始终在与市场上的高端产品做对比，作为龙头企业，质量是基础。 ”从追求款式到追求质量、建立质量的标杆，姚驰行如数家珍地道出了自己的规划。

以批发销售汉服为主的穿越大唐也在不断探索品牌的高端化转型，开创高端系列，采用被称为“软黄金”的香云纱等面料制作，单件汉服售价在1000元-5000元。 黄晓燕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制定一套价格标准，规定不同类型汉服价格不能低于多少钱，进而缓解市场上不良的价格竞争。

面对品牌力不强、低端化路线等问题，张龙飞表示，将持续加强与知名高校、行业协会等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为推动曹县汉服品牌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我们赴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德州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对接、吸引人才，签订校地合作，每月定量为曹县汉服企业输送近200款汉服设计稿，赋能本地汉服企业发展。 ”

对于未来发展，曹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结合曹县自身服装产业发展优势，优先发展汉服产业，探索改变低端发展路线、实现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将依托e裳之都·中国（曹县）华服智创城项目，借助六大资源体系打造联席大师工作室、联名款高端品牌、剧情网红打卡点、明星主播直播间、主题汉服体验间五大功能板块。

“下一步，曹县将聚焦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进一步推动汉服产业扩大规模和提档升级，让汉服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 7月10日，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孟令选在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上表示。

曹县也在积极筹备汉服出海。 张龙飞介绍称：“今年曹县汉服分别奔赴韩国、意大利、瑞士进行展演，参展产品非常受欢迎，被一抢而空。 目前跨境电商的店铺已经开起来了。 下一步我们想利用木制品海外仓的优势，推动曹县汉服出海。 但在出海之前，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提升曹县汉服品质，争取一炮打响，持续长红。 ”

曹县县委书记赵福龙表示，力争使曹县汉服在两年时间里，在全国市场上占比达到70%。

“未来8-10年内，整个汉服产业产值大概能达到1000亿元，当前市场饱和度还远远不够。 ”张龙飞强调，他对汉服市场的未来满怀信心，并不担心曹县汉服发展到了天花板阶段，而是担心产品款式的丰富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方面等做得还不够好。

张龙飞表示，曹县汉服产业正致力于提升产品品质，并结合企业、政府及协会的多方推广，力争在三年内打造五个知名的汉服品牌，让它们深入人心。“未来，曹县希望能有几家企业实现上市，这是行业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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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说：有爱共创基地展厅 本报记者 李嫒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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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地理

区位等比较优势，并充分借助新模式、新经济、新技术，因地制宜推动发展模式变革和产业能级跃升，才能不断提升县

域产业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本报今起推出“经济新‘县’ 象” 系列报道，通过对国内全球领先的县域产业———山东曹县汉服产业、辽宁兴城

泳装产业、湖南浏阳花炮产业进行调研，探索县域经济在借助跨境电商等新市场、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智能制造等新

技术，实现产业突围的路径，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汉服+文旅”产业持续破圈

催生旅游新业态

●本报记者 李嫒嫒

7月10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

长李斌在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上表

示，近年来，“汉服热”带动了城市文旅的快速发展，

对景区的引流作用越来越明显，“汉服+文旅”“景

区+汉服”擦出了新火花，以汉服为代表的传统服饰

旅游体验火爆。

激发旅游新热潮

随着国潮文化兴起，汉服“破圈” 而出，从小众

圈子走进大众视野， 不少游客热衷穿着汉服去古风

景区打卡。 节假日期间，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南京

的夫子庙、洛阳的洛邑古城随处可见身着唐代襦裙、

明代马面裙等款式汉服的游客， 激发着古城文旅消

费新活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汉服热催化出多种文

旅消费新趋势。近年来，乌镇、古北水镇、大唐不夜城

等景区纷纷举办汉服主题活动， 为游客提供更多深

入了解汉服文化的机会。 同时，汉服租赁店、汉服妆

造店、汉服主题酒店等相关的配套服务也日益完善。

日前，在厦门鼓浪屿一家旅拍店，记者注意到，

该店针对汉服妆造拍摄推出299元-599元不等的套

餐，前来做妆造并拍摄的游客络绎不绝。该店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从上午9点开门到下午6点下班，店里

客源几乎不断，高峰期间还需要排队，暑假拍亲子汉

服妆造的比较多，偶尔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

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孟令选在2024年曹县汉

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上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曹县汉

