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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全局性的商业模式
消费者衣橱中现有的服装是最耐穿的服装，但对于追求快速增长和新鲜感的时装业
而言，这一现实与诸多品牌的战略和消费者的愿望相背驰。采用全局、循环的商业
模式，可解决消费者和品牌所面临的问题，使服装流通时间更长，实现生产资源利
用最大化，减少浪费，并带来经常性收入来源。第一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探讨了如
何通过客户教育和参与、循环经济和战略设计思维，使行业形成闭环。

凝聚行业力量
为推动全球全面变革，时装业必须找到合作方式、携手共进。在第二、三、四、五
章中，本文从各大品牌方共绘合作发展愿景，携手合作，到加强价值链各环节之间
的联系，探讨了各方合作可带来的潜在影响。

可持续采购
因原材料需求所需要的资源消耗令人震惊，例如，需要1800加仑（6813升）的水
才能种植出足够做一条牛仔裤的棉花。这对地球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人们对有限资
源的大规模消耗，实际上是在剥削生产这些资源的人们，破坏养育当地人口的栖息
地。为尊重地球及生命，我们可以寻找更好的获取和生产原材料的办法，从而把对
地球的伤害降到最低。在第三、四、五、七章中，我们探讨了从区块链使用和透明
供应链认证，到尊重当地耕作方式等不同的寻购方法。

时装业造成了全球约10%的碳排放量，20%的废水排放量，是世界
上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然而，时装业复杂的供应链、陈旧的商
业模式和过度消费，使污染问题更加严峻。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创新
和创造性思维来应对系统性问题，减少行业影响，从而创建一个更
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造福地球和人类，并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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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业的首要任务
时装设计是表达创意和风格的渠道，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责任——
时装设计要造福人类和地球。

一直以来，人们眼中一款设计精美的服装是集美观、合身、实用及用户感受为一体
的设计，但服装设计中的基本考量因素——服装寿命和影响——却往往被忽视。

超过80%的与产品相关的环境影响均可追溯到设计阶段。如果在设计初期将延长产
品寿命和环境影响最小化纳入考量，将大大降低生产制造的不良后果和浪费。 

每秒都有装满废弃服装的垃圾车前往垃圾填埋场，全球73%的服装最终会被填埋，
这将地球生态逼向极限。根据目前的预测，如果要落实《巴黎协定》，到2030年，
五分之一的服装交易需要采用循环商业模式。因此，我们不能再延续传统的“原料
获取、生产制造、销毁处置”单一服装交易模式，必须采用循环的商业模式，

时装业的设计师完全可以引领这场变革。

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在服装设计时考虑更可持续的材料，确保这些
材料以负责任的方式采购，其生产消耗的资源少，并且可以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轻松
分解并重新融入供应链。 在设计时，也需要考虑到服装的使用寿命。将对环境影响
小的耐用材料与永不过时的设计相结合，可延长服装使用时间，也能让消费者最终
将服装再售或送给他人使用。 

Federica Marchionni
CEO, Global Fashion Agenda

“  如果在设计初期将延长产品寿命和环境影响最小化纳入考
量，将大大降低生产制造的不良后果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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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可持续设计的几个例子。 本白皮书将进深入了解时装业现状，探讨可采
取的行动，为未来的合作带来灵感和工具；独行无法带来改变——我们需要携手共
进。 我们不仅要与业内同行合作，还需要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非政府组织和创
新者合作，他们有扩大可持续性发展规模的工具，并能带来广泛的变革。

我们希望您的加入，将时装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  的耐用材料结合永不过时的设计，使消费者能够延长产品的
使用时间，最终通过再售或送人使产品得到再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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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la Ræbild
Kolding设计学院副教授

摄影：Kathrine Worsø

高达80%的与产品相关的环境影响都可追溯到设计阶段。这一阶段的选择会影响后
续产品生命周期的其它环节。战略设计思维能让人们在产品设计初期做出负责任的决
策，并在整个价值链中采取可持续的做法。

Designskolen Kolding的副教授兼“为地球而设计”国际硕士项目负责人Ulla 
Ræbild讨论了战略性设计思维如何创造资源循环，如何用作重塑这个行业的工具，
以及为什么丹麦是测试新系统的最佳地点： 

什么是战略设计思维?

战略设计思维是在新产品、服务或系统的开发中，思考如何使设计与你推动的事业协
同工作。将设计放在企业战略中。

战略设计思维有多重定义。 这是一门设计学科，并非起源于时装和纺织业。时装和
纺织业的出现要晚于战略设计思维的出现。从研究的角度推动时装和纺织业是一种
全新的理念，这种设计理念会将用户的所有维度考虑在内，而不仅仅考虑产品本身。

战略设计思维如何应用于时装行业?

关于如何延长服装的使用寿命，有多种讨论，例如可以设计永远流行的经典款，但事
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们的品味最终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减缓对地球资源的消
耗。我们需要采用战略设计思维。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如何设计和开发系统，激活新的
内部循环，例如，再销售、再设计和维护。其次，要了解如何通过设计来实现纤维
的机械或化学回收，确保来自废弃纺织品的再生纤维可成为有吸引力、有价值的新产
品，而不再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废物。

循环系统可包括诸多不同的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方法优于另一种方法，而是说
我们需要针对每件衣服的类型对它改良，并为某些衣服制定特定的系统。通过战略设
计思维，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循环经济策略。 

战略设计思维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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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略设计思维对推动时装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可持续性与设计和商业模式密不可分。这三个要素必须同时考虑，因为三者必须共
同发展。

我们不能仅在现有系统内不断做微调整。为了提出时装行业新的运作模式，我们必须
要对现有体系进行重新开发和设计。它不能再像一条高速路，只有一个系统和一种速
度。我们必须采用战略设计思维，在巧妙的战略设计驱动下，设想出规模和周期不同
的多种不同商业模式共存的局面。

一刀切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战略设计思维的原因。

丹麦如何引领战略设计思维?

