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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苍南当地村民用脚踩手拉的木织机织出了

塑料编织袋，也“织”出了塑料制品制造业成为苍南县支

柱产业的今天。

40多年来，苍南塑料制品制造业扬帆商海，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形成了以塑料编织、塑料薄膜、塑料软包

装、塑料无纺布、改性塑料生产为主的产业体系，尤其以

塑料编织最具规模实力，是苍南重要支柱产业，产品远销

国内外市场，不少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同行的领军企业。

该县为此荣获“中国塑编之都”称号。

不过，随着时代列车的高速奔驰，作为传统产业，苍

南塑料制品制造业渐渐显现出了“成长的烦恼”。2018
年，由“助力温州苍南塑编产业改造提升学会企业联合

体”组织教授博士团调研撰写的《苍南塑编产业调研报

告》指出：全县塑料制品以普通塑料编织袋、塑料薄膜等

为主，档次普遍不高，与互联网、与信息化融合不高，知名

品牌少，产品附加值低，无法满足多样化、专用化和功能

化的市场需求，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部分产品出现结构

性过剩。

“塑料制品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

技术创新与技改能力不够，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些都

是存在于行业内部的问题……”苍南县塑料行业协会会

长林增标也看到了行业的发展瓶颈，“只有通过创新驱

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让苍南的塑料制品制造

业紧跟时代步伐，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

顺应行业转型升级的新需求，近年来苍南县委县政

府针对塑料制品制造业改造提升出台了相关政策和实施

方案，并成立苍南县塑料制品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领导

小组，进一步整合完善、优化配置现有公共资源，为企业

转型提升提供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全力把苍南

建设成为全省塑料制品制造业改造提升样板区。

为了推进塑料制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苍南打造了塑

料制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项目和“助力温州苍南塑编

产业改造提升学会企业联合体”项目。

苍南县塑料制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集合研究开

发、检验检测、成果推广、科技金融、法律服务、信息咨询、

展览展示等功能，目前已基本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平

台已经累计服务企业3500多家次。同时成立了超5亿元

的产业基金，撬动优质塑料制品企业及核心技术落地苍

南。

日前，在该综合体的塑料制品检验检测公共服务中

心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一番忙碌的景象：身着白大褂的检

测人员借助一台台高端检验设备，忙中有序地对手中的

塑料制品进行摩擦力、拉伸强度、有害物质等多方面的专

业检测。过去，由于温州缺少专业的塑编质检机构，苍南

生产的塑料制品大多要送到上海、杭州等地进行检测，检

测周期长，花费成本高。现今，苍南塑编企业只需凭政府

发放的“创新券”，即可在本地优先享受产品检测服务。

检测中心具有CMA和CNAS国内外双重检测资质，有效

破解了检测速度慢、报告权威性不高等问题。

“设立检验检测公共服务中心，有利于加快本地行业

标准品牌建设工作，助力本地产品与国内外先进标准有

效接轨，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综合体运营方——浙

江绿驴检测有限公司负责人邱起湟透露，平台后续还将

开发切合实际的品牌管理机制和品牌塑造方法，加强质

量控制环节的管理和创新，用“高标准”提升产品质量。

“助力温州苍南塑编产业改造提升学会企业联合体”

则是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成立于 2018年，属于

“国字号”项目。该联合体由 14家全国学会、浙江省级学

会、温州市级学会和苍南县塑编企业共同发起的非独立

法人科技社团组织。

苍南县科协负责人介绍，联合体主要围绕浙江省传

统塑料制品行业改造提升发展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智力

支撑、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承接政

府转移职能等助力工作，建设“跨界融合、协同开放”的创

新大平台，促进学会群与企业群跨界融合、创新链与产业

链精准对接，把更多的优质科技资源、创新要素引向苍南

县塑料制品行业，从而促进传统行业改造提升。

联合体2018年9月组织了教授博士团一行29人走进

苍南深入调研塑料制品制造业，并形成《苍南塑编产业调

研报告》，为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年，在全国高分

子材料工程研讨会上，联合体推介苍南塑料制品制造业

企业科技成果6项，助推两家企业与浙江工业大学签订合

作协议。

校地合作，巧借高校“最强大脑”赋能苍南塑料制品

产业，是当前苍南塑料制品产业走出的一条高校群与企

业群有机联动的转型之路。目前，苍南已引进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温州大学等 6家院校共建创新载体，致力

于科技服务、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等工作，

为苍南塑料制品产业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温州大学苍南研究院，于 2017年 9月由温州大学与

苍南县政府共建而成。旗下的塑料制品新材料及技术团

队，已与浙江坤诚塑业有限公司、温州鑫泰新材料有限公

司等3家苍企分别合作成立产学研基地，并签订产业技术

提升项目共 7项，涉及金额 486万元。与此同时，累计为

苍南 20余家塑料制品企业提供科研训练、专业实践等科

技服务，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0余个。

浙江坤诚塑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技术研发和规模

化生产的塑编包装产业链企业,于2016年8月成立。2018
年5月，坤诚塑业与温大苍南研究院塑料制品新技术团队

合作，共建产学研基地和研发中心，共同研发 7项产业技

术提升项目，并由团队协助坤诚塑业申报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7项项目主要涉及塑编产品防静电、防老化、耐高

温、耐寒等高端技术研发，这些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力

后，企业订单量增长 30%、产值提升 20%。”浙江坤诚塑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成实告诉记者，合作期间，温大还每年

为坤诚塑业输送技术研发人才，支持企业“智造”之路走

得更加长远。

复合肥料编织袋是当前坤诚塑业已实现技术成果转

化的产品之一，产值约占企业总产值的 50%。林成实介

绍，该产品植入了与温大苍南研究院合作的 3项技术，这

些技术通过控制拉丝环节中塑料原料的种类和剂量，使

产品具备耐热、耐寒、防老化等功能。“这种产品的使用寿

命延长约 20%，破包风险率降低约 20%，可有效满足金正

大、华昌化工等国内知名化肥生产企业对化肥包装质量

的高要求。”目前，坤诚塑业正在就复合肥料编织袋申请

“浙江制造”标准。“申请成功后，我们的技术研发能力将

转变为市场竞争优势。”

“技术研发是企业产品得以站稳市场脚跟、抢占市场

份额的核心支撑力。”林成实说，坤诚塑业成立之初，他们

对标“包装世佳，袋袋相传”品牌价值观，经县相关职能部

门牵线搭桥，与温州大学、天津科技大学、井冈山大学等

院校开展合作，自2018年以来已投入科研经费约1650万

元，取得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得益于科研

投入，坤诚塑业年产值已从2017年的1.5亿元增加至2019
年的2亿元，预计2020年将达2.5亿元。

苍南县科技局副局长麻海棠透露，下一步苍南计划

借高校之智，依托塑料制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打造苍

南塑料制品产业研究院，深化政产学研合作，着力解决产

业共性核心技术瓶颈、生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高端人才

匮乏等问题，引导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自2017年苍南塑料制品制造业改造提升被列入浙江

省级试点以来，当地企业纷纷聚焦优化创新动能，产业迎

来“智能制造”发展热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苍

南塑料制品行业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57家、省级科技型企

业42家；产业研发投入累计达3.53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 6.5亿元；产业集群科技活动人员 1427人；已有 9家

企业建成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温州德泰塑业有限公司便是这股产业发展热潮中的

一名“弄潮儿”。作为一家从事阀口袋生产已有20年时间

的企业，德泰塑业在国内阀口袋细分领域维持近25%的市

场占有率，产品遍布 50多个国家，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浙江制造”产品认证企业，是全国阀口袋行业的领跑

者。公司成立以来每年都投入数百万元用于技术研发，

并于 2018年成立自主研发中心，致力开发和改进阀口袋

印刷、包装等技术，其中 2019年投入研发费用 650万元，

约占企业销售收入的6%。目前，该中心已被评为市级研

发中心，累计拥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 8项。德泰

塑业副总经理黄道起告诉记者，8项专利技术目前已全部

投产，产生的年产值约占企业总年产值的30%，年利润约

占企业总年利润的50%。

包装纳米材料的一种阀口袋，是去年德泰塑业专利

技术实现投产的产品。黄道起说：“这种高端阀口袋适用

于包装比头发丝横截面更细10倍的纳米材料。以往传统

塑编袋一般只适用人工装物，这容易导致纳米材料包装

时出现颗粒外漏、飘飞现象，而我们研发的这种阀口袋可

用于自动化生产线机械手灌装，能使灌装车间比人工灌

装时降低 90%以上粉尘污染，做到纳米材料包装 100%不

外漏。”

除了科研投入节节攀升，德泰塑业十余年来还跑出

了技改“加速度”。黄道起介绍，从 2008年落户灵溪发展

至今，公司前瞻性地分三个阶段，累计投资近 9000万元，

引入半自动化、自动化阀口袋生产线，一步步扩大产能，

不断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精确度。“追随工业4.0步伐，我

们还将于今年年底投资1700万元引进3条阀口袋自动化

生产线。”黄道起说。

科研创新和技术改造“双轮驱动”，让德泰塑业的产

品始终走在行业前端，公司也因此成为陶氏化学、中国石

化、三棵树、嘉宝莉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的长期供货

商，近年来产值每年以 30%左右增长，2019年产值达 1.45
亿元。

“当越来越多像德泰塑业这样的企业走上‘智能制造

’之路，苍南塑料制品产业的资源集群优势将演变为‘智

造’集群优势，产业也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苍南

县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沈志安说。记者了解到，到 2023
年，苍南将力争塑料制品产业集群研发投入达4.05亿元，

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9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21家。

（来源：温州日报）

苍南塑料行业：
“跨界融合”闯关转型之路

“一台传统拉丝机一天能拉丝10吨，而一台高速拉丝机，日产能达12吨，拉出的丝韧性增强了，耗能还降低了
20%……”苍南一家塑编企业负责人日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工厂的一个变化。这个因技改而带来的小变化，折射了近年来
苍南塑料制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变。

2017年，苍南塑料制品制造业被列入省级21个重点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试点产业。近年来，苍南以提质增效为中
心，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有效整合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打造塑料制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项目和“助力温州苍南塑编产业
改造提升学会企业联合体”项目等载体，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和产业上下游合作，以“跨界融合”的自觉与行动，推进苍南
塑料制品制造业努力闯出一条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截至2019年底，苍南县塑料制品产业年产值达160.50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26.9%。全县共有塑料制品企业1185
家，其中规上企业170家，年产值超亿元企业14家。

德泰塑业生产车间。

程潇潇 林思思

产业之盼

传统塑编力破“成长烦恼”

平台之利

两大载体架起“创新支点”

人才之智

校地合作巧借“最强大脑”

发展之变

智能制造助力“升级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