服已入驻北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包括故

宫、大唐不夜城、洛邑古城、开封清明上河园等180

家古风景区，“汉服+妆造” 沉浸式游园方式已经成

为非常火爆的“网红”文旅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汉服热，激发城市文旅活力，景

区作为汉服热的主要配套场景，要不断推陈出新，深

度融合。同时，各地应该融合应用地域特色文化与现

代时尚元素，推动汉服日常化、品牌本土化。 同时要

拓展体验消费场景，推动汉服与传统节日、影视剧等

融合，借助数字化手段，不断释放市场消费潜力。

汉服产业蓬勃发展

孟令选表示，近两年来，曹县乘“国潮风” 兴起

之势，推动以马面裙为“拳头”产品的汉服产业做大

做强。 2023年，曹县汉服网络销售额达到72.2亿元，

同比增长44.3%， 线上线下销售总额突破百亿元大

关，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原创汉服产业集群。

目前，曹县拥有汉服上下游企业2473家、网店

1.44万家，汉服从业者超过10万人，原创汉服占比超

过90%，款式达5000余种。 曹县2024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 作为今年重点工作之一， 将培育一批演出

服、汉服龙头企业，做强做壮纺织服装产业链，实现

产值75亿元以上。

在“汉服热”持续升温背景下，部分景区推出了

相应的活动，来吸引客流量，做长汉服经济链条。 例

如，洛阳开展了汉服文化月、汉服博览会、汉服设计

周等活动， 将汉服元素融入文旅业态， 拉长产业链

条，做大做强汉服经济。

中国汉服市场规模呈现持续扩大趋势。 根据艾

媒咨询数据，中国汉服市场规模在2023年达到144.7

亿元，未来“95后”“00后” 成为国潮消费主力人

群，将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推动汉服市场加速发展

和保持活力，产业上行空间明显，预计2027年中国

汉服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1.8亿元。

■经济新“县”象

让“爆红”成“长红”

曹县凭借完善的汉服产业链、成熟的电

商直播销售渠道等优势，快速成为中国最大

的汉服生产基地，但不能忽视的是曹县汉服

产业仍面临着大而不强的现状，知名原创品

牌少，有商标无品牌，没有做到“叫好又叫

座” ，低端化标签仍然存在。

记者调研了解到，曹县有两千多家汉服

企业，多以小企业居多，自主创新力不足；行

业缺乏专业设计人才，优秀人才难以引进和

培养；汉服设计自主知识产权不足。 此外，也

存在着同质化、价格战等问题。

如何能保持住这波泼天的流量，防止网红

经济昙花一现，让“爆红”成“长红” ，是摆在

曹县汉服从业者及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张龙飞告诉记者，电商服务中心下一步

规划是做到汉服品质和品牌的双提升。为此，

特意从全县两千多家汉服企业中筛选出55

家产品质量好、自主创新能力强、市场潜力大

的企业，作为标杆企业，带动当地汉服品牌力

建设，促进对外推广。

今年以来，姚驰行创立的洛如嫣品牌，代

表曹县汉服参加韩国KOR展会、港澳山东周

活动。 在港澳山东周活动上，姚驰行展示了

洛如嫣采用织金妆花工艺和牡丹纤维制作的

带有香气的牡丹花马面裙，吸引了不少香港

观众。 姚驰行表示，该款马面裙是一件文创

产品，选自菏泽牡丹花花样，初衷是想把中国

精湛的技艺融入到生活中去。 “传统文化是

汉服的灵魂，做一件衣服必须要有灵魂。 ”

在姚驰行眼里，现阶段，追求汉服质量的

重要性远远高于销量。 有爱共创基地90%的

汉服来自曹县优势原创商家， 另外10%来自

她的洛如嫣。 “洛如嫣的产品始终在与市场

上的高端产品做对比，作为龙头企业，质量是

基础。 ” 从追求款式到追求质量、建立质量的

标杆，姚驰行如数家珍地道出了自己的规划。

以批发销售汉服为主的穿越大唐也在不

断探索品牌的高端化转型，开创高端系列，采

用被称为“软黄金” 的香云纱等面料制作，单

件汉服售价在1000元-5000元。 黄晓燕表

示，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制定一套价格标准，规

定不同类型汉服价格不能低于多少钱，进而

缓解市场上不良的价格竞争。

面对品牌力不强、低端化路线等问题，张

龙飞表示，将持续加强与知名高校、行业协会

等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为推动曹县汉服品

牌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我们赴太原理工

大学轻纺工程学院、德州学院纺织服装学院

对接、吸引人才，签订校地合作，每月定量为

曹县汉服企业输送近200款汉服设计稿，赋

能本地汉服企业发展。 ”