北欧国家有实行参与式设计的悠久传统，无论是在公民社会中还是在寻找解决方案的
过程中，都有它的身影。丹麦历来都有替代经济模式思维。例如，丹麦是股东经济，
丹麦人也已习惯了例如饮料瓶回收系统。最后，丹麦人是新技术应用的先行者，我们
也需要新技术来推动这一变革。

因此，丹麦可能是探索全球推广方案的最终实验室。丹麦之所以是绝佳的实验场所，
是因为丹麦国民的受教水平高，企业具有市场强势地位，切实已准备好，消费者也做
好了迎接变革的准备。

实施战略设计思维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当你是一家小公司时，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做出改变，因为它需要整个行业共同努力。
而作为一名消费者，当你对材料或事物的生产方式一无所知时，你也很难做出抉择。
如果我们不对人们进行教育并创造一种“纺织公民身份”，也就无法用战略设计思维
实现任何目标。我们可以建立希望人们参与的全新系统，但如果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缘
由或如何执行，他们就难以响应和落实。 

在丹麦，设计学校都设有相当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学生在毕业时就已具备这些知
识，走出校门即可践行这些原则。是时候将学术、实践、生产和使用这些环节融会贯
通起来了。人人都拥有许多知识储备，但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三年前，我们得
知我们有10年时间来创造变革——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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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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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k Larsen（博士） 
In futurum联合创始人

在时装业，分享和合作并不总是常态。系列时装发布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对材料和
供应商信息的保密，被视为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各行各业将同行视为竞争
对手的环境下，很难开展合作。然而，想要打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产业，合作不可
或缺。 

近年来，消费者开始挑战时装业的传统文化，对产品的可持续性和道德有了更高的
要求。尽管存在潜在的竞争优势，但由于复杂的供应链和根深蒂固的不可持续的商
业模式，企业一直难以满足可持续性的要求。

相互学习
如果企业要开发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在供应链中建立信任，确保能够获得所需的资
源，就需要协作。通过获取信息、建立行业透明度以及具备新解决方案和知识分享
的意愿，就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互学习，我们就无法推动时
装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时装企业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获取外部知识，分享最佳做法，因此一
些时装公司已经开始开放合作——尤其是围绕可持续性倡议。 例如，“Organic 
Basics”最近宣布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将土耳其的传统农场改造成可再生的有机
农田。

对合作的兴趣与日俱增
在全球层面，哥本哈根时装峰会、时装公约和可持续服装联盟等倡议鼓励合作，同
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合作机会。无论是哥本哈根时装周在2020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框
架，还是行业对这一倡议的反响等都表明人们现在对开展跨界合作越来越感兴趣。 

可持续理念早期的践行者们为新模型和新制度带来了灵感，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如
果时装业要改变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在未来几年中，企业、组织和公共机构之
间的合作，必须成为首要任务。

携手共筑未来 
时装业迫切需要变革，但很多企业可能不知道如何着手。越来越
多的品牌和组织认识到，要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需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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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时装周对2023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认识到哥本哈根时装周以推动变革为先的潜力，他们提出了要加快
行业负责任的商业实践，这是他们行动计划一部分。

哥本哈根时装周提出“2023年可持续发展要求”，将于2023年1月生效。 这些要求
规定，品牌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才有资格参加官方日程上的展览或展示。

品牌评分基于覆盖整个价值链的六个相互关联的焦点领域，包括：战略方向、设计
实践、明智选择材料、工作条件、消费者参与度和时装秀制作。 

此外，官方日程上的所有时装秀和展示必须完全符合18项最低标准，否则无论品牌
总分有多高，如不符合这一要求，就没有资格参加。

这些要求根据六个重点领域给出品牌得分，并根据创新水平、抱负和转型潜力进行
加权。此外，现有的认证、标准和/或议程也会予以考虑。

摄
影
：

N
oem

i Belott
i, 哥

本
哈
根
时
装
周

案例企业
 – 哥本哈根时装周
 – In futurum
 – D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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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建立再生有机棉试点项目
通过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Organic Basics将把土耳其的棉花种
植地从传统有机田转变为可再生的有机田。

自工业革命以来，服装和食品的生产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带来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碳排放。 深耕和有害化学物质正在把世界土壤变成无用的废土。

但我们还有望重新引入一种有利于土壤的新型农业模式。 通过实施再生农业，可以
重建健康的土壤，从大气中吸收更多的碳，帮助逆转气候变化。

2020年，Organic Basics宣布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两家机
构将在土耳其大门德雷斯（Buyuk Menderes）盆地将约70000平方米的土地从传统
棉花种植转变为再生有机棉花种植。 通过合作，他们可以支持想转向再生有机棉花
种植的农民，从我们的大气中捕获碳，并使行事方式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摄
影
：

O
rganic Basics

案例企业
 – Organic Basics
 – 世界自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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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ie Thorsmark  
哥本哈根时装周首席执行官

整个时装行业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有可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通过技能共享、资
源倍增和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有望在全球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 尽管如此，各
个品牌仍会发现，处理这些关系既费时又复杂，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制定自己单独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哥本哈根时装周首席执行官Cecilie Thorsmark讨论了建立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会
面临的挑战、他们如何帮助创造变化，以及哥本哈根时装推出的2023年可持续发展
要求如何用作品牌的指导工具：

合作的意义是什么?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团体在同样愿景和目标下汇聚，这表明他们在同一个项目上合
作，或者怀着同样的愿景并排前行。它确保我们始终保持战略一致，在共同的愿景
和框架之下追求相同的目标。

对于哥本哈根时装周而言，这意味着为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制定行为准则。对我们
而言，建立起这些准则非常重要，它确保我们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特别是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我们想在合作伙伴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反之亦然。

要掀起全球时装业有意义的变革，为什么需要伙伴关系?

时装行业的参与者大多是中小型企业，这意味着参与企业众多且市场分散，这是该
行业的一大特点。如果各个企业只着眼于追求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则可能无法
产生预期的影响和效果。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意味着整个时装行业制定共同的
发展愿景和框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协作”往往频现于设计师与快消时装品牌的合作。这些协作与可持续发展计划的
关系是什么？这种“协作”还适用于当下吗?

兼收并蓄的发展方法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基于意识形态原因排斥快速
时装品牌，那么我们该如何推动变革或改善环境呢？让这些大企业参与其中是至关
重要的。我由衷希望这些企业能与我们合作，让我们推动他们去践行更多的可持续
发展举措。

促成这些协作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这些协作过去无法达成?

人们倾向于优先处理当务之急。战略伙伴关系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有时日常
挑战会让人们应接不暇，暂时将长期目标抛诸脑后。

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你必须是为了实现其愿景和潜在影响诚意付出，而不是为了
实现个人商业目的。如果只把可持续发展视为一种竞争优势，那你怎么可能与人分
享呢？

系统性行业变革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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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伙伴关系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有时日常挑战会让
人们应接不暇，暂时将长期目标抛诸脑后。

哥本哈根时装周 (CPHFW)的三年可持续发展计划带来了哪些合作进展?

