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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纺织每年消耗的棉、麻、化纤等各
类纺织纤维原料高达7000万吨以上，其中涤
纶面料占比一半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涤纶
生产国和消费国。”在2021年“绿色纤维及制
品认证”产业链推广交流会上，石狮市中纺学
服装及配饰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蔡涛介绍，其
中，服装产业生产环节中生产的纺织边角料
和家庭废弃纺织品超 2000万吨，但只有 5%
得到循环利用，其他作为垃圾处理，对人类的
居住环境及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随着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日益提高，
绿色产品和绿色标志“风头”迅速席卷发达
国家，国际终端品牌积极拥抱绿色环保材
料，“环保”“绿色”“无公害”“天然有机”等
词汇更是成为各大企业打造品牌效应、增加
产品附加值、凸显销售亮点的重要手段。如
宜家、耐克、迪卡侬等国际品牌企业均制定
了各自在材料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在
2025年前实现所有涤纶产品使用 100%再生
涤纶。

“环保是运动品牌必备而非附加的公平
性品牌。制造也要讲生命周期，并通过打造
循环经济闭环供应链。”田友如表示，工业科
技进步带给人们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对环境
造成污染破坏，环境质量日渐危害到人们的
健康和生存，低污染、低能耗、绿色生产制造、
节约资源、材料生产等围绕循环再利用，是新
材料产业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责
任。他认为，在制造上可以使用绿色植物纤
维，作为新型天然纤维，其具有其他纤维无法
比拟的优点。其次，可以回收、使用可降解材
料，运用环保助剂、环保染整助剂等。

作为全球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和消费国，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更加需要践行绿
色环保的制造方式。业内人士指出，大力发
展和推广绿色纤维，不只是我国化纤工业、纺
织工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的体现，更是为了
让“源头绿色、内核绿色、产品绿色”的绿色纤
维制品更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让绿色生活
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这需要纺织化纤服装全
产业链协同共进。

蔡涛指出，企业要更多关注消费者对绿
色循环再生产品的性能需求、心理需求、社会
责任需求，回归到原动力；更多关注绿色循环
再生产业的需求、规范、标准、认证，注重产业
系统性。随着国际环保意识的强烈推动，我
国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绿色循环再生纺织
品将迎来历史发展机遇期。

标准是认证的依据，标准越高，认证的
潜在价值越高。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原副
院长、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高级顾问赵庆
章认为，先进的标准是绿色纤维认证的基
础，标准越高，认证的潜在价值越高，要明确
对生产过程、原辅材料、产品品质全方位的
绿色低碳要求；要为消费者、生产和品牌方
提供可信赖的服务，使标准和认证体系持续
优化，促进生产方式与消费观念的转变；通
过对标国际，用先进标准和服务赢得相关利
益方信赖。

从源头刮起的纺织“绿色变革”
近日，一场绿色纤维企业与下游企

业的“联姻”在晋江展开。永荣锦江分别
与海天、七彩狐进行签约，百川资源与骏
昇纺织达成合作，立峰纺织与凤洋实业
签署协议。一时间，绿色成为纺织化纤
工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贯穿全产
业链。

业内人士指出，“十四五”时期是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
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期。在此
背景下，工业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新机
遇和挑战，中国化纤工业也进入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绿色发展既是中国纺织
化纤大国必须树立的新形象，也成为企
业必须遵循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绿
色生活，从纤维开始”的绿色理念，也已
经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乃至在消费者中
得到广泛传播。

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亦是我国纺织化纤
工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
长陈新伟表示，纺织产业链的绿色化和纤维材料的创新引
领息息相关。纤维是纺织产业链的源头，纺织产业链的优
势根本在于纤维材料的创新，纤维的创新不仅决定着纺织
行业的价值与应用，更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形态。行
业之久远在纤维，创新之强盛在纤维，应用之广博在纤维。

对此，晋江七彩狐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建库
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绿色纤维是趋势，能够搭上风口
先行一步，不仅可以让企业接到更多订单，带动公司业
务，还能践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多做贡献。

为此，七彩狐与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将进行资源整合，共同配合开发，发挥永荣
锦江在纱线端的优势，应用在七彩狐织造、印染、成衣等
环节。“涤氨、锦氨、泳布、瑜伽健身、针织等都是我们全面
开发的方向。”洪建库希望将绿色纤维全面应用于主打的
产品中。

事实上，对于七彩狐这样的外贸型企业而言，绿色纤
维并不陌生。早在2年前，七彩狐便收到国外ZARA等欧
美品牌对环保方面提出的硬要求。而此前，七彩狐便在原
材料采购上有所调整。今年，七彩狐更是从源头研发入
手，进一步加强绿色纤维的应用，顺应全球这一大势所趋。

