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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 

 

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正在加速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充分把握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机遇，加快纺织工业数字化转

型发展进程，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时代潮流，促进我国纺织

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积极落实《“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

和《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推动纺织行业数字化

转型，打造新型数字化产业体系，根据纺织行业数字化发展

现状和实际需求，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聚焦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以深化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纺织工业融合发展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以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为着力点，加快推动纺织行业数字化

转型。 

https://www.so.com/link?m=bN7B%2F38xi792%2FybM74dVMiGP9C46N%2BNQboEHvRFBFC57tEV4JEL8y%2Br6FuflZdqKfVWPBu0gjPI5AkTvWY6tZF%2FdXdX8QURtSgLAKpZNioWLDPUojq8MuYO3aHx1PDGMtwOY%2Fo3xXY%2BkdjM81wdfhDXEEdvD%2Fp783BFu%2BwZiKGrJDqE4SAyuYXPEaqNrU%2BxvnmVtGYgaDrVE5IeI8yvY46ni%2FgAaRZRmB727BVj63UXj77b8qx%2B2LHm0W%2BcaS7xZVIGcYCc00oMJHDxZLc%2BIez8w9pgVywBcB2JX0tO5tL%2F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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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4 年，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纺织工业的融合更加深入，行业两化融合发展

水平评估指数达到 60。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数字化水平大

幅提升，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达到 50%，工业云平台普及

率达到 55%，ERP 应用普及率达到 68%，MES 应用普及率达到

28%。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加速普及，服务产业集群（园区）、

中小企业及产业链协同的能力显著增强。数字化转型公共服

务体系加快建立，行业大数据汇聚与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初

步建成纺织服装行业大数据中心平台。行业数字化关键技术

取得明显突破，加速培育形成一批行业数字化转型系统解决

方案。 

 

二、主要任务 

（一）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行动 

大力推动纺织企业数字化改造，持续提升生产装备、关

键工序等数字化水平，提升生产要素互联互通能力。推广应

用行业数字化关键技术，提高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监控、运

营管理、售后服务等方面工业软件在企业的应用覆盖率。提

升企业数字化集成应用水平，加快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生产

线与生产车间。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  

鼓励中小企业从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的环节入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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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线上营销、生产管控、在线设计、产能共享等应用，由

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伸拓展。鼓励开发适合

中小企业需求的低成本、轻量化、平台型、见效快的数字化

解决方案。积极推动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降低技术和资

金壁垒，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 

加快纺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在面向骨干龙头企

业内外部一体化管控、细分领域专业化服务、产业链供应链

资源优化配置、新模式新业态打造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平台服

务能力，打造纺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开展“5G＋工

业互联网”行业实践，挖掘提炼适合纺织行业特点、解决行

业实际问题的应用场景，推广相应解决方案，并打造 5G 全

连接工厂。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加快纺织行

业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与应用的创新发展。 

（四）纺织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升级行动 

积极推动数字化产业集群（园区）建设，引导集群内企

业“上云用数赋智”，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协同创新，

提高产业数字化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在

纺织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的落地应用， 开展“工业互联网+

集群/园区”宣贯活动，提升集群/园区数字化管理和企业数

字化应用的水平。引导集群建设服务区域纺织产业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强化数据采集、挖掘和创新应用，提升集群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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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图谱、企业数字画像、经济运行分析、绿色双碳、市场

监管等方面的管理与服务能力，并打造纺织行业工业互联网

示范基地。鼓励建设数字化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中心，开展纺

织服装行业数字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关键技术

研究，制定数字化产业集群发展路线图。 

（五）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加强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促

进数字化转型诊断咨询、标准宣贯、解决方案应用推广等服

务，促进企业产品服务的宣传推广。 

专栏 1 提升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 

建设《纺织服装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汇聚数

字化转型各类服务资源，为纺织服装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诊断咨

询、供需对接、标准宣贯、解决方案应用推广等公共服务，解决企

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推动纺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宣传推广。加快建设纺织产品与

服务数字化宣传展示平台，推动纺织各类展会、企业产品营销等利

用数字化手段拓展宣传推广渠道，提升在线服务能力。 

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标准宣贯。大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管理体系》、《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简称：DCMM）、

《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模型》等数字化转型相关标准宣贯，建立纺

织行业数字化转型咨询服务体系，通过贯标咨询服务、优秀案例推

广等方式，引导纺织企业构建科学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和管理机制，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进程。 

（六）行业大数据汇聚开发利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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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纺织行业大数据资源库，推动行业数据的全面汇聚。

加快纺织行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提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和开

发利用水平。打造行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基地，依托所在区域

行业数据资源，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提供决策支撑

服务。 

专栏 2 建设“中国纺织服装大数据中心平台” 

