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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装杂志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服装的可持续理念

丛天柱，崔荣荣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无锡 214122

摘要：以服装杂志为载体，探究中国可持续意识滥觞，释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服装可持续理念。回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纺织服

装业发展实况，搜集《时装》《中国服装》《上海服饰》等服装杂志为研究参考依据，从实证的角度解读中国服装可持续发展初期

的形式与成效。在服装杂志中，发现主要有五类设计使用方式，使中国服装可持续理念初见端倪，其中服装购买前的挑选选购

与服装购买后保养收藏的占比较为靠前。统计分析后，从挑选选购，到保养收藏，康养护理，到适体裁剪，再到旧衣改造等多环

节、多层面下，服装杂志通过呼吁与科普的形式，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服装可持续闭环，尝试了在生产、消费、使用等方面的引领，

以期为当下中国服装行业与时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参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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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ashion magazin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Chinas sustainable consciousness and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clothing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returning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as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collects fashion magazines such as Fashion, China

Clothing, and Shanghai Clothing as the research references,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form and effect of China s gar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fashion magazines, there are mainly five types of design and

use methods, giving a glimpse of the sustainable concept of Chinese clothing, among which, the choosing before buying clothing

and the care and collection after that account for most.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fashion magazines have tried to lead i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use by teaching the knowledge of selecting clothes, maintaining clothes, promoting health- care clothes and

remolding old clothes to form a sustainable clothing cycle,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 and fashi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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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以服装杂志为载体看中国服装的研究较

少，尤其从文本实证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服装

“可持续”理念的问题未有较为详尽探讨。本研究结合

中国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现状，搜集《时装》《中国服装》

《上海服饰》《现代服装》各类服装专刊杂志，从1980年

《时装》创刊号、1985 年《中国服装》《上海服饰》创刊

号、1981年《现代服装》创刊号，分别至 1990年共搜集

44期、23期、17期和47期，共计期刊数131期，见表1。

试图从不同栏目板块中有关行业、消费、服务、设计等

文本信息及设计作品中，释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服装

在设计使用过程中是如何体现“可持续”的。

一、改革开放伊始纺织服装业实况与可持续

滥觞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工

作重心逐渐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

来，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变，使人们

关注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开始注意到了纺织服装等

领域。这其中，对于纺织服装工业的改革与振兴，1980

年国家提出了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原则，大大

促进了纺织原料和纺织生产的发展[1]。直至 1983年，

纺织市场也由过去长期供应偏紧，转变为供应比较充

裕，国家予当年 12月起免收布票，纺织品在全国范围

内敞开供应，预示着全国人民服装穿着问题将得到基

本解决[2]。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实况

19世纪80年代，中国纺织工业的改革取得了较大

成就。1981年《现代服装》创刊号中轻工业部二轻局

局长史敏之曾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

下，人们群众思想解放，心情舒畅，生产得到恢复与发

展，生活在逐步改善[3]。”1985年《中国服装》创刊号也

有所刊：“应该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纺织

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一个侧面推动着我国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显示出纺织工业

的良好前景和巨大潜力[4]。”到 1989年，纺织工业各项

指标均持续快速增长，就以纺织工业企业单位数来说，

1989 年达到 28 367 个，比 1978 年的 12 145 个增长了

16 222个；1989年纺织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 908.89亿

元，比 1978年的 168.31亿元增长了 5.4倍；总体上，到

1989 年纺织工业总产值达到 2 109.57 亿元（当年价

格），比1978年的474亿元增长了4.4倍，平均每年递增

14.5%，见图1[5]。

伴随着纺织工业整体经济的增长，服装业的发展

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服装工业取得了长足

进步，基本形成教育、科研、生产、销售一整套较为完整

的体系。截止1989年，纺织工业主要行业职工总数为

表1 改革开放初期服装类杂志搜集情况

统计（1980—1990年）

时间/

期刊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总计

《时装》

4

4

4

6（含特刊

2本）

4

4

4

4

4

4

2

44

《中国服装》

2

5（含增刊

1本）

4

4

4

4

23

《上海

服饰》

1

2

3

3

4

4

17

《现代服装》

2

2

2

7（含专辑

1本）

4

6

6

6

6

6

47

总计

（本）

4

6

6

8

11

11

17

17

17

18

16

131

图1 纺织工业部分经济指标增长趋势展示（1978—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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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9 万人，服装工业占据 50.01 万人，与 1988 年的

