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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台R

■资讯速递R

抓住机遇、用好优
势，不断复制中国高铁
的成功经验，培育更多
高端制造新名片，推动
中国制造由大到强、阔
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10 月 17 日，东南亚第一条高

速铁路——印尼雅万高铁正式开

通运营。这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

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出海”。

同一天，中国中车获得塞尔维亚

客户订单，中国高速动车组首次

出口欧洲，成绩令人振奋。

从“赶超”到“领跑”，短短十

余年，中国高铁迈上一个大台阶，

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这其中

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善用

制 度 优 势 、市 场 优 势 、人 才 优 势

等独特优势，持之以恒推动产业

升级。

善用制度优势，握指成拳、合

力攻坚。高端装备工艺复杂、零

部件种类庞大，涉及上下游许多

环节。像一列“复兴号”高速列

车，有 50 多万个零部件，10 万多

个 接 线 点 ，5.6 万 个 数 据 确 认 项

点。实现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单

靠 一 家 乃 至 几 家 企 业 都 很 难 完

成。中国高铁的成功，依靠的正

是相关部门、科研院校、广大企业

等 各 方 面 的 同 向 发 力 、共 同 努

力。例如，动车组空气动力学的

研发过程中，各方快速达成共识，

政府部门快速审批，7 天就签署

协议，中国科学院院士牵头、三所

高校联合攻关、半年便拿出研究

成果。两个月后，研究成果即用

于新品。今后，更好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产学研政

等各方力量，加快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产业升级还将接续取得更大进步。

善用市场优势，以用促研，快速形成规模效益。产品

实现突破，产业发展壮大，重要环节之一就是交由市场检

验。中国高铁的成功，背后有着全球最大潜力市场的强

力支撑。全球运营速度最高的高铁、全球首条穿越高寒

季节性冻土地区的高铁、全球首条热带环岛高铁……我

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复杂的地质地貌，为中国高铁提供了

宝贵的“练兵场”。如今，我国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

各种气候环境和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运营高速铁路的国

家，高铁“出海”有了充足底气。今后，运用好市场规模巨

大这一独特优势，更多先进技术将加快成长，更多优质企

业将脱颖而出，推动产业水平持续提升。

善用人才优势，以高素质人才创新活力的竞相迸发

支撑创新成果接连涌现。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

步向人才红利转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

14 年，科研人才数量稳居全球首位，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日益壮大。中国高铁的成功，背后同样

凝结着许许多多高素质人才的辛劳付出：“大国工匠”管

益辉，带领团队进行了上千次的攻关与试验，发明了铸钢

分体式轴箱体，为中国高铁换上了国产“膝盖”，确保高铁

跑得快、跑得稳；高级工程师刘贞，一心扑在列车运行控

制系统底层核心技术的自主化攻关工作，打造高铁列车

“中枢神经”，确保高铁跑得安全……展望未来，立足人才

优势，综合采取创新研发机制、改革薪酬制度、加强技能

培训等一系列举措，让高素质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

极性得到更好激发，就能为产业升级注入源源动力。

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让我们

抓住机遇、用好优势，不断复制中国高铁的成功经验，培

育更多高端制造新名片，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到强、阔步迈

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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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

研究》课题组测算结果显示，以 2015 年为基期，2022 年中

国创新指数为 155.7。与 2015 年相比，中国创新指数年均

增长 6.5%，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快 0.8 个百分

点。与 2021 年相比，中国创新指数增长 5.9%。其中，创新

环境明显优化。“创新环境”领域包括每万人就业人员中大

专及以上学历人数、人均 GDP、理工类毕业生占适龄人口

比重、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比重、享受加计扣除减免税企

业所占比重等 5 个指标。以 2015 年为基期，2022 年我国创

新环境指数为 160.4，年均增长 7%。

（刘志强）

去年我国创新指数比上年增长 5.9%

本报电 日前，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的钢铁行业稳增长

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张海登表示，

钢铁行业要将稳增长工作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

有机结合起来，从实施创新发展、做好“双碳”工作、推进数

字化转型等方面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前三季度，钢材品种

结构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而优化，钢产量同比增长 1.7%，钢材

出口同比增长 32%，国内制造业用钢需求上升和钢材出口增长

成为支撑钢产量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 木）

前三季度钢产量同比增长 1.7%
近日，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取得新进展：14