2023年开始制定可持续发展最低标准的想法看似简单，但要求这些变革却是一项重
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减少碳足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与那些依赖时
装周生存的品牌合作。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品牌没有足够的负责任意识而将这些企业
拒之门外，可能会给这些企业的发展带来致命打击。我们不愿粉碎任何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会在这三年可持续发展计划中提供支持，帮助每个人达到这个阶段。

正因如此，《可持续发展要求》近似一种教育工具。这些要求覆盖全产业价值链，
对于如何开始践行可持续发展计划，为品牌起到了展示作用。人们可以划除已经完
成的事项，先从容易实现的小目标开始，然后再迈向更复杂、需要更多资源投入的
目标。

我们还制定了一份指南，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从框架中获得信息和启发，我们正在筹
划网络研讨会并开发工具包，以确保品牌拥有做出改变所需的知识、工具和灵感。

我们给品牌三年时间做出改变，并给予他们改变需要的工具。这种方式是为了强调
我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他们好，而不是为难他们——我们与企业目标是一致的。



明智的
材料选择

通过材料获得对
供应链的整体了解

摄
影
：

D
ear D

e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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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材料选择
时装业在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通过研究
材料，企业可以着手将可持续发展计划拆解成具体的小目标和小
计划，并重点突出需要做出改革的方面。 

明智的材料选择并非只是选择某一种材料——我们无法仅仅通过有机棉花拯救世
界， 它更多的是对供应链的整体了解。

由于材料是服装的重要要素，材料理所当然成为品牌关注的焦点，但这也可能导致
品牌只专注于服装的制造，而忽略了它的后续影响。它对人权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基本生活工资呢?产品的使用寿命呢？产品能被回收利用吗？生产占用了多少土地资
源？通过研究观察每种特定材料及其相关数据，可以做出更加有利于全人类和地球
环境的明智选择。这就是明智地选择材料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全产品生命周期评估
举例而言，时装和纺织行业使用两种主要材料：棉花和聚酯纤维。如果只选择使用
再生聚酯纤维和有机棉，这很容易做到。但事实上，这些材料仍然对环境有影响。
再生聚酯纤维仍然存在微塑料的问题，而有机棉花的种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面
积。

每次决定选用什么材料时，都需要考虑它将对其他事物产生什么影响。

找到精准平衡
将产品的生产成本看作是一个存有100枚硬币的银行账户。制作一件棉质T恤仅需要
价值75枚硬币的资源，剩下的25枚用于后续采购。在衣服使用寿命结束时，无需花
费任何硬币就可将其回收利用；由于它是可生物降解的，因此将其转化为土壤或新
纤维所需要的资源很少。

一件聚酯纤维T恤只需花费25枚硬币，剩下的75枚硬币可以用于后续采购。然而，在
衣物寿命终结时，人们会发现聚酯纤维比棉花更昂贵，因为它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并且消耗的资源要多于可回收利用的部分。正如账户必须始终保持平衡，地球的资
源也是如此。明智地选择材料能确保人们不会过分开采地球资源。

然而这一过程既不简单也无捷径。实际上，要想明智地选择材料，就需要对每种纤
维和每种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估。这一过程费时费力，但这是了解每种产品对
环境影响的唯一途径。

Suzi Christoffersen
Closed Loop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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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蒙古草原和牧民的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寻找精致的天然纤维，Aiayu遍寻世界，只为找到由当地人生
产的独特材料。

Aiayu是一个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奢侈品牌，为顾客打造经的起时间考验的、优质高端
智能家居和衣柜。Aiayu的核心使命是重点使用时装行业使用较少的独特天然材料。
这种精神在Aiayu与“绿金动物健康项目”(Green Gold Animal Health Project)寻
求合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体现。该项目致力于保护蒙古的草原及当地游牧民族的
生活方式。为了支持该项目并充分展示蒙古独有的纤维，Aiayu将牦牛绒和撒尔塔兀
勒羊绒添加到了其产品当中。

该项目与牧民合作，追踪调查蒙古各地草原的健康状况。借助这些数据和牧民对这
些生态系统的深入了解，他们恢复了退化地区的生态活力，并制定了可持续的放牧
策略，以避免对未来造成危害。

天然、柔软、奢华的牦牛绒和撒尔塔兀勒羊绒是生产高档针织制品的绝佳选择。得
益于牧民对环境的管理和绿金项目，每一件针织物都既美丽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 

摄
影
：
蒙
古
国
家
牧
场
使
用
者
团
体
联
合
会

案例企业
 – Ai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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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废弃产品问题
每年有超过20亿条由原油制成的紧身裤被丢弃，每条紧身裤的碳足
迹为1千克二氧化碳。

“Dear Denier 回收倡议”解决了废弃袜类产品问题。我们从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和消费
者那里收集旧紧身裤，然后在实验室通过一种有前景的新技术，回收特定的尼龙和弹
性纤维混合物。

我们的目标是用人们丢弃的旧紧身裤制造新紧身裤，实现产品的闭环。

目前，Dear Denier紧身裤由消费前废料中回收的尼龙和弹性纤维纱线制成。再加上
我们由可再生能源支撑的零废料政策，我们能够大量减少碳排放，同时大量节省能源
和水资源。

这项生产优质再生尼龙的颠覆性技术将消除人们对纯尼龙的需求，带来尼龙行业的
巨变，我们每生产一件紧身裤，就可以节约5升水、6千瓦时电，减少排放2千克的二
氧化碳。

我们所有的产品系列均有相同纤维制成，因此我们的产品，比如运动衣和内衣均可在
寿命结束时通过我们的回收系统，被再次回收利用，由废品转化成新产品。

案例企业
 – Dear Denier
 – 丹麦科技所

摄
影
：

D
ear D

e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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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鱼皮革——从废料到运动鞋
Woden致力于不断推动鞋类生产的界限，专注于鞋类更环保的碳足
迹。

WODEN在所有运动鞋中使用的鱼皮革都来自于冰岛渔业和食品行业的废料：该行
业中只有1%的鱼皮得到利用，其余都被销毁。鱼皮革主要来自三文鱼皮，这种鱼皮
革既耐用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由于鱼皮革具有独特的交叉纤维结构，其韧度
是小牛皮的10倍。在冰岛，人们会借助冰岛的天然温泉，用既温和又环保的方式处
理、鞣制鱼皮革。这种鞣制过程可以实现零碳排放。

WODEN的鱼皮革由北欧鱼皮冰岛公司采购，该公司持有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认
证，确保鱼皮革是通过可持续的方式获取的。

