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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发展方向初探

秦元春
淮南师范学院 淮南 

摘  要 探讨了世界及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方向 对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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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世纪以来 纺织工业面临着来自各个方

面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人类生存必需的传统工业 怎

样在新时代更好 !更健康地发展下去 这是世界纺织

工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文就世界及我国纺织

工业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看法 ∀

1  新型纺织原材料的开发应用是纺织工业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世界纺织工业的发展提

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 天然原材料的明显日益短缺 ∀

世纪前 年世界纺织工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人口增长对人造纤维及天然纤维需求量的增加 ∀

世纪后 年 世界人口从 亿增加到 亿 亿

人对纤维的总需求量为  万 ∗  万 Π年≈ ∀

在 世纪 若人均纤维消费用按  计算 其中

年化学纤维与天然纤维的比例关系是 1Β

1 年为 Β 年间并无显著变化 ∀而按照

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率 到 年 世界人口极有

可能增加到 亿左右 预计纤维消费总量将达到

万 ∗ 亿Π年≈ ∀因此研究与开发类似于天然

纤维性质与质量的差别化纤维是今后的重要

方向 ∀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大多数差别化纤维是以石

油为原料的 由于石油资源的有限性 随着世界人口

的增长 石油资源的供应也会紧张 ∀化学纤维必将

用新的原料来部分替代石油 这种新的原材料是靠

农业或林业栽培取得的 如已开发成功的大豆纤维

和 纤维等 ∀

2  高新技术在纺织工业领域的应用将是必

然趋势
  从 世纪 年代起 世界纺织工业步入全新

的发展阶段 主要表现在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 !传

感技术 !变频调速技术与纺织机械技术相结合 推动

了纺织工业设备向高新技术化快速发展 纺织工业

生产网络化数字管理体系的形成及完善等方面 ∀

211  发展高水平自动监控系统

  高水平自动监控系统的发展 使纺织设备实现

了高速度 !高效率 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高科技阶段 

不仅产量高 而且在质量优 !能耗低 !用工少等方面

尤为突出 ∀目前世界上纺织生产自动化水平在不断

提高 尤其是发达国家像美国 !日本及西欧诸国 ∀美

国从 世纪 年代起投资 亿美元对环锭纺等

进行自动化改造 改造后用工模式为每 万锭 

人包括工人 !技术人员 !厂部职员等全厂职工在

内 使吨纱用工达到 人 称为世界级 中间一档吨

纱用工 人 东南亚 !非洲 !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吨

纱用工约 人≈ ∀全流程自动化投入的成本很高 

如果设备投资为 万美元 则用于自动化的投资

要 万美元占设备总投资的  
≈

这种投入是

无法回收的 ∀发达国家的转杯纺 !喷气纺 !涡流纺等

新型纺纱系统 有的已实现了新型纺纱系统的全流

程自动化 甚至已实现了无人工厂 无人车间 全部

靠电子计算机指挥生产及半制品质量监控及运输 ∀

发展中国家 不必进行如此巨大投资的技术改造 但

应该考虑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影响的自动监控系统的

开发应用 ∀

212  发展及应用网络信息技术监控系统的开发

应用

  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在纺织生产管理系统中表

现在许多方面 如原棉管理 !产品及半制品质量的网

络化管理 !化工原料管理 !产品网络化管理及机配件

供需管理等 ∀经过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的管理 一方

面确保产品质量的提高 从原料到机配件都纳入到

网络信息管理轨道 另一方面 经过数字化网络信息

技术的应用 可加快物流速度 对纺织印染生产及环

境保护等带来益处 ∀

美国纺织制造商协会×及纺织技术研究

院××提出在纺织印染企业与化工原料供应制造

商之间增设技术服务中心 帮助管理和交换关于环

境方面的信息 技术服务中心 ∂°∞°根据纺织印染



