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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运行数据、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特点对浙江省纺织服装 供 应 链 的 发 展 现 状 进 行

SWOT分析,并对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完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要增强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和

竞争力;要开展数字化改革,加快推进供应链的快速转型;要开展销售模式创新,构建适应“小单快反、个性化需求”的柔性

供应链;要以双碳战略为牵引,推进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绿色化发展。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将更加注重产业链核心技术的

攻关、推行数字化改革、强化生产中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的协同创新,逐步打造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球化采购战略,最终

培育成绿色化、高端化、时尚化、数字化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和立体网络式的产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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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服装产业是浙江省传统民生和经济支柱产

业,也是浙江省着力打造的四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和十大标志性产业链之一[1]。2020年,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的有效控制和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浙江省纺

织服装业逐步恢复,达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浙江

省纺织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3
亿元,同比增长17.5%、营业收入10716亿元,双双首

破万亿大关,规模居全国首位[2],整体表现出价格涨、
利润增、库存稳的局面,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2年以来,受内外市贸市场同时低迷、疫情反复让

企业生产经营大受影响、局部物流受阻、原料涨价、限
电管控、俄乌战争、中美关系等影响,浙江省乃至全国

纺织服装产业呈现着多重困难叠加的局面。虽有部分

企业的产能在扩张,但利润在变薄;部分企业准备升级

设备、改造工艺,但缺乏数字化改革的人才,技术与产

品创新双双不足[3];同时全省大部分相关企业生产端

的设备、工艺、流程、制度与理念都在为大生产而准备,
对当下的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度、翻新趋势不适应,个
性化定制带来了一定挑战。上述现状反映了当前浙江

省纺织服装供应链和产业链存在着上下游协同程度不

够、高端链接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不强等问

题,研究供应链和产业链势在必行。在深入贯彻《浙江

省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2)》
提出的“纺织服装行业加快向高端、智能、绿色、供应链

完善、产业链聚集方向发展”的同时,更要及时对浙江

省纺织服装产业供应链的完善路径进行研究,并提出

实质性方案,尽快搭建好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加速纺织

服装企业供应链模式向消费者及产品转型,降低库存,
从而提升浙江省乃至全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整体竞争

力,更好地应对因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1 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发展现状

1.1 2021年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运行数据

2021年,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在产销、效益与出

口均有一定的回升,但部分指标重返,超过2020年,整
体局面呈现出“有序恢复、承压上行”,这主要得益于生

产有序恢复、质效明显回升、出口显著好转、数字化转

型加快。

1.1.1 浙江省2021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估报告

报告指出,2021年,纺织服装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为69.2,较上年提高0.7%。但从高质量核心指标来

看,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4.9%,较上年低0.4%;研发

费用相 当 于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为2.98%,比 上 年 高

0.29%;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4元,比上年

高0.2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1.431t标准煤/万

元,比上年高0.017t标准煤/万元。
上述数据表明当前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虽然产能

在扩张,工业总产值在上升,但成本上升、能耗居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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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造成利润逐步下降;正在通过扩大研发,推动产品

创新、技术创新来改善,加工技术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成

为当前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方向。

1.1.2 2021年浙江省纺织服装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情况

2021年浙江省纺织服装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收入

利润额532亿元,纺织、服装、化纤3个细分行业规上

工业利润总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见表1、表2。
表1 2021年浙江省纺织和服装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类别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纺织服装行业 36.9 24.8 20.2 16.6 14.8 14.2 13.6 12.7 11.2 8.9 8.6
纺 织 43.2 27.3 21.8 17.3 15.3 14.2 13.2 12.0 10.3 8.8 7.5
服 装 29.6 21.5 16 12.6 11.3 11 11.2 10.8 10.2 9.5 8.5
化 纤 28.9 21.7 20.3 18.7 16.8 17.7 17.8 17.2 15.5 7.8 12.8

 资料来源:《浙江省2021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估报告》。

表2 2021年浙江省纺织和服装行业规上企业效益情况

行业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出口交货值

绝对值/亿元 同比增速/% 绝对值/亿元 同比增速/% 绝对值/亿元 同比增速/%
全省工业 97968 24.5 6801 21 15273 24.5

纺织服装合计 10716 22.4 532 52.1 1668 11.7
纺 织 4691 14.8 230 7.1 803 10.2
服 装 2135 12.5 78 28.2 671 8.8
化 纤 3889 40.3 224 201.5 194 30.3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

  由表1、表2可知,2021年,浙江省纺织、服装、化
纤三大产业中,化纤产业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营业

收入与利润总额的同比增速均为第一,占比高,化纤行

业的稳增长与全省高质量发展关系重大。因此,要充

分保障化纤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为纺织

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通过2021年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运行数据,得

