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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郝 昱

编者按：日 前 ，由 中 国 纺 织

信息中心主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

责 任 推 广 委 员 会 承 办 的《“ 互 联 网 +”时 代

的创新技术、信息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调研报告》发布

会 在 京 召 开 。 与 会 专 家、学 者 均 强 调，在“ 互 联 网+”时

代，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需要实现与互联网的结合，打造

有效的纺织互联网模式。在这其中，云计算处理、信息

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来说异常重要。

进入“互联网+”时代，创新对行业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愈显重要。有效的创新产

出必须与有效的创新保护相结合，才能同时服务

于行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但

是，诸多数据和事实都表明，网络化环境中存在

的安全风险已逐渐成为制约行业创新的一个重

要因素。

为了解纺织 行 业 企 业 在 以 上 方 面 的 实 际

情 况 ，2015 年 1 月 到 3 月 ，中 国 纺 织 工 业 联 合

会 开 展 了 题 为“ 纺 织 行 业 创 新 技 术 、信 息 安

全、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现 状 与 需 求”专 题 调 研 。 此

次调研覆盖了近 6 万名纺织从业者和 600 亿元

纺 织 品 营 业 额 。 调 查 发 现 ，对 云 计 算“ 不 了

解”的 企 业 超 过 一 半，且 民 营 企 业 都 表 示 对 云

计 算“ 不 了 解 ”。 对 纺 织 企 业 来 说 ，云 计 算 很

美好但略显遥远。

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各种新兴产业和新兴

业态，互联网平台也在将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整

合起来并创造出新的生态。可以说，传统工业经

济时代是以生产端为中心，以商业资源的供给来

创造需求、驱动需求的。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孙瑞哲看来，在“互联网+”时代，将出现两

个显著变化，需求端的消费者被高度赋能，形成

消费者主权；供应端的企业由于信息的流动性和

透明性，促进了大规模社会化分工协作，提高了

效率并压缩了交易时间。

孙瑞哲表示，“互联网+”绝不是简单的利用

互联网技术提升效率，而是要看各领域与互联

网结合后是否发生了质变。因此，互联网技术

正 在 逐 渐 重 塑 传 统 的 工 业 经 济 模 式 。 在 这 样

的时代环境下，中国纺织工业正在经历着重要

的变革。不论是生产模式还是商业模式，都处

在升级换代的发展中，“物联网”和“务联网”的

新思维、新技术和新模式呼之欲出。纺织企业

应加大创新，增加对新型信息技术的了解和使

用 ，一 方 面 要 加 大 信 息 化 基 础 设 施 和 平 台 建

设，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行业企业应对信息安全

威 胁 和 挑 战 的 能 力，不 可 有 一 方 成 为 短 板，同

时还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任乔艳津对记者说：

“中国纺织产业正处于转型的时期，并非一蹴而

就，需要各方面努力，既要有政策引导，创造有利

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广大企业付出努力，转变经

营发展方式。同时，行业组织、专业机构也应发

挥应有的推动作用，帮助行业、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的步伐。”

纺织业拥抱云计算 美好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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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总结纺织企业对云计算的了解情况，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技术、信息安全与知识产

权保护调研报告》还显示，绝大多数纺织企业对

信息安全持关心态度，多数企业希望了解防范

信 息 安 全 损 失 的 解 决 方 案 。 更 多 企 业 认 为 有

了 信 息 安 全 保 障 可 进 一 步 提 高 企 业 的 生 产 和

运营效率。其中，外贸企业中，50%以上都对信

息安全有高需求。企业信息安全意识和现实需

求达到双高。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瑞哲对《中

国 贸 易 报》记 者 表 示，中 国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与 互

联 网 有 机 结 合 并 形 成 有 效 的 工 业 互 联 网 模 式

至少要具备三方面必要条件：对云计算为特征

的新型信息资源系统的了解和应用，对企业信

息安全的重视和维护，以及相应的知识产权保

护。这三个方面决定了“纺织企业+互联网”新

生 态 模 式 的 效 率 和 效 益 。 特 别 是 信 息 安 全 已

经从技术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也成为产业安

全急需考虑的议题。

纺织企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利用率偏低，

维护信息安全能力较差，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有

待加强。特别是作为行业主力军的民营企业，无

论是在采用信息技术方面，还是在维护信息安全

和知识产权保护上，资源投入和管理意愿都不充

分，这说明行业中一些企业尚未充分开拓和利用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商业价值。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梁晓晖补充

说：“实际上，从我们的产业布局来看，纺织企业

都是逐渐融入到供应链中，进入到供应链的企业

首先会感到有很多要求，包括劳工、知识产权问

题，信息安全问题也一样。对于国际买家来说，

中国卖家出现了信息安全问题，损害的其实也是

买家自己的利益。卖家丢失数据的话，关于买家

自己的信息也会泄露。”

孙瑞哲指出：“行业的转型升级有赖于产品、

服务、管理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同时，将可

持续性创新真正转化为企业内在的责任竞争力，

这有赖于公平、诚信且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也

有赖于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所有生命周期环节

中考虑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科技创新驱

动产业变革，行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形成创意、人

才、技术、平台、政策等完整的生态体系。

企业提升信息安全意识惠及买卖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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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泄密和文件丢失是信息不安全主要危害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技术、信息安全与知

识产权保护调研报告》显示，企业对信息安全的

关心程度与企业对云计算的了解程度表现出了

一定相关性，同时，是否拥有知识产权与信息安

全关心程度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十分关心信息

安全的企业中多数拥有知识产权，而不关心信息

安全的企业中大多数没有知识产权。

调查发现，作为行业主体的民营企业对信息

安全表示“十分关心”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类型

企业，而事实上，在发生过信息安全威胁案例的

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大多数。最令人不安的是，

希望了解防范信息安全损失解决方案的企业占

比最低的还是民营企业。可以说，民营企业正面

临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两道鸿沟。

在孙瑞哲看来，纺织服装行业是整个全球工

业化过程中的先导性行业，欧洲工业革命全部都

是从纺织行业开始的，英国的纺织业在 19 世纪占

到整个工业比例的 60%，在中国也不例外。自改

革开放以来，纺织业的发展引领了整个工业化进

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

模仿，看到谁的东西卖得好，马上就跟进。如今，

中国是全球网上销售第一大国家，网上销售产品

中有 1/4 以上是纺织品服装。中国在纺织销售领

域占最大的份额，但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最严

重。所以，无论是在哪个阶段，纺织工业都跟知

识产权的保护有紧密的联系。

“我们这种高效的创新产出必须要与有效的

创新保护相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

社会’实际上给我们整个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指明

了大方向。创新是产业升级换代的驱动力，对创

新的保护和激励同等重要。”孙瑞哲表示。

按照北京市工商部门有关统计，2013 年，涉

及到某名牌服装仿制侵权的有 3 亿多人。随着近

几年“双十一”等销售旺季的兴起，知识产权保护

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创新的产出也要和创新的

保护相结合。从国际供应链来看，国际的采购商

和制造商越来越多地提出了对产品以外的要求。

孙瑞哲强调，过去，中国纺织行业在社会责

任建设方面引领了工业之先，但国外的一些组织

对中国的生产运营方式、对劳工的保护也提出了

一些质疑，这就提醒中国纺织业需要在全球工业

范围内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据梁晓晖介绍，截至 2013 年年底，美国差不

多 有 40 多 个 州 通 过 了 针 对 盗 用 信 息 技 术 的 法

案。在信息技术生产、推广和销售过程中，一旦

使用假冒盗版的信息技术产品，将面临《不正当

竞争法》的惩罚。美国现在也推行黑名单制，一

旦发生这样的问题，就会被纳入黑名单。美国还

和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进行联名，在所有这些国

家都会受到相关的惩罚。

民企面临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两道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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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47%的企业有渠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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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和环保是采购商在产品之外关注的主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