MSC认证用于评估捕鱼公司是否妥善经营，发展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MSC认
证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认证， 从而确保了认证的透明度。因此，捕鱼活动受到严格
管控，以保证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和栖息地的健康发展。

摄
影
：

W
O

D
EN

案例企业r
 – WODEN A/S 
 – Hlynur Arsæl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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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改变时装产业
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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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Katrine Blirup 
可持续发展顾问及
Sustainawear业主

曾有一段时间，人们十分推崇企业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意味
着企业做需要做的事情，并确保在此过程中不违反任何法律。行为准则是大多数公
司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基石，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基石。如果行为准则是由供应商签
署的，这就足以直截了当地约束其行为。然而，现在时代变了。

怎样实现宏伟目标
在过去几年中，企业社会责任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宏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许多人和企业都望而却步。但
是宏伟的目标也是可以一步步实现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仅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系统化执行和持之以恒。

我的座右铭是：“只有了解， 才能修正。”这不是请人们对问题视而不见，而是为
了弥合我们知识上的鸿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供应链问题等行业状况，把
握行业脉络。人们必须依据这些调查结果采取行动。

真相隐藏在数据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数据和洞见，公司最终会选择错误的方向，将
资金和资源投入在错误的领域，而忽略了真正需要资金和资源的领域。

可持续发展不是某一个项目。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尽职调查。简单而言，可持续发
展永无止境。公司必须持续对自己及其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制定并优化政策，且
要求供应商也必须遵守，并相应调整采购的做法。

呼吁协作和内部参与
快速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这个行业必须由热情洋溢、有商业头脑的人从行业内部
改变。这意味着需要在组织内部培养能力，并分配管理这一工作领域所需的资源。
它还需要内部协调，消除孤岛思维，鼓励公司内部每个人的参与和主人翁精神。

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携手合作，全行业共同努力。只有这
样，我们服装行业才能改变行业现状，从“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转变为对社
会和人类最负责，对未来最友好的行业之一。

对人类和地球的责任
责任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合规性和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不是
责任的全部。无论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看起来多么宏大，人们都
必须去积极追求。同时人们还必须为实现持续且积极的变革分配
必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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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行动建立更好的标准
我们公司在持续不断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我们公
司的一部分。2008年，为了确保负责任的供应商管理，我们通过了
商业社会标准认证，但我们没有止步不前， 而是再接再厉。

如果一家公司不对自己同样地严格要求，又怎么能对供应商抱有很高的期望呢？更
何谈激励和帮助他们实现突破？

为了应对这对问题，Claire 集团在2012年获得社会责任领域权威认证SA8000。这
个认证建立在国际公认的体面工作标准的基础上，包括《世界人权宣言》、 国际
劳工组织公约和地方法律。SA8000对社会绩效采用了管理系统方法，并强调持续改
进。

毋庸置疑，获得SA8000认证对公司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产生了积极影响。Claire 
集团在2012年获得认证的时候，其采购的28%来自商业社会标准认证(BSCI)的工
厂。这些工厂的评级为A、B或C，即优秀、良好或可接受。今年，Claire 集团从
BSCI或SA8000认证工厂的采购预计将占其总采购量的80%以上。

摄
影
: C

laire G
roup

案例企业
 – Claire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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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当地社区
Pura Utz专门生产高质量的珠饰产品，由玛雅工匠团队在危地马拉
手工制作。Pura Utz的成立是为了致敬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创
造力。

Pura Utz 由Anna Andres和她的合伙人Bernabela共同创立。Andres小时候曾去危
地马拉旅游，后来成为一名志愿教师和护士。在危地马拉旅游的那段时间里，  
Andres一直渴望与当地女性合作，认可她们的技能，帮助她们通过有偿工作摆脱贫
困。随后就诞生了Pura Utz公司。这是一家弘扬玛雅编织传统并为实践这些传统的
女性赋能的公司。

如今，Pura Utz专门从事手工制作的高级珠饰，并在哥本哈根和圣地亚哥阿蒂特兰
经营，在那里，所有设计都是为连接全球各地的人们。Pura Utz旨在不断发展壮
大，不忘初心，为危地马拉50多名匠人提供全职工作。

Pura Utz坚信要保持透明度，并致力于向顾客阐释产品背后的完整故事。通过每天
关注Instagram上的动态，Pura Utz在全球的支持者可以了解到闪闪发光的玻璃珠背
后蕴藏了怎样的坚持和原则。

摄
影
: Pura U

tz
案例企业

 – Pura 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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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证构建价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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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和纺织业的价值链正面临着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服装的设计、生产和消费方
式正在破坏整个生态系统。这种方式给生物圈、不平等、社会虐待、严重的生产过
剩和废弃物的产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切显示了服装行业仍然受到数量
和价格这两个传统指标的限制。

公众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盲目追求利润增长的做法及其负面影响。尽管对这种方式的
批评不绝于耳，人们往往会无力做出改变。有关规定不充分甚至自相矛盾，如果问
题太复杂或不便解决，人们宁愿干脆忽略这些问题。错误信息和虚假环保宣传进一
步助长了这种不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认证便是迫切需要的。

透明度是获得信任的关键。
认为自己做得好与实际做得好之间差异巨大。因此我们需要有全面评估及对比的衡
量方式；需要引导和改进的指示和路径；需要对论点进行举证和验证。认证所提供
的外部专家支持对于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带来积极影响至关重要。

持续改进是良好经营的必要条件。
认证框架提出了一种衡量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系统方法。此机制作用强大，有助于
公司设定改进目标，并不断追踪绩效。认证是开启新局面的起点——是对进步的承
诺。

新的社会契约决定了公司的韧性。
展望未来，仅对材料、产品或生产过程进行认证是不够的。在面向未来的事业中，
责任是公司的核心。

如今，最鼓舞人心、最雄心勃勃的公司正在开创一种新的商业形式，这种商业形式
建立在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承诺之上，即为人类和地球带来重大积极影响。这些
公司遵守重新定义的社会契约，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承认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
展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成为负责任的企业是一种主观选择，企业需要做出坚定的承诺、展现可靠的业绩记
录和付出集体行动。我们可以共同为全人类和地球家园建立一个包容、公平和可再
生的体系。

Nille Skalts
Nordic B Corp
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认证的力量
无论是工作、购买还是投资，人们都偏向于值得信赖的企业。认
证是建立信誉、信任和价值行之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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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风格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得益彰
对于Tomorrow Denim而言，北欧天鹅生态标签和欧盟生态标签是
从传统纺织向可持续纺织转变的最有效工具。

