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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想象我们的生意，重新评
估我们的价值链，重新连接我们的客
户。”在近日于京举行的2023中国服
装论坛上，从业者的一句话，道出当
前服装业的现状。

从线上电商、视频直播，到元宇宙
旗舰店，渠道加速变化；从柔性制造、个
性定制，到工厂合伙人，生产逻辑不断
颠覆。用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应对挑
战、挖掘市场，服装业正向“新”而行。

新技术，科技与品牌“双
向奔赴”

“我从大年初一就开始接连出差，
几乎没有中断过。这段时间圈内科技
的一些进展让我觉得在被‘追着
跑’。”2023中国服装论坛，凌迪科技
Style3D创始人刘郴在发言中感慨，自
己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

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对服装业而
言，不仅要跟上风向标，更要在这个
过程中用好技术价值，赋能产品、服
务用户。

这是一场科技与品牌的“双向奔
赴”。论坛期间，爱慕集团董事长张荣
明分享了对“元宇宙旗舰店”的试
水。在这个虚拟社区的“旗舰店”里，
分为展示区、商品区、休息区等空间，拥

有全景产品建模以及虚拟试穿等体验。
不久前，爱慕将品牌博物馆的文化展

“搬”进了元宇宙空间。张荣明认为，将
数字技术沉淀到品牌建设中，有助于与
年轻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连接。

流量在哪里，用户就在哪里。今
天，数字社区、视频直播等形式成为
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的“聚集地”，品
牌也同样要踏上“节拍”。天眼查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元宇宙相
关企业3120余家，其中，2022年新增
注册企业240余家。

在网络上生成3D数字化服装，缩
短市场反馈周期，提升开发“爆款”
的效率；尝试数字化虚拟影像，时装
发布采取“虚拟+现实”的模式……抓
住渠道变革、适应渠道变革，服装企
业不断在实践中探索。

“这是服装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期、
发展模式转型期，也是消费需求的转
变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
哲在论坛上表示，通过数字技术，服
装业不断挖掘自身动能，实现赋能、
赋智、赋值。

新模式，追求产业链供
应链的协同

3 月，纺织服装行业生产旺季。

在山东淄博，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为京东京造开辟的全新生产线已投入
运营。“平台大数据可以及时反馈用户
需求，指导工厂更全面了解市场。”企
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京东京造与
鲁泰通过C2M模式共同研发的一款衬
衫，在同类产品销售中位居前列。借
助平台渠道直连产销，为企业开辟内
销市场提供助力。

让更多的互联网平台、渠道商、
供应商成为合作伙伴，把供应链打造
成价值链。“工厂合伙人”的概念，正
在服装业内走俏。

一位从业者告诉记者，产品、价
格、服务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三大要
素，打通上下游、协同供应链，以更
优的产品、更合适的价格、更好的服
务为标尺，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在生态
圈中建立“工厂合伙人”。

产品在生产线上就知道卖给谁、
卖到哪里，称为“不入库”。从“库存
率”到“不入库率”，指标之变同样折
射了服装业生产逻辑的变革。

通过工业互联网，让每件服装、
每块面料拥有“身份证”，柔性制造更
广泛普及；导入消费数据，捕捉潜在
需求，越来越多的制造商聚焦用户体
验做文章……

“要在扎实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
产业链现代化的同时，充分释放数字
技术对行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
作用，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
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中国服装协会
会长陈大鹏表示。

新理念，更可持续更环保

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消费
升级叠加，在商品之上，人们期待更
多彰显文化底蕴、生活理念、美学价
值的产业表达。

“以文化自信打造品牌内核，将文
化自信转变为品牌自信”“要持续打造
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满足生活方式和审
美变化的服装”“强化东方美学在产品
中的记忆融合、资源转换与市场应
用”……论坛中，用新理念打造品牌文
化，是很多从业者的共同感悟。

在绿色发展中挖掘更多空间。安踏
推出了以可生物降解的聚酯纤维为环
保材料的卫衣产品，江南布衣发布了

“布尽其用”项目，爱慕等服装品牌建设
使用清洁能源的工厂……越来越多的
企业在材料、设计、生产、销售、回收等
环节践行绿色理念，进行低碳转型。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数字化助
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已启动，
明确鼓励开发应用节能降耗关键技术
和绿色低碳产品，深化产品研发设计
和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应用，积极
拓展绿色消费场景。

“产业要秉承长期主义，用专注的
态度做正确的事情。”陈大鹏说，中国
服装协会将推进可持续时尚的践行，
推动构建负责任的产业生态体系、绿
色供应链体系。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元宇宙旗舰店、工厂合伙人……

看服装业如何向“新”而行

传统企业因先进技术应用和创
新而不断向上攀升、新材料产业持续
在 制 造 业 产 业 链 中 释 放“ 源 动
力”……一批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
企业如雨后春笋在南粤大地发展壮
大，为“世界工厂”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像豆腐雕花一样切割钢板”

年销售激光切割设备过万台、市
场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佛山
汇百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自2004年
以来专注激光设备的攻关和研发，拥
有激光专利技术超过200项，已成为
业内领先的企业。

“我们的产品覆盖激光雕刻、激光
切割等多款机型，可以替代传统冲
床，像豆腐雕花一样切割钢板，可直
接服务企业工业转型。”公司总经理梁
建冬说，去年底刚落地的总部增资扩
产项目投产后将新增产值10亿元，为
企业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一大批专长于某一领域的技术型
企业正成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力量。

专注纺织印染助剂的广东德美精
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持续的

技术创新，德美智能工厂可实现节能
减排30%至40%。公司总裁办主任李
燕征说，他们正积极推进高端环保
纺织新材料项目，预计每年可生产
环保纺织印染助剂6万吨，年产值约
4.8 亿元。项目将在明年完成一二期
投产。

来自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的信
息显示，2022 年广东基础研究重大
项目和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取得一批
突破性成果，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
利有效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
全国首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6
年全国第一。

“规模在翻倍增长”

成立于2000年的广州天赐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解液
产品供应商。公司副总经理顾斌说，
企业做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六氟
磷酸锂的先进生产技术。

电解液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而
六氟磷酸锂是电解液重要组成部分。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的快速
发展，电解液产业也发展迅速。“按照
计划，公司今年产能将扩大到 80 万
吨，2025年将达到160万吨，规模在

翻倍增长。”顾斌说。
日渐成为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新材

料产业，在广东不断加速壮大。广州
市工信局材料工业处二级调研员唐锡
禧说，广州市绿色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正形成集聚化发展态势，现有规上企
业1041家，规模超亿元企业400余家。

这得益于广东雄厚的制造业家底
对产业链上游的旺盛需求，也得益于
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深远布局。

随着2022年汽车产业集群产值突
破万亿元，广东已有8个万亿元产业
集群。截至目前，广东已有松山湖材
料实验室、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
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等一批新材料领域
科研院所，以及1个国家级新材料产
业基地、15个国家级特色材料产业基
地、32个省级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比想象中发展得更快”

今年2月，广汽埃安卖出30086辆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253%，环比增
长195%。

这是新能源产业在广东蓬勃发展
的缩影。广东是汽车大省，2022年生
产汽车达410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首位。不仅传统汽车产业庞大，还

孕育出比亚迪、广汽埃安等新能源汽
车龙头企业，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增
长点。

近年来，广东海上风电、新型
储能等产业快速发展。南方电网广
东电网公司新能源服务中心并网管理
组组长李博说，2022年，广东新能源
新增并网容量约770万千瓦，累计并
网容量突破3000万千瓦，占各类型电
源总装机容量超20%，“比想象中发展
得更快”。

风力发电、储能技术的发展，不
仅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化，也为
经济发展带来增量。今年1月，广东
再次提出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发展海上风电、抽水蓄能等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加快储能电池项目落
地建设，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探
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加快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建设。

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广东新能源汽车增长142.3%，充电桩
增 长 91.2% ，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增 长
52.7%，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增长
43.1%。从汽车到风电再到储能，新能
源产业为广东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新华社记者 吴涛 洪泽华
（新华社广州3月23日电）

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6年全国第一

“三新”发展壮大“世界工厂”动能正劲

新华社深圳 3 月 23 日电（记者
赵瑞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俞大鹏带
领下，南方科技大学深圳量子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超导量子计算实验室助
理研究员徐源课题组联合福州大学
教授郑仕标、清华大学副教授孙麓岩
等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实时重复的
量子纠错过程，延长了量子信息的存
储时间，相关结果超过编码逻辑量子
比特的物理系统中不纠错情况下的
最好值。这是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纠错
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相关学术文章
于北京时间23日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自然》网站上刊登。

虽然近年基于超导量子线路系统
的量子信息处理领域研究发展迅猛，
但由于量子计算机体系的错误率远
高于经典数字计算机，想要构建具
有实用价值的通用量子计算机，量
子纠错依然不可或缺，因其可有效
保护量子信息免受环境噪声干扰。

在传统的量子纠错方案编码中，

一个逻辑量子比特需要多个冗余的
物理比特，不但需要巨大的硬件资源
成本，发生错误的通道数也随比特数
增加而显著增多，可能呈现“越纠越
错”的局面，导致量子纠错后的效果
远未达到不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无
法产生正的量子纠错增益。这成为当
前量子纠错技术无法实用化、可扩展
发展的核心瓶颈。

研发团队通过开发高相干性能
的量子系统，设计和实现了错误率
低的错误探测方法，以及改进和优
化量子纠错技术等实验手段，最终
在玻色模式中实现了基于离散变量
的二项式编码的逻辑量子比特，并
通过实时重复的量子纠错过程，延
长了量子信息的存储时间，相关结
果超过编码逻辑量子比特的物理系
统中不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超越
了盈亏平衡点，带来正的量子纠错
增益，向实用化可扩展通用量子计
算迈出了关键一步。

我国科学家实现量子纠错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记者
施雨岑 王鹏）教育部23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基本情况。我国推进建设全
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22
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9.6%，比上年
提高1.8个百分点，普及化水平进一
步巩固提升。

同时，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

步优化，新增15所部属和东部高水
平大学对口支援13所西部高校，分
中央和地方赛道建设11761个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点，高等教育发展更
加协调。

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我国
深入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依托77所高水平大学累计建设
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共
吸引3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

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
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23日公布《网信部门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明确了“一事不二
罚”原则，将于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介绍，规定对2017年5月2日公布的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
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

规定明确了网信部门实施行政执
法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做到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准确。对当
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
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
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
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规定规范了网信部门行政执法
程序。一是明确立案、调查取证、审
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多环节的具体
程序要求。二是完善回避制度、听证
制度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制度，切
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三是明确法制
审核程序，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案件范围、审核机构、审核人员，明确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四是明确重大处
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对情节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网信部门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五是明确规定网信部门办理行政处罚
案件的期限以及结案的具体情形。

《网信部门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明确“一事不二罚”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23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了解到，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联
合投资建设、中铁十四局负责施工的
太原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迎泽桥
西站至桃园路站区间盾构机顺利穿越
汾河，标志着国内首条穿越汾河的地
铁盾构隧道顺利完成双线穿河施工。

太原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全长 28.74 公里，是太原第二条轨道
交通工程，也是山西首条穿越汾河的
轨道交通线，共设车站24座，全部为
地下车站。此次完成穿越施工的地铁
盾构区间是千里汾河上首座地铁盾

构隧道，全长1278米，隧道最深处达
地下 22 米，全程地势为“V”形坡，
埋深变化大。

盾构穿越汾河前，建设人员邀请
国内知名盾构专家召开论证会，对盾
构机进行适应性改造，并根据试验段
优化盾构掘进参数设定，精准指导盾
构穿越施工。盾构施工中，建设人员
采用国际先进的新型高分子聚合物
渣土改良剂进行隧道渣土改良，通
过三维可视化实时显示、重点施工
部位精确注浆、对盾构操作进行远
程智能化监控等措施，保障盾构机
安全高效掘进。

国内首条穿越汾河的
地铁盾构隧道完成双线穿河施工

新华社昆明 3 月 23 日电（记者
岳冉冉）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大家庭又
添新成员。2022 年云南发现了两栖
类新物种 11种、爬行类新物种8种，
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动物学研究》等
国际期刊上。

这是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获得的消息。两栖类新
物种包括：河口湍蛙、丙察察湍蛙、河
口棱皮树蛙、屏边掌突蟾、梅里齿突
蟾、碧罗齿突蟾、云岭蟾蜍、永德溪蟾、
片马疣螈、普洱蝾螈、麻栗坡瘰螈。

爬行类新物种包括：西南眼镜

蛇、黎明龙蜥、永胜龙蜥、长尾棘蜥、
红唇棘蜥、思茅半叶趾虎、砚山半叶
趾虎、孟连裸趾虎。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王剀博士介绍，近年来，我国发
现的两爬新物种多集中在云南，一方
面说明云南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迥异的地形、植被和环境孕育了丰富
的物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界对云
南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认识还不
完全。“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相信会
有更多未被发现或被忽视的物种得
以被描述。”王剀说。

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又添新物种

3月23日，游客在里山镇安顶村观
赏美景。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里
山镇致力于乡村人才“回流引流”，着力

“回引”新乡贤、青创客等创新经营人
才，盘活乡村资源，丰富产业新业态，拓
宽了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子，相继打造了

“天空之境”“云雾茶吧”“家在富春山
居·安顶云雾共富集市”等美丽山乡文
旅新业态，推动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乡村人才

回流引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