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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麦德龙、百盛、苏宁电

器、五星电器等知名商业
企业先后落户郑州；家世
界、家乐福、正大易初莲花
在郑州市的扩张步伐不断
加快；沃尔玛超市旗舰店
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郑州市加大对会展业
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出台了发展
会展业的具体推进措施，倾力打造
中部会展之都。

3月11日 2005年中原物流发
展论坛在郑州召开。

7月 在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
会展文化节上，郑州市被评选为
2004 年度会展业最佳会展城市。
第二届中国会展产业年度评选活动
中，郑州市被推选为中国最具潜力
的会展新锐城市，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被授予中国展馆新锐奖。

11月 18日 第十一届郑州全
国商品交易会及首届郑州日用消费
品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全国80多个城市的3000多家企
业、5 万多客商参加盛会，3 天实现
合作和交易成果120亿元。郑交会
已跨入全国特大型展会之列。

战战
商商

2008年底，郑州市共

有服装生产企业2000
多家，初具规模的有520
多家，全市服装拥有自主品

牌500多个，从业人员达

到30万，年销售收入突

破100亿元，出口创

汇 5250 万美元。

其中，年产化纤女裤1.6
亿条。

郑州火车站周边，弹丸之地，却聚
集了银基、世贸商城、锦荣等10多个以
服装、小商品为主的批发市场。这些商
场在竞争中，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错位
经营，各自掘金，共同构筑起郑州最具活
力的批发商圈。而这个商圈的快速发展

与成长对郑州最大的贡献是：成就
了郑州的服装加工业，郑州女裤如

今已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批发业成功，成就一批服装人
2010年 3月 10日 7时 40分，信阳

商户李雪敏一行完成了进货的所有程
序，拉着自己的小车走出银基商贸
城。“几年前，我们这些信阳、南阳的商
户因为离武汉更近，所以都是到武汉
汉正街进货，但汉正街被银基挤垮
了。”李雪敏笑称。

“我一直认为，银基的成功对郑州
最大的贡献是成就了郑州的服装加工
业。”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火车站大
同路卖辅料、如今已成郑州女裤领军人

物之一的娅丽达董事长赵孙立说，“郑州
的服装加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得
益于服装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与成长。”

当年，赵孙立奔波于郑州、义乌两
地，倒腾的是纽扣、拉链、缝纫机线这
些小东西，不承想，这些小东西让赵孙
立成了响当当的“辅料大王”。在此掘
到第一桶金的赵孙立随后创办了郑州
娅丽达服饰有限公司。

就是这个以银基为龙头的郑州火
车站服装、小商品批发商圈的成功，成
就了赵孙立这批人，他们如今在郑州
的服装加工业界叱咤江湖。如梦舒雅
的陈勇斌、“纽伦”的当家人杨辉，包括
郑州许多其他品牌女裤的掌门人，在
起步之初，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火车站
批发市场亲力亲为，或肩扛手提，或蹬
着自行车、三轮车沿街送货，叫卖从南
方搬运回来或自家手工作坊里生产的
女裤及辅料。

10年发展，中国女裤看郑州
历经10年发展，到2007年，郑州女

裤开始在全国服装业界显山露水。如
今，梦舒雅、娅丽达、逸阳、黑贝、纽伦均
成长为郑州女裤最响亮的品牌，男裤也
有了渡森、德亿斯顿等知名品牌，郑州
裤业产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细数中原服装界，和赵孙立、陈勇
斌一样，先在敦睦路上摆摊叫卖自家
加工的裤子、后又在城中村租房办工
厂的民营企业家们数以百计，而今这
批人都成为郑州裤业的骄子。他们原
本藏在城中村的加工厂也先后搬进了
现代化的纺织工业基地。

正是有了这一大批裤业人的坚持
与梦想，郑州才有了今天女裤产量占
全国半壁江山的成就，也才带动了服
装加工业的辉煌。“而这些离不开以银
基为龙头的火车站服装批发市场的反
哺。”赵孙立认为，正是有了辐射能力
日渐增强的批发市场这一平台，郑州
的服装加工业才不愁销路，也有了展
示品牌的基地。

晚报记者 程国平/文 张翼飞/图

娅丽达，领跑的坚持与梦想
银基商贸城，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晚报记者银基商贸城，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晚报记者 马健马健 图图

自 1993 年底问鼎中原，到 2003
年，10年时间，郑州银基商贸城先是跻
身全国六大服装批发市场之列，后“挤
垮”武汉汉正街，一跃成为长江以北最
大的服装批发中心。今天的银基商贸
城，名号响彻全国服装界，许多南方的
大品牌以“非在银基有形象展示店而
不进郑州”来决定是否进驻郑州。

服装批发，优势在于“区位”
1994年秋，郑州核心商圈内，野

太阳亚细亚独斗五大国有商场的好
戏还没有谢幕，参战一方的商城大厦
随着掌门人李志强的撒手人寰而先
自乱了阵脚，内部纷争四起，面临一
场人事震荡。

在这样的纷乱局面下，商城大厦财
务总监常学福黯然离职。而此时香港
盛鸿投资有限公司挺进中原，打算在火
车站地区建一座服装批发市场，资方看
中了常学福多年的财务管理经验。

资方认为，尽管无服装加工业支
撑，但人口众多的中西部人正在觉醒
的审美观念一定会构成对东南沿海

“华服”的渴求，而郑州承东启西，贯通
南北，这样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是

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
常学福认同这种理念，出任银基

商贸城总经理。

疯狂的商铺
1994年 9月 18日，历时 3个多月，

郑州银基两万平方米的临建一期开业；
次年的同一日，两万平方米临建二期开
业。“就是这些简单的临时建筑，引得众
商户趋之若鹜，一间12平方米的商铺转
租价高出原始租金的数倍，而一间商铺
三年使用权的转让价高达30万元。”

1995年 5月 1日，建筑面积近 8万
平方米的郑州银基一期商场破土动工。

“确切地说，那时候的中原服装市
场在全国的服装流通领域扮演的是二
传手甚至是三传手的角色，驻扎在简
陋经营场所的商户主要从沿海地区的
服装批发市场零星进货。”常学福告诉
记者，“银基商贸城从一开建就决定改
变郑州这种传统的经营方式，我们给
自己定位，做成像广州白马一样的全
国一级批发市场。”

超越汉正街，长江以北独大
1998年 11月 18日，仅仅用了 7个

多月时间，营业面积7万平方米的银基
二期商场正式开门迎客。进入新世
纪，在郑州耕耘五六年的银基商场已
开始在全国显山露水。2001年，面对
消费者更加注重服装品牌、注重购物
环境的消费变化，银基决定拆掉生意
火爆的前两期临建市场，投资6亿元开
发三期商场。

“建筑面积 17万多平方米的银基
三期商场6个多月就开业了，这样的速
度让所有人目瞪口呆。”时至今日，常
学福说起当年旧事仍自豪不已，“最关
键的是三期的外立面和内部装修、规
划布局等硬件设施一点也不比市内的
百货商场差。”

2003年，对郑州银基商贸城来说
具有标志意义，这一年，银基年成交量
超百亿元，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服装
精英约 6000家，与全国数万个服装厂
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场内汇聚的各
类服装品牌多达上万个，市场辐射 20
多个省区，日均客流量20万人次以上，
年上缴税费超亿元，将武汉汉正街远
远甩在了身后。长江以北服装批发银
基坐上头把交椅。

晚报记者 程国平/文 马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