出:要充分保障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就必

须要在供应链上进行从原材料到工艺及设备进行技术

创新、产品创新,推行智能化、绿色化。同时要充分发

挥化纤行业在全省产业集群中的重要作用,实施合理

布局,确保化纤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1.2 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特点

通过市场实地调研发现,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

存在着以下重要特征:首先,供应链所涉及的产业范围

非常广,原材料的采购与供应较为复杂。当前全省纺

织服装供应链涵盖了原料供应、织造、印染、化工、纺织

机械、服装等多个环节,牵引了绍兴、嘉兴、宁波、杭州

等一大批上下游企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化

纤生产及织造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拥有中国化

纤“四大家族”、涤纶工业丝领军企业、氨纶领军企业

等,在品牌建设与绿色制造上均有自己的特色。其次,
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度的特点逐

步突出。伴随着终端消费快时尚的兴起,部分企业很

难及时准确地生产出客户想要的产品,个性化、小批量

的定制成为大多数规模以上企业的鸡肋。最后,供应

链衔接的产品周期越来越短,很难掌握产品预测需求,
从而导致高缺货与高库存并存的局面,导致运营成本

显著上升。

1.3 基于SWOT分析法的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发

展现状研究

1.3.1 优 势

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完整、完善,涵盖纺织服装

产业各个环节;产能大,约占全国40%,化纤产量占我

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的85%,是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

基地;制造技术比较先进,产品质量相对稳定。

1.3.2 劣 势

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绝大多数劳动力来自外省,
用工成本高;产能虽大,但产业内部竞争激烈,同质化

产品现象严重,价格战常有;满足个性化定制较差,存
在一定的库存风险;当前国内外商业环境复杂多变;内
销供应链管理水平较低,存在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不

规范交易现象。

1.3.3 机 遇

浙江省纺织服装本土品牌经济发展快,如化纤产

业的中国四大家族———萧山双雄荣盛和恒逸,桐乡双

雄桐昆和新凤鸣;服装品牌的强势兴起,如森马服饰、
雅戈尔、太平鸟、报喜鸟、安正时尚等。这些本土品牌,

·82· 纺织科技进展            2023年第6期     




无论是产能、技术还是销售均居行业领先水平,对浙江

省服装行业发展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巨大

的内销市场,对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浙江纺织服装积

极利好。

1.3.4 挑 战

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关系等外在因素的影

响,世界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订单的不

确定性;因疫情造成的集中或居家隔离等造成了劳动

力相对匮乏,生产效率不高;作为“碳中和和碳达标”的
先行示范省,纺织服装产业的能耗控制同样存在着一

定的压力,此外,限电、节能节水、天然气大幅涨价的能

源紧张局面进一步恶化。
通过SWOT分析,得出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的

发展要以顺应科技、时尚和绿色发展趋势为主,要以数

字化改革、信息化提升以及“双碳”战略为指引,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者协同,在节能减排、技术创

新、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生命周期、提高物流、推动

逆向供应链的发展等方面下功夫,从而实现我省纺织

服装供应链的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2 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完善路径

完善浙江省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着眼点在于及时调

整供应链结构,发挥好供应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作用,
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同时要推行数字化转

型,在双碳战略背景下使供应链向绿色化、多元化发

展。

2.1 增强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和

竞争力

2.1.1 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提

升供应链的稳定性

依托正在建设的省现代纺织领域省级重点实验室

(如鉴湖实验室)、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省级产业创新服

务综合体等平台,组织实施一批现代纺织服装领域中

的重大科技攻关及产业协同创新与生产制造等“尖兵”
“领雁”科技项目,提高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意创新设计