47.96增长了2.05万人；纺织工业主要行业整体总产值

为 1 339.8 亿元，服装工业总产值则为 89.1 亿元，与

1988年的74.7亿元增长了14.4亿元，比重也由5.6%增

至6.7%。与此同时，相对于1978年，1989年在人口增

加1.6亿多的情况下，全国有服装鞋帽企业37 000多个

（其中服装工业系统内约7 000个），在服装工业系统内

的近 7 000 个企业中，拥有各种缝纫设备 140 万台

（套），服装年生产能力为 35亿件，布鞋 8亿双，帽类 2

亿顶。除西藏、云南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

服装鞋帽工业公司，县级以上的公司有178个；服装研

究所105个，全国性服装研究设计中心1个。而就服装

产量来说，从 1978 年的 6.73 亿件，增长到了 1989 年

30.04亿件，其中主要服装类消费品零售量有布127.8亿

米，纯棉布有 80.5亿米，化纤布 47.3亿米，呢绒 27 760

万米，绸缎78 560万米，针织内衣裤131 000万件，毛绒

12 333万公斤[2]。

服装生产如此地全面开花，为人们穿着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1985年《中国服装》试刊号上就阐述道：“近

几年来，情况大变了，人们的衣着越来越讲究了，而且

款式也不断翻新。这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实行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经济的政策的一种表现，是党的富民政策的体

现[6]。”在服装贸易出口方面，1980年《时装》第二期《适

应我国市场需要，努力发展纺织品贸易》一文也曾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外友好合作

关系和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大，纺织服装进出贸易也有

了显著增加，最近三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

上[7]。”服装出口数量，从1978年的30 973万美元，增长

到了 1989年的 274 319万美元，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2]。

（二）经济洪流下中国可持续意识滥觞

然而，纺织服装业在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保证人

民衣着需要，为国家积累资金和增加出口创汇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必然会消耗大量能源以及环境

污染。在能源消耗方面，1990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

量和消费总量分别达到 103 922万吨和 98 703万吨标

准煤，相对于1978年的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

总量分别增长了 41 152万吨和 41 559万吨；平均每日

生产能源量也由1978年的171.97万吨、消耗156.56万

吨，增长到 1990 年的 284.72 万吨生产量、消耗 270.42

万吨[8]。这当中纺织服装业的能源消耗更为可观，见

表 2。在生产产品过程中会消耗如煤炭、焦炭、原油、

燃料、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和电力等不同的社会资

源[7]。

从服装原料到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的生产，从加

工到制作成品，就纺织工业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严重依

赖土地、水、光、热等资源。在各种服装原料进行加工

的纺、织、印染和后整理过程中，尤以印染、后整理等服

装制作环节，大量废水、废气排入河道及空气，从而导

致环境破坏。在1984年《环境管理》中《纺织工业污染

控制模式及控制指标》一文中，就曾提及：“纺织工业是

我国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在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

同时，也承担着对环境污染的压力。一般纺织工厂污

染的种类有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音污染和水污

染。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工厂及社会环境，应引

起人们的高度重视[9]。”

当然，对于工业所给环境所带来的污染，我国并未

无动于衷。中国在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

后，便开始了环境保护工作；并在 1979年颁布了中国

《环境保护法》；而对于“可持续”此词汇的出现，是在

198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战

略》，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

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

护其后代人需求与欲望的潜力。”这也是首次关于“可

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此之后，中国也将环境保护

表2 纺织服装业能源消耗数据统计（1985—1990年）

时间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煤炭/万吨

1 867.6

1 968.2

2 096.2

2 273.7

2 370.3

2 359.4

焦炭/万吨

7.1

9.0

7.8

11.2

11.6

10.7

原油/万吨

5.9

2.1

1.1

2.2

2.0

2.4

燃料/万吨

30

28.3

26

19.3

20.1

21.6

汽油/万吨

21.4

20.5

23.9

28.8

28.4

30.1

煤油/万吨

0.8

0.8

0.8

1.2

0.9

0.7

柴油/万吨

24

25.8

24.5

35

39.1

37.1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4

0.3

0.3

0.3

0.2

0.2

电力

/亿千瓦时

185.7

199.3

212.4

234.9

243.4

246.6

21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1年8月

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面对巨大

的经济发展现状，相对于“五五”年计划“1980年建成

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

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主旨，其新增：第一编，第

四章，固定资产投资，第一节（更新改造）中提出，“要以

节约能源和节约原材料为重点，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

品的性能和质量；更新现有企业设备和改进工艺；合理

利用资源，治理严重污染；推广行之有效的科技成果；

增加轻工业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并制定了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逐步觉醒“可持续”意识。同时，在之后的

