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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自助餐大家都吃过，但你知道“自助餐型”供应链
吗？

在12月19日召开的2023中国纺织企业家年会
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管理创新东湖论坛上，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韩永生建议，纺织企业应通过打造“自助餐型”供应链，
实现快速响应、柔性生产，进一步降低库存、提高周转
率，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专注研究供应链管理多年，韩永生发现，以华为、
苹果、宝马等为代表的知名企业，都具有内部资金和库
存流动性强的共同特点。“但是国内纺织、服装企业，不
少还存在库存周转天数超过300天的现象，而且高库
存、低周转是普遍现象，进而导致毛利率上不去、品牌
力下滑，这也是巨大的行业浪费。”韩永生说。

随着消费环境和趋势的变化，韩永生认为，纺织企
业曾经赖以生存的传统成本观不再适应当下的市场要
求。“我们一直追求低成本，认为生产量越大，成本就能
摊得越薄。”韩永生通过走访发现，国内纺织工厂加班
加点追求产量，造成了大量产品堆积，结果却发生“畅
销品缺货、滞销品库存”的现象。

问题出在哪里？韩永生认为，这说明纺织产业供应
链还不够畅通，缺乏全产业链联动。传统思维只会带来
产业的肥胖型增长，而非肌肉型增长。着眼下游服装企
业的需求和痛点，上游纺织产业应大力降低库存周转，
让内部具有高效流动性，外部具有高势能的品牌力。

“简单来说，1年52周，我们要研究每周的销售峰
值，快速响应消费者的需求，从过去的大批量订货模
式，转变为‘自助餐’型的供应链模式，实现小批量、快
速生产，要多少就生产多少，力争消灭库存，快速响应
和准时交货才能赢得竞争力。”韩永生说。

避免畅销品缺货、滞销品库存

纺织产业应打造
“自助餐型”供应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阳春）“时尚产业就要说时尚
的话，当前最时尚的话题之一就是ESG。”12月19日，
在中国时尚产业ESG治理峰会上，国际可持续准则理
事会主席特别顾问兼北京办公室主任张政伟说。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环境、社会、
公司治理（ESG）作为一种新兴投资理念，正在成为推
动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式。时尚产业是我国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产业，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
问题上备受关注。

为什么要推行ESG治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社会责任办公室主任阎岩表示，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已
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社会环境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
展尤为重要，推进绿色制造和履行社会责任也成为构
建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行动之一。此外，可持续
消费的理念在新生代群体中也逐渐盛行。

ESG治理聚焦于企业长期价值，有助于企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升品牌形象和增强企业竞争力，同
时也将为行业带来新的创新机会和发展空间。安踏集
团ESG及投资者关系高级总监黄萃琪分享了安踏集
团的ESG实践。安踏集团已将可持续发展战略、ESG
战略作为公司未来十年发展战略之一，制定了到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且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自有
生产废弃物零填埋，自有营运设施原生塑料零使用及
零碳排放，把营运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纺织服装是湖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为ESG治理
在时尚产业的推广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表示，ESG治理是长期的事
业和系统的工程，将在纺织服装行业推动ESG融入
企业管理全流程，推动ESG成为行业风尚，促进行业
价值转型。

推进纺织服装行业可持续发展

ESG成为
时尚产业“新时尚”

湖北日报讯（记者吴文娟、肖丽琼、实习生夏颖）
弘扬匠心精神，织绣纺织强国。12月19日，2023中国
纺织大会在汉命名30名第四批“中国纺织大工匠”，表
彰18位“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其中，两位湖北匠
人获表彰，仙桃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
仁广入列第四批“中国纺织大工匠”名单，际华三五四
二纺织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贾军海荣获“全国纺织行业
技术能手”称号。

“中国纺织大工匠”评选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主办，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育选拔具有高超技艺和创新超
越优秀品质的人才，推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纺织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曹仁广是医卫用非织造材料专
家，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先后获“湖北省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专利技术102项，其中34项为发明
专利。他领衔的“曹仁广创新工作室”被评为湖北省劳
模创新工作室，近三年培养高技能人才50余人。

贾军海是在鄂央企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的
高级技师，他用了30年时间，从一名高中生成长为拥
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3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特级
电气技师，获得了“专利王”这个别名。

值得一提的是，贾军海还是我省首批“中国纺织大
工匠”，加上入围第二批“中国纺织大工匠”的湖北天门
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强，我省已有3人
获此殊荣。

