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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潮起。这片孕育了“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工商名省”的富饶之地，讲述着一个个青石板路上小作坊成长为智能化车间的浙江制造故事。每

个故事里，每一行都书写着浙江人的智慧和坚韧，每一页都记录着时代的变革与突破。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作为国有大行，深入本土文化，深耕各地产业，积极助力“浙江制造”的崛起和飞跃，共绘金融与产业的新蓝图。

《钱江晚报》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推出《“潮”起工行力量》系列报道，通过我们的镜头和笔触，展现浙企在传承与创新中的坚守与突破，

看浙江工行如何以金融之力，托举起“浙江制造”的光荣和梦想，在“国潮”涌动的时代浪潮中，共同书写“浙江制造”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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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钮扣产业焕发新生机助力钮扣产业焕发新生机

桥头40余载再弄潮
一 一世界扣扣

菇溪河道蜿蜒北去，穿越

桥头镇，为这方土地带来一丝

凉爽。河道向南不到四公里，

便汇入瓯江，上游连接青田的

温溪镇，顺流而下，穿过东瓯

大桥，直达江心屿，南边则是

温州市区的繁华景象。

桥头的崛起，是天时地利

与人和的完美结合。改革开

放的春风拂面，尽管从前这里

山坳阻隔、交通不便，但桥头

人民的进取和拼搏，让这里的

市场比义乌更早绽放光彩。

钮扣，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物

件，铸就了桥头市场的辉煌。

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11 月该镇完成规上工

业总产值19.07亿元，同比增

长 6.77%。截至 2023 年底，

桥头镇钮扣产业从业人数约

1.6 万人，年生产钮扣约 600

亿粒，品类超1万种。

四十多年，桥头钮扣产值

实现了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

跨越式发展。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离不

开金融活水的滋养。工商银

行自桥头新市场建成之年起，

便紧跟步伐，为钮扣商家们提

供坚实的金融支持。

工行桥头支行行长徐庆

说：“工行作为国有大行，有责

任提供更多普惠的政策，针对

不同规模的客户给予相

应的融资支持，助力他

们稳健前行。”

通讯员 吴鹤鸣 沈力

本报记者 柳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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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厘为计精雕琢：
小钮扣连起大市场

“桥头生意郎，挑担走四方”，从简陋的地摊到走进市

场，从单纯的贩销到自主生产，先驱们的成功，让钮扣之风

吹遍菇溪流经的小山坳，让桥头成为了中国钮扣之都和拉

链之乡。

第一台意大利进口的机器，第一间自建的厂房，第一

颗钮扣漂洋过海⋯⋯桥头的钮扣产业，如今已经占据了全

国乃至全球钮扣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一颗小小的钮扣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当地企业勤跑

市场，嗅到了国风服装持续走俏的商机，早早布局了盘珠

扣的升级研发。

今年，随着汉服、新中式穿搭的破圈，新中式服装市场

热度飙升，与之配套的国风钮扣一度供不应求。桥头镇钮

扣企业研发国风钮扣新品近 3000 款，最高日产量可达

800万颗，是服装厂商们的第一选择。据悉，今年1月至2

月，桥头钮扣企业仅盘珠扣的订单量就近 3 亿颗，相当于

2021年至2023年永嘉盘珠扣订单的总量。

“我们现在除了做钮扣，还涉足了一些与钮扣相关的

配饰和挂件。”一位工厂负责人表示，因为钮扣行业的利润

空间相对微薄，为了拓展新业务、发现新机遇，企业也在不

断探寻新的增长点。

围绕着钮扣市场的几条街，都开着各种各样的钮扣

店，而工行桥头支行就在市场边。除了少数的几个大工

厂，桥头更多的是个体工商户，那些在市场做了三四十年

的老商户，都和工行保持着密切联系。

温州维达工贸有限公司总裁陈存义是一位海归硕士，

也是一个钮扣二代，如今他的工厂已经成为桥头钮扣产业

中的佼佼者。去年，他接到一笔大订单，需要临时采购材

料，工行在 3 天内，就给工厂批了一笔两百多万的抵押贷

款，帮助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国风赛道新增量：
盘扣引领新风尚
同样享受了国潮红利的，还有徐孙球。

