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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贸易为传统手工艺作嫁

“公平贸易”概念在中国还不太为公
众所熟悉，但已有一些先行者开始尝
试。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的公平贸易活
动大都与手工产品相关，多是扶持少数
民族手工艺者，为其创造工作，开拓销
路，以保障收入。

用贸易而非捐赠的形式帮
助银匠实现自助

2005年赴比利时根特大学留学攻读
发展经济学硕士时，刘简航就已经接触
到了公平贸易的概念，而选择从传统手
工艺银饰入手开始做公平贸易则是源于
2008年8月的一次黔东南之旅。

“当我们走过世界各地，发现在偏远、
生计艰难的地方，人们用粗糙的手同样可
以创造出美的作品，心灵的光彩是难以被
蒙蔽的。贵州的乡间积聚了一大批心灵
手巧的民间匠人，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勤劳
地谋生活、求发展。当我们看到他们用心
灵和智慧创作着纯美的手工银饰，不由得
眼前一片光晕，惊叹于这些美的作品。”说
起笃挚的创业缘起，刘简航给出的首先是
对民间手艺品之美的赞叹。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少

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银饰的发源地。在那
次只身一人的旅行中，刘简航看见传统
手工艺匠人用雕刻、缠丝等多种技巧做
出让人惊叹的银饰。但与此同时，因为
贫穷，很多年轻人看不到手工艺的前途
而选择外出谋生，留下的工匠又因缺乏
市场意识，产品销路不畅，技艺日渐式
微，甚而濒临失传。刘简航想到了用公
平贸易这种直线式的扶贫途径，通过帮
助当地工匠了解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技
能、获取销售机会，用贸易而非捐赠的形
式使他们实现自助，脱贫致富。

帮助“坐家银匠”成为当地
生产协调人

在雷山县麻料村，刘简航找到了银
匠潘仕学，看他用银条编出花朵，用焊枪
焊接成型。刘简航让潘仕学做了两个脚
镯和一个戒指，尽管这个年轻的银匠技
艺还不够娴熟，但刘简航却从他的作品
里看到未来的市场前景。

刘简航告诉潘仕学，他的技术还需
改进、审美观念还需提高，还得学会电
脑，才能把产品推向国内外高端市场，并
且承诺一旦他的技术和观念有提高，就

会不断地给他送来订单。
回到北京后，刘简航毅然投入自己

多年的积蓄，注册成立北京笃挚优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着力开发黔东南少数
民族银饰制品，目标瞄准国内外中高端
市场。半年后，技艺长进又学会电脑的潘
仕学也给刘简航打来了电话。一个连胸
针都没见过的“坐家银匠”在刘简航的帮
助和指导下成长为当地的生产协调人。

2010年8月23日至9月11日，刘简航
在贵州省荔波县永康水族自治乡举办“柔
荑之行”艺术匠人培训班，培训学员20余
人，加上原来发展的加盟银匠，共计50人
的生产队伍。刘简航帮助他们组建生产
合作社，以此形式组织生产，进行管理。

争取认证让消费者识别机
构公平贸易性质

刘简航认为，要让消费者了解公平贸
易并相信自己购买的是公平贸易产品，并
非一蹴而就的事，这需要政府机构的推广
和宣传；而他自己能做的，就是按照公平
贸易的原则做到公开透明，让顾客能了解
每个手艺品的来源和原创人的公平待遇。

（下转D13版）

刘简航
北京笃挚优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创办人,总监，比利时根特大学发展经
济学硕士。之前拥有多家企业的工作
经历，在美国时装展览公司、语言和管
理培训行业工作多年，具有市场营销、
管理、初创经营的丰富经验，同时熟知
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模式，在多家非营
利组织做过义工。从2002年起，一直
关注 NGO 在中国的发展。2008 年创
办笃挚社会企业。

公平贸易（Fair Trade）
是一场世界范围内有组织的、以

市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公平贸易通
过提高市场认可度和提供销售机会，
增进传统贸易系统中被边缘化群体的
收入水平，消除经济上的不公平。同
时，公平贸易通过市场行为，而非捐
赠，是一种真正可持续的发展之道。

“笃挚”品牌是中国手工艺公平贸易的
积极实践者。公平贸易强调透明度，
及公平价格（fair price）。公平贸易消
费者能了解公平贸易产品的来源和原
创人的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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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多名当地水族青年参加了笃挚在贵州省荔波县举办的银匠培训班。 作品之一：毛衣吊坠“欢鱼争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