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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对带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汕头已形成内衣、家居服和毛

衫三大特色产业，面对服装行业时尚与潮流的冲击，汕头市特色

产业不仅要做大，而且还需向高端化转型。纺织服装主要是指将

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等原材料通过纺纱、织造、印染等工艺过程，

加工成纱、线、布以及成衣等纺织成品的工业行业。该行业的产

业链可以分为上游纺织原材料、中游纺织工艺和设备、下游服装。

本报告首先对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状况，全球、中国及汕头

市纺织服装技术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汕头

市关注的内衣和家居服方向的全球、中国、汕头市的专利发展状

况，找出汕头市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和发展方向，

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为汕头市政府、产业及创新主体提出在纺

织服装产业发展中可采取的措施和建议。

一、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方向

（一）全球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现状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处于黄金发展时期。2005年，全球纺织品

和服装配额正式取消，全球纺织产业真正迎来自由贸易、公平竞

争的新时期，发展中国家纺织服装产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技术

研发投入相应大幅度增加，2005年全球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为 3951

项，增长率达到 21.9%；自此专利申请量一路攀升，并于 2012年

达到 10985项，较 2005年增长了近 3倍。近 10年是纺织服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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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专利申请量于 2020年突破 2万大关，增

长率达到 23.1%。2021年世界经济虽遭受疫情打击，但全球产业

的创新步伐并未放缓，仍显现出较大发展潜力。

图 1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专利申请趋势[1]

图 2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市场转移趋势

[1] 注：本报告中所有专利数据的检索截止日期为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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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全球纺织服装产业主战场。20世纪 70-90年代，全

球纺织服装产业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德国。自 90年代起，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逐步深入全球产业链，产业慢慢发生转

移，直至 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目标市场国。

图 3 全球产业链创新主体专利有效量排名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涌现出一批优

势企业，化学纤维领域的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球

500强行列。在知识产权方面，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溢

达纺织有限公司在中游纺织工艺和设备领域的有效专利数量居世

界前二，下游服装领域品牌意识逐渐增强，涌现出红豆、都市丽

人、浪莎内衣等国内知名品牌。

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基础雄厚。日本拥有纺织服装产业最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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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技术，全球纺织服装产业专利申请总量排名前二十的申请人

中日本企业占一半以上，既拥有东丽、帝人、可隆等知名化工材

料企业，又拥有兄弟、JUKI等知名纺织设备企业，其在上游纺织

原材料，特别是化学纤维方向以及中游工艺设备领域居于世界先

进水平。

表 1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创新主体专利申请总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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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方向

中游纺织工艺和设备以及下游服装是主要研发方向，上游纺

织原材料中的蛋白纤维逐渐成为热点研发方向。全球纺织服装产

业中，中游纺织工艺和设备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约 50%、下

游服装领域占比约 40%，这两大领域是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要研发

方向。

图 4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中游产业链中的针织工艺作为一种常用工艺，专利申请数量

较多；自动缝纫设备的应用大大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也逐渐成

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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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中游发展方向

图 6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下游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内衣消费逐渐趋于时尚化、个性化以及多元化，内

衣消费需求猛增，从专利上看，下游服装领域中内衣方向专利申

请总量最多，且近五年申请占比较大，一直是该产业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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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球上游专利有效量排名前 10创新主体热点研究方向

图 8 全球上游专利布局热点方向

产业链上游，全球专利有效量排名前十创新主体以涤纶、锦

纶为研究热点。由于蛋白纤维弹性、吸湿性、透气性等性能优越，

在高档内衣等服装上的应用越来越多，也逐渐成为该产业的热点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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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定位

（一）产业基础雄厚，但专利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经过 40余年来持续发展，已成为汕头

制造业中占比最大、配套体系齐全的特色产业，是汕头首个产值

超千亿元产业。同时，汕头是国内最大内衣生产基地，产量占全

国 45%，在中国内衣板块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苏州、无锡、

嘉兴、绍兴等重点城市相比，汕头市专利布局起步较晚，但是 2015

年以来发展相当迅速，目前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仅

次于苏州排名全国第二。

图 9 全国地市纺织服装产业专利申请数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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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城市重要专利储备情况及汕头排名

但对比苏州、无锡等国内九大城市，汕头市发明专利及有效

发明专利数量、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核心专利储备数量都排名

靠后，专利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产业链下游优势明显，中上游实力仍需提升

图 10 全球、中国及主要城市产业结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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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下游专利申请数量占比超 96%，远高于

全球和中国水平。与主要城市相比，汕头在下游产业链的专利布

局数量仅次于苏州，其中汕头特色产品内衣、家居服方向的专利

申请数量分别占全球的 10%以上和 5%左右，是汕头最具优势的

细分领域。

图 11 汕头市服装细分领域专利数量及其全球/中国占比

然而汕头市在中上游的实力偏弱，其中上游原材料企业偏

少，对服装性能影响较大的纤维制备方面的专利申请几乎为零；

中游虽拥有连兴实业、三辉无纺等重点企业，但其专利申请数量

并未上榜全国前 20行列，重点技术分支当中，汕头市在染色/印

花、自动缝纫方向的专利布局数量仅为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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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城市纺织服装产业专利布局情况

（三）个人创新主体创新活跃，企业实力仍需提升

表 4 全国及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创新主体专利申请总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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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虽拥有宏杰内衣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

企业，但其专利申请总量及其近五年申请量均不占优势，与杰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等国内龙头企业相比，

规模和实力均需提升。

图 12 主要城市纺织服装产业创新主体类型对比

产业链下游中，汕头市个人专利申请数量占比高达 91%，远

高于其他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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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汕头市近 5年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20及其个人主体情况

近五年郭凯生、庄晓红等四位汕头个人创新主体专利申请量

在服装细分领域上榜全国前 20行列，创新活跃，但其所在企业尚

处于小微状态，企业专利拥有量为零。汕头市服装产业仍以家庭

作坊为主，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较少。

（四）内衣、家居服方向具备人才优势，其他方面人才匮乏

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71%的专利技术人才分布在产业下游的

内衣方向，该方向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主要城市第一位；家居服方

向人才数量排名主要城市第三位，因此汕头市内衣、家居服方向

人才数量优势明显。但上游原材料、中游工艺设备以及下游毛衫

方向的人才储备数量极少，特别是原材料领域各分支人才数量仅

为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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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要城市纺织服装产业各技术方向人才数量

（五）重点领域服装设计能力突出，维权意识较强

图 14 汕头市外观设计专利数量及其涉诉维权情况

汕头市下游服装领域外观设计专利数量达 9637件，排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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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同时，内衣、家居服名牌数量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服

装设计能力较强。面对外观专利容易遭受侵权的问题，汕头市企

业积极维权，在国内服装领域涉诉外观专利中，汕头市涉案量最

多，达 37件，其中以汕头为原告的有 24件。

三、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路径建议

针对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上

述问题，对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一）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1.加强产业链上游合作

建议汕头市加强与上游企业、高校的合作，主动参与原材料

的研究，以进一步促进下游优势领域发展。高校合作方面，汕头

目前已与东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除东华大学以外，还可与国内

重点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南通大学、武汉纺织大

学等进行合作。

2.加大产业链中游研发投入及针对性招商引资

依托潮南、潮阳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心，加强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鼓励园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大关键技术

专利布局。针对性引进国内优秀的中游工艺设备企业，引进重点

专项，政府在招商引资、场地租赁、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资

金扶持。加快潮阳智谷纺织服装工业园项目建设，依托都市丽人

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带动当地纺织服装产业



— 16 —

的整体发展。

3.扩大产业链下游品牌影响力

建议积极实施内衣、家居服、毛衫等纺织服装品牌战略，提

高产品附加值，逐步缩小与其他地区知名企业如无锡红豆（家居

服）、内蒙古鄂尔多斯（毛衫）等的差距。同时汕头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要进一步加强主动性，如主动调查市场需求，发布行业重

要动态等，以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二）技术创新提升路径

1.巩固自身优势技术

重点加强内衣、家居服方向的功能性研究。内衣方向，亲肤

舒适、塑身/塑形是全球最为关注的功能，其次是保健和抑菌。亲

肤舒适方面可以从纤维改性入手，以改善纤维的弹性；还可采用

混纺（棉、毛等）工艺以及磨毛等后处理工艺；塑身/塑形方面重

点加强纤维、面料的弹性研究，分区编织工艺以及支撑结构设计

等的研究；保健和抑菌方面充分体现出未来内衣产业与大健康产

业的结合是重要趋势，重点加强保健、抗菌纤维的制备技术、药

用染料制备技术方向的研究。家居服方向，柔软舒适、吸湿排汗

是全球最为关注的功能，重点加强柔性纤维、绿色环保吸湿性纤

维的开发及利用、编织工艺的改进以及面料的柔软化处理方向的

研究。

2.紧跟全球热点方向

原材料领域加强以涤纶、氨纶为代表的化学基础纤维及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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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向的研究，通过化学和物理改性手段赋予这些基础纤维以抗

静电、吸湿、抗菌等附加性能；加强以蛋白纤维为代表的新型纤

维方向的研究，从而改善服装产品的性能，增加产品附加值。纺

织工艺和设备领域加强针织、染整和缝纫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促

进产业向高端化、自动化转型。服装领域继续加强内衣方向的研

究，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保持自身优势。

3.加强弱势技术布局

加强天然纤维、化学纤维方向的布局，弥补技术空白。加快

智能化技术、智能化装备与纺织工艺的融合应用。加强低能耗、

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无水少水染整技术，节能降耗染整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加强毛衫方向技术布局，通过系统化创新设计

推出独具特色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个性化产品，缩小与苏州、

无锡等重点城市的差距。

（三）企业整合培育路径

1.重视本地企业培育

鼓励个体工商户向企业转型。建议允许汕头市个体工商户在

不改变其字号的情况下转变为企业，各登记机关开通“个转企”绿

色通道，简化登记流程、指定专人提供帮办服务，做好个体工商

户转前、转中、转后的保障服务。对成功“个转企”的企业实行税

收优惠、契税优惠、不动产登记优惠等。汕头市郭凯生、陈晓萍、

朱少吟等在纺织服装产业具有较多的专利申请，且有个体工商经

营，可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汕头市重点“个转企”目标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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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示）

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培育小微企业是壮大汕头市纺织服装产

业的重要途径，建议积极开展企业服务活动，切实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对纺织服装企业扩厂建厂、引进配套设备，并取得一定经

济效益的企业提供补贴优惠，对因扩大生产规模而向各大银行进

行贷款的行为提供贷款贴息服务。汕头市中下游小微企业众多，

汕头市龙凤印染有限公司、汕头市牧马服饰有限公司、汕头市堃

源内衣实业有限公司等可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汕头市重点培育

的中下游小微企业如附表 2所示）

培优扶强龙头企业。落实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等创新激励政策，引

导宏杰内衣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连兴实业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

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投入，推动企业组

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等。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实施以各级政府质量奖、驰

名商标、知名商号等为核心的品牌战略，引导龙头企业强化国际

品牌意识，加快培育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龙

头企业。（汕头市重点关注的本地区龙头企业如附表 3所示）

2.精准对接产业链中游优质企业

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中游实力较弱，缺乏龙头骨干企业，建

议汕头市重点引进国内优质企业，如针织方向可引进嘉兴市强隆

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染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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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重点引入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江苏小太阳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缝纫方向，杰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龙头，其在智能缝纫机方向拥有

全国数量最多的专利，此外，舒普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美机缝纫机有限公司在该方向技术

实力也比较强，可考虑重点引入。（汕头市产业链中游建议引进

的国内企业列表如附表 4所示）

（四）人才引进培养路径

1.本地人才培养

企业高端管理人才培养。建议政府部门组织纺织服装产业相

关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鼓励企业组织行政高管、技术高管或者具

有晋升潜力的员工参与培训，提高高层管理水平。鼓励重点企业

优秀管理人员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知名企业、行业中介机构举办

的高峰论坛、问诊会、培训等活动。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鼓励纺织服装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吸纳东华大学、江南大学、汕头大学、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

院校的专业人才到基地进行学习，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在提高学

生实操能力、技能水平和设计能力的同时，为企业招揽高端技术

人才。

鼓励重点人才参与高端人才评选与高层次人才认定。进一步

推动汕头市人才强市战略，由行业协会、政府单位每年组织纺织

服装产业高端人才评选，鼓励汕头市纺织服装行业中做出突出贡



— 20 —

献的在岗优秀专业技术、经营管理、高技能人才参与评选，对取

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人才予以奖励。鼓励符合条件的个

体参与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

取得“金凤卡”的个人予以奖励。

2.高层次人才引进

重点企业创新人才引进。针对汕头市产业链上游原材料弱势

领域，中科纺织研究院黄效华团队、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范红卫团队等在纺织原材料领域特别是目前较为热点的化学纤维

领域拥有较多的技术积累，建议汕头纺织服装企业可以重点引入。

产业链中游，针织方向建议引进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孙平范团

队、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永良团队、桐乡市强隆机械有

限公司王靖敏团队等。产业链下游，太仓协大申泰羊毛衫有限公

司杜士良团队、湖州珍贝羊绒制品有限公司邱雪芳团队等在毛衫

方向服装设计能力较强，建议引进相关企业团队。（汕头市纺织

服装产业建议企业人才引进对象如附表 5所示）

重点高校科研人才引进。国内重点高校中，东华大学（纺织

学院）在纺织服装产业实力最强，涉及产业链环节全面，浙江理

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武汉纺织大学等重点高校在纺织服装产业中上游高端技术方面优

势明显，建议汕头市纺织服装企业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等方

式重点引进以上高校人才。（全国纺织服装产业人才集聚高校及

涉及领域如附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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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利协同运营路径

1.加强创新主体协同创新

建议汕头市企业在商业合作的基础上加强技术合作，就内衣

功能方面实现共同开发。除与都市丽人进行合作之外，还建议汕

头市创新主体与上游原材料企业如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中游工艺设备企业如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舒普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合作，以服装功能内需为推动

力，共同研发先进型纤维材料以及先进工艺设备。

加强与当地及其他省市重点高校的合作是促进技术进步的

有效手段。汕头已与东华大学、江南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建议汕头市建立本地校企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

2.促进专利运营与转化

建议加强产业专利布局，促进核心专利、高价值专利的产出，

在下游服装领域特别是内衣、家居服方向继续加强布局，除布局

外观设计专利以外，产业中的重要技术创新建议申请发明和实用

新型专利，不仅专利保护时间较长，且专利稳定性相对较高。同

时建议企业关注同行技术动态，通过专利转让不断引进先进技术，

通过高价值专利的质押与许可获得融资，让专利无形资产变为有

形资产，盘活专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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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观维权保护路径

国内纺织服装产业 85件外观设计诉讼案件中，汕头市涉诉

37件，涉案数量位居主要城市首位，产品外观维权是汕头市企业

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以上问题建议汕头市从以下三方面进

行考虑。

1.完善维权机制

建议汕头市根据纺织服装产业特色制定专利维权指引，细化

行政途径、司法途径和其他途径专利维权流程，指导汕头市创新

主体自行进行专利维权，免费为创新主体提供相关事务咨询、纠

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等。

2.加强展会维权援助服务力度

充分发挥汕头市知识产权中心的作用，加强与展会平台的联

动保护，加强线上线下快速维权工作。强化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

的技术支撑，高效、便捷提供侵权判定意见。

3.完善海外维权援助服务

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积极推动申报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构建纠纷信息采集渠道和协调解决机制，

着力解决企业海外维权难的问题。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海

外侵权责任险等保险业务，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维权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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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汕头市重点“个转企”目标

申请人 专利量 个体工商名称 所在地址

郭凯生 151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大展

纺织厂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联堤下洋新兴

区西九路

陈晓萍 102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陈晓萍

服装店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华美草南路

387、389号

陈红妹 63 陈红妹
广州市海珠区沥滘北村东大街三巷

3号 3楼

颜丹晓 58 颜丹晓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美南秀水路中

向南段 4号

彭炎辉 45 彭炎辉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窖洋村窖上

南畔寨外

朱少吟 45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奥佳柔

针织内衣商行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溪口新厝尾西

五巷 7号

谢雅雯 45
德庆县德城谢雅雯

服装店

德庆县德城镇解放路原百货大厦二

楼绵绣商场

吴豪杰 40
汕头市潮阳区铜盂洋美龙

兴织带厂
潮阳区铜盂洋美学校旁

张文娃 44
广州市荔湾区蕾丝酱服饰

商行

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路 90号七层

A7028房

蔡壁昌 43
深圳市福田区玫瑰柏拉图

服装厂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上梅林工业

区 2栋 4楼

颜伟宏 40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蝶彩

服装配件商行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沟湖新湖五街

106-108号

陈汉彬 32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腾昌

制衣厂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西新下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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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汕头市重点培育的小微企业列表

中游

企业名称 专利数量 地址

汕头市龙凤印染有限公司 0
汕头市潮南区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

心内纺织南一路旁

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织染环保

有限公司
0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竞海村上头尾洋坊

印染中心横一路与纵三路交界处

汕头市伟嘉隆印染有限公司 0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湖边村上头尾洋坊

印染中心 12号地块

广东威信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0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竞海村上头尾洋坊

印染中心通用厂房 1栋 C单元

广东光伟印染有限公司 0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竞海村上头尾洋坊

印染中心通用厂房 3栋 B单元

汕头市潮南区创耀针织

有限公司
0

汕头市潮南区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

心纺织中四路旁

下游

企业名称 申请人
个人专

利数量

企业专

利数量
地址

汕头市牧马服饰有限公司 郭凯生 151 0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联堤下

洋新兴区西九路

汕头市堃源内衣实业

有限公司
庄晓虹 103 0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沟湖中

华街中段南侧

汕头市潮南区本份新服饰

有限公司
陈晓萍 102 0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华美草

南路 387、389号
广东黄金身段内衣

有限公司
张植强 98 0

汕头市濠江区河浦大道北侧

河浦产业转移园区 C地块

汕头市熙荣内衣实业

有限公司
陈耿波 85 5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溪口乡

大门对面楚园楼

汕头市珍黛丝内衣实业

有限公司
何佳娜 81 0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溪北工

业区

广东多彩多姿服装

有限公司
蔡信钦 40 13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工业区金

溪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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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汕头市重点关注的本地区龙头企业

本地区重点企业 专利数量

宏杰内衣股份有限公司 179

汕头市连兴实业有限公司 109

汕头市爱尔美制衣有限公司 68

汕头市申江服饰有限公司 67

广东天情织绣有限公司 43

汕头市尚锦汇内衣有限公司 31

汕头市俏丹娜实业有限公司 22

汕头市顺发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21

汕头市喜安娜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18

汕头市利宝莱实业有限公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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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汕头市重点关注的国内中游重点企业列表

企业名称 所在城市 专利量 技术方向

桐乡市强隆机械有限公司 嘉兴 213 针织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775 针织

信泰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 136 针织

宁波大千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 163 针织

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 126 针织

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258 针织

福建省鑫港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福州 126 针织

卡尔迈耶斯托尔研发有限公司 常州 216 针织

广东德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 53 针织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连云港 98 染整

江苏小太阳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 45 染整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41 染整

无锡市信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 37 染整

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 1302 缝纫

舒普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405 缝纫

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 391 缝纫

浙江美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温州 354 缝纫

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 304 缝纫

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 282 缝纫

上工富怡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 278 缝纫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 197 缝纫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 181 缝纫

苏州琼派瑞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162 缝纫

常州智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129 缝纫

浙江众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 115 缝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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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建议企业人才引进对象

重点
人才

团队成员 所属单位
所属
城市

专利
数量

擅长
领域

黄效华

甄丽、刘彦明、刘洁、刘宇、

黄效谦、黄效龙、穆伟华、伏

广伟、池姗

中科纺织研究院

(青岛)有限公司
青岛 98 化学纤维

范红卫

王山水、汤方明、王丽丽、尹

立新、杨大矛、赵慧荣、宋光

坤、杨超明、范晓兵、孙晓华、

张元华、沈建根、邵义伟、丁

竹君

江苏恒力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 77 化学纤维

马海燕
徐燕、司淼、王城、徐锦锦、

成晓燕、杨西峰、邵小群

南通新帝克单丝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通 48 化学纤维

余三川 陈岳、王平
宁波三邦超细纤

维有限公司
宁波 27 化学纤维

浦金龙
陶冶、邓金芳、陶国平、钱燕

明、陶治

江苏江南高纤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39 化学纤维

孙平范

胡跃勇、徐卫东、李立军、邹

礼成、罗再杰、董红峰、张乔

治、毕治亮、郑勇、朱信忠、

王建峰、邓保华、刘伟、周红

义

宁波慈星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 737 针织

金永良

孙健、兰先川、张和中、钱新、

华海港、邱屹、徐备松、付洪

平、侯英杰、黄健飞、石祖良、

贾健、张金良、黄成煜

江苏金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254 针织

王靖敏
安勇强、钟佳明、韩徐斌、俞

惠钟、张锋、陈崇

桐乡市强隆机械

有限公司
嘉兴 157 针织

郑建林
兰善兵、詹善全、张文宁、石

省委

宁波必沃纺织

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 103 针织

陈少军
丁伯军、蒋仁积、黄北洋、张

建新、申雪韵、蔡从斌、钱淼

远信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 82 染整

张才南
周燕、钱祖勤、张盛、吴庆、

都恩光、黄国平

江苏小太阳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 44 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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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立

俞雅莹、周亿黄、诸伟、张伟、

过琳、陈丽洁、黄晓明、张晨

欣、俞涣清

江苏海大纺织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38 染整

华文辉 罗磊、许纲笈
无锡市信文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 37 染整

张昊
张波、唐考成、席春玲、徐传

功、张兴鑫、薛桂明

连云港如年实业

有限公司

连云

港
35 染整

罗千 邹宗敏、张祥云
舒普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264 缝纫

刘航东 王海、任奇
苏州琼派瑞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180 缝纫

陈中华
谢作中、 徐金响、谢友明、

顾燕青

常州智谷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130 缝纫

林子春

李质彬、刘霖、潘林勇、林群、

刘冰、吴文俊、陈通平、林高

宏、刘华鹏

琦星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 113 缝纫

庄振梭 刘文琦
苏州匠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75 缝纫

何应标
江德明、陶志兴、王嘉浩、冯

汉亮、易乐、潘钜文、王嘉豪

佛山市科华智缝

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 67 缝纫

俞金键 刘亮军、杨建中
江苏华佳丝绸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226 家居服

周文江

倪文洁、程莉、陆朱凤、朱倩、

钱琳佳、牛然怡、彭爱珍、毕

海波、何祯、曾嘉佳、黄锐、

艾彩霞

无锡红豆居家

服饰有限公司
无锡 210 家居服

杜士良
王洪平、张燕、李莉、杜月芳、

陆金荣

太仓协大申泰

羊毛衫有限公司
苏州 233 毛衫

邱雪芳

邱金元、王金玉、何水琴、沈

勤华、殷柏玉、沈小叶、姬树

人、龚熠

湖州珍贝羊绒

制品有限公司
湖州 194 毛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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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全国纺织服装产业人才集聚高校及涉及领域

重点
人才

团队成员 所属高校
所属
城市

专利
数量

擅长领
域

朱美芳

周家良、孙宾、相恒学、夏维、周

哲、胡泽旭、成艳华、陈伟、陈文

萍 东华大学 上海

39 化学纤维

王华平
王朝生、张玉梅、陈向玲、李建武、

刘佳林、江振林、王欢、王琼
20 化学纤维

江文斌
傅雅琴、陈文兴、戚文兴、凌荣根、

吕超目、徐新雨、戴冬冬
浙江理工

大学

杭州 63
天然纤

维、化学

纤维

彭来湖

戴宁、胡旭东、吕明来、未印、汝

欣、包哲枫、史伟民、吕永法、章

钰娟

杭州 33 针织

管新海
张欢嘉、左保齐、席丽媛、张其锋、

戴虹、李海涛、许亚娟、赵广兵
苏州大学 苏州 20 化学纤维

王栋
吴永智、李沐芳、梅涛、蒋海青、

赵青华、牛应买、郭启浩

武汉纺织

大学
武汉 13 化学纤维

丛洪莲
蒋高明、董智佳、高哲、万爱兰、

吴光军、张爱军
江南大学 无锡

40
针织

蒋高明
马丕波、丛洪莲、缪旭红、万爱兰、

陈晴、陈超余、常玉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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