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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更高效，管理更精细”

对福建优安纳伞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翔鹏来说，
2023年有着特殊意义。“今年是公司数字化元年。在前期
数智化转型探索的基础上，我们要铆足劲大干一场！”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优安纳深耕制伞业 30 余年，
累计生产折叠伞超过10亿把，产品远销全球80个国家和
地区。目前，优安纳制伞多个环节已实现自动化，其中
最令王翔鹏骄傲的是“伞中棒智能生产线”。

伞中棒，是晴雨伞最核心的部件，设计精巧、配件
繁多、装配工序复杂，依赖手工组装，效率低，且面临
工人逐年流失、用工难以为继的困境。王翔鹏介绍，如
今有了智能生产线，一条线能替代八九名工人的工作
量，可全天候生产，节省90%以上用工。

生产车间内，数十台机械臂上下翻飞，通过静电吸
附，传送着不同类型的面料；剪裁车间内，大型裁床左
右平移，根据电脑制图样式完成一体化剪裁；缝制车间
内，数十台无人物料运输车在磁性导轨引导下，穿梭在
指定线路上，将各种面辅料准确送至不同工位……

在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宁波工厂，每天
约 85万件成衣从这里产出。申洲国际副总经理王存波介
绍，服装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订单规模上来
后，交货时间越短，就越容易受到大品牌青睐。为此，
申洲国际建立了纵向一体化的生产格局。

啥是“纵向一体化”？王存波说，就是打通从一根棉
纱到一件成衣的全产业链，自己织造面料、染整、印
绣、剪裁缝制成衣。“业内交货周期超过3个月的，我们仅
需45天，最快可在15天内完成。”正因为此，申洲国际的
客户名单中不乏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安
踏、李宁等国内外知名服装品牌。

取得这一成绩，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功不可没。
2005 年以来，申洲国际将过半的利润用于引进和研发先
进设备，投资数十亿元对生产线进行数智化改造。

王存波表示，数智化转型简化了员工的操作流程。
比如一道拉链工序，以前新员工两三个月可能都做不到
熟练，现在通过模块化技术应用，几天就能成为熟手。

同在服装行业的澳思智能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周
凯枫，自幼看着父辈在毛织业打拼，一步步从毛织作坊到
半自动化加工厂，他深知整个行业数智化转型的必要性。

这几年，澳思智能与蓝星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东莞
联通合作，打造“5G+工业互联网”及智慧园区，生产流
程进一步优化。制衣车间内运输效率提升30%，物流和信
息流协同运作成本降低20%，供应链效率提高20%以上。

“数智化不仅使生产更高效，也让管理更精细。”周凯
枫说，通过 MES、ERP等系统接通实现全流程数据化管
理，能更好掌握市场信息和上下游客户需求。通过 AI技
术应用，可实现精准营销，提高销售效率和销售额。

“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前不久，第 133 届广交会圆满落幕。在本届广交会
上，优安纳将展品根据东南亚、中欧等不同区域市场进
行划分，并集中展示新开发的系列产品。其中，花瓣彩
虹伞面、防回弹伞中棒、指南针伞柄、玻璃纤维双丸骨
等新品吸引不少客商目光。

“广交会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我们为
此次参展作了充分准备。”王翔鹏介绍，展会前就在抖音
及脸书上预热，展会期间持续发布实时资讯，向全世界
客商介绍优安纳产品，效果超过预期。

“今年广交会订单中增加了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客户。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排到 7 月，期待越来越多的‘订单
雨’。”王翔鹏说。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逐渐向好，实现平稳

开局。但同时，外贸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全
球贸易发展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特别是外需不振、地
缘政治等因素给外贸发展带来更大考验。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邬爱其表示，不少外贸企业
在继续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开始平衡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并将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投入国内市场。
双马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翠虹对出口转内销有着

深切体会。作为一家长期做外贸的厨房塑料用品生产企
业，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海外订单被取消，库存积压严重。

外部市场不景气，向内看，陈翠虹发现了商机。“当

时，很多国内消费者宅在家研究美食，不少人网购蔬菜处
理器、洋葱器、切丝器，原本不起眼的内销市场一下子亮眼
起来。”陈翠虹说，通过线上线下两手抓，积压货物在国内
市场走俏。今后要开发更多适合国内市场的产品。

更加重视国内市场，成了越来越多外贸企业的共同
选择。澳思智能开始布局国内新零售市场，周凯枫表示，

“双循环”背景下，企业需要加强对本土市场的开发和巩
固，提高对国内市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满足国内消费
升级和质量提升的需求。

为配合国内市场，优安纳正筹建柔性化生产团队。
“即使面对 100 把雨伞的小单量，也要能满足客户个性
化、定制化需求。”王翔鹏说。

出口转内销不是临时现象。“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短期看，是帮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促进外贸稳定发
展的应急之举；长期看，是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长久之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
副院长赵萍说。

“‘低端’还是‘高端’，取决于企业发展路径”

山东淄博宝泉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工
艺品出口的企业。“随着行业进步，我们在质量和工艺方
面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宝泉轻工总经理赵成水介绍，
检视自身工艺发现，工厂对产品料质上气泡、流纹的控
制，仅凭“可能”“80%把握”等模糊概念，缺乏精确数据
支撑。

如何破题？赵成水将目光转向数智化改造。近年
来，工业互联网发展势头正盛。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
平台推出的大规模定制模式，为很多传统外贸企业解决
了数智化转型难题。

去年，宝泉轻工携手海尔卡奥斯，投资200多万元建
设 5G+工艺玻璃窑炉智能车间。“转型前期首先要转变观
念。”赵成水坦言，作为一家传统企业，把使用了 20多年
的设备全部更换，实现数字化生产和管理，需要很大的
勇气和决心。

