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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纺服标准与质量管理论坛召开

 　11月22～23日，第十三届全国纺织服装标准与质量管理论坛将于虎门召开。创办于2007年的全国纺织服装

标准与质量管理论坛，以传播国内外最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和技术、解决行业存在的困惑或难题为宗旨，为

提高纺织服装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和效率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纺织服装行业质量和标准的学术盛会。自

创办以来，就备受国家相关部门领导及海内外知名标准与检测专家、学者、企业家的关注。

　　本届会议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标准与测试专业委员会主办，虎门服装服

饰产业管理委员会协办，以“创造力与责任”为主题,围绕品质管理的协同创新与社会责任展开讨论，探索新

理念、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和行业信息共享，推动企业品质管理模式创新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主任伏广伟，就高质

量发展下的“创造力与责任”以及质量管理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高质量发展背后的产业痛点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的纺织工业也进入了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又是什么？

　　在伏广伟看来，“高质量”的体现应为产业向高端方向发展，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企业向品牌化

方向发展，生产向高效率方向发展。“但高质量发展的背后，却存在一定的痛点。”伏广伟补充道，“产业

和企业想要实现创新驱动，离不开产业集群和整个供应链的创新与融合。在中国纺织服装发展的过程中，产

业集群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200家纺织服装的产业集群而言，怎样创新才是发展的关键。而

近年来，特别是随着国际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

结构性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局部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和集群融合度不够、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压力在不断加大。”

　　伏广伟分析道，在发达国家中，中小企业往往创新能力最强，最接近市场。但在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多

半为简单复制的结果，产品同质化严重，当进入到高成本、缓增长的新常态，就很难继续生存。在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严重不足更是成为羁绊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

　　“今年以来，行业、企业的发展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企业在逆境中更需要寻找新标签、新方向，发展

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这也成为本次会议举办的初心。”伏广

伟说道。

　　拉直微笑曲线的“创造力”

　　最近到匈牙利进行的一次行业考察，让伏广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纺织产业创造力的所在。“曾经占据先

天优势的匈牙利纺织服装产业，如今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全国超过250人的服装加工厂数目寥寥，已很难具备

国际竞争力。而中国纺织工业的壮大与成长，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让我们深思，中国纺织行业的创

造力究竟在哪里？”伏广伟对记者说。

　　伏广伟表示，尽管外界对于纺织行业的创造力有些固有观念，但实际上中国纺织工业的创造力巨大。中

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就把纺织行业列入中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五大行业之一。究其原因，离不开中国改革开

放40年来的市场背景，以及近年来行业坚持科技、时尚、绿色的发展路径。在看到创造力的同时，我们亦要

发现其中的不足。伏广伟认为，中国纺织行业创造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品牌，以品牌为驱动的供应链发展模

式，其动力恰恰来自于品牌。而品牌对于市场及资源恰恰有超强的整合能力。“曾经我们痛心于中国的中小

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但通过供给侧改革，我们可以尽量把曲线拉直，甚至未来通过高端制造的发展，

可以将微笑曲线翻转过来，成为真正的创造、制造强国。”

　　正是基于如此的愿望与构想，在本届论坛之中，主办方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以推动中国纺织产业

创造力为出发点，邀请国家相关部门、国内外权威标准机构的专家学者、国内外品牌围绕“创造力与责

任”进行分享，同时开设“服装供应链风险管控”和“新标准、新技术、新趋势”两个平行分会场，为参会

代表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和更多的讨论、参与机会，促进更加充分、有效的沟通。

　　责任倒逼下的质量反思

　　在商品社会，只要产品做到足够吸引眼球，也能成为一时的爆款。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本大计，当下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并驶入了快车道，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

示着未来。在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之下，纺织行业迫切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形成责任共识，推动多维

责任共治，促进绿色、透明、良善、共赢的行业发展生态，构建新的产业文明和商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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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往往在一件美丽时装的背后，高品质产品的背后，人们却要付出生态环境遭到污染与破坏的

沉痛代价。高品质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但高品质是否意味着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值得我们进行多维

度的考虑。在‘科技·时尚·绿色’的行业新定位之下，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共识与价值观，在设

计、研发、生产、贸易、物流、消费这一生态链条中，大家更应以责任为导向来进行全盘考虑，并通过生活

方式的改变来减少行业的环保压力。”伏广伟如是说。

　　行业对于设计的理解曾经更多地停留在外观时尚、生产工艺及技术等方面，但很少有基于二氧化碳排放

为考量的设计。“高质量的发展，要求在设计之初，就以责任为导向，既要对消费者负责，也应对绿水青山

负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深入探究的产业发展哲学。这些均要求我们从简单的质量深入到行业管理，再到