两位湖北匠人
获中国纺联表彰

湖北“中国纺织大工匠”增至3位

“中国纺织产业正聚焦科技、时尚、
绿色转型发展，进入‘跟跑、并跑、领跑’
并存阶段，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深度融
合。”12月 19日，在汉举办的2023中国
纺织大会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孙瑞哲表示。

中国纺织制造产业能力与贸易规模
稳居世界首位。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数据，2020-2022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
总额连续三年保持在3000亿美元以上，
对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增长贡献
率超过50%。产业规模优势、体系优势
不断强化，在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当前，大家很关心传统纺织到底还能
走多久？传统学科还有多少生命力？

科技创新塑造新的产业边界

随着智能和绿色制造技术的不断发
展，赋予了纺织现代化产业新的范式和内
涵，纺织不再仅仅是“衣被天下”的传统行
业，而是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医疗卫生
等行业创新中孕育新赛道。

孙瑞哲表示，科技创新塑造新的产业
边界，以可穿戴智能纺织品、卫生医用纺
织品为代表，纺织行业正与大健康产业、
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航空航天
等领域加速融合。

他认为，要锚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
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充分发挥
创新平台和联盟的作用，推动产学研协
作；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生成式人工
智能在行业的发展应用；找到行业与生物
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结合点；以高性能纤维材料、产业
用纺织品为重点，推动万物可织、产业融
合，强化与国防建设、大健康、生物经济、
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未来，纺织用创新科技编织“美好
生活”。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表示，

当前全球纺织科学、技术及产业未来发
展均面临机遇与挑战，要把握纺织产业科
技创新主题，推动纺织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融合化。

他指出，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行
业发展需求，深刻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推动产业高
端化发展；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支持下，推动纺织产业体系高效率和
智能化；与智能和纳米材料、AI、机器人
等高新技术及仿生学、生命科学等前沿
科技跨领域交叉融合，提升产业体系整
体效能。

眼下，行业正加快材料创新、制造创
新、产品创新、平台创新。纤维材料向高
性能、多功能、轻量化、柔性化方向发展，
材料、工艺、装备的系统性创新推动着产
品的科技感、体验感、价值性、功能性持续
提升。

“敏捷创新”对纺织业的影响将
越来越大

“协手轻纺织锦绣，同裁霞彩待晨风，
创意绘就千秋梦，新篇展卷大江东。”在
2023中国纺织创新年会上，由ChatGPT
作的一首藏头诗在大屏幕上呈现，每句第
一个字组成了“协同创新”。

让人工智能作诗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纺织业确实发生了大变化。纺织已
融入了数字化、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
多种前沿科技，带给人们更舒适、更时
尚的生活。

“今天全球纺织产业布局已经形成
三大消费中心和三大制造中心——亚
洲、欧洲、美洲，国外的纺织业都在积极
占据高端。”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主任
李斌红说。欧盟纺织产业的创新主题和

优先研究领域是智能化高性能材料，先进
数字加工技术及商业模式。日本纺织产
业则在努力开发高档次、精加工的非价格
竞争力产品，占据产业链价值的高端，以
及优化纺织产业结构，使得产业用纺织品
占比达到60%以上。跨国公司非常注重
技术创新，一家跨国公司手握几千个专利
的情况并不鲜见。

随着人口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变化，
“敏捷创新”对纺织业的影响将越来越
大。李斌红表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碎片
化的需求和碎片化的订单非常多，机会转
瞬即逝，因此“敏捷创新”成为企业获取新
增长的最重要策略。

可喜的是，中国企业正紧跟科技创新
潮流，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是民用
锦纶行业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齐全的企
业。依靠科技创新，他们开发出了石墨烯
纤维、抗病毒纤维、凉感纤维、抗紫外线纤
维等多种产品。

人们比较熟悉的全棉时代，构筑以
“棉”为核心的产业生态链，开展棉花的
基因改造、化学改性、产量及基础材料
功能性创新等科研工作，他们与17家高
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在研项目超过 25
个。“产品创新要围绕舒适、健康、环保
等理念进行，未来我们将通过棉花基因
改性及技术应用，让棉纤维具有更多可
能性，如具备凉感、防晒功能。”深圳全
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宋海波
说。

“纺织产业是湖北的支柱产业，其主
要产品纱和布的产量均居全国前三。目
前，我省将现代纺织服装列为九条新兴特
色产业链之一，力争到2025年产业规模达
到5000亿。我们要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
变革的时代脉搏，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
品、新装备、新模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把传
统产业打造成新兴产业、绿色产业，高端、
智能、融合产业。”省经信厅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盛章学表示。

