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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22年，长乐化纤业实现产
值1264.82亿元，同比增长11.5%。

在长乐区化纤协会会长陈飞看来，这个
亮眼数据似乎在意料之中。“从‘草根工业’
起步到如今的参天大树，长乐传统纺织在瞬
息万变的市场中闯出了一片天。”陈飞说，这
些年，长乐传统纺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程度之高，已超出了他的想象。

近年来，在长乐，插上数字“翅膀”的企
业比比皆是。这些企业为何转型、如何转
型、转型后迎来哪些新机遇？记者深入长乐
多家纺织企业，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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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造带来降本增效

这些年，长乐的传统纺织产业正经历一
场大变革——从设备自动化到生产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少传统纺织企业发展
的重要路径。

走进位于漳港街道的景丰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化生产车间内，一台台自动化设备
忙碌运转，从投料、纺丝到检测、包装，整个
生产线全部实现全自动化运行，偌大的生产
车间基本看不到纺织工人。

“过去，企业生产设备相互‘孤立’，设备
数据难以反馈指导生产，精细化管控难度
大。”景丰科技厂长李铸龙介绍，现在，数据

“孤岛”被打通，生产、包装、品控等各环节都
发生了变化。他给记者算了笔账：“智能化
系统和设备费用大约增加投资 20%，但是实
现全流程智能自动化管理后，每吨产品加工
成本下降 30%，企业利润增长 40%，即使人
工、电力等成本上升，智能化效益还在逐年
递增。”

与景丰科技一样，为适应工业数字化发
展潮流，福建凯邦锦纶科技公司也开始了智
能化改造的探索。2020年 1月，该公司引入
福建联通公司技术以及广州东信软件，发展

“5G+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项目。截至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各项生产数据采集，并实
现了生产全流程端到端的数据联通，陆续上

线了 SCADA平台、大数据平台、MES系统、
设备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等，构建起了
较为完整的5G工业互联网平台。

“系统上线后，产品废丝率下降 30%、设
备故障停机时间下降 25%、呆滞库存下降
30%、备品备件寿命延长30%，降低作业人力
成本 200万元，降低原料切片成本 80吨，降
低现金流占用 960万元，增加产能 200吨。”
福建凯邦锦纶科技公司信息部主任林松同
样也用一组数据概括了改造后的直观成效。

有的企业选择引“外援”推行技改项目，
有的则选择“自力更生”——福建省鑫港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坚持自主研发，现已成为国
内纺织机械装备制造引领者。

“转型，我们也是被硬逼出来的。”该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郑春乐坦言，通过多年来的
创新探索，企业打破了德国人曾在提花经编
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先后推出 40多款产品，
获得了超过 140项国家专利，目前产品已占
据国内一半以上市场份额，还远销土耳其、
印度、韩国、印尼、巴西等地。

当下，纺织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整个行业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原材
料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增大、出口缩减等现
实问题。“在如此背景下，企业技改和智能
化转型带来的效益是多重的。”对此，长源
纺织董事长郑洪深有感触。他说，对于长
乐传统纺织行业来说，如今数字化转型已
经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的“必答题”和

“抢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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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大脑”指引绿色升级方向

除了显而易见的提质增效，数字化也让
更多企业捕捉到了市场变化需求，踏上了绿
色发展之路。

在恒申合纤，“IoT（物联网）+SaaS（软件
集成）+AI（人工智能）”系统应用，推动企业
升级再造。通过这个“智慧大脑”，不管是位
于长乐、连江的子公司，还是位于江苏南京
或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的工厂车间，生产情

况、库存情况、销售情况各种实时数据可一
手掌握，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如果把企业发展比作行船，过去更多
是依赖经验和感觉来掌舵，如今有了数字化
管理，就能更直观、更准确地调整航船的马
力和方向。”恒申集团副总裁梅震说，通过

“智慧大脑”可以看到，消费市场对绿色环保
产品越来越青睐。

根据大数据对市场需求的预判，恒申及
时调整生产方向，化纤板块已从传统产品向
绿色环保产品升级。此外，恒申还开发资源
可再生、生产过程清洁、废弃物可降解的纤
维，企业生产的绿色产品系列，实现了资源
的循环再利用，能减少海洋垃圾污染，降低
碳排放。

梅震介绍，在同等质量下，绿色产品的
市场售价要比单纯的原生纱高得多，少则一
两千，多则上万元。“尽管投入大，但从长期
来看，这样的转型也让企业在市场上更具竞
争优势。”梅震说。

伴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以大健
康、可降解、可循环再生等为特点的绿色纤
维正成为“潜力股”。

今年 8 月，中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
展览会在上海举行，作为参展企业之一的
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前人头攒动，
尤其是展出的 1+N多功能复合纤维、抗紫
外纤维和发热纤维三款功能性新品更是吸
引了不少新老客户的关注，销售订单纷至
沓来。

公司产品为何能深受市场青睐，新产品
屡获好评？答案就是绿色创新。

“现在大家对服饰的性能要求越来越多

样化了，我们根
据掌握的市场数

据情况，不断研发
功能性产品，也在技

术工艺上创新，满足市
场的不同需求。”凯邦公

司技术部部长吴平文向记
者介绍，多功能复合纤维突

破了传统的单一功能纤维性
能，以 1+N 新型复合技术，将

“抗紫外线、凉感、抗菌抑菌、吸湿
排汗、亲肤柔软”五大功能集于一

体，重塑了运动面料新体感。
凯邦锦纶坚持绿色环保可持续发

展，生产注入绿色环保工艺，产品得到了
GRS/OEKO认证。2023年，凯邦锦纶以品
牌价值 27.55亿元上榜福建首届品牌价值百
强榜第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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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互联网数字平台成破题之举

