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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不再是对外喊出的概念，而是企业
实实在在的实践。

以喜多多食品为例，该企业获得碳足迹管理
体系认证，并斩获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
等多项权威认证。

碳足迹管理体系认证成为衡量企业低碳转
型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喜多多集团总裁办主
任吴嘉玮表示，喜多多通过数字化能源监控系
统、清洁能源替代及供应链碳减排优化等举措，
系统性地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不仅响应了国家

“碳中和”战略，更助力客户及消费者实现低碳选
择，推动产业链整体向绿色价值链升级。对企业
而言，这是向“绿”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标志
着企业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流通的全生
命周期碳排放管理达到国际标准，为行业探索绿

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范本。
实际上，对传统食品制造企业而言，绿色制

造的概念越来越具象化，许多企业选择从清洁能
源入手，来带动整条生产线的改造。

吴嘉玮介绍，在生产制造端方面，企业内
部有专门精益变革小组，定期制定节能专项项
目，对生产线及生产环境的各个高耗能环节、
设备进行评估、诊断、改造，降低企业能耗，让
生产更环保。以设备改造为例，目前，企业已
经投入超 3000 万元，使设备能够更好地应用
清洁能源，减少生产能耗，提升工艺的“绿”
值。他透露，企业未来预计还将投入约 5000
万元进行生产线改造。

而久久王食品也在去年就启动了光伏项
目。据久久王食品总裁办主任田岚介绍，今年，
企业仍将继续进行生产线技改和能源改造，落实
光伏项目。她认为，绿色生产才是企业发展的长
久之道。

“链”上发力 晋江食品向“绿”兴
本报记者 刘宁

春季正是绿意
盎然的好时节，盼
盼食品的“领鲜印
尼鲜虾肉片”获得

“清洁标签”认证证
书；喜多多食品获
得碳足迹管理认证
等多项绿色、低碳
相关的荣誉；久久
王等企业继续推进
清洁能源项目；爱
乡亲、泉利堂、力绿
等企业明确今年将
精简产品配方表，
开发更少添加、天
然、健康的美味食
品……晋江食品制
造也正向“绿”发
展。

从降本增效、
精 益 管 理 到 产 业
链升级，从好食材
到精简配方表，从
简化包装到重复利
用……在国内外市
场需求及政策要求
等多方驱动下，食
品 行 业 也 不 得 不

“卷”起来，做起“绿
色”的文章。

随着天气转暖，不少人走到户外运动踏
青，这也带动了户外产品的热销。近期，许多
市民出门踏青露营，在晋江紫帽山浴仙谷营
地，帐篷、帐篷伞和庭院伞随处可见。

不少市民表示，他们更倾向选取轻便、省
力的户外产品。记者在线上购物平台了解
到，可容纳四人的帐篷是最近的热卖品，不仅
易折叠，而且重量不足两公斤。此外，许多户
外产品也开始进行材质革新，像钛金属材质
的茶杯、炉子，主打轻巧、耐用，很受消费者青
睐。

随着户外产品热销，晋江伞具企业也忙碌
起来，梅花伞业的帐篷伞广受市场青睐。

“这款沙滩帐篷是梅花与供应商联合开
发的，有两种规格，小的尺寸可以容纳 1家 3
口，大的尺寸可以容纳6个人。且收纳方便，
总重量不到 1公斤，出门携带十分方便。”梅
花伞业总经理王卿泳告诉记者，这款产品通
过设计，解决了市场上原有帐篷中间有一根
中棒的痛点，不仅空间更大，使用也更舒适。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降低客户的成本和风

险，梅花公司这款帐篷产品准备了现货。
这款产品不仅可以作为沙滩帐篷使用，

还可以用于观看足球赛、带小朋友户外活动
等多种使用场景。

“我们在开发这款产品时，做了市场调
研，主要是看中它的新颖性。现在很多人喜
欢户外活动，传统的帐篷搭建起来比较麻
烦，我们的产品轻巧便携，开合也很方便。
一般打开只需要 20秒左右，收起来大概 40
秒就能搞定，整个过程非常快捷。”梅花伞业
国内负责人黄雄芋表示，现在大家周末都喜
欢去公园野餐，有个舒适的个人空间很重
要，能让人放松地享受户外时光。以前大家
可能就带个地垫，现在我们做了这款帐篷
伞，为消费者户外休闲提供了一个创新选
择。帐篷伞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地垫和帐篷
之间的空白。它既轻便好收纳，又具备类似
帐篷的功能，省去了烦琐的安装过程，使用
起来非常方便。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晋江制伞企业积极
进行产品创新，在原有伞具的基础上，向户外
用品延伸。福建优安纳伞业也在户外用品方
面进行探索，福建集成伞业在雨衣这一产品
上也有不错的表现，每年出口200多万件。

