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面国旗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严格的工艺，复杂的工序，不变的匠心
【文/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图/青年报记者 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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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车间

历经多道工序，才能实现“国旗红”

走进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的厂房，繁忙的车间

内，机器声隆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在这里，最骄傲

的旗帜工艺当属国旗生产，这家企业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持证生产企业。旗

帜的整个生产流程从制版开始，先是根据不同旗帜类

型的要求选择丝网印刷或者数码印刷，印刷完成后再

用汽蒸的方式进行颜色的渗透和稳固，随后通过水洗

洗去表面的浮浆，最终进行定型、缝纫及包装。

那一卷卷白色的布，是如何成为一面面鲜艳的国

旗的？“国旗生产要求十分严格，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法》。”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介

绍，国旗生产有复杂的工序，包含扎染、吊印、发色、漂

洗、高温定型等多道工序，只有严格遵守标准才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规定的“国旗红”。

跟着杨军在占地面积达2700平方米的厂房一楼

走了一圈，各种大型设备各司其职，厂房不设空调，只

保证通风顺畅。在一楼厂房的尽头有两个“顶天立地”

的“高压锅”，杨军介绍，当国旗经历前几道工序后，会

被送入达到180℃的高温高压升华罐中进行蒸化，蒸

制时长约一个小时，“我们现在每个班次有32名工人

分布在各个环节，共同协作。一个班次可蒸制8锅约

4000米长的布，汽蒸后的国旗经过发色、漂洗等环节，

最后才进入裁剪、缝纫、包装流程。”

来到厂房二楼车间，缝纫机“哒哒”声不停，工人们

正在为国旗缝纫、锁边。车间另一侧的长桌边，两名工

人拉着还未剪裁的国旗，一次次从长桌的这头走向那

头，将国旗铺展开，再用长尺测量五角星离旗边的距

离，做上记号，进行剪裁。杨军和两名工人一起展开了

一面3.3米×5米规格的国旗，巨大的国旗在面前徐徐

展开，这样规格的国旗通常会悬挂于户外广场。

国旗制作中，处处体现了匠心精神。比如调色环

十月一日国庆将至，申城大街小

巷五星红旗飘扬，这抹红总让人心潮

澎湃。大家可知晓，国旗是如何制作

生产的？坐落于上海金山区枫泾镇

的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是上海唯

一一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定点生

产企业。

国旗制作有着严格的生产资质

审核和工艺要求，通过复杂工序才能

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

的“国旗红”。这个繁忙的9月，公司

已经准备了近 200 万面不同规格的

国旗，从9月上旬起已在陆续出货，

因为国庆的脚步日益临近，整个9月

的出货量比平时高出40%至50%。

节，杨军说，颜料需用天平精确称量，稍有偏差就会

产生色差，难以制成“国旗红”。而国旗上的五角星

吊印也需精细操作，五角星的角度以及到旗帜边缘

的距离都有严格规定。旗帜的长度、宽度等比例，也

全部按照规定的标准来执行。

杨军熟记于国旗制作的每道工序和标准，他不

仅是企业的老员工，同时也是旗帜制造领域的行

家。1993年，上海举行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的那年，杨

军进厂。原来他是名红帮裁缝，因为当时国旗生产

都是手工剪裁，而他拥有过硬的剪裁技术。进厂后，

他从一名车间裁剪工人，做到车间副主任，最后成为

了工厂负责人。“知道吗？我的生日是8月1日，好像

从事这个行业也是命中注定。”杨军说。

●走进那些年

曾参与过国旗制作标准的讨论

“改革开放为勇于创业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于是我选择离

开了当时的上海旗篷厂，白手起家，一步步搭建起自

己的企业，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

公司原董事长王隆基与共和国同龄，他觉得这是他

与祖国的缘分。

1988年，王隆基和其他4人一起选择在青浦区

徐泾镇开启了创业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40周年，当时全国大街小巷都要悬挂国旗，王隆基

发现全国的国旗需求量激增，于是他们开始三班倒

地加班加点生产制作国旗，制版、手工印刷，汽蒸方

式用的还是煤球炉。那年直到国庆前的9月30日，

还有客户不断上门来取国旗。

到了1992年，王隆基造起了4层厂房。一年后，厂

里已经有100多号人了。那年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上

海举行，共有9个国家及地区参赛。上海主要街道都要

悬挂旗帜，这让王隆基的工厂再次迎来了商业机遇。

虽然市场对国旗的需求量越来越多，但他们也

注意到，当时市面上的国旗质量参差不齐，颜色、材

质各异，“材质上有棉布、尼龙的，制作时，五角星有

采用拼贴的，也有用针绣的。”王隆基还记得，当时有

人大代表提出，国旗是庄严而神圣的，但制作过程很

混乱，应该制定相关标准。于是国家开始重视并制

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明确了国旗的制作

标准和规范。

让王隆基自豪的是，那年他还特意飞去北京，参

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及国旗制作标准的讨

论，“所以我们工厂更会严格遵循国家标准，采用

100D×100D的全蚕丝材料，并通过扎染、吊印等工

艺，确保国旗的经纬密度和颜色准确无误。”

王隆基对厂里生产的国旗产品很有自信：“我们

的生产工艺传承自老一辈的精湛技艺，每一步都精

益求精。”

如今，海内外市场也早已认可了他们。自1988

年成立以来，企业先后承接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国际大型

赛事的旗帜制作工作，在旗帜生产领域打响了“中国

制造”的品牌。同时也为天安门广场阅兵等重大活

动提供国旗制作服务，确保了国旗的庄严和神圣。

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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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特大型国旗是有“窍门”的

王隆基回忆，公司制作过特大型国旗的规格为30

米×45米，在某些国家级大型活动现场使用。有一次

他们为活动制作了14面特大型国旗，前13面旗帜都

用于演练、排练。

因为是超大规格的国旗，布太厚国旗不容易迎风

飘扬，所以使用的布料薄且有拼缝，操作时需要额外当

心。当然为了现场顺利使用，他们的制作过程十分专

业，“我们前期会做破坏性实验，测试旗帜的张力，如果

没达到效果，就会换另一种制作方法，直到测试出满意

的效果为止。”

王隆基说，制作特大型国旗是有“窍门”的，讲究国

旗拼接的完成度、牢固度和韧性，“但要注意的是，五角

星是不能有拼缝的。”

参与奥运会旗帜制作，依旧保留手工印刷

在杨军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2004年时企业接到

了雅典奥运会的订单。“对方是带着样品来的，要求先

打样，最长的条幅有8米。听说对方跑了好几个工厂，

有的工厂看到要求后直摇头，说8米太长，需要拼接。

而我们打样，就能做到8米不拼接。”

于是，他们顺利承接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旗帜

制作工作。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进行批量生产，企业

购置了全自动超宽幅印刷机，开启了机器印刷的模

式，然而在此后的生产过程中，机器却没有彻底取代

手工印刷。相反，手工印刷仍是企业的重要技艺，一

些特殊的订单要求也只有手工印刷才能够完成。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王隆基：旗帜这一产品包含了很强的政治含

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个标记，更是政治

信息的传递者。我一直觉得，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

征，所以生产国旗是神圣的职业，绝对不能马虎，更不

能为了经济利益而降低标准。我们将继续坚守传统

工艺和高标准制作国旗，做这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

大家也为了小家，能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贡献一份力

量就很值得。

同时我觉得，企业创办也要不断创新。刚创业的

时候，我们制作国旗所用的布料都是真丝、丝绸，丝绸

上色需要用酸性染料，但色牢度不好，容易掉色。所以

我们现在制作国旗时创新使用了富丽纺，上色后就不

容易褪色。

我知道杨军现在也在不断创新，用起了数码印刷、

机器印刷，走上创业这条路后，思想、观念必须要创新，

践行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杨军：每逢大型赛事升国旗、奏国歌时，我总是

心潮澎湃，有不一样的感受。记得有一年，国家大型

赛事开幕前夕需要排练试升国旗，所用的国旗就是我

们公司生产的，我在现场看着国旗缓缓上升，那一刻，

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1997年香港回归时，国旗和区

旗也是我们生产的，还记得看到旗帜交接的那一刻，

我内心也是久久难以平静。这些年来，通过一面面旗

帜，见证了祖国的发展，这份职业带给我很大的自豪

感。

感悟最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