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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技术路线和市场方向的思考 

建立纺织品循环利用研发、技术、检测“一站式”服务平台及推进全产

业链稳步发展的思考 

 建立全球互联网+纺织品循环利用技术、物资、物流、金融信息等的

交易、转让平台及两岸纺织品循环利用交流平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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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 



NO.1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众所周知，全球每年制造纺织类产品上亿吨，同时消

费产生的废旧纺织品和工业边角料达5000多万吨。中

国大陆更是占其近一半达到2400多万吨。 

在大陆，多年来，这一宝贵资源一直被当作垃圾，或

流入地下二手衣市场，危害人类健康，或遭填埋、焚

烧，造成土壤地下水和大气污染。能被再生利用的不

到10%，且多为低值化和不可持续的利用。 

人们也采用化学浸液法，把部分化纤类织物进行还原

造粒，重新用于化纤原料回收。但是，化工的就是污

染的，除非投入巨资来消除污染，可惜在如今石油持

续低迷的现实情况下。投资带来的成本竟然高于原始

物料市场价！同样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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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优势:这在当前已经是较成熟的技术， 
区别就在于，高端设备和低端设备所 
产生的再生纺织品的品质和附加值是 
截然不同的。 

局限性:废旧纺织品由于其来源的复杂性和成份的多样性，决定它可纺成
纱的比例最多不超过50%，其余的50%，目前只有少数被做成拖把头、隔
音毡、土工布，低质垫等低端产品外，其他大部分仍然被丢弃，造成二
次污染。 

一类:称为可纺材料，通俗讲就是把废旧纺织品进行开松加工，

重新纺成纱、织成布，经过染整等工艺，重新加工成纺织品再生产
品，我们将此称为一个“闭合式循环”。 



另一类:不可纺材料，又称为“高值产业化应用材料”，属非织造类。 

         我们所讲的“高值产业化应用材料”，则是要把这其余的50% 
 
 
 
通过导入现代科技手段，引进领先技术装备，集聚大批研发人才，从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等多方面入手 
 
 
        形成跨区域、跨行业、多学科、多渠道并举的研发生产和市场体系 
 
 
 
从而引导行业走出边利用边污染、低值化、公害化的“怪圈”，打造高值化、
清洁化利用的新型产业格局。真正做到“旧衣零抛弃”，“弃物尽其用”。 



如玻纤、岩棉等的替代性研究和开发，着眼于跨界领域如建筑
材料、汽车内饰、隔音隔热、居家用品、公用设施等产品的研
究开发！ 



技术上:要不断推广气流成网，针刺成网，低融点纤维抱合等新工艺，降低成本，提高其附加值
，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市场方面:应突出循环利用这个主题，并通过标准制订。品质对比，市场准入等各种渠道，与
市场需求对接。通过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帮他们开辟市场，并通过大型公益活动，形象
宣传活动，影响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给予持续支持和关注。随着产品不断开发入市，纺织品资源
再生利用将走进千家万户，打破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从消费和工业两方面，形成一个巨大的
市场。 





NO.3 

我们把从事废纺产业化应用者称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他们涉足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供借鉴，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面临投资失败。但它同时又是一项利国利民利企的功德事业，其可
持续、泛行业、高扩展的诱人前景，仍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在这一过程中，将形成两个层级的发展模式，第一层级是以研发为核心，建立产学研一
体化的服务平台，这里的“产”是指新产品孵化试制的过程，平台并不直接投入到终端
产品的生产，而是通过对研发成熟的新原料、新产品和关键技术进行转让或招商，吸引
社会投资，催生第二层级，即通过打造生态产业园，以招商或技术转让等形式，建成多
产品、多品种的商品生产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制订产品标准和建立行业
技术检测中心，对第二层级市场的形成和竞争进行规范，引导产业有序、健康的发展。 

分析 

形象 

模式 

从科学的角度分析，要想成就这项事业，就需要有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
的支持和分工合作。 

我们形象的比喻为“政产学研用”，即政府放宽政策限制和准入条件，给予经济、税收
上的扶持和优惠，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一头连接高新技术，一头衔接
市场需求，使研发呈滚动式发展态势，成果源源不断的推向社会并向产业化转换，不断
创造社会需求。 



NO.4 

一个新兴产业在形成过程中经常伴随有盲目跟风，重复投资，生产过剩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提升应用，应尽
早导入这一划时代的信息技术，于产业发展之初，就把它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借助互联网，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助推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通过搭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窗口和交易平台，可以把大陆乃至全球纺织品再生
资源，包括旧衣回收，原材料和产成品交易，技术成果转让，招商及金融服务等都
集中到一平台上进行操作，大大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和决策的正确程度，大幅降低
交易成本，加速资源的合理流转。 

通过对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清晰的界定何地有何种资源可能形
成何种产业优势，如大陆南方传统形成的内衣制造产业，有一种可大量回收的针
织海绵边角料，对应当地蓬勃发展的家具床垫沙发垫，就可以形成一个原料和制
造对接的集散地，多个集散地的聚合，就形成了产业集聚区，可以就地取材，就
地消化，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通过互联网建立城市居民废旧衣物回收体系，可以破解目前在各社区投放箱体、
费时耗力且成本高昂的难题，随着居民闲置衣物产生量越来越大，单靠投放箱体
回收显然是不可为继的。建立互联网回收体系，不仅可以大量节约成本，通过各
项宣传鼓励措施，可以使循环利用深入人心，持续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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