“七五”计划中，也增加了第五十二章“环境保护”，呼吁

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要把治理污染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新建工程要作到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鼓励资源的

综合利用，限期淘汰污染严重的产品。大力加强环境

保护的教育工作，组织好科学研究和攻关。

针对纺织服装业环境污染治理管控方面，我国在

1981年就曾根据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和纺

织服装工业的实际情况，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在抓生产

的同时，抓“三废”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健全环保机

构，加强环保技术力量。并在1981年的全国纺织系统

废水治理工作座谈会上，通过了《印染企业环境管理条

例》《印染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定》等四个试行草案，使

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更全面开展起来[10]。与此同时，在

“七五”计划期间，国家也确立了“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强化管理，以管促治”的工作方针。特别自 1989年以

来，市环保部门提出了环保工作要实行“综合整治”的

要求，工厂把环保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轨道，从而开启

中国工业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之路[11]。

二、中国服装杂志中可持续理念初见端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中国发展的

新篇章。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服装业的振兴，为以后服

装类杂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80年期间，在经济发展

洪流下，纺织工业包括服装工业尝试开始采取了环境

资源保护利用的多方政策，而服装杂志，作为纺织服装

行业宣传与传播的途径之一，随着服装工业的发展，也

具备了兴起的客观条件，为呼吁传播环境资源保护等

可持续理念提供了平台。

（一）挑选与选购

在整理 129期的服装类杂志中，通过阅读收集不

同栏目板块中有关行业、消费、服务、设计等文本信息

及设计作品中，发现有极大一部分文本信息与纺织服

装购买前的挑选选购有关，占整体的 39%。根据分析

归纳，大致将挑选选购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为呼吁

消费者要根据个人体型、喜好的不同进行斟酌选择。

如《现代服装》1985年第五期发表的《怎样选择适合体

型的服装》一文：“对于体型匀称的人或体型上有些不

足的人来说，只要服装选择的适当,就一定会为您的生

活添彩[12]。”此文从胖体型的人、腹部突起的人、瘦体型

的人、肩部圆滑的人、脖子长的人等方面来阐释，并强

调“服装有它的流行色和流行式样。在流行浅色时大

家都喜欢穿浅色的衣服，这时就要根据自己的体型在

衣料的图案和服装式样上进行选择。总之，要根据每

个人体型的不同进行选择[10]。”在《时装》1986年第二期

一文曾述：“挑选款式要与体型相适应；挑选绣衣服装

的色彩也要注意视觉和心理上的作用[13]。”而且“衣料

的好坏，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衣料的挑选，应着眼于衣

服的种类、用途，以自己是否适合穿用为准[14]。”此类文

章尝试通过呼吁“每个人要根据自己不同的性别、年

龄、肤色、体型，还有结合时令、环境场合选择服装的色

彩和款式，适合实用才是最美”的服装观念，使消费者

在购买时思考消费，达到不盲从，节约资源。

另一类是关于购买服装前质量的鉴别。《时装》在

1986年第三期一文对如何选择服装作出描述：“选择

衬衫时，一要看看，二要摸摸。看是看花型、颜色和款

式。在选好个人喜爱的款式后，着重看看做工如何，领

子正不正，门襟直不直，开衫的两边口袋是否平直整

齐，整件是否平整等[15]。”《时装》1987年第二期《怎样挑

选衣料》中建议：“在挑选衣料时要特别注意这些方面：

衣料是厚、是薄？是硬、是软？是重、是轻？是吸光还

是反光？是粗糙还是平板？衣料的拉强度、透明度、耐

寒、抗热性如何？衣料容易起毛、起球、起皱吗？衣料

的保养简便吗？通过这些问题的仔细思考，来检查认

清衣料的性格、特征[10]。”这也是通过对服装质量的考

量，以免不必要的丢弃与缝补[16]。

（二）保养与收藏

除了服装购买前的挑选与甄别，对于购买后的保

养与收藏类服装文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占整体的

34%。如《时装》1981年第三期《衣柜的学问》就曾道：

“一个整洁的衣柜对衣服很有益处，人们把衣服合理地

叠好，挂好，减少皱痕，可以延长服装的‘生命期’[17]。”

