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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现状分析

!、羊毛业的产量及总产值大幅下降

在过去 !" 年里 ， 澳 大 利 亚 羊 毛 产 量 已 下 降 了 #"$。

!%%%&’""" 年度，澳原毛产量为 (’)* 万吨，比上年度下降

了 ’$。根据澳“羊毛生产预测委员会”的分析，刚刚过

去的 ’"""&’""! 财年，澳原毛产量约为 (+)! 万吨，虽然比

前一年度略有回升，但产量接近 ," 年来最低水平。与 ’"
世纪 -" 年代相比，澳大利亚羊毛业的总产值也已大幅滑

落。!%%-&!%%% 年度的产值为 ’!)+% 亿澳元，比 !%--&!%-%
年度（-" 年代顶峰）的 ,% 亿澳元相距甚远。

’、羊毛价格不稳定

羊毛价格是决定澳大利亚羊毛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稳 定 的 羊 毛 价 格 是 羊 毛 产 业 健 康 发 展 的 前 提 条 件 之 一 。

近年来，由于羊毛价格偏高，许多服装生产商采用羊毛

混纺生产，这对未来羊毛需求构成一定威胁，从而影响

了羊毛价格的稳定。另外，目前澳大利亚羊毛的高价位

使许多养羊者挤入羊毛工业，最终又影响了羊毛价格的

持久稳定。

（二）发展趋势

!、羊毛生产下降幅度趋缓

近 !" 年 来 ， 澳 大 利 亚 羊 毛 产 量 不 断 地 下 降 。!%%%&
’""" 度，洗净完羊毛产量为 (+)* 万吨，比上年度下降

了 ’$， 比 !%%’&.%%+ 年 度 下 降 了 ’!)-,$。 从 中 长 期 看 ，

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但下降幅度已趋缓，甚至出现

了个别年度的正增长，如刚刚过去的 ’"""&’""! 财年，澳

毛产量约为 (+)! 万吨，比前一年度略有回升。澳毛产量

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需求萎缩造成的，从整体上，进口国

经济改善、开发新的市场、澳大利亚本国自然及政策 条

件的改善等因素使这种需求萎缩得到适当遏制，因而 出

现了下降趋缓这种现象。

’、羊毛出口增长迅速

国际羊毛市场需求的增长使澳毛出口量大 增 。 根 据

澳 农 业 资 源 局 公 布 的 数 字 ，!%%% & ’""" 年 度 的 羊 毛 （ 含

库存羊毛）出口量为 -")+ 万吨，比上年度增长了 !*)%$；

出 口 值 为 ’%)(+ 亿 澳 元 ， 比 上 年 度 增 长 了 !#)*$。’"""&
’""! 年 度 ， 澳 毛 出 口 将 进 一 步 增 长 ， 总 量 约 为 -’), 万

吨。’""!&’""’ 财年，澳羊毛出口量有可能略有下降，估

计出口量为 -"), 万吨。

从澳羊毛出口目的地看，’""" 年 + 月至 ’""! 年 + 月

澳毛的主要出口市场仍是亚洲国家，来自中国大陆、 韩

国、印度、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泰国的需求强劲。 在

羊毛进口的量和值方面，中国都位居第一位。中国共 进

口澳毛 !-)"- 万吨，占澳出口羊毛总量的 +()#$，比上季

增长了 !%)*$。（以上数据来自《国研网》）

+、羊毛价格回升

从 ’""’ 年 ! 月份起，国际羊毛市场的需求出现恢复

性增长，对细羊毛的需求量增长很快，加之澳元一直 处

于低迷状态，使澳大利亚羊毛出口量迅速增加，澳毛 价

格开始回升。另一方面羊毛供应量下降，特别是细羊 毛

的供应量不足，使羊毛价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它种 类

产品。!%%% 年 !" 月至今，细羊毛价格上涨了 #($；中细

羊毛价格上升幅度则为 +"$。

二、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澳大利亚羊毛产量下降的原因

!、需求因素

澳大利亚羊毛产业振兴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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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毛 产 量 的 下 降 主 要 是 由 于 需 求 萎 缩 造 成 的 。 传 统 上 ，

羊毛需求一般呈周期性变化，其周期取决于世界经济发

展周期和时装流行的趋势。!" 年代以来，一些传统羊毛

进 口 国 （ 如 前 苏 联 ） 经 济 巨 变 ， 澳 羊 毛 的 主 要 进 口

国———中国和意大利的需求量的下降以及 来 自 其 它 产 品

的激烈竞争使全球羊毛需求量大减。根据价值规律及国

际供需平衡理论，国际羊毛需求萎缩必然导致澳大利亚

羊毛产量作适当的削减以反映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

#、地理及气候因素

作为传统畜牧业之一的养羊业，其受气候及 地 理 因

素的影响较为明显，而羊毛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养羊

业。#""# 年澳主要羊毛产地不同程度地出现旱情，影响

了养羊业的产量。一些羊毛场主已转向粮食、棉花种植

和发展林业，短期内难以重新投向养羊业。另外，澳大

利亚羊肉市场价格看好，大量羊只被屠宰，绵羊的数量

大幅度下降。因此，澳羊毛产量难以有大的提高。

（二）羊毛价格不稳定的原因

$、羊毛价格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羊毛供需情况

不稳定。羊毛价格随着国际羊毛供需情况的波动而波动。

当供大于求时，羊毛价格下跌；当供不应求时，羊毛价

格上涨。

#、羊毛本身的质量及自然属性也是羊毛价格不稳定

的一大原因。在各国羊毛业相互竞争的前提下，羊毛本

身的质量就决定其价格是否具有优势。

%、澳元的币值不稳定。澳元的币值的波动使羊毛价

格也相应的发生波动。由于决定澳大利亚羊毛价格的上

述因素目前不断在变化，因此其羊毛价格还将处于不稳

定的状态。

三、 澳大利亚有关振兴羊毛产业的措施及

其效果

由于羊毛产业对于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 地 位 使

得其对羊毛产业的发展十分关注，极力采取措施以振兴

传 统 羊 毛 业 。 振 兴 措 施 中 既 有 政 策 措 施 又 有 民 间 措 施 ，

综合采取政策、技术、市场等手段，多管齐下。

（一）政府对于羊毛业实施的改革举措

近来，澳大利亚对羊毛业的改革围绕降低羊毛税及

提高相关政府机构服务职能水平而展开。澳对羊毛管理

体制进行改革的起因是牧场主们对羊毛研究和促进机构

（&’(&)）所提供的服务不满意。$!!! 年 * 月 $ 日，澳

农业部长宣布任命一个过渡董事会，领导对 &’(&) 公

司的改革，并宣布 #""$ 年 $ 月 $ 日后，羊毛税税率降为

#+。至此，羊毛体制改革的方案基本确定下来。

（二）发展羊毛电子销售，拓展销售渠道，降低交易

成本

澳大利亚羊毛销售的主渠道是公开拍卖，拍卖量占

澳羊毛销售量的 ,"+。近年来，羊毛直销和 电 子 销 售 方

式的比重不断上升，目 前 已 占 到 总 量 的 #"+左 右 。$!!!
年 ! 月 $- 日，澳大利亚羊毛检测公司（&’.&）成功地

进行了一次网上拍卖，从而使处于偏远地区的卖者和买

者便利地进行了交易。这一举措确证了电子拍卖技术的

可靠性，为羊毛电子销售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加大智力投资，促进产学研结合

澳大利亚的羊毛行业近年来通过加大与高校 等 研 究

机构的合作，促进羊毛工业的研究、发展与 创 新 。#""#
年 * 月 $ 日 ， 澳 大 利 亚 羊 毛 创 新 公 司 （&/01234536’774
8667931576 :5;51<=）和德肯大学 >?<3@56 A659<2051BC 签署

了 合 作 协 议 ， 由 澳 大 利 亚 羊 毛 创 新 公 司 提 供 研 究 基 金 ，

他们将启动一项旨在提高澳大利亚羊毛工业竞争能力和

盈利能力的合作研究。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关于开

发世界上最细和最柔软的毛线的研究。

（四）加强对于羊毛业者的补贴特别是技术投入补贴

为了给澳大利亚羊毛业注入新活力，澳大利 亚 羊 毛

创新组织（&’8）于 #""# 年初公布了一项 * 年的研究计

划，决定投资 D 亿澳元计划在 * 年内，将羊毛业的生产

和 供 应 链 成 本 减 少 #"+。 将 每 公 顷 绵 羊 毛 的 利 润 翻 番 ，

同时扩大市场对澳大利亚羊毛的需求量。该计划所需资

金将从澳大利亚羊毛业征收税款中抽取。

（五）羊毛业者与外国用户建立直接、长期供货关

系

为减少羊毛交易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羊毛 生 产 者

正设法同外国用户接触，向厂家直接供货。#" 世纪 !" 年

代，羊毛市场不景气，使澳大利亚羊毛生产者受到严重

打击。#""# 年，虽然国际市场的羊毛价格大幅回升，但

生产者为了增强羊毛交易的稳定性，纷纷同外国毛纺厂

家接触，建立直接供货关系，签定较长期的合同，并希

望和用户能合作办牧场。

（六）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提高羊毛销售潜力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纺织与 纤 维 研

究人员正在开发一套工艺用于使便宜的家用纺织产品也

能具有羊毛舒适感和较高的服用特性。这项技术能提高

中支羊毛销售潜力、降低成本并满足价格低廉的羊毛产

品的需求。

与此同时，一些羊毛公司不断研制与开发新的羊毛

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对特殊的运动和休闲装的需要。如

E479<2F277@ 公司就生产出了有自然的弹性和防紫外线功

能以及能够完全被生物分解，有利于环保的两种运动羊

毛 起 绒 织 物 。 这 些 羊 毛 新 产 品 的 开 发 拓 宽 了 羊 毛 市 场 ，

并使澳大利亚羊毛产品的销售潜力大大增强。

四、澳大利亚羊毛产业发展对（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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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毛纺织业的启示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羊毛生产国，羊毛年产 量 约 为

!" 万吨（净毛），占全世界 !#$左右。同时我国又是最大

的羊毛消费国，是毛纺织品生产大国，毛纺工业每年用

毛量都在 %& 万吨左右。但我国羊毛生产起步较晚，至今

仍未摆脱散户放养、生产率低、产品质量不高、价格下

降的状况，由于这些原因，使我国的毛纺织行业成为对

外进口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入世后，我国对进口羊毛实

行关税配额管理，对羊毛产业的保护会相对削弱，国内

绵羊饲养业和羊毛产业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为了更好

的发展我国的毛纺织业，我们借鉴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

发展，并得到启示：

!、在不断提高原有毛纺织业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加

大对毛纺织新产品的开发，从而拓展我国的毛纺织产品

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优势，进一步加大毛纺

织产品的出口，扩大我国毛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采用多种营销策略，发展电子商务，促进毛纺织

产品的电子销售。

’、我国应鼓励各大高校、研究所与毛纺织产业加大

合作，共同促进毛纺织产品的创新与毛纺织产品的升级，

从而使高校、研究所和毛纺织业都能从中受益。

随 着 第 (& 届 国 际 毛 纺 会 议 在 上 海 的 胜 利 召 开 ， 我 国 于

!))* 年加入 +,-. 组织，我国毛纺业在世界毛纺业中已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毛纺业要从毛纺大国迈向毛

纺强国，产品参与全球的竞争，不仅要加强对产业的改

革，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发展，还需要积极了解并参与

到国际毛纺织组织贸易、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游戏规

则“的制订中去，这对提高我国毛纺产业的水平将具有

极大的益处。! （责任编辑 友国）

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功能还要退化。但非正式

首脑会晤机制，在当前突发事件增多的国际形势下，能

发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如近年来对改善几起重大事

件后的中美紧张关系的作用。“亚欧对话合作机制”只

是一个交流和谈论观点和意见的讲坛，在欧盟!"")年扩大

到!*国规模的形势下，应利用这个讲坛来讨论欧盟东扩

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对东亚和我国的影响。

!""!年++月)日我国与东盟领导人在金边会议上签署

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包括+"年内建

立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这不仅

是我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也是区

域经济一体化在我国经济国际化战略中的地位实质性提

升和凸显的历史契机。

第三，关于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重点深化我 国 经 济

国际化战略的几个重点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大国责任与作用。 没 有 大

国参与或大国参与而不更多地承担义务和责任，都不会

有大进展、大成效。如欧盟一体化的成效与“法德轴心”

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 !） 协 调 和 “ 摆 平 ” 东 亚 区 域 三 个 “ +",+” 和

“+",#”的相互关系及与其它大国关系。中、日、韩是东

亚三个经济大国，由于日本惨淡经营的“雁型”模式瓦

解和我国在三个“+",+”中的率先突进，韩国在经济结

构和技术上的竞争态势，日本、韩国与我国在推进东亚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中 先 导 地 位 的 争 夺 和 角 逐 ， 势 所 难 免 。

最近，日本利用和迎合俄罗斯对我经济崛起的妒羡、戒

备和遏制心理（如将中石化公司逐出俄石油公司产权拍

卖和远东输油管道可能改线），露骨地表现出“诱俄联俄

制华”的战略意图。日本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但劣势

是经济发展趋势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在国际事务

中历史形象和现实可信度分值不高，我国的优劣势与日

本正好相反，我国应基此扬长补短、从容应对。我们无

意挑战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在东亚的既得

利益存在和诉求，但在维护我国利益和发展及安全诉求

方面也不会示弱退让。充分发挥我国既是世界出口迅猛

发展国又是全球消费大市场国的双重身份在推动“+",-”
进程中的大国优势，在“同构”层面深化水平分工，扩

大产业内贸易，在“异构”层面形成优势互补，扩大产

业 间 投 资 与 贸 易 ， 逐 步 形 成 和 增 强 区 域 经 济 “ 火 车 头 ”

的担纲地位。同时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多

方 多 层 合 作 与 竞 争 ， 形 成 各 展 其 长 、 各 得 其 所 的 “ 多

赢”、“共赢”格局。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 挥 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适应我国

经济国际化战略深化和重点调整，在加快自身技术经济结

构创新的同时，加大对西南地区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的

力度，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协调区域经

济发展，整合我国国内区域经济整体竞争优势。

（)）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我国比较优势层次，

加速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由舆论到现实的变迁和新型工业

化进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一次世界大变革和全

球技术创新浪潮，都会推动一些国家和地区创造“经济

奇迹”，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历史可以相似，机遇不会重

复，他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拷贝”过来就会失

灵，只能与时俱进，立足“原创”。!
（责任编辑 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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