他的盘扣工厂有着 3000 多款产品，仅有六七人的研

发团队，每年却能研发上百个款式。他不仅专注于盘扣

本身，还将业务拓展到了耳环、挂链、发簪等配饰领

域，真正实现了国风元素的多元化应用。

徐孙球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2012 年，他

带着全部家当 3 万元从楠溪江来到桥头。

虽是一个电商新手，他却凭借着自身的努

力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逐渐在钮扣行业

中崭露头角。随着对这个产业的深入了解，

他慢慢意识到传统钮扣竞争激烈、利润薄，于

是决定投身能带来更大溢价空间的盘扣行业。

2017年，徐孙球开始建工厂，从找人制作盘扣到培养

研发团队，专注国风赛道。

盘扣作为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他的团队在保留传统盘扣精髓的基础上，不

断进行创新设计，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巧妙结合，并在

与客户的交流和沟通中，不断汲取营养。他的盘扣产品不

仅具有传统韵味，还不失时尚感，吸引了大量追求文化品

位和时尚潮流的消费者。

随着盘扣生意越做越大，产能受限成为徐孙球面临的

一大挑战。于是，他在全国各地的村庄组织闲散劳动力来

生产盘扣，这种创新模式不仅解决了产能问题，还为当地

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发展过程中，陪着徐孙球一路成长的金融机构就是工

行，“我们在最穷的时候跟工行打交道，工行一直非常支持

我们，关心我们的发展情况，也会介绍资源给我们，后续如

果要继续扩大产能，还是需要工行的贷款。”

今年，是徐孙球来到桥头的第 12 年，对他而言，这是

一个新的开始。对桥头来说，兴许也会是一个以国潮为名

的新传奇故事。

从菇溪到塞纳河：
钮扣的全球化之旅

一颗钮扣，漂洋过海，在数万公里之外的塞纳河畔，在

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礼服上，陈海华一眼就认出，这是

自家生产的钮扣。

新城钮扣，这个在桥头走了四十多年的老品牌，如今

已经传到二代，陈海华与哥哥接班，共同掌舵“新城”，也已

走过十多年。

近些年，面对市场的挑战和竞争，桥头钮扣人并未退

缩，而是积极寻求转型之路。

在浙江新城钮扣饰品有限公司的制扣车间，第二代自

动包装机已经取代人工进行数点袋装，这款企业自主参与

设计的设备，有效降低过去称重装袋带来的误差，大大提

升了包装效率。

陈海华说：“传统钮扣产业必须转型升级，走智能化、

数字化生产道路。”

十多年前，陈海华留学归来，带着国际化的视野和金融

背景，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加

快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布局。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设备的

作用下，钮扣的品质、产能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背后

都有工行始终如一的高效金融支持，“买机器、扩建厂房，工

行贷款审核都很快，为我们提供融资金额超过千万元。”

新城钮扣在陈海华的带领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不仅

与国内知名品牌合作，还把自家的钮扣销往海外，“外贸占

比超过五成。”

40 多年时间，桥头镇把一粒粒小小的钮扣打造成了

一个年产值过亿元、技术领先、前景广阔的产业。从最初

的市场建设到如今的企业转型升级，无论是大额的贷款还

是小微的融资需求，工行始终陪伴在万千小微企业主和个

体工商户的左右，在每一个发展的节点迅速响应并提供着

坚实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目前，工行服务着 300 来户在桥头地区从事钮扣经

营的客户，总融资金额约 5 亿元，其中个人贷款约 2 亿

元。他们共同见证了这座小镇因钮扣而焕发出的勃勃生

机，也将继续携手并进，共同书写桥头钮扣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