晋江伞企入局“轻户外”
本报记者 曾小凤 叶许意

随着气温回升，人们对于户外休闲活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户
外产品市场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间。其中，夏日帐篷成为
炙手可热的新宠。同时，随着“轻量化露营”“城市野餐”等概念的
兴起，户外消费场景从专业化向家庭化、便捷化演变。晋江伞企敏
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以帐篷伞、庭院伞等创新产品切入市场，入
局“轻户外”。

“去年，我们公司也推出了庭院
伞、沙滩伞，但由于晋江的产业链不配
套，以及市场竞争激烈，后来放缓了这
一户外产品的持续推进力度。”本土一
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

上述事例折射出了伞具企业延长产
品链的现有困境，晋江制伞业历经多年
发展，已然构建起一条相对成熟的产业
链，从原材料的供应，到伞具的设计、生
产与销售，各个环节紧密相连。然而，当
试图跨界涉足帐篷等户外产品领域时，
仍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产业链不配套的问题，晋江相
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可发挥积极作用。”有
业内人士建议，可以加大对户外用品产
业相关配套企业的扶持力度，吸引更多
优质的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制造商等
入驻晋江，完善产业链结构。同时，鼓励
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
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例如，针对户外用品对材料性能
的特殊要求，研发新型的轻量化、高强
度、防水透气的材料，提升产品在市场上
的竞争力。

事实上，近年来，晋江制伞业每年
都有举办工业设计大赛，可借助赛事，
充分发挥“外脑”的作用为产品开发注
入活力。黄雄芋告诉记者，面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梅花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服
务水平。在产品设计上，要更加注重个
性化和差异化，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可以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对
于户外用品的功能、外观、使用体验等
方面的需求，设计出具有独特卖点的产
品，并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
销方式，拓展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

据介绍，梅花的庭院伞经历了多次
升级，从中棒在中间，升级为中棒在旁
边；从手动升级为自动等。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晋江制伞产业
链并非毫无优势。多年积累的制造经
验，使得企业在产品质量把控、成本控
制方面有着深厚功底。同时，晋江拥有
庞大的产业集群，企业之间的协作能力
较强。若能整合各方资源，通过技术研
发提升原材料性能，对生产工艺进行针
对性优化，晋江制伞产业链完全有可能
在户外帐篷等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
地。这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加大创新投
入，更需要政府、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
协同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的转型升
级，让晋江制伞业在户外产品市场中绽
放新的光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生活
品质的追求愈发强烈。户外运动逐渐成为一
种热门的生活方式，这为户外用品市场带来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伞具企业向户外用品如
帐篷伞、雨衣等产品延长产品链，有着诸多利
好因素。业内人士指出，全球户外用品市场
规模超 6000亿美元（Statista数据），中国年增
速达 15%，其中短途露营、家庭野餐占比超
40%。传统伞具市场趋于饱和，而户外品类
毛利率高出普通伞具20%~30%，如钛金属炉
具、折叠桌椅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新增长点。

从市场需求来看，消费者对于户外用品
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传统的伞具功能较为单
一，而帐篷伞、雨衣等户外产品能够满足人们
在不同户外活动场景下的需求。例如，帐篷
伞不仅能遮阳挡雨，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
对独立、舒适的户外空间，适合野餐、露营等
活动。雨衣则是在户外遇雨时的必备品，其
功能性和时尚性的结合也受到消费者关注。
晋江制伞企业凭借多年在伞具制造领域积累
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快速适应市场需求，进行
产品创新和转型。

在行业竞争方面，制伞行业市场竞争激
烈，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通过向户外
用品领域拓展，企业可以开辟新的市场赛道，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帐篷伞为例，它作
为一种新兴的户外产品，市场饱和度相对较
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晋江的伞具企业
能够利用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销售渠道，快
速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在竞争中占据先机。

