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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新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织带行业发展愈显艰难,急需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在此背景下

以东莞百宏实业有限公司为具体案例,介绍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及设备升级等方面的实践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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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新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织带

行业发展愈显艰难,必须通过对人力、设备、技术等各

项资源的创新和综合管理来实现转型升级,在新经济

潮流下焕发出更多的光彩。

1 织带产业技术创新

1.1 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企业若想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不断提升竞争

力,而技术创新力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持续

发展的重要决胜因素。因此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应是

每个企业不断发展的内在核心。要提高企业管理水

平,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用信

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信息技术建设势在必行。
对企业来讲,在资源有限和用工紧张的情况下,全

面实现机器智能化,提升其工作效率,才能提高企业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1.2 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

1.2.1 研发平台建设

本公司重视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设有专门的技

术研发中心,拥有完整的管理与研发队伍,专职负责技

术与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在行业领先的基础上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重点,以原始创新为主线,
通过“广东省特种编织与复合织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及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能力。

1.2.2 专利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申请

加大研发项目经费和人员投入的力度,每年进行

多项研发活动并实现多项科技成果转化,包括专利产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从而在技术研发领域全面提升了

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采用新技术研制生产的全新型

产品,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既得到

了客户的较高认同,又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

双面同步数码彩印编织物、编织束头织带(鞋带)、数码

UV彩印束头织带、高抗溶剂涤纶织带和高效绕转工

艺粘扣带等产品其工艺均属行业首创,并获得了产品

专利。
表1、表2是公司近两年的高新技术立项项目统

计。
表1 公司2016年立项项目

项目名称   对应产品
项目预
算金额
/万元

经编多梳栉立体提花技术的研发 提花织物 500
自粘粘扣带分卷退料一体成型机的研发 粘扣带 80
多色纱复合加捻迷彩效果编织工艺技术的研究 织带 80
带状织物连续点胶接压束头工艺的研究 鞋带 50
带状织物连续切带及同步束头工艺技术的研究 鞋带 60
防滑立体棱角变形编织技术的研究 鞋带 100
带织物香蕉束头的织造成型技术研发 鞋带 160
提花涤纶面料无纸化直喷彩印的技术研究 提花织物 180
双组分共混复合粘扣带耐水洗及耐酸碱技术的研究 粘扣带 50

1.2.3 校企合作

企业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产学研结合是有效途

径,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在各自领域的

优势,提高纺织行业整体人员素质。本公司与五邑大

学建立了校企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展了技术项

目合作,如共同参与研究开发“功能粘扣带弹性带织带

研发”、“提花涤纶面料生态环保关键技术研究”、“功能

性经编材料研发及产业化”等,不仅提高了公司自主研

发能力,同时技术上的创新使公司获得了市场竞争优

势地位,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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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公司2017年立项项目

项目名称   对应产品
项目预
算金额
/万元

关节及腰背康复用网布的编织技术研究 提花织物 380
镂空透明弹性织带的制造技术研究 弹性织带 100
螺旋纹立体复合织物的编织技术研究 织带 80
具有隐形防伪标志织物的织造技术研究 织带 200
特氟纶织带弯曲焊接一体成型工艺技术的研发 织带 180
射出勾自动贴合冲型设备的研究 粘扣带 150
射出勾洗整烫处理设备的研发 粘扣带 180
农作温室用自粘粘扣带制造技术研发 粘扣带 200
可自动识别束头的切带设备的研发 鞋带 150
棉织带抗高耐磨技术研究 鞋带 120

