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头条 | 在肯尼亚召开的 2018 国际纺联大会上，中

国再次彰显全球纺织中坚力量之责任担当 

原创：  徐长杰  纺织服装周刊  9 月 9 日  

当地时间 9 月 7~9 日，议题为“在快速变化时代的供应链和商业

模式”的 2018 国际纺织制造商联合年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

300 多名纺织产业代表，与业界知名的专家、制造商、买家和投资者

一道，探讨应对行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机遇。 

 

会上，国际纺联管理委员会会议同期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国际

纺联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两年（2018-2020）。韩国纤维产业联

合会会长成暨鹤任国际纺联主席，孙瑞哲任国际纺联第一副主席，来

自印度 Premier 公司的斯瓦尼桑任国际纺联第二副主席，来自瑞士

Santex A.G.公司的亨尼兹任国际纺联财务官。同时，国际纺联增选

了三位董事会成员，分别是来自埃及的卡森姆，西班牙的胡安·帕雷斯

和印度尼西亚的米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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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此次国际纺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强大，国际纺联副主席、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中纺联原会长、国际纺联前主席王

天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王东，中纺联副会长

杨纪朝、徐迎新、陈大鹏、李陵申、端小平、杨兆华，中纺联副秘书

长、外事办主任袁红萍，中纺联副秘书长、科技发展部主任彭燕丽，

中纺联副秘书长、行业发展部主任李进才，中纺联生产力促进部主任、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任乔艳津，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会长陈志华，中国

纺织建设规划院院长冯德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主

任阎岩，及中纺联各业务部门代表，中国纺织优秀企业代表共 80 余

人出席会议。 



 

 

中国与印度的本土化生产和销售将成趋势 

国际纺联主席、非洲棉花和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席贾斯·贝蒂在致辞

中谈到，国际纺联大会在肯尼亚召开，让非洲纺织企业能够与全球同

仁一道探讨纺织产业未来发展，感到非常荣幸。 



 

谈及本届大会主题，贝蒂表示，因为我们都处在全球供应链体系

当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资源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的影响，没有

谁能置身其外。 

“中国纺纱已经占到了全球 45%，我们要感谢中国对全球纺织做

出的贡献。”谈到亚洲纺织产业的发展，贝蒂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给予

高度评价，他说，中国目前所生产和使用的纺织装备数量占到全球的

74%，相比之下，非洲的规模很小，他认为在今后，这种情况会发生

变化。 

同时，贝蒂还谈到未来纺织产业的发展趋势。“2020 年，中国零

售市场会超过美国和非洲市场总额。”目前，美国人均纤维消费量是

39 公斤、欧盟 25 公斤、中国 15 公斤、印度 6 公斤，非洲 2.5 公斤，

而到 2025 年，中国将会达到 25 公斤，印度达到 15 公斤。因此，中  



国和印度的本地化生产和销售网络将成为趋势，而中国和印度两大市

场的这一趋势将影响全球纺织市场。 

贝蒂还以肯尼亚为例，介绍了非洲纺织产业发展情况。据介绍，

2017 年肯尼亚服装出口额达 4 亿美元，这一市场份额在取消出口关

税、废除外汇管制、设立出口加工区(EPZ)、建设经济特区等一系列利

好政策的推动下，会逐步增大，非洲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发挥更大

作用。 

“非洲需要创造就业，就业就需要制造业的支撑，非洲棉花有 180

亿美元的价值，能够解决 900 万人的就业，所以欧洲、美国、印度、

日本、中国都可以到非洲来投资，让有着 3000 万公里，55%以上可

耕种面积的非洲成为全球粮仓，成为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加工地，通过

制造业创造就业和社会稳定。 

贝蒂还建议非洲要成为一个“追随者”，“我们要向中国、印度学习

经验，在他们的经验上做得更好。非洲的标签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

那么我认为非洲可以进一步通过劳动力这一优势提高吸引力，让更多

的投资者到肯尼亚投资。” 

  

