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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内外纺织产业发展现状,对香港地区纺织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中产业概况、产业结构及技术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与分析,并探讨其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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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业是我国较有优势的产业之一,是我国国民

经济创收的中坚产业、民生产业,是明显具有国际市场

竞争优势的产业,是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承载文

化创意的产业。然而,随着“互联网+”、智能化制造、
数字化技术等的兴起,纺织工业制造的传统模式已不

再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与需求,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香港地区是一个经济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地

区,服装在其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部分,因而,纺织产

业技术的提高对香港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现

通过对国内外纺织技术发展现状与香港地区纺织技术

发展现状的比较研究与分析,探讨香港地区纺织技术

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一些有利于香港地区纺织业发展

的建议。

1 国内外纺织产业发展现状

尽管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然逝去,但是全球

经济依旧不平静,仍处于缓慢复苏的阶段,国内经济呈

现出发展速度减缓的新常态[1],我国纺织业面临着严

峻考验,除此之外,印度、孟加拉、越南等东南亚新兴纺

织国家的崛起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纺织业的发展趋

势[2]。
我国是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据国家统计局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纺织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约6.4万亿元,增速较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2014年

国内纺织行业实现利润总额约3700亿元,同比增长

6.1%(见图1)。2015年1~10月纺织主要产品的产

量增长比较稳定,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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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9~2013年纺织服装制造业资产

表1 2015年1~10月纺织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产品 
10月份 1~10月份

产 量 同比增长/% 产 量 同比增长/%
纱/万t 363.1 5.6 3280.3 4.9
化纤/万t 445.3 17.5 3968.3 11.8
布/亿m 62.7 1.5 578.8 3.0

  总之,国内纺织企业具有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优

势,但仍旧处于粗放式发展的不利阶段,产业结构发展

不完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缺少自

主品牌等。
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拥有着纺织行业领域

的顶尖技术,他们的纺织产品主要以高附加值的中、高
档为主[3]。这些国家凭借自身发达的经济与科技水平

向纺织行业大力投入科技与资金,通过技术创新(如自

动化生产线、先进设备)调整纺织产业结构,最终达到

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并且将低端制造环节转移至中国、
越南、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以美国为例,它在研发新型纺织品方面,始终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高科技优

势,开发了许多高科技纺织品,如具有耐腐蚀性、阻燃

性能、绝缘性能、导电性能、抗紫外线性能、抗辐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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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高性能纺织品;采用无污染制造技术且具有

可降解性能的环保型纺织品;集电子、生物、化学、纺织

工程多学科于一体的高智能化纺织品。

2 香港纺织产业发展现状

2.1 纺织产业概况

目前,香港地区纺织服装机构约965家[4]。中国

香港是全球纺织服装采购枢纽,主要出口至美国及欧

盟国家,出口产值约占整体纺织服装产品总出口的

61%,然而,受周边经济新兴体国家生产基地及内地纺

织行业影响,香港地区纺织服装出口总额一路滑落,如
表2所示。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内地大多数纺织

行业随之加快转型升级,这一举措又将会影响着香港

地区纺织行业的发展。
表2 2013~2015年香港地区服装出口总额

2013年 2014年 2015年1~4月

数 量
/亿港元

增减/%
数 量
/亿港元

增减/%
数 量
/亿港元

增减/%

服装 1700.24 -2.9 1588.71 -6.6 399.8 -10.5

  据中国香港贸发局数据显示,自2015年初以来,
中国香港贸发局出口指数及贸易价值一路走低,所有

主要对外市场的出口数据较2014年第4季度比较都

见转差,指数数据都低于50的分水岭,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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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香港地区纺织服装出口指数及价值指数

出口主要国家市场的份额跌势也随之较急,如表3
所示。

表3 出口国家及地区比重

出 口
市场指数

2014年
第4季度

2015年
第1季度

2015年
第2季度

2015年
第3季度

中国内地 48.3 49.0 49.1 45.7
美国  44.8 49.4 49.2 45.3
欧盟  43.3 46.7 48.6 42.8
日本  47.0 49.5 49.7 47.4