《上海服饰》1985年第一期《怎样洗涤才能使羊毛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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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科普：羊毛衫有污垢部位，要用针吊上白线作为

标记，在洗涤时便于重点洗涤；同时不同颜色的羊毛

衫，不能混在一起洗，以免串色；并选用中性高级洗衣

粉或高级皂片等多种洗涤方式的介绍来避免损伤衣坯

结构而变形[18]。《现代服装》1987年第二期《仿麋皮服装

的保养》建议：“由于仿麋皮是天然材料，它不适宜放在

塑料袋中或折放在温度较高的衣柜里，这会使之干燥

变硬，影响美观和寿命，最好晾在衣架上存放，存放时

间长的话，要用布遮好肩部，以防灰尘[19]。”1988年《中

国服装》第三期《怎样收藏裘皮衣》中也写到：“收藏裘

皮衣时，要注意防潮防脏。晾晒毛皮衣物，要将毛的一

面朝向太阳，上面盖一块白色布单。毛皮脏了，不可用

水刷洗，可用调湿的玉米面粉或炒热了的麦麸，在脏的

地方轻轻揉搓，这样脏物即可除掉。揉搓干净后，拍打

掉面粉或麦麸，晒干晾凉，放些樟脑丸再收藏起来[20]。”

种种文章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于服装“生命

期”的重视，对当下生态时尚种类中对服装“寿命及维

护性”的思考，以此反映了服装的“可持续”理念及方式。

（三）康养与护理

继1985年起，可以在各类服装杂志上发现，如《服

装与健康》《衣着与健康》等服装健康类栏目板块陆续

刊登，一个“穿衣服不单讲美，而且要讲科学”的时代开

始出现[2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服装对人体的

保护作用越来越多。研究人体、服装、环境关系的服装

功能性与舒适性，已经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1985年

《中国服装》创刊号，《中草药保健服被许多消费者誉为

“华佗服”》曾讲述：“目前试产的中草药保健服装，有暖

胃背心、护肩服、护膝马裤、护腰裤等四种。根据<中

草药外治法>的原理，分别在服装的胃、肩、膝、腰部位

巧妙地安装上中草药袋。现在初步研制成功的中草药

保健服装，把穿衣和防治疾病结合起来[22]。”可以说对

于这种具有康养护理的服装尝试是当时时代的一个创

举，消费者甚至称誉其中草药保健服为“华佗服”。

1986年《中国服装》第一期，《药物保健——男女三角

裤疗效好》宣传：“由哈尔滨市大众劳保用品厂研制的

药物保健男女三角裤，采用中西药科学配伍，具有消

炎、止痛、止痒、吸湿、消肿等作用，对防治男女肛门病

和妇女常见病具有很好的疗效[23]。”1986年《上海服饰》

第一期也介绍了创新设计产品，电子枕头、催眠眼带、

家用电热帽问世，为神经衰弱、失眠患者提供很好的服

用条件。甚至在 1987年总后军需生产部研究所也曾

在《现代服装》第四期宣布了具有特殊功能的生活保健

服研制成功。其中包括灭菌服装、永洁服装、空调服

装、香味服装、保健灭菌、药用内衣等特殊功能服装的

介绍，并阐述到：“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健服装已进入实用性研究，

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生活保健服装相继问世[24]。”

可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科学技术也

在不断更新，就第四次全国纺织工业科技进步会上，季

国标副部长也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老厂技术改造，新技术、新产品

开发，使企业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装备水平都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25]。”1989年全民所有制纺织企业更新改

造资金总投资 203.55亿元，完成 64.98亿元；国务院有

关部门下达用于纺织工业的各项科研经费3 044万元，

对纺织工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扩

大了我国服装工业的生产能力以及技术水平。而这种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向着人类衣、食、住、行、用等生活领