从产业链协同角度看，晋江拥有较为完
善的制伞产业链，涵盖原材料供应、生产制
造、产品设计等各个环节。向户外用品领域
延伸产品链，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链的协同效
应。企业可以整合产业链资源，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例如，在生产帐篷伞时，
可以利用原有的伞具生产设备和工艺，对原
材料进行优化组合，生产出兼具实用性和美
观性的产品。同时，企业还可以与供应商加
强合作，共同开发适合户外用品的新型材料，
提升产品质量。

“传统伞具不可避免面临价格竞争，而
‘伞+X’模式（如伞+照明、伞+太阳能充电、
伞+风扇）可提升产品溢价。”业内人士指出，
企业在竞争中取胜，要看其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可以为客户提供什么价值，户外产品线的
延伸可以说是晋江伞企的差异化策略。

在大健康概念风行、功能性产品成为
趋势的当下，绿色制造无疑为产品的健康
值插上一双新的翅膀。

1月，盼盼食品的“领鲜印尼鲜虾肉
片”获得“清洁标签”认证证书，这也是国内
专业认证机构方圆认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首个食品行业“清洁标签”认证。

据悉，获得该认证意味着认证产品在
添加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料等方
面比市场上同类产品更少添加或不添加，
将成为更多消费者的优先选择。盼盼食品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企业将在“领鲜
印尼鲜虾肉片”的所有包装上贴上“清洁标
签”，向消费者展示盼盼在产品配方上的优
势和差异化。此外，盼盼食品还将把“清洁
标签”认证作为未来产品开发和创新的重
要方向，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扩大相
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线。

同为晋江食品企业，在开发出零添
加的高端蜜饯产品“真正杨梅”之后，泉
利堂食品陆陆续续对产品配方及工艺进
行了“加减法”，不断减少产品配料表，为
蜜饯产品减糖，提升其口感、包装、健康
属性等操作……这样的“自我革命”也让
企业圈住了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在中高
端市场站稳了脚跟，保持了业绩的稳步
增长。

泉利堂食品总经理陈清帅告诉记者，
今年，泉利堂依旧以健康为产品开发及工
艺升级的主题，明确所有产品添加剂要低
于三种。其中，新品全部做到零添加，传统
产品尽量做到少添加或者不添加。

不仅食品企业向“绿”发力，食品产业
链相关企业也在增加自己的“绿”值，提升
对企业的服务能力。

早在去年，晋江拓普旺防霉材料有限
公司就与香港理工大学晋江研究院进行合
作签约。拓普旺总经理何水洞介绍，本次
签约双方合作的核心内容包括联合开发新
型的食品保鲜解决方案。其中，所有方案
将以环保和安全为前提，依托于天然物质，
力求在延长食品保质期的同时，保持食品
的天然品质和营养价值。

有业内人士分析，虽然多数消费者对
绿色生产、健康食品的概念仍存在模糊性，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尤其年轻消费
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学习了辨识食品健康
属性的方式，例如配方表的“干净性”、认证
标识等。

爱乡亲食品营销总监许俊辉透露，企
业必须具备“卷”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打磨
供应链与产品的同时，他们也邀请供应商
共同开发配方尽可能干净的产品。他相
信，虽然这类产品价格更高，但是是作用于
企业未来的产品，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为
之买单，企业需要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及
产品。

而力绿食品则在这两年陆续提出了
做“全产业链休闲农产食品”的概念。该
企业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企业
新推出的产品提出“原料可溯源，配料很
简单”。他认为，产品始终是企业的立身
之本，好的产品要渗透到上游供应链，随
着消费者对食品健康属性的要求越来越
高，企业也必须开发出更多健康、美味的
食品。

“良性的经营一定是可持续的、发展
的。”吴嘉玮表示，在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
认证之后，喜多多食品没有停下发展的脚
步。除了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不断深化绿
色制造的步伐，喜多多食品也在不断扩大
国际市场的版图，这些市场也对企业绿色
生产、低碳生产有着严格的要求。

可以说，向“绿”发展既是喜多多对
市场的主动出击，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感
的体现。吴嘉玮表示，企业本身有上游
供应链资源，接下来，喜多多也将持续以
认证体系为支点，撬动“低碳+绿色”双轮
驱动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全链低碳实
践，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且环境友好
的食品。此外，在向“绿”行的过程中，企
业也希望借此将绿色生产的理念带给合
作商，对整体供应链、产业链有好的、正
向的影响。

食品制造向“绿”行

“链”上发力见真章

入局“轻户外”显优势

晋企帐篷伞受青睐

产业链整合赢市场

产品发力好“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