  中国内地是香港地区纺织品出口的第4大市场,
然而因内地经济增长减慢,导致了香港地区对内地的

纺织品出口也减少。

2.2 纺织产业结构及纺织技术概况

2.2.1 纺织产业结构

香港地区纺织行业包括纺、织、整染、成衣等,其中

成衣是该地区纺织较有竞争优势的环节。由于当地劳

动成本较高,目前香港地区的纺织服装业将其大部分

生产基地设立在中国内地及越南等国[5]。因此,香港

地区纺织服装产业中90%的缝纫加工业、70%的染色

加工业均委托中国内地或其他国家,中国香港方面仅

将后期制作进行整理,便成为了本地成品。另外,他们

还积极开拓高档纺织服装产品市场、加大设计能力、品
牌创建及零售分销等方面的投入与建设。同时,香港

地区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这造就了很多出色的设计

师,如陈幼坚、刘小康、戴永盛、伍世昌、李永铨等,使得

高级定制服装在香港地区非常盛行。

2.2.2 纺织产业技术及服务

智能纺织品将成为纺织品行业中的领头羊,香港

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HKRITA)等纺织相关机构早先

就以环保、可持续发展、多功能性等技术为核心,致力

于高性能纤维、智能服装的研究,并且在差别化纤维、
智能服装领域取得很大成就,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开发

新型材料等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
以HKRITA最近研究的等离子抗起毛起球技术

为例,该研究是通过干法工序将气体离子化,并利用电

能激发出不同能量的电子、离子和各种活性微粒,最后

借助气体微粒与织物表面接触进行磨擦,从而实现减

少羊毛衫、羊绒衫起毛起球的效果。

HKRITA已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纺

织及服装学会、香港纺织业联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浙江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及

广东省纺织服装开发基地技术创新中心等20余家院

校或研究机构合作共同进行纺织技术的科研项目,旨
在推出在纺纱、织造、后整理工艺上的新技术,如纺织

技术、染色技术、多功能纺织品整理技术、立体裁剪计

算机设计等。2015年7月,武汉纺织大学与香港纺织

及成衣研发中心签署合作,双方主要就开展科技项目、
研究成果的推广及产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洽谈

与合作。
除此之外,为了服务于香港地区纺织服装行业,还

设立了许多官方和民间服务机构,如中国香港纺织及

成衣5个研发中心、中国香港纺织业联合会、中国香港

制衣厂同业工会、中国香港纺织商会有限公司、中国香

港华商织造总会、中国香港纺织及服装学会、中国香港

·7·     2016年第1期            进展与述评




时装设计师协会等。

2.2.3 纺织技术成果

自2010年以来,HKRITA参加了“日内瓦国际发

明展”,共获得了7金7银的骄人成绩。2015年4月,
在第43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中,HKRITA与香港

生产力促进局共同研发的低成本降解纤维、等离子毛

衣功能性处理技术分别获得了金奖,以低成本技术实

现耐洗性导电纺织品、O-毯及智能设备维护管理平台

分别获得了银奖。

2.3 与内地纺织业技术合作

随着CEPA条款的扩充,促进了香港纺织行业与

大陆纺织企业、院校及研究结构的技术交流,双方可取

长补短,实现纺织技术共赢的局面。如HKRITA与珠

海宜心家居有限公司签订的四合一多功能(防水、防
油、防污及防皱)整理技术;与绍兴县易比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的羊毛织物形状记忆整理剂的制备技术;
与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签定的先进服装功能设计

CAD仿真系统相关的授权协议,获得具有布料选择、
立体人模型及服装样片多种范围的数据库,应用于多

层服装计算与多样服装款式的热功能设计软件、热功

能设计仿真模拟软件及热功能可视化软件;与深圳安

润普有限公司签定了“夹层织物压力传感器”授权协

议,获授权利用研发成果中的设计与物料系统、组装技

术与仪器及封装方法与技术,生产可以测量三维表面

压力的压力织物传感器,安润普亦会透过一系列的测

试及评估方法确保压力织物传感器的表现和稳定性,
以及分布式三维表面压力织物传感器,开发举重运动

中生理与力学信号的智能监测系统的技术,协助监测

运动员的生理及力学状态;与安踏合作的高性能跑步

服及自行车服的创新设计及评估技术,制造可满足跑

手需要的功能性运动服。

2.4 纺织技术发展的不足之处

尽管香港纺织科技取得一系列的突破,然而总体

上,该地区高性能纤维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相对薄弱,支
撑产业高端化、可持续发展的纤维材料有待进一步突

