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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工信部发布了2023年重点行业
能效“领跑者”名单，晋江有四家企业入选，凤
竹纺织就是其中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国家级、省级关
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榜单中出现了晋江
企业的名字，其中不乏龙头企业，也有鞋服产
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省工信厅日前发布《2023年度省级绿色
制造名单公示》，安踏、七匹狼、茂泰鞋材、世
兴达等晋江 9家企业入选“绿色工厂”，龙兴
隆染织、维盛织造漂染、六源印染织造等3家
企业入选“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不难看出，在晋江，绿色制造，已经从龙
头企业延伸至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晋江企
业知道，绿色制造这不只是必答题，也是首
选题。

环视外部，在全球视角下，发达国家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完成了产业发展到升级
的历程，占领价值链高点。已然大而全的晋
江鞋服产业，要攀上价值链顶端，只有尽快走
上“绿色制造”这条路。向内审视，要培育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晋江鞋服产业必须在全产业链条“绿
色制造”方面寻求突破。

在 2019年就荣膺国家级“绿色工厂”称
号的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也采用绿色
工艺技术和装备，实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
约化的生产方式。如今，信泰对智能化纺织
材料、绿色环保材料等材料的运用，大幅提
升鞋面材料的环保性能；环保材料生产设备
的改造，引进无水染色设备，降低水耗和化
学用品使用量 95%以上……

在绿色制造方面先迈出一步，让信泰更
加明白——科技硬实力就是“老店”的秘密，
而绿色可持续则是“长红”的关键。近三年来，
信泰公司营收年均增幅达 26%以上，新产品
研发的产值率提升30%；过去5年，信泰公司
新技术工艺指标提升50%、生产效率提升8%、
物料损耗每年降低5%、人力成本降低5%……

以“绿”赋能，为产业提质、为企业塑新，
在“双碳”大背景下尤显重要。培育绿色生
产力，把“绿色基因”植入优势产业，晋江未
雨绸缪。

今年 1月，晋江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
《纵深推进绿色产业发展行动方案》。4月，
在企业创新发展大会上，晋江重点聚焦制造
业绿色低碳转型，实施4个工程，出台14条措
施，支持引导企业减污、降碳、扩绿、增效，以
绿谋新，向新求质，锻造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
能。截至目前，晋江共培育了 4家国家级能
效“领跑者”、5家省级水效“领跑者”，为行业
企业树立示范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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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者耳熟能详的龙头企业，到上游
的供应链企业，一场席卷全产业链制造端的
绿色变革正在晋江兴起。

这是企业适应外界市场环境的行动。随
着市场端消费理念的更新，消费者对于低碳、
绿色产品的需求日渐明显，加之国际市场特
别是欧美市场设置各种各样的绿色贸易壁
垒，影响企业进入目标市场。这样的变化，倒
逼企业必须走上绿色变革之路。

这更是企业找寻新发展路径的主动作为。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
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主
体，制造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制造
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制造业绿色低
碳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对于大
部分企业家而言，他们希望了解国内绿色制造
标杆性工厂的新技术与新能力提升自身企业未
来成长的可能性。而对于各行业头部企业而
言，他们可能希望借由自己打造绿色制造标杆
工厂带动企业乃至行业上下游企业实现新一轮
高质量发展。

绿色制造标杆工厂的打造，只是起点。
以此为基点，这场席卷全产业链的绿色变革，
或将给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5月 15日是全国低碳日。当天，特步运行了
一年的智能工厂首次对外亮相：在这里，特步将服
装生产的所有工序100%数字化，实现单条生产线
突破品类限制，建设绿色高标准管理体系，这是其
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方面的一次成功践行。

在新消费时代，始终“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特
步，已经摸索出服装产业智造升级的新方向。如
何按需生产？如何优化审批流程？如何降低试错
成本？如何管理库存？如何节能减排？特步的智
能工厂通过数据化赋能，解决了一个个服装行业
的痛点。

特步集团制造事业部总经理汪剑多次提及，
希望把这一工厂打造成为行业乃至供应链可循的
标杆，“我们一直强调要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
伴共生共荣共赢，那就必须有一个标准工厂推动，
来影响与我们合作的这些伙伴，让大家能把事做
对，少走弯路，甚至可以‘弯道超车’。”

在绿色制造的道路上，特步给出了自己的方
案和行动。特步想将自身转型过程中积累的技术
和经验，沉淀出一套方法论，帮助更多实体企业加
速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进程。

