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棉行协秘[2019]48 号 

 

关于印发“2019 年棉纺织产业集群沟通交流

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棉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 

2019 年 7 月 25-26 日，“2019 年棉纺织产业集群沟通交

流会”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成功召开。为了使大家更好地

了解会议内容，交流行业信息，现将会议纪要发送给你们，

如有建议和要求，请与中棉行协秘书处联系。 

 

联系人：徐潇源 

电话：010-85229195 

Email：ccta_jq@126.com 

 

附件：2019年棉纺织产业集群沟通交流会纪要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2019 年棉纺织产业集群沟通交流会纪要 

2019 年 7月 25-26 日，“2019年棉纺织产业集群沟通交流会”在福建省福州

市长乐区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郑洁雯、行业部主任徐潇

源共同主持。 

山东省临清市、郓城县；江西省奉新县；湖北省樊城区；福建省尤溪县；江

苏省湖塘镇、塘桥镇；河南省尉氏县等 8个棉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上，各产业集群代表分别介绍了集群发展情况，包括发展现状、发展优势、

未来发展规划及诉求等，并就集群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了探讨，

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东南亚等国家纺织产业的崛起，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

对国内纺织产业造成了影响，棉纺织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产品结构单一、

管理理念落后、抗风险能力弱，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各地产业集群政

府应立足当地实际，努力把握行业动态和方向，了解企业需求，出台相关支持政

策，积极促进集群内企业转型升级。如《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企业“两化融合”鼓励引导办法》、《质量标准品牌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等，从

财政奖励、收费管理、项目审批、执法检查、土地保障、人才建设等方面对纺织

企业给予重点扶持。 

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产业集群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产业链前端的棉纺、

坯布等产业上，利润空间大、附加值高的终端行业，如服装业则比重偏小；集群

内的企业规模偏小，集群规模经济总量与国内一些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相比仍有

差距。 

2、技术与装备水平落后。多数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落后，很多企业面

临融资难、融资贵、资金短缺等问题，无法对设备进行提档升级，设备更新缓慢；

多数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主要产品依然是坯布、棉纱为主，产品档次低，市

场竞争力较弱。 

3、人才短缺问题突出。集群内企业规模小而分散，大多是以家族企业为主，



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缺管理现象严重，缺少专业技术人才、生产技工和熟

悉纺织专业的管理经营人才。 

三、发展规划 

1、延长产业链。实施强链、延链、补链、建链工程，鼓励上下游企业密切

合作。依托龙头企业，以改造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为着力点，重点发展高支纱线、

高档面料、服装及床上用品等产品，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 

2、加强区域品牌建设。坚持集聚化发展，推动集群影响力和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进一步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推动企业加大在科技创新、技术改

造和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入，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3、 加大培训力度。鼓励引导企业参加中国国际纺织纱线展览会等国内外知

名展会，帮助企业家开阔思路、解放思想。同时，持续办好工业发展论坛。 

4、优化发展环境。着力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制机制，切实清理和规范各种

涉企收费，严禁随意断贷、抽贷等行为，降低纺织企业资金链风险。研究出台企

业创新激励政策，鼓励纺织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通过交流，各产业集群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会的集群代表表示收获颇

丰，希望每年组织一次产业集群沟通交流会，为集群政府及企业提供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的机会。 

郑洁雯副会长表示，近年来，中棉行协结合棉纺织行业的形势和现状，与集

聚地政府相关机构共同开展了一些有实质性的活动，包括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

纺织纱线展；组织产业集群对接交流；参与产业集群制定发展规划；提供行业发

展建议等。后期，中棉行协将加强对纺织行业发展方向、产业政策、行业标准的

研究制定，认真落实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争取为集群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 

会议期间，徐潇源主任向集群代表预通知了“关于开展纺织行业‘专精特新’

中小微企业培育入库工作通知”，请各产业集群积极组织和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

申报，首批培育入库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9年 9 月 30日前，以后每年将定期常态

化开展此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