破。针对碳纤维、芳纶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材

料的研究与开发仍存在不足,在关键技术和装备方面,
未有突破性进展,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化技术。
功能化、差别化纤维、智能化纺织品等高附加值新型功

能纤维、纺织品的市场占有额较低,有待于拓宽和提

升。化纤行业过度依懒于石油,对于非石油基的新型

生物基纤维研究处于试验阶段。

3 香港纺织产业技术发展趋势

针对香港纺织产业技术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在纤维材料领域,新型化学纤维研发与天然纤维的升

级利用仍是研发重点。香港纺织技术将延续纤维性能

向高性能化、纤维品种向差别化、纤维加工向生态化、
纤维尺度向纳米化的发展趋势。各种差异化、功能化

的纤维通过运用一些差异、纳米、超细、复合、共聚和接

枝等技术,改变和提高原有纤维的性能和功能,应用于

服饰、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领域。

4 香港纺织技术发展建议

4.1 提升原材料、纺织品及后整理的创新技术

香港纺织研究机构应不断地提升及创新自身的纺

织技术,研发崭新的纺织原材料、面料、纺织品及成衣

制品,着力发展超仿真等各种功能性纤维,研发具有低

碳、环保性质的生物质纤维,提高纺织可循环经济的水

平。以面料创新为突破口,突破影响香港纺织品服装

发展的瓶颈,带动纺织服装、装饰、产业用纺织品的全

面升级。包括纳米原材料、形状记忆纺织品、温度及湿

度调节纺织品、生态纺织服装材料、形状记忆整理织

物、溅射镀技术赋予纺织品金属光泽、臭氧脱色技术加

工仿旧水洗效果牛仔服等。

4.2 加大创意设计及产业化应用技术研究

大力推进先进的纺织服装生产技术与时尚创意设

计的结合,加强纺织服装产品的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

能力,开展智能纺织服装及创意纺织服装的研发与试

制,为产业化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服装、家纺、
艺术纺织品文化及品牌发展课题的研究,指导纺织服

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推广自动化、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在纺织服装企业的应

用,加强服装企业的信息化集成及制造系统、大规模开

发和应用定制技术,加快高档服装原辅料生产技术的

研发和产业化应用。重点开发和推广新一代假人应

用、服装产品规格研究和服装试穿系统等。

4.3 引进或自创先进纺织生产技术

香港纺织行业应全范围内加快研发和推广绿色环

保技术,资源可循环利用技术,以及具有高性能、高效

率及节能减排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加强新型纺

纱、织造等方面的工艺技术及设备研发;加快经纬编多

层复合织造、提花织造等方面的针织技术,研发并推广

应用复合技术和非织造技术;加大高效且短流程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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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处理技术,增强少水或无水印染技术及具有功能

性后整理技术等方面的研发与推广力度[6];尤其重视

高科技性能纺织品的开发应用,推进纺织面料流行趋

势和关键技术的研究。研发、推广新型纺纱织造技术

(如低扭矩环锭纺技术)、多功能纺织整理技术、新型染

色技术和成衣纸样设计新技术等。

4.4 创新纺织品品质评估技术

为转变纺织服装工业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和

结构优化提供评估评价技术支撑,香港纺织业一些相

关研究机构应重点研究和制定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一

系列产业用、家用纺织品和服装标准,纺织新材料和具

有生态性、功能性、高新性能纺织品及功能服装等重点

产品应制定相关的检测和评价标准,研究和制定出一

批不但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重要

标准,从而提高纺织服装行业的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标准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重点开发生态纺织服装制