域迅速渗透，衣着科学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

视[26]。人们越来越关注服装的实用性和舒适性。为此

纺织服装的生产与设计也越来越趋向于满足当下人们

对于服饰实用舒适和功能效用的满足[27]。

（四）裁剪与改造

在购买前的挑选选购，购买后的保养收藏，再到服

饰康养效用的追求，最后当服饰过了流行期之后，在服

装杂志的《生活顾问》或《心灵手巧》等板块中，也给消

费者传递了大量裁剪改造的实践操作演示。在 1987

年《上海服饰》第二期《旧衣改新衣》中曾建议：“现在服

装款式的流行周期越来越短，变化越来越快。在穿着

方面，多数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心理，但随之而来也产

生了一个新问题，一件衣服穿了两三年，式样虽然落

伍，但衣服还是好好的，弃之可惜。若能把旧衣服稍加

改造而变成新时装，那将是最合人心意不过的了。况

且，改造旧衣服的过程也是服装爱好者重新设计、再创

造的过程，其中自有许多创作乐趣[28]。”同样，像在1989

年《上海服饰》第四期刊登的《莫道是旧裤，禳拼成时

装》有谈及：“面对流行后的服饰，越来越多的旧衣服弃

之可惜、浪费,放置衣橱又造成废物堆积。而在提倡节

能环保，倡导环保低碳意识下，人们需要一些设计与改

造，服装赋予新生命[29]。”其实这样的设计建议跟当下

“旧衣改造”的原理非常相似，为人们传递了现代意义

上的“零废弃”“可再生利用”的环保可持续理念[30]。

综上所述，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纺织服装工业、

产业大力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及其遇到相关技术水平

与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的时代问题，各位专家、编辑以

及社会有识人士等，在服装杂志上主要就消费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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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的角度，发表了大量相关文本讯息，分别从服装

的挑选选购、保养收藏、康养护理、裁剪改造方面，展现

了中国服装环保节约的使用方式，见图 2。值得强调

地是，当时人们对于服装此类使用方式的宣传与推介，

不仅完整地包含了服装由“诞生”走向“消亡”的整个生

命过程，而且从微观的视角观察并走进人们的生活，分

门别类地给出了服装的使用与保养的具体方式，使其

中“可持续”的设计使用理念逐渐浮出水面，区别并规

避了以往及当下一般宏观性、口号式的理论呼吁，具有

重要的时代引领价值与生活实践指导意义。从服装设

计生产后的选购，到服装穿着过程中的养护，再到服装

破旧或落伍后的改造，服装杂志中对于服装相关对策

经验的阐释，全面包含了服装使用过程中的各个阶

段。换言之，人们通过对各阶段服装在杂志文本学习

实践之后，最终形成了可持续的完整闭环，见图 3，构

建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

三、结语

改革开放初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为服装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而在

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下，必然存在大量能源消耗与环境

污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

五年计划和“七五”计划等政策上，我国提出了环境保

护及能源节约的相关条例，提高资源环境保护意识，使

“可持续”理念初见端倪。本研究列举了杂志中应用于

服装上的多种设计方式，从挑选选购到保养收藏，康养

护理到适体裁剪，再到旧衣改造，通过呼吁与科普的形

式，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服装可持续闭环，“回现”了人们

对于“生态时尚”的向往，尝试了在生产、消费、使用等

方面的引领。

参考文献

[1]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en

year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1988.

[2] 《中国纺织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纺织工业年鉴

1990[M]. 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1.

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Textile Industry Yearbook.

China Textile Industry Yearbook 1990[M]. Beijing：

Textile Industry Press，1991.

[3] 史敏之. 让服装工业更加蓬勃发展[J]. 现代服装，1981

（1）：5.

SHI Minzhi. Let the Clothing Industry More Vigorous

Development[J]. Modern Clothing，1981（1）：5.

[4] 本刊特约评论员. 请注意一个被掩盖着的倾向[J]. 中国

服装，1985（1）：8.

Special Commentator of this Journal. Please Note a

图2 服装杂志中所传递的可持续使用方式

图3 改革开放初期服装杂志中的中国服装可持续闭环

24



丛天柱等：从服装杂志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服装的可持续理念第3卷 第4期

Hidden Tendency[J]. China Clothing，1985（1）：8.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90[M]. 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199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0[M]. 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1990.

[6] 杨波. 服务生产，美化生活[J]. 中国服装，1985（特刊：上

海专辑）：5.

YANG Bo. Service Production, Beautification of Life[J].

China Clothing，1985（Special Issue: Shanghai Album）：5.

[7] 杨明俊. 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努力发展纺织品贸易[J].

时装，1985（2）：2.

