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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亿双安踏运动鞋下
线现场，记者注意到，作为集团
供应链副总裁的朱双虹提到了
一组特别的数据：安鑫作为安
踏集团战略合作伙伴，带头践
行 ESG，利用厂房顶部空间光
伏发电，每年可减碳5000吨，有
望成为首家提前实现 2030 年
50%可再生能源替代的战略合
作伙伴。

向一线员工传递ESG理念
和计划，这些话语放在以前，在
鞋服生产制造端中并不多见。

但这对于安鑫业务部员工
刘轩宏和黄霏来说已经十分熟
稔。“这些已经是我们在对接供
应链合作厂商中要求的工作。”
刘轩宏告诉记者，作为安踏供
应链的一员，安鑫也在极力推
动自身绿色化转型。

原来，今年 4月，安踏首次
在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同行中发
布《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管理手
册》，要求供应商建立并维持安
全、健康、合规的雇佣关系与生
产环境，并需遵守《安踏体育供
应商行为守则》《安踏体育供应
商可持续发展管理手册》和国
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并提出打

造致力于实现环保、健康、安
全、高效的供应链共生平台。

在安鑫体育的印刷车间，
张万彬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
着最新研发的无水印染技术，

“通过该技术，不仅能实现染料
的节省，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减
少了传统印染过程中的水资源
浪费。”

“我做这么多年鞋，我可以
说，现在，我们中国运动品牌开
始引领世界运动产品。”张万彬
言语中满是自豪。他说，近年
来，国产品牌在“内卷”中，不断
推陈出新，“安踏要成为世界的
安踏，必然也要在 ESG上对标
国际一流，甚至未来也要实现
超越。”

黄永坚说，理念在变化，发

展在转型。随着在市场份额上
迎头赶上，国产品牌在 ESG方
面也越发重视。“我们紧跟着安
踏的发展规划蓝图，在 ESG上
也要积极践行。过去的发展理
念显然不适应也不适合未来，
对于安鑫而言，迈向绿色低碳
可持续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如今，基于温室气体排放
现状自查结果，安踏集团已对4
家自有营运设施制定不同的节
能减排计划，并推动自有营运
设施及超20家供应商使用清洁
能源。此外，集团与世界自然
基金会合作展开纺织行业可持
续发展及供应链转型项目，推
动 15家面料、5家网布供应商
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引入 FAIS
水效系统优化对水资源利用的
管理，减少供应链对生态环境
的负面影响。

一样的价值理念，才会有
并肩的共同成长。包括 ESG
在内，安踏集团向产业链伙伴
们绘就了一幅更大的蓝图。

身兼集团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主席，赖世贤表示，“安踏集
团提出了‘与消费者共生’‘与
员工共生’‘与伙伴共生’‘与社
会共生’及‘与环境共生’的发
展理念。五大共生理念的推动
与实现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集
团与所有合作伙伴的长期共同
努力。要实现这项长期目标，
信守共同使命、遵从相关守则
是关键。安踏集团愿与大家携
手，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一同创建更美好的未来。”

“对我们来说，和安踏走到
现在我们与有荣焉。我们相信
跟随安踏的脚步一定会发光发
亮。”黄永坚坚定地说。

不久前，安鑫体育生产的第一亿双安踏运
动鞋下线。这件事情在业界引发的关注度颇
高。

在记者看来，“一亿双”背后有几个有意思
的点可以拿出来说说。

首先是产业发展日趋成熟之后，每个企业
都需要找准各自在产业链条中的定位。无论是
对于体育用品产业或者是其他行业，在发展的
初期或者称之为野蛮生长期，肯定会出现一波
比较集中的创牌潮。这一阶段，由于企业与企
业间在规模、市场接受度等方面的差距并不大，
只要找准方向，都有机会在创牌路上蹚出一条
道。然而，到了行业与市场发展成熟度比较高
之后，所能容纳的品牌特别是综合性品牌数量

毕竟有限。与此同时，产业链的分工也要求除
了有链条末端的品牌管理企业外，更需要链条
前端的专业研发机构、专业工厂。对于企业而
言，找准各自在产业链条当中的定位，并在所处