中国纺织制造产业能力与贸易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用创新科技编织“美好生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文娟 肖丽琼 彭一苇 实习生 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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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深 读

12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在2023中国纺织大会作主题演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纺织产业规模全国第5，华纺链“链”全球——

“C位”湖北亮出
纺织硬实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文娟 肖丽琼 实习生 夏颖

以丝为桥、以布为媒。借全国性的行业

盛会，秀出湖北纺织服装行业的奋进姿态。

12 月 19 日举行的 2023 中国纺织大会

上，“C 位”湖北在多个环节中精彩亮相，让

众多权威专家和优秀企业看到了不一样的

湖北纺织。
12月19日，2023中国纺织大会现场，参会者认真聆听专家演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昔贤整顿乾坤，缔
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
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
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会长孙瑞哲以张之洞
的楹联为开场白，道出
此次盛会在湖北召开的
重要意义。

武汉是近代中国纺
织工业化的重要开端，
也是新时期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经济重镇。如
今，湖北是全国首批碳
交易试点省份，也是最
早将纺织服装企业纳入
碳交易名单的地区之
一，成为中国纺织行业
绿色资产化的代表。

《湖北省2022年度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
案》确定 343 家纳入配
额管理范围的企业，涉
及纺织等16个行业，其
中包括武汉裕大华、湖
北美尔雅、湖北孝棉、
际华三五四二、稳健医
疗（黄冈）等多家纺织
企业。

据介绍，中国纺织
行业正在提升将碳排放
权、用能权、用水权、排
污权等转变为绿色资产
的能力，全力塑造新的
竞争优势。

纺织服装产业是湖北传统支柱产业，
也是我省重点打造的特色优势产业。作
为东道主，湖北向全国亮出纺织产业成
绩单。

2022 年，湖北纺织服装规上企业
1651家，实现营收3358.6亿元，位居全国
第5；主要产品纱、布的产量，均居全国第
3位。

现代纺织服装入列湖北9条新兴特色
产业链之一，并锁定发展目标，力争到
2025年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湖北交通便捷，区位独特；高校众
多，动能澎湃；产业齐全，基础雄厚。”湖北
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海军盛情邀约
各位企业家来鄂投资兴业，共享湖北建设
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机遇。

“‘一年一辆车、两年一套房’成为当
地群众致富增收的标配！”仙桃市市长孙
道军介绍，精织“一块布”托起“一座城”，
经过近40年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已成为仙
桃工业第一产业、富民惠民主导产业。

仙桃是中国纺联授予的全国首个“中
国非织造布产业名城”。全市集聚纺织服
装企业3000多家，规上企业231家，从业
人员超10万人，2022年实现产值493.6亿
元，形成了以彭场镇为核心的非织造布产
业集聚区和以毛嘴镇为核心的仙西服装
产业集聚区。该市非织造布年产能120
万吨，占全国的12%；日产口罩5亿片、防
护服300万件，成为全国最大的非织造布
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仙桃以纺织产业
带动经济总量率先迈进“千亿俱乐部”，走
出了一条“布”同凡响的县域高质量发展
之路。

面对纺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
湖北纺织如何聚焦“科技、时尚、绿色”，
与时代同频，加速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转变？眼下，湖北以高水平搭建
的华纺链平台有望成为关键突破口。

湖北华纺供应链有限公司于今年3
月正式成立，是“立足供应链、重塑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的全省供应链平台建设
示范引领项目。湖北正以供应链平台为
纽带，链接各类生产要素、整合资源配
置，聚力加速推进湖北纺织服装产业链
重构，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据省经信厅介绍，目前，湖北华纺
供应链公司及9个市级子公司，已成功
搭建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打造湖北
纺织服装“产业大脑”。截至11月底，华
纺链平台系统注册上线客户超 7000
家，活跃用户数1000余家，定向服务电
商商家1000余家，平台交易额累计达
42.5亿元。

湖北华纺供应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廖斌介绍，华纺链围绕“原料+面
料+辅料+成衣”等业务场景，以新型

“产、供、销”模式服务原料采购、订单物
流、进出库等流程，积极推动抖音电商等
大型直播电商机构落地于武汉汉口北，
并与小红书、拼多多等平台构建直播电
商等新媒体销售路径，提升“武汉电商直
播基地”等综合服务能力，开展电商服
务、达人合作、人才培养等业务，支持优
势品类拓宽直播电商等销售渠道，“让供
应链成为湖北乃至中国纺织产业的‘共
赢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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