YANG Mingjun.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and Strive to Develop Textile Trade[J]. Fashion，

1985（2）：2.

[8]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992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2[M]. 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1991.

[9] 方家求. 纺织工业污染控制模式及控制指标[J]. 环境管

理，1984（8）：29-31.

FANG Jiaqiu. Pollution Control Model and Control Index

of Textile Industry[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84

（8）：29-31.

[10] 乃珩. 全国纺织系统废水治理工作座谈会在杭州举行

[J]. 环境保护，1981（4）：12.

NAI Hang. A Symposium on the Treatment of Textile

Wastewater was Held in Hangzhou[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1981（4）：12.

[11] 吕松颐. 北京纺织工业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展望[J]. 北

京纺织，1991（5）：8-11.

LYU Songyi. Prospect of Pollution Control Work of

Textile Industry Wastewater in Beijing[J]. Beijing

Textile，1991（5）：8-11.

[12] 张燕侠. 怎样选择适合体型的服装[J]. 现代服装，1985

（5）：44.

ZHANG Yanxia. How to Choose the Clothes Suitable for

Body Shape[J]. Modern Clothing，1985（5）：44.

[13] 王宏生. 真丝绣衣的挑选与养护[J]. 时装，1986（2）：45.

WANG Hongsheng. Sel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ilk

Embroidery Clothes[J]. Fashion，1986（2）：45.

[14] 郭建南. 怎样挑选衣料[J]. 时装，1987（2）：36.

GUO Jiannan. How to Choose Clothing Materials[J].

Fashion，1987（2）：36.

[15] 陈立群. 怎样选择和保养兔毛衫[J]. 时装，1986（3）：37.

CHEN Liqun. How to Choose and Maintain Rabbit

Sweater[J]. Fashion，1986（3）：37.

[16] 黄智威，薛哲彬，王宇轩. 可持续时装设计发展现状与

展望[J]. 丝绸，2019，56（10）：50-55.

HUANG Zhiwei， XUE Zhebin， WANG Yuxua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Sustainable Fashion

Design[J]. Silk，2019，56（10）：50-55.

[17] 衣柜的学问[J]. 时装，1981（3）：51.

The Knowledge of Wardrobe[J]. Fashion，1981（3）：51.

[18] 金关富. 怎样洗涤才能使羊毛衫不变形[J]. 上海服饰，

1985（1）：20.

JIN Guanfu. How Can I Wash the Sweater to Keep It out

of Shape[J]. Shanghai Clothing, 1985 (1) : 20.

[19] 幼预. 仿麋皮服装的保养[J]. 现代服装，1987（2）：35.

YOU Yu. Maintenance of Imitation Moose Skin Clothing

[J]. Modern Clothing，1987（2）：35.

[20] 刘安柏. 怎样收藏裘皮衣[J]. 中国服装，1988（3）：43.

LIU Anbai. How to Collect Fur Clothes[J]. China

Clothing，1988（3）：43.

[21] 王懵，叶润德. 服装舒适性与功能性的研究[J]. 中国服

装，1989（3）：33.

WANG Meng，YE Runde. Research on Clothing Comfort

and Functionality[J]. China Clothing，1989（3）：33.

[22] 沙开铸. 中草药保健服被许多消费者誉为“华佗服”[J].

中国服装，1985（1）：21.

SHA Kaizhu.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ealth Care

Clothing is Known as "Hua Tuo Clothing" by Many

Consumers[J]. China Clothing，1985（1）：21.

[23] 闻斋. 药物保健——男女三角裤疗效好[J]. 中国服装，

1988（1）：42.

WEN Zhai. Drug Health Care，Men's and Women's Briefs

Have Good Curative Effect[J]. China Clothing，1988（1）：42.

[24] 站登瑞. 具有特殊功能的生活保健服[J]. 现代服装，

1987（2）：9.

ZHAN Dengrui. Life Health Care Clothing with Special

Functions[J]. Modern Clothing，1987（2）：9.

[25] 改革开放十年来纺织工业技术进步概况[J]. 纺织导报，

1990（11）：3-4.

Overview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extile Industry

in Ten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J]. Textile

Review，1990（11）：3-4.

[26] 崔荣荣，王志成.生辉霞履[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0.

CUI Rongrong，WANG Zhicheng. Sheng Hui Xia Shoes

[M]. Beijing: China Textile Press，2020.

（下转第41页）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