品、功能性纺织服装制品、婴幼儿纺织服装制品的评估

评价技术,为该地区的纺织服装产品和技术提供评估

标准和检测技术。香港方面也正在研究纺织品质量的

评估系统,该系统可以客观地评估纺织品品质,将避免

因人而异的鉴定结果等不利因素,有效地提高品质鉴

定的效率。

4.5 纺织服装公共服务技术

现今纺织及成衣从业人员对于在工作时所遇到的

纺织及成衣技术知识,可从相关的网站进行查找,但由

于目前一般的网站应用层面不够广泛,不容易瞬间找

到所需资料,或网站根本没有提供所需的相关资料。
香港是国际纺织及成衣贸易中心之一,应建立成衣设

计、布料、配件及其他装饰完善的数据库,提供一站式

的网络资料,令从业人员可有效地在短时间内寻找到

所需的资料。面向全行业的纺织服装公共技术与资讯

服务,提供纺织服装基础技术宣传,开发典型纱线布料

数据库、时装设计数据库及纺织服装技术资讯数据库,
为该地区的纺织业提供培训与咨询服务等。

香港方面应加大推广面向生产制造层面的制造执行

系统(MES),倡导面向企业管理层面的以ERP和RFID为

核心的纺织服装企业信息系统的集成应用,发展面向广大

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的产品开发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机制。

4.6 其他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基地,应对高成本的风险;
推动纤维和纺织品一条龙的应用开发,拓展下游应用

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挖掘羽翼渐丰的新市场,提高

纤维、纱线、服装甚至机械设备及相关零件的出口;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提升智能化设

备、智能化产品、智能化管理等纺织智能制造的水平,
培育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产品创新、精益制造、柔性生

产以及供应链集成的新型生产方式,促进纺织产业的

转型升级。继续与高等院校合作,如中国香港理工大

学等,有效发挥产学研的作用,充分调研,精准定位市

场,提升产品设计、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及整个纺织行

业水准。
总之,要掌握纺织核心技术、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

应用能力、促进纺织服装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的整体

技术水平,创造更多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大力推广纺织服装技术,保障对纺织服装产业需求的

有效供给,推进现代纺织服装产业结构提升。

5 结语

通过客观地分析香港产业技术发展状况和纺织服

装产业现状,可以看出,香港地区纺织业发展之路坎坷

跌宕。面对这种形势,香港地区纺织行业既要顺应纺

织业当前发展的趋势,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设计、生
产、创新等综合能力,利用良好的纺织基础,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打造具备科技与品牌

实力、产业结构优化的纺织行业,构建香港纺织服装技

术自主创新的基本体系框架,在提高—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集成创新、原
始创新的能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纺织服装科

技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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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图1所示,喇叭袖由两层面料制成,里层是人造

丝针织面料与欧根纱袖边的拼接,外层衣袖由白色欧

根纱制成,再通过拉链与上衣连接。上衣与裙摆之间

有两条拉链,上方拉链作用是连接上衣与裙摆,夏天时

可以拉开拉链把裙摆下拉当成露腰套装穿着,或只单

穿上衣或只单穿下裙摆;下方拉链则连接针织镂空裙

摆与欧根纱和空气层裙摆,上衣底摆的荷叶边设计主

要是为了遮住相连接的拉链,增添美观感。针织A型

裙裙摆背面也使用拉链连接。

3 结语

针织服装作为现代服装产业的核心,应在满足人

们基本需求基础上,将文化、产业与设计融合,对设计

的手法、结构、工艺及材料等多方面要素进行综合分

析。本设计主要运用了针织面料的弹性和悬垂性、玻
璃纱的刚柔性、空气层的刚柔性和抗皱性等面料特性,

通过拼接的方法并利用棉类混纺粗针织、空气层针织

面料,在裙摆处增加欧根纱和空气层材料,使其达到硬

挺的造型效果,弥补了针织服装成型差的问题。本设

计使得针织服装造型达到了梭织服装的特色,同时各

种技术要素共同促使了服装造型的呈现,包括技术、审
美和视觉效果等。正是由于技术与资源、科技与文化

等的再一次碰撞,使得人与服装、环境三者能够更好地

协调,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内衣外穿、一衣多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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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eatureofapparelstyledesignwasexplainedfromtheperspectiveoftechnologicalaesthetics,whichbreakingthe

traditionalsenseofthelimitationsofknittedgarmentsdesign,integratedtechnicalbeautyandpsychology,humanergonomicsa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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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ir)blending,airlayerknittedfabricsandEugenyarnblendingandfuseditsowninnovativedesign,thematerializedform,

structure,materialsandothercraftofknittedgarmentswereexpressedtoemphasisonhuman&clothingandenvironmentalsystems

engineeringandcreatethethinkingpatternsofknittedcontour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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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structure&technologyanddevelopmenttrendofthedevelopmentoftextiletechnologyindustryinHongKongwereresearched

andanalyzed.Finally,somesuggestionswe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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