北欧天鹅生态标签和欧盟生态标签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最受认可的两项环境认
证，Tomorrow Denim必须满足多项要求，生产的新系列才能达到它们设定的标
准。 

评估涉及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元素。实际上，这意味着Tomorrow 
Denim要节约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使用有机和可回收原材料，避免传统生产会
使用的有害化学品，并有一个严格的废料处理或回收计划，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资
源。为了获得认证，生产过程和所有成分零件必须100%可追溯，这项任务与少数供
应商合作则更加容易完成。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Tomorrow Denim还必须遵守社会
标准。Tomorrow Denim可以成功获得认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生
产办事处。这个办事处邻近他们的牛仔布供应商，对创新制造复杂过程的管理就在
这里。

摄
影
：

Tom
orrow

 D
enim

案例企业
 – Tomorrow Denim 
 –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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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首个通过共益企业认证的童装品牌
2021年，MINI A TURE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共益企业认证的童装公司
之一。我们设法号召时装业其他同行参与这场改变世界的伟大运
动，并加入我们的团体。

两年前，Mini A Ture受到号召，参与了共益企业运动。现在，它希望进一步号召企
业及其变革者参与这一重要旅程，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Mini A Ture认为，共益企业认证以价值链为中心，体现了一种真诚、全面而系统的
影响评估体系，在认可公司取得成绩的同时，重点指出可以继续改进的领域。认证
过程是一次深刻的探索和学习，向公司和全世界同时证明，它将愿景、使命和核心
理念与战略保持一致。

自从20年前成立以来，Mini A Ture一直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不断为实现愿景而努
力：我们今天的孩子和他们继承的明日世界。我们必须启发孩子们关心大自然，与
大自然建立负责任的联系。我们通过认证，积极帮助消费者对时装做出理性且可靠
的选择，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投资。

B变化——B未来

摄
影
：

M
ini A

 Ture
案例企业r

 – Mini A Ture 
 – 欧洲B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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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标准的综合认证 
Neutral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通过100%承诺服装认证，我们可
以改善地球环境，加强人民健康，给予农民希望。这样是可以的。

Neutral对自己的定位是销售纺织品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而不是销售可持续发展的
纺织品企业。这种全局观为Neutral及其利益相关者赋予了实现可持续服装的不同方
法。Neutral在研究“如何”做到时发现，综合运用涵盖业务各个方面的多种国际标
准是真正实现可持续服装的最好办法。

Neutral通过综合匹配环境、社会和道德的最高标准，严格遵守专家设定的最新要求
和准则。这些要求和准则由不同的独立方管控，确保Neutral及其价值链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

所有Neutral服装均通过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公平贸易、SA8000和欧盟生态标签
的认证。

Neutral在合规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创新和更积极的改变。例如，所有Neutral产品
均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公司通过多方面合作保护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和小型棉
农，同时将传统的棉花种植转变为有机种植。

摄
影
：

N
eutral

案例企业
 – Neutral.com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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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环保认证的环保设计 
对坚持长远环保设计的商业模式而言，环保认证是必经之路。 
Masai通过广泛认证做出承诺。

过去两年，Masai为制定并推进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策略付出了巨大努
力。2019年，Masai成为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不久之后，Masai成为丹麦首家，
也是全球首批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C152037认证的服装公司之一。根据森林管理委
员会的认证，Masai使用的木质纤维可以往回追溯到受控源及保护周边自然、动物
和居民的可持续森林。Masai希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成为业务的自然延伸，并开展
了富有成效的行动。由于多达70%的Masai产品系列使用人造丝等木质纤维制造，
因此认证自然成为品牌重点关注的领域。所以，他们选择与丹麦森林管理委员会密
切合作，努力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

Masai的供应商也是这项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他们建立紧密的长期伙伴关系是实
施行动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旅程还在继续，Masai携同森林管理委员会、环保组
织Canopy以及其他专业合作伙伴，继续寻求最佳实践和创新解决方案。

摄
影
：

M
asai

案例企业
 – Ma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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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销售
绿色变革的工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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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过时 
在循环经济中，驱动循环经济的是那些不管对消费者还是品牌而
言都值得循环利用的产品。

Else Skjold
丹麦皇家学院副教授

摄影：Lisbet Holten

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贸易帝国一直在文化交流和货币交换中运用再售这个概念。
只是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人们才养成了用完即弃的思维模式。现在到了重塑我们
这个行业的时候了，这将通过学习过去和适应未来得以实现。

二次销售作为产品开发的反馈回路
随着海量时装产品越来越仓促地涌入市场和废品领域，大多数时装在技术上（因为
材料质量差）和情感上（因为一旦过时消费者就不想穿了）都没有什么价值。

若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实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大幅减少新产品的产量，二是通过
再售同一产品不断获得收益。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着手调查服装在使用阶段如
何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包括消费者喜欢什么、看重什么，以及着装时有什么需要、
梦想和渴望。

其中，再售市场有助于研究消费者愿意为过时或过季的产品花多少钱，以及单件产
品在上市几年后的业绩表现如何。再售市场成为提高时装品牌的品牌价值和产品质
量的反馈回路。

二次销售是绿色转型的唯一可能途径
快速成长的再售市场值得我们研究，预计2024年规模将达到640亿美元，2030年将
取代快时尚，成为可能推动新型经济的引擎。这个行业依然有利润空间，能启迪消
费者并延长产品寿命——是推动绿色转型最重要的参数。

目前，丹麦9%的服装采购来自再售渠道，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包括各种线上
和实体管理平台——从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到奢侈名牌二手店。由于再售市场主要涉
及难以管理的一次性产品，因此对二手服装进行追踪并重新分配给新买主的技术解
决方案，对扩大再售市场的规模非常重要。

不管怎样，除非我们对时装的价值主张彻底重新定义，关注点从当前的新潮程度和
季节趋势，转向适合消费者实际需求的不同细分市场，否则再售市场将无法完全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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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吨纺织品被赋予新生命
DFD通过升级再造，把旧桌布改造成厨师制服，赋予废弃纺织品新
的用途。

DFD的升级再造计划以循环商业模式为基础。其目的是通过与客户密切合作，实现
纺织品的可持续消费。

商用亚麻行业平均每天废弃1吨纺织品，那些未能达到质量标准的纺织品都会被废
弃。然而，这些纺织品尚未达到生命周期的终点。DFD把客户废弃的纺织品升级改
造为新产品，为纺织品带来新的生机，实现了循环利用。例如，医院的被套和桌布
被改造成衬衫和夹克。DFD利用可支配的资源，尽可能减少新资源的生产。DFD的
目标是到2025年100%完成对客户纺织品的升级再造。

