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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 , 一直突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 , 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并不就是竞争优势。 入世以

后 ,我国纺织品出口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挑战 ,本文对如何抓住机遇 ,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 增强纺织品出口

的竞争力 ,迎接世界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挑战 ,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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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 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的基础理论是传

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从过去到

现在都主要是体现在劳动力密集上 , 所以在国际贸

易战略上一直强调自己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

较优势 , 突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纺织品服装

出口多年来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 在我国对外

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 , 不

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 , 近年来我国的纺织品出口竞

争力的下降已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当前世

界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趋势已不可避免 , 入世以后 ,
我国纺织品出口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 同时也面

临着很大的机遇 , 如何抓住机遇变比较优势为竞争

优势 , 应对自由化趋势带来的挑战 , 扩大纺织品服

装出口 , 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一 、 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及现状

近20年来 ,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全球的地

位逐年上升 , 在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排名由 1980

年的第 10位跃居 1995年的第 1位 , 成为世界最大

的纺织品出口国 。我国纺织品出口多年来一直呈快

速增长的态势 , 从 1985 年的 64.4 亿美元上升到

1997年的455.5亿美元 , 增长了 6倍 , 平均年增长

率为 17.77%, 略高于同期外贸出口 17.15%的增长

速度。从纺织品服装出口数量来看 , 我国自 1987

年以来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从 1986年至 1995年 ,

纺织品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 虽然从 1996

年起位居机电产品之后列第2位 , 但仍然是我国贸

易顺差最大的商品 。根据海关统计 , 1994———1998

年我国纺织品贸易顺差每年都在 200亿美元以上 ,

1998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 428.81 美元 ,

虽然与 199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5%, 但仍实现了

284.9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 占该年度全国贸易顺差

总额的 65.2%。2000年纺织品服装出口 520.8亿美

元 , 占外贸总出口的 20.9%, 2001年我国纺织品

服装出口达 534 亿美元 , 比上年周期增长 2.5%,

纺织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证我国的外汇储

备 、国际收支平衡及人民币汇率稳定至关重要 。纺

织品出口对我国纺织品工业发展 , 解决社会就业起

　　
　第 5期 总第 127期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No.5 Vol.127

　　 2002年 5月 BUSINESS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May.2002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35016?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扩大纺织品出口对保持社会稳

定和推进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

最近几年来 ,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增量优势

弱化 , 出口出现波动甚至负增长 , 出口数量与出口

金额极不相称 , 出口金额虽有增长 , 但占全国出口

总额比例不断下降。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

济衰退的影响 , 但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的纺织品出口

仍以中低档的产品为主 , 技术含量不高 , 基本上是

以量取胜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 高科技的突

飞猛进 , 如果我们不加大我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

量 , 我国的产品将失去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

1995年以来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情况(单位:亿美元)

全国总

出口额

纺织品服

装出口额

出口额占

全国比重 (%)

出口额比上年

同期增长(%)

1995 1487.8 380.7 25.5

1996 1510.5 370.95 24.6 -2.3

1997 1827.9 455.77 24.9 22.9

1998 1838.1 428.82 23.3 -5.90

1999 1949.3 430.6 22.1 0.42

2000 2492.0 520.8 20.9 20.9

2001 2661.6 534.0 20.1 2.5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贸易年鉴 (2000)、 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2001)

二 、 入世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的机遇

多年来 , 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上的贸易保护

主义盛行一直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受到挑战的一

个重要因素 , 我国纺织业深受西方国家各种关税和

非关税的限制 , 目前我国是纺织品服装出口受限国

别最多 、 受限产品范围最广 、 受限程度最严重的国

家。加入WTO , 改善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外

部环境 , 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将大受其惠 。

(一)全面改善出口环境 。根据WTO的有关条

款 , 我国可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优惠待遇 ,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亦可在WTO 框

架下合理解决。入世以前 , 发达国家常常滥用反倾

销手段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进行限制 , 据不完全

统计 , 自 1986年至 1997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已达

21起 , 1998年 , 欧洲对涉及金额近 1亿美元的我

国坯布进行了反倾销调查 。入世后 , 国外对中国产

品的反倾销行为将受到约束。同时 , 多边贸易体制

也将给我国纺织品出口带来稳定的出口环境 , 结束

了我国纺织品出口长期受双边纺织品协议左右的局

面。而且中国可以参与新一轮的谈判和贸易规则的

制定 , 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方向 , 为纺织品出口创

造更为有利的大环境 、大气候 。

(二)配额限制逐步取消 , 有利于扩大出口 。

入世后 , 我国可以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服装协

议 (ATC)规定的年增长率 、 灵活条款 、 自由化等

待遇 , 设限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纺织品服装配额数量

将大幅增长 , 配额类别将大幅减少 , 我国也将获得

与其他纺织品出口方较为公平的竞争机会 , 出口将

会大幅增长 。至 2005年完全取消纺织品配额限制 ,

我国纺织品服装业可以进一步扩大出口 。据专家预

测 , 取消纺织品服装配额限制 ,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

口可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322%, 在欧美市场上的份

额可从现在的 15%上升到 30%。

(三)关税降低 , 增加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的竞争力。入世以前 , 发达国家纺织品和服装的关