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要参与其
中，也意味着更多的投入与研发。对于此，
中小企业面临着“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
的困境。

“想转又没能力转、不敢转，我们也很迷
茫。”在长乐松下镇垅下村，一家小型花边厂
的负责人道出了无奈。因为难以转型，企业
生存面临举步维艰的境地。

长乐拥有“中国经编名镇”“中国花边名
镇”的名片，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经编花边面
料生产基地，占全国产能的 60%。最鼎盛时
期，长乐大大小小的经编花边厂有好几千
家，称得上“家家有花边”。但目前，这些中
小传统纺织企业为转型所困，正面临“寒
冬”。

在松下镇龙纺工业区，福建东龙针纺
有限公司也是转型路上的探寻者之一。

“在长乐做花边多是小型乡镇企业，抗风
险能力较弱，而智能化、信息化的投入相
当大，如何去投、怎么去投，一开始需要有
明确的方向。我们从 2015 年开始启动智
能化转型，也尝试了很多年，但至今仍在
路上。”公司负责人说，公司采取“小步前
进”的策略，从关键工序、步骤的信息化开
始研发，待技术成熟后进行逐步打通，从
下往上、从小到大，探索符合企业发展的

转型道路。
实际上，这样的转型困局有其背景。长

乐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乐正处在推
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核
心数字信息技术供给不足、新型数字技术创
新能力偏弱、转型升级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难
题。“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对数字信息技
术需求不大，数字技术应用推广难度较高，
这也是全国中小民营企业急需走出的困
境。”

近年来，行业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兴起，
正为长乐中小企业探索数字化转型带来曙
光。福建春和针纺有限公司近两年来业绩
逆势向好，生产机器一下增加了5台，订单仍
源源不断。这一改变源自公司接入由福建
辅布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服务当地花
边面辅料产业的“辅布司·智纺网联”工业互
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以往花边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多是改
变某个工序、车间或工厂的质效，而这个平
台使用物联网、AI等数字技术，对花边面料
研发、生产、营销等各环节进行生态重塑，
从而提升行业整体发展质效。”公司负责人
陈春和介绍，辅布司承担了市场对接、原材
料采购、产品设计和生产调度等功能，把众
多中小型的实体工厂变成了生产车间，大
幅降低了中小企业各种财务开支和供货成
本。

“通过平台实时对‘产供销’各环节进行
对接和生产组织的协调，实现精准快速对接
供需，推动产能消化和去库存，最大限度利
用行业上下游产能。”辅布司公司负责人说，
目前辅布司平台数据库收集了 70多万个花
型，拥有近3万家行业上下游用户，并建立了
200多人的销售、研发团队，实现美工、工艺、
调试设备等高薪工种在各家“云工厂”共享，
进一步降本增效，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
力。

“目前，我们正积极打造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纺织行业分中心，为打通纺织产业
链上下游，构建纺织化纤行业工业互联网
服务体系标准而服务。”长乐区工信局相关
负责人说，福州纺织业已建成长乐纺织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交易平台“乐纺
云”以及“辅布司”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有
700多家纺织企业、1万多台设备上云上平
台。

数字化转型如何为传统纺织带来新机遇？
——记者探访长乐纺织企业寻找答案

本报记者 余少林 赖志昌 宋亦敏

长乐纺织业加速高质量发展

恒申集团副总裁梅震：
目前，长乐的工厂多是小型乡镇企业，如

要实现转型发展，一下子从顶层设计入手不
太现实。建议中小企业可以参考现行龙头企
业的经验，以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模式，逐
步打通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从下往上、从
小到大，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道。

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建根：
转型发展不只是一家企业的事，还需

要整个产业链自上而下共同努力。除了发
展思路要明确科学外，产业链伙伴也要积
极合作，快速响应，开展绿色化发展创新转
型，将上下游企业串联起来，形成同盟，带
动全行业实现“共同绿色”，营造良好的低
碳发展氛围。

长乐区化纤协会会长陈飞：
建议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解

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筹资难题，通过设置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专项支持资金，推动构
建多重融资市场，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主动牵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地方
金融机构以及民间融资市场，引导社会资金
流向数字化转型的传统企业。此外，可根据
长乐传统产业集聚分布情况，建设以数字经
济为主线，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
数字技术服务平台；以多种灵活共享模式，
搭建科学数据、顶尖人才、大型高端仪器设
备等资源共享平台。

长乐纺织如何更好发展？各方积极建言

展会期间，辅布司团队向客户介绍产品特色，分享流行趋势。（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日前，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公布“全国纺织行业技
术能手”和“全国纺织行业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单位”名单。其中，来自长
乐的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孙远秀获评“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全国
纺织行业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
位”。

纺织是长乐的支柱产业，数据显
示，2022年，长乐规上纺织业实现产值
2574.48亿元，同比增长 7.67%，占全区
规上工业经济总产值的70.7%。

据介绍，长乐是全国最大的锦纶
民用丝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经编花
边面料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化纤混
纺纱生产基地，全球锦纶行业的两大
领军企业都位于长乐。在 2022 年我
国棉纺织行业营业收入排名百强企
业名单的前 15 名中，长乐有 3 家企业
榜上有名。

凯邦锦纶在展会上展示新
型面料。 （受访者供图）

恒申合纤车间高效生产中。（恒申合纤供图）

景丰科技智能化生产车间。本报记者 池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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