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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产业竞争 

——浙江纺织企业转型发展的启示 

传统的纺织业如何加快转型升级，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从

苏州看，目前拥有近千家企业，总产值超过 2500 亿元，占全市工

业比重超过 40%，无疑是重要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从带动就

业的社会层面看，纺织业更是民生产业、富民产业。但其发展过

程中也面临着国际环境趋紧和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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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问题，迫切需要走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浙江是纺织大省，

近年来推进企业转型发展，给我们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浙江纺织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作为全省目前唯一一

个产值超万亿元的产业集群，现代纺织和服装已列入浙江省

“415X”产业集群和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加以培育，是打造全球

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全省纺织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达到 8580 家，从业人员超过 100 万人，实现营业收入

1.1 万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纺织行业营业收入的 21.3%，规模

居全国第一。 

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纺织行业发展，近年来坚持“以

稳保调、以调促稳”，加强纺织行业逆周期调节，总结宣传全

省纺织行业新模式、新业态典型，引导和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小企业，善于危中寻机，通过数字、科技、

文化、绿色和业态创新，实现了快速增长，完成了逆势蝶变和

弯道超车。 

一、用技术的增量对冲增长的不确定性 

实践证明，在不利影响下依然逆势发展的企业，无不是全链

路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融合走在行业前列的企业。 

凌迪科技以高仿真的数字样衣进行产业链上下游信息的互

通，打造完整的数字化工具链，串联起服装从面料研发、款式

设计、营销再到生产，实现全链路的数字化，帮助时尚企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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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数字成衣中心、数字面料中心、数字展厅。在专业的场景里，

做深、做透，一定能找到有竞争力的生存空间。过去一年，凌

迪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确立了柔性仿真引擎领先地位，业务体

量高速增长，得到国内外大批头部客户的认可，并成功打入海

外市场。 

杭州锦惠贸易是凌迪科技的下游应用商。锦惠自 2019 年全面

启动 3D 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凌迪科技的“3D 设计软件和协同

平台”，实现了从面料到成衣的全链路 3D 数字化。根据测算，

通过服装 3D 虚拟设计打样，锦惠的服装设计周期由 1～2 周下降

至 8 小时，单品出样周期缩短 80%，服装研发设计协同效率提升

300%，样衣采用率提升 50%，打样人力成本下降 30%，样衣物料

成本下降 60%。2022 年锦惠的业务触底反弹扭亏为盈，业务额较

上年增长 60%以上。基于纺织服装行业的企业级决策还是线下决

策这一现实，锦惠创新性地采用虚实结合的“实样+二维码”，“面

料吊卡+二维码”这两种新的“一物一码”交互协同模式，改变了

行业的交互模式。 

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最重要的是内部自驱力。在充分理

解数字化的前提下，企业还是要深耕行业。就是想明白你到底想

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让数字化为你所用，而不是为了数字化而

盲目数字化。对于服装企业而言，数字化已经不是附加项，而是

必选项。始终坚持底层技术研发与商业化创新齐头并进，实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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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创新，才是蓝海战略的基石。以变量求增量，纺织业仍然具有

巨大的创新提升空间。 

二、借“智”逐“绿”打开企业竞争新格局 

印染企业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不仅仅是政府环保政策推

动的结果，更是行业内部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关数据显示，我

国印染布产量自 2011 年以来保持负增长状态，印染企业的能源

成本从 20%～25%上升到 30%～40%，甚至更高。因此，通过数

字化重塑印染流程，通过智能化降低能耗成本，将绿色化、数

字化、智能化融入染整的每个环节，成为印染企业提升市场竞

争力的关键。 

2021 年 1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内一声锣鸣，浙江迎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了绍兴印染企业 A

股上市零的突破，成为 15 年来全国首家纯印染上市企业。智能

化绿色印染车间也被评为“国家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

迎丰股份以印染流程的节能、环保、减排为目标，联合浙江理

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立信染整机

械（深圳）有限公司四家单位，共同开展纺织品印染全流程绿

色制造关键技术开发，涵盖染色工艺、环保染料助剂、绿色生

产过程、废水废气回用回收等全流程的绿色化、低碳化。在生

产过程中，迎丰积极践行“双碳”理念，通过热能回收装置对

生产过程中的热能进行回收利用；生产污水通过先进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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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合流采用自动检测、自动控制，同时配备目前行业内最