税平均为 15%—20%, 我国纺织原料的进口综合税

率平均在30%左右 , 这样的高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竞争力 。入世以后 , 发

达国家进口关税的降低将大大增强我国纺织品服装

的出口竞争力。而且由于我国关税的降低 。国外物

美价廉 、高品质的纺织原料如晴纶和涤纶将更多地

进入中国市场 , 有利于改变国内纺织品服装产品的

质量 , 提升档次 , 降低生产中高档服装的成本 , 进

一步增强我国纺织品服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三 、入世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的挑战

(一)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

优势的能力较差 。长期以来 , 我国依据比较优势理

论形成了自己的对外贸易格局 , 也就是进口技术资

金密集型产品 , 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 其中出口

占世界第一位的纺织品服装明显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品 。应该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发挥我国劳动

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 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

展水平。但是 ,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

论 , 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

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 比较优势只是一种静态的

优势 , 是竞争优势的基础 , 只有将比较优势转化为

竞争优势 , 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 。我们说明

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个主要理

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 , 因此具有价

格竞争的优势。而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不但要有价

格优势 , 还要有其他的优势 , 比如品牌 、 质量 、 垄

断力等 , 这些优势的整合被称为竞争优势 。不少国

内企业和产业尚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 , 在国内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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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 , 主要甚至完全依赖价格手段 , 非价格竞争能

力极为薄弱 ,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更低。但在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 各种产品的竞争已

不仅仅取决于价格因素 , 而是取决于包括价格 、 质

量和其他非价格因素在内的各种无形因素 , 如产品

的技术因素 、文化因素 、 品牌因素等。

(二)世界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

势使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区

域性经济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 欧洲联盟 、 东南

亚国家联盟等的存在 , 使得区域内贸易迅速扩大 ,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 加大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

难度 。墨西哥已经取代我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纺织

品服装供应国。我国与土耳其等国的纺织品服装结

构相似 , 在欧盟市场 , 他们是我们纺织品服装出口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日本 、 香港地区纺织服装市

场 , 由于本身的经济不景气 , 消费市场不畅 , 加上

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 使我国纺织品服装也遇到相当

的阻力。现在我国已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到

2005年 , 纺织服装的关税配额限制将会全部取消 ,

原来美国 、欧盟对我国的纺织品服装配额也将逐步

取消 , 双边配额的保障性作用将不复存在 , 我国产

品将会遇到更加激烈的竞争 , 各出口方在欧美市场

的份额将不再由配额划定 , 而由各国的竞争实力决

定。如何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是我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

(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各种壁垒对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限制。有一点我们已非常明

确 ,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根

据产品本身来区分的 , 而是根据投入要素来区分

的 , 就是说 , 同样一种产品 , 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

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 , 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

资本生产的。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 , 面对发达

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 较高的管理和组织水平 ,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更优的产品质量 , 我国的劳动

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另外 , 在发达国家

由于纺织品和服装业不仅是制造业中就业人数最多

的部门 , 而且地域上往往十分集中 , 受其国内纺织

业和工会的巨大压力 , 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纺织品进

口上将依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 以各种壁垒阻碍廉

价的中国产品的进入 , 使得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限制。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服装设计和

生产上的广泛应用 , 新纺织原料的不断开发 , 纺织

服装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已经成为纺织品企业

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这方面我国远远落

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纺织品服

装在质地 、 工艺 、环保 、包装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

要求 , 如追求无毒害 、 无污染的 “绿色产品” 已成

为发达国家进口纺织品服装的基本要求 , 这已经对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形成了技术壁垒。我国出口的

纺织品主要局限在中 、 低档以下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 , 而中高档以上的产品由于技术设备落后 , 开发

设计能力不强 , 加入WTO后 , 这种劣势将进一步

凸显 , 有可能在国外产品大举涌入的同时 , 被竞争

挤垮。

四 、入世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由比较优势向

竞争优势转化的对策

(一)提高技术含量 , 增强品牌意识 。为提高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不断巩

固和扩大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市场份额 , 我国还

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 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

值 , 发展名牌产品 , 扩大市场占有率。劳动力资源

丰富和劳动成本低是我国的比较优势 , 但是劳动是

不均质的 , 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 这说明了由比较优势向竞争

优势转变的重要途径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

力资本和技术投入 , 提高其技术密集度 , 使其由简

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要塑造我国

企业的竞争优势 , 我们还要走品牌化 、 差异化的经

营轨道 , 创出一大批名牌企业和名牌出口商品是增

强我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纺织企业不

注重品牌的创建发展 , 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国

际品牌 , 而且目前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技术标准

的国际化程度较低 , 出口企业应努力从各方面提高

标准 , 尽快加速采用国际标准 , 提高中国纺织品服

装的质量信誉 , 通过加大技术投入 , 增强品牌意

识 , 制定品牌发展战略 ,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

术含量 , 努力冲破发达国家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的技术壁垒 , 用自己的品牌 , 自己的有特色的产品

来开拓国际市场 , 占领国际市场 , 使我国真正成为

以质取胜 , 而不是以量取胜的纺织品出口大国 。

(二)调整产业结构 , 优化政策环境 。我国纺

织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 粗放型经营方式已严重

阻碍了纺织品出口的持续增长。纺织工业低水平的

生产能力过剩 , 高水平的生产能力不足 。目前棉纺

能力的 25%、毛纺能力的 15%、 印染能力的 30%

属于淘汰的落后设备 , 而先进的纺织机械如无梭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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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 自动络桶机等设备严重不足 , 这种低水平的生

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

势 , 也制约了产品档次的提高和升级换代的步伐。

为改变这种现状 , 我们必须调整企业规模结构 , 具

体来讲 , 对化纤企业要鼓励各种方式的联合和兼

并 , 改变目前企业分布散 、 规模小 、 效益差的局

面 , 以增加企业规模效益;对棉纺织企业 , 要限制

3万锭以下的小棉纺厂 , 鼓励合并 , 提高自动化程

度和管理水平 , 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印染 、 针织 、

毛绒及服装等行业要考虑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 , 应

逐步转变成集团性公司。另外 , 我国纺织品企业和

服装企业发展不够协调 , 制约了服装企业的发展 ,

同时也制约纺织企业自身的发展。目前我国中高档
服装出口面料的 60%依赖进口 , 仅这一项就要花

费国家60亿美元的外汇。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服装

面料国产率为突破口 , 理顺纺织企业与服装企业的

关系 , 提高我国出口服装的竞争力 , 不断扩大和巩

固我国服装出口的市场份额 , 促进我国服装企业和

纺织企业的发展 。目前 , 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下滑一

部分是由于外部因素所致 , 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的贸

易投资环境有关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劳动密集型出

口产业在我国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 要大力优化

贸易和投资环境 , 降低交易成本 , 提高政策部门的

效率 , 完善外贸信息服务促进体系 , 为纺织品出口

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 在相关进出口政策的安排

上 , 要兼顾传统出口产业发展的需要 , 为其结构调

整和升级创造必要的过渡期。

(三)改变传统贸易方式 ,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目前我国服装出口主要依靠来料加工 , 服装面料靠

国外进口 , 加工成品后再出口到国外 , 这种两头在
外的加工贸易方式 , 使我国的服装加工企业只能赚

取微薄的加工费 , 服装面料和服装成品的利润都被

国外委托方占有 。我们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 积极

寻找新的贸易方式。我们可以在主销市场的周边国

家去投资办厂或合资办厂 , 一方面可以带动服装面

料的出口 , 另一方面 , 生产企业可以及时得到市场

上的信息反馈 , 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 , 更好地

满足消费者需求 。同时也可以达到扩大出口 , 扩大

产品知名度 , 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的目的 。目前 ,

欧美等发达国家 , 信息系统相对完善 , 发展中国家

的信息产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 从而促进了互联网

经济蓬勃发展 , 电子商务 、 网上购物成为新的时

尚 ,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系统获取信息 ,

在网上进行贸易 , 电子商务已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

发展趋势 。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要想扩大出

口 , 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 必须紧跟国际潮流 , 不断

完善自己的信息系统 , 充分利用网络给我们带来的

发展机遇 ,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 以适应国际贸易发

展的需要 , 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

(四)建立纺织品出口企业联合会 , 实行纺织

品出口行业自律制度。随着纺织品出口配额的取消

和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 , 中国很多纺织品生产企

业都可以直接从事纺织品出口业务 , 为了避免同行
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 , 保障纺织品有序出

口 , 建立纺织品出口行业自律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

否则 , 大量的纺织品蜂拥到国外市场上 , 极易造成

倾销印象 , 引起反倾销调查 , 甚至可能会导致某些

发达国家再次对我国纺织品出口实行进口限制 。

在当前国际纺织品贸易逐步自由化 , 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 我们应以长远的发展眼光 , 抓

住入世后带来的机遇 , 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 为纺

织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我国纺织工业的振兴奠定良好

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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