位置上扎深扎实，所能取得的成就恐怕比盲目
再去砸品牌来得大。

其次是产业龙头与产业链上游企业需要形
成良好互动。在产业链条上的企业找准各自的
定位之后，如何让链条更强大、运转更顺畅，诚
然离不开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但更重要的
是在链条终端的龙头企业要更好发挥带动作
用。相比较链条前端的企业，链条终端的企业
更能掌握市场信息，对于消费端需要什么更清
楚。也只有掌握了这样的信息，才能够反推链
条前端进行相应的研发、生产。这个时候，链条
终端企业不能有“敝帚自珍”的狭隘思路，想着
什么东西都要藏着掖着自己做。安踏与安鑫体
育的合作就是这样良好互动的体现。

当然，不管是找准产业链定位，或者是链条
企业间的良好互动，前提都在于企业要能够把
观念思路扭转过来。只有方向先对了，路子才
能越走越顺。 世新

从第一双到第一亿双安踏运动鞋
—— 晋企产业链共生共赢观察

本报记者 柯国笠

找准产业中的定位

外底、中底、内底、外帮、里帮、鞋舌、
鞋带……构成一双运动鞋的部件少则十
多个，多则数十个。一双好鞋背后是企
业与产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人、人与
人的密切协作。

三十多年的“老鞋匠”，中国最大的
体育用品企业安踏集团战略合作伙伴企
业、安鑫体育董事长黄永坚说，“做好一
双鞋其实就是做好一个产业。”

不久前，安踏集团鞋生产战略合作
伙伴安鑫体育第一亿双安踏运动鞋在安
徽安庆下线，记者借此机会深入这家运
动鞋行业龙头制造企业，从中观察安踏
与上下游供应链合作伙伴携手合作背

后的产业共生共赢价值。

已过花甲之年，黄永坚对与安踏的
合作缘起仍然记忆犹新。时光回溯到
2007年，彼时，国产品牌还并不为国内
优质制鞋企业“入眼”，福建莆田、泉州，
广东东莞等国内主要运动鞋生产基地
多以代工两大老牌国际运动品牌为首
选，安鑫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们看到了国产品牌崛起的
机会。回想起来，当时决定和安踏合作，
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黄永坚毫不讳言。

“在和安踏合作之前，我们做的就
是‘来单’生意。品牌下单，我们按要求
生产，然后交货。大家就是纯粹的生意
关系。”安鑫体育执行总经理张万彬在
制鞋业做了一辈子，他对于这种生意关
系深有体会。品牌方更偏向追求短期
利润，和制鞋企业的合作关系松散而脆

弱，永远在找成本更低的合作。
变化从与安踏的合作开始，安鑫有

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生
意关系和伙伴关系怎么会一样呢？”黄
永坚说。16年的合作历程中，双方携手
经历了运动鞋服行业的第一次库存危
机，以及过去三年的疫情大考。“关关难
过关关过，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
面对，这就是伙伴。”

“如果只是生意，那就不可能有今
天第一亿双鞋的下线。第一亿双鞋见
证了安鑫体育与安踏共成长的十六载，
也见证了我们一起扎根实业、认认真真
做好每一双鞋的 16年。”安踏集团鞋采
购副总裁朱双虹告诉记者，安踏追求的
是彼此依赖、共同成长，业务共生、价值
共创，相互赋能、携手进步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并将这种伙伴关系贯穿于整
个供应链体系。

16年，1亿双鞋、数万个鞋款、年产
能达1500万双、累计创造了5万个就业
岗位……安踏与安鑫的伙伴关系，也见
证着安踏鞋供应链 30年蓬勃发展史的
缩影。

独行速，众行远。过去三十年，安
踏集团能够从众多国产品牌中迅速崛
起，直至去年国内市场整体营收超越国
际品牌登顶，不仅是战略的成功，更是
理念的胜利。

如今，在安踏体系中，战略性的供应
商伙伴超过十家，10年以上的合作供应
商占比高达90%以上，真正实现了共同
成长——这个中国运动鞋服行业龙头企
业正打造出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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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鑫体育第一亿双安踏运动鞋下
线仪式现场，安踏集团执行董事、联席
CEO赖世贤在新下线的第1亿双鞋——
最新款“安踏冠军跑鞋 2代 pro”上郑重
签下名字，并为其挂上吊牌。

