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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马 霞 李建荣

这是一个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成功转型的典型案例。

在黄河之滨的滨州高新区，“年轻的”传统企业愉悦

家纺，坚守家纺主业十余年，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产业

链，塑造核心竞争力：

——12 年前，刚刚成立的愉悦家纺仅用时 7 个月，

便创造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

奇迹，前所未有的“愉悦速度”震惊全行业；

——从中间的印染产业，向上游的织布、纺纱、棉花

及化纤加工环节延伸；向下游的缝制、电脑刺绣、品牌销

售延伸；通过股权收购，盘活当地闲置的公共热电能源

资产，兴建 LNG、CNG 天然气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形成

完整的家纺产业链；

——自从2006年拿到第一项发明专利后，十年间，它

用80多项发明专利不断塑造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愉悦

家纺设立的黄河三角洲纺织科技研究院，致力于成为国内

一流的纺织行业公共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攻克行业可持

续发展所需的重大、关键和紧迫的技术瓶颈……

——2015 年 12 月，继 2011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之后，愉悦家纺再度以“高精度圆网印花及清洁生产关

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第一完成单位身份，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

在全行业遭遇低谷、“哀鸿遍野”的背景下，2015

年，愉悦出口相比去年仍稳中有升，成为纺织业“严冬中

的一抹亮色”。

“唯有世界级的创新才能诞生世界级的产品。”愉悦

家纺董事长刘曰兴说，“很多人说纺织行业是夕阳产业，

我不认为。如今，纺织行业技术和装备水平，早已告别

落后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业需求一直都

有，关键是你的产品能不能引领市场，能否保持强大的

市场竞争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唯一的出路。”

愉悦家纺有多强？它又是如何炼成的？近日，笔者

走入愉悦家纺，深入了解这家传统行业里的创新型企

业，寻找“愉悦崛起”背后的秘密，探寻这个“中国家纺定

制第一品牌”的不寻常发展道路。

纺织业告急：愉悦往哪里走？

作为十五年前中国入世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中

国纺织业现在面临的升级压力最大，因为性价比没了。

“中国纺织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减弱，特别是棉制

品。国内棉纺织业产业链上，从棉农、棉花收购商到棉

花加工企业、棉纺织企业，再到棉成品企业都出现不赚

钱的现象。整条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日子都很难过，几

乎无处可以避风。”

浸润纺织业 30余年，刘曰兴深谙行业发展之道，他

非常清楚行业所面临危机的深重程度，却满怀着对行业

发展和企业发展的“三个自信”。

“我们处于永恒的纺织行业，选择了创新驱动的发展

道路，要用发展的眼光随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刘曰

兴的这三句话对应着他眼中的“行业自信、道路自信、发展

自信。”支撑着愉悦家纺加快在世界纺织业市场的布局。

刘曰兴的判断得到了我国纺织材料领域学术带头

人之一姚穆院士的支持。姚穆院士认为，“十年来，中国

早已成为世界纺织经济第一大国。纺织产业已从原来

的‘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国际竞

争优势明显的产业’逐渐向更高层级的‘时尚创意的重

点产业和高科技积聚融合的产业’‘具有战略性新兴内

容产业’方向转变。为了适应时代需求和技术发展要

求，必须要对纺织行业重新定位，当前我国纺织行业正

在朝着 2020年建成世界纺织强国的目标迈进。”

如何将“三个自信”落地？愉悦创造历史的宏大叙

事是从 2013 年开始的。这一年，刘曰兴推动愉悦家纺

实行“三九战略”，拉开了这家中国家纺业领军企业变革

的序幕。

刘曰兴认为，纺织服装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是一个永恒的行业，“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有一批百年

‘常青树’，也有众多‘昙花一现’的短命企业，是百年长

青还是昙花一现，关键在于企业能否用创新引领潮流。”

但对纺织企业来说，如何引领、如何创新，不仅仅是

一句话，而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对此，常年在国外考察

学习的刘曰兴时常会参考到德国工业的崛起。在过去

100 年中，德国人的发明很多，从阿斯匹林、隐形眼镜、

汽车安全气囊到 MP3，以至于现代德国人还在享受着

这些发明带来的红利。“德国工业的崛起告诉我们：第

一，没有自主产权和核心竞争力，仅靠仿制和低价是没

有前途的。第二，不创新会死，这是血的教训。”

