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双碳”目标，纺织在行动 
 

一．纺织业的“碳”压力 

纺织业作为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是

我国制造业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五个行业之一。2020年我国纺织纤维加工总

量达 5800 万吨，占全球纤维加工总量的比重保持在 50%以上，在为国民经济做

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其高能耗、高水耗和废水排放量大等环保出问题使得我国

纺织行业的减碳任务势在必行又任重道远。 

1.纺织生产中的“碳”排放 

纺织工业包含化学纤维的制造，和将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加工成各纱、

丝、线、带、织物及其服装的工业部门。其产业链大体可分为纤维及其制品生

产、染整加工以及服装生产等环节。 

（1）纤维原料及其制品生产 

纤维原料主要分为化学纤维和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生产过程需要大量水、

电、气能源，并产生一定量大气和水的污染物。另化学纤维中的合成纤维主要

以石油、天然气、煤或它们的化工产品为原料而生产，这些原料资源属于不可

再生资源，同时也是宝贵的能源资源，因而合成纤维的消耗在一定意义上也意

味着能源资源的消耗。 

天然纤维资源绝大多数属于农业植物或生物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在其

种植或饲养生产中，需要大量占用土地（耕地）、草原（草场植被）等自然资

源，这对我国必须用占世界 7%的耕地首先解决占世界 21%的人囗吃饭问题的国

情来说，其生态压力可想而知。且天然纤维中，棉花种植施加的大量农药与化

肥、羊毛洗毛与蚕丝加工会排放 BOD和 COD值极高的废水，均会产生环境污

染。 

（2）染整加工 

纺织行业水耗量占全国工业总水耗的 8.5%，废水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总废水

排放量的 10%，其中，染整加工业是纺织业污水排放的重要源头，我国纺织业

中 80%用水量来自于染整环节。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印染行业污水排放总量

居全国制造业排放量的第五位，且污染重；并且染整行业废水的回用率仅 7%，

远低于纺织业 10%的整体水平。行业污水处理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从而将产

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间接地加大行业碳排放量。 

（3）纺织成品加与利用 

在服装服饰、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产生

量较少，但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大国和消费国，每年在生产和消

费环节产生 6.0×106t左右的废旧纺织品，占全国消费总量的 20%，并且每年以

超过 10%速度快速地增长。但因体制机制、回收体系、分拣方式、技术和标准

等原因，废旧纺织品再利用总体效率偏低。根据中国工程院的数据，目前我国



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率不足 10%。在废旧纺织品高速地增长及回收利用率低下

的环境下，就给我国纺织业 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增加了难度。 

2.纺织业的减“碳”目标 

纺织工业早在前三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就把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发展作为

行业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2021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了《纺织行业

“十四五”发展纲要》，提出行业发展、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

生福祉五大发展指标计划。在污染防治方面明确了发展节能减碳、清洁生产、

水效提升、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五大重点工程。在“纲要”中更是对绿色

发展水平制定了新的目标。其中：循环再利用纤维年加工量占纤维加工总量的

比重达 15%；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降低 13.5%和

18%；印染行业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 45%以上（“十三五”为 40%）。 

二、纺织业减“碳”在行动 

国际纺织制造商联合会主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表示：中国

纺织服装行业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推进者，依托独特

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与创新优势，一直走在中国气候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前

列。 

1.助力“双碳”目标，纺织企业先行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一直是全球可持续治理的活跃力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于 2021 年 6月 1日正式启动“中国时尚品牌气候创新碳中和加速计划”,推

动一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 500强企业、优先支持 30家重点品牌企业和 60