纺织产业应嵌入高端价值链 

联合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委员会总干事穆希萨·基图伊则在致辞中

谈到，制造业的转移，让制造流程变得越来越深刻，产业链条更加细

化。而非洲目前仍只是通过进口原料进行简单的来料加工，如何提升

技术含量是非洲纺织产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穆希萨·基图伊同时谈到，当前保护主义抬头，对现有贸易规则搅

动，特别是政治因素导致的贸易趋势的变化，让投资者受到不确定性

的影响。 

目前纺织产业面临的挑战是新技术的可行性以及能否转化为利润，

因此，穆希萨·基图伊认为纺织产业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供应链的透明性

和运营的稳定性，同时，未来行业的发展标签应该嵌入到高端价值链

中，而不是徘徊于低端领域。 

同时他建议国际纺联应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标准、监督的机

制，从而确保企业合规性发展。 

  

肯尼亚欢迎投资者为肯创造就业、减少贫困 

肯尼亚工业贸易与合作部部长亚当·穆罕默德在代肯尼亚总统乌

胡鲁·肯雅塔致辞时表示，希望纺织业能够为整个非洲大陆做出贡献。  



他说：“肯尼亚不仅是东非的门户，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门户，非洲需

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需要更多的投资。” 

 

肯尼亚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经济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肯尼亚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4.9%。有数据显示，肯尼亚的 GDP 占到

东非的 40%。茶叶、咖啡和花卉是农业三大创汇项目——在过去三年

中，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一直保持在略低于 10％的水平。肯尼亚政

府在其《2030 远景规划》中明确，将在 2030 年前实现将肯尼亚建设

成中等收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届时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将

至少占 GDP 的 25%。 

对此，肯尼亚政府提出未来 5 年将重点推动四大计划：包括食品

安全、保障性住房、制造业以及全民医疗四个方面。而纺织作为能够

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创造 GDP 的产业，备受关注。 

 



穆罕默德还谈到，私企作为经济的引擎，肯尼亚政府一直都在帮

助与促进私企的发展，“肯尼亚当下失业率很高，作为政府，我们首先

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吸纳投资、增加就业、创造繁荣。” 

他还谈到，肯尼亚政府非常重视政策的连贯性、以及企业投资回

报，在未来 5 年，肯尼亚要进一步创造就业、减少贫困，他们非常期

待纺织和制衣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年轻人提供就业。 

大会围绕六大议题展开，分别是纤维会议、非洲纺织工业、纺织

价值链、纺织服装工业技术和数字化、零售/电子商务、国际纺联审计

倡议与绿色经济。 

  

科技、时尚、绿色定位推进中国纺织供应链责任发展 

会上，国际纺联副主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以“中国

纺织服装供应链与快速变化时代的社会责任”为题，同与会代表分享了

中国经验。 



 

他谈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间，中国纺织工业取得长足发

展，并成为世界纺织工业的中坚力量。 

中国纺织产业能取得现有成就，首先是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这

使得行业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活力；其次，是对外开放的

成果，纺织产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三，创新发

展，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有效助推中国纺织产业不断向前；第四是  体

系化发展，使中国纺织工业的产业生态体系更加完善，产业规模更具

优势。 



 

对于“纺织行业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一论述，孙瑞哲谈

到了它的几点特征： 

贸易格局的快速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贸易关系更加复杂；消

费需求的快速变化：缺少耐心与短暂关注正形成一种消费趋势；产业

生态的快速变化：跨界、跨领域、跨区域合作成为常态。 

谈到中国纺织供应链的新应对，孙瑞哲分享了中国纺织产业的经

验与做法： 

供应链柔性。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设计、研发、生产、营销、服

务等纺织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深刻改变了行业的组织模式、生产模式、

管理模式，极大增强了纺织供应链应对需求端变化的响应能力。如中

国纺织信息中心打造的 AI visual recognition platform 人工智能视

觉识别平台，阳光集团人工智能图像辨识技术以及阿里“FashionAI 概

念店”等等。 



绿色发展。当前纺织供应链发展形态正在从责任向价值转变。以

印染龙头企业航民股份为例，提前布局绿色发展，2018 年上半年，企

业印染主业实现收入 16.54 亿元，同比增长 22.44%。 

渠道融合。为更快捕捉市场变化，满足消费需求，线上与线下渠

道、不同平台、不同模式之间正加速融合。如红豆无界零售店，利用

技术为用户提供线下服装搭配指导并展示虚拟效果，海澜之家入驻美

团外卖等等。 

在快速变化时代下，中国有哪些机遇？孙瑞哲表示，中国正在以

更加积极的姿态构建开放型经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

在不断扩大，同时，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和更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极

