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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化纤行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们所穿的服装到家居装饰，再

到污水、大气过滤，从建筑工地到航空航天，化纤纺织品的身影无处不在。纺

织品演变历史也是纺织材料发展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兽皮树叶到陶器时代的

麻纤维，从青铜时代的丝织物到大工业时代的尼龙塑料，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

和应用，无不体现了各个时代的文明进程和科技进步。纤维作为纺织品的原材

料，其技术进步带给纺织品的创新不断满足服装、家用、产业用各领域的需求。 

化纤新产品的开发能动摇和改变消费者固定化的传统习惯和常规，例如，

在弹性纤维产生之前，消费者不得不忍受服饰面料松弛或紧绷缠裹的困扰。弹

性纤维的产生掀起一场全新的穿衣革命，把原本厚重易松垂的泳衣变得轻薄贴

身易透气。可以说化纤新产品是在常规产品和创新技术不断相互作用下，在调

整“旧”与“新”的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开发者与消费者一方面习惯于现有

的市场和体系，同时又受新技术、新趋势的支配，进行着常规产品的固定化和

新产品的流动化，从而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纤维流行趋势。 

一、纤维流行趋势的概念 

纤维流行趋势是在一定的时期，消费者以化纤产品的行业影响力、贡献度、

技术创新点、价值模式、承载的社会责任和产品功能等要素为基本标准，普遍

使用某种特定的具有共性的纤维制成的制品，来表达其生活行为、生活方式或

观念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现象。 

纤维流行趋势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 

（1）纤维流行是人们通过购买使用具有某种特性的纤维制成的制品，表

达对某种生活方式及社会思潮的随从和追求，从而满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

求。 

（2）纤维流行的形成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同时购买使用具有某种特性的纤

维制成的制品，并达成一定的规模，从而普及开来的某种现象。该流行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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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大量的人的集合，而且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达该阶段人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3）纤维流行是发生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现象，与经济、科技、环境等

因素密切相关，过了一定时间，具有某种特性的纤维便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

可能是强化了某种特性或融合了其他特性的纤维。 

二、纤维流行趋势的特征 

1．时间特征性 

表现在时间的变动性、运动性、周期性及节奏性上。流行本身具有动态的、

暂时的、流变的属性，它只属于发生在当前时期的一种现象，过往的和未来发

生的都不能称之为流行。没有一种流行现象是永恒不变的，在某个时间段所发

生的流行现象，总是在一定时间内被人们追求、赞赏、推广和促进，然后在某

一天被另一种新兴的事务所替代，从而形成新一波的流行[3]。纤维流行趋势的

发展与服装的流行有本质上的差别，服装流行一般经历萌芽期、发展期、流行

期、衰退期及消逝期 5 个阶段，而纤维流行趋势主要以技术为坐标，从技术开

发期开始，经历技术成熟期、技术推广期、大规模应用期以及新技术升级期五

个基本阶段，没有衰退期与消逝期，取而代之的是在原有技术上的升级与优化，

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流行。纤维流行的周期性比服装流行的周期更长，服装通常

以季节为流行的时间分段，而纤维的技术与特点在保持行业领先的前提下具备

持续流行的条件，通常来说将长于一个季度（图 1）。 

2．技术延伸性 

纤维流行趋势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技术延伸性，以纤维技术及产品特点为

基础，不同于服装、面料、色彩流行趋势，流行元素多，变化快，纤维流行趋

势延续周期较长，产品形式简单，更多的是展现纤维的品质、科技内涵。例如，

1958 年就发明了弹性纤维，但弹性纤维一直流行至今，如今的弹性纤维与早

期的相比，品质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细度、耐老化性能、耐氯性能，柔软

性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3．多维度坐标 

包含纤维制造行业内对其技术与产品的认可，下游品牌企业对纤维功能与

品质的认可，最终消费者对其最终制品性能功能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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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可重现性 

服装流行趋势具有循环式周期性的特点，在某一段时间流行的服装，被历

史逐渐淘汰后，经过一段时间，其部分或大部分元素特征又会反复出现在当前

的流行中。纤维流行趋势由于其具有技术延伸性，因此随着纤维技术的不断发

展，流行纤维的技术指标将不断提升，以满足消费者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最初

的凉感纤维，其瞬间凉感值≥0.18J/ cm2.sec，持续凉感：温度降低 1~2℃，通

过不断的技术升级，现在的凉感纤维瞬间凉感值≥0.26J/ cm2.sec，持续凉感：

温度降低 3~4℃。 

 