能力,推动技术创新,深化中小型科技企业培育,扩大

构建纺织服装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比例,构建

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推动了供应链上中下游

紧密合作;同时依托浙江省纺织检测研究院,浙江方圆

检测集团等众多第三方标准化检测机构的质量认证、
质量控制,积极采用最新国内外最新标准,全面提升产

品质量,从而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

2.1.2 推动服装产业园建设,打造更多的服装著名品

牌,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

服装产业是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是面向

消费者的关键一环。构建服装创意设计产业园,集聚

高端设计资源,打造了集服装生产智造基地、设计研发

基地、商业展贸基地、电商配套基地等产业配套集中的

服装产业特色小镇,打造研发智造一体化、展览销售一

站式、服务配套一条龙的纺织服装垂直供应链快反基

地。经调研,目前浙江省共有服装产业园55个,其中:
嘉兴16个、湖州与杭州各11个、绍兴8个、金华4个、
宁波3个、温州2个,提升了纺织服装产业的区域化竞

争力。同时,从浙江省服装行业主要上市企业状况来

看,汇聚了森马服饰、雅戈尔、太平鸟、报喜鸟、安正时

尚等行业领先服装企业,对提升纺织服装行业供应链

的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见表3。

表3 2022年浙江省服装行业主要上市企业汇总

公司简称 服装业务占比/% 重点布局区域 服装业务概况

森马服饰 99.24 国内 以休闲服饰、儿童服饰为主导,包括巴拉巴拉

太平鸟 97.88 华东 包括太平鸟女装、男装、童装

报喜鸟 97.44 国内 主要从事全品类服饰

乔治白 95.87 华东 主要经营男女职业装、校服

雅戈尔 49.37 华东 主要从事男装,并探索推出女装产品

棒杰股份 96.58 国外 主要从事无缝服装产品,如无缝内衣

ST步森 94.76 国内 主要以“步森男装”为主品牌,经营商务男装

安正时尚 57.78 华东 中高档品牌时装,如尹默、安正、摩萨克等

健盛集团 98.83 境外 主要从事针织运动服装,如PUMA、GAP等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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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展数字化改革,加快推进供应链的快速转型

2.2.1 推动“未来工厂”建设,强化数字赋能

推动建设以“未来工厂”为指引,充分运用“5G+工

业互联网”,推动智能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构建,让纺织

服装产业的“未来工厂”成为现实。同时要强化数字赋

能,将场景应用作为切入点,强化数字思维引领和数字

技术应用,最终推动纺织服装产业的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

2.2.2 深化校企合作,产教协同,培养具备数字化的

高技能人才

受疫情的影响,目前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数字化

推进的突出短板在人才。浙江省现有生产设备具备一

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但企业严重缺乏如何驾

驭或控制这些“智能化制造”的人才,难以利用数字化

在线评价、云端控制产品质量或及时跟踪生产等。深

化校企合作,深入推进产教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开展“新型学徒制教育”“企业双元制教育”和“1+X”证
书、纺织品染色工、纺织面料检测等社会化培训,使纺

织印染产业人才由单一技能向复合技能转变,实现人

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动态匹配;同时全力配合纺

织印染企业的数字化改革、设备智能化推进,专业群师

资团队与企业管理人员共同在设备运转中需要掌握的

先进传感技术、电子技术、云端质量控制技术等题材互

研、互助,提炼出完善的纺织印染设备数字化资源,专
业群内化成数字化改革课程,付诸于课程体系教学与

社会培训,从而提高企业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推动纺织

服装产业智能化升级。

2.2.3 发展双线运营模式,提高供应链反应速度

积极开展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双线运营模式,应
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时空局限。充分运用好中国制造

网、全球纺织网、中国纱线网、阿里巴巴、中国棉纺织信

息网、好订单网等B2B平台,让信息流、商品流、资金

流、数据流得以全方位展现,同时积极开展各著名服装

品牌的直播带货等营销模式,将纺织服装产品由制造

商快速转移到零售商或消费者,提高了供应链的反应

速度。发挥好中国轻纺城钱清原料采购基地、轻纺城

北市场、东升路市场、杭州四季青纺织服装产品集散中

心、湖州织里镇童装产品集散中心、桐乡濮院羊毛衫制

品集散中心等线下销售的作用,并要及时获取相应纺

织服装制品的库存现状及趋势,完善物流调配类型、采
购管理等,稳固好供应链的配套工作。

2.3 开展销售模式创新,构建适应“小单快反、个性化

需求”的柔性供应链

2.3.1 构建买手型面料设计师

一直以来,我们的面料选择几乎都是千款选一,几
乎都是用业务员来推,而不是面料设计师来推。面临

着供应链市场的“小块单反”,让面料设计师与市场对

接,从面料的功能性、印花、提花、色织上做文章,重点

突出个性,面料设计师更能了解客户与市场需求,掌握

流行趋势要点,让面料设计师参加公司销售会议,塑造

成“买手型面料设计师”,充分了解销售与不销售的内

容,不惧“小块单反”。

2.3.2 构建客户个性化产品选择的在线订阅

纺织服装公司采购部门通过近三年积累的销售数

据,准确挖掘出客户想要的产品,并快速制定决策,采
用多种在线平台(如问卷星平台、微信小程序等),向客

户提供个性化产品选择的在线订购和个人购物服务,
也可实施纺织面料的“云展厅”,更好满足客户的在线

订货服务,从而解决了因疫情或其他因素导致的时空

障碍。

2.4 以双碳战略为牵引,推进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绿色

化发展

2.4.1 制定纺织服装产业上中下游各链段的碳达峰

行动方案

尽快制定实施纺织、印染、化纤制备、染色后整理、
服装后整理产业的碳达峰方案,积极推动高耗能、低效

益的纺织服装企业整治提升。同时要开展上述领域的

技术服务或科研助力,即省内各纺织服装大中专院校,
针对区域内纺织、印染、化纤、服装企业存在的痛点与

难点,与其联合科研攻关,进行工艺方案的改进研究、
功能性纺织品的设计、先进染整技术的研究等、做好纺

织科研原创技术到工业化生产的中试环节角色,提高

产品质量,改善产品功能性,共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中心”,积极推广已成熟的绿色技术,开展纺织服装绿

