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轻到重，做难却正确的事

初次和李鹏见面，他考究的穿衣风格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采访中，他也会拿初
次见面人的穿着举例，准确说出服装面
料。

李鹏 1978年出生，带黑框眼镜，面容
俊朗，花白的头发别有一种“时尚感”，他对
此的解释是“我十三岁就少白头了”。相比
大众眼中创业者“雷厉风行、简单粗暴”的标
签，他整体气质更偏儒雅。

李鹏创业之前在银行工作，2003年的
一个机遇让他跳出舒适圈开启外贸人
生。和很多外贸人类似，他最初选择的产
品也是服装，只不过他对做“高科技服装

“生意更感兴趣。
服装外贸让他攫取了第一桶金，随着

业务和公司规模的逐步扩大，李鹏团队开
始进军服装加工生产领域，并快速扩大生产
规模，团队主要生产高科技材料服装。

随着国际行业竞争加剧，人口红利的
消失，国内服装代加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减弱，利润也逐步降低。面临转型困境，
岛城各大服装代加工企业左冲右突，有的
打自有服装品牌，有的引入智能化流水
线，大家都在寻找机遇。

李鹏给公司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自主研发高新技术材料，破解全球行业难
题。“我是学化工出身，生性喜研发，爱创
新，而且我坚信技术是未来。”李鹏这样解
释他当时的抉择。

技术研发“重”且“滞后”，“重”是成本
高，“滞后”是相比于贸易实时能看到回款而
言，研发三五年可能都没有“现金回馈”。

但对于李鹏而言，做难而正确的事总
没错。

2019年，联润翔开始探索纳米纤维材
料技术，经过三年的技术攻坚，终于在2022
年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了纳米纤维材料大批
量、连续稳定、低成本、高质量生产。“由于国内
没有先例，国际上纳米纤维材料的规模化生
产也很少见，所以从生产设备的设计制造，到
宏量生产工艺，都是团队科研人员一点一点
地摸索出来的。”李鹏说。

国内首次，实现纳米纤维材料量产

由联润翔打造的国内首个纳米纤维
材料宏量稳定生产车间，生产出的纳米纤
维材料被国内知名服装品牌青睐，并与其
达成合作意向。

“绝大部分纳米纤维材料都是在实验
室中小规模生产，能做到在生产车间内宏
量稳定生产的，我们是国内首家。”联润翔
副总经理蓝霞表示，该车间年生产纳米纤
维材料可达 50 万-100 万平方米。之后，
企业计划为纳米材料产线建设一个更大
规模的生产车间，年产值可达上亿元。

除了具备更强的科技性能外，联润翔
纳米纤维材料从原料到膜成品，制作工序
仅 4 步，是传统纤维材料制作工序的“零
头”，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大大降低
了生产环节的碳排放。

该材料在消费者体验端也不同凡响。
和普通纤维材料相比，李鹏团队研发

的纳米纤维保持在纳米级别，而市面上多
数棉纤维、羊毛纤维则是毫米级别，这种
差别不仅体现在手感、穿着感受上，还体
现在功能性上。

和普通纤维材料的差别是什么？李
鹏把水洒到面料上，让记者体验面料正反
面的湿润度。“和普通面料相比，很明显地
感受到，纳米面料可以快速干燥，且在洒
水的另一面几乎感受不到水分，但这面料

透气性良好。“李鹏一边用手背反复演示一边说道，穿这种材料的衣
服，可以速干。

李鹏称，公司所研发的 Surforce 纳米膜面料，其组成纤维仅有
头发丝千分之一粗细，让热量伴随汗液无阻力导出蒸发散失，相较
于市面上的普通吸湿速干、单向导湿产品，能够帮助人体更早恢复
身体温度，避免身体湿冷。

“可以做到‘风的单向性’。”李鹏解释，比如女性冬季穿带有纳
米纤维膜的打底裤，能阻止寒风的进入，还可以让身体的湿气、水、
气单向出去。“简单说就是一个单向的功能，这种单向的功能不仅仅
是在气流上，还可以做到温度上，比如可以外头的热辐射不进来，身
体的热辐射出去，反过来冬天的话可以让外头的热辐射进来，身体
的热辐射不出去，这就是该材料的特征。”

“我们做过测试，利用我们的纳米材料制作的打底裤，在同样厚
薄的情况下，其内部温度可以增加7摄氏度。”在企业展示的排湿性
实验中，相较于普通材料，纳米纤维制作的布料能够在更短的时间
内排除水蒸气，排湿性能更好。

在价格方面，纳米服装并不比其他类产品昂贵，一身内衣，价格
在 199元左右，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质量和价格，目前已有很多企业
前来洽谈合作。

千亿体量，“穿透”纺织服装行业周期

数据显示，最近5年，纺织服装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整个行业的
销售收入、产值、销售数量、利润水平都呈现下滑趋势，尤其是行业
利润水平急剧下滑。

但在行业寒冬中，仍然存在发展新机遇。李鹏表示，千磨万砺研发
纳米纤维材料量产技术的背后，是一场与纺织服装行业周期的赛跑。

“全球服饰消费的格局在变，新消费促进了体育运动类和刚需类
产品的结构性上升。”李鹏称，第一代功能性服饰，可满足防风、排汗
等需求，而现在的功能性服饰更进一步，它可以做到单向导湿、防水
透湿、安全抗菌等功能。这就是服装的高科技性所带来的附加值。

到目前为止，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成长为可提供科技创新
服务和材料、面料及成品综合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先后参与16项国
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1项团体标准的起草拟定，并获得国内外专
利数量17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去年11月份，联润翔还获得了青
岛创新应用实验室、青岛纳米纤维技术创新应用实验室的资质。

纳米纤维材料实现量产，也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新的“赛道”。李
鹏表示，纳米材料在信息、新能源等领域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体量将在千亿级别。在联润翔的未来5年规划中，计划联合相关科
研机构、高校、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力争早日推出针对B端客户更多
相关品类的产品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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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抓住纺织新材料“话语权”
联润翔创始人自主研发纳米纤维材料
在国内首次实现量产 获得大品牌订单

上世纪90年代，“上青
天”的美誉验证着青岛这
座城市在全国纺织领域的
地位。

当时，OEM（代工）模式
贯穿岛城大多数纺织企业
生命线，并在全国服装加
工领域内出现了例如红领
（后更名为酷特智能）、红
妮、巴龙等佼佼者。

代工模式流行且利润
可观，选择走技术路线的
企业少之又少。不过，随
着服装行业周期变更、人
口红利消失殆尽，老牌纺
织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企业
发展路径，开始逐步重视
科技的布局和探究，不过，
这种重视多停留在工厂流
水线的改造上。

但有一家企业却将科
技材料视作未来。联润翔
（青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在岛城的纺织圈内名气并
不算大，却在全国纳米纤
维材料领域颇有建树，创
始人李鹏对此解读为“不
是一个行业，我们属于高
科技材料领域”。

李鹏2003年跳出传统
银行体制独立创业，从经
营高科技面料服装进出口
到自主研发纳米纤维材
料，团队从寥寥数人到上
百人，营业额从百万元到
上亿元，其中的艰辛不足
与外人道。

如今，团队研发的新
型纳米纤维材料，在国内
首次实现量产，在荣获多
项同领域大奖、获得众多
大品牌订单的同时，也给
同行业带去了新启发。

联润翔创始人李鹏联润翔创始人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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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打胜仗，队伍才好带

记者：纺织行业做研发难度大吗？做销售代加工不是更容易吗？
李鹏：销售顶多是挣个差价而已，但是研发投入就高了，不光

是投钱投精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它会比较滞后，前期投入巨大，不像做贸易本身就有现金流，

做研发的话，它可能三五年都没有现金流，还面临着失败的风险。
刚开始做也真是挠头，查阅海量的资料，请教了众多业内专

家，决定要做它，但是今天回头看，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记者：是什么让你做出这种冒险的选择？
李鹏：做什么都有风险。我喜欢钻研、拓展、创造，所以我们是

朝这个方向走，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记者：公司100多人，有什么好的管理方式更高效一些？
李鹏：特别重要的是，你这个企业一定要打胜仗。打胜仗就

是你必须得有合理的目标，如何去设立整体的目标，该朝什么方
向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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