组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项目在京集中签约，项

目涵盖新型基础设施、生物技术、智能网联汽

车等多个领域，涉及 23 家企业单位。14 组项

目中，既有央企间的资源整合，也有央地间的

协同发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

专业化整合是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

率。数据显示，2022 年，中央企业共实施专业

化整合项目 1272 个。其中，央企内部资源整

合项目 803个、央企间整合项目 154个、央地整

合项目 138 个、外部资源整合项目 177 个。今

年以来，已有两批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项目集

中签约。

“经过探索，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整合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整合范

围更加多元，涌现出一批改革样板和标志性

案例。”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说。

国家管网集团积极整合广东、浙江等省

份管道资产，推动“全国一张网”新格局加快

形成；中煤集团着力推进山西、内蒙古、新疆

等煤炭资源重点地区企业专业化整合，更好

发挥区域一体化管理优势；中国联通整合多

家专业公司组建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构

建起创新能力组织体系。

王宏志表示，通过深入实施专业化整合，

中央企业主责主业更加突出、资源配置效率

大幅提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在保障国家

安全、推动创新发展、畅通产业循环等方面的

支撑作用不断彰显。

下一阶段，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如何进

一步深化？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四个聚焦”：

聚焦横向合并，通过专业化整合增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实力。加大对关系国家战

略安全、关系未来发展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力

度，推动资源持续向主业企业、优势企业等集

中，重点培育行业内专业领军企业。

聚焦纵向联合，通过专业化整合推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把握好中央

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处位置，综合运用股权合

作、交叉持股、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保障供

给畅通有序；发挥中央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建

立产业联盟、产业生态圈，促进中央企业与各

类企业融通发展。

聚焦创新攻坚，通过专业化整合打造战

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引擎。充分发挥中央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整合上中下游企业资源，积极

参与国家实验室等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打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卡点”“堵点”。

聚焦内部协同，通过专业化整合夯实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根基。坚持“一业一企、一

企一业”，实现内部资源应整尽整、应合尽合，

塑造更加规范有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

局；坚持有进有退，腾挪更多资源投向战略性

新兴产业。

王宏志表示，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深化专

业化整合，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

撑作用。

央企专业化整合取得新进展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新视点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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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柯桥区，历经 40 多年，从“水上

布市”发展为“国际纺都”，全球每年有 1/4 的

面料在此成交。

江苏苏州盛泽镇，140 多平方千米土地上

集聚了 2500 多家纺织生产企业，年产各类纺

织品超 130 亿米。

纺织行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涵盖了

原辅料制造、纺织制造、服装生产等多个环

节。当前，中国纺织工业已形成全球规模最

大、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与国际

贸易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2022年，我国纺

织全行业纤维加工总量超过 6000 万吨，占全

球比重一半以上；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 3409.5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保持 1/3以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演进，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给我国纺织业带来哪

些新机遇新挑战？纺织业企业如何应变局、

育新机、开新局？记者进行了采访。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
应用，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稳步推进