福建纺织产业经过20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形成了
包括化纤、棉纺、织造、印染、非织造布、产业用纺织品、家
用纺织品、服装服饰、纺机等行业在内的完善的产业体系，
近年来全省纺织规上产值稳居全国前五。福建省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会长王启明表示，企业要有意识做绿色纤维认
证。绿色纤维认证倡导产品的绿色设计、绿色材料和绿色
制造，其具有传导和带动作用，能够推动从纤维到终端产
品全产业链的绿色化进程。该认证在纺织产业链源头不
断推进绿色化的进程，是一次有益的创新和尝试。

“希望本土企业能够推进绿色纤维及下游制品认证，
扩大绿色纤维标志标牌在服装、家纺、产业用等终端产品
的佩挂范围，并通过推进后续的一系列合作，共同为纺织
产业链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王启明说。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是全
国首批、福建省首家获得“绿色纤维”
认证的锦纶企业。该公司副总经理
陈信富表示，绿色纤维作为纺织行业
的高端认证，由于认证难度大，可提
升下游品牌知名度及产品价值，受到
下游行业的高度认可。自 2016年绿
色纤维认证工作开展以来，永荣锦江
高度重视、全面推进该项工作，坚持

“节能、环保、利废”的原则，在促进环
境保护的公共健康的同时，有效提升
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下
游顾客的产品增添公信力，提升了产
品档次和品牌竞争力，有效果，更有
收获。

其中，永荣锦江的两类绿色纤维
产品——原液着色锦纶长丝、再生锦
纶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产品应用领
域实现全覆盖。原液着色锦纶对锦纶
产品实现原液着色、无染纺织、绿色制
造，其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效果明显，
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重点技术
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项目，该项目
获得国家纺织科技进步二等奖。

基于 NIKE、ADIDAS、UNIQLO 等
服装服饰品牌商及国际零售商纷纷提
高门槛，以环保产品作为纳入供应链
采购的硬性准则，永荣锦江首创再生
锦纶工艺流程，自己生产再生切片，生
产再生长丝，目前做出来的产品只够

国外品牌商的采购量，明年公司将继
续扩大再生纤维生产量。陈信富表
示，绿色、低碳、环保是未来永远不变
的发展主题，永荣锦江从绿色产品研
发和市场中得到了沉甸甸的收获，也
看到了未来再生循环产品的价值和信
息，永荣锦江将不遗余力推动企业走
循环再生之路，将“美好生活，从纤维
开始”演绎得更加精彩。

三六一度也在绿色产品的开发中
尝到了甜头。三六一度服装材料技术
总监田友如介绍，公司一直注重环保
材料研发。在对生物基纤维材料的应
用中，公司不仅着眼于在市场中广泛
使用的长丝，还首创了在短纤、填充棉
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这几年已经收获
了大量订单。361°“御寒一号”棉服的
面料、辅料和填充物，都采用了环保型
材料，其中，内置填充物采用了可回收
的环保新型材料“蜂窝棉”，不仅保暖，
而且经水洗后不易变形。

2020年，三六一度被评为中国纤
维流行趋势 2020/2021“最佳年度合作
伙伴”，这是因为 361°对海兴凯晟科
技有限公司“舒弹丝棉涤弹力汗布”
的应用，该面料采用生物质原料的聚
合物和独特的清洁加工工艺生产，是
生物科技和纤维技术的高效结合，原
材料环保；舒弹丝有舒适的拉伸回弹
性和优异的压缩回弹，用其面料制成

的成衣舒适，在人体穿衣的多个重要
部位不易起包、变形，如肘部、臀部、
膝盖。

田友如说，在运用环保材料方面，
运动服饰市场当前已经初具规模，主
要形成了4类产品体系，包括使用绿色
植物纤维、再生纤维，使用环保染整助
剂，以及提高节能减排水平等方面。
这既顺应了绿色环保的流行趋势，又
可创造很好的市场效益。

中纺院绿色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自主研发，攻克了莱赛尔纤维实现
产业化的核心技术难点，拥有全套装
备自主设计制造的单线 6万吨新溶剂
法纤维素纤维生产线。该公司总经理
助理薛立伟表示，莱赛尔纤维是一款
对纺织绿色发展具有使命感的纤维产
品。其绿色基因主要体现在原料绿
色、生产工艺绿色、最终产品可降解。
莱赛尔纤维的生产具有流程短、效率
高、溶剂可回收等环保特点，是纺织原
料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项。莱赛
尔纤维性能表现优异，终端产品具有
丝绸光泽、舒适触感，因此应用上也有
很强的比较优势。

薛立伟指出，当前莱赛尔纤维的
市场热点主要围绕在低原纤化、超短
纤维、细旦化长丝、阻燃等方面，市场
空间巨大。下一步，中纺绿纤将从市
场运行数据分析、加大开发、终端引
领、应用技术创新链的构建、加大品牌
推广及与大师大牌的合作六方面加大
绿色纤维推广的方向及实践。

顺应趋势
从纺织源头引领全产业链绿色发展

提升价值 绿色产品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

面向需求
让绿色生活方式走进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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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珊妹 吴晓艳

绿色纤维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施珊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