DFD的升级再造举措及为实现更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得到了客户
的积极响应。

DFD升级再造计划旨在号召人们重新审视现有的资源，同时思考如何延长纺织品的
生命周期。

摄
影
：

D
FD

案例企业
 – 德·弗雷内德·丹普瓦斯克利
尔(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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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次销售改变消费者行为
Reshopper是一个数字化交易市场，帮助家长买卖二手儿童用品，
并与同社区的其他家庭建立联系。

Reshopper是由三位丹麦父亲于2012年创立的。二手儿童服装和玩具难以在当时的
市场上出售，这种苦恼促使他们成立了公司。

如今，Reshopper社区的家长们都会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来买卖二手儿童用品。孩子
出生后的前两年需要穿八种尺码的衣服，通常每件衣服只穿几次。Reshopper通过
简化儿童服装买卖，推动消费者行为向回收利用转变。

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Reshopper邀请国际非政府组织“拯救儿童”通过 
Reshopper平台在丹麦举行售卖活动。非政府组织得以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专注于自
身的社会援助职能。

Reshopper的应用程序屡获殊荣，被苹果公司选为苹果应用商店的“编辑精选”项
目，并跻身苹果公司年度十大最佳应用程序之列。《太阳报》、英国广播公司和科
技博客TechCrunch都对此进行了报道。Reshopper还获得北欧创业奖（丹麦组）的
最佳社交科技创业奖和丹麦数字奖的最佳创新/创业奖等多个奖项。

摄
影
：

Reshopper

案例企业
 – Resh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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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慢时尚和升级再造创造价值  
通过升级再造和发布图案，帮助消费者积极参与设计和生产过程，
品牌得以创造价值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Lærke Bagger是一个时装针织品牌，专注于升级再造、慢时尚和联合设计。

Lærke Bagger与手工艺及时装界的同行合作，其中包括Soulland, Holly Golightly, 
Eurowoman, the Red Cross和Gyldendal等合作伙伴。合作的内容包括编织图案和
自己动手制作、书籍、研讨会、讲座、与大公司及成品合作等。

品牌的特点是生产独特而个性化的服装，并通过升级再造紧随时装潮流。换言之，
就是保持和传承时装。所有产品都是使用多余的材料、存货、尾货、废料和“失
物”制造的。品牌设计的针织品，要么作为成品销售（以进行手工定做），要么发
布针织图案或提供自助制作指南，用以升级再造。品牌号召全球人民要么自己生产
针织品来取代快时尚，要么购买更耐穿的、以更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优质服装。这可
使消费者积极参与生产和设计过程，成为实现并保持可持续性的一种办法。

摄
影
：

Læ
rke Bagger

案例企业
 – Lærke Ba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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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消费
“Les Deux二次消费”是Les Deux综合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创建更
可持续、更负责任的组织。 

我们对服装的消费方式是服装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研究表明，我们衣柜里有30%
的衣服已经一年没穿了。我们试图通过“Les Deux二次消费”的新概念来解决这个问
题，它将形成更理性的服装消费框架，以便于我们共同促进更可持续的行业发展。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回收Les Deux的旧衣服，在接收、清洗和修补后再售给其他消费
者，赋予衣服新的生命。这样一来，产品的使用寿命延长了，生产资源也得到充分
利用。除此之外，还大幅降低了纺织品废料带来的风险。

“Les Deux二次消费” 采用了循环性的概念，从本质上说，它是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
寿命，并在产品报废时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这是服装业向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转
变的基本概念。

摄
影
：

Les D
eux

案例企业
 – Les Deux
 – Continued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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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Svane Pedersen
Lifestyle & Design Cluster
数字化部门负责人

在设计过程中使用虚拟技术和可视化工具可减少制作样本；如果用数据来预测销售情
况，可以减少50%的仓储空间；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其他物联网设备可以支持定
制模型，实现在世界各地生产制造。

这些技术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一旦再结合可持续商业模式，必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例如，服装的3D和可视化应用就是提高时装业可持续性的工具之一。今年1月， 
Bestseller使用虚拟展览代替传统的贸易实物展览。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程运用3D
技术演示，因此没有制作销售样品。他们在保持现有客户的同时还扩大了客户群体，
与之前的系列相比，只使用了25%的资源和人力。

通过区块链技术创造再售价值 
区块链技术可以大幅提高透明度。由于数据锁定在区块链上，因此无法随意改动。小
品牌虽然缺乏认证资源，但还是希望展示负责任的商业模式，对他们来说，这种优化
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保证参与者之间透明度的技术很有吸引力。因为对终端用户的教
育体现在他们的购物行为中，当品牌在其网站通过区块链展示品牌价值链时，区块链
就会彰显出竞争优势。

现在构建好区块链，未来用户就能运用其中的原始数据，找到回收利用纺织品的最佳
方式。这对再售平台尤其有价值，平台把奢侈品牌真正记录在案。

数字创新的试验场
事实证明，在精益战略和杜绝生产浪费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某些决策过程，做出
更好的选择。例如，裁缝之子(Son of a Tailor)运用这项技术对他们的大规模定制平台
进行了升级，目前能做到杜绝生产浪费。

丹麦公司都非常渴望创新，他们有强大的创新支撑系统。随着初创企业文化已经开始
大规模推广数字技术，使丹麦成为数字模式最好的试验场，加上丹麦的大学已经开设
了许多数字课程和项目，技能库已经建立。数据驱动决策是很有潜力的领域——未来
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关于时装业数字化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许多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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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零售平台的系统性变革
Continued是一个数字零售平台，为商品再售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解
决方案，帮助时装品牌进行商品的回收、出租和再售。

Continued Fashion为服装再售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帮助时装品牌整合循环零售模
式，如出租或私对私再售等。他们提供的全方位服务解决方案是一个白标数字平
台，很方便与品牌现有的销售渠道整合，平台的外观可以根据视觉指南自由设计。
平台作为“交钥匙”式的生态系统，通过监测客户和产品的售后行为，帮助品牌与
时俱进，并通过所有活动获利。 

Continued Fashion的使命是为时装业开创新的消费模式：

 – 减少资源消耗
 – 符合消费者行为
 – 证明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价值
 – 延长产品寿命，尽量减少新冠肺炎等全球事件的不利影响