于是，尽管全行业都在“节衣缩食”渡难关，但近三

年，愉悦在创新和技改方面却屡屡投下大手笔——累计

投入超过 2 亿元，且每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创

新红利，这个中国纺织业的后发优势已经在愉悦家纺显

现出它的威力，仅 2013 年愉悦家纺就完成了 286 个创

新项目，涉及新品研发、工艺创新、技术变革、节能减排、

管理创新等各个方面，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8000万元。

如何将“三个自信”落地？

愉悦创造历史的宏大叙事是从 2013年开始的。这

一年，刘曰兴推动愉悦家纺实行“三九战略”，拉开了这

家中国家纺业“领头羊”变革的序幕。

“三九战略”落地：全球家纺行业
杰出供应商的现实与使命

刘曰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企业“成为全球家纺行

业的杰出供应商，以卓越的科技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高

品质、人性化的居家用品。”

“12 年前，纺织行业正值重要的产业调整期，愉悦

家纺生不逢时，但愉悦人筚路蓝缕，创造了一个个或是

科技含量、或是市场销量的行业快速发展的奇迹，直至

走向国际市场，携手跨国企业，依靠创新驱动，合作层次

不断提升，合作内涵不断丰富，不断赢得对方尊重，开创

了全新的、广阔的市场空间。”

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是中国企业努力

三十年而未果的命题，其求解过程注定是鲜花和荆棘并

存。尤其在西方国家仍然牢牢占据专利制高点的纺织

产业，实现自主创新谈何容易？与大把的投入相对应的

是发展高风险，以至于有人说，“入世十年中国的纺织技

术都是拿来的，没有自主研发出来一种像样的技术。那

些质量、规模世界一流的中国纺织巨头们用的哪样技术

和工艺是中国自己的呢？”

但“年轻的”愉悦家纺就要做那个先行者。

十年前，愉悦瞄准了家纺“从中间到两边”的微笑曲线

之路，最终打造出流行纺织品“研发设计—棉花购销与加

工—纺纱—织布—印染整理—品牌销售—自营进出口贸

易”的完整产业链。这条用80多项发明专利打造的产业

链，在短时间内为公司赢得了行业地位：中国纺织服装竞

争力500强，中国印染行业20强、中国家纺行业10强……

2013 年 12 月，愉悦家纺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九战

略”。即“质量保证是基础、工程能力是关键、研发设计

是核心”三大发展主题，细化为“才智建设、集成创新、品

牌、质量、市场、工程能力、‘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智

能化’四化融合建设、可持续发展、价值链整合九大战

略”，每年通过“双百工程”重大项目形式落到实处，落实

责任人和绩效考核，以项目成效“论功行赏”，激励员工。

有远景目标，有详细落实，有监督考核，愉悦走上了

一条用智慧对抗考验的道路。

解决行业“心病”：人才引进、培养
的“愉悦模式”

现在，房宽峻教授已经找到了研发与转化的有效途径。

他既是大学里的教授、博导，也是愉悦家纺的专家，

更是黄河三角洲纺科院的首席团队领军者。在他身上，

科技研发不仅接了地气，成果的价值也得到放大。

例如，棉织物冷轧堆染色的关键助剂—色丽牢就是

房教授根据愉悦需求研发的绿色化学助剂，这个产品融

合了房教授的多项研究成果，不仅将活性染料冷轧堆染

色的一等品率提高到了 98%以上，还大幅提高了产品品

质和附加值。“我们跟房教授合作，仅仅研发绿色化学品

种就达 100多种，它们为愉悦贡献了 2500多万元的销售

收入。”愉悦家纺董事、运营、质量总监张国清说。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企业不缺人，缺人

才——上缺高端人才，下缺技术工人。“人才荒”已成为

新世纪纺织行业、企业的“心病”。不过，在愉悦家纺战

略规划部主任赵爱国看来，愉悦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一问

题的有效途径。

还是 2015年春天，依托东华大学教授、纺织材料与

纺织品设计专家俞建勇院士及其团队创建的愉悦家纺

院士工作站成立，开启了愉悦家纺与东华大学产学研合

作创新之路。在俞院士的指导下，愉悦家纺在麻纺技术

和新型纤维产品的研发方面走在了家纺行业前端，仅

2015 年就有 200 多个麻类和新型纤维类家纺产品投入

市场，得到包括宜家在内的国际跨国公司的青睐。

“从经济的角度看，企业哪里需要科技，哪里需要人

才，我们就要整合全国、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在刘曰兴

的战略规划下，传统纺企引入高端人才的难可以变得不

难，“人才是价值和利益导向型的，只要有合理的顶层设

计，人才可以像水流一样流向需要他们的地方。”

当然，企业不仅需要统领全军的“将军”，也需要兢

兢业业、技术娴熟的“工兵”。

30 岁出头的苏风驰是一名印花技术员，属于染化

料配制工。比如客户给你一种颜色，你要在最短的时间

内，用红、黄、蓝拼出各种各样符合客户要求的颜色。这

其中的难度在于你要熟练地掌握各种染化料的性能，而

且每种染料用多少都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里面既

包含技术，又是经验。也凭着这种绝技，苏风驰在全国

行业大赛中脱颖而出，今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刘曰兴眼中，企业职工“人人都是人才”，他希望