经过改造，工厂统计效率提高70%，生产设备故障率
降低40%，生产效率提高15%。同时，数据检测、监管保
障了窑炉运行最优，玻璃退火效果更好，产品成品率也
提高3%以上。

宝泉轻工的变化，是海尔卡奥斯赋能传统产业的一
个缩影。海尔卡奥斯淄博区域总经理刘军说：“多年来，
我们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已经覆盖平台软件、数字工
厂、区域产业服务领域，服务企业达8万家。”

很长一段时间，服装纺织业被认为是环保压力大、前景
黯淡的“低端产业”“夕阳产业”。王存波表示，作为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传统服装业，通过数智化改造，也能“科技范儿”十
足。“‘低端’还是‘高端’，取决于企业发展路径。”他说。

“服装面料种类多，产品款式多，把它们集成到同一智
能操控平台上，不是件容易事。目前已实现区块化智能制
造，虽然还面临挑战，但我们不会止步，仍专注于服装制
造，践行绿色、创新、开放的发展路径。”王存波说。

出口转内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邬爱其指出，中国
外贸形式主要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从事一般贸
易的企业对国内市场相对熟悉，国内国际市场转换压力较
小；而对加工贸易企业来说，转内销比较困难。“他们有生
产制造能力，但往往缺乏渠道和营销经验，品牌知名度不
高，需要相关方面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曾发布报告称，
电商平台作为促进供需匹配的高效渠道，能够成为外销
型制造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主阵地。

“电商平台具有大数据、供应链、营销等方面的优
势，且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加强了企业与消费者的双向联
系。”邬爱其说，更多外贸企业将牵手电商平台，变身为
国内市场的“宝藏工厂”。

中国外贸领域曾有个说法：生产数亿
件衬衫的利润才能换来一架大飞机。这既
反映出中国服装纺织产业规模庞大，也道
出传统产业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附加值
低，竞争力弱，利润微薄。

上世纪 90年代，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
荣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简言之就
是，在一条产业链上，以加工制造环节为
分界点，附加值最丰厚的区域分布在两端
的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环节，而中间
的加工制造则是价值洼地，利润较低，由
此形成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

一方面重视研发设计，一方面重视品
牌、市场运营，一些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将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加工环节转
移出去，淘汰低端产能，向“微笑曲线”两
端迈进。

由此，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但近年来有个词热度很高：高端制造业。
比如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
业都属于高端制造业，也有很高的附加
值，利润不输研发和销售，还成为当今产
业竞争高地和科技竞争前沿，这似乎打破
了“微笑曲线”理论。

实际上，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就
来自其制造环节所需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
艺和装备，这是包含了研发的制造，离不
开技术上的创新创造。道理放在所谓的“低
端制造业”同样适用，用人工和用高端智能

化设备生产同样的“低端”产品，效益也会
不同。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是不顾历史和
现实放弃、淘汰传统优势产业，一拥而上
搞高端产业。今天，以电动载人汽车、锂
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为代表的高技
术产业出口势头强劲，成为拉动中国外贸
增长的新动能，但也不能忽视以纺织、家
具、家电“老三样”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庞
大能量。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这一传统
优势产业曾为国民经济做出过巨大贡献，

至今仍是外贸出口的支柱之一。今年 1—4
月，纺织服装累计出口 6383亿元，同比增
长4.8%。

衡量一个产业是高端还是低端，与其
看“产什么”，不如看“怎么产”。所谓的“低
端产业”，走绿色、创新、开放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也能跻身价值链上游。作为服装
代工厂的申洲国际将过半利润用于引进和
研发先进设备，投资数十亿元对生产线进行
数智化改造，连续多年净利润率达 20%，远
超行业 10%的普遍水平；江苏大生集团打

造5万锭全流程数字化车间，生产效率提升
10%。服纺行业正努力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传
统面貌，用更足的“科技范儿”支撑更高的
价值含量。

价值来自不可替代性。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
作，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必须依靠
创新创造。诚然，斥巨资更新设备工艺、
耐着性子搞创新创造，对许多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来说存在不少困难，但这是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攀登价
值链上游、形成竞争优势、擦亮企业品牌
的必然选择。

传统产业要向价值链上游攀登
康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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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记者采访了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等地的部分外贸企业，发现面对近几年原料成本、人力成本

抬高以及新冠疫情冲击、外需不振等挑战，很多外贸企业主动应变，有的向数

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有的尝试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出口转

内销，转出新机遇。

专家表示，外贸企业的探索，是基于国际竞争环境变化所作的积极反应。

通过转型升级，中国产品和品牌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有望打开更为广阔的

市场，在满足更多差异化需求中实现更大发展。

图①：澳思智能生产车间内，工人使用
平板电脑进行数据采集。 澳思智能供图

图②：宝泉轻工车间数字化管理大屏显
示着各项数据，方便管理。 宝泉轻工供图

图③：申洲国际生产车间内，机械臂正
在自动松布。 申洲国际供图

图④：位于重庆市垫江县的重庆捷力轮
毂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
正在加工摩托车零部件。该公司自主研发摩
托车、汽车铝合金车轮模具及产品，现已拥有
专利项目100余项，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巴西、
印尼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④

▼

在
江
苏
省
宿
迁
市
宿
城
区
龙
河
镇
一
家
民
营
纺
织
企
业
智
能
化
车

间
，
工
人
正
加
紧
赶
制
销
往
海
外
的
订
单
产
品
。

陈
少
帅
摄
（
人
民
视
觉
）

推进生产数字化、智能化，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擦亮品牌，外贸企业主动应变
本报记者 史志鹏

推进生产数字化、智能化，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擦亮品牌擦亮品牌，，外贸企业主动应变外贸企业主动应变
本报记者 史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