走进位于盛泽镇工业集中区的京奕集团

生产车间，纱线一锭一锭接连下线，只听得机

器声阵阵，却几乎看不见工人身影。生产全

流程接入智能系统，技术参数可通过电脑实

时调节，纺纱和卷绕操作全部交由自动化机

器完成。

“去年，我们在短流程设备改造上投入了

5.6 亿元，新增涡流纺纱机 90 台。”公司总经理

陈路说，相较于此前采用的环锭纺纱工艺，涡

流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25 倍，工人也只

需原来的 1/10，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气废水

排放。

传 统 纺 织 业 属 于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 近

年来，纺织行业加快应用 5G、人工智能、物

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稳步

推 进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转 型 ，为 行 业 提 质 增 效

打 开 了 新 空 间 。 截 至 2022 年 底 ，我 国 纺 织

行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总体发展水平评

估 指 数 达 到 57.1，生 产 设 备 数 字 化 率 达 到

55.6％，智能制造就绪率为 14.6％；服装“三

衣两裤”单机与流程自动化基本实现，示范

企业生产流程中自动机使用率达到 80%，关

键 业 务 环 节 全 面 数 字 化 的 企 业 比 例 达 到

56.8%。

智能化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实现了

绿色转型。

“2002 年时，染 1 公斤布需 15 公斤水，现

在只需 4 公斤。”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总经

理濮坚锋介绍，水耗的大幅减少源于设备的

更新换代。

越新印染的数字化改造始于 2018 年。“每

台 80 多万元的气流缸染色机，新上了 91 台。

加上对前道设备、管控装置等进行改造，总投

入 1.2 亿元。”濮坚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改造

前，加工 1 米布的直接成本为 2.2 元，改造后只

需 1.7 元，以一年加工约 1.7 亿米布计，可节约

成本 8000 余万元，“不到两年，改造成本就收

回来了，后面还可持续产生效益。”

印染是纺织业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其

废 水 排 放 量 约 占 整 个 纺 织 业 的 70%。 近 年

来 ，随 着 绿 色 先 进 适 用 技 术 和 工 艺 的 持 续

推 广 应 用 ，印 染 行 业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断 提

高。据行业协会测算，近十年来，印染行业

废水处理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

下 降 30%左 右 、80%左 右 、90%左 右 ，单 位 产

品 水 耗 下 降 40％ 以 上 ，单 位 产 品 综 合 能 耗

下 降 30％ 以 上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由 15％ 提 高

到 40％。

升级改造需要投入真金白银。纺织行业

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 90%。为解决中小企业

“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不少地方采

取了务实举措。

“我们成立了产业更新工作专班，帮助企

业进行升级改造。”盛泽镇经济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孙健说，政府建立了自主更新项目库，首

批共 130 家企业入选，由专人和企业对接，还

派出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团队的技术专家

进驻企业，及时解决改造过程中的难点堵点，

“企业尝到了转型的甜头，变得敢闯、敢干，信

心更足。”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为千行百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废 旧 服 装 、边 角 料 等 废 旧 聚 酯 材 料 通

过 化 学 分 解 还 原 为 聚 酯 ，塑 料 瓶 回 收 后 经

去 杂 、混 料 、熔 融 、纺 丝 等 工 序 再 造 成 丝

…… 在 国 家 先 进 功 能 纤 维 创 新 中 心 ，8 个

废旧塑料瓶抽出的涤纶丝就可以织成一件

男士 POLO 衫。

“为了研发出可降解的原材料，我们攻克

了熔体粘度均化关键技术、大容量生产再生

纤维、长周期聚合运行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梅锋说。

更绿色更轻盈，是服装行业的发展趋势

之一。“店里 300 多种自主开发的醋酸面料，最

贵的要卖 100 多元每米。”浙江大树纺织科技

负 责 人 说 ，醋 酸 面 料 取 材 于 棉 花 等 天 然 植

物 ，质 感 柔 软 、吸 湿 透 气 性 强 ，又 不 易 起 静

电、不吸附灰尘，适合制作高档女装，市场空

间巨大。

近年来，纺织企业在立足消费者需求研

发新材料、推动功能升级的同时，也瞄准了千

行百业的原材料需求，持续拓展市场。

“这是我 们 自 主 研 发 的 超 纤 仿 麂 皮 材

料 ，用 于 汽 车 座 椅 、顶 棚 、方 向 盘 等 部

件 。”在 柯 桥 区 浙 江 梅 盛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钱 能 向 记 者 展 示 了 用 于 制

作 汽 车 内 饰 的 先 进 面 料 ，“ 我 国 汽 车 产 业

稳 步 发 展 ，给 汽 车 内 饰 带 来 了 广 阔 的 发

展 空 间 。”