“人人都要成才，人人都能成才。”正是这种人才理念让

一位位像苏风驰一样的优秀技工在愉悦家纺的事业平

台上脱颖而出。

包括将军和工兵的才智战略，正是刘曰兴“三九战

略”的重中之重。

他提出“传承工匠精神做创新型价值员工”，号召全

体员工深入学习工匠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诚信敬业

专注创新包容成长”的人文理念。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以愉悦为代表的纺织印染企业已经不再是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产品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

成为创新驱动模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摘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法宝：全
球资源共享平台下的集成创新能力

在家用纺织品上“印”上色彩斑斓的花朵、小熊等动

植物甚是好看，但这种在织物预定面积上进行局限染色

的“印花”过程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传统圆网印花是将颜色预先调好再印在织物上，最

多只能同时印24套色。”愉悦家纺研制的高精度圆网印花

新技术，就是将图案分解成八种基础颜色，通过点阵精准

混色叠加，在织物上合成千变万化的所需任意颜色图案，

愉悦家纺董事、运营和质量总监张国清说，“相比传统的24

套色，高精度印花可实现成千上万套颜色的精细印花。”

实际上，这个“高精度圆网印花及清洁生产关键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的革命性不仅仅在此，“它还研发了专

用染料和糊料制备与色浆流变性调控技术，填补了国内

高 精 度 圆 网 制 备 技 术 空 白 ；在 把 圆 网 印 花 精 度 从

0.40mm提高到 0.18mm的同时，将印花圆网的强度提高

了 30%；通过对染料、机械、新材料、数字化图案设计和

颜色管理等多个领域进行集成创新，在世界上首次实现

了用圆网印制数字化图案的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印花面料生产国，印花面料产

量占世界总量的 50%以上。可以说，中国印花面料的需

求亟待这样的突破性技术。于是，我们看到，这项被业

内权威专家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成功斩获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凭借这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技术，愉悦家纺打造出了自己在全球家纺产品市场中的

核心竞争力，赢得了宜家、迪卡侬、罗莱、富安娜等众多

品牌络绎不绝的订单。

中国的纺企数以万计，行业对新技术的需求也由来

已久，我们的疑惑在于，为什么大奖花落愉悦家纺？屡

获创新大奖，愉悦有何诀窍？

“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摘取体现了两点，一个是先进

的、完整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体系，另一个是产学研合作、

相关产业协同攻关的集成创新能力。”愉悦家纺战略规

划部主任赵爱国给出了答案。

“愉悦家纺现拥有3个省级自主创新平台：山东省企

业技术中心、山东省生态纺织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

东省工业设计中心；清洁染整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和印

染水处理技术研发工程实验室；1个CNAS国家认可实验

室，获得法国迪卡侬认证实验室国际认定；山东黄河三角

洲纺织科技研究院，形成了集新产品设计、研究、中试、生

产、检测、推广为一体的开放式自主研发创新体系。”

“你看看我们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完成单位名单就知

道了，纤维材料专家、印染专家、绿色化学品专家、智能

装备专家等等，纺织行业的顶尖人才都聚齐了，这就叫

集成创新能力。”黄河三角洲纺科院副院长李付杰说，

“我们的经验是要通过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多元化的

方式，聚集全国、甚至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把不是我

们的东西变为我们的。”

“集成创新，关键在于人才。”刘曰兴认为，“愉悦家

纺地处滨州，地理位置并不优越，但我们有平台，更有柔

性引才政策。以引智平台柔性引进人才，以‘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智力共享模式柔性引进人才，吸引更多的

优秀人才为愉悦效力。”

于是，我们看到，与愉悦家纺合作的产学研单位，列

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与美国亨斯迈合作建立中美清洁

生产染整技术合作中心；与天津工业大学共建天津工业

大学滨州研究院、产品设计开发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与西安工程大学姚穆院士、东华大学俞建勇院士产学研

