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1 年中国棉纺织大会会议纪要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期召开了中

国棉纺织大会，会议由时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叶戬

春主持。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赵明霞以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及对纺织产业的影响》为题，围

绕我国宏观经济及纺织行业运行概况、世界经济形势现状及

发展展望、宏观经济形势对纺织行业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

深度分析。她介绍，2021 年，我国宏观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总体呈现出生产端与需求端

基本同步恢复向好；内需市场总体稳步改善，出口阶段性快

速反弹；纺织行业内在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的良好局面。其

中，化纤、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表现抢眼。谈到世界经济形势

及发展，她表示，2021 年世界经济、贸易将实现超预期复苏，

但基础仍不稳固。受抗药新毒株、美元流动性变化等不确定

因素，以及全球消费需求、国际供应链、大宗商品价格、金

融市场等多重影响，预计全球经济三季度末前后逐渐进入常

态化复苏阶段。针对行业未来发展，她指出，2021 年以来，

全球服装类商品消费需求整体呈现改善趋势，随着内需消费

经会稳步增长，将为行业发展带来利好。她强调，由于国际

纺织产业链、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运转，短期内企业出



口形势会较好，但高质量构建国际化的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仍

是发展重点。此外，企业还需要重点关注原料价格、融资和

汇率方面的变化，特别是注意防范原料价格大起大落风险，

预计三季度以前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将在高位调整。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副院长覃

小红以《新时代棉纺织科技创新与发展》为题表示，当前全

球纺织产业布局正当时，发达国家正以科技综合优势和革命

性创新，抢占先进纺织产业技术制高点。我国亟需抓住纺织

科技发展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亟需突破功

能纺织“卡脖子”技术封锁。未来棉纺织科技创新要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科技前沿和人民生命健康，朝着

智能化、品牌化、绿色化、科技化和功能化方向发展。她指

出，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

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

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

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

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她以东华大学产学研合作，积极

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支撑行业科技创新的先进经验为例详细

介绍了高校推进产业深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她表示，棉纤

维通过流程再造，进行功能改性可以实现功能性纺织品构

筑，提高传统纺织品附加值，拓宽其应用领域。采用天然纤

维微纳镶嵌技术将静电纺丝技术与传统成纱系统有机适配，



通过纯物理策略对天然纤维原位改性，可起到抑菌、吸湿排

汗、防蚊虫、抗紫外、芳香以及相变调温等功能。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徐潇源以《中国棉纺织行业经济运

行分析》为题从棉纺织基本情况、面临形势及问题、建议及

“十四五”展望进行了分享。她表示，截至 2020 年，我国

纺纱产能达 1.1 亿锭，织机 104 万台；产能逐步向智能化、

自动化、绿色化发展。受疫情影响，2020 年纱产量 1641 万

吨，同比下降 10.3%；布产量 460 亿米，同比下降 17.9%；

设备生产效率提高，纱、布产量基本稳定。特别是随着智能

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纺纱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万锭用

工 20 人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48 人/万锭）一半以上。其

中，影响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棉花价格大幅波动，有

时达到 36%；内外棉价差波动频繁，最高达到 2300 元/吨左

右。2021 年一季度，行业景气指数平均值 50.4，同比上升 2.