以产业集群数据平台建设为基础，以省级、地市级行业大数据中

心建设为重要支撑，全面汇聚行业数据资源，建立多级联动的行业大

数据资源库，建设“中国纺织服装大数据中心平台”，提升行业大数

据服务能力。到 2024 年，大数据中心平台覆盖 6个以上省、20 个以

上产业集群。 

（七）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培育推广行动 

针对纺织行业共性需求和主要细分行业特点，以研发设

计、生产计划调度、质量管控、仓储配送、绿色环保、市场

营销、模式创新等关键环节和以数字化车间/工厂、工业互

联网平台等集成化应用为重点，融合 5G、人工智能、大数据、

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一批行业数字化关键技术，

培育并形成一批符合行业需求、应用效果显著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进行重点推广应用，提升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供给能

力。 

专栏 3 培育推广纺织细分行业（领域）数字化解决方案 

棉纺织行业：重点培育推广纺纱在线质量监控、智能配棉、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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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预测、车间物料智能传输、生产工艺优化、自动落布、匹布疵点

智能检测等解决方案。 

毛纺织行业：重点培育推广与毛纺织加工特点相适应的自动开混

梳、数字化纺纱、智能化染色、数字化毛针织生产、智能物流与仓储、

在线质量监控、智能检测系统等解决方案。 

丝绸行业：重点培育推广智慧蚕桑管控、机器选茧、数字化煮茧、

自动化缫丝、数字化染色、产品个性化设计等解决方案。 

化纤行业：重点培育推广产品智能外观检测、自动包装、自动络

筒、全流程质量追溯等解决方案。 

印染行业：重点培育推广智能排产、染化料自动输配送、印花自

动调浆、染缸中央集中控制、染缸自动进出布、颜色数字化管理、智

能验布、废水处理数字化等解决方案。 

针织行业：重点培育推广自动换纱（筒）、自动落布、纱线长度

实时在线测量调节与恒张力自适应控制系统、针织物疵点智能检测与

自动分类系统、断针监控、虚拟设计与工艺仿真、一线成型技术等解

决方案。 

家用纺织品行业：重点培育推广数字化产线、智能排产、供应链

管理、智能仓储、智慧门店运营、精准营销以及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数字化管理等解决方案。 

长丝织造行业：重点培育推广整经自动上纱、复杂织物全自动穿

经、断经智能检测与控制、下机疵点智能检验、在制品数字化流程管

理、智能仓储、产供销一体化管理等解决方案。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重点培育推广非织造布生产过程数字化仿

真、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解决方案。 

纺织机械行业：重点培育推广纺织专用机器人、纺织装备数据互

联互通、车间物料智能传输、产线数字孪生、纺织装备远程运维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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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服装行业：重点培育服装三维设计、智能裁剪、柔性化生产、个

性化定制、物料智能传送、供应链管理、门店运营、平台化设计、平

台化营销等解决方案。 

流通领域：重点培育推广市场管理、仓储物流、智慧门店、柔性

供应链、精准营销、新型电商等解决方案。 

（八）行业数字化发展生态体系构建行动 

建立纺织行业数字化发展创新合作平台，促进产学研用

等各方资源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创新。推动行业数字化相关标

准的研制与宣贯，完善纺织行业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标准

试验验证平台。加强行业数字化发展研究，定期发布行业两

化融合数据地图，编写发布行业数字化发展白皮书、研究报

告。强化行业数字化相关领域的跨界融合，引入多方资源共

同促进行业数字化快速健康发展,并助力催生更多新模式新

业态。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统筹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各专业协会，统筹推进纺织行

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建立健全推进机制，组织引导相关骨干

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盟组织等加强沟通合作，形

成推进合力。设立纺织行业数字化发展专家委员会，支撑重

大问题研究，为行业和企业提供战略、技术、政策等咨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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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二）强化人才保障 

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培养一批服务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依

托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专业组织，构建数字化

转型专家人才梯队。针对 DCMM、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等标准宣

贯，培育具有较强咨询服务能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发挥相

关产业联盟、科研机构、服务商的作用，积极组织举办各类

专题培训。 

（三）开展试点示范 

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行业数字化转型走深向实。开展 DCMM 贯标企业试点、行

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基地建设、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建设和数

字化转型企业试点等行业试点示范工作，引导带动行业加快

数字化转型。 

（四）营造良好环境 

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主体地位，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保

护。开展行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技术、成果、经验等的宣传

推广，加强交流，凝聚共识。积极组织两化融合暨数字化转

型行业会议、讲座、培训班。发挥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

作用，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咨询、供需对接等服务。充

分发挥行业媒体在数字化转型宣传中的作用，扩大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