色产品认证,构建纺织服装全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绿色

制造体系。

2.4.2 实施正向激励,调动广大纺织服装企业参与绿

色供应链管理工作的热情

纺织服装产业供应链的绿色化发展涉及到多个环节、
多方主体、多项制度、多个机制,很难一蹴而就。上中游企

业的绿色生产是重点,然而降低水耗以及减少相关污染物

排放的同时,相关企业所开展的生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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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先进的环境治理设施等工作花费巨大,不得不使得终

端产品的销售价格大幅上涨,最终影响到整个供应链的稳

定性。因此,不能一味地加严环境执法及司法力度,更要

形成稳定、持续的正向激励,如对达到绿色生产的纺织服

装企业税收减免、科技创新券发放、放低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审批门槛,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让“绿色”给企业带来

利益,以此调动起广大纺织服装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

的工作热情。

3 结束语

未来产业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而后者正是由

各个供应链组成的。纺织服装产业供应链的竞争力主要

表现为质量、创新、快速反应和社会责任,四位一体,缺一

不可。完整的供应链连着经济、民生、消费与就业,在“八

八战略”的指引下,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省纺

织服装产业将更加注重产业链核心技术的攻关、推行数字

化改革、强化生产中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的协同创新,逐步

打造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球化采购战略,最终培育成绿

色化、高端化、时尚化、数字化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和

立体网络式的产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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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DevelopmentStatusandImprovementPathofTextile
andGarmentSupplyChaininZhejiangProvinceaftertheEpidemic

ZHANGYi
(ZhejiangIndustryPolytechnicCollege,Shaoxing312000,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therewasaSWOTanalysisofthedevelopmentoftextileandapparelsupplychainanalysisforourprov-

incethroughthe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inZhejiangprovinceoperationdata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textileandapparelsup-

plychain.Andtheimprovepathoftextileandapparelsupplychainwasstudiedindepth.Theresultsshowedthatitshouldstrengthen

thecoretechnologybreakthroughability,enhancethestabilityandcompetitivenessofsupplychain;carryoutdigitalreform,acceler-

atetherapidtransformationofthesupplychain;carryoutsalesmodelinnovation,construct"smallsinglequickandpersonalized

needs"flexiblesupplychain;promotegreendevelopmentoftextileandapparelsupplychainwithdoublecarbonstrategyfordrawing.

UndertheguidanceofGeneralSecretaryXi'sstrategyof"August"andtheleadershipofZhejiangprovincialgovernment,Zhejiang
textileandclothingindustrywillpaymoreattentiontotheindustrialchainofcoretechnologyresearch,intheproductionofthedigital

reform,strengthenthecoordinationbetweenupstreamanddownstreamsupplychaininnovation,graduallyintothedomesticandin-

ternationalbinaryglobalsourcingstrategy,eventuallydevelopintogreen,high-end,fashionable,digitalofmoderntextileandgar-

mentindustryclusterandthethree-dimensionalnetworkofindustrysupplychain.

Keywords:textileandapparel;industrialchain;supplychain;collaborativeinnovation;gree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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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ControlofNepinCardingCotton
DENGPan,WUJialin,LIUJiaming

(GuangdongPolytechnicCollege,Foshan528041,China)

  Abstract:Cardingcottonnephasalwaysbeenadifficultproblemforspinningenterprises.Inthispaper,throughtheorthogonal

testofthespeedofprickingroller,cylinderspeed,cardingmachinestrippingspeed,cardingmachinequantityandmovingcoverplate

speed,theprimaryandsecondaryorderandtheoptimalschemeoftheinfluenceonthenepareobtained,andtheoptimalschemeis

verifiedtobetheoptimalprocess.Theoptimalprocessisrollerspeed770r/min,cylinderspeed560r/min,coverspeed300r/min,

stripquantity4.6Ktex,stripspeed140m/min.Theresearchresultsprovideacontrolmethodforcardingnep.

Keywords:nep;combedcotton;rollerspeedandcylinderspeed;cardstrippingspeed;card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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