对于未来发展，曹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结合曹县自身服装产业发展优势，优先

发展汉服产业，探索改变低端发展路线、实现

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将依托e裳之都·中国

（曹县）华服智创城项目，借助六大资源体系

打造联席大师工作室、联名款高端品牌、剧情

网红打卡点、明星主播直播间、主题汉服体验

间五大功能板块。

“下一步， 曹县将聚焦市场需求和消费

趋势，进一步推动汉服产业扩大规模和提档

升级，让汉服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

来的文化纽带。” 7月10日，曹县县委副书记、

县长孟令选在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

交流会上表示。

曹县也在积极筹备汉服出海。 张龙飞介

绍称：“今年曹县汉服分别奔赴韩国、 意大

利、瑞士进行展演，参展产品非常受欢迎，被

一抢而空。 目前跨境电商的店铺已经开起来

了。下一步我们想利用木制品海外仓的优势，

推动曹县汉服出海。但在出海之前，我们还是

要坚定不移地提升曹县汉服品质， 争取一炮

打响，持续长红。 ”

曹县县委书记赵福龙表示，力争使曹县汉

服在两年时间里，在全国市场上占比达到70%。

“未来8-10年内，整个汉服产业产值大

概能达到1000亿元，当前市场饱和度还远远

不够。 ” 张龙飞强调，他对汉服市场的未来满

怀信心， 并不担心曹县汉服发展到了天花板

阶段，而是担心产品款式的丰富度，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方面等做得还不够好。

张龙飞表示， 曹县汉服产业正致力于提

升产品品质，并结合企业、政府及协会的多方

推广， 力争在三年内打造五个知名的汉服品

牌，让它们深入人心。“未来，曹县希望能有几

家企业实现上市，这是行业努力的方向。 ”

一条马面裙点亮县域经济

曹县百亿汉服产业生意经

千年商都立潮头， 国风汉服

火出圈。

乘着“国潮风”兴起之势的山

东曹县再次走红，迅速成为全国最

大的汉服生产基地，2024年春节

期间曹县马面裙卖了3亿元，仍供

不应求。 目前市面上每两件汉服

就有一件产自曹县；当地产业链完

善，不出5公里便可生产出一条马

面裙。 借助直播电商的风口，曹县

从曾经的菏泽市经济洼地，连续三

年成为全市GDP的领头羊，并持续

跑出县域经济的“加速度” 。

从“宇宙中心” 到“产业中

心” ，曹县“逆袭” 背后藏着怎样

的发展密码？ 网红城市又如何实

现从爆红到长红？ 近期，中国证券

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曹县，寻找直播

电商浪潮里的曹县样本。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李嫒嫒

跑出县域经济加速度

三年前，曹县曾因一句网络热梗“宁要

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宇宙中心，曹

县666” 而走红。 三年后的2024年春节期间，

曹县又迎来了马面裙的泼天流量。

“市场上每两件汉服就有一件产自曹

县。 ” 这是记者在曹县调研时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曹县汉服的火爆远不止于此。

让有爱共创基地总经理、 洛如嫣品牌创

始人姚驰行记忆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今年

春节期间， 公司从早上8点开门到晚上9点

后，一直有客户。等货的客户都是在工厂门口

蹲货，几乎是做一条，卖一条。 有一次车间里

刚生产完一条马面裙， 客户就迫不及待地从

生产线上拿走了， 直到现在生产仍是供不应

求的状态。 ”

“今年春节期间，平均每天销售2万件汉

服，单日最高成交额超百万元。 ”穿越大唐总

经理黄晓燕也颇有感悟。 作为全国第二大淘

宝村， 整个曹县大集镇运输汉服快递的车更

是络绎不绝。

“曹县马面裙、 汉服的爆火既在意料之

中，实际又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 2023年

曹县线上线下渠道汉服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今年一季度汉服的销售额突破了19.8亿元，

同比增长90.75%。 ” 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主任张龙飞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

