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升股份改革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纲要

（2023—2025 年）

重要提示：本方案是基于公司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及现有外部环境，对

未来三年发展进行的长远思考，其中涉及的发展思路、主要措施等属于前

瞻性陈述，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根据内外部宏观与微观

情况变化，公司有可能对本方案作出适度调整，以便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实现企业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麻类特色产品制造实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方向，健全产业链供应链，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增强科技创新

能力，强化华升自主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提高产品竞争力、科技创新力、

品牌影响力，助力湖南苎麻特色民生产业复兴，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麻

类产品的美好生活需求。

二、发展定位

做精做专做优麻类特色产品，形成特色纺织等中高端产品制造体系和

市场营销体系，创建名牌名品，打造苎麻产品原创技术策源地，力争

2025 年迈进全国麻类服饰行业第一方阵，公司发展成为主业突出、效益

显著、治理规范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分别定

位为公司以麻类服饰家居带动产业链发展的转型年、攻坚年、提升年。

三、发展思路



突出主业，聚焦实业。突出以麻棉等天然纤维为基础原料的纺织主业，

充分发挥公司在苎麻面料、服饰领域的传统优势，致力成为苎麻产业的

“链长”企业；聚焦麻纺制造实业，不断提升制造业务在企业营收、利润

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外贸业务中自营业务的比重。

突出特色，综合研发。以苎麻为特色，又不为苎麻所困，综合研发亚

麻、汉麻、黄麻等麻产品；以麻为基础原料，又不为麻所困，在生产纯麻

产品的同时，着力发展麻与棉、丝、化纤的混纺；以服饰家居为主打产品，

又不为服饰家居所困，综合研发麻类植物和麻纤维，特别是苎麻的多功能、

多领域运用，不断拓宽应用场景。

突出终端，产业完整。以研发生产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为中心，

打造“纺纱-织布-印染-服饰-销售”全产业链，产业链发展以做精做专做

优为方向，保持华升股份在苎麻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

突出创新，转型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强化产品研发设计，

提升科技含量和数字赋能，实现产品转型、营销转型、模式转型、管理转

型。产品转型方面从纺织印染等中端产品向服饰等终端产品转型、从价值

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转型；营销转型方面以线上为主、结合线下及渠道

营销，从 toB 为主向 toC 为主转型；模式转型方面从以投资建厂为中心的

重资产运营向以研发、品牌、营销为中心的轻资产运营转型；管理转型方

面向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营机制转型。

四、主要措施

（一）产品卓越

1.建设精而全产业链。通过合作等方式做优产业链前端的苎麻种植及

脱胶，确保优质原料供应；深化与研究机构合作，引领苎麻产业前端种业、



种植、机械设备等领域的发展；做精产业链中端的纺织印染和服饰制造；

做专产业链后端的销售和出口贸易，从产品和品牌两端发力，面向消费群

体打造含“麻”元素的服饰家居高端产品矩阵；以面料为本，设计为根，

以含麻特色服饰为核心发力点，提升从研发、设计到生产、维护的全流程

服务能力；塑造高端品牌，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出口贸易业务围绕麻类产

品，特别是华升自主生产的产品做文章；完善内部协同机制，实现产业链

内部协同发展。

2.推进精细化管理。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在渠道端，引入供应商管理

体系；在客户端，生产含麻制式服装，争取终端大客户。建立成本目标管

理体系及质量管理体系。纺织科技、雪松及金爽科技优化原料配比，降低

生产用工及采购成本，提高库存周转率。进行生产质量全过程管理，不断

提高产品质量。

3.推动三化发展。实现智能化升级，建设智慧工厂，引进智能化设备，

优化生产流程；推动绿色化发展，开发设计绿色麻类产品，生产型企业创

建绿色工厂；加快产品和管理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智能“大数据”平台，

实现业务互联互通、高效协同，管理可视。

（二）品牌卓著

1.制定品牌开发战略。唤醒华升原有的品牌影响力，提升现有“华升

自然家族”“雪松”“金爽”“洞庭”等品牌的影响力；瞄定高净值中年男

士等目标客户群体；根据消费群体偏好和个性化、时尚化趋势，开发特色

品牌和商标，以产品带动品牌宣传。

2.开展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宣传麻纤维绿色健康等优良品质以及苎

麻文化，争创全国和世界知名品牌。



3.多渠道宣传创建品牌。加大品牌创建投入，参加各类活动宣传华

升品牌，借助新媒体平台宣传华升品牌。

（三）创新领先

1.提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成立研发设计中心，统筹产品研发和设

计工作，形成有效协同；打造自有的设计师团队，引进和培养自己的设计

大师。大力培育科技人才，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2.打造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充分运用“国家苎麻产品开发基地”等

自有创新平台；加强核心技术保护，研发的产品（特色面料等）及时申报

专利，提高可能被假冒、仿制的技术门槛；强化员工保密教育，实施同业

禁业制度。

3.深化产学研合作。与研究机构以及纺织类专业高校等创新主体深度

合作，研发高品质、多功能、智能可穿戴、附加值高的麻类新产品和新的

应用场景；与科研机构、机器设备生产商合作开展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剥

麻、生物脱胶、长麻纺机械自动化程度低等制约行业发展等“瓶颈”。

（四）治理现代

1.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强化董事会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决策

功能；加强经营班子建设，市场化引进营销策划、研发设计等方面经营人

才，逐步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2.完善内部组织架构。重塑本部组织体系，由管理型本部向价值型、

业务型本部转化；厘清子公司功能定位，按照研发、生产、销售功能调整

子公司设置，做好业务板块和功能划分。

3.建立市场化运营机制。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探索中长期



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子公司管理团队、创新团队、技能人才三支队伍建设。

4.防范化解风险。强化制度体系建设。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维护企业稳定，建设清廉、和

谐华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