消费者的价值观乃至消费价值观的转变与提升。而从检测领域而言，我们则要推行标准与质量的多元化发

展，这也成为本次会议架构设置的落脚点。”伏广伟谈道。

　　标准与质量的多元化发展

　　纺织品在我国产业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保障纺织品的质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从而促

进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在伏广伟看来，虽然标准与质量的多元化发展已不是新话题，但在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大背景下，二者多元化发展则变得熠熠生辉。“过去我们也重视，但没有现在感受得刻骨铭心。可以说推

行质量与标准的多元化，是适应当下对于环境与责任的多维度实施，最大限度避免由于质量过剩，给社会福

祉带来的损失。”伏广伟说。

　　正是基于上述的思考，本届论坛主办方在策划之初就将“责任、标准、质量”这组有关情与理的关系组

合进行全盘考虑，也在会议探讨主题的设置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据悉，在本届会议上，将有来自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的相关嘉宾以“纺织品检测机构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题进行主题演

讲，对我国纺织品检测行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2019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突出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点产品。会上，主办方将

特别邀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处长苗雨晨就“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改革”进行深入

的探讨。

　　随着中国成为全世界化学工业的中心之一，如何管理广泛的可能具有潜在环境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成为政

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为此，在11月21日下午的主题演讲中，主办方还将就“全球化学品管控新趋势”进行

集体探讨。此外，还有尼森肯品质评价中心QCS总经理福田聪子有关“日本买家和品牌的质量管理模式”的主

题分享，以及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首席质量官曹秀明有关“以标准化助推企业质量技术管

理”的演讲，更有来自终端品牌、劲霸男装(上海)有限公司科创研究中心总监徐京云带来的品牌“质量管

理”的思考。

　　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深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相

辅相成，互为条件和支撑。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发展产业互联网，

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业互联网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应运而生。当下，新零售正掀起消

费端革命，新制造则深度改造供给侧，柔性生产、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等概念深入人心，产业互联网获得

了自然生长的土壤，千载难逢的产业大调整、大变革、大机遇，企业要提前布局。为此，主办方特别邀请中

国服装精英联盟创建人、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顾问张文辉在本届论坛上进行有关“产业互联网的春

天”的主题演讲。此外，主办方还将邀请必要商城服装总监袁源进行有关电商产品品控案例的分享与分析。

　　探寻品牌的责任

　　当谈及本届会议的三大创新亮点时，伏广伟表示，首先，考虑到今年行业运行的整体背景，会议与中国

服装重镇虎门合作，恰恰体现了服装对于产业、品牌的导向型作用，对于责任、创造力以及标准的引导方面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会议架构的设置更加侧重于中小企业对于品牌粘性的关注，希望通过会议的举

办在标准与质量方面归纳更多的内容。最后还是落脚于品牌，目前行业的创造力短板在于“品牌”，为此，

会议希望从标准与检测的角度，推动中国纺织服装品牌来化解供应链把控的风险，提高质量管控的水平，推

动制定企业的管理标准，甚至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再提升一步。

　　当全球纺织服装经济进入到了供应链更为多元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市场的竞争已不再只是简单的企

业与企业之间，而是转化为企业所处的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族群的竞争，转化为供应链的品质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之争。供应链的管理与建设已成为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从本次活动的两大平行论坛的主题设

置中，不难发现主办方的精心。

　　在“服装供应链风险管控”平行论坛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高级技术经理敬新将与现场观众

畅谈“服装生产供应链风险管控”，并就产品质量监管现状进行讨论。而在“新标准、新技术、新趋势”平

行会议中，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纺织品及制品检测技术分标准化技术工作组秘书长贺志鹏畅谈“国内外纺织品

标准新变化”；中纺协(北京)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轻工实验室主任李伟明则就“国内外轻工产品标准变

化”进行分享。同时，主办方还设置了企业分享环节，邀请瑞锋科技有限公司巫班金畅谈“纺织仪器之工匠

精神”、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新产品经理郁露讲解“近红外光谱技术助力纺织品绿色检

测”；广州冠图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王军介绍“人工智能跨界赋能纺织品特种纤维检测”；太极石股份有限公

司纤维事业部总经理王荣华展望“纺织新材料的生态及功能化发展趋势”。

　　此外，大会还将举行“UTS”启动仪式、“北京侵权伪劣物品检验鉴定技术创新联盟”签约仪式、“北京

侵权伪劣物品检验鉴定技术创新联盟轻工与纺织产业分会”揭牌仪式。

 

　　（来源：纺织服装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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