先进的超滤+反渗透双膜组合，污水回用率达到 65%以上；生产

废气全部采用三级静电吸附处理设备，又引进了先进的“纤维

过滤”废气处理装置。 

作为一家印染企业，迎丰的名字里没有“印染”二字，而是

被打上了“科技”烙印。早几年，深谙“舍得”之道的这家企业

斥资 10 亿元重金布局“数字化智慧工厂”，联合浙江省现代纺织

技术创新中心，通过 ERP/MES/WMS 等智能制造生产管理系统信

息化集成，整体管控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库存、成本以及

财务核算等流程，在染整行业内首次实现了生产作业、仓储配送、

营销管理等 10 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的系统集成。 

从“传统染缸”升级为“智慧工厂”，以迎丰为代表的一批

柯桥印染企业已然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通过数字化改造，

公司在精益化管理上得到了大幅提升，准交率从以前的不足

80%，提高到 96%以上，染色一次成功率从传统的 83%提升到

95%，染整加工能耗整体水平降低 10%以上。迎丰绿色智染模式

只是在行业内的一次先行探索。未来需要建立印染工业互联网大

脑。迎丰的案例再次让我们看到，绿色、智能是传统纺织产业未

来获得“爆发力”的关键所在。 

三、以原创技术突破行业发展痛点 

在纺织印染领域，水资源大量消耗是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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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难题。因此，开发经济适用的非水介质染色关键技术和配套

装备，形成示范应用和规模化生产，有望为我省纺织印染行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 

从美国到中国，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绿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走过了 16 年。绿宇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从散棉的非水

介质少水染色开始做起，颠覆了染色理论和原理，开发了包括设

备、染料、助剂、介质、工艺在内的染色污水零排放系统解决方

案。绿宇在这个领域实现了三个技术的突破，一个是针对棉麻丝

毛、粘胶的纤维，纱线的非水介质少水染色；一个是针对棉梭织

布、针织布的非水介质连续轧染；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涤纶纱线的

低压无水染色。前两个技术，会用到少量的水，但也全都实现回

收，实现污水零排放。涤纶低压无水染色技术做到了真正意义上

的无水染色，而且染色压力低于传统涤纶水浴染色。据测算，使

用该技术染色上染率可接近 100%，固着率达 90%以上，匀染性、

色牢度以及染色效率都和传统水浴染色相当。棉纤维非水介质染

色经过法国 BV 和浙江省检验检疫局鉴定，整个染色全过程节约

染料 26.4%，减少染色全过程能耗 21.9%，减少染色全过程时间

21.2%，减少用盐 100%，节水 99.7%、污水零排放；染色成本与

传统水浴染色相当，染色产品匀染性、色牢度等质量指标和传统

水浴相当。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纺织领域在涤纶的清洁染色技术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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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开发的方向逐渐向以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为

代表的非水介质染色技术聚焦，但是迄今为止，这些非水介质染

色技术由于本身存在的不足，无法得到大面积工业化应用。绿宇

的非水介质染色技术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后发现，相比传统染色

过程，非水介质染色不仅能缓解水资源消耗问题，还可减少 40%

的碳排放，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对纺织行业“碳达峰、碳中和”具

有重要意义。非水介质染色既能实现无盐、污水零排放染色，也

能保证纺织品品质不下降，甚至颜色更加鲜艳。目前，绿宇已与

鸥蔓服饰、省纺集团、伟星股份等合作伙伴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

不仅国内各类招商合作意向纷至沓来，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品牌也

纷纷与绿宇展开合作。 

2020 年，绿宇与鸥蔓服饰集团合作，在杭州萧山建设日产 20

万米的 Clean Color 非水介质连续轧染生产基地，建成 3 条高效连

续式轧染生产线，真正意义上成功让“污水零排放染色”从实验

室走向了工业化。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于 2022 年 2 月对绿宇公司

散棉/棉筒纱硅基介质少水无盐染色、污水零排放关键技术进行鉴

定，鉴定结果为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革命性 Clean Color 创

新技术入选中央电视台国家品牌发展计划。 

总体上看，纺织行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技术含量低，这不

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因此，

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提升纺织企业的技术含量，是纺织工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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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对此，我们必须加大原创技术的研

发力度，加强这方面人才的集聚，优化技术布局，推动行业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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