服装回收是减少时装业碳足迹的最有效办法。Continued帮助许多国际品牌实现了
核心业务的循环零售。

摄
影
：

C
ontinued Fashion

案例企业
 – Continued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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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块链技术提升透明度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传统的追溯方式带来变革，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透
明度，从而提升品牌的可信度和客户的忠诚度。

如今的消费者在做购买决定时越来越多地考虑透明度。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对价
值链有良好管控的纺织品公司，通过让客户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价值链，从而获得
竞争优势。然而，人们对时装业的信任度并不高，时装企业都在努力展现可持续的
形象。

区块链技术通过共享数据记录实现私对私通信。这样一来，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把产
品的整个价值链记录在案，使用的任何信息都不是品牌为了营销而创建的。增强了
人们对品牌的信任，从而提高了顾客的忠诚度和参与度。

By Green Cotton与CBS合作建立了一个区块链，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上传
信息。客户可以访问www.bygreencotton.dk追踪特定产品的价值链。随着供应商
使用起来越来越得心应手，可以在区块链中加入更多的信息。

摄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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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企业
 – By Green Cotton
 – CBS
 – Lifestyle & Design Cluster
 – Su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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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护照的鞋子
SPOOR和Roccamore联手推出全球首批可追踪鞋款系列，为终端
消费者带来更大的透明度。

2021年1月，SPOOR与丹麦高端鞋品牌Roccamore展开合作，促成Roccamore推
出了全球首批用100%可追溯皮革制造的鞋款系列。

尽管Roccamore保持着高端皮革制造的深厚传统，但其供应商至今仍无法保证皮革
的原产地，也无法保证供应皮革的动物获得相应的福利待遇。

凭借SPOOR的创新技术和全面数据，Roccamore现在可以保证，该系列的所有鞋
款均使用优质斯堪的纳维亚皮革制成，这些皮革出自世界上福利标准最高的动物。
通过区块链技术和二维码，终端消费者可以从农场开始全程追踪Roccamore的制鞋
过程，获得完全透明的体验。

摄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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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企业
 – Roccamore
 – Scan-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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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消费者教育
促进参与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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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ja Philip 
丹麦消费者委员会主席

预计到2030年，全球服装和鞋类消费将增长63%。就欧洲家庭而言，纺织品是生产
用地排名第二及原材料消耗排名第四的消费品。我们的研究表明，95%的丹麦消费
者认为，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制造产品非常重要。

绿色转型不能仅靠消费者的需求驱动。消费者购买衣服只是为了日常生活而不是为
了拯救世界。

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装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并且服装企业开始注重材料的选择和
社会状况，这些都是好事。然而，生产过剩带来的严峻挑战依然存在。生产责任覆盖
到生产、设计、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当然最好还覆盖到回收。

衣柜里已有的衣服需要经常穿，旧衣服要回收利用。服装公司可以考虑新的商业模式
为此提供支持。衣服还要维护修补，只要物有所值，就值得付出金钱和时间。

消费者购买新衣服时，从环境角度考虑，应该远离众多劣质产品。应该注重衣服的品
质和妥善保管

认证和坦诚沟通
消费者想要支持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最好是辅以认证体系。关键是寻找权威的认
证体系，确保公正管控和高标准的生产准则。生态标签(Ecolabel,简称GOTS)就是其
中之一。许多服装制造商按照自己的标准推出品牌线——往往质量很差，缺乏正规和
公正的管控。

消费者在购物时被灌输层出不穷的绿色概念，俗称“绿色洗涤”。这不仅辜负消费者
的信任，也对真正负责任的制衣商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制衣商不应该舍弃开发绿色计
划，但在宣传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

我们是消费者
就欧洲消费而言，服装和纺织品已经成为影响环境的第四大类因
素，仅次于食品、交通和住房。这是一个呼唤绿色转型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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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刻的故事讲述推动责任心
位于哥本哈根的GANNI公司并非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品牌，但它采取
诚实、以结果为导向和全局观的方法来展现负责任的行为。

GANNI认识到当前以追求新颖和消费为生的时装产业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之间存在内
在矛盾。

GANNI将不断完善视为自己的道德义务，通过2023年完成超过44个GamePlan目
标，正努力在人类、地球、产品和繁荣四个关键领域承担更多责任。

GANNI注重诚意，而非完美。他们认为，对可持续发展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挫折保
持公开透明，是促进责任心的关键。公司不仅发布年度责任报告，还在以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的instagram账号@gannilab上分享每周的进展。

Instagram账号@ganni.lab于2020年推出，其使命是携同GANNI社区一起踏上承担
更多责任的征程——无论经历高潮还是低谷。

该品牌认为，发布有关可持续性的信息对于推动变革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确保您对
您的社区负责。GANNI通过积极开展对受众的教育和宣传，鼓励社区参与不断推进
的可持续发展对话。

GANNI成功地通过讲述深刻、犀利、偶尔书呆子气的故事来促进对话。

摄
影
：

G
A

N
N

I

案例企业
 – G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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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垃圾的未来？不存在。
Son of a Tailor的使命是从根本上减少服装业的浪费，他们将精益
制造的理念体现在服装中。

Son of a Tailor运用两个关键措施解决服装业的浪费问题。第一个措施是展望数字化
未来，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根据身高、体重、年龄和鞋码等在线测算客户的尺码。
第二个措施是研究过去和定制服装。两者相结合则有望解决服装业的浪费问题。

完美契合算法根据客户的精确尺寸对每件商品进行裁剪，从而实现完美契合——非
常适合客户。这也意味着，衣服只按个人定制生产。这将100%消除库存浪费——造
福地球。

”向定制模式转变并非易事。Son of a Tailor的首席执行官 Jess Fleischer回忆
道：“在最低订单量仅为一件的情况下，寻找合作伙伴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最终找到一家为生产单件服装调整了工艺流程的工厂。这改变了一切。”

该公司采用精益制造，确保定制流程尽可能高效，并不断改进。例如，交付周期从
2018年的18天缩短到2021的7天。

摄
影
：

Son of a Tailor

案例企业
 – Son of a Tai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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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循环购物
购买再售商品的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如今时装业比以往任
何时候更需要人们投资于这种吸引客户、可持续发展和盈利的商业
模式。

消费者对循环购物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因此已经将品牌推向了彻底
的范式转变，由Z世代消费者引领这个转变。循环购物的增长速度是整个时装行业的 
21 倍，抢占的钱包份额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预计到 2029 年将超过快时尚。重
要的是，循环购物还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因此成为减少时装业碳排放的重要手
段。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品牌的加入。