钱能告诉记者，超纤仿麂皮材料兼具皮

料的质感和布料的柔感，还有耐摩擦、恒温隔

热等特点，广受业内认可，“当前，我们已与市

场上 80%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达成合作，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近 70%”。

大国重器中也有“纺织力量”。“港珠澳大

桥海底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需将重约 6000 吨

的钢筋混凝土接头吊装进海底 28 米深处。吊

装带就是由公司自主研发的抗蠕变海洋用涤

纶工业丝制成的。”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汤方明说，施工过程中，4 根由

13 万余根高强纤维丝组成的 40 厘米粗吊装

带，又稳又准地完成了吊装任务。

类似应用在各行各业还有很多：树脂基

碳纤维材料重量轻、刚度强，可用在 C919 大

飞机机身上；熔融纺丝纤维生物相容性好、耐

用性强，制成的可吸收支架可被用于医疗临

床手术；电子级玻璃纤维纱绝缘性好、机械强

度高，被广泛用于风电叶片的制作。

“我国纺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已从‘跟

跑’阶段全面进入‘并跑、领跑’阶段，高性能

纤维总产能占全世界比重超过 1/3，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等品种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下一步纺

织行业将聚焦关键基础材料及纳米纤维、智

能纤维等前沿纤维材料，继续开发高性能纤

维、产业用特种纤维等产品，全面夯实纺织科

技自立自强根基。

借助跨境电商“走出
去”，提升中国纺织服装品
牌影响力

9 月，米兰国际时装周；10 月，盛泽纺博

会 ；11 月，世界 布 商 大 会 …… 下 半 年 ，主 营

休 闲 、时 尚 女 装 面 料 产 品 研 发 、生 产 、销 售

的浙江朗贝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

晓鸣频繁参加国内外展会，推广品牌，拓宽

销路，“希望把中国设计与中国品牌带到国

际 舞 台 ，让 世 界 了 解 我 们 的 创 新 文 化 与 工

匠精神。”

作为纺织大国，我国有着全球最完整的

纺织服装产业体系，但一直欠缺国际知名品

牌。近年来，凭借过硬的品质和新颖的设计，

一些中国纺织服装品牌逐步在国际市场站稳

了脚跟：波司登羽绒服销售量、销售额实现全

球第一；亚光家纺的巾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份

额占比领先；孚日毛巾系列产品年生产能力

6 万吨，居全球第一。据统计，46 家列入工业

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纺织服装百家品牌”名

单的消费品牌企业中，32.6%已在国外市场开

设了线下店铺。

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也为我国纺织企

业加快“走出去”提供了有利契机。

金蝉窗帘，1988 年创立的老国货品牌。

2017 年，线上直播刚刚兴起，他们便入驻亚马

逊平台。“2020 年至今，平台销量年增速稳定

在 20%至 30%，去年平台销售额达到 7000 余

万元。”金蝉窗帘董事长杨来荣感慨，跨境电

商让金蝉品牌打开了国际市场。

“2022 年 ，全 国 纺 织 服 装 行 业 电 商 B2B
（企业对企业）交易额达 6 万亿元左右，服装

家纺网络零售额突破 2 万亿元，均保持稳定

增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副会

长徐建华表示，跨境电商已成为纺织业企业

和品牌减少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实现

快速响应以及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有效路径。

纺 织 品 牌 在 国 内 市 场 的 认 可 度 也 在 提

升。“近年来，纺织服装品牌建设与时尚设计

全面进入以自主原创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东

方美学、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逐渐成为时尚

主流。”孙瑞哲说。当前，国内主要大型商业

实体的服装家纺品牌中，85%左右为自主品

牌，原创潮流品牌消费规模占品牌消费的比

重已超过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持续推进纺织服装品牌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形成 20 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品牌和区

域品牌，进一步提升我国时尚引领力。

图①：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无人

化纤车间。

裘恩惠摄

图②：时兴纺整（苏州）有限公司实验室

内，员工正在进行酸性染料化料操作。

裘雨璇摄

应用新技术 研发新产品 拓展新市场

纺织行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刘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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