合作；与青岛大学、中国纺科院产学研合作……

“环保是命”的环保观：建纺织生
态文明企业，节能减排做好了，利润也
会增加

在雾霾时时侵袭的当下，治污成为悬在中国纺企头

上的“达摩斯之剑”。

但走进愉悦生产车间，你会发现这里的环境与传统

印象中“脏乱差”的纺织印染企业大不一样，并无异味和

明显颗粒。“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设备改造和智能化功

不可没。”张国清说。

印染企业是耗汽、耗水大户，前处理机台经逐格倒

流后排出的废水温度仍高达 85℃—95℃。通过愉悦的

多次试验，在退浆机、水洗机等机台的排水处安装了多

级高效热交换器，使自来水通过热交换后温度升至

70℃以上，废水经热交换后温度降到 30℃—40℃，从而

有效回收了废水的余热。这种被称为“一种印染设备的

蒸汽余热回收利用装置”已经取得国家专利。

将“环保是命”作为企业存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

这是刘曰兴的环保观。成立十余年来，愉悦围绕废水深

度处理和回用，累计投资 7500万元，建设运行了功能齐

全、技术先进、布局合理的废水处理设施。在他的率领

下，愉悦的环保创新点出现在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研

发的“冷堆水洗一步法工艺”获国家专利，该工艺仅退浆

环节就可节约蒸汽 60%；“棉冷堆染色关键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高精度圆网印花及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研发

与产业化”两项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缩短了工

艺流程、减少了能源的耗用；开发酶冷堆退浆工艺，通过

生物降解方法，化学品使用减少 25%，大大减少了 COD

及盐的排放；应用开发的涤纶再生纤维家纺产品，以废

旧塑料作为原料，大大减少了废弃塑料对环境的危害，

实现了资源的回收利用。

多年来，愉悦家纺运用系统论辩证思维，从“源头减

排”、“全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三环节对废水综合防治，

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为中心，采用“不用水、少用水、替代

水、循环水、回用水”的“五水”工作法，对水资源进行差别

化和梯级利用，建立了企业水资源循环产业链，全面推行

清洁生产模式，使新鲜水循环利用率达到37%以上。

2013 年 4 月，愉悦家纺成为世界良好棉花组织成

员，推行“良好棉花行动计划”。这也意味着，愉悦使用

的所有家纺产品均采用不喷施农药的有机棉花作为原

料，保证产品不含有毒害的残留农药成分，同时保护耕

地、大气环境不受有害化学品的污染。

“目前欧美客户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考察越来

越多，而做到了环境友好、生态可持续，在国际市场的将会

更加受青睐。”这也让愉悦家纺战略规划部主任赵爱国总

结出来，“节能减排做好了，利润也会增加。”

“中国家纺定制第一品牌”的价值
观：一直在创新，从未被超越

你可曾想过，把浪漫的婚纱照、孩子的可爱瞬间、宠

物的萌萌表情，“印”到抱枕、丝巾、床单上？在“互联网+”

的时代，这样的个性化定制，在愉悦家纺早已成为现实。

为应对“快消费、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的愈益盛行

的消费趋势，愉悦提出了“馈客模式”：“通过电商平台，支持

手机等移动终端，网友上传一定分辨率的照片，借助先进的

数字化喷墨印花系统装备，轻点鼠标，个性化的家纺产品快

速到客户手中。”愉悦家纺董事张国清提到的高速数码喷墨

印花系统甚是“神奇”。而利用这台数字化印制生产装备，加

上愉悦家纺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喷墨墨水，成功实现了创意

写真项目的产业化，这是名副其实的“家纺定制第一品牌”。

在寒冷的冬季，地暖被称为最舒适的采暖方式，自

下而上的加热方式，在给人舒适享受的时候，也对人的

身体起到一个养生保健作用。但有人却想如何把“地

暖”搬到床上？

对愉悦来说，市场需求便是研发方向。在公司展

厅，技术人员展示给记者的一款大方、简洁的床垫就实

现了这一功能，温度从 20度到 48度可任意调节，使老年

体弱者入睡时不再有换季感觉，不会出现因寒冷而导致

的抽筋、痉挛等症状，更是提高了南方和农村等没有集

中供暖区域人们的生活质量。

但任何一个理想化的设想背后都是一系列复杂的

研发，“可以调节温度的床垫，主机不能用氟利昂，不能

有大动静，温度还要控制好……这些都成为我们的研发

课题。”张国清说。

这些功能性产品的研发推广得益于愉悦家纺对集

成创新的重视、运用。公司将不同行业的技术跨界整

合，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达到科技、品位、功能的

合而为一。

“你们研发这么多款式、花色的家纺产品，不怕被

人模仿去？”有人这样问，刘曰兴并不担心，“市场需求

千差万别、瞬息万变，我们保持着创新的渴求，一直在

创新，从未被超越；不等别人模仿去，我们层出不穷的

新产品就又出来了。”

刘曰兴说，家纺是民生产业,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

一定会有市场需求，企业要做的，就是及时体察并满足

需求甚至引领需求。对于这家以成为“全球家纺行业

杰出供应商”为目标的家纺企业来说，捕捉时代需求，

研发引领性产品，他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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