2020 年 5 月，Create2STAY 由五位时装界和 IT 界高管创立，其简单目的是使
循环购物民主化。 Create2STAY 是一个插件式、白标平台解决方案，让品牌和消
费者的循环购物体验变得简单、方便和有利可图。 Create2STAY 开发了技术和物
流设置，可以处理从消费者到仓库再到出口的贸易流程。 

这意味着品牌可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提升品牌价值，同时在蓬勃发展的循环
购物市场获得大量顾客，并显著增加利润。

Create2STAY通过简化循环购物，使品牌能够在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升品牌
价值和获得顾客的同时，推动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摄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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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企业
 – Create2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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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消费者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呼吁业界牢记制造商在绿色转型方面的责任，并认真对待这一责任。 我们敦促业界
帮助消费者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购物。 我们建议如下：

 – 需要有在负责任的生产方式下生产的更多服装。必须让购买更负责任生产的服装更容
易、有吸引力和务实；我们需要成为负责的消费者。

 – 责任不仅在于生产材料和工作条件；还关乎生产过剩和过多的年度产品系列，也会导
致消费者购买超过需要的服装，或导致产品最终卖不出去，只能付之一炬。应该立即
停止这些做法。  

 – 生产穿后依旧保持良好状态的服装，其各部分在使用后可以分离，便于材料回收利
用。

 – 制定减少浪费和生产过剩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
 – 衣服必须非常耐穿。例如，消费者应该知道衣服洗多少次不会损坏。
 – 衣服的合身性决定了穿着次数。  

在丹麦，我们鼓励政界人士就减少服装和纺织品浪费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丹麦消费者委
员会希望联合其他24位业内同行，促成统一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流程，旨在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时尚业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丹麦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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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rine Lee 
哥本哈根Cartel创始人

要实现时装业真正的变革，消费者参与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只有知情的消
费者才能做出更可持续和负责任的选择。品牌有责任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并让其参
与到可持续发展中来，但经过多年的误导性的“飘绿”宣传之后，品牌可能不知道
如何与消费者有效地沟通。

哥本哈根Cartel创始人Katrine Lee讨论了消费者启蒙的重要性、哥本哈根Cartel如
何教育其客户，以及哪些品牌在可持续性宣传方面存在错误：

我们为什么要对消费者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因为这是全局观的必要组成部分。仅有品牌了解循环性
或绿色创新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教育消费者，才能构成完整的闭环。

哥本哈根Cartel如何教育客户和让客户参与?

我们向客户介绍我们使用的不同材料，以及为什么它们实际上更环保，我们还向客
户介绍，他们的购物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购买比基尼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还
要考虑其背后的意义——不仅是面料，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我们多次在公司网站和
社交媒体上谈论这些话题。

我们每年夏天还会进行路演，沿丹麦的海岸线组织公共清理。我们每次从海岸潜入
水中都能捞起100-300公斤的垃圾。我们邀请全体社区成员和客户加入我们的行动，
实际参加的人还真不少。除了玩得开心和清理海水之外，我们还多次讨论捞起的垃
圾以及后续如何分拣。每次我们进行这些清理工作时，每个人都非常震惊，但我认
为这种震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实际上让人们意识到存在一个大问题。 当人们真的
弄脏双手、亲身经历了垃圾处理之后，他们下次再看到垃圾时就会三思而后行。

你们如何在社区之外宣传这些理念?

我们与一些非传统的合作伙伴(如丹麦冲浪和漂流协会) 建立合作关系，我们还与
红牛一起举办了一些活动。他们拥有非常强大而忠诚的社区，但未必关注可持续发
展。我们在海滩上展出了一个大型装置，用的是我们自己在清理丹麦海滩时捡到的
渔网，以及从海洋回收的塑料制成的材料。我们一到那里，就有很多人来找我们聊
天。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们交流，多了解一些信息。通常我们的目标群体主要是25岁
到45岁的女性，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很多男性和年龄较大的观众。

所以说，重点在于我们真正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采取行动。我们作为消费者，实际
权力掌握我们在手中。我们拥有的钱和投入品牌的钱就是对某个发展方向的支持。
我们不仅努力触及正常的目标群体，还把受众扩大到之外的所有人，因为这个主题
的遗产将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

消费者的参与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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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教育消费者但不引起他们的反感?

关键在于真实和透明。我总是告诉社区成员，我刚搬到巴厘岛时，并未专注于可持
续发展，但看到海滩上到处都是垃圾，我内心有些触动。我觉得生而为人，应该有
所作为。通过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大家会更容易理解。

我们经常和大家谈到，你不必改变你的整个生活方式，但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想
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也向大家推荐可以做些什么，以及我们哥本哈根Cartel是怎么做
的。相对于教育，我们更试图启发，但也在启发中融入学习和教育。

我们试图对这些问题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 他们知道我不是圣人或专家，我并不
是说我们在做的都是对的，但我真诚地希望做出贡献，至少我们正在努力。 这就是
我向我们的社区传达的信息：尽力而为。

你的教育工作获得了怎样的反响?

从客户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和积极反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
有些品牌把我们的行为看作一种挑衅。但他们可能应该照照镜子，扪心自问为什么
会感到被挑衅。 我只是厌倦了虚假的环保宣传。

目前品牌在向消费者宣传可持续性方面存在哪些误区?

我觉得有些品牌认为客户没他们聪明，但我们的大多数客户只是想更多地学习和了
解。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每一位消费者，把他们作为有智慧、有学识的沟通对象。

长期以来，消费者一直被大量的虚假环保宣传所蒙蔽，因此对品牌而言，对消费
者保持透明，教育消费者并理解其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愿意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更加负责地消费。作为品牌我们需要提升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沟通水
平，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实际上非常聪明，也很注重自身的影响力。



联合创始人

于创意丹麦
创意丹麦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公私合营机构，旨在提高丹麦创新要塞的
国际知名度。 我们为丹麦创新产业的解决方案、产品和能力与国际
利益相关者牵线搭桥，并促进两者之间的合作。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creativedenmark.com

本白皮书介绍了时装和纺织行业通过设计思维、有影响力的合作伙
伴关系和创新流程，在加强责任感和提高质量方面获取的经验。

有关循环经济、认证、社区参与和数字化的最新案例，向我们呈现
了可以造福地球和全球社会的宝贵方法。

《为可持续发展而设计》旨在通过介绍时装和纺织行业的创造性解
决方案，为您的下一个项目开拓思路，启发灵感。 我们期待您有
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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