家重点制造企业开展气候创新行动，并引导产业集群气候创新行动碳中和先行

示范。 

2.助力“双碳”目标，科技创新支撑 

实现“双碳”目标涉及企业生产过程的设计、制造、采购、回收、物流、

服务等诸多方面，每个方面都需要根据“双碳”目标进行调整，碳排放总量

大、强度高，实现预期目标的周期短，这就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作为先导。

目前，纺织行业在材料、能源、制造到循环回收再利用技术方面都有一定的突

破。 

（1）绿色环保原料 

通常化纤织物的生产原料为不可再生资源，而且废弃织物难以降解，常用

的处理方法为集中焚烧填埋，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及环境污染。传统的天然棉麻

种植中又存在大量农药的使用，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为解决这一问题，纺

织企业各显身手。 

比如发展有机棉织物的生产线。有机棉是一种的天然无污染的棉花，在农

业生产中，以有机肥、生物防治病虫害、自然耕作管理为主，不请允许使用化

学制品，在生产纺制过程中也要求无污染，具有生态、绿色、环保的特征。有

机棉织成的织物光泽亮丽，手感柔软、而且具有独特的抗菌、防臭性能更有利

于呵护儿童皮肤护理。 



还可以大力研发及应用易生物降解、污染较小、可再生的生物质基纤维或

再生纤维原料。生物质基纤维包括海藻纤维、壳聚糖纤维、木质素纤维、聚乳

酸纤维等，其原料分别来自于常见的海藻、虾蟹壳、树木、谷物等。生物质基

纤维绿色环保，取之自然归于自然。 

还有诸多企业采用再生纤维材料包括再生棉、再生涤纶、再生纤维素纤维

莱赛尔、生物可降解纤维等。比如再生涤纶是指以废旧聚脂（如瓶片、泡料、

废浆、废旧纺织品等）回收后经过再生工艺制成的聚脂纤维。 

（2）低碳加工工艺 

从纤维原料到成品布，需要经过纺纱、织造、染整等一系列加工手段，这

一过程工艺复杂，耗时多，物料损耗多能耗大，为实现高效低碳生产，许多先

进的纺纱织造技术不断涌现，如清钢联、粗细联、半糊化上浆、全成型针织、

无水染色等等。下面列举 3例说明： 

①纺纱方面以喷气涡流与传统的环锭纺相比较，缩短了纺纱流程，提高了

生产效率（每锭产量相当于环锭纺单锭产量有 22倍左右）；减少了占用厂房面

积，减少用工数和纺纱工人的工作量，减少能耗（节约 30%左右的能源），同

时也减少了物料消耗与维修工作量。 

②“天衣”编织是一种一体成型的无缝针织技术，天衣”编织过程与传统

服装编织过程的对比，传统的服装因裁剪和缝边会产生近 30%的面料损失，

“天衣”一体成型编织则大大减少了原料的浪费。 

③无水染色技术——超临界流体技术，以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取代传统的

水作为染色介质对纺织品进行染色，使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染色不需添加任何

助剂，省去了清洗、烘干工序，能耗低，无水污染，二氧化碳可回收循环使

用。 

（3）废水废热低碳处理 

纺织染整过程中不仅会消耗大量能源和水资源，还会造成大量废气废水的

排放。许多企业致力于开发废水废热的低碳处理技术。 

染整废水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或金属盐，直接排放不仅会浪费资源，同时还

会造成水质土质污染。对于废水处理诸多技术应运而生，比如生物酶催化技

术、臭氧催化氧化技术、光催化技术、膜分离技术等，它们可有效除去染整废

水里的有毒有害物质，减少水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 

纺织品染色过程中还需要耗用大量热能，如果将废水、废气直接排放，不

仅会造成余热的浪费，而且还将增加后续废水降温处理工序。进行余热回收，

将其转换为生产可利用能源，实现节能减排逐渐成为印染行业的重点关注方

向，“气—气”换热技术、螺线管式换热器、管式余热蒸汽发生器逐渐应用于

纺织印染行业，为纺织印染行业迈向“双碳”目标不断助力。 

3.助力“双碳”目标，纺织还需努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将是今后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纺织行业作为我国八大高污染行业之一，推进行业节



能减排工作任重道远。纺织行业在不断提高低碳环保意识、加强先进技术研发

创新、更新升级生产工艺设备、推广绿色生产制造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推行绿

色节能标识，倒逼供给端绿色生产，并大力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标识纺织品，

从需求端推动供给端提供绿色节能环保纺织产品。另外，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建

立纺织专业化产业园区，引导企业入园集中管理，有效地对纺织企业的能源消

耗、碳排放、污水排放等进行统一监管，提升企业能源综合利用率和降低废弃

物的排放。（学会办公室张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