5；出口棉织物 3.02 亿米，同比增长 109.5%。1-4 月，我国

进口棉花 120 万吨，同比增长 64%；进口棉纱 80 万吨，同比

增长 31%。她指出，受全球经济贸易形势复杂严峻，挑战与

机遇并存；海外疫情持续，不确定性增加；国内市场消费需

求升级；市场竞争加剧等诸多因素影响，目前棉纺织行业主

要存在棉花质量下降、产业安全存在隐患；企业用工短缺、

员工老龄化问题突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存在；生产

成本上升，订单不足，利润压缩等问题。对此，她建议，在



生产上，企业要合理预案生产经营策略，谨慎安排生产负荷、

原料库存及投资项目；在经营上，要积极探寻市场机遇的同

时，谨慎做出经营决策，加强内部管控，防控资金链风险；

在资金上，要充分关注各级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出台的扶持

措施，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发展中，要坚定转型升级与高

质量发展信念，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出品

质、效率和效益。为了引领行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她

建议，在原料保障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棉花体制改革，提升

市场化水平；保障产业安全；促进差别化、功能性、生物基

纤维在棉纺的应用以及提升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在科技发

展方面，企业要注重智能制造、产品研发、基础研究和支撑

体系建设。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企业要注重制造品牌的培育，

人力资源的优化和绿色发展。

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棉纺总工程师陈玉峰

以《现代梳理疑难问题解决方案》为题表示，现代梳理主要

存在梳理质量控制追求终端，纤维伸直度不够，梳理不充分，

或者损伤大，小纱疵，A1 影响布面的风格；生产成本中的落

棉增加，用棉量超过传统配置 25%以上；纺纱的新工艺受纺

纱技术高速、高产、高效、智能的影响，出现了梳棉重定量，

细纱大牵伸，并条多混合，纤维混合方式有条混盘混发展成

为散纤维称重混合，面料单染留白等给纺纱工艺带来了新的

挑战；受高速高产的影响，针布使用周期短影响质量稳定等



问题。针对现代梳理疑难问题，采用全新设计的白鲨境泉锡

林针布 AC1840*01640DS 等设备，运行 1000 吨，可使精梳 C

J40S 指标优于乌斯特 2018 公报 5%的水平，同等原料基础上

成纱指标大幅拉升。他以白鲨境泉针布纤维素纤维应用为

例，表示该设备全部几何尺寸设计，采用 针布锥齿化处理

和境泉强化工艺，全面提高了齿尖工作面硬度，与普通金属

针布相比，其梳理质量好，性价比明显。他表示，现代梳理

存在的落棉多，针布缠挂绕，梳理质量差，针布不耐用等问

题，拥有近 60 年创新发展，始终“专心、专注、专业”于

针布设计制造，梳理工艺的白鲨，将以锡林采用托持加穿刺，

道夫采用转移加伸直，盖板采用握持加转移，刺辊采用开松

加保护，固定盖板采用整理加排杂为原则，助力行业梳理质

量提升，达到梳理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赛特环球机械（青岛）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传福以《新时

代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为题表示，智慧工厂不是风口而是大

势所趋，消费领域的数字互联网正倒逼工业必须走向数字

化、智能化。打造现代工厂其最核心的要点是，创造客户和

市场需求。智慧工厂是现代工厂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在

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的技术和设备监控技术加

强信息管理和服务，构建的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

的人性化工厂。数字化工厂可以有效解决产品设计和产品制

造之间的“鸿沟”，实现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设计，制造、装



配、物流等各个方面的功能，降低设计到生产制造之间的不

确定性，在虚拟环境下将生产制造过程压缩和提前，并得以

评估与检验，从而缩短产品设计到生产的转化的时间，并且

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与成功率。其功能模块主要有智能仓储、

智能车间、智能品质管控和集成其他系统等。他表示，十三

五期间，我国纺织工厂尤其纺纱车间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令业界瞩目，万锭用工下降到十几人，车间生产效率和管理

效率大幅提升，大部分知名企业打造出了自己的数字化或智

能车间。他结合赛特环球智能物流仓储应有案例进行了分

享，指出智慧工厂的创建，需要坚持论证测试思想统一，面

向未来顶层设计，立足当前分步推进，预留提升拓展余地的

原则，才能打造引领行业先锋的数字化工厂。今后，赛特环

球将以智物流为载体，信息数字流为导向，现金流为根本的

管理主线，实现管理智能化为基本目标，加大产品研发和创

新，让中国制造赢得世界尊重。

会上，为更好地了解企业发展现状、行业焦点及难点等

问题，时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朱北娜主持了“产业热

点问题互动与分析”环节，现场反响热烈。

5 月 25 日上午，主办方还组织与会代表集体参观走访了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并现场进行了经验交流。无锡

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19 年，现有 70 万纱锭、

500 台布机，年产高档纱线 40000 吨、高档织物 5000 万米。



秉承着传承创新、追求卓越的理念，无锡一棉一直坚持生产

智能化、管理精细化、产品特色化、贸易全球化，以打造高

档纱布生产基地，已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典范和中国棉纺织

行业的“排头兵”。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向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赛特环

球机械（青岛）有限公司、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对本

次论坛给予了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