目睹这一刻的，除了作为成鞋制造
商的安鑫体育，还有安安（中国）、普斯特、
泰亚、安普智等鞋材料供应企业的代表。

事实上，正在市场上热销的“安踏
冠军跑鞋 2代 pro”，不仅融合了安鑫的
多个创新制造技术，而且也融合了鞋中
底、鞋面等原材料在内的上下游供应链
企业的共同努力。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弦科技”是安踏推出的独创性鞋

面创新技术，灵感来自蚕丝，通过 TPU
纱线编织鞋面，一层只用一根纱线缠绕
交叠而成织，带来了鞋面足够的轻量化
和透气性，不仅节省了材料、降低了能
耗，同时还提升了穿着体验和性能。

根据安踏实验室给出的准确数据，
该新型鞋面材质的韧性是传统涤纶材质
的2.6倍，重量较飞织面料降低了57%，
耐磨性是普通涤纶材质鞋面的2.5倍。

安踏集团鞋采购营运高级总监蒋
哲明告诉记者，有别于传统的飞织鞋
面，“弦科技”从原材料到制作技术、流
程等，都实现了创新突破。“这需要设备
商、原材料商、整鞋工厂等全供应链的
集体合作、共同推动，甚至要寻求跨界
创新。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实现
了产业链整体的共同创新。”

目前，搭载二代 Pro——弦科技的
安踏冠军 pro跑鞋、“三分雨”篮球鞋都
在市场上，以独创的鞋面技术带来辨识
度更高的外形及透气性更强的功能，获
得了消费者的欢迎。

前沿技术的背后是安踏作为主导
者的有效激励，从而给上下游产业企业
带来新的可能。以弦科技为例，该项目
创造的订单规模已超 20万双，并且输
出了2项专利。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点，是双
方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的合作。两家
公司通过共同研发、合力创新，不断推
动产品和技术的进步。”朱双虹说，“这
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模式可
以加速创新产品的研发和上市，帮助双
方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和竞争挑战。”

交谈中，张万彬笑称安鑫体育研发
中心负责人张亮是安鑫安庆工厂的“创
始人”之一。“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协作
推出了许多优秀的创新产品，特别是儿
童研创中心的成立，加速创新成果转
化。推出的多个爆款市场反响热烈，深
得消费者青睐。”

数据显示，在安踏集团技术、资金、
方向支持下，安鑫依托科技研发力量，
研发创新累计投入超过 2亿元，不断地
加大研发投入，建立 3家创研中心，拥
有先进开发技术团队，已拥有 6项国家
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外
观设计专利。

不只停留在产品层面，如何建构一

个高效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支撑安踏
战略规划布局起到重大作用。

2013年，安踏逐步由内而外向体系
内供应商推动自动化、数智化应用，在
保证产品质量及稳定性的同时，提高了
生产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在安鑫安庆工厂内，工人正轻松操
作着一台智能裁断机。张万彬告诉记
者，该机器由安鑫和设备厂商一起研
发。有别于传统的液压裁断，该机器巧
妙利用汽车发动机原理，实现了传统自
动化液压裁断机器所达不到的每分钟
200刀的3倍以上效率。

不只是裁断机，2015年开始，在安
踏的支持及推动下，安鑫体育加大自动
化投入，引入自动折鞋盒机、电脑针车、
鞋头定型机、画线机、新型印染技术等
先进设备与技术，厂区内自动化水平提
升明显，在生产端产生了质的飞跃。

和安鑫一样，作为安踏供应链战略
伙伴，嘉源研发中心于 2018年成立，经
历了 3次技术改造和设备迭代，团队人
数翻倍。在安踏的带领下，该工厂实现
了从普通鞋款到高端鞋款在生产和工
艺方面的全面升级。

数据显示，安踏鞋供应链已推动合
作伙伴建立了11个研发中心、4个材料
创研中心及 1家鞋底科技研究院，创新
方向涉及鞋底、合成革、织物等。安踏
以创研中心为支点，以产品创新输出为
核心导向，与原材料及成品合作伙伴共
建了运动鞋服全价值链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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