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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面临转型的背景下,以山东纺织服装

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业现状及发展方向,为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准确把脉山

东纺织服装产业向智能化、集群化、互联网化方向转型升级,并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护市场运行、提升产业集群

能级、重视产业技术改造、建设互联网平台、强化品牌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实现纺织服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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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纺织服装产业的经济增长态势有所减缓。全球经济疲

软形势严峻,中国纺织服装经济恢复深受疫情反弹等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面临艰巨的产业转

型升级挑战。山东省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综合试验

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1]。如何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及任务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背景下,探索变局下推动

山东纺织服装高质量发展,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

大课题。

1 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面临劳动力成

本上涨、境外工厂冲击、消费需求升级等问题挑战。纵

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现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纺

织服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多数企业特别是中

小型纺织服装企业还处于贴牌加工、模仿加工的低端

生产模式,初级加工比例较高、产品结构相近、价格恶

性竞争现象突出[2];在新产品研发、创新营销模式、与
互联网融合、跨界融合方面仍欠缺;人才引进机制不完

善、技术储备不足、企业研发部门效率不佳,这些因素

都使得纺织服装行业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纺织服装

行业为积极适应新业态,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科学有效推动纺织服装产

业供给侧改革,联合使用市场机制、经济政策等手段多

举并施、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巩固完善纺织服装产业

链,推进纺织服装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实现纺织服

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山东纺织服装产业现状及发展方向

2.1 山东纺织服装产业现状

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纺纱、织
造、服装等配套工业体系,成为山东“五大”万亿级重点

支柱产业之一,是山东提高就业容量和就业水平的重

要民生产业。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联合山东省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对近两年山东纺织服装发展情况调研发

现,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弱化态势明显,行业利润率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有梭织和产业用纺织品的利润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滨州、潍坊、菏泽三地市纺纱产

业规模较大,但产业发展与地区经济运行缺乏互动;青
岛、烟台、威海以纺织和服装加工为主体,涌现出红领、
南山智尚、迪尚等在山东省制造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

龙头企业,但大企业带动当地产业的能力不强,产业链

附加值及效益均不高。围绕山东纺织服装产业新旧动

能转换过程中暴露出的内生动力不足、制造方式亟待

转变、高质量发展任务紧迫等压力和考验,山东省需加

快传统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价值链协同发展,推进山东经济的可持续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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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山东衣着类居民消费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反映了2018~2020年衣着类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和物

价实际变动情况。2020年统筹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

隔离、减少人与人之间接触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居民对纺织服装品的消费,故2020年山东衣着类居

民消费指数波动幅度相较于2019年明显放缓,但整体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居民购买力力较好,市场供需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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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东衣着类居民消费指数

2.2 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方向

2.2.1 智能制造赋能纺织服装产业提档升级

改造提升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引导企业技术创新

与研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我省产业基

础和促进产业链智能制造水平。大数据智能生产管理

系统完成订单、生产、包装、仓储、物流等环节,实现人

-机-物、产-供-销的对接;对生产制造车间及设备

进行数字化升级,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完善

以智能化为主攻方向的研发设计,打造特色鲜明的专

精产业集群。如采用自动吊挂系统既可以把裁剪与缝

制线连接起来,又实现了物料快速转移和传递过程中

流动模式的可视化;再如采用自动裁床、自动开袋机、
自动钉扣机等智能设备为产品标准化、精细化生产奠

定基础[4]。

2.2.2 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纺织服装集群发展

着眼于纺织服装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好产业把脉

并制定具体的扩链、补链、强链发展总规划。利用纺织

服装工业集群的经济规律推动集群经济与供应链的融

合发展,对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纤维材料制

备、印染后整理、面辅料生产、服装设计加工、商贸物流

等环节进行构建,配合实施技术改造并培育专业化、精
细化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聚焦客户需求及小量多单的

订单状态,整合多元化的供应链资源和客户资源,烟
台、青岛、威海三地区充分发挥其沿海地缘在对接国际

化纺织服装项目、时尚品牌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优势,搭

建协同各方力量参与资源对接的平台,联合形成胶东

半岛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区。

2.2.3 “互联网+”推动纺织服装经济提效增值

改善营商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精准定位纺织

服装发展,将一切提升经济效益的要素连接起来,以信

息化平台为载体,大数据集成与互联互通驱动生产,推
进“5G+纺织服装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工业“互联网

+”的实施及传统服装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

级[5]。掌握市场发展动向,及时预测市场需求,研究消

费者行为和发展趋势,开发快速柔性化生产供应模式,
优化升级个性定制、智能生产、网络协同和数字化等资

源,确保满足客户的柔性需求。另外,受2020年公共

卫生事件的影响,为满足市场需要变动,构建互联网化

的供应链和营销渠道,如线上购物、直播带货等新兴业

态为疫情期间时尚产业新增长点。

3 山东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3.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束缚,重视市场经济规律,深
化纺织服装产业创新管理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背景下,纺织服装可持续发展是传统产业结构转型

的必然选择。紧紧围绕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科学利用

“三去一降一补”措施,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寻找适合山东纺织服装产业经济循环的道

路。确保落实各项支持山东纺织服装产业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简政放权、降低税负,优化纺织服装业公

平竞争的行政、商业环境,形成“科技、教育、政府、金
融、人才与制造业”几个领域的协同发展。减少政府越

位、缺位、错位现象,健全行业服务体系,防止政府部门

过多干预微观事务,精简行政审批环节,在知识产权保

护、市场秩序维护、行业监管等方面严格把关,推进我

省经济健康、平稳、较快发展。

3.2 提升产业集群升级

优化山东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建设,从支持单个技

术改造项目转向产业链升级,统筹谋划纺织服装产业

集群布局。骨干企业及科研院所共同构建公共服务和

基础技术服务平台,联合引进先进设备并开展关键技

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从资助个别企业技术改造转向

支持以龙头骨干企业辐射区域内其他纺织服装企业,
建立大中小企业融通、分工合作和良性竞争发展。促

进集群内各企业知识、信息、技术资源共享,打造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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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织造基地、高端纤维材料基地、服装设计成果孵化

基地、创意品牌营销基地、纺织品检验检测中心和现代

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发挥政府和集群内公共平台的

引导和服务作用,共同构建山东纺织服装产业优势互

补、资源互用、协作度高的产业链和产业群。

3.3 重视产业技术改造

技术改造在纺织服装产业转型与发展、提高产品

竞争力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投资省、见效快、效益高

的特点。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依托政府部门搭台,龙头

骨干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技

改方向,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进智能化技术改造,促
进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企业重视智能制造技术研发,
增加先进设备的投入和现有设备的更新改造,将效率

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做好绿色、低
碳、环保的纤维原料和绿色纺织品的开发工作,推动产

品向多元化、高端化、差异化方向发展,提高纺织服装

的质量、品质、档次和附加值,使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完

成产业转型并向高层次发展。

3.4 建设快速反应和精确生产平台

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相结合推动山东纺

织服装实体经济创新,鼓励并尝试“制造业+服务业”、
“制造业+互联网”、“制造业+智能化”等多渠道的结

合与创新,采用服装C2M(CustomertoManufactory)
模式,即用户直连制造,将自身供应链直接与消费者有

效衔接,实现生产制造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使供给

侧适配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6]。完善电子化供应链平

台,通过3D量体、个性化定制的设计模式实现成衣定

制的工业化自动生产,解决零售环节小批量、多订单的

问题;智能展厅、电子橱窗展示等功能,线上和线下的

结合增强客户的积极参与度与体验感,提高网络冲击

下的零售经营效率,推动实体零售转型升级;智能服装

生产系统实现流水线数据查询,物料位置可查、数量可

查等提高工厂生产线快速反应速度,避免生产库存堆

积,最终制造出低成本、高质量、灵活多变且适合客户

个性化需求的产品。

3.5 强化纺织服装品牌建设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靠独

立自主、科技创新、重抓质量,把握山东纺织服装产业

新旧转型升级关系,解决基础服装产能过剩和时尚产

品供应不足的矛盾。一方面分析纺织服装产能过剩的

原因,从资源配置、规范市场竞争、扩大需求等角度化

解供给和需求结构矛盾所导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
将艺术设计、文化创意等新元素深度融入时尚服装,深
入实施品牌强省战略,发挥大品牌示范带动中小品牌

协同发展。鼓励企业构建品牌创意孵化基地,推广先

进纺织服装营销模式,如“新材料+科技纺织+时尚品

牌”模式、“智慧蓝海”模式,加快产品的研发与市场转

型,共同打造市场影响力大、美誉度高的终端消费品

牌。

4 结语

山东纺织服装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

爬坡转型压力,针对纺织服装粗放式发展模式过程中

存在的产能效益不高、产业链不完善等关键问题,应当

加大纺织服装企业关键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形
成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新动能。充分发挥互联网在

纺织服装行业的融合应用,促进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

级,拓宽经济发展空间,释放纺织服装创新内生动力。
推动纺织服装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多平台合作

共赢、提质增效的形成,融合发展新优势,探索可持续、
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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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要包括羊绒制品、羊绒企业、羊绒出口、产业集群4
个方面,毛纺织行业、博览会、鄂尔多斯羊绒是目前最

前沿的研究热点。
综上所述,关于羊绒产业领域的未来发展研究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各研究机构学者之间需要加强合

作,围绕研究热点和前沿做出突破性进展,为推进羊绒

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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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ResearchTrendsandHotspots
ofCashmereIndustryinChinaBasedonCiteSpace

LICheng-wang,XIAOLan*

(CollegeofTextile,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ofChinesecashmereindustry,theCiteSpacesoftwarewasusedto
visuallyanalyzeChinesejournalliteraturedatafromthe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CNKI)thatresearchadthecash-
mereindustry.Theinstitutionalcooperationmap,authorcooperationmap,keywordclusteringco-occurrencemap,keywordemer-

gencediagramandkeywordtimezonediagram wereobtained.Theresultsshowedthatcashmereproducts,cashmereenterprises,

cashmereexportsandindustrialclustersweretheresearchhotspotsofrelevantresearchliteratureonthecashmereindustry.Wooltex-
tileindustry,expositions,andErdoscashmerewerethemainresearchtrendsat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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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Path
ofShandongTextileandApparelIndustryundertheNewSituation
WANGJi-xiang1,ZUOHong-fen1,*,SONGShuai2,JIANGShuo1,SONGXiang-qian3

(1.CollegeofEngineering,YantaiNanshanUniversity,Yantai265706,China;

2.DepartmentofApparelEngineeringandManagement,ShandongVocational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Tai'an271000,China;

3.TechnologyResearchandDevelopmentDepartment,ShandongNanshanTextileClothingCo.,Ltd.,Yantai265706,China)

  Abstract:Inthecurrentprocessofpromoting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oftextileandgarmentindus-

trywasfacinganurgentneedoftransformationduetothenewpneumoniaepidemic.TakingShandong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as

theresearchobject,itsindustrialstatusanddevelopmentdirectionwerestudied,toprovidereferenceforrealizinghigh-qualitydevel-

opmentofShandong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Theresearchshowedthatthe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inShandongshouldbe

transformedandupgradedinthedirectionofintelligence,clusteringandinternet,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textileand

garmentindustryshouldberealizedthroughaseriesofmeasuressuchasdeepeningthe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maintainingthe

marketoperation,improvingtheenergylevelofindustrialclusters,attachingimportancetoindustrialtechnologicaltransformation,

buildinganinternetplatformandstrengtheningbrandbuilding.

Keywords: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intelligentmanufactur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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