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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绍兴印染企业在绿色绩效管理、科技创新能力、高端产能、绿色产品标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

“双碳”目标下绍兴印染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技术监管,升级印染装备及优化生产工艺,加强投入,减

量提质等措施,改变绍兴印染产业低端同质化的现状,提升绍兴印染行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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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作为传统纺织大市,纺织产业一直保持高速

发展,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优势产业,尤其是印染

业,其产能占全国三分之一、全省二分之一以上,但由

于该产业存在“低散乱”现象,饱受高耗能、高成本、高
污染的困扰。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占用全市工业约三分

之一的能源、约三分之二的取水、七成以上的排污,但
只贡献了全市不到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绍兴印染产

业面临产业提升与转型的挑战,在双碳目标下,亟须走

出一条低碳绿色发展的道路。

1 研究背景

经合组织(OECD)早在2011年就提出低碳绿色

发展理念,即低碳发展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

防止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资源的不可持

续利用。涉及低碳理论相关研究有石敏俊等[1]的低碳

绿色发展理论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经济增长与

资源环境负荷硬脱钩;二是将可持续性作为生产力。
关于低碳绿色发展绩效相关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应包

括经济总量、效率和结果3个要素的结构。王圣云

等[2]提出通过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促进产业低碳绿色

发展,并使得生态环境得到高效保护。传统产业在双

碳目标下,低碳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核心包含绩效测度

方法及绩效考察因素。关于低碳绿色发展绩效测度方

法研究主要有多维综合及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法。多维

度综合测度法在界定生态绿色发展绩效内涵的基础

上,选取多个指标构建发展绩效多维测度指数。如苏

利阳等[2]围绕生态与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

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薛雨静等[4]从财务绩效、
社会绩效、绿色绩效3个层级构建传统企业综合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吴传清等[5-6]分别采用熵权-TOPSIS
法,引入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BM 模型测度评估长江经

济带的总体工业发展情况及其工业发展效率。全要素

生产率测度法有Pittman[7]首次把“非合意”产出纳入

生产率分析过程;Chung等[8]提出方向性距离函数

(DDF)与 Malmquist-Luenberger(简称 ML)指数使考

虑了“非 合 意”产 出 之 后 的 生 产 率 测 评 变 得 合 理;

Tone[9]引入包含松弛测度的SBM 模型,有效克服了

径向与角度缺陷。对影响传统产业双碳目标发展绩效

因素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已有研究主要从投入产出指

标和宏观及外部环境因素(如环保规制、产业集聚情

况、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等)的角度研究绿色发展效率

或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Manello等[10]分析了环保制

度对部分欧洲国家的化工企业环境经济效率的影响。

Jiahuey等[11]研究表明环保政策引发的成本增加,进而

显著提升化工行业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
综上所述,产业低碳绿色发展相关研究多针对一

般产业,将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作为投入要素,总产值

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较少

针对印染行业专用的投入产出指标,如工业用水、水污

染、碳排放等。同时已有研究多关注产业发展对环境

影响,且多为定性分析,较少涉及定量性战略性的发展

策略,探究产业生态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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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尤其对制约绍兴印染产业低碳绿色发展绩效提

升的阻碍和驱动因素分析不足。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视

域出发,结合绍兴印染行业具体特性,构建绍兴印染行

业生态绿色发展绩效多维测度指标体系,揭示绍兴印

染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绩效提升的驱动机制,形成

绍兴印染产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2 绍兴印染产业问题分析

2.1 分析思路

遵循绍兴印染行业发展历史脉络,打造印染行业

生态文明示范区,引领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定位要求,
按照“问题提出→文献回顾(理论提炼)→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

