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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纺织的发展趋势

   4月9日，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常务副校长俞建勇，在上海纺织工程师研修基地培训中心作了一个《现代纺织的发展趋
势》的报告，现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以满足大家需要。

他在报告中提出现代纺织具有基础性和时变性的特征后，当代纺织的发展特 

点是：1.加工原料方面，纤维原料的总体数量取得突破性增长，2005年世界纤维产量达到6761.5万吨，比1950年增长了7.3
倍；2.纤维原料的品种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2005年世界化学纤维产量达到4081.8万吨，占纤维总产量的60.4%,天然纤维产
量只占39.6%；3.化学纤维在差别化、功能化、高性能化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绿色环保纤维的开发和利用正异军突起，
天然纤维也将回归其独特的消费价值。4.纺织产品应用已从以服装领域为主，逐渐发展到服装、装饰、产业三足鼎立的格
局;2000年世界产业用纺织品总量达到1329万吨，占全部纤维制品的20%；发达国家产业用纺织品在整个纺织产品中占的比重
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0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总量达到174万吨，占全部纤维制
品的14%。5.产业结构方面：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纺织工业中心逐渐从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以棉纺业为例，1980年亚洲的棉纺织占世界总量的45%，北美、欧洲分别为15%和30%；1999年亚洲的比重提高
到了70%，而北美、欧洲则分别下降为6%和14%；发达国家努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而将中低端产品转移
至周边或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5.贸易关系方面：纺织产品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速
度，2001年世界纤维制品出口达到3420亿美元，比1960年增长了53倍，而同期世界商品出口仅增长了46倍；尽管受到贸易制
度的约束，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仍高速发展。由于各国的纺织产业要素表现出不同的比较优势，发展中的出口国和发达的
进口国之间的依存度都有提高的趋势；随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发展中国家愈益成为其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资本、
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是全球纺织贸易的重要促进因素。 

而现代纺织的发展需求，亦即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是：1.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是环境的可协调发展,人类自身生活质量的
提高,人类开发活动范围的扩大。2.环境可协调发展应掌握纺织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纺织废弃物的天然降解技术；纺织废弃
物的再生利用技术。3.人类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应追求时尚，在异形、中空、超细、三维卷曲等形态差别化纤维及其制品
上有突破；应崇尚舒适，在吸湿导湿、保暖蓄热、抗菌抑菌、皮肤亲和等功能差别化纤维及其制品有突破；应享受休闲，在
易护理、运动休闲、家居软装饰纺织产品上有突破。4.人类开发活动范围的扩大,使高性能纺织品、智能纺织品大量出现。 

现代纺织的发展手段主要采用现代飞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主要表现在：1.新材料技术，高感性纤维、高功能纤维、高性能纤
维。2.生物技术，生物改良纤维技术、生物模拟技术、生物活性物质加工技术、生物染色技术、生物医用纺织品。3.信息技
术，纺织检测与控制、纺织辅助设计与制造、纺织集成管理、纺织电子商务。 

现代纺织的发展趋势，即现代纺织的发展特征是：1.现代纺织应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产业，绿色纺织应彻底摒弃传统纺
织业在发展的同时消耗了不可再生的资源、污染了环境等弊端；绿色纺织应通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采用，努力提高
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寻求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平衡；绿色纺织要求材料是可再生、可循环的；工艺过程
是清洁、低消耗的；产品是绿色、健康的。2.现代纺织应不断地满足和开发新的需求，发展差别化、功能化、高性能化、生
态化纤维原料；发展低成本、高效率、生态友好型的先进适用技术；构筑三大类纺织品之间合理的产品结构，开拓纺织品崭
新的应用领域。3.现代纺织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以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纺织产业已成为业界人士的共识，并取得了巨
大的进展；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现代高新技术，也将在拓展原料结构、改善加工方式、实现生态化生产、发展高品质产品、
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重要而具决定性的作用。4.现代纺织应是各阶层人群所能支付和人类社会发展所能承受，
消费者不应承担额外的生活支出与生存的压力；企业不应承担过度竞争与生存压力；社会不应承担动荡与失衡的压力；地球
不应承担资源与环境压力。5.现代纺织应在发展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展产业合作与竞争，不同企业组织、不同地区以及不同
国家，应根据其产业要素资源优势的不同，建立起与此相应的核心竞争优势，以获得纺织产业的持续发展空间，营造和谐的
产业发展环境。 

他对现代纺织的发展实例，新材料中的非棉纤维素纤维提取及优化技术、黄麻纤维精细化加工及应用技术、再生纤维素纤维
资源开拓和清洁生产技术、蛋白改性纤维和蛋白再生纤维（蚕丝蛋白仿生纺丝）技术作了讲解；最后他列举了功能差别化纤
维材料有：环境适应型中的吸湿、导湿、防水透湿、防风保暖纤维；卫生保健型中的抗菌、消臭、抗紫外、远红外保健纤
维；安全防护型中的导电、阻燃、电磁辐射防护、介质防护纤维；运动休闲型中的弹性、柔软、吸湿排汗、调温调湿纤维；
易于养护型中的机可洗、免烫、自洁纤维；其他功能型中的生物医学功能、分离功能、传导功能纤维和纳米纤维材料、智能
纤维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他最后在现代纺织的发展对策中说：要突破瓶颈，优化结构：首先是技术瓶颈，要原料优化，做到天然、弹性、仿真超真、
功能、装饰、多组份；在物理加工上，要多组份、新型纱线、多层和复合组织结构齐全；生化加工上，要做到染整清洁生
产、高档染整加工、功能染整加工；在技术集成上，要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预测、仿真、检测配套。在市场瓶颈要注重
需求分析，实现快速反应，实施品牌战略。在结构瓶颈上要做好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产业链的横向整合和产业链的优势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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