图 1  服装及纤维流行趋势流行周期 

Fig.1 The Clothing and Fiber Fashion Cycle 

（服装流行周期的曲线通常是规则的波峰与波谷的交替；纤维流行周期的曲线则随着

技术的不断更新表现为波浪状的持续性上升状态。） 

三、纤维流行趋势的要素 

服装流行趋势的要素主要包括：面料、辅料、色彩、款式、图案、搭配、

结构和工艺等主观元素[4]。纤维流行趋势的要素为定性元素，主要包括（1）

技术先进性：与市场上开发同样产品的技术相比，处于领先地位；（2）产品差

别化：与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品质更优，性能更稳定，在下游客户中反映最

好；（3）功能性指标：市场上同样的产品中，功能指标最佳，处于国内领先水



2016年中国化纤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 4 — 

平；（4）环保指标（绿色、低碳、节能）：产品开发过程中采用了节能减排措

施，能耗物耗消耗最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纤维流行趋势所推荐的化纤产品

品牌在技术成熟度，下游企业的接受度，消费者的认可度均达到了一定高度。

纤维的流行元素不同于服装、面料、纱线和色彩的流行元素，它会在较长的时

间里通过科技创新，拓展技术内涵，改善产品性能和生产方法不断的进行拓展

和提升，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意义不同。 

四、纤维流行趋势的影响因素 

1．经济 

作为纤维载体的服装，是社会经济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的基础，是化纤、面料、服装流行消费

的首要客观条件。社会经济与科技环境反映了一种生产关系，直接影响到化纤、

面料、服装流行趋势与消费倾向。新的纤维品种、服装样式能否在社会上流行，

需要社会具有大量提供该产品、服装样式的物质能力，还有人们需具备相应的

经济能力。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下，服装的设计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流行趋

势，对纤维也提出不同的要求，服装流行元素的发展和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归

属于纤维技术的发展。 

从 1978 年中国经济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 30

年之久，让全世界瞩目。这 30 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 3 大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购买能力，人们的消费也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消费水平的增长使人们对纤维的品质和功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各种功能纤维如抗菌纤维、负离子纤维、远红外纤维；舒感纤维：仿棉

纤维、仿毛纤维、凉感纤维、保暖纤维等应运而生，满足消费者的日益增长的

多样性需求。 

2．科技 

纤维材料的发展和流行需要科技作为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纤维从原

始的天然材料走向化学合成纤维材料，产量从小规模走向了大规模集成化。科

学技术的发展使纤维从服用、家纺等领域发展到产业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等高科技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新材料开发和服装生产，化学纤维的发

明和纺丝技术的进步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纤维技术发明与进步造就了很多

差异化程度高，多功能性、高性能的纤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健康，如阻



中国纤维流行趋势战略研究 

 — 5 — 

燃纤维：无机阻燃粘胶短纤维、全消光阻燃聚酯长丝、有色阻燃聚酯长丝以及

常压阳离子可染阻燃聚酯（PET）纤维等，保持永久的阻燃性能，在遭遇明火、

电弧、熔融金属等危险时，可以最大限度保障人们的安全。 

科学技术的发展，让化纤行业利用化纤科技的力量，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

如 PM2.5 工业防护纤维：间位芳纶短纤维、聚酰亚胺短纤维、高性能聚四氟乙

烯纤维，具有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耐水解、抗氧化、抗老化以及高强度

等特性，用于高温过滤材料，有效减少氮氧化物、硫化物的排放，改善人们的

生存环境，创造健康的呼吸空气。 

3．环境 

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条件是构成纤维及服装消费

行为的客观条件。它包括了地形、地势、气候、环境等条件，这些条件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例如，在严寒和酷暑、干燥和湿润、凉爽和闷热的

气候环境中，消费者对纤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为了应对不同自然环境下消费

者对纤维产品的不同需求，化纤企业推出了凉感纤维、保暖纤维、抗静电纤维、

高亲水纤维、高透气导湿纤维等，从而引发了舒感纤维的潮流。 

目前中国环境、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关注。在该社会环境下，化纤企业推出了无染纤维、易染纤维：有色涤纶工

业丝、原液着色腈纶短纤维、原液着色锦纶 6 纤维等，减少了废水的排放，降

低了能耗，从源头上缓解了纺织品染色污染问题，引起了消费者的广发关注。 

4．文化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既包括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

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不同区域的文化生活各具特色。文化作为一种

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物质力量，对社会产

生影响，同时也可以对流行产生影响。 

目前，资源的可循环使用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资源

与环境压力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瓶颈。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公民，希望能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尽到一份力量。循环再生纤维的推出，实现