2.2 问题分析

(1)印染企业绿色绩效管理不够到位。通过政府

引导及政策管控,绍兴印染企业节能减排的意识有所

提升,但由于绍兴大多印染企业规模不大,管理水平

普遍不高,管理方式比较粗放,存在较多的管理漏洞,
同时由于企业本身技术水平与设备等因素影响,不少

印染厂仍旧存在过度的能源消耗及用水超标现象。在

用能用水时,虽然企业管理层早就意识到绿色节能的

重要性,在政策和制度传达中,充分强调节能节水重要

性,但实际操作中,对于一线员工培训和管理落实度不

够,同时也没有针对一线员工的绩效考核制度,难以调

动其积极性。
(2)印染企业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从政府、高

校、企业角度未能形成一套富有成效的生态绿色技术

引进和研发的综合规划路径。虽然已经有了成熟的超

流体CO2染色技术、无水染色技术、生物质染色技术

等,但目前由于引入成本及技术水平限制,相关技术很

少在绍兴印染企业得到应用。同时部分绿色加工技术

仍旧以引进为主,一些关键性、集成性的技术难以引

入,绿色科技竞争力弱,企业在绿色技术开发方面动力

不足,投入不够,难以形成系统性、稳定性的创新制度。
在政府层面也存在基础性研发投入不足,引导力度不

够等问题,导致印染企业即使在绿色生产、节能减排等

领域投入了时间和资本,但鉴于政府在相关投入上的

补助或激励措施不够到位,难以调动企业主动参与的

积极性。
(3)印染产业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由于

印染产业特殊性,对面料染色工艺及色差控制非常严

格,以主要设备———机缸为例,为了适应多种需求,不
少印染企业配备多机缸,每一机缸只对应单一颜色的

面料染色,这样根据客户需求,需要配备大量机缸应付

生产需求,导致备用设备增加,而利用率普遍不高,既
造成固定资产的增加,又占用大量厂房空间,造成利润

缩水。部分企业大浴比的机缸(浴比1∶10)尚未淘汰,
是小浴比机缸(1∶4)排污水量的2.5倍,对水资源占

用大。同时不少印染企业管理模式粗放,采用ERP管

理的企业数量较少,且大多印染企业尚未完成水、电、
气能的三级计量管理,行业整体管理水平混乱,造成利

润严重下滑,产品利润不足加工费的5%,目前印染行

业低端产能印染布的平均加工费在每米3元左右,产
品利润每米仅为0.05~0.15元,而高端产品的利润率

高达每米20~30元,且供不应求,两者的差距很大。
(4)印染企业绿色产品适用标准不够严格。相比

国际生态纺织品研究和检验协会发布的Oeko-Tex100
标准,中国国标 GB/T18885—2009和 GB18401—

2010存在一定差异。首先测试内容上,Oeko-Tex100
标准涵盖388项内容,而我国 GB/T18885—2009标

准为172项;同时涉及同类指标,也存在标准不严问

题,如游离甲醛含量Oeko-Tex100限量是16mg/kg,
国标为20mg/kg,GB18401—2010的pH值是4.0~
8.5,而Oeko-Tex100则是4.0~7.5,而对有毒有害物

质如三氯苯酚、多环芳烃、全氟化合物、溶剂残余、短链

氯化石蜡等都没有相关的限量要求。这些标准一定程

度制约了印染企业产业升级的动力和积极性。

3 绍兴印染企业转型升级对策

3.1 基本思路

通过动态分析绍兴印染产业相关的各驱动因素对

产业绿色发展绩效的正、负反馈关系,探寻制约绍兴印

染产业绿色发展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据此确立产业发

展绩效提升策略。考虑绍兴印染行业相关的资本、人
力、能耗、用水、产业GDP、空气优良率、污水排放及处

理、PM2.5和碳排放指标等历史数据,可得绍兴印染产

业未来绿色发展绩效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设计环境规

制、科技创新、产业集中度、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等政策

实施方式。从绍兴印染产业可持续发展视角,探索低碳

绿色发展绩效提升驱动机制,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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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绍兴印染产业低碳绿色发展基本思路

3.2 对策分析

(1)加强政策引导与技术监管。政策上为提升绍

兴印染企业的整体水平,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或税收补

贴等,持续实施产业集聚工程,这样既能提升印染行业

水平和竞争力,也利于改善绍兴水和空气整体质量。
在集聚实施期间,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和检查,通过

设定集聚标准和验收标准,达到预期集聚效果。技术

监管上可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对印染企业

用水排水、电力和气消耗、染化料和助剂使用量等数据

进行实时监控,一方面可监管其是否存在异常或违规

行为,同时也可根据使用的数据变化和企业间的数据

差异,在节能降耗、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提出

优化方案,这样既可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促进生态

环境进一步优化。
(2)升级印染装备及优化生产工艺。装备上可逐

渐削减高温高压定型设备,淘汰导热油锅炉等高能耗

设备,优选中温中压定型设备,引进“无水染缸”技术、
特宽幅印花及染色技术。工艺管理上可优选清洁能

源,在印染企业聚集区实施集中供能、供气,实施中央

控制水、气、能源,甚至染化料、助剂、余热回收、污水废

水回用等领域都实施中央控制,进而减少企业的能源

和原料的浪费,让印染企业能实现绿色高效持续发展。
(3)加强投入,减量提质。印染企业投入上,既要

加强软硬件方面的投入,也要增加时间、人力等领域的

投入,通过定期组织学习交流,增加企业员工技改奖励

力度,组建企业间合作的减排小组等方式,将企业节

能、减排措施落实到位;同时注重印染产业结构优化,
将绿色染整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率提升到50%以

上;借助现有的平台如“印染大脑”、柯桥高校入驻的研

发孵化园、浙江省“千人计划”平台,绍兴产业、时尚创

意园区等平台,提升绍兴印染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减量提质则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将高能耗、低效

益的中小印染企业淘汰或重组,建立强制退出机制,进
而促进绍兴印染企业的健康成长。提质上还可以借助

机器换人的东风,将企业过度依赖人工加工的问题,提
升到产业自动化、数字化的水平上来,由于印染企业生

产的特殊性,对人的健康有一定影响,因此利用信息技

术,实施智能制造,对于印染企业意义重大。

4 结束语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看绍兴”。绍兴作为

纺织面料生产大市,其印染行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绍兴印染行业部分地区依旧存

在效率不高、能源消耗大、利润低下的问题,因此从可

持续发展视角,建立绍兴印染产业在双碳目标下,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的新模式,对促进绍兴

印染产业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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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considerationoftheexistedproblemsingreenperformancemanagemen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bili-

ty,high-endproductioncapacity,greenproductsstandardsandotheraspectsofShaoxingprintinganddyeingenterprises,thispaper

putsforward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pathunderthe"dualcarbon"goal.Throughstrengtheningpolicyguidanceandtechni-

calsupervision,upgradingprintinganddyeingequipmentandoptimizingproductionprocess,strengtheninginvestment,reducing

quantityandimprovingqualityandothermeasures,thestatusoflow-endandhomogeneityofShaoxingprintinganddyeingindustries

wereChanged,andthedevelopmentlevelandcompetitivenessofShaoxingprintinganddyeingindustrieswereraised.

Keywords:printinganddyeing;upgradingofindustries;dualcarbon

·23· 纺织科技进展            202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