大地扩展市场空间，完善产业配套。 

孙瑞哲还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纺织产业正在践行新发展理念——

中国纺织工业的新定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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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产业正在以这一新的理念推进中国纺

织供应链责任发展。对于中非合作，孙瑞哲表示，中方非常希望与肯

尼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纺织服

装企业到肯尼亚进行投资。 

  

棉花与粘胶纤维的混纺、交织是鼓励方向 

在纤维会议关于棉花议题部分，与会专家分享了非洲棉花计划、保持

棉花竞争力等内容，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化学纤维工业



协会会长端小平以“棉花、化纤与未来”为主题，谈到了中国化纤与棉

花产业的发展情况。 

 

端小平表示，棉花与化纤一是替代关系，二是竞争关系，三是相

互依存的关系。在最近几十年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段，

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近 10 年来中国棉纺产业使用非棉纤维量持续增加，2017 年达

1270 万吨，比十年前增加 51.7%，占中国棉纺行业纤维量的比重超

过 60%。”他表示，今后中国将大力发展与棉花密切相关的粘胶纤维，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常规粘胶纤维生产的绿色化；二是莱

赛尔（Lyocell）纤维实现国产化，目前已形成 4.5 万吨生产能力，未

来 3 年还将新增 15 万吨左右生产能力。 



端小平最后谈到，从过去 10 年看化纤与棉花的竞争，虽然化纤

占据了一定优势，但基本是良性的，竞争促进了各自产业的技术进步，

未来化纤、棉花会和平共处，占据各自市场，但增量主要靠化纤。 

端小平认为，由于中国竞争优势明显，化纤仍将继续发展，但发

展速度将逐步减缓，并在 2020 年前后基本与全球增速同步，占全球

的比重也会基本稳定。 

“中国将会进一步放开棉花的进口，增加配额数量。国家轮入轮出

制度将会在适当时机启动（国储棉储备到 9 月底大约还有 250 万吨左

右），具体操作将更加市场化。”端小平同时谈到，混纺、交织有利于

发挥各种纤维的特点和优势，获得特殊的性能和不同的面料风格，但

不利于化纤的循环再利用以及废弃织物的自然降解，因此棉花与粘胶

纤维的混纺、交织应该是鼓励的方向。 

 



在“非洲纺织工业”议题部分，来自全球的纺织同仁，积极为非洲

纺织工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来自中国台湾的企业旭荣集团，就以其在

内罗毕工厂为案列，谈到了非洲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 

 

首届世界布商大会向全球发出邀约  

会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

大鹏还向全球纺织人士对即将在柯桥举办的“首届世界布商大会（中国

柯桥）”发出邀请。 

他说，正如今年 ITMF 大会的主题所讲的那样，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

变化的时代中，市场变革、科技迭代、国际贸易政策变幻、全球产业

布局调整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等等，全球的业界都在积极应

对，寻求新的创新的发展，探求国际产业间的共赢合作之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指导和推动下，

中国将举办一个产业发展研讨和展望性的国际会议，作为全球纺织服

装的产业大国，希望以全球产业共同体的理念，与全球的业界一起商

讨全球产业的合作、协同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这次大会的举办地在中国绍兴柯桥，是中国风光秀丽的江南水乡、

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千亿级纺织产业集群、全

球最大的纺织贸易集散中心。 



 

陈大鹏说：“我在这里代表此次世界布商大会诚挚邀请各位参会，

一方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最新发展，同时也通过这次

会议表达共赢合作的理念，寻求合作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