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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布司”S2B 平台：蕾丝花边行
业的商业模式创新  

邱凌云、马莹莹 

案例摘要：蕾丝花边行业作为纺织业的一个精细分支，虽有着悠久的历史，

却面临诸多行业问题。福建东南西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通

过整合和应用各种数字化技术，成功地为这个传统行业注入了工业互联网的

新元素。依托自主研发的“辅布司”在线平台，该公司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

蕾丝花边行业的流通效率，还通过整合福州长乐地区众多的中小型蕾丝花边

生产企业，重塑了蕾丝花边的产业链。本案例详细介绍了东南西北集团的发

展历程，并从商业模式创新的角度探讨“辅布司”平台如何成功地赋能传统

服装辅料产业链，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来重塑其在

行业中的地位。此案例适用于本科生和 MBA 项目中与平台经济、商业模式

创新等内容相关的课程。

关键词：蕾丝花边、小单快反、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互联网

福州长乐机场附近的临空经济区，占地 97 亩的辅布

司产业园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该产业园隶属福建

东南西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西北集团”

或“集团”），集团业务主要涵盖纺织面辅料设计研发、生

产销售、印染、产业互联网 S2B 运营、供应链整合以及品

质管控等。  

集团自主研发的“辅布司·智纺网联”平台，主要为

长乐地区众多的中小微蕾丝花边生产企业提供服务，其

覆盖范围包括市场上 70%-80%的蕾丝花边产品。在“辅布

司”平台上，各企业可以迅速地寻找并购买自己所需的

蕾丝花边产品。尽管集团不直接生产蕾丝花边，却借助

“辅布司”平台成功地推动了福州长乐区整个蕾丝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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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发展。集团拥有一座配备了 22 台设备的大型研发车间，每月通过合作的云

工厂承接“辅布司”平台上超过 5000 万米的蕾丝花边生产订单
a
。因此，集团在业

内被誉为“蕾丝界最懂互联网，互联网界最懂蕾丝”的公司。 

然而，作为成衣企业的上游供应商，蕾丝花边供应商经常面临无法掌握定价权，

无法摆脱低利润的困境。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集团可能会陷入恶性的价格战。面

对这种情况，创始人和 CEO 高勇坚信，集团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蕾丝花边行业的数

字化水平，还有必要在内衣产业链中进行拓展，涉足更上游的原材料集采和下游的

成衣设计与加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反复考虑，是否可以将已经得到市场

检验的“辅布司”模式进一步拓展到下游的内衣成衣领域，拓展新的发展机遇？ 

1. 蕾丝花边行业 

1.1 蕾丝产品 

蕾丝是一种由细线编制成复杂花纹的装饰品，常用于装饰服装、家居用品和手

工艺品。在公元三至五世纪的埃及底比斯墓中，人们发现了最早的蕾丝样本。到了

十六世纪，手工编织蕾丝的工艺已经较为成熟，佩戴奢华的蕾丝成为了财富和社会

地位的象征。十八世纪后期，人们对蕾丝的需求日益增加。工业革命催生出专门编

织蕾丝的机器，蕾丝花边的生产从传统的手工艺转变为机械化，产品样式丰富，应

用更为广泛，蕾丝也从奢侈品逐渐普及为大众消费品。如今，蕾丝在时尚界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成为许多设计师和品牌的灵感来源，同时也在传统手工艺领域得到传

承和发展，成为许多手工艺人和艺术家钟爱的材料。当前，蕾丝面料通常以尼龙、

涤纶、棉、人造丝等作为主要原料，主要用于服装、内衣、婚纱和家居用品等领域。 

1.2 蕾丝的织造工艺 

蕾丝面料的生产工艺相当复杂，涵盖了美工设计、工艺研发、织造、胚布检验、

染整、定型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会对蕾丝面料的结构和外观产生直接影响。 

1. 美工设计：美工设计师根据当前的流行趋势或客户的具体需求，绘制出蕾丝花边

的设计图稿（附录一）。一旦设计图案被采用，它将被交给工艺研发部门进行下

一步的工作。 

2. 工艺研发：工艺师会根据设计图进行机械走针技术设计和工艺研发，如确定所需

 
a 集团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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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纱线材质和经纱的排列
b
等。工艺师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美工的设计图案后，会

生成一个织机可以识别的文件（附录二），然后交给车间进行织造生产。 

3. 织造：生产车间首先根据生产计划，将工艺文件接入与之匹配的织机，并按照工

艺要求的针位规格进行针位调整。其次进行整经和穿纱。为了生产一款蕾丝花边

产品，一台织机可能需要超过一万根的不同纱线，工人需要整理所需的纱线，并

根据不同纱线的配置将其精确地穿入相应的针钩上。在织造过程中，工人需要不

断调整机器的速度，测试胚布的张力、回弹力等，反复调整工艺，确保蕾丝花边

的密度和置地均匀，以达到最初的设计效果（附录三）。  

4. 胚布检验：织造完成后的胚布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检查蕾丝花边的形状、

偏针、破洞、漏纱、并纱等问题。 

5. 染整：在确保质量达标后，产品会被送至专门的工厂进行染整。染整工艺过程中

的前处理和染色两个环节影响着成品的色泽鲜艳度、面料的花距、花宽稳定性、

花型的饱满度。此外，由于不同材质纱线的耐酸碱性不同，面料上染的效果也会

有所不同。例如，由尼龙与涤纶纱线编织而成的胚布可以染成双色的蕾丝面料。

印染厂通常会先进行小样打色，确认颜色无误后，才会进行大货的印染。 

6. 定型：染色完成后，还需要进行蕾丝花边的定型处理，使其看起来更为平整柔滑。 

1.3 中国的蕾丝花边行业 

中国的蕾丝花边行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目前，中国的蕾丝花边

产量已居全球第一，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地，以中小型

工厂为主。福州市长乐区是中国最大的经编蕾丝面料生产基地，拥有超过 1500 家蕾

丝花边工厂。2022 年该地区的蕾丝花边的产能占全国的 70%以上，实现总产值约 400

亿元。 

随着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改变，人们对蕾丝花边的需求日

益多样化，对产品的款式、材质和品质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蕾丝花边企

业正在不断引进新的设计和工艺以满足市场需求。例如，一些企业研发出了具有环

保、防菌、抗菌等功能的蕾丝花边，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此外，中

国的蕾丝花边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一些企业通过参加国际展览、

设立海外代理等方式，正在逐步拓展海外市场。 

 
b 经纱是指在织布过程中从左到右横向穿插于纬纱之间的纱线。经纱的排列与梳栉上导纱针的

运动规律是影响织物中线圈形态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