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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264、童继生、尚玉英、刘平、黄勤、乐佳毅

关于倡导新中装、丰富上海时尚消费内涵

的提案

※背景情况※

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总书记提到“国货潮牌广受欢迎”。

近期，国货潮牌成为消费市场中“最靓的仔”。新华网发

布的《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对比 10年前，

国潮热度增长逾 5倍，78.5%的消费者更偏好选择中国品牌。

在全行业国潮品牌消费中，90后、00后贡献了 74%，成为

绝对主力。年轻一代特别是“Z世代”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

自信与东方美学的欣赏成为国潮大流行的底层逻辑，也让

国潮更深地融入大众生活。

中国改革开放 46年来，国力大增，民族自信心大增，

国潮风深入民心，越来越受民生大众欢迎接受。自先秦时

期建立服制以来，中国各历史朝代服饰均以其鲜明特色为

世界瞩目。当今很多国家的人在节日庆典、商务政务等场

合会身着本民族元素特征的服装。作为礼仪之邦，我国也

应该有展现中华文化与新时代世界地位交叉融合与创新的

中式服装，简称“新中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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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分析※

1、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特色鲜明的新中式服装。中国服

装从秦朝统一开始形成，在汉唐为鼎盛期，自宋朝、元朝、

明清开始不断变异，直至民国时期出现中山装和旗袍，基

本定型为当代的中装。中国服装历史表明，历朝历代基本

都有比较明确的中装国服。但新中国解放成立后，由于历

史的原因，一直没有确立新中装、新国服。

在文革期，基本沿用男士中山装，女士旗袍也不再明

显为妇女穿用，男女都以草绿色军服为中装。改革开放后，

无论是工作场合，还是重大政务和外事、商务场合，西服

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世界上各国重要场合都有反映本

民族历史文化的服装，日本有和服、印度有沙丽。当下的

中国有理由在正式政务或商务场合中有充分彰显中华文化

自信的新中式服装。

2、新中式服装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有 14亿人口，

其中女性 6.9亿、男性 7.2亿；其中 16-59岁的劳动年龄

人口 8.6亿左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

华服，每套按 1000元计，那么中装潜在市场约 1.4万亿元

人民币；如果每位劳动人口都拥有两套适用于工作场合的

中装，每套按 2000元计（含外套、衬衫、配饰等），潜在

市场约 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是保守估算，如果新中式

服装的市场接受度高，老外也接受，则市场容量更加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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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新中式服装研发设计制造领先全国。2019年始，

在市委市府的大力支持下，本市已有企业成功研制出正式

政务场合系列、正式商务场合系列、休闲系列及表演系列

等新中式服装，并正式发布了系列标准，包括《新中装通

用技术规范》《新中装 男式礼服》《新中装 男式常服》

及《新中装 女式礼服》等，为新中装市场发展带来行业指

引，有效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元素，表达中国时尚，展示中

国美。

――――――――――――――――――――――

※建议※

1、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商业企业经销、品牌企业研发生

产新中式服装（简称新中装），彰显新时代民族文化创新

发展的精气神。每年中国节庆期间，发放新中装消费券，

促进国货潮牌成为新时尚的潮流。通过鼓励新时尚消费，

宣传新中式的民族文化意义和商业价值，确立新中装不是

简单复古，而是古为今用；既洋为中用、今为明用，又中

为洋用，显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自信。推动两会代

表、委员会议期间率先穿新中装，彰显中国两会的中国特

色。

2、制定专项政策，鼓励创新商业流通和服装制造产业

结合新模式，打通工厂与商场隔墙，降低供应链成本。让

“工厂”变“商场”、“商场”变“工厂”，创造产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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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交叉、个性化、规模型的“工贸联动”模式，颠覆传

统产销工商脱节库存低效模式，促进转型升级、消费引领，

供给侧改革，使传统落后的商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新质生

产力，体现“引领时尚，定义潮流”上海龙头作用，丰富

上海时尚产业、时尚消费、时尚经济发展的新内涵。

3、制定新政策，推广新中式校服。制定中式校服标准，

在校服中植入中式元素，从小培养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兴

趣，增强民族自信。标准包括款式、型号、功能、颜色、

图纹、面料、环保要求等，全方位系统比选研究各校新中

式校服，以期从小培养爱国自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