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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制造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核心战略举措，纺织品制造业

作为传统制造业的关键构成部分，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生产效率低下、资源配置缺乏合理性等诸多问题，而

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为纺织品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开辟了新契机与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将着重剖析数字化技术

在纺织品制造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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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rapid global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core strategic measur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s a key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the 

text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including a shortage of specialized talent，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and in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opened new opportunities and 

pathway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ext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ext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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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蓬

勃发展，为纺织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稳固基础。借

助数字化技术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以及经营管理等领域的

深度应用，纺织品制造企业能够达成资源合理配置、生产效

能提升与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纺织品

制造企业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极大阻碍了数字

化技术的普及应用。鉴于此，探究数字化技术在纺织品制造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技术在纺织品制造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一）推动纺织生产向自动化与智能化迈进 

在传统纺织设计流程中，手工绘制图纸与制作样品占据

主导地位，既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又极易出现偏差。当下，

随着数字化技术引发设计工作的革新，设计师利用计算机辅

助设计软件进行创作，借助虚拟样品的展示与模拟，极大提

高了设计效率与精确度。此外，数字化技术还为纺织生产的

自动化与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部分纺织机械

设备借助数字化控制系统，可自动调节并优化生产参数，进

而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二）助力纺织企业开拓多元市场与商机 

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当下，消费者愈发倾向于线上选

购纺织品，此时，数字化技术为纺织企业搭建了优质的线

上推广与销售平台。纺织品制造企业借助构建电子商务体

系，能把产品直观呈现给消费者，提供在线购置与个性化

定制服务，达成线上线下业务的有机融合。而且，数字化

技术可辅助纺织企业开展市场调研与数据剖析，精准洞察

消费者需求及市场走向，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挖

掘更多商业机遇。 

（三）助力纺织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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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纺织产业因资源消耗量大，在可持续发展进

程中遭遇诸多挑战，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纺织企业达成节

能降耗目标、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借助

数字化监测及控制系统，纺织品制造企业能够对生产流程中

的能源损耗与废弃物排放进行实时监控与动态调节，有效遏

制资源浪费，减轻环境污染。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还可助

力纺织品制造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通过科学规划物流环

节，降低物流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推动行业可持

续发展。 

二、数字化技术在纺织品制造企业经营管理中面临的

问题 

在纺织品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进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

用虽前景广阔，但当前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技术基础薄弱阻碍数字化转型推进。众多纺织品

制造企业尚处于信息化基础阶段，数字化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均显不足，在基础数据层面，采集、存储及分析能力匮乏，

无法满足企业决策的数据支撑需求。同时，数据标准化水平

较低，不同业务系统间数据难以兼容，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极大阻碍了数据的有效流通与价值挖掘，使得数字化转型难

以快速推进。 

其二，专业人才匮乏构成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阻碍，兼具

纺织专业与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传统从业者

对新技术接纳程度不高，在适应新技术环境、跟上技术变革

节奏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数字化人才

培养体系，人才引进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昂，严重限制

了数字化技术在纺织品制造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深度应用。 

其三，管理理念与组织架构的滞后制约了数字化发展。

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已难以契合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跨部

门协作机制不畅，数字化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与部署；企业

高层对数字化转型认知深度不足，战略方向不明晰，未能制

定出具有系统性的数字化发展蓝图；数字化建设与业务流程

的优化未能有效结合，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业务创新的推

动作用。 

三、数字化技术在纺织品制造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实践

应用 

（一）强化信息化建设，助力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应用 

对纺织品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言，提升信息化程度以

及深化决策支持系统的运用，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动力。纺织品制造企业应构建完备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对生

产、销售、库存等多类型的数据资源加以整合，搭建覆盖经

营管理全过程的数字化平台。在数据采集环节，纺织品制造

企业能利用物联网传感装置及智能终端，针对生产设备运

行、原材料消耗、产品质量参数等关键要素开展动态监测，

将收集到的海量数据经清洗、整合后，能为决策支持系统筑

牢数据根基。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算法，系统可深入挖掘历史

数据，找出影响企业运营效能的关键因素，并预测未来市场

需求、生产成本等重要指标。 

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助力纺织品制造企业管理层摆脱

传统经验决策的桎梏，达成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该系统可

对企业日常运营数据展开多维度剖析，并生成直观的可视化

报表，为管理层提供清晰的数据呈现。同时，针对不同的决

策场景，系统能提供多套解决方案，并评估其预期效果。此

外，纺织品制造企业构建数据中台后，可对数据资源进行统

一管理与灵活调配，为各类业务场景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进而优化内部管理流程，为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的现代纺织