五一后，进入夏季，虽过了销售旺季，但

是曹县汉服依旧热度颇高。早上九点钟刚过，

就陆续有外地的客户来到有爱共创基地和穿

越大唐看货，周围的居民也慕名而来，各地政

府考察团更是纷至沓来。姚驰行见缝插针，每

天坚持开直播，在她眼里，汉服既是潮流，也

是文化， 她乐此不疲地在直播间向网友介绍

着马面裙上图案的寓意， 传递着传统文化与

服饰相结合的魅力。

她笑着说：“我卖的并不是一条裙子，而

是想把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服饰里。 ” 姚驰

行是曹县众多年轻人返乡创业的一个缩影，

她创立了汉服洛如嫣品牌， 希望每个人衣橱

里都会有一件马面裙， 让汉服走向日常生活

是她和洛如嫣的愿景。

“您看我身边这么多的服饰，右手边是唐

代的，左手边是明代的，明代云肩立领上衣很

符合现代人审美， 下面搭配的马面裙采用织

金仿妆花工艺，在灯光下会熠熠生辉，没有光

的时候，又像一幅非常内敛的画卷，图案是把

千里江山图作为基底纹样， 亭台楼阁或梅兰

竹菊四君子作为点缀。 ” 姚驰行打开手电筒，

耐心地给来自山西的客户介绍着自家产品。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曹县汉服

网络零售额达29.2亿元，同比增长8.55%。

曹县今年提出了一个口号， 坚持汉服销

售线上不放松，线下新拓展。在开封、西安、杭

州、北京、南京等地的古风景区加紧进行汉服

商户对接洽谈。 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和洛阳

的洛邑古城等景区， 曹县汉服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突破90%。

曹县汉服产业的爆火， 不仅让从业者腰

包鼓了，当地GDP也有了跃升之势。 2021年

至2023年，曹县GDP连续三年位居菏泽市第

一。 而十年前，曹县还是菏泽的贫困县。 随着

汉服、演出服、木制品、农特产品等产业的发

展，2023年曹县GDP达到 582.04亿元，较

2022年增加35.74亿元，再次稳居全市第一。

占领半壁江山

“国风热” 让汉服从小众圈子逐步走入

大众视野。 这座位于鲁西南的内陆县城，资

源禀赋平平无奇，而汉服市场长期又被杭州、

广州、成都三地占领，后来者居上的曹县，为

何能抢占全国汉服市场的半壁江山？

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霞一

语道破：“曹县汉服以高性价比、 亲民的价

格迅速挤进汉服市场，并且与杭州、广州、成

都一决高下， 目前占领了全国50%的市场

份额， 核心是有着完善的产业链，5公里内

便可生产出一套汉服，从原创设计、裁剪、

打板、绣花、印花、辅料、辅具、销售、售后都

可以实现。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了解到，曹县是从

2018年开始零星生产汉服，2019年随着国潮

国风的兴起和短视频的升温，带动汉服产业

在当地规模化发展。 而在2023年，随着文旅

市场的升温，汉服产业在曹县出现井喷式发

展，彻底火出圈，被人所熟知。

在张龙飞看来，曹县汉服的成功出圈，有

着明显的曹县地域特色，而电商基因就是这

个鲁西南小县城突围的关键。 “曹县电商发

展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一核两翼，一核是以农

民致富、草根创业为基础，两翼就是服务型政

府和深入人心的电商基因。 ” 张龙飞说。

从2009年接触网络销售到现在，曹县推

动多个传统优势产业飞上云端， 走向世界各

地。目前，曹县已形成原创汉服、演出服、木制

品和农产品4大产业集群和1个木制品跨境

电商产业集群。 手机、 电脑成为曹县群众的

“新农具” ，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

曹县完善的网络销售、 物流服务渠道也

为汉服抢占市场贡献了力量。 曹县还成立了

全省第二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将汉服

外观的专利申请时间从180天直接缩短至10

天，为提高汉服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帮助。

截至目前， 曹县拥有汉服企业2473家，

其中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过90% ， 网店

14416家，汉服线下体验店191家，汉服从业

者接近10万人。

在曹县汉服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 政府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企业缺什么，政府就补什么，在曹县做

电商企业，能保证一是办事不求人，二是市场

可预期。 ” 张龙飞说，曹县始终秉持着一个原

则，就是企业跟着市场走，政府跟着企业走。

在企业出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政府会及

时出现，并保证不越位。

黄晓燕告诉记者，“马面裙制作分为织

锦和印花两种工艺， 一台织锦机每天仅能织

出20-30条马面裙所需要的布。 今年春节期

间，马面裙销售爆火，织锦布料紧缺，甚至到

了一米难求的境地， 而一台织锦机的售价大

概是60万元-90万元。 ”

张龙飞表示， 考虑到汉服企业规模化

采购织锦机可能存在金融方面的需求，在

带企业去考察机器设备的时候， 相关金融

机构也一同前往，提前介入，补齐供应链方

面的短板。

为了推动汉服规模化生产， 曹县政府还

帮助有爱共创基地引进日产万条马面裙的

“卡奥斯” 智能制造柔性汉服生产线，率先完

成数字化技术改造。 目前有爱共创基地车间

已经应用该柔性化生产线， 未来将逐步推广

至曹县更多汉服企业。

张龙飞告诉记者：“汉服款式种类丰富，

难以像普通衣服一样实现规模化生产， 但是

个别环节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 我们希望在

某个环节通过量产来提高产能。 ”

曹县数字经济产业园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嫒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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