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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时尚、舒适的纺织和服装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纺织服

装产品的生产阶段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因应来自服装品牌持有者、消费

者、各非牟利机构以及公众对可持续发展时尚业的呼声，在服装业界开展案例研

究以探寻低碳生产的机会，这是香港成衣业界首当其冲的一项重任。 

   

本项目邀请了香港服装供应链生产阶段的若干家示范企业（主要是棉质产品生

产企业）参与本项目，希望通过有效的碳评估，协助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减碳

机会并建立低碳竞争优势。 

 

牛仔裤是香港服装业生产的典型棉产品之一。本章将展示牛仔裤生产供应链上

5家企业的示范报告，包括纺纱厂、染纱厂、织布和后整厂、制衣厂及洗水厂。 

 

为了更好的对示范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定量的监测，并定性地分析潜在

的减碳机会，本手册采用了以下四项碳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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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香港服装供应链生产阶段内部碳评估工具 

 

注 辅助生产设施：位于生产区域内用于辅助生产的设施，如空压机、灯管、风扇和空调等。 

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 
工具1 

•监控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波动情况 

 

•主要参数：温室气体每月排放量，每月产量 

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工具2 

•比较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主要参数： 办公设施，生产设施（包括辅助生产设施*） 

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工具3 

•细分不同工序所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主要参数：生产工序 

按排放源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工具4 

•根据排放源追踪温室气体排放量 

 

•主要参数：温室气体排放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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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企业报告 1: 纺纱 

 

关于纺纱 

  纺纱是通过一系列的工序将纤维纺成纱线的过程，当中包括清花、梳棉、并条、

粗纱、细纱等工序。这是一项很传统的纺织加工过程，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创

新。不同品种的纤维要求使用不同的纺纱系统。相同的纤维要纺成不同性能的纱

线，纺纱过程不尽相同。即便纺成相同性能的纱线，由于生产商的经验不同，采

用的机器各异，纺纱过程也会有所差异。 

示范企业简介 

  参与本项目的纺纱示范企业属于中等规模，年产量约 30,000 锭。该厂为牛仔

类产品提供高档的纱线，与姊妹公司染纱厂和织布厂共同建立了从纤维到坯布的

垂直供应链。 

生产流程 

 

图 2 普梳纱的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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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基于从示范工厂获得的数据，本报告从碳足迹与时间、空间、工序和能源耗

用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详细结果见图 3，4，5和 6。 

 
图 3 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4 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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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6 按排放源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注 辅助生产设施：位于生产区域内用于辅助生产的设施，如空压机、灯管、风扇和空调等。 

注 办公设施：在办公区域常用的办公的设备，如：灯管、电脑、风扇和空调等。 

 

讨论及减碳机会 

   基于图 3、4、5和 6的结果，本报告在以下内容中作进一步讨论，并寻求

减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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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3展示了单位产品在 2011年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布情况。该项

计算结果取决于当月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和当月的总产量。前者和后者的比值决

定了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否处于稳定状态。前者为全厂温室气体

排放源的碳排放总和，后者受企业订单、生产计划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与二者相

关的每一个因子都是潜在的减碳机会。 

 

2. 在图 4 中，生产区域及办公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占据总量的 97%与

3%。绝大部分的能源耗用于直接生产阶段，这表明该示范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

很高。 

 

3. 在图 5中，该厂环锭纺工序是普梳纱生产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工序，约

占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络筒、梳棉与清花工序的排放约为总排放量的 40%。由

此可见，纺纱中 90%的能源耗用在环锭纺、络筒、清花、梳棉这四个工序，而电

力是这些工序消耗的能源种类。如何提高这些工序的能源效率是该生产阶段减碳

的重点。 

 

4. 图 6显示了该厂 2011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按排放源分布的情况。环锭纺纱机

与络筒机是最大的两类排放源，这也验证了图 19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辅助

生产设备，如空压机、灯管、风扇与空调等，在能源的消耗上的贡献也不容小觑。

这些辅助设备保证了生产的安全和品质，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在寻找

减碳空间的时候，辅助生产设备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温室气体排放源。 

 

注 以上结果与讨论完全基于该示范企业所提供的2011年的数据，所有结论仅适用于该企业在此时间段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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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企业报告 2: 染纱 

 

关于染纱 

    染纱是将染料与其他上浆用的化学品经过一系列的工序附着于经纱上的过

程。 

示范企业简介 

    该示范企业属于典型的中小企，坐落于一座三层楼的建筑中，其主要的工作

是为牛仔布的织布阶段准备染过的经纱。虽然该厂在行政意义上隶属于一家纺织

公司的染色部门，但该厂具备独立的厂房、完整的加工工序、独立核算的原材料

采购和能源消耗。本报告将其作为染纱阶段的独立工厂进行碳足迹评估。 

流程图 

 

图 7 牛仔裤染纱阶段的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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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基于从示范工厂获得的数据，本报告从碳足迹与时间、空间、工序和能源耗用

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详细结果见图 8，9，10和 11。 

 

图 8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9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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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11按排放源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注 “其它”项共包含了11个排放源，每一项温室气体排放的百分比均小于0.53%。 

 

讨论及减碳机会 

基于图 8、9、10和 11结果，本报告在以下内容中作进一步讨论，并寻求减碳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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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 8中，单位产品染色纱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波动不是很大，这表

明该示范企业在 2011年的生产趋于稳定。唯一的例外是，单位产品在 2月份

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其他月份明显偏高。检视原始数据发现，该厂在

2 月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全年中最高的，而该月份产量全年最低。一般来

说，由于时尚周期和采购循环引起订单的变化，工人法定假期也引起工厂开

工率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工厂当月的总产量，从而影响

到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数值。在对某个组织进行温室气体评

估的时候，外部的环境变化，例如时尚周期、法定假期甚至外界经济环境，

这些都可能是间接影响其结果的因素。 

 

2. 图 9中显示几乎 99%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于生产区域。该企业的能源利用效

率状况非常好。 

 

3. 在图 10中，染色与上浆工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 95%，表明该

两项工序是这个生产阶段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深入了解这两项工序使用

的能源类型以及机器的性能表现，将为此阶段的减碳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 

4. 在图 11中，蒸汽锅炉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总量的 80%。蒸汽锅炉主要用产

生蒸汽供染色和上浆工序使用。此外，浆染联合机是第二大能源耗用设备。

这个结果验证了图 24的结论，并将减碳的重点聚焦到了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源——蒸汽锅炉。 

注 以上结果与讨论完全基于该示范企业所提供的2011年的数据，所有结论仅适用于该企业在此时间段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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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企业报告 3: 织布与后整 

 

关于织布 

   机织是一个把两条或以上的纱以九十度角度交织一起形成织物的过程。织物

一般由平纹、斜纹、缎纹三种基本组织构成，其它组织一般是由这三种组织的变

化或结合而成。织物的整理加工是印染后及制衣前对布料进行的加工程序。其作

用是改进面料服用性能（如拒水性）及符合顾客要求（如改善尺寸稳定性）。   

示范企业简介 

   该示范企业主要承担牛仔布的织造和后整加工。纱线的来源主要为其姐妹企

业——示范企业 1。所使用的染色经纱则来自于其染色部门——示范企业 2。在

进行碳足迹的研究中，这个从纤维到成品牛仔布的垂直供应链是一个很难得研究

案例。 

工艺流程 

 

图 12 织布与后整阶段工艺流程图——牛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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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基于从示范工厂获得的数据，本报告从碳足迹与时间、空间、工序和能源耗用

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详细结果见图 13，14，15和 16。 

 

图 13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14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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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16按排放源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注 “其它”项包含了19个排放源，每个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均小于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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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及减碳机会 

基于图 13、14、15和 16结果，本报告在以下内容中作进一步讨论，并寻求

减碳机会。 

1. 在图 13中，织布与后整阶段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分布比较

均匀，除 1、2月份的数值偏高少许。由于这是传统假期所在月份，数值波动

的原因可参考图 8. 

2. 图 14显示，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产生于生产区域，办公区域的排放量只

占非常小的比例，表示该企业具有较好的能源利用效率。 

3. 在图 15中，织布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该厂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烧毛、

退浆、洗水、预缩和定型等整理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约为该厂总排放量 40%

左右。逐一分析各工序生产设备的能源消耗情况（含辅助生产设备），是实现

减碳目标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 

4. 在图 16中，空压机、蒸汽锅炉（轻油部分）与机织机是产生该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前三大排放源，贡献了全厂总排放量的 80%左右。由空压机产生的

压缩空气可用于控制众多纺织机械设备的开关。此外，在织布阶段，压缩空

气对于喷气织机的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由于其在全厂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的贡

献达 40%之强，在发掘减碳机会时，空压机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温室气体

排放源。全场温室气体贡献量达 20%的蒸汽锅炉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该设

备为退浆、烘干、预缩等工序提供蒸汽。织机是该厂的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

源。机织工序使用织布机，并耗用大量的压缩空气，使其成为该厂温室气体

排放量最大的工序，是减碳的重点工序。 

注 以上结果与讨论完全基于该示范企业所提供的2011年的数据，所有结论仅适用于该企业在此时间段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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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企业报告 4: 制衣 

 

关于制衣 

  制衣是将布料加工成服装的一系列过程。主要是“裁剪”和“缝纫”的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纸样将面料裁剪成片，然后将裁片辅以相关的辅料和配件，

缝纫成衣的过程。如果客户有特殊要求的话，可能还需要基于功能性或设计方面

的要求作进一步的加工。 

示范企业简介 

  该示范企业位于广东省，主要从事牛仔类服装的加工。通过这个阶段，牛仔布

由布捆变成了一件件可穿的服装。由于牛仔类服装的特殊加工过程，牛仔裤经过

缝纫之后大多需要送往洗水厂进行处理，以获得独特的效果。 

流程图 

 

 

图17 制衣阶段的工艺流程图——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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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基于从示范工厂获得的数据，本报告从碳足迹与时间、空间、工序和能源耗用

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详细结果见图 18，19，20和 21。 

 

图 18 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19 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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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注 “其它”项包含了 11个工序，且每个工序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均小于查片工序：1.69%。 

 

 

图 21 按排放源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注 “其它”项共包含了 28个排放源，且每个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均小于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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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 18中，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除 2月份以外，其他月份变化

不是很显着。可能的原因可参照图 8的分析部分。成衣加工是一项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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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工序。2 月份适逢中国农历新年，通常该月开工率不高。以该厂为例，

当月的产量不足平均月产量的 10%，这可能是引起 2月份单位产品按月平均

温室气体排放量偏高的主因。 

2. 在图 19 中，生产区域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办公区域的排放量二者的比值约为

91:9，说明该企业的能源利用率较高。 

3. 在图 20中，大烫、缝纫与裁剪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三大工序，三者之和

约占总排放量的 75%。大烫是在相当的温度之下，将面料熨烫服帖。缝纫是

将裁片缝纫成服装的过程，是制衣阶段的主要工序之一。裁剪（如使用电剪）

工时长，单位时间的产量并不高，因此该工序也会产生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 

4. 图 21中显示，外购蒸汽、灯管、缝纫机、抽风机、电熨斗、空调与烫朴机是

该厂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注 以上结果与讨论完全基于该示范企业所提供的2011年的数据，所有结论仅适用于该企业在此时间段的表

现。 

注 该企业所使用的蒸汽是外购的。因此在图21中，本报告使用“外购蒸汽”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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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企业报告 5: 洗水 

 

关于洗水 

  为了使牛仔裤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在成衣或面料阶段需要进行洗水处理，例

如普洗、石洗、酵素洗、化学洗、漂白以及破坏洗等。洗水是牛仔类产品很重要

的一道加工工序。特别的牛仔效果常得到追求个性的消费者的青睐。 

示范企业简介 

  该企业是示范企业 4的姊妹企业。二者合作紧密。该企业的牛仔洗水工艺成熟，

保持富有潮流感的洗水技术创新。完成洗水工艺后的牛仔服装将返回制衣厂完成

后续的检验和包装工序。从纺纱厂的纤维开始，到制衣和洗水阶段产出的牛仔裤

成品为止，本项目在牛仔裤供应链生产阶段的碳评估评估过程正式完结。 

流程图 

 

 

图22 牛仔裤洗水的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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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基于从示范工厂获得的数据，本报告从碳足迹与时间、空间、工序和能源耗

用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详细结果见图 23，24，25和 26。 

 

 

图 23 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24 按空间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KgCO2e/件 

月份 

生产区 

95.72% 

办公区 

4.28% 



 22 

 

 

图 25 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图 26 按排放源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1） 

注 “其它”项共包含了 13个排放源，且每一项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占比例均小于 1.49%。 

讨论及减碳机会 

基于图 23、24、25和 26的结果，本报告在以下内容中作进一步讨论，并寻

求减碳机会。 

1. 在图 23中，单位产品按月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波动幅度较小。据原始数据显

示，该企业的生产较为稳定。相较制衣工序，洗水对人力的依赖程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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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设备的依赖较大。因此，即便在法定假期较多的月份，该厂的碳足迹表

现也没有出现下滑 

2.  在图 24中，生产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办公区域排放量的比值为 96：4，

该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非常好。 

3. 在图 25中，牛仔裤洗水阶段按工序分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简单，仅包含

4 个主要工序。洗水工序排放了该厂约 60%的温室气体，是所有工序中最高

的。其次是烘干工序。二者之和约占全场总排放量的 80%左右。该厂的减碳

机会将重点在这两个工序中发掘。 

4. 在图 26中，外购蒸汽是该厂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其主要用于增强洗水的

效果。洗衣机使用的电力贡献了约 10%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这两个排放源

的排放量之和约占全厂总量的 60%。这是洗水阶段实现减碳的重点排放源。 

 

注 以上结果与讨论完全基于该示范企业所提供的 2011 年的数据，所有结论仅适用于该企业在此时间段的

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