企业筑牢根基。 

（二）强化数据管理效能，提升经济分析精度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度渗透与应用，纺织品制造企业在

数据管理领域迎来新的契机。企业构建完备的数据管理体

系，可达成经济数据的全方位采集、系统性分析与高效化应

用，为经营决策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依据。在数据采集阶段，

企业运用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等数字化手段，针对生产

环节中的原材料损耗、能源消耗以及设备运行等核心经济指

标实施实时监测与记录，此自动化采集方式，既提高了数据

精准度和及时性，又显著降低了人工采集开支。此外，企业

利用云计算平台，将分散于各业务环节的经济数据进行集中

存储与管理，构建起标准化的数据资源库，为后续的经济分

析奠定坚实基础。在数据分析环节，企业借助大数据分析技

术，对海量经济数据展开多维度挖掘与关联剖析，通过搭建

数据模型，企业能精准洞察成本构成、效益变化等经济运行

规律，并对未来经营走向作出科学预判，人工智能算法的引

入，进一步拓展了数据分析的深度与广度，助力企业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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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关联中挖掘潜在的经营风险与优化点。在数据应用维

度，企业可搭建数字化经济管理平台，将数据分析结果以直

观形式呈现，并转化为具体的管理举措，借助该平台，管理

人员能实时监测经济运行态势，及时察觉异常波动，快速调

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 

（三）推动组织架构革新，达成协同效能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正促使纺织品制造企业内部组织结

构产生重大转变。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冲破了传统

科层制组织的桎梏，构建起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架构，既

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又强化了各部门间的协同合作能

力。第一，数字化技术为纺织品制造企业打造了崭新的业务

运作模式。借助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体系，企业达成了生产、

销售、财务等各业务板块的信息互通与流程协同；管理层可

借助数字化系统实时洞察企业运营态势，迅速对市场动态作

出反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基层员工运用数字化工具开

展工作协作，工作效率与执行力得到显著提升。第二，在组

织架构优化进程中，数字化技术催生了跨部门项目团队。这

种矩阵式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部门的壁垒，促进了人才、技

术与资源的高效整合，依托数字化协同平台，项目成员可随

时开展在线交流、文件共享与任务协作，团队运作效率大幅

提升。第三，数字化转型驱动纺织品制造企业组织架构调整，

有效助推企业创新能力攀升。企业构建扁平化组织架构，为

员工创新活动拓展了空间，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与积极性。

第四，数字化平台的广泛应用为创新实践筑牢了技术根基，

使创新理念能更高效地转化为实际成果。数字化重构正在重

塑企业组织架构，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纺织品制造企业构

建起更为灵活、高效的组织体系，实现了人员、信息、业务

的深度交融，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协同效应。 

（四）健全培训与激励机制，提升员工数字化能力 

在纺织品制造企业推进数字化技术应用的进程中，员工

数字化素养的提升至关重要。第一，纺织品制造企业应构建

系统完备的培训体系，定期开展数字技能培训课程，助力员

工掌握数字化设备操作、数据分析、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知识

与技能。培训内容需涉及数字化基础理论、专业软件运用、

数据安全防范等多个层面，并依据不同岗位特性制定个性化

培训计划。第二，纺织品制造企业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将员工的数字化能力与绩效考核、薪酬福利、职业晋升等紧

密关联。通过设立数字化创新奖项、推行技能等级认证、拓

宽晋升渠道等多元激励手段，激发员工参与数字化转型的热

情。第三，纺织品制造企业还需营造浓厚的数字化学习氛围，

搭建知识共享平台，鼓励员工开展经验交流与技能分享，可

创建内部数字化学习社区、举办技能竞赛等活动，促进员

工间的互助学习。第四，完善的培训与激励机制应与企业

数字化战略规划相契合，注重长远成效，纺织品制造企业

可利用数字化平台记录和追踪员工学习进展，建立个人培

训档案，实现培训效果的量化评估，通过构建动态调整机

制，及时优化培训内容与激励方案，确保培训和激励体系

始终保持有效性。 

总结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品制造

企业若想在该时代站稳脚跟并实现发展，需把握数字化技术

机遇，直面其挑战，借助数据驱动的决策系统，为高层提供

科学分析手段；强化数据管理，通过多维度分析优化资源分

配；调整内部组织架构，实现各管理平台协同；构建培训与

激励机制，以此消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阻碍，从而为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纺织制造业迈向现代化与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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