不只是特步，同样作为鞋服产业链龙头企业
的凤竹纺织也在绿色制造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从空中俯瞰位于经济开发区安东园的凤竹纺
织绿色工厂，屋顶上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太阳能光
伏板非常醒目。

这是国内首个屋顶柔性支架光伏项目，面积
有3.6万平方米，年发电量可达500万千瓦时。

“我们在厂区各个环节都采用了节能环保的
设计。”凤竹纺织行政总监叶炜刚介绍，这座斥资
8.5亿元建设的绿色节能工厂，总共引进 25项智
能、绿色高科技制造技术，涵盖废气回收净化、余
热回收、水资源梯级利用、智能路灯等，打造了节
能型生产车间。

作为国内纺织服装行业中积极践行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龙头企业，目前，安踏集团已将
可持续发展和ESG纳入公司未来十年的发展战
略中，制定了“1+3+5”的可持续战略目标，力争实
现社会责任事业在世界领先。安踏集团发布了
《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管理手册》，推动约90家供应
商拟定减碳计划，重点用水大户拟定节水计划，成
品供应商100%第三方独立审核，将低碳、循环、节
能、减排融入日常运营。

实现供应链全链条绿色化水平协同提升的主
导企业，是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工厂实施绿色制造
的关键。

安踏、特步、凤竹等众多企业都有引领行业发
展的意识，并且将这些意识转化为行动力，希望能
够充分发挥产业链龙头作用，打造绿色标杆工厂，
帮助广大行业企业穿越周期，有效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共同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助力绿色低
碳转型升级。

对于消费者或者市场端而言，
他们并没有直观地感受到制造环
节的绿色变革。但，近年来晋江企
业在产品端所供给的一款款“含绿
量”十足的产品，却是他们所能实
实在在感知的。

继 2022年发布首款低碳环保
概念跑鞋 360-ECO后，特步历时
两年研发，成功将生物基纤维推向
大规模量产。以 160X5.0 男款限
定“光合绿”为例，相比传统原料，
生物基占比超过20%，每双鞋可减
碳 12.7g。而在服装上，特步启动
环保科技平台，推出聚乳酸风衣。
2023年，特步对聚乳酸含量为76%
的碳足迹T恤系列测算碳足迹，该
T恤比普通棉质T恤和普通聚酯纤
维 T恤分别减少约 47.7%和 90.4%
的碳排放。

在环保科技材料方面，安踏打
造了一个分为四大类的可持续原
材料矩阵：再生、生物基、再生纤维
素和可降解。在咖啡渣、茶梗、宝
特瓶上，安踏发现了“绿色生意
经”，推出了多款环保认证产品。
2023年，安踏集团可持续产品占比
近两成。上个月，安踏在上海落地
国内鞋服行业首家由权威机构认
证的碳中和店铺——ANTAZERO
安踏 0碳使命店，成为该企业在零
售市场层面对可持续战略的又一
探索。

从玉米梗、贝壳中提取成分，
采用零水洗、生物基可降解等面
料，4月中旬，七匹狼航母大秀发布
的 2024—2025 春夏新品，将环保
理念落实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产品回收等环节。

“环保早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
点。可持续时尚作为解决环境问
题的有效方式，正逐渐受到行业和
消费者的重视。”七匹狼董事长周
少雄表示，七匹狼联合产业链上下
游，从原料溯源到产品制造，推出
标记碳足迹的男装牛仔夹克，以推
动行业环保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龙头企业的绿色制
造，也“反馈”到了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伙伴。这一点在今年
4 月举办的第 25 届鞋体博
会更为明显，不少企业在
展位上加强了“环保”
“绿色”元素。

“GRS 认证是这
几年展会我们特地

突出的元素，具有环
保属性的产品仍备受

下游企业的青睐。”晋江
富乐鞋材有限公司李东升

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对产品品质精益求精外，

如何让产品更加环保是企业重
心，“市场对环保提出了要求，品
牌对环保提出了要求，这也倒逼
着我们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在港益集团，一个废弃的饮
料瓶经过“脱胎换骨”，即可变成
功能性纤维或非织造布。随
着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
利用一体化生产链条的建成

投用，港益集团每年可综合利
用 PET塑料瓶、纺织品下脚料及
热熔胶、EVA 下脚料等废弃原料
约 10 万吨。港益集团正翰销售
副总刘洋表示，随着人们意识的
增强，对生活标准自然不会仅仅
停留在穿着舒适这个单一的追求
上，下游企业也更加追求环保价
值，产品的科技环保路线，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鞋服产业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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