厂的需求 将全部化工原料产品输入到计算机数据

信息库中 数据库中储存着大量的纺织印染加工及

化纤生产用的各类化工产品信息 协助纺织企业对

化工原料的分类选择 更有效地混配使用化工原料 

并监控纺织企业使用化工原料 直接或间接对环保

的影响 达到减少污染的目的 美国建立的这种具有

指导分类与选择功能的电子计算机数据库 不断从

网上发布化工原料使用的指导性信息 已取得理想

的效果 ∀

纺织产品网络信息数字化管理在国内外已发展

到一个崭新阶段 美国从 世纪 年代起 就注意

产品信息的网上传递 截至 世纪末 已完成  

的纺织产品包括服装的数字信息化管理 预计 

世纪初 美国将完成  的纺织品网络信息管理 

从荧屏上即可通过网络信息 解决供求的品种 !价

格 !质量及数量关系 加快了物流速度≈ ∀

3  世界纺织工业布局必将继续调整

  世界纺织工业布局的调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世界范围内的大格局的变化 另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区

域集团化导致的纺织工业生产主体与市场的调整 ∀

311  从 20世纪 80年代起 ,世界纺织工业布局已形

成新格局

  世纪 年代起世界纺织工业布局加快了调

整 ∀发达国家美国 !西欧等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企

业 纺织产品侧重于流行性 !高质量 !高附加值 特别

注重高新技术纺织品的发展 中等发达国家为资本

密集型 多生产中 !高档次纺织品 发展中国家中

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东南亚及拉美等以加工生产中

低档次纺织品为主 仅  ∗ 年棉纺织工生产

能力已形成占全球总量的   其中印度纺锭总量

达到 万锭以上 中国虽然经过压锭技改的调

整 但近几年已从压锭后的  万锭 又上升到

万锭以上 而且上升态势居高不下 ∀全世界目

前共有棉纺锭 1亿枚 仅中印两国的纺锭能力已

超过   加上其它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快速发

展 纺纱能力已占有 亿枚左右≈ ∀织机容量更大 

因此 亚 !非 !拉等地区 尤其东南亚 !中国等已形成

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 ∀东南亚地区纺织生产能力

的增加 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也会形成新的竞争局面 

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大部分低于中国 单从

这一点来讲 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额会受到一定影响 ∀

312  北美纺织贸易自由区的形成

  美国自 世纪 年代后期以来 致力于国内

纺织生产的结构调整 逐步实现世界级高自动化纺

纱与织造的技术进步 提升了纱线与织物档次 美国

与加拿大 !墨西哥一起形成北美纺织贸易自由区 由

美国纺纱 !织造 加拿大 !墨西哥印染加工及成衣 然

后回流美国市场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 美国棉花资

源自我消耗能力已从 万增加到 万增加

 以上≈
意味着依赖进口的纺织品相应减少 这

样的局面还在继续发展 ∀此外 美国除了增加北美

贸易自由区纺织生产容量不断增长外 还在向南美

如巴西等国发展自由贸易的伙伴 这种北美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及对美国棉花资源消耗的不断增加 无

疑对亚太地区纺织品进口的依赖性减少 尤其对中

国会产生一种新的竞争压力 ∀

313  欧盟纺织品市场的竞争态势

  欧盟在我国入关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我国纺织

品进口的对策 其中尤其应引起我国重视的是 欧盟

采用技术壁垒贸易政策 像我国出口到欧洲的纺织

品原色布不得使用 °∂ 浆料 !印染加工布及服装中

尤其内衣中不得含有甲醛残留物 !偶氮染料 !重金属

残留物镍 !铬 !钴 !汞 !砷 !镉及五氯苯酚等 使我国

纺织品对欧洲出口受到一定的损失 ∀

4  我国纺织工业发展方向初探

  面对世界纺织工业的调整 我国纺织工业也必

须及时顺应形势做出应对 ∀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 我们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将面临严峻

的竞争 因此必须在纺织品生产加工中 加大技术进

步力度 提高产品质量 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

更好成绩 使我国由纺织大国变成纺织强国 ∀

411  提高我国棉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棉纺织工业在我国纺织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我国棉纺织工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及调整 

不仅纺织装备容量要保持世界第一 而且要建立一

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棉纺织企业 要以提高产品

质量为基本出发点 提高我国棉纺织产品在国际市

场的竞争力 我国精梳纱比重应由目前的  提高

到   ∗   无结头纱比重由  提高到   

无梭布比重要加大调整力度 力争 年内无梭布产

量的比重达到  以上≈ ∀

为此 应当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现代化

装备的纺织大企业 ∀选用国内外最先进纺织设备 

重点发展以喷气织机为重点的无梭织机 加快有梭

织机无梭化的进程 ∀

我国约有 万台有梭织机 每年以 万台的速

度更新改造是可行的≈ ∀有梭改无梭 纬向疵点可

大幅下降 织物质量显著上升 可提高我国纺织品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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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 ∀总之 所有纺织设备的选配 应当以提高产

品质量为中心 适当考虑单产水平及自动化 ∀ / 九

五0期间 我国对纺织工业进行了重大调整  ∗

年国有纺织企业压缩淘汰了 万锭落后棉

纺锭≈
同时对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 实现资本多元

化 重点进行技术改造 ∀预计经过努力 我国不久将

有  以上的纺织企业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

化装备≈ ∀

412  有选择性地发展新型纺纱

  如前所述 到本世纪 年代 世界人口将增加

到 亿 大部分土地要让位于粮食 大量天然纤维

要以化学纤维取代 差别纤维将成为人类服装面料

的主要成份 喷气纺 !涡流纺都会发挥突出作用 ∀新

型纺纱的发展从长远战略眼光看 喷气纺及涡流纺

很有前途 ∀同时应加快花式纱 !包芯纱等型纱线的

发展 我国服装面料大量依靠进口的原因 除原料因

素外 同时还存在着纱线品种太单一 普梳纱占有比

例大 精梳纱的比例不高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花式纱

线的比例太少 生产水平很低 ∀国外各类花式纱的

生产装备十分先进 生产花式纱的装备都是由电子

计算机控制的 有完善的质量监控系统及断头自停

装置 我国应当进一步提高花式纱 !包芯纱等纺纱装

备的水平 以提高产品质量 为织造花式面料提供优

质花式纱线 要加快花式纱 !包芯纱等新型纱线及织

物的发展 以期提高服装面料的自给率 力争在较短

时间内达到  以上的面料自给率 同时要注意发

展装饰用织物及工业用布 使服装用布与其它两类

织物的比例由目前的ΒΒ调整到 ΒΒ美

国为 ΒΒ 日本为 ΒΒ≈ ∀

413  提高我国纺织工业的信息化水平

  我国劳动力成本低 掩盖了行业的低效率 如用

人多 !管理陈旧等 对国际市场适应力不强 ∀因此 

努力发展网络化数字信息技术 是提高我国纺织工

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

我国纺织工业系统中已建立了各类网络信息系

统 如化纤网 !中纺网 !/专家在线0 !中国棉纺织网及

中国纱线网等 ∀如果我国能够建立纺织品 !机械 !原

料的权威网上信息传递中心 快速交流各类信息及

加快各种物流速度 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全面掌握与

控制纺织工业中各类问题 促进原料供应及时 !产销

平衡的速度 会使纺织业的发展速度加快 ∀

414  深化企业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纺织工业的国有化体制严重束缚了与国际

市场的接轨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 企业以股份

制形式组成的居多 起绝对优势的支柱作用 相邻的

印度也基本如此 ∀ • × 要求参与国的各个企业要

有能够适应 • ×规则要求的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尽

快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 ∀求生存求发展的最好

方法就是通过企业改制组建企业集团及股份公司

或者是股份合作式企业 也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债

权转让 或实现企业私有化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

拓宽渠道 发展纺织业与境外的合作 实现产销结

合 ∀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进入国外纺织市场网络 

另一方面也易于进行市场调研 掌握市场对纺织品

的品种需求与发展趋势 从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

目前 领先一步的浙江省已全部实现了纺织企业改

制 稍落后的安徽企业改制也已超过了一半 但大量

的落后的国有企业是在中西部 它们的改制将是最

大的难题 ∀

总之 通过对国内外纺织工业发展状况的宏观

分析可以看出 世界纺织工业已发展到高科技阶段 ∀

面对机遇与挑战 我们应当不失时机 准确把握住发

展方向 加快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步伐 力争早日成

为世界纺织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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