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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市塑料行业协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塑料制品行业拥有企

业380家左右，工业总产值约75亿元，员工22000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6

余家。

十几年来，市塑料行业有了长足发展，行业工业总产值从2002年的不足

30 亿元发展到了 2011 年底的 70 多亿元，产品门类从当初的三类发展到如今

包括塑料薄膜、塑料编织袋、塑料网眼袋、塑料机械、工程塑料和其它塑料

制品类等六大门类，各种新产品不断推出，其中有不少项目已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科技创新谋发展 节能降耗创效益

创新节能给行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一说起高分子材料，许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说起塑料、橡胶、纤维、涂料，大

家就会觉得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们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平常又不可缺少的
材料。

既然是不能缺少的材料就一定藏着巨大商机，精明的瑞安人，很早就意识到了
这一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市高分子材料产业随着石油化工等行业的迅猛发
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电子、国防、建筑以及日常生活等各领域。敢想
敢为的瑞安人在这一产业上走出了一条强者之路。

我市高分子材料行业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聚氨酯和氨纶类行业，该行业以华
峰集团为代表，华峰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鞋用树脂生产企业和国内最大、全球
第三大氨纶纤维生产企业。

第二类是塑料制品类行业，以瑞安市东威塑胶有限公司、浙江华滨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华建尼龙有限公司等为代表。

短短二十余载，华峰这艘远航战舰搏击商海，一路风雨一路歌，从生产塑料编织

袋起家的小家庭作坊发展成为聚氨酯制品王国的“航母战舰”，在每一次的金融风暴

中总能化危为机，保持高速稳定前行。

多年来，华峰工业园区从少到多、从内到外、从小到大，从单体工业园区到全国12

个省市建成生产加工基地。从“十一五”末到“十二五”初，华峰各产业园区不断抢占

生产高端、产品高端、品牌高端和创新高端，创下了一系列的第一：鞋革树脂产业规模

全球第一；氨纶长丝生产销售规模国内行业第一；超细纤维革、新型墙体保温材料全

国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新产品专利数、中国名牌数、驰名商标数名列行业前茅⋯⋯

1999 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未息，华峰

却再做惊人之举，投资进入聚氨酯弹性纤维

（氨纶）制造行业。当年国内氨纶行业还处

于起步阶段时，尤小平认为，投资氨纶必然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当年 1 月，华峰与日本一家企业签订了

引进生产氨纶的成套技术设备合同，12 月，

一座投资 1.65 亿元生产氨纶长丝的工业园

区迅速崛起。随后又陆续追加投资 20多亿

元资金进行了 10 期工程技术改造，使氨纶

年生产能力达到 5.7 万吨规模。今年 8 月，

华峰氨纶又计划投资 20亿元在重庆涪陵投

建6万吨氨纶。

华峰进入氨纶领域，一举颠覆了氨纶一

度被国外垄断、被称为“软黄金”的“贵族”价

格，目前华峰氨纶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世

界第三大的氨纶生产企业。2006 年 8 月 23

日华峰氨纶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温州首

家A股上市民营企业，实现了华峰发展历程

中的第三次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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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的三次华丽转身

塑 料 行 业 作 为 一 个 能 源 消 耗 大

户，节能减排一直是工作重点，塑料

行业的企业家们也领悟到节能降耗工

作不仅有利国家、社会，同时也给企

业带来经济效益。

瑞安东威塑胶有限公司和浙江华

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走在“节能降

耗”的最前列，他们引进先进的设计

理念，大胆采用国内最新科技成果

“深度负压冷却塔”代替 BOPP 生产线

上原来的冷冻机和旧式冷却塔，仅此

一项，每个企业每年即可节电达 600

万度左右。

另外，塑料编织袋生产企业用的

拉丝机由用电加热改为用电磁加热，

每台即可节能 30%，到 2010 年底，全

市塑料编织袋企业的该项设备改造率

已达到 90%以上，为国家为企业节约

了大量电能。塑料行业设备基本属 24

小时连续运行，车间、仓库照明用电

大多占有一天 2/3 的时间，耗能很大，

从 2009 年开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淘

汰了老式的大功率耗电高压汞灯，用

节能灯取而代之，大大降低了耗电量。

华泰塑胶集团首先采用性能先进

的行星挤出机代替密炼机和一台双辊

炼塑机，改二道工序为一道，这样不

但物料塑化良好，而且改造后新生产

线一年可节电 70 多万度，全年可省电

费 42.5 万元，同时还可节省密炼机润

滑油10吨，价值10多万元。使用行星

挤出机还可大大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和

节省一个劳动力，还改善了生产环

境，这一成果在全市推广后，全市至

今已有多家企业采用行星挤出机，为

国家、为企业节省了大量能源。

华泰集团董事长尤作虎将这项改

革写成论文发表在“现代塑料加工成

型”杂记上，得到国内同行的赞赏。

这项改革的成功，使我市 PVC 压延薄

膜在生产工艺和能耗方面走在国内同

行的前列。

为了使节能减排工作再上台阶，

塑料行业协会提出了一个思路，即从

能源计量管理入手来提高节能减排效

率，着手编制本行业内第一个联盟标

准 《塑料行业能源计量管理通则》，经

协会标准编写小组的辛勤工作，该标

准于 2012 年 10 月份编制完成，11 月

份通过市质监局审定备案，2013 年 2

月1日正式实施。据协会今年以来的抽

样调查，标准实施之后管理规范化，

行业企业能耗明显下降。

“明年，我们会将该标准申报浙

江省重点项目，准备工作已做足，一

旦获批将成为地方性标准，代表着日

后我市塑料行业所有企业都将按照这

一标准执行。” 林锡洪说。

此外，明年市塑料行业协会将大

力促进品牌建设，加快名牌商标申请

步伐，欲打造温州地区塑料专业品牌

基地。林锡洪介绍，长久以来，我市

塑料行业企业很散乱，部分企业产品

优质却毫无品牌意识，企业主甘做

“无名英雄。”

根据协会调查，该行业目前已申

报了商标共 251 个，其中省级著名商

标 2 个，省级名牌产品 2 个；温州知名

商标和名牌产品各2个；瑞安市知名商

标和名牌产品各6个，其中著名商标和

名牌产品比例明显较低。

“品牌代表着竞争力，代表着话

语权，一个响亮的品牌会带动一个企

业的发展，就如宝马、奔驰车，人家

只会认这个品牌的车，而不会去管这

个车辆的配件是哪里制造生产的。”

作为瑞安经济“三架马车”之一

的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生产行业，已经

突破了“小型化”、“家族化”和“劳

动密集型”的传统温州模式，具备了

区域特色产业集聚功能，成为温州区

域经济“新温州模式”的典型代表，

自强不息的瑞安人，乘着改革的东

风，在高分子行业领域里，在激烈地

全国竞争中，道路越走越宽广。

塑料产品有一个共性，都属于国民经济

和日常生活中长期需求的产品，可谓是一种

长寿产品，具有巨大的市场，“当前几年我国

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市的塑料行业也跟

着不断发展，每年产值增量都超过两位数。”

塑料行业协会秘书长林锡洪说。

眼看市场前景宽广，许多企业家因此

产生自满心理，认为自己长期无忧。

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虽然是长寿产

品，但也属于低档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

附加值低、门槛低，因此，当一些新企业不

断涌入这一领域时，市场竞争就变得日益

尖锐，市场份额不断被侵占，产品利润不

断下降，许多企业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特

别是遭到了 2008 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金

融危机的冲击后，终于使不少企业家清醒

过来，慢慢走出了自安自得的心理盲区，

开始在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上“大做文章”，

促进转型升级。

据市塑料行业协会最新的一个调查

报告显示，该行业有十多家企业有了自己

新产品开发的计划目标，有的已经进入试

产阶段。“在这个时候引导企业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促使企业做强做大，既有必要

也很及时。”林锡洪说。

近年来，塑料行业优秀新产品频频亮

相。

（1）发展化学纤维优良的聚合材料。

此类产品具有比重小、化学性能稳定、机

械性能良好、电绝缘性能优越、易加工成

型等特点，被广泛用于汽车、电子电气、仪

器仪表等领域。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和温州新力塑料

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开辟尼龙 66 树脂生产

线，尼龙 66 树脂进口量在每年 20 万吨左

右，2009 年 10 月 13 日我国发布反倾销裁

定，为尼龙 66 树脂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华

建尼龙有限公司新尼龙切片项目计划投

资 1.2 亿元，该项目节能 20%，产能提高

1.5倍。

（2）发展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隔锂膜，

作为新能源材料发展的新领域，替代石油

资源具有国家战略意义，未来市场必走之

路。黎明塑胶有限公司蓄电池 PE 隔板项

目采用美国技术，计划投资 7000 万元，投

产后新增产值2亿元。

（3）发展食品包装上的环保型保鲜

膜，该产品因卫生条件要求，对制造过程

原料、成品及加工环境都有较高要求。

高峰塑胶有限公司POF多层共挤交联

薄膜项目填补国内空白，产品已试制成功，

计划投资3亿元，分三期实施；威泰塑胶有

限公司 PVC 透明塑料硬片项目计划投资

6000万元，投产后新增产值1.65亿元。

（4）发展医用包装领域的薄膜，医用

输液袋薄膜国内市场 80%以上由外国产

品占领，前景良好。

我市高分子材料研究院计划投资

6000 万元，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联合研发攻关，现在该项目已经列

入省科技厅“厅市会商”项目，目前小试中

试均已顺利完成，已进入投放市场的小批

量生产阶段。

（5）发展工程塑料上用的新材料。工

程塑料大量替代金属材料，其重量轻质量

好优势明显，市场正在掘起。

鹏威塑胶有限公司超薄塑料硬片项

目已经列入省科技新产品项目，计划投资

3200 万元，投产 2 条生产线，投产后新增

产值 5000 万元；三星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BOPLA 薄膜项目填补国内空白，计划投

资2亿元，投产后新增产值6亿元。

（6）发展新型塑料装饰材料，塑料在

装饰领域应用正越来越广泛，而且要求可

降解，品种多、规格多，发展这方面材料产

品市场广泛。

华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超宽幅 PVC

压延薄膜项目填补国内空白，计划投资

1.2 亿元，投产后新增产值 5 亿元；盛丰塑

胶有限公司木纹膜复盖膜项目已经列入

省科技新产品项目，计划投资 5000 万元

年，投产后新增产值 3—4 亿元塑料薄膜

厂 PVC 高级装饰膜项目技术国内领先，

计划投资 1.75 亿元，投产后新增产值 3.8

亿元。

上述这些新产品，不仅具有高的科技

含量，优良的市场前景，有的还是填补了

省内技术空白，是一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投入，必定能为行业

的发展增加巨大的后劲。

一为塑料薄膜类，目前我市共有该

类企业 37 家，工业总产值 40 亿左右，

其中亿元产值以上企业 9 家，塑料薄膜

类是我市塑料制品的主力军。

二为塑料编织袋类，该类企业曾是

我市的强势企业，顶盛时期企业曾达

200 余家，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但

目前已今非昔比，至 2009 年底，企业仅

剩 60 家左右，其中除春燕圆机编织厂和

四海塑料公司较强外，其余均为较小型

企业。

三为塑料网眼袋类，据塑料协会

2008 年调查了解，全国生产网眼袋企业

仅20多家，我市就占了16家，其中包括

全国最大的网眼袋生产企业天迪塑料实

业公司，本类产品目前主要销售东欧，

俄罗斯一带，国内最大市场空间还处于

待开发状态。

四为塑料机械类，目前该类产品在

我市约有 20 余家生产商，他们的产品除

部分满足本市塑料制品企业的需求外，

大部分市场在国内外。

五为工程塑料及塑料辅料类，工程塑

料是我市最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新产

业，目前仅有以品诺新材料、新力塑料等

为首的十几家企业，但发展势头强劲，预

计再过几年将会成我市塑料界的一个“巨

头”。

六为其它塑料制品类，包括塑料彩

布、塑料桶、塑料切片等塑料制品仅此

塑料、尼龙切片、塑料原材料等。这类

产品在我市仅属个别企业在生产，未能

形成集聚效应，因此统一归入这一类，

实际上，这一类产品中也不泛优秀企

业，如生产尼龙切片的华建尼龙有限公

司，生产改性塑料的新力塑料有限公司

等，目前产值均已超亿元，且发展趋势

良好。

塑料产品门类介绍

转型升级

节能降耗

产业进入和时机选择是一个企业成功

发展的重要因素。

1994 年，随着温州鞋业的蓬勃发展，制

鞋厂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温州鞋企几

经反思，形成了打造鞋业品牌的统一认识，

随之有着轻便、透气、耐磨等性能的作为制

作高档鞋底的聚氨酯鞋用树脂非常紧俏。

1984 年就已关注该产业发展的尤小平

认为等待 10 年之久的时机来了，他觉得这

时投资聚氨酯鞋用树脂项目成本大幅降低，

且该项目的技术在国内也逐步成熟，于是决

定跃过华峰当时生产的塑料制品加工这个

过低的产业门槛，跨入当时被国外跨国公司

垄断的层层防线，冲进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

力的高分子材料产业。

没有资金，多方筹集；没有技术，外聘高

工；没有外国设备，自己动手“国产化”⋯⋯

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华峰像所有在艰难中

起步的温州企业一样百折不挠，硬是筹资

2000 万元，打造出了一条年产 3000 吨的聚

氨酯鞋底原液生产线。经过多年的创新发

展，目前该产品已达到年产50万吨的产能，

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鞋底原液生产企业，占

据国内市场50%以上的份额。

进入聚氨酯行业，这是华峰发展史上的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蜕变，一次由低端向高端

平台迈进的华丽转身，更是华峰发展过程中

的第一次重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华丽转身”促脱变

第二次飞跃：“优化产品结构”促发展

经过第一次产业转型的成功，华峰坚

定了对聚氨酯产业的发展信心。此后，华

峰不断完善产品结构，寻求新的利润增长

点。

1997年，时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导致

国内出口、消费、投资市场出现萎缩，一时

间，企业经营普遍不景气，投资更是小心谨

慎。然而华峰却反其道而行，面对发达的

温州制革业和大量依赖进口的合成革树脂

原料，尤小平决定投巨资上马聚氨酯革用

树脂生产线，这一“冒险提议”当时备受董

事会质疑，尤小平顶住了压力并表示：“大

家不敢上，我们敢上，就有机会，在低谷中

培养新的项目，是最好的时机。”

华峰征地 30 亩，建设了一条当时年产

2 万吨的聚氨酯革用树脂生产线，不仅优化

了企业的产品结构，提升了在聚氨酯行业

内的整体地位，同时也为华峰成为聚氨酯

制品的龙头企业奠定了基础。

时间证明了这个决策是对的，现在年

产40万吨的“聚峰”牌革用树脂市场业绩已

居全球前列，此举成就了华峰发展史上的

第二次重大飞跃。

第三次飞跃：创新发展促跨越

华峰环境优美的厂区

华峰员工安全监控

华峰环保装置精制塔

■记者 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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