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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盘点

纺织业是一个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行业，它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外汇收入以及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产品。当前，全世界生产和消费的纺

织品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极低的再利用和回收率则意味着，被丢弃

的纺织品也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这意味着这一行业需要使用越来越多的土

地、水和化石燃料，并导致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然而，由于在这一

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行业中，供应商与全球买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

对称，且众多中小型企业在利润率极低的情况下进行经营，解决该行业的

可持续性和循环性问题将遭遇一系列特殊的挑战。

纺织价值链中的 
可持续性和循环性

执行摘要



本报告对整个纺织价值链的环境和社会经

济热点问题以及一系列相关影响进行了分析，并

对在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主要影响进行了研究。湿

法加工（纺织品生产的漂白/染色/整理阶段）、

合成纤维生产以及消费者使用阶段中的洗涤对气

候变化的影响尤为严重，而天然纤维生产（棉花

种植）和消费者使用阶段对水资源短缺的影响最

为突出。纺织品湿法加工过程中使用和释放出的

危险化学品，会导致水污染并影响人类健康和生

态系统，这进一步说明该阶段在价值链中的重要

性。超细纤维是一个日益引发关注的环境问题，

研究不断揭示出这种纤维对生物多样性的有害影

响，而且它还可能威胁人类健康。超细纤维的释

放主要集中在使用阶段，而这一直是大多数研究

的重点。然而，新的证据表明，在纺织品制造全

过程以及纺织品寿命结束时都会释放大量超细 

纤维。

在社会风险方面，天然纤维生产（棉花种

植）的风险最大，其次是纱线和织物生产以及服

装生产。当前纺织制造业面临的价格压力以及由

此形成的寻求劳动力最廉价产地的做法是造成环

境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应特别关注那些亟需

投资和就业，但针对工人和环境保护的法规最为

薄弱的国家。

对纺织行业可持续性和循环性问题以及变

革必要性的认识从未如此之高。在应对最紧迫的

社会和环境挑战方面，一些举措已取得了进展，

包括通过制定透明度标准、棉花种植指导方针和

限用物质清单。但是，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环境和社会的改善应成为主流，而不是专属于高

端品牌和大型企业的活动。此外，越来越清楚的

是，纺织业的基本性质需要改变，即从大规模生

产基本上属于用完即弃的产品，转变成生产在改

变用途或循环利用之前可长期使用的有价值产

品。循环性需要全新的经营模式，但也会催生一

个惠及企业、社会和环境的产业。

向可持续和循环型纺织业迈进要求采取整

体性方法，并在价值链的每个阶段进行变革，让

所有细分市场各种规模的行为者参与其中。必须

广泛采用新的商业模式，在纺织加工过程中禁用

有害物质，并确保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包括

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和材料。但最重要的

是，必须优化纺织品的使用，包括更长的使用寿

命（使用阶段）和更多的使用后处理方案(翻新/

再制造)，同时大幅改进材料使用寿命终止时的

循环利用。

为解决纺织加工过程中大量消耗能源、化学

品和水的问题，无水染色等技术解决方案正在持

续研发中。服装租赁服务等新的商业模式受到人

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随着新回收技术的发展，

纺织品的使用寿命有望得到延长，使用后的处理

方案也有望增加。相关标准和指导方针，尤其是

针对棉花种植的标准和指导方针已在解决纺织制

造业的一些最严重的社会弊端方面取得了进展。

然而，这一切努力仍需得到加强和扩大，尤其需

要创造适当的体制环境，助力创新蓬勃发展。

要实现系统性变革，所有利益攸关方需进行

跨区域的协调行动。优先需求包括旨在推动变革

的更强有力的治理和政策、促成全行业行动的协

作和供资以及消费习惯的改变。为明确责任并促

进消费者作出明智的决定，纺织供应链中也亟需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本报告旨在运用循证和价值链方法确定热点

问题和优先行动，以促进纺织价值链的可持续性

和循环性，同时列举诸多正在开展的举措。下一

步骤是制定路线图，概述上述优先行动如何实施

以及由谁实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期待继续与各

国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其他行为者合作，共

同推动这一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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