了循环、低碳与高附加值的统一，传达了一种循环无限、生生不息理念，承载

了一种文化和责任。其次，利用农林副产物，生活废弃物，如玉米秸秆、稻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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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蟹壳、虾壳，开发生物基的纤维，也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5．生活观念 

个人的生活观念包括个人需求、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生活观念会受经济、

科技、环境、文化的综合影响。产品体现人的消费方式和生活理念，生活方式

的不断变化促使人们对纤维的需求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保暖御寒、到流

行时尚、到功能保健，到现在的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不同的生活空间对人们

的穿衣打扮影响很大，为了生存和进行社会交际，必须使自己的穿着能适应特

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的人群有各自独特的社会心态，导致不同的生

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对服装流行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无处不在。人们对服

装的造型、色彩、图案等元素的选择会有相应的变化。 

在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下，轻薄、舒适、闪光、透明、花色、质感、复合、

功能、绿色、保健等成为当下的流行元素。 

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及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方面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也影响着纤维的发展。 

五、纤维流行趋势的主要传播媒介 

纤维流行趋势发布主要通过大众传媒，互联网，权威专家，专业展会及品

牌与宣传机构全方位的对纤维流行趋势进行报道和解读，使纤维流行趋势深入

人心，扩大纤维流行趋势的宣传面，增加纤维流行趋势的影响力。 

纤维流行趋势的主要传播媒介分为以下几种： 

1．大众传媒：电视，报刊，杂志 

《中国纺织报》、《纺织服装周刊》、《纺织科学研究》等行业主要刊物，《经

济日报》、《工业报》等知名报刊都对纤维流行趋势进行专栏报道。电视媒体方

面，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通车节目对纤维流行趋势的发布活动进行了专

题报导和采访，萧山电视台等产业集中的地方媒体也都通过新闻栏目进行宣传

报导。 

2．互联网：博客，微博，专业网站 

纤维流行趋势除通过官方网站及官方微博进行持续信息发布外，还专门制

作了中国纤维流行趋势主题网站，对前期工作进程，预热宣传，发布现场以及

后续推广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此外，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等业内主流网

站，以及搜狐、新浪、凤凰网、网易等知名网络媒体均有计划地通过视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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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专栏的形式进行报道及后续传播。 

3．专家访谈 

专访国家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以及化纤协会、针织行业协会、棉纺行业协

会和产业用纺织品协会和服装协会相关负责人，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共同围绕

“流行纤维”访谈。 

4．专业展览会：纱线展，面料展，纤维展 

借力 Intertextile 面料展、纱线展等大型展会平台，以“纤动世界、美丽中

国”为主题打造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纤维馆，邀请入选纤维流行趋势的企业以

特装的形式参展，打造中国纤维世界领先的整体形象，有效的与下游产业链相

结合，取得最好的展示与宣传效果。 

5．时尚新颖的推广模式：手册，发布会，对接会，创意秀，舞台秀 

发布《中国纤维流行趋势报告》中英版手册，制作纤维流行趋势发布视频。

召开中国纤维创意空间大赛与中国纤维创意时尚汇，通过创意作品的展示，知

名服装设计师作品 T 台秀，使纤维在全新的包装形式下呈现在大众面前，让人

们了解到纤维也可以时尚、也可以流行。 

6．企业观察 

对前两年入围流行纤维的企业问卷调查情况，结合记者采访，编写关于中

国流行纤维发布活动对于促进化纤企业的市场拓展和品牌树立所起到的积极

作用。其次，从内衣、户外服装、功能服装、产业用等不同的细分领域，采访

企业负责人、设计师，了解下游企业对纤维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流行纤维

发布的关注度。 

六、结语 

中国纤维流行趋势能够衔接上游纤维科技与下游的设计制造，通过系统科

学地评价并推广新型纤维材料，完成与下游纺织品设计生产的无缝对接，推动

纺织科技与时尚的互动，进而推动纺织产业链整体价值的提升。 

中国纤维流行趋势能将纤维推向舞台，推到消费者的面前，让相对专业的

名称和流行时尚的趋势结合，把国内最新、最前沿、差异化程度高、市场接受

度好、国际领先的化纤新产品推荐给下游企业，介绍给终端消费者，一方面推

进产业链协同创新、技术进步和品牌建设，同时也推动生态、环保、时尚、功

能、科技纺织品的发展，延伸产业链的优势，最终实现化纤纺织产业链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