2 人才战略的实施

人才是创新的关键,织带业要实现产业升级,一个

重要环节在于人才培养,企业的人才投入可以有效促

进企业创新。因此本公司把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发

挥人才的作用作为用人重点。人才战略已成本公司具

有创新能力的关键,且创建了适合各类人才发挥潜能

的良好机制。既引进了具有高水平的拔尖人才,又培

养了一批能独当一面的实用型人才。

2.1 人才引进

用机器换人实现生产主体更换,本质上是用资本

和技术替代劳动力。从产业发展规律看,使用新机器、
新技术时会减少直接操作工人,但研发、销售、服务部

门的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故从整体上看,这样的升

级改造实质上会推动人员素质的提升和进步。同时要

求企业在招聘时要实施人才战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

地挖掘有创新力、钻研能力的技术型高素质人才。

2.1.1 社会招聘

通过各大知名网站进行人才招聘,网罗全国各地

的人才,特别是针对特殊技术岗位采用社会招聘尤为

重要。另外,以内部推荐为辅,采取老员工推荐的形式

来招聘。这种内外相结合的招聘方式,既有助于企业

照顾到原有职工,又可引进新鲜血液增强了企业发展

的活力。

2.1.2 校园招聘

在毕业季来临时找到专业对口的高校,进行专业

技能与工作岗位对接,发掘出优秀的毕业生。近几年

本公司一直在致力于开发“越南纺织”项目,借助于该

区域劳动力优势,在该地区建造新工厂。基于技术骨

干饱满而越语擅长者匮乏现状,本公司人事课寻找设

有该小语种的学院,在毕业来临之时通过校园宣讲,高
薪诚聘了数位精通此语言的应届毕业生。同时通过开

设专门的课程进行相关的语言辅导与培训。这项人才

引进战略不仅使公司走出了越语人才资源匮乏的困

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高校学生的就业困难。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公司与学校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效

果。

2.2 校企联合培养人才

通过与五邑大学共建“五邑大学硕士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建立人才输送体系引进工程硕士研究生,
为纺织科学与工程领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支撑,
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3 设备升级

本公司每年增加科技和创新投入,始终坚持稳健

发展,不断引进先进、高效的自动化设备。通过“机器

换人”有效减少了劳动用工量,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提
高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升了产品优良品质率,确
保安全、环保生产,实现了“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
发展目标,使公司产值与销售额迅速增长。

公司购置了电子控制窄幅织机、高速编织机、圆形

针织机、拉舍尔经编机、染布机、自动整经机、落地式织

带机和落布机等设备,在鞋材的整个生产环节实现了

自动化。公司资源效力显著提高,综合成本下降明显,
企业形象与市场竞争力均得到提升与加强,企业营业

收入每年增长15%以上。表3是公司设备升级前后的

生产效率比较。

表3 公司设备改进前后的效率对照

设备名称    改进前    改进后   

编织机械自动卷取装置 一人看20台,产能9601.2m 一人看30台,产能14630.4m,且品质稳定

传统自动整经机 每人看5台 每人看8台,且品质稳定

电子控制窄幅机 每台需调试6h 每台需调试1.5h
双针床经编机 每台需调试8h 每台需调试2h
更换花盘双针床经编机 3人更换花盘需2h 需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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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企业不论是设备、技术革新,还是人才引进,都需

要在总体目标战略下去统筹协调,整合资源。面对未

来的织带产业公司仍需顺应互联网发展大潮,摆脱

B2B营销模式,顺应多种新型互联网模式(O2O、O2C)
的整体趋势要求,推动互联网在织带产业中的应用。
通过开发出更多资源管理方式,实现网络精准营销和

提高企业品牌影响力,满足多领域市场需求,实现织带

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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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InnovationofStrapWeavingIndustry
———TakeDongguanPaihongIndustrialCorporationLimitedasExample

CHENYu-feng
(DongguanPaihongIndustrialCorporationLimited,Dongguan523900,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high-techandinternet,thetraditionalstrapweavingindustryisbecomingmoreandmorediffi-
cult,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talentintroductionareneededurgently.Underthisbackground,takingDongguanPaihongasexam-

ple,thepracticeandachievementsofenterprisesintechnologicalinnovation,talentintroduction,equipmentupgradewereintroduced.
Keywords:strapweavingindustry;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technologicalinnovation;talentstraining;practiceeffect



中国纺织业仍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

  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获悉,未来中国纺织工业

仍将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其增长动力主

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稳定性力量。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纺织行业主要指标增速回落并趋于平稳,但庞大

的经济体量和产业规模仍将为未来纺织工业的创新发

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纺织工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与产业

配套,原料、加工和终端环节之间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

性,这使得行业价值链上一个环节的创新可以在另一

个环节得到应用转化,能够激发创新的叠加效应等,从

而为行业创新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第二个方面是增长性力量。目前中国居民人均衣

着消费支出随着消费收入的增加而稳定增长。此外,
由于规模大、体系全、发展程度差别大,中国纺织工业

的供给转型对于不同层次、不同品类的技术与产品都

有巨大的需求,中国纺织业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蕴

含巨大市场空间。
第三个方面是应变性力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等,这些都将拓展中

国纺织工业的发展空间,强化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此

外,日渐